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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的性质、含义和特点，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形成的过程，现代汉语的历史

地位和语际地位。大体熟悉现代汉语各种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和功能变体，掌握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一、现代汉语的性质

（一）什么是现代汉语

1. 语言的属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

过程中的作用》）即劳动创造了语言。

语言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和全民性。社会性是指

语言和社会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一方面，语言依存于社会，离开了社会，就无所谓语言；另一方面，社会也不

能没有语言，没有了语言，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全民性是指语言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没有阶级性。

从外部功能而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能够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是人

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所谓交际工具，是指人们能够利用语言传递并交流信息，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自

然界的许多动物也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传递信息，但是这些声音一般都比较简单，表达的信息量也不

丰富，而且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重新分解组合，形成新的语句，所以不能看做真正意义上的语言。除了语言

外，人类还使用一些其他的交际手段，比如手势、旗语、交通信号、电报代码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是在语言的

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使用范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作为语言的辅助手段。所以我们说语言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

所谓思维工具，是指人们能够利用语言形成和表达思想，它是思想最完善、最有效的载体。思维是人脑

的一种机能，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的进行必须有某种载体作为工具。抽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

的，它借以反映事物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总是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词、短语、句子。虽然也存

在以直观动作为载体的直观动作思维和以表象为载体的表象思维，但是纯粹的直观动作思维和表象思维的

概括程度极其有限，并且只出现在还没学会说话的婴儿和某些高级动物身上，人们一旦掌握了语言，就不再

有纯粹的非语言思维了。人们可以有所侧重地利用直观动作或表象进行思维，但以语言为工具的抽象思维

在思维过程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组织和制约着全部思维过程。所以我们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

从内部结构而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它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要素。语

音是语言符号的声音要素，是它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符号的总汇，是它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符号形态

的变化规则和组合规则，是它的结构规律。

语言符号最重要的特点是任意性和线条性。任意性是指语言里语音形式同意义内容的结合并没有必然

联系，而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不过音义结合的任何语言单位一旦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约定之后，便具有

稳定性和保守性，说该语言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并且一代代传下去。线条性是指由 于 人 类 发 音 器 官 的 限



制，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语言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发出，像一条线似的随着谈话时间的持续而延伸，没有人能

在同一时间位置上说出两个声音。

综上所述，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以语音为物质外

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同时，语言也是一种资

源，也是一种特殊的财富，我们必须认真开发和利用。

2. 现代汉语的定性

现代汉语指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

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它是我国汉族各方言地区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用来进行交际的语言。

现代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统一汉语语音，不能以虚拟出来的语音或者用各种方音拼凑起来的语

音作为标准音，必须以一个具体地点的方言语音作为标准音。而北京自 13 世纪以来，即成为全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已为人们公认了。

现代汉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汉语的方言中，北方方言具有很大的优势，使用的人数最多，范围最

广，并且方言内部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互相之间进行交际没有太大困难。北方话词汇从 13 世纪以来就随着

官话和白话文学传播开来，已经成为书面语白话文的基础。

现代汉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谓“典范”的著作，就是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如

著名作家的、语言脍炙人口的名作名篇，以这些作品中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所谓“现代白话文著作”，即

语法规范要以现代的白话文作品为主，因为语言在不断发展，早期的白话文作品中的例子有的已经过时了。

“现代”的含义泛指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时期。

（二）现代汉语的历史地位和语际地位

1. 汉语的定位

语言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或民族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汉民族的语言就是汉语，它是随着汉

民族的形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传播起过巨大的作用。汉民族的历

史是悠久的，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不论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还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都是汉语。我国是一

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 56 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使用汉语的人口占绝大

多数，所以汉语成了国内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也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

最多的语言。

汉 语 是 世 界 上 最 悠 久 、最 发 达 的 语 言 之 一 ，在 世 界 上 具 有 非 常 深 远 的 影 响 。 汉 语 在 东 方 文 化 史 上

处 于 一 个 极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对 东 南 亚 邻 邦 的 语 言 和 文 化 产 生 过 巨 大 的 影 响 。 汉 语 和 汉 字 曾 随 着 古 代 中

国 高 度 发 达 的 科 学 文 化 知 识 一 起 传 播 到 日 本 、朝 鲜 、越 南 等 国 家 。 一 直 到 现 在 ，汉 语 词 汇 在 这 些 国 家 的

语 言 里 还 占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甚 至 构 成 了 这 些 语 言 的 基 本 词 汇 里 非 常 大 的 一 部 分 。 这 些 国 家 的 古 代

历 史 文 献 差 不 多 都 是 用 汉 字 记 载 下 来 的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随 着 中 国 国 家 地 位 的 日 益 提 高 ，汉 语 在 世

界 上 的 地 位 也 日 渐 提 高 ，1973 年 联 合 国 大 会 把 汉 语 列 为 联 合 国 的 6 种 法 定 工 作 语 言 之 一（其 他 5 种 分

别 是 英 语 、法 语 、俄 语 、西 班 牙 语 和 阿 拉 伯 语）。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与 世 界 各 国 的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不 断 扩 大 ，汉 语 的 国 际 影 响 也 越 来 越 大 ，受 到 了 各 国 的 广 泛 重 视 ，要 求 学 习 汉 语 的 人 也 越 来 越 多 ，形 成

了 学 习 汉 语 国 际 推 广 的 热 潮 。

汉语的历史一般可以分成四个时期：1. 上古汉语，公元 3 世纪以前，包括先秦、两汉，往古可上溯到有文

献（甲骨文字）可考的殷商时代；2. 中古汉语，从公元 4 世纪到 9 世纪，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3. 近代汉

语，从公元 10 世纪到 17 世纪，包括晚唐到明末清初；4. 现代汉语，从清初（1636 年）开始逐步形成，一直到现

在。每个时期之间还有或长或短的过渡阶段。1978 年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国策

深入人心，中国加入了 WTO，经济腾飞，国力迅速增强；另一方面，我国从政治观念到经济体制，到文化理念

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不仅改

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现代汉语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新陈代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新词新语、新的组合形式、新的结构模式、新的使用习惯

2 导 论



迅速替代旧的东西。我们看到，现代汉语正在向当代汉语转型。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必须对

此进行必要的预测和研究。

2. 现代汉语的历史来源

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元以后有

两种明显的趋势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发生：一种表现在书面语方面，就是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表现在

口语方面，就是“官话”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

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先秦就产生了“雅言”，汉代又有“通语”，它们都是当时统一的书面语。但是在古

代社会中掌握书面语的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书面语代代相传很容易和口语脱节，形成一种脱离口语的

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文言最初也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后却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样到了唐宋时代，在人民大众口语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语，这就是“白话”，白话始终是和口语

密切联系的。宋元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就大量出现了，包括《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

巨著。它们尽管都带着各地的地方色彩，但所用的基础方言都是北方方言，它们大量流传到非北方话地区，

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很多非北方话地区的人也学会了用白话阅读和写作，这样白话就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了全民性。白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来源。

在白话文学流传的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也逐步传播开去，不仅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而

且逐渐变成各方言区之间的共同的交际工具。元末明初的《朴通事》和《老乞大》是两种供朝鲜人学习汉语

用的会话课本，就是用北京口语写的，被公认为当时汉语口语的代表。清朝 的 时 候，在 福 建、广 东 等 地 设 立

“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并且规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当官。这样，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就成了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口头形式的源头。

20 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上述两种趋势就合二为一，加速了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一方面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白话文取得了文学语言的

地位；另一方面，“国语运动”的开展促使北京语音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这两个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

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 起 来 并 有 了 统 一 的 规 范，形 成 了 言 文 一 致 的 现 代 汉 语 普 通 话，并 取 得 了 共 同 语 的

地位。

3. 现代汉语的语际地位

（1）世界语言谱系

谱系分类法是以来源的共同性为依据对世界诸语言加以分类的方法。这种分类法依照语言之间的亲属

关系的亲疏程度把语言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语系是具有共同历史来源的亲属语言组成的语言系属；语

族是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划分出来的较小的谱系；语支是属于同一语族的语言按亲属关

系的远近划分出来的更小的谱系。语言的谱系分类就是根据语言的历史来源，或者按照语言的亲属关系对

世界语言的分类。同一语支的语言，分化最晚，亲属关系最近，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似点最多；语支不同而语族

相同的语言，分化的时间要早一些，亲属关系就比较疏远一些，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似点也比较少；语族不同而

语系相同的语言，分化的时间更早，亲属关系最为疏远，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似点也更少，但是仍然有来源上和

结构上的共同点。至于不同语系的语言，就缺乏共同来源。

世界语言的语系大致有：印欧语系（分为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希腊语族、斯拉夫语族、波罗的语族、阿

尔巴尼亚语族、亚美尼亚语族、印度 - 伊朗语族等）、汉藏语系（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闪含

语系（包括阿拉伯语等）、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等）、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高

加索语系（包括格鲁吉亚语等）、南岛语系（包括马来语、高山语等）、南亚语系（包括高棉语等）等等。

（2）汉语的亲属语言

亲属语言是指从同一原始基础语分化出来的独立的，彼此有同源关系的语言。汉语的亲属语言包括属

于壮侗、苗瑶、藏缅三个语族的语言。

壮侗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中南、西南地区和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境内。国内的壮侗语族的语

言分三个语支：① 壮傣语支：壮语、傣语、布依语，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② 侗水语支：侗语、仫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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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水语、毛难语，分布在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③ 黎语支：黎语，分布在海南岛。国外主要有泰语、老挝

语等。

苗瑶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中南地区和越南、老挝境内，分两个语支：① 苗语支：苗语；② 瑶语

支：瑶语。

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和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国境内。国内的藏缅语族的语

言分三个语支：① 藏语支：藏语，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② 彝语支：

彝语、傈僳语、哈尼语、纳西语、拉祜语、白语，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③ 景颇语支：景颇语，主要

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国外主要有缅语。

（3）现代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联系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

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我们很难指出，世

界上哪一种语言是完全孤立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式的接触，都

必然使语言之间产生相互联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汉语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语言产生过巨大的

影响。其实，现代汉语里也存在着大量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过来的外来词。例如，“葡萄、石榴、菠萝、狮子”等

是从西域各民族的语言中吸收的；“佛、菩萨、罗汉、阎罗、魔、僧、塔、刹那”等是从印度语言中吸收的；“胡同、

站、蘑菇”等是从蒙古语言中吸收的；“苏维埃、托拉斯、布拉吉、扑克、雷达、吨、霓虹灯、啤酒、卡车、沙丁鱼、高

尔夫球”等是从印欧语言中吸收的；“哲学、经验、方针、主观、领土、体操、分子、反应、汽船、纤维、批评、发动、

战线”等是从日语中吸收的。不仅词汇，现代汉语的语法也从其他语言里吸收了一些养分。如“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建设”等欧化句格式就是从印欧语言吸收过来的，使

现代汉语更加精密、准确，富有表现力。

二、现代汉语的变体

（一）现代汉语的地域变体

现代汉语的方言也就是它的地域变体。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随着社

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有的集体向远方迁移，有的和异族人发生接触，跟当地土语混杂交融，汉语

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的方言，首先可以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长江

以北为北方方言，长江以南为南方方言。南方方言可以再分为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长江流域的吴方言、湘

方言和赣方言，属于中部方言；而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属于南部方言。这样区

分的依据主要是：第一，方言的可懂度。第二，方言的类型学特征。第三，移民历史。第四，地理位置。中部

方言呈现出过渡型方言的特点，而南部方言跟北方方言则相去甚远。总的格局是：北方各方言一致性大、差

异性小；南方各方言差异性大、一致性小。

汉语的方言通常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每个大方言区下包括不同的方言片，以下还可以细分出方言小片

和方言点。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下：

1. 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也称北方话、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分布在长江以北，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地

带，四川、云南、贵州、湖北（东南角除外）等省，湖南西北角、广西西北部。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 70%

以上。北方方言区可分为四个次方言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北方方言是汉民族共

同语的基础方言，是通行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方言。

2. 吴方言

吴方言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不包括

镇江）、南通的小部分地区、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福建西北角。使用人口约占汉族

总人数的 8. 4% 。

3. 湘方言

湘方言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西北角除外）、广西北部。使用人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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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汉族总人数的 5% 。湘方言可以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两个方言片。

4. 赣方言

赣方言也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区（东北沿江地区和南部除外）和湖北省

东南、福建西北、安徽西南、湖南东部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 2. 4% 。

5. 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又称客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台湾等省的部分地区和湖南、

四川的少数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 4% 。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虽然居住分散，但客家方言

仍自成系统，内部差别不大。

6. 闽方言

闽方言又称福佬话，以福州话为代表。分为闽南、闽东、闽北、闽中、莆仙五个次方言。闽南方言以厦门

话为代表，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方言以建瓯话为代表，闽中方言以永安话为代表，莆仙方言以莆田

话为代表。闽方言分布在福建、广东的东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地区、浙江南部和台湾省。华侨和华裔中有

不少人说闽方言。闽方言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 4. 2% 。

7. 粤方言

粤方言也称白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两省部分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华侨、华裔中

也有不少说粤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 5% 。

汉语有七大方言，属于主流看法。此外有些学者（《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1988 年）也有十大方言的分

法，即在原先七大方言基础上再加上徽语、晋语和平语。所谓晋语，把山西以及河北、河南、内蒙古部分保留

入声调的方言从北方方言中独立出来；所谓徽语，把皖南徽州一带的方言从江淮官话中分出来；所谓平话，把

广西东部的方言单列为平语。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语音方面

差别最为明显，词汇方面次之，语法结构的差别细微而含蓄，比较难以发现。

语音上的差别：各方言在语音上有很大的差别。声母方面，有的保留成套的古浊音，有的浊音很少；有

的分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有的不分。韵母方面，有的有ｍ、ｎ、ｎｇ、ｂ、ｄ、ｇ 韵尾，有的只有ｎ、ｎｇ，有的 ｎ

和ｎｇ 也不分。声调方面，各方言的入声情况很不相同，调类也从三个到十个不等，调类相同的，调值也不同。

此外，它们声、韵、调的配合关系也不一样。

词汇上的差别：各方言都有自己的方言词，通行于本方言区内。同一件事物在各方言区常常有不同的

名称，如北京说“冰棍儿”，沈阳说“冰果儿”，成都说“冰糕”，上海说“棒冰”，长沙说“冰棒”，广州说“雪条”。

有时书面形式相同的词在不同的方言区，其真实含义有所变化，表现为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对换、词义

转移等。如普通话的“蚊子”在湘方言里既指“蚊子”又指“苍蝇”。广东人的“房”和“屋子”与北京人的“房”

和“屋子”正好词义互换。

语法上的差别：跟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相比，各方言的语法差异更为深刻。主要表现在量词的使用、

某些句子的不同格式以及助词、语气词等虚词的使用上。如北京话说“一个人”，客家话说“一只人”。表示

比较的句式中，北方方言说“今天比昨天冷”，粤方言说“今日冻过琴日”。苏州话不用“V 不 V”发问，却可用

“阿 V”来发问。

虽然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相互间存在不少差异，但它们共用一套汉字符号系统，有着一批共同的词汇单

位，又有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和整套关系密切对应的音系。所以汉语的这些方言仍然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

的语言变异形式，是现代汉语的地域变体，而并不是和普通话并立的独立语言。

（二）现代汉语的社会变体

由于性别、年龄、地位、职业、信仰、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的不同，人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每一群体都有

一些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语言特点，从而形成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也叫做社会方言。现代汉语的社会变体主

要有性别变体、年龄变体、行业变体、阶层变体和社区变体。

1. 性别变体：汉民族文化传统认为男性应该沉着、坚强、勇敢、能吃苦耐劳，女性应该温柔、体贴、端庄。

双方应该遵守符合各自身份的语言规范，例如男性讲话可以高声大嗓，偶露粗语也不以为怪，女性讲话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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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声柔气，文雅而不粗鲁，不能带脏字。此外女性的调值一般比男性高，某些地方的女性有特殊的发音习惯。

在词汇方面，女性较多涉及婚恋、子女、日常生活方面的词语，而男性较多涉 及 政 治、体 育、经 济 等 方 面 的 词

语。女性表示感叹的词语也比男性丰富，有些是女性特有的。

2. 年龄变体：主要的典型是青年变体和中老年变体，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青年变体中有大量

的新词，体现了青年人的创新和求异的心理。中老年变体较少使用新词，反映了中老 年 人 守 旧 和 求 稳 的 心

理。称谓系统是年龄变体的重要变项。青年人使用亲属词的比例大大低于中老年人，青年人常用的“叔叔”、

“阿姨”，中老年人一般不使用。有些地方的方言中出现了新派和老派的差别。比如上海的老年人对“烟”和

“衣”、“简”和“既”两类字的读音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已经不分。

3. 行业变体：社会分工形成不同行业群体，群体内部由于特殊交际需要形成自身词汇特点。行业变体

可分为专业术语变体和行帮隐语变体两类。专业术语变体没有排他性，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经济发展，很

多科技术语和职业用语被吸收到共同语里，成为日常的交际用语。比如股市用语在当代生活中使用十分频

繁，而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这些词汇在中国大陆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行帮隐语是行帮内通用的语言变体，

也称黑话，是为了加强凝聚力和保密性而使用的特殊表达方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4. 阶层变体：由于社会阶层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变体，如工人变体、农民变体、军人变体、知识分子变体

等。知识分子常选用标准变体，书面词语较多，选用的称谓系统也比较持重；工人、农民常使用地域变体，偏

重口语词，较多选用亲昵的称谓系统。

5. 社区变体：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实施，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地、海外华人中间，

形成具有社区特色的变体。这最主要反映在词汇方面，有一些反映该社区 政 治、经 济、文 化、教 育 的 特 殊 词

语，例如：打工皇帝、直通车、夹心阶层、金鱼缸、太空人、楼花、黑金政治、太平绅士等。

（三）现代汉语的功能变体

功能变体，首先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大变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特点：

1. 口语：灵活简短，变化多端，用词通俗易懂，多采用俚语俗词和方言词语，多省略句、独词句、非主谓

句，多插入、移位、追补、省略、重复、修正等手段，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便于口头交际。口语变体有多种形式：

独白、演说、讲解、对话、交谈、辩论等。

2. 书面语：在口语基础上加工而成，用文字记载下来，由于可以反复思考、斟酌修改，所以显得严谨规范，条理

清晰，结构比较复杂，句子比较完整。书面语还可以分为：政论变体、法律变体、文艺变体、科技变体等。

三、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一）语言的规范与规范化

什么是规范？规范是指“标准、法式”，如：道德规范，行为规范，技术规范，语言规范。规范，有成文的规

定，也有群体内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习惯。

什么是规范化？就是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等更加符合规范。这就需要建立或进一步完善规范的“标准”，

并使人们接受和遵循这个“标准”。

语言规范化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形成规范，二是遵守规范。形成规范，就是要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语

言“标准”，有的语言已经形成成文的语言规则；有的语言尚未形成成文的规则，所依据的规范是群体内共同

遵守的不成文的语言表达习惯。有的语言在语音、语法方面都已形成系统的规则，有的语言可能在语音方面

有了成文的规定，但在语法方面还没有系统的规则。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按规律运用语言，否则人际交流就无法进行。遵守规范，就是要让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自觉地按已形成的

规则运用语言。

语言为什么要规范化？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规范，人际交流就无法有效地进行。此外，在语言运用

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越出语言结构规则、背离表达常规的现象会时时发生，语言表达形式和内容之

间的联系在日常的语言运用中会慢慢地走样，语言规则会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磨损”。因此，语言规范化是出

于保证社会中运用语言传递信息的有效性的需要。语言的规范化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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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际交流和人机交流的需要对我们的语言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也对语言的规范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实行语言规范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一些国家的语言规范化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实现语言规范化的基本条件有两个：一是建立合适的规范化标准，二是加强语言规范化的研究和教育。

（二）语言规范与语言变化

一个社会的人群要进行高效的交际，就必须对语言规范；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语言在使用过程

中，必定会发生变化。语言不可能不变，同时语言的规范又是保证语言正常交际的必要手段，所以，我们应该

同时树立语言的规范观和变化观。

语言的规范，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领域，采取宽严不等的标准，不能搞“一刀切”。比如政府公文、法

律文书、中小学教材，规范的要求就应该尽可能地严格，对新闻语言、文艺语言、网络语言等就需要有程度不

同的弹性。其次，语言的规范化不应该限制创新，不应该阻碍发展。在人们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屡屡发生超

越语言规则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前社会发展迅猛，新词新语不断产生，这里面，有的可能很快

就被淘汰，有的可能会被广泛使用而吸收进民族共同语的规范系统。语言的规则也可能会随着语言的发展

而进行调整。因此，现代汉语规范化，既要强调统一性和规定性，也要肯定变 通 性 和 宽 容 性，我 们 要 用 发 展

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演变，在规范和变化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

（三）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目标

20 世纪以来，白话文运动、关于汉语标准语的讨论和研究、注音字母的推广，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汉语

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与推行、推广普通话运动、关于汉语规范化的宣传、语法知识的普及，等

等，这一系列的举措和活动使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长足的进步。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各

项工作中，在语音方面，由于全国各行各业取得了共同的认识，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则，有具体的措施和较强的

推行力度，因此成绩尤为突出，其他，比如汉字、词汇、语法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现代汉语规范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新时期社会文明的需要。要努力形成一种集体的语言

规范意识，努力形成人人都重视语言规范、人人都遵守语言规范的局面。

要建立和完善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在 50 年代，面对进一步统一汉民族共同语的需要，提出了现代

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标准：语音方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词汇方面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语法方面以典范的

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这一规范原则对于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在今天信息化、网络化、传播手段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发展新时期，这一规范

原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练习题

一、什么是现代汉语的共同语？请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说说学好普通话的作用。

二、简述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来源及其发展情况。

三、现代汉语有各种地域变体，请结合自己的方言举例说明跟共同语的差异。

四、现代汉语的社会变体，请寻找一种变体举例予以说明。

五、现代汉语的功能变体多种多样，请选择你最有兴趣的一种，说说它的特色。

六、现代汉语的规范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

思考题

一、我们提倡学习普通话，有人担心方言最终会消亡，认为应该“保卫方言”，你认为呢？

二、我们提倡语言的规范化，会不会阻碍语言的正常发展？谈谈你的看法。

三、请举例说明，网络给语言带来的变化。

四、语言的动态观和语言的规范观，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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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汉语课程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学科的性质以及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掌握学习现代汉语必需的比较法、

归纳法和演绎法，正确处理学习中的六大关系。

一、现代汉语学科的性质

对“现代汉语”可以有三种理解：第一，指现代汉语的本体，即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第二，指专门研究

现代汉语的学科。第三，指大学里为中文系或相关专业开设的学习现代汉语的课程。

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学科，它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首先要给现代汉语这门学科定位，也就

是确定它在整个语言学坐标中所占据的位置。

语 言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是 语 言 。 根 据 研 究 对 象 的 区 别 ，可 以 先 分 为 两 类 ：研 究 世 界 上 各 种 语 言 普 遍 性

规 律 的 语 言 学 ，就 叫“普 通 语 言 学”。 这 里 的“普 通”，不 是 普 普 通 通 的 意 思 ，而 是 指“一 般 性”，所 以“普

通 语 言 学”又 可 以 叫 做“一 般 语 言 学”；专 门 研 究 某 种 语 言 客 观 规 律 的 语 言 学 叫 做“个 别 语 言 学”。 个 别

是 相 对 于 一 般 而 言 的 ，事 实 上 ，只 有 在 对 若 干 个 重 要 的 典 型 的“个 别 语 言 学”研 究 的 基 础 上 才 有 可 能 建

立 起 有 普 遍 意 义 的“普 通 语 言 学”。 所 以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普 通 语 言 学”的 研 究 是 在“个 别 语 言 学”的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

个别语言学，例如：英语语言学、法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日语语言学 ⋯⋯，又 可 以 分 为

“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两类。所谓“描写语言学”，是对个别语言某一个时期的状况，加以描写和分

析，并且归纳出它的内部规律。它忠实于客观的语言事实，只进行平面的描写，一般情况下，不作历史的比较

综合和追根溯源。所谓“历史语言学”，则是对个别语言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进行纵向的研究，以寻求这种语

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例如：英 语 史、汉 语 史 等 等。历 史 语 言 学 是 在 描 写 语 言 学 基 础 上 建 立 起 来 的，也 就 是

说，只有把每个阶段的描写语言学研究好了，才有希望进而研究历史语言学。这两者的结合，也就构成了某

种语言的个别语言学的基础。

显然，“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学科，只研究汉语，应该属于个别语言学；它又只研究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应该属于个别语言学中的描写语言学。

现代汉语，内部还可以分为若干个分支学科：现代汉语语音学、现代汉语词汇 学、现 代 汉 语 语 法 学、现

代汉语语义学、现代汉语语用学、现代汉语方言学等 等。结 合 其 他 的 学 科，现 代 汉 语 学 的 内 部 还 可 以 分 出

若干分支学科：实验语音学、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地理语言学、计 算 语 言 学

等等。

汉语，作为世界众多语言中的一种，也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如果是结合其他有亲属关系的语言，

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来源以及相互关系，就叫“比较语言学”，例如跟汉藏语系中某个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如

果是结合其他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研究，目的是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某些对应关系，以便进行第二

语言教学，这就叫“对比语言学”，例如汉英、汉法、汉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二、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

“现代汉语”作为一门中文系的必修课，首先要给它定位。语言和文学，是中文系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语言学的主干课程有三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其中，无疑，现代汉语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

核心课中的核心课。

现代汉语，它不同于古代汉语，不是一门实用的工具课；它也不同 于 语 言 学 概 论，不 是 一 门 纯 粹 的 理 论

课；它更不同于写作，不是一门专门的实践课。但是它同时兼有工具课、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因素。由于教学

的对象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生，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汉语这门工具，而且会

比较熟练地运用，所以，现代汉语课程不能像教学英语那样，即主要是让学生作为一种工具来学习并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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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其目的应该是：把学生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以培养他们良好的语言

素质和出色的语言能力。所谓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二层面：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

第三层面：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

根据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性质的专业、不同水平的学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要求。而且具体的要求也可以

有所区别。其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最基本的，也是每个学生通过学习都应该有比较明显进步的；分析能

力和思辨能力，一般学生也应该有所提高，而对比较好的学生则应该有长足的进步；至于创新能力和研究能

力，不但比较好的学生应该有一定的培养，优秀学生尤其应该着力开拓。我们历来提倡“文理渗透”，历来主

张文科学生要选修理工科的课程，其目的，不仅是开拓知识面，而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科学的理念并且掌握

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文系所有课程中，跟自然科学最接近的就是语言学课程，包括现代汉语，所以在培养学

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掌握比较、归纳、演绎方法方面，现代汉语课程理所当然必须承担起这一光荣而艰巨

的任务。

根据以上关于培养学生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的构想，现代汉语课程也要相应地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

解决“结构”问题：即要求学生了解现代汉语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系统，对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汉字系统有

一个全面而科学的了解，并且能够进行准确而合理的分析。其次解决“功能”问题：即让学生了解现代汉语

整体的语用功能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局部功能，从而掌握理解策略和表达技巧。

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宗旨应该是：

以基础知识为前提，以分析方法为核心，以语言能力为目的。

三、学习现代汉语的基本方法

现代汉语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的基本学习方法，都应该是相同的。这主要是：

（一）比较法

比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点和相同点，并从中归纳出若干有意

思的规律来。就现代汉语来讲，可以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

1. 现代汉语跟外语，特别是跟英语进行比较。例如疑问句的词序，现代汉语跟英语是不同的。现代汉

语里问“你在看什么？”，英语里就要变成“What are you reading ？”。再比如表达相同的意思，两种语言所使

用介词却不 同，例 如 现 代 汉 语 说“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用 的 介 词 是“向”，英 语 就 要 说 成：“Let�s learn from

Comrade Lei Feng . ”用的介词是“from”（从）。

2. 现代汉语的普通话跟各个方言，特别是跟学校所在地区的方言或学生会说的方言进行比较。例如：

普通话、粤方言和吴方言里都有一种由副词“没有”构成的正反问句，但是，它们却有很明显的区别：

问句 否定回答 肯定回答

普通话 你吃过饭没有？ 没有。 吃过了。

粤方言 你有冇食咗饭？ 冇。 有。

吴方言 侬有勿有吃过饭？ 唔没。 吃过勒。

我们发现：粤方言和吴方言都可以用“有没有 VP”来发问，但是肯定性回答，前者可以用“有”来回答，后者却

不行；而普通话则连用“有没有”来发问都不允许，用“有”作肯定性回答更不行了。

3. 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比如古代汉语特指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以及否定句中的代词

宾语的位置都要出现在主要动词的前边。例如：“吾谁欺？”“不吾欺。”而现代汉语里这类词语一般都要放在

主要动词的后面。例如：“我欺负谁？”“不欺负谁。”又如古代汉语里的“自欺”“自救”“自责”，在现代汉语里

就要说成“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救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因为现代汉语的“自己”纯粹是个代词，而古代汉

语这里的“自”却是代词和副词的兼类。

9第二节 现代汉语课程



（二）归纳法

归纳是学习和研究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归纳的出发点是观察，是收集大量的语言事实，并且把其中相

同类型的归纳起来，归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科学概括的过程。归纳时要特别注意同类语言现象中有区

别的地方，即寻找“大同中小异”，这实际上也就是发现了内部小类的特征，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特征再归纳

出若干小类，或者根据某个特征把若干类别的语言现象再合并成更大的类。最后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给以合

理的科学的解释。例如人 们 观 察 到，在 一 般 所 谓 的 形 容 词 中，有 一 些 比 较 特 殊 的 词，它 们 不 能 受 程 度 副 词

“很”的修饰，也不能单独作谓语，但是可以不带“的”直接修饰名词，当后附“的”构成“的”字结构以后，活动

能力很强，比如“男、女、正、副、大型、彩色、国营、袖珍、野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小类词从传统的形容

词中区分出来，定名为“区别词”。这类词具有“唯定性”，跟副词的“唯状性”相类似。

（三）演绎法

演绎法首先是以某种理论为依据，大胆提出某种假设，经过语言事实的验证，对先前的假设提出肯定或

否定的意见，并且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或者新的理论观点。演绎法跟归纳法是相辅 相 成 的，两 者 都 十 分 重

要，可以交替进行，也可以互为验证。例如：“对头、念头、盼头、赚头”（X 头 1）跟“吃头、玩头、看头、听头”（X

头 2），有人认为这些“X 头”都是名词，我们根据构词法和构形法的理论，假设前者是属于构词法，后者是属

于构形法，应该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然后进一步观察语言事实，发现（X 头 1）的数量是有限的，一

般语文词典都会收录，X 跟“头 1”的组合是不自由的，而且表示的意义也各自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名词，它的

句法功能跟普通名词是一致的；（X 头 2）却不同，只要是动作动词几乎都可以跟“头 2”组合，数量从理论上讲

是无限的，所以没有一本词典会收录这类所谓的词，这类格式都表示某种“值不值得”的价值观念，但是在句

法结构中所出现的位置则要受到制约。这说明（X 头 1）是一般的名词，而（X 头 2）则是 X 带上助词“头 2”的

名词性“头”字结构，并不是名词。这样，开头的假设便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四、正确处理好学习中的六大关系

（一）知识与方法

基本知识包括：1. 重要的概念，例如什么叫“元音”“辅音”“声母”“韵母”“音位”“短语”“句子”等等；

2. 重要的原理，例如区别元音和辅音、区别义素和义位、区别实词和虚词的标准；3. 重要的内容，例如“汉语

拼音方案”的说明、汉语的句型系统等等。这些基本知识都是必须牢牢掌握的，这主要依赖于“记忆能力”。

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基本知识，我们的学习就是要把学到的知识通过一定的科学的方法，变为 自 己 的 实 际 能

力。没有知识，就谈不上方法的运用，而没有方法，知识只是一堆没有组装起来的零件。可见两者都非常重

要，缺一不可。

（二）形式与意义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形式和意义这两个部分，这是一张皮的两面，相互依存，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

提。因此，当我们在分析某种语言现象的形式时，不要忘记从意义上进行解释；同样，当我们在分析某种语言

现象的意义时，也不要忘记形式上的验证。单纯作形式上的分析而不进行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实用价

值的；同样只作意义的分析而不考虑形式上的证明，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兼顾形式

与意义才是学习和分析的正确的途径。

（三）静态与动态

静态分析是动态分析的基础，动态分析是静态分析的发展。常态分析一般都是静态的，但是我们时时不

能忘记动态的观点。所谓动态的观点，包括三个方面：1. 语言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

是处于变化之中的；2. 语言是社会性的，在使用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也会有千变万化；3. 语言具有生成

性，当它从语言的深层转换为语言的表层时，必定会发生某些变化。因此，我们的观念也要与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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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实与理论

事实是基础，理论是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语言事实，就 无 法 体 现 它 的 价 值；反 之，没 有 事 实 证 明 的 理

论，只是空头理论，也是没有价值的。现代汉语的学习必须以坚实的语言事实为一切分析的出发点，但是，这

种分析又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记住一大批语言事实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同样，空谈一大套语言

学理论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最佳的方法是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描写与解释

描写解决的是“什么”，解释解决的是“为什么”。收集、归纳、分类、描写，这是一切分析的有效步骤，但

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必要的解释。解释就是对某种语言现象或某种语言规律分析其产生、发展或

衰亡的内因和外因，探求制约的条件和反制约的因素。解释可以从语言内部获得，也可以从语言外部，例如

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中获得。描写是解释的前提、基础、保证。没有描写也就没有解释；

解释是描写的深化、发展和追求，没有解释，描写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

（六）微观与宏观

任何的学习总是从微观开始的，有了微观的积累，才有可能进入宏观的世界。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和出发

点，但是，有了宏观的认识，才有可能把握全局，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微观世界，也就是说，宏观的认识可以反

作用于微观认识。同时，微观和宏观总是相对的，在不同层面，微观和宏观有可能转变角色。

练习题

一、你认为一个人的语言素质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二、根据你自己的体会，谈谈学习现代汉语的意义。

三、学习现代汉语的六个环节，你以为哪几个最重要？

思考题

一、根据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你能否运用比较法（古今、汉外、普方）做初步的比较？

二、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举例予以说明吗？

三、请举例说明现代汉语的变化（词汇、语法或者语用）。

参考文献

陈其光（1990）《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吕冀平 戴昭铭（1999）《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上海教育出版社。

侯精一（2002）《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2004）《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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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 音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音概述

学习要点：了解语音的三大属性：物理属 性、生 理 属 性 和 社 会 属 性。掌 握 语 音 的 四 要 素：音 高、音

强、音长以及音色。熟悉发音器官的基本构造。了解《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和作用，能运用拼写规则正

确地拼写普通话的音节和词语；一般了解国际音标。

大千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风在呼呼地吹，水在哗哗地流，小鸟在唧唧喳喳地叫，人也会发出打鼾声

或哈欠声。这些声音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是，这些都不是语音，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语音是指人类通过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目的是用来进行社会交际的声音。因此，语音

跟其他各种各样声音的区别有三点：第一，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第二，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意义；

第三，其作用在于社 会 交 际。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区 别 就 在 于：语 音 代 表 了 一 定 的 语 义，这 是 它 的“社 会 性”的

体现。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有声音”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声音是语

言的形式，意义是语言的内容，二者不可缺一。所以，当我们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时，实际上是在作一

种比喻，说明语言不可能脱离语音而存在。人类的语言以声音这种物质材料作为自己的表达形式进行交际，

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所谓的“无声语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一、语音的属性

对语音的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换言之，语音具有三种基本属性：

第一，物理属性。语音同自然界其他声音一样，是物体振动而产生的，因此必然具有频率、振幅、强弱等

凡是声音都具备的物理属性。

第二，生理属性。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因此必然要涉及发音器官的配合和发音部位

的调节等生理活动。

第三，社会属性。语音所具有的表意功能是一定社会赋予的，音义的结合是由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语

音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征或地域特征无不跟一定的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

这三种基本属性中，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

（一）物理属性

语音跟其他声音一样，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具有物理属性。任何声音都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发

音体的振动引起周围的空气或其他媒介质振动而形成声波，声波作用于人耳，使得鼓膜也产生同样的振动，

这样人们就听到了声音。这种物理属性主要表现为“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简称“语音四要素”。其中“音

色”在语音中的作用最重要，是表达语义的最主要手段。

1. 音高。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频率。频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振动的次数。

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或者写作“次 / 秒”。频率和音高成正比：频率高，则声音就高；反之，频率低，声音就

低。人耳能够听到的频率范围在 16—20 000 赫兹之间，低于 16 赫兹的声音叫“次声”，高于 20 000 赫兹的声



音叫“超声”。

一般地说，音高可以分为“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两类。“绝对音高”是由发音体的性质决定的。长、

大、阔、粗、薄、松的发音体振动慢，频率低，声音也就低；短、小、窄、细、厚、紧的发音体振动快，频率高，声音也

就高。语音的高低和人的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密切相关。妇女和儿童的声带短而窄，所以声音高一些（妇

女 150—300 赫 兹，儿 童 200—350 赫 兹）；成 年 男 子 的 声 带 长 而 阔，所 以 说 话 声 音 低 一 些（60—200 赫 兹）。

“相对音高”则是由同一个发音体本身的松紧程度来决定的。同一个人发的声音会有高低之别，这是因为人

能够通过喉部相关肌肉的运动控制声带的松紧：声带松，振动慢，声音就低；声带紧，振动快，声音就高。语

言学关心的只是“相对音高”，而不理会“绝对音高”，因为相对音高在语言中的作用是构成声调和语调。汉

语普通话中四声的差别主要就是由音高来决定的。

2. 音强。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发音体的振幅。振幅指发音体振动时最大的位移距离，即

发音体振动的幅度。振幅与音强成正比，振幅大，声音就强；振幅小，声音就弱。语音的强弱同呼出的气流量

大小和发音时用力的程度有关。发音时用力大，气流强，声音就强；反之就弱。

3. 音长。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音长的单位一般采用毫秒，1 秒

等于 1 000 毫秒。语音的长短还跟发音速度的快慢有关，老年人说话通常较慢，青年人说话通常较快。普通

话正常语速是每秒钟 3—5 个音节。音长在重音、轻声和语调中有一定作用，虽然音长在普通话中不起区别

意义的作用，但在某些语言或方言里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例如：

广州话：“三”［ｓａ：ｍ］和“心”［ｓａｍ］

“蓝”［ｌａ：ｍ］和“林”［ｌａｍ］

英 语：beat［ｂｉ：ｔ］（敲打）和 bit［ｂｉｔ］（少量）

seat［ｓｉ：ｔ］（座位）和 sit［ｓｉｔ］（坐）

4. 音色。音色又叫音质、音品，是声音的特色，主要取决于声波振动的形式。音叉振动发出的声波是频

率固定而有规则的，这种声音叫纯音。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大都是由许多频率不同、振幅不同的纯音构成的

复合音。其中频率最低、振幅最大的叫基音，具有基音整数倍的叫陪音或泛音。声带振动可以发出一个基音

和若干陪音，基音与陪音之间的配比关系构成了声波的音色。音色对语言具有普遍意义，语言中各个音素的

差别主要就是取决于音色，其中，元音的不同完全是音色不同而形成的。

音色也可以分为“绝对音色”和“相对音色”两类。绝对音色是由发音体的不同来决定的。笛子和二胡、

小提琴和钢琴的音色不同，就是由于发音振动的物体不同。我们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不同人的声音，就是依靠

每个人的音色的不同，这些都属于绝对音色的区别。但是，语言学只关心相对音色的不同，因为这才是真正

区别意义的要素。它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

（1）发音方法不同。例如小提琴如果用琴弓拉或者用手指弹拨琴弦，所发出的音色是不同的，这就是发

音方法的差别。语音的发音方法就是指由发音器官形成阻碍和解除阻碍的方法。例如普通话 ｂ［ｐ］、ｆ［ｆ］的

音色之所以不同，从发音方法看，前者是双唇形成阻碍，后者是唇齿构成阻碍；前者爆破成音，后者摩擦气流

成音。

（2）共鸣器的形状不同。一个静止的发音体，当遇到一个频率与它的振动频率相同或相近的声音时，因

共振原理而振动发音，这种共振现象就叫共鸣。因共鸣而振动发音的物体叫共鸣器。在同样的共鸣条件下，

因共鸣器形状的差异所产生的共鸣音色是不一样的，例如弦乐的演奏，提琴和胡琴不同音色 的 区 别 非 常 明

显，就是因为它们共鸣器的形状不一样。语音的共鸣器主要是人的口腔、鼻腔、咽腔和喉腔，其形状和大小的

改变，会造成不同的音色。例如普通话 ɑ［Ａ］和 ｉ［ｉ］这两个音的差别，就是由于人的口腔这个共鸣器的形状

改变而造成的。

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这四种物理属性是不可分割的。这四种属性，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作用

也不相同。如在英语中，除了音色起到重要作用外，音强和音长在构成重音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在汉语中，

音高的变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构成声调的高低升降及不同语调的差别。音高在汉语语音系统中所起的作

用仅次于音色。

音高、音强、音长属 于 语 音 的 韵 律 特 征，可 以 合 称 为 音 律，与 音 色 相 对。 音 律 必 须 依 附 于 音 色 才 能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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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二）生理属性

语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发音器官活动的部位和方法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的声音。

人的发音器官包括：呼吸器官、发声器官和共鸣器官三大部分。（见“发声器官和共鸣器官图”）

1. 呼吸器官。主要由肺、气管、支气管组成。肺是由无数肺气泡组成的海绵状组织，肺所产生的气流是

图一 发声器官和共鸣器官图

（1，2） 上 下 唇。（3，4） 上 下 齿。

（5）齿龈。（6） 硬 腭。（7） 软 腭。

（8）小舌。（9）鼻腔。（10） 口腔。

（11）咽 腔。（12） 舌 尖。（13） 舌

叶。（14 ） 舌 面 前 和 舌 面 中。

（15）舌面后或舌根。（16） 会厌软

骨。（17 ） 食 道。（18 ） 气 管。

（19）声带。（20）喉结。

发音的动力。没有肺的呼吸作用就不可能有语音。人类语言大都是利用

呼气发音，也有少数语言中的某些音是利用吸气发出的，即吸气音。非洲

有一些语言，如萨鲁语的二十几个音就是利用吸气发出的。

2. 发声器官。包括喉头和 声 带。喉 头 由 四 块 软 骨 组 成：甲 状 软 骨、

环状软骨和两块杓状软 骨。这 四 块 软 骨 构 成 一 个 圆 筒 形 的 筋 肉 小 室，即

喉室，声带位于喉室中央。此外，甲状软骨上面，还有一块会厌软骨，可以

上下开合，呼吸或说话时 会 厌 软 骨 打 开，气 流 顺 利 通 过 喉 头；吃 东 西 时 会

厌软骨关闭气流通道，使食物进入食道。

声带是两片带状的富有弹性的薄膜，成年男子的声带长度约有 13—

14 毫米，女子比男子的声带约短三分之一，小孩子的要更短一些。它的前

端固定在甲状软骨上面，后 端 分 别 附 在 两 块 杓 状 软 骨 上 面，平 时 分 开，呈

倒“V”形，中间的通路是声门。杓状软骨可以转动或平移，声门借此打开

或闭拢。平时呼吸的时候，声门大开，气流可以自由出入；发音的时候，声

带靠拢，声门闭合或 留 有 窄 缝，气 流 冲 击 声 门，使 之 发 生 振 动，形 成 嗓 音。

声带靠拢的程度 是 可 以 调 节 的，人 能 控 制 声 带 松 紧 变 化，发 出 不 同 的 声

音。所以声带是最主要的发音体。

3. 共鸣器官。主要包括口腔、鼻腔、咽腔和喉腔四部分。口腔是发音

的最重要共鸣腔，由上腭和下腭两部分构成。上腭有上唇、上齿、上齿龈、

硬腭、软腭和小舌六部分。硬腭可以分为前腭、中腭和后腭三部分。软腭是硬腭以后较软的部分，它可以上

图二 声带的位置

（1）声门大开，平常呼吸时的位置。（2） 发元音、浊音时候

的位置。（3）发喉塞音［］时的位置。（4）耳语时的位置。

下活动，决定 气 流 进 入 口 腔 还 是 鼻 腔。如 果 软 腭 下

垂，可以堵住口腔通道，使气流进入鼻腔，形成鼻音；

软腭上提则堵住鼻腔通道，形成口音。下腭有下唇、

下齿、下齿 龈 和 舌 头 四 部 分。舌 头 是 最 灵 活 的 发 音

器官，发 音 时 起 很 大 的 作 用。舌 头 又 可 以 分 为：舌

尖、舌面和舌根三部分。舌在发音时的位置、形状和

活动方式 不 同，可 以 形 成 不 同 的 音 色，因 此 舌 的 位

置、形状及活 动 方 式 一 向 是 音 色 调 节 及 发 音 方 法 的

主要依据之一。

咽腔位于喉头上面，是口腔、鼻腔和食道会合之处。咽腔和喉头之间是会厌软骨，调节食道和声道。咽

腔往上有鼻腔和口腔两条通道，通过软腭连同小舌起调节作用。咽腔是人类特有的。喉腔是声门音经过的

第一个共鸣腔，包括介于声带和假声带之间的喉室和喉前庭部，喉腔的状况对整个声音质量都有影响。

鼻腔也是共鸣器官，是一个固定的空腔，主要用于发鼻音和鼻化音。

上述器官中，唇、舌、软腭、小舌、声带等能活动的器官叫活动发音器官，舌头的作用最大；上下齿、齿龈、

硬腭等不能活动的器官叫不活动发音器官。我们说话时，通常由活动发音器官向不活动发音器官靠拢，从而

改变发音部位，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口音和鼻音：软腭、小舌上升，鼻腔通道关闭，气流从口腔中通过而发出的音叫口音；软腭和小舌下降与

舌根接触成阻，口腔通道关闭，气流从鼻腔中通过而发出的音叫鼻音。此外，还有一种音叫做“鼻化音”：即

软腭和小舌垂在中间，口腔、鼻腔气流通道同时打开，声音在口腔、鼻腔中同 时 形 成 共 鸣，这 就 形 成 鼻 化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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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语、吴语、江淮官话等方言中都存在鼻化音韵母。

乐音和噪音：发乐音时，声带呈紧张靠拢状态，气流从声门窄缝中挤出来，使声带颤动发音。乐音是由

有规则的音波构成，悦耳动听。发噪音时，声门大开或完全封闭，气流通过相关成阻部位因阻碍摩擦而成声。

噪音是由许多不规则的音波构成，没有乐音那样悦耳动听。一般情况下，元音是乐音，清辅音是噪音，而浊辅

音则是乐音和噪音的混合音。

（三）社会属性

语音的社会属性是语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本质属性。语音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语音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单纯的声音并无意义可言，只

有跟一定的意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语音。语音的形式和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

声音形式来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内容，这完全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所以，同样的语音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

意义，例如：“ｓｈīｓｈì”这两个音节，汉语中就可以用来表示“施事、失事、失势”等多种意义。同样的意义也可

以有不同的语音形式，这可以表现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比如汉语把装订成册的著作称为“书”（ｓｈū），英语

为 book［ｂｕｋ］；也可以表现在 同 一 民 族 语 言 内 的 不 同 方 言 之 间，比 如 汉 语 中 有 些 方 言 把“马 铃 薯”叫 做“土

豆”，有的方言则叫做“地瓜”或“洋山芋”。所有这些，都必须为该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和承认的，个人不

能随意改变，因此，语音具有社会属性。

2. 语音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不同的语言的语音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特征，例如：汉

语的塞音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日、英、法、德、俄等语言则没有这样的区别，在英语中送气音与不送气音一

般不 会 引 起 意 义 上 的 差 别，最 多 只 是 听 起 来 不 舒 服，使 人 感 觉 发 音 不 太 标 准 而 已，如 study［stdi］念 成

［st‘di］，听者并不会觉得意义有什么变化，但在普通话中若把 ｄù·ｚｉ 念成 ｔù·ｚｉ，听者则会把“肚子”理解为

“兔子”。英语、俄语中有不少与清辅音相对的浊辅音，英语有舌叶音［ｔ、］，而普通话语音里则没有。不同

的方言则表现为不同的地域特征，例如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都有入声，而普通话则没有；普通话有 ｚｈ、ｃｈ、

ｓｈ、ｒ 的卷舌声母，而吴语、粤语的大多数方言中则没有。

3. 语音的系统性。一种语言的语音都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这主要表现为：（1） 系统所包含的音素数

目及其相互关系，例如普通话里 ｂｐ、ｄｔ、ɡｋ、ｚｃ、ｚｈｃｈ、ｊｑ，形成不送气和送气的对立。（2） 有些音在几种

语言里都存在，但它们在各自的语音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一样。汉语普通话中 ｎ 和 ｌ 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音位，但在有些方言中却同属一个音位，没有区分意义的作用，例如：四川人和南京人说起来，“男子”与“篮

子”不分，“女客”与“旅客”不分。

二、汉语拼音方案

学习一种语言，首先应该掌握它的语音，这就需要运用一套书写符号来进行标注；同时，分析、研究一种

语言的语音也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进行识别。这种标记语音的书写符号称为标音符号。现代汉语目前常用

的标音符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汉语拼音，一种是国际音标。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字形上无法直接读出字音，这给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带来许多不便。过去人们

创造了许多给汉字注音的方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直音、反切和注音符号，现在这几种方法都只在特

定场合中才使用，今天普遍使用的是依照《汉语拼音方案》注音的方法。

（一）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写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方案，1955 年由国务院批准设计，1958

年 2 月 11 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方案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在总结以前推广注音识字的经验，比较以往各种拼音方案的优缺点，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

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原则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后制定出来的。方案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拉

丁字母，根据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进行了调整，能够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规范语的语音面貌，是一套比

较完善的拼音方案。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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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共分五 部 分：字 母 表、声 母 表、韵 母 表 及 说 明、声 调 符 号、隔 音 符 号。（参 见 附 录（一）

《汉语拼音方案》）

1. 字母表。字母表规定了 26 个汉语拼音字母的书写体式、排列顺序和名称。汉语拼音字母的书写体式

有印刷体、手写体两种，每种又分大、小写。字母表里所列的是印刷体的大写和小写的体式。手写体的大写

与小写参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来写。26 个汉语拼音字母里有八个字母大写与小写完全相同：Ｃｃ Ｏｏ

Ｐｐ Ｓｓ Ｖｖ Ｗｗ Ｘｘ Ｚｚ，四个字母大写、小写形体基本相同：Ｋｋ Ｍｍ Ｕｕ Ｙｙ ；六个字母大写、小写形体近似：Ｂｂ

Ｈｈ Ｉｉ Ｊｊ Ｎｎ Ｔｔ ；只有其余八个字母的形体差别较大：Ａɑ Ｄｄ Ｅｅ Ｆｆ Ｇɡ Ｌｌ Ｑｑ Ｒｒ。

汉语拼音字母的排列顺序按传统的拉丁字母的排列顺序排列，世界上凡是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都采用

这个排列顺序。字母表里的 26 个汉语拼音字母均有规定的名称。给字母起个名称是为了便于称呼字母，字

母的名称音与字母拼音时实际代表的本音不同，名称音只用于称呼字母，字母的本音是为拼音用的。

2. 声母表。声母表共列 21 个辅音声母，零声母不包括在内。这 21 个辅音声母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排列，ｂ　 ｐ　 ｍ　 ｆ 是唇音，ｄ　 ｔ　 ｎ　 ｌ 是舌尖中音，ɡ　 ｋ　 ｈ 是舌根音，ｊ 　 ｑ　 ｘ 是舌面音，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是舌尖后音（又叫“翘舌音”），ｚ　 ｃ　 ｓ 是舌尖前音（又叫“平舌音”）。

3. 韵母表。以开、齐、合、撮四呼为经，以韵母主要元音开口度大小为纬，排成四列十三行，共 39 个韵母。

从左边数，第一列是开口呼韵母，第二列是齐齿呼韵母，第三列是合口呼韵母，第四列是撮口呼韵母。开口呼

韵母一列，ê 作为单元音韵母时只能自成音节（如“欸”），不能跟任何声母拼合，为了有别于后半高不圆唇元

音韵母 ｅ［］，故在字母上面加一个“ ”记号。作为复元音韵母，ê［Ｅ ］也只出现于 ｉｅ、üｅ 中。单元音韵母 ｅ

［］可以独立成音节，也可以和相关的声母相拼，却不能出现于韵头 ｉ、ü 之后。ê 、ｅ 是两个不同的元音，分

别构成两个不同的韵母，只是在书写复元音韵母 ｉｅ、üｅ 时，要去掉 ê 的上加符号，在实际运用中两者不会产

生混淆。单元音韵母 ｅｒ 只能单独自成音节。 ｉ［ｉ］、ｉ［］、ｉ［ ］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单元音韵母，舌尖元音韵母

-ｉ［］、-ｉ［ ］不能自成音节，ｉ［］只出现于 ｚ ｃ ｓ 三个声母后面，ｉ［ ］只出现于 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四个声母后面，它们

不会与舌面元音韵母 ｉ［ｉ］出现在相同的语音条件里，所以，书写时可以用一个字母 ｉ 来代表 ｉ［ｉ］、ｉ［］、ｉ［ ］三

个音素。因此，韵母表实际拥有的韵母有 39 个。

ｚｈ、ｃｈ、ｓｈ、ｅｒ、ｎɡ 为双字母符号，这五个双写形式标志的都是一个音素，分别代表一个声母。ｚｈ、ｃｈ、ｓｈ

的发音在拉丁字母中没有合适的单个字母来表示，新造字母不易为大多数人接受，推行起来有困难，也不符

合国际习惯，因此用两个字母的组合形式表示，并与 ｚ ｃ ｓ 对应，系统整齐，教学方便。ｅｒ 是个卷舌元音，没有

恰当的字母表示，也使用组合字母。ｒ 在音节开头是声母，置于韵母的后面只表示一个卷舌动作，并不代表音

素。ｎｇ［］表示舌根鼻音，在普通话中充当后鼻音韵尾，也是一个音素。这样，在不增加新字母的情况下解

决了汉语拼音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4. 声调符号。普通话共有 ˊ ˋ四个声调符号，分别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声调符号

要标注在音节主要元音的上面。轻声不标声调。

5. 隔音符号。隔音符号以“ ’”标志，点在相关音节的左上角，主要用来显示以 ɑ、ｏ、ｅ 开头的音节与前

面相邻音节的界限。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

《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用途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利用拼音字母注音、认读汉字是已为实践证

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不仅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扫盲工作，也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和普及。现

在的字典、词典都用拼音字母注音，还出版了大量的拼音读物。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规定儿童入学

先学拼音字母，然后利用拼音字母注音、认读汉字。现在有的地区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充分利用拼音

字母，发展儿童思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此外，它还有效地帮助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学习汉语，促进了民族

团结和国际文化交流。

《汉语拼音方案》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国家标准代号制定的根据，已经广泛应用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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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标准和工业产品代号的编制上；作为编排索引序列的手段，它被许多图书馆、资料室、医院和其他机关

团体用来检索档案、资料、病历等，许多重要的辞书也都用它来编排目录、词条、索引；在打字、电报、旗语、灯

光通信和电子计算机的输入、存储及输出等方面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它在指语、手语等方面的应用，推动了聋

哑人特殊教育的发展。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或改革文字的基础，它对发展民族语文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7 年 9 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

的国际标准，1978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 案》作 为 我 国 人 名 地 名 罗 马 字 拼 写 法 的 统 一 规 范，

1982 年 8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 ISO 7098 国际标准文件，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

有关中国的专门名称和词语的国际标准。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先后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拼写华文的拼

音方案，并正式列入学校课程。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也把《汉语拼音方案》列入学校课程。特别要指出的是，电脑的汉字输入，运用汉

语拼音输入法已经成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途径。总之，《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同我国国计民生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公布使拼音方案的使用范围从音节扩大到词和词组的拼写领域，对拼音

教学、拼音读物的编辑出版、拼音用于电脑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汉语拼音字母就是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国家用拉丁字母作为他们的正

式文字，其余四分之一不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也有法定的或者习惯使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因此，

拉丁字母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全世界公用的国际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

（三）音节拼写规则

汉语音节的拼写要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的规则。主要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1. 隔音规则

作为拼写规则，必须要考虑到音节界限的明确。如果不加音节隔音标记，某些音节在连写时可能发生音

节界限的混淆，影响正确拼读。例如：ｊｉｅ 可能是“饥饿”（ｊī’è），也可能是“界”；ｆɑｎɑｎ 可能是“发难”（ｆā’

ｎàｎ），也可能是“翻案”（ｆāｎ’àｎ）。为了使音节界限明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隔音字母 ｙ、ｗ 及隔音符号的

办法。

（1）使用隔音字母 ｙ、ｗ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零声母音节 ｉ 行 ü 行用 ｙ 做开头，字母 ｙ、ｗ 国际上通常表示半元音，高元音 ｉ、ｕ 开

头的音节都带有轻微的摩擦，用 ｙ、ｗ 表示比较符合语音实际，有利于读准这些零声母音节的字。使用 ｙ、ｗ

的原则是：

ｉ 行零声母音节，ｉ 如是韵头，一律把 ｉ 改写成 ｙ ，如 ｙɑ、ｙｅ、ｙɑｏ、ｙｏｕ、ｙɑｎ、ｙɑｎɡ、ｙｏｎɡ；ｉ 如果是韵腹，在 ｉ

的前面加 ｙ，这只有三个音节：ｙｉ、ｙｉｎ、ｙｉｎɡ 。

ｕ 行零声母音节，ｕ 如果是韵头，一律把 ｕ 改写成 ｗ，如 ｗɑ、ｗｏ、ｗɑｉ、ｗｅｉ、ｗɑｎ、ｗｅｎ、ｗɑｎɡ、ｗｅｎɡ；ｗ 如

是韵腹，在 ｕ 前面加 ｗ，这只有一个音节 ｗｕ。

ü 行零声母音节一律在 ü 前加 ｙ，并且去掉 ü 上的两点。实际上这只有四个音节：ｙｕ、ｙｕｅ、ｙｕɑｎ、ｙｕｎ。

（2）使用隔音符号

ɑ、ｏ、ｅ 开头的零声母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就用隔音符号隔开，

但是在实际使用上，无论音节界限是否发生混淆，都一律使用隔音符号。例如：ｊｉ’ｅ（饥饿）、ｐｉ’ɑｏ（皮袄）、

ｘｉ’ɑｎ（西安）、ｆɑｎ’ɑｎ（翻案）。

2. 省写规则

（1）ü 行韵母与声母 ｊ、ｑ、ｘ 相拼，ü 上两点省略，ü 行韵母与声母 ｎ、ｌ 相拼，ü 上两点不能省略。例如：

ｊ ＋ ü → ｊū（居） 　 　 　 　 　 　 　 　 　 ｊ ＋ üɑｎ → ｊｕāｎ（捐）

ｑ ＋ üｅ → ｑｕē（缺） ｑ ＋ üｎ → ｑúｎ（群）

ｘ ＋ ü → ｘū（虚） ｘ ＋ üｅ → ｘｕě（雪）

ｌ ＋ ü → ｌǚ（吕） ｌ ＋ üｅ → ｌü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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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üｅ → ｎüè（虐） ｎ ＋ ü → ｎǚ（女）

声母 ｊ、ｑ、ｘ 不与合口呼韵母拼合，所以其后的 ü 省略两点后不会被误认为 ｕ，省略主要是便于书写；声母 ｎ、ｌ

既可以与 ü 行韵母拼合，也 可 以 与 ｕ 行 韵 母 拼 合，如 果 省 略 了 ü 上 两 点，就 可 能 发 生 混 淆，如 ｌǜ（虑）≠ ｌù

（路），所以不能省略。ü 行零声母音节拼写时加 ｙ，去掉 ü 上两点，也是因为 ｙ 后不可能误会为 ｕ。

（2） 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 的省写

当 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 这三个韵母跟声母相拼时，要省写中间的元音 ｏ 或 ｅ。例如：

ｌ ＋ ｉｏｕ → ｌｉú（留） ｎ ＋ ｉｏｕ → ｎｉú（牛）

ｑ ＋ ｉｏｕ → ｑｉú（球） ｓ ＋ ｕｅｉ → ｓｕì（岁）

ɡ ＋ ｕｅｎ → ɡǔｎ（滚） ｃｈ ＋ ｕｅｎ → ｃｈūｎ（春）

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 的省写不等于这三个韵母的主要元音在实际读音中的完全省略。

3. 标调规则

声调符号 ˉ（阴平）́ （阳平）ˇ（上声）̀ （去声）原则上应该标在音节的主要元音（韵腹）上面。如果一

个音节只有一个元音，声调符号就标在这个元音上；如果一个音节有两个以上元音，声调符号标在开口度最

大、舌位最低、声音响亮的那个元音上。

省 写 拼 式 的 音 节 ，例 如 ɡｕǐ（鬼）、ｊｉǔ（酒），就 标 在 最 后 面 的 一 个 元 音 上 ，如 ｑúｎ（群）则 应 该 标 在 元

音 ｕ 上 。 轻 声 不 标 调 号 ，在 ｉ 上 标 调 号 时 要 去 掉 ｉ 上 的 小 圆 点 儿 ，但 是 在 ü 上 标 调 号 时 ，ü 上 的 两 点 不 能

去 掉 。

（四）词语拼写规则

汉语词语的拼写要符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要求，它是建立在音节拼写规范的基础上的。多

音词要连写，句子、专有名词的开头要有标记。总的原则是简单、明晰、便于书写。

1. 词语拼写的总原则

（1）以词为拼写单位。例如：

ｒéｎ（人） 　 　 　 　 　 　 　 　 　 　 　 ｃｈī（吃） 　 　 　 　 　 　 　 　 　 　 　 ɡāｏ（高）

ｆàｎɡｓōｎɡ（放松） ｍěｉｌì（美丽） ｐéｎɡ·ｙｏｕ（朋友）

ｂóｗùɡｕǎｎ（博物馆）

（2）表示一个整体概念的双音节或三音节结构连写。四个音节以上表示一个整体概念的名称按词分开

连写，不能按词划分的全部连写。例如：

ｑｕáｎɡｕó（全国） ｚｈūｒòｕ（猪肉） ｄｕìｂｕｑǐ（对不起）

ｓｈｕōｙｉｓｈｕō（说一说） ｓｈｕōｂｕｈǎｏ（说不好） ｎáｄｅｄòｎɡ（拿得动）

ｚàｎɡｈóｎɡｈｕā（藏红花） ｑｉūｈǎｉｔáｎｇ（秋海棠） ｌéｉｄáｚｈàｎ（雷达站）

ｓǎｎｂīｎɡｙíｎɡ（伞兵营） ｗúｆèｎｇ ɡāｎɡɡｕǎｎ（无缝钢管）

ｂàｎｄǎｏｔǐ ｓｈōｕｙīｎｊī（半导体收音机） ｙáｎｊｉūｓｈēｎɡ ｙｕàｎ（研究生院）

ｊīｎｇｔǐɡｕǎｎ ɡōｎｇｌǜ ｆàｎɡｄàｑì（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3）单音节词重叠，连写；双音节词重叠，分写。例如：

ｒéｎｒéｎ（人人） ｋǎｏｌǜ ｋǎｏｌǜ（考虑考虑）

重叠并列式（AABB）结构，当中加短横。例如：

ｌáｉｌáｉｗǎｎｇｗǎｎｇ（来来往往） ɡāｎɡāｎｊìｎｇｊìｎｇ（干干净净）

（4）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在某些场合可以加短横。例如：

ｈｕáｎｂǎｏ（环保） ｋēｙáｎ（科研） ｓｈíｑīｂā ｓｕì（十七八岁）

（5）成语。四言成语可以分成两个双音节来念的，中间加短横；不能按两段来念的四言成语、熟语等，全

部连写。例如：

ｃéｎɡｃｈūｂùｑｉóｎɡ（层出不穷） ɡｕāｎɡｍíｎɡｌěｉｌｕò（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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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ｉｍòｎéｎɡｚｈù（爱莫能助） ｂùｙìｌèｈū（不亦乐乎）

2. 大写

大写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表示句首，如句子开头的字母大写；诗歌每一行开头的字母大写。例如：

Ｚｈè ｓｈì ｗǒｄｅ ｓｈū． 这是我的书。

Ｑīｎɡｍíｎɡ ｓｈíｊｉé ｙǔ ｆēｎｆēｎ． 清明时节雨纷纷。

二是表示特殊名称，如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开头的字母大写。例如：

ＬǐＨｕá 李华　 Ｚｈūɡě Ｋǒｎɡｍíｎɡ 诸葛孔明 　 Ｌǐ ｘｉāｎｓｈｅｎɡ 李先生 　 Ｓｈàｏ ｘｉǎｏｊｉě 邵小姐

Ｂěｉｊīｎｇ Ｓｈì 北京市 　 Ｈｕáｎｇｐǔ Ｊｉāｎɡ 黄浦江 　 Ｒéｎｍíｎ Ｒìｂàｏ 人民日报

3. 移行、标点和声调

汉语拼音在行末有时要切断换行，换行时要在行末加上短横表示词语未完。移行要按音节分开，短横只

能加在两个音节之间，不能把一个音节拆开。例如：

正确：⋯⋯⋯⋯⋯⋯⋯ ɡｕāｎɡ 　 　 　 错误：⋯⋯⋯⋯⋯⋯⋯⋯ ɡｕ

　 　 ｍíｎɡ（光明） āｎɡｍíｎɡ（光明）

汉语拼音的标点与汉字的标点有些不同，汉字的句号是个圈，汉语拼音的句号是个点；汉字有顿号，汉语

拼音没有顿号，该用顿号的地方用一个空格表示，其他的标点大致与汉字相同。

标声调的办法与音节标调规则相同，只是在词语连接时有语流 音 变，拼 写 普 通 话 时，只 标 原 调，不 标 变

调。例如“一”的原调是阴平，“一天”、“一年”、“一半”只能标成 ｙī ｔｉāｎ、ｙī ｎｉáｎ、ｙī ｂàｎ，不能标成 ｙì ｔｉāｎ、ｙì

ｎｉáｎ、ｙí ｂàｎ。

详细规则可参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

拼写法》以及《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等一系列文件。

三、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专门为汉字规范读音注音，为学习普通话而设计的一套拼音方案。

在北京话语音系统里，用它可以给任何音节词语注音，在这个系统之外，它就无能为力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

方言各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在这些语言或方言中，有的音与北京话的音相同，有的音与北京话迥异。如果想用汉

语拼音给一些语言、方言注音，那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一套适应范围更广、功能更全的记音符号。

国际音标是国际上目前通用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记音符号，英文名称是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简

称 IPA，由国际语音协会（最初的名称是语音教师协会）于 1888 年制定并公布。国际音标是根据人类发音器

官的生理机能，并参照世界上已经掌握的各种语音的实际情况设计出来的，可以相当准确地标记各种语言或

方言的语音。国际音标包括辅音表、元音表和附加标记符号。现在使用的国际音标表是 1996 年修订的（参

见附录二《国际音标简表》）。

（一）国际音标的特点

1. 运用一符一音的原则。一个音素只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符号只代表一个音素，彼此不兼用。音素

和符号一一对应，不发生混淆。

2. 符号大部分采用世界 通 用 的 拉 丁 字 母 小 写 印 刷 体。字 母 形 体 简 明 清 晰，熟 悉 拉 丁 字 母 的 人 很 容 易

识别。

3. 拉丁字母不够时，采用 了 倒 写、反 写、合 体、小 写 尺 寸 的 大 写 字 母 字 形 等，个 别 的 还 采 用 一 些 希 腊 字

母。为了标音的精确，允许在字母上添加一些附加符号。

4. 以形体相类似的一组符号代表发音部位相同或发音方法相同的一组音，方便记忆与应用。只要稍微

接触过拉丁字母拼音的人，学习和应用这些符号并不难。

（二）国际音标的学习与应用

国际音标比较完备，它所代表的音和标音方法世界各国都是统一的，能够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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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范围广，适应性强，作为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一种基本工具，为世界各国语言学界所公认。近几十年

来，我国在描写汉语语音、调查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工作中都采用国际音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学习国际音标应先学习发音原理，掌握发音器官的活动状况与发音规律。元音的学习可从八个标准元

音入手，不妨根据发音规律用已知的元音推断未知元音的高低前后，再根据录音逐一辨别、掌握。辅音的学

习宜先弄清不同发音部位辅音的成阻要点，为了准确地把握辅音发音位置，不妨将要掌握的辅音与前后相邻

位置上的辅音作反复对比，以把握正确的成阻位置，获得正确的识知与听感习得。在 同 一 成 阻 位 置 的 辅 音

中，建议先把握已知的辅音发音，再根据不同的发音方法推断同组其他辅音的发音要领。国际音标的学习一

定要运用规律与方法指导自己练习。语音是口耳之学，在掌握发音原理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练习，不断在实践

中加以体会和巩固，以逐步提高自己的审音、辨音能力。

国际音标表拥有一百多个语音符号，几乎概括了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所有语音，但落实到某个具体

语言，使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符号。初学者可以先从自己熟悉的语言入手，比如普通话是大家较为熟悉

的音系，我们不妨通过标记汉语拼音的国际音标，先掌握普通话所拥有的音标。不熟悉普通话语音的人，如

果能弄清普通话每一个声母、韵母后面国际音标标注的实际音质，对于我们准确地发出普通话的语音就很有

帮助。国际音标无论对于教学还是研究，都是帮助我们了解、分析语音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

练习题

一、填空。

1. 语音的三大属性是 、 和 ，其中本质属性是 。

2. 请填写下列各项内容：

术 语 定 义 取 决 于 什 么 在普通话里的作用

音 高

音 强

音 长

音 色

3. 人的发音器官主要由 、 和 构成。

4. 口腔中的上腭主要由 组成。

5. 口腔中的下腭主要由 组成。

二、改错。

1. 在区别语义作用上，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都是一样重要的。（ ）

2. 男演员在唱京戏中的花旦时，他主要是使相对音色发生了变化。（ ）

3. 元音都是乐音，辅音都是噪音。（ ）

4. 鼻化音是介于口音和鼻音之间的一种音。（ ）

三、试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给下列字、词、句注音。

1. 烟 月 好 夜 铜 雨 水 熊 字 制 戏

沉 硬 蚕 粗 耳 姓 娃 开 盆 孙 军

2. 洗脸 保证 商人 严肃 激动 麻木 文明 发展 短促 停留

安分守己 千钧一发 万水千山 包罗万象 龙飞凤舞 好事多磨

3. 我环顾四周，果然是一个山谷，不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四、用汉语拼音给下列汉字注音标调。

庆 威 羊 岳 轰 忘 汹 英 崔 吞 归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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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家 跟 话 学 污 圆 云 盐 最 混 瓮

液 郡 外 染 黄 珉 桥 酒 半 刚 灵 速

五、用汉语拼音拼写下列词语，注意拼写规则。

夜晚 翻译 时间 资料 品质 卧铺 瓷器 贡献 保卫 屋里

努力 总结 谦虚 营养 毁坏 选择 作案 西欧 门外 诸葛亮

唯物论 图书馆 主人公 环城赛 副部长 对不起 二千零五十八

平平常常 研究研究 万众一心 单枪匹马 中山北路 第七十九

六、如果下列拼写有错误，请予以改正。

ｕɑｎｍｅｉ（完美）　 　 　 　 　 ｒｕｅｎｈｕɑ（润滑）

ｊüｅｄｏｕ（决斗）　 ｌｉｏｕｙｉɑｎ（流言）

ｎɑｎｅｒ（男儿）　 ｌｕｙｉｏｕ（旅游）

ｔｉɑｏüê（跳跃）　 ｗｕｅｉɑｉ（胃癌）

七、问答。

1. 语音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2. 汉语拼音方案有什么用处？

思考题

一、试联系你所熟悉的语言，谈谈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在语言中的表现。

二、人发出的所有声音是否都是语音？为什么？

三、汉语拼音方案同以前的注音方法相比有什么优点？

四、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五、国际音标的优点是什么？

第二节　 音节分析：元音和辅音

　 　 学习要点：了解音节的基本特点，掌握音节分析方法之一———“音素分析法”：熟悉区分元音和辅音

的标准以及现代汉语元音和辅音的发音特征。

当我们朗读下面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发音器官产生了二十次明显的紧张过程，而聆听

的人也会感受到二十个界限清晰的语音单位：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二十次紧张过程，在语音学上就表现为二十个音节，在书面上记录下来，就是二十个汉字。因此，音

节是人们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也是 语 流 里 最 自 然 的 语 音 单 位。 从 发 音 角 度 来 说，发 音 时，

肌肉经历了一次从紧张到松弛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了 一 个 音 节；从 听 音 角 度 来 说，每 一 个 音 节 都 有 一 个 明

显的响度中心。普通话中，除了儿化音的 音 节 数 跟 汉 字 数 不 对 应，例 如“ｈｕāｒ”、“ｐéｎｒ”各 读 一 个 音 节，写

下来却分别是两个字“花儿”“盆儿”。一般来说，一个 汉 字 的 读 音 就 是 一 个 音 节，一 个 音 节 写 出 来 就 是 一

个汉字。

一、音节分析法

汉字虽然成千上万，但音节的数目却是有限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总数是 400 个左右。根据音节

使用的频率不同，可以把音节分为四类：

1. 高频音节：一共有 14 个，即 ｄｅ、ｓｈｉ、ｙｉ、ｂｕ、ｙｏｕ、ｚｈｉ、ｌｅ、ｊｉ、ｚｈｅ、ｗｏ、ｒｅｎ、ｌｉ、ｔɑ、ｄɑｏ。

2. 中频音节：一共 有 33 个，即 ｚｈｏｎｇ、ｚｉ、ɡｕｏ、ｓｈɑｎɡ、ɡｅ、ｍｅｎ、ｈｅ、ｗｅｉ、ｙｅ、ｄɑ、ɡｏｎɡ、ｊｉｕ、ｊｉɑｎ、ｘｉɑｎɡ、

ｚｈｕ、ｌɑｉ、ｓｈｅｎɡ、ｄｉ、ｚɑｉ、ｎｉ、ｘｉɑｏ、ｋｅ、ｙɑｏ、ｗɑ、ｙｕ、ｊｉｅ、ｊｉｎ、ｃｈɑｎ、ｚｕｏ、ｊｉɑ、ｘｉɑｎ、ｑｕɑｎ、ｓｈ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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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频音节：一共有 62 个（不再列举）。

4. 低频音节：一共有 291 个（不再列举）。

这四类中，前两类高频音 节 和 中 频 音 节 共 有 47 个，却 占 总 出 现 率 的 50% ，如 果 加 上 次 频 音 节，也 只 有

109 个，这 109 个音节就要占总出现率的 75% 。所以学习的重点应该放在前面这三类音节上。

音节是最自然的语音单位，但它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它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分析音节有两种不同的

方法。

（一）音素分析法

音素分析法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的语音分析方法，它对一个音节从音色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出一个

个最小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单位，这就是音素，因此，音素也就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 来 的 最 小 的 语 音 单 位。

例如“规”这个音节可以分析为 ɡｕｅｉ 四个音素；“律”这个音节分析为 ｌü 两个音素。

普通话里，一个音节可以 是 一 个 音 素，例 如“啊”（ā）、“鹅”（é），也 可 以 是 两 个 音 素 或 三 个 音 素，例 如

“古”（ɡǔ）、开（ｋāｉ）、封（ｆēｎɡ），但是，最多只能有四个音素，例如“窗”（ｃｈｕāｎɡ）、“帘”（ｌｉáｎ）。

音素可以划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元音的气流不受阻，声带振动；而辅音的气流则在口腔或鼻腔中某

个部位受到阻塞或摩擦，大多数辅音声带并不振动，只有少数浊辅音声带也同时振动，如 ｍ、ｎ、ｎɡ、ｌ、ｒ 等。

音素分析法着眼于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优点是可以分析得比较细致、准确。

（二）声韵调分析法

声韵调分析法是我国传统的语音分析方法，它把音节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声母、韵母和声调。音节结构

前部为声母，音节结构后部为韵母，贯穿整个音节的音高变化是声调。韵母又可以再进一步分为韵头、韵腹

和韵尾三部分。

声韵调分析法着眼于语音结构成分的组合，优点是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如声调特征。但早期的声韵调

分析法不够细致、科学。近年来，吸收了音素分析法的优点，音节结构分析以声韵调分析法为主，音节成分分

析以音素分析法为主，从而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见”（ｊｉàｎ）先分析为声母 ｊ，韵母 ｉɑｎ，声调为

去声；再进一步分析为作声母的辅音 ｊ，作韵头的元音 ｉ，作韵腹的元音 ɑ，作韵尾的辅音 ｎ。这种分析法，既反

映了层次，又分清了主次，也考虑到汉语语音结构的特点，因此相当有效。

（三）辅音和声母、元音和韵母的关系

辅音和元音是就音素的发音特点进行分析后划分出来的类别，声母和韵母是就汉语音节内部的结构和

位置分析出来的单位。因为分析的角度和范围不同，所以这两对概念之间发生了交叉关系。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辅音和声母的区别在于：

1. 总数不同：辅音有 22 个，声母只有 21 个。辅音 ｎｇ 不充当声母；

2. 出现在音节中的位置不同：声母的位置一定在音节的开头，而辅音除了在声母的位置出现，ｎ 和 ｎɡ

还可以出现在韵尾。也就是说，辅音 ｎɡ 只能位于音节的末尾作韵尾，而不能作声母，如“ｇāｎɡ”（刚）。辅音

ｎ 既可以出现在音节开头作声母，又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当韵尾，如 ｎáｎ（男）。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元音和韵母的区别在于：

1. 总数不同：元音只有 10 个，而韵母则有 39 个。

2. 韵母可以分为三类：单元音韵母 10 个由单元音充当；复元音韵母 13 个，由元音跟元音构成；鼻韵母

16 个，由元音和鼻辅音共同构成。

3. 结构成分不同：韵母不仅包含有元音，有的还包含有辅音，即以辅音作韵尾，如“山冈”（ｓｈāｎɡāｎɡ），

其中的 ɑｎ、ɑｎɡ 是韵母，其中的辅音 ｎ、ｎɡ 充当韵尾，是韵母的组成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辅音和声母、元音和韵母交叉关系的关键是在 ｎ 和 ｎɡ 上。ｎ 既可充当声母，

又可充当韵母的韵尾；ｎɡ 在普通话中永远不作声母，只作韵尾。10 个单元音都可以作韵母，而大部分韵母的

构造比较复杂，数量相对较多，共有 39 个。

22 第一章 语 音



（四）元音和辅音的差异

音素可以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

发音 时 气 流 振 动 声 带，在 口 腔 或 鼻 腔 中 不 受 阻 碍 而 形 成 的 音 叫 元 音。元 音 又 叫 母 音，例 如：ɑ［Ａ ］、ｏ

［］、ｅ［］、ê［Ｅ ］、ｉ［ｉ］、ｕ［ｕ］、ü［ｙ］等。发音时气流在口腔或鼻腔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辅音。辅音又叫子

音，例如：ｂ［ｐ］、ｐ［ｐ‘］、ｍ［ｍ］、ｆ［ｆ］、ｄ［ｔ］、ｔ［ｔ‘］、ｎ［ｎ］、ｌ［ｌ］等。

元音和辅音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四点：

1. 元音发音时，气流通过口腔、鼻腔不受任何阻碍；辅音发音时，气流通过口腔、鼻腔一般要受到某个部

位的阻碍。

2. 元音发音时，声带一定振动，声音总是比较响亮，并且能延长；辅音发音时，声带不一定振动（有的振

动，如 ｍ［ｍ］、ｎ［ｎ］、ｌ［ｌ］、ｒ［］；有的不振动，如 ｂ［ｐ］、ｐ［ｐ‘］、ｆ［ｆ］等），声带振动时声音较响亮，不振动时声

音不响亮。

3. 元音发音时，发音器官各部位保持均衡的紧张状态；辅音发音时，发音器官局部（成阻部位）紧张。

4. 元音发音时，气流较弱；辅音发音时，气流较强。

其中第 1 点是元音和辅音最重要的区别，第 2 点要特别注意，发元音声带一定振动，发辅音声带振动的

是浊辅音，不振动的是清辅音。

二、元音的发音原理

元音的发音主要决定于口腔这个共鸣器的形状。口腔的开合（也就是舌位的升降）、舌头的伸缩，以及唇

形的圆展（不圆）这三个因素都可能造成口腔形状的不同，改变共鸣特性，从而发出不同的元音来。

元音根据舌头起作用的部位，可以先分为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两大类。其中舌面元音占绝大多数。现

代汉语普通话一共有 10 个元音，其中舌面元音 7 个：ɑ［Ａ ］、ｏ［］、ｅ［］、ê［Ｅ ］、ｉ［ｉ］、ｕ［ｕ］、ü［ｙ］；舌尖元音

2 个：-ｉ［］、-ｉ［ ］；卷舌元音一个：ｅｒ［］。

（一）舌面元音

元音发音时，舌头的某一部分会收紧而隆起，舌头收紧而隆起的最高点，一般称作“舌位”。发音时，舌位

位于舌面部分的元音叫“舌面元音”。舌面元音的不同主要由三个条件决定：（1） 舌位的前后；（2） 舌位的

高低；（3）唇形的圆展。要发好舌面元音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注意。

1. 根据舌位的前后不同，舌面元音可以分为三类：前元音、后元音、央元音。舌面前元音有 ｉ［ｉ］、ü［ｙ］、

ê［ Ｅ］。舌面后元音有 ｕ［ｕ］、ｏ［］、ｅ［］。舌面央元音有 ɑ［Ａ ］。

2. 根据舌位的高低不同，舌面元音可以分为五类：高元音、半高元音、中高元音、半低元音、低元音。舌

图三 舌面元音舌位图

位的高低和口腔的开口度大小有关，舌位越低，口腔开口度就越大；舌位越高，口腔开口度就越小。高元音有

ｉ［ｉ］、ｕ［ｕ］、ü［ｙ］。半高元音有 ｅ［］。中高元音有 ê［ Ｅ ］、ｏ［］。低元音有ɑ［Ａ ］。

3. 根据唇形的圆展，舌面元音可以分为两类：圆唇元音和

不圆唇元音。圆唇元音有 ü［ｙ］、ｕ［ｕ］、ｏ［］。不 圆 唇 元 音 有

ｉ［ｉ］、ê［Ｅ ］、ｅ［］、ɑ［Ａ ］。

以上三方 面 的 条 件 综 合 起 来，可 以 用“舌 面 元 音 舌 位 图”

表示。

现代汉语普通话七个舌面元音可以描写为：

ɑ［Ａ ］：舌面央、低、不圆唇元音；

ｏ［］：舌面后、中高、圆唇元音；

ｅ［］：舌面后、半高、不圆唇元音；

ｉ［ｉ］：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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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ｕ］：舌面后、高、圆唇元音；

ü［ｙ］：舌面前、高、圆唇元音；

ê［Ｅ ］：舌面前、中高、不圆唇元音。

（二）舌尖元音

发音时，舌位位于舌尖部分的元音叫“舌尖元音”。舌尖元音的区别由舌尖活动的前后和唇形的圆展两

个条件来决定。普通话中只有两个展唇（不圆唇）的舌尖元音：舌尖前元音-ｉ［］和舌尖后元音-ｉ［ ］。圆唇

的舌尖元音只存在于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中。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两个舌尖元音的发音分别描写为：

-ｉ［］：前、高、不圆唇舌尖元音；

-ｉ［ ］：后、高、不圆唇舌尖元音。

要特别注意的是：-ｉ［、］前面加上一小横线，以区别于舌面元音 ｉ［ｉ］。舌尖元音不能单独成音节，舌尖

前元音-ｉ［］只出现在 ｚ、ｃ、ｓ 声母后面；舌尖后元音  ｉ［ ］只出现在 ｚｈ、ｃｈ、ｓｈ、ｒ 声母后面。

（三）卷舌元音

卷舌元音 ｅｒ［］在汉语拼音方案中用 ｅ、ｒ 两个符号来标示，并不代表 ｅｒ 由两个音素构成，它还属于单元

音，只是发音有些特殊，故有人称它为“特殊元音”。

卷舌元音 ｅｒ 中的“ｅ”代表央元音［］———一个位于舌面中央位置的不圆唇元音，这是 ｅｒ 的主体部分。

ｅｒ 中的 ｒ 并不是一个音素，它只表示在发主体音 ｅ［］同时的一个伴随动作———翘舌，故被命名为“卷舌元

音”。严格地说，普通话的卷舌元音 ｅｒ［］应属于舌面元音，但它的具体发音并不同于一般的舌面元音，所以

还是将 ｅｒ［］单列为一类，以示区别。

三、辅音的发音原理

普通话里的辅音共有 22 个，辅音的性质由构成阻碍的部位（发音部位）和形成、克服阻碍的方式（发音方

法）这两个方面来决定。

（一）发音部位

发音部位是指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部位。普通话 22 个辅音共有七种不同的发音部位：

1. 双唇音 由上唇和下唇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ｂ［ｐ］、ｐ［ｐ‘］、ｍ［ｍ］；

2. 唇齿音 由上齿与下唇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ｆ［ｆ］；

3. 舌尖中音 由舌尖与上齿龈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ｄ［ｔ］、ｔ［ｔ‘］、ｎ［ｎ］、ｌ［ｌ］；

4. 舌根音 由舌根与软腭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ɡ［ｋ］、ｋ［ｋ‘］、ｈ［ｘ］、ｎɡ［］；

5. 舌面音 由前舌面与硬腭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ｊ［ｔ］、ｑ［ｔ‘］、ｘ［］；

6. 舌尖后音 由舌尖与硬腭的偏前部位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ｚｈ［ｔ］、ｃｈ［ｔ‘］、ｓｈ［］、ｒ［］；

7. 舌尖前音 由舌尖与上齿背构成气流阻碍而发出的音：ｚ［ｔｓ］、ｃ［ｔｓ‘］、ｓ［ｓ］。

（二）发音方法

发 音 方 法 主 要 是 指 发 音 时 形 成 阻 碍 和 克 服 阻 碍 的 方 式 。 发 音 部 位 接 触 形 成 阻 碍 叫“成 阻”；成 阻 后

蓄 集 气 流 ，保 持 成 阻 点 内 外 气 流 的 压 力 差 以 待 爆 发 ，叫“持 阻”；克 服 阻 碍 冲 出 发 音 气 流 叫“除 阻”。 所

以 ，发 音 方 法 应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1） 成 阻 和 除 阻 的 方 式 ；（2） 声 带 振 动 与 否 ；（3） 呼 出 气 流 的

强 弱 。

1. 按照成阻和除阻的方式，普通话的辅音可以分为 5 类：

（1）塞音：成阻部位完全封闭气流通道，然后突然除阻，让气流迸裂而出，爆发成声。塞音一发即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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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 个：ｂ［ｐ］、ｐ［ｐ‘］、ｄ［ｔ］、ｔ［ｔ‘］、ɡ［ｋ］、ｋ［ｋ‘］。

（2）擦音：成阻部位不完全封闭气流通道，构成气流阻碍的两个部分之间留一条窄缝，让气流从中挤出，

摩擦成声。擦音除阻可以适当延长，共有 6 个：ｆ［ｆ］、ｓ［ｓ］、ｓｈ［］、ｒ［］、ｘ［］、ｈ［ｘ］。

（3）塞擦音：发音部位先完全封闭，然后打开一条窄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成阻时为塞音状态，除阻时为

擦音状态，两个过程连接紧密，一次完成。塞擦音共有 6 个：ｚ［ｔｓ］、ｃ［ｔｓ‘］、ｚｈ［ｔ］、ｃｈ［ｔ‘］、ｊ［ｔ］、ｑ［ｔ‘］。

（4）鼻音：成阻部位完全堵塞口腔气流通道，软腭下垂，打开鼻腔通道，声带震动，让发音气流从鼻腔里

出来。鼻音可以适当延长，共有 3 个：ｍ［ｍ］、ｎ［ｎ］、ｎｇ［］。

（5）边音：发音 部 位 始 终 接 触 成 阻，声 带 震 动，迫 使 气 流 从 舌 缘 的 两 边 通 过。 普 通 话 里 只 有 一 个 边

音 ｌ［ｌ］。

2. 按照声带振动与否，普通话的辅音可以分为两类：

（1）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 动 的 辅 音 叫 清 音。共 有 17 个：ｂ［ｐ］、ｐ［ｐ‘］、f［ｆ］、ｄ［ｔ］、ｔ［ｔ‘］、ɡ［ｋ］、

ｋ［ｋ‘］、ｈ［ｘ］、ｊ［ｔ］、ｑ［ｔ‘］、ｘ［］、ｚｈ［ｔ］、ｃｈ［?‘］、ｓｈ［ ］、ｚ［ｔｓ］、ｃ［ｔｓ‘］、ｓ［ｓ］。

（2）浊音：发音时声带振动的辅音叫浊音。共有 5 个：ｍ［ｍ］、ｎ［ｎ］、ｎɡ［］、ｌ［ｌ］、ｒ［］。

3. 按照发音时呼出气流的强弱，普通话辅音可以分为两类：

（1）不送气音：发 音 时 吐 出 气 流 较 弱 的 音 称 为 不 送 气 音。共 有 6 个：ｂ［ｐ］、ｄ［ｔ］、ɡ［ｋ］、ｊ［ｔ］、ｚｈ

［?］、ｚ［ｔｓ］。

（2）送气音：发音时 呼 出 气 流 较 强 的 音 称 为 送 气 音。 共 有 6 个：ｐ［ｐ‘］、ｔ［ｔ‘］、ｋ［ｋ‘］、ｑ［ｔ‘］、

ｃｈ［?‘］、ｃ［ｔｓ‘］。

要注意的是：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送气音和送气音的对立只限于塞音和塞擦音，并形成整齐的对应。塞音 ｂ、ｄ、ɡ 和

塞擦音 ｚ、ｚｈ、ｊ 呼出气流较弱，是不送气音；与它们相对应的是塞音 ｐ、ｔ、ｋ 和塞擦音 ｃ、ｃｈ、ｑ，呼出气流较强，

是送气音，所以，波 ｂō—坡 ｐō、多 ｄｕō—拖 ｔｕō、歌 ɡē—科 ｋē、鸡 ｊī—期 ｑī、资 ｚī—疵 ｃī、支 ｚｈī—吃 ｃｈī 不同音，

前后两者均有意义的区别。擦音没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

根据上述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可以综合出一个普通话辅音发音特征表：

图四 普通话辅音发音特征表

发
音

方
法

辅
音

发 音 部 位

塞 音 擦 音 塞擦音 鼻 音 边 音

清 音 清 音 浊 音 清 音 浊 音 浊 音

不送气 送 气 不送气 送 气

双唇音
上 唇

下( )唇

ｂ
［ｐ］

ｐ
［ｐ‘］

ｍ
［ｍ］

唇齿音
上 齿

下( )唇

ｆ
［ｆ］

舌尖前音
舌 尖( )上齿背

ｓ
［ｓ］

ｚ
［ｔｓ］

ｃ
［ｔｓ‘］

舌尖中音
舌 尖( )上齿龈

ｄ
［ｔ］

ｔ
［ｔ‘］

ｎ
［ｎ］

ｌ
［ｌ］

舌尖后音
舌 尖( )齿龈后

ｓｈ
［ ］

ｒ
［］

ｚｈ
［?］

ｃｈ
［?‘］

舌面音
舌 面( )前硬腭

ｘ
［］

ｊ
［ｔ］

ｑ
［ｔ‘］

舌根音
舌面后

软( )腭

ɡ
［ｋ］

ｋ
［ｋ‘］

ｈ
［ｘ］

ｎ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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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对普通话的 22 个辅音进行描写，顺序依次为：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发音方法依次

为：送气不送气、清浊和成阻形式。

ｂ［ｐ］：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ｐ［ｐ‘］：双唇、送气、清、塞音

ｍ［ｍ］：双唇、浊、鼻音 ｆ［ｆ］：唇齿、清、擦音

ｄ［ｔ］：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ｔ［ｔ‘］：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ｎ［ｎ］：舌尖中、浊、鼻音 ｌ［ｌ］：舌尖中、浊、边音

ɡ［ｋ］：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ｋ［ｋ‘］：舌根、送气、清、塞音

ｈ［ｘ］：舌根、清、擦音 ｎɡ［］：舌根、浊、鼻音

ｊ［ｔ］：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ｑ［ｔ‘］：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ｘ［］：舌面、清、擦音

ｚｈ［ｔ］：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ｃｈ［ｔ‘］：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ｓｈ［　　 ］：舌尖后、清、擦音 ｒ［］：舌尖后、浊、擦音

ｚ［ｔｓ］：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ｃ［ｔｓ‘］：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ｓ［ｓ］：舌尖前、清、擦音

练习题

一、填空。

1. 汉语一个音节最少有 音素，最多有 音素。

2. 元音和辅音最重要的区别是 。

3. 辅音中可以充当声母和韵尾的是 ，只能当韵尾但是不能作声母的是 。

4. 音节是指 。

二、下列说法如有错误，请予以改正。

1. 发元音时，声带一定振动；发辅音时，声带一定不能振动。

2. 所有的单元音都可以直接作韵母。

3. ｆ 也是一种送气的清擦音。

4. 音素是组成音节的结构成分。

三、口头训练。

1. 单元音发音比较，体会舌位和唇形的不同。

ü———ｕ　 　 　 　 ｉ———ü　 　 　 　 ｏ———ｅ　 　 　 　  ｉ［］——— ｉ［ ］

ｉ［ ］———ｅｒ ɑ［ａ］———ɑ［Ａ ］———ɑ［ɑ］

ｉ———［ｅ］———ê［Ｅ ］———ɑ［ａ］ ｕ———ｏ［］———［］———ɑ［ɑ］

2. 辅音发音比较，体会各类辅音发音部位的区别。

ｂ、ｐ———ｚ、ｃ———ｄ、ｔ———ｚｈ、ｃｈ——— ｊ、ｑ———ɡ、ｋ　 　 　 　 ｚ、ｃ——— ｊ、ｑ
ｌ———ｒ　 　 　 　 ｆ———ｓ———ｓｈ———ｘ———ｈ　 　 　 　 ｍ———ｎ———ｎɡ
ｆ———ｈ　 　 　 　 ｓｈ———ｓ　 　 　 　 ｓ———ｘ
3. 辅音发音比较，体会各类辅音发音方法的区别。

ｂ、ｄ、ɡ——— ｊ、ｚｈ、ｚ　 　 ｐ、ｔ、ｋ———ｑ、ｃｈ、ｃ
ｐ———ｆ　 　 　 ｋ———ｈ　 　 　 ｑ———ｘ　 　 　 ｃｈ———ｓｈ　 　 　 ｃ———ｓ
ｎ——— ｌ　 　 ｓｈ———ｒ　 　 ｂ———ｐ　 　 ｄ———ｔ　 　 ɡ———ｋ
ｊ———ｑ　 　 ｚｈ———ｃｈ　 　 ｚ———ｃ

四、根据所提供的发音条件，写出相应单元音。

1. 前、高、不圆唇舌尖元音（　 　 ）

2. 前、中高、不圆唇舌面元音（　 　 ）

3. 后、半高、不圆唇舌面元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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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中高、圆唇舌面元音（　 　 ）

5. 央、低、不圆唇舌面元音（　 　 ）

五、根据所提供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写出相应的辅音。

1. 双唇、浊、鼻音（　 　 ）

2. 舌尖后、清、擦音（　 　 ）

3. 舌根、送气、清、塞音（　 　 ）

4. 唇齿、清、擦音（　 　 ）

5. 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

6 ． 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

7. 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

六、问答。

1. 说说辅音跟声母的区别在哪里。

2. 说说元音跟韵母的区别在哪里。

七、默写舌面元音图，标出普通话的七个舌面元音的位置。

思考题

一、音素分析法和声韵调分析法，你认为哪一种比较适合汉语？是结合，还是单用好？

二、你懂国际音标吗？试着把普通话的 22 个辅音和 10 个元音用国际音标写出来。

第三节　 音节分析：声母和韵母

　 　 学习要点：掌握 21 个声母的正确发音。了解零声母音节特点。熟悉 39 个韵母的分类、结构特点，并

掌握各韵母的正确发音。

一、普通话的声母

（一）声母及读音

声母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普通话里的 22 个辅音，有 21 个可以用来作声母，它们是：ｂ、ｐ、ｍ、ｆ，ｄ、ｔ、ｎ、

ｌ，ɡ、ｋ、ｈ，ｊ、ｑ、ｘ，ｚｈ、ｃｈ、ｓｈ、ｒ，ｚ、ｃ、ｓ。其中 ｎ 还可以充当韵尾，第 22 个辅音是后鼻辅音 ｎɡ，只能作韵尾，不能

作声母。

声母的发音有“本音”和“呼读音”两种。完全按照辅音的发音原理，发出的声母的读音叫本音。由于普

通话声母中多数是清辅音声母，其本音为不带音，发音不响亮，在无元音拼合的情况下难以显示其音色特点，

不便于称说，所以在教学中常常在声母的后边加上一个元音，实际上已组成了一个音节，以方便不同声母的

称读，这就是呼读音。声母呼读音的发音规律是：

1. 在 ｂ、ｐ、ｍ、ｆ 后面加上元音 ｏ，读成“ｂｏ（玻）、ｐｏ（坡）、ｍｏ（摸）、ｆｏ（佛）”。

2. 在 ｄ、ｔ、ｎ、ｌ、ɡ、ｋ、ｈ 后 面 加 上 元 音 ｅ，读 成“ｄｅ（得）、ｔｅ（特）、ｎｅ（讷）、ｌｅ（勒）、ɡｅ（哥）、ｋｅ

（科）、ｈｅ（喝）”。

3. 在 ｊ、ｑ、ｘ 的后边加上元音 ｉ，读成“ｊｉ（基）、ｑｉ（欺）、ｘｉ（希）”。

4. 在 ｚｈ、ｃｈ、ｓｈ、ｒ 的后面加上舌尖后元音  ｉ［ ］，读成“ｚｈｉ（知）、ｃｈｉ（吃）、ｓｈｉ（诗）、ｒｉ（日）”。

5 ． 在 ｚ、ｃ、ｓ 的后边加上舌尖前元音-ｉ［］，读成“ｚｉ（资）、ｃｉ（雌）、ｓｉ（思）”。

学习语音，除了呼读音之外，重点要掌握声母的本音，因为只有用本音跟韵母相拼，才是正确的拼读。

（二）声母的分类与发音训练

普通话 21 个声母的分类与其所归属的辅音的分类是一致的，可以参看“普通话辅音发音特征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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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发音部位结合发音方法分别对声母进行训练。

1. 双唇音

ｂ［ｐ］：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ｂｉāｏｂīｎｇ（标兵）　 　 　 　 　 　 ｂｉàｎｂｉé（辨别）　 　 　 　 　 　 ｂāｎｂù（颁布）

ｂìｂàｏ（壁报）　 ｂěｉｂｉāｎ（北边）　 ｂāｏｂｉǎｎ（褒贬）

ｐ［ｐ‘］：双唇、送气、清、塞音

ｐīｐàｎ（批判）　 ｐｉāｎｐáｎｇ（偏旁）　 ｐīｎｇｐāｎｇ（乒乓）

ｐéｎɡｐàｉ（澎湃）　 ｐǐｎｐíｎɡ（品评）　 ｐīｎｐáｎ（拼盘）

发音要领：ｂ、ｐ 发音时，双唇成阻不宜过分紧张而失去发音动作的灵活自如；持阻时口腔蓄气要充分，保

持一定的弹张力；除阻爆破时应干脆、利落，这样才能将双唇塞音发得清晰、明快。ｂ 和 ｐ 的区别在于气流冲

出来时的强弱。

ｍ［ｍ］：双唇、浊、鼻音。

ｍěｉｍｉàｏ（美妙） 　 ｍíｎɡｍèｉ（明媚） 　 ｍàｉｍｉáｏ（麦苗）

ｍǎｉｍàｉ（买卖） 　 ｍｉàｎｍàｏ（面貌） 　 ｍùｍíｎ（牧民）

发音要领：双唇要闭紧，增加口腔内气息向鼻腔的压力；声带同时振动。在与韵母拼合时，ｍ 不宜发得

太长。

2. 唇齿音

ｆ［ｆ］：唇齿、清、擦音

ｆèｎｆā（奋发） 　 ｆēｎɡｆù（丰富） 　 ｆēｎｆāｎｇ（芬芳）

ｆēｉｆáｎ（非凡） 　 ｆèｉｆǔ（肺腑） 　 ｆǎｎｆù（反复）

发音要领：上齿自然地接触下唇，成阻不宜过分 用 力 而 造 成 发 音 动 作 僵 化；作 为 声 母，ｆ 的 发 音 也 要 清

晰、干脆，不要拖得太长。

3. 舌尖中音

ｄ［ｔ］：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ｄｉàｎｄēｎɡ（电灯） 　 ｄàｎｄòｎɡ（弹洞） 　 ｄàｄī（大堤）

ｄàｏｄé（道德） 　 ｄǎｄǎｏ（打倒） 　 ｄāｎｄｉàｏ（单调）

ｔ［ｔ‘］：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ｔàｎｔǎｏ（探讨） 　 ｔｉáｏｔíｎɡ（调停） 　 ｔｕáｎｔǐ（团体）

ｔāｎｔú（贪图） 　 ｔáｏｔàｉ（淘汰） 　 ｔｉěｔǎ（铁塔）

发音要领 ：ｄ、ｔ 发音时，舌尖中部顶住上齿龈，持阻蓄气时，成阻点要保持一定的弹力；除阻爆破动作要

干净、有力，这样发音才清晰。ｄ 和 ｔ 的区别在于气流冲出来时的强弱。

ｎ［ｎ］：舌尖中、浊、鼻音。

ｎíｎìｎɡ（泥泞） 　 ｎǎｏｎù（恼怒） 　 ｎéｎɡｎàｉ（能耐）

ｎｉúｎǎｉ（牛奶） 　 ｎáｎｎǚ（男女） 　 ｎｉǔｎｉē（扭捏）

发音要领：舌尖中部抵紧上齿龈，软腭下降，完全封闭口腔气流通道，让气流从鼻腔里出来；声带同时振

动。与韵母拼合发音时，不要拖得太长。

ｌ［ｌ］：舌尖中、浊、边音。

ｌǐｌùｎ（理论） 　 ｌěｉｌｕò（磊落） 　 ｌíｎɡｌì（伶俐）

ｌｉáｏｌｉàｎɡ（嘹亮） ｌｉúｌǎｎ（浏览） 　 ｌǎｏｌｉàｎ（老练）

发音要领：ｌ 与 ｄ、ｔ、ｎ 虽都属舌尖中辅音，但 ｌ 的实际发音位置要比 ｄ、ｔ、ｎ 稍稍偏后；发音时，舌尖紧贴

于上齿龈的后缘，呈支撑状态，使舌头的左右两边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形成气流通道；声带同时振动；“除阻”

时有喷弹动作。

4. 舌根音

ɡ［ｋ］：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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ɡǎｉɡé（改革） 　 ɡǒｎɡɡù（巩固） 　 ɡāｎɡē（干戈）

ɡāｏɡｕì（高贵） 　 ɡｕàｎɡàｉ（灌溉） 　 ɡｕīɡé（规格）

ｋ［ｋ‘］：舌根、送气、清、塞音。

ｋèｋǔ（刻苦） 　 ｋāｉｋěｎ（开垦） 　 ｋǎｎｋě（坎坷）

ｋｕāｎｋｕò（宽阔） 　 ｋōｎɡｋｕàｎɡ（空旷） 　 ｋùｎｋǔ（困苦）

发音要领：ɡ、ｋ 发音时，软腭自然下降与舌根成阻，成阻部位不宜太靠后，气流蓄足在咽部；“除阻”时有

力地弹开。ɡ 和 ｋ 的区别在于气流冲出来时的强弱。

ｈ［ｘ］：舌根、清、擦音。

ｈｕāｎｈū（欢呼） 　 ｈǎｉｈé（海河） 　 ｈǎｏｈàｎ（好汉）

ｈｕīｈｕáｎɡ（辉煌） 　 ｈｕāｈｕì（花卉） 　 ｈáｎｇｈǎｉ（航海）

发音要领：成阻部位不宜靠后；声音不要拖长。

5. 舌面音

ｊ［ｔ］：舌面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ｊｉāｎｊｕé（坚决） 　 ｊīｎɡｊì（经济） 　 ｊｉāｏｊí（焦急）

ｊìｎｊì（禁忌） 　 ｊｉěｊｕé（解决） 　 ｊｉāｎｊù（艰巨）

ｑ［ｔ‘］：舌面前、送气、清、塞擦音

ｑǐｎɡｑｉú（请求） 　 ｑīｎｑｉè（亲切） 　 ｑｉàｑｉǎｏ（恰巧）

ｑìｑｕáｎ（弃权） 　 ｑīｎɡｑｕáｎ（清泉） 　 ｑíｑū（崎岖）

发音要领：ｊ、ｑ 发音时，用力点在舌面前部，成阻部位是一个局部的面而不是一个点，舌尖切不要紧张而

参与成阻。 ｊ 和 ｑ 的区别在于气流冲出来时的强弱。

ｘ［］：舌面、清、擦音。

ｘíｎｇｘｉàｎɡ（形象） 　 ｘūｘīｎ（虚心） 　 ｘǐｘùｎ（喜讯）

ｘｉàｎｘｉàｎɡ（现象） 　 ｘｕéｘí（学习） 　 ｘｉáｎɡｘì（详细）

发音要领：成阻部位与 ｊ、ｑ 相同，舌面前部逼近硬腭前部，但不要用力挤；发音不要拖长。

6. 舌尖后音

ｚｈ［ｔ］：舌面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ｚｈｕóｚｈｕàｎｇ（茁壮） 　 ｚｈǔｚｈāｎɡ（主张） 　 ｚｈèｎɡｚｈì（政治）

ｚｈēｎｚｈèｎɡ（真正） 　 ｚｈｕāｎɡｚｈòｎɡ（庄重）　 ｚｈàｎｚｈēｎɡ（战争）

ｃｈ［ｔ‘］舌面后、送气、清、塞擦音。

ｃｈáｎɡｃｈéｎɡ（长城） 　 ｃｈūｃｈǎｎ（出产） 　 ｃｈēｃｈｕáｎɡ（车床）

ｃｈíｃｈěｎɡ（驰骋） 　 ｃｈūｎｃｈáｏ（春潮） 　 ｃｈāｉｃｈｕāｎ（拆穿）

发音要领：ｚｈ、ｃｈ 发音时，首先要自然地打开上腭，提供一定的翘舌空间；舌身抬起，然后翘起舌尖，自然

地紧贴硬腭。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翘舌音的发音提供到位的动作。发 ｚｈ、ｃｈ 时除阻要明快、利落。ｚｈ 和 ｃｈ 的

区别在于气流冲出来时的强弱。

ｓｈ［］：舌尖后、清、擦音。

ｓｈéｎｓｈèｎɡ（神圣） 　 ｓｈāｎｓｈｕǐ（山水） 　 ｓｈǎｏｓｈù（少数）

ｓｈìｓｈí（事实） 　 ｓｈｕāｎɡｓｈǒｕ（双手） 　 ｓｈǎｎｓｈｕò（闪烁）

ｒ［］：舌尖后、浊、擦音。

ｒéｎɡｒáｎ（仍然） 　 ｒóｎɡｒěｎ（容忍） 　 ｒóｕｒｕǎｎ（柔软）

ｒóｎɡｒǔ（荣辱） 　 ｒｕǎｎｒｕò（软弱） 　 ｒúｒｕò（如若）

发音要领：ｓｈ、ｒ 发音时的舌位动作要领与 ｚｈ、ｃｈ 相同，只是舌尖翘起后趋近硬腭，让气流从成阻点的窄

缝中擦出；发音不宜太长。ｒ 发音时声带同时振动。

7. 舌尖前音

ｚ［ｔｓ］：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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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ìｚūｎ（自尊） 　 ｚǒｎɡｚé（总则） 　 ｚǔｚōｎɡ（祖宗）

ｚｕìｚé（罪责） 　 ｚàｏｚｕò（造作） 　 ｚǒｕｚú（走卒）

ｃ［ｔｓ‘］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ｃéｎɡｃì（层次） 　 ｃāｎɡｃｕì（苍翠） 　 ｃāｉｃè（猜测）

ｃｕīｃù（催促） 　 ｃǎｏｃóｎɡ（草丛） 　 ｃūｃāｏ（粗糙）

发音要领：ｚ、ｃ 发音时，舌尖稍稍前伸，然后尽量以舌头的最前端与门齿齿背接触成阻；成阻部位的主要

着力点集中在舌头的最前端，要保持舌尖的弹力，不宜用力抵死发音部位；除阻时要轻快。ｚ 和 ｃ 的区别在于

气流冲出来时的强弱。

ｓ［ｓ］：舌尖前、清、擦音。

ｓīｓｕǒ（思索） 　 ｓùｓòｎɡ（诉讼） 　 ｓèｓù（色素）

ｓōｎɡｓǎｎ（松散） 　 ｓｕǒｓｕì（琐碎） 　 ｓēｎɡｓú（僧俗）

发音要领：发 ｓ 时的基本动作要领与 ｚ、ｃ 相同，只是在成阻点间留出气流缝隙；发音不宜拖得太长。

（三）“零声母”音节

除了 21 个辅音声母外，普通话还有一些音节不 以 辅 音 开 头，而 是 以 元 音 开 头 的。 例 如“安”āｎ、“恩”

ēｎ、“欧”ōｕ、“哀”āｉ、“澳”àｏ 等。这种没有辅音开头 的 音 节，称 为 零 声 母 音 节。 汉 语 拼 音 中 ｙ、ｗ 两 个 字

母只出现在 零 声 母 音 节 的 开 头，但 它 们 不 是 真 正 的 声 母，而 是 起 隔 开 音 节 作 用 的 字 母。 如“羊”ｙáｎɡ、

“温”ｗēｎ、“圆”ｙｕáｎ 这三个音节 实 际 上 是 ｉɑｎɡ、ｕｅｎ、üɑｎ 三 个 韵 母 独 自 充 当 音 节，也 是 零 声 母 音 节。 严

格地说，这些元音起头的音节在发 音 时 韵 头 仍 然 带 有 轻 微 的 摩 擦 成 分 ，在 语 音 学 上 称 为 半 元 音。 汉 语 拼

音方案规定用 ｙ、ｗ 来加在 ｉ、ｕ、ü 开头的音节前或替代 ｉ、ｕ、ü，这既是一种书写时的隔 音 符 号，在 发 音 上 也

多少起了一些提示有半元音存在的作用。

二、普通话的韵母

（一）韵母及韵母的分类

韵母是指一个音节声母后面的部分。韵母由元音，或者元音加鼻辅音构成。普通话有 39 个韵母。韵母

的分类可以从内部结构特点和开头元音发音唇形两个方面进行。

1. 按内部结构特点划分，韵母可分为三类：

（1）单元音韵母。由一个元音 构 成 的 韵 母 叫 单 元 音 韵 母。普 通 话 有 10 个 单 元 音 韵 母：ɑ［Ａ ］、ｏ［］、

ｅ［］、ｉ［ｉ］、ｕ［ｕ］、ü［ｙ］、ê［Ｅ ］、-ｉ［］、-ｉ［ ］、ｅｒ［］。

（2）复元音韵母。由两个或三个元音组合而成的韵母，叫复合元音韵母。普通话有 13 个复元音韵母：

ɑｉ［ａｉ］、ｅｉ［ｅｉ］、ɑｏ［ɑｕ］、ｏｕ［ｏｕ］、ｉɑ［ｉ Ａ］、ｉｅ［ｉ Ｅ］、ｕɑ［ｕ Ａ］、ｕｏ［ｕ］、üｅ［ｙ Ｅ］、ｉɑｏ［ｉɑｕ］、ｉｏｕ［ｉｏｕ］、ｕɑｉ［ｕａｉ］、

ｕｅｉ［ｕｅｉ］。

（3）鼻韵母。由一个或两个元音与鼻辅音 ｎ 或者 ｎɡ 组合而成的韵母，叫鼻韵母。普通话的鼻韵母共有

16 个。根据鼻辅音韵尾的不同分为两种：

带舌尖鼻音尾的叫“前鼻韵母”，有 8 个：ɑｎ［ａｎ］、ｅｎ［ｎ］、ｉɑｎ［ｉｎ］、ｉｎ［ｉｎ］、ｕɑｎ［ｕａｎ］、ｕｅｎ［ｕｎ］、üɑｎ

［ｙｎ］、üｎ［ｙｎ］；

带舌根鼻音尾 的 叫“后 鼻 韵 母”，也 有 8 个：ɑｎɡ［ɑ］、ｅｎɡ［］、ｏｎɡ［ｕ］、ｉɑｎɡ［ｉɑ］、ｉｎɡ［ｉ］、ｉｏｎɡ

［ｙ］、ｕɑｎɡ［ｕɑ］、ｕｅｎɡ［ｕ］。

2. 按开头元音的发音唇形划分，韵母可分为四类：

（1）开口呼韵母。凡韵腹或韵头不是 ｉ、ｕ、ü 的韵母属于开口呼韵母。普通话共有 16 个：

ɑ　 ｏ　 ｅ　 ê　 ɑｉ　 ｅｉ　 ɑｏ　 ｏｕ　 ɑｎ　 ɑｎɡ　 ｅｎ　 ｅｎɡ　 ｏｎɡ　 ｉ　 　  ｉ　 ｅｒ

（2）齐齿呼韵母。凡韵腹或韵头是 ｉ 的韵母属于齐齿呼韵母。普通话共有 10 个：

ｉ　 ｉɑ　 ｉｅ　 ｉɑｏ　 ｉｏｕ　 ｉɑｎ　 ｉɑｎɡ　 ｉｎ　 ｉｎɡ　 ｉｏｎ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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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口呼韵母。凡韵腹或韵头是 ｕ 的韵母属于合口呼韵母。普通话共有 9 个：

ｕ　 ｕɑ　 ｕｏ　 ｕɑｉ　 ｕｅｉ　 ｕɑｎ　 ｕɑｎɡ　 ｕｅｎ　 ｕｅｎɡ

（4）撮合呼韵母。凡韵腹或韵头是 ü 的韵母属于撮口呼韵母。普通话共有 4 个：

ü　 üｅ　 üɑｎ　 üｎ

以上四类可简称“四呼”，这是我国传统语音学对韵母的一种分类方法，根据韵母开头元音的特征分为“开口

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俗称“四呼”。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揭示出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

配合规律，因为声母在跟韵母配合成音节时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也就是说，有些可 以 组 合，有 些 却 不 能 组

合，这种选择性主要决定于声母的发音部位以及韵母的“四呼”特征。

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可以参见“普通话韵母总表”。

图五 普通话韵母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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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母的结构

普通话韵母可分为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其中“韵腹”是核心，是韵母必不可少的部分。有了韵腹才能

进一步确定韵头和韵尾。

1. 韵腹：指韵母的主干，发音比韵头、韵尾清晰响亮，如果韵母还有韵头和韵尾，则韵腹位于这两者之

间。由 ɑ、ｏ、ｅ、ê 或 ｉ、ｕ、ü（韵母中没有 ɑ、ｏ、ｅ、ê 时）、 ｉ、 ｉ、ｅｒ 充当。

2. 韵头：指韵腹前的元音，因它们介于声母与韵腹之间，所以又叫介音或介母。普通话中的韵头只有 ｉ、

ｕ、ü 三个元音可以充当。

3. 韵尾：指韵腹后的元音或辅音，表示韵母发音滑动的方向。普通话的韵尾只能由元音 ｉ、ｕ（ｏ）和鼻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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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ｎ、ｎɡ 四个音素充当。

（三）韵母的发音训练

普通话的 39 个韵母，我们按它的结构类别来对韵母进行训练。

1. 单元音韵母

单元音韵母的发音就是单元音的发音，发音时要注意两点：（1）发音时舌位和唇形要始终保持不变，否则

就成了复合元音。（2）发音时软腭要向上抬起堵塞鼻腔通道，不能夹带鼻音色彩，否则就会成为鼻化元音。

ɑ［Ａ ］：央、低、不圆唇舌面元音

ｄǎｂǎ（打靶） 　 　 　 　 　 　 ｆāｄá（发达） 　 　 　 　 　 　 ｌāｚá（拉杂）

ｍáｓｈā（麻纱） 　 ｎǎｐà（哪怕） 　 ｌǎｂɑ（喇叭）

发音时，打开上腭，下巴放松，口自然张开。

ｏ［］：后、中、圆唇舌面元音

ｍóｐò（磨破） 　 ｂóｍó（薄膜） 　 ｐōｍò（泼墨）

ｐóｐｏ（婆婆） 　 ｍòｍò（脉脉） 　 ｗòｆó（卧佛）

发音时，注意打开后口腔，双唇自然拢圆，嘴唇不要前突。

ｅ［］：后、半高、不圆唇舌面元音

ｈéｇé（合格） 　 ｔèｓè（特色） 　 ｃｈēｚｈé（车辙）

ｋèｃｈē（客车） 　 ｋěｈè（可贺） 　 ｓｈěｄｅ（舍得）

发音时，要适当地上提软腭，舌身后缩，嘴角不要向两边拉得过开，舌根部不要有摩擦。

ｉ［ｉ］：前、高、不圆唇舌面元音

ｂǐｊì（笔记） 　 ｌíｑí（离奇） 　 ｊíｔǐ（集体）

ｌìｙì（利益） 　 ｘǐｙī（洗衣） 　 ｘīｎí（稀泥）

发音时，嘴角稍稍咧开，保持舌面前部肌肉的均衡紧张，以免舌面肌肉的松弛而产生摩擦成分。

ｕ［ｕ］：后、高、圆唇舌面元音

ｚｈùｆú（祝福） 　 ｇǔｗǔ（鼓舞） 　 ｆúｗù（服务）

ｓｈūｃｈú（书橱） 　 ｃｈūｚū（出租） 　 ｂùɡǔ（布谷）

发音时，注意提起软腭，舌位后缩，打开后口腔；双唇尽量拢圆；双唇不能发生摩擦。

ü［ｙ］：前、高、圆唇舌面元音

ｘūｙú（须臾） 　 ｑūｙù（区域） 　 ｎǚｘｕ（女婿）

ｙǔｘù（语序） 　 ｘùｑǔ（序曲） 　 ｑǔｊù（曲剧）

发音时，舌位前移，嘴角用力收缩，使唇形撮圆；保持圆唇肌肉的均衡紧张状态不要松弛，以免产生摩擦成分。

ê［Ｅ ］：前、中、不圆唇舌面元音

单独发 ê 音的只有一个叹词“欸”，可用四个声调发这个叹词。发音时，口腔自然张开，嘴角略向两边平

展；口腔不要有动程。

 ｉ［］：前、高、不圆唇舌尖元音

ｚìｓī（自私） 　 ｃìｓǐ（刺死） 　 ｚìｓì（恣肆）

ｃìｚǐ（次子） 　 ｓìｚì（四字） 　 ｃǐｃì（此次）

发音时，保持舌尖前肌肉的均衡紧张，舌尖与上齿背不要发生摩擦；嘴角不要咧开。单练时可用声母 ｓ 来带。

把“思”字的音拉长，取后半截。

 ｉ［ ］：后、高、不圆唇舌尖元音

ｚｈīｃｈí（支持）　 ｒìｓｈí（日食） 　 ｓｈíｓｈì（时事）

ｚｈíｒì（值日） 　 ｚｈīｓｈｉ（知识） 　 ｚｈǐｃｈǐ（咫尺）

发音时，保持舌尖后肌肉的均衡紧张，舌尖与硬腭前部不要发生摩擦；嘴角也不要咧得太开。单练时可用声

母 ｓｈ 来带。把“师”字的音拉长，取后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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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舌尖元音韵母都不能自成音节。 ｉ［］只出现在声母 ｚ、ｃ、ｓ 后面， ｉ［ ］只出现在声母 ｚｈ、ｃｈ、ｓｈ、ｒ

后面。在拼写汉语音节时，这两个舌尖元音韵母都写作 ｉ。

ｅｒ［］：央、中、不圆唇卷舌元音

éｒｚｉ（儿子） 　 ěｒｄｕｏ（耳朵） 　 èｒｓｈí（二十）

发音时，先宜把握舌面央元音的音色，舌位不要偏前，也不要偏后偏高，以免发生摩擦；伴随动作的翘舌过程

与央元音的发音同步。

ｅｒ 可以自成音节，即“儿韵”，但不能直接与声母相拼。

2. 复元音韵母

复元音韵母是由两个或三个元音构成的，所以它们的发音不像单元音韵母那样始终不变，而是有个变动

过程。它有两个特点：（1）从一个元音逐渐滑动到另一个元音，舌位、唇形都会发生变动；（2）一个复元音韵

母中只有一个发音响亮的主要元音（即韵腹），主要元音在复元音韵母的发音过程中所占的时值最长，其他都

是次要元音，发音轻短，其中韵尾的发音较模糊。

普通话里的 13 个复元音韵母根据主要元音所处的位置，可以分为三类：

（1）前响复元音韵母：ɑｉ［ａｉ］、ｅｉ［ｅｉ］、ɑｏ［ɑｕ］、ｏｕ［ｏｕ］4 个；

（2）后响复元音韵母：ｉɑ［ｉ Ａ］、ｉｅ［ｉ Ｅ］、ｕɑ［ｕ Ａ］、ｕｏ［ｕ］、üｅ［ｙ Ｅ］5 个；

（3）中响复元音韵母：ｉɑｏ［ｉɑｕ］、ｉｏｕ［ｉｏｕ］、ｕɑｉ［ｕａｉ］、ｕｅｉ［ｕｅｉ］4 个。

下面分类说明它们发音时的情况：

（1）前响复元音韵母：前响复元音韵母由两个元音复合而成，前一个元音是韵腹（响音），后一个元音是

韵尾。发音时，前重后轻，前长后短，前紧后松。

ɑｉ［ａｉ］ ｋāｉｃǎｉ（开采） 　 　 　 　 　 　 àｉｄàｉ（爱戴） 　 　 　 　 　 　 ｂáｉｃàｉ（白菜）

ｚāｉｈàｉ（灾害） 　 ｍǎｉｍàｉ（买卖） 　 ｈǎｉｄàｉ（海带）

ｅｉ［ｅｉ］ ｂèｉｌěｉ（蓓蕾） 　 ｆéｉｍěｉ（肥美） 　 ｐèｉｂèｉ（配备）

ｈēｉｍéｉ（黑煤） 　 ｂěｉｍěｉ（北美） 　 ｌěｉｌěｉ（累累）

ɑｏ［ɑｕ］ ｈàｏｚｈàｏ（号召） 　 ɡāｏｃｈáｏ（高潮） 　 ｃǎｏɡǎｏ（草稿）

ｐǎｏｄàｏ（跑道） 　 ｚｈàｏｃｈāｏ（照抄） 　 ｚǎｏｃāｏ（早操）

ｏｕ［ｏｕ］ ｓｈōｕɡòｕ（收购） 　 ｃｈǒｕｌòｕ（丑陋） 　 ōｕｚｈōｕ（欧洲）

ｔòｕｌù（透露） 　 ｌòｕｄǒｕ（漏斗） 　 ｄǒｕｓǒｕ（抖擞）

（2）后响复元音韵母：后响复元音韵母也由两个元音复合而成，后一个元音是韵腹（响音），前一个元音

是韵头。发音时，前轻后重，前短后长。

ｉɑ［ｉ Ａ］ ｊｉǎｙá（假牙） 　 ｊｉāｊｉà（加价） 　 ｑｉàｑｉà（恰恰）

ｑｉāｘｉà（掐下） 　 ｘｉàｊｉà（下架） 　 ｊｉāｙā（家鸭）

ｉｅ［ｉ Ｅ］ ｔｉēｑｉè（贴切） 　 ｊｉéｙè（结业） 　 ｘｉèｘｉｅ（谢谢）

ｌｉèｑｉｅ（趔趄） 　 ｊｉěｊｉｅ（姐姐） 　 ｙéｙｅ（爷爷）

ｕɑ［ｕ Ａ］ ｓｈｕǎｈｕá（耍滑） 　 ｈｕāｗà（花袜） 　 ｗáｗɑ（娃娃）

ɡｕàｈｕā（挂花） 　 ｋｕāｗá（夸娃） 　 ｈｕàｈｕà（画画）

ｕｏ［ｕｏ］ ｓｈｕòɡｕǒ（硕果） 　 ɡｕòｃｕò（过错） 　 ｃｕōｔｕó（蹉跎）

ｌｕòｔｕｏ（骆驼） 　 ｄｕòｌｕò（堕落） 　 ｋｕòｃｈｕò（阔绰）

üｅ［ｙ Ｅ］ ｊｕéｊｕé（决绝） 　 ｑｕèｙｕè（雀跃） 　 ｙｕēｌüè（约略）

ｙｕèｑｕē（月缺） 　 ｌüèｌüè（略略） 　 ｊｕéｘｕé（绝学）

（3）中响复元音韵母：中响复元音韵母由三个元音复合而成，中间一个元音是韵腹（响音），前一个元音

是韵头，后一个元音是韵尾。发音时，中间的元音最长最响，两头的元音比较短而弱，口腔开度有从小到大再

到小的显著变化过程。

ｉɑｏ［ｉɑｕ］ ｑｉǎｏｍｉàｏ（巧妙） 　 ｍｉáｏｔｉáｏ（苗条） 　 ｘｉǎｏｎｉǎｏ（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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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āｏｍｉǎｏ（缥缈） 　 ｘｉāｏｙáｏ（逍遥） 　 ｊｉàｏｔｉáｏ（教条）

ｉｏｕ［ｉｏｕ］ ｙōｕｘｉù（优秀） 　 ｙōｕｊｉǔ（悠久） 　 ｑｉúｊｉù（求救）

ｊｉǔｌｉú（久留） 　 ｘｉùｑｉú（绣球） 　 ｎｉúｙóｕ（牛油）

ｕɑｉ［ｕａｉ］ ｓｈｕāｉｈｕàｉ（摔坏） 　 ｗàｉｋｕàｉ（外快） 　 ｈｕáｉｃｈｕāｉ（怀揣）

ｗàｉｈｕáｉ（外踝） 　 ｚｈｕàｉｗāｉ（拽歪） 　 ɡｕāｉɡｕāｉ（乖乖）

ｕｅｉ［ｕｅｉ］ ｃｕīｈｕǐ（摧毁） 　 ｓｈｕǐｗｅì（水位） 　 ɡｕīｄｕì（归队）

ｈｕìｄｕì（汇兑） 　 ｗěｉｓｕí（尾随） 　 ｈｕíｗèｉ（回味）

3. 鼻韵母

鼻韵母是由元音和鼻辅音韵尾结合而成的韵母，所以发音时也需要注意两点：（1）由元音过渡到鼻辅音

是逐渐滑动的；（2）鼻辅音韵尾阻塞部位要落实。又因为鼻辅音充当的是韵尾，所以发音时值不能长。

前鼻韵母：前鼻韵母发音时，先发元音，然后舌尖向上齿龈移动，并抵住它，软腭随着下降，鼻音色彩逐

渐增加。舌尖抵住上齿龈后，即刻停声，不要拖音。有韵头的鼻韵母，韵头发音要轻短。

ɑｎ［ａｎ］ ɡāｎｄǎｎ（肝胆） 　 ｔáｎｐàｎ（谈判） 　 ｚｈǎｎｌǎｎ（展览）

ｂāｎｌáｎ（斑斓） 　 ｄāｎｃｈǎｎ（单产） 　 ｃàｎｌàｎ（灿烂）

ｅｎ［ｎ］ ｚｈèｎｆèｎ（振奋） 　 ɡēｎｂěｎ（根本） 　 ｒèｎｚｈēｎ（认真）

ｓｈēｎ·ｆｅｎ（身份） 　 ｍéｎｓｈéｎ（门神） 　 ｓｈēｎｃｈéｎ（深沉）

ｉｎ［ｉｎ］ ｘīｎｑíｎ（辛勤） 　 ｑīｎｊìｎ（亲近） 　 ｊìｎｌíｎ（近邻）

ｐīｎｙīｎ（拼音） 　 ｐíｎｍíｎ（贫民） 　 ｘìｎｘīｎ（信心）

üｎ［ｙｎ］ ｊūｎｙúｎ（均匀） 　 ｊūｎｘùｎ（军训） 　 ｘúｎｘúｎ（循循）

ｑūｎｘúｎ（逡巡） 　 ｙúｎｙúｎ（芸芸） 　 ｑúｎｙùｎ（群运）

ｉɑｎ［ｉｎ］ ｔｉāｎｂｉāｎ（天边） 　 ｍｉáｎｙáｎ（绵延） 　 ｑｉáｎｘｉàｎ（前线）

ｐｉàｎｍｉàｎ（片面） 　 ｘｉāｎｙàｎ（鲜艳） 　 ｊｉǎｎｂｉàｎ（简便）

ｕɑｎ［ｕａｎ］ ｋｕāｎｈｕǎｎ（宽缓） 　 ɡｕàｎｃｈｕāｎ（贯穿） 　 ｗǎｎｚｈｕǎｎ（婉转）

ｚｈｕāｎɡｕǎｎ（专管） ｚｈｕǎｎｈｕàｎ（转换） ｈｕáｎｋｕǎｎ（还款）

üɑｎ［ｙｎ］ ｙｕáｎｑｕāｎ（圆圈） 　 ｑｕáｎｑｕáｎ（全权） 　 ｑｕáｎｙｕàｎ（全院）

ｙｕáｎｑｕáｎ（源泉） 　 ｘｕāｎｙｕáｎ（轩辕） 　 ｊｕāｎｊｕāｎ（涓涓）

ｕｅｎ［ｕｎ］ ｃｈūｎｓǔｎ（春笋） 　 ｋūｎｌúｎ（昆仑） 　 ｌùｎｗéｎ（论文）

ｗēｎｓｈùｎ（温顺） 　 ｈúｎｄùｎ（混沌） 　 ｚｈūｎｚｈūｎ（谆谆）

后鼻韵母：后鼻韵母发音时，先发元音，接着舌根向软腭移动，最后抵住软腭，发舌根鼻音“ｎɡ”。鼻音不

要拖音，有韵头的鼻韵母，韵头发音要轻短。

ɑｎɡ［ɑ］ ｂāｎɡｍáｎɡ（帮忙） 　 ｃāｎɡｓāｎɡ（沧桑） 　 ｓｈāｎɡｃｈǎｎɡ（商场）

ｄǎｎɡｚｈāｎɡ（党章） 　 āｎɡｚāｎɡ（肮脏） 　 ｇāｎɡｃｈǎｎɡ（钢厂）

ｅｎɡ［］ ｇēｎɡｚｈèｎɡ（更正） 　 ｚｈēｎɡｃｈéｎɡ（征程） 　 ｃｈéｎɡｆēｎɡ（乘风）

ｆēｎɡｚｈｅｎɡ（风筝） 　 ｚｈěｎɡｆēｎɡ（整风） 　 ｆèｎɡｃｈｅｎɡ（奉承）

ｉｎɡ［ｉ］ ｍìｎɡｌìｎɡ（命令） 　 ｙīｎɡｍíｎɡ（英明） 　 ｑìｎɡｘìｎɡ（庆幸）

ｐíｎɡｄìｎɡ（评定） 　 ｄìｎɡｘíｎɡ（定型） 　 ｘìｎɡｍíｎɡ（姓名）

ｏｎɡ［ｕ］ ｃóｎɡｒóｎɡ（从容） 　 ｇōｎɡｎóｎɡ（工农） 　 ｌóｎɡｚｈòｎɡ（隆重）

ｈōｎɡｄòｎɡ（轰动） 　 ｌóｎɡｔǒｎɡ（笼统） 　 ｇōｎɡｇòｎɡ（公共）

ｉɑｎɡ［ｉɑ］ ｘｉǎｎɡｌｉàｎɡ（响亮） 　 ｘｉàｎɡｙáｎɡ（向阳） 　 ｙáｎɡｘｉàｎɡ（洋相）

ｑｉáｎɡｘｉàｎɡ（强项） 　 ｌｉàｎɡｑｉɑｎɡ（踉跄） 　 ｘｉǎｎɡｘｉàｎɡ（想象）

ｕɑｎɡ［ｕɑ］ ｋｕàｎɡｃáｎɡ（矿藏） 　 ｚｈｕàｎɡｋｕàｎɡ（状况） 　 ｋｕáｎɡｗàｎɡ（狂妄）

ｓｈｕāｎɡｈｕáｎɡ（双簧） 　 ｚｈｕāｎɡｈｕáｎɡ（装潢） 　 ｋｕàｎɡｋｕɑｎɡ（框框）

ｉｏｎɡ［ｙ］ ｘｉōｎɡｙǒｎɡ（汹涌） 　 ｊｉǒｎɡｊｉǒｎɡ（炯炯） 　 ｘｉóｎɡｘｉóｎɡ（熊熊）

ｑｉóｎɡｊｉǒｎɡ（穷窘） 　 ｑｉóｎɡｘｉōｎɡ（穷凶） 　 ｘｉóｎɡｘīｎ（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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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ｅｎɡ［ｕ］ ｗēｎɡｗēｎɡ（嗡嗡） 　 ｓｈｕǐｗèｎɡ（水瓮） 　 ｙúｗēｎɡ（渔翁）

ｗěｎɡｙù（蓊郁） 　 ｗèｎɡｃàｉ（蕹菜） 　 ｌǎｏｗēｎɡ（老翁）

在后鼻韵母中，ｕｅｎɡ 和 ｏｎɡ 发音相近，又有不同，要注意分辨。这两个韵母有不同的用处。ｕｅｎɡ 只能自成

音节，不能同声母相拼；ｏｎɡ 却恰恰相反，不能自成音节，只能跟在声母后面作韵母构成音节。

（四）合辙押韵

如果没有韵头或者不计韵头，韵腹加上韵尾以及只有韵腹而没有韵尾的部分就叫做“韵身”，或者“韵”。

“押韵”是诗歌和韵文的语音和谐手段之一，所谓“押韵”就是指相邻的句末两个音节韵腹和韵尾相同或者韵

腹同而韵尾相近的情况。押韵又叫压韵，韵文中某些句子的末尾用上同“韵”的字，以创造一种韵律美。戏曲

界习惯上把戏曲唱词中的“韵”叫做“辙”。合辙也就是押韵的意思。现代比较通行的韵辙标准是“十三辙”

和“十八韵”。参看下面的“韵辙表”。

图六 韵 辙 表
?

十 三 辙 十 八 韵 普 通 话 韵 母 例 字

（一）发花 （1）麻 ɑ、ｉɑ、ｕɑ 发、达，霞、家，画、瓜

（二）坡梭

（2）波 ｏ、ｕｏ 坡、摸，多、国

（3）歌 ｅ 俄、车

（三）乜斜 （4）皆 ê、ｉｅ、üｅ 欸，斜、野，月、缺

（四）姑苏 （10）模 ｕ 图、书

（五）一七

（5）支  ｉ［］、-ｉ［ ］ 私、自，志、士

（6）儿 ｅｒ 而、耳

（11）鱼 ü 雨、区

（7）齐 ｉ 西、医

（六）怀来 （9）开 ɑｉ、ｕɑｉ 派、来，外、快

（七）灰堆 （8）微 ｅｉ、ｕｅｉ（ｕｉ） 飞、雷，推、回

（八）遥条 （13）豪 ɑｏ、ｉɑｏ 高考，笑料

（九）油求 （12）侯 ｏｕ、ｉｏｕ（ｉｕ） 口头，流油

（十）言前 （14）寒 ɑｎ、ｉɑｎ、ｕɑｎ、üɑｎ 斑斓，先前，转弯，圆圈

（十一）人辰 （15）痕 ｅｎ、ｉｎ、ｕｅｎ（ｕｎ）、üｎ 根深，金银，温顺，均匀

（十二）江阳 （16）唐 ɑｎɡ、ｉɑｎɡ、ｕɑｎɡ 方刚，响亮，狂妄

（十三）中东

（17）庚 ｅｎɡ、ｉｎɡ、ｕｅｎɡ（ｗｅｎɡ） 风筝，英明

（18）东 ｏｎɡ、ｉｏｎɡ 空中，汹涌

? 表中韵辙的名称，是前人从该韵辙所属的字中挑选出来的代表字。这些字只用做韵辙名称，并不包含其他意义。

合辙押韵，是让相同韵辙的字按一定规则在句尾反复出现，造成声音回环的一种艺术手段。合辙押韵可

以使诗句、唱词、民歌、戏曲等音调和谐悦耳，富有音乐美。日常口语表达中，根据内容的需要，适当注意合辙

押韵，可以使话说得顺口动听，便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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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填空。

1. “零声母”音节是指 ，例如 。

2. 前响复元音韵母有 4 个。

3. 后响复元音韵母有 5 个。

4. 中响复元音韵母有 4 个。

二、请判别下列音节的韵母分别属于四呼中的哪一呼？

ｚｈｉ 　 　 ｅｒ 　 　 ｊｉɑｎɡ 　 　 ｗɑｎ 　 　 ｙｕｎ 　 　 ｙｉｎɡ 　 　 ｅｎ 　 　 ｙｕɑｎ

三、声母对比辨别练习。

备料———配料 补写———谱写 饱了———跑了 肚子———兔子 读书———图书

蹲下———吞下 米缸———米糠 大狗———大口 干完———看完 精华———清华

长江———长枪 揭开———切开 摘下———拆下 斩掉———铲掉 侄子———池子

清早———青草 做了———错了 很醉———很脆 开发———开花 放荡———晃荡

公费———公会 恼怒———老路 河南———荷兰 留念———留恋 出路———出入

卤汁———乳汁 陆地———入地 主力———阻力———举例

短站———短暂———短见 招了———糟了———焦了 手掌———手脏———手僵

姓陈———姓岑———姓秦 商业———桑叶———香波 不少———不扫———不小

诗人———私人———昔人 树木———肃穆———畜牧

四、读准下面的绕口令。

1. 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 调到狄岛打大盗，大盗太刁投短刀，推挡顶打短刀掉，踏盗得刀盗打倒。

3. 哥挎瓜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瓜筐扣，瓜滚筐空哥怪狗。

4. 七巷一个漆匠，西巷一个锡匠。七巷漆匠偷了西巷锡匠的锡，西巷锡匠拿了七巷漆匠的漆；七巷漆匠

气西巷锡匠偷了漆，西巷锡匠讥七巷漆匠拿了锡。请问漆匠和锡匠，谁拿谁的锡，谁偷谁的漆。

5.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谁能说准四十、十四、四十四，就请他来试一试。谁说十

四是四十，就罚他说上十四次。谁说四十是十四，就罚他说上四十次。

6. 大柴和小柴，帮助白奶奶晒白菜。大柴专搬大白菜，小柴光搬小白菜。大柴搬了四十四斤四两大白

菜，小柴搬了三十三斤三两小白菜。大柴和小柴，一共晒了七十七斤七两好白菜。

7. 心里有了满、懒、难，不学不钻不向前。心里丢了满、懒、难，书山高峰任你攀。

8.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9. 我往窗上糊字纸，你在窗外撕字纸。横着撕字纸，竖着撕字纸，撕下四十四条湿字纸。

五、读准并写出下列音节的韵母，然后按“四呼”给它们归类。

刺激 问答 苏区 四十 安乐 木耳 应该 浓烈 演义

璀璨 叶片 捐款 相当 进行 成功 功能 生长 交通

六、韵母对比辨别练习。

大伯———大车 墨盒———破格 急促———局促 名义———名誉 知识———姿势

私事———失事 分派———分配 考试———口试 确实———切实 眼瞎———眼花

卫国———外国 灰色———黑色 反问———访问 申明———声明 水滨———水兵

放盐———放羊 勋章———胸章 金银———均匀

七、零声母音节吐字练习。

阿姨 安稳 昂扬 遨游 额外 牙龈 烟雾 演绎

鸳鸯 洋溢 仰卧 咬牙 药丸 依偎 疑案 音乐

婴儿 影院 应邀 用意 优越 渔网 偶尔 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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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读准下面的绕口令。

1. 高高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俩老道，一个年纪老，一个年纪小。有时候老老道采药，小老道煮药。

2. 乌鸦站在黑猪背上说黑猪黑，黑猪说乌鸦比黑猪还要黑，乌鸦说身上比黑猪黑，嘴不黑，黑猪听罢笑

得嘿嘿嘿。

3.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根藤，藤上挂个大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停铜铃静。

4. 地上一个棚，棚上一个盆，风吹棚，棚晃盆，盆碰棚。棚倒了，盆打了。是棚赔盆还是盆赔棚。

5. 同姓不能念成通信，通信不能念成同姓。同姓可以互相通信，通信不一定是同姓。

6. 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长扁担放在短板凳上，短扁

担放在长板凳上。长板凳放不住比长扁担短半扁担的短扁担，短板凳也放不住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的长扁担。

7. 城隍庙内俩判官，左边是潘判官，右边是庞判官，不知是潘判官管庞判官，还是庞判官管潘判官。

思考题

一、你的家乡话声母跟普通话有哪些差异？请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并举出例字。

二、你的家乡话韵母跟普通话有哪些差异？请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并举出例字。

三、什么是合辙押韵？押韵的韵和韵母的韵有什么不同？请各找一首格律诗和新诗说明。

第四节 普 通 话 声 调

学习要点：了解普通话声调的性质和功能，调值、调类、调型、调号的特点，读准普通话的声调。对于

古今声调的演变、普通话声调与方言声调的比较可作一般了解。

普通话的音节大约有 400 个左右，因此，声调在区别意义方面显得特别重要。例如：

事实（ｓｈìｓｈí） 　 　 　 买卖（ｍǎｉｍɑｉ） 　 　 　 积极（ｊīｊí） 　 　 　 授首（ｓｈòｕｓｈǒｕ）

主力（ｚｈǔｌì）———助理（ｚｈùｌǐ） 　 登记（ｄēｎｇｊì）———等级（ｄěｎɡｊí）

检举（ｊｉǎｎｊǔ）———艰巨（ｊｉāｎｊù） 　 联系（ｌｉáｎｘì）———练习（ｌｉàｎｘí）

举行（ｊǔｘíｎɡ）———句型（ｊùｘíｎɡ） 　 才华（ｃáｉｈｕá）———菜花（ｃàｉｈｕā）

声调有时候还能够区别词性。例如：

背　 ｂèｉ（名词）———ｂēｉ（动词） 　 好　 ｈǎｏ（形容词）———ｈàｏ（动词）

钉　 ｄīｎɡ（名词）———ｄìｎɡ（动词） 　 磨　 ｍó（动词）———ｍò（名词）

汉语的声调主要体现为字调，有规则地选用不同声调的字，可以使音节抑扬顿挫，起 伏 跌 宕，形 成 优 美 的 韵

律，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汉语的诗歌、韵文讲究平仄相间，上下相对的搭配，就是为了读起来铿锵悦耳，和谐

动听。汉语中的四字格成语，就有不少声调配合得相当巧妙。例如：

千锤百炼　 ｑｉāｎｃｈｕíｂǎｉｌｉàｎ 　 兵强马壮　 ｂīｎɡｑｉáｎɡｍǎｚｈｕàｎɡ

心明眼亮　 ｘīｎｍíｎɡｙǎｎｌｉàｎɡ 　 山河锦绣　 ｓｈāｎｈéｊǐｎｘｉù

雨过天晴　 ｙǔɡｕòｔｉāｎｑíｎɡ 　 光彩夺目　 ｇｕāｎɡｃǎｉｄｕóｍù

热火朝天　 ｒèｈｕǒｃｈáｏｔｉāｎ 　 喜笑颜开　 ｘǐｘｉàｏｙáｎｋāｉ

以上事实说明：由于声调可以区别意义，同时还有区别词性以及产生韵律美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对汉

语来说，声调是非常重要的。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这是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调值和调类

（一）调值、调型、调号

声调是指音节内部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高低升降的变化。

调值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曲折、长短的具体变化值。

人们主要是凭着听觉经验来判断不同调子高低升降的区别。通过对不同声调的起点、终点和高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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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寻找它们在声调模式上的相对差别。调值的确定，我们通常采用赵元任设计的“五度标调法”，就是建

立一个坐标，用竖轴表示音高，用横轴表示音长。把声调的高低调值分为五度，分别用 1、2、3、4、5 来表示，其

中 1 表示音高最低，2 表示次低，3 表示中，4 表示次高，5 表示最高。这五度的区别没有绝对频率值，只表示

相对的高低不同。例如普通话里 ｑｉｎɡ 这个音节有四种调子：

“清”，读起来高而平，标为 55；

“晴”，读起来由中逐渐升高，标为 35；

“请”，读起来由半低降到低再升至次高，标为 214；

“庆”，读起来由高降到低，标为 51。

调型指声调高低、升降的变化模式。55 为高平调型；35 为中升调型；214 为曲折调型；51 为全降调型。

调号即声调的符号，指标写声调所用的简单明了的符号。即把五度标调 法 的

图形简化为一种不标 刻 度 的 声 调 符 号。例 如《汉 语 拼 音 方 案》中 使 用 的 声 调 符 号

 ˊ ˋ 。为了方便，也可 以 直 接 用 阿 拉 伯 数 字 1、2、3、4 分 别 表 示 第 一 声、第 二

声、第三声和第四声，还可以将不同声调的具体调值用数字标在音节的右上角。

（二）调类

调类是声调的类别，即把调值相同的音节归在一起所建立起来的类别。也 就

是说，调类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根据能够区别意义的不同声调调值建立起来的声

调类别。可见，调类是由调值决定的。一种语言或方言里有多少种声调调值，就有

多少个调类。汉语方言的调类最少的是三 个（河 北 滦 县），最 多 的 是 十 个（广 西 玉

林）；一般的是四至六个。

声调的类别由调值决定，但是声调的名称并不是由调值决定的。第一、二、三、四声只是个顺序，并没有

特别的意义；而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些名称则是根据中古时期“平、上、去、入”四声的名称沿用下来的。

我们现在仍然使用这些名称，目的就是便于了解古今声调的演变规律及其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合情况。

二、普通话声调分析

普通话有四个调类，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简称四声。

1. 阴平（第一声）

声调高而平，没有升降变化，起点、终点都在最高的 5 度上，调值标为 55，又称为高平调，或 55 调。例如

“高、天、轻、松”等。

2. 阳平（第二声）

声调由中向高扬起，起点在 3 度，终点在 5 度，调值标为 35，又叫高升调或 35 调。例如“唐、阳、王、娘”等。

3. 上声（第三声）

声调由次低降到最低，再升到次高。这个调型是前半段低降、后半段升高的曲折调。起点是 2 度，降到 1

度，又升到 4 度，调值标为 214。因为先降后升，又叫降升调或 214 调。例如“老、马、九、女”等。

4. 去声（第四声）

声调由最高降到最低，中间没有曲折。起点是 5 度，终点是 1 度，调值标为 51，又叫全降调或 51 调。例

如“树、木、靠、岸”等。

普通话的声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平、二升、三曲、四降”，调型差别较大，不易混淆。

声调是超音色（又叫超音段）的，即它跟声母和韵母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一般来说，声调贯穿整个音节，

而不是附加在音节的开头或末尾；具体来讲，汉语音节的声调只表现在音节的声带振动的响音上。如果是清

辅音开头，声调只从韵头开始；如果是浊辅音或元音开头，声调覆盖整个音节。韵母部分与声调的关系最为

密切。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元音上，也就是音节中最长最响 亮 最 清 晰 的 元 音 上，可

见，声调的标写也体现出跟元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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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类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调 型 高 平 高 升 降 升 全 降

调 值 55 35 214 51

调 号  ˊ  ˋ

例 字

春天花开

江山多娇

秃割黑七

人民勤劳

群情昂扬

职识竹急

理想美好

改写底稿

百乞铁笔

胜利在望

大干快上

麦药力入

三、普通话四声与古四声的关系

（一）古今“四声”的不同内涵

普通话的声调有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简称“四声”；古代汉语，主要指的是中古汉语的声调也有

四个：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也叫“四声”。名称虽然相同，但普通话的“四声”跟中古汉语“四声”的内涵显

然是不同的。汉语的语音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代、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声调也不例外。我们要了解中

古“四声”到普通话四个声调的历史演变，最主要掌握两个规律：第一、浊上归去；第二、入派四声。而要真正

搞清楚这两个规律，首先要了解几个基本概念：

1. 清浊和阴阳：所谓“清”，指声母是清辅音；所谓“浊”，指声母是浊 辅 音。浊 辅 音 又 分 全 浊 与 次 浊 两

类。古代汉语语音的特点之一，就是存在一套完整的浊辅音声母，与同部位的清辅音声母形成整齐的对立。

中古后期，北方汉语的全浊辅音声母逐渐发生清化，因全浊辅音的清化，在“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中分别增

生出一个新的调类，以弥补因全浊辅音的消失所失去的区别特征。为了有别于原来的四个声调，所以将新增

生的四个声调命名为阳调，那么本来的四个声调就相应地称为阴调，这样，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就分化

成了“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声调。简单地说，汉语的阴调类是中古原有的“四

声”，而阳调类是全浊声母清化后增生的调类。

现代汉语（包括各方言）的声调是古汉语声调的继承与发展，但两者间并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对应关系，比

如入声调在北方话多数方言中的消失就形成了调类的合并与重组，各方言调类的“继承”情况不一样，所以重

组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2. 全浊和次浊：全浊声母是指声带振动的塞音、塞擦音、擦音；次浊声母指声带振动的鼻音和边音（ｍ、ｎ、ｎɡ、

ｌ）以及一部分零声母。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全浊声母是指与清辅音声母相匹配的浊辅音声母。在普通话里，除了一

个舌尖后浊擦音 ｒ 外，全浊辅音已全部清化，只有南方的部分汉语方言今天仍然保留全浊辅音声母，例如上海方言：

塞音 擦音 塞擦音

双唇 舌尖 舌根 唇齿 舌尖前 喉 舌尖前 舌面

清辅音声母 ｐ ｐ‘ ｔ ｔ‘ ｋ ｋ‘ ｆ ｓ ｈ ｔｓ ｔｓ‘ ｔ ｔ‘
浊辅音声母 ｂ ｄ ɡ ｖ ｚ  ｄｚ ｄ

至于次浊辅音声母，普通话里的 ｍ、ｎ、ｌ 和一部分零声母属于这一类。

（二）古今声调演变的对应规律

1. 普通话阴平、阳平与中古平声的对应关系

普通话声调里的阴平和阳平均来自中古的平声调，只是按声母的清、浊分别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两个平声

调，这一规律非常清楚而且整齐。例如：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例 子

古平声（清辅音声母） 阴 平 公司 高升 飞机 参观 增加

古平声（浊辅音声母） 阳 平 人才 黄河 和平 红旗 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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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话上声与中古上声的对应关系

普通话的上声直接来源于中古汉语的阴上调；中古汉语的阳上调按声母的全浊与次浊在普通话中被分

成两个部分：次浊上声与古阴上调同路，仍 然 留 在 普 通 话 上 声 调 中，而 古 全 浊 上 声 却 并 入 了 普 通 话 的 去 声

调。也就是说，今普通话的上声调由古阴上与次浊上声合并而成。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例 子

上声（清辅音声母） 上 声 水果 草稿 手表 海岛 本土

上声（次浊辅音声母） 上 声 美满 你我 冷暖 老五 以往

3. 普通话去声与中古上声、去声的对应关系

普通话的去声调首先直接继承了中古的去声（阴去、阳去两个调类在普通话中合并为一类），此外，中古

的全浊上声亦基本并入普通话的上声调，这就是所谓“浊上归去”的规律。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例 子

去声（清辅音声母） 去 声 报告 贡献 再见 变化 世界

去声（浊辅音声母） 去 声 现代 便饭 步骤 议论 冒昧

上声（全浊辅音声母） 去 声 动荡 舅父 近似 抱负 部件

4. 入派四声

在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上，古汉语的入声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南方诸方言至今还

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入声，而北方方言中则基本上都消失了，只有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入声。在没有入声的北方

话中，各地区对古入声字的归并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全归入阴平，有的分别归入阴、阳、上、去四声。方言学家

把入声的有无和归并情况的不同作为划分汉语方言的标准之一。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里，古汉语

的阳入声的演变比较有规律，只有少数例外。其规律是：

第一，古全浊入声字绝大部分归入阳平。例如：

杂 学 别 及 达 拔 滑 绝 直 席 敌 读 服 俗

只有一部分字归入去声。例如：

洽 涉 秩 术 述 特 剧 获 续

第二，古次浊入声归为去声。例如：

木 麦 逆 虐 力 律 肉 入 越 业 陆 列 物 六

但是，古阴入声字则分别归入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四声，无明显的规律可循。例如：

现代阴平：失 惜 说 黑 出 击

现代阳平：识 即 竹 责 福 急

现代上声：尺 索 匹 百 渴 乞

现代去声：式 切 各 却 隙 设

由此可见，古汉语的入声分别归派到普通话四个不同的调类中，这就是所谓的“入派四声”。现代汉语沿用古

“平、上、去、入”四声的传统调类名称，目的是使我们便于了解古今调类演变的来龙去脉，便于类推。这不仅能

帮助我们掌握普通话的四声跟古四声的对应关系，还能帮助我们了解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在调类上的对

应关系，我们在学习普通话的声调时，一般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推求普通话声调。

普通话四声与古四声调类比较表

普通话调类

古 声 母古调类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平 声

清声母

浊声母 次浊

全浊

边低初婚

麻龙娘油

房田雄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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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普通话调类

古 声 母古调类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上 声

清声母

浊声母 次浊

全浊

普短古展

买暖老有

妇稻市旱

去 声

清声母

浊声母 次浊

全浊

变对社盖

帽漏让望

病大助共

入 声

清声母

浊声母 次浊

全浊

笔织积哭 节责急革

白毒浊局

百铁塔谷 必室客制

木纳日叶

四、普通话四声与汉语方言声调

普通话声调和现代汉语方言的声调都是从古汉语声调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发展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这

反映了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普通话声调跟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声调存

在着明显的对应规律。

调类是汉语音韵学的传统概念，指的是汉语声调的类属系统。汉语古今调类的分合演变有着整齐的内

在规律，可以供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汉语声调的演变规律。比较中古时期声调系统和现代汉语诸方言调

类系统，可以观察到古汉语调类与诸方言调类之间的分合关系，从而推断调类变化的基本趋向与模式。现代

汉语的调类与古汉语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其发展演变有着整齐的内在规律，所以我们又可以对现代汉语各

方言的声调系统作共时的观察与比较，寻出彼此的对应规律与差异所在。深入研究汉语的声调系统，对于建

立汉语声调类型学，学习和掌握方言和共同语声调的对应规律，推广和普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既有理论意

义，又有实践意义。

（一）普通话和方言在声调上的差异

普通话和方言在声调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调类和调值两个方面：

1. 调类的数目不同。根据汉语诸方言的声调状况，可以把汉语方言的声调分为北方方言声调和南方方

言声调两大类型。两大类型方言声调的调类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和差别，各方言内部在调类上大体一致，但调

值并不相同。北方方言声调的数目比较少，最少可以只有三个，最多为五个，一般是四个，大多数方言点没有

入声，同类的调值相差很大。南方方言的声调数目比较多，最少是五个，最多有十个，一般是六到八个声调，

大多数南方方言都有入声。

2. 调类相同，但是调值不同。例如：

阳平 上声

普通话 35 214

上海话 34 14

杭州话 213 53

广州话 21 35 13

例 字 时、平 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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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方方言声调的分布与特点

北方方言分布的地域极其广阔，但内部一致性很高，一般情况下各地区的 人 彼 此 交 际 大 体 都 能 够 听 得

懂，不过，“腔调”不同，这种“腔调”上的差异，与声调的调类、调值差异有很大关系，请看部分北方方言点声

调的调值和调类主要差异、联系的对比。

调
类

声
调

数

方
言

点

平 声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阴 入 阳 入

北 京 4 55 35 214 51

天 津 4 11 45 24 43

沈 阳 4 33 35 213 41

济 南 4 213 42 55 31

郑 州 4 13 42 54 31

太 原 5 11 53 55 2 54

呼和浩特 4 213 31 53 55

西 安 4 31 24 42 55

兰 州 4 53 31 42 24（44）

成 都 4 44 31 53 13

昆 明 4 33 31 53 13

贵 阳 4 55 31 42 13

桂 林 4 44 21 54 213

武 汉 4 55 313 42 35

南 京 5 32 14 22 44 5

合 肥 5 21 55 34 53 4

银 川 3 44 53 24

1. 北方方言各地声调数目一般只有四个，部分地区有五个声调，如南京、合肥、太原、呼和浩特、包头、安

阳、新乡等地区。极少地区只有三个声调，如宁夏的银川、中卫、盐地，河南的洛宁、渑池，河北的沧州、井陉、

行唐、泊头、定县（城内）。

2. 北方方言大多数没有 短 促 的 入 声 调，但 少 数 方 言 有 入 声 调，除 南 京、合 肥、太 原 之 外，太 行 山 两 侧 河

北、山西的部分地区，河南北部靠近河北、山西的一些方言点，如安阳、新乡等有入声调。

3. 古入声分化有大致相同的趋势。

4. 各地区声调调类大致相同，同一调类的调值却相差很远。

（三）南方方言的声调特点

南方方言的声调系统比较复杂，声调数目多，调型、调值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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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类

声
调

数
方

言
点

平 上 去 入

阴 平 阳 平 阴 上 阳 上 阴 去 阳 去 阴 入 阳 入

苏 州 7 44 24 52 412 31 55 13

温 州 8 44 31 45 34 42 22 323 212

福 州 7 44 52 31 213 242 23 4

厦 门 7 55 24 51 11 33 32 5

广 州 9 55（53） 21 35 13 33 22 5 3 2

玉 林 10 54 32 33 23 52 21 5 3 12 1

南 昌 7 42 24 213 45 21 5 21

长 沙 6 33 13 41 55 21 24

双 峰 5 55 13 31 35 33

梅 县 6 44 11 31 52 1 4

1. 南方方言的声调多，大多数是 7 个左右，最多达 10 个（广西玉林话）；

2. 比较完整地保留中古汉语的调类，大多数南方方言平、上、去、入都分阴调、阳调两类（广州、温州），个

别地方上声不分阴阳（苏州、福州、厦门、南昌）；

3. 各方言声调的对立特征呈多样化；

4. 绝大多数南方方言都有入声调。例如上海方言的入声韵尾为喉塞音［］，调类分为两个：阴入 5，如

“国、色、刻、血”，阳入 2，如“轧、贼、盒、白”。广州方言入声韵保留中古的［ｐ］、［ｔ］、［ｋ］三个辅音韵尾，调

类也有三个：阴入 5，如“吉、骨、吸、卡”，中入 3，如“刮、八、接、铁”，阳入 2，如“白、读、热、密”。

五、平仄和古入声

“平仄”是声调在语言运用中的概念。“平”指古四声中的平声字（包括今阴平和阳平），“仄”即“不平”，

指非平声字，包括古四声中的上声、去声和入声字。古体诗词的“粘”和“对”就是利用这两大类声调有规律

地交替使用，造成音调抑扬起伏、悦耳动听的音乐美。例如：

—

红

—

军

|

不

|

怕

|

远

—

征

—

难 ，

|

万

|

水

—

千

—

山

|

只

|

等

—

闲。

|

五

|

岭

—

逶

—

迤

—

腾

|

细

|

浪 ，

—

乌

—

蒙

—

磅

|

礴

|

走

—

泥

—

丸 。

—

金

—

沙

|

水

|

拍

—

云

—

崖

|

暖 ，

|

大

|

渡

—

桥

—

横

|

铁

|

索

—

寒 。

|

更

|

喜

—

岷

—

山

—

千

|

里

|

雪 ，

—

三

—

军

|

过

|

后

|

尽

—

开

—

颜 。

古四声发展到今四声，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但仍然是平声；上声一部分字并入去声，上声和去声都是仄

声。唯有古入声，原属仄声，现在分别归入今阴平、阳平、上 声、去 声，分 辨 起 来 感 到 困 难。今 天 我 们 读 古 诗

词，有些觉得不协调，那是古今声调发生变化的缘故。现代创作诗歌散文，不必泥古，但从音乐节奏的要求来

看，充分利用汉语声调特点，恰当安排节奏，注意平仄变化，可以收到起伏跌宕、抑扬顿挫的效果。

在诗词欣赏或写作中，要辨别“平仄”，南方方言地区的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方言的声调习得排除上声、

去声和入声，剩下的就都是平声字了；多数北方方言地区的人，则只要记住古入声归入阴平、阳平的那部分字

就行了。例如：

国

|
破

|
山

—

河

—

在

|

，城

—

春

—

草

|
木

|
深

—

。感

|
时

—

花

—

溅

|
泪

|

，恨

|
别

|
鸟

|
惊

—

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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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先区分开阴平、阳平和上声、去声（标上∣）；第二步再用南方方言念平声字，其中“国”和“别”是入声

字（也标上∣），余下的平声字全部标上“—”。

练习题

一、读下列词语，分别指出每个音节普通话的调值和调类。

美丽 辽阔 理想 明天 优秀

目的 团结 田野 认真 胜利

万众一心 畅通无阻 集思广益 百炼成钢

二、读下列词语并注上汉字。

ｂǎｉｔｕō———ｂàｉｔｕō 　 　 ｃáｉｈｕá———ｃàｉｈｕā　 　 　 　 　 ｃáｉｊｕé———ｃǎｉｊｕé 　 　 ｊìｎɡｙì——— ｊīｎɡｙì
ｊìｎｑǔ——— ｊìｎｑū 　 　 ｃｈǎｎɡｆāｎɡ———ｃｈáｎɡｆāｎɡ 　 ɡàｏｓù———ɡāｏｓù 　 　 ｒéｎｙì———ｒèｎｙì

ｆūｙǎｎ———ｆùｙàｎ 　 　 ｚｈｕāｎɡｚｈì———ｚｈｕàｎɡｚｈì

三、把下列各字按普通话声调分成四组，指出每组字的调值和调类。

1. 英 勇 形 档 节 瓮 体 玉 结 绰

单 全 威 琐 影 倡 年 花 宣 钱

2. 束 克 毕 席 复 悉 烈 跃 适 极

质 绝 骨 目 缩 律 物 习 赤 月

3. 鸥 奘 绽 骁 湍 阋 舐 葩 馁 湮

曳 豉 隼 擢 膝 迸 皴 挟 粳 畸

四、声调发音练习。

1. 同声同韵按四声顺序排列

衣 移 椅 亿 屋 吴 五 误 淤 鱼 雨 玉

低 敌 底 地 眯 弥 米 蜜 知 直 纸 至

烟 盐 眼 验 夫 扶 斧 父 呼 湖 虎 护

书 熟 暑 树 抛 袍 跑 炮 猪 竹 煮 住

晕 云 允 运 鸡 集 挤 寄 蒙 萌 猛 梦

2. 声韵不同按四声顺序排列

阴 阳 上 去 编 排 有 序 山 河 锦 绣

花 红 柳 绿 英 雄 好 汉 身 强 体 健

光 明 磊 落 胸 怀 广 阔 资 源 满 地

开 足 马 力 高 扬 转 降 悠 扬 美 妙

诸 如 此 类 非 常 好 记

五、请给下面这首古诗标上平仄。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游。

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

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娃劝不休。

从道人生都是梦，梦中欢笑亦胜愁。

（白居易《城上夜宴》）

思考题

一、你会说一种方言吗？请把该方言的声调跟普通话的声调作一个比较，看看有什么区别。

二、你会念入声字吗？请找一首唐诗，挑出其中的入声字。

三、说说古汉语的入声跟现代汉语的声调的对应关系。

四、两个方言调值相同，调类是否一定相同？调类相同，调值是否一定相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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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普通话音节结构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特点以及声韵配合规律，并能够对现代汉语音节的结构进行分

析，掌握音节的拼读方法。

当我们朗读下面这句唐诗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整句诗被切分为七个片段：

（

ｙī
一

ｈáｎɡ
行

ｂáｉ
白

ｌù
鹭

ｓｈàｎɡ
上

ｑīｎɡ
青

ｔｉāｎ．
天。）

这一个个的语言片段，就是“音节”。因此，音节是人们凭听觉和发音时肌肉的感觉最容易分辨的最小语音单

位。它由一个、两个，最多四个音素组成。目前我们划分音节的方法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听觉角度和发

音角度。

从听觉角度入手，认为音节与声音的响度有关，一个音节只有一个响度中心，在一连串的语流里，有多少

个响度中心，就有多少个音节。这种方法对于划分由元音和辅音构成的音节有效，因为元音响度大，辅音响

度小。如果都是由元音构成的音节，用这种方法就有困难。例如“吴阿姨”，元音 ɑ 的响度大，ｕ 和 ｉ 的响度相

对要小一些，连续起来似乎只有一个响度中心，而我们感觉却是三个音节，这之中还有声调的区别特征。

从发音角度入手，认为音节与发音器官的张弛有关。一个音节，发音器官是从紧张增强到强峰再到松弛

的一个过程。在一串语流里，有多少次这样的张弛过程，就有多少个音节，像上面的“吴阿姨”，如果是一个张

弛过程，只能是一个音节：“外”；如果是三次张弛，那么就是三个音节：“吴阿姨”。这种看法和我们发音时的

直接感觉比较接近。但是发音时，发音器官所有肌肉都参与了活动，有的紧张，有的松弛，紧张和松弛的时间

和程度相同，究竟哪些肌肉的活动对划分音节起决定作用，目前尚不清楚。

音节的划分也跟语音的社会性有关，比如一个不懂日语的人听到日本人回答“是”的时候，听到的是 ｈɑｉ，

认为是一个音节，懂日语的人则知道应该是两个音节 ｈɑｉ。

对于说汉语的人来说，分辨汉语 的 音 节 实 际 上 并 没 有 什 么 困 难。不 管 是 ɑｉ ｉɑ（阿 姨 呀）还 是 ɑｉｉɑ（哎

呀），在具体的语境中都能分辨清楚。汉字是书写单位，不能作为划分音节的单位，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音节，除了少数儿化音节，一般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

一、普通话音节

（一）普通话音节的结构成分

音节是由音素构成的。音素根据音色不同分为元音、辅音两大类。传统的汉语音韵学从字音入手，把汉

字字音结构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普通话的声母比较简单，它只能由 一 个 辅 音 构 成，元 音 不 能 作 声

母，辅音连用也不行。韵母相对比较复杂，又可分为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一个音素。这样，

普通话音节实际上由五部分构成：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由于声调附在整个音节之上，不占音段的

位置，实际上只有四个音段位置。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音节开头如果没 有 辅 音 声 母，就 叫 零 声 母 音 节。

韵腹一般由 ɑ、ｏ、ｅ、ê 等开口度较大的元音充当，如果没有这些元音，那么，ｉ、ｕ、ü 或者舌尖元音也可以充当

韵腹。韵头是介于声母和主要元音之间的音素，由高元音 ｉ、ｕ、ü 充当，也叫介音。韵尾是音节中主要元音后

边的音素，普通话的韵尾分元音韵尾和辅音韵尾两类，元音韵尾有 ｉ 和 ｕ（ｏ），辅音韵尾有 ｎ 和 ｎɡ。元音韵尾

ｉ、ｕ（ｏ）的音色比 ｉ、ｕ 作主要元音时含混，只表示舌位由韵腹向 ｉ 或 ｕ 的滑动的方向，实际上并没有达到 ｉ、ｕ 的

舌位高度。ɑｏ 和 ｉɑｏ 中的 ｏ 实际读作［ｕ］，之所以汉语拼音写作 ｏ，主要是因为如果写为 ｕ，就有可能跟 ｎ 发

生混淆。

从普通话的音节构成上看，声母、韵头和韵尾不是音节结构的必有要素，韵腹和声调则是音节结构的必

有要素。韵母的结构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 韵腹（元音）。如：衣 ｙｉ 　 乌 ｗｕ　 鱼 ｙｕ

2. 韵头 + 韵腹（元音 ＋元音）。如：蛙 ｗɑ　 窝 ｗｏ 　 牙 ｙɑ 　 越 ｙ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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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韵腹 + 韵尾（元音 ＋元音）。如：爱 ɑｉ 　 澳 ɑｏ 　 欧 ｏｕ 　 欸 ｅｉ

4. 韵腹 + 韵尾（元音 ＋辅音）。如：恩 ｅｎ 　 因 ｙｉｎ 　 昂 ɑｎɡ 　 应 ｙｉｎɡ

5. 韵头 + 韵腹 + 韵尾（元音 ＋元音 ＋元音）。如：药 ｙɑｏ 　 右 ｙｏｕ 　 外 ｗɑｉ 　 位 ｗｅｉ

6 ． 韵头 ＋韵腹 ＋韵尾（元音 ＋元音 ＋辅音）。如：养 ｙɑｎɡ 　 永 ｙｏｎɡ 　 文 ｗｅｎ 　 翁 ｗｅｎɡ

（二）普通话音节的结构特点

分析普通话音节的特点可以从音节整体构造和音节内部构造两个方面入手，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条：

1. 结构简明，界线清晰。普通话一个音节就构成一个语言单位，相当于一个语素，听觉上也非常易于辨

析。汉语中的一个汉字，在语音形式上通常表现为一个音节。每个音节最少必须有一个音素，而且一定是元

音；最多只能够有四个音素，分别构成声母、韵头、韵腹、韵尾，音节与音节的界线非常清晰。

2. 乐音居多，响亮悦耳。汉 语 的 音 节 可 以 没 有 辅 音，但 是 不 能 没 有 元 音，音 节 结 构 中 元 音 占 绝 对 优

势。构成音节的可以只是一个元音，如 é（鹅），也可 以 是 两 个 或 三 个 元 音 联 结 而 成 的 复 元 音，如 ǎｏ（袄）、

ｙōｕ（优），也可由元音跟辅音进行组合。如 āｎ（安）、ｙìｎɡ（硬）。由于乐音成分比例大，决 定 了 汉 语 语 音 比

较清晰响亮。绝大多数的辅音只能出 现 在 音 节 的 开 头，不 能 出 现 在 音 节 的 末 尾，能 在 音 节 末 尾 位 置 上 出

现的只有 ｎ、ｎɡ 两个鼻辅音。同一音 节 中 不 允 许 两 个 辅 音 紧 连 出 现，即 没 有 复 辅 音。 要 注 意 的 是 汉 语 拼

音方案中的“ｚｈ、ｃｈ、ｓｈ、ｎɡ”等写出 来 的 是 两 个 字 母，实 际 上 所 代 表 的 都 只 是 一 个 辅 音 音 素。405 个 基 本

音节中，收尾音是元音的开音节有 231 个，占了一半以上；其余 的 都 是 鼻 辅 音 ｎ、ｎɡ 收 尾 的 闭 音 节，也 具 有

一定的乐音性。

3. 抑扬顿挫、富于变化。每个音节都必须有声调，声调是汉语音节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声母韵母

相同的音节，往往靠不同的声调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如 ｍā（妈）、ｍá（麻）、ｍǎ（马）、ｍà（骂）。不同声调音

节交错搭配，抑扬顿挫，增强语音的节奏感。轻声、儿化使普通话音节节奏变化更加丰富，而印欧绝大多数语

言都是无声调语言。汉语声调的变化，使语音具有抑扬高低的音乐色彩。

（三）普通话音节结构模式

普通话音节由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部分组成，其中，韵腹和声调是必不可少的，而声母、韵头

和韵尾则不一定要出现。这五部分可以出现八种组合，如果韵尾再分为元音韵尾和辅音韵尾（AB 式），普通

话音节共有十二种结构模式。

普通话音节结构表

结构成分

例 字

声 母

韵 母

韵 头

（介音）

韵 腹

（主要元音）

韵 尾

元 音 辅 音

声 调

武 ｗǔ ｕ 上 　 声

挖 ｗā ｕ ɑ 阴 　 平

爱 àｉ ɑ ｉ 去 　 声

有 ｙǒｕ ｉ ｏ ｕ 上 　 声

运 ｙùｎ ü ｎ 去 　 声

永 ｙǒｎɡ ｉ ｏ ｎɡ 上 　 声

低 ｄī ｄ ｉ 阴 　 平

雪 ｘｕě ｘ ü ｅ 上 　 声

雷 ｌéｉ ｌ ｅ ｉ 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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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构成分

例 　 　 字 　 　 　 　 　 　
声 　 母

韵 　 　 　 　 母

韵 　 头

（介音）

韵 　 腹

（主要元音）

韵 　 　 尾

元 　 音 辅 　 音

声 　 调

鸟 ｎｉǎｏ ｎ ｉ ɑ ｏ 上 　 声

参 ｃāｎ ｃ ɑ ｎ 阴 　 平

壮 ｚｈｕàｎɡ ｚｈ ｕ ɑ ｎɡ 去 　 声

　 　 分析音节结构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韵母 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 跟辅音声母相拼时，韵腹需要省写，例如：酒（ｊｉǔ）、鬼（ɡｕǐ）、坤（ｋūｎ），分析音节结

构时，应把省略掉的主要元音先补出来，写成：ｊｉｏｕ、ɡｕｅｉ、ｋｕｅｎ，然后再作分析。

2. 韵母 ｉ、ｉｎ、ｉｎɡ、ｕ、ü、üｅ、üɑｎ、üｎ 组成的零声母音节，写作 ｙｉ、ｙｉｎ、ｙｉｎɡ、ｗｕ、ｙｕ、ｙｕｅ、ｙｕɑｎ、ｙｕｎ，音节开

头的 ｙ、ｗ 是隔音字 母，不 是 声 母，不 能 当 作 一 个 音 素，例 如“衣（ｙī）、屋（ｗū）、淤（ｙū）”是 一 个 音 素，“因

（ｙīｎ）、英（ｙīｎɡ）、约（ｙｕē）、晕（ｙūｎ）”是两个音素，“冤（ｙｕāｎ）”是三个音素。

3. 其余以 ｉ 开头或以 ｕ 开头的韵母 ｉɑ、ｉｅ、ｉɑｏ、ｉｏｕ、ｉɑｎ、ｉɑｎɡ、ｕɑ、ｕｏ、ｕɑｉ、ｕｅｉ、ｕɑｎ、ｕｅｎ、ｕɑｎɡ、ｕｅｎɡ 组成

的零声母音节，写作 ｙɑ、ｙｅ、ｙɑｏ、ｙｏｕ、ｙɑｎ、ｙɑｎɡ、ｗɑ、ｗｏ、ｗɑｉ、ｗｅｉ、ｗɑｎ、ｗｅｎ、ｗɑｎɡ、ｗｅｎɡ，开头的 ｙ、ｗ 代

替 ｉ、ｕ，是一个音素，在音节中做韵头。

4. 由韵母 ｉｅ、üｅ 组成的音节，韵腹是 ê，不是 ｅ。ｚｉ、ｃｉ、ｓｉ 和 ｚｈｉ、ｃｈｉ、ｓｈｉ、ｒｉ 等音节的韵腹分别是 ｉ［］和

-ｉ［ ］，不是 ｉ，属于开口呼。

二、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

（一）声、韵配合

普通话的声母和韵母之间的配合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主要取决于声母的发音部位和韵母的四呼。普通

话有 21 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根据发音部位分为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中、舌尖后、舌面、舌根七类。普

通话有 39 个韵母，根据韵母开头元音的性质，这些韵母分为 开 口 呼、齐 齿 呼、合 口 呼、撮 口 呼 四 类。一 般 地

说，如果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与之拼合的韵母四呼类别也相同；韵母的四呼类别相同，与它们拼合的声母发

音部位也相同。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可以列成下表：

　 　 　 　 　 　 　 　 　 　 　 　 韵母　 　 配合情况 　 　

声母 　 　 　 　 　 　 　 　 　
开 口 呼 齐 齿 呼 合 口 呼 撮 口 呼

双唇音 ｂ　 ｐ　 ｍ 巴 逼 布（限 ｕ）

唇齿音 ｆ 发 夫（限 ｕ）

舌尖中音

ｄ　 ｔ 搭 低 肚

ｎ　 ｌ 拿 泥 奴 女

舌面音 ｊ　 ｑ　 ｘ 鸡 居

舌根音 ɡ　 ｋ　 ｈ 嘎 姑

舌尖后音 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渣 朱

舌尖前音 ｚ　 ｃ　 ｓ 杂 租

零声母 0 阿 衣 乌 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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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空格表示声韵不能配合。有汉字的表示可以配合，“限 ｕ”表示这类声母只能和合口呼中的单韵母 ｕ 配

合，例如 ｍ，只能和 ｕ 配合成 ｍｕ（模、母、木），不可能出现 ｍｕｏ、ｍｕɑ、ｍｕɑｎ 之类的音节。

（二）声母和韵母配合的特点

普通话声母和韵母配合关系有这样一些特点：

从声母方面看：

1. ｎ、ｌ 的组合能力最强，跟所有四呼的韵母都能相拼；零声母音节的四呼也都齐全。

2. 双唇音 ｂ、ｐ、ｍ 和舌尖中音 ｄ、ｔ 能与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三类韵母拼合（ｂ、ｐ、ｍ 拼合口呼，只限于

ｕ 韵母），不能与撮口呼韵母拼合。

3. 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和舌根音三组声母都只能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拼合，不能与齐齿呼、撮口呼韵

母拼合；而舌面音 ｊ、ｑ、ｘ 恰好相反，只能与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拼合，不能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拼合，从而

形成多重互补格局。

4. 唇齿音 ｆ 的组合能力最弱，只能与开口呼的韵母和合口呼的 ｕ 韵母拼合。

从韵母方面看：

1. 能跟撮 口 呼 韵 母 拼 合 的 辅 音 声 母 最 少，除 了 ｊ、ｑ、ｘ、ｎ、ｌ 以 外，其 他 辅 音 声 母 都 不 能 与 撮 口 呼 韵 母

拼合。

2. 能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拼合的辅音声母最多，除 ｊ、ｑ、ｘ 以外，其他声母都能与之拼合。

3. 能与齐齿呼韵母拼合的辅音声母只有 ｂ、ｐ、ｍ、ｄ、ｔ、ｎ、ｌ、ｊ、ｑ、ｘ，其他都不能与之拼合。

总的来说，普通话开口呼韵母的配合能力最强，除三个舌面音声母外，和其他声母都能配合，开口呼韵母

的数目本来就多，几乎达到韵母出现总频率的一半。撮口呼韵母本来只有五个，又只能与六个声母相拼，因

此出现频率很低，不到总频率的百分之五。

上面的表只能说明普通话声韵配合关系的概貌，并没有反映出每个声母和每个韵母的配合细节。例如

ｅｒ 虽然是开口呼韵母，但不能和任何声母配合；-ｉ［］和-ｉ［ ］也属于开口呼韵母，却只能与同部位的塞擦音、

擦音声母配合；舌尖中音 ｄ、ｔ、ｎ、ｌ 虽然都能与开口呼韵母配合，但能和韵母 ｅｎ 配合的实际上只有 ｄèｎ（扽）和

ｎèｎ（嫩）；这四个声母也都能与齐齿呼韵母配合，但能和韵母 ｉɑ 配合的只有 ｌ，而且只有一个字读 ｌｉǎ（俩），这

些配合细节只能在声母、韵母配合关系总表上才能看出来。

普通话 21 个声母（再加上零声母）跟 39 个韵母可以组合成 405 个基本音节，如果再配以四声，理论上

讲，应该有 1 620 个音节，但有些组合不是阴、阳、上、去四声都有汉字代表的，实际上有汉字的音节只有 1 200

多个。掌握普通话的声、韵和调的配合规律，对于克服方言影响，学好普通话是很有帮助的。

三、音节的拼读

拼音就是把音素和音素拼合成音节。我们讲音节结构时，把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部分；但在学习

拼音时则倒过来的，先掌握声母和韵母，再学如何把它们拼合成一个个音节。

（一）拼音要领

1. 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注意拼合方法。拼合时速度要快，中间不要停顿有间隙。

2. 拼音时声母要用本音，不能用单念声母时的呼读音。拼读时尽量把声母读得轻短一些，把韵母读得

重些、长些。

3. 不要丢失韵头，避免生硬拼合。对于有韵头的音节，拼音时要有意识地把韵头引出来，否则就会造成

丢失韵头的现象。例如拼 ｎｉǎｏ（鸟）时，如果丢失韵头，就会拼成 ｎǎｏ（脑），拼 ｇｕǎｎ（管）时，如果丢失韵头，

就会拼成 ｇǎｎ（赶）。

（二）拼音的方法

普通话音节常用的拼音方法有四种：两拼法、三拼法、声介合拼法和整体认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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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拼法

两拼法是把声母和韵母直接拼合起来的方法。例如：

ｍ ＋ɑ→ｍǎ（马） 　 　 　 　 　 　 　 　 　 　 　 ｎ ＋ü→ｎǚ（女）

ｚｈ ＋ɑｎ→ｚｈàｎ（占） ｌ ＋ｕｎ→ ｌúｎ（轮）

ｑ ＋ ｉｎɡ→ｑīｎɡ（轻） ｈ ＋ｏｎɡ→ｈóｎɡ（虹）

2. 三拼法

三拼法是拼音时，把音节分成声母、韵头、韵身（韵腹或韵腹 + 韵尾）三部分进行连读。也叫“三拼连读

法”。例如：

ｊ ＋ ｉ ＋ɑｏ→ ｊｉāｏ（教） ｎ ＋ｕ ＋ɑｎ→ｎｕǎｎ（暖）

ｑ ＋ü ＋ɑｎ→ｑｕāｎ（圈） ｌ ＋ ｉ ＋ɑｎɡ→ ｌｉàｎɡ（亮）

ｘ ＋ ｉ ＋ɑｎɡ→ｘｉāｎɡ（香） ｓｈ ＋ｕ ＋ɑｎɡ→ｓｈｕāｎɡ（霜）

ɡ ＋ｕ ＋ɑ→ɡｕā（瓜） ｈ ＋ｕ ＋ɑｎ→ｈｕāｎ（欢）

用三拼法拼读，声母读本音，紧接着发介音，声母和介音紧密结合，但介音可以发得稍长一些，慢慢与后

面的韵身连接起来，拼成 一 个 音 节。三 拼 法 在 拼 音 教 学 上 有 应 用 价 值，把 介 音 离 析 出 来，这 样 就 可 以 少 学

ｉɑｎ、ｕɑｎɡ、üɑｎ 等带介音的韵母，减轻了学习的负担。但是三拼法只适用于有介音的音节，不能在所有的音

节中推广，因此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方法。

3. 声介合拼法

声介合拼法是把声母和介音（韵头）先拼读成一个音节，再用这一个音节作为拼音的部件，去同后边的韵

身相拼。例如：

ɡ ＋ｕ ＋ɑｎɡ→ɡｕ ＋ɑｎɡ→ɡｕāｎɡ（光）　 ｎ ＋ ｉ ＋ɑｎ→ｎｉ ＋ɑｎ→ｎｉáｎ（年）

ｋ ＋ｕ ＋ɑｎ→ｋｕ ＋ɑｎ→ｋｕāｎ（宽）

用声介合拼法先把声母和韵头（单元音）拼合在一起，这样容易掌握，拼合成的部件以元音结尾，只要把

介音读长一点就非常容易过渡到韵身的元音上去。但是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有介音的音节，不能推广到所

有音节上。

4. 整体认读法

整体认读法，又叫音节直呼法，就是直接读出音节，不需要用声母去拼韵母，这种方法是要以熟悉 400 多

个基本音节为基础。

这四种拼音方法中，两拼法是主要的拼音方法，必须掌握，其他三种都是辅助性的。

（三）定调法

音节拼合在一起，还要读准声调。常用的定调方法有三种。

1. 数调法

先把声母和韵母拼合在一起，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次序逐个儿数，直到要读的声调。例如：

ｚｈｕàｎ（转）：ｚｈ ＋ｕɑｎ→ｚｈｕāｎ—ｚｈｕáｎ—ｚｈｕǎｎ—ｚｈｕàｎ
ｆàｎɡ（放）：ｆ ＋ɑｎɡ→ｆāｎɡ—ｆáｎɡ—ｆǎｎɡ—ｆàｎɡ

2. 韵母定调法

用声母和带声调的韵母相拼，直接读出音节的声调。例如：

ｑｉǎｎɡ（抢）：ｑ ＋ ｉǎｎɡ→ｑｉǎｎɡ
ｄìｎɡ（定）：ｄ ＋ ìｎɡ→ｄìｎɡ

3. 音节定调法

先把声母和韵母拼合在一起，在直接呼出音节时定调。例如：

ｂǎ（把）：ｂ ＋ɑ→ｂǎ

ｊｉā（家）：ｊ ＋ ｉɑ→ ｊｉā

ɡｕàｎ（贯）：ɡ ＋ｕɑｎ→ɡｕà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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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分析下列音节的音节结构。

汉 字 拼 音 声 母 韵 头 韵 腹 韵 尾 调 类 调 值 调 型 调 号 四 呼

远 ｙｕǎｎ

窄 ｚｈǎｉ

伟 ｗěｉ

英 ｙīｎɡ

凉 ｌｉáｎɡ

日 ｒì

军 ｊūｎ

困 ｋùｎ

屋 ｗū

谢 ｘｉè

二、拼读下列各词，并写出汉字。

ｓｈìｊｉè　 　 　 　 ｚｈｕāｎｘīｎ　 　 ｔｉáｏｊｉàｎ　 　 ｂùｓｈǔ　 　 ｂǎｏｚｈèｎɡ　 　 ｃùｊìｎ

ｗěｎｌｕàｎ 　 ｈéｚｕò　 ｌǐｎɡｈｕì　 ｔｕáｎｊｉé　 ｊｉěｃｈú　 ｆēｉｙｕè

三、拼读下面的几段话，写出汉字。

1. Ｙǒｕｘｉē ｇｕóｊｉā ｈé ｄìｑū ｄｅ ｒéｎｍｅｎ，ｙǒｕ ｔāｍｅｎ ｄｅ ｊìｈｕì．

2. ?ｌāｂó ｇｕóｊｉā ｄｅ ｒéｎ ｃｈūｃì ｊｉàｎｍｉàｎ，ｂùｎéｎɡ ｓòｎɡｌǐ，ｆǒｕｚé ｂèｉ ｓｈìｗéｉ ｘíｎｇｈｕì．

四、汉语音节结构有哪些特点？

思考题

一、比较你所学过的一种外语，例如英语，看看汉语的音节跟外语的音节有什么不同？

二、从普通话声母和韵母配合的规律看看下面这些音节为什么是错误的？

亭 ｔｉｎ 　 　 黑 ｈｉｅ 　 　 蒙 ｍｏｎɡ 　 　 佛 ｆｕｏ 　 　 帅 ｓｈɑｉ

瓮 ｏｎɡ 　 　 信 ｓｉｎ 　 　 内 ｎｕｉ 　 　 农 ｎｉｏｎɡ 　 　楞 ｌｅｎ

三、汉语音节可以归纳出哪些结构模式？

四、普通话语音教学，你认为哪种办法比较有效？成人教学和小学教学如何区别？

第六节 音位和音位归纳法

学习要点：掌握音位理论的基本知识。了解音素和音位的区别，掌握归纳音位的方法和原则，熟悉

普通话音位及常见的音位变体。

“创造”ｃｈｕàｎɡｚàｏ 这 个 词，可 以 先 切 分 为 两 个 大 的 语 音 片 段，再 进 一 步 切 出 七 个 更 小 的 语 音 片 段

ｃｈｕàｎɡ和 ｚàｏ，这七个语音片段不能再分析了，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即音素。可见，“创造”这个词由两个

音节七个音素构成。切分音素时，我们只考虑音色特征，而略去了音高、音强、音长等非音色特征。

从理论上说，音素可以有无数个，有些元音或辅音在音色上虽然 有 区 别，但 在 交 际 功 能 上 却 没 有 不 同。

例如“比”和“波”，两个音节开头的辅音声母都是 ｂ，音色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实际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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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发音方法并不相同，前者是扁双唇音，后者是圆双唇音，这是音色的区别。如果我们用后者的读法去读

前者，或者用前者的读法去读后者，别人只是觉得你在发音上有点特殊，但并不影响交际，也就是说，这些音

素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我们从区别意义的功能出发，对客观记录下来的音素进行整理，把没有区别意义功

能的音素加以归并，得出来的结果，就是“音位”。所以，音位就是某一特定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

语音单位。音位这一概念在语言学中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整理，才可 以 使 语 音 系 统 变 得 简

明、清晰，便于学习。

音位和音素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在特定的语言中，同一个音位里所包含的音素的不同常常被使用该语

言的人们忽略掉了，而给他们的感觉如同一个音素。书面上音素为了准确描写，通常使用国际音标，加方括

号［ ］来表示，而音位则用双斜线 / / 来表示。这样一来，音位和音素的区别在书面上就一目了然了。

一、音位变体

同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不同的音素，这些音素是该音位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叫做音位变体。音

位变体是音位的具体表现形式，音位是音位变体中归纳概括出来的语音单位的类别。音位和音位变体是一

般与个别的关系。例如：

ｂāｏ（包）　 　 　 ｂāｎ（搬）　 　 　 ｂā（八）　 　 　 ｙāｎ（烟）

ｂāｎɡ（帮）　 　 ｂāｉ（掰）　 　 ｗā（挖）　 　 ｙｕāｎ（冤）

这一组词语中都有一个低元音 ɑ，如果仔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包”、“帮”中的 ɑ 舌位靠后，叫做“后 ɑ”，记

做［ɑ］；“搬”、“掰”中的 ɑ 靠前，叫做“前 ɑ”，记做［ａ］；“八”、“挖”中的 ɑ 舌位既不像“包”、“帮”中 ɑ 那么

靠后，也不像“搬”、“掰”中 ɑ 那么靠前，而是一个不前不后的 ɑ，叫做“央 ɑ”，记做［Ａ ］；“烟”、“冤”中的 ɑ 舌

位比“班”“掰”中的 ɑ 舌位高一些，记为［］。汉语拼音字母 ɑ 在不同的位置上，实际上表示的是不同的音

素，但是由于它们在普通话里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人们总是习惯上把它们看成一个 ɑ。区别于其他元音 ｏ、

ｅ、ｉ、ｕ、ü。我们把这四个 ɑ 归并为一个音位，［ɑ］［ａ］［Ａ ］［］分别是这个音位的音位变体，通常是选择常用

又便于印刷的那个符号［ａ］作为 ／ ａ ／ 音位的代表。

／ ａ ／ 　 　 ［ａ］ 出现韵尾 ｉ． ｎ 前　 　 　 　 　 　 ɑｎ　 ɑｉ　 ｕɑｎ　 ｕɑｉ

［ɑ］ 出现在韵尾ｎɡ、ｕ 前　 　 　 　 ɑｎɡ　 ｉɑｎɡ　 ｕɑｎɡ　 ɑｏ　 ｉɑｏ

［Ａ ］ 出现在零韵尾时 ɑ　 ｉɑ　 ｕɑ

［］ 出现在高元音 ｉ、ü 和 ｎ 之间　 　 ｉɑｎ　 üɑｎ

音位变体有两类：一类是条件变体，一类是自由变体。

受语音环境制约的音位变体叫做条件变体。例如上面所讲的 ／ ａ ／ 的音位变体，它们受一定的语音条件的

限制，或者是由于音位所处的位置不同，或者是受语流音变的影响。

不受语音环境制约，不同的变体可以在同样的环境里无条件地变读，叫做自由变体。汉语有些方言［ｎ］

［ｌ］可以任意变读，没有辨义功能，如四川话，“男”、“兰”同音，可以读［ｎａｎ］，也可以读［ｌａｎ］。“泥”、“梨”也

同音，可以读［ｎｉ］，也可以读［ｌｉ］，不受条件限制。还有的自由变体要受地区、职业、年龄、性别、文化教育等外

在条件制约。例如上海话平舌音 ｚ、ｃ、ｓ 和翘舌音 ｚｈ、ｃｈ、ｓｈ 是不区别意义的，应该属于自由变体，但实际上

上海人只说 ｚ、ｃ、ｓ，而不说 ｚｈ、ｃｈ、ｓｈ。

二、音位归纳的基本原则

归纳音位的目的是要把语言里数目繁多的音素归并为一套数目有限的音位系统，其基本方法是通过替

换对比，确定最小的对立体，看能否区别意义。归并音位普遍采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四条。

1. 对立原则

两个音素如果能出现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中，互相替换后就会产生意义的差别，那么这两个音素就是对立

的。对立的音素必定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位。例如把普通话里的辅音［ｐ］和［ｐ‘］分别放在［Ａ 55 ］这个语音环

境里，会形成两个词的语音形式［ｐ Ａ55 ］（八）和［ｐ‘Ａ55 ］（趴）。我们就说［ｐ］和［ｐ‘］之间存在对立，在一种语

15第六节 音位和音位归纳法



言或方言里，两个对立 的 音 素 必 然 属 于 两 个 音 位。对 立 用“：”表 示，标 写 为 ／ ｐ ／ ：／ ｐ‘ ／ 。像［ｐ Ａ55 ］（八）和

［ｐ‘Ａ 55 ］（趴）这样的替换对比中只涉及一个音素差别的对立体叫最小对立体。音位分析应在最小对立体里

进行。凡是不能作为最小对立体与其他音素构成对立的音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位。归纳一种语言里的全

部音位，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找最小对立体的过程，这种寻找不能遗漏。最小对立体可以在词语里寻找，对汉

语来说，在单音节词里寻找更为合适。

2. 互补原则

两个音素如果不能出现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而又呈互补分布状态，这两个音素就形成互补关系。形成

互补关系的各音素可以归纳成一个音位，用一个音位符号标写，各音素的不同读音由不同的语音环境决定，

分别成为该音位的变体。例如普通话的［ａ］只出现在［ｉ］和［ｎ］之前，［ɑ］只出现在［］和［ｕ］之前，［Ａ ］出现

在没有韵尾的场合，［］出现在［ ｉ ］［ｙ］和［ ｎ ］之间，［ａ］［ɑ］［Ａ ］［］四个音素是互补的，可以归入同一个

低元音音位 ／ ａ ／ 。归并为一个音位后，这四个音素称为 ／ ａ ／ 音位的四个音位变体。

3. 音感差异原则

互补分布是把若干音素归并为一个音位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属于一个音位的各个变体在语音

上还应该是近似的，至少本地人听起来比较近似，如果两个音的音感差异明显，即使是互补关系也不能归并

为一个音位。例如普通话里 ｍ 只能出现在音节的开头，ｎɡ 只能出现在音节的末尾，ｎ 既可以出现在音节的

开头，又可以出现在音节的末尾，从整个鼻音系统上看，ｍ 和 ｎɡ 存在着互补关系。但是，ｍ 和 ｎɡ 的音感差

异太大，来源也不同，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一个音，当然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相反，／ ａ ／ 的五个音位变体都是

低元音，一般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差异，归入同一个音位就理所当然了。语音的相似与音感差异是相对的，必

须在具体的音系中作具体判断，能否归纳为一个音位，应从整个音位系统的格局考虑。

4. 系统性原则

归纳音位还须考虑归纳出来的全部音位是否系统整齐，简明经济。有时候归为一套音位还是两套音位，

似乎都有道理，都符合对立互补原则，语音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时就主要考虑语音的系统性了。例如：

辅 音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ｊ ｑ ｘ － ＋ － ＋

ɡ ｋ ｈ ＋ － ＋ －

ｚ ｃ ｓ ＋ － ＋ －

ｚｈ ｃｈ ｓｈ ＋ － ＋ －

上面的表格说明 ｊ、ｑ、ｘ 这一组辅音跟 ɡ、ｋ、ｈ 和 ｚ、ｃ、ｓ 以及 ｚｈ、ｃｈ、ｓｈ 这三套辅音都形成对立互补。因此，从

理论上讲，ｊ、ｑ、ｘ 跟 ɡ、ｋ、ｈ 或 ｚ、ｃ、ｓ 或 ｚｈ、ｃｈ、ｓｈ 都可以归并为一套音位。但是，从语音的系统性上考虑，ｊ、
ｑ、ｘ 不论跟哪一组辅音归并，都会造成另外两组辅音音位新的不平衡。而且如果跟 ｚｈ、ｃｈ、ｓｈ 归并的话，辅

音 ｒ 也很难处理，因此适宜独立为一组音位。

三、普通话音位系统

（一）普通话辅音音位

归纳音位的方法通常是把一些音素放进相同的语音环境中进行替换比较，看它们能否区别意义。经过

替换能区别意义的，说明它们有辨义功能，就归为不同的音位；经过替换对比，不能区别意义的，那么它们就

属于同一个音位。例如我们把语音环境设定为：

（1）［　 ａｕ214 ］

（2）［　 ｕ55 ］

（3）［　 ｉａｕ214 ］

（4）［　 ｙｎ55 ］

在　 的位置上依次填入辅音 ｂ、ｐ、ｍ、ｆ、ｄ、ｔ、ｎ、ｌ⋯⋯ ｊ、ｑ、ｘ ⋯⋯，就得到：

（1）饱、跑、卯、捣、脑、老⋯⋯

（2）补、圃、母、斧、堵、土、努、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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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瞟、秒、窕、鸟、疗、饺、巧、小⋯⋯

（4）娟、圈、宣⋯⋯

在以上的替换以及类似的替换中，我们发现意义都有区别，说明这些辅音有辨义功能，应该归为不同的音位。

这样替换的结果，汉 语 语 音 系 统 得 到 22 个 辅 音 音 位，即 ／ ｐ ／ 、／ ｐ‘ ／ 、／ ｍ ／ 、／ ｆ ／ 、／ ｔ ／ 、／ ｔ‘ ／ 、／ ｎ ／ 、／ ｌ ／ 、／ ｋ ／ 、／ ｋ‘ ／ 、

／ ｘ ／ 、／  ／ 、／ ｔ ／ 、／ ｔ‘ ／ 、／  ／ 、／ ｔ ／ 、／ ｔ‘ ／ 、／  ／ 、／  ／ 、／ ｔｓ ／ 、／ ｔｓ‘ ／ 、／ ｓ ／ 。

普通话辅音音位常见的变体有：

1. 大多数辅音音位（［ｆ］除外）与圆唇元音拼合时，产生唇化辅音音位变体，例如［ｔ‘ｕ］（突）、［ ｕ］（书）、

［ｙ］（虚）与［ｔ‘ｉ］（梯）、［ Ａ ］（杀）［ｉ］（稀）比较，“突”、“书”、“虚”的声母［ｔ‘］［　 ］［］是圆唇的。

2. 舌尖中音［ｔ］、［ｔ‘］、［ｎ］、［ｌ］和齐齿呼韵母拼合时，产生腭化的音位变体。例如“抵、体、你、李”中的

［ｔ］、［ｔ‘］、［ｎ］、［ｌ］发音时，舌面接近硬腭。

3. ／ ｎ ／ 有四个音位变体，在圆唇元音前的唇化变体，在非圆唇元音前的变体，齐齿呼、撮口呼韵母前的腭

化变体，作韵尾时持阻期发音，除阻期不发音的唯闭音变体（作声母的 ｎ 有鼻音发音的成阻、持阻、除阻三个

阶段）。

4. ／ ｋ ／ 、／ ｋ‘ ／ 、／ ｘ ／ 与韵母［ｅｉ］拼合时，受到［ｅｉ］中舌位较高的前元音［ｅ］的影响，产生发音部位前移的变

体。例如［ｋｅｉ］（给）、［ｋ‘ｅｉ］（剋）、［ｘｅｉ］（黑）中声母的实际音值。

（二）普通话元音音位

只出现在 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后的舌尖后元音 ｉ 和只出现在 ｚ ｃ ｓ 后的舌尖前元音  ｉ，不能自成音节，也不能与其

他任何辅音组合，两者音色不同，跟舌面元音 ｉ 相比，音感差异更大，它们应该是三个独立的音位。卷舌元音

ｅｒ 不能与任何辅音组合，只能自成音节，也必须独立成为一个音位。低元音 ａ 有四个变体，如前所述，属于一

个音位。高元音 ｉ、ｕ、ü 单独成音节，在同一声调环境下能区别不同的意义，如“衣、屋、淤”；在 ａｎ 前做韵头，

不同的韵头能区别不同 的 意 义，如“烟、弯、冤”。因 此，ｉ、ｕ、ü 应 归 为 三 个 音 位，韵 头、韵 腹、韵 尾 位 置 上 的

ｉ ｕ ü分别是它们各自的音位变体。中元音 ｏ 可以自成音节，在韵尾 ｕ 前或韵头 ｕ 后做韵腹，分别在这两个位

置用 ａ 替换，也能区别不同的意义，如“藕、袄、我、瓦”，也应该独立成为一个音位。后位半高元音 ｅ［］可以

自成音节，如“饿、额、鹅”，也可以与非唇音声母组合成音节，如“得、特、乐、呢、个、贺、这、撤、社、热”，还可以

和后鼻音韵尾 ｎɡ 组成 ｅｎɡ 韵母，如“鞥、风、耕、声”，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 ｉ、ü 介音组合成复合韵母，

这一点严格区别于前元音 ê［Ｅ］。ê［Ｅ］（欸）除个别字外，很少单独充当韵母，一般由介音 ｉ、ü 与它组合成 ｉｅ、

üｅ 复合韵母，如“椰、月”。如果将 ɑ 替换 ê［Ｅ］，则“爷 ｙé”不同于“牙 ｙá”，所以 ê［Ｅ］也是一个独立的音位。

这样我们得到普通话的十个元音音位。

普通话元音共有 ／ ａ ／ 、／ ｏ ／ 、／  ／ 、／ Ｅ ／ 、／ ｉ ／ 、／ ｕ ／ 、／ ｙ ／ 、／  ／ 、／ ／ 、／  ／ 十个音位。主要变体有：

1. ／ ａ ／ 主要音位变体有［ａ］、［Ａ ］、［ɑ］、［］。

［ａ］ 前低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韵尾 ｉ ｎ 之前，在韵母 ɑｎ、ɑｉ、ｕɑｎ、ｕɑｉ 中做主要元音，如“班、竿、

呆、开、关、攀、摔、乖”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Ａ ］ 央低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零韵尾时，在韵母 ɑ、ｉɑ、ｕɑ 中 做 主 要 元 音，如“八、拉、家、压、花、

挖”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ɑ］ 后低不圆唇舌面元 音。出 现 在 韵 尾ｎɡ、ｕ 前，在 韵 母 ɑｎɡ、ｉɑｎɡ、ｕɑｎɡ、ɑｏ、ｉɑｏ 中 做 主 要 元 音，如

“刚、方、江、王、黄、熬”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 前半低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ｉ 和 ｎ 之间，在韵 母 ｉɑｎ、üɑｎ 里 做 主 要 元 音，如“烟、鞭、尖、冤、

捐、宣”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2. ／ ｏ ／ 的主要音位变体有［］、［ｏ］。

［ ］ 后中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ｏ、ｕｏ 两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喔、捉、火”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ｏ］ 后半高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ｏｕ、ｉｏｕ 两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某、狗、酒、有”等字的韵母的主

要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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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的主要音位变体有［ ］、［］。

［］ 后半高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ｅ 韵母中，如“饿、哥、遮”等字的韵母的元音。也出现于韵尾 ｎɡ

前，充当 ｅｎɡ、ｕｅｎɡ 韵母主要元音，如“灯、翁”等字。

［］ 央中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韵尾 ｎ 前，在 ｅｎ、ｕｅｎ 两个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分、恩、温、滚”

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4. ／ Ｅ ／ 的主要音位变体有［ｅ］、［Ｅ］。

［ｅ］ 前半高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韵尾 ｉ 前，在 ｅｉ、ｕｅｉ 两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给、水、为”等字中

韵母的主要元音。

［Ｅ］ 前中高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韵头 ｉ、ü 后边，在 ｉｅ、üｅ 两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椰、接、约、缺”

等字中韵母的主要元音。

5. ／ ｉ ／ 的主要的音位变体有［ｉ ］、［］、［ ｊ ］。

［ｉ］ 前高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ｉ、ｉｎ、ｉｎɡ 三个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低、基、今、兵、星”等字的韵母

的元音。这三个韵母的零声母音节的字，如“衣、以、因、引、应、影”等，音节开头带有摩擦成分。

［］ 前次高不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ɑｉ、ｅｉ、ｕɑｉ、ｕｅｉ 四个韵母中做韵尾，如“该、胎、擂、黑、摔、揣、归、

催”等字中韵母的韵尾。

［ｊ］ 前高不圆唇舌面半元音。出现在齐齿呼韵母 ｉɑ、ｉｅ、ｉɑｏ、ｉｏｕ、ｉɑｎ、ｉɑｎɡ 的零声母音节中作韵头。如

“压、哑、椰、野、腰、舀、优、有、烟、眼、央、痒”等字韵母中的韵头。

6. ／ ｕ ／ 主要音位变体有［ｕ］、［］、［ｗ］、［υ］。

［ｕ］ 后高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ｕ 韵母非零声母音节中，如“苦、不、猪、书、租、孤”等字的元音。

［］ 后次高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ɑｏ、ｉɑｏ、ｏｕ、ｉｏｕ 四个韵母中做韵尾。如“包、高、标、笑、剖、后、溜、

休”等字的韵尾，还出现在 ｏｎɡ 韵母中做主要元音，如“龙、农、工、空、红”等字的韵母的主要元音。

［ｗ］ 双唇舌面半元音。出现在合口呼韵母的零声母音节 ｕɑ、ｕｏ、ｕɑｉ、ｕｅｉ、ｕɑｎ、ｕｅｎ、ｕɑｎɡ 中作韵头。如

“哇、窝、歪、威、弯、温、汪”等字的韵母的韵头。ｕ 韵母的零声母音节开头有轻微摩擦，如“屋、污、巫”等字的开头。

［υ］ 唇齿舌面半元音。出现在辅音声母 ｆ-的后面，如“夫、父”等字的元音。

7. ／ ｙ ／ 的主要音位变体有［ｙ］、［Ｙ］、［ч］。

［ｙ］ 前高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ü、üｎ 两韵母非零声母音节中做主要元音，如“居、虚、军、熏”等字的

元音。ｉｏｎɡ 韵母的主要元音舌位比较靠后，唇型更圆，如“兄、熊”等字的元音。

［Ｙ］ 前次高圆唇舌面元音。出现在 üｅ、üɑｎ 两韵母非零声母音节中做韵头，如“倔、却、穴、捐”等字的

韵头。

［ч］ 双唇舌面半元音，出现在 üｅ、üɑｎ 两韵母零声母音节中作韵头，如“月、圆”等字的韵头。ü、üｎ、

ｉｏｎɡ 三韵母零声母音节开头带有摩擦成分，如“淤、晕、拥”等字的开头。

8. ／  ／ 的音位变体只有一个［］。

［］ 前高不 圆 唇 舌 尖 元 音。 出 现 在 辅 音 声 母 ｚ、ｃ、ｓ 的 后 边。 例 如“资、紫、呲、此、私、死”等 字 的

元音。

9. ／ ／ 的音位变体只有一个［ ］。

［ ］ 后高不圆唇舌尖元音，出现在辅音声母 ｚｈ、ｃｈ、ｓｈ、ｒ 的后边。例如“知、迟、师、日”等字中的元音。

10. ／  ／ 音位的音位变体有［］和［ｒ ］。

［］ 央中卷舌元音，出现在 ｅｒ 音节阳平、上声音节中。如“儿、耳”等字的元音。

［ｒ］ 次低卷舌元音，出现在 ｅｒ 音节去声中。如“二”字的元音。

（三）普通话声调音位

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都是由音素成分构成的，音素之间的差异是音色差异，一般把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

称为音色音位，由于它们出现在语流中固定的音段上，所以又叫音段音位。声调的差异是音高变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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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一个音节用不同类别的声调替换，也能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 ｍɑ 带上阴平、

阳平、上 声、去 声 四 种 不 同 的 调 值，就 得 到“妈、麻、马、骂”四 个 不 同 的 意 义。经 过 音 位 整 理，归 纳 为 /55 / 、

/35 / 、/214 / 、/51 / 四个声调音位，简称调位。调位不是音色差异造成的，同音色音位相对，称为非音色音位或

超音段音位，非音色音位在语流中不占固定的音段位置，而是附在音色音位上面。

普通话有四个声调音位：/1 / 、/2 / 、/3 / 、/4 / ，也可以写作 /55 / 、/35 / 、/214 / 、/51 / 。主要的音位变体如下：

1. /1 / 只有一个变体［55］。如“天、高、知、出、书、租、粗、苏”等字的调值。

2. /2 / 只有一个变体［35］。如“田、臣、林、娘、黄、强、贫、民”等字的调值。

3. /3 / 的音位变体有［214］、［35］、［21］。

［214］出现在单字的读音或词语末尾的重读音节中，后边往往伴有停顿，如“古、好、少、短、浅、满”和“语

法”的“法”、“五点”的“点”等字的调值。

［35］出现在连读的上声音节前的词语中，如“检讨、保守、管理、展览、领导”等词语中“检、保、管、展、

领”的调值。

［21］出现在连读的非上声音节前的词语中，例如“语素”“语言”的“语”、“五官”“五脏”的“五”的调值。

4. /4 / 的变体有［51］、［53］。

［51］出现在单字的读音或非去声音节前的重读音节，如“去、部、汗、坐、阵、韵”和“校长、校园、校工”中

“校”的调值。

［53］出现在连读的去声音节前的词语中。如“校庆、校训”中“校”的调值。

以不同的侧重归纳音位，其结果不尽相同，但音位归纳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必须遵从的准则。

练习题

一、什么是音位？音位和音素有什么不同？

二、什么是音位变体？音位变体有哪些类型？

三、应该怎样归纳音位，举例说明。

四、归纳音位的基本原则有哪几条？请举例予以说明。

五、举例说明 ／ ａ ／ 、／ ｕ ／ 、／  ／ 的主要音位变体及它们出现的条件。

思考题

一、［ｉ］、［］、［ ］有人归纳为一个音位，有人归纳为三个音位，有人归纳为两个音位，这样处理各有什么

理由？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二、零声母是不是一个辅音音位？为什么？

三、轻声能不能归纳成一个单独的调位？为什么？

四、为什么音位归纳会有多种可能性？

第七节 音 变

学习要点：了解普通话常见的几种音变现象，包括轻声、儿化、连读变调、语气词“啊”的变读等，重点

了解轻声、儿化的规律和作用，并能正确运用；掌握普通话词语的规范读音。

普通话的音变可分两类：一 类 是 词 语 规 范 所 要 求 的 音 变，主 要 表 现 在 轻 声 和 儿 化 词 中，我 们 称 之 为 轻

声、儿化音变。如“匙”（ｃｈí）在“钥匙”（ｙàｏｓｈｉ）中 必 须 读 作 轻 声 音 节［ 0 ］；“门”（ｍéｎ）在 儿 化 词“门 儿”

（ｍéｎｒ）中必须读作［ｍｒ35 ］。另一类是语流连读中所发生的自然音变，如连读变调与连读变音，我们称之为

语流音变。例如两个上声调相连，前一上声音节读似阳平；“干吗”（ɡàｎ ｍá ）一词连读，“干”因受后一音节

声母的同化，实际发音往往读作“ɡàｍ ｍá”。轻声与儿化音变是规范的读音要求，在书面拼音形式上有相应

的标示与规定；语流音变受自然发音机理与心理因素的影响，在书面拼音形式上不作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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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声

（一）轻声的性质与作用

在词或句子里，某些音节往往会说（或读）得相对轻而短，以体现某些语义或语法功能，这一现象叫“轻

声”。轻声在形式上主要取决于音长和音高，它与非轻声音节是对比而言的，词语中的轻声音节总处在非轻

声音节的后头，音长明显短于非轻声音节，音长一缩短，原来的调值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变为轻声特有的音

高形式。

轻声在普通话里有其独特的作用，这主要是：

1. 部分词用非轻声与轻声的对立来区分词义。例如：

大爷（傲慢、不劳动的男子）———大爷（口语对年长男子的尊称）

莲子（莲的种子）———帘子（用布、竹子等做成的遮蔽门窗的器物）

是非（正确和错误）———是非（纠纷）

2. 部分词用非轻声与轻声的对立来区分词性。例如：

地道（名词）———地道（形容词）

花费（动词）———花费（名词）

实在（副词）———实在（形容词）

有时非轻声与轻声的对立不但区别了词义，也区别了词性。例如：

对头（正确，形容词）———对头 （冤家，名词）

大意（主要的意思，名词）———大意 （疏忽，形容词）

利害（利和弊，名词）———利害 （程度深或可怕，形容词）

3. 非轻声与轻声的对立往往能标志短语与词的区别。例如：

火烧（主谓短语）———火烧（名词，一种表面没有芝麻的烧饼）

年月（联合短语，年和月）———年月（名词，时代、日子）

煎饼（动宾结构）———煎饼（名词，一种饼食）

（二）轻声词

轻声词有两种：（1）某些双音节词里的后一个音节要读成轻声；（2）某些词在语句里必须读成轻声。从

性质上来讲，轻声词也有两种：

一类轻声词有较强的规律性，叫语法轻声词。这主要有以下几类。

1. 语气词。例如：

来吧
獉

对吗
獉

他呢
獉

好啊
獉

2. 助词“的、地、得、着、了、过”等。例如：

小的
獉

轻轻地
獉

说得
獉

好 看着
獉

走了
獉

来过
獉

3. 名词与某些代词的后缀“子、头、们”等。例如：

桌子
獉

椅子
獉

木头
獉

石头
獉

我们
獉

4. 用在名词、代词后的方位词“里、上、下、面、边”等。例如：

墙上
獉

屋里
獉

山下
獉

水池边
獉

里面
獉

上边
獉

那里
獉

5. 用在动词后面表示趋向或用在形容词后面表示变化的趋向动词“来、去、起来、下去”等。例如：

放下
獉

带来
獉

起来
獉

出去
獉

坐下去
獉獉

想起来
獉獉

冷下去
獉獉

热起来
獉獉

6. 动词重叠或一些叠音名词的后一个音节：

听听
獉

看看
獉

走走
獉

妈妈
獉

宝宝
獉

蝈蝈
獉

星星
獉

7. 量词“个”。例如：

这个
獉

三个
獉

8. 数词“一”夹在重叠动词之间，否定词“不”夹在动词或形容词之间，或在可能补语结构中，常常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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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练一
獉

练 走一
獉

走 去不
獉

去 大不
獉

大 讲不
獉

清 拉不
獉

开

还有一类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口语词，这类词由于长期的口语习惯而必须读轻声。例如：

脑袋 胳膊 头发 钥匙 消息 见识

麻烦 快活 机灵 扎实 认识 凑合

（三）轻声的音高

轻声作为一种音变现象，只能在词语或者句子中体现出来。轻声音节的实际调值取决于它前面那个音

节的调值，大致说来，轻声音节的调值有两种形式：

1. 当前面一个音节的声调是阴平、阳平或去声时，轻声音节的调值是一个短促的低调。不过，阳平之后

的轻声降调起点较高，阴平之后次之，去声之后的最低。也可以用五度标调法来表示轻声的调值。汉语拼音

方案规定轻声不标调。

阴平 + 轻声 ［2］：先生 哥哥 他的 桌子

阳平 + 轻声 ［3］：学生 婆婆 白的 房子

去声 + 轻声 ［1］：相声 弟弟 绿的 柱子

2. 当前面一个音节的声调是上声时，轻声音节的调值是一个短促的高调。例如：

上声 + 轻声 ［4］：伙计 奶奶 我的 椅子

轻声音节的音长较短，音色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音节里的声母或韵母有时会发生变化。如果声母 是 不

送气的清塞音 ｂ、ｄ、ｇ，或是清塞擦音 ｊ、ｚｈ、ｚ，往往会变成浊音。例 如：“嘴 巴”的“巴”，声 母 有 时 会 变 成 浊

塞音［ｂ］；“舍得”的“得”，声母有时 会 变 成［ｄ］；“风 筝”的“筝”，声 母 有 时 会 变 成［ｄ］。 如 果 读 得 特 别

轻，也可能失去声母。例如“五个”可 能 说 成ｗｕ’ｅ。轻 声 对 韵 母 元 音 的 音 色 影 响 更 为 明 显 ，往 往 向 央 元 音

靠近。例如：

棉花 ［ｘｕａ］→［ｘｕ］ 回来 ［ｌａｉ］→［ｌ］

出去 ［ｔ‘ｙ］→［ｔ‘ｉ］ 听见 ［ｔｉｎ］→［ｔｉ］

有的轻声音节的韵母已近于不发音，变得脱落了，只剩下声母。例如：

意思 ［ｓ］→［ｓ］ 豆腐 ［ｆｕ］→［ｆ］ 东西 ［ｉ］→［］

二、儿化

（一）儿化的性质和作用

在普通话中，某些词在口语中往往要带上一个词尾“儿”，以表示某种语义色彩或有关功能。作为词尾的

“儿”不自成音节，也并不是一个音素，只是词尾所在音节发音时的一个伴随的卷舌动作，这一语言现象叫做

“儿化”。例如：“座儿”、“门儿”。被“儿化”的音节叫“儿化音节”。带有卷舌色彩的韵母叫做“儿化韵”。

儿化后的音节虽然读音只是一个音节，但是在书写上仍然要用两个汉字标写。拼音方案规定，用拼音字

母拼写儿化韵母，只在原韵母后面加一个 r 来表示。例如：

花儿 ｈｕāｒ 鸟儿 ｎｉǎｏｒ 小猫儿 ｘｉǎｏ ｍāｏｒ 心眼儿 ｘīｎｙǎｎｒ

普通话里的“儿化”现象具有区别词性、词义或表示感情色彩的作用：

1. 区分词性。例如：

盖（动词）———盖儿（名词） 画（动词）——— 画儿（名词）

错（形容词）———错儿（名词） 亮（形容词）———亮儿（名词）

2. 区别词义。例如：

信（书信）———信儿（信息） 眼（眼睛）——— 眼儿（小窟窿）

头（脑袋）———头儿（带头的） 面（面条）——— 面儿（粉末）

3. 一些儿化词往往表示微小的形状或者带有喜爱、亲切等感情色彩。例如：

钉儿 棍儿 伴儿 趣儿 小刀儿 小孩儿

75第七节 音 变



小曲儿 脸蛋儿 小兔儿 金鱼儿 头发丝儿

（二）儿化韵的读音规律

普通话里除了 ê 和 ｅｒ 外，其余的韵母都可以儿化。儿化韵的发音 特 点 在 于 韵 母 的 卷 舌 色 彩。在 发 音

上，主要决定于“儿”所紧连的韵母的韵腹元音的发音与卷舌动作是否有冲突。如果没有冲突，儿化时就只是

在主要元音发音的同时附加一个卷舌动作；如果有冲突，就要在发卷舌的同时变更原来韵母里韵腹、韵尾的

音色。儿化并不是简单地在韵母后面加上一个 ｅｒ 音，而是经过增音、脱落、更换、同化等音变现象形成的。

儿化韵的发音规律大致归纳如下：

1. 韵腹或韵尾是 ɑ、ｏ、ｅ、ê、ｕ 的韵母，儿化时原韵母增加卷舌动作（包括 ɑｏ　 ｉɑｏ 中的 ｏ［ｕ］）。例如：

ɑ［Ａ→ Ａｒ］ 打杂儿 哪儿

ｏ［→ｒ］ 坡儿 碎末儿

ɑｏ［ɑｕ → ɑｕｒ］ 口哨儿 掌勺儿

ｕ［ｕ →ｕｒ］ 爆肚儿 水珠儿

ｅ［→ｒ］ 打嗝儿 挨个儿

ｉｅ［ｉ Ｅ→ ｉ Ｅｒ］ 锅贴儿 台阶儿

2. 韵尾收 ｉ 和 ｎ 的韵母（ｉｎ　 ｕｎ 除外），儿化时失落韵尾，原主要元音卷舌。例如：

ɑｉ［ａｉ→ ａｒ］ 小孩儿 盘菜儿

ｅｉ［ｅｉ→ｒ］ 宝贝儿 刀背儿

ɑｎ［ａｎ→ａｒ］ 包干儿 快板儿

ｅｎ［ｎ→ｒ］ 树根儿 嗓门儿

3. 主要元音是-i［］、-i［ ］的韵母，儿化时主要元音变为［］并卷舌。例如：

-ｉ［→ｒ］ 台词儿 枪子儿

-ｉ［ →ｒ］ 树枝儿 果汁儿

4. 收 ｎɡ 韵尾的韵母儿化时丢失韵尾后，韵腹变成鼻化元音，同时加卷舌动作。例如：

ɑｎɡ［ɑ→ ɑ～ｒ］ 药方儿 鞋帮儿

ｅｎɡ［→～ ｒ］ 板凳儿 灯儿

ｉｎɡ［ｉ→ ｉ 
～
ｒ］ 瓶儿 钉儿

ｏｎɡ［ｕ → ｕ～ｒ］ 胡同儿 空儿

5. ｉ、ｕ 韵母后增加元音［］并卷舌。这一类韵母还有 ｉｎ、ｕｎ，它们丢失韵尾 ｎ 后，元音增加［］并卷舌。

例如：

ｉ［ｉ→ ｉｒ］ 小鸡儿 玩意儿

ｕ［ｙ→ｙｒ］ 毛驴儿 小曲儿

ｉｎ［ｉｎ→ ｉｒ］ 够劲儿 送信儿

üｎ［ｙｎ→ ｙｒ］ 裙儿 合群儿

三、连读变调

普通话音节四个声调的基本调值是指这个音节单念时的调值，这是固定的，例如上声是 214，去声是 51。但

是在语流中，音节与音节相连，就有可能使声调的调值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声调的基本调值在音节连读时

发生的变化，叫连读变调。变调在汉语里是很常见的现象，一般由后一个音节声调影响了前一个音节的声调，所

以关键是后一个音节的声调。在普通话中最明显的变调是：（一）上声的变调；（二）“一”和“不”的变调。

（一）上声的变调

上声的变调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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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声与上声的连读变调：

（1）两个上声连读时，前一个上声由［214］变读为［35］，近于阳平。例如：

理想 美好 友好 水井 处理

（2）三个上声连读时，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的结构是“2 + 1”（展览 + 馆），即前两个音节都变调为［35］，读成“35 + 35 + 214”，例如：

展览馆 手写体 洗脸水 管理法

第二种的结构是“1 + 2”（很 + 美满），即第一个音节变为半上声［21］，第二个音节变为［35］，读成“21 +

35 + 214”。例如：

很美满 小老虎 老领导 马总管

三个以上的上声音节连读时，可以先进行结构切分，然后根据双音节或三 音 节 上 声 连 读 变 调 的 规 律 去

读。例如：

写 / 演讲稿 / 你 / 也许懂

我想 / 找你 / 给我买 / 五两 / 好米酒

2. 上声与非上声的连读变调：

（1）上声在非上声音节前由［214］变读为半上［21］。例如：

上声在阴平前：导师 主张 演出 曙光

上声在阳平前：演员 语言 起航 理由

上声在去声前：讲课 稳重 老练 鼓动

（2）上声在轻声音节前时，有两种读法：

A. 第一种读法：第一个音节的上声读阳平［35］。一般是单音节动词重叠和在一些习惯上第二个音节

读轻声的双音节词里。例如：

走走 想想 洗洗

打手 找补 哪里

B. 第二种读法：第一个音节的上声读为半上［21］。

亲属称谓中的上声重叠词，由“子”构成的名词，口语词基本上都如此变调。例如：

奶奶 姐姐 姥姥 婶婶

椅子 本子 小子 引子

马虎 耳朵 痒痒 宝宝

你的 老实 尾巴 摆布

（二）“一”、“不”的变调

“一”的本调是阴平，“不”的本调是去声。读为本调主要有三种情况：（1） 单念；（2） 出现在词句末尾；

（3）表示序数。例如：

一 第一 八一 统一 一组 十一号楼 始终如一 三七二十一

不 我绝不！ 要不⋯⋯

“一”和“不”的变调规律大体上相同：

1. 在去声前面变读为 35，接近阳平，例如：

一对 一致 一样 一唱一和

不对 不变 不算 不上不下

2. 在非去声（阴平、阳平、上声）前，“一”变读为去声，“不”仍读去声，例如：

阴平前：一天 一般 一朝一夕 不多 不甘 不高不低

阳平前：一来 一直 一言一行 不来 不和 不明不白

上声前：一起 一早 一板一眼 不冷 不久 不早不晚

3. 夹在三音节词语中间时，口语中常常读为轻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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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看一看 好不好 行不行 走不动 差不多 巴不得 来不及

除了以上两类变调之外，还有两类变调要注意：一是 去 声 在 去 声 之 前，第 一 个 去 声 要 读 成 半 去［53 ］，例 如

“照相”、“电视”。二是形容词的重叠，总的原则是重叠音节要读成阴平，例如 AA 式的第二个 A，AABB 式

的 BB，ABB 式的 BB。但是情况比较复 杂，因 为 有 的 必 须 变，有 的 可 以 不 变，有 的 变 不 变 两 可，所 以，最 好

是逐个掌握。

四、“啊”的变读

语气词“啊”一 般 用 在 句 末 或 句 中 稍 作 停 顿 之 处，受 到 前 面 一 个 音 节 末 尾 的 音 素 的 影 响，需 要 变 读。

“啊”的变读规律有以下几种：

1. 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 ɑ，ｏ，ｅ，ê，ｉ，ü 时，“啊”读作“ｙɑ”，汉字也可以写为“呀”。例如：

（1）多美的画呀！（ｈｕà ｙɑ）

（2）快说呀！（ｓｈｕō ｙɑ）

（3）您坐哪趟车呀？（ｃｈē ｙɑ）

（4）怎么还不去呀？（ｑù ｙɑ）

（5）我真该向他道谢呀！（ｘｉè ｙɑ）

2. 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 ｕ（包括韵母 ɑｏ、ｉɑｏ 末尾的 ｕ）时，“啊”读作“ｗɑ”，汉字可写作“哇”。例如：

（1）你们在哪儿读书哇？（ｓｈū ｗɑ）

（2）快走哇！（ｚǒｕ ｗɑ）

（3）说得多好哇！（ｈǎｏ ｗɑ）

3. 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 ｎ 时读“ｎɑ”，汉字写作“哪”。例如：

（1）这空气多新鲜哪！（ｘｉāｎ ｎɑ）

（2）那天去参观的人真是多得很哪！（ｈěｎ ｎɑ）

（3）好好找找原因哪！（ｙīｎ ｎɑ）

4. 前一音节末尾的音素是 ｎɡ 时，读“ｎɡɑ”，书面上都写成“啊”。例如：

（1）他怎么总是这么忙啊！（ｍāｎɡ ｎɡɑ）

（2）你真行啊！（ｘíｎɡ ｎɡɑ）

（3）好多学生啊！（ｓｈēｎɡ ｎɡɑ）

五、轻声和儿化的语音规范

轻声和儿化现象在北京方言里十分普遍，它们在表达上往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轻声和儿化并不是单

纯的语音现象，它与词汇、语法均有一定的关系，普通话中应当有它们相应的地位，但不是北京方言所有的轻

声、儿化词都应当吸收到普通话里来。目前，一些轻声或儿化词在不同的工具书、教科书中的注音并不完全

一致，这给人们学习普通话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应该吸收哪些，不应该吸收哪些，这是目前的规范急需要解

决的问题。

原 则 上 讲 ，有 两 类“轻 声”、“儿 化”词 应 该 吸 收 到 普 通 话 里 来 ：第 一 ，有 区 别 词 义 或 词 性 作 用 的 轻

声 、儿 化 词 ；第 二 ，已 经 被 普 遍 采 用 且 读 音 相 对 固 定 ，不 这 么 说 就 显 得 特 别 别 扭 的 轻 声 、儿 化 词 。 至 于 那

些 没 有 区 别 作 用 或 本 来 就 是 读 音 两 可 的 轻 声 、儿 化 词 ，例 如“工 人”、“手 艺”、“娇 气”、“女 士”、“男

子”、“作 文 儿”、“写 字 儿”、“帮 忙 儿”、“冒 烟 儿”等 ，这 些 都 应 该 看 做 是 北 京 方 言 的 土 语 成 分 ，不 必 吸 收

到 普 通 话 里 来 。

练习题

一、读出下面的词语，并请指出上声音节的声调变化。

底稿 点头 舞蹈 管理 好久 给予 奖品 手稿 朗读 警戒

懒洋洋 蒙古语 水手长 导火索 海产品 很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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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出下列词语，并请指出“一”的变调。

一致 一般 一溜烟 一言堂 一辈子 一尘不染 一无所有

一路领先 一帆风顺 一干二净 一模一样 一朝一夕 一心一德

一五一十 一唱一和 一举一动 一搭一档 一步一趋 一字一板

三、读读下面三段话，并请指出“不”的变调。

1. 不！不！对不起！你只是写得不好，不能说是写得不对，只是不会得优秀罢了。

2. 不太清楚他会不会说出一些不利于工作的话来，但是时间不多了，顾不得这么多了。你说是不？

3. 你到底去不去？我想他肯定不会介意。只是不应该不跟他商量商量。活动不要再改了。好，到时不

见不散！

四、读读下面的轻声词。

师傅 嘟囔 簸箕 比量 官司 伙计 忙乎 蘑菇 扫帚 软和

打听 提防 窗户 头发 舍不得 套近乎 了不得 势利眼 豁出去

五、指出下面轻声词与非轻声词在词义上的区别：

兄弟———兄弟 地道———地道

自然———自然 虾子———虾子

六、指出下面轻声词与非轻声词在词性上的区别：

摆设———摆设 活动———活动

人家———人家 练习———练习

七、运用儿化韵的变读规律，读读下面的一段话。

进了门儿，倒杯水儿，喝了两口儿运运气儿，顺手拿起小唱本儿，唱一曲儿，又一曲儿，练完了嗓子我练嘴

皮儿。绕口令儿，练字音儿，还有单弦儿牌子曲儿，小快板儿，大鼓词儿，越说越唱我越带劲儿。

八、按照“啊”的音变规律，把下列短句末尾的语气词“啊”念准，并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汉字。

1. 你在哪儿（ ）？ 2. 你们来瞧（ ）！

3. 这里的景色真美（ ）！ 4. 大伙儿加油干（ ）！

5. 没有笔怎么写字（ ）？ 6. 其实谁都可以讲（ ）！

7. 他看上去这么矮小（ ）！ 8. 让她继续说下去（ ）！

9. 别乱嚷嚷（ ）！ 10. 这些孩子看上去很结实（ ）！

九、标出下面一段话里的轻声词，然后朗读。

池边还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冒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 珠，走 到 中 途 又 歪 下 去，

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 半 天 才 上 来 一 个 水 泡，大，扁 一 点，慢 慢 的，有 姿 态 的，摇 动 上 来，碎 了；

看，又来了一个！有的好几串小碎珠 一 齐 挤 上 来，像 一 朵 攒 得 很 整 齐 的 珠 花，雪 白，有 的 ⋯⋯ 这 比 那 大 泉

还有趣。

思考题

一、古今语音的变化叫历时音变，同时期的同一方言内部的语音变化叫语流音变。它们之间有什么不

同？能举出例子来吗？

二、为什么说语流音变是各种语言里普遍存在的现象？你所熟悉的北京话或方言中还有哪一些比较特

殊的语流音变？

三、有人认为“轻声”和“儿化”现象是北京话里特有的，学习普通话不一定学习这些音变，你觉得这种说

法对吗？

四、音变实际上还有许多没有规范的地方，你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吗？

五、有人说：所有念轻声的字，都有本调的，你认为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

六、也有人认为：轻声是第五个声调，你认为如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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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节 律

学习要点：了解普通话常用节律重音、断连和句调升降的形式特点与基本功能，并能运用节律的一

般知识指导普通话表达。

节律是运用言语的节奏和语声变化规律正确体现语言结构关系、语义关系与逻辑关系的一种表达手段。

汉语的节律受语义、语法的制约，它将相互关联的语言材料组合成既彼此层次分明，又连接有序的表达单位，

是言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手段。如“史书 / 记千古”与“史书记 / 千古”两者就是运用不同的节律组合成

不同的语义，以供表达题旨的需要。

节律的体现形式是语音，但节律的语音形式不同于声母韵母等可以独立存在的音素语音，表现节律的语

音形式不能单独存在，它附加于语言建筑材料之上，是对具体语言建筑材料的组合运用，以体现具体的语义、

语法与语用功能。

汉语的节律形式是多样的，但常用的节律形式是重音、断连与句调的升降。

一、重音

在实际话语里，因语义、语法的需要，往往有些音节或词语读得重一些，有些读得轻一些，重读的音节就

叫重音。重音和轻音相对而言，重音一般都是重要语义的负载所在。单音节的实词不存在结构类型，所以不

存在轻读；单音节虚词（如助 词“着、了、过，的、地、得”）因 语 义 的 彻 底 虚 化，不 可 能 重 读。语 音 实 验 结 果 表

明，体现重音的主要成分是音长和音高，音强的作用是次要的，因命名的习惯，我们仍然沿用“重音”一词。

普通话的重音一般可分两大类：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

（一）语法重音

语法重音又叫基本重音，它是在不受上下文或具体语境规定下，由语言单位自身的结构关系、语义内涵

所规定的重音。换句话说，语法重音是体现语言单位结构关系与语义关系的重音，所以比较有规律，也相对

稳定。语法重音是言语表达首先必须掌握的重音，它关系到表达者对语义的理解与把握，所以比较重要。语

法重音呈现在词、短语与句子三级语言单位中，尤以前两者为主。

1. 词重音

词重音是指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基本轻重格式。词的不同轻重读音格式主要依据于词的结构形式与口

语化的程度。词的重读音直接落在构成词的相关语素（音节）上。普通话词的轻重格式按音节多寡的不同可

分以下几种情况：

（1）双音节词的轻重格式主要有两种：中重格式、重轻格式。

中·重 凡非纯口语化的词一般都读“中重”格，例如：

国家 法律 治疗 卡车 音乐 司令

重·轻 凡以彻底虚化的语素（如“子”、“头”等）为后缀、词根重叠的名词或口语化程度极高的常用词，

一般都读“重轻”格，例如：

石头 孩子 妈妈 黄瓜 暖和 月亮

（2）三音节词有三种格式，其中以“中轻重”和“中重轻”两种格式为多。

中·轻·重：差不多 西红柿 摩托车 巧克力 星期天

中·重·轻：为什么 老太太 胡萝卜 小伙子 不由得

重·轻·轻：朋友们 姑娘家 孩子们

（3）四音节词语因结构的多样，轻重格式较为复杂，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中·轻·中·重：稀里糊涂 老老实实 一举两得

中·轻·重·轻：丫头片子 绣花枕头 外甥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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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双音节词的“轻重”格式不但可以区别语义、词性，还可以跟短语相区别，如“老子”（中重：老聃）

不同于“老子”（重轻：父亲），“花费”（中重：动词）不同于“花费”（重轻：名词），“东西”（重重：短语，东和

西）不同于“东西”（重轻：词，物品）。

2. 短语重音

短语重音是区别不同短语类型的重要形式标志，短语的重音落点与短语的语法结构类型密切相关，不同结

构、不同语义关系的短语一般均有相对固定的重音位置。短语是由词构成的，所以短语的重音要落在具体的词

上；负担短语重音落点的具体词在体现该短语重音时，仍然要遵循该词基本的轻重读音格式。如“买西瓜”是个

述宾短语，该短语的重音要落在宾语“西瓜”上；“西瓜”一词为“重轻”读音格，所以，该短语的重音最后实际叠加

在词重音“西”语素（音节）上。短语重音较为自然，只是在词重音的基础上稍加凸显，不宜读得过重。

按结构类型与语义关系的不同，短语的重音模式大体可分为七类。为说明方便，以下例子用斜体字表示

短语重音所在的语法成分，用着重号表示负担短语重音的具体词。

（1）主谓短语，重音一般都要落在谓语上，例如：

天气热
·

灯亮
·

着 太阳升
·

起来 今天星期天
···

在主谓短语中，谓语是主语的具体陈说部分，它回答主语“怎么样”、“是什么”，与主语相比，这部分是短

语语义的焦点所在，所以重音通常落在谓语部分。

（2）述宾短语，重音一般都落在宾语上，例如：

开车
·

承认错误
··

有希望
··

是扬子江
···

述宾短语的宾语是述语中心语的关涉对象，在语义表达上，它是最后要落实的信息，相对更为具体，故是

语义的凸显点。

（3）偏正短语的重音落点分两种情况：

a. 表示性质、方式、情态、程度、范围、处所、时间等修饰或限定内容的修饰语，一般都是新的、具体信息的

负载成分，所以重音一般均落在修饰语上，例如：

假
·

话 外科
··

医生 借
·

来的钱

广东
··

产 慢慢
··

儿说 从现在
··

开始

很
·

累 都
·

红了 相当
··

麻烦

b. 以人称代词、人名、亲属称谓词构成的领属性修饰语以及表示概数的数量结构构成的修饰语，因不负

载语义焦点，所以重音一般落在中心语上，例如：

她爹
·

我爸爸
··

你的舅舅
··

姥姥的哥哥
··

一些东西
··

几辆汽车
··

4. 述补短语的重音落点分两种情况：

a. 补语表示情态、结果、数量、程度时，补语所追加的是必要的详细信息，所以重音一般都要落在补语成

分上，例如：

忙得团团转
···

（情态补语） 听腻
·

了（结果补语）

跑了三趟
··

（数量补语） 饿极
·

了（程度补语）

b. 补语表示趋向、可能时，重音要落在述语成分上。可能补语、趋向补语的语义虚化程度比较高，所以

没有重读形式，重音一般都要落在中心语上，例如：

满
·

上 回
·

去 唱
·

起来 （趋向补语）

吃
·

得饱 受
·

不了 马虎
··

不得 （可能补语）

5. 同位短语的重音落点也分两种情况：

a. 以常用职务、职称、称呼加特指名构成的同位短语，因语义焦点在更具体的特指内容，故重音要落在特

指部分上，例如：

周恩来
···

总理 鲁迅
··

先生 莎菲
··

小姐 王力
··

教授 雷锋
··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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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属概念加具体种概念的同位短语，因种概念是具体概念，语义一般凸显的都是具体的种概念，故重音

落在种概念部分，例如：

首都北京
··

动物大猩猩
···

小说《红楼梦
···

》

6. 兼语短语的重音一般都落在前后谓语的中心语上，如果后一中心语还带宾语，则重音由述宾结构承

担，例如：

请
·

你上
·

来 逼
·

着他检讨
··

赶
·

鸭子上架
··

催
·

学生交作业
···

谓语通常要负载语法重读音这是一般规律。兼语短语的前后两个谓语相比，后一谓语成分是更具体的

语义说明所在，所以处于两个谓语中心语间的兼语成分虽是前一谓语的宾语（在独立的述宾短语中负载重读

音），但更是后一谓语的主语，所以不能负载语法重音。

7. 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因短语各部分不分主次，均是语义焦点所在，所以重音并列，例如：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老师
··

和学生
··

又大
·

又甜
·

讨论
··

并通过
··

（联合短语）

出门
··

/买东西
···

搬梯子
···

/上房
··

/检漏
··

（连谓短语）

结构复杂的多层短语，其语法重音分布的基本规律与简单短语相同，整个大短语的重音落点按第一层结

构的类型确定，相应的下位结构的重音按相应的规律类推。而语句的语法重音与构成语句的基本成分或短

语类型基本相同。

（二）逻辑重音

由 具 体 上 下 文 语 义 与 特 定 的 语 境 所 规 定 的 重 音 叫“逻 辑 重 音”。 逻 辑 重 音 又 称 强 调 重 音 ，是 在 具 体

的 交 际 情 境 中 对 需 要 凸 显 或 特 别 强 调 的 语 义 所 施 加 的 重 音 ，也 就 是 说 ，具 体 的 交 际 语 义 指 向 什 么 ，逻 辑

重 音 就 凸 显 什 么 ，所 以 它 不 像 语 法 重 音 那 样 受 相 对 固 定 的 规 律 制 约 ，相 对 于 语 法 重 音 而 言 ，它 又 称 为 临

时 重 音 。

逻辑重音只能出现在语句中，不能出现在无独立表达功能的词与短语中。逻辑重音旨在强调，在重音的

力度上明显强于语法重音。

试比较“我在家看书”这句话的语法重音与逻辑重音的区别：

语法重音：我在家 看书
··

。

构成这句话的基本语言单位是一个主谓短语，语法重音应当落在谓语成分“在家看书”上。具体地分析，

处所状语“在家”只是动词中心语“看”的附加成分，所以整个谓语应当是个述宾短语，其骨干成分是“看书”，

语法重音当然落在“看书”上。

逻辑重音：

（1）（谁在家看书？）我
獉

在家看书。

（2）（你在哪儿看书？）我在家
獉獉

看书。

（3）（你在家做什么？）我在家看书
獉獉

。

（4）（你在家看什么？）我在家看书
獉

。

同样一句话，因为上下文的规定与具体表达语义指向的不同，逻辑重音就有不同的落点，可见逻辑重音

与语法重音的区别是明显的。上面四个例句中，第（3）句的逻辑重音与语法重音重叠。由于逻辑重音其表现

力度比语法重音强，所以，即使发生两类重音的叠加，也不影响逻辑重音的显现。

在具体的交际话语中，有些上下文语境是明显的，有些上下文语境是隐含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上

下文语境是客观存在的，它都会对逻辑重音的落点形成制约。例如：

（1）桂林的山真奇
獉

啊，⋯⋯桂林的山真秀
獉

啊，⋯⋯桂林的山真险
獉

啊，⋯⋯

（2）古时候一个人，一手拿着矛
獉

，一手拿着盾
獉

，在街上叫卖。

（3）骆驼很高
獉

，羊很矮
獉

。骆驼说：“长得高
獉

多好啊！”羊说：“不对，长得矮
獉

才好呢。”

（1）（2）与（3）例分别显现的是并列和对比关系。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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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
獉

不去，我
獉

也不去。

（5）起初
獉獉

他只是好吃懒做，后来
獉獉

才发展到偷窃。

（6）他不但会
獉

喝酒，而且爱
獉

喝，有阵子甚至是无酒不下饭
獉獉獉獉獉

。

（4）（5）（6）例分别显现的是条件、承接与递进关系。有些句子虽未明确显示话语条件，但特定的语境与上下

文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

（7）谁
獉

在敲门？

（8）你怎么就这么
獉獉

糊涂呢！

（9）我哪儿
獉獉

做错了，你凭什么
獉獉

责怪我？

（7）（8）（9）例重音词语所显示的语义指向都是明确无误的，言语的背景十分清楚。

二、断连

“断连”是指语言单位之间的顿断分割与连延组合，它其实是语言结构关系的语音标志形式。如“风能 /

发电”（偏正短语）不同于“风 / 能发电”（主谓短语）。

“断连”也有人叫“停延”，在书面形式上，语句部分语言单位间的结构关系可以有相应的标点显示，但充

当语法成分的某些词或某些短语往往没有标点显示，可是由语言结构关系所规定的顿断与连接依然客观存

在。断连主要出现在短语与句子中。

（一）短语的断连

为了说明的方便，以下我们以单斜线 / 作为语言结构单位中第一层顿断的标志（相对较长），以双斜线∥
作为第二层顿断的标志（相对较短）， 以下加波浪线 作为连延的标志。

请看下列短语中同一组里 a、b 两式的对比：

（1）a. 无 /

烟厂 （述宾短语）

b.

无烟 / 厂 （偏正短语）

（2）a. 设计 /

学院的大楼 （述宾短语）

b.

设计学院的 / 大楼 （偏正短语）

（3）a.

没有买票的 （“的”字结构）

b. 没有 /

买票的 （述宾短语，“的”字结构“买票的”充当宾语）

（4）a. 穿 / 破∥


衣服 （述宾短语：宾语为偏正短语）

b. 穿∥


破 / 衣服 （述宾短语：宾语为词）

（5）a. 一个 / 教师的∥


感想 （偏正短语：中心语为偏正短语）

b. 一个∥


教师的 / 感想 （偏正短语：中心语为名词）

（6）a. 他们 / 三个∥


一组 （主谓短语：谓语为主谓短语）

b. 他们∥


三个 / 一组 （主谓短语：谓语为数量结构）

（7）a. 打∥


死 / 老虎 （述宾短语：宾语为名词）

b. 打 / 死∥


老虎 （述宾短语：宾语为偏正短语）

（8）a. 再不 / 适当∥


提高 （偏正短语：“再不”限定“适当提高”）

b. 再 / 不适当∥


提高 （偏正短语：“再”限定“不适当提高”）

例（1）—（3）不同断连的使用在短语的第一层面显示了结构的区别；例（4）—（8）不同断连的使用在短语的第

二层面显示了结构的不同。例（3）a.“没有∥


买票的”是“的”字结构，相当一个名词，指未曾购票的人；b.“没

有 /

买票的”是一个述宾短语，说明一种情况的存在，指（目前）尚不存在来购票的人。例（8）a.“再不 /


适当

∥


提高”意思是主张尽快提高；b.“再 / 不适当∥


提高”意思是不主张继续提高，断连位置的不同形成两个截

然相反的语义。以上诸例中的 a、b 两式在书面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性标志，被称作“歧义短语”，但在实际口

语交际中，人们不会有判断上的误会，凭借的正是节律断连的语音区别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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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的断连

单句组合成分间的 断 连 与 相 应 的 短 语 基 本 一 致，如“这 样 做 / 不 好。”是 偏 正 短 语 作 谓 语；“这 样 / 做 不

好。”则是动补短语作谓语。在书面形式上，句间、句末的某些顿断，现代汉语已具备了一套符号表征系统，那

就是相应的标点。这些顿断标点的应用依据，同样是实际语言中的节律规定，只不过在形式上换成了书写符

号而已。下面是大家所熟悉的几个例证：

（以下用 | 号标志分句间顿断）

（1）a. 不要 /

走到此处∥大小便！ （单句：“到”为介词）

b. 不要走 | ，到此处∥大小便！ （复句：“到”为动词）

（2）a. 我 / 说∥

他不会生气。 （单句：“他不会生气”为全句宾语）

b. 我 / 说 | ，他 / 不会生气。 （复句：前后分句主语分别是“我”与“他”）

c. 我 / 说他 | ，不会生气。 （复句：两个分句主语均为“我”）

（3）a. 男人 /

离开了女人，| 就活不成。 （复句：后一分句主语承前省略）

b. 男人 / 离开了，| 女人 / 就活不成。 （复句：前后分句不同主语）

（4）a. 韩国队 / 打败了∥


日本队 | ，取得了∥胜利。 （复句：后一分句主语承前省）

b. 韩国队 / 打败了 | ，日本队∥取得了胜利。 （复句：前后分句不同主语）

句子顿断的有无或顿断位置的不同会引起句式结构和句义的变化，从结构上分析，例（1）例（2）的 a、b 两式

均为单句与复句的区别。从语义上分析，例（1）（2）顿断的有无表示不同的意思；例（3）（4）虽都是复句，因句

间顿断位置的不同表达的是截然相反的句意。显而易见，语句中有标点的顿断与短语中无标志符号的顿断，

无论在功能上还是规律上都有相应的一致性，是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间界限的标志，均属汉语节律的范畴，

区别只在顿断时间的长短。就一般规律而言，句号、问号、叹号后面的顿断时间比分号、冒号长；分号、冒号后

面的 顿 断 时 间 比 逗 号 长；逗 号 后 面 的 顿 断 时 间 比 顿 号 长。基 本 规 律 如 下（符 号 / 表 示 并 列，> 表 示“时 值

长于”）：

。 / ？ / ！ > ； / ： > ， > 、

至于省略号或是破折号，顿断的时间宜视具体语意而定。段落之间的顿断时间一般又比句末顿断要长。我

们不仅要重视有标点符号所显示的“标志顿断”，而且也应当对那些在书面形式上尚没有符号标志，但是在表

达实践中确有结构表征作用与语义区别功能的汉语断连予以相应的重视，它们在正确的表达过程中同样是

不可或缺的。

重音与断连两种节律形式并不总是彼此孤立的，两者的并用往往能使表达功能更加显豁，例如：

（1）a. 已 / 经过
獉獉

了 （偏正短语，“经过”是一个动词）

b.

已经 / 过

獉
了 （偏正短语，“已经”是一个副词）

（2）a. 关于 / 鲁迅
獉獉

的杂文 （介词短语：关于⋯⋯杂文）

b. 关于鲁迅
獉獉獉獉

的 / 杂文 （偏正短语：关于鲁迅⋯⋯）

（3）a. 广东 / 产龙眼
獉獉獉

。 （主谓句）

b. 广东产
獉獉獉

/ 龙眼 （偏正短语）

（4）a. 他们 / 说不来
獉獉獉

。 （主谓句：词“说不来”作谓语：说不到一起）

b. 他们 / 说 ∥不来
獉獉

。 （主谓句：述宾短语“说不来”作谓语）

一系列的例证说明，重音与断连这两种节律形式不但是不同语义区别的形式标记，也是汉语不同结构不

可缺少的组合手段。

三、句调升降

句调升降主要指句调的音高变化。句调贯穿于整个句子的始终，但却突出地体现于句子的末尾。句末

不同的标点实际上是不同语调的标示。不同的句调标志不同的语气，表示不同的句义，如“怕什么？↗”用上

升调表示征询；“怕什么！↘”用降调表示的是肯定：没有什么可怕的。

口语中常见的句调形式有降调、升调、平调和曲折调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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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调

说话时句尾呈前高后低的下降句调。表示陈述、祈使、感叹等语气要用降调，如说明、命令、感慨等。在

书面形式上，陈述、祈使语气用句号标志，感叹语气用叹号标志。例如：

（1）爷爷和奶奶都退休了。↘ （陈述）

（2）各位旅客，广州车站到了。↘ （陈述）

（3）快，追上去！↘ （祈使：命令）

（4）买朵花儿吧，先生！↘ （祈使：祈求）

（5）多么蓝的大海啊！↘ （感叹）

（二）升调

说话时句尾呈前低后高的上升句调。升调常表示征询、疑惑、反问等疑问语气。例如：

（1）屋里有人吗？↗ （征询）

（2）这么多活儿他一个人就能对付？↗ （疑惑）

（3）难道你没看见？↗ （反问）

升调只可能出现于疑问句式中，但疑问句不一定都是升调，例如：

（4）（温和而又礼貌地）杨老师是哪位？

（5）（略带埋怨地）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例（4）例（5）可 以 用 升 调 ，也 可 以 用 降 调 ，原 因 有 二 ：1 . 两 个 句 子 中 都 已 有 疑 问 代 词 ，不 用 升 调 也 可 以

表 示 疑 问 ；2 . 当 征 询 的 语 气 强 烈 时 用 升 调 ，当 征 询 的 语 气 不 强 烈 ，且 同 时 伴 有 陈 述 等 其 他 语 气 时 ，可 以

用 降 调 。

（三）平调

说话时句调没有明显的升降趋势，调高一般较平展。平调一般表示冷淡、含蓄的讥讽等语气，例如：

（1）处长的儿子又怎么样？处长的儿子就能目无法纪？→ （冷淡）

（2）当班长了？那可了不得。→ （讥讽）

（3）行啦，不要再张家长李家短啦！→ （不耐烦）

平调在没有明显调高升降的同时，往往伴随一定的时间延长。

（四）曲折调

说话时句调的高低有曲折变化。曲折调大多用来表示讥讽、嘲笑、埋怨等复杂的语气。例如：

（1）就你行，谁能跟你比哟！ （讽刺）

（2）人家现在当经理啦，说话不一样啰。 （讽刺）

（3）当初你要是听他吹呀，那就惨啰！ （感慨）

曲折调也往往伴随一定的时值延长。由此可见，句调升降是在语气、语义、语用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形

成的。

句调属于语句的范畴，声调属于音节的范畴，但两者也有一定的联系。就总体格局而言，句调贯穿于全

句的始末，它不受制于声调调形的升降；当在句子末尾时，句调的升降趋势对处于句末的音节可能产生一定

的影响。例如：

（1）他是小杨？↗

（2）他不去？↗

当句调为升调时，例（1）“杨”的声调调值升得稍高，例（2）“去”的声调降得稍少。

（3）他是小杨。↘

（4）他不去。↘

当句调为降调时，例（3）“杨”的声调比原调值稍低些，例（4）“去”的声调降得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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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调对音节声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音节声调的绝对音高，以服从句调的基本走势。如果句末音节

的声调与句调的升降走向一致，句调就会使声调的高低声域相对扩大；如果句末音节的声调与句调的升降走

向不一致，句调就会使声调的高低声域相对缩减，但不会因此完全改变句末音节的基本调形。

句调不仅有区别语气的作用，而且有表达情感与语义分寸的作用，所以它不但与音高有关系，而且与音

长、音强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1）他不在家？↗ （一般疑问，以单上升箭头表示。时值相对较短）

（2）他不在家？↗↗ （强烈疑问，以双上升箭头表示。时值相对较长）

（3）他不在家。↘ （一般陈述，以单下降箭头表示。时值相对较短）

（4）他不在家。↘↘ （恳切陈述，以双下降箭头表示。时值相对较长）

练习题

一、按照普通话词语的轻重格式规律，正确地读一读下面的词和短语。

后悔 恢复 新鲜 放假 安全 便宜 宽阔 距离 咳嗽 列车 帐篷

西红柿 老大爷 电视剧 维生素 一下子 积极性 葡萄酒 没关系

不慌不忙 扬眉吐气 龙飞凤舞 雄心壮志 万马奔腾 改革开放

拿不起来 长江和黄河 三点半 太棒了 在学校 找朋友 看看再说

二、读读下面的话语，按照上下文意思，用适当方式处理语句中的重音。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

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

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 不 长 吧？”普 之 仁

说：“活得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我回了一声：想不到

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三、结合口语语感读一读下面的短语，仔细体会重音落点有什么不同：

1. 西藏自治区 西藏是自治区

2. 广东省省会广州 广州郊区

3. 真漂亮 漂亮极了

四、读读下面的话语，体会语句语调的高低升降的变化。

⋯⋯（李空山）擦了这把脸，他活泼了一些，半笑地说：

“把一个官儿也丢咧，哼！也好，该结婚吧！老丈人，定个日子吧！”

晓荷回不出话来，只咧了一下嘴。

大赤包极沉着地问：“跟谁结婚？”

“跟谁？跟招弟呀！还有错吗？”

“是有点错儿！告诉你，空山，拣干脆的话，你引诱了招弟，我还没有惩治你呢！结婚，休想！两个山字落

在一块儿，你请出！”

思考题

一、现代汉语的节律系统里所有起作用的语音形式有哪一些？能够区别语义与语言结构的有哪几种？

举例说明。

二、语句重音有哪两种，各有什么特点？词重音与短语重音、语句重音之间是什么关系？

三、举例说明顿断与连延节律的作用。

四、疑问语气是否都是升调？为什么？

五、判断下列短语有无歧义？若有歧义，你在实际口语中是如何用节律手段加以区别的？

1. 参观大厅

2. 从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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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爸爸和妈妈的朋友

4. 咬伤了猎人的狗

5. 别跑啰

6. 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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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 字

第一节 现代汉字概述

学习要点：了解汉字的历史和功绩，以及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能够运用传统造字法以及新造字

法分析现代汉字，并能分析现代汉字构形成分的属性。

一、汉字的历史和功绩

汉字是汉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为适应交际需要而独立创造出来的书面交际工具。在人

类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汉字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文字系统。它在记录语言的方法、造字的方式、字形的

结构等诸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字。世界上其他一些古老的文字，如埃及的圣书字和美

索不达米亚的楔形字，在两千多年前就都先后消亡，成为历史的化石。唯独汉字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历经

几千年而不衰。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像汉字这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汉字不仅是中国的而且

是世界的文化瑰宝。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符号体系。过去汉字曾被亚洲一些国家（如越南、朝鲜、日本）长期使

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现在，除中国（包括台 湾 省 和 香 港、澳 门 特 区）外，使 用 汉 字 的 国 家 还 有 日 本、韩

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今天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有十三亿。

汉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首先，它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发挥过并继续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它为汉族人民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第三，它还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人

类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汉字的计算机输入、输出和存储这一世界性难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在世界进入

信息时代的今天，先进的电脑与古老的汉字正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汉字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

交流信息的工具，而且成为人与机器沟通信息的纽带。使用范围和效能上的这种变化使汉字面临一场新的

挑战，为汉字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

二、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现代汉字指现阶段正在使用的汉字，它记录的主要对象是现代汉语。判断一种文字符号体系的性质，首

要的是研究这种文字与它所记录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考察现代汉字的特点，还必须跟拼音文字符号体系进

行比较。

（一）现代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表意文字

语言是音义的结合体。文字记录语言的时候，或者从音入手，或者从义入手，或者同时从音义入手。拼

音文字记录语言都是从音入手的，即用音符记录语言。例如英文单词 man（人）是用音符 m、a、n 来记录英语

中［ｍｎ］这个名词的。汉字记录汉语则兼用三种方法：

1. 从义入手，用意符（形旁）记录语言。例如用“ ”（侧身而立的人形）来记录 ｒéｎ（人）这个名词，用“ ”

（伸手采摘树上果子）来记录 ｃǎｉ（采）这个动词，用“ ”（三条横线）来记录 ｓāｎ（三）这个数词。

2. 从音入手，用音符记录语言。例如“亦”的古字形像人臂下的胳肢窝，后借去记录副词 ｙì（亦）；“须”的



古字形像胡须，后借去记录副词 ｘū（须）。这些字形符号，当它们被借去记录同音语词的时候，原字和新字的

字义失去逻辑上的联系，仅在语音上保持一致。

3. 同时从音义入手，兼用音符（声旁）和意符（形旁）记录语言。例如“柑”，左半是树木的标记，跟名词

“柑”在意义上保持联系，是意符（形旁）；右半“甘”标注这个词的读音，是音符（声旁）。意符和音符互补，提

供了字形记录大量语词的可行性。

汉字绝大多数都是兼用表音和表义的方法，所以形声字是支撑现代汉字大厦的栋梁。但是现代汉字的

意符和音符所起的表义标音作用已经有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语言本身，包括语义和语音在长期使用

中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跟变化相对滞后的汉字的意符音符产生了距离；二是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

体自身也多次发生变化。特别是从秦汉开始，汉字进入隶楷阶段，汉字形体跟它所记录的汉语在音、义上的

联系变得松散。一些表义符号已经看不出原先所象之形和所表之意，成了既不象形又不表意的记号；一些表

音符号跟它所记录的语词的实际读音也已相距甚远，成了不表音的记号。但是这些记号在汉字符号总量中

还未占到多数，而且这些记号本身也是从意符音符演变过来的，所以总起来说，现代汉字还是一种“意符音符

文字”，可以简称为“意音文字”。

汉字的音符，同表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的区别。表音文字的音符是专职的，汉字的音符是非专职的，是

借用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字符充当的。有些符号（如“耳”），既可以独立成字，也可以在甲字中充当意

符（如“聆”），在乙字中出任音符（如“饵”），在丙字中既作音符又作意符（如“珥”）。表音文字的音符数量很

少，一般只有二三十个。现代汉字中音符的数量很多，超过一千个。表音文字的音符跟它提供的语音信息基

本一致，现代汉字的音符跟它提供的语音信息常常不一致，但它们毕竟显性或隐性地传递了语音信息，为记

录和认读汉字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字的意符（形旁），在传递语义信息上的功能，是表音文字所不及的。尽管绝大多数意符（形旁）只能

提示语义的类别或范围，不能传递准确、具体的语义信息，但是，从总体来看，现代汉字的意符（形旁）反映了

字义的系统性，从字形上区别了语音信息相同而且采用同一音符的语词，例如“消、销、逍、宵、霄、硝、绡、魈”。

相对于表音文字来说，意音文字仍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现代世界各国所用的文字多数是表音文字，我国的藏

文、蒙文、维吾尔文等也都是表音文字，唯独汉字基本上仍是一种表意文字符号体系。

（二）现代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语素文字

表音文字根据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不同，可以分为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类型。音素文字用符

号（字母）记录语言中的音 素，如 英 文、俄 文；音 节 文 字 用 符 号（字 母）记 录 语 言 中 的 音 节，如 日 文 的 假 名 和

梵文。

汉字的字符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呢？大致有四种情况：

1. 有的汉字由一个意符单独组成，该意符记录的是音义结合的语素，如“门”，它所记录的语素，其语音

为 ｍéｎ，语义为“建筑物的出入口”。

2. 有的汉字由几个意符组成，这些意符分别表示的只是跟被记录的语素义相关的一部分意义成分，如

“休”，由“亻”和“木”两个意符组合而成，用人倚树旁来记录“休（息）”的语义。

3. 有的汉字由一个意符（形旁）和一个音符（声旁）组成，意符（形旁）记录该语素的义类，音符（声旁）记

录该语素的音节，如“花”，形旁是“艹”，表示这个语素的意义属植物一类，声旁是“化”，表示该语素的读音近

似于 ｈｕà。

4. 有的汉字由一个音符单独组成，该音符记录的是非词语素的音节，如“马达”的“马”，它在词中只起记

录音节 ｍǎ 的作用。

汉字在记录语言时，利用了语素音义兼顾的特点，用能产性极强的形声字分别记录语素意义所属的类别

和语素的音节。因此，从汉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单位来看，现代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语素文字。

（三）现代汉字在形体上呈现为方块形式

文 字 符 号 的 组 合 主 要 有 两 种 方 式 ：一 种 是 线 性 排 列 ，一 种 是 平 面 组 合 。 大 多 数 拼 音 文 字（拉 丁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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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斯 拉 夫 系 文 字 和 阿 拉 伯 系 文 字）是 线 性 文 字 ，它 们 的 构 成 成 分 像 一 条 线 似 地 依 次 排 列 ，顺 着 一 个

方 向 延 伸 。 汉 字 是 一 种 平 面 性 文 字 ，它 的 构 成 成 分 是 横 向 和 纵 向 展 开 ，形 成 平 面 布 局 。 在 一 个 平 面 内 ，

不 管 有 多 少 个 构 成 成 分 都 要 均 衡 地 分 布 在 方 方 正 正 的 框 架 里 ，呈 现 为 方 块 形 式 ，所 以 汉 字 又 被 称 为“方

块 字”。

汉字从隶书发展为楷书，形象性减弱，符号性加强。这一变化要求构成字形的线条本身必须具有鲜明的

特征，以此来保证每个汉字字形具有较高的区别性。汉字字形整体形象性的减弱和字形线条个性特征的加

强，正是笔画得以产生的基础。于是汉字逐渐实现从线条化向笔画化的转换，形成了汉字的笔画系统。汉字

呈方块形式的特点，有利也有弊。优点主要表现在阅读上：（1）方块组合比线性排列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

能够节省篇幅，节省目力，有利于阅读。（2）方块形式的汉字，不管笔画多少，从一画的“乙”字到三十六画的

“齉”字，都分布在大小相同的方块形平面之中，造成单位面积内笔画密集程度不一。因此，汉字符号之间在

形体上的差异度较大，视觉分辨率较高，有利于快速阅读。缺点主要表现在书写上：（1）方块形式的汉字字

符，其笔画呈现多向分散，例如“米”字，运笔方向分散，加长了笔程，影响了书写速度；而线形的拼音文字，运

笔方向单一，书写时顺手就势，速度较快。（2）从信息处理来看，线性的拼音文字可以直接输入电脑，而汉字

要通过编码把方块组合拆散成线性排列，再由线性排列还原成方块组合，程序比较复杂，影响了计算机处理

的效率。

方块汉字不实行分词连写，人们阅读时不是以一个个词为单位，而是以一个个字为单位映入视网膜。使

用者要准确理解语义，必须在头脑中作一番组字成词的工作。有时必须把一串字符看完后联系上下文才能

确定某字是与前一字还是与后一字组合，这样就会影响阅读速度。例如“发展中国家用电脑”这一字符串，其

中“国”与前面的“中”字相连可以组成“中国”，与后面的“家”字相连又可以组成“国家”，究竟是“发展 / 中

国 / / 家用 / / / 电脑”，还是“发展中 / / 国家 / 用 / / 电脑”，必须联系上下文才能确认。

总之，现 代 汉 字 是 一 种 表 意 性 质 的 语 素 文 字，这 是 它 区 别 于 纯 粹 表 音 的 音 素 文 字 或 音 节 文 字 的 基 本

特点。

三、汉字的造字方法

现代汉字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古代汉字演变而来的传承字，还有一部分是现代新造的字和经过简化、整

理的字。分析现代汉字的造字法主要是要分析传承字和新造字的造字法。有关汉字简化的方法，将放在有

关简化汉字的章节中去讨论。

造字法，通常采用传统的“六书”来分析，“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目前多数人认

为假借、转注是用字问题，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是造字方法。

（一）象形

用线条描画出事物的形象，其字形与字义联系比较具体、紧密。这类字大多表示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

实物。比如：

（衣），像一件衣服。

（鸟），像合翅停立的鸟。

许多事物用几根线条很难画出，有的即使能画，也非常复杂，不符合书面交际的要求，所以用这种方法造

出来的字并不多。在《说文解字》里，象形字约占 4% 左右。由于简化等原因，这类字的形体现在已经不再象

形，失去了跟字义的联系，变成了记号。

（二）指事

用抽象符号来提示字义。这类字可以分两种：

1. 纯符号的，比如：

（一），用一根线条表示所记录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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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一根短线条在另一根长线条之上表示方位。

这些线条记写的不是木棍、木条之类的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数字或方位。

2. 在具体事物的图形上添加抽象符号，比如：

（末），在树木的顶端加一短横，指示那里是树梢。

（刃），在刀锋处加一个点儿，表示那里是刀口。

这种方法造的汉字局限性很大，所以字数极少，纯符号的指事字更少。《说文解字》里仅占 1. 1% 左右。这些

字的大多数，由于不再象形，所以也不能从字形上直接读出字义了。

（三）会意

用两个或几个物体的图形组合出字义。比如：

（涉），用人的两脚分别在水溪两侧，表示徒步涉水的意思。

（析），用斧子砍木头，表示分开的意思。

会意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创造的，所表示的字义可从几个象形字组合的关系上显示出来，所以能把没法直接

描画的一些动作、状态表示出来。会意字在《说文解字》里约占 12. 4% 左右。这种造字方法，现在仍在少量

地应用。比如：

拿，用单手握紧或两手合拢表示拿物的动作。

尖，用上“小”下“大”，表示尖的形状。

（四）形声

由形旁与声旁组成，形旁表示大致的字义或字义的类属，声旁提示字的读音（或近似的读音）。比如：

湖，用“氵”（三点水）表示字义跟水有关，用“胡”注明字的读音。

盛，用“皿”（皿字底）表示字义跟器皿有关，用“成”注明字的读音。

形声法综合利用字形表义和字形表音这两种手段，比如“芭”（ｂā） ／“疤”（ｂā）／“笆”（ｂā） ／“鲃”（ｂā） ／

“爸”（ｂà），声旁都是“巴”（个别字声调不同），但用不同形旁加以区别；再如“松”（ｓōｎｇ）／“柏”（ｂǎｉ）／“杉”

（ｓｈāｎ）／“桐”（ｔóｎｇ），这些形旁相同的字，由于声旁不同，也能够区别开了。形声法是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方

法。在《说文解字》里，形声字已占 82% 。

现代新造的字，它们的造字法主要是继承传统，但也有少数新创造的。

1. 切音合形造字法。即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字义也合，读音则利用切音方法记录，即取前字的声母、

后字的韵母（或近似韵母）和声调。例如方言字“朆”，音 ｆēｎ，是“勿”和“曾”的方言音的切音；字义“不曾”，

是“勿”和“曾”的合义。

2. 省形的切音合形造字法。字音和字义跟上面的方法相同，只是字形各取其半。例如科技用字“巯”和

“羰”。“巯”音 ｑｉú，是“氢（ｑīｎｇ）”和“硫（ｌｉǔ）”的切音，字义是“有机化合物中含硫和氢的基”，字形则从原有

汉字“氢”和“硫”中各取一半。

3. 省形造字法。在原有汉字字形的基础上省略部分笔画而成。例如象声字“乒”和“乓”，就是“兵”省

略了一笔；粤方言表示“没有”的方言字写作“冇”，就是“有”字省略了中间两小横。

四、现代汉字构形成分的属性

对 现 代 汉 字 构 形 成 分 进 行 分 析 ，就 是 把 现 代 汉 字 字 形 构 字 部 件 的 属 性 如 实 地 描 写 出 来 。 构 字 部

件 的 属 性 ，在 这 儿 指 的 是 部 件 跟 整 字 在 音 义 上 的 关 系 ，可 以 分 为 三 类 ：意 符 、音 符 和 记 号 。 凡 是 跟 整

字 在 意 义 上 有 联 系 的 部 件 ，称 为“意 符”。 凡 是 跟 整 字 在 读 音 上 有 联 系 的 部 件 ，称 为“音 符”。 凡 是 跟

整 字 在 意 义 和 读 音 上 都 没 有 联 系 的 部 件 ，称 为“记 号”。 这 里 的 意 义 、读 音 都 是 指 的 现 代 汉 字 的 字 义

和 字 音 。

根据现代汉字构字部件的数量，可以把现代汉字字形分为单部件字和多部件字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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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部件字

单部件字有：意符字和记号字。

1. 意符字———由一个意符单独构成，从现代汉字的字形上就可以大致读出字义。比如：

凸 字义是“高出周围”。

凹 字义是“低于周围”。

还有“一”、“二”、“三”等字。这类字在现代汉字中数量很少。

2. 记号字———由一个记号单独构成，从现代汉字的字形上，既不能知道字义，也不能读出读音。这些字

的来源：

1）有的是古代的象形字。比如：水，古字形写作 ，像小河流水。现代汉字字形已经没有一点儿流水的

样子了。

2）有的是古代的指事字。比如：前边讲到的“末”、“刃”。

3）有的是古代的假借字。比如：求，古字形写作 ，像带毛的兽皮。现代汉字的字形跟现代汉字的字

音、字义都联系不起来了。

4）有的是古代的形声字。比如：年，古字形写作 ，表音部件是“千”；现代汉字的字形已经粘黏，看不

出原来的意符和音符了。

5）有的是多部件字的简化形体。比如：门，繁体字写作“門”，是从古字形 演变来的。从简化形体已看

不出任何字音、字义的信息。

（二）多部件字

多部件字有五类：合成意符字、意符音符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合成记号字。

1. 合成意符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符构成，从现代汉字字形看，可以说是合字表义。比如：泪，用

“氵”（三点水）和“目”表示眼泪；掰，用两只“手”和“分”表示用两手分开东西。

2. 意符音符字———由意符和音符构成。从意符可以大致知道字义的类别，从音符可以大致读出字音。

比如：惊，意符是“忄”（心），音 符 是“京”，字 义 表 示“精 神 受 了 刺 激，突 然 不 安”；娶，意 符 是“女”，音 符 是

“取”，字义表示把女子接过来成亲。

3. 半意符半记号字———由意符和记号构成。这类字大多 是 古 代 的 形 声 字，它 们 的 声 旁 在 现 代 汉 字 中

已不能标注字音，变成了记号，比如：江（ｊｉāｎｇ） 意符是“氵（水）”，“工”（ｇōｎｇ）是既不表义又不 表 音 的 记

号，字义是大河的通称；刻（ｋè），意符是 “刂（刀）”，“亥”（ｈàｉ）是 既 不 表 义 也 不 表 音 的 记 号，字 义 是 用 刀

子挖、雕。

4. 半音符半记号字———由音符和记号构成。这类字以前大多是形声字。它们的形旁（意符）在现代汉

字中失去了表意作用，成为记号。比如：球，音符是“求”，意符“王（玉）”原指美玉。在现代汉字中，“球”的

字义是“圆形的立体物”或“指某些球形的体育用品”。“王”成为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笨，音符是“本”，

意符“⺮”，原字义跟竹子有关。（“笨”的古字义是“竹衣”，即竹子的内层，白色，薄如纸。）现代汉字中，“笨”

的字义是“不聪明、不灵巧”，“⺮”成为既不表义也不表音的记号。

5. 合成记号字———组合成字的部件都是既不表示字音又不表示字义的记号。这类字有的是从古代象

形字演变而来的。比如：鱼，古字形写作 ，象形。组成现代汉字字形“鱼”的部件都不能表示鱼的字音或字

义。有的原来是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它们的形旁和声旁都失去作用，变成了记号。比如：特，原来是形声

字。形旁是“牛”（原指公牛），声旁是“寺”。现代汉字的字 义 是“特 殊 的、不 平 常 的”，字 音 是 ｔè，原 来 的 形

旁、声旁都成了记号。还有的是简化形体。比如：圣，部件“又”和“土”跟字音字义都没有联系，是两个记号

合成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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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汉字的字体

（一）古今汉字字体的演变

字体指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各种不同体式。如汉字手写的楷书、行书、草书，印刷的宋体、仿宋体、楷体、黑

体等。至于书法艺术上的种种字体，如欧体、颜体、柳体，指的是书法的派别，又称“书体”，不属于严格文字学

的范围。

汉字的字体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陆续出现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各具特点的

字体。（参见“汉字字体演变图”）汉字字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难变为简易。由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小篆，

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小篆又简化为隶书，隶书又简化为草书和楷书，楷书又跟草书结合为行书。其中，隶变

在字体演变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它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字字体演变的简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字形的结

构和写法上。比如结构成分的归并或省减；书写时图画性减弱，符号性增强；绘画式的线条变成由点和直线

构成的笔画。当然，在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也有字形结构繁化的现象。为了区别同音异义字而添加形旁就

是比较典型的一类，比如“其”的原义是簸箕，借为虚词后，就用添加“竹字头”的“箕”来记录簸箕义。相对

“其”字而言，“箕”的字形结构趋于繁复化。但是繁化的影响跟简化不能相提并论。从总体来看，简化毕竟

是汉字字体演变的主流，这是由文字的职能决定的。下面是“日、月、车、马”四个字的字体演变图。

汉字字体演变图

字体的演变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是新的字体一出现，旧的字体就淘汰，而是经过一段新旧字体并

存的时间，才由新体代替旧体。旧体不通行后，也不是就此废弃，而是在某些场合仍旧使用。比如汉魏两代，

小篆已经不通行了，但《说文解字》仍用篆书。隋唐两代，楷书早已通行，但在石刻上仍旧有人写隶书。直到

现代，在写对联、刻印章、绘画题词时还有人把篆书或隶书作为艺术性的字体来使用。

汉字字体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社会交际需要，即要求文字高效率地服务，要求书写快捷、辨认清

晰、印刷方便。其次的原因才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以及政治上的需要。从甲骨文以来，文字的书写速度和辨识

效率一直是字体发展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形成了汉字的多种字体。

（二）现代汉字字体的种类

现代汉字的字体可分为手写体和印刷体两大系列。手写体灵活、多样，易于表现个人风格；印刷体清晰、

端正，在文字的传播中起规范作用。

1. 手写体

手写体是指文字的手写形式。现代汉字手写体主要有楷书、草书、行书等三种。

（1）楷书是现代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也叫正楷。“楷”是楷模、法式的意思。楷书笔画分明，笔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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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结构端庄，字形方正，是汉字的标准字体。

（2）草书打破了汉字的方块形体和结构系统，改变了楷书向四面八方用笔和不断起笔落笔的书写方法，

而把许多原来的笔画和偏旁变成易于一笔连写的符号。有不少楷书是十几笔的字，草书只用两三笔就勾画

出来了。这样就把方块字的结构和写法高度简化，达到书写快捷的目的。

（3）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近于楷书而不拘谨，近于草书而不放纵；笔画连绵而各

字独立，字形清晰易认，书写效率高，实用性强，是楷书的主要辅助字体。

2. 印刷体

印刷体是指文字的印刷形式，现代汉字印刷体主要有宋体、仿宋体、楷体、黑体四种。

（1）宋体又称老宋体。笔画严谨，横细竖粗，结构紧密，字形方正。书报的正文一般都用宋体。

（2）仿宋体是采用宋体的结构、楷书的笔法而成的，其笔画粗细一致，结构匀称，字形清秀，有长、方、扁

三体。多用于一些特殊场合，比如诗词的正文、文章的引文、书籍的序言或图片的说明等。

（3）楷体又称活体，笔画浑圆，笔调灵活，结构端正，字形美观。多用于排印通俗读物、中小学课本和儿

童读物。

（4）黑体又称粗体、方头体。笔画粗重，横平竖直，笔端统一，字形丰满。多用于标题、标语、广告或文章

中表示着重点的部分。

下面以“学”字为例列出印刷体的四种字体。

字 体 宋 体 仿 宋 楷 体 黑 体

例 字 学 学 学 学

以上四种字体中，宋体和楷体是最常用的印刷体。在字形整理前，宋体的字形结构和笔形同楷体的字形

结构和笔形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楷体的“即”字，宋体作“即、卽”，楷体的“真”字，宋体作“眞”。宋体和楷体

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别，不仅给汉字的识字教学增添了负担，也给人们的应用带来不便。为此，有关部门对印

刷宋体字形进行了整理。由于印刷楷体的字形结构和笔形同手写楷书基本一致，为便于人们学习和应用，整

理字形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尽可能使宋体的字形结构和笔形向楷体靠拢。1965 年 1 月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 6 196 个通用汉字规定了通用字体（“宋体”）的规范字形。

印刷部门遵照这个规范刻制成铅字字模。此后一般书报期刊都采用这种规范的字体来印刷。

印刷体根据字体大小编号。常用的字号从大到小有初号、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新四号）、五

号、小五号（新五号）、六号、七号等十种。

练习题

一、填空。

1. 汉字是世界上 的文字。

2. 除中国外，现在使用汉字的国家还有 。

3. 现代世界各国所用的文字可分为 和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汉字属于 性质

的文字，日文的假名属于 性质的文字。

4. 大多数拼音文字是线性文字，汉字是 文字。

5. 先进的电脑与古老的汉字正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汉字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

的工具，而且成为 沟通信息的纽带。

6. 在空格内填上各字的造字方法。

例 字 木 本 禾 休 沐 林 果 采 相 校

造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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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相应的造字法下面打钩：

例 字 丘 甘 卉 囚 束 析 刺 崇 慕 燕 固 颖

象 形

指 事

会 意

形 声

二、判断

汉字的声旁又叫声符，其表音功能相当于拼音文字的音符。（ ）

三、问答

1. 现代汉字有哪五个特点？这些特点对汉字的学习和使用有什么影响？

2. “森”表示树多貌，“淼”表示大水貌，运用同样的造字法所造的汉字，你还能举出 4—5 个例字来吗？

3. 新造字的造字方法有哪几种跟传统的方法不同的？请举例说明。

4. 现代汉字多部件字的构形成分属性可以分为哪几类？

5. 为什么把隶书看做从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过渡字体？

6. 四种印刷体各有什么作用？请举例说明。

四、选择

1. 汉字字体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变化是（1）小篆的出现（2）隶变（3）楷书的定型。（ ）

2. 目前最通行的印刷体是（1）宋体（2）仿宋（3）楷体（4）黑体。（ ）

五、判断

1. 汉字字形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因此汉字的本质特性是音节文字。（ ）

2. 汉字的声旁，其表音功能相当于拼音文字的音符。（ ）

思考题

一、有人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所以落后，应该改为拼音文字；但是也有人认为汉字是全息码文字，属

最高级的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方向。你认为应该如何正确评估汉字的优点和缺点？

二、为了提高汉字阅读和信息处理的效率，有人建议实行“按词书写”，即在词与词之间留出空白。你认

为这一建议有无必要和可行性？为什么？

第二节 现代汉字的字形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字笔画类别以及笔画顺序；能够运用现代汉字常用部件和部件拆分方法对汉

字进行结构分析。掌握重要概念：笔画、部件、偏旁、部首、独体字、合体字

现代汉字的字形构成是分层次的，可以逐层进行分析。从整字分解出部件，从部件分解出笔画；也可反

过来说，由笔画组成部件，由部件组成汉字。例如笔画“丿丨丶一一一丨一”可以组合成部件“隹”，笔画“丶

丶丶丶”可以组合成部件“灬”；部件“隹”与“灬”可以组合成整字“焦”。“焦”的字形结构层次如下图：

笔 画 部件 整字

丿丨丶一一一丨一 → 隹 ↘

焦

丶丶丶丶 → 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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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画与笔顺

（一）笔画

笔 画 是 构 成 现 代 汉 字 字 形 的 最 小 单 位 。 早 期 书 写 汉 字 的 主 要 工 具 是 刻 刀 和 龟 甲 兽 骨 ，后 来 为 了

提 高 书 写 的 效 率 ，人 们 又 发 明 了 柔 软 的 毛 笔 和 纸 张 。 汉 字 字 形 形 象 性 的 减 弱 和 符 号 性 的 增 强 ，要 求

构 成 汉 字 字 形 的 线 条 本 身 必 须 具 有 鲜 明 的 个 性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保 证 每 个 汉 字 字 形 有 较 高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

就书写过程而言，笔画是有起止的线条，从落笔到下一次提笔的过程中写出的点和线就叫一笔或一画。

在不同的字体中，笔画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完全相同。本节所说的笔画是以印刷体的主流字体作为分析对象

的，如宋体、楷体等；所说的笔画数、笔画形状、笔画顺序一律以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65 年 1 月

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于 1988 年 3 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

用字表》提供的字形为准。

1. 笔画的数目

现代汉字整字的笔画数，少的只有一笔，如“一”“乙”（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位一体），多的有二三十笔，如

“矗”24 笔、“爨”30 笔。笔画数的多少是汉字区别字形的重要手段之一。

准 确 计 算 每 个 汉 字 的 笔 画 数 ，需 要 两 个 条 件 ：一 是 统 计 的 对 象 必 须 是 规 范 字 形 。 比 如“鬼”，规 范

字 形 是 9 笔 ，而 已 被 整 理 淘 汰 的 旧 字 形“”则 是 10 笔 。 二 是 要 遵 守 汉 字 书 写 的 基 本 规 则 。 如 同 一 个

笔 画 ，笔 尖 只 能 走 一 次 ，不 能 来 回 走 。 又 如 横 笔 的 走 向 只 能 从 左 到 右 ，不 能 从 右 到 左 ；竖 笔 、撇 笔 、捺 笔

的 走 向 只 能 从 上 到 下 ，不 能 从 下 到 上 。 为 了 正 确 计 算 笔 画 数 ，还 要 注 意 以 下 规 则 ：（1） 笔 画 与 笔 画 在

字 的 左 上 角 相 接 时 ，分 作 两 笔 ，如“厂 、日”等 。（2） 笔 画 与 笔 画 在 字 的 左 下 角 相 接 时 ，有 两 种 情 况 。 如

是 全 包 围 结 构 的 字 ，如“回 、田”等 ，分 作 两 笔 ；如 不 是 全 包 围 结 构 ，连 作 一 笔 ，如“山 、区”等 。（3） 笔 画

与 笔 画 在 字 的 右 上 角 相 接 时 ，连 作 一 笔 ，如“月 、句”等 。（4） 笔 画 与 笔 画 在 字 的 右 下 角 相 接 时 ，分 作 两

笔 ，如“由 、雷”等 。

根据统计，《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 7 000 个，9 笔的字最多，其次是 10 笔和 11 笔的字。《辞海》（1979

年版）收字 11 834 个，12 笔的字最多，其次是 11 笔和 10 笔的字。

2. 笔画的类别

依据笔势和走向，现代汉字的笔画可以有 31 种不同的形式。笔画的形式简称为笔形。

现代汉字的笔形可以有概括的和细致的两种分类法：概括的分类法把笔形分为八类或五类；细致的分

类法先把笔形分为基本笔形和派生笔形（也称复合笔形）两个大类，然后再分出小类。

（1）汉字笔形八类说和五类说

八类笔形是指：点、横、竖、撇、捺、提、折、钩。因为“永”字刚好含有这八种笔形，书法界就有“永”字八法

之说。

五类笔形是指：横、竖、撇、点、折。 因 为 毛 笔 正 楷“札”字 刚 好 含 有 这 五 种 笔 形，就 有“‘札’ 字 法”的

名称。

五 类 说 是 把 八 类 说 中 有 可 能 是 变 形 的 笔 画 并 入 了 非 变 形 笔 画 ，因 而 减 少 了 类 别 数 目 。 例 如 把“提”

并 入“横”，因 为“提 笔”大 都 出 现 在 左 旁 的 末 笔（如“孙”、“站”、“耻”、“转”等 字 的 左 旁 末 笔），当 左 旁

部 件 独 立 成 字 或 置 于 其 他 部 位 时 ，这 些“提 笔”都 要 改 成“横 笔”。 又 如 把“捺”并 入“点”，独 立 的“木”、

“又”、“米”、“火”等 字 中 ，当 它 们 处 于 字 的 右 旁 或 下 方 时 ，都 是“捺”，但 当 它 们 处 于 字 的 左 旁 时 ，例 如

“林”、“欢”、“粘”、“焰”中 ，“捺 笔”就 改 成 了“点 笔”。 由 于 五 类 说 对 笔 形 的 分 类 更 为 概 括 ，所 以 经 常

用 于 工 具 书 的 排 序 。

（2）基本笔形和派生笔形的类别

书写时，笔画的方向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笔形是基本笔形，笔画的方向有所变化的是派生笔形。派生笔

形是指各式各 样 的 折 笔。基 本 笔 形、派 生 笔 形 的 类 别，目 前 还 没 有 国 家 标 准 作 为 依 据。下 表 中 所 列 可 作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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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笔画（笔形）表

序 号 笔画（笔形）类别 名 称 例 字

1

2

3

4

5

6

基

本

笔

形

一

丨

丿

丶




横

竖

撇

点

捺

提

十的第 1 笔

中的第 4 笔

人的第 1 笔

主的第 1 笔

大的第 3 笔

江的第 3 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派

生

笔

形



乛

𠃌




⺄







横折

横撇

横钩

横折钩

横折提

横折弯

横折折

横折斜钩

横折弯钩

横撇弯钩

横折折撇

横折折折钩

横折折折

日的第 2 笔

又的第 1 笔

写的第 2 笔

月的第 2 笔

记的第 2 笔

朵的第 2 笔

凹的第 2 笔

风的第 2 笔

九的第 2 笔

队的第 1 笔

及的第 2 笔

乃的第 1 笔

凸的第 4 笔



亅


乚





竖提

竖折

竖钩

竖弯

竖弯钩
竖折撇

竖折折

竖折折钩

民的第 3 笔

山的第 2 笔

小的第 1 笔

西的第 5 笔

己的第 3 笔

专的第 3 笔

鼎的第 6 笔

马的第 2 笔




撇点

撇折

女的第 1 笔

公的第 3 笔




斜钩

弯钩

我的第 5 笔

家的第 6 笔

楷体有一种派生笔形叫卧钩（“心”的第 2 笔），宋体写作竖弯钩。

笔 形 分 类 或 粗 或 细 ，要 视 分 类 的 目 的 而 定 。 目 的 不 同 ，分 类 自 然 有 别 。 如 果 是 为 了 工 具 书 编 排

和 查 检 的 需 要 ，分 类 粗 些 无 妨 ；如 果 是 为 了 写 好 字 ，方 便 书 法 教 学 ，分 类 应 该 略 细 。 同 是 为 了 书 写 ，使

用 软 笔 和 硬 笔 又 有 所 不 同 ，如 适 应 硬 笔 书 写 的 竖 笔 类 ，软 笔 书 写 时 还 可 以 分 为 短 竖 、长 竖 、悬 针 竖 、垂

露 竖 等 笔 形 。

3. 笔画的组合关系

现代汉字笔画的组合关系有三种：

（1）分离关系：如“三、八、川、小”等字，它们的笔画之间都有或大或小的距离。

（2）相接关系：如“工、刀、厂、口”等字，前一笔和后一笔都是互相连接的关系。

（3）相交关系：如“十、九、丈、车”等字，前一笔和后一笔都是相互交叉的关系。

由于多数汉字是由几个甚至十几个笔画组成的，所以，在一个字内，笔画的组合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比

如“亏”由 3 笔构成，第二个横笔跟第一个横笔是分离关系，跟下边的竖折折钩则是相接关系。再如“母”由 5

笔构成，包含相接、相离、相交三种关系。笔画数目和笔画形状相同，只因为笔画的组合关系不同就可以构成

不同的字。笔画组 合 关 系 也 是 构 成 不 同 汉 字 字 形 的 重 要 手 段。比 如：八 / 人 / 入、刀 / 力、几 / 九、工 / 土 / 干、

田 / 由 / 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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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顺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次序叫做笔顺。笔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笔画的走向，也有人称“笔势”，比

如横（一）是从左到右，竖（丨）是从上到下；二是笔画出现的先后次序，也有人称“笔序”，比如“山”，由三笔组

成，它们出现的次序是： 。笔势和笔序合起来称为笔顺。

汉 字 是 笔 画 向 右 、向 下 运 动 构 成 的 二 维 文 字 ，所 以 ，笔 顺 规 则 的 总 出 发 点 是 ：书 写 的 起 点 在 左 、在

上 ，终 点 在 右 、在 下 ，两 个 相 关 笔 画 之 间 以 最 短 距 离 为 运 笔 最 佳 选 择 。 笔 顺 的 基 本 规 则 ，可 以 概 括 为 以

下 10 条 ：

1. 从左到右。如“川”（ ）；

2. 从上到下。如“草”（ ）；

3. 先横后竖。横竖相交及竖笔的笔首与横笔相接的字或部件，绝大多数是先横后竖。如“丰”（一二三

丰）、“于”（一二于）；

4. 先竖 后 横。 多 笔 横、竖 笔 画 相 接 或 相 交，最 后 一 个 横 笔 与 竖 笔 相 接 时，要 先 竖 后 横，如“王”

（ ）。长竖与短横相接时，要先竖后横，如“非”（ ）；

5. 先撇后捺。撇笔与捺笔组合时，不管是相离、相接还是相交，书写时都是先撇后捺。如“八”（ ），

“入”（ ）、“乂”（乂）；

6. 先撇后折。撇笔 和 折 笔 组 成 字 或 者 部 件，书 写 时 多 数 是 先 撇 后 折。如“九”（ ）、“勹”（ ）、

“犭”（ ）等。不过，“刀”（ ）、“万”（ ）、“女”（ ）等字是先折笔后撇笔；

7. 先外后内。部分 独 体 字、两 面 或 三 面 包 围 字，书 写 时 大 多 数 是 先 外 后 内。如“寸”（ ）、“疗”

（ ）、“司”（ ）、“闪”（ ）。不过，含“辶”、“廴”的两面半包围字和

缺口在 上 的 三 面 半 包 围 字，要 先 内 后 外，如“进”（ ）、“延”（ ）、“山”

（ ）。至于缺口在右的三面包围字，则先上后内再左、下，如“区”（ ）；

8. 先外后内再封口。全包围结构 字 都 是 先 写 三 面，接 着 写 内 部，最 后 封 口。如“田”（ ）、

“园”（ ）；

9. 先 中 间 后 两 边。 如 “ 办 ” （ ）、“ 承 ” （ ）、“ 率 ”

（ ）；

10. 包在主体内的点和右上角的点最后写。前者如“瓦”（ ）、“兔”（ ），

后者如“犬”（ ）、“求”（ ）。

错写笔顺，除了影响书写速度和字形美观外，还会妨碍正确掌握和使用某些查字法。下面列出笔顺容易

歧误的字备查：

笔顺易错字表

笔画数 汉 字 笔 顺 笔画数 汉 字 笔 顺

2
九

乃

3

与

山

及

叉

4

五

比

瓦

方

火

丑

5

凸

凹

北

讯

必

皮

出

母

6

再

舟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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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笔画数 汉 字 笔 顺 笔画数 汉 字 笔 顺

7

巫

辰

里

坐

卵

8

妻

非

虎

垂

肃

9

重

叟

姜

10
脊

鬯

11

爽

敝

兜

率

渊

12
鼎

黑

14
聚

舆

16

燕

噩

二、部件

现代汉字用 30 多个不同形状的笔画组合成六七百个部件，再用六七百个部件组合成数以万计的整字。

（一）部件

1. 部件的定义及分类

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能 独 立 运 用 的、具 有 组 配 汉 字 功 能 的 构 字 单 位。比 如，笔 画“撇 点”（），“撇”

（），“横”（一）组成部件“女”；笔画“横折”（），“竖折折钩”（），“横”（一）组成部件“马”；部件“女”与

“马”组成整字“妈”。换一个角度说，部件是对整字进行一次或几次切分后得出来的。它介于笔画和整字之

间。大多数部件是由一些笔画组合成的，它们经常凝聚在一起，可以独立运用，以组合的形式充当构字单位，

比如氵、宀、饣、衤。但是有少数部 件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字，比 如，构 成“妈”的 部 件“女”“马”，构 成“想”的 部 件

“木”“目”“心”。有少数部件本身就是一个笔画，比如“礼、乱、孔、乳、扎、札”中的“乚”；有少数部件本身既

是笔画又是整字，比如“旦”字下边的部件“一”，“艺”字下边的部件“乙”。无论是构件、整字还是笔画，作为

部件，它们在组构汉字字形的时候都能够独立运用。

部件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分类：

（1）根据单笔还是多笔：只有一个笔画的部件，叫单笔部件，例如“乚”；由两个以上笔画组成的部件叫

多笔部件，例如“也”、“子”。

（2）根据成字还是不成字：可以独立成字的部件，叫成字部件；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叫不成字部件。例

如组构成“病”的“丙”是成字部件，而“疒”是不成字部件。

（3）根据可拆还是不可拆：最小的不再拆分的部件叫基础部件，又叫单纯部件。由于基础部件总是处在组

字的最低层次，所以又称末级部件。由两个和两个以上基础部件组成的部件叫合成部件。例如“倍”字中的

“亻”属基础部件（末级部件），“咅”（ｔòｕ）属合成部件；“咅”中的“立”和“口”属基础部件（末级部件）。

2. 部件的名称

学习和使用汉字，常常需要把汉字的构成部件说出来。例如：“尊姓？”“姓‘张’，‘弓’‘长’‘张’。”成字部件

可以按字的读音去称说部件。多音的部件可以选取常用音去称说部件。不成字部件，一部分有习惯上的描写性

称说，不过，说法往往不一致，如“冖”至少有“秃宝盖”与“平宝盖”两种称说法。部件的名称有待于规范。大量

不成字部件还缺少大家习惯的称说法，需要集思广益予以定名。下面是称说比较一致的不成字部件的名称：

立刀旁（刂） 单人旁（亻） 两点水（冫） 言字旁（讠） 单耳旁（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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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耳旁（阝） 提手旁（扌） 草字头（艹） 大口框（囗） 双人旁（彳）

三撇儿（彡） 反犬旁（犭） 折文儿（） 反文旁（攵） 竖心旁（忄）

三点水（氵） 走之底（辶） 绞丝旁（纟） 老字头（耂） 四点底（灬）

病字头（疒） 衣字旁（衤） 虎字头（） 竹字头（⺮） 足字旁（⻊）

目前还没有一致称说法的不成字部件，可以先选一个以该部件组成的常用字来称说。如：

区字框（匚） 同字框（冂） 建字底（廴） 弄字底（廾）

常字头（龸） 青字头（龶） 春字头（𡗗） 卷字头（龹）

登字头（癶） 栽字头（𢦏） 将字旁（丬）

3. 部位的名称

要确定整字中部件的名称，还要给汉字字形结构的各个位置定名，这就叫部位。可以分为八类：

（1）头：上下结构的上部。“分”的上部称为“八字头”，“压”的上部称为“厂字头”。

（2）底：上下结构的下部。“兄”的下部称为“儿字底”，“显”的下部称为“业字底”。

（3）旁：左右结构的左边。“快”的左边称为“竖心旁”，“灯”的左边称为“火字旁”。

（4）边：左右结构的右边。“体”的右边称为“本字边”，“红”的右边称为“工字边”。

（5）心：内外结构的内部。“国”的内部称为“玉字心”，“问”的内部称为“口字心”。

（6）框：内外结构的外部。“固”的外部称为“大口框”，“问”的外部称为“门字框”。

（7）腰：左中右或上中下结构的中间部分。“湖”的中间部分称为“古字腰”，“曼”的中间部分称为“四字腰”。

（8）角：上下结构的四角。“嚣”的四角均称为“口字角”，“赢”的左下称为“月字角”，右下称为“凡字角”。

综合起来，可以把汉字结构部位的名称编成 16 字口诀：

上“头”下“底”，左“旁”右“边”，

内“心”外“框”，中“腰”四“角”。

使用统一规范的部件和部位名称，可以把一个结构复杂的汉字称说得既准确又清楚。如“赢”可以称说

为：“亡字头，口字腰，贝字底，左下‘月字角’，右下‘凡字角’”。

（二）部件、偏旁、部首的异同

分析汉字字形结构还有 一 种 传 统 的 分 析 法，已 经 使 用 了 两 千 多 年，就 是 把 许 多 合 体 字 分 析 为 两 个“偏

旁”。例如“休”有“亻”和“木”两个偏旁，“攀”有“樊”和“手”两个偏旁，“国”有“囗”和“玉”两个偏旁。可

见，偏旁就是用二分法对合体字进行一次性切分而获得的结构单位。偏旁一般都带 有 音 义 信 息，可 以 分 为

“形旁”（又叫“意符”）和“声旁”（又叫“音符”）两类。形旁通常表示该字的意义类别，声旁通常表示该字的

大致读音。多数形声字由一个形旁和一个声旁组成，例如“根”、“柱”、“梢”、“杖”的形旁都是“木”，而声旁

分别为“艮”、“主”、“肖”、“丈”。会意字的两个偏旁都有意义，例如“伐”、“甜”、“明”、“劓”。有些字的偏旁

在现代汉字中已不能表义，也不能表音，如“法”字的“氵”和“去”、“等”字的“⺮”和“寺”。

偏旁不等于部件。部件这个概念可大可小：有时部件是对合体字进行一次切分而得出的两个单位，这

时的部件相当于偏旁；有时部件是对合体字进行多次切分而得出的多个单位，这时的部件就要比偏旁小。

偏旁也不等于部首。部首是工具书为给汉字分类而专设的部目。部首一般包括两类：一是形旁，例如

“栋”，“木”是部首；二是某些笔画，例如“头”的第一笔“丶”就是部首。尽管就具体一个字来说，这个字的形

旁，多数就是这个字的所属部首，然而，偏旁和部首毕竟只是两个有联系却并不等同的概念。

通用汉字的偏旁约有 1 500 个。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武汉大学合作，用计算机切分《辞海》（1979 年

版）所收 11 834 个正体字，得出末级部件 648 个。《说文解字》的部首是 540 个，《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的

部首是 201 个。

三、整字与字形组合模式

（一）独体字和合体字

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两类：独体字和合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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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体字是指无法分离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的汉字，例如“广”、“手”、“甘”、“禾”。有些字笔画相交，结构粘

连，即使笔画很多，由于从字形上不能分解出相离的部件，因而也是独体字，例如“丸”、“串”、“东”、“夷”、“事”、

“重”。有些字分解后就是相离而又对称或平行的笔画，这类字也宜看做独体字，例如“八”、“儿”、“三”、“川”。

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组合而成的汉字，例如“的”、“何”、“合”、“赤”、“晶”、“翼”、“馕”。

象形字、指事字一般属于独体字，会意字、形声字通常属于合体字。独体和合体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

会互变。有些字在古代原是独体字，到了现在却成了合体字。如“泉”，小篆作 （原意是水源）。还有些字

在古代原是合体字，现在却成了独体字。如“及”，小篆从又（手）从人，作 （原意是“逮”）。

独体字在现代汉字中约占 3% 至 5% ，绝对数量为三百上下，它们是构成现代汉字字形的基础。

（二）合体字字形组合模式

现代汉字合体字的结构模式可以用层次法和平面法去分析。

1. 按照层次分析法分析出的合体字基本结构模式，有三大类：

（1）左右结构：休、到、江、杨

（2）上下结构：分、盅、花、家

（3）包围结构：因、回、团、困

此外，还有一些从基本结构变化出来的派生结构，主要有：

（4）左中右结构：街、辫、衍、狱

（5）上中下结构：裹、禀、高、衰

（6）品字结构：晶、淼、森、焱

（7）对称结构：坐、乘、爽、巫

（8）半包围结构：

三面包围：左上右包围：冈 风 向 闹

左下右包围：凶 函 画 击

上左下包围：区 医 匡 匹

两面包围：上左包围：庆 疾 房 尼

左下包围：这 延 起 旭

上右包围：可 司 匀 氧

2. 按照平面分析方法分析合体字，虽然比较复杂，但是由于分析细致，更加符合汉字教学以及计算机信

息处理的需要。下面列举由 3 个部件组成的 21 种结构模式的结构框图：

据统计，左右结构的字占现代汉字的大多数。《汉字信息字典》（李公宜、刘如水主编，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统计了 7 785 字，左右结构的字共 5 055 字，占 64. 93% ，其次是上下结构的字，共 1 643 字，占 21. 11% 。

了解汉字的组合方式，在书写汉字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知识，使写出来的汉字准确、匀称、紧凑、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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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填空。

1. 准确计 算 汉 字 笔 画 数 的 四 条 规 则 是：（1） ，（2） ，（3） ，

（4） 。

2. 五类笔形是指 、 、 、 、 。

3. 部件是 构字单位。

4. 独体字是 ，合体字是

。

5. 汉字 的 基 本 结 构 模 式 有 、 、 ，派 生 结 构 模 式 有 、 、

、 、 。

6. 仿照教材称说“赢”字的方法，用部件和部位名称称说“羸”字： 。

二、选择。

用打“√”法指出下列合体字的形旁、声旁及其位置：

架 博 圆 盲 蝗 切 翎 宇 闷 固 辩 霜

左形右声

左声右形

上形下声

上声下形

内形外声

内声外形

三、判断。

1. 部首就是偏旁中的形旁。（ ）

2. 指事字也是一种合体字。（ ）

四、分析。

1. 指出下列汉字各个笔画之间的空间关系（相离、相接、相交）：

木 各 参 车

2. 根据汉字的结构模式逐层分析下列汉字的结构关系：

蕊 垒 崭 咖 岚 烈 哭 崂 膏 罚

3. 指出下列汉字的结构类型：

恋 社 姜 匠 远 闽 疾 婆 焱 圃 辨 衷

4. 按照五类说用笔画式写出下面 6 个字各笔笔形（折笔用“乛”代表），并按笔形次序（横、竖、撇、点、折）

给这 6 个字（都是 9 笔）排序：

赵 贺 钟 姚 洪 荣

五、问答。

1. 写出“及”、“比”、“丑”、“凸”、“必”、“母”、“再”、“虎”、“肃”、“聚”的规范笔顺。

2. “部件”、“偏旁”、“部首”这 三 个 概 念 有 什 么 联 系 和 区 别？ 请 分 析“凹”、“典”、“昼”、“叛”、“樱”、

“编”六个字的部件、偏旁和所属部首。

3. “王英”、“王贤”、“王青”三人，姓相同而且 名 字 的 笔 画 数 又 相 同，在 排 序 时 按 照 笔 形 应 该 谁 先 谁 后

呢？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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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比较字形结构模式的层次分析法和平面分析法，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更加适合于汉字教学？

二、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证明“常用字趋简”这一规律。

第三节 现代汉字的字音

学习要点：熟悉现代汉字字音的特点。根据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利用声旁来分析汉字的字音。

一、现代汉字字音的特点

（一）现代汉字与音节的关系

一个汉字记录的语音单位基本上是一个音节。在汉字里，也曾有过少数汉字用一个字形记录两个音节

的情况，如：“瓩”记录的是 ｑｉāｎｗǎ 两个音节，“浬”记录的是 ｈǎｉｌǐ 两个音节。1977 年 7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布规定，淘汰了这类复音字，改用双音节词“千瓦”和“海里”，保持了一个汉字记录

一个音节的统一性。现 代 汉 语 书 面 语 中 还 有 少 量 用 两 个 汉 字 记 录 一 个 音 节 的，如“花 儿”（ｈｕāｒ）、“画 儿”

（ｈｕàｒ）、“盖儿”（ｇàｉｒ）、“尖儿”（ｊｉāｎｒ）等。这类音节在汉语中称为儿化音节，是在一个音节的末尾附加卷舌

动作。这个卷舌动作发出的音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音节。

汉语音节数量是有限的，大约 400 多个，而汉字的数量则大得多，如：读为“ｙｉ”音节的汉字在《现代汉语

通用字表》中有“亿、易、益、翼、译、艺”等 63 个字。

拼 音 文 字 中 的 音 素 文 字 是 一 个 字 母 记 录 一 个 音 素 ，如 英 语 中“university”共 有 5 个 音 节 、10 个 音 素 ，

用 10 个 字 母 来 记 录 ；汉 语 中 的“大 学”是 两 个 音 节 ，用 两 个 汉 字 来 记 录 。 拼 音 文 字 中 的 音 节 文 字 ，它 们

的 字 母 也 记 录 一 个 音 节 ，但 同 一 个 音 节 一 般 都 用 同 一 个 字 母 来 记 录 ，即 每 个 音 节 跟 字 母 符 号 是 固 定 的

关 系 ，如 日 语 中 的 ｋａ 一 律 写 作 か（平 假 名）或 カ（片 假 名），ｋｉ 一 律 写 作 き（平 假 名）或 キ（片 假 名），而

现 代 汉 语 的 同 一 音 节 却 往 往 用 不 同 的 字 形 来 记 录 ，如 记 录 ｓｈī 这 个 音 节 的 汉 字 有“尸 、失 、师 、诗 、狮 、

施 、湿”等 多 个 汉 字 。

（二）现代汉字字形与读音的关系

同一个汉字可以有不止一个读音，同一个读音也可以由多个字形共同拥有。现代汉字许多字只有一个

读音，如《汉字信息字典》所收 7 785 个字中，单音字共 7 038 个，占 90% ，而另外 10% 的字则是多音字。所谓

多音字，是指一个汉字记录不止一个读音，同一个字形可以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读音。如：尾—ｗěｉ、ｙǐ，参

—ｃāｎ、ｃēｎ、ｓｈēｎ，差—ｃｈā、ｃｈà、ｃｈāｉ、ｃī 等。

现代汉字中，很多字光凭字形不能准确地读出字音来。其原因是：

1. 现 代 汉 字 中 约 有 10 % 的 字 ，字 形 本 身 不 提 供 任 何 字 音 信 息 ，如 ：“大”、“小”、“书”、“头”、

“又”等 。

2. 形声字有标音的声旁，但是，表音作用有限。

（1）汉字的声旁不是专职的。如：“刀”在“叨”、“召”、“忉”、“鱽”中是声旁，在“切”、“分”、“剪”、“劈”

等字中又是形旁了。

（2）在字形的发展 变 化 中，有 的 声 旁 消 失 了，有 的 声 旁 不 全 了。 如“春”字，小 篆 写 作 ，表 音 偏 旁 是

“屯”。在字形结构演变过程中，声旁不见了；“盘”字，原写作“盤”，“般”是声旁，在简化字形中，声旁“般”只

剩下左边的一半“舟”了。

（3）不同的声旁可以记录同一个音节，同一个声旁也可以记录不同的音节。比如：“溪”、“熄”、“蟋”、

“稀”、“牺”都读 ｘī，而它们的声旁分别是“奚”、“息”、“悉”、“希”和“西”；“治”、“冶”、“抬”、“怠”、“怡”的声

旁都是“台”，却分别读作 ｚｈì（治）、ｙě（冶）、ｔáｉ（抬）、ｄàｉ（怠）、ｙí（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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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汉字形声字的表音功能

（一）形声字的表音功能

1. 字音跟声旁的读音在声、韵、调上完全相同，即声旁能准确地表示字音。例如：

包（ｂāｏ）———胞（ｂāｏ）　 　 　 　 　 考（ｋǎｏ）———烤（ｋǎｏ）

青（ｑīｎｇ）———清（ｑīｎｇ）　 　 羊（ｙáｎｇ）———洋（ｙáｎｇ）

2. 字音与声旁的声母、韵母相同，声调不同。例如：

元（ｙｕáｎ）———远（ｙｕǎｎ）　 　 北（ｂěｉ）———背（ｂèｉ）

昌（ｃｈāｎｇ）———唱（ｃｈàｎｇ）　 　 非（ｆēｉ）———匪（ｆěｉ）

3. 字音与声旁的声母相同，韵母不同。例如：

贝（ｂèｉ）———坝（ｂà）　 　 叉（ｃｈā）———钗（ｃｈāｉ）

既（ｊì）———厩（ｊｉù）　 　 去（ｑù）———怯（ｑｉè）

4. 字音与声旁的韵母相同，声母不同。例如：

寿（ｓｈòｕ）———筹（ｃｈóｕ）　 　 户（ｈù）———雇（ｇù）

山（ｓｈāｎ）———灿（ｃàｎ）　 　 延（ｙáｎ）———诞（ｄàｎ）

5. 字音与声旁在声、韵、调上完全不同，或只是声调相同。例如：

斥（ｃｈì）———诉（ｓù）　 　 工（ｇōｎｇ）———江（ｊｉāｎｇ）

寺（ｓì）———特（ｔè）　 　 者（ｚｈě）———都（ｄōｕ）

（二）统计声旁表音功能的标准

统计声旁的表音功能有严宽两种不同的标准。

严格的标准是：声旁必须和整字的声母、韵母、声调全部相同。这种声旁就叫“全表音声旁”。《现代汉

字形声字字汇》（倪海曙编著，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 年版）收正字 5 990 个，声旁共 1 552 个，其中成字声旁为

1 260个。成字声旁中除去多音声旁（如“参”、“长”等）外，一音声旁 1 090 个。统计结果，字音与声旁的声、

韵、调全部相同的只占 26. 3% 。

宽松的标准是：把部首以外的另外半边一概看做声旁，声母、韵母相同就看做有表音功能。这样统计的

结果，现代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也只占 39% 。

这两个百分比数字说明，现代汉字中可以通过声旁准确读认字音的比例是不高的。如果用“秀才识字读半

边”的办法去读汉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误读几率。例如形声字“础”、“绌”、“黜”、“拙”、“茁”、“咄”、“屈”、

“诎”都以“出”为声旁，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与“出”（ｃｈū）同音。“础（ｃｈǔ）”、“绌黜（ｃｈù）”，与“出”同声韵不同

调；“拙（ｚｈｕō）”、“茁（ｚｈｕó）”、“咄（ｄｕō）”、“屈诎（ｑū）”，有的同调不同声韵，有的声、韵、调都不同。

（三）声旁表音功能的利用

声旁表示字音的情况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全表音、半表音、不表音。

1. 全表音声旁。只要记住声旁的读音，就可以准确读出它所构成的形声字的字音。可惜这些声旁的组

字率不高，只占全部形声字的 7. 17% 。例如以下 18 个声旁可以起到记住一个声旁就可以类推一批形声字字

音的作用。它们是：

代：岱 贷 袋 玳 黛 段：锻 缎 椴 煅

奂：换 唤 痪 焕 涣 皇：煌 蝗 凰 惶 遑 隍 湟 徨 篁 鳇

阑：斓 澜 谰 镧 历：沥 坜 苈 呖 枥 疬 雳

厉：励 砺 蛎 粝 廉：镰 濂 臁 蠊

农：浓 脓 侬 哝 容：榕 蓉 熔 溶

式：试 轼 拭 斯：嘶 厮 撕 澌

唐：糖 塘 搪 溏 瑭 螗 亭：停 葶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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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稀 烯 郗 唏 浠 析：晰 蜥 菥 淅 皙

休：咻 庥 鸺 貅 髹 庸：墉 慵 镛 鳙

2. 半表音声旁。半表音声旁 是 指 在 一 部 分 形 声 字 中 能 准 确 表 音，而 在 另 一 部 分 形 声 字 中 不 能 准 确 表

音，或只能近似表音的声旁。利用半表音声旁只能猜读字音。例如：

声 旁 声旁能准确表音的字 声旁不能表音或只能近似表音的字

垂（ｃｈｕí） 陲 捶 锤 棰 　 睡（ｓｈｕì），唾（ｔｕò）

非（ｆēｉ） 菲
①

啡 绯 扉 鲱 霏 蜚
① 　 腓（ｆéｉ），匪榧篚菲

②
诽悱斐翡 蜚

②（ｆěｉ），痱 （ｆèｉ），辈（ｂèｉ），排 俳 徘

（ｐáｉ）

宣（ｘｕāｎ） 萱 喧 揎 暄 煊 　 渲楦碹（ｘｕàｎ）

3. 不表音声旁。声旁不能提示该字的读音。不表音声旁占 13. 3% 。用这些声旁构成的形声字最容易

发生误读。可以编制“容易误读字表”来帮助记忆。例如：

声 旁 声旁不表音的形声字

出（ｃｈū） 础（ｃｈǔ），绌黜（ｃｈù），拙（ｚｈｕō），茁（ｚｈｕó），咄（ｄｕō），屈诎（ｑū）

寺（ｓì） 持（ｃｈí），诗（ｓｈī），侍恃峙
②（ｓｈì），峙

①
痔（ｚｈì），特（ｔè），待（ｄàｉ），等（ｄěｎｇ）

夭（ｙāｏ） 袄（ǎｏ），岙（àｏ），笑（ｘｉàｏ）

尽管现代汉字形声字声旁的表音能力不高，但由于汉字形声字的构成原来是有较强系统性的，在学习和

使用过程中，还是可以充分发掘并发挥声旁的积极作用。比如：

1. 利用声旁类推，帮助记忆成组的普通话字音。如“正”（ｚｈèｎｇ）的声母是舌尖后音，用“正”作声旁的

一组字“政、整、证、症、征、怔、钲”也都是舌尖后音；“门”（ｍéｎ）的韵母是前鼻韵母，用“门”作声旁的一组字

“们、闷、钔、扪、闽、闵”也都是前鼻韵母。

2. 利用声旁认读生僻字。在现代汉字中，生僻形声字的声旁表音率往往高于常用形声字。这一规律可

以用来帮助我们掌握比较生僻的形声字的读音。如：葵（ｋúｉ）———揆、暌、睽（ｋúｉ）／ 善（ｓｈàｎ）———膳、缮、鄯、

鳝（ｓｈàｎ）。

3. 利用声旁分辨字形。例如已经知道声旁“仑”读 ｌúｎ，就可以知道韵母为 ｕｎ 的“论、轮、伦、抡、沦、纶、

囵”，它们的声旁一定是“仑”，而不是形近的“仓”（ｃāｎｇ）。

4. 充分利用形声字的系统性，尽可能发掘出声旁在帮助认读汉字上的积极作用。如声旁独用时的读音

和由它所构成的形声字的读音完全不同，无法通过声旁的个体来确定读音，但该声旁经过归纳仍然具有提示

读音的作用。如“组”的声旁“且”，它独用时的字音跟所构成的形声字“组”的读音完全不同，但如以同类字

“组（ｚǔ）、祖（ｚǔ）、租（ｚū）、阻（ｚǔ）”作为背景进行归纳，那么“且”仍然可以具有提示“ｚｕ”这个读音的作用。

练习题

一、用三个实例来说明汉语的同一个音节可以用不同的字形来记录。

二、举例说明，为什么汉字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是有限的。

三、结合实例说明如何充分发挥形声字声旁的积极作用。

四、以声旁表音功能为标准，举例说明声旁可以分为哪三类。

五、给下列由相同声旁构成的形声字注上汉语拼音，并从声、韵、调三个方面与声旁进行比较，看看有什

么异同：

（1）各（ｇè）：骼 铬 酪 洛 貉 赂 略 咎 骆

（2）工（ｇōｎｇ）：讧 豇 项 空 肛 邛 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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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ｈé）：颌 哈 洽 给 拾 鸽 龛 答

（4）且（ｑｉě）：姐 疽 粗 趄 俎 沮 助 祖

六、根据汉语拼音从四个字中选出正确的一个填入下列成语：

（1）ｍò 守成规（默、漠、莫、墨）　 　 　 （2）ｂāｎ 门弄斧（搬、班、板、斑）

（3）直言不 ｈｕì（悔、汇、贿、讳） 　 （4）原形 ｂì 露（必、毕、逼、秘）

（5）出奇 ｚｈì 胜（制、之、致、智）　 （6）仗义 ｚｈí 言（直、之、执、致）

（7）相形见 ｚｈｕō（浊、灼、茁、拙）　 （8）一 ｇǔ 作气（谷、股、鼓、骨）

（9）始终不 ｙú（愉、揄、逾、渝）　 （10）出类拔 ｃｕì（淬、萃、粹、悴）

第四节 现代汉字的字义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字字义的特点。根据形旁的表义功能，能够对汉字形旁记录字义进行分析。

一、现代汉字字义的特点

（一）现代汉字多数记录的是语素义

汉字字形跟字义的关系大致有三类：

1. 字形记录的是词义。一个汉字记录单音节语素，而且可以独立成词，因此，字义实际上就是语素义，

也是词义。例如：“书、笔、走、说、美、香、很、最、不、但”。

2. 字形记录的是语素义。一个汉字只记录一个语素，而这个语素在现代汉语中不能单独构成一个词。

比如：“民、丽、月、耳、道、习、历、释”。

3. 字形记录的仅仅是一个音节，它没有字义，比如“仿”、“佛”。当它们单独存在的时候，它们记录的既

不是语素，更不是词，而只是音节。只有当它们合起来的时候，“仿佛”才构成一个语素，同时也是由一个语素

组成的双音节词，比如“浪漫、蟋蟀、玛瑙、玻璃”等。

（二）字义与字形的关系

早期的汉字如甲骨文、金文，多用象形、会意的手法记录字义，图画意味很浓，所以往往能“见形知义”，

比如：

（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

（目），像眼睛。

（从），像一个人跟随着另一个人。

（明），像日月同辉，表明亮。

汉字字形经过不断简化特别是符号化，早期阶段的象物表意功能逐渐淡化，比如：

目，已经看不出眼睛的模样，反倒像一架梯子。

日，已经看不出太阳的形状，反倒像一扇窗户。

山，已经看不出山峰的形状，反倒像一把叉子。

口，已经看不出嘴巴的样子，反倒像一个方框。

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义经过假借（常用读音相同的字形记录跟这个字形毫无联系的字义）、引申（字形增加跟

原始本义有联系的字义）等发展途径，有些初始义变为罕用义，甚至消退了，字形跟常用字义的表达关系模糊

了，比如：

我（ ），古字形像一种带齿的兵器，后来假借为记录第一人称代词的字，字形跟现代常用义毫无联系了。

物（ ），古字形像宰牛时刀上滴血的样子。甲骨文中指称杂色牛。后来引申泛指一切事物。带“牛”旁

的字形跟现代常用义的联系看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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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例表明，跟古代汉字相比，现代汉字字形记录字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汉字已经无

法直接从它的现代字形中探知它的字义了。当然，现代汉字中也有少数用会意法造出来的字还是可以直接

从字形推知字义的，如“尘”（小土）、“灭”（用物压灭火焰）、“歪”（不正）、“劣”（少力）等，但数量极少。

《汉字信息字典》对 7 785 字作了统计，593 字为缺失字义的字形，如“葡、萄、玻、璃、咖、啡”等；只有一个

义项的字（单义字）有 4 139 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义项的字（多义字）有 3 053 字。

二、现代汉字形旁的表义功能

现代汉字的形旁主要出现在形声字和会意字中。

（一）形旁与字义的关系

古代汉字字形的象形表意功能很强，从字形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形旁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如爲（为） ，从

字形就可以看出是人用手牵着大象在劳动。随着汉字字形的形象性渐渐丧失，形旁直接用字形的图像来表

意的功能消退了。但这些符号化的形旁跟它们所表示的字义已经产生了固定的联系，也就是它们各自表示

的字义已经一一固定 在 相 对 应 的 形 旁 上 了。人 们 通 过 学 习，也 在 自 己 的 知 识 库 里 建 立 了 这 种 联 系。尽 管

“日”已经不像太阳，但人们一看到“日”这个形旁，马上就会跟“太阳”联系起来，比如“晴、晒、旱、晓”。

由于语词表达的概念千差万别，而汉字形旁的记录功能存在很多局限，特别是语词的概念在发展，汉字

形旁的形体却相对固定化，这就使得汉字的形旁在记录字义时出现不少矛盾：同一个形旁记录了不同的 义

类，同一义类却用了不同的形旁。如“轨”（车轮碾压的痕迹、轨道）、“软”（不硬、柔和、无力）、“较”（对比），都用

“车”做形旁；“说”、“讲”、“喊”、“唱”，都是嘴巴发出的动作，却分别用了“言”、“口”作形旁。许多字的现代字义

已不同于古代造字时的本义，如“伐”，本义是“砍头”，现代字义是“砍”（如：伐树）和“征讨”、“攻打”（如：讨

伐）。有些字的引申义、假借义成了常用义，记录本义的形旁失去了表义作用，如“错”的古义是锉刀，所以形旁

用“金字旁”，现在的字义是“不对、不正确”，跟金属联系不上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有些形旁逐

渐失去了表义作用，如：“思”、“想”都是大脑的思维活动，跟形旁“心”提示的“心脏”无关，等等。

在形声字中，形旁主要提示跟字义有一定联系的信息。形声字的形旁和整字字义的关系有以下几种：

1. 形旁完全表义，即形旁跟字义相同。如：舟—船 / 父—爸 / 光—辉 / 香—馥。

2. 形旁基本表义，可分为三种：

（1） 形 旁 表 示 字 义 的 大 致 类 别。 如：鸟—鹊（鸟 类）/ 金—钢（金 属 类）/ 木—柏（树 木 类）/ 心—忍

（心理类）。

（2）形旁与字 义 直 接 相 关。如：扌—打（与 手 有 关）、火—烧（与 火 有 关）、氵—渴（与 水 有 关）、土—地

（与土有关）。

（3）形旁与字义间接有关。如：艹—芳（花草的香味）/ 犭—狡（用狡猾的动物表达狡猾的品性）/ 羊—群

（用羊儿聚群表达聚在一起的人或物）/ 口—唢呐（用口吹的乐器）。

3. 形旁不表义，即形旁变成了记号，与字义无关。如：女—始（开始，已与“女”无关）/ 牛—特（不平常，

已与“牛”无关）。

在现代汉字中，表义部件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提示，二是区别。“提示”是指表义部件帮助人们联想到

该字所记录的语素义或词义的大致范围，这就增加了现代汉字的理据性；“区别”是指用表义部件区别同音

字，尤其是那些读音相同，声旁也相同的字。如：“姑—菇—估—咕—沽—牯—轱—钴”/“铜—桐—筒—酮—

侗—峒—酮”。

在《现代汉字通用字表》所 收 的 5 631 个 形 声 结 构 的 字 中，形 旁 完 全 表 义 的 占 0. 83% ，基 本 表 义 的 占

85. 92% ，不表义的占 13. 25% 。形旁的总体表义度为 43. 79% 。

（二）形旁的表义功能

形旁表义功能的强弱与汉字的使用频度成反比关系。常用字字义的变化比罕用字大。不少常用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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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观事物或字形、字义的发展变化，形旁早已失去它的表义作用。例如“验”，本是一种马的名称，由于经

常假借为“灵验”的“验”，本义渐渐淡化了。“马”旁常用字还有“驳”、“驸”、“驻”、“骈”、“骗”、“骤”等，它们

的字义和形旁“马”的意义也已经基本脱钩，难于利用“马”这个形旁来推测字义了。

形旁对整字的有效表义率由于统计者的方法和宽严标准不一，还很难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不过，有一点

是肯定的，即跟声旁的有效表音率相比较，形旁的有效表义率要高一些。从抽样调查的统计数字看，可能平

均会达到 40% 到 50% 。

（三）形旁表义功能的利用

虽然汉字形旁的表义作用有限，但是，在识字教学中，我们仍然可以并要尽量充分利用那些还有表义作

用的形旁。例如：

1. 分析、归纳形旁的意义类别，编制“形旁义类表”，帮助人们巩固字形与字义的联系。

“口”旁义类表

（1）“口”旁表示与“口”有关的器官或事物 唇、嘴、咽、喉、咙、哨⋯⋯

（2）“口”旁表示与“口”有关的动作、行为 吐、吃、喝、吸、喷、呛、咬、唱、叹、唤、叫、问、唠叨、叽咕⋯⋯

（3）“口”旁表示语气和感叹（多为语气词、叹词） 吗、啊、啦、哇、呢、哎、咦、哦⋯⋯

（4）“口”旁表示对声音的模拟（多为象声词） 叭、哞、呜、哈、啪、啐、啾、嗖⋯⋯

（5）“口”旁表示外来音译词 卟、唑、啶、喱、啤、呔、咖、啡⋯⋯

（6）“口”旁表示标音性方言字 吔、呔、啫、噉、嘢（粤语、吴语的一些方言字）

2. 联系形旁的古义，比较、分析形似易混偏旁，以纠正或减少错别字。例如：“目”与眼睛有关，“月（肉月

旁）”与人体器官有关，从而分辨“盲———肓”、“盹———肫”、“睑———脸”、“瞠———膛”各对字。“目”与眼睛有

关，“贝”与货币、财物有关，从而分辨“眨———贬”、“睹———赌”、“瞻———赡”各对字。

3. 在分散识字基础上，把形旁相同的形声字集中起来，以巩固和深 化 字 形、字 义 的 学 习。 对 形 旁 有 表

义作用的字，在 日 常 分 散 的 汉 字 教 学 过 程 中，可 适 当 利 用 形 旁 的 类 别 作 用，如“跳”、“跑”、“蹲”、“跨”、

“踩”、“踏”、“跟”、“踮”、“蹦”等字，由 于 这 些 动 作 都 必 须 用 脚，所 以，都 用“足”旁，并 可 推 而 广 之，例 如

“跷”、“跛”、“蹄”等字也跟“脚”有 关。 再 进 一 步 还 可 以 发 现“踉 跄”、“踯 躅”等 词 语 跟“脚”也 有 一 定

联系。

（四）字义与词义的关系

一个汉字在多数情况下，记录的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语素。字义也就是语素义。现代汉语的词除一部分

单音节词外，大量是语素和语素组合而成的双音节合成词或多音节合成词，写下来就是两个或多个字。这里

要注意两点：

1. 有的字仅仅代表一个音节，并不代表语素，这时，汉字也就没有字义。例如音译词“沙发”中的“沙”和

“发”；联绵词“芙蓉”中的“芙”和“蓉”。

2. 有的字在某个词语中没有意义，但是在另外一个词语中却是有意义的。例如“沙发”中的“沙”没有意

义，但是在“沙漠”、“沙丘”、“沙子”中的“沙”是有意义的。

当语素和语素组合成词时，新词的词义往往不等于字义和字义的简单相加。例如“书空”、“对红”这两

个词，单凭字面是很难正确理解词义的，甚至于可能怀疑这些词是否成立，原因就在于这些词的词义远非组

成字字义的简单相加。“书空”是比划着字的笔画凌空书写。“对红”是指书刊开印之前对着红笔修改过的

错误作最后一次校对。

词义基本上是语素义或者是 语 素 义 添 加 组 合 的 情 况 比 较 少，例 如：蓝 天 = 蓝 色 的 天 空，备 战 = 准 备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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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大部分是语素义只反映词义的部分内容，例如：合唱 =（分声部）共同演唱，挂面 = 挂起来（晾干而制成

的）面条，硬朗 =（老人身体）健壮。也有一些词的部分语素义已经失落，例如：窗户 = 窗，干净 = 净，国家 =

国。还有些词的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比喻用法，例如：眉目（“眉”和“目”是脸的主体，借以代替条理、头绪

等），红娘（借“红 娘”这 个 名 字 表 示 恋 爱、婚 姻 的 牵 线 人），鹰 犬（以 打 猎 使 用 的 鹰 和 犬 比 喻 受 驱 使、当 爪

牙的人）。

以上情况说明，字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词义，但是由于语素与语素在组合时的情况比较复

杂，语素义以及词义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字义来理解词义。“望

文生义”是常常得不到准确词义的。

练习题

一、汉字字形跟字义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分别举例说明。

二、举例说明形声字的形旁和整字字义的关系。

三、在现代汉字中，形旁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提示，二是区别。分别举例说明。

四、仿照教材中的“‘口’旁义类表”，编制“‘扌’旁义类表”。

五、教材以“书空”、“对红”为例，说明当语素和语素组合成词时，新词的词义往往不等于字义和字义的

简单相加。再举出两个例子。

六、现代汉语常用字只有 3 500 个，小学毕业生基本上都认识这些字，可是，当 他 们 阅 读 各 种 书 报 杂 志

时，为什么还有不少地方看不懂？

七、形旁的表义率究竟是高还是低，请研究一下《新华字典》中的“艹”头字，按照作用大、作用小和没作

用这么三种情况作个粗略的统计分析。

第五节 现代汉字形音义的关系

学习要点：了解近形字、同音字、多音字与多义字的特点，并能够鉴别和分析。

字形是文字的物质外壳，是文字层面上的东西，字音和字义是文字所记录语言的音和义，是语言层面上

的东西。字形同字音以及字义这三者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现代汉字形音义的关系

文字的一个形体如果只反映语言单位的一个读音、一个语义，那么事情就简单了。可是实际上，文字同

语言的关系不是那么单一。现代汉字习惯上有好几种术语，例如：多音多义字、同音字、异读字、异体字、繁

简字、同形字等等。它们的内涵有一些交叉或重叠，这是因为给这些名称命名时的出发点不同，有的从字形

着眼，有的从字音着眼，也有的从字义着眼，但是，不管从哪一个着眼，实际上都必须考虑到字形、字音、字义

这三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1）单音单义字：即 一 形 对 一 音、一 义。这 样 的 字 多 半 不 是 常 用 字，而 是 专 用 字，或 较 冷 僻 的 字。 如

“灸”ｊｉǔ，动 表示中医用艾绒熏烤穴位的一种治疗方法。“悼”ｄàｏ，动 悼念。

（2）多音多 义 字：一 形 对 数 音 数 义，如“打”（一） ｄá，量 音 译 量 词，十 二 个 为 一 打。“打”（二） ｄǎ，

动 ① 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② ⋯⋯又如“量”（一） ｌｉáｎｇ，动 用尺、容器或其他作为标准的东西来确定事物

的长短、大小、多少或其 他 性 质。“量”（二） ｌｉàｎｇ，① 古 代 指 测 量 东 西 多 少 的 器 物；② 能 容 纳 或 禁 受 的 限

度⋯⋯

（3）异读字：即一形对数音一义。不同读音之间没有语义和语用差别，仅仅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习惯读

法。如：“械”，有人读 ｘｉè，有人读 ｊｉè，经过审音，规定统读 ｘｉè；“法”，有人读 ｆǎ，有人读 ｆà。经过审音，规定统

读 ｆǎ。异读字原则上应该统读。少数文白异读，目前还保留着。如“熟”有 ｓｈú 和 ｓｈóｕ 两个读音。ｓｈ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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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如“熟练”；ｓｈóｕ，白读音，如“葡萄熟了”。

（4）异体字（也叫异形字）：即数形对一音、一义。不同字形之间没有任何音义差别。

如“拿”和“拏挐”，经过整理，规定“拿”为正体字，后三个字为异体字。“窗”和“牎牕窻窓”，这 5 个字

形都记录同一个字音 ｃｈｕāｎｇ，同一个字义 名 窗户。经过整理，规定字形“窗”为正体字，后 4 个字形为异体

字形。异体字形不在通用层面使用。

（5）繁简字：即一为笔画比较多的字，一为笔画比较少的字，字音和字义都相同。如“余”和“馀”、“餘”

是简体和繁体的关系，都读 ｙú。传承字“余”的字义是① 人称代词；② 姓。简化字“余”和繁体字“馀”、“餘”

常用字义有① 剩下；② 大数和度量单位后面的零头；③ 指某种事情、情况以外或以后的时间。

（6）同音字：狭义的同音字指同形同音异义字。如“打仗”的“打”和“打哪里来”的“打”，字形、字音相

同，字义不同。广义的同音字指异形同音异义字，如“张”、“章”、“漳”、“蟑”，字形不同，字音都是 ｚｈāｎｇ，字

义各异。

（7）同形字：这有两种情况：一是音相同，义不同，相当于狭义的同音字。如“乘”动 乘马，乘船；“乘”

动 进行乘法运算。二是音不同，义不同，相当于多音多义字。如“打”（ｄǎ）动 打仗，打球；“打”介 打哪儿

来。 ／“打”（ｄá）量 12 个为一打。

现把上述情况列成简表如下：

名 称 形与音义的关系 举 例 说 明

1 单音单义字 一形一音一义 灸 ｊｉū 艾绒熏烤穴位

2 多音多义字 一形数音数义 打

ｄá 音译量词，十二个为一打

ｄǎ
动词，“打铁”之类

介词，“打哪儿来？”

3 异读字 一形数音一义 械

ｘｉè 规范读音

ｊｉè 此音已淘汰

4 异体字

5 繁简字

数形一音一义

A. “拿”和“拏挐” 前者正体字，后三个异体字

B. “龙”和“龍” 前者简化字，后者繁体字

6 同音字
一形一音数义

数形一音数义

“打”（打仗）和“打”（打哪里来）

“张、章、彰、樟、蟑”

7 同形字
一形一音数义

一形数音数义

“乘”（乘船）和“乘”（进行乘法运算）

“打”（打仗）和“打”（一打铅笔）

二、近形字

（一）近形字的形成

近形字是指字形相 近 而 音、义 有 别 的 字。近 形 字 会 给 汉 字 的 使 用 带 来 种 种 不 便，例 如“没”和 简 化 的

“设”就比较难分辨。近形字的差异大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笔画数的微小差异。例如“乌”和“鸟”、“卯”和“卵”、“夕”和“歹”、“日”和“目”、“免”和“兔”、“戊”

和“戍”。

2. 个别笔形的差异。有的仅仅是一两个笔形不同，如“旧”和“归”、“干”和“于”。有的仅仅在笔画的长

短和高低上有差别，例如“土”和“士”、“己”、“巳”和“已”。

3. 笔画组合关系的差异。例如“冈”和“内”、“开”和“井”、“几”和“九”、“元”和“无”、“矢”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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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字部件有局部差异。如“拴”和“栓”、“耍”和“要”、“字”和“宇”。

（二）形似部件和近形字

汉字的有些部件十分相像，用它们分别组成的字书写时这些部件也极易混淆。例如：

十（协）———忄（怀） （临）———（归） 卩（却）———阝（那）

又（叙）———攵（敢） 土（庄）———圡（压）

爱（嫒）———爰（媛） 犮（拔）———发（拨） （旅）———（派）

丌（鼻、痹）———廾（弃、弄） （步、频）———少（沙、妙、劣）

土（社、尘、寺）———士（吉、志、壮） 爪（抓、爬）———瓜（狐、孤）

仓（抢、苍）———仑（沦、论） 癶（登、葵）———（祭、察）

（即、既）———（郎、廊） 臣（宦、卧）———（姬、颐、熙）

（刺、策、枣）———束（剌、辣、速、赖） （粤）———（奥、澳、懊）

⺗（恭、慕、添）———氺（隶、泰、漆） 儿（兜）———几（壳、虎）

（犯、危）———巳（导、异、巷）———己（岂、忌、配）

三、同音字

（一）同形同音异义字与异形同音异义字

同音字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读音相同、意义不同而且意义没有联系。同音字按字形是否相同可

以分为同形同音异义字和异形同音异义字两类。

狭义的同音字只指同形同音异义字，例如下面有三个“是”：

（1）实事求是 / （2）他是教师 / （3）唯你是问

（1）“是”为名词，表示“正确”、“合理”的东西；（2）“是”为动词，表示解释、判断、分类；（3）“是”为代词，表

示“这”、“此”。这三个“是”的字形和字音虽然相同，但从字义看，三者完全不同，而且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严

格地说是“同形同音字”。又如表示上海别称的“申”、表示地支的“申”和表示“说明”、“申述”的“申”；“花

朵”的“花”和“花钱”的“花”，也属于“同形同音字”。这一类字在汉语里数量不太多。

广义的同音字，除了同形同音字之外，还包括了异形同音字，即读音完全一样，而字形、字义不同的一组

字。如读“ｊī”的字，《新华字典（第 10 版）》收录有“玑、击、积、鸡、基、跻、激”等 36 个字。

（二）同音字与同音词

同音的汉字虽然很多，但是同音的汉语词却不是很多，除了单音词同声同 韵 同 调 的 情 况 比 较 多 一 些 之

外，双音节、多音节词中的同音现象（如“琵琶”和“枇杷”）就比较少。《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所收 3 996 个

常用词中，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同音词共有 231 组、496 个（包括单音同音词在内），只占总词数的 12. 41% 。计

算机采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时，应该大力提倡以词为单位，以减少同音字选择的数量。加强字符串之间的区别

性，有助于提高电脑处理语言文字的效率和质量。

同音字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可用同音字注音，此外，谐音双关、谐音别解等修辞手段具有特殊的表达

效果。如：年画中画两条鱼，表示“吉庆有余（鱼）”，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等。同音字一般

不会妨碍交际，阅读时，由于字形不同，不会产生混淆。但听、说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交际困难，如把“治

癌”听成“致癌”，把“越剧”听成“粤剧”。书写时，如果误用同音字，就会写别字，如把“启事”误写成“启示”，

把“川流不息”误写成“穿流不息”等。

异形同音字是汉字使用中的难点，学习时要注意分清各自的语境，写作时要谨慎选用同音字。一旦字形

记不清楚、写不准确，就应勤查词典。尤其是成语，常常出自某个典 故，用 字 有 其 特 定 性。下 面 列 举 的 成 语

中，有的字常常容易错写成同音别字（括号里是错的）：

黯然销魂（暗然销魂） 班门弄斧（搬门弄斧） 破釜沉舟（破斧沉舟）

按部就班（按步就班） 一筹莫展（一愁莫展） 卑躬屈膝（卑恭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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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穿流不息） 披星戴月（披星带月） 刻苦耐劳（克苦耐劳）

循序渐进（寻序渐进） 风靡一时（风糜一时） 怨天尤人（怨天由人）

四、多音字

（一）多音多义字

所谓多音多义字就是同一个字形却记录不同的读音和不同的字义。如：

长：ｃｈáｎｇ 长短 ／ ｚｈǎｎｇ 生长

参：ｃāｎ 参加 ／ ｓｈēｎ 人参 ／ ｃēｎ 参差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 500 个字中，多音多义字有 405 个，占总数的 11. 6% 。多音字节省了造字数量，但

同时带来一字异读的麻烦。

（二）异读字

异读字即多音 同 形 同 义 字。异 读 字 有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字 音 而 字 形 和 所 记 录 的 字 义 是 相 同 的。 如

“波”，以前有 ｂō 和 ｐō 两个读音，字义都是“江、河、湖、海等因振荡而一起一伏的水面”。

造成异读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文白异读，有的是因为保留了方言读音。1985 年 12 月 27 日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除了少数异读词在实际使

用中还有保留的必要外，多数异读词已经统一为一个读音。

练习题

一、选择。

根据下列各字的形与音、义的关系，在相应的名称下打钩：

字类

字例
异体字 异读字 同音同形字 同音异形字 多音多义字

行 ｘíｎｇ
行 ｈáｎｇ

回、囘、囬

公：公家

公：公婆

翻、番、帆

发：ｆā 发信

发：ｆà 理发

血：ｘｕè ｘｉě

二、举例说明同音字的定义和类别。

三、给下列各组近形字注音并组词：

1. 崇———祟 2. 瞻———赡 3. 庇———疵 4. 陡———徒———徙

5. 辍———掇———缀 6. 戊———戌———戍———戎

四、根据括号里的注音，填上规范的汉字：

（1） 　 　 （ｙíｎｇ）造　 　 　 　 　 　 （ｙíｎｇ）屏　 　 　 　 晶　 　 （ｙíｎｇ）

（2） 　 　 （ｓｈàｎ）长　 　 　 　 （ｓｈàｎ）养　 　 　 　 （ｓｈàｎ）食

（3） 　 　 （ｊｉǎｏ）获　 　 　 　 （ｊｉǎｏ）和　 　 　 　 （ｊｉǎｏ）正

五、给下列常用字注音并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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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字 注 音 释 义 汉 字 注 音 释 义

卓 濒

徙 掀

阐 绽

赐 盹

第六节 现代汉字的规范化

学习要点：明确现代汉字规范化的定量、定形、定音、定序，了解简化字的简化方法，并且能够进行分

析。熟练掌握现代汉字的常用查字法。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

范汉字。”现代汉字规范化主要表现在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上，简称“四定”。

一、现代汉字的定量

（一）现代汉字的字量

1. 汉字的字量

汉字的总数，人们一般认为有五六万。历代字书和现代大型字典所收字数统计如下：

汉代《说文解字》：9 353 个 宋代《广韵》：26 194 个

明代《字汇》：33 179 个 清代《康熙字典》：47 043 个

现代《汉语大字典》：54 678 个 现代《中华字海》：87 019 个

表面上看，汉字总量不仅庞大，而且呈现渐增趋势。实际上，总量中包含着大量处于储备状态的字，还有

很多异体字。例如《康熙字典》4 万多字中，异体字就占了 40% 。如果去掉这些异体字，按不同的字来统计的

话，字种的实际数量会大大减少。所谓“字种”是指汉字的个体种类（即不同的汉字），异体字、繁体字、简体

字和变体字都不影响字种的数量，如“群、羣”以及“众、衆”都只算一个字种。如果以各个时代实际使用的汉

字为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汉字的总量其实是相当稳定的。从汉代到现代，各个时代实际使用的汉字总数都不

曾超出一万字。

2. 精简字数

汉字的总量和实用量都不少，适当减少汉字字数是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难度的办法之一。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精简汉字字数：

（1）淘汰异体字

汉字存在不少音同义同而形不同的异体字。1955 年 12 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 810 组异体字进行整理，淘汰了其中重复多余的异体字 1 053 个。后来恢复了其

中的一部分，最终淘汰异体字数为 1 027 个。例如：

窗［牎牕窓窻］ / 叠［曡疊疉］/ 劫［刧刼刦］ / 烟［煙菸］ / 炮［砲礮］ / 村［邨］/ 群［羣］（［ ］前是选用

的正体字，［ ］内是被淘汰的异体字。）

（2）更改地名生僻字

我国地名中有些生僻字除去记录地名外没有其他用处。从 1956 年到 1964 年，经国务院批准，用同音的

常用字代替了 35 个县级以上地名中的生僻字，共精简了 15 个地名字。例如陕西省的“盩厔县”改为“周至

县”，青海省的“亹源县”改为“门源县”，新疆的“和阗县”改为“和田县”，江西省的“雩都县”改为“于都县”，

四川省的“越嶲县”改为“越西县”，等等。（详见《简化字总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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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计量单位名称用字

我国计量单位名称用字中，过去有不少特造的计量字。它们口头上读时是双音节，书面上却只写作一个

字形。1977 年 7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联合发布了《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

该表通过统一计量单位名称用字，精简了 20 个字，如“呎”（ｙīｎɡｃｈǐ）、“吋”（ｙīｎɡｃùｎ）、“瓩”（ｑｉāｎｗǎ）、“唡”

（ｙīｎɡｌｉǎｎɡ）都被淘汰。通过以上三条途径精简的汉字总数达 1 189 个。

（二）现代汉字的通用量

1. 现代通用汉字的数量

通用汉字就是书写现代汉语通常要用到的字，也就是除去有特定使用范围的专用字和罕用的生僻字以

外的那一部分字。

根据历代文字资料的统计，从商代到现代，一般通用层面使用的汉字数量没有显著变化，可能一直在五

六千个左右。现代制订的具有通用字表性质的汉字标准，基本上维持这一数目。出版印刷方面：1965 年文

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 6 196 个。信息处理方面：1981 年国

家标准局发布的 GB2312 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字 6 763 个。电报通讯方面：1983 年

邮电部编制出版的《标准电码本》（修订本）收字 7 000 多个。

2.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制定

为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进一步满足出版印刷、信息处理以及其他方面的用字需要，1988 年 3 月由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依据《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确定了字形标准，规定了每个字的字形结构、笔画数

和笔顺，并根据近年来汉字应用的实际情况删去《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的 50 个字，另外增收 854 个字，共

收通用字 7 000 个。它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几个规范字表的成果，并作了某些合理的调整，不仅在字量上有了

明确规定，而且在字形上也有了明确规范。

通用字是相对于专用字而言的，因此通用字的数量确定后，还要研究各种专业用字的字量，并根据专业

的门类制订各种专用字表。专业用字可分为姓名专用字、史地专用字、科技 专 用 字、宗 教 专 用 字、民 族 专 用

字、译音专用字、方言专用字等。

（三）现代常用汉字的数量估算

常用字就是书写现代汉语经常要用到的字。汉字总字数很多，通用字的数量也不少，可是人们经常使用

的字量并不多，往往只集中在有限的二三千个字种上。据统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用了 2 134 个字种，

老舍的《骆驼祥子》只用了 2 413 个字种，《曹禺选集》（《雷雨》、《日出》、《北京人》）只用了 2 808 个字种，即

使长达五卷的《毛泽东选集》也只用了 3 136 个字种。这说明人们实际上经常使用的汉字数量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根据政治论文、文艺作品、新闻通讯、科学技术等几方面的语料作字频统计，那么现代汉语用字

集中的情况将进一步得到证实。下面我们综合各家字频统计的结果，列表说明一个大概情况。

字 种 数 覆 盖 率（% ） 不 足 率（% ）

1 000 90 10

2 400 99 1

3 800 99. 9 0. 1

5 200 99. 99 0. 01

6 600 99. 999 0. 001

该表说明，前 1 000 个高频字种能覆盖全部被统计语料的 90% ，前 3 800 个高频字种能覆盖全部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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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的 99. 9% 。汉字用字集中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学习和掌握汉字，必须首先抓住出现频率

高的那些常用字，它们是汉字学习的重点。

1.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制定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研制工作，始于陈鹤琴编制的《语体文应用字汇》（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以后

几十年间又研制了不少常用字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1952 年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表》。该表选定的 2 000

个常用字一直是扫盲的标准。后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于 1988 年 1 月发布了《现

代汉语常用字表》。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在制订过程中，确定了三条选字原则：（1） 使用频率高；（2） 构词能力强；（3） 学

科分布广；并充分利用了自 1928 年至 1986 年间的各种统计资料 20 种，采用现代手段，最终筛选出 3 500 个

常用字。其中常用字 2 500 个，次常用字 1 000 个。2 500 个常用字的覆盖率为 97. 97% ，1 000 个次常用字的

覆盖率为 1. 51% ，两者相加，总覆盖率高达 99. 48% 。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 3 500 字包括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这就是说，7 000 个通用字中恰好有

一半是常用字，一半是非常用字。选取常用字不是为了限制人们学习汉字的数目，而是把应用得最普遍的字

提取出来，作为识字教学的首选。

2. 现代汉语常用字的特点

（1）常用性。主要的依据是该字出现的频率，如“的、一、是、在、不、了、有、和、人、这”等字在各家的统计

资料中出现频率都是名列前茅的。

（2）能产性。常用字大都构词能力比较强，由于能产性强，经常被选作记录新词语的构成成分。如“电”

字，由它参与构成的词多达数百个。

（3）稳定性。虽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在书面交际中最常用的字却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常用字记录

的语素所代表的事物本身具有稳定性。常用字的稳定性说明一份科学的常用字表具有相当长的时效性。

（4）简易性。指书写简易。高频字因为经常使用，成为简化的重点对象。高频趋简，这是汉字形体发展

中的一条重要规律。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为例，2 500 个常用字中，简化字共 837 个，占 33. 4% ；1 000 个次

常用字中，简化字共 279 个，占 27. 9% ；二者合计，3 500 个常用字，简化字共 1 116 个，占 31. 8% 。

综上所述，可以把现代通用汉字定为三个级别：常用字为 2 500 个，次常用字为 1 000 个，通用字为 7 000

个，从而有效地兼顾了通用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用字需求。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是“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的核心和基础。人名用字表、地名

用字表、译音用字表、科技用字表等专用字表的研制和发布，将使“现代汉语用字全表”逐步接近现代社会的

实际用字总量。从 2001 年起，主管部门又组织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其中的一级字相当于常用字表，

一级和二级字加起来相当于通用字表，三级字是人名、地名、科技等领域的专用字。这份字表的研制将为现

代汉语用字的规范化构筑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汉字的定形

定形包括繁体简化，异体整理，字形整理以及笔画、部件规范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一）笔画简化

简化字也叫简体字。简体字和繁体字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历史一样久远。一字多形显然不利于使

用，就需要加以整理、取舍，笔画简易的往往成为首选。

1. 《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

1956 年 1 月，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中有 223 个简化字跟 1935 年公布的《第

一批简体字表》完全相同。1964 年，有关部门根据推行的实际情况，并加上了遵照国家规定用简化字和简化

偏旁作为构字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重新整理、编制了《简化字总表》，于 1964 年 5 月出版发行。

《简化字总表》共分三个表：第一表收的是 352 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这些字的繁体如果作为别的字

的偏旁，也不依简化字形作类推简化。如“兒”简化为“儿”，但“倪”的右边不能简化作“儿”。第二表收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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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 14 个简化偏旁。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如“華”简化为“华”，那么“嘩”、“樺”、

“曄”、“燁”等都可类推简化作“哗”、“桦”、“晔”、“烨”。14 个简化偏旁中，“讠”、“饣”、“纟”、“钅”只能用于

左偏旁，其他 10 个不论在字的任何部位，都可类推简化。第三表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

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共 1 745 个。三个表共收简化字 2 238 个（因“签”、“须”两字在第一、第三表中重现，

实收字数应为 2 236 个）。表内所有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后面，都在括弧里列入原来的繁体。对于一部分有特

殊情形，需要加以说明的简化字，则都加了脚注。

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便于群众使用规范的简化字，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并对个别字和注解作了调整。

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字的实际数量是 2 235 个。相对应的繁体字平均笔画是每字 16. 1

笔，简化后为 10. 3 笔。被简化的字大都是常用字，使用频率很高，所以，两千多字的简化大大缓解了汉字书

写的繁难。据有关方面调查，现在全国人口中只用简化字的占 92. 25% ，简化字繁体字并用的仅占 3. 84% 。

2. 所谓“二简”字

“二简”是 1979 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简称，共收简化字 853 个。由于“二简”中有

些简化字不够成熟，有的也简化得不很合理，试用步骤又过于急促，因此，不到一年就停止试用。1986 年，国

务院同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

示”，决定立即停止使用“二简”字，并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

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二简”方案虽然废止了，可是方案中的字却废而不止，有的仍在社会上流行，造成简化字形体混乱。例

如（括号内为“二简”字）：

餐（歺） 赛（） 漆（） 演（） 藏（）

舞（午） 街（） 道（辺） 建（迠） 感（）

我们应该遵照国务院的决定，停止使用“二简”字。

3. 汉字简化方法

同一个字有几个形体，笔画比较多的叫繁体字，笔画比较少的叫简体字。但是，这里所说的“简体字”有

特定的含义，指由国家明文规定取代繁体字而推广使用的简体字。单纯从形体结构上分析，比较繁体字和简

体字，可以归纳为三种简化方法：

（1）局部删除。即在原繁体字的基础上，作局部的删除。

1）删除大半。如：術—术、豐—丰、醫—医、滅—灭

2）删除一半。如：隸—隶、號—号、麽—么、飛—飞

3）删除小半。如：婦—妇、孫—孙、霧—雾、隨—随

4）删除中间，保留轮廓。如：廣—广、奪—夺、瘧—疟、齒—齿

5）删除后还有小的变形。如：穩—稳、縣—县、傘—伞、鑿—凿

（2）偏旁更换。

1）更换的偏旁便于识读。如：癥—症、艦—舰、癰—痈、憶—忆、醞—酝、樁—桩、態—态、郵—邮

2）更换的偏旁便于称说。如：慶—庆、聯—联、邊—边、屬—属

3）更换成 记 号 便 于 书 写。如：樹—树、戲—戏、歡—欢、僅—仅、雙—双、對—对、鳳—凤、風—风、岡—

冈、區—区、趙—赵、棗—枣、攙—搀

（3）整字替换。简体和繁体字的结构模式完全不同。如：釁—衅、聽—听、竈—灶、衛—卫

第（1）（2）类的简繁字形有一定联系，区别在于：第（1）类是简体字形包孕在繁体字形里面，也可以说，

简体字形是从繁体字形中脱胎而出的；第（2）类是简繁字形参半，也就是说，保留一半更新一半。只有第（3）

类的简化字形跟繁体字形完全失去联系。

还可以从简化字来源来分析简化方法，这大概有三种：

（1）起用古字。即重新起用笔画相对比较少的古字。如：從—从、雲—云、禮—礼、衆—众

（2）草书楷化。即把繁体字的草书写法用楷体笔法呈现出来，成为简化字。如：書—书、農—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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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興—兴

（3）同音替代。即用笔画简单的现成的同音、近音字代替繁体字。如：鬆—松、籲—吁、麵—面、齣—出

4. 简化字、繁体字对应问题

（1）简繁字转换问题

据统计，《简化字总表》的 2 235 个简化字，在简繁转换中有 95. 5% 是一对一的关系，还有 4. 5% ，一个简

化字要对应两个或三个繁体字。这样的简化字约有 100 个，转换时要特别注意它们的对应关系。

这些字中，有 77. 45% 是采用同音（近音）替代法而简化的兼用字，即既是非简化字，又是某一个繁体的

简化字。例如：

板 ／ 板［闆］、表 ／ 表［錶］、别 ／ 别［蹩］、卜 ／ 卜［蔔］、才 ／ 才［材］、厂（āｎ）／ 厂［廠］、冲 ／ 冲［衝］、丑 ／ 丑［醜］、

出 ／ 出［齣］、担 ／ 担［擔］、淀 ／ 淀［澱］、冬 ／ 冬［鼕］、斗 ／ 斗［鬥］、谷 ／ 谷［穀］、刮 ／ 刮［颳］、广（āｎ）／ 广［廣］、柜

（ｊǔ）／ 柜［櫃］、合 ／ 合［盒］、后 ／ 后［後］、胡 ／ 胡［鬍］、划 ／ 划［劃］、回 ／ 回［迴］、伙 ／ 伙［夥］、几 ／ 几［幾］、家 ／ 家
［傢］、姜 ／ 姜［薑］、借 ／ 借［藉］、卷 ／ 卷［捲］、困 ／ 困［睏］、腊 ／ 腊［臘］、蜡 ／ 蜡［蠟］、累 ／ 累［纍］、里 ／ 里［裏］、帘 ／

帘［簾］、了 ／ 了［瞭］、霉 ／ 霉［黴］、面 ／ 面［麵］、蔑 ／ 蔑［衊］、辟 ／ 辟［闢］、苹 ／ 苹［蘋］、仆 ／ 仆［僕］、朴 ／ 朴［樸］、

千 ／ 千［韆］、秋 ／ 秋［鞦 ］、曲 ／ 曲［麯 ］、确 ／ 确［確 ］、舍 ／ 舍［捨 ］、沈 ／ 沈［瀋 ］、适（ｋｕò）／ 适［適 ］、术（ｚｈú）／ 术
［術］、松 ／ 松［鬆 ］、涂 ／ 涂［塗 ］、咸 ／ 咸［鹹 ］、向 ／ 向［嚮 ］、旋 ／ 旋［鏇 ］、叶（ｘｉé）／ 叶［葉 ］、余 ／ 余［餘 ］、御 ／ 御
［禦］、吁（ｙū，ｘū）／ 吁［籲］、郁 ／ 郁［鬱］、愿 ／ 愿［願］、云 ／ 云［雲］、折 ／ 折［摺］、征 ／ 征［徵］、症 ／ 症［癥］、致 ／ 致
［緻］、制 ／ 制［製］、种（ｃｈóｎｇ）／ 种［種］、朱 ／ 朱［硃］、筑 / 筑［築］、准 / 准［準］、干 / 干［乾 幹］、系 / 系［係 繫］、

只 / 只［衹隻］、蒙 / 蒙［懞濛矇］、台 / 台［檯臺颱］

另外 25. 55% 是专职简化字，即一个简化字同时对应两个繁体字。例如：

复［復複］、获［獲穫］、签［簽籖］、纤［纖縴］、苏［蘇囌］、坛［壇壜］、团［團糰］、须［須鬚］、脏［髒臟］、钟

［鐘鍾］、当［當噹］、发［發髮］、汇［匯彙］、尽［盡儘］、历［曆歷］、卤［鹵滷］、摆［擺襬］、恶［惡噁］

同音替代的简化字同繁体字之间进行简繁转换时，要注意跟同形的非简化字区别开来。例如：

“系”：“系统”、“中文系”（非简化字）；“关系［係］”、“系［繋］绳子”（简化字）。

“干”：“干支”、“相干”（非简化字）；“干［乾］净”、“干［幹］活儿”（简化字）。

有的人不了解这种同形字现象，片面以为“几”只是“幾”的简化字，遇到要写繁体字的场合，便出现“窗明幾

净”的错误。电脑进行简繁体转换时，也时常出现这类毛病。

（2）偏旁类推简化问题

汉字简化时，为了求简，汉字构字的系统性常常会有所突破，一是繁体字中相同的偏旁部件在简化后，却

成为不同的偏旁部件，如卢（盧）、泸（瀘）、颅（顱）、鲈（鱸）┃炉（爐）、庐（廬）、芦（蘆）、馿（驢），声符“盧”简

化后分化为“卢”和“户”；二 是 繁 体 字 中 不 同 的 偏 旁 部 件 在 简 化 后，又 成 为 相 同 的 偏 旁 部 件，如 邓（鄧）、对

（對）、难（難）、欢（歡）、戏（戲），左偏旁都简化成了“又”。熟悉繁体字而不熟悉简化字的人要特别注意这类

情况，防止不恰当的偏旁部件类推简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学习《简化字总表（1986 年 新 版）》。

注意第一表中不能作偏旁使用的 352 个简化字以及第二表中可作偏旁使用的 132 个简化字。

（二）异体整理

1. 异体字的定义

异体字指音义都相同仅形不同的字。这些字可以互称为异体字，如“吸 ｙāｎ”的 ｙāｎ，至少有三种写法：

“烟煙菸”。这三个字形互为异体字。经过整理以后，大家习惯把选用的正字“烟”称为“选用字”，而把另外

两个非选用字“煙菸”称为“异体字”。

1955 年出台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除了符合严式定义的异体字，如“烟煙菸”外，还有包孕关系的异

体字，即甲字的音义多于乙字，如“豆”和“荳”只在“黄豆、绿豆的豆”这个音义上构成异体字关系；还有交叉

关系的异体字，即甲字只有部分音义跟乙字的部分音义相同，如“夹”和“挟”只在字音是 ｊｉā、字义是“夹在胳

膊底下”时构成异体字关系。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交叉异体字”也作为整理对象，且采用淘汰的办法，曾给社会用字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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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例子如“熔［鎔］”，这两个字仅在字义同为“熔化”时构成异体字关系，而“鎔”还有“铸器的模型”“矛

属”等字义。

2. 整理异体字的原则

整理异体字时，主要采用从俗从简的原则。从俗，即去生留熟，选用社会和出版物上比较通行的字形，如

选“针”去［鍼］，选“仙”去［僊］，选“脚”去［腳］，选“蝶”去［蜨］。从 简，即 选 用 笔 画 相 对 较 少 的 字 形，如 选

“捆”去［綑］，选“猫”去［貓］，选“升”去［昇 陞］，选“窑”去［窯 窰］。当 从 俗 从 简 不 一 致 时，往 往 依 据 从 俗。

如选“霸”去［覇］，选“船”去［舩］。采用从俗从简的原则，整理的结果便于在社会通用层面推行。

3.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推行和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 1955 年 12 月 22 日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该表收异体字 810 组，每组最少 2 字，最多 6 字，整理的异体字共 1 865 个。《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发布有

效地减少了社会通用层面的异体字数量，减轻了学习和使用的负担。

经过多次调整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由原来的 810 组减少为 794 组，应淘汰的非规范异体字形由原

来的 1 055 个减少为 1 024 个，选定的规范“选用字”由原来的 810 个减少为 794 个。

（三）字形整理

以前，我国出版物上使用的汉字字形相当混乱，除了繁体、简体的问题外，还存在字形内的小差异。有些

字的结构和轮廓相同，笔画数目和笔形却有少量差异。例如“吴”和“吳”等。1965 年 1 月，文化部和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 6 196 个通用汉字规定了通用字体的规范字形。这个规

定涉及笔画的数目、笔画的形状、笔画的顺序和字形的结构模式等。之后，人们就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规定的字形称为新字形（如“吴”），把过去的字形称为旧字形（如“吳”）。这一名称有待学术规范。

对旧字形的整理主要考虑从简从俗，让印刷体尽量跟手写体一致，笔画和笔势尽量便于横写等，具体表

现在四个方面：1. 部件的调整；2. 笔画的调整；3. 笔画、笔势和结构尽量便于横写；4. 印刷体力求与手写体

一致。《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公布之后，我国报刊书籍的铅字字形基本上都采用了新字形，大大减少了同一

个字形存在细微差别的混乱情况。但有的字形整理对原字形的改动较大，影响了新旧字形的对应，如“奐”、

“瘓”、“煥”、“換”、“渙”和“奂”、“痪”、“焕”、“换”、“涣”，不如归入繁简字范围比较合理。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 年）、《简化字总表》（1964 年）以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 年），确

定了现代汉字的正体字、简化字字形和新字形；后来，《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1997 年）和《信息处理用

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1997 年）又确定了现代汉字的笔顺规范和电脑用部件规范。汉字规范

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三、现代汉字的定音

定音就是确定现 代 汉 字 的 规 范 字 音。由 于 这 部 分 的 内 容 跟 第 一 章 语 音 重 复，我 们 只 列 出 纲 要，不 再

展开。

1. 《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确定了普通话的声、韵、调系统。

2.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 年修订稿）对一千多条异读词作了审订和修订，为字音的标准化打下

了基础。多音字只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稍带作了整理，尚需作全面研究和整理。

3. 普通话的音节数目各家说法不一，有待标准化。

4. 需要确定普通话轻声词、儿化词的范围。

四、现代汉字的定序

（一）汉字字序问题的复杂性

字序就是汉字排列的先后顺序。成千上万个汉字集合在一起，就有一个排列次序问题。在社会生活中，

字序的应用极为广泛。不论是辞书排定字头、图书资料编排目录、人名排序，还是电脑研制编码方案，都需要

科学、合理、简明、便用的汉字序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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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字序的复杂性表现为汉字的排序具有多样性和互补性的特点：

排序的多样性是指汉字的序列法多种多样，有形序法、音序法、义序法。每种序列法都自成系统，掌握任

何一种序列法都必须掌握这种序列法的系统。

排序的互补性是指众多序列法各成系统又互为补充。也就是说，汉字的每一种序列法都有用，但又都往

往不能单独地依靠一种序列法来完全解决汉字的排序问题。每一种序列法都需要借助其他序列法来弥补其

不足。例如按音序法排序时，遇到同音字就要借助形序法；按部首法排序时，遇到同部字就要借助笔画法或

笔形法。事实上，由于需要排序的汉字数量较多，想要仅仅用一种序列法来把上万个汉字都排定位次是不大

可能的，必须同时运用几种序列法，分层次地、逐步地予以离散、组合。目前通行的工具书，一般都以一种序

列法为主，加以别的序列法为辅。例如《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正文按音序排列，前边又列有部首检

字表；《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正文按部首排检法排序，后边又附有笔画检字表。这些工具书由于采

用几种查字法，相辅相成，适应了不同读者的需要。

（二）现代汉字的序列法

汉字序列法虽然有音序法、形序法、义序法三种，但目前通行的序列法主要是音序法和形序法。形序法

又分部首法、笔画法和笔形法。

1. 音序法

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来排列字序的方法。

汉字的音序法经历了三个阶段：

（1）声韵序列法，以《广韵》为代表。《广韵》先依所收字的声调把所有的字分为平、上、去、入四类。由

于平声字多，又把平声字分为上平声和下平声，分在两卷里。每卷内部再按各字的不同韵部分先后。韵部共

206 部。同韵的字再依不同的声母排列先后。现代编的《中华新韵》和《现代诗韵》等基本上也采用类似的体

例。声韵序列法除编排诗韵外，现在基本不用。

（2）注音字母序列法，以《国音字典》（1919 年）为代表。它所收的字都按 1918 年公布的注音字母的顺

序排列。《国语辞典》和它的简本《汉语词典》以及后来的《同音字典》也按此法排序。《汉语拼音方案》产生

前，音序法主要用注音字母序列法。

（3）汉语拼音字母序列法，这是我国大陆现在通行的音序法。自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许多

字典都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同时也用汉语拼音来给汉字排列次序。汉语拼音序列法内部还有两种：一

种是单纯的字母序列法，一种是“音节·汉字·字母”分层序列法。

单纯的字母序列法以《汉语拼音词汇》（1958 年）为代表。它安排词条纯粹根据全词的汉语拼音写法，按

字母表的字母顺序排列。声母和韵母相同的字按声调以阴、阳、上、去、轻为序排列。声、韵、调全同的同音字

按笔画多少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再按笔形以横、竖、撇、点、折为序排列。

“音节·汉字·字母”分层序列法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它先按汉语拼音音节表中的

音节次序排列字头，音节相同的字则按字头的汉字字形排序。当几个多音节词条具有相同的字头时，再根据

第二字的拼音字母的顺序安排词条的次序。

用音序法排检汉字简单、迅速，一查即得。由于字母的次序和音节的次序目前已取得一致，因而基本上

可以做到字有定序。音序法也有局限，主要是遇到不认识的字或读不准音的字，还得借助别的查字法。其次

是目前我国普通话还未普及，汉语拼音也不是人人都已掌握，一部分读者运用音序法还有困难。

2. 形序法

形序法是按照字形的各个方面特点来排列字序的方法。形序法包括笔画法、笔形法、四角号码法、部首

法等，其中部首法历史最悠久，使用也最普遍。

（1）笔画法按照字的笔画数目来排列汉字，笔形法按照字的首笔笔形的类别来排列汉字。目前大都采

用混合法：1. “笔画———笔形法”，先按字的笔画多少归并汉字，笔画数相同的字再按首笔、次笔两笔的笔形

排列先后顺序。例如《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2. “笔形———笔画法”，先按首笔笔形

分类排列，再把首笔笔形相同的字根据笔画数的多少分成小类来排列。例如《学文化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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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角号码法把汉字四角的笔形编成数码，再按每一个字的数码来编排查检汉字。它实际上也是笔

形法，是一种笔形代码法。它把汉字四角的笔形归纳为十种，并分别用 0—9 这十个数码代表：

号码 笔名 笔 形 举 例 说 明 注 意

0 头 亠 言主广疒 独立的点和横相结合

1 横 一乚 天土地江元風 包括横、挑（趯）和右钩

2 垂 丨丿亅 山月千則 包括直、撇和左钩

3 点 丶 宀礻冖厶之衣 包括点和捺

4 叉 十乂 草杏皮刈大對 两笔相交

5 插 扌 扌戈中史 一笔通过两笔以上

6 方 囗 國鳴目四甲由 四边齐整的方形

7 角 厂⺁乛 羽門灰陰雪衣學罕 横和垂的锋头相接处

8 八 八丷人𠂉 分頁羊余災汆足午 八字形和它的变形

9 小 小⺌个忄 尖糸杲惟 小字形和它的变形

1 2 3 都是单笔，0 4 5 6

7 8 9 都由二 以 上 的 单 笔 合

为一复 笔。 凡 能 成 为 复 笔

的，切勿 误 作 单 笔；如 亠 应

作 0 不 作 3，寸 应 作 4 不 作

2，厂应作 7 不 作 2，丷 应 作

8 不作 3、2，小 应 作 9 不 作

3、3。

为了便于记忆，有人编了“四角号码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

有横变零头。”

每个汉字依据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顺序取得四个数码，然后依据这四个数码从小到大排列顺

序。查检时只要确定所查字的四角笔形及号码，即可在正文中直接找到要查的字。例如“颜”是 0168，“截”

是 4325。

四角号码法可以一步查到该字在辞书中的位置，因此，只要熟悉规则，查检起来简便迅速。但由于具体

规则较多，掌握起来比较麻烦，重码也较多，有的字取码有二义性。

（3）部首法是按照字的部首来排列汉字。同部首的字按笔画数多少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再按起

笔笔形顺序排列，笔画数、起笔笔形都相同的字按次笔笔形顺序排列。

部首法大多根据形旁分部检字，同部的字在字义上往往有一定联系，因而兼有分类编排的作用，多用于

大型语词性辞书的编排，例如《辞海》、《汉语大词典》等。

上述序列法各有优缺点，在辞书中各成系统又互为补充，而且都以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辞书作为载体，已

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其中部首法的影响和作用最大。但是，在今天，唯有音序法最能适应自动快速检索的信

息化时代的需求。为了使汉字能顺利输入电脑，人们还设计了几百种编码方案，也是要解决在电脑上使用汉

字的定序问题。这丰富了字序研究的内容，加深和扩展了字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部首法的规范

1. 传统部首与改良部首

部 首 法 是 东 汉 许 慎 在《说 文 解 字》中 首 创 的 。《说 文 解 字》把 汉 字 按 其 来 源 分 为 540 部 ，每 部 把 共

同 傍 从 的 形 旁 字 列 在 开 头 ，称 为 部 首 。 部 首 法 自 创 立 以 后 千 百 年 来 一 直 为 编 纂 字 书 的 人 所 采 用 ，只 是

分 部 的 多 少 和 字 的 归 部 原 则 有 所 不 同 。 如 明 代 梅 膺 祚 编 的《字 汇》将 部 首 按 楷 书 改 并 为 214 部 。 之 后 ，

清 代 的《康 熙 字 典》、1915 年 版 的《中 华 大 字 典》和《辞 源》，以 及 1936 年 版 的 旧《辞 海》等 都 继 承 214 部

的 传 统 。

214 部的部首系统混合使用据义定部和据形定部两个标准，有些部首立部不尽合理，有些具体字的归部

也欠妥当。例如“奉、奏、春、泰”四个字，楷书字形结构类型相同，却按字源把“奉、奏”归入“大”部，而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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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分别归入“日”部和“水”部。人们在排检工具书的实践中，要求对 214 部作一些改良。《新华字典》1966

年以后的版本，根据新华辞书社拟制的部首检字法，把部首数目归并为 189 部。用“艹、辶、阝（在左）、卩（在

右）”取代“艸、辵、阜、邑”；将“氵、忄、扌、犭、攵、灬、礻、衤”等从“水、心、手、犬、攴、火、示、衣”等部中分离出

来。《现代汉语词典》也 采 用 189 部。1964 年，汉 字 查 字 法 整 理 工 作 组 提 出 了 新 的《部 首 查 字 法（草 案）》。

“草案”严格贯彻依据字形定部的原则，设立 250 个部首，1979 年版的新《辞海》采用了“草案”的 250 部。但

250 部数目偏多，有的部只有部首而部内无字，如“龟”部。1983 年，统一汉字部首排检法工作组采用据形定

部的原则，拟定了《统一汉字部首表（草案）》，共设 201 部。《中华字典》即按此 201 部定部。《汉语大字典》

和《汉语大词典》比较倾向于据义定部，设立 200 部。

语文学界为了便于讨论部首问题，把 214 部的部首系统称为“传统部首”，而把改变 214 部的现代各种部

首系统称为“改良部首”。

2. 部首法的分歧与规范

部首法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设部和归部两个问题上。

设部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设立部首总数的差异（有 214 部、189 部、250 部、201 部、200 部五种）；二

是应该设立哪些部首，不设立哪些部首。例如《康熙字典》、《辞海》设“匕”部，《新华字典》不设；《新华字典》

设“其”部，《康熙字典》、《辞海》不设；辞海设“虎”部，《康熙字典》、《新华字典》不设，等等。这些分歧给读者

查检增添了许多不便。因此在设立部首问题上首先应该规范，既照顾传统，又有所革新。

归部的分歧主要是从义取部为主，还是从位取部为主。传统部首是从义取部为主的，但是独体字不易找

出表义成分，归部较困难，现代很多辞书一般按这些字的首笔或上方笔形归部。例如“民”字，《康熙字典》入

“氏”部，《辞海》入“民”部，而《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则根据“民”的首笔入“乛”部。合体字虽有表

义成分，但形旁位置不固定，如果不认识某字，就无从判断形旁，归部也较困难。于是根据从位取部的原则规

定：在可取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首时，一律按取上不取下、取左不取右的原则定部。其实，合体字，特别是形声

字，只可选形旁部首，归部不会产生分歧，例如“油、刚、病、访、情、草”等。少数可取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首的会

意字，根据书写顺序，往往先取形旁位置在左面的或在上面的形旁，因此，不论是从义取部还是从位取部，归

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还有极少一部分字，归部时难以确定，例如“相、在、哀”等。《康熙字典》将“相”归

入“目”部，“在”归入“土”部，“哀”归入“口”部。如果从位归部，“相”应入“木”部，“在”应入“一”部，“哀”

应入“亠”部。这样，查检时是一个部首，理解字义时又是另一个部首，显然也不妥当。为了方便查阅者，也有

采用“兼容”办法的，即按照一个字可能有的部首把这个字分别归入几个部中，俗称“多开 门”。如《新 华 字

典》、《现代汉语词典》，将“相”分别归入“木”部和“目”部，将“在”分别归入“一”部和“土”部，将“哀”分别归

入“亠”和“口”部。

部首法的分歧，除了上述两个问题，还有同一部首内汉字的排序问题。目前有两种排列方法，一种是以

笔画多少排列，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另一种是按起笔笔形并照顾到偏旁的同一性。以笔画多少排列，还要解

决笔画数相同的字如何按笔形顺序排列的问题。现行辞书的笔形顺序多按规范定为一 | ノ丶。

在设部和归部上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各家设部和归部的原则不同。《说文解字》的部首是根据小篆字形

和从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小篆字形和从义原则，是为文字学研究服务的，这两个原则在《说文解字》中相互

配合，十分协调。《康熙字典》的 214 部是在基本继承 540 部从义原则的前提下，适当考虑楷书字形的实际而

加以调整的。楷书字形已经大大破坏了小篆字形的原貌，要完全贯彻从义原则事实上已不可能，于是便适当

地从形。这样同时用两个不易协调的原则来处理部首问题，必然矛盾迭出。例如“火”又作“灬”而同入“火”

部，“手”又作“扌”而同入“手”部，“月”与“肉”在偏旁上均作“月”而分作两部。《康熙字典》的缺点是贯彻

原则不统一。《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根据现代读者对小篆形体不熟悉，又缺乏古文字知识的

实际情况，再加上这几本工具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就要求查字法彻底从形，越简单越规律化越好。于是它

们把“扌”和“手”、“刂”和“刀”、“氵”和“水”、“灬”和“火”等同义异形部首分开，又把“曰”和“日”、“月”和

“”合并，还设立部首附形如“人（入）”、“小（⺌）”、“羊（、⺷）”等。这些对传统部首进行改进的努力是

有意义的，应该逐步求得完善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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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填空。

1. 写出相应的繁体字，并指出简化的方法：

简 体 字 繁 体 字 简 化 方 法 简 体 字 繁 体 字 简 化 方 法

乐 奋

后 兰

战 还

累 邓

2. 从简化字的来源分析，指出下列简化字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丑（醜）： 龟（龜）：

专（專）： 学（學）：

长（長）： 泪（淚）：

谷（穀）： 书（書）：

3. 现代汉字规范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 （2） （3） （4） 。

4. 《说文解字》把 9 353 个汉字归为 部，《字汇》和《康熙字典》把部首归并为 部，《新华字典》和

新《辞海》分别把部首定为 部和 部，而《汉语大字典》又把部首定为 部。

5. “四角号码检字法”将四角和号码的对应关系用四句口诀来概括，这四句口诀是

。

6. 汉字字序的复杂性表现在 和 两个方面。

二、选择。

1.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通用字（1）6 196 个（2）3 500 个（3）7 000 个。（ ）

2. 常用字最根本的特点是（1）能产性（2）常用性（3）简易性（4）稳定性。（ ）

3. 以姓氏笔画为序，下面姓氏的排列顺序应该是（1）冯匡范张倪（2）匡冯范张倪（3）冯匡张范倪（4）匡

冯张倪范。（ ）

4. “非”字在《新华字典》检字表里列入（1）丨部（2）一部（3）非部（4）部。（ ）

三、判断。

1. 《汉语大字典》收字 5. 6 万字，这个收字量反映了目前通用层面实际使用汉字的数量。（ ）

2. 常用字的平均笔画数比非常用字的平均笔画数少。（ ）

3. 汉字可以像拼音文字一样用一种序列法将所有的字都排定位次。（ ）

四、问答。

1. “从群众中来，到羣衆中去。”一句中含有多少个字种？

2.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主要通过哪几条途径来精简汉字的字数？

3. “理发”、“皇后”、“干事”、“茶几”这几个词语在繁简转换中，会错写成：“理發”、“皇後”、“乾事”、“茶

幾”。指出写错的原因。

4. 《简化字总表》第一表与第二表有什么不同？“浆”、“岁”、“罢”、“酿”、“师”、“枣”、“将”各列于第几

表？它们之中哪些能作为简化偏旁来使用？

5. 分别运用音序法和部首法，在《新华字典（第 10 版）》里查找下列汉字在第几页。

乃 隶 亚 柔 香 书 用 果

6. 分析下面各字，看看可以分别归入哪个部首？然后用《新华字典》（第 10 版）来验证。

取 娶 现 暮 国 戒 教 颠 恭 笔 献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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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平时使用工具书时喜欢使用哪种查字法？为什么？

五、思考题。

1. 香港、澳门特区、台湾省以及海外一些地区还在使用繁体字和一部分异体字。你觉得以后中国大陆

和这些地区实现“书同文”的前景如何？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

2. 有人提出“识繁写简”，你同意这一提法吗？为什么？

3. 请说说“高频字”在小学语文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

4. 有人认为汉字数量太多了，不利于学习和使用，所以建议 3 500 个常用字之外的汉字全部淘汰，用同

音字来替代。你以为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第七节 现代汉字的信息处理

学习要点：了解汉字信息处理的输入方式、汉字键盘输入的方法、几类汉字编码方案的优缺点；熟悉

汉字信息处理对汉字规范化的要求。

20 世纪 40 年代计算机诞生以来，计算机技术已经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应用。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信

息的存储、加工、传递手段的现代化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所谓语言信息处理就是指用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

形、音、义等信息进行处理。汉字信息处理就是利用计算机对汉字符号系统进行处理的一项科学技术。汉字

信息处理不等同于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指的是利用计算机对汉语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这两种信息

进行各种加工，而加工的结果是形成各种信息处理系统。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则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中一个

关键和基础的部分，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得以建立的工具。世界上的文字有上百种，其 中 大 部 分 是 拼 音 文

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西方文字可以在键盘上直接输入计算机，如英文；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对普通键盘

做一些改造，如法文、德文、俄文。由于汉字文字性质不同于拼音文字，因此用计算机处理汉字就遇到了许多

新的问题。

通常汉字信息处理的过程分为汉字信息的输入、汉字信息的处理、汉字信息的输出三个阶段。

一、汉字信息的输入

解决汉字信息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是进行汉字信息处理的基础。从目前来看，计算机汉字输入方式主要

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键盘将汉字输入计算机，称为汉字的键盘输入；第二种是通过汉字字形识别的方法将

汉字输入计算机，称为汉字的字形识别输入；第三种是通过语音识别的方法将汉字输入计算机，称为汉字的

语音识别输入。

（一）汉字的键盘输入

汉字的键盘输入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输入方式，相应的软件处理技术也最为成熟。

汉字键盘输入方式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整字输入法、汉字编码输入法、汉语拼音输入法。

1. 整字输入法是把整个汉字作为输入符号。一般是把几千个汉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在一个很大的

键盘上，使用者用键盘击打或电笔点触输入。这种大键盘输入方式的优点是一字一键，无重码，直观性好，操

作简单；缺点是需要特制键盘，速度较慢，设备笨重，成本昂贵，难以普及。

2. 汉字编码输入法是把每个汉字编成一个代码，然后利用国际通用小键盘把代码输入计算机。这种输

入法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优点是速度快、重码少，但是对于用计算机进行写作的人来说，由于加上了

思考编码的负担，写作过程不断受到干扰，感到十分不便。

汉字编码方案的优劣成为影响汉字编码输入方式最重要的因素。目前，据有关部门估计，汉字编码方案

已逾 500 种，国内外已经实现的汉字键盘输入方法已有近百种，已经推入市场 商 品 化 的 输 入 方 法 约 有 几 十

种，推行较为成功的有十几种。根据抽取汉字信息特征的不同，汉字编码方案可分为音码、形码、音形结合码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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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码

音码是按照汉字字音编码输入的设计。音码输入实际上是一种拼音转换法，即利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

案输入拼音，把汉字转换成国际通用的拼音编码输入计算机，再由计算机自动转换为汉字。拼音编码输入法

在具体实施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全拼式，一种是双拼式。全拼式以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编排，以字

母为单位逐个输入。但这种方案的击键次数较多，包括辅助标识符在内，最多时一个汉字要击键 7—8 次，平

均约 4—5 次。双拼式以声母、韵母的顺序编排，以声母和韵母为单位逐个输入。为此必须将键盘上的键按

声母、韵母重新设计。这种方案的击键次数较少，包括辅助标识在内，最多一个汉字击键 3—4 次，平均不超

过 3 次。全拼式符合规范的汉语拼音的书写方法，双拼式则根据编码设计者的设计确定。

音码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用计算机上的通用键盘，并且只要使用者基本掌握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语

音即可进行操作，不需要专门培训。缺点在于同音字需要二次选择，影响输入速度。目前已有多种音码实现

“字为基础，词为主导”，以词定字，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解决了同音字的问题。

（2）形码

形码是按照汉字字形编码输入的设计。它将汉字的形体分解为若干字元（如笔画、部件、偏旁、部首），再

利用字元代码表和字元排列顺序规则得到汉字编码，然后在键盘上输入。影响较大的有五笔字型输入法、笔

形编码法等。形码着眼于汉字形体，有效地避免了同音字的问题，因此输入速度大大提高。其缺点在于掌握

字形编码方案需要专门训练；并且大部分形码输入设计对汉字字形的拆分规则和编码规则与人们对汉字原

有的认知结构不相吻合，即牺牲了输入设计的“易学性”。常见的字形编码方案有笔形编码、部件编码、部首

编码和四角编码等四种。

1）笔形编码采用汉字的基本笔画作为输入单位，即是把笔形分成若干种，并分别给以确定的代码。李

金铠的八笔编码是典型的笔形码。这种编码方案，遇到笔画多的字，码字较 长，相 应 的 击 键 次 数 就 多，不 太

实用。

2）部件编码以汉字部件为输入单位，即把每个汉字分解成部件序列，再把这些部件转换成对应的数字

或拉丁字母，得出代码序列，该代码序列就代表这个字的编码。部件编码以王永民研 制 的 五 笔 字 型 码 为 代

表。五笔字型码的优点是码元少，重码率低，熟练后输入速度快；缺点是记忆负担重，部件切分不合规范，词

库比较小。

3）部首编码以王安三角编码为代表。该 编 码 规 则 较 简 单，重 码 较 少，但 基 本 字 元 代 码 数 较 多，不 便 记

忆。此外 还 有 台 湾 的 天 龙 仓 颉 编 码 方 案，该 方 案 规 则 较 复 杂，使 用 不 太 方 便，输 入 速 度 较 慢，而 且 重 码 也

较多。

4）四角编码就是直接用王云五的四角号码作为汉字编码。四角号码是根据字的四角的形状编定数码。

这种编码方案，码长较短，但数码不易一次认准，重码也较多，必须附加一定标识符来区分重码字。

（3）音形结合码

为了克服形码和音码的缺点，于是就产生了形音结合的输入法。这类编码方案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字形为主字音为辅的形音码，一种是以字音为主字形为辅的音形码。形音码与纯形码的不同在于还要利

用某些字音信息，即在形码上附加音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支秉彝的“见字识码”方案。形码大都采用部

件、偏旁、部首的信息，也有采用起笔、末笔信息或语义类别信息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音形信息的转换往

往影响使用者思想的连贯性。

上述各种编码方案，各具优点，也各有不足。例如形码的优点是按形取码，不涉及字音，因此不认识的字

也同样可以编码输入，输入速度较快；但汉字形体结构复杂，分解标准不一，主观随意性太强，因而不少方案

规则较多，难于掌握。音码的优点是简单易学，可以盲打，缺点是不认识的字输入较困难，同音字较难处理。

从目前的应用情况看，会 说 普 通 话、懂 汉 语 拼 音 的 人 爱 用 音 码，操 方 言 者 多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爱 好 选 用 某 种

形码。

（4）汉字编码方案的标准化

汉字编码方案的标准化，即一般所说的选优工作。目前，内地多用 GB 码，台湾多用 BIG 码，香港澳门情

况不一，各种码都在使用。编码方案的选优工作，对计算机的普及应用非常重要。关于选优的评定标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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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条：1）基本符号少，能实现盲打；2）规则简单易记，操作方便易学；3）一字一码，没有重码；4）输入和处

理效率高，设备经济实用。根据上述要求，筛选、制订出最佳方案推广试用，在试用中进一步完善，从而形成

汉字输入编码方案的国家标准。

3. 汉语拼音输入法的优越性

汉语拼音输入是以汉语拼音连续输入为手段，而由计算机自动转换为汉字的一种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

（1）不需要编码规则。汉语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无编码方案，使用者无需记忆编码规则，只要掌握汉语拼

音和普通话，就能应用自如。

（2）体现语言中以词为单位的特点。它的词库里贮存大量现代汉语词语，词语之间可以自动切换，这样

就大大地弥补了同音字较多的不足。

（3）输入与思维同步进行

汉语拼音输入法要求人们向计算机输入规范的汉语拼音，实质上是要求人们在键盘上使用汉语拼音来

书写普通话，把写作者的思想直接表达出来。这一点对使用电脑写作的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

（4）有利于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拼音

应用汉语拼音输入法一般不需要经过特别培训，相反地还可以进一步帮助人们学好普通话和汉语拼音。

（5）有利于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标准，因此，外国人同样可以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来操作计算机，在信息网络上

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汉语汉字信息。任何汉字字形编码都无法取代汉语拼音这一重要作用。

汉语拼音输入法符合我国国策，是发展方向，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使之日趋

完善。其中减少同音选择是完善汉语拼音输入法的关键。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以词定字”和“高频先见”、

“用过提前”是根据汉语内在规律总结出来的减少同音选择的好方法。

4. 汉字编码字符集

（1）字符集的作用

汉字输入计算机后，要使计算机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首先应当研制科学实用的电脑字符集。字符集

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标准代码。字符集内每个汉字都给它规定一个固定的位置，根据汉字的位置编制地址码。

有了地址码，计算机即可找到相应的汉字，进行信息处理。用于计算机中的汉字地址码一般采用 2 个字节表

示。第一个字节称为“区”，第二个字节称为“位”，每个汉字占用一对区、位的地址。区位的地址码就是汉字

的代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字内码。这些内码是计算机内部处理汉字信息时使用的代码体制。

为了使各种输入输出设备有统一的标准，也为了使各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共同性，需

要研制标准化的汉字编码字符集。标准字符集是汉字信息处理的重要基础。

（2）国家标准字符集

1）国标码

国家标准局于 1980 年和 1990 年分别制定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和《信息交换用汉

字编码字符集·辅助集》，相应的国家标准代号分别为 GB2312 80 和 GB12345 90（GB 是“国标”二字汉语

拼音的首字母）。这种代表国家标准的汉字内码称为“国标码”。《基本集》适用于一般汉字处理、汉字通信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需要计算机处理的汉字数目越来越多，于

是我国又制定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字符集，叫“汉字扩展内码规范”，即 GBK（“K”是“扩展”一词汉语拼音的首

字母），GBK 是包含有 20 902 个汉字的简繁体共存的大字符集国家标准。

2）大五码

我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一般都使用繁体字，几十年来逐步形成并建立起一套标准，即 B1G5 码字符

集（也称“大五码”），收 13 070 个 繁 体 汉 字 和 420 个 图 形 符 号。为 了 方 便 繁 简 体 汉 字 信 息 的 转 换 与 交 流，

B1G5 码又推出简体标准，即 B1G5（JT）码字符集。

3）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0 年 3 月，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两项新的中文信息处理基础性国家标准。

其中有一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称为 GB18030 2000《信息技术和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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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收录了 27 000 多个汉字，为彻底解决邮政、户籍、金融、地理信息系统等迫切需要的人名、地名用字问题

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汉字研究、古籍整理等领域提供了统一的信息平台基础。这项 标 准 还 同 时 收 录 了 藏

文、蒙文、维吾尔文等主要少数民族文字。

4）国际标准字符集

信息处理的国际化要求汉字字符集的国际标准化，因此，确定电脑汉字字符集，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课题。

1992 年，中日韩三国共同建立和推出的“CJK 统一中日韩汉字字符集”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为电脑汉字

字符集的国际标准。CJK 是把目前中（大陆、台湾）、日、韩三国四方电脑用汉字字符集合并在一起，去掉重复

的，取其“合集”而成，共收 20 902 个汉字。CJK 国际标准的公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之

间能无阻碍地连通，解决了国际间的信息交换问题，为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

（二）汉字的字形识别输入

采用键盘输入方式，要靠操作人员击键输入，速度较慢，工作量也大。如果能让计算机自动识别汉字，将

会极大地提高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效率。

汉字的字形识别输入就是通过特定的文图扫描装置，对印刷在纸上或写在纸上（或其他材料上）的汉字

字符进行分类判别。它用光学字符识别器“扫描仪”抽取汉字字形特征，将纸面上的汉字信息转换成离散的

电信号，然后再送入计算机识别，并形成汉字内部码。汉字识别在学科上属于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范畴，在

应用上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一种高速输入方式。

目前比较成熟的识别方法有图形匹配法和结构分析法两种。图形匹配法就是将输入的待识别的汉字图

形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标准汉字图形直接进行配比，求出它们的相似度。跟待识别字相似度最大的标准汉

字就是机器寻求的答案。结构分析法首先要通过对汉字图形结构的分析提取汉字的特征量，然后根据待识

别字的特征量跟存储在机器内的标准汉字相应特征量之间的距离来判定汉字字种的归属。

汉字字形识别可以分为印刷体汉字自动识别和手写体汉字自动识别两类。印刷体汉字自动识别是当前

汉字识别研究的主流，手写体汉字识别可分为联机和脱机两种。

（三）汉字的语音识别输入

汉字的语音识别输入就是通过与计算机连接的传声装置，利用语音分析技术，抽取语音特征参数，由计

算机进行辨识并形成汉字内部码。语音识别的原理是把语音先根据语法规则切词，根据语音规则切音段，再

根据语境、语用和语义规则辨别词句。语音识别在学科上属于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范畴，在应用上属于汉字

信息处理系统的一种人机交互自动输入方式。

根据输入者的身份，语音识别可以分为特定人的语音识别和非特定人的语音识别两类。根据输入者的

发音方式，语音识别又可分为孤立词语音识别和连续语音识别两类。

汉字语音识别输入，不需要事先进行复杂的专门训练，不需要记忆大量的编码规则，也不需要进行击键

指法练习，只要会说普通话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可以输入汉字，使汉字输入工作不仅能以专业化的方式完

成，而且能以普及化的方式进行。

二、汉字信息的处理

文字在计算机内部都是以处理编码的形式存在的。对于拼音文字来说，用于使用者与计算机之间、计算

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文字信息交换码跟存在于计算机内部的处理码是同一套编码。但对于汉字来说，处理码

和交换码是不同的，汉字交换码是汉字处理码的基础，汉字字库的设计要以汉字交换码为依据。

中国大陆的标准交换码，是 1981 年 3 月国家标准局公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代

号为 GB2312 80。该集收入通用汉字 6 763 个，还有各种字符 682 个。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基本集》

已不能满足使用的需求，为此有关部门研制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辅助集。

汉字标准交换码基本集及辅助集的研制发布为设计各种汉字信息处理的输入输出设备提供了统一的标

准，使得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实现一致性，使得信息资源的共享得到保证，从而保证了复杂技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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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信息处理得以顺利进行。

三、汉字信息的输出

汉字信息的输入是把汉字外部编码转换为可供计算机处理系统识别的内部编码的过程，汉字信息的输

出则是把汉字内部编码还原为汉字外部字形、字音信息的过程。目前汉字信息的输出可分为汉字字形输出

和汉字语音输出两大类。

不管是上述两种的哪一种输出形式，都必须以汉字点阵字库为基础。点阵法是最早使用的一种字形描

述方法。它利用位于一定栅格内的黑点和白点来存储、显示和打印汉字字形。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开始研制点阵字库，至今已经研制成功并颁布了多种点

阵汉字标准，规 格 有 15 × 16、24 × 24、32 × 32、36 × 36、

48 × 48、128 × 128、256 × 256；字体有宋体、仿宋体、楷体

和黑体。15 × 16 点 阵 字 形，在 国 家 标 准《基 本 集》收 录

的 6 763 个汉字中，有 138 个字不能得到完整的表示，如

“量”有 9 个横向笔画、“酬”有 10 个竖向笔画，在 240 个

栅格中无法得到完整表现。24 × 24 点阵字形则已能在

576 个栅格内把 6 763 字 的 规 范 字 形 完 整 地 表 现 出 来。

右图是 24 × 24 点阵的“景”字。

汉字语音输 出 是 汉 字 信 息 输 出 的 另 一 形 式。它 把

以汉字形式输入的文本材料转换成语音形式输出，具有

美好的应用 前 景。理 想 的 语 音 合 成 系 统 必 须 有 一 整 套

复杂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规则为基础。汉语普通话

的语音合成技术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现在，已

经有一些应 用 产 品 问 世。若 想 将 计 算 机 内 部 的 汉 字 信

息还原为自然连贯的语音形式，尚需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四、汉字信息处理与汉字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进行的汉字简化与整理，其重大成果正越来越多地用于汉字信息处理，为我国计

算机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拼音输入法、语音自动识别、汉字自动识别、词语自动切分、同音词

自动识别等输入方式的研制和应用，都与普通话的推广、汉语拼音的推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密切相关。为

了促进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必须加大力度继续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同时也还要对汉字

继续进行规范整理工作。

（一）汉字属性研究

汉字属性是汉字信息处理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汉字信息字典》和《汉字属性

字典》，对每个汉字的属性都给出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每个字的序号、读音、笔画数、部件数、部首、部

首笔画数、部首外笔画数、部首序号、笔顺、笔顺编号、结构方式、异体字、繁体字、旧字形、字频、国际码、电报

码、四角号码等几十种属性。众多属性的提供，对汉字信息处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实用参考价值。它不仅提高

了计算机进行汉字信息处理的各项功能，而且为制定汉字属性的国家标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字属性丰

富，今后还要继续开发，并从如何使电脑中文处理更高效、更经济、更方便的角度，进一步加强研究。

（二）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研究

语言文字规范化程度，直接决定着汉字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效率。社会的信息化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向汉

字规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汉字信息处理中的输入、输出、频率统计、汉字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等都

和汉字规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汉字的自动识别为例，如果字形不规范，就会影响汉字识别的研究工作。

再以语音的自动识别为例，如果汉字的普通话读音存在分歧，就会使得语音识别和合成的研究者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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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汉字编码，如果不是建立在汉字规范标准的基础上，就会出现“万‘码’奔腾”的局面。因此要提高汉字信息

处理的速度和效率，必须加强汉字规范标准的研究，加快汉字信息处理急需的规范标准的制订。此前，我国开展

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为汉字信息处理提供了规范依据。目前还要制订的规范标准有汉字笔

形分类标准、汉字字序标准、各类专业用字字符集标准等。以上各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必将促进汉字信息处理

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促进人工智能的实现，促进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这对推动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练习题

一、填空。

1. 计算机汉字输入方式主要有 、 和 。

2. 汉字键盘输入方式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 、（2） 和（3） 。

3. 编码方案的选优标准是： 。

4. 汉语拼音输入法的优点是： 。

二、选择。

1. 王永民的五笔字型码属于（1）部件码（2）笔形码（3）部首码（4）四角编码。（ ）

2. 完善汉语拼音输入法的关键是（1）确定标调方法（2）多音节词连写定型（3）减少同音选择。（ ）

三、判断。

1. 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问题是输入。（ ）

2. 15 × 16 点阵字形可以把《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入的全部汉字都用点阵的形式完

整地表示出来。（ ）

四、思考题。

1. 平时你喜欢用哪一种汉字输入法？为什么？

2. 汉字语音识别的主要原理是什么？它的优越性是什么？

3. 形码和音码各有缺点，你认为应该如何改进？

4. 汉字信息处理与汉字研究、汉字规范化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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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词 汇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汇概述

学习要点：了解词语和词汇的关系，语素和词的特点以及区别的方法，确定语素和词的方法，认识现

代汉语词汇的基本属性：系统性、历史性、多源性。

一、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词和语的集合体。词汇的主体是成千上万的单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

“语”，所谓“语”，是指固定短语，包括熟语和专用短语两类。它是词与词的固定组合，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

成了相对完整的意义，在实际使用时作用相当于一个词。所以，词汇有时候也叫“语汇”。

词汇是一个立体交叉的系统网络，而且是一个开放型的、不断在变化生成的系统网络。它由其基本系统

和多种组成成分构成。

基本系统，包括多义词和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上下位词和类义词等。

现代汉语的词汇有多种来源，其中包括传承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词和新造词语等，它们都是

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词汇中还存在大量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等。

现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所有词和语的总汇。它的范围跟“现代汉语”一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现代汉语词汇包括现代汉民族各方言所有的词语，狭义只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中的词语。

根据不同的需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常用词通常被分为常用词、次常用词和通用词，这 样 就 分 别 形 成 3 000

词、5 000 词和 8 000 词等 3 个词表。

（1）3 000 词，这是最常用的词，简称“核心词表”，属于词汇的核心部分，覆盖面为一般语料的 86% 。

（2）5 000 词，在 3 000 个最常用词基础上再加上 2 000 个次常用词，合称“常用词表”，属于词汇的基础

部分，覆盖面为一般语料的 91% 。

（3）8 000 词，即最常用词和次常用词，再加上通用词 3 000 个，合称“通用词表”，属于词汇的常规部分，

覆盖面为一般语料的 95% 。

二、词和语素

（一）词和语素的定义

词 ，指 一 定 的 语 音 形 式 跟 一 定 意 义 相 结 合 ，并 且 可 以 独 立 运 用 的 最 小 的 语 言 单 位 。 这 句 话 有 四 层

含 义 ：

第一，词的语音形式是固定的，这不仅指一个词的声韵调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也指词的内部结合紧密，不

允许有停顿出现，所谓“读破句”，就是破坏了词的结构状况。比如“参加入学考试”，应该读成“参加 / 入学 /

考试”，但是不能读成“参 / 加入 / 学 / 考试”。

第二，词都有跟语音形式相匹配的完整而明确的意义，比如“玻璃”是一个词，意义很明确，但是“玻”或

“璃”单独就没有意义了，它们都不是词。



第三，词还表现出一定的语法功能，所谓“独立运用”，不仅指可以单独回答问题，或者单独成句，更是指

可以跟别的词语自由组合。

第四，在前面三个前提下，词还应该是最小的语言单位，这一方面跟短语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跟语素区

别开来。因此，词汇中所有的词原则上都可以从“语音”、“词义”和“功能”这三方面进行分析。例如：

我爱祖国的语言。

可以切分为“我 / 爱 / 祖 / 国 / 的 / 语 / 言”七个最小的语言单位，但是，只有“我”、“爱”、“的”三个才能够独

立成词；“祖”和“国”、“语”和“言”结合起来才成词。另一方面，“祖国的语言”虽然符合前面三个条件，但是

它并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不是词，而是短语。

语素是音义相结合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对一个语言片段，不断地进行切分，得到的最小语言单位，就是

语素。例如上面所说的“我爱祖国的语言”就有七个语素。

（二）语素和音节、汉字的关系

一般地说，一个语素就是一个音节，书面上就是一个汉字，有时候还是一个词。但是，音节是从语音角度

分析的结果，文字是书面记录的符号，语素则是语言中构词的基本成分，词是指音义相结合的能够独立运用

的最小的语言单位。这四者角度不同，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特别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判断汉语语素，通

常是从字形入手，同时结合字音和字义进行考察。它们的关系大体上有下面几种情况。

1. 同一个汉字，可以代表不同的语素

（1）汉字虽然相同，但读音不同。例如：

乐：快乐（ｌè）———音乐（ｙｕè）

会：会（ｈｕì）议———会（ｋｕàｉ）计

间：中间（ｊｉāｎ）———间（ｊｉàｎ）谍

（2）汉字和读音都相同，但是词性不同。例如：

会：会（动词）英文———会（助动词）说英文———开会（名词）

老：老（形容词）人———老（词缀）虎———老（副词）来

下：下（动词）雨———楼下（方位词）———等一下（量词）

（3）汉字、读音和词性都相同，但是意义不同。例如：

公：ｇōｎｇ 区别词，属于国家和集体的，例如：公家、公物。

区别词，雄性的，例如：公羊、公牛。

2. 一个语素可以是两个以上音节

汉语的语素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例如“吃”、“他”、“多”、“才”、“对”等；但有时候，一个汉字并不代表

一个语素，只代表一个音节，也就是说，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两个以上音节，这主要有三种情况：

（1）联绵词，例如：窈窕、磅礴、逶迤、仿佛

（2）口语词，例如：哆嗦、溜达、尴尬、嘀咕

（3）音译词，例如：咖啡、芭蕾、雷达、坦克

也有少量三音节以上的，例如：“威士忌”、“康乃馨”、“奥林匹克”、“布尔什维克”。因此，语素从音节数量的

角度可以分为“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两大类。

3. 同一汉字是否为语素因场合而异

一个汉字在不同场合，有的是语素，有的不是语素。例如：

马：马匹（语素）———马达（非语素）

沙：沙丘（语素）———沙发（非语素）

色：色彩（语素）———色拉（非语素）

（三）确定语素的方法

确定语素通常采用“同形替代法”。例如“礼貌”和“馄饨”这两个词，要鉴测它们到底有几个语素，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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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用别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来替换其中的一个成分，如果替换以后仍然有意义，那么被替换的单位就是

一个语素，否则就不是语素。

鉴测单位 替换单位

礼貌 相貌、容貌、外貌⋯⋯

礼貌 礼节、礼堂、礼拜⋯⋯

以上的替换，说明“礼貌”这个语言单位是由“礼”和“貌”两个语素构成。至于“馄饨”，其中的“馄”和“饨”都

不能被任何成分所替换，也没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它们不是语素。

运用“同形替代法”，要注意两点：

第一，如果这个语言单位可以分为两个成分，那么，这两个成分都要能被替换。假如只有其中一个可以

替换，那么整个语言单位还是一个语素。例如“巧克力”，其中“克力”可以替换成：巧妙、巧合、巧计⋯⋯，但

是“巧”却无法被替换，汉语中再也没有第二个“ × 克力”。所以，“巧克力”合起来才是一个语素。

第二，如果这个语言单位包括两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被替换后，另外一个成分应保持原来的意义。例

如“马达”，似乎两个成分都可以被替换：

鉴测单位 替换单位

马达 马匹、马车、马路⋯⋯

马达 到达、下达、转达⋯⋯

但是，“马匹、马车、马路”中的“马”真的是指马，而“马达”中的“马”根本不是指马，也没有任何意义；同样，

“到达、下达、转达”中的“达”是“达到”的意思，而“马达”中的“达”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马达”合起

来实际上只是一个语素。

（四）语素的类别

语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除了按照音节分为“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以外，还可以有以

下的分类法：

1. 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

成词语素指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单词，包括实词和虚词。因此，除了实词“他”、“拉”、“高”、“就”等，像虚

词“了”、“被”、“呢”、“和”也都是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指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单词，也就是说，它只是合成

词的一个组成部 分，例 如：童（心）、（儿）媳、幻（灯）、朗（读）、伟（大）、贤（良）、历（史）、肃（清）、（小）型、

（事）务，括号内的是成词语素，括号外的是不成词语素。

2. 定位语素和不定位语素

这里说的定位和不定位，是从构词的角度来说的。定位语素指在跟别的语素组合时的位置总是固定的，

例如 “老鼠”、“老婆”中的“老”总在前面，“柱子”、“瓶子”中的“子”总是在后面。不定位语素指在跟别的语

言单位组合时位置不固定，既可前也可后，例如“电”，可以组合成“电器”、“电子”、“电影”、“电灯”，也可以

组合成“闪电”、“水电”、“静电”、“干电”等。

（五）区别词与语素的方法

前面在讲词和语素定义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二者的区别，这里再强调两点：

第 一 ，语 素 的 意 义 不 太 明 确 ，也 不 太 稳 定 。 例 如“亲 切”，其 中 的“亲”和“切”单 独 的 意 义 就 不 太 好

理 解 。

第二，语素不能独立运用，例如“美丽”和“人民”，其中的“民”和“丽”不能独立运用，也不能自由地跟其

他词语组合；“人”和“美”似乎可以独立运用，其实，这时它们已经是词了，不再是语素。作为语素，它永远属

于构词平面，一旦可以独立运用，就进入词汇平面。但是，由于古代汉语中以 单 音 节 的 词 为 主，有 些 语 言 单

位，在某些场合就很难确定了。例如：“民”在现代汉语中应该是语素，不是词，但是在成语“民不聊生”、“民

心所向”和固定短语“爱民模范”中，“民”又像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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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

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词汇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语素以单音节为主，词则以多音节为主

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使用度最 高 的 前 9 千 个 词 中，单 音 节 词 为 2 400 个，多 音 节 词 为 6 600

个，其中双音节词为 6 285 个。词汇量越扩大，多音节词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在使用频率上，单音节词占优

势。上面同样的材料显示，6 285 个双音节词的使用频率平均为 60 次，2 400 个单音节词则高达 350 次。而

且越是常用词中，单音节词使用的频率越高。

（二）词语有明显的双音节化趋势

古代汉语中，以单音节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则以多音节词为主，特别是双音节词占大多数。汉语词汇发

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双音节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单音节词往往会造成大量的同音词，这样就会给交际带来困难。双音节有

助于避免大量同音词的出现。

第二，单音节词往往是多义词，因而有时语义难以确定。双音节词就使得词义的表达更为细腻、精确，也

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表述概念。

第三，双音节读起来往往带有一种乐感，轻重之间形成一种节奏，悦 耳 动 听，也 比 较 符 合 汉 族 人 的 求 平

衡、求中允的心理。

词语双音节化的途径主要是：

1. 以一个单音节语素为主，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辅助性的相关成分。例如：

后加：月———月亮 耳———耳朵

前加：唇———嘴唇 发———头发

2. 单音节语素的前后添加没有实体意义的附加成分。例如：

后加：竹———竹子 石———石头

前加：师———老师 姨———阿姨

3.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节语素联合起来使用。例如：

联合 道路 学习 刚才 皮肤 牙齿 经历 解释

4. 三音节的词省略其中一个音节。例如：

落花生———花生 照相机———相机 山茶花———茶花 机关枪———机枪

5. 四音节以上的词语采用缩略法。例如：

化学工业———化工 文学艺术———文艺 超级市场———超市

彩色电视机———彩电 人民代表大会———人大 政治协商会议———政协

（三）合成词的内部构造跟短语的构造大体一致

双音节以上的合成词的内部构造，基本上跟普通短语的构造是一致的。它们主要都是用以下五种方法

构成的，请比较：

偏正式：单干———单独地干 狂欢———疯狂地联欢

壁画———墙壁上的画 红旗———红色的旗子

述宾式：管家———管理家务 知己———知道自己

结晶———结成晶体 隔壁———隔着墙壁

联合式：语文———语言和文学 珍宝———珍珠和宝石

答应———回答和应对 广大———广阔和宽大

主谓式：地震———大地震动 军用———军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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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急———性子急躁 锋利———刀锋锐利

述补式：改正———改得正确 说服———说得服帖

缩小———缩得很小 提高———提得很高

当然，构词另有它独特的方法，例如“量补”、“重叠”：花朵、房间；爸爸、宝宝。

四、词汇的基本属性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词汇的不同属性，其基本属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词汇的系统性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系统中最基本的单位。表面上看，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是杂乱无章

的，而实际上，词汇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系统性。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往往表现在词与词之间的联

系、词自身内部的联系上。这些联系的方面是复杂的。例如，一个或一类词汇成分是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

成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联系的，从而构成一个个的同义、同音等聚合体。我们在使用词的时候，常常用到一

个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它们可能是语音上的联系，也可能是意义上的联系。对于词汇的系统性，人们最容易

感受到的是词义方面。例如“买与卖，来与往，往与返”在意义上相反又相互依存。又如不同语言的颜色词、

亲属称谓词都体现出 了 词 汇 的 系 统 性。词 汇 的 系 统 性 还 体 现 在 词 义 的 发 展 上。如 在 古 代 汉 语 里“耳 听 为

闻”，“鼻闻为嗅”，由于语言的发展，“闻”发生了变化，“鼻嗅”为“闻”了，原来的“嗅”的使用范围缩小，“闻”

的原职由新词“听”来代替。一个词的变化引起了几个词的变化。

（二）词汇的历史性

词汇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词汇”的说法就充分反映出

社会历史对词语的影响。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词汇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如五四时

期的“反对封建王朝”，追求“民主”和“自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

的“反对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全中国”；到 50 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紧接着的“三

反”“五反”，以及后来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高产卫星”；6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两

条路线”、“斗私批修”、“阶级斗争”；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个体户”、“脱贫”等，社会发展的每一次

变化都造成了数以千计词语的生生死死。像“文革”时期曾经风靡一时的词语：工宣队、革委会、三支两军、

一片红、大串联、逍遥派、保皇派、上管改、五七指 示、斗 批 改、背 靠 背、老 三 届、老 三 篇、回 潮、臭 老 九、红 宝 书

等，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能领会它们的意思了。而 80 年代曾被看做新词而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对象的词语，

例如：彩电、立交桥、国格、生产线、面包车、挂历、万元户、音带、首日封、快餐、超市、离休等，现在又有谁会对

它们感到陌生呢？又如许多词，20 世纪 60 年代的词典释义把它们看做是“旧社会”的，到 90 年代又把它们

看做一般性的词语。例如：

财主：旧社会占有大量财产，靠剥削为生的人。（旧解释）

财主：占有大量财产的人。（新解释）

当铺：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借款多少，按抵押品的估价而定。到期不赎，抵押品

就归当铺所有。（旧解释）

当铺：专门收取抵押品而借款给人的店铺。借款多少，按抵押品的估价而定。到期不赎，抵押品就归当

铺所有。（新解释）

这种释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社会生活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人们的观念、对客

观事物的判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三）词汇的多源性

词 汇 的 构 成 有 不 同 的 来 源 ：有 历 史 上 传 承 下 来 的 ，有 从 外 族 吸 收 的 ，有 从 方 言 或 专 门 行 业 吸 收 的 ，

也 有 新 创 的 等 等 。 这 使 得 词 汇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多 源 性 。 这 种 多 源 性 使 得 词 汇 的 构 成 显 得 很 复 杂 。 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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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由 于 不 同 民 族 、地 区 或 行 业 的 特 点 ，在 词 汇 使 用 上 会 表 现 出 许 多 差 异 ，从 而 对 现 代 汉 语 词 汇 产 生 种

种 影 响 ；另 一 方 面 ，词 汇 涉 及 社 会 的 方 方 面 面 ，量 大 类 多 ，容 易 随 社 会 的 发 展 而 发 生 变 化 ，在 社 会 生 活 急

剧 变 化 的 时 候 尤 其 如 此 ，而 与 此 同 时 ，词 汇 又 必 须 保 持 相 对 的 稳 定 ，以 保 证 不 同 群 体 的 汉 语 使 用 者 的 交

际 得 以 正 常 进 行 。

认识到词汇的多源性，对于加深对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语言的规范和发展、跨语言或方言交际等的认

识都非常重要。例如，一些西方国家有“参议院”、“众议院”、“上院”、“下院”等，中国没有等同的事物（中国

有“人大”、“政协”，但与之不同），这就需要吸收他们的词语，或者直接借用（例如来自俄语的“杜马”），或者

造出相应的词来（如上院）。就是在汉语内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会对词语产生影响，如“走私物品”在有着

广阔海岸线的粤闽地区是称作“水货”，而在边境线是山脉连绵的西南地区则被称作“山货”，这种实同名异

的情况是不同的地域环境所造成的。词汇的多源性也会造成名同实异现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把

西装上衣称为“大衣”就是有趣的例子。一些只使用于某个地区的词会随着使用的增加，传到其他地方，例如

“炒鱿鱼”进入普通话就是如此。海外华人社会也会有自己的需要造出相关的新词，而这些通过媒体、人群等

也会向另外的华人社会扩散。随着汉语国际传播速度的加快，汉语的区域变体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不同地区

汉语使用者接触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多源性会更进一步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词汇丰 富 的 源 泉，应 引 起 充 分

重视。

练习题

一、请运用“同形替代法”来鉴测哪些是语素，哪些不是语素。

研究 沙龙 汪洋 仿佛 荒唐 荒原 精密 玻璃

二、请区别下列语素属于哪一种：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定位语素、不定位语素。

的士、琵琶、微、啊、过、走、阿、者、们、最、清、晰、言、从

三、现在一种女式厚底鞋，有不同的名称：“高底鞋”、“松糕鞋”、“长高鞋”、“增高鞋”，请从文化的角度

对这些名称加以解说。

四、判断下面这些词出现在什么历史时期，表现了什么样的时代特征。

大跃进、支前、武工队、工宣队、文明戏、三陪小姐、追车族、外向型经济、关牛棚、保家卫国、卫星田、插队

落户、文攻武斗、国格、小康社会、经济特区

五、同样是“狗”，中国人常常说：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狐朋狗友；而欧美人则对狗情有独钟，请从文化心

理上加以分析。

思考题

一、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你认为还有哪一些？

二、为什么说现代汉语词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它们的具体范围指什么？

三、词汇除了系统性、历史性、多源性，在你看来，还有哪些重要属性？举例说明。

第二节 构 词 法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词语构造的基本类型，并能够用来分析各种词语的结构；了解简缩的基本

形式；对于词与短语的区别与相互转化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构词法是指用语素构成词的方法。汉语的构词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一般首先区分单纯词和合

成词，合成词再区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复合词再区分为偏正、述宾、述补、联合、主谓等类型。由于现代汉语

以双音节词为主，所以词的构造也是词汇研究的重点之一。构词法的对象是词语，属于词汇问题，但因为涉

及词的内部结构，所以也属于语法问题。掌握构词法，不仅有助于对词语结构的了解，而且对词义的理解也

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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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词法基本类型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从构词成分来说，语素也可以叫词素。词素分为两大类：词根和词缀。词根是词语

结构体的基本构成部分，意义比较实在。例如“电脑”中的“电”和“脑”，“桌子”、“木头”中的“桌”和“木”；

词缀是词语结构体的附加成分，没有具体的意义，主要起构词作用。词缀还可以根据 它 在 构 词 时 出 现 的 位

置，再分为前缀、后缀和中缀三类。例如“阿姨”、“桌子”、“来得及”中的“阿”、“子”、“得”。

从构词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词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单纯词

单纯词是指只有一个语素构成的词。汉语中一个语素 往 往 是 一 个 音 节，因 此，单 音 节 词，都 是 单 纯 词。

例如：

书、笔、走、说、好、美、长、香、很、最、不、从、于、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语素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音节。这主要有以下三类：

1. 联绵词：是指从古代汉语中流传下来，单个音节没有意义的双音节词。大多数联绵词的两个音节之

间有双声、叠韵或叠音的关系。例如：

A. 双声：伶俐、忐忑、参差、弥漫、淋漓、澎湃、恍惚、崎岖、踌躇、惆怅、吩咐

B. 叠韵：逍遥、叮咛、汹涌、玫瑰、从容、窈窕、烂漫、霹雳、蹉跎、蓓蕾、绸缪

C. 非双声非叠韵：妯娌、玛瑙、芙蓉、蝴蝶、蝙蝠

D. 叠音：猩猩、娓娓、潺潺、隆隆

2. 口语词：即群众口头上习用、不能拆开来使用的双音节词。例如：

溜达、囫囵、蘑菇、嘀咕、吩咐

3. 音译词：即用音译的方式直接从外语引进的外来词。例如：

克隆、咖啡、葡萄、沙发、拷贝、雷达、夹克、布丁、萨其马、迪斯科、三明治、海洛因、华尔兹、比基尼、奥林匹

克、布尔什维克、幽默、引擎、香波、基因、席梦思、乌托邦、俱乐部、可口可乐、黑客

（二）合成词

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从构造上看，合成词也有不同的类型。

1. 重叠词：重叠词是指词根重叠而成的词。它有两种情况：

（1）AA 式。例如：

爸爸 妈妈 姐姐 弟弟 叔叔 宝宝 星星

仅仅 常常 明明 偏偏 刚刚 渐渐 恰恰

这类语素重叠式合成词与音节重叠式单纯词的区别在于：叠音单纯词，如“猩猩、娓娓、潺潺、隆隆”中的“猩、

娓、潺、隆”没有意义，也不能单独成词，而上面所举例子中的“爸、妈、宝、星、仅、常、明、偏”都有意义，也可以

单独成词。同时，“爸爸、妈妈”这类重叠往往只是为了满足音节上的需要，并没有产生附加语法意义；因此这

类重叠也不同于“吃吃”、“看看”，这属于语法上的重叠（构形）变化，没有产生新词。

（2）AABB 式。例如：

大大咧咧、形形色色、花花绿绿、密密麻麻、轰轰烈烈

这类 AABB 重叠式复合词，其特点是没有 AB 式与之相对应，属于重叠式构词。而“漂亮、整齐、快活、大方”

的重叠形式“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快快活活、大大方方”则有“程度加强”的语法意义，因此属于语法上的重

叠构形变化，没有产生新词。

2. 派生词：派生词是指由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的词。它可以分为三类：

（1）前缀 + 词根：阿姨、老虎、老师、老板、老鹰、老婆

（2）词根 + 后缀：椅子、柱子、绳子、梯子、瓶子、棍子、盘子、胖子、矮子、瘦子、木头、石头、苦头、甜头、念

头、年头、上头、下 头、前 头、后 头、花 儿、鸟 儿、盖 儿、活 儿、根 儿、味 儿、伴 儿、劲 儿、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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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火儿

（3）词根 + 中缀 + 词根：对得起、对不起、来得及、来不及、土里土气、古里古怪

“阿、老”是典型的前缀，“子、儿、头”是典型的后缀。还有一些类似于前缀或后缀的成分，叫做“类前缀”和

“类后缀”。它们的语义已经开始虚化，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词缀那样的虚化程度。例如：

可：可笑、可悲、可靠、可信、可 恨、可 爱、可 惜、可 喜、可 耻、可 观、可 怜、可 取、可 恶、可 行、可 疑、可 憎、可

口、可心、可意

非：非法、非礼、非凡、非常规、非卖品、非金属、非晶体、非导体

反：反科学、反人性、反比例、反冲力、反革命、反批评、反作用

泛：泛神论、泛非、泛美、泛太平洋

超：超人、超阶级、超音速、超时代

性：党性、弹性、刚性、惰性、理性、磁性、慢性、急性、记性、原则性、创造性、可行性、开放性、可读性、流行

性、一次性、经营性、指导性

者：作者、学者、笔者、编者、记者、使者、读者、长者、患者、劳动者、先行者

员：学员、船员、职员、会员、伤 员、店 员、病 员、雇 员、海 员、委 员、议 员、译 员、专 员、演 员、教 员、人 员、要

员、官员、阁员、研究员、售货员、通讯员

家：作家、画家、专家、冤家、名家、企业家、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

手：旗手、鼓手、国手、歌手、敌 手、对 手、舵 手、副 手、好 手、号 手、扒 手、猎 手、能 手、射 手、选 手、生 手、熟

手、新手、老手、凶手、枪手、坦克手、吹鼓手

巴：嘴巴、尾巴、盐巴、泥巴、哑巴、下巴、眨巴

然：突然、忽然、虽然、竟然、井 然、哗 然、安 然、黯 然、岸 然、必 然、超 然、断 然、果 然、愤 然、当 然、昂 然、盎

然、淡然、陡然、决然、悍然、涣然、焕然、默然

化：丑化、磁化、淡化、毒化、恶化、美化、僵化、净化、老化、腐化、孵化、钙化、规范化、自动化、电脑化、集

约化、股份化、都市化、多极化、一体化

于：等于、便于、濒于、长于、处 于、敢 于、归 于、基 于、急 于、居 于、苦 于、乐 于、利 于、善 于、属 于、位 于、限

于、陷于、易于、用于、勇于、寓于、在于、忠于

以：得以、给以、加以、借以、难以、予以、足以

词缀是从词根演变而来的，典型词缀的意义已经明显虚化。例如：“老虎、老师”的“老”并没有“年 老”

义，因此可以说“小老虎、小老师”，显然不同于“老人、老大娘”中表示年龄大的“老”。“棍子、帘子”的“子”

也不同于“儿子、莲子”的“子”，“花 儿、尖 儿”的“儿”也 不 同 于“孤 儿、男 儿、幼 儿、女 儿”的“儿”，“木 头、砖

头”的“头”不同于“白头、点头”的“头”。而且典型后缀“子”、“头”、“儿”在语音形式上跟作为词根的“子”、

“头”、“儿”是显著对立的。

一些类词缀，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或多或少和词根有一些联系，语音形式上又与词根相同。例如：“党

性、刚性”的类后缀“性”不同于“男性、女性”表示“性别”的词根“性”；“美化、电气化”的类后缀“化”不同于

“焚化、冰消雪化”表示“变化”的词根“化”。近几年新兴的类后缀还有：

A. ～ 热：琼瑶热、寻根热、反思热、股票热、托福热、文凭热、出国热

B. ～ 度：知名度、透明度、开放度、保鲜度、能见度、羡余度

C. ～ 坛：体坛、棋坛、泳坛、影坛、羽坛、歌坛、诗坛、画坛

D. ～ 感：立体感、失落感、危机感、自豪感、分寸感、紧迫感、节奏感

E. ～ 风：吃喝风、抢购风、条子风、摊派风、搭配风、宴请风、排队风

F. ～ 户：万元户、关系户、个体户、专业户、动迁户、钉子户、承包户

G. 小 ～ ：小环境、小金库、小皇帝、小商品、小动作、小社会、小气候

H. 大 ～ ：大容量、大跨度、大功率、大气候、大环境、大马力、大酬宾

I. 高 ～ ：高性能、高效能、高层次、高保真、高浓度、高品位、高强度

J. 多 ～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子女、多视角、多弹头、多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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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合词

复合词是指由词根和词根组合而成的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联合式：两个意义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而成。根据两个词根之间的意义关系，可以分为

以下四类：

A. 意义相近、相同，可以互为说明。例如：

思想 道路 教授 泥土 语言 波浪（名词）

斗争 裁判 研究 帮助 选择 停止（动词）

鲜艳 丰富 美丽 优良 端正 温柔（形容词）

B. 意义相关、并列，但构成一个新的词义。例如：

眉目 矛盾 口舌 骨肉 笔墨 皮毛

手足 风浪 领袖 山水 江湖 尺寸

C. 意义相反、对立，构成一个新的词义。例如：

东西 始终 反正 开关 收发 动静

往来 横竖 深浅 是非 高低 长短

D. 意义相关或相反，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意义起作用，又叫“偏义复词”。例如：

国家 窗户 兄弟 质量 人物 干净 忘记

2. 偏正式：前一个词根修饰、限制后一个词根，整个词义以后一个词根为主，前一个为副。这可以分为

三类：

A. 名词性的，有点像定语跟中心语的关系，前后词根之间在语义上形成各种修饰与被修饰关系。例如：

火车 壁画 宣纸 苏绣 晚会 课桌 外科

黑板 广场 草图 新闻 烤鸭 爱情 存款

B. 谓词性的，有点像状语跟中心语的关系，可以分为动词和形容词两类。例如：

热爱 狂欢 朗读 微笑 空投 深入 笔谈

鲜红 狂热 雪白 笔直 高级 美观 难听

C. 虚词性的，例如：

马上 不论 刚巧 何必 十分 岂不 还是

这里要注意三点：

第一，名词的修饰性词根可以是名词性语素，例如“火车”、“壁画”，可以是形容词性语素，例如“黑板”、“红

旗”，也可以是动词性语素，例如“烤鸭”、“爱情”，这就需要跟动宾式，例如“登陆”、“签名”，加以区别。

第二，谓词前面的修饰性语素，一般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的，例如“狂欢”、“热爱”，但是也可以是名词性

的语素，例如“空投”是指“从空中投下”，“春耕”是 指“在 春 天 耕 作”，“函 授”是 指“用 信 件 方 式 讲 授”，“雪

白”是指“像雪一样白”，不要误以为是主谓关系。

第三，后一个词根是名词性语素，也可以构成谓词。例如“高级”、“粗心”。

3. 述宾式：前后词根之间的关系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前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语素表示动

作、行为支配的对象。它主要构成谓词，也可以构成名词。例如：

出席 得罪 革命 带头 放心 毕业 （动词）

注意 挂钩 伤心 动员 示威 播音

提纲 司令 顶针 理事 化身 知己 （名词）

垫肩 管家 绑腿 月亮 主席 霜降

动人 逼真 及时 过瘾 开心 合法 （形容词）

4. 述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一种结果状态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动词性词根，这类构造的复合词大都是

动词。例如：

扩大 降低 削弱 推动 揭露 改正

推翻 压缩 说服 打倒 提高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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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谓式：前后词根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例如：

面熟 雪崩 耳鸣 心虚 地震 口红

胆怯 性急 眼花 肉麻 年轻 霜降

6. 量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计量单位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名词性词根。这类构造的复合词都是名词，

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例如：

书本 人口 花朵 船只 车辆 马匹

布匹 物件 枪支 纸张 米粒 钢锭

三个或三个以上语素结合而成的复合词结构比较复杂，要注意内部的层次关系。例如：

二、成语的构造

成语属于一种固定短语，在意义上相对完整，结构上也不能随便改换其中的成分，使用上相当于一个单

词。但是，它跟一般的单词还是有区别的，还保留着某些短语的特点。总的来说，成语是介于词和短语之间

的中间物。对成语进行结构分析，既要吸收层次分析法的优点，也要考虑到成语大多数是四字格的特点，因

此可以采用“对分法”，即首先把成语区分为“联合式”和“非联合式”两大类，然后再进一步作内部结构分析。

（一）联合式成语

1. 主谓关系的联合式。例如：

龙飞凤舞、心灰意懒、天翻地覆、面红耳赤

2. 述宾关系的联合式。例如：

顾名思义、推心置腹、藏头露尾、营私舞弊

3. 偏正关系的联合式。例如：

腥风血雨、镜花水月、老奸巨猾、南征北战

4. 联合关系的联合式。例如：

青红皂白、喜怒哀乐、颠沛流离、魑魅魍魉

（二）非联合式成语

1. 主谓关系的非联合式。例如：

夜郎自大、面目可憎、叶公好龙、蚍蜉撼树

2. 述宾关系的非联合式。例如：

异想天开、顿开茅塞、好为人师、如坐针毡

3. 偏正关系的非联合式。例如：

近水楼台、世外桃源、扶摇直上、参差不齐

4. 兼语关系的非联合式。例如：

认贼作父、化险为夷、请君入瓮、引狼入室

5. 连动关系的非联合式。例如：

先礼后兵、药到病除、水到渠成、守株待兔

三、词与短语的关系

（一）词与短语的区别

词和短语的区别可以从意义、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三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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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义

从 意 义 上 看 ，词 的 意 义 比 较 凝 固 ，往 往 不 是 语 素 义 的 简 单 相 加 ；而 短 语 的 意 义 却 往 往 可 以 从 构 造 成

分 和 意 义 关 系 上 加 以 解 释 。 例 如 ，“白 菜”不 等 于“白 色 的 菜”；“黑 板”专 指 一 种 教 具 ，也 并 不 等 于“黑

色 的 板”；“口 红”指 涂 在 嘴 唇 上 使 之 红 润 的 一 种 化 妆 品 ，“骨 肉”比 喻 指 父 母 兄 弟 子 女 等 亲 人 。 可 见 ，语

素 跟 语 素 在 组 合 成 词 的 过 程 中 ，语 素 意 义 已 经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这 属 于“综 合 性”的 ；一 旦 这 种 新 的 意 义

凝 固 下 来 ，新 词 也 就 诞 生 。 而 短 语 的 意 义 却 是“分 析 性”的 ，其 组 成 成 分 在 意 义 上 具 有 相 对 独 立 性 ，短 语

的 整 体 意 义 则 是 组 成 成 分 意 义 的 加 合 。 比 如“白 布”即“白 色 的 布”，“门 窗”即 指“门”和“窗”。 有 些 固

定 短 语 的 意 义 也 是 凝 固 的 、专 指 的 ，比 如 成 语“胸 有 成 竹 、狐 假 虎 威 、滥 竽 充 数”等 ，其 意 义 并 不 是 各 组

成 成 分 意 义 的 简 单 加 合 ，从 词 汇 的 角 度 看 ，诸 如 成 语 这 类 具 有 凝 固 、专 指 意 义 的 固 定 短 语 是 词 的 等 价

物 ，所 以 也 可 以 看 做“短 语 词”。 要 说 明 的 是 ，词 和 短 语 的 界 限 不 总 是 清 楚 的 ，更 不 能 只 从 意 义 上 看 ，例

如“红 旗 、鸡 蛋 、鸭 蛋 、牛 肉”都 可 以 通 过 前 后 成 分 的 偏 正 关 系 看 出 意 义 的 组 合 来 ，但 它 们 却 是 单 词 。 这

就 需 要 更 多 的 参 照 标 准 。

2. 语音形式

从语音形式看，词的语音结构具有整体性，内部不允许有停顿，而短语则可以有内部的语音停顿。比如

作为“西北航空”中的“西北”内部不可以有停顿，但“南北会谈”中的“南北”内部则可以略作停顿。“花红是

一种落叶小乔木，这种植物的果实也叫花红”，其中的“花红”中间不能有停顿，但是“花红了”中的“花红”中

间却可以有明显的停顿，即念成 ｈｕā，ｈóｎｇｌｅ；ｃǎｏ，ｌǜｌｅ（草绿了）。

3. 语法功能

从语法功能上看，词由于意义是凝固性和专指性的，所以词不具有扩展性；而短语的意义是分析性的，因

此，短语的结构可以扩 展。这 样，我 们 就 可 以 运 用“扩 展 法”来 检 测 一 个 语 言 结 构 到 底 是 词，还 是 短 语。试

比较：

A. 原式 扩展式 B. 原式 扩展式

铁路 铁的路 铁门 铁的门

眼热 眼很热 手热 手很热

杀青 杀了青 杀鸡 杀了鸡

说明 说得明 说清 说得清

骨肉 骨和肉 血肉 血和肉

通过扩展比较，可以发现：A 类是词，它们大多无法进行扩展，有的虽然可以扩展，但扩展以后语义发生了变

化；B 类是短语，它们都可以扩展，而且扩展前后语义基本不变。像“头痛”，这是个有争议的结构：它可能是

词，表示的是一种心理现象，这时就不能扩展为“头很痛”，只能说“很头痛”；而当它是短语时，表示的是一种

生理现象，不能说“很头痛”，只能说“头很痛”。

（二）词和短语的相互转化

1. 词转化为短语

某些合成词在使用中往往可以拆开，在中间插进别的成分，变成了短语。这种结合在一起时是词，插入

别的成分时是短语的合成词，叫“离合词”。主要有两类：

第一，动宾结构式。例如：

鞠躬→鞠个躬→鞠个九十度的躬 生气→生了气→生了十分钟的气

站岗→站一班岗→站了三小时的一班岗 结亲→结了一门亲

革命→革落后观念的命 伤心→伤了大家的心

帮忙→帮大忙→帮不上大忙→帮不上多少忙

也有少数偏正结构或联合结构，仿照动宾结构。例如：

同学→同过三年学 小便→小了两次便 游泳→游了一次泳

第二，补充结构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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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达得 / 不到 打倒→打得 / 不倒 推翻→推得 / 不翻 看见→看得 / 不见

2. 短语转化为词

短语简缩为简称，并进而凝结为词，这是一种重要的造词方法。短语简缩是为了满足交际中的“经济”的

需要，即省时省力的需要。短语简缩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五种：

（1）分段简缩：把全称分段，每段提取一个成分。例如：

1）abcd→ac 式，即前后分为两段，每段取第一个成分。例如：

土地改革→土改 地下铁道→地铁 邮政编码→邮编 知识青年→知青

劳动模范→劳模 公共关系→公关 科学技术→科技 研究制造→研制

文化教育→文教 旅行游览→旅游 北京大学→北大 交通大学→交大

2）abcd→ad 式，即前后两段，取前段第一个成分和后段后一个成分。例如：

空中小姐→空姐 高等院校→高校 军人家属→军属 外交部长→外长

扫除文盲→扫盲 保证价值→保值 整顿作风→整风 动员搬迁→动迁

（2）截段简缩：截取全称的最有区别性特征的成分。例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 中国南极长城站→长城站

清华大学→清华 复旦大学→复旦

（3）综合简缩：既采取截段简缩，又采取分段简缩。例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政协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安理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人代会

（4）省同存异：省略相同的成分，保留不同的成分。例如：

工业农业→工农业 理科工科→理工科 青年少年→青少年

病害虫害→病虫害 中学小学→中小学 教员职员→教职员

（5）标数概括：用数字概括相同的成分，省略不同的成分。例如：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 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双增双节

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撮口呼→四呼 包修、包换、包退→三包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四化

通过简缩短语而形成的简称，有的结构不够凝固，形成词与短语的中间物；但有些简称用多了，用久了，语义、

语形都比较固定，就转化成词，比如现在的“工会”已不一定是“工人联合会”或“工人协会”的简称，在“教育

工会”、“俄罗斯军人工会”中，“工会”的含义具有凝固性、专指性，都不能看做简称了。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词的构词方式。

轻松、对虾、烂漫、波动、改良、儒家、芙蓉、诗篇、政变、色拉、飞快、起草、文字、笔谈、烧饼、刷新、花束、沙

龙、钳子、旗手、火化、耐性、结晶、胆怯、学问

二、比较下面一对对词语，指出哪些是单纯词，哪些是合成词。

扑克———攻克 加仑———加法 粗布———卢布 到达———哈达

阿门———窍门 隔壁———戈壁 仓皇———仓库 马达———马匹

三、比较下面一对对词语，指出各自的类型。

助手———机械手 磁性———雄性 坐化———丑化 馒头———笔头

碟子———鱼子 团员———复员 面儿———宠儿 老鸨———老汉

四、请指出下面“雪”字家族的构词方式。

雪崩、雪耻、雪白、雪鸡、雪花、雪茄、雪片、雪冤、雪原

五、分析下面词语的层次和构词关系。

脑溢血 霉干菜 可靠性 自动化 幼儿园 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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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出下面哪些是离合词，为什么？

结束、结婚、洗澡、洗礼、游览、游泳、理发、理财、打工、打架

七、下面一些词的构词方式比较难解，请仔细斟酌分析。

睡觉、冬至、白兰地、存款、理解、锋利、月亮、蠕动、巴不得、望洋、阿 Q

八、分析下列成语的构造。

过河拆桥、生 龙 活 虎、梁 上 君 子、令 人 生 畏、风 度 翩 翩、为 非 作 歹、侃 侃 而 谈、身 败 名 裂、饱 经 风 霜、突 飞

猛进

九、分析下列的外来词的构成方式。

雷达、可可、伊妹儿、香槟酒、蒙太奇、乌托邦、引得、冬不拉、海洛因、鸦片烟、酒吧、拷贝、浪漫、可兰经、伏

特加、北爱尔兰、道林纸、巴士

十、分析下列多音节词的结构。

皮鞋油 白皮书 粮油站 更衣室 驱逐舰 人行道 烘干机 不冻港

十一、指出下列短语简缩成词的方法。

立体交叉桥→立交桥 离职休养→离休 展览销售→展销 家庭电器→家电

外资港资台资（企业）→三资（企业） 高级工程师→高工

微型计算机→微机 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 个体经营户→个体户

普及法律→普法 彩色照片扩印→彩扩 空中小姐→空姐

空气调节器→空调 博士生导师→博导 扶助贫困户（地区）→扶贫 家庭教学→家教

扫除黄色淫秽物品→扫黄 特别便宜的价格→特价 法律文盲→法盲

十二、请运用“扩展鉴测法”区别下列语言单位，哪些是单词，哪些是短语。

铅笔 / 旧笔 好看 / 快看 很好 / 相好 登山 / 登陆

思考题

一、复合词的构词 方 式，除 了 上 述 基 本 的 五 种 之 外，还 有 没 有 其 他 方 式？ 请 指 出 下 面 复 合 词 的 构 词

方式。

1. 贩卖、报考、割让

2. 逼供、召集、诱降

3. 饼干、肉松、银圆

二、如何区别重叠构词和词的重叠，请比较并分析下面各类重叠的特点。

1. 绿油油、红彤彤、亮晶晶、油腻腻、血淋淋、香喷喷

2. 碰碰车、宝宝衫、粒粒橙、晶晶亮、毛毛雨、蒙蒙亮

3. 羞羞答答、病病歪歪、紧紧巴巴

4. 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冷冷清清

5. 了解了解、整理整理、漂亮漂亮、大方大方

6. 通红通红、雪白雪白、滚烫滚烫、笔直笔直

7. 糊里糊涂、土里土气、马里马虎、小里小气

三、“上海第五钢铁厂”是怎样简缩为“上钢五厂”的？研究带序数的全称的简缩方式。

四、词与短语的区别有没有两难的情况？请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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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词汇的基本系统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系统，包括：同音词和同形词以及异读词、上下位词和类义词、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特点、关系及其应用价值。掌握区别多义词与同音词的方法，辨析同义词的方法以及

鉴别反义词的两个类型。

词汇的基本单位是词，每个词都由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组成。词的形式也有两种：语音形式和书写形

式，后者通常以汉字来体现。因此，词汇的基本系统从本质上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系统———依靠形式特

征的联系而形成的系统和依靠意义的联系特征的联系形成的系统。按照汉语的传统，对每一个词都可以从

形、音、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意义是纲，是学习和研究词语的重点。

依靠形式特征而形成的系统，主要是同音词和同形词；依靠意义特征形成 的 系 统 主 要 是 单 义 词 与 多 义

词、上下位词与类义词、同义词和反义词。

一、同音词、同形词和异读词

（一）同音词和同形词

同音词是指几个语音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同音词包括两类：

1. 同形同音词，即语音形式相同、书写形式也相同，然而意义不同的词。例如一粒米的“米”和一米长的

“米”，前者是指稻米、大米，后者则是指一种国际长度单位，是从英语 meter 音译过来，只是借用了“米”这个

同音字来表示。

2. 异形同音词，即语音形式虽然相同，但是书写形式却不同，意义也不同的词。这时，汉字实际上起到

了区别不同词语的作用。例如：

年青—年轻 公式—公事 石油—食油 联结—廉洁

值得注意的是第 1 类同形同音词。这一类按其产生的原因又分两种：

第一种是意义上毫无联系，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同形同音词，例如上面举的“米”就是由于借用英语量词

时使用了“米”这个音译词而造成的。又如：

（1）别———分开：别了，朋友。 别———副词，不要：别去。

（2）消———消失：烟消云散。 消———动词，需要：只消三天。

（3）出———由里面到外面：出门。 出———量词，用于戏曲：一出戏。

另一种是由于多义词分化而造成的同形同音词。多义词后来产生的意义离开原来的意义越来越远，使

后人感觉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于是就变成了同音词。例如：

（1）白———像霜或雪的颜色：白纸。 白———说明，告诉：表白一番。

（2）怪———奇特：怪事。 怪———责备：只怪自己太粗心。

（3）使———派遣：使唤。 使———奉使命办事的人：使节。

“白”由颜色意义引申出“清楚、明白”的意义，由此又引申出“说明”的意义，于是一般人感觉不到“说明”和

“白色”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也就将这两个“白”分别为两个词条了。另外两例的“怪”和“使”情况也类

似。汉语的同形同音词中，由多义词分化而来的占绝大多数，而且一般都是单音的。这种单音的同形同音词

常常进一步发展为同形词。

所谓同形词，是指汉字相同，语音不同，意义也不同的词。它跟同形的同音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音不

同。同形词大多是单音节的，所以在语文教学上又叫“多音多义字”。当然，同形词实际上 也 包 括 双 音 节 词

语。例如：

（1）长 ｃｈáｎｇ（形容词）：路很长。　 　 　 　 　 ｚｈǎｎｇ（动词）：他长高了。

（2）难 ｎáｎ（形容词）：工作很难。　 　 　 　 ｎàｎ（名词）：有难大家帮。

（3）大意 ｄàｙｉ（形容词）：别粗心大意。　 　 　 ｄàｙì（名词）：段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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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读词

异读词是指一个词或词内某个语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例如：

汲 ｊí　 ｊī　 　 　 　 　 　 　 　 　 　 　 拎 ｌīｎ　 ｌīｎｇ

教室 ｊｉàｏｓｈì　 ｊｉàｏｓｈǐ　 　 　 　 　 秘密 ｍìｍì　 ｂìｍｉ

一会儿 ｙīｈｕìｒ　 ｙīｈｕǐｒ　 　 　 　 　 比较 ｂǐｊｉàｏ　 ｂǐｊｉǎｏ

呆板 ｄāｉｂǎｎ　 áｉｂǎｎ　 　 　 　 　 　 脓包 ｎóｎｇｂāｏ　 ｎéｎｇｂāｏ

要注意，如果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词里意义不同而有不同的读音，不是异读词，而是“多音多义字”。例如：

玩弄 ｗáｎｎòｎｇ　 　 　 　 　 　 　 　 　里弄 ｌǐｌòｎｇ

发卡 ｆàｑｉǎ　 　 　 　 　 　 　 　 　 　 卡片 ｋǎｐｉàｎ

少数 ｓｈǎｏｓｈù　 　 　 　 　 　 　 　 　少年 ｓｈàｏｎｉáｎ

难受 ｎáｎｓｈòｕ　 　 　 　 　 　 　 　 　苦难 ｋǔｎàｎ

异读词的来源很复杂，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某些字（词）在古代汉语中就是多音字，分别代表不同的语义沿用至今。如：“臭，《广韵》尺救切”，恶

气，今读 ｃｈòｕ。

2. 北京音特殊的发展：如“危险”的“危”、“期望”的“期”、“帆船”的“帆”，旧读阳平，今读阴平。

3. 方言读音的影响：如“揩油”来自吴方言，“揩”读成 ｋā 和 ｋāｉ 两个读音，前者是受吴语的影响。

4. 读书音（文读）和口语音（白 读）的 分 歧：如“暴 露”的“暴”，读 书 音 是 ｐù，口 语 音 是 ｂàｏ；“确 凿”的

“凿”，读书音是 ｚｕò，而口语音却是 ｚáｏ；“摘”的读书音是 ｚｈé，口语音读 ｚｈāｉ。

5. 误读：如“酵母”的“酵”按汉字声旁误读成 ｘｉàｏ（正确的读音应该是 ｊｉàｏ）。

二、多义词

（一）单义词和多义词

每个词都有固定的意义，有的多，有的少。只有一个意义的词就是单义词；拥有两个以上意义的词叫多

义词。单义词有不同的类型，主要有：

1. 常见事物的名称。例如：

书籍 杂志 楼房 电线 汽车 衣服 袜子 电视机

2. 科学术语和专有名称。例如：

原子 激光 硫酸 期货 血型 刨床 上海 鲁迅

3. 古语词或书面语词。例如：

袅绕 觐见 缄口 缄默 溘然 愆期 浇薄 澌灭

语言中大多数常用词都是多义的，例如“端正”一词有两个意义，在“五官端正”中是“物体不歪斜”的意

思，在“端正学习态度”中是“使正确”的意思。这是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所决定的。人们总是在不影响表达

的前提下，尽量让一个词承担更多的意义，因此，多义词占词汇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多义词总

是由单义词发展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新词刚刚产生时，它的意义往往是单一的，后来在使用过程中意义发

生了变化，变得丰富起来，慢慢就变成了多义词。例如上面举的“端正”一词，最初只表示“物体不歪斜”的意

思，后来用于抽象事物，人们又赋予它“使端正”的意义，这样它就由单义词发展成了多义词。

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称为一个“义项”，义项是该词固定的意义，是长期习用、为社会公认的意义，应该在

词典中反映出来。词典在反映多义词的各种意义时，总是将它们归纳为几项，例如上述“端正”一词，《现代

汉语词典》就归纳为三个义项：

① 物体不歪斜，物体各部分保持应有的平衡状态；

② 正派；正确；

③ 使端正。

义项是固定的，它不同于词在运用时在语境中临时产生的意义，例如当代军人豪言壮语“牺牲我一个，幸福十

亿人”中的“幸福”是“使幸福”的意思，这是临时义，不是固定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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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区别

这里说的同音词是指同形同音词。把多义词和这种同音词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地方：语音

形式都相同，书写形式也相同，意义都不同。但是，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多义词是一个词，也就是一个语音

形式承担多个意义，而且这几个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同一个词的几个义项；同音词则是多个词，多个意

义偶然由一个语音形式承担，而且这几个意义之间互相没有联系，或至少在共时的层面上找不出联系。例如

“出”是个多义词，它有这么几个义项：从里面到外面；来到；超出；往外 拿；出 产；出 版；发 出；引 文 等 见 于 某

处；显露；显得量多；支出。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几个义项之间有着引 申 关 系。但 是，同 音 同 形 的 另 外 一 个 词

“出”，是量词，表示“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等的意义，跟上述意义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是因为后一个 ｃｈū，

原来是繁体字“齣”，用同音假借方法简化，这就跟动词“出”形成同音词了。当然，意义上有没有联系，很可

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刻”，一个意义是“用刀子在竹、木、玉、石、金属上雕成花纹、文字”，另外一

个意义是“用钟表计时，以十五分钟为一刻”。这是多义词还是同音词？如果知道表示时间的“刻”是由于古

代利用“沙器”来计时，动词“刻”跟量词“刻”应该有联系，但是从共时来看，就很难理解有什么联系了。又如

“用一把锁来锁门”，这两个“锁”是多义词还是同音词？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实物，明显有区别，但是语义上

的联系是清楚的。可见，多义词跟同音词大体上是可以分清楚的，但也有一些属于中间地带的情况，还需要

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应用价值

词汇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词义系统。一个多义词，就是由若干个义项组成的具有派生关系的一个子

系统。认识了这样一个子系统，理解了其中义项之间派生的脉络，各义项的意义联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

理解、系统地掌握一个多义词的全部义项。因此，义项实际上是词汇运用和研究的基本单位。

从音义关系来说，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共同点是一个语音形式对应多个不同的意义，这在各种语言中都是存

在的。每种发达的语言都有十几万至几十万个词，每个词平均都有几个义项，义项总数达上百万个乃至几百万

个。如果每一个义项都要用一个语音形式来表达的话，一则人的口舌很难发出这么多不同的音，二则人的记忆

也负担不了。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语言，那学习和运用起来一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存在

是语言符号简易经济的必然结果。汉语词汇丰富、精确、简明、易于掌握，这更是由于汉语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

了多义词和同音词，使一个词、一个语音形式尽可能多地担负更多义项。在多义词中，由于几个义项功能迥别而

又在意义上联系紧密，人们便于从旧义出发去理解和掌握新义，因此，越是常用的词，就越是容易在运用中创造

出新义，不断发展出更多的义项，例如“打”这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就归纳出了 24 个义项。

同音词的研究对于纠正错别字有很大的作用，写作中出现错别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混淆了异形同音

词，例如：

再—在 长—常 杈—岔 各—个 辨—辩

晃—幌 迭—叠 带—戴 做—作 分—份

多义词和同音词常常为各种修辞手法提供条件。例如多义双关和谐音双关就是对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巧

妙运用。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寥寥数笔，脸部无眼无鼻居然惟妙惟肖，一位评论家抓住这个

特色用“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作为评论文章的标题，多义双关造成了强烈的悬念，连丰老本人也印象极为深

刻，几十年以后还记得作者的姓名和文章发表的日期。又如一首著名的民歌是这样的：

东边下雨西边晴，道是无晴（情）还有晴（情）。

就是利用同音词“晴”和“情”，巧妙地表达了恋人之间的爱情。

三、上下位词和类义词

在词汇系统里，各个词语之间形成纵向的和横向的联系。作为人类思维工具的语言，是反映人的意义世

界的。语言的词汇系统首先对应于人类的概念系统。思维中有反映客观世界的概念系统，相应地，词汇中就

有实词系统。实词系统数量极其巨大，从纵向来看，对应于概念的种属关系，形成了上下位词子系统；从横向

来看，对应于概念的类聚关系，形成了类义词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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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下位词

所谓上下位词，就是具有上下位关系的词。上位词和下位词具有种和属的关系，种和属的关系本质上是

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例如“牛”对“动物”来说是个别，“动物”对“生物”来说是个别；“动物”对“牛”来说是一

般，“生物”对“动物”来说是一般。它们的关系是：个别体现一般，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

上位词的适用对象（d）大于下位词的适用对象，下位词表示的对象特征（t）比上位词表示的对象特征更

为丰富。例如：

食物：可以充饥的东西。 t = 可以充饥的 d = 东西

食品：经过加工制作的食物。 t = 经过加工制作的 d = 食物

面食：面制成的食品。 t = 面制成的 d = 食品

饺子：半圆形的有馅儿的面食。 t = 半圆形的有馅儿的 d = 面食

可见，食物 d > 食品 d > 面食 d > 饺子 d。食物 t = 可以充饥的，食品 t = 食物 t + 经过加工制作的，面食 t = 食

品 t + 面制成的，饺子 t = 面食 t + 半圆形有馅的。

语言中既有严格的科学分类中的上下位词。例如：

生物

动 物

植 物{
微生物

语音

元音
舌面元音{ 舌尖元音

辅音
清辅音{










浊辅音

也有非严格的日常运用的上下位词，这是对严格的科学分类所作的简缩与变通，或者是按人们一般的认识和

日常使用的需要而形成。例如：

颜色
冷色{ 暖色

相声

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
群口相声

上下位词由于本质上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所以常用来构成一种表达认识的重要方 式，这 个 方 式 是：下 位

词是的上位词。这就是根据客观实际，把个别和一般联系起来，例 如 上 面 举 过 的“饺 子 是 半 圆 形 的

有馅儿的面 食”，“饺 子”是 下 位 词，“面 食”是 上 位 词。 这 也 是 我 们 解 释 词 义 时 广 泛 运 用 的 定 义 式 释 义

方法。

（二）类义词

所谓类义词，就是表示同类概念的一组词，例如“牛”和“人”都属于“动物类”，就具有同类关系；“动物”

和“植物”都属于“生物”类，也具有同类关系。

类义词表示同一类事物，同类关系和上下位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纵向看是上下位词，从横向

看是类义词。例如：“风、云、雨、雪、雹、冰”同 属 气 象 类，它 们 是 类 义 词，而 它 们 和“气 象”之 间，又 是 上 下

位词。

类义词和上下位词一样，既有严格的科学分类中的类义词，也有非严格的日常运用的类义词。后者与人

们日常的表情达意关系更密切，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色彩。例如汉语中把“鸟、兽、草、木、虫、鱼”看做

类义词，就是由于这几类事物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把“金、木、水、火、土”看做一组类义词，又和古代汉民

族对世界构成的认识有关。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不同，一个词可以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的词组成类义词，例如

“马”可以在战争语境中组成“车、马、粮、草、兵器”序列，可以在畜牧生产语境中组成“马、驴、牛、羊、猪、鸡、

鸭、鹅”序列，还可以在十二生肖中组成“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序列。

（三）类义词和上下位词的应用价值

类义词在深层意义上既有相同点（同类），又有不同点（不同事物）。相同点可以显出整齐，不同点又可

以显出错综，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常用于铺排、强调和夸张，造成具体、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下面两个实例

就属于这种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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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下子，鸡鸭蟹猪牛马驴狗雁兔子王八，头尾翅腿肚肠肝肺心腰子下水，有煎有炒有烹有炸有炖有

蒸有熬有爆有烧有拌外加一坛子水，碟架碗碗架碗，严严实实把这个僧人围在中央。（冯骥才《阴阳八卦》）

（2）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醋钵儿大小拳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

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 个 油 酱 铺：咸 的、酸 的、辣 的，一 发 都 滚 出 来。⋯⋯ 提 起 拳 头 来 就 眼 眶 际 眉 梢 只 一

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又一拳，太阳上正着，

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施耐庵《水浒传》）

类义词在修辞格“对偶”的构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

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

“高”与“深”、“鸟”与“鱼”、“美”与“芳”都是类义词。

诗词、对联等艺术作品中的“对 仗”讲 究“工 对”，其 实 质 就 是 讲 求 类 义 词 的 使 用：把 事 物 分 成 许 多“事

类”，要求用相同事类的词语相对，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动物对动物、人事对人事、颜色对颜色、数目对

数目，等等。

上下位词和类义词的研究，对 于 语 言 教 学 和 写 作、翻 译 等 工 作 有 很 大 的 帮 助，所 谓 的“概 念 词 典”、“义

典”，古今中外都极受重视，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就是一部初具雏形的概念词典，它分类辑录了古代大量

的语词，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广博知识。现代各种专科词典实质上也是类义词典，把各 学 科 的 词 语 汇 集 在 一

起，就是汇集了该学科的完整知识，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研究的进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概念范畴来编制词典，也是计算机掌握人的自然语言的基本条件。不过要编出一部能准确反映自

然语言词汇系统的理想的概念词典，还需要先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首先需要对所有的概念作出一个完全

的、一贯的、详细的分类，同时还需要理清语言中词汇系统同思维中概念系统的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这方面

的研究正在成为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迫切任务。

四、同义词

（一）同义词的产生和类别

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同义关系与类义关系一样，都是词和词之间在意义上的一种横向联

系，各自形成词汇不同的子系统。

同义词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错综复杂的事物以及

人类主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精细、深刻、详尽，因而要求语言也不断丰富发展，以适应人们更精确更细致更灵

活更完美地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例如，表示面积的“广大”，人们就为了形容不同情状的事物而创

造出了“广阔、宽阔、开阔、辽阔、寥廓、空旷、广漠、空廓、旷荡、浩瀚、浩渺、茫茫、寥寥、漠漠、恢恢、无垠、无边、

无际”等一大批同义词。

同义词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是等义词，即意义完全相同，只是在次序排列上不同或者字形上有差别。例如：

演讲———讲演 夜宵———宵夜 热闹———闹热 兵士———士兵 气力———力气

补贴———贴补 和缓———缓和 代替———替代 感情———情感 寻找———找寻

第二是近义词，即意义基本上相同，但在色彩和用法上存在细微差别的词，例如上面所举的“广大”等一

组同义词。

等义词的存在，从共时角度说似乎是一种累赘，因为几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同一个意义，增加了记忆的负

担，不过绝对的等义词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因为即使上述例子实际上还存在着时代、地 域、语 体 等 细 微 的 差

别；而近义词在表达上，由于意义、色彩和用法上有区别，因此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从历时角度说，这也反映

了人们在创造新词过程中的选择、淘汰的历史进程。通常所说的同义词，主要就是指第二种情况，即近义词。

这一类同义词的存在是语言丰富和发达的重要表现。

（二）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的辨析是以义项为单位的，许多同义词是多义词，它们可能只有某个义项同义，而其余的义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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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义。例如：

光 ① 光线； 明 ① 明亮；

② 明亮； ② 公开，不隐蔽；

③ 光滑。 ③ 明白，清楚。

“光”的义项②与“明”的义项①同义，其余义项并没有同义关系。

辨析同义词一般可以运用三种方法从六个方面来进行：

1. 色彩分析法

第一，感情色彩：主要是褒贬色彩，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种。例如：

褒义：成效 果断 坚强 鼓动 爱护 称赞 教诲

贬义：后果 武断 顽固 煽动 庇护 奉承 诡计

中性：效果 决断 顽强 发动 保护 教训 计策

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必然导致不同的褒贬倾向，《列宁在 1918 年》这部电影中，当一个秘书汇报说：“英

国军队撤退了。”斯大林马上就纠正说：“不，敌人逃跑了！”显然，“撤退”跟“逃跑”的褒贬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并不是每种意义都有褒义、贬义和中性这么三种词语，例如上述最后三组例子就都只是各有两个类别

的词语。此外，除了褒贬意义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情色彩：“幽默”色彩，例如“这个小家伙挺肥的”；“庄

重”色彩，例如“老先生刚刚过了八十华诞”；“通俗”色彩，例如“孩子他妈来了”。

第二，语体色彩：

（1）口语和书面语：爸爸———父亲 牙床———齿龈 离婚———离异 生日———诞辰

挂帅———主持 油水———好处 挂钩———联系 红火———热闹

（2）方言和普通话：斧头———斧子 啥———什么 脚踏车———自行车

剃头———理发 晓得———知道 地瓜———红薯

（3）音译词和意译词：镭射———激光 休克———虚脱 因特网———互联网

马达———发动机 布拉吉———连衣裙 巴士———公共汽车

（4）专用词和一般词：抵达———到达 摈弃———丢掉 擅自———私下

倘若———要是 瑕疵———缺点 谄媚———奉承

2. 意义分析法

第一，语义轻重。例如：

阻止———制止 失望———绝望 爱好———嗜好 努力———竭力

悲伤———悲痛 批评———批判 研究———钻研 准确———精确

作怪———作祟 称赞———赞美 损坏———毁坏 侮辱———凌辱

语义轻重往往形成层梯式，例如：

轻视———藐视———蔑视———鄙视

良好———优良———优秀———优异

请求———恳求———乞求———哀求

第二，范围大小。例如：

差错———错误 边境———边疆 天气———气候 品质———性质 灾荒———灾难

战术———战略 时期———时代 死亡———伤亡 机密———秘密 标记———标志

战斗———战役———战争 事故———事件———事情

还有一类集合名词跟个体名词，也可以看做语义范围大小的同义词。例如：

车辆———车 纸张———纸 人员———人 船舶———船 花卉———花 枪支———枪

树木———树 湖泊———湖 布匹———布 信件———信 河流———河 书籍———书

3. 功能分析法

第一，搭配对象。例如：

爱护———爱戴 侵蚀———腐蚀 批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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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充足———充沛 保护———保卫

这主要是指习惯上经常搭配组合的词语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

作用 才干 力量 传统 作风 民主

发挥 + + + - - -

发扬 - - - + + +

礼物 意见 资料 经验 文化 思想

交换 + + + - - -

交流 - - - + + +

第二，词性不同。例如：

永久（形容词）———永远（副词） 突然（形容词）———忽然（副词）

聪明（形容词）———智慧（名词） 刚刚（副词）———刚才（名词）

有相当一部分同义词，两个语素中有一个相同，另一个不同。例如：

保卫———捍卫 辩论—争论 轻率———草率 慈爱———慈祥 闪烁———闪耀

出现———呈现———涌现 包含———包括———包罗 创立———建立———树立

这样一组同义词，由于其中某个语素相同，在辨析时可以采用比较简便的“语素比较法”，着重辨析不同的语

素义之间的差异。例如：

周密：不仅紧密完备，而且周到、全面。例如：考虑问题非常周密。

严密：不仅紧密完备，而且严格、没有疏漏。例如：推理非常严密。

精密：不仅紧密完备，而且精确、细致。例如：他计算得非常精密。

（三）同义词的应用价值

首先，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同义词，可以使语言表达更为精确、严密。同义词能精细地反映出事物之

间的细微差别，表达人们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态 度 和 感 情 色 彩。例 如《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事 诉 讼 法》

规定：

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后，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亦可向被告人发问。

这里三个不同的“问”，反映了提问人与被提问人不同的法律地位。又如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

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

两个同义词，轻重递增，准确揭露了当局的凶残。

其次，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中选用不同的同义词或同义表述，可以避免用词重复，使语言生动而富于变化。

例如：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第三，不同的交际场合挑选不同的同义词，可以形成不同的修辞色彩。例如：

聋———耳背 胖———富态 / 丰满 生病———不适 / 欠安

使用后面一个词就具有婉曲的效果；“高兴”和“雀跃”，后者具有形象生动的效果；“飞碟”和“不明飞行物”，

前者形象，后者科学严谨；“羡慕”和“眼馋”，后者生动风趣；“相逢”和“聚首”，后者显得典雅。这些同义词都

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来进行选用。

最后，同义词连用可以加强语势，加重语气，达到强调的目的。大量双音节词和四字格成语都是由于这

样的需要而形成的。例如：

朋友 道路 泥土 牙齿 离别 购买

书写 喜悦 美好 丰富 寒冷 公平

豪言壮语 清规戒律 粗心大意 油腔滑调 花言巧语

称心如意 光明磊落 铺张浪费 繁荣昌盛 东奔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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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义词

（一）反义词和反义表述

反义词是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一组词。构成反义词的一对词或一组词必须属于同一个意义范畴，如长

度、重量、时间、处所、速度、颜色、面积、体积等等，否则无法形成一个类聚。如“男、女”表人物，“古、今”表时

间，“头、尾”表过程，“黑、白”表颜色。反义关系是词与词在语义上的一种横向联系，也是词汇系统内的一种

子系统。从逻辑上讲它们都必须属于同一个上位概念，所以“聪明”和“傻子”、“愚蠢”和“智者”虽然具有反

义性，但是并不能构成一组反义词。反义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或名词。例如：

主观———客观 高级———低级 片面———全面 狭窄———广阔 坚强———脆弱

伟大———渺小 诚实———虚伪 勇敢———怯弱 高尚———卑鄙 积极———消极

开幕———闭幕 出席———缺席 前进———后退 上升———下降 团结———分裂

扩大———缩小 张口———闭口 集中———分散 拥护———反对 破坏———建设

和平———战争 优点———缺点 高潮———低潮 天堂———地狱 君子———小人

现象———本质 长处———短处 正面———反面 上游———下游 支出———收入

反义词的类型有两种：

1. 绝对反义词：肯定了甲，就否定了乙；否定了甲，就肯定了乙，正反两方面之外绝对没有第三种可能

性。例如：

死———活 男———女 有———无 现象———本质 正确———错误

同———异 动———静 公———私 出席———缺席 白天———黑夜

2. 相对反义词：肯定了甲，就否定了乙，但是，否定了甲，不一定就肯定了乙，即在正反两方面之外还有

第三种可能性。例如：

黑———白 大———小 高———低 粗———细 春———秋 祸———福

苦———甜 冷———热 软———硬 东———西 父———子 善———恶

收入———支出 高尚———卑鄙 开端———末尾 朋友———敌人 快乐———忧愁

“黑”与“白”之外还有红、蓝、紫⋯⋯各种颜色，“苦”和“甜”之外，还有辛、酸、咸、辣等等。

词的反义关系也是以义项为基本单位的，单义词和单义词之间，如“出现———消失”、“懒惰———勤劳”等等

不用说是义项之间的反义关系。多义词也是以义项为单位来构成反义关系。因此，一个多义词就有可能构成若

干组反义关系，例如：“进步”一词有两个义项：一个是“（人或事物）向前发展，比原来好”，这个义项与“落后”构

成反义关系；另一个义项是“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这与“反动”构成反义关系。又如：

老（年）———少（年） 老（房子）———新（房子） 老（豆腐）———嫩（豆腐）

（花）开———（花）谢 开（门）———关（门） 开（口）———闭（口）

反义词是用词来 表 述 反 义 关 系，反 义 关 系 还 可 以 有 其 他 表 述 方 法，例 如 可 以 用 词 对 词 组 构 成 反 义 表 述。

例如：

乱———有条理 高———不高

也可以用词组对词组构成反义表述。例如：

大国———小国 赫赫有名———默默无闻

在实际运用中，反义词和其他反义表述常常是结合使用的，例如：

在他们之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这一段话用了几个反义表述，其中由反义词构成的有“多———少”，由词对词组构成的有“不是———是”，由词

组对词组构成的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实事求是”。

（二）反义词的应用价值

首先，由于反义词可以揭示矛盾，形成鲜明锐利的对照，从而把事物的特点深刻地表现出来。通过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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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对举，加强对比或衬托，就像一幅“白雪映红梅”的画面，使白者越见其白，红者更显其红。用于揭示事物

的真伪，能够是非显豁，用于表达感情，就会旗帜鲜明。例如：

（1）我以这一丛 野 草，在 明 与 暗、生 与 死、过 去 与 未 来 之 际，献 于 友 与 仇、人 与 兽、爱 者 与 不 爱 者 之 前

作证。

（2）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

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修辞格中还有对偶、反语、仿词等，也常常利用反义词来构成。例如：

（1）满招损，谦受益。（对偶）

（2）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犹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

致极了。（反语）

（3）她们的头发上结了霜，男同志笑她 们 说：“嘿，你 们 演《白 毛 女》都 不 用 化 装 了！”她 们 也 笑 男 同 志：

“还说哩，你看，你们不是‘白毛男’吗？”（仿词）

许多成语也利用了反义词对举或连用，或者反义词跟同义词交叉使用。例如：

阳奉阴违 此起彼伏 厚今薄古 生离死别 深入浅出

横冲直撞 长吁短叹 天罗地网 同甘共苦 欢天喜地

其次，反义词的使用，能够使语言产生精警含蓄的表达效果。反义词的对举可以造成“警句”，这种警句，

看来似乎自相矛盾，实际是揭示了事物间“矛盾统一”的深刻哲理。例如：

（1）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久而又最短，最易被人忽视而又最易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2）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3）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第三，反义词的概括性可以造成语言表达的特殊效果：浑括概指。反义词的对举，不都是在矛盾对立的

意义上使用的。有时对举几组反义词，是一种概括的说法，或表示“不论什么情况”的意思，这是对反义词共

同意义范畴的强调。例如：

（1）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

（2）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反义词对举构成的双音词往往不是两个语素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产生出一个新的意义。例如：

动静 冷暖 轻重 始终 沉浮 深浅 出入 多少 前后 横竖

练习题

一、下列有双关词的地方，哪些是利用同音词的联系，哪些是利用一词多义的联系。

1. 清不清，江水混，遥江呼应桥横行。

试问九州听不听；国际歌声山河震。

2. 雨里蜘蛛还结网，想晴唯有暗中丝。

3. 莫学篾箩千只眼，要学红烛一条心。

4. 一下吉普车，在迎接他的人们面前，专家滑了一跤，爬起来后，他情不自禁地摇臂大呼：“朋友们，我是

为你们的北大荒而倾倒的！”

5.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快，水盆里扎猛子，也没个深浅。

二、改正下列句子中因音同而误的别字

1. 人民须要你把工作坚持下去。

2. 快开学了，我准备好了学习用的必须品。

3. 我们必需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4. 人的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应。

5. 盖叫天系河北高阳县人，虽出身北方，却常居南方。

三、给下列各词找到适当的上位词、下位词和四个类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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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民

2. 金属

3. 阅读

四、辨析下列各组同义词。

1. 侵占———侵犯 毛病———缺点 海涵———原谅 谨慎———小心

2. 布匹———布 鼓动———煽动 局面———场面 轻视———鄙视

3. 保护———庇护 灾难———灾荒 饭桶———废物 漂泊———流浪

4. 光临———来到 挂彩———负伤 担任———担负 腐败———腐化

五、“干净”和“清洁”在什么意义上是同义词，在什么意义上不是同义词？

六、请按照“困难”的不同义项分别与其他词构成反义词。

七、指出下列成语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

家喻户晓 七上八下 你追我赶 龙飞凤舞 死去活来 弃暗投明 取长补短

无独有偶 此起彼伏 横冲直撞 博古通今 东摇西摆 苦尽甘来 新陈代谢

思考题

一、同音词和多义词的区别跟意义有密切的关系，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二、如何看待异读词的审音问题？审音标准应该以什么为主？

三、类义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有什么作用？

四、有人认为“树木”跟“树”不属于同义词，你觉得怎么样？说说你的理由。

第四节 词汇的来源系统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词汇来源系统的七个基本方面：传承词、古语词、方言词、社区词、行业词、

外来词、新造词语，并能够根据它们的特点判断各种词语的不同来源。

现代汉语词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词汇，它必然超越在某一个地域、行业、阶层词语的层面之上，具有在全

社会范围内高频度广泛使用的特点。现代词汇是一个动态的词语集合体，许多不同来源的词语会因各种原

因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而汇合到这个词汇集合体中，集合体中的已有词语也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渐退出。一般

说来，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系统由七个基本方面构成：传承词、古语词、方言词、社区词、行业词、外来词和新

造词语。

一、传承词

现代汉语的词语不都是现代才出现的，由于语言的渐变性和继承性，有很大一部分词是延续下来的，通

常称为传承词。传承词大多属于基本词汇，它们是词汇的核心部分。例如：

天、地、人、山、水、石、国、家、首、足、身、腿、面、脸、耳、鸟、鸡、鸭、鹅、猪、狗、牛、羊、马；走、跑、跳、吃、喝、

看、听、打、击、摸；高、低、方、圆、美、丑、优、劣、好、坏；连、在、把、将、吗、呢、吧、的、地；与、和、以、而、之；土地、

国家、人民、树木、湖泊、天空、庄稼、收割等。

这些词语都是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并且仍活跃在现代汉语之中。当然，基本词在从古到今的延续中也

会在词义、词的结构、词的功能以及使用频率上发生种种变化。例如：

“走”现在的词义是“步行”，而在古汉语中则指“跑”。《说文解字》说：“趋也。”《释名》说：“徐行曰步，疾

行曰趋，疾趋曰走。”《韩非子·五蠹》“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兔在行进中撞到树木而导致颈折死去，可见其

行进速度是很快的，应该是“跑”。从“跑”义到“步行”义，这是基本词在古今演变中发生的词义变化。

“国”和“家”，在古汉语中是两个词，《说文解字》“国，邦也”，《说文段注》解释说：“天子诸侯曰国，大夫

曰家。”“国”和“家”后来合成一个复合词“国家”，其中“家”的意义消失了。又如“击”和“敲”，后来合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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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击”和“打”后来合成了“打击”。这是基本词在古今演变中发生的结构变化。

古汉语的“面”、“扪”、“摩”，后来被“脸”、“摸”、“擦”所取代。被替代的词语有的停留在古代，没有传下

来，有的则由词退为语素，以构词成分的身份进入到现代汉语。如 “面”保留在“迎面”“相面”“见面”“脸面”

“面额”“颜面”“晤面”“洗心革面”中，“扪”；保 留 在“扪 心 自 问”中；“摩”保 留 在“按 摩”“摩 擦”“抚 摩”“揣

摩”中。这是属于不同词语在古今演变中出现的替代。

尽管基本词语在词义和词的结构上都会发生某些变化，但总体上来看，基本词语还是表现出很强的稳定

性，保留了基本的意义，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构成成分。

二、古语词

古代汉语中有一些反映某一特定时代的专有词语，现代基本不用，只是出于某种需要，才会偶尔用到，这

种词习惯上称为古语词。也可以称之为“今用古语词”，以区别于传承的古语词。例如：

八股、白丁、榜眼、榜文、逼宫、陛下、贬谪、骠骑、别子、兵符、帛画、策论、禅让、朝拜、朝贡、朝见、车裂、臣

僚、充军、储君、刺配、登基、登极、殿 试、东 宫、藩 镇、方 士、驸 马、宫 刑、贡 生、寡 人、官 人、衮 服、和 亲、虎 贲、宦

官、及第、监生、凌迟、亲政、乡试、幸臣等。

这些词语往往在历史书籍以及反映古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现代汉语词典》里部分也收录了。古

语词在现代的使用，在某些特殊场合中往往有特别的指称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君主制国家的外交场合，例如

“陛下”“王后”“首相”“公主”“王子”“王妃”“大臣”“殿下”“阁下”等。此外，使用一些古语词，还会带有典

雅、古朴的语体色彩，例如毛泽东著作中有这么一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

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这段话运用了一个来自古代典籍的成语“有的放矢”，就收到了言

简意赅、入木三分的表意效果。可见，古代汉语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一个重要来源。

三、方言词

（一）普用方言词

方言词是指限于某一方言地域内使用的词语，它与普通话词汇的最主要区别在于使用范围大小的不同。

当一个方言词在全社会而不再是某一地域流通时，它就具有普通话词语的性质；如果进一步 流 传 并 稳 定 下

来，就会成为普通话词汇中的一员。为了跟一般的方言词相区别，我们把已经进入普通话的这些少数的方言

词叫做“普用方言词”。如“念叨”“尴尬”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话，北方话的词汇是现代

汉语词汇的主体部分。但并 不 是 所 有 的 北 方 话 词 语 都 属 于 普 通 话 词 汇，如 徐 世 荣 编 纂 的《北 京 土 语 辞 典》

（北京出版社，1990 年 4 月）就收了北京话方言词一万余条。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9 年 3 月）41 卷中有 18 卷属于北方方言区，18 个方言点每卷都收了 8 千条左右的方言词。可见

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系统，有许多自己特有的词语。例如北京方言中的“就筋”（肢体久不活动而伸展

不开，动作不灵）、“煳爷爷”（比喻烧烤过 头，变 为 黑 色 的 食 物）、“憋 糟”（不 宽 舒 通 畅），广 州 方 言 的“老 窦”

（父亲）、“好彩”（幸运），上海方言的“交关”（许多）、“拆烂污”（捣乱、拆台），东北方言的“唠嗑”（聊天），闽

方言的“目珠”（眼睛）、“洗汤”（洗澡）、“电光”（电灯）、“厝”（房子），都是富于地方特色的方言词。

有的方言词的词形与普通话相当，但词义内涵和使用范围却与普通话不同。如“捋”在普通话中的含义

是“用手指顺着抹过去，使物体顺溜或干净”，而在北京方言中它还有“顺路走过去”的意义，如“你就顺着铁

道捋，不到二里地，就是李村”；还表示“顺序进行或阅读”的意思，如“为了找这个 字，一 行 一 行 地 捋 下 去”。

又如“脸热”在北京方言中指“阅历浅，勇气差，不能板起面孔拒绝人”，如“这孩子脸热，人家叫他干什么就干

什么”。“早晨”一词在广州话里用在早晨见面时，所表达的是“早晨好”的意思。“床”在福建莆仙话里可指

“桌子”。

（二）方言词的影响

方言词根据交际的需要，不断地有选择地被吸收到普通话里来。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的速度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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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言背后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某一方言地区在全社会的影响越大，

该方言词进入共同语词汇系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上海话，80—90 年代的广州话，都

曾有一些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特别是 80 年代，许多粤方言词，比如“酒楼”、“埋单”、“打的”、“曲奇”、

“爆棚”、“炒鱿鱼”、“水货”、“打工”等，都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这些词语的广泛使用，使普通话原有的“饭

店”、“结账”、“乘出租小汽车”、“饼干”、“客满”、“解雇”、“走私货”、“干活”等词语，在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

上都受到很大影响。再如感叹词，人们原来多用普通话的“啊”，后来好用广州话的“哇”，道歉时原来多用普

通话的“对不起”，后来好用广州话的“对不住”。这都是方言词对普通话词语的影响。

方言词对普通话的影响程度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临 时 涉 足 普 通 话，不 久 就 退 回 到 方 言 中 去 了。第

二，正处于进入普通话的渗透过程中，这时方言词在普通话中的使用范围已相当广，但方言词的色彩仍较浓，

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它的方言词身份。第三，方言词的地方色彩已经淡化，在普通话中稳定下来并成为其中一

个成员。《现代汉语词典》是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词典，第二版收了 4 万 5 千余条复音节词，其中有1 820 条

词语后面标注了“［方］”，这部分词语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属于第二种方言词，也有小部分已经属于第三种词

语。例如：

碍难、熬心、巴望、笆篱、把势、白 嘴、摆 谱、板 实、半 彪 子、傍 边、帮 衬、棒 冰、棒 子、包 谷、备 不 住、背 时、鼻

头、臂膊、瘪三、蹩脚、埠头、不打紧、不赖、菜码、孱头、糙粮、草鸡、拆白、扯淡、成日、冲凉、瞅见、出溜、触霉头、

瓷实、从先、凑份子、撮箕、打谎、打 零、打 牙 祭、大 拇 哥、歹 人、电 棒、电 转、定 规、笃 定、多 咱、多 沉、二 百 五、发

毛、反水、胳肢、挂气、掼交、光火、号丧、耗子、横直、虎势、活络、霍闪、脚踏车、较真、抠门、肋条、愣神、撂荒、溜

号、事体、台秤等。

当方言词在全社会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度越来越高时，它 就 可 能 最 终 会 成 为 普 通 话 词 汇。像

1990 年出版的《北京土语辞典》中的许多词语，现在人们都已相当熟悉，很少有人再把它们看做是方言词了。

例如：

板上钉钉、摆弄、摆谱儿、败家子、般配、板着脸、帮腔、不舒服、不起眼、插嘴、差劲、成色、出息、出月子、凑

合、撮合、打哈哈、打退堂鼓等。

再像《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版曾认为下面词语是方言词：

真格的、樟脑丸、浴缸、夜猫子、眼屎、外公、上火、老板、狠命、踮脚、捣鼓、搭腔、扯淡、不赖等。

但 1996 年的修订本则不再标明是方言词。可见，方言词色彩在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进入普通话的时间越长，

它的方言色彩越淡，最后还有可能基本上消失，成为普通话词汇中的一员。可见，方言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

另一个重要来源。

四、社区词

（一）社区词的特点

社区词是指只在某个社区流通，反映该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有词语。比如中国内地、香港特区、澳

门特区、台湾省以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因为社会制度不同，社会背 景 不 同，各 地 在 政 治、经 济、文 化、教 育、生

活、娱乐等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事物和不同的观念，这就出现了一大批不同的词语。社区词不是方言

词，比如，香港和广州，都属于粤方言区，方言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从社区词的角度来看，广州跟北京、上

海都属于同一个社区，社区词是一致的；而香港则不同，1997 年 7 月之前，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回归以后，也还

是跟内地两种制度，是“特别行政区”，所以，有许多只是在通行香港的词语，例如：

打工皇帝 夹心阶层 金鱼缸 楼花 太空人 草根阶层 布政司 人蛇 蛇头 蛇客 无证妈妈

水上新娘 同志 见工 马经 高买 八卦杂志 公屋 津贴学校等。

社区词都有特定的含义，比如“打工皇帝”，是指年工资数额上千万，身价上亿港币的雇员，夸张地说，这个打

工的简直像皇帝一样了。“太空人”是指一个家庭里，太太带着孩子已经移民国外，男主人还留在香港工作，

“太太空了”，所以就叫“太空人”。这些词语的意义还比较好理解，有的就更加困难了，例如“金鱼缸”指证券

交易所，因为里边的“红马甲”（证券交易员）常常跑来跑去，好像金鱼在一个透明的鱼缸 里 游 来 游 去。“同

志”则专指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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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词的影响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国策深入人心，中国内地跟港澳、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各种社

区词开始引进，并且流行开来。例如“炒鱿鱼”、“二人世界”、“白马王子”、“婚外情”、“金丝鸟”、“度假村”、

“发烧友”、“杀手”、“物业”、“蓝领”、“白领”、“非礼”、“色狼”、“牛市”、“熊市”等等。有的已经进入普通话

的范畴，有的还在进入 的 过 程 中。其 实 不 仅 香 港，包 括 台 湾 的 社 区 词 也 已 经 有 一 些 开 始 进 入，例 如“做 秀”

（表演）、“电脑”（计算机）。

五、行业词

（一）行业词泛化的特点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词语，它们有特定的表意内容和使用范围。当这些行业用语出现泛化，发展

出非行业性的新词义，用来指称一般事物时，它们就具有一般语文词语的性质。如“手术”是医学用语，指

“医生用医疗器械在病人的身体上进行的切除、缝合等治疗”，现在常用来指要对某事物、某机构进行大的改

造、重组。又如“诊断”原只指“在检查病人的症状之后判定病的病症及其发展情况”，现在常用来指对某种

复杂情况的分析、咨询，拿出解决的办法。“手术”“诊断”都成为来自医学领域专门用语的普通词语。

当代社会中体育与人们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体育界的专门用语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一般词汇。

如“市场需要短平快的产品”、“党委书记要当好二传手”、“推出产品要把握市场节奏，善于打时间差”，这里

的“短平快”“二传手”“时间差”，都是源于排球界的专门词语。随着足球运动在人们生活中的升温，诸如“红

牌”、“黄牌”、“点球”、“角球”、“二过一”、“临门一脚”、“任意球”、“凌空抽射”、“黑衣裁判”、“消极比赛”、

“假球”、“黑哨”、“假摔”等足球界的专门用语，都正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

又如股市经济日益进入人们生活，许多股市术语也出现了泛化的现象，如夫妻感情好称为“牛市”，时好

时坏称为“盘整”，长期不和称为“熊市”，结婚为“套牢”。又如“有的人长期筑底走不出盘局，无法突破自我，

所以形成不了向上突破的行情”，这里用的“筑底”“盘局”“向上突破”“行情”，都是股市常用术语，借用来指

代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类似的行业词能否进入社会普通词语就看它们能否稳定下来并为人们广泛接受。

（二）行业词泛化的进程

行业用语的泛化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它首先出现在行业内人们的语言使用中，他们往往用自己熟悉

的行业用语指称一般的生活现象。如军人们常把搞个人卫生称为“基本维护”，把工资、职务长期不动称为

“原地踏步”，把军人转业称为“向后转”。航空兵常把腿脚不利索称为“起落架不好”，把做思想政治工作称

为“导航”，工作刚开始称为“爬高”，走上正轨称为“进入航线”，工作结束称为“着陆”。这种在军人的日常生

活中使用军事术语的情况，开始时还属于行业用语泛化的初始阶段，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用行业用语来指称

了一般社会生活现象；只有当这种泛化被全社会成员接受而广泛使用时，它们才完成了从行业用语向普通话

词汇转变的过程，这可称之为“泛用行业语”。

六、外来词

（一）外来词的特点

外来词是指来自非汉语的其他语言的词语。当两种不同语言接 触 时，词 语 的 相 互 借 用 是 经 常 发 生 的。

汉语发展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外来词借入，如两汉时西域诸国的事物类词语、汉末魏晋南北朝至唐宋

时的佛教词语，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哲学类词语。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可以称之为

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规模外来词借入时期。

当代汉语外来词的借入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的特点。有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类，也有生活娱

乐、饮食穿着、艺术体育类，呈现词汇的多方位渗透、多层次引进的态势。引进的语言多为英语，因为英语是

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强势语言。例如：

科学技术类：基因、厄尔尼诺现象、B 超、艾滋病、克隆。

思想文化类：托福、霹雳舞、迪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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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类：欧佩克、WTO。

生活娱乐类：巴士、桑拿浴、士多店、的士、BB 机、波音、奔驰、桑塔纳。

饮食穿着类：麦当劳、肯德基、百事可乐、雪碧、迷你裙、比基尼、克力架。

艺术体育类：好莱坞、保龄球、呼啦圈、奥运会、冬奥会、高尔夫球。

当代的汉语外来词中，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日语。例如：

卡拉 OK（一种有音乐伴奏自唱形式）、料理（烹调）、屋（小型专卖店）、洗手间（厕所）、量贩（批发）、写真

（照片）、新干线（快速通道）、刺身（一种食品）、寿司（一种食品）、物语（故事、传说）、速达（特快专递）、展示

（展览）、放送（播放、演播）等。

汉语也吸收了不少我国境内少数 民 族 语 言 的 词 汇，如“萨 其 马”“八 角 鼓”来 自 满 语，“手 鼓”“坎 土 曼”

“坎儿井”来自维吾尔语，“冬不拉”来自哈萨克语，“芦笙”来自苗语侗语，“哈达”“锅庄”“毪子”“堪布”来自

藏语，“敖包”“马头琴”“那达慕”“堪达罕”来自蒙古语，“伽倻琴”来自朝鲜语。

外来词与社会政治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当社会处于开放，与外部世界来往较多的时期，语言一般也会表

现出较多的相互渗透、相互借用，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观念意识、科学文化、物质商品都会随着各种途径传进

来。外来词的多少还与语言地位的高低与影响力的大小有关，一般会表现出强势语言对其他语言有着较大

影响力的特点。

汉语外来词通常以下面几种形式出现：

1. 音译词：用汉字来译写外语词的读音，这类外来词最多。例如：

巴士（bus）、麦 当 劳（McDonaid�s）、比 基 尼（Bikini）、的 士（taxi）、克 隆（clone）、派 司（pass）、摩 登

（modern）、沙龙（salon）、扑克（poker）、蒙太奇（montage）。

2. 部分音译部分意译。例如：

华尔街、新西兰、冰淇淋、摩托车、迷你裙、浪漫主义、丹宁酸。

3. 音译加汉语类名。例如：

啤酒、卡车、酒吧、艾滋病、芭蕾舞、道林纸、沙丁鱼、迷你裙、吉普车

4. 音意兼译词。同时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功能，即在用汉字译外语词读音的同时，又能通过汉字原有的

意义联想到外语词义。例如：

基因（gene）、多美丽炸鸡（Do and Me Fried chicken）、伟哥（Viagra）、乌托邦（Utopia）、俱乐部（club）、幽默

（humour）、安琪儿（angel）、逻辑（logic）、浪漫（romantic）。

5. 借音借形词。通常称字母词。例如：

OK（行）、WTO（世界贸易组织）、UFO（不明飞行物）、WIN98、VCD（影碟）、e-mail（电子邮件）、MBA（工

商管理硕士）、GDP（国国总产值）、INTERNET（国际互联网）、SOS（求救信号）、BP 机、X 光、TDK 包房、IP 卡。

或是纯粹引用英文词，例如：

SOS、MBA、WTO、IC、IP、UFO、BBC、CD、CT、FAX、LD、VCD、DVD。

从日文中直接借的只用汉字字形，但不借它的读音。例如：

经济、革命、交通、教授、干部、美术、引渡、组合、茶道、人选、浪人、手续。

要注意的是单纯的意译词不是外来词。部分词语可能有音译词和意译词两种形式。例如：e-mail（写成

“电子邮件”是意译词，写成“电邮”是意译词的缩略形式，写成“伊妹儿”是音译词）、镭射（laser，写成“激光”

是意译词，写成“莱塞”是音译词）。又如：

马达———发动机 休克———虚脱 盘尼西林———青霉素 吉他———六弦琴 维他命———维生素 布拉

吉———连衣裙

（二）外来词与汉语的相互影响

外来词对汉语词汇产生了多种影响。当汉语没有类似词语时，外来词就起到补充词汇的作用，如“麦当

劳”、“厄尔尼诺现象”。如汉语已有类似的词语，在外来词和已有词语之间就会出现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的

运动。或是二者并行不悖，如“的士”与“出租汽车”。或是取代已有词语，如“审问”在汉语中原为“仔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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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辨”义（《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后来日语中指审讯义的“审问”传进汉语，最终取代了

原有的词义。或是为汉语所淘汰，如迷你表、迷你收音机、迷你裙等“迷你（mini - ）型”词语，现在人们已很少

使用它，用得更多的是汉语原有的“小型”“微型”“超短”的词语。

汉语外来词随着时间的迁移，往往表现出较明显的意译化趋势，这表现了汉语对外来词的影响。如对英

语的 cement，汉语使用过的音译词有“西门土、水门汀、士敏土、泗门汀、赛门脱、塞门脱、塞门德、塞门土”等，

可现在通行的是意译词“水泥”。Telephone，使用过的音译词有“德利风、独律风、爹厘风、德律风”等，现在通

行的是意译词“电话”。“布拉吉”是来自俄语的音译词，现在通行的是“连衣裙”。这种意译化趋势实质上是

汉语对外来词同化作用的表现。

汉语对外来词的影响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其中某个音节“语素化”：本来由于这个词语采用的是全部音

译的办法，后来使用长久了，其中某个音节似乎可以替代整个词语，也好像获得了某种意义。例如：美利坚

（合众国），美国、美元、美钞、中美会谈；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村、奥运会；的士（出租汽车），打的、的哥、面

的；巴士（公共汽车），大巴、中巴、小巴；酒吧（西餐馆中卖酒的地方），水吧、陶吧、茶吧、网吧。这是外来词汉

语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七、新造词语

社会总是不断变化的，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也在不断涌现。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引

起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多方位的急剧变化，每一发展阶段的变化，都产生了一大批的新

词语。特别在经济领域反映得最为明显。例如：

承包、包产到户、责任田、合资、独资、台资、日资、引进外资、三来一补、法人、法治、人治、法盲、公共关系、

企业文化、国际大循环、保税区、两头在外、宏观 调 控、软 着 陆、适 度 从 紧、三 角 债、国 企、房 改、下 岗、待 业、复

关、入关、世贸。

其次，是大量科技新词语的产生，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信息学科的兴起，一大批新词新语涌现。例如：

互联网、网络系统、网虫、网友、电脑、微机、硬件、软件、光盘、激光、扩容、液晶、反馈、光缆、加速器、中子

弹、兼容、内存、数据库、白色污染、生态平衡、赤潮。

教育的不断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有关的新词语也在不断涌现，例如：

扩招、保送生、定向生、代培生、特聘教授、长江学者、自考、函大、电大、职大、业大、职高、高职、推荐生、定

向、代培、函授、刊授、面授、学分制、博士后、在职生、终生教育、远程教育、网上教育。

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词语，例如：

反腐倡廉、官倒、权倒、盗版、扫黄打非、清污、走穴、载体、外星人、著作权、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

义、休闲服、美发厅、微波炉、电子琴、方便面、绿色食品、数码相机、可视电话、手机、摆平、保健操、信用卡、超

标、充电器、立交桥、度假村、高速公路、地铁、轻轨、悬浮列车。

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都可以在新词语的背后直接找到某一具体的社会生活

事件。社会变迁越急剧，新词语的产生也就越频繁。有的新词语会随着人们的广泛使用而进入普通话词语，

成为词汇体系中的一个新成分，有的则会在人们不再关注它们时而逐渐消亡。新词语有的可以是整个词形

是新的，有的可以是旧词新义，有的还可以是旧义新用，总之，只要一个新的词语形式或是旧有的词语表达了

新的意义内涵，都可以算是新词语。新词语的产生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可以说，是最

重要的来源。

上述七种词语来源，保证了现代汉语词汇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丰富、完善。现

代汉语词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词汇集合体。来自不同方面的有生命力的词语随时

补充到这个集合体中，而为社会成员所淡漠、疏远，缺乏生命力的词语则会慢慢从中退出。像下面的词语都

出现在《现代汉语词典》初版中，而在 1996 年的修订版中则都被删除了，例如：

兵操、捕快、单丁、府库、更夫、冗官、现饭、人客、乱了营、里首、拆白、掐巴、齐截、不错眼、作客思想、阻值、

资望、压枝、唯理论、肃反

其原因就是它们已不太为一般社会成员所使用，已经或正在退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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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与不同来源的传承词、古语词、方言词、社区词、行业词、外来词以及新造词语之

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在这个交叉地带有一批临界状态的词语。当它们逐渐淡化了古代的、区域的、外来的、

社区的、行业的、新造的色彩，而日益为全社会成员所广泛接受和熟悉时，它们也就慢慢具有了现代汉语共同

语词汇的性质。进入或退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大都会经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退出的过程较为缓

慢，动态的变化过程是导致出现交叉地带词语的重要原因。

练习题

一、请举出五个来源于古代，而现在我们还在某些场合使用的传承词。

二、请举出五个来源于古代，现在在特殊情况下也使用的古语词。

三、请举出五个来源于方言，而且已经进入普通话的词语。

四、请举出五个来源于其他社区，而且已经进入普通话的词语。

五、请举出五个来源于不同行业的词语。

六、请举出若干个外来词，音译、半音译半意译、音义兼译和借形四种各三个。

七、请举出近三十年来十个新造词语。

八、请举出五个已经或正在退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词语。

九、请鉴别下列词语，指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来源：

社稷 暂停 迷你型 人才引进 太空水 创收 寒舍 恶手 香波 泡沫经济

大款 金丝鸟 空嫂 传销 招商引资 抵押贷款 智能卡 信用卡 房市 试婚

比基尼 班师 网虫 戈壁 瓦斯 师傅 千年虫 灶披间 信息高速公路

十、请以“啤酒”和“咖啡”为例说明外来词中“啤”和“咖”已经汉语语素化了。

思考题

一、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除了教材中所说的，你认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请举例说明。

二、如何判断一个古语词、方言词、社区词或行业词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的词汇系统？

三、以自己的方言为例，谈谈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互影响的关系。

四、为什么说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

第五节 词汇的熟语系统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熟语系统：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各自的特点、用法以及区别性特征，

并能判断熟语的类型。

熟语是语言中相沿习用的固定结构。现代汉语的熟语系统主要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其

中，成语、惯用语和歇后语的语言形式一般是固定短语，谚语一般是句子。熟语一般总是作为语言的建筑材

料来使用，与词一样具有结构的定型性、语义的融合性以及功能的整体性等特点。

所谓结构的定型性，指的是其构成成分和结构关系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 替 换 结 构 成 分 或 改 变 其 结 构

关系。

所谓语义的融合性，指的是其意义不等于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其内部各部分的意义互相制约、互

相依赖，并在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下，已经融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新的完整的意义。

所谓功能的整体性，指的是熟语同词一样，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把它们组织起来，构成句子去同别

人进行交际，也就是说，熟语一般总是作为词的等价物来使用的，也是词汇系统的最小单位。

熟语是民族语言特有的词汇单位，比起一般的词汇单位来，熟语受到各民 族 的 文 化 传 统 的 影 响 特 别 深

刻，在风格色彩上具有特别鲜明的民族性。汉语熟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单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形成了一

个颇具特色和规模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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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语

成语是指历史上沿用下来或群众中长期流传、见解精辟并含有特定意义的固定短语，它是汉语词汇的一

个宝库，它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文化蕴藏量极其丰富，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很高的使用频率。成语有

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历史的习用性

即极大部分的成语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不少是典故性的，来自历史故事、神话寓言或者古典诗文，经

过近千年的使用和 流 传，广 为 人 知，而 且 已 经 成 为 现 代 汉 语 词 汇 宝 库 中 的 一 分 子。 主 要 来 源 于 以 下 几 种

情况：

1. 神话寓言。例如：

炼石补天（《淮南子 · 览冥训》）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论衡 · 道虚》）

黄粱美梦（唐·沈既济《枕中记》）

望洋兴叹（《庄子 · 秋水》）

画蛇添足（《战国策 · 齐策》）

黔驴技穷（唐 · 柳宗元《柳河东集》）

2. 历史故事。例如：

城下之盟（《左传 · 桓公十二年》）

纸上谈兵（《史记 · 廉颇蔺相如列传》）

夜郎自大（《汉书 · 西南夷列传》）

投笔从戎（《后汉书 · 班超传》）

洛阳纸贵（《晋书 · 左思传》）

口蜜腹剑（《资治通鉴 · 唐纪》）

3. 诗文语句。例如：

进退维谷（《诗经 · 大雅 · 桑柔》）

文质彬彬（《论语 · 雍也》）

亦步亦趋（《庄子 · 田子方》）

子虚乌有（汉 · 司马相如《子虚赋》）

扑朔迷离（古乐府《木兰辞》）

寸草春晖（唐 · 孟郊《游子吟》）

4. 口头俗语。例如：

七嘴八舌 三心二意 乱七八糟 半斤八两 说三道四

头重脚轻 有板有眼 大手大脚 呆头呆脑 鸡毛蒜皮

了解成语的来源，对于成语意义的理解是很必要的，例如我们知道了《史记 · 秦始皇本纪》所载丞相赵

高妄图篡位时用“指鹿为马”的手段胁迫朝中大臣的故事后，对“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所比喻的颠倒黑白、骄

横狠毒的含义就会体会得更深刻。又如我们如果不知道“昭然若揭”这个成语是取之于《庄子 · 达生》原文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揭：高举）”而成的，也就无法准确理解这个成语的意义。

（二）意义的整体性

理解一个成语的意义，决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成语的意义往往有一定的出典，在表层意义的背后，隐藏着

深层意义。所以像“胸有成竹”、“刻舟求剑”、“杯弓蛇影”、“守株待兔”这样的成语，初学的人即使每个字都

认识，仍然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真实含义。所以我们对成语的意义要作整体的理解。除此之外，为了帮助正

确理解成语的意义，还要注意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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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相当多的成语中包含有现代汉语已不用的古代语素，这些语素的意义已变得很生僻，我们应

该借助词典的帮助弄清它们的准确意义，否则就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成语的意义。例如：

一筹莫展（计策） 万籁俱寂（孔穴中发出的声音）

始终不渝（变更） 一蹴而就（踏）

大放厥词（其；他的） 习焉不察（于此）

叱咤风云（怒斥声） 风流倜傥（洒脱，不拘束）

成语中还有相当多的语素，现在也常用，但成语中用的是它们的古义，我们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用今义

去代替古义。例如：

走马观花（跑） 短兵相接（兵器）

求全责备（苛求完备） 功败垂成（接近）

休戚相关（欢乐和忧愁） 异曲同工（巧妙）

登峰造极（达到） 文过饰非（掩饰）

洞察一切（深入地） 明察秋毫（视力好）

党同伐异（偏私） 屡试不爽（差错）

摧枯拉朽（折断）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城门河）

第二，注意成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

1. 名词活用作动词

春风风人 门可罗雀

箪食壶浆 不胫而走

2. 使动用法

高枕无忧 安民告示

斗鸡走狗 以理服人

3. 意动、以动用法

文人相轻 安居乐业

草菅人命 鱼肉百姓

4. 名词充当状语

日积月累 风驰电掣

口诛笔伐 道听途说

5. 定语代替定中结构

救死扶伤 送往迎来

扶弱抑强 为人作嫁

6. 宾语前置

何去何从 时不我待

唯命是听 一以当十

（三）结构的凝固性

成语大部分是四个字的，所 以 也 叫“四 字 格 成 语”，但 是 实 际 上 不 限 于 四 个 字 的，下 面 这 些 也 可 以 看 做

成语：

物以稀为贵 水火不相容 坐山观虎斗 依样画葫芦 小巫见大巫（五个字）

五十步笑百步 风马牛不相及 化干戈为玉帛 迅雷不及掩耳（六个字）

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海之内皆兄弟 此地无银三百两 近水楼台先得月（七个字）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八个字）

成语结构的凝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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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结构关系的稳定，不能随便改变次序。例如“虎踞龙盘”、“知己知彼”不能说成“龙盘虎踞”、“ 知

彼知己”。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成语，主要是联合式，客观存在着两种次序的成语形式。例如：

正大光明———光明正大 背井离乡———离乡背井 天涯海角———海角天涯

自不量力———不自量力 得意洋洋———洋洋得意 一团漆黑———漆黑一团

第二，成分也不能轻易改换。例如“有的放矢”、“削足适履”不能随便改为“有的放箭”、“削脚适履”或者

“有靶放矢”、“削足适鞋”。但是，也要注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实际上有的成语由于原来个别字意义比

较生僻，已经更改了比较容易理解的成分。例如：

揠苗助长———拔苗助长 覆车之鉴———前车之鉴

此外，在语言交际中也常常会发生成语的活用，即其中某个字根据需要临时改动了，这实际上是修辞在

起作用。例如：

望洋兴叹———望书兴叹 有的放矢———无的放矢 日新月异———日新夜异

两全其美———三全其美 抛砖引玉———抛玉引砖 守株待兔———守门待兔

（四）成语的民族性

汉语成语的民族性，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无不体现出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底蕴，

其素材都跟中国，特别是汉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反映出汉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例如：

怒发冲冠 完璧归赵 负荆请罪 价值连城（春秋战国）

破釜沉舟 四面楚歌 约法三章 取而代之（楚汉之争）

在形式上，成语往往是四字格，成双作对，两两对称，念起来朗朗上口，非常悦耳动听，也符合汉族人的欣赏习

惯和心理态势。所以，有时候，如果原来的成语不是四个字的，也往往要把它改为四字格。例如：

一言（当）九鼎 车（如）水马（如）龙

盲人（骑）瞎马 朝（事）秦暮（事）楚 （省略动词）

对簿（于）公堂 熟视（而）无睹

忘乎（其）所以 鱼（于）海樵（于）山 （省略虚词）

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成语是从国外或其他民族中引进的。例如：

不二法门 聚沙成塔 味同嚼蜡 衣钵相传 五体投地 不可思议

想入非非 现身说法 天花乱坠 心花怒放 芸芸众生 功德无量（来自佛教）

杀鸡取卵（来自《伊索寓言》） 火中取栗（来自法国） 象牙之塔（来自法国）

（五）成语的作用

成语言简意赅，表现力丰富，能够运用于各种语体。成语不仅意义上经过锤炼，而且在语音上整齐匀称、

起伏跌宕、富有韵律美。以下这段文字就巧妙地调动了成语在语义表达和语音形象 上 的 特 色，显 得 简 洁 凝

练、风趣幽默，而且具有较强的音乐美：

姑母和大姐婆婆若在这种场合相遇，他们就必须出奇制胜，各显其能，用各种笔法，旁敲侧击，打败对象，

传为美谈，办婚丧大事的主妇也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将这种产生严重后果的耍弄与讽刺大事

化小，小事化无⋯⋯使他们的席位各得其所，心服口服吃个痛快。（ 老舍《正红旗下》）

成语是熟语中定型性最强的一种，运用中不能随意改换其中的语素，然而越是不易改变的结构体，一旦

进行巧妙的改换就越能造成特殊的修辞效果。例如，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把成语“一触即发”改为

“一触即跳”，形象地批评了当时不愿持久战的鲁莽将领；又如某报以“计划生育不能嘴上谈兵”为标题，比用

“纸上谈兵”更为贴切；近年一幅讽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现象的漫画以“无所不‘痰’”为标题，巧妙地把成语

“无所不谈”所形容的轻松自在的神态与随地吐痰不以为耻的神态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深刻的讽刺效果。这种

修辞手段在广告语中常常运用。例如某蚊香广告语“默默无‘蚊’的奉献”就很符合蚊香的特点，说明这种方

法用得恰到好处，可以产生突出、鲜明、风趣的作用，令人过目难忘，但不可不顾语境滥用、乱用，例如某痔疮

新药广告语“痔者必得”；还有，卖鸡的以“鸡不可失”为广告语，都是弄巧成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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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谚语

谚语是流传于民间的形象通俗而含义深刻的语句。在内容上，它具有文学的认识和教诲作用，富有哲理

和道德的色彩；在形式上，为便于口耳相传和记忆，要求句式整齐、音调和谐、形象生动、语言简练、讲究修辞，

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例如：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清官难断家务事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 磨刀不误砍柴工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情人眼里出西施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失败是成功之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年之计在于春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天下乌鸦一般黑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谚语一般按内容分为农谚、气象谚、讽颂谚、规诫谚、风土谚、生活常识谚等类型，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

的谚语，而使用面最广的是那些同全民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为全民所熟悉的谚语。谚语不同于其他熟语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引用性，它既可以作为独立的引用语，也可以作为一般的语词进入语 句 中 充 当 主 语、谓 语、宾

语、定语、状语和分句。它可以用“常言道”、“俗话说”等话标明，成为“明引”，也可以直接融入语句，成为“暗

引”。例如：

（1）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只要你肯挺身而出，领个头，掌起舵，下龙潭，入火海，我们跟着你。

（2）“早穿皮袄午穿纱，围住火炉吃西瓜。”这对我们沙漠生活是一个真实写照。

（3）用长材料写短篇小说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

一段，就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

（4）说来也有些难开口，可是人情归人情，公道归公道。看来我不提，你们好像忘了这回事似的。

三、惯用语

惯用语是口语中形成的表达一种习惯含义的固定词组。例如：

走后门 开绿灯 磨洋工

碰钉子 打游击 钻空子

泼冷水 穿小鞋 倒胃口

开红灯 吃鸭蛋 挖墙脚

单打一 马后炮 吃定心丸

捅马蜂窝 揭不开锅 开台锣鼓

八九不离十 蚂蚁啃骨头 卖狗皮膏药

八竿子打不着 生米煮成熟饭 不管三七二十一

惯用语以三个字的居多，其中又以动宾结构最为常见。惯用语和成语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第 一 ，惯 用 语 口 语 色 彩 浓 ，成 语 书 面 语 色 彩 浓 。 成 语 凝 练 、含 蓄 、语 义 丰 富 ，惯 用 语 简 单 、明 快 、形

象 、风 趣 ；成 语 多 用 四 字 格 ，多 数 保 留 着 文 言 文 的 色 彩 ，惯 用 语 大 多 数 是 三 字 格 ，口 语 里 的 通 俗 词 语 特

别 多 。

第 二 ，惯 用 语 的 定 型 性 比 成 语 弱 ，惯 用 语 常 可 插 入 一 些 词 语 ，或 者 颠 倒 其 中 成 分 的 次 序 ，成 为 一 般

的 语 句 ，而 它 所 表 达 的 习 惯 意 义 不 受 影 响 ，如“走 后 门”可 以 说 成“走 某 某 人 的 后 门”、“没 有 后 门 可 走”

等 等 。

惯用语是人民群众口头创造的，它准确、生动、形象、概括地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和某种行为，许多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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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善于抓住事物特征进行传神的描述，例如把五六十年代的浮夸风称为“大呼隆”，把痛哭戏称为“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许多惯用语贴切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比喻、夸张、借代等手法，通俗、形象而又色彩鲜明，例如：

“泼冷水”、“摸老虎屁股”、“胡子眉毛一把抓”用的是比喻，“鼻子都气歪了”、“喝凉水都塞牙”用的是夸张，

“揭不开锅”、“说曹操曹操就到”用的是借代，“锁将军把门”用的是比拟。惯用语紧贴生活，群众乐于创造乐

于运用，是熟语系统中十分活跃的一个子系统。

四、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由前后两个相关部分构成的带有隐语性质的风趣、形象的固定短语，前一半近似于谜面，

后一半相当于谜底。往往可以只说出前一半，后一半让别人去猜，所以显得比较有趣。

歇后语根据前后部分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1. 喻意类：前一半是比喻，后一半是解释。例如：

芝麻开花———节节高 聋子拉二胡———胡扯

灯蛾扑火———自取灭亡 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螃蟹过马路———横行霸道 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马路上的电线杆———靠边站

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屋檐下的冰凌———根子在上头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大海里捞针———无处寻

雨后送伞———假人情 哑巴吃馄饨———心里有数

瞎子点灯———白费蜡 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

2. 谐音类：前后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关系，以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例如：

老九的弟弟———老十（实） 窗外吹喇叭———鸣（名）声在外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了

孔夫子搬家———尽书（输） 纸糊的琵琶———弹（谈）不得

蛤蟆跳井———扑通（不通） 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

打破沙锅———璺（问）到底 老鼠爬秤钩———自己秤（称）自己

梁山的军师———吴（无）用 飞机上挂暖壶———高水瓶（平）

歇后语之所以能把一般的词义表达得特别生动、诙谐、引人入胜，除上述比喻、双关的手法之外，更重要

的原因还在于其前后两部分之间存在着类似于谜语的谜面和谜底的关系，也就是在表达词义时不直接用明

显的语言文字，而是先借用各种手段隐晦、曲折、委婉地加以暗示，启发听者发挥想象力去“猜”出下文，这就

是“歇后语”一名沿用的由来。这种“谜面”的设计，既要巧妙地暗示出“谜底”即理性意义，又要尽量关照到

整个歇后语的感情色彩、语体风格等等，这就为人们发挥形象思维、展示文学创作能 力 拓 展 了 广 阔 天 地，因

此，人民群众十分乐于创造和使用歇后语。人们可以从极其熟悉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中拈取形象，可以从

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选取形象，更可以在这些已有的形象基础上，发挥想象力、构拟 出 各 种 新 鲜 有 趣 的 形

象，例如：

狗肉包子———上不了席 墙头上的草———风吹两边倒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一条藤上结的瓜———苦都苦、甜都甜

萧何追韩信———连夜赶 花生的壳，大蒜的皮———一层管一层

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出 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沙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

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梅兰芳唱霸王别姬———拿手好戏

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 老鼠替猫刮胡子———拼命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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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要饭的借算盘———穷有穷的打算

练习题

一、解释下列成语中加点的语素。

1. 流言蜚
獉

语 2. 拨乱反
獉

正 3. 矢
獉

口否认 4. 光明磊落
獉獉

5. 戎马倥偬
獉獉

6. 功亏一篑
獉

7. 色厉内荏
獉

8. 无人问津
獉

9. 名闻遐迩
獉獉

10. 短兵
獉

相接 11. 引人入胜
獉

12. 一如既
獉

往

二、分析下列成语所用的特殊语法手段。

1. 汗马功劳 2. 不耻下问 3. 日新月异 4. 不蔓不枝

5. 不可理喻 6. 是古非今

三、改正下列成语中的错别字。

1. 坚如盘石 2. 如法泡制 3. 礼上往来 4. 即往不咎

5. 相形见拙 6. 妄费心机 7. 莫中一是 8. 怨天由人

9. 走头无路 10. 一枕黄梁 11. 挺而走险 12. 遗笑大方

四、下面所列，哪些是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请加区分。

1. 当面锣，对面鼓 2. 既来之，则安之 3.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4. 莫须有

5. 一日三笑，不用吃药 6. 醉翁之意不在酒 7. 打铁先要本身硬 8. 翘尾巴

9. 言必信，行必果 10. 兔子急了还咬人 11.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2. 兔子尾巴 13. 捏一把汗 14. 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全不要

五、请各举出惯用语（三字格和非三字格各两个）、歇后语（喻意、谐音各两个）四例。

思考题

一、广告语中常常利用改造成语的方法，例如“随心所浴”（热水器）“油备无患”（清凉油）“一见钟琴”

（钢琴）“百文不如一键”（电脑），你认为这样做好不好？为什么？

二、试比较外国的成语或谚语，谈谈汉语熟语的文化特色和修辞特色。

三、理论上应该如何区分成语、惯用语和谚语？为什么有一些熟语，如“兵贵神速”“马不停蹄”的归属，

各家会存在不同的看法？

四、歇后语可以怎样分类？请说说你的看法。

第六节 词 义 系 统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词义系统由概念义和色彩义构成，色彩义主要包括：感情义、雅俗义和古今

义。掌握多义词几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区分本义、基本义和引申义，区别固定修辞义和临时语境义。

词义是词的内容，凡是由词的形式所表示的意义都属于词义范围。词义的最小单位是义素，能独立运用

的最小词义单位是义项。词按照义项的情况可以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语言中有大量的多义词，多个义项之

间存在着某种引申联系。词与词之间在拥有共同义素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语义场，形成词语的族聚。一种语

言的词汇就是一个大的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的内部，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根据这些联系方式，

可以分出许多层次不同、大小不一的词义子系统。

词义是词的内容，是词的主体，词的语音是它的形式，是词的载体。词义的内容很丰富，它以概念义为基

本内容，还含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义，例如感情义、古今义、雅俗义、语体义、修辞义等；从词义的发展来看，有本

义、基本义、引申义以及修辞义。从词义的稳定性来看，有固定义、临时义；从词义存在状态和使用功能来看，

有具有独立交际作用的表层义，有主要反映词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词义内部系统的深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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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义的性质

（一）概括性

词义的概括性，是指词义对所指称的客观对象的归纳概括能力。词义都具有这种概括能力。如“笔”指

的是写字画图的工具，它可以指铅笔、钢笔、圆珠笔、活动笔、毛笔、蜡 笔、水 彩 笔，也 可 以 指 不 同 厂 家 生 产 的

笔，如派克笔、英雄笔、金星笔等等，但又不限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凡具有这种功能的器具都属于“笔”的词义

范围，这就是词义对客观对象的概括能力。又如“吃”指的是进食动作，不论是细嚼慢咬，还是狼吞虎咽；不论

客体是饭菜、点心，还是水果；也不论主体是人还是动物，都可以用“吃”来表示，“吃”就是对进食动作的一种

高度概括性的反映。这种概括性是相对于词义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而言的。

词语之间存在着词义概括性强弱的区别，有的词语所指称的同类事物多，表现出概括性强的特点，反之

则是概括性弱。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词义概括力的大小与所属范围方面，还表现在表意的细致与使用频度

上。在词义的引申转化中，往往也会表现出词义概括面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的变化。如“老干部”，本来是指

年纪大、资历老的干部，现在它除了保留原来的词义外，又转引出了指“离休干部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

部”的意义。后起的引申义跟“年纪大，或资历老的干部”的原意相比，显然词义概括的面变窄了，而这两个

词义现在都保留在“老干部”一词中，对“老干部”这个词来说，则是词义的概括性增强了。又如“广场”，本义

是“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而现在许多大商场也用“广场”来命名了，例如“港汇广场”。

这里的“广场”其实就是“商场”。显然，后者词义的概括力要比前者强。

即使专门名词，也具有一定的概括力。例如“鲁迅”这个专门名词，就包括了不同时期的鲁迅，也包括了

在社会、家庭不同身份的鲁迅。

（二）模糊性

模糊性是指词的意义界限不清楚，这主要是由于词义内涵的不确定性所造成。例如“青年”一词的含义

是年纪不大，多指十六七岁到二十几岁。这个词义的内涵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往下看，十五岁算不算？那

么十四岁呢？往上看，三十岁算不算？三十一呢？尽管如此，“青年”的大体范围总是比较清楚的，可在具体

语境中这个词却表现出了很大的模糊性。如共青团是青年组织，它的年龄上限一般是 28 岁；中小学的青年

老师算到 30 岁，高校的青年老师算到 35 岁，全国的杰出青年评选年龄定在 40 岁以下。又如“胖”与“瘦”，指

的是人体内含脂肪“多”与“少”，但多少算多，多少算少，一般情况下并没有精确的界定。

词义的模糊性，不仅仅在于它的难以避免的主观性，还在于它满足了语言表达的客观需要。因为人们在

具体的语境中并不都需要追求表意的精确。如“过年整天吃好的，我胖了不少。”这句话表达出自己体重增加

的信息就够了，这时要说出增加了几斤几两反倒显得没有必要，往往也没有可能。

词义的模糊性不等于“概括”，例如“吃饭”，没有明确是吃中饭还是晚饭，实际上吃饭只是比吃中饭和吃

晚饭概括，但是语义并不模糊；词义的模糊也不等于“多义”或“歧义”。例如“两”，一个义项指“二”，词义是

明确的；一个义项指“几”，这才是词义模糊。“吃菜”中的“菜”是歧义的，因为“菜”可指“菜肴”，也可指“蔬

菜”。这是歧义，但也不是模糊。

二、义项的确定

一个独立的词义，往往作为词典的一个义项形式而存在，反之，就是非独立词义，只是临时存在于特定的

具体语言环境中，离开了这一特定环境，这个词义便会消失。如“软件”这个词，1979 年版的《辞海》收了，意

义是“提高计算机使用效率、扩大计算机功能的程序总称”，198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1996 年修

订本补收了，除了保留“计算机程序总称”的词义外，还增加了“借指生产、科研、经营等过程中的人员素质、

管理水平、服务质量等”比喻意义。

义项的确立有两个难点：第一，要区别临时语境义和固定的修辞义，即如何看待临时义转化为固定义。

例如“暗箱”，它本来指的是“照相机的一部分，关闭时密不透光，前部装镜头、快门，后部装胶片”，现在人们

则常说“要增加透明度，不要暗箱操作”。这里的“暗箱”已具有“不民主”“背地里”“不让公众知晓”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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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但这个比喻含义尚未被词典正式吸纳。那么像“暗箱”这个新义，在什么情况下要作为独立的义项进入

词义系统，什么情况下只是作为言语义存在于临时语境中？二者的区分如何把握？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

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第二，区别多义词和同音词，即什么时候一个词的某个义项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词义，也就是说，这

个词实际上已经分化为两个词了。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把“修好”看做是一个多义词，把“口袋”看做

是两个同音词：

【修好】①〈书〉国与国间亲善友好。②〈方〉行好；行善。

【口袋】衣兜。

【口袋】用布、皮等做成的装东西的用具。

而到了第三版，两个词正好反过来，“修好”成了同音词，而“口袋”却成了多义词：

【修好】〈书〉亲善友好：两国 ～ 。

【修好】〈方〉行好；行善： ～ 积德 / 你修修好吧，再宽限几天。

【口袋】① 用布、皮等做成的装东西的用具。② 衣兜。

这种情况不排除编纂中存在的前后缺乏照应、处理不严谨的原因，但在根本上是缺乏准确说明汉语词义的存

在状态及相互之间亲疏关系的明确标准。

三、概念义和色彩义

词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结果的反映。如“树”反映的是人们对木本植物的认识，“大”反映的是人们

对某一事物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或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对象的属性的认识，“叫”反映的是人们对人或动

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声音这一动作的认识，“与”反映的是人们对事物与事物之间并列关系的认识。词义

的主体部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揭示，这种揭示是人们主观认识的结果，因此在词义中，除客观性外，还

存在着能反映出人们认知活动中的情感过程与倾向性等方面的主观性成分。根据词义成分中与客观事物存

在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词义可以分为客观的概念义和主观的色彩义两部分。

概念义是词义中反映客观事物自身的那部分内容。因此一般说来概念义又可以称为客观义、理据义或

指称义。概念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决定于当时人们的认识 水 平 和 方 法。如“水”字，《说 文 解 字》的 解 释 是

“准也”，这是对水的静止状态所作出的解释。《白虎通》的解释是“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经

养万物。水之为言濡也”，这是对水的湿润滋濡的物质属性所作出的解释。到了现代，随着对水的内部结构

认识的深入，对“水”的概念义作出了这样的描绘：“氢和氧的最普遍的化合物，化学式 H2 O。水在自然界中

以固态、液态和气态 三 种 凝 集 状 态 存 在。 空 气 中 含 有 水 蒸 气，土 壤 和 岩 石 层 中 有 时 也 积 存 着 大 量 的 水。”

（《辞海》）这三个不同的解释反映出人们由古到今对“水”的认识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又如“奖券”一词，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旧时金融机关为了骗钱而发售的一种带赌博性的证券，上面编着号码。

奖券按票面价格出售，发售者从售款中提出一小部分为奖金，分做若干等，中奖的按等级领奖，不中的完全作

废”。90 年代人们理解为：“一种证券，上面编着号码，按票面价格出售。开奖后，持有中奖号码奖券的，可按

规定领奖。”（分别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和第三版）这两个概念义有着本质的差别，其原因在于人们在

改革开放后对相关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色彩义着重反映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也是构成词义的重要成分。有的色彩义有自己独立的词义内涵，有

的则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依附于词的概念义之上。词的色彩义有重要的传情达意 作 用，有 的 不 影 响 概 念

义，有的会影响到概念义，甚至决定着概念义的基本性质。色彩义有：感情义、雅俗义、古今义、地域义、社区

义、时间义、语体义、修辞义等。

（一）感情色彩义

感情色彩义体现的是爱憎好恶的褒贬情感。在词的各种色彩义中，对概念义影响最大的就是感情色彩

义，这是因为感情色彩义往往与概念义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喜欢”和“讨厌”，分别表示“对人或事物有

好感或感兴趣”和“对人或事物厌恶，嫌弃”，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差别。这种感情色彩就是直接通过概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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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显示的。像上面列举的“奖券”第一种理解，因为它是“骗钱”，“带有赌博性”的，当然引起了人们的贬斥感

情，而第二种理解则属中性的。又如“勇敢”———“大胆”———“狂妄”，“就义”———“处死”———“毙命”等，也

都属于这一类。有的感情色彩义只与部分概念义有联系，如“晚婚青年”与“大龄青年”，虽然在指称“超过正

常结婚年龄而仍未结婚的青年男女”这点上表现出相同的概念义，但“晚婚青年”带有响应国家号召、受到社

会鼓励的褒义色彩，“大龄青年”表现为中性色彩。有的感情色彩义则是源于人们对概念义的理解与联想，在

不同的语境中，因为不同的联想而会引起不同的褒贬感情。如“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代就曾引起过人们几

次感情色彩反差很大的联想义。在“文革”中它充当的是“臭老九”角色，使人联想到的是对社会有作用但在

阶级立场上属于异己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使人联想到的是刻苦奋发、有作为、献身祖国现代化建设的

形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使人联想到的是贫穷、甘于奉

献。到了 90 年代末期，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与经济效益、创 新 意 识、社 会 生 产 力 等 紧 密 结 合 在 一 起，

“知识分子”这个词重新又被赋予了褒扬的词义色彩。

（二）雅俗色彩义

雅俗色彩义表现的是场合的庄谐、态度的恭随、为人的敬慢、身份的尊卑、主客的敬让、内外的亲疏等方

面的词义差异。词的雅俗色彩义能够使词语更好地适应不同的交际场合，满足不同交际对象的需要，使语言

的传情达意收到更好的效 果。如《战 国 策 · 赵 策》中 触 龙 与 赵 太 后 的 对 话，触 龙 自 称 为“老 臣”，称 太 后 为

“媪”；称自己的死为“填沟壑”，称太后的死为“山陵崩”；自称“病足”，称太后为“玉体有所隙”；称自己的儿

子为“贱息”，称太后之子为“君”。触龙之所以能在“欲唾其面”的僵局下取得最终说服赵太后出兵的效果，

可以说首先得益于雅俗得体、敬庄有度、不亢不卑的语言运用。又如：

“落雪”———“下雪”———“大雪纷飞”———“漫天琼瑶”；

“咬耳朵”———“咕唧”———“嘀咕”———“交头接耳”———“私语”；

“发狠”———“铁心”———“决心”———“立志”———“矢志”。

这些都表现出由俗到雅的递增倾向。

雅俗的色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表现在口语词语跟书面词语的对立上，口语词语比较俗，书面词语

相对雅一些。例如：

老婆———妻子 老公———丈夫 吃饭———进餐 开心———愉快

马上———立即 生日———诞辰 差点儿———几乎

（三）古今色彩义

古今色彩义不是指互有继承沿革关系的古义和今义，是指概念义基本相 同 而 词 的 古 今 色 彩 不 同 的 词。

例如：

解颐———微笑 谬巧———计谋 几许———多少 羁押———拘留

蠡测———小看 继嗣———继子 垂髫———儿童 垂青———喜爱

古语词、今词语与书面语、口语词有密切关系，古语词色彩的词往往表现出书面语色彩，今词语色彩的词

往往表现出口语词色彩。在现代词典的释义中一般都很注意提示“书面语”与“口语词”的区别，《现代汉语

词典》使用了［书］［口］的区别标志。如“佐餐、左袒、左迁、罪尤、罪愆、罪戾、阻梗、卒岁、瘐死、尤物、迎迓”是

书语词，“嘴乖、嘴巴、昨儿、装蒜、赚头、钟头、直肠子、这会儿、折腾、渣子、有喜”是口语词。但古、今词语与

书、口词语的分类标准不同，涵盖的对象不同，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如今语词中有书面语，也有口语词，

如“理发”与“剃头”、“电子邮件”与“伊妹儿”、“富翁”与“大款”、“手机”与“大哥大”、“创作”与“爬格子”、

“散步”与“溜达”等。古今色彩义与雅俗色彩义有密切的关系。古语词往往会表现出“雅”的色彩义，今词语

会表现“俗”的色彩义。只是前者是从时代的先后角度来考虑，后者是着眼于传情达意的效果。

四、多义词

多义词是指拥有多个义项的词语。汉语中单音词的义项数量一般都要比复合词多。如“滑”在《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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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典》中收有 5 个义项：“① 光滑；滑溜。② 滑动；滑行。③ 油滑；狡诈。④ 用搪塞或瞒哄的方法混过去。

⑤ 姓。”“滑”字复合词共有 26 个，其中“滑不唧溜、滑车神经、滑动、滑竿、滑稽戏、滑精、滑溜、滑轮、滑轮组、

滑腻、滑润、滑膛、滑梯、滑头、滑头滑脑、滑翔、滑翔机、滑雪、滑雪板、滑雪衫、滑音”都只有一个义项，“滑冰、

滑稽、滑坡、滑头、滑行”有两个义项。

在多义词的几个义项之间，往往存在着引申关系。如“滑”的原义是形容词性的“光滑、滑溜”义，引申出

动词性的“滑动、滑行”，又引申到指人的性格“油滑、狡诈”，再引申到指对人处事的方法“搪塞、瞒哄”，四个

意义之间看得出明显的相关或相似的引申发展脉络。再如复合词“滑坡”：“① 指地表斜坡上大量的土石整

体地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速度快的滑坡会产生巨响，并发出火光。滑坡对建筑物、公路、铁路、农田、森林

会造成很大破坏。② 比喻下降；走下坡路：质量 ～ / 经营不善，旅游业出现 ～ 。”两个义项之间有比喻引申的

关系。

在有联系的几个义项之间，被引申的义项称为基础义，后起派生的义项称为引申义。基础义是相对于引

申义而言的，这着眼于词义基础和发展的关系；基础义跟本义不同，本义是指这个词在历史上最早出现时的

原始意义，跟本义相对的是后起义，这着眼于时间的先后顺序的关系。此外，还要区别基本义和一般义，基本

义是指使用频率最高、作用最显著的义项，一般义则指使用频率不如基本义，作用也没有基本义大的义项，这

着眼于使用的价值。因此，基础义———引申义，本义———后起义，基本义———一般义，这是三对根据不同标准

分出来的词义类型。本义可能是基本义，也可能不是。例如“刃”指“刀剑等的锋利部分”，这是本义，也是基

本义；“兵”的本意是“兵器”，基本义却是“士兵”。本义或基本义都可能成为派生出引申义来的基础义，当基

本义不是本义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引申义。因此，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交叉性。我们重点是掌握本义、基本义

和引申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一个词的内部往往包括有多个义项，因此梳理清楚义项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地理解词义很有作用。

字典和词典都很注意多义词之间的先后引申关系。如《辞源》《汉语大字典》是尽量按照词义的先后引申关

系来排列义项，一般把时代发展早的义项放在最前面。也有的字典或词典则尝试着把多义词的引申关系直

接描绘出来。

例如《新华字典》（1998 版）：

【蕃】茂盛：草木 ～ 盛。（喻）繁多：蕃衍。

【晶】“结晶”条：① 由液体或气体变成许多有一定形状的小颗粒的现象。② 由结晶现象生成的小颗

粒。（喻）成果：这本著作是他多年研究的 ～ 。

【裾】衣服的大襟。（引）衣服的前后部分。

【急】① 焦躁：真 ～ 死人了。不要着 ～ 。（引）气恼，发怒：没想到他 ～ 了。② 匆促： ～ ～ 忙忙。 ～ 就。

～ 于完成任务。（引）迅速，又快又猛：水流得 ～ 。 ～ 流。 ～ 病。 ～ 惊风（病名）。③ 迫切，要紧：～ 事。不 ～

之务。 ～ 件。（引）严重：情况紧 ～ 。告 ～ 。病 ～ 乱投医（喻临事慌乱）。④ 对大家的事或别人的困难赶快

帮助： ～ 公好义。 ～ 难。

【简】① 古时用来写字的竹板。（转）书信。② 简单，不复杂： ～ 写。 ～ 体字。内容太 ～ 单。［简直］实

在是，完全是：你若不提这件事，我 ～ ～ 想不起来了。③ 简选，选择人才： ～ 拔。

【疚】长期生病，（转）忧苦，心内痛苦：负 ～ ，内 ～ 。

上面的【蕃】【晶】条列出了“比喻引申”义，跟在基础义的后面。【裾】条列出了原始义和后起义。【急】

条在 3 个义项中分别又再列出了 3 个“引申”义。【简】条在第一个义项下列出了“转指”义。【疚】条在原始

义后列出了“转指”义。这些引申义有的还只是依附在某个义项下面，表示字典的编写者认为它们还没有成

为独立的义项。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98）则在探求多义词内部联系方面做了更为细致、大量的工作。例如：

【法】

①［名］刑法；泛指国家指定的一切法规◇违 ～ 乱纪│奉公守 ～ │变 ～ 维新│ ～ 网│ ～ 典│ ～ 院。

→②［名］标准；模式；常理◇不足为 ～ │取 ～ 乎上│ ～ 式│ ～ 帖│ ～ 则│语 ～ 。

③［名］办法；方式◇这事没办 ～ │想方设 ～ │如 ～ 炮制│土 ～ │用 ～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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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动］仿效；学习（别人的优点）：◇效 ～ │师 ～ 古人。

→⑤［形］合法的；守法的（用在否定副词之后）◇非 ～ 收入│不 ～ 分子。

→⑥［名］指佛教的教义、规范；佛法◇现身说 ～ │作 ～ 事。

⑦［名］指僧道等画符念咒之类的手段◇仗剑作 ～ │同张天师斗 ～ │大吹 ～ 螺。

○⑧［名］姓。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对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除了作先后排列外，还在义项数前面加上标示符号加以说

明。“→”表示的是从原义派生而来的第一层引申义。“”表示的是从第一层引申义派生出来的第二层引

申义。无引申关系的义项则一般单独立词条，为了避免立词条过多，则把表姓氏的义或确定不了是否有引申

关系的前面加“○”。把“法”例的义项关系归纳就成了下面的示意图：

在本义①下面形成了三层、两组的引申义。②⑤⑥是第一层引申义，③④⑦是第二层引申义。③④是第一组

引申义，⑦是第二组引申义。

对多义词的义项，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作出说明。如“生僻义”是从使用频率角度说的，“方言义”是从使

用地域方面说的，“文言义”是从时代的久远方面说的，“口语义”和“书面语义”是从使用环境、语体风格方面

说的。例如：

【毁】④［方］把成件的旧衣物等改制成可用的衣物：用一件斗篷给孩子 ～ 两条裤子。（《现代汉语规范

字典》）———（［方］表示方言义）

【珲】①［文］美玉。（《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文］表示文言义）

【霹雷】［口］霹雳。（《现代汉语词典》）———（［口］表示口语义）

【年时】①［方］年头儿。②［书］往年。（《现代汉语词典》）———（［方］［书］表示方言义、书面语义）

多义词义项之间的联系，有时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疏远，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从现在来看，义项之间似乎

没有什么联系了，这时就会出现新的同音异义词。

有时词在出现意义引申变化的同时，语音形式也会表现出差异，如果根据 词 形 有 了 明 显 区 别 而 分 词 的

话，也会造成新的同形异义词，例如：

【本色】ｂěｎｓè：本来面貌：英雄本色。

【本色】ｂěｓｈǎｉ：物品原来的颜色（多指没有染过色的织物）。

从词义上看，上述例子中的两个同形词之间有联系，但它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却分成两个同形异音异义

词，主要原因就是它们的语音形式有所不同。但词与词之间的划分毕竟主要还是得从意义是否有联系来确

定，但由于对词义联系远近的确认往往因人而异，而汉语词的形式标志又不太丰富，因此区分由多义词分化

而来的同音异义词往往比较困难。

五、临时语境义和固定修辞义

一个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往往会派生出新的临时意义，这种词义叫作临时语境义，或者就叫语境义。

语境义对语言环境依赖性很大，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往往就不再存在。

语境义具有临时的特点，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就不再存在。语境义的产生往往是源于人们在特定语

境下为了追求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临时义大多数是时过境迁，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消失。但也有的会随着

人们普遍使用而固定在词汇的意义系统中，成为丰富词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大锅饭”一词，在《现代汉

语词典》20 世纪 60 年代的试用本直到 1996 年的修订本，所收的词义都只是“供多数人吃的普通伙食”，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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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意思“不问贡献大小，人们待遇平等，搞平均主义”却一直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使用着。随着该义的

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它很有可能成为固定的词义而进入词典的义项，这就叫固定修辞义。

因此，要特别注意“临时语境义”和“固定修辞义”的区别，临时语境义就是一个词语在作比喻、借代等修

辞用途时，临时产生的意义，离开了这一具体的语境，这种意义就会消失。例如“我国机构消肿已到了刻不容

缓的时候”，其中的“消肿”本来是医学上的名词，指“消除肿胀”，在这里却有了“撤销多余机构”、“裁减富余

人员”的含义，并且比起一般意义的“撤销”“裁减”还多了一层摒弃累赘、冗余、有害物的意味。至于固定修

辞义是指由于长期修辞用法，这种修辞意义已经凝固下来，成为这个词固有的意义之一了。例如“红娘”的比

喻义是“媒人”、“介绍人”，“包袱”的比喻义是“某种负担”，这些意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固定的词义，一般词典

也都收录进来。

六、词语之间的关系及词汇系统

词 汇 内 的 各 种 词 语 构 成 了 相 互 交 叉 的 网 络 联 系 。 这 些 联 系 中 最 主 要 的 一 种 就 是 来 自 词 义 的 联 系 ，

如 同 义 关 系 、近 义 关 系 、反 义 关 系 。 有 的 来 自 词 形 ，如 相 同 语 音 形 式 的 构 成 了“同 音 词”，相 同 字 形 的 构

成 了“同 形 词”，由 相 同 语 素 构 成 的 词 叫“同 族 词”。 有 的 则 根 据 词 语 的 不 同 性 质 、特 征 、地 位 或 作 用 形

成 联 系 。 如“基 本 词 汇 与 非 基 本 词 汇”，这 一 广 为 人 们 接 受 的 词 汇 分 类 就 是 根 据 词 语 在 词 汇 系 统 中 所 处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所 作 出 的 。 基 本 词 具 有 四 个 最 重 要 的 特 点 ：“普 遍 的 全 民 性”、“高 度 的 稳 定 性”、“极 强 的

能 产 性”以 及“广 泛 的 多 义 性”，就 成 为 划 分 基 本 词 汇 的 几 个 基 本 标 准 。 又 如“常 用 词 汇 与 非 常 用 词 汇”

是 根 据 使 用 频 率 所 作 出 的 分 类 ，“普 通 话 词 汇 与 方 言 词 汇”是 根 据 使 用 范 围 的 区 域 大 小 所 作 出 的 分 类 ，

“语 文 词 语 与 行 业 用 语”是 根 据 使 用 范 围 的 社 会 人 口 与 行 业 分 布 所 作 出 的 分 类 ，“黑 话 、隐 语”是 根 据 使

用 者 的 特 定 范 围 及 表 达 手 段 作 出 的 分 类 。 词 语 之 间 的 联 系 是 丰 富 多 样 的 ，根 据 不 同 的 联 系 就 可 以 归 纳

出 不 同 的 词 语 类 别 。

一种语言所有的词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词汇系统。《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是现代汉

语词汇的第一部分类词典，它的分类体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词汇的系统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个根据一定的词义分类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宏观系统。该书把七万多条词语主要按词义标准

分出了 12 个大类，94 个中类，1 428 个小类，3 925 个词群。上文所举的“女性配偶”就是其中的“Ah08”类中

的一部分。A 表示 12 大类中的第一类“人”，h 表示该大类中“亲人、眷属”的中类，08 表示该中类中“夫、妻、

夫妻”的小类。08 小类又分出 20 个小的词群。20 个词群列举如下：

1. 夫、丈夫、爱人、男人、男的、先生、女婿、老公、汉子、外子、当家的、孩子（他）爸、孩子（他）爹、家主公

2. 老伴、老头子、爷们

3. 郎、郎君、玉郎、官人、良人、夫子、夫主、夫君、夫婿、相公、郎伯

4. 后夫、接脚夫、接脚婿

5. 亡夫、前夫、故夫、故雄

6. 妻、妻子、爱人、妻室、夫人、女 人、女 的、老 婆、太 太、家（老 李 ～ ）、堂 客、婆 娘、婆 姨、娘 儿 们、娘 子、家

里、屋里（人）、老小、媳妇儿、浑家、老婆子、老伴、内（惧 ～）、内助、内主、室人、中馈（ ～ 犹虚）、细君、房下、孩

子（他）妈、女客（人）、家主婆

7. 贱内、内人、内掌柜的、内子、拙荆、荆室、山妻、山荆

8. 嫂夫人、尊夫人、令阃、令正、令室、德配

9. 发妻、元（原）配、嫡配、嫡妻、大老婆、正妻、正房、正室、结发、前妻、前室、糟糠、糟糠之妻

10. 填房、继配、继室、续弦、后妻、后夫人

11. 亡妻、故妻、故人、故雌、故剑、先配

12. 妾、小（做 ～）、姬、妾妇、小老婆、偏房、侧室、别室（纳为 ～）、庶室、簉室、副室、小夫人、如夫人、庶妻、

如君、小奶奶、二房、小星、小妇、小妻、傍（旁）妻、姨太太、姨娘、姬妾、媵妾、侍妾、媵侍、媵人、妾媵、媵婢、后

房、陪房、内宠

13. 雌老虎、河东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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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婚妻、聘妻

15. 夫妻、夫妇、两口子、小两口、老两口、公婆俩、两公婆、室家、家室、伉俪、俪（ ～ 影）、终身伴侣

16. 鸳侣、鸳鸯、鹣鲽、鸾凤、比翼鸟、并蒂莲、连理枝

17. 配偶、匹偶、偶、逑（好 ～）

18. 结发夫妻、元（原）配夫妻、花烛夫妻、髽髻夫妻

19. 佳偶、嘉偶、好夫妻、贤伉俪、恩爱夫妻

20. 怨偶

在不同的词群之间存在着雅俗色彩、古今色彩、地域色彩、面称或背称、尊称或谦称等词义要素的差异。

练习题

一、运用词义概括性的有关知识，试比较下面的释义哪一种更具有概括性。

【刺】 1. 尖的东西进入或穿过物体。

2. 用有尖的东西穿进或杀伤。

3. 针或尖锐的东西扎入或穿透。

【泛滥】 1. 水向四处漫流。

2. ① 江河湖泊的水溢出。② 比喻坏的事物不受限制地流行。

3. 水漫溢。

二、请以“黎明”“傍晚”为例，说说你对词义模糊性的理解。你还能够再举出几个类似的例子来吗？

三、分析下列词的色彩义。

当道 家父 大兵 拙作 犬子

四、比较下面词语的释义，说明概念义发生了何种变化。

“侧室”：旧时指偏房；妾。———1. 房屋两侧的房间。2. 旧时指偏房；妾。

“朝野”：旧时指朝廷和民间。现在用来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方面和非政府方面。

———旧时指朝廷和民间。现在用来指政府方面和非政府方面。

“吃大户”：旧社会里，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是农民一种自发的

斗争形式。———1. 旧时遇着荒年，饥民团结在一起到地主富豪家去吃饭或夺取粮食。2. 指借故到经济较富

裕的单位或个人那里吃喝或索取财物。

“礼教”：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想行动、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礼节和道德。———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

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

五、按引申关系整理下列词的义项，然后标明序号。

【身】

● 物体的中部或主要部分。 ● 人的品格和修养。

● 生命。 ● 人、动物的躯体。

● 自己；本身。 ● 亲自、亲身。

【人事】

● 人力能做到的事。 ● 人的离合、境遇、存亡等情况。

● 人的意识的对象。 ● 事理人情。

● 关于工作人员的录用、培养、调配、奖惩等工作。

【过】

● 经历；度过（某段时间或节假日）。 ● 在空间移动位置。

● 用于动作的次数。 ● 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

● 超过某种限度的。 ● 使经过（某种处理）。

● 超出（某种界限）。 ● 过失；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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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如何理解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词义的模糊性和明确性？

二、区分固定修辞义和临时语境义有时候会有一定困难，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

三、建立“同族词”，比如“美”字族，有“美德、美观、美好、美丽、美满、美妙⋯⋯”和“健美、精美、审美、优

美、赞美⋯⋯”，在词义理解上有什么好处？

第七节 词义的分析与描写

学习要点：掌握义素分析法的特点及其作用，并了解辅助性的语素析义法以及构词析义法。掌握解

释现代汉语词义的四种基本方法，并且能够比较准确地描写词语的意义。

对词义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义素分析法，这就要运用语义场的理论，把词义放在跟其他词义的联系中

来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可以借助于语素分析法以及构词分析法。词义分析以后，就要进行词义的描写，这

一任务在于把词的意义内涵揭示出来，词义的丰富内涵，要靠词义描写加以显现。

一、义素分析法

义素分析法是现代语义学使用的一种深入到词的内部分析意义构成成分的方法。它借鉴了音位学上划

分最小的音素以概括音位建立音位系统的方法，用来分析语言的义素构成，达到了解它的意义构成方式、结

构及整体语义系统的目的。

义素是最小的不能独立使用的语义单位，它本身不能直接出现在语言的使用环境中。只有不同的义素

组合起来，形成义位才能构成一个独立运用的意义。所谓“义位”，即指某个义项的词义，它由一组义素构成。

义素分析法就是通过对不同义位的比较，从而找出义素来的方法。

（一）语义场

要考察一个词的词义，要进行义素分析，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放在词与词的联系中去进行，这个联系

的场合叫语义场。语义场是指语义的类聚，是借用物理学中“场”（物 质 存 在 的 一 种 基 本 形 态）的 概 念 而 来

的。语义场强调的是一个词跟全体词在语义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通过比较、分析词与词的语义关系，

才能确定这个词的真正的内涵。

语义场必须在一个共同语义要素的支配下组成，例如在“家畜”这一语义要素的支配下，由“牛、羊、马、

猪、骡”等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同一语义场的词语建立在共同的语义要素基础上，因此同一词语可以依据不

同的语义要素归入不同的语义场。如“日”字关涉到三种计时的分类：从一日的计时来看，有“日、天、一昼

夜、当日、当天、即日、今日、今天、今儿、今儿个、今朝、本日⋯⋯”的语义场；从一日的分段计时来看，有“日、

夜、上午、午前、上半天、前半天、半 晌、中 午、正 午、午、晌 午、日 中、下 午、午 后、下 半 天、后 半 天、下 半 晌、后 半

晌、后晌、白天、白昼、旦日、日间、大 白 天、傍 晚、黄 昏、临 暮、日 暮、日 夕、晚 上、夜 晚、晚 间、夜 里、晚、夜 间、半

夜、子夜、午夜、中宵、深夜、漏夜、夜阑、昼夜、日夜、早晚、晨昏、朝暮、朝夕、旦夕、夙夜⋯⋯”的语义场；从时间

单位的大小来看，有“秒、分、刻、时、日、旬、月、季、年、世纪⋯⋯”的语义场。多义词根据不同的义项一般可以

归入多个不同的语义场。

根据语义要素建立语义场，大的语义场下面可以分出小的语义场，它的下 面 还 可 以 分 出 更 加 小 的 语 义

场，乃至最小的语义场，义素分析法必须在最小的语义场里进行。如现代汉语的“亲属词语义场”，可以先分

为“常用亲属词语义场”和“非常用亲属词语义场”，前者再分为“近亲语义场”和“远亲语义场”，前者又分为

“配偶语义场”、“血缘语义场”和“同胞语义场”。例如“儿子”、“女儿”这样的词就可以在“血缘语义场”里进

行分析，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就可以在“同胞语义场”里进行分析。

同一语义场的词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一个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都会受到周围词语的影响。如女性

配偶语义场中，“妻子、爱人、夫人”的词义关系就曾发生过这种变化。“爱人”一词几十年来由于体现了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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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婚姻爱情观而在大陆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女性配偶类称谓语的常用词。它的词义范围宽广到相当于“配

偶”的用法，可以统指丈夫与妻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国的海外华人却对国内称妻子为“爱人”的说法很不

习惯，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习惯中，“爱人”义同“情人”。受此影响后来国内慢慢在公开场合也不太称自己的

妻子为“爱人”，而是多用体现了法律配偶关系的中性词“妻子”，或用带有较多尊敬意味的“太太”或“夫人”，

“爱人”的词义范围因此而一步步地缩小。同一语义场词语的这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是词汇系统性的

体现。

（二）义素分析的要点

义素的确立过程就是对一个词义进行分析的过程。一个词义会包含许许多多的义素，而义素的提取只

注意那些在一组对比中有区别作用的意义要素。例如：

man （男人） woman （女人） child （子女）

bull （公牛） cow （母牛） calf （牛崽）

ram （公羊） ewe （母羊） lamb （羊羔）

boar （公猪） sow （母猪） piglet （猪崽）

上面的分析排列就显 示 了 义 素 的 构 成。第 一 行 是“人 类”，二、三、四 行 是“兽 类”，兽 类 中 又 可 以 分 为“牛”

“羊”“猪”三小类。第一列是“男性”或“雄 性”，第 二 列 是“女 性”或“雌 性”，第 三 列 是“成 年”或“未 成 年”。

根据每个词所拥有义素的不同情况，可以分别归纳出不同的义素组合情况。如“man”的义素是“人”“男性”

“成人”，“bull”的义素是“牛”“雄性”“成牛”，“piglat”的义素就是“猪”“不分雄雌”“幼小”。

义素提取应该注意几点：

1. 必须提取跟其他词有区别作用的义素。如“父亲”的区别义素是 ［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父

系 ］，这四个义素是有区别作用的本质性义素，只要其中一个义素不同，或再加上别的一两个义素就可以与

其他的词语区分开来：

母亲：［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母系 ］

舅舅：［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母系 ］

姑姑：［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父系 ］

姨娘：［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母系 ］

姨父：［ + 男性 - 姻亲 + 长一辈 + 母系 ］

如把其中的“长一辈”义素换成“平辈”义素，则可以区分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表哥”“堂哥”

“表姐”“堂姐”等词。如把其中的“长一辈”换成“低一辈”，则可以区别出“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父亲”一词还可以划分出其他的一些义素，如个子的高低、从事的职业、胖还是瘦、爱抽烟还是爱喝酒，

但这样的义素只对具体的某个人的“父亲”有区分作用，而不能凭它们来区 别“父 亲”这 个 词 与 其 他 词 的 差

别，因此对词义的分辨来说，这些就属于没有区别价值的义素而没必要出现在“父亲”一词的义素提取表中。

2. 要提取的应该是最小义素。如在区分“习惯、习气、陋习、积气”四个词时，要提取的义素就有“长期形

成”“不易改变”“贬义”“行为”“作风”等，它们的义素分析是这样的：

长期形成 不易改变 贬义 行为 作风

习惯 + + - + -

习气 + + + - +

陋习 + + + + + -

积习 + + + + + +

最小义素是相对的，是建立在“有区别价值”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要寻找最小的有区别价值的义素。如上面

这组词如果把第二个义素换成“稳定”的，就不如“不易改变”来得恰当，因为“不易改变”除了含有“稳定”义

外，还有“改变很困难”的意思。

3. 要找出一组词的共同义素，这样就能 使 有 关 的 辨 析 建 立 在 共 同 的 意 义 基 础 上。如 在 进 行“蓄 谋、合

谋、密谋、阴谋”的义素分析时，是提取共同义素“考虑”、“计 谋”还 是“策 划”，就 颇 费 斟 酌。“计 谋”有 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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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超出了“蓄谋”等四个词都是动词的共性。“考虑”是一般的思考，范围又显得过宽。而“策划”除了思考

外，还含有要作出决定、付诸行动的意义。如选择“考虑”作共同义素，“蓄谋”等四个词还会与琢磨、掂量等

词同义；而选择“策划”，则能使得“蓄谋”等四个词立足在更小的共同义素上。因此应该挑选“策划”作为“蓄

谋”等四个词的有区别价值的共同义素，这样就能使义素分析进行得更准确、简洁。

（三）义素分析法的作用

提取义素到什么程度要看能否达到区别词语意义的目的，如果两个词的义素一样，就说明这两个词的差

异还没有揭示出来。如上文所说的“父亲”，如果与“伯伯”和“叔叔”进行比较，就单靠“男性”“血亲”“长一

辈”“父系”四个义素还不行，还要加进“比父亲大（小）”的义素，形成这样的语素分析：

父亲：［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父系 ］

伯伯：［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父系 - 比父亲小 ］

叔叔：［ + 男性 + 血亲 + 长一辈 + 父系 + 比父亲小 ］

义素分析法在分析词义的内部构成，以及词义的类聚、组合、比较、变化、系统的关系上具有很强的实用

价值。人们往往可以根据一个共有的义素来建构一个词群。

义素的提取可以充分利用描写释义的内容，将说明的词义一一切分，形成义素的组合。如“捏：用拇指

和其他手指夹住”，可以切分出“手指动作”“拇指与其他手指”“两边用力合在一起”等义素。变换其中的一

个或几个义素就成了“戳”、“扪”、“钩”、“按”、“揿”、“摁”、“掐”或“卡”。如把“拇指与其他手指”换成“双

手”就成了“卡”，换成“指尖”并删 去“两 边”就 成 了“戳”，动 作 作 出 后 并 保 持 与 物 体 的 接 触 就 成 了“揿”与

“摁”。又如“滴：液体一点一点地落下”，可以切分出“液体”“落下”“一点一点地”等义素。变换其中的一个

或几个义素就成了“浇”、“流”、“迸”、“溅”、“淋”、“喷”、“溢”、“漫”或“滋”。反过来，把切分出来的义素进

行适当的排列组合也就成了描写式的释义。例如：

叔叔：父系中的父辈、有血亲关系、年纪比父亲小的男性。

习气：长期形成、不易改变、略带贬义的作风。

陋习：长期形成、不易改变、带明显贬义的行为。

义素分析法在使用上也有困难之处，主要是义素提取的数量与种类往往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在分析同一

组词时往往提取的义素很不一样。这固然与人们对词义的感知不同，辨认词义的经验与方式不同，而首先是

因为人们对语言中义素的类别以及存在的方式等都还没有完整的认识。

二、语素析义法

汉语里的复合词是由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语素义跟词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通

过语素义来了解词义。语素相同的词构成了同族词，以“工人（AB）”为例，形成四组词群：

A 前族词：工厂、工程、工地、工作、工料、工时、工期、工区、工具⋯⋯

A 后族词：手工、苦工、分工、劳工、罢工、上工、加工、旷工、人工⋯⋯

B 前族词：人民、人名、人马、人类、人力、人称、人群、人种、人事⋯⋯

B 后族词：病人、成人、恩人、法人、客人、行人、诗人、猎人、名人⋯⋯

拥有相同语素的词语，从结构上讲，具有血缘关系；而从词义上讲，语素义跟词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有机

的联系。通过语素义解释词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办法：

1. 语素义直接地完全地表示词义，语素义跟词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例如：

独霸：独自称霸；独占。

军情：军事情况。

倾谈：尽情地交谈。

轻巧：重量轻而灵巧。

2. 两个语素义同义，互为补充来表示词义。例如：

哀伤：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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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患：灾难。

起初：最初；起先。

企望：希望。

3. 语素义直接地部分地表示词义。也就是说，词义除了语素义之外，还有一些附加的意义，包括动作主

体、范围、对象、方法、目的、用途、效果等。例如：

航程：指飞机、船只航行的路程。

独白：戏剧、电影中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的话。

红包：包着钱的红纸包儿，用于馈赠或奖励等。

合唱：由若干人分几个声部共同演唱一首多声部的歌曲，如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等。

4. 语素义间接地表示词义，也就是说，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来显示词义。例如：

笔墨：指文字或诗文书画等。

红领巾：指少先队员。

辫子：比喻把柄。

后门：比喻通融的、舞弊的途径。

5. 部分语素义已经脱落，不再表示意义。例如：

兄弟：弟弟。

窗户：墙壁上通气透光的装置。

干净：没有尘土、杂质等。

睡觉：进入睡眠状态。

三、构词析义法

构词析义法就是通过对构词情况的考察，来显示、分析一个词的词义内容及构成情况。这种析义方法最

适用于单音多义词。人们在接触到一个多义词时，往往不容易一下子就明了它的各个义项及相互关系，而用

构成复合词的方法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如“间”有两个读音：ｊｉāｎ 音下面的义项是：“① 中间。② 一定的

地方或时间里。③ 房间；屋子。④ 量词，用于房屋。”ｊｉàｎ 音下面的义项是“① 空隙。② 嫌隙；隔阂。③ 不

连接；隔开。④ 挑拨使人不和。⑤ 拔去或锄去（多余的苗）”。要简捷便利地解说这些词义就可以用复合构

词的方式，用以它为构词语素的复合词来称说该义。如“挑拨使人不和”义说成“离间的间”，“不连接；隔开”

义说成“间断的间”，“一定的空间或时间里”义说成“空间的间”或“时间的间”。《现代汉语词典》收了“间”

字复合词 96 条，基本上 都 是 在 这 些 义 项 的 基 础 上 展 开 的（量 词 义 未 构 复 合 词）。下 面 是 对 这 96 条 词 语 中

“间”义的归纳情况：

“中间”———居间、心间、中间、中间派、中间人、中间 儿 、椎间盘、行间、字里行间。

“一定的空间或时间里”———时间、此间、当间、当中间、坊间、俯仰之间、格林威治时间、工间、工间操、间

冰期、间不容发、间架、间距、间脑、间奏曲、空间、空间通讯、空间图形、空间站、老年间、民间、民间文学、民间

艺术、年间、期间、其间、区间、人间、日间、三维空间、霎时间、时间、时间词、时间性、世间、瞬间、四维空间、田

间、晚间、午间、乡间、阳间、夜间、阴间、宇宙空间。

“房间，屋子”———暗间、车间、单间、房间、间量、开房间、开间、里间、明间、起坐间、太平间、套间、亭子间、

外间、卫生间、洗手间、衣帽间。

“量词，用于房屋”———（房间）。

“空隙”———间道、间谍、间隙。

“嫌隙，隔阂”———无间。

“不连接，隔开”———间壁、间断、间伐、间隔、间隔号、间或、间接、间接经验、间接税、间接推理、间接选举、

间日、间色、间歇、间杂、间作、相间。

“挑拨使人不和”———反间、离间。

“拔去多余（的苗）”———间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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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语释义的方法

释义就是解释词语的意义，要求准确、简洁而全面。词语的释义要讲究方法，首先，由于词义相当丰富、

复杂，要做到准确地揭示词义就需要运用不同的释义方法；其次，由于人们对词语认知的目的不同，在不同的

场合下使用的释义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一）释义法

释义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定义释义法

采用下定义的方法，相当于逻辑学里的“种 = 类 + 种差”。例如：

【法学】研究国家和法的科学。

【旭日】刚出来的太阳。

【女墙】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短墙。也叫女儿墙。

【坛子】口小腹大的陶器，多用来盛酒、醋、酱油等。

“法学”、“旭日”是“种”，“科学”、“太阳”是“类”，而“研究国家和法”以及“刚出来”为“种差”。定义释

义法，也常常结合别的办法，比如补充说明、举例说明等。例如：

【题记】写在书的正文 前 或 文 章 题 目 下 面 的 文 字，多 为 扼 要 说 明 著 作 的 内 容 或 主 旨，有 的 只 引 用 名 人

名言。

【酒】用粮食、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物质经过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如葡萄酒、白酒等。

2. 互训释义法

即采用同义或反义词语来进行释义。例如：

【眩目】耀眼。 【稽首】磕头。

【写意】舒适。 【眯瞪】小睡。

【永诀】永别。 【叹惋】叹惜。

【戏台】舞台。 【现钱】现款。

第一行是用今语词来解释古语词，第二行是用普通话来解释方言词，第三行是用通用词来解释书面语词，第

四行是用通用词语来解释口语词。

互训还可以对所要解释的词语的每一个语素进行对等的同义解释。例如：

【佯攻】假装进攻。 【打印】打字油印。

【真情】真实的情况。 【祸根】祸事的根源。

用反义词进行解释，又叫反训。例如：

【碍眼】不顺眼。 【冷落】不热闹。

同义词相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同义词相释是利用两个词语之间的共同点来释义，它注意了两

个词语之间的共同点，却忽略了它们的差异点。而了解词语之间的差异正是进一步辨析词语、准确理解和运

用的关键。如“依从”与“顺从”两个词的意思很接近，但“依从”还多了一层感情上的依赖、听从，“顺从”则强

调的是驯服、服从，多含有上下、主从等意思。

3. 描写释义法

有些词语不能用定义法，也不能用互训法，这就需要用描写法来进行释义了。所谓描写法，就是从多种

角度对词义进行描述说明。例如：

【亲属】直系亲属或配偶。

【上士】军衔，军士的最高一级。

【扑】用力向前冲，使全身突然伏在物体上。

【萧条】寂寞冷落，毫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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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法的运用

释义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键在于对词义的概括要全面、解释要客观、说明要科学。下面试比较【游行】

的三个释义：

A：在街上结队而行以表达某种意愿。

B：广大群众为了庆祝、纪念、示威等在街上结队而行。

C：为了庆祝、纪念、示威等在街上结队而行。

释义内容有三部分，一是游行的动作与方式，二是游行的目的，三是游行的参加者。三个释义共有成分是游

行的动作与方式“在街上结队而行”；在游行目的上，A 用的是“表达某种 意 愿”，B、C 用 的 是“为 了 庆 祝、纪

念、示威等”；在游行参加者上，A、C 没有，B 解释为“广大群众”。用释义要有概括性这一标准来衡量，三个释

义中 A 做得较好，其次是 C。因为“某种意愿”涵盖了“庆祝、纪念、示威”，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意愿。A、C 的

释义都没有指明游行的主体，而 B 说到的“广大群众”是带有褒义的指称社会成员的词语，可“游行”这一活

动并不限于这部分社会成员，因此 B 缩小了词义范围，概括的词义内容过窄了。

又如【笔耕】的两个释义：

A：旧时指依靠写作、抄写等谋生。

B：指写作。

前者解释为“旧时”“依靠⋯⋯谋生”，都大大缩小了词义的范围，影响到了释义的概括性和准确性，显然

后者更为贴切。

作为词典中的释义，它所解释的应是稳定下来的词义，对那些尚未稳定的临时义或对特定语言环境依赖

性太强的意义一般不加解释。如“男人”一词，基本意思是“男性的人”。有时它还能指“丈夫”义，这时它对

语言环境已有了一定的要求，如“我的男人”、“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普通话里，“丈夫”义的

“男人”中“人”读轻声，通常单列为一个词条。在特定语言环境下它可以让人理解为“情夫”，如“外面养了个

男人”。一般词典都只收“男性的人”和“丈夫”义，而不收“情夫”义，原因就是后者属于特定语境下的意义。

在解释词义时还要注意及时补充那些新产生的，并已稳定下来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固定修辞义。如词典

原来解释【筛选】，只有“利用筛子进行选种、选矿等”义，后来补充了另一个意义：“泛指通过淘汰的方法挑

选”，后者就是语言生活中新产生的义项。

五、补充释义的方法

现代词典的释义越来越注意了对词义各种成分、用法、色彩的揭示，使词语的释义越来越完善充分。词

典对词义内容的揭示通过多种途径完成。如用特定符号加以显示（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如〈方〉表示方

言词，〈书〉表示书面语中的文言词语，〈古〉表示古代的用法，外来词在方括号［ ］中夹注外文。或在圆括号

（）中夹注与词义有关的内容，如“【大放厥词】大发议论（今多含贬义）”，“今多含贬义”就是对词义感情色彩

义的说明。或在释文中直接加以诠释，如“【贡品】古代臣民或属国献给帝王的物品”，释文中的“古代”就是

对该词时代色彩义的说明。或用专门术语进行类属的说明，如“象声词”、“副词”、“连词”、“叹词”、“谦辞”、

“婉辞”、“敬辞”、“客套话”、“比喻”等。

这些补充释义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对词语不同来源（时代、地域、外语、社区等）的说明。

【贡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

【断弦】指死了妻子（古时以琴瑟比喻夫妇）。

【堕落】①（思想、行为）往坏里变。② 沦落；流落（多见于早期白话）。

【闺秀】旧时称富贵人家的女儿。

【搭帮】〈方〉托福；依靠；多亏。

【道人】① 旧时对道士的尊称。② 古代也称佛教徒为道人。③（方）佛寺中打杂的人。

【的士】〈方〉出租小汽车。［英 taxi］

【梵哑铃】小提琴。［英 vi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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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第一次世界大 战 后 兴 起 的 德 国 国 家 社 会 党，是 以 希 特 勒 为 头 子 的 最 反 动 的 法 西 斯 主 义 政 党。

［德 Nazi，是 Nationalsozialistische（Partei）的缩写］

【毛拉】① 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② 我国新疆地区一些穆斯林对阿訇的称呼。［阿拉伯 mawla］

【冬不拉】哈萨克族的弦乐器，形状略像半个梨加上长柄，一般有两根弦或四根弦。也作东不拉。

【萨其马】一种糕点，把油炸的短面条用糖等黏合起来，切成方块。［满］

【苦海】原是佛教用语，后来比喻很困苦的环境。

【冷门】原指赌博时很少有人下注的一门。现比喻很少有人从事的不时兴的工作、事业。

【破釜沉舟】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后把锅都打破，船都弄沉，表示不再回来（见于《史记·项羽本纪》）。

比喻下决心，不顾一切干到底。

【见仁见智】《易经·系辞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指对于同一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

见解。

2. 对词义色彩（书面语、贬义、诙谐、讽刺、惋惜、敬谦等）的说明。

【大方】〈书〉指专家学者；内行人。

【祷】① 祷告。② 盼望（旧时书信用语）。

【鬼哭狼嚎】形容大声哭叫声音凄厉（含贬义）。

【大腹贾】指富商（含讥讽意）。

【大肚子】① 指怀孕。② 指饭量大的人（用于不严肃的口气）。

【蹬腿】① 伸出腿。② 指人死亡（含诙谐意）。

【功败垂成】快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含惋惜意）。

【挡驾】婉辞，谢绝来客访问。

【华翰】敬辞，称对方的书信。

【寒舍】谦辞，对人称自己的家。

3. 对词义关系（比喻、形容等）的说明。

【鼎足】鼎的腿，比喻三方面对立的局势。

【敲门砖】比喻借以求得名利的初步手段。

【瓜熟蒂落】比喻条件成熟了，事情自然会成功。

【森森】形容树木茂盛繁密。

【铺天盖地】形容声势大，来势猛，到处都是。

【得心应手】心里怎么想，手就能怎么做。形容运用自如。

也可以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

【万马齐喑】千万匹马都沉寂无声。比喻人们都沉默，不说话，不发表意见。

【改弦易辙】改换琴弦，变更行车道路。比喻改变方法或态度。

【万水千山】很多的山和水。形容路途遥远险阻。

【万紫千红】形容百花齐放，颜色艳丽。也比喻事物丰富多彩或事业繁荣兴旺。

4. 对语法属性（词性与充当句子成分功能）的说明。

【当啷】象声词，金属器物磕碰的声音。

【哜哜嘈嘈】象声词，形容说话声音又急又乱。

【呃】助词，用在句末，表示赞叹或惊异的语气。

【哩】〈方〉助词。① 跟普通话的“呢”相同，但只用于非疑问句。② 用于列举，跟普通话的“啦”相同。

【互相】副词，表示彼此同样对待的关系。

【快要】副词，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就要出现某种情况。

【及至】连词，表示等到出现某种情况。

【加之】连词，表示进一步的原因或条件。

【胡】 3（书）疑问词，为什么；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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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方）① 疑问代词。② 多么。

【们】用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

【名状】说出事物的状态（多用在否定词后面）。

【那样】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注意］“那（么）样”可以做定语或状语，也可以做补语。“那么”

不做补语。

5. 对应用场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及文体等）的说明。

【扼要】抓住要点（多指发言或写文章）。

【顿首】磕头（多用于书信）。

【倒立】① 顶端朝下地竖立。② 武术用语，指用手支撑全身，头朝下，两腿向上。有的地区叫拿大顶。

【道白】戏曲中的说白。也叫念白。

【恶变】医学上指肿瘤由良性转变成恶性。

【凡尘】佛教、道教或神话故事中指人世间。

【借光】客套话，用于请别人给自己方便或向人询问。

6. 对使用频率的说明。

【纳福】享福（多指安闲地在家居住，旧时也用做问安的客套话）。

【纳入】放进；归入（多用于抽象事物）。

练习题

一、按照“语义场”理论，寻找“味觉”或“体育”同一语义场的词语。

二、分析下列词的释义，指出它们运用了何种释义方式。

宏观：不涉及分子、原子、电子等内部结构或机制的。

宏旨：大旨。

宏论：见识广博的言论。

宏赡：（学识等）丰富。

洪水：河流因大雨或融雪而引起的暴涨的水流，常常造成灾害。

洪峰：河流在涨水期间达到最高点的水位，也指涨达最高水位的洪水。

洪钟：大钟。

洪大：（声音等）大。

洪荒：混沌蒙昧的状态，借指太古时代。

三、比较下面的释义，作出评价。

1. 梯：A. 便利人上下的用具或设备，常见的是梯子、楼梯。

B. 登高用的器具或设备。

2. 踢：A. 抬起腿用脚撞击。

B. 用脚触击。

3. 肌肉：A. 人和动物体的一种组织，由许多肌纤维集合组成，上面有神经纤维，在神经冲动的影响下收

缩，引起器官的运动。可分为横纹肌、平滑肌和心肌三种。也叫筋肉。

B. 人或动物体的组织之一，由许多肌纤维组成，具有收缩特性。

4. 猴：A. 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形状略像人，身上有毛，灰色或褐色，有尾巴，行动灵活，好群居，口腔有

储存食物的颊囊，以果实、野菜、鸟卵和昆虫为食物。通称猴子。

B. 哺乳动物，种类很多。毛灰色或褐色，颜面和耳朵无毛，有尾巴，两颊有储存食物的颊囊。

5. 礼教：A. 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想行动、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礼节和道德。

B. 旧传统中束缚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和道德。

6. 朝野：A. 旧时指朝廷和民间。现在用来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方面和非政府方面。

B. 旧时指朝廷和民间。现在用来指政府方面和非政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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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描写释义法解释下面词语。

低沉 归降 纵情 走向 悬腕 推选 选举

五、用同义词相释法解释下面词语。

诬蔑 吞没 徒然 透露

六、用义素分析法分析下面词语。

1. 安排 安插 安顿 安放

2. 诞辰 生日 寿辰

3. 持 拿 执 秉 握 提

七、用构词析义法分析下面词语。

生 宽 款 快 焦 红 导 搭

八、就词典释义中使用的六种标示方法，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各找 2 个例词。

九、归纳下面一组复合词中“厚”的意义。

薄厚、得天独厚、憨厚、厚待、厚道、丰厚、肥厚、敦厚、厚度、厚此薄彼、厚重、厚望、厚礼、厚颜、厚谊、厚葬、

厚遇、厚古薄今、宽厚、无可厚非、优厚、深厚、忠厚

思考题

一、请找两本词典，按照相同的词条，找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比较它们的优劣之处。

二、《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优秀的词典，但是在释义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你能够找出这样的几个词

条吗？

第八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

学习要点：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有全面、辩证的认识，能够正确掌握判断异形词（包括同素颠

倒词、异形等义词和异形外来词）、生造词以及误用词的标准。

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语言的词汇系统本身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比如异形词、异读词，这都需要有关部门研究以后，定出一定的标准予以规范，以便所

有使用者有法可依。第二是语言使用中出现的不合规范的问题，这主要是使用者语言素养不够或态度不认

真造成的，比如生造词和误用词，这就需要大家提高语言运用的自觉意识，尽量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一、词汇系统本身的问题

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不少异形词。所谓异形词，是指语音相同、语义相同然而词形（汉

字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同素颠倒词，即语素相同但次序相反的词。例如：

（1）蔬菜 / 菜蔬 士兵 / 兵士 健康 / 康健 直率 / 率直

凌驾 / 驾凌 介绍 / 绍介 寻找 / 找寻 词语 / 语词

（2）响声 / 声响 讲演 / 演讲 力气 / 气力 忌妒 / 妒忌

伤感 / 感伤 山河 / 河山 离别 / 别离 代替 / 替代

（3）裁剪 / 剪裁 路线 / 线路 负担 / 担负

发挥 / 挥发 感情 / 情感 计算 / 算计

同素颠倒词的情况比较复杂，实际上有三种类型：

（1）A 形词保留下来了，而 B 形词则逐渐消亡，已经不用，或开始从现代汉语使用范围中退出。

（2）A 形词和 B 形词，目前都通行，还很难决定选择哪一个，放弃哪一个。这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调

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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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形词跟 B 形 词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的 分 工，有 的 除 了 某 个 义 项 相 同 之 外，又 增 加 了 另 外 一 个 义 项。

例如：

裁减：缝制衣服时把衣料按一定的尺寸裁开。

剪裁：① 缝制衣服时把衣料按照一定的尺寸剪断裁开。

② 比喻做文章时对材料的取舍安排。

也有的分工已经非常明确了。例如：

路线：① 从一地到另一地所经过的道路。

② 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所遵循的根本途径或基本准则。

线路：电流、运动物体等所经过的路线。

2. 异形等义词。即其中一个语素字形相同，而另一个不同的词。例如：

（1）工夫 / 功夫 师傅 / 师父 融化 / 溶化 统帅 / 统率 笔画 / 笔划 本分 / 本份

（2）人才 / 人材 制服 / 制伏 跟斗 / 跟头 词典 / 辞典 风韵 / 丰韵 红运 / 鸿运

红装 / 红妆 美元 / 美圆 原配 / 元配 把势 / 把式 马虎 / 马糊 腻味 / 腻歪

黑糊糊 / 黑乎乎 / 黑忽忽 含糊 / 含胡 / 含乎 / 含忽 笑眯眯 / 笑迷迷 / 笑咪咪

滴答 / 嘀嗒 / 的答 呱呱叫 / 刮刮叫 气呼呼 / 气乎乎 红彤彤 / 红通通

（1）类词实际上已经有了分工，因此，两种词形都可以保留下来。例如：

师傅：① 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② 对有技艺的人的尊称。

师父：① 师傅。② 对和尚、尼姑、道士的尊称。

（2）类词则需要进行鉴别、取舍，其原则主要有三条：

第一，从俗。例如选择“思维”、“保姆”、“按语”、“悲痛”，而舍弃“思惟”、“保母”、“案语”、“悲恸”。

第二，从简。例如选择“人才”、“暗淡”、“恶梦”、“舢板”，而舍弃“人材”、“黯淡”、“噩梦”、“舢舨”。

第三，词义明确。例如选择“盯梢”、“吩咐”、“筹码”、“酒盅”，而舍弃“钉梢”、“分付”、“筹马”、“酒钟”。

3. 异形外源词，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由于采取音译或意译不同的引进办法。例如：

德律风 / 电话 司的克 / 手杖 布拉吉 / 连衣裙 麦克风 / 扩音器

水门汀 / 水泥 太妃 / 奶糖 维他命 / 维生素 盘尼西林 / 青霉素

镭射 / 激光 幽浮 / 飞碟 卡通 / 动画 派对 / 晚会 的士 / 出租车

现在基本上以意译词占优势，音译词已经或者正在淘汰。

第二，由于从不同的地区引进，即使都是音译，也可能采用不同的字形。例如：

爱滋病 / 艾滋病 迪斯科 / 的士高 桑那 / 桑拿 / 桑纳

这类情况在内地跟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反映最为突出。例如：

好莱坞 / 荷里活（香港） 沙发 / 梳化（香港） 色拉 / 沙律（香港）

麦克风 / 咪高峰（香港） 马达 / 摩打（香港） 盎司 / 安士（香港）

做秀（台湾）/ 做骚 （香港） 新西兰 / 纽西兰（台湾） 里根 / 雷根（台湾）

显然，大量这样的不同字形的外来词的存在既不利于学习，也不利于信息化的处理。目前我们可以先做一些

调查研究的工作，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进行规范。

二、词语使用中的问题

词语使用中也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主要是：

1. 生造词

语言中的词汇系统是最具有活力的，新的词语不断地在产生，旧的词语也在不断地消亡。在新词产生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生造词”。所谓生造词，就是指这些新造出来的词语，既没有表示新事物

或新概念，也没有表达社 会 变 革、社 会 心 理 的 特 殊 效 果，而 且 词 义 含 糊 不 清，纯 粹 是 个 人 的 一 种 标 新 立 异。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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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奸（狡猾奸诈） 疏薄（稀疏且薄） 体惦（体贴惦记） 生救（生产自救）

2. 简缩词

短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短语，由于语言的精简原则，常常会简缩，而且重要的是按照双音节化来简缩，有

相当一部分已经“词化”。例如：

（1）衣架（衣服架子） 扫盲（扫除文盲） 高中（高级中学） 科技（科学技术）

（2）调研（调查研究） 环保（环境保护） 审干（审查干部） 节能（节约能源）

（3）挖潜（挖掘潜力） 家电（家用电器） 国企（国家企业） 超市（超级市场）

（1）类简缩词已经定型，基本上可以当作一个词来使用。（2）类词的组合还比较新鲜，还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原有短语的形式。（3）类词则更是近期才出现的，还只是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

简缩，要有一定的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词义要明确，不会引起误解。例如下面的减缩就显然不合适：

心病（心脏病） 越迷（越剧迷） 容色（容貌颜色） 奋迅（振奋迅速）

遇难（遇到困难） 遗物（遗失物品）

3. 误用词

即词语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由于对词义、词的色彩义不太理解，或受到词形或字音的影响而误用，造

成搭配不当。例如：

（1）凡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思想进步，业务优秀，身体健康，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者⋯⋯

均可报考。

（2）母亲年轻时有一头丰满的黑发，面容清秀，心灵手巧。

（3）要说其是史实的话，必需拿出史料为据，揣测之词是难以服人的。

（4）世界强队秣马厉兵觊觎桂冠。

（1）例的“学历”应为“学力”；（2）例的“丰满”是形容身材的，这里应该用“浓密”；（3）例的“必需”应该用副

词“必须”；（4）的“觊觎”是个贬义词，显然用错了。

三、词语的发展与规范化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 产 生 而 产 生，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词汇中的一般词汇对客观现实的各种变化最为敏感，新事物的出现，原有事物的

变化以及旧事物的消失，都通过一般词汇反映出来。因此一般词汇永远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动之中。可以这

样说，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特别在社会发生比较大的变革过程中，反映在词汇上的变化就更加

明显。回顾中国现代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后来的“文革”，都给词汇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新

语，简直是 日 新 月 异，让 人 应 接 不 暇。 比 如：彩 电、电 脑、迪 斯 科、立 交 桥、互 联 网、公 关、基 因、网 站、克 隆

（clone）⋯⋯所有这些，都反映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

新词新语的产生是语言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同时，新词新语新用法也对语言规范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

们要辩证地看待规范和不规范的词语。规范化和标准化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规范和不规范是相对而言的。任

何语言在任何时候恐怕都不会达到完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因为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活的体系，使用语

言的人又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全体成员。在语言发展中，新词语不断产生，丰富了我们的词汇库；旧词语不断地消

亡或被淘汰，使语言更加健康。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某些不太规范的新词新语或新用法以及即将退出历

史舞台的旧词旧义或旧用法总是不断冲击着已有的、通行的规范。没有这种冲击，词汇就不能丰富多彩，语言也

就像一潭死水。所以，我们要肯定这种冲击对语言规范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我们要大力提倡词汇规范

化，促进语言健康、积极的发展。判断新词新语新用法是否符合规范，主要依据以下两大原则：

（一）交际需要的原则

1. 表意的需要

判断一个词语是否符合规范化的要求，首先要看是否满足表意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看是否表达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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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新概念，或有新的修辞色彩的用法。比如“护发素”“微波炉”“扫描仪”“磁悬浮”“等离子电视”“数码

相机”等都是最近若干年才出现的新事物，特别是科技的高度发展，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更是为新词的产生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

反馈、终端、硬件、软件、酸雨、同步、信源、手机、电脑、数据库、因特网、生物钟、潜意识、信息港、黑匣子、

加速器、流水线、记忆库

普通话词汇在历史发展过 程 中 吸 收 了 一 些 有 特 色 的 方 言 词，比 如“搞”来 自 西 南 方 言，“垃 圾、瘪 三、噱

头、尴尬”来自吴方言。近年来还吸收了一些粤方言词，如“炒鱿鱼、打工”等。但是，诸如“揾食”这样的粤方

言词，并没有表达独特的意义，这个词一般人连怎么读都不知道，就不可能被普通话所吸收。与此类似，有人

放着“抱怨、如果、跋涉、施行”这样规范的词语不用，故意替换语素或颠倒语素顺序，生造出“怪怨、若果、涉

跋、行施”，既没有表达新义，也没有新的修辞色彩，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予以拒绝。

2. 经济的需要

社会交际要求语言日趋精确细密，但在交际中，出于省时省力的需要，人们又要求在不影响交际的情况

下语言尽量简洁明了，于是大量因简缩造成的新词就产生了。比如“彩电、挖潜、集资、研制、调研”等等。但

同样是用简缩造成的“体惦、刚始”则属生造词。那么，根据什么说“彩电、研制”是新词，“体惦、刚始”是生造

词呢？在确定一个简缩形式是新词还是生造词，或者说看一个语言片段是否有必要 简 缩 成 词 时，必 须 考 虑

两点：

第一，使用频率。使用频率与词语长度成反比。使用频率越大，词语长度要越短。这是语言发展经济原

则的一条很重要的规律。使用频率越高的词语，人们越要求其简短。

第二，凝固程度。凝固程度与简缩可能性成正比。词语之间的凝固程度越高，它简缩成词的可能性就越

大。如果几个词语经常组合在一起使用，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那么它就非常有可能简缩成一

个词。

在这两点中，使用频率高构成了简缩的价值，凝固搭配则为人们的准确理解提供了条件。对社会上新出

现的一些词或缩略语，不要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作“热处理”，而应该观察一段时间，进行“冷处理”。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出现“超市”时，有人就坚决反对，认为是不规范的，应该取消；但是这年下来，“超市”已经

进入老百姓的千家万户，看来已经在汉语中扎根了。

3. 修辞的需要

交际中，人们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明白，而且要求语言尽可能生动、活泼，或者有意识地回避一些有刺激性

说法，寻求比较委婉的说法，以追求一定的修辞效果。由此也会造出一批新词来。例如：

低能→弱智 残废→残疾 涨价→调价 失业→待业 高价→议价

音节整齐以及声调起伏使汉语带有明显的音乐性。人们在表达中刻意追求节奏美，有时也会造出新词。

一个单音节词与另一个具 有 相 同 或 相 近 意 义 的 词 组 合 在 一 起，就 构 成 一 个 双 音 节 的 新 词。比 如 把“流”和

“淌”结合在一起构成“流淌”，可以适应表达上的节律需要。但不 是 所 有 的 单 音 节 词 都 有 必 要 变 成 双 音 节

词。比如“揍”和“打”常在口语中使用，就 没 有 必 要 合 成“揍 打”。不 顾 语 体 需 要 把 单 音 节 词 硬 凑 成 双 音 节

词，就难免“生造”之嫌。与此相反，为了某种音律的需要，把双音节词强行减为单音节词，也会导致生造词的

产生。

（二）表义明确的原则

汉语中的新词绝大多数是用汉语中的固有语素重新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其中以用复合和简缩的方式造

出来的新词为多。由于汉字的表意作用，大多数新词都可以“望文生义”，这也是许多新词可以被人们很快理

解掌握的重要原因。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新词”，不能给人以明晰准确的含义，因此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比

如“哑静、急义、楞生”，“柳烟里的人站起来，就一阵阵生了凉意，消寂着一张面⋯⋯”，等等。而“纤敏的作家

和评论家”中的“纤敏”，到底是“纤弱敏感”、“纤巧敏锐”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也叫人难以确切把握。

如果说某些文言词如“崚嶒、葳蕤”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比较生僻、表义不明显的话，那么下例中利用生僻

汉字生造的“幽夐”就更加晦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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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观察生活的眼光敏锐 而 又 幽 夐，加 工 生 活 的 头 脑 清 醒 而 又 明 达，才 能 做 到 准 确、深 刻 地 反 映 现 实

生活。

至于“小手、捞唔掂、（剧本）麻麻”之类的方言词，虽然近年来在某些报刊上屡屡出现，但过于土俗，其意

义也难理解，就不宜采用作为普通话的词。

来自英文首字母缩略词的 IT（英文“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的首字母缩略词）、CEO（英文“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的首字母缩略词）等，也不宜使用过滥，因为其意义毕竟是一般说汉语的人难以

理解的。

（三）词语规范化与语体

词汇规范的标准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绝对性要 求 词 汇 有 一 个 比 较 严 格 的 标

准，相对性强调言语表达的灵活性。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语言的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语体之

间也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判断词语是否规范要结合语体进行。生造词语的 问 题，如 果 离 开 语 体 的 具 体 要

求，往往不容易说清楚。比如“太阳那么灿烂、春光那么妩媚、花圈那么凄艳”，其中的“凄艳”在词典里未必

找得到，现有词汇中还找不出一个词可以代替它。但如果不用这个词，就要用较多的语词，那样既不凝练，也

使句子失去了均衡美。“凄艳”这个词在谈话语体中也许表义不够显豁，但在文艺性书面作品中，却是可以接

受的。所以，对所谓“生造词语”（包括简缩词语）应有不同的规范要求。一般说来，科学语体应当尽量避免

生造词语，而艺术语体、谈话语体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出现特定语境中的简称、临时词等。当然，对谁也不懂

的影响交际效果的词语，是任何语体都应排斥的。

练习题

一、请指出下列新词的特点。

超编 创汇 笑星 突破性 程序化 自学热 信息港 短平快 时间差 太极拳

艾滋病 汉堡包 麦当劳 面的 中巴 三通 超生 男士 国手 大龄 老外

二、根据“酒吧”和“互联网”，派生出许多新词来，例如：水吧、吧 女，网 虫、网 友，你 还 能 够 再 举 一 些 例

来吧？

三、请指出下面例句中的生造词。

1. 这个问题一直缠萦在他的脑间。

2. 她终将成为世界游坛的巨人。

3. 汗水从帽子底下淌流满脸。

4. 孩子们稚幼天真的歌声打动了他。他心里禁不住一阵绞震。

5. 给人以无层的远思和遐想。

思考题

一、既然词汇处在不 断 的 变 动 之 中，那 么 还 要 不 要 提 倡 规 范 化？如 何 处 理 词 汇 发 展 与 词 汇 规 范 化 的

关系？

二、假如仿照“女篮、女足、女排”的格式，在文章中把“女子跳水、女子手球”简缩为“女跳、女手”，是否

可以理解、接受？

三、在外来词借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生几种形式并存的情况，比如：因特儿（音译）、internet（直接

借用）、互联网（意译），镭射（音译）、激光（意译），你认为哪种办法比较好？

四、“家私”、“饮茶”、“光碟”、“手提电脑”，这些词都是从香港方言中引进的，但是，普通话里本来就有

“家具”、“喝茶”、“光盘”、“笔记本电脑”，你认为还有没有必要从粤方言里再引进？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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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语 法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概述

学习要点：掌握汉语语法的总特点和四个主要特点；熟悉语法学的种类；了解汉语语法学发展的简

单历史。

语音、词汇、语法，这三大部分构成了语言的主体。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

法是语言的构造规则。如果只有词汇而没有语法，词语即使再多，也是一盘散沙；有了语法，才能够把词语组

织成合格的句子，人们才能够进行交际。词语好比水泥、钢筋等建材，遵循一定建造规则，才能把这些建筑材

料建造成语言大厦。因此语法是语言不可缺少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是有语法的，哪怕是最原始的语言也是如此，没 有 语 法 的 语 言 是 不 存 在 的。例 如 有

“弟弟”、“很”、“聪明”这么三个单词，从理论上讲可以有六种组合，但是只有“弟弟很聪明”这一种排列组合

才是合法的，其余的组合方法都不合法。这说明词语的组合决不是任意的，实际上有某种规则在起作用：如

果符合这个规则，句子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制约着句子组合合法性的规则就是“语法”。

一、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语 言 中 用 来 表 示 语 法 关 系 、表 现 语 法 意 义 的 语 法 手 段 有 多 种 多 样 ，重 要 的 有 ：形 态 变 化 、词 序 变 化 、

虚 词 运 用 等 等 。 有 的 语 言 偏 重 于 形 态 变 化 ，例 如 法 语 、俄 语 ；也 有 的 语 言 偏 重 于 词 序 变 化 和 虚 词 运 用 ，

例 如 汉 语 。 前 者 一 般 称 之 为“综 合 性 语 言”，后 者 一 般 称 之 为“分 析 性 语 言”。 两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语 言 ，不

存 在 谁 优 谁 劣 的 问 题 ，只 是 各 自 的 取 舍 不 同 ，表 现 的 特 点 不 同 。 汉 语 的 特 点 ，是 在 跟 其 他 语 言 ，特 别 是

在 跟 印 欧 语 的 比 较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 现 在 通 行 的 看 法 是 ：“汉 语 语 法 的 特 点 是 缺 乏 严 格 意 义 的 形 态 变

化”，并 认 为 这 是 汉 语 语 法 最 根 本 的 特 点 ，其 实 ，这 一 提 法 并 不 科 学 ，它 仍 然 站 在 主 要 依 赖 于 严 格 意 义 的

形 态 变 化 的 印 欧 语 言 的 立 场 上 ，戴 着 有 色 眼 镜 来 看 待 汉 语 。 什 么 叫“缺 乏”？ 本 来 应 该 有 ，但 是 你 没 有 ，

这 才 叫 缺 乏 。 如 果 本 来 就 不 必 有 ，那 就 不 能 叫 缺 乏 。 汉 语 本 来 就 不 必 依 赖 于 形 态 变 化 来 表 示 语 法 意 义

和 语 法 关 系 ，那 么 为 什 么 要 说“缺 乏”呢 ？ 显 然 ，“缺 乏”说 对 汉 语 是 不 公 平 的 。 现 代 汉 语 最 根 本 的 总 特

点 是 ：不 依 赖 严 格 意 义 的 形 态 变 化 ，而 借 助 于 语 序 、虚 词 等 其 他 语 法 手 段 来 表 示 语 法 关 系 和 语 法 意 义 。

这 一 总 特 点 具 体 表 现 为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一）语序的变化对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起重大影响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构成“主谓结构”，词序一变化，“动词 + 名词”就构成了“述宾结构”，“形容词 +

名词”就构成了偏正结构。例如：

（1）我们理解（主谓结构）———理解我们（述宾结构）

（2）衣服干净（主谓结构）———干净衣服（偏正结构）

又如“形容词 + 动词”构成偏正结构，反过来，“动词 + 形容词”就构成了“述补结构”。例如：

（3）紧握（偏正结构）———握紧（述补结构）

（4）快走（偏正结构）———走快（述补结构）



关于语序变化这一语法手段，实际上有三类不同层面的情况：

1. 语用的语序变化。这是在语言交际使用时出现的临时性的移位，实际上基本语义和语法结构关系都

没有变化，只是增加了一些语用色彩，这属于句子的一种动态变化。例如：

（1）你快走吧！———快走吧，你！

（2）他也许已经去日本了。———他已经去日本了，也许。

2. 语义的语序变化。词语的次序替换，虽然没有引起语法结构关系的变化，但是语义却有明显的不同。

这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属于词汇上的变化，但词语在句法结构中的角色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

（1）猫捉老鼠。———老鼠捉猫。

（2）他们班不都是中国人。———他们班都不是中国人。

3. 语法的语序变化。词语次序变化了，语法结构关系也随之变了，语义也跟着改变。这才是真正属于

语法上的语序变化。例如：

（1）人来了。———来人了。

（2）二十岁才结婚。———结婚才二十岁。

例（1）前句的“人”是已知信息，后句的“人”则是一个新的信息。例（2）前句意思是二十岁结婚已经晚了，后

句意思是二十岁结婚太早了。

（二）虚词的运用对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有重要作用

汉语里的虚词特别丰富，作用也特别重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某些语法结构，有或者没有这个虚词，结构关系以及语义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

（1）爸爸妈妈———爸爸的妈妈 生物历史———生物的历史

（2）鲁迅先生———鲁迅的先生 他们部队———他们的部队

（3）修改书稿———修改的书稿 解决问题———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结构助词“的”，例（1）前后两个词是联合关系，例（2）是同位关系，例（3）是述宾关系；但是当中间加

上“的”以后，就都变成偏正结构了。语义的变化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2. 某些语法结构，添加了 某 个 虚 词 以 后，虽 然 语 法 结 构 关 系 没 有 改 变，但 是，对 语 义 的 影 响 却 十 分 大。

例如：

（1）北京大学———北京的大学 上海宾馆———上海的宾馆

（2）十斤鲤鱼———十斤的鲤鱼 二十支香烟———二十支的香烟

以上例子，无论有没有结构助词“的”，前后两个词 都 构 成 偏 正 结 构，但 是，语 义 却 很 不 相 同。“北 京 大 学”

是指以“北京”命名的一所大学，而“北 京 的 大 学”指 的 是 北 京 所 有 的 大 学。“十 斤 鲤 鱼”指 鲤 鱼 大 大 小 小

一共有十斤，“十斤的鲤鱼”是指十斤一条的鲤鱼。可见，有“的”没“的”，结 构 虽 然 不 变，意 思 却 有 非 常 明

显的区别。

3. 某些语法结构，加虚词或者不加虚词，结构关系以及语义关系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如果

仔细体会，也会发现其在语用意义上的差异。例如：

（1）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 木头椅子———木头的椅子

（2）漂亮衣服———漂亮的衣服 典型事例———典型的事例

无论加不加结构助词“的”，它们都是偏正结构，前后是修饰关系，所表示的语义也基本相同。但是，这两者还

是有所区别的：不加“的”，定语强调“属性”；加了“的”以后，则强调“分类”，表示这是“中国的”文化，而不是

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文化，这是“漂亮的”衣服，而不是丑陋的衣服。

（三）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印欧语里，词类 和 句 法 成 分 之 间 往 往 存 在 着 一 种 简 单 的 对 应 关 系，大 多 是 一 对 一，少 数 是 一 对 二。

比如：

动词———谓语；形容词———定语；副词———状语；名词———主语或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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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汉语里，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除了副词基本上只能作状语，属于一对一之外，其

余的都是一对多，即一种词类可以作多种句法成分。例如：

以上画粗线的是表示该词类的主要功能，画细线的是次要功能，画虚线的是局部功能。如果跟印欧语作

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印欧语的词类基本上属于“性格演员”，专门擅长于演某种角色，不能演其他角

色；而汉语的词类则是“多功能演员”，除了主要扮演某种角色之外，还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比如汉语的名词，

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但是，它也可以充当其他成分：

（1）木头椅子、石油工人、美国地理、农民住宅（作定语）

（2）今天阴天、明天春节、你傻瓜、她四川人（作谓语）

（3）历史地看问题、现在就出发、本能地跳了起来（作状语）

同样，动词主要充当谓语，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动词可以充当其他成分：

（1）游泳教练、毕业文凭、报名手续、化装舞会、节约标兵、申请报告（作定语）

（2）走是可以的、他喜欢走、修理给他带来很多乐趣、他同意修理（作主语或宾语）

（3）联合开发、公开宣布、同情地说、微笑地说（作状语）

要特别注意的是，名词在作定语，或者动词在作主语、宾语的时候，它本身的词性并没有改变，名词还是名词，

动词还是动词，不能因为充当了其他成分就说，在这里名词已经变为形容词了，或者说动词变为名词了。道

理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名词仍保留着名词的功能特点，动词仍保留着动词的功能特点。

（四）短语结构跟句子结构以及词的结构基本一致

1. 跟 英 语 比 较 。 英 语 的 句 子 结 构 跟 短 语 的 结 构 有 明 显 区 别 ，英 语 句 子 的 谓 语 部 分 都 必 须 有 一 个 限

定 动 词 ，而 短 语 里 是 不 允 许 有 限 定 动 词 的 ，如 果 要 出 现 动 词 ，就 必 须 采 用 动 词 不 定 式 或 动 名 词 的 形 式 。

例 如 ：

（1）He flies a plane.（他开飞机。）

（2）To fly a plane is easy.（开飞机容易。）

（3）Flying a plane is easy.（开飞机容易。）

但是，汉语的动词在任何场合，它的形式都不变。因此从理论上讲，汉语的一 个 自 由 短 语，给 予 它 一 定 的 语

调，在某个特定语境里出现，就可以成为一个句子。反过来，一个句子，如果去掉语调，脱离了语境，它就是一

个短语。例如：

（1）他走了。

（2）我知道他走了。

例（1）和例（2）的“他走了”形式完全一样，但是，前者是一个句子；后者只是一个充当宾语的主谓短语。要注

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只是结构形式基本一致，事实上，短语跟句子是不同层次的语言 单 位，两 者 有 很 大 的 区

别，特别是黏着短语，即使给它语调也不能独立成句。

2. 跟构词法比较。从历史角度来说，汉语的多音节词主要是从短语的临时性组合发展而来的，所以词

的结构跟短语的结构也大体上一致。例如：

短语 单词

联合 哥哥弟弟 兄弟

偏正 牛皮鞋子 皮鞋

述宾 管理家务 管家

述补 说得明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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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 国家经营 国营

构词法实际上还有一些短语结构中没有的 结 构 类 型，比 如：重 叠（爸 爸、宝 宝）、添 加“词 头”（阿 姨、阿 Q）、

“词尾”（桌子、石头、花儿），以及“正偏”（肉松、菜干）、“量补”（房间、花朵）等。由于复合词的结构和短语结

构基本一致，有时候，词跟短语的界限就不大分得清楚。例如：

洗澡———洗个热水澡 理发———理个短发

革命———革你的老命 鞠躬———鞠个九十度的躬

提高———提得高提不高 打倒———打得倒打不倒

放大———放得大放不大 改正———改得正改不正

这类介于单词跟短语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情况，就叫做“离合词”：合拢的时候是单词，分离的时候是短语。

汉语语法除了上述四项主要特点以外，还有一些特点也是很重要的，例如“个体量词”的大量使用、形形

色色的重叠等语法手段。

二、语法学的种类

对某种语言的语法进行研究的学问，就构成了语法学。语法学有很多种类，不同的语法学体现了人们对

语法不同的认识。根据不同的语法理论，形成不同的语法学流派。

（一）传统语法

它又称为“规范语法”或“学校语法”，从语法学产生就形成了，在教育界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特点

主要是：

（1）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并以词法为主，详细讲解各类词在句子中的形态变化和语法作用，句法

往往比较简单，主要为词法服务。

（2）划分词类主要依据形态变化，如果缺乏形态变化，就主要根据该词语在句子中充当什么句子成分或

者干脆依赖于意义。

（3）注重书面语分析，比较少或者干脆不考虑口语中的变化。

（4）总结出来的语法规则被看做一种规范和标准，要求学习者予以遵守。

（二）描写语法

它又叫“结构主义语法”，它是在对传统语法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理论的创始人为瑞士语言学家索

绪尔（Saussure），经典著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提出了一整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后来发展为三

个分支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中以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它的

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经典著作是《语言论》（1933），制订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

和一系列方法。其特点主要是：

（1）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语言，而不研究言语；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学

家要关心的是共时的客观记录和描写，可以不考虑历史的因素。

（2）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结构系统，语言学要重点研究语言结构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组

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两大结构关系。

（3）注意语言的特征，强调形式的描写与分析，提出根据“分布”来划分词类的标准。有意无意地排斥意

义的作用。

（4）强调语言结构内部的层次，提出“直接成分分析法”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

（三）生成语法

它又叫“转换语法”或“形式语法”。它是在对描写语法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创始人是美国的乔姆

斯基（Chomsky），代表作是《句法结构》（1957）和《句法理论要略》（1965）。这一理论的提出被称为“语言学

史上的一场革命”，在几十年里进行过多次修正和补充。其特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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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脑好像一部电脑，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当输入一定的语言材料，它就会自动识别并加工出一套规

则系统，然后用这套规则系统产生出无数新的合法的句子来。

（2）语言学家要研究的就是这种语言能力，语法就是要对这种语言生成的能力进行描写。这种描写不

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动态的，即要探索语言是如何产生的。

（3）把语言结构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部分，并且找出从深层结构如何转换为表层结构的规

则以及制约转换的条件。

（4）强调建立适用于世界各种语言的“普遍语法”，各种语言的差异只是“参数”不同而已。在该基础上

建立起“语法规则系统”：基础部分的基本规则是“重写规则”，它包括“范畴部分”、“次范畴部分”以及“词

库”。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用的是“转换规则”，对深层结构进行解释的是“语义规则”，对表层结构进行解

释的是“语音规则”。

（四）功能语法

功能语法强调交际是语言的基本功能。功能语法实际上有好多流派，国内影响最大的是系统功能语法，

代表人物是英国 语 言 学 家 韩 礼 德。他 们 把 功 能 分 为“概 念 功 能”、“人 际 功 能”和“语 篇 功 能”。 其 特 点 主

要是：

（1）语法研究的重心不是语言结构本身，而是言语活动。语言结构不是任意的，一切都可能在语言的使

用中得到解释。

（2）以功能为基础，而不是以形式为基础。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意义系统。每一类功能下面还

可以分出若干个子功能系统。

（3）概念功能包括：及物性系统、语态系统、归属系统、度量系统；人际功能包括：语气系统、情态系统、

语调系统；语篇系统包括：主位系统、信息系统、衔接系统。

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语法理论层出不穷，除了以上所述最主要的几种之外，还有格语法、切夫语法、蒙太

古语法、关系语法、接口语法、语义语法、词汇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等。

三、汉语语法学简史

汉语语法学的建立，通常认为应该以 1898 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史，大致

上可以分为前五十年和后六十年，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前五十年又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

前三十年主要是汉语语法体系的构拟，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仿照拉丁语法建立

了第一个以字（即“词”）为本位的语法体系，虽然相当粗糙，但毕竟是第一次，所以草创之功不可抹杀。黎锦

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4）则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仿照“纳氏文法”建立了一个句本位的

语法新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学语文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后二十年重点是进行中国文法革新运动，并且初步形成了语法学界所谓的“京派”和“海派”。海派主要

是以方光焘和陈望道为代表，发起了一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这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对传统语法的一

次挑战。京派的主要成就是产生了三本重要语法著作：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1944）、

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1944）和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从而形成

了汉语语法学界的主流派。

后六十年也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又可以分为前二十年和后十年。前二十年，语法知识的大普及、三次语法问题（汉语词类划分

问题、主语宾语区分问题以及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大讨论，以及“中学教学语法暂拟系统”的制订，都给了

汉语语法学快速发展的空间，特别重要的是汉语描写语法学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可以吕叔湘和朱德熙的

研究为杰出代表，尤其是朱氏，对汉语语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十年浩劫”期间的语法研究则基

本上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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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十年，汉语语法研究空前繁荣，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深化。其中，前十年是后结构

主义语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朱德熙为代表的语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其特色是：

第一，提出“短语本位”，强化了短语研究，大大提高了短语在汉语语法中的地位。

第二，宣称“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关系”，从而大大加强了语义在句

法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指出需要加强横向的方言语法研究以及纵向的历史语法的研究。

此外，胡裕树和张斌关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思想也很有解释力。

后二十年，汉语语法学界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形式语 法、功 能 语 法、语 义 语 法、认 知 语 法 等 都 各 显 神

通，表现出不同的解释能力。语法理论的多元和互补、交融是大势所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法研究和学

习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

进入 21 世纪后，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研究的内容充实了，研究的队伍也壮大了，特别是研究的

方法大大地改进了，从简单的模仿性的构拟语法体系到借鉴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汉语语言事实，再

到从汉语语法特点出发挖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来。总之，这 100 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在不断的

发展，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并且正在走向世界。

练习题

一、汉语语法的总特点是什么？举例说明汉语语法的四个主要特点。

二、请以“不怕辣”、“辣不怕”和“怕不辣”为例，说明汉语语法语序变化的特点。

三、汉语的量词使用有什么特点？

四、汉语常常使用重叠手段，请举出几种实例。

五、简述汉语语法学史的历史分期。

思考题

一、有人说，汉语没有语法只有修辞，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二、有人认为：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谈谈你的看法。

三、关于汉语语法总特点的流行说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四、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理论，你有什么看法？

五、语法研究和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说说你的体会。

第二节 词类和功能分析法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的词类系统，掌握实词十个词类和虚词四个词类的特点，能够运用功能分

析法来确定每个词的词性。

词类专指词的语法类别，不同的词类在形态、意义和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点。划分词类的

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的构造规则。例如：

国家独立 / 经济发展

这两个语言单位分别由两个词构成，要是没有词类的知识，就难以说清它们的构造规则。如果知道“国家”和

“经济”是名词，“独立”和“发展”是动词，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名词 + 动词”，可以构成主谓短语。

如果把前后两个词的位置交换一下，变成“动词 + 名词”的构造，它们的结构就不完全一样了：“独立国家”是

偏正短语，“发展经济”是述宾短语。要说明本来相同的结构中两个词交换了位置后，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

化，也需要词类的知识。因为“独立”是不及物动词，跟后面的名词不能构成述宾关系，只能是偏正关系；而

“发展”是及物动词，可以后带名词构成述宾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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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的词类及其划分标准

（一）划类标准

划分词类的标准一般认为有三个：

第一，形态标准。这应该是最简单、最明显，也最可靠的标准。在一些形态丰富的语言里，一个词属于什

么词类，往往由词法上的形式来表示，这就叫做形态，它包括：

1. 形态标志。比如俄语名词词尾有：-а、-я、-ие；

2. 形态变化。比如英语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是在原式后面加上 er 或者 est。

汉语则无论是形态标志还是形态变化都比较少，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词有形态标志，如以后缀 “-子、-儿、

-头、-者、-家、-性”等结尾的词是名词；以后缀“化”结尾的词是动词，如：绿化、腐化、美化、商业化、大众化、专

业化等；以前缀“可”开头的词多为形容词，如：可笑、可爱、可恨、可悲、可恶、可观等。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

词没有这类标志。

汉语的形态变化也很少。比如名词可以后加“们”表示不定量的复数，但不是所有名词都能加，一般只有

指人的名词可以加，而且常常还可以不加仍然表示复数。动词加“了、着、过”等助词表示时态，也可以看做是

一种广义的形态，但也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带时态助词。双音节形容词可以按照 AABB 方式重叠，例如：

漂漂亮亮、大大方方、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但是还有许多形容词不能重叠，例如：美丽、庄严、精良、严肃；也

有的形容词则按照 ABAB 方式重叠，例如：雪白雪白、火红火红、笔直笔直、冰冷冰冷。

这些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虽然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有一些帮助，但是由于缺乏普遍性，也没有强制性，所

以只能够作为辅助标准。

第二，意义标准。词语，特别是实词，都是有具体意义的，这些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快捷地确定一个词的词

性。因为相同词类的词往往具有相类似的语义特征，因而在一般情况下辨别词性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

词的意义。比如一个词如果表示数目和次序，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数词；如果表示事物的名称，多数会看做

名词；如果表示动作，一般会判定为动词；如果表示事物的性质，常会被看做形容词。再如当我们确定一个兼

类词的词性时，也可以借助于词义，如“领导”有两个词性，指人时是名词，指行为时是动词。但是，意义往往

是模糊的，很难作为一种可以执行的可以操作的标准，这就好比说，大苹果可以出口，但是到底“大”到什么程

度才可以出口呢？因此真正执行起来，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明确的鉴别标准和可操作的方法。

意义的作用也是有限 的，特 别 是 意 义 相 同 或 类 似 而 句 法 作 用 不 同 时，意 义 反 而 会 产 生 误 导。例 如“忽

然”，“表示来得迅速而又出乎意料”；“突然”，表示“在短促时间里发生，出乎意料”。这两个词的意义几乎一

样，但是，“忽然”只能够作状语，而“突然”除了作状语之外，还可以作补语（他来得突然）、定语（突然事件），

也可以受副词“很”的修饰（很突然）。因此，可以判断：“忽然”是副词，“突然”是形容词。意义上同类的，语

法上不一定也同类，例如“金、银”和“铜、铁、锡”都表示金属，但却不是一个词类，“铜、铁、锡”可以单说，而

“金、银”却不能单说，必须说成“金子、银子”；可以用数量短语去修饰“铜、铁、锡”，却不能直接修饰“金、银”。

这说明：“金、银”是区别词，“铜、铁、锡”是名词。可见，意义只能是一种参考标准。

第三，功能标准。所谓语法功能是指词的组合能力，即能够跟哪些词组合，不能跟哪些词组合。组合能

力首先指一个词能否与其他的词组合成短语，如果可以组合，以什么顺序组合，组合以后表示什么关系。如

“好”可以跟“很”组合成“很好”，且组合的顺序固定，“很”在前，“好”在后。但“同学”就不能跟“很”组合，

“很同学”、“同学很”都不成话；“同学”可以跟“好”组合，既可以说“好同学”，也可以说“同学好”，两者的顺

序不同，代表的语法关系也不一样，前者是偏正短语，后者是主谓短语。

组合能力也包括作句法成分的能力。所谓作句法成分的能力是指在句法结构中出现的位置，即能否作

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这六大成分中的一个或几个；如果能够作句法成分，那么还要看经常作什

么成分，不能作什么成分。例如：

老师来了吗？

在这个句子中，“老师”是主语，“来”是谓语，可见它们都能作句法成分。“了”和“吗”都不是句法成分，在其

他的句子中也不能作句法成分。在能否作句法成分这一点上，“老师、来”和“了、吗”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371第二节 词类和功能分析法



同样都能作句法成分，但经常作什么成分，也不一样。如“老师”经常作主语和宾语，很少作谓语，不能作补

语；而“来”经常作谓语和补语，很少作主语和宾语。

总而言之，汉语的词类划分，主要依靠功能标准，这是比较可靠、比较有效的标准。形态标准只能作为辅

助标准，而且形态也只是语法功能的一种标志，说到底，还是功能在起决定性作用。意义可以作为参考标准，

在一般情况下优先发挥作用。

（二）实词与虚词

现代汉语一共有 14 个词类。词类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汉语词类的第一层次分为“实词”和“虚词”两

大类：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是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区别词、副词、叹词、拟声词等

十类；不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是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四类。

虚词跟实词比较，还有几个重要特点：

1. 封闭。实词每一类的数量是 开 放 的，虚 词 则 是 可 数 的、有 限 的，不 会 轻 易 增 加 或 减 少，所 以 又 叫“封

闭”类。

2. 黏着。虚词不能单独成句，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必须黏附在实词前后才能发挥作用。比如问“早饭你

吃了没有？”，可以回答“吃了”，但是不能回答“了”。

3. 定位。大部分实词在结构组合时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而虚词跟其他实词组

合时的位置相对固定，有的只能在前，例如“对于、自从、因为、即使”；有的只能在后，例如“了、着、呢、吗”。

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典型的实词，连词、语气词、助词是典型的虚词。而副词就兼有实词和虚词的某些

特点。

二、汉语的实词系统

（一）名词

名词的语法特点是：

① 大多可以受数量短语的修饰。

② 主要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决不能作补语，除了少数名词，一般不能作状语。

③ 不能受否定副词“不”的修饰。

④ 一般不能重叠。

名词的特殊小类：

1. 方位词。方位词一般附着在其他名词之后，表示处所；有的也可以独立使用。方位词分为单纯方位

词、合成方位词和特殊方位词三类。单纯方位词有 14 个：上、下、前、后、左、右、里、外、东、西、南、北、内、中。

合成方位词有两类：一是在单纯方位词后边加上“边”、“面”、“头”构成；二是在单纯方位词前面加上“以”、

“之”构成。

～ 边 ～ 面 ～ 头 以 ～ 之 ～

上 上边 上面 上头 以上 之上

下 下边 下面 下头 以下 之下

前 前边 前面 前头 以前 之前

后 后边 后面 后头 以后 之后

左 左边 左面

右 右边 右面

里 里边 里面 里头

外 外边 外面 外头 以外 之外

东 东边 东面 东头 以东 之东

471 第四章 语 法



西 西边 西面 西头 以西 之西

南 南边 南面 南头 以南 之南

北 北边 北面 北头 以北 之北

内 以内 之内

中 之中

单纯方位词单用，要对举时才行，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内有贤妻，外有好友”。由“边”、“面”、“头”构

成的合成方位词可以独立使用，由“以”、“之”构成的合成方位词除了少数（以上、以下、以前、以后）可以独立

使用外，一般必须跟名词组合成方位短语后才能使用。

特殊方位词有四类：一是由单纯方位词相互组合而成，例如：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二是由正反义的方

位词构成，例如：前后、左右、上下、里外；三是单纯方位词跟别的语素组合而成，例如：南方、北方、东方、西

方、当中、中间、其中、背后、跟前、面前、内部、外部；四是“边”、“面”、“头”跟别的语素组合而成，例如：这边、

那边、旁边、这面、那面、对面、这头、那头。

2. 处所词。处所词有三小类：

（1）能够独立使用的方位词。

（2）表示处所的名词，例如：附近、近处、远处、高处、低处、明处、暗处、周围等。

（3）表示地名、机构的名词，例如：亚洲、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商店、邮局等。

处所词的语法特点是：（1） 能 用 在 动 词“在”、“到”或“往”的 后 面 作 宾 语。（2） 能 用“哪 儿”提 问。

（3）能用“这儿”、“那儿”指代。

表示地名、机构的名词具有二重性：既是一般名词，又是处所名词。例如“邮局有一辆车”，可以理解为

邮局这个机构拥有一辆车，也可以理解为邮局里停着一辆车。

3. 时间词。时间词有：现在、过去、将来、未来、现代、古代、从前、以前、以往、以后、今后、后来、最近、今

年、去年、前年、明年、往年、今天、昨天、明天、后天、刚才、平时、平日、往常等。

时间词的语法特点是：（1）能用在动词“在”、“到”、“等到”的后面作宾语。（2）能用“什么时候”提问。

（3）能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指代。

（二）动词

动词的语法特点是：

① 主要作谓语。

② 多数动词（及物动词）能带宾语。

③ 能受否定副词“不”修饰；除了心理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很”修饰。

④ 动作动词多数能够重叠。

⑤ 绝大多数动词可以带“了”、“着”或“过”。

动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类，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1. 按照能不能带宾语进行分类

（1）及物动词：只要能带宾语，不管带的是受事宾语、施事宾语还是处所宾语，都是及物动词。例如：

吃、喝、拿、摸、打、来、去、走、坐、跑、取得、推广、发扬、选举、团结、修改、搜集、尊敬、服从、免得、惯于、进

行、禁止、开展、受到、防止、觉得、感 到、懒 得、认 为、以 为、主 张、打 算、停 止、继 续、能 够、可 以、应 该、愿 意、敢

于、值得等。

（2）不及物动词：不能带任何宾语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例如：

游行、呕吐、接吻、鼓掌、散步、迟到、转弯、奔跑、前进、起身、躲藏、发抖、休息、休养、生长、死亡、接头、恋

爱、结婚、工作、开幕、奋斗、旅行、上 学、考 试、毕 业、赛 跑、生 气、觉 悟、咳 嗽、流 动、播 音、失 败、点 名、充 电、放

假、睡觉、理发等。

有的动词只能带施事 宾 语 或 者 处 所 宾 语，因 为 带 了 宾 语，就 应 该 归 为 及 物 动 词，例 如：“来 了 一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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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武汉”。有的动词不同的义项应该归入不同的小类，例如“她笑了”的“笑”是“露出愉快的表情”的意思，

为不及物动词；“她笑你”的“笑”是“讥讽”的意思，属于及物动词。

2. 按照意义并参考功能进行分类

传统上，可以分为以下八类：

（1）动作动词，例如：打、吃、走、说、保卫、打扫、调查、整理

（2）使令动词，例如：请、派、叫、逼、要求

（3）心理动词，例如：想、爱、恨、妒忌、羡慕、了解、相信

（4）存现动词，例如：有、在、增加、减少

（5）趋向动词，例如：来、去、上来、下去、回来、过去

（6）能愿动词，例如：肯、敢、能、会、能够、可以

（7）判断动词，例如：是、如、叫、姓、等于

（8）形式动词，例如：加以、给以、予以、致以

3. 动词的特殊小类

（1）趋向动词。趋向动词有两个小类：单纯趋向动词和复合趋向动词。单纯趋向动 词 主 要 是 以 下 10

个：“来、去”以及“上、下、进、出、回、过、起、开”。复合趋向动词由“来”、“去”分别与其他 8 个单纯趋向动词

组合而成。例如：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开

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开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开去

趋向动词的语法特点是常用在另一个动词后作补语，表示动作的趋向，例如：跑上、飞进、走回、越过、爬

起、揭开、滑下来、撤出来、拿回去、接过去、散开去。但有的语义已经虚化，例如：唱起来、说下去。复合趋向

动词也可以单独作谓语，例如：他回来了、我们马上上去。

（2）能愿动词。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表示可能、必要或意愿。语法特点是只能带动词性宾语，可以构

成“不 V 不”格式。

A. 表示可能：能、可、会、能够、可能、可以

B. 表示必要：得（ｄěｉ）、应、该、应该、应当

C. 表示意愿：愿、想、要、肯、敢

（三）形容词

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是：

① 多数能够受否定副词“不”和程度副词“很”的修饰。

② 常作谓语、定语和补语。

③ 不能带宾语。

④ 部分形容词能够重叠。

形容词包括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

1. 性质形容词

性质形容词指能够前加“很”的形容词，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口语中经常儿化，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方式是

AB→AABB，如“干净→干干净净”。性质形容词重叠以后就变成了状态形容词，例如：大、小、多、少、高、低、

长、短、远、近、轻、重、快、慢、好、坏、冷、热、新、旧、强壮、细致、干净、热闹、整齐、成熟、正确、美好、重要。

2. 状态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也叫形容词的生动形式，表示程度比较高的意义，因而前面不能再加“很”，使用时后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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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的”，可比较自由地充当谓语、补语和状语。

状态形容词除了 AA（儿）和 AABB 之外，还包括以下几小类：

（1）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前面加一个表示程度的语素，例如：

雪白、血红、金黄、冰冷、冰凉、蜡黄、碧绿、漆黑、笔直、飞快、火热、通红、鲜红、煞白、死沉、稀烂、稀软、铁

青、滚烫、崭新、溜圆、喷香。

（2）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以及少数单音节名词加上重叠后缀。例如：

清灵灵、慢腾腾、湿淋淋、黏糊糊、乱糟糟、红通通、绿油油、黑压压、香喷喷、甜滋滋、酸溜溜、冷冰冰、亮晶

晶、赤裸裸、恶狠狠、懒洋洋、静悄悄、响当当、乱哄哄│血淋淋、汗津津、水灵灵、毛茸茸、泪汪汪、雾蒙蒙。

（3）性质形容词（也有个别名词）后面加上三个非重叠音节，例如：

黑不溜秋、灰不溜丢、白不呲咧、花不棱登、滑不唧溜、酸不溜丢、苦不叽溜、美不滋儿、甜不丝儿、脏不拉

叽、傻里呱叽、湿里呱叽、稀里糊涂、软里咕囊、黑咕隆咚。

（4）双音节形容词的一种贬义变式。例如：

马里马虎、邋里邋遢、流里流气、糊里糊涂。

（四）数词

数词表示数目和次序。表示数目的是基数词，表示次序的是序数词。

1. 基数词。包括：

（1）系数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两。

（2）位数词：十、百、千、万、亿。

系数词可以单用表示十以内的数目，也可与位数词组合成复合基数词表示较大的数目，如：二十、三百、

四千、五万、六亿。位数词一般不单用表示数目，只有当其前面的系数为“一”时，“一”有时可以省略，如：百

岁老人、千年古树、万人大会。“十”既是系数词，如：十个人；又是位数词，如：三十。作为系数词，“十”只能

与“万、亿”这两个位数词组合。

2. 序数词。现代汉语典型的序数词由系数词或复合基数词前加助词“第”构成，例如：第一、第二⋯⋯第

十、第十一、第三十、第一百零一⋯⋯

此外还有以下两种表示次序的方式：

（1）直接由基数词表示，例如：三层、五组、七行、八列、一百页、两千年，这时就可能有歧义，其中的数词

既可以表示数目，也可以表示次序。

（2）也可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名称或“Ａ、Ｂ、Ｃ、Ｄ”等英文字母来表示次序。

（五）量词

量词的语法特点是不单独使用，而是先跟数词组合成为数量短语，或者跟指示代词组成指量短语。量词

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

1. 名量词。名量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单位。包括以下几类：

（1）个体量词。主要指称单个事物，例如：个、位、只、头、口、匹、件、条、校、根、颗、块、枚、张、面、本、台、

架、座、辆、页、篇。其中“个”最常用，是通用量词。有的量词指称集体事物，例如：双、对、打（ｄá）、副、套、帮、

伙、群、队、组、排、窝、串、堆、批、捆。还有个别量词指称不定量事物，例如：些、点。

（2）度量词。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包括长度、重量、体积、时间、货币等。例如：厘、分、寸、尺、丈、里、

石（ｄàｎ）、斗（ｄǒｕ）、升、斤、两、钱、米、亩、克、吨、元、角、分、秒、分（分钟）、公里、公斤。

借用的名量词，主要由名词充当，直接出现在数词或指示代词之后。例如：一架子书、两口袋面、这床被

子、那箱子衣服。

2. 动量 词。 动 量 词 表 示 动 作 的 次 数。 例 如：次、回、下、番、通、气、阵、遍、趟、顿、场1（ｃｈáｎｇ）、场2

（ｃｈǎｎｇ）、把。

借用的动量词包括五类：（1）时间量词，例如：年、月、日、小时、钟点、分钟、秒钟；（2） 器官量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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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
獉

、踢一脚
獉

、打两拳
獉

；（3）工具量词，例如：砍一刀
獉

、放一枪
獉

、洗一水
獉

、敲一棍子
獉獉

；（4）伴随量词，例如：唱一

曲
獉

、走一步
獉

、喊一声
獉

、转一圈
獉

；（5）同形量词，例如：看一看
獉

、走一走
獉

、敲一敲
獉

、摸一摸
獉

。

（六）代词

代词是具有替代和指示作用的词。代词包括以下三类：

1. 人称代词。替代人或事物名称的词。例如：我、咱、你、您、他、她、它、我们、咱们、你们、他们、人家、别

人、自己、自个儿、大家、大伙儿。

人称代词主要用来指称人，只有“它”用来指物。“我、咱、我 们”是 第 一 人 称 代 词，代 表 说 话 一 方。“咱

们”一般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叫做“包括式”。“我们”一般只指说话人一方，叫做“排除式”。有时“我

们”也可以兼指听说双方。

2. 指示代词。用来指示和区别人或事物的代词。分为近指和远指两种：

“这”类为近指代词，例如：这、这儿、这里、这边、这么、这会儿、这样、这么样、这些、这么些。

“那”类为远指代词，例如：那、那儿、那里、那边、那么、那会儿、那样、那么样、那些、那么些。

3. 疑问代词。疑问代词是用来表示疑惑并提出问题的词。例如：谁、什么、哪、哪儿、哪里、多会儿、几、

多少、怎么、怎么样、怎样。

代词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词类，只是在“指代”这一点上有共同点。有的代词相当于

名词，例如：谁、我、你、他、这、那；有的代词相当于动词或形容词，例如：这样、那样、怎样。有的代词相当于

副词，例如：这么、那 么、怎 么。 也 有 的 代 词 相 当 于 数 词，例 如：几、多 少。 还 有 的 是 兼 类 的，例 如：什 么、

哪儿。

代词可以活用。比如疑问代词不表示疑问。例如：

（1）谁
獉

有事都找他帮忙。（任指）

（2）怎么
獉獉

方便怎么
獉獉

做。（承指）

（3）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獉獉

。（虚指）

（4）什么
獉獉

张三李四，我都不认识。（例指）

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也可以活用。例如：

（5）你
獉

看看我
獉

，我
獉

看看你
獉

，大家都不说。

（6）这儿
獉獉

瞧瞧，那儿
獉獉

看看。

（七）区别词

区别词单音节的有：金、银、男、女、正、副、单、双、雌、雄、公、母、荤、素等；双音节的有：双边、多边、木本、

草本、简装、精装、彩色、黑白、首要、次要、有偿、无偿、公立、私立、军用、民用、万能、西式、中式、男式、女式、老

式、旧式、新式、洋式、大型、中型、小 型、新 型、恶 性、良 性、急 性、慢 性、中 性、酸 性、碱 性、上 等、中 等、下 等、高

等、低等、优等、劣等、次等、高档、中 档、低 档、超 级、特 级、中 级、初 级、远 程、中 程、长 期、短 期、活 期、袖 珍、课

余、业余、孪生、独生、野生、亲生、立 体、后 起、现 行、稀 有、潜 在、无 私、唯 物、实 足、人 造、国 产 等。多 音 节 有：

流线形、综合性、多功能、多渠道等。

区别词的语法特点有两条：

1. 单独只能作定语，例如：金
獉

项链、男
獉

同志、雄
獉

激素、正
獉

处长、木本
獉獉

植物、活期
獉獉

存折。

2. 跟“的”构成“的”字结构，例如：女
獉

的、素
獉

的、次要
獉獉

的、上等
獉獉

的、中性
獉獉

的。

区别词跟形容词有点儿相像，但是不能作谓语，所以又叫“非谓形容词”。区别词跟名词也不同，不能作

主语或宾语，也不能受数量短语修饰。

（八）副词

副词的语法特点是只能作状语，少数还可以作补语。副词按照其主要义项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 程度副词：很、极、太、挺、好、怪、最、顶、更、稍、略、非常、格外、特别、十分、极其、尤其、比较、更加、相

871 第四章 语 法



当、稍微、略微、多么、越发、越加。

2. 范围副词：都、全、共、齐、净、只、仅、就、单、光、统统、一共、总共、几乎、一齐、一道、一概、一律。

3. 时间副词：刚、才、就、正、将、老、总、刚刚、已经、曾经、将要、立刻、立即、马上、赶紧、赶快、当即、顿时、

霎时、立时、向来、从来、一直、一贯、一向、素来、历来、永远、始终、随时、渐渐、时时、不时、偶尔、间或、忽然、常

常、时常、经常。

4. 否定副词：不、没、甭、别、没有。

5. 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难道、何尝、居然、究竟、到底、偏偏、索性、简直、也许、大约、难怪、未必、

一定、果真、果然、敢情。

一些常用副词的语义相当复杂，个性也特别强，因此需要一个一个地掌握。

副词可充当状语，应该为实词，但它的词汇意义实际上就是语法意义，并且具有封闭、黏着、定位等虚词

才具备的特点，所以兼具实词和虚词的某些特点。

（九）拟声词

拟声词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例如：叭、嗖、呼、轰、当、咣、嘎、咪、喵、汪、喔、哞、呛、扑通、咕噜、咔嚓、

轰隆、当啷、刷啦、咕咚、咣啷。

单音节和双音节的拟声词都可以重叠，例如：呼呼、汪汪、滴滴答答、滴答滴答。双音节拟声词还有一种

重叠变式，四个音节构成交叉的双声叠韵关系。例如：滴里嘟噜、咪里麻啦、乒零乓啷、噼里啪啦、叽里咕噜、

稀里哗啦。

拟声词可以单独成句，在句中主要作状语，重叠式加“的”，还可作谓语、补语和定语。

（十）叹词

叹词用来表示强烈感情和招呼应答。

表示感情的有：啊、唉、嗨、哟、呸、咦、嗯、哎呀、哎哟。

表示招呼应答的有：啊、喂、唉、哼、嗯。

叹词的语法特点 是：一 般 不 进 入 句 子 结 构，独 立 成 句。 有 时 可 以 作 谓 语 或 定 语，重 叠 以 后 也 可 以 作

状语。

练习题

一、在括号里填入合适的词，并指出属于什么词类，以及什么小类。

1. 我的（ ）个战友来了。

2. 他去过三（ ）上海。

3. 我不（ ）这种事。

4. 青年们要到（ ）去。

5. 桌子（ ）有什么？

6.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三个（ ）。

7. 他刚刚走（ ）顶楼。

8. 他会干这种事（ ）？

9. 你给我的书看完了，（ ）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

10. 这个人非常（ ）。

二、标明下列各组词的词性。

坚决———决心 可爱———热爱 荣誉———光荣 企图———意图 答案———答应

气愤———气魄 批语———批示 残杀———残忍 诱饵———诱惑 兴奋———兴趣

安心———担心 道歉———抱歉 安慰———欣慰 感激———感动 愉快———高兴

三、注明下列句中带黑线词的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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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马上开始这项工作。

2. 你说应该朝什么方面考虑？

3. 对这个学生的经历，老师们都很了解。

4. 三十岁以上的教师都可以享受休假。

5. 新老同学开始都需要出操。

四、鉴别下列带黑线的词，哪些是形容词，哪些是副词。

1. 这里风景的确不错———这里风景确实不错

2. 长久没有好处———永远没有好处

思考题

一、划分词类时形态标准和功能标准有什么区别？

二、你认为词类首先划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有没有价值？有人主张可以先分为“闭”和“开放”

两类，或者“自由”和“黏着”两类，你觉得如何？

三、你怎么理解虚词的意义？虚词的意义与它们的语法功能是什么关系？

四、有人把“副词”归入虚词，也有人归为“半实半虚词”，请你做一评论。

五、传统上，总是把“拟声词”和“叹词”归为虚词，本书则归为实词，你认为哪种比较合理？

第三节 虚词与词类划分理论

学习要点：掌握虚词使用的一些重要特点；了解词类划分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并能运用功能分析法

辨析一些易混词类。

一、汉语的虚词系统

（一）介词

介词的主要语法作用是引进跟谓词有关的对象，跟名词组合成 介 词 短 语，主 要 作 状 语，也 可 以 作 补 语。

例如：

从：从北京（来） 用：用笔（写）

对：对他（有利） 比：比他（聪明）

在：（坐）在椅子上 向：（走）向世界

常见的介词可以分为：

1. 所构成的介词短语表示跟动作有关的对象，例如：拿、把、将、连、替、被、让、叫、给、比、跟、同、和、论、

关于、对于、至于。

2. 所构成的介词短语表示动作的方式，例如：照、依、据、凭、靠、用、以、根据、按照、遵照、通过、为了。

3. 所构 成 的 介 词 短 语 表 示 动 作 的 处 所、时 间，例 如：在、于、当、临、趁、到、自、从、由、打、向、朝、住、

沿、顺。

（二）连词

连词的语法作用是把两个词、短语、分句或句子连接起来，以显示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比 如“小 张 小

李”、“你说我说”这两个短语就有可能分别是两种结构关系。例如：

（1）小张、小李都来了。（并列关系）

（2）小张、小李谁都行。（选择关系）

（3）因为你说，所以我说。（原因—结果关系）

（4）如果你说，那么我说。（假设—推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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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例（1）、（2）两个词之间加上一个连词，如“小张和小李”、“小张或小李”，这两个词构成的短语由于有

了“和”与“或”的连接，整体性增强了，而且逻辑关系也被限定了。例（3）、（4）的情况也是相同的。

连词可根据其所连接的对象分为以下三类：

1. 只连接词和短语的有：和、跟、同、与、及、或。

2. 只连接分句和句子的有：即使、既然、尽管、宁可、要么、如 果、尚 且、虽 然、与 其、只 要、不 过、然 而、否

则、可是、但是、那么、况且、从而、所以、因此、因而。

3. 既能连接词或短语，又能连接分句或句 子 的 有：并、并 且、而、而 且、或 者、还 是、只 有、因 为、由 于、不

管、不论、无论。

（三）助词

助词共同的特点是：黏着在词或短语上面，表示附加意义，附着在后面的一律读轻声。助词主要有以下

三类：

1. 结构助词：的、地、得

“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1）定语的标志，例如：伟大的祖国、工作的时间、生产的经验、战胜困难的勇气。

（2）附加在实词或短语的后面构成“的”字短语，它的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例如：父亲的、他的、写的、

写书的、他写的、强壮的、大型的。

“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例如：别生我的气、昨天进的城。

“地”是状语的标志。动词或动词短语、名词或名词短语作状语往往要加“地”，如：历史地看问题、赞成

地说、充满深情地望着。

“得”是补语的标志。如：搬得动、跑得很快、开展得轰轰烈烈。

2. 时态助词：了、着、过

“了”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状态、变化的实现。例如：走了三天、看了两本、短了一

截、富了千万家。

“着”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例如：唱着、写着、打着、堆着、坐着、躺着。

“着”也可用在部分单音节形容词后面表示性状的持续，例如：忙着、闲着、亮着、黑着、空着、凉着。

“过”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经历过某种动作或变化，例如：说过、来过、吃过、穷过、年轻过。

3. 其他助词：似的（一样）、所、给、看、来、把、们、第、初、等、等等

“似的（一样）”是比况助词，用在比喻句中喻体的后面，表示一种比喻，经常和“跟”、“像”搭配使用，例

如：像花儿似的、跟玩儿一样。

“所”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跟介词“被”、“为”相照应，用在动词前构成被字句。例如：被我所发现、为人

所不齿。二是用在 及 物 动 词 前，构 成 名 词 性 短 语，表 示 动 词 的 受 事，如：所 见（见 到 的 东 西）、所 闻（听 到

的东西）。

“给”用于被字句或把字句中主要动词前，与前面的介词相照应，如：被他给骗了、让风给刮走了、把他给

气坏了。

“看”用于重叠式动词后，读轻声，表示尝试，例如：说说看、试试看、研究研究看、商量商量看。

“来”用在“十”或末位为“十”的多位数之后，表示概数。一般表示略多于数词所表示的数量，例如“十来

个人”、“四十来岁”，也可以表示略多或略少于这个数目，例如：“五百来人”、“一万来人”。

“把”用在“百、千、万”后面，表示说话人认为数量不大，如：百把人、千把斤粮食、万把块钱。

“们”用在指人的名词或短语后面，读轻声，表示不定量的多数，例如：同志们、同学们、老师和学生们、父

老乡亲们。动物、植物，甚至事物在拟人手法中也可以用“们”，例如：金鱼们、小花儿们、石头们。当名词前

面有数量短语时不能再用“们”。

“第”、“初”用在序数词之前，表示次序，例如：第一、第二、初一、初二。但是“初”只限于“十”之内。

“等”有两种用法：第一，表示列举未尽，例如：“我国有北京、上海等四个直辖市”；第二，表示对以上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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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总计，例如：“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四个直辖市”。

“等等”只表示列举未尽，不能用在专用名词之后，后面也不能再有名词，例如：“今年校运会的比赛项目

有田径、游泳、射击、体操等等。”如果表示还有许多没有列举，可以重复使用，例如：“我们买了不少水果，西

瓜、苹果、葡萄，等等等等。”

（四）语气词

一般用于句末，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语气，永远黏着、后附、轻声。

1. 表陈述语气。“了”表示一种变化的新情况的出现，“呢”表示提醒，“来着”表示刚刚发生过，“着呢”

表示对事实的确认。例如：

（1）下雨了。（刚才还没下。）

（2）领导还没有研究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3）他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怎么转眼就没影儿了？）

（4）他说话厉害着呢。（你可不知道。）

2. 表疑问语气。“呢”用在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句末，表示深究的语气；“吗”和“吧” 都用在是非疑

问句末，只是“吗”表示怀疑的程度比较大，疑大于信；“吧”表示怀疑的程度比较小，信大于疑。例如：

（1）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呢？（特指问）

（2）今天是星期三吗？（是非问）

（3）今天是星期三吧？（是非问）

3. 表祈使语气。“吧”口气比较缓和，有商量的意味；“啊”在肯定祈使句中有催促的意味，在否定祈使句

中有强调劝阻的意味。例如：

（1）事情很急，请你跑一趟吧。

（2）你还磨蹭什么，快写呀！

（3）你千万可别这样想啊！

4. 表感叹语气。主要是“啊”，“呀、哇、哪”都是“啊”的语音变体。例如：

（1）好漂亮啊！

（2）多么蓝的天哪！

语气词也可以出现在句中，主要用在主语之后，起显示“话题”的作用，并引起对下文的注意；也可以用在

列举、举例的成分以及表示假设的成分之后。例如：

（1）这本书（呢、吧、么），我是看过了。

（2）你要说怕吃苦吧，怕受累吧，那倒不是。

二、虚词的辨析与使用

汉语所要表示的种种语法意义通常是由虚词来承担的，除了虚词，介于实词与虚词之间的副词作用也非

常突出。传统的虚词也包括副词。

（一）正确把握虚词的语法意义

虚词的语法意义不容易捉摸，重要的是在比较中进行辨析。

1. 把同义或近义的虚词放在一起比较辨析。例如“常常”和“往往”都表示“经常性发生”。但实际上两

者的意义还是有差别的。试比较：

（1）每逢假期，他常常去旅游。 / 每逢假期，他往往去旅游。（有规律）

（2）他常常去图书馆看书。 /他往往去图书馆看书。（无条件）

（3）以后，请你常常到这里来玩。 /以后，请你往往到这里来玩。（将来时）

可以用“常常”的地方，不一定能用“往往”，从中可以体会到：“往往”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某种条件下带

规律性的动作行为，因此，无条件的或将来时的都不能用“往往”；“常常”则没有这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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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意义相对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例如“把”和“被”，一个引进的主要是受事，一个引进的

主要是施事。例如：

（1）中国队把日本队打败了。 / 中国队被日本队打败了。

（2）弟弟把书弄丢了。 / 书被弟弟弄丢了。

再比如语气词“吧”和“吗”，都出现在是非问句里，但语义却是对立的。例如：

（3）你很可能姓李吧？ /你很可能姓李吗？

（4）今天八成是星期天吧？ /今天八成是星期天吗？

“吧”表示基本上相信，但还有少许疑问，所以要对方给以确认，句中可以出现“很可能”、“八成”等词语；而

“吗”则只是略有所知，要求对方回答，所以不可以有“很可能”、“八成”等词语同现（除非理解为反问句）。

3. 把包含有这个虚词的句子跟去掉这个虚词的句子进行比较分析。例如语气词“了”，有它没它对语义

表达很有关系。例如：

（1）今天上三堂课。

（2）今天上三堂课了。

例（1）没有“了”，只是宣布一种情况“今天只上三堂课”；例（2）多了个“了”，则表示已经上完三堂课，暗示下

面还要继续上课。

（二）准确掌握虚词的用法

虚词的用法相当复杂，同类的虚词，甚至意思差不多的虚词，在用法上都可能有区别，往往要一个一个地

考察。对于虚词的用法，大致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考察，即同类或同义的虚词可能 在 以 下 八 个 方 面 存 在

差别。

1. 适应不同的句类

所谓句类是指句子的语气分类，一般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同类的虚词有的可能在适

应的句式上存在差别，比如“或者”和“还是”，都是表示“选择”的连词，但“或者”只能用于陈述句，而“还是”

主要用于疑问句，即使用于陈述句，也含有疑惑的意思。例如：

（1）暑假里，我们或者去杭州，或者去苏州。

（2）你是去杭州，还是去苏州？

（3）我不清楚他是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

再如副词“很”和“好”都表示程度深，但“好”多与语气词“啊”配合，用于感叹句中，而“很”多用于客观的陈

述，即使是加上语气词“啊”，也不如用“好”的感叹语气强烈。试比较：

（4）好棒啊！ / 你好没志气呀！

（5）很棒啊。 / 你很没志气呀。

2. 适应于功能不同的词和短语

词和短语都可依照其语法功能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名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副词性

词语等。同类甚至是同义的虚词往往配合不同语法功能的词语。例如“和”、“并”、“而”都是连词，但“和”多

用来连接名词性词语，“并”多用来连接动词性词语，“而”一般用来连接形容词性词语，例如：

（1）工人和农民（名词性词语）

（2）讨论并通过（动词性词语）

（3）光荣而伟大（形容词性词语）

“和”如果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间，是有条件的。“并”和“而”决不能连接名词。“并”和“而”之间也不能互

相替换。再如“只有”和“只要”都是连词，表示条件，但“只有”可以连接名词性短语和介词短语，而“只要”只

能连接动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例如：

（1）只有付出真情的人才能赢得真情。

（2）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改变集体做出的决定。

（3）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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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只有你亲自去请，他才会来。

例（1）、（2）的“只有⋯⋯才⋯⋯”不能换成“只要⋯⋯就⋯⋯”，例（3）、（4）就可以。

3. 与之组合的成分音节多少不同

有的虚词要求与之组合的词语有音节长短的限制，一般地说是在要求单音节和多音节上有所不同。如

“非常”和“极其”、“极为”的区别除了后两个词只用于书面外，还有对它们所修饰的词语的音节要求不同，

“非常”修饰的成分单音节、多音节都可以，而“极其、极为”修饰的成分必须是多音节，多为双音节。例如：

（1）非常重 / 非常沉重

（2）极其重、极为重 / 极其沉重、极为沉重

再如助词“所”可以加在及物动词前面，构成名词短语，这时要求其后的动词必须是单音节的，不能是双音节

的，除非在后面加上“的”才行。例如：

（1）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剩不多 /所看见、所听见、所得到

（2）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得到的

再如“永”和“永远”都是副词，意义也差不多，但“永”要求紧随其后的词一般是单音节的，“永远”没有这个限

制，试比较：

（1）永在、永不后退、永放光芒、永无止境 /永前进、永没有尽头

（2）永远在、永远不后退、永远前进、永远没有尽头

4. 与之组合的成分肯定与否定不同

不同的虚词对与之组合的词语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虚词只与否定形式组合，

如“从”和“从来”都是副词，都表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的意义，但“从”只能与否定形式相组合，不能跟

肯定形式相组合，而“从来”没有这个限制。例如：

（1）从不骄傲、从没有为自己打算 /从如此、从都守纪律

（2）从来不骄傲、从来没有为自己打算 / 从来如此、从来都守纪律

再如副词“决、断”和“定”都表示“一定”的意思，但“决”和“断”只同否定形式组合，而“定”后面跟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都可以。例如：

（3）决不可以、决没想到 /决有此事

（4）断不可以、断没想到 /断有此事

（5）定不同意、定无此事 / 定有蹊跷、定能完成

有的虚词只能与肯定形式组合，如介词“把”、“被”组成的介词短语后面只能与肯定形式相组合，不能跟否定

形式相组合。例如：

（6）把东西拿走 /把东西不拿走、把东西没拿走

（7）被我军打败 /被我军不打败、被我军没打败

5. 与之组合的成分简单与复杂不同

所谓简单形式是指单个的词，复杂形式是指两个以上词的组合。有的虚词要求与之直接组合的成分是

个简单形式，如结构助词“的”和“所”都可以附着在动词上形成“的”字短语和“所”字短语，使动词名词化，但

“所”只能与单个动词相组合，如：所想、所为、所说、所得、所见。而“的”可以与单个动词组合，也可以跟动词

性短语甚至主谓短语组合，如：说的、说我的、他说的。再如“终究”和“必将”、“往往”和“常常”、“恐怕”和

“也许”、“略微”和“比较”，每对副词的意思都差不多，但前者要求所修饰的成分必须是个复杂形式，而后者

没有这个要求。例如：

（1）我们终究会取得胜利。 /我们终究胜利。

（2）我们必将会取得胜利。 / 我们必将胜利。

（3）每到节假日，他往往来我家。 /每到节假日，我家他往往来。

（4）他常常来我家。 / 我家他常常来。

（5）略微高一点。 /头略微高。

（6）比较高一点。 /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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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相关成分的位置不同

同类甚至是同义的虚词可能在与相关成分的位置上表现不同。如介词“关于”和“对于”表示的意义有

相似之处，但“关于”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时，只能出现于主语之前，而“对于”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时在

主语前和主语后都可以。例如：

（1）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发表意见。 /他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

（2）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有发表意见。 / 他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

再如介词“自、从、打”都表示运动的起点，但由“自”构成的介词短语可以用于动词之前，也可用于动词之后，

但“从”和“打”构成的介词短语只能用于动词之前，不能用于动词之后，试比较：

（3）朋友自远方来。 / 朋友来自远方。

（4）朋友从远方来。 /朋友来从远方。

（5）朋友打远方来。 /朋友来打远方。

7. 与之相配合的词语不同

虚词的用法不只表现在与之直接搭配的成分如何，还可以表现在对非直接成分的要求上，有的虚词要求

在其前或其后有其他的相关词语与之共现，即与之配合起来一起使用。最常见的是复句中的关联词语往往

是成双成对、前后呼应使用的。例如“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这些词语的配合虽然不是强制性

的，但往往是常规性的。例如下面这些词语就常常前后搭配着使用：

正⋯⋯着呢：我正忙着呢。

已经⋯⋯了：他已经走了。

曾经⋯⋯过：他曾经来过。

多么⋯⋯啊：多么高兴啊！

怪⋯⋯的：怪累的。

何必⋯⋯呢：你何必要这样呢？

本来⋯⋯嘛：本来还可以嘛。

难道⋯⋯吗：难道你还不信吗？

难道（莫非）⋯⋯不成：难道他会吃了你不成？

不过（无非、只是、仅仅）⋯⋯而已（罢了）：他不过说说而已。

非⋯⋯所⋯⋯：这件事非我所为。

非⋯⋯不⋯⋯：非说不可。

被（叫、让）⋯⋯给⋯⋯：他被人给骗了。

还⋯⋯就⋯⋯：还没说完就走了。

为⋯⋯而⋯⋯：为祖国而战。

8. 与之发生关系的成分是否可缺省

虚词一般要与实词结合在一起，单独往往不能发挥作用。但有的虚词也可以缺少该有的实词成分，如介

词一般要求后面要带上名词，但有的介词可以不带名词，如“被、叫、让”都是表示被动的介词，但是在可缺省

名词这一点上，“被”经常缺省，“叫、让”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例如：被打、被骗、被封锁、被打败、被评为劳模。

例中的“被”都不能换成“叫”或“让”。再如连词就是连接词语或分句的，单独一个连词一般不能成句，但情

况也不一样，如“所以”、“因此”、“因而”都是连接结果分句的，但“所以”可以说成“所以嘛”，“因此”和“因

而”就不行。副词“然后”可以单独用来提问，如“然后呢？”。副词中的大部分都不能缺省后面的中心成分而

独立，有一小部分可以，如“马上、的确、当然、未必、何必”等都可以。

三、词类划分的理论

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别，它以某种语言的全部词作为划分对象。而词性则是指某一类词所共

同具有的语法功能，它是对该类词内部的每一个词而言的。可见，词类是就词的整体而言，词性是就词的个

体而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幸福”这个词，根据它的语法功能，应该归入形容词这个词类；也可

581第三节 虚词与词类划分理论



以说“幸福”这个词具有形容词的词性。

语法要求“词有定类，类有定词”。我们虽然制定了划分词类的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会碰到许多

困难。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有关词类划分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相近词类的辨析，并加强

对个别词词性的鉴定工作。

（一）实现的功能和潜在的功能

在确定某个词的词类时，我们不能只根据它在某个具体语法结构中已经实现了的语法功能来判断，而必

须考虑到它所有的语法功能，也就是要考虑到它潜在的语法功能。只有这 样，我 们 的 判 断 才 会 正 确。例 如

“他很同情”和“确实不错”，如果只根据“同情”受“很”修饰，就说它是形容词；只根据“确实”可以作状语而

认为它是副词，那就错了。因为“同情”还可以带宾语，因此应该是动词，“确实”还可以受“很”的修饰，应该

是形容词。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个词在某一个语法结构实现了的语法功能来确定它的词性，而

必须综合它所有的语法功能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语法功能、语法特点和划类标准

某类词的语法功能是指该词类所有词都具有的共性。这种共性很多，有的还可能跟别的词类发生交叉，

详细描述这些语法功能是语法词典的任务，因此，事实上我们只关心该类词才具备而别的词类不具备的语法

功能，也就是它的个性，这种带有区别性特征的语法功能叫语法特点。但是我们在划类时，实际上不必考虑

所有的语法特点，而只要掌握具体的划类标准，因此，能够准确而简便地区分出某类词的语法特点就是划类

标准。标准是越少越好，最好只有一条。因此有必要在语法特点中确定真正管用的划类标准。从数量上讲，

语法功能 > 语法特征 > 划类标准。例如，确定副词就只要一条标准：只能作状语的是副词。

（三）共性、个性及其类别的归属

汉语的十四个词类实际上只是最基本的类，根据它们的共性，可以归纳为更大的类。比如汉语中动词和

形容词分属两类，但二者仍然有不少共同之处，可以受否定副词“不”的修饰，可以充当谓语，等等。二者跟名

词形成明显对立，所以合称“谓词”；而名词以及跟名词功能相类似的人称代词、名量词则合称“体词”。另一

方面，任何一个词类的内部，成员之间在形态、意义和功能上都不可能是均衡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共性中具

有各自的个性，根据这种个性，在大类之中还可以再分出小类来，这样，大小词类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交

叉，从而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比较严密的系统。

（四）排除古汉语和方言的干扰

我们在考察词的语法功能的时候，要根据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事实来分析，因而要排除古汉语和方言的干

扰。比如在现代汉语里，名词不能直接受数词的修饰，必须在中间加上一个 量 词。但 在 古 代 汉 语 中 是 可 以

的，如“一人一马”、“二桃杀三士”。再如“金、银、男、女”在现代汉语中不是名词，而是区别词，不能作主语、

宾语，不能受数量词修饰。但在古代汉语里它们都是名词，特别是古代汉语的某些用法在成语或某些习惯说

法中保留下来，例如“三言两语、不男不女、披金戴银”等等，更加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方言的情况也是这样，

比如河南有的方言里，一般动词都可加上“很”，表示动量大，如“很说”即为“说个没完”的意思。这些古汉语

和方言的事实都不能用来否定现代汉语的一般规律。

（五）词的跨类现象

一个语音和文字形式相同的词可能表现出两类词的语法功能，这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 兼类：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 A 和 B 两类词的语法功能，意义上又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兼类词。

其中主要有：

兼属名词和动词：锁、锄、锯、病、伤、药、电、漆、锈、网、尿、教 练、指 导、指 挥、代 表、领 导、参 谋、翻 译、编

辑、报告、申请、检查、工作、生活、战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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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属名词和形容词：圆、尖、红、美、平常、累赘、方便、困难、错误、麻烦、秘密、热情、威风、内行、外行、经

济、科学、民主、精神、道德、矛盾。

兼属动词和形容词：热、冷、饿、破、端正、巩固、集中、坦白、负责、确定、肯定、密切、严密、统一、公开、明

确、严肃、严格、满足、丰富、繁荣、暴露、明白、方便。

兼属区别词和副词：长期、无限、基本、临时、高速、额外、永久、主要。

兼属动词和介词：在、对、给、到、向、朝、跟、同、比。

兼属连词和介词：和、跟、同、因为、为了。

2. 同音：两个词同音又同形，而语法功能分别属于 A 和 B 两类词，但意义上没有什么联系，这是语法上

的同音词。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意义毫无联系，包括历史上的联系，完全是两个偶然同音同形的词，例如

“伏”是动词，又是表示电压单位的量词，这两个词意义没有任何联系，又如：喂（动词、叹词）、足（名词、形容

词）、花（名词、动词）、会（名词、动词）。二是在历史上可能存在意义上的联系，但是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人已

看不出这种联系了，这也应该看做同音词，如“张”，可以是动词，如“张口”，也可以是量词，如“一张纸”。这

类同音词还有：雪（名词、动词）、火（名词、形容词）、痛（动词、副词）、硬（形容词、副词）、挺（动词、副词）、所

（名词、助词）等。

3. 活用：某个词属于 A 类，是 由 于 表 达 的 特 殊 需 要，偶 尔 被 用 作 B 类 词，这 属 于 临 时 性 的“活 用”。

例如：

（1）别太近视眼
獉獉獉

了。（活用为形容词）

（2）他比女人还女人
獉獉

。（活用为形容词）

4. 借用：某个词通常被看做 A 类，但在词汇意义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临时“借用”为 B 类，而且这种

用法是全社会公认的。如一些表示容器、肢体以及工具的名词直接出现在数词后面时，是“借用”为量词，例

如：一桶油、三车煤、画一笔、咬一口、打两巴掌。

区别同音词和兼类词的关键在于看它们的词义是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有密切联系的是兼类词，如果

没有什么联系的是同音词。如果由于一个兼类词使得某个短语产生歧义，那么要知道这个词的词性，就得通

过上下文了解了它的意义才能确定，如“系统的功能”和“平常的日子”都是歧义短语，要确定“系统”和“平

常”是名词还是形容词，那就看它在具体上下文中表达什么意思了。再 如 在“科 学 的 春 天 到 来 了”中 的“科

学”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也得看它在这句话中的具体含义，如果要理解成形容词，“科学”和“春天”就不能搭

配了，因为春天没有科学不科学之分。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词的词性。

软件 多媒体 开心 未来 架次 酷 以前 平淡 俺 再三 既然 股票 明晃晃 等于 愿意

网络 丢 蜡黄 风趣 已 想法 至于 慢性 谁 这么 袖珍 偷偷

二、区别下面带黑线的同形词，指出它们各自的词性。

1. 弟弟比他小三岁———你比不上他

2. 你让妹妹一点儿———他让老师批评了一下

3. 这孩子好聪明———这是个好孩子

4. 墙壁挺白的———他白来了一趟

5.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三、区别下列句子中的“没有”（动词 / 副词）、“是”（动词 / 副词）、“的”（助词 / 语气词）、“了”（助词 / 语

气词）、“一样”（形容词 / 助词）的词性。

1. 你美国去过没有？

2. 一下雪，这里就没有烧的。

3. 他没有工作。

4. 这辆车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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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是个当老师的。

6. 这本书是他借来的。

7. 他买了书就回家了。

8. 妹妹已经是大学生了。

9. 开饭了，吃了再走吧。

10. 脸色跟纸一样。

11. 这支笔跟那支笔一样。

12. 他跟孩子一样。

四、指出下列句中有下画线的词的词性。

1. 这位明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2. 他在部队的时候很遵守纪律。

3. 你将来想做什么？

4. 在中国家庭中，彩色电视机拥有率很高。

5. 慢慢说，别着急。

6. 工作干不完，他是不会休息的。

7. 啊，澳门，你经历了几百年与母亲隔绝的痛苦岁月！

8.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了吗？

9. 他把书给弄丢了。

10. 身体比过去瘦了，但学问比过去多了。

11.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在以百倍的热情建设自己的国家。

12. 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13. 我跟领导反映过你和他的意见。

五、给下列句中的 ｄｅ 注上汉字，并指出这些汉字代表的词所起的语法作用。

学 ｄｅ 好 ｄｅ 是应该帮助学 ｄｅ 差 ｄｅ 尽快 ｄｅ 赶上来 ｄｅ。

六、名词一般不受副词的修饰，但有例外，请举出名词受副词修饰的例子。

七、举例说明下列词的语法功能，指出它们的特殊性是什么，并谈谈对它们词性的看法。

高速 临时 共同 非法 主要 基本 永久 自动

八、下列词是否是兼类词，如果是，指出兼属什么词类。

铁 左 忙 打 犁 在 清楚 热情 动作 建筑 丰富

九、举例说明“高、远、重、宽、长、厚”这些词的语法功能，并谈谈你对这些词类归属的看法。

十、“高明”是形容词，但在“另请高明”中是指“高明的人”的意思，能不能据此说“高明”是形容词兼名

词？“手”作为“手脚”的“手”是名词，但在“人手一册”中，《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是“拿着”的意思，这样一来

能否说“手”是名词兼动词？谈谈你的看法。

十一、下列各句中“去”的词性是否相同，为什么？

1. 你去吧。

2. 别让他去了。

3. 他不同意去。

4. 去是对的。

5. 不去也好。

6. 去不去都行。

十二、指出下列每组中的两个副词、介词或连词在用法上的区别。

马上———眼看 从———自从 向———朝 哪怕———不管

或者———还是 只有———除非 极———极为 分外———格外

十三、根据下面四个例句，比较副词“千万”和“万万”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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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2. 你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3. 你千万要小心！ /你万万要小心！

4. 他万万想不到。 /他千万想不到。

思考题

一、如果按照封闭、定位、常用、不能自相组合、意义抽象、不能单独成句这几条特点看实词类中的有些

小类词，想想有哪些类似虚词？

二、请找两个意义相近的虚词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它们有什么差异，并举例说明。

三、既然我们平常分辨一个词的词性往往是根据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干脆就把词义作为划分词类的标

准，到底行不行？

四、“和”出现在动词或形容词之间有什么条件？

第四节 短语及层次分析法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语各类短语，包括词组和结构的特点及作用，并掌握层次分析法的三个原则：

结构原则、功能原则和意义原则，能够准确分析各类复杂短语的层次关系。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构成的句法结构单位叫短语。它是在语义上能逐层贯通，在结构上能逐层搭配

起来的没有句调的一组词。短语有两类：

实词与实词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起来的短语叫“词组”。短语（词组）类型，主要根据词组各组成成

分的词性、组合方式及其所形成的语法关系形式来分类，包括：偏正词组、述宾词组、述补词组、联合词组、主

谓词组、同位词组、兼语词组和连谓词组等八类。

实词与实词的非结构组合以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叫“结构”。短语（结构）类型，主要 用 实 词 或 虚 词 的

名称来命名，实词与实词的组合包括：量 词 结 构、方 位 结 构；实 词 与 虚 词 的 组 合 包 括：介 词 结 构、“的”字

结构。

一、短语（词组）

（一）偏正词组

偏正词组前面的成分修饰、限定后面的成分，前面是修饰语，后面是中心语。偏正词组分为两类：定心

词组和状心词组。

定语由形容词、名词、量词结构充当时，不一定要用“的”，而由各类词组充当时，通常都要借助于“的”来

连接。定心词组的修饰语叫定语，跟中心语构成种种语义关系。例如：

木头房子（质料） 新书（性质） 高高的个子（状态）

绍兴黄酒（产地） 三只鸟（数量） 写字的桌子（用途）

状语由副词以及时间、处所名词充当时，通常不用“地”，而由形容词、动词、名词以及各类词组充当时，一

般要借助于“地”来连接。

表示状心词组的修饰语叫状语，跟中心语也形成种种语义关系。一种表示描写性的，描写动作的变化或

情状的变化；一种表示限制性的，从时间、处所、范围、对象、目的等方面进行限制。例如：

仔细研究、热烈祝贺、激动地说、兴奋地回答（描写性状语）

十分激烈、已经结束、立刻动身、从今天起（限制性状语）

区别定心词组和状心词组的方法主要依据中心语来判断：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前面的修饰语一般应该是

定语；谓词（动词或形容词）或谓词性词语前面的修饰语一般应该是状语。此外，还要看修饰语的性质以及整

个偏正词组所处的语法位置。名词或人称代词作修饰语，不管它的中心语是动词还是形容词，一般应该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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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副词作修饰语，不管它的中心语是名词还是量词结构，一般应该是状语。例如：

（1）群众的支持 / 温度的下降 / 他们的精明 / 夜晚的温柔（定心短语）

（2）才星期三 / 刚五个人（状心短语）

（二）述宾词组

述宾词组，前后是支配与被支配、关涉与被关涉的关系。述语主要由及物动词充当，宾语一般是体词或

体词性短语，也可以是谓词、谓词性短语或主谓词组。根据这一特点，动词可以分为三类：

1. 体宾动词：只能带体词性宾语的及物动词。例如：吃、喝、吸、拿、摸、摘、拉、搬、抱、打、砸、扔、捉、挖、

拣、接、踩、踏、追、借、偷、买、换、栽、取得、推广、发扬、选举、团结、修改、搜集、尊敬、服从、推翻、侵略、调动、攻

击、搜捕、欺骗、驾驶、出现。

2. 谓宾动词：只能带谓词 性 宾 语 的 及 物 动 词。如：惯 于、进 行、禁 止、开 展、受 到、防 止、觉 得、感 到、懒

得、认为、以为、主张、打算、建议、开始、结束、停止、继续、能够、可以、应该、愿意、敢于、值得。

3. 兼宾动词：既能带体词性宾语，也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及物动词。如：看、听、想、说、问、学、劝、爱、忘、

搞、答应、邀请、欢迎、帮助、领导、批 准、承 认、争 取、限 制、保 证、申 请、指 导、研 究、发 现、喜 欢、害 怕、忍 受、知

道、认识、相信、注意、考虑、同意、怀疑。

根据带宾语的特殊情况，还有两类动词需要引起注意：

4. 双宾动词：能够带双宾语的动词，有的表示“给予义”，例如：送、给、卖、递、嫁、扔、交、教；有的表示

“取得义”，例如：取、买、拿、偷、捡、娶。有的表示“认定义”，例如：告诉、回答、教、问、选。

5. 黏宾动词：单独不能使用，必须永远带着宾语。例如：具有、属于、成为、懒得、企图。

（三）述补词组

述补词组前后是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根据带不带标志“得”的情况，补语可以分为几类：

1. 数量补语：不能带“得”，由量词结构说明动作的次数或动作延续的时间。例如：

敲了三下 / 回来一趟 / 睡了半小时 / 等一分钟

2. 情态补语：必须带“得”，说明动作或有关事物的状态。例如：

说得上气不接下气 / 气得脸都发青 / 方便得没话说 /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3. 结果补语：不带“得”，表示动作的结果。结果补语可以是形容词或动词充当。例如：

长大 / 变小 / 说好 / 说清楚 / 洗干净 / 听懂 / 学会 / 做到 / 画成 / 取走 / 说完

4. 趋向补语：不带“得”，表示动作的趋向。例如：

跳上 / 拉下 / 跑进去 / 爬出去 / 开回来 / 翻过去

5. 可能补语：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中间插入“得 / 不”，表示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例如：

长得（不）大 / 变得（不）小 / 听得（不）懂 / 学得（不）会 / 做得（不）到

跳得（不）上 / 拉得（不）下 / 跑得（不）进去 / 爬得（不）出去

6. 程度补语：补语是副词构成，表示程度。例如：

喜欢极了 / 好得很

（四）联合词组

联合词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分组成，并构成并列、承接、选择或者递进等关系。例如：

（1）学校和工厂 / 北京、上海、广州（并列关系）

（2）讨论并通过（承接关系）

（3）升学或就业（选择关系）

（4）积极而且热情（递进关系）

联合词组的构成，既可以是词与词的联合，也可以是词组与词组的联合，还可以是词与词组的联合，不论

是何种语法单位的联合，都必须是语法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其次，只有表示并列关系的，其构成成分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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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连词来连接，如：“锅瓢碗勺柴米油盐醋”、“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即使这样，为了显示层

次、分清主次等需要，并列关系的联合短语，也经常使用连词来连接有关的成分，例如：

（1）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显示辈分层次）

（2）各国驻华使节及其他外宾（分清内容主次）

（五）主谓词组

主谓词组，前后有被陈述和陈述的关系。主谓词组的谓语主要有三种情况：

1. 动词性谓语：思想解放

2. 形容词性谓语：行为端正

3. 名词性谓语：今天星期三

（六）同位词组

同位词组前后成分所指内容相同，在句子中充当同一个句法成分，意义上构成复指关系。这主要有以下

几种类型：

1. 通名与专名同位：首都北京 / 京剧《空城计》/ 鲁迅先生 / 周恩来总理

2. 别称与本称同位：春城昆明 / 宝岛台湾 / 智多星吴用

3. 数量短语构成的同位：夫妻二人 / 祖孙三代 / 语法修辞两门

4. 人称代词构成的同位：我们自己 / 你们几位 / 他们夫妇 / 我张老三

5. 指示代词构成的同位：星期一这天 / 他这个人 /1999 年那年 / 香港那个城市

同位短语与偏正短语不同，同位短语两个成分之间一定不能插入“的”，只能插入诸如“这⋯⋯”一类的

结构。如“‘山’字”只能说成“‘山’这个字”，不能说成“‘山’的字”。又如“梁军同学”虽然可以说成“梁军

的同学”，但意思已发生变化；要保持原意，只能说成“梁军这位同学”。

（七）连谓词组

连谓词组表示连续的几个动作。汉语中，两个动词连用，有可能构成各种句法结构。例如：

（1）联合公布 / 笑着说 / 躺着看书（偏正词组）

（2）抽烟喝茶 / 分析研究 / 讨论通过（联合词组）

（3）喜欢看电影 / 反对做假（述宾词组）

（4）疼得直哭 / 哭得头昏脑涨（述补词组）

（5）争论停止 / 游行结束（主谓词组）

（6）举手表决 / / 骑车进城（连谓词组）

其中，只有例（6）才是连谓词组。连谓词组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词组，所有的动作都是由主语所代表的主体

发出来的，而且动作都具有前后的顺序。常见的类型有：

1. 表示前后动作，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例如：

上街买菜 / 进城看戏 / 坐下来学习

2. 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说明一个动作。例如：

拉着手不放 / 站着不走

3. 由动词“来”“去”跟其他动词构成。例如：

来骑马 / 去上班 / 查资料来 / 游泳去

4. 由动词“给”跟其他动词构成。例如：

送一本书给他 / 买了辆车给我

5. 由动词“有”“没有”跟其他动词构成。例如：

有希望去日本 / 有话慢慢说 / 有病不能来

6. 前面动词的受事宾语也是后面动词的受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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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杯茶喝 / 买本书看

（八）兼语词组

兼语词组是由一个述宾词组跟一个主谓词组套叠而成，述宾词组的宾语兼任主谓词组的主语。典型兼

语词组的谓语动词往往带有使动性。例如：

请他来 / 使祖国富强 / 派你去西安 / 选班长做代表 / 有人敲门

构成兼语词组的使令动词主要有：“使、请、派、选、催、逼、劝、让、叫、称、留、求、要、喊、命令、动员、发动、

组织、号召、通知、鼓舞、鼓励、激励、领导、指导、禁止、阻止”等；此外，“有”、“没有”以及某些动词性词语，在

一定的语境里，也能够构成兼语短词组。

二、短语（结构）

（一）量词结构

量 词 结 构 是 指 量 词 跟 在 其 他 词 语 后 面 组 合 而 成 的 结 构 ，它 可 分 为 数 量 结 构 、指 量 结 构 和 疑 量 结 构

三 小 类 ：

1. 数量结构：一个、三次

2. 指量结构：这本、那个

3. 疑量结构：哪条、几趟

量词结构的三个小类可以相互组合成比较复杂的结构。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数量结构和指量结构组合。例如：

这本 + 三本→这三本 那条 + 五条→那五条

每次 + 两次→每两次 各年 + 十年→各十年

第二，数量结构和疑量结构组合。例如：

哪题 + 四题→哪四题 哪辆 + 八辆→哪八辆

第三，“几 + 量词”是疑量短语，可以跟“哪”、“那”、“这”等组合。例如：

哪只 + 几只→哪几只

这只 + 几只→这 / 那几只

（二）方位结构

方位结构是指方位词跟在其他词语后面组合而成的结构，通常表示处所、时间或范围意义；如果方位词

是“上”、“中”、“下”，还可表示方面、条件或过程等意义。例如：

（1）山坡前 / 森林中 / 教室里（表示处所义）

（2）晚饭后 / 手术前 / 学期中（表示时间义）

（3）杂志上 / 世界上 / 计划中（表示范围义）

（4）理论上 / 口头上 / 思想上（表示方面义）

（5）改革中 / 讨论中 / 会谈中（表示过程义）

（6）（在）压力下 / 领导下 / 帮助下（表示条件义）

方位结构通常由名词性词语组成，也可以由谓词性词语组成。例如：“工作以前”（动词）、“平凡 之 中”

（形容词）、“采购年货之外”（述宾词组）、“女儿出嫁之后”（主谓词组）等。

（三）介词结构

介词结构是指介词跟在其他词语后面组合而成的结构，主要作用是引进跟动作有关的对象，包括时间、

处所、范围、施事、受事、工具、对象、目的、原因等。例如：

（1）在 1918 年 / 于今年秋天（表时间义）

（2）在教室里 / 在飞机上（表处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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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系主任 / 对于这个问题（表对象义）

（4）按客观规律 / 依照规定（表方式义）

（5）把帽子 / 将大门（表受事义）

（6）被老师 / 叫警察（表施事义）

（7）用空调 / 用刀子（表工具义）

（8）比他们 / 比昨天（表比较义）

（9）为完成任务 / 为了前途（表目的义）

（10）由于工作关系 / 因为他（表原因义）

介词结构的后一成分通常由名词性词语充当，也可以由谓词性词语充当，例如：“对劳动”（动词）、“由弱

小”（形容词）、“为实现四化”（述宾词组）、“经大家讨论”（主谓词组）等。

（四）“的”字结构

“的”字结构由结构助词“的”附加在其他词语之后构成，主要作用是使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性成分，

同时在语义上也起转化作用。例如：

（1）红的 / 漂亮的（形容词性词语加“的”）

（2）吃的 / 开汽车的 / 叶子上长刺的（动词性词语加“的”）

（3）我们的 / 木头的（名词性词语加“的”）

“的”字结构的前一成分如果是名词性词语，加上“的”以后，词性没有改变，但意义变了，“我”不等于“我

的”，“玻璃”不等于“玻璃的”；前一成分如果是谓词性成分，加上“的”以后，词性变成名词性的了，语义也改

变了：

（1）游泳的 / 开车的 / 坐在主席台上的（施事）

（2）新买的 / 小孩儿画的 / 从图书馆借来的（受事）

（3）我向他请教过的 / 我借给他钱的（与事）

（4）吃药的 / 装书的 / 我开大门的（工具）

三、层次分析法

两个单词构成的短语只可能是一个层次，所以不需要进行层次分析，但是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单词在两个

以上层次上进行组合，就需要进行层次分析，分析句法结构层次的方法就叫做“层次分析法”。这是句法分析

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句法结构的层次

1. 线形排列与结构层次

我们平时说话，只能一个词语一个词语说出来，发音时也只能一个音素一个音素发出来，书写时当然也

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这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说出或写出的形式，就叫做“线形排列”。但是在线形排

列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层次关系。“线形排列”是表现出来的语言形式。例如：

蓝蓝的

a

天空

b

上

c

忽然

d

出现

e

了乌云

f

这 些 词 并 不 是 一 次 性 组 合 在 一 起 的 ，也 不 是 按 照 线 形 排 列 组 合 在 一 起 的 ，而 是 按 照 一 定 层 次 组 合 起 来

的 。 如 上 例 的 先 后 组 合 顺 序 是 ：［a +（b + c）］［d +（e + f）］。 线 形 排 列 ，我 们 凭 借 直 觉 就 完 全 可 以 看

出 来 ，而“层 次 关 系”则 需 要 通 过 层 次 分 析 才 能 揭 示 出 来 。 有 时 一 种 线 形 排 列 可 能 有 几 种 不 同 的 层 次 组

合 。 例 如 ：

咬死了猎人的狗

这个短语由“咬”、“死”、“了”、“猎人”、“的”、“狗”六个单词组成，其中“了”和“的”是虚词，只表示某种语法

意义，所以只有四个单词参加句法结构的组合。但是，它事实上有两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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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咬死了）（猎人的狗）

（2）［（咬死了）猎人的］狗

这种意思的不同反映了相同的线形排列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结构关系。这跟我们观察下面三个

立方体图形的情况是相类似的：

立方体 A，是从上面看下去；立方体 C，是从下面看上去。两者明显不同。而立方体 B 则有时像 A，有时

又像 C。“咬死了猎人的狗”就好像立方体 B，既可以看做是“咬死了 / 猎人的狗”，也可以看做是“咬死了猎人

的 / 狗”。

“咬死了猎人的狗”是一个词形相同、词序也相同的句法结构，这叫做“同形结构”，但是由于层次不同，

表示的意思也就不同。“层次”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平时的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层次

的存在。

所谓“层次”，就是指一些句法单位在组合时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的先后顺序。

2. 简单短语与复杂短语

短语按照它的内部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简单短语”，例如：

中国历史 开展工作 打扫干净 行为端正 语文数学外语 积极热情大方

第二类“复杂短语”，例如：

中国历史图册 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把房间打扫干净 行为相当端正 学习语文数学外语 非常积极

热情大方

所谓“简单短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在一个层次上组合而成的短语。

所谓“复杂短语”，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单词在两个以上层次上组合而成的短语。

（二）层次分析的三个原则

分析复杂短语结构层次关系的方法就叫做“层次分析法”。它的正式学名叫做“直接成分分析法”，英文

是：Imm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简称 IC，这是由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系统地运用

到句法结构分析上来的，后来又由哈里斯（N. Haris）和威尔斯（S. Wells）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使这一方法日

趋成熟。由于这种方法在分析时尽可能地采取二分（只有少数联合短语或连谓短语需要多分），所以，俗称

“二分法”，平时则通称“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的目的是揭示一个句法结构隐藏在线形排列背后的固有的层次结构关系，其方法是逐层依

次找出各层次的直接成分，并进一步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例如：

直接成分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第一层是主谓关系，第二层分别是偏正关系和述宾关系，第三层只有

偏正关系。非直接成分之间没有句法结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语义上的关系，例如“我们”和“来”或

者“新”和“来”之间，但是，句法关系不等于语义关系，语义关系可以超越句法结构的制约，因此也有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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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接成分之间存在某种语义上的联系。例如“同学”跟“我们”之间存在着领属语义关系，“同学”和“来”之

间存在着动作和施事的关系。

1. 结构原则

层次分析法首先要符合“结构原则”，即切分得出来的两个部分都必须是合法的句法结构体。比如句法

结构 A，切分为 A1 和 A2 ，那么，A1 和 A2 ，都应该是一个合法的词语或短语。例如：

从理论上讲，“一辆新车”可以有三种切分办法，如果按照 a 切分，分出的“一”固然是词，但是“辆新车”却不

是一个合法的短语，所以，a 切分不能成立；如果按照 c 切分，分出的“车”虽然是词，但是“一辆新”也不是一

个合法的短语（只有在“一辆新，一辆旧”里边，才是合法的），所以，c 切分也不能成立；如果按照 b 切分，分出

的“一辆”和“新车”都是合法的短语，所以只有 b 切分才是合理的。

2. 功能原则

在符合了切分的“结构原则”以后，还必须符合第二个“功能原则”：即切分出来的这两个部分，可以根据汉

语句法的组合规律，再重新组合起来。换言之，如果句法结构 A 切分为 A1 和 A2 ，而且 A1 和 A2 都分别是一个合

法的词语或短语，但是，我们还需要考察 A1 和 A2 能不能根据汉语句法的组合规律重新组合起来。例如：

按 照 a 切 分 ，虽 然“刚”是 个 副 词 ，“买 的 书 包”也 是 个 合 法 的 名 词 性 偏 正 短 语 ，但 是 根 据 汉 语 的 句 法 组

合 规 则 ，副 词 是 不 能 修 饰 名 词 的 ，因 此 ，“刚”跟“买 的 书 包”无 法 重 新 组 合 ，所 以 a 切 分 是 错 误 的 ；按 照 b

切 分 ，由 于“的 书 包”不 是 合 法 的 短 语 ，所 以 b 切 分 也 是 不 对 的 ；只 有 c 切 分 ，“刚 买 的”和“书 包”，既 符

合 结 构 原 则 ，也 符 合 功 能 原 则 ，这 样 的 切 分 才 是 正 确 的 。 由 于“的”为 定 语 标 志 ，切 分 时 可 以 用 括 号 括

出 ，不 予 考 虑 。

3. 意义原则

在符合“结构原则”和“功能原则”的前提下，还要考虑第三个“意义原则”。即语义上要符合逻辑常理；

否则，也是不可接受的。例如：

表面看来，无论 a 切分，还是 b 切分，都可以，但是，汉语的量词“位”显然是用于尊称的，用来修饰“小偷”显然

是不适合的，不过可以用来修饰“辩护律师”，因此，a 切分是错误的，b 切分则是准确的。

4. 三个原则的综合运用

层次分析的三个原则，在实际运用时，往往是某一个原则起主要作用。当然有时候这三个原则也会综合

起作用。不管哪种情况，都必须注意：任何一种合法的层次切分，都应该符合这三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具

体操作时，我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语感。语感，就是对语言运用是否准确和得当的一种直接的、本能的感觉。

这种语感，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能力的一种集中反映。这就像一个游泳运动

员长年累月浸泡在水中而养成的“水感”，一个足球运动员天天奔跑在球场上所获得的“球感”一样。语感，

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培养、积累和体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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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 a 切分对，还是 b 切分对呢？对这两个短语进行层次分析 的 捷 径，就 是 凭 借 自 己 的 语 感，判 断

“新上市”可以跟“电脑”搭配，但不能跟“进口”搭配；“新上市”不能跟“功能”搭配，但可以跟“电脑”搭配。

这样，正确的层次切分就得出来了。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短语的类型。

1. 住了一年 2. 予以严厉批评 3. 洗刷干净 4. 知道底细

5. 阳光灿烂 6. 近来歇一下 7. 文化教育 8. 分析研究

9. 坚强无比 10. 他中等身材 11. 凯歌阵阵 12. 他去比较适合

13. 态度和蔼 14. 富裕起来 15. 硕果累累 16. 热爱家乡

17. 十分壮丽 18. 喜欢清静 19. 走了一个 20. 通知你所认识的

21. 坚持下去 22. 读了三遍 23. 吃得很饱 24. 病虫害防治

25. 我们大家 26. 有人找你 27. 你们几位 28. 互相支援

29. 船长老李 30. 活跃学术气氛 31. 独立思考 32. 禁止大声喧哗

33. 体育运动 34. 春秋两季 35. 研究水平 36. 高兴得很

37. “山”这个字 38. 进京告状 39. 写文章做演说 40. 无比坚强

41. 伟大事业 42. 鼓励他学好功课 43. 国庆节那天 44. 战斗英雄黄继光

45. 叫河水让路 46. 迅速发展 47. 痛快极了 48. 非常谦虚

49. 摔跤这种运动 50. 称她为师姐 51. 史密斯先生 52. 打电话报警

53. 请他做东 54. 有决心搞好工作 55. 出去闲逛 56. 使人聪明

二、请指出哪些是主谓词组。

1. 今年虎年 2. 今年实现 3. 今天星期天 4. 中国的首都北京

5. 明年春节 6. 明天春节 7. 民歌四首 8. 中国民歌演唱会

9. 关心不够 10. 关心得不够

三、指出哪些是动宾词组。

1. 繁荣市场 2. 繁荣景象 3. 举手表决 4. 给予处分

5. 奖励先进 6. 奖励基金 7. 加强领导 8. 正确领导

9. 看了四本 10. 看了高兴

四、指出下列哪些是定心词组，哪些是状心词组。

1. 严肃态度 2. 严肃纪律 3. 纪律教育 4. 教育市民

5. 市民情绪 6. 情绪激动 7. 激动高呼 8. 高呼口号

9. 口号内容 10. 内容激烈 11. 激烈论辩 12. 论辩口才

13. 口才一流 14. 一流水平 15. 水平一般 16. 联合阵线

五、指出哪些是述补词组。

1. 考虑清楚 2. 喜欢清静 3. 朗读重要 4. 画得生动

5. 觉得难受 6. 泡得舒服 7. 泡着舒服 8. 住了三人

9. 住了三年 10. 住了心烦

六、指出哪些是联合词组。

1. 北京上海 2. 首都北京 3. 北京郊区 4. 描写解释

5. 分析仔细 6. 分析对象 7. 积极热情 8. 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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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积极得很 1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七、指出哪些是同位词组。

1. 明天清明 2. 清明那天 3. 首都北京 4. 山城重庆

5. 深圳特区 6. 首都地区 7. “汉”字 8. 方块汉字

9. 刘胡兰烈士 10. 刘胡兰精神

八、指出哪些是连谓词组。

1. 来借书聊天 2. 坐下来谈生意 3. 坐汽车上山

4. 死而无憾 5. 一卷起铺盖就回家 6. 坐着汽车上山

7. 分解提取 8. 有亲戚在国外 9. 有权利享受到

10. 调到司令部当作战参谋

九、指出哪些是兼语词组。

1. 禁止闲人进入 2. 开了门跑出去 3. 嫌弃这个单位奖金不多

4. 禁止嬉笑打闹 5. 评出模范作榜样 6. 要求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7. 希望明天会更好 8. 有个亲戚在国外 9. 组织全市高校义务劳动

10. 是上级领导机关的果断决策

十、指出量词结构的小类。

1. 几十遍 2. 这册书 3. 开三枪 4. 三棵树

5. 哪些人 6. 每五人 7. 八百块钱 8. 多少两

十一、指出下列方位结构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1. 三十上下 2. 五十左右 3. 座位左右 4. 会场内外

5. 三点左右 6. 同学中间 7. 手术中 8. 书本上

十二、指出哪些是介词结构。

1. 以民族英雄自居 2. 在家里读书 3. 被坏人袭击 4. 朝东走去

5. 自北京到上海 6. 将会场内外封锁 7. 走向自由民主 8. 这样做是为了友谊

十三、把下列句子中的“的”字结构用“ ”标示出来。

1.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2. 边防检查站的马上会派有关人员去监察的。

3. 先进的要帮助落后的。

4. 这种稻草做成的工艺品是这些农民亲手扎的。

5. 这样做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

6. 我们都识水性的。

7. 屋里静悄悄的。

8. 这班车下来的旅客要过渭河的，就不得不在车站旅馆住宿了。

十四、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短语。

1. 希望参加去欧洲的旅行团

2. 派人通知老李来开会

3. 高兴得小王跳了起来

4. 弟弟的自行车撞了一下

5. 她能不能马上报到还是一个问题

6. 从大海上吹来湿润而新鲜的风

十五、下面的切分哪个才是正确的？请运用层次分析的三原则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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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用层次分析法分化下列的歧义短语。

1. 关于他的专题片

2. 新职工宿舍

3. 鲁迅和他的老师

4. 安排好工作

5. 看打篮球的孩子

6. 两个师大的学生

思考题

一、有人把实词与实词的组合叫做“词组”，把实词与虚词的组合叫做“结构”，你认为这样区分好不好？

二、有人给“连谓词组”下了个排除式的定义：两个动词性词语连续出现，它们之间没有偏正、述宾、述

补、主谓、联合、同位、兼语等关系，这就是连谓词组。你认为，这种办法好吗？为什么？

三、“兼语词组”历来有人主张取消，把它并入连谓词组，你同意吗？为什么？

四、当表示时间的数量结构在动词后面出现时，不容易区分是宾语还是补语，例如“住了一年”和“等了

一年”。你有什么好办法来区分吗？

五、汉语由于词形变化少，名词加名词，有可能是偏正、主谓不同的关系；动词加名词，也可能是动宾或

偏正的关系，请举例说明这种语法现象。

六、有人主张“坐在椅子上”不分析为介词结构作补语，而分析为“坐在”带方位结构作宾语。你以为如

何？说明理由。

七、“一阵风雨”、“一顿便饭”、“一场京剧”，是分析为定心词组好，还是分析为状心词组好？为什么？

八、有时，方位词跟名词组合，要判断是名词，还是方位结构，比较困难。例如：桌上、院内、树下、家里。

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九、方位词组表示“条件”，是有限制的，例如：“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恶劣的条件下”、“在同学们的帮

助下”、“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请分析出现的条件限制。

十、有人另外设立了“所”字结构和比况结构，例如“所见”“所闻”“所想”“像花儿似的”“跟兔子一样”。

你认为有无必要？为什么？

十一、层次分析法对分化类似“修路”“汽车医院”“连校长都不认识”“大衣裹得严严的”这样的歧义短

语有作用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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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人主张层次分析法应该分析到每个语素为止，你认为是否可行？为什么？

十三、层次分析通常采用切分的方法，是不是还可以采用组合法、画线法和树形图？请分别标示出来。

第五节 句 型 系 统

学习要点：了解句子跟短语的区别，了解划分句型的标准及其方法，熟悉句型系统，并能够判断常见

的基本句型。掌握传统的中心词分析法，了解它的优缺点以及跟层次分析法的区别。

句子是语言使用的基本单位，也是句法分析的重点之一。对句子的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或者说，

可以建立起句子的三个系统：

第一，句型系统，即按照句子的结构模式划分出来的类型系统。

第二，句式系统，即按照句子的局部特点划分出来的类型系统。

第三，句类系统，即按照句子的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系统。

一、句型系统简介

（一）句子与短语的区别

什么是句子？前后都有停顿，带有一定的语调，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人们用来进行交际的基本语言单

位就叫句子。

词与短语都是语言的备用单位，句子则是语言的使用单位。词跟词可以组合成短语，从而构成“组合关系”；词

（主要是实词）和短语，如果赋予它一定的语气语调，进入一定的交际场合，就可以成为句子，从而形成“实现关系”。

换言之，词、短语跟句子的根本区别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质的飞跃。它们的关系可以参见下图：

短语句子可长可短，即使一个词也可以独立成句。例如：

（1）谁？我。

（2）走！不！

句子跟主谓短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书面上的句子往往是主谓形式的，但口语中的句子却常常是

非主谓形式的。主谓短语可以单独成句，但是也可以跟其他的短语一样只是句子中的一个成分。例如：

（3）我读中文系。

（4）他知道我读中文系。

（5）我读中文系的事情他不清楚。

同样的“我读中文系”，例（3）独立成句，例（4）中是宾语，例（5）中是定语。所以，句子不等于主谓形式，

主谓形式也不等于句子。

（二）句型的特点

建立在句子的结构模式基础上的句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成千上万个具体的句子，把它们纳入一定

的框架，而且也可以解释无数个新的句子是如何产生的，这对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以及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

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句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句型是抽象的、有生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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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具体的句子是数不清的，从这些大量的具体的句子中可以概括出若干句型，所以，句型对具体使用的一

个个的句子来讲是抽象的。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不可数的，但句型的数量却是有限的，可数的。人们掌握了一定

的句型，并且根据有关的规则，填入某些相同功能的词语，就能够产生出新的句子来，这就是句型的生成性。

2. 句型是成系统的、有层次的。

句型与句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句型下面有中句型，中句型下面还有小句型、小小句型⋯⋯并构

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因此，每一个句型都可以在该语言的句型系统中找到它的位置，在哪一

个层次上，就属于哪一个系列。最低层次的句型，就是“基本句型”，例如：述宾谓语句、述补谓语句等等。

3. 句型成分的结合是有序列的、有层次的。

具体的句子往往由许多成分组合而成，其中有一些是句型成分，即它们对句型的构成有直接的影响；也有一些

成分属于非句型成分，它们的存在对句型的确定没有什么作用。句型成分跟句型成分组合时，是有序列、有层次的，

也就是说必须依据层次分析的基本原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述宾谓语句”的组合关系是：主 + 谓（述 + 宾）。

（三）汉语单句句型系统

现代汉语的单句句型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 2 个句型，单句可以根据整体结构是不是完整的主谓短语这一标准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

谓句两类。

第二层次 7 个句型，主谓句可以根据谓语性质的不同，分出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形容词性谓语句

三个句型；非主谓句可以分出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和特殊非主谓句四个句型。

第三层次 11 个句型，这是在名词性谓语句、动词性谓语句以及形容词性谓语句这三种句型下面，继续分

出的最小的基本句型。

二、单句句型分析

（一）主谓句

主谓句是由主谓短语构成的句子，即能分析出主语和谓语两个直接成分的句子。

1. 动词性谓语句

动词性谓语句的谓语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构成。这主要有以下六种基本句型：

（1）动词谓语句：花开了。

（2）述宾谓语句：我们吃苹果。

（3）述补谓语句：汽车开走了。

（4）连谓谓语句：小王去上海买器材。

（5）兼语谓语句：学校派老张值班。

（6）主谓谓语句：面包我吃光了。

2. 形容词性谓语句

形容词性谓语句的谓语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构成。这主要有以下两种基本句型：

（1）形容词谓语句：天气晴朗。

（2）形补谓语句：大楼上的霓虹灯亮得刺眼。

3. 名词性谓语句

名词性谓语句的谓语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这主要有三种基本句型：

（1）名词谓语句：今天星期天。

（2）数量谓语句：新来的厂长四十来岁。

（3）定心谓语句：这人好大的架子！

（二）非主谓句

由单个词或者非主谓短语构成的单句是非主谓句。非主谓句不可能分析出主语和谓语来，所以不宜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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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句”。非主谓句可以分为四类：

1. 名词性非主谓句。例如：

（1）飞机！（名词）

（2）好大的老鼠！（定心短语）

（3）老张和老李。（联合短语）

（4）图书馆的。（“的”字结构）

2. 动词性非主谓句。例如：

（1）听！（动词）

（2）下雨了。（述宾短语）

（3）晒干了！（述补短语）

（4）请大家不要抽烟。（兼语短语）

（5）开着门睡觉。（连谓短语）

3.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例如：

（1）对！（形容词）

（2）好极了！（述补短语）

4. 特殊非主谓句。例如：

（1）不！（否定副词）

（2）啊？（叹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现代汉语单句的句型系统：

现代汉语单句句型系统

第一层次（2） 第二层次（7） 第三层次（11）

主谓句

名词性谓语句

名词谓语句

数量谓语句{
定心谓语句

动词性谓语句

动词谓语句

述宾谓语句

动补谓语句

连谓谓语句

兼语谓语句













主谓谓语句

形容词性谓语句
形容词谓语句{



















形补谓语句

非主谓句

名词性非主谓句

动词性非主谓句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特殊非主谓句

三、句型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进行句型分析时，我们只考虑句型成分以及句子的结构模式，所以必须首 先 排 除 一 些 不 影 响 句 型 的 因

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表示语气的因素不影响句型。换言之，不同的句类可能是同一个句型，而相同的句类可能是不同的

句型。句型跟句类并不对应，而是交叉的。例如：

（1）你来了。（陈述）

（2）你来吧！（祈使）

（3）你来吗？（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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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来了！（感叹）

这四句话的语气虽然不同，句型却是相同的，都属于主谓句中的动词谓语句。

2. 功能相同的词语互相替换不影响句型。例如：

（1）飞机打坦克。→坦克打飞机。

（2）弟弟来了。→妹妹去了。

例（1）前后两句的句型都是述宾谓语句，例（2）前后句子的句型都是动词谓语句。

3. 扩展一般不影响句型。句子的六大成分中，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都是句型成分，至于定语和状语，

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句型的构成，也就是说，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谓词扩展以后，构成了偏正短语，因为语法功

能仍然相同，所以不会改变句型。例如：

（1）小花猫回来了。→邻居家的小花猫从外面回来了。

（2）他出国了。→也许他出国了。

扩展前后的短语语法功能相同，句型仍然都是动词谓语句。但是要注意，有时候，定语或状语对句型也

是有影响的。例如：

（3）我们要为她着想。

（4）他高高的个子。

状语“为她”、定语“高高的”在上面句子中都不能缺少，属于句型成分，否则“我们要着想”和“他个子”都

不成话。

4. 句子的特殊成分不影响句型。独立成分以及提示成分都属于句子的特殊成分，它们虽然在语义表达

上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参加句子结构的组合，因此分析句型时不必考虑。例如：

（1）说真的，我很生他的气。

（2）香港，这是一颗东方明珠。

有没有独立成分“说真的”以及提示成分“香港”，这两个句子都是述宾谓语句。

5. 语用移位不影响句型。例如：

（1）你回来了？→回来了，你？

（2）我听说他好像回国了。→他好像回国了，我听说。

由于语用的需 要，例（1）是 主 语 后 置，例（2）是 宾 语 前 置，但 它 们 仍 然 都 分 别 是 动 词 谓 语 句 和 述 宾 谓

语句。

四、句子的特殊成分

句子的特殊成分是指独立成分和提示成分。它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不参加句子的结构组合，所以不是

句型成分，也不是短语成分。第二，附属于句子，但是不能独立成句。第三，在语义表达上有特殊作用。

（一）独立成分

独立成分指在句子中临时插进一些习惯用语，目的是增强语言的表达色彩，这些习惯用语跟别的成分不

发生结构上的联系，但是，在语义的表达上还是很重要的。独立成分的位置相当灵活，可以出现在句中、句首

或句尾。最常见的位置是句中，所以又叫“插入语”。例如：

（1）事情明摆着，你看
獉獉

，我们还能不管吗？

（2）总而言之
獉獉獉獉

，要学好一门外语，非下苦功不行。

（3）你应该亲自去慰问一趟，依我看
獉獉獉

。

独立成分有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有以下一些：

1. 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常用“你看”、“你想”、“你听”、“你说”等。例如：

（1）你看
獉獉

，这事怎么办？

（2）你听
獉獉

，这丫头简直疯了。

2. 表示对情况的推测和估计，比较委婉，常用“看来”、“看起来”、“算起来”、“说不定”、“少说”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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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天看来
獉獉

快要下雪了。

（4）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
獉獉獉

也很不少。

3. 表明自己的意见、看法和态度，常用“依我看”、“我看”、“我想”等。例如：

（5）依我看
獉獉獉

，这个消息不可靠。

（6）我想
獉獉

，我们不妨再等等看。

4. 表示消息的来源，常用“据说”、“听说”、“据⋯⋯说”等。例如：

（7）据说
獉獉

，下一届的全运会要在咱们市举行。

（8）听说
獉獉

你刚从国外回来。

5. 表示总结、举例、补充、注释，常用“总之”、“正如⋯⋯”、“此外”、“即⋯⋯”等。例如：

（9）总之
獉獉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10）正如人们所期待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邓亚萍再一次夺得奥运会金牌。

（二）提示成分

提示成分有两种：称代式提示成分和总分式提示成分，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和作用。

1. 称代式提示成分

称代式提示成分出现在句前或句后，并不参加句子的结构组合，而句中则有一个指代词跟它在语义上所

指同一，构成复指关系。指代词可以在句中作主语、宾语或定语。例如：

（1）青岛
獉獉

，这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主语）

（2）他最想了解的是你，我的老朋友小明
獉獉獉獉獉獉獉

。（宾语）

（3）那位尊贵的客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

，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定语）

2. 总分式提示成分

总分式提示成分跟句中的某个成分有总说和分说的意义关系。作为提示成分，它不参加句子结构的组

合，总是出现在句子的前面或后面。它又可以分为两小类：

一是总说为提示成分。例如：

（1）他们夫妻俩
獉獉獉獉獉

，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售票员。

（2）全班同学
獉獉獉獉

，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作业。

二是分说为提示成分。例如：

（3）参加比赛的有三个队：中国队
獉獉獉

、美国队
獉獉獉

、日本队
獉獉獉

。

（4）修车的
獉獉獉

、卖菜的
獉獉獉

、磨刀的
獉獉獉

⋯⋯一下子来了不少个体户。

“他们夫妻俩”“全班同学”为总说，是提示成分；“中国队、美国队、日本队”“修车的、卖菜的、磨刀的”为

分说，是提示成分。

五、传统的中心词分析法

（一）中心词分析法的特点

传统语法在进行句子分析时，主要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它的主要特点是：

1. 把主谓词组看做句子，而且认为句子总是由主谓词组组成的。因此，当主谓词组在句子中充当某个

成分时，就叫做“小句”或“句子形式”；而非主谓句，就叫做“无主句”。

2. 碰到偏正词组时，首先找出它的中心语；碰到述宾词组或述补词组，也要首先找出谓语中心词，即把

主语和谓语看做句子的主干成分。

3. 设立句子的六大成分，并且分为三个层面：主语、谓语是主要成分；宾语、补语是次要成分；定语和状

语是附加成分。

4. 每个实词都跟句子成分一一对上号，只承认联合词组和主谓词组可以直接充当句子成分。

由于这种句子分析法用六大成分来命名，所以“中心词分析法”又叫“句子成分分析法”。两种名称，角

度略有区别，其实质是相同的。在长期语文教学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中心词分析法的图解方法和相应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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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例如：

（我 们）

定

国 家

主

‖［已 经］

状

迎

谓

〈来〉

补

了 │（一 个）

定

（山 花 烂 漫）

定


的 春 天

宾

中心词分析法进行分析时的步骤是：

第一步，用两根竖线首先把句子分为“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两大块。

第二步，再找出谓语中心词以及后面跟着的宾语和补语。

第三步，在主语部分找出主语中心语及其修饰的定语，在谓语部分找出谓语中心语及其修饰的状语。

第四步，宾语如果有定语修饰的话，继续寻找。如果主语或宾语的修饰语有好几个，则必须一一标明。

第五步，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例如“兼语”、“独立成分”和“复指成分”，也有相应的符号。例如：

听
△

说
△

独

校 长

主

‖ ［要］

状

请

谓

新


生

兼

提

谓

意


见

宾

（二）中心词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的比较

中心词分析法的优点是：

1. 方法简便，易于操作。一个句子，特别是一些比较长、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可以很快分出句子的主

干和枝叶。从而便于提纲挈领，主次分明。

2. 有利于归纳句型，因为经过中心词分析法分析以后，句子的格局比较清楚了，因此可以归纳出汉语的

句型系统，对语文教学有一定帮助。

3. 有利于修改病句，检查语法错误经常使用的“紧缩法”就是从“中心词分析法”演变而来的。

但是，中心词分析法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缺乏“层次”观念。句子中所有的词语一举多分，致使句子内部的结构相当混乱。它的层次只是句

子六大成分的层次，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句法结构真正的层次。

第二，缺乏“关系”观念。每个词语虽然都按照六大成分对号入座，但是，它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不讲究词

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致使多个定语、多个状语甚至多个宾语或补语在一个层面上出现。

第三，“联合词组”和“主谓词组”可以直接作句子成分，而其他词组却不行，必须以词的身份进入句子，

致使句子成分有的是词，有的是词组，这在理论上就显得不一致。

第四，由于强调寻找中心词，把修饰成分看做附加的、不重要的，致使在语义理解时，会出现偏误。例如：

（1）他（不）是坏人

（2）上海队（把天津队）打败了

（3）他死了（爷爷）

（4）哭（红）了眼睛

如果没有了定语或状语，前面两个例子，就可能理解错了；如果没有了宾语或补语，后面两个例子也会造成语

义的误解或无法理解。

相对而言，层次分析法由于既讲层次，又讲关系，这就弥补了中心词分析法的不足。在分析短语结构或

复句关系时，作用特别大。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切分的手续有时候太烦琐，特别是碰到有些结构比较复杂

的短语，往往很难把握全局。尤其是碰到下列歧义结构就无能为力了：

开刀的是他父亲 / 鸡不吃了 / 鲁迅的书 / 大熊猫的杯子 / 他不吃饭

以 上 的 例 子 都 是 有 歧 义 的 ：“他 父 亲”可 能 是 病 人 ，需 要 开 刀 ，也 可 能 是 医 生 ，由 他 主 刀 ；“鸡”可 能 不 吃

“食”了 ，也 可 能“人”不 吃“鸡”了 ；“鲁 迅 的 书”可 能 指 鲁 迅 写 的 书 、鲁 迅 收 藏 的 书 ，或 有 关 鲁 迅 的 书 ；

“杯 子”可 能 是 大 熊 猫 的 ，也 可 能 是 画 着 大 熊 猫 的 杯 子 ；“他 不 吃 饭”，在 不 同 的 语 境 里 ，起 码 有 这 么 几 种

理 解 ：“他 不 吃 饭 ，（别 人 吃 饭）”、“他 不 吃 饭 ，（他 做 饭）”、“他 不 吃 饭 ，（他 吃 面）”等 。 但 是 ，如 果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来 分 析 ，则 没 有 任 何 区 别 。 可 见 ，层 次 分 析 法 对 揭 示 深 层 语 义 关 系 以 及 语 用 语 境 条 件 的 分 析

基 本 上 是 无 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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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动词性谓语句的基本句型，并且用中心词分析法进行句子分析。

1. 春天来了，花儿开了。

2. 我们学英语。

3. 弟弟送我两盒茶叶。

4. 同学们都表示同意。

5. 我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6. 马儿跑得飞快。

7. 他找了你三次。

8. 飞机在空中来回盘旋。

9. 我们进城看电影去。

10. 他这才吃饱了肚子。

11. 我们选他当班长。

12. 这把刀我切肉。

二、根据下列句型要求，造出相应的句子。

1. 形补谓语句

2. 名词性非主谓句

3. 兼语谓语句

4. 主谓谓语句

5. 名词性谓语句

三、用名词性谓语句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明天星期几？

2. 你哪儿人？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你朋友长得怎么样？

四、指出下列非主谓句的类型，并说明它们的用途。

1. “汽车！快上。”

2. 简直太棒了！

3. 请勿折叠！

4. 唉！这不能怪我呀。

5. “老张！你等等我啊！”

6. 1998 年夏天，波涛汹涌的长江岸边。

五、指出下列句子中的特殊成分，并指出属于哪一类特殊成分。

1. 桌子上放着两本杂志：《萌芽》、《家庭》。

2. 据说这个山洞里住过一个神仙。

3. 他的字，说老实话，实在太潦草了。

4. 黄河，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5. 墙上的两幅画，一幅是国画，另一幅是油画。

6. 我看，今天的劳动，你就不必去了。

7. 啊！好厉害呀！

8.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美，巧。

六、指出下面哪几句有特殊成分。

1. 你看，他们打架了吗？

2. 你看他们打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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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张，干得仔细点！

4. 小张干得仔细点。

思考题

一、句型分析和句子分析有什么不同？

二、你学过《英语句型九百句》吗？这跟我们所说的句型是不是一回事？

三、非主谓句和通常所谓省略句有什么不同？

四、中心词分析法曾经遭到严厉的批评，但还是有很多人运用，尤其在语言教学中。请你将它与层次分

析法作比较，说说你的看法。

五、有人主张层次分析法应该跟中心词分析法结合起来，你认为行不行？为什么？如果可以结合，你认

为应该如何结合？试举例说明。

第六节 句 式 系 统

学习要点：了解重要句式的结构特点和语义特点，并能够熟练分析这些句式，并进而了解相关句式

之间的关系。

句式是根据句子的局部特点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以及

语义表达上的特色。句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系列：

第一，是以谓语部 分 的 特 殊 结 构 为 标 志，比 如 主 谓 谓 语 句、双 宾 语 句、重 动 句、兼 语 谓 语 句、连 谓 谓 语

句等。

第二，是以句中出现某个特殊词语为标志，通常以介词或动词为主。比如把字句、被字句、对字句、连字

句、比字句、是字句、有字句等。

第三，是以句子的特殊语义范畴为标志，比如存现句、比较句、被动句等。

特殊句式类型太多，最常用的是：主谓谓语句、双宾语句、存现句、把字句和被字句。

一、主谓谓语句

主谓谓语句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全句的主语相当于“话题”，谓语相当于“述题”。为了叙述

的方便，我们把全句的主语叫做大主语，全句的谓语叫做大谓语；充当谓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叫做小主语，主

谓短语的谓语叫做小谓语。

根据大主语、小主语、小谓语三者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把主谓谓语句分为以下四类：

（一）受事性主谓谓语句

大主语是小谓语中某个动词的受事，有时候也可以是与事或工具等。例如：

（1）这件事我没有听说过。（受事）

（2）那些水果我们已经吃完了。（受事）

（3）这衣服我还没钉扣子呢。（与事）

（4）这把刀我切肉。（工具）

例（1）、（2）的大主语是受事，例（3）的大主语是与事，例（4）的大主语是工具。

这类主谓谓语句中，以大主语是受事的最为常见，并且大多可以通过大主语移位变换成一般的主谓句。

例如：

（5）这件事我没有听到过。→我没有听到过这件事。

（6）那些水果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已经吃完那些水果了。

但要注意，跟受事主语相关的动词不一定就是小谓语的谓语动词，它甚至于还可能不在小谓语中；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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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大主语也不一定就成为某个动词的宾语。这可以通过大主语的移位来证实。例如：

（7）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8）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有些句子由于结构方面的限制，大主语如果要移位，句法结构上要作一些变动。例如：

（9）这辆自行车我骑了好几年了。→我骑这辆自行车骑了好几年了。

（10）英语她说得很不错。→她说英语说得很不错。

（二）领属性主谓谓语句

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或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例如：

（1）老张身体非常棒。（领属关系）

（2）她普通话说得很不错。（领属关系）

（3）我们班一半是南方人。（整体与部分关系）

（4）十个苹果三个烂了。（整体与部分关系）

前两例的大小主语之间是领属关系，后两例的大小主语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领属性主谓谓语句一般

可以在大小主语之间插入“的”字，变成一般主谓句：

（5）老张身体非常棒。→老张的身体非常棒。

（6）我们班一半是南方人。→我们班的一半是南方人。

（三）关涉性主谓谓语句

大主语是大谓语关涉的某一方面的对象。这类句子，可以在大主语前面加上介词“对、对于、关于”，形成

句首状语，整个句子变成一般的主谓句：

（1）这孩子，我真没办法。→对这孩子，我真没办法。

（2）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3）天文学，我就知道有太阳和月亮。→关于天文学，我就知道有太阳和月亮。

（四）周遍性主谓谓语句

大主语是疑问代词的任指活用，或者是表示周遍性意义的词语。大 主 语 跟 小 主 语 可 以 换 位，而 意 义 不

变。例如：

（1）什么他都不吃。→他什么都不吃。

（2）哪儿我们也不去。→我们哪儿也不去。

（3）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4）所有利润他们都上缴国家了。→他们所有利润都上缴国家了。

二、双宾语句

双宾语句是一个述宾短语再带一个宾语的句子。紧靠动词的宾语叫做近宾语（又称间接宾语），不紧靠

动词的宾语叫做远宾语（又称直接宾语）。例如：

（1）朋友送我一本书。

（2）我问你两个问题。

（一）宾语性质

近宾语一般指人，回答“谁”的问题；远宾语一般指物，回答“什么”的问题。例如：

（1）A：老师教他普通话。

B1 ：老师教谁普通话？

B2 ：老师教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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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情况下，远宾语也用来指人，但提问方式还是跟近宾语不同。例如：

（2）A：市政府分给我们十名大学生。

B1 ：市政府分给我们谁？

B2 ：市政府分给我们什么？

还有些情况下，近宾语也用来指物，但提问方式也跟远宾语不同。例如：

（3）A：图书馆给资料室一套丛书。

B1 ：图书馆给什么一套丛书？

B2 ：图书馆给谁一套丛书？

双宾语句的两个宾语一般都是名词性词语，但远宾语有时也可以是非名词性词语。例如：

（4）秘书请示经理怎样回绝客户借款的要求。

（5）水生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去打仗。

这些非名词性远宾语回答的仍然是“什么”的问题。

（二）动词类别

构成双宾语句的动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1. 具有“给予”义的动作动词，表示事物由甲传递给乙。比如：给、卖、送、赠、奖、发、递、输、交、还、赔、

付、喂。这些动词的后面大多可以添加“给”字。例如：

（1）卖他两幅画。→卖给他两幅画。

（2）奖他三千元。→奖给他三千元。

2. 具有“取得”义的动作动词，表示事物由乙传递给甲。比如：取、买、娶、偷、抢、骗、赢、赚、要、扣、收。

这些动词后面一般不能添加“给”字。例如：

（3）买他一辆车。→买给他一辆车。

（4）收他一支笔。→收给他一支笔。

3. 具有“认定”义的言语活动动词，表示抽象信息的传递，或是某种称呼、称号的认定、给予。比如：骂、

夸、教、教导、问、询问、告诉、责怪、嘱咐、当、叫等。例如：

（5）告诉妻子要去打仗。

（6）我叫他叔叔。

三、存现句

存 现 句 是 表 示 人 或 事 物 存 在 、出 现 或 消 失 的 句 子 。 它 的 基 本 格 式 是“处 所 词 + 存 现 动 词 + 事 物”。

例 如 ：

（1）大路上来了一队人马。（出现）

（2）墙上挂着一幅画。（存在）

（3）班里转走了一位同学。（消失）

（一）存在句

存在句表示什么地方存在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它又可以分为动态存在句和静态存在句两个小类。

1. 静态存在句。关键是句中的动词不表示实在的动作，或者不表示动作进行，只表示存在的方式，后面

所跟的“着”表示状态的持续。例如：

（1）张家庄有个张木匠。

（2）村子东面是一片麦田。

（3）桌上放着一个花瓶。

（4）床上躺着一个病号。

2. 动态存在句。句中的动词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后面所跟的“着”表示动作的进行时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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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空中盘旋着一架直升飞机。

（6）船头上飘扬着一面红旗。

静态存在句和动态存在句的区别在于两点：

第一，动词本身有无动作性，比如“是”、“有”只能构成静态存在句；

第二，动词是否可以从动作转化为状态，所以静态存在句里的“着”能够被“了”替换。例如：

（7）桌上放着一个花瓶。→桌上放了一个花瓶。

（8）床上躺着一个病号。→床上躺了一个病号。

动态存在句中的“着”不能用“了”替换，但可以转换成一般的陈述句。例如：

（9）天空中盘旋着一架直升飞机。→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天空中盘旋。

（10）船头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一面红旗正在船头上飘扬。

（二）隐现句

隐现句表示什么地方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事物。隐现句可以分为位移性的和非位移性的两种。位移

性的隐现句中，事物的出现或消失伴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非位移性的隐现句中，事物的出现或消失不直接

涉及空间位置的变化。这两种句子，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前者可以在句首的处所词语前加上介词“从”，后者

可以加上介词“在”。例如：

（1）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

（2）窗户里飞走了一只鸟。→从窗户里飞走了一只鸟。

（3）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神异的图画。→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神异的图画。

（4）书架上少了一本书。→在书架上少了一本书。

四、把字句

（一）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和结构特点

介词“把”的作用是引进动词所支配、关涉的对象。“把”字和它的宾语构成把字结构，充当谓语动词的

状语。

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表示由于某种动作或原因的影响而产生某种结果或状态。例如：

（1）孩子老吃糖，把牙也吃坏了。 = 孩子老吃糖 + 牙（因此而）坏了。

（2）他把盘子端着。 = 他端盘子 + 盘子（因此而）端着。

由于句子中必须出现表示“结果”或“状态”的词语，因此，把字句的谓语结构部分就要求是复杂的，不能只是

单个动词，特别是单音节动词。把字句的结构类型主要有四种，另外还有两种特别的情况：

1. 带补语：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2. 带宾语：把老虎打断了一条腿。

3. 带状语：把毛衣往包里塞。

4. 带“了、着”：把苹果吃了。 / 把盘子端着。

5. 动词重叠：把情况说说。

6. 双音动词：把成果扩大。 / 把荒地绿化。

（二）“把”字宾语的特点

从语义上看，“把”的宾语主要是动作的受事，也可以是工具、处所、与事、使事乃至施事。例如：

（1）服务员不小心把茶杯打破了。（受事）

（2）涂来抹去，把笔都弄坏了。（工具）

（3）他把地面铺上了地砖。（处所）

（4）我还没有把衣服钉上扣子呢。（与事）

（5）小伙子一番话，把大娘乐得合不上嘴。（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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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怎么把个小偷跑了？（施事）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把”的宾语一般是定指的、已知的，否则不好构成把字句。例如：

（7）把那支笔给我。

（8）把一支笔给我。

因此，“把”的宾语前面常常有“这、那”之类的词语，以表示它是定指的。有时没有限定词语，那就必须是已

知的信息，起码是说话人已知的。例如：

（9）汽车把一棵小树撞倒了。

虽然有些把字句，“把”的宾语可以还原到动词之后，例如：

（10）我把来信仔细读了一遍。←→我仔细读了一遍来信。

（11）她把一大堆衣服洗干净了。←→她洗干净了一大堆衣服。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把”的宾语就是从原来的动词宾语用“把”提前得来的，因为还有大量的把字句，“把”的

宾语无法还原到动词后面。例如：

（12）解放军战士把落水儿童救到了岸上。→解放军战士救落水儿童到了岸上。

（13）花匠把空地都种上了鲜花。→花匠都种上了空地鲜花。

（三）构成把字句的动词

构成把字句的动词一般应该有较强的动作性，能够带表示结果的补语或宾语。以下三类动词不能带结

果补语或宾语，又缺乏动作性，因此它们不能构成把字句：

1. 联系动词：有、在、存在、是、像、姓、属于⋯⋯

2. 感受动词：赞成、知道、同意、觉得、相信、希望、主张、要求、看见⋯⋯

3. 趋向动词：上、下、进、出、上来、下去、离开、到达、接近⋯⋯

（四）否定词、助动词的位置

否定词以及助动词只能出现在把字结构之前，而不能在它之后。例如：

（1）你别把雨伞拿进来。———你把雨伞别拿进来。

（2）我想把事情弄清楚。———我把事情想弄清楚。

在一些习惯用法中，“不”字可以放到把字结构后面。例如：

（3）太不把人当人了。———太把人不当人了。

（4）不把这当回事儿。———把这不当回事儿。

五、被字句

（一）被字句语法意义和结构特点

介词“被”的作用是引进动词的施事。被字句中，“被”字结构修饰谓语作状语，主语是谓语动词的受事。

被字句表示被动的意义，所以说的往往是不如意的事情。例如：

（1）他被自行车撞了一下。

（2）衣服被雨淋湿了。

这种不如意的意思，往往是针对句子的主语来讲的。例如：

（3）敌人被我军打败了。

（4）小偷被我们抓住了。

不过，现在这类句式可以只表示被动，却不一定表示不如意的事情。例如：

（5）他被选为人民代表。

（6）妹妹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被”的宾语有时由于动作的施事不可知或不必说出来，可以在句中不出现，“被”就直接用在动词前，这

可以看做一种“省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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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衣服被淋湿了。

（8）敌人被打败了。

（二）“被”的变体

1. 在书面语中，保留着“被⋯⋯所”、“为⋯⋯所”的文言格式。例如：

（1）我们不能被花言巧语所迷惑。

（2）他从不为金钱所动。

这种格式里的“所”是助词，在单音节动词前必不可少，在双音节动词前出不出现两可。例如：

（3）我们不能被花言巧语迷惑。

（4）他从不为金钱动。

2. 在口语中，“被”字常常用“叫、让、给”来替代。例如：

（5）小鸡叫黄鼠狼咬死了。

（6）那些东西全让弟弟扔了。

（7）洪水终于给我们制服了。

跟书面语相平行，口语中也有“被⋯⋯给”、“叫⋯⋯给”、“让⋯⋯给”的固定格式表示被动，这里的“给”

是个结构助词。例如：

（8）他让流氓给打了一顿。

（9）老爷爷被孙子给逗笑了。

（10）蓝队叫我们给打败了。

（三）被字句的主语

“被”字句的主语，有时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事。例如：

（1）教室里被搞得乌烟瘴气。

（2）她被人家剪了辫子。

尽管如此，主语仍然是谓语动词直接影响的对象，还是带有受事意味。被字句的主语表示的事物必须是定指

的。例如：

（3）他买下了这套房子。→这套房子被他买下了。

（4）他买下了一套房子。→一套房子被他买下了。

有时候，被字句的主语在形式上好像是不定指的，但是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仍然可以看出它是定指的：

（5）张妈买了三株花，一株被孙子折断了。

（6）树上的一只鸟被吓跑了。

“一株”是“三株”中的一株，“一只鸟”是树上的，虽然没有形式标志，但实际上还是定指的。

（四）构成被字句的动词

被字句的谓语动词必须是动作性较强的及物动词。非动作动词，比如“有、是、成为”等等是不能构成被

字句的。

被字句的动词不能是光杆动词，一般要在后面带上别的成分，但不如把字句那么严格。

1. 带补语：苹果被大风吹掉了。

2. 带宾语：西瓜被切成四块。

3. 带“了、着、过”：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 嫌疑犯始终被公安人员监视着。

4. 双音节动词：这样免不了被领导批评。 / 这句话可能被人误解。

（五）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变换关系

把字句和被字 句 有 许 多 特 点 是 相 似 的，而 且 由 于 语 义 上 的 对 应 关 系，句 式 之 间 经 常 可 以 互 相 变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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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他把碗打破了。←→碗被他打破了。

（2）美国队把巴西队打败了。←→巴西队被美国队打败了。

事实上，被字句并不是普通主动句的对应格式，而是把字句的对应格式。一 般 地 说，被 字 句 的 主 语 是 受 事，

“被”的宾语是施事，整个句子强调被动。把字句的主语主 要 是 施 事，“把”的 宾 语 是 受 事，整 个 句 子 强 调 结

果。当然，是否可以变换，还有其他的条件限制。比如祈使语气的把字句就不能这样变换：

（3）你把这些东西扔掉！←→这些东西被你扔掉！

再如由于被字句对动词的要求不像把字句那么严格，那些由光杆双音节动词和感知动词构成的被字句就不

能变换为把字句：

（4）你的要求已经被公司批准。←→公司已经把你的要求批准。

（5）上级的意图被我们理解了。←→我们把上级的意图理解了。

有时候，“被”字和“把”字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即把字句和被字句融合了：

（6）老梁被钉子把手扎破了。

（7）他被小偷把钱包偷走了。

这种句子，主语和“把”字的宾语都是受事，两者之间是领属关系或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主谓谓语句的小类型。

1. 我们家乡经济很繁荣。

2. 这种矿石，开采的地方离我们老家不远。

3. 热爱科学的中学生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

4. 这种小说我认为不太健康。

5. 在这里，我们谁都不认识。

6. 针灸技术我们医院已经提供了一整套资料。

7. 这部电影艺术水平不高。

8. 那次胜利我们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了。

二、根据已经学过的句式，判断下列句子分别属于什么句式。

1. 发给他一件大衣。

2. 拍了他一下。

3. 叫黄蜂蜇了一下。

4. 将革命进行到底！

5. 西瓜一人一个。

6. 海上刮起了大风。

7. 问你一个问题。

8. 我心里不太痛快。

9. 把房间给整理一下。

10. 告诉我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走。

三、判断下列存现句的类型，并说说各句在结构上的特点。

1. 山下一片好风光。

2. 大街上跑着一辆新车。

3. 门外是条小河。

4. 村里死了一条狗。

5. 小树长出了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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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主谓谓语句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类型，你可以再举出一些来吗？

二、“什么他也不吃”，有人认为不是主谓谓语句，而是“宾语提前句”。你同意吗？为什么？

三、具有“取得”义动词所构成的句子，比如“骗了他一笔钱”，有人认为不是双宾语句，而是偏正短语“他

一笔钱”作宾语。你同意吗？为什么？

四、隐现句的动词有什么特点？请归纳一下。

五、传统语法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表示“处置”，你觉得准确吗？

六、被字句跟被动句有什么区别？

第七节 句 类 系 统

学习要点：了解句子的语气类型，重点是掌握陈述句、祈使句的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特点，熟悉疑

问句的交际类型：反问句和设问句，了解疑问句的结构类型跟疑问信息、疑问焦点等的关系，并能准确判

断具体句子的各种句类。

句类是句子按照不同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一般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类。每种

句类在结构形式上有特殊的标志，在语用功能上也都有其特殊的作用。

一、陈述句

（一）陈述句的语气词

陈述句用来向听话人报道一件事情。例如：

（1）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

（2）我从北京站一口气跑到天安门。

陈述句的语调平直，句尾略降，在书面上用句号表示停 顿。陈 述 句 可 以 带 语 气 词，也 可 以 不 带 语 气 词。

常带的语气词有“的、了、嘛、啊、呢、罢了”等。这些语气词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语气意义。例如：

（3）我不愿意去的。

（4）我不愿意去了。

（5）我不愿意去嘛。

（6）我不愿意去啊。

（7）他血压有点儿高呢。

（8）他血压有点儿高罢了。

“的”表示确实如此；“了”表示情况有了变化；“嘛”申明说话人的态度，强调事情显而易见；“啊”也是申明说

话人的态度，但附加了一种提醒的意味；“呢”带有夸张的意味，把事情往大处说；“罢了”恰恰相反，表示不过

如此，把事情往小处说。

（二）肯定形式的陈述句

陈述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肯定形式往往是无标志的，如果要显示强调，则常常用动词或副词“是”。

例如“他昨天到城里 买 了 一 本 书”这 个 句 子 属 于 无 标 志 的 肯 定 形 式，如 果 要 强 调 其 中 某 个 成 分，就 可 以 把

“是”分别安插在这个成分之前：

（1）是他昨天到城里买了一本书。

（2）他是昨天到城里买了一本书。

（3）他昨天是到城里买了一本书。

（4）他昨天到城里是买了一本书。

（5）他昨天到城里买的是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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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否定形式的陈述句

否定形式一般是在肯定形式上加上否定词构成的。例如：

（1）我不想这样做。

（2）母亲从来没去过北京。

（3）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否定词还可以出现在述补短语中。例如：

（4）这句话说得不太好。

（5）电视的伴音听不清楚。

否定词通常是副词，例如“不”、“未”、“别”，但是“没有”是动词和副词的兼类。否定动词，用副词“没有”；否

定名词，用动词“没有”。

“不”和“没有”（没）都表示否定，但语义和用法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不”往往表示主观意愿，“没有（没）”则表示客观情状。例如：

（1）他不去英国，想去法国。

（2）他没去英国，去了法国。

2.“不”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没有（没）”不能用于将来时。例如：

（1）我以前不干，现在不干，将来也不会干。

（2）我以前没干，现在也没干。

（3）我将来也没干。

3.“不”可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没有（没）”原则上只能修饰动词。例如：

（1）我不吃不干净的东西。

（2）我没吃不干净的东西。

（3）我不吃没干净的东西。

4.“不”可以跟几乎所有的助动词结合，“没有（没）”只能跟部分助动词结合。例如：

（1）他不要 / 能 / 能够 / 肯 / 敢 / 会 / 可以 / 应该 / 该去。

（2）他没要 / 能 / 能够 / 敢去。

（3）他没会 / 肯 / 可以 / 应该 / 该去。

（四）特殊格式

1. 异形同义格式

在一些习惯用法中，句子的肯定形式跟否定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是相同的，但这样的格式不具备类推性。例如：

（1）好热闹 = 好不热闹（都是“热闹”）

（2）好容易 = 好不容易（都是“不容易”）

（3）当心摔跤 = 当心别摔跤（都是“别摔跤”）

（4）难免出错 = 难免不出错（都是“出错”）

2. 双重否定格式

双重否定格式用来表示肯定的意思。例如：

（1）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

（2）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3）我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

双重否定表面上意义等于肯定，但实际上不然。例（1）的语气比单纯肯定委婉，例（2）的语气比单纯肯

定强烈，例（3）的“不能不去”不等于“能去”，而是等于“必须去”。

二、疑问句

疑问句包括疑惑和询问双重意义。一个疑问句，通常是 既 疑 且 问，但 可 以 疑 而 不 问，也 可 以 问 而 不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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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内部小类在结构上也各具特色，在疑问信息、疑问焦点、疑问语气以及疑问代词的使用上都很有特点。

（一）疑问句的结构类型

按照结构特点，疑问句可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四类。

1. 是非问

是非问在结构上跟一般的陈述句相同，只要语调变为升调，或者带上疑问语气词，陈述句就变为疑问句。

例如：

（1）你去北京。→你去北京？→你去北京吗？ /

如果是非问句没有疑问语气词，语调必须上升。疑问语气词和升调在是非问句中二者必有其一。也就是说，

疑问信息是由疑问语调或者疑问语气词承担的。如果有疑问语气词，语调可升可降：既用疑问语气词又用

升调，带有强调意味。

是非问句所用的疑问语气词除了“吗”之外，还有“吧”和“啊”。例如：

（2）你是老张吧？

（3）你是老张啊？

用“吗”疑问程度比较强，用“吧”的疑问程度比较弱，表示一种测度的语气，征求对方意见；“啊” 带有惊奇的

意味。但是是非问句决不能用语气词“呢”。例如：

（4）你是老张呢？

如果一定要用“呢”，这就变成特指问的简略格式了，“你是老张呢？”就要理解为“你（如果） 是老张，又会怎

么样呢？”。

疑问句的回答都是针对 疑 问 焦 点 的，是 非 问 句 的 回 答 形 式 比 较 简 单，用“是、是 的、对”等 表 示 肯 定，用

“不、不是、没”表示否定。由于是非问的疑问焦点就是整个句子，所以，有时也可以重复原来的句子形式：

（5）A：你是老张吗？

B1 ：是，我是老张。

B2 ：不，我不是老张。

在面对面的交际中，甚至可以用点头、摇头之类的体态语来回答。

2. 特指问

陈述句中的每一项都可用疑问代词来替换，从而构成特指问句。例如“他明天坐飞机去北京”这句话，可

以构成以下几个特指问句：

（1）谁明天坐飞机去北京？

（2）他什么时候坐飞机去北京？

（3）他明天怎么去北京？

（4）他明天坐飞机去干吗？

（5）他明天坐飞机去哪儿？

疑问代词承担了特指问句的疑问信息，同时也形成了疑问焦点，所以希望对方针对疑问代词作出回答。

句调可以是升调，也可以是降调。

特指问如果用语气词，只能是“呢”或“啊”，不能用“吗”或“吧”。例如：

（6）什么时候去呢？

（7）什么时候去啊？

（8）什么时候去吗？

（9）什么时候去吧？

如果一定要用“吗”或“吧”，特指问就变成了回声问，意思是：我没有听清楚，你是在问“什么时候去”吗？回

声问也是是非问句。

特指问句要求针对疑问焦点作具体回答，所以不能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特指问还有两种特殊的简略格式，即在形式上没有疑问代词出现，但是句末用了疑问语气词“呢”，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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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针对性的回答。

第一，“NP（名词性成分）+ 呢”。这种问句，如果是首发句，一般是询问处所，相当于问“NP 在哪儿？”。

在一定 的 语 境 中，当“NP 呢”处 在 后 续 句 的 情 况 下，也 可 以 询 问 处 所 以 外 的 其 他 情 况，相 当 于 问“NP 怎 么

样”，例如：

（1）你的手机呢？（ = 你的手机在哪儿呢？）

（2）你去车站接人，那么我呢？（ = 我干什么呢？）

第二，“VP（谓词性成分）+ 呢”。句中的 VP 可以是动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它一般询

问假设性的后果，句中可以出现假设连词。例如：

（3）他不去呢？（ = 如果他不去，怎么办呢？）

（4）要是他们不给钱呢？（ = 要是他们不给钱，那么怎么办呢？）

在一定条件下，这类问句也可以不含假设义。例如：

（5）老太太，您说呢？（您说怎么办呢？）

（6）那么太太对你呢？（太太对你怎么样呢？）

例（5）的主语一定要用第二人称，谓语动词限于“看、说、想、瞧”等。例（6）的谓语动词省略了。

3. 选择问

选择问句提出两种或几种看法，希望听话人选择其中一项来回答。在结构上出现并列的两项或几项，经

常用“是⋯⋯还是”来连接。例如：

（1）你是去广州还是去深圳？

（2）小姐来点什么？可乐？雪碧？椰汁？

选择问句如果用语气词，只能用“呢”，不能用“吗”。选择问的回答形式比较多，可以选择疑问项中的一

项，可以全部否定，也可以在疑问项之外另选一项回答。例如：

（3）A：你去广州还是去深圳？

B1 ：去广州。

B2 ：两个地方都不去。

B3 ：去珠海。

4. 正反问

正反问句提出正反两个方面，希望对方从中选择一项回答，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选择问。正反问

句语调可升也可降，如果用上语气词“呢”，有“深究”的意思。它的疑问信息是由正反并列结构承担的，所以

回答可以比较简单，选择肯定项，或者选择否定项。例如：

（1）你去不去广州？去 / 不去。

（2）里边有没有人呢？有 / 没有。

正反问句有多种省略的变化形式。例如：

（3）开会不开会？ / 有人没有人？

（4）开不开会？ / 有没有人？

（5）开会不开？ / 有人没有？

（6）开会不？ / 有人不？

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没有”否定动词，肯定形式不能用“有”，只能是零形式。例如：

（7）吃饭没有？

（8）有没有吃饭？

例（7）是规范的用法，例（8）是粤方言或吴方言的用法。

（二）疑问句的交际类型

疑问句的使用频率仅次于陈述句。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疑问句有不少特殊功能的用法。这主要是反问

句、设问句，还有回声问、附加问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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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反问句）

（2）你猜是什么？野花。（设问句）

（3）你是问我姓什么？（回声问）

（4）你就答应了吧，好不好？（附加问）

1. 反问句

反问句又叫反诘疑问句，它是“无疑而问”，即发问人心目中并没有真正的疑问，只是在用疑问句的形式

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在语气上有不满、反驳的意味。通常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的意思，用否定形

式表示肯定的意思。

是非问和特指问经常用做反问，而用选择问或正反问来进行反问比较少，因为到底是表示肯定还是否定

的意义，要根据语境作具体的分析。例如：

（1）这件事他能不知道？（ = 他知道）

（2）谁说我答应了啊？（ = 没答应）

（3）你这是说他呢，还是说我？（ = 说我）

（4）你看这孩子笑得，可爱不可爱？（ = 可爱）

2. 设问句

设问句又叫自问自答句，属于交际功能的类型。发问人心目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但并不直接

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而是先用一个问句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再顺势引出自己的看法。最常用的是特指问

句，当然正反问和选择问，甚至于是非问也可以。例如：

（1）人民币的信誉靠什么？靠稳定。

（2）犯过错误的人用不用？用。

（3）他是想继续升学呢，还是去拍电影？当然是升学。

（4）知道霍元甲吗？大侠，电视正演得红火呢！

三、祈使句

向听话人提出要求，希望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句子叫祈使句。祈使句的主语限于三类词语：第二人

称代词、包括式的第一人称复数、称谓词，但是经常省略。

（一）肯定形式的祈使句

肯定形式的祈使句要求听话人做些什么，语气强烈的是命令句，委婉的是请求句。例如：

（1）把犯人带上来！ / 你给我滚出去！

（2）请出来吧。 / 千万当心哪。

例（1）是命令句，结构简单，语调短促，一般不用语气词。例（2）是请求句，表示请求、商量、敦促、建议等，语

调比较舒缓，经常使用语气词“吧”、“啊”等，也经常使用“请”、“千万”等祈使性词语。

（二）否定形式的祈使句

否定形式的祈使句要求听话人不做什么。语气强烈的是禁止句，委婉的是劝阻句。例如：

（1）禁止抽烟！ / 不准随地大小便！

（2）您老就别去了。 / 千万别当回事儿。

例（1）是禁止句，语调短促，不用语气词，经常使用“禁止”、“不准”等字眼。例（2）是劝阻句，语调舒缓，经常

使用语气词“了”、“啊”，经常使用的否定词是“别”、“不要”等。

（三）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不对称现象

有些祈使句，既有肯定形式，又有否定形式；而有些祈使句，要么只有肯定形式，没有否定形式；要么只有

否定形式，没有肯定形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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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进来。 / 请别进来。

（2）千万当心哪。 /千万别当心哪。

（3）请紧张。 / 请别紧张。

我们把这叫做祈使句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不对称现象。造成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在于充当祈使句谓语

中心语的词语特点，概括说来，是它们的褒贬色彩和语义特征。

1. 褒贬色彩的影响

一般地说，褒义色彩的词 语，在 祈 使 句 中 不 用 否 定 形 式；贬 义 色 彩 的 词 语，在 祈 使 句 中 不 用 肯 定 形 式。

例如：

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

褒义 要尊重别人！ 不要尊重别人！

贬义 请随地吐痰！ 不要随地吐痰！

这是符合语言使用者的一般心理的。说话人持肯定性评价的事情，一般不会要求别人不去做；而持否定性评

价的事情，一般也不会要求别人去做。

2. 语义特征的影响

祈使句中的动词，有的具有［ + 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人有意识地通过某个动作来达到某种结果；有的

具有［ - 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人无意识地发出了某个动作并造成了某种结果。这两种动词在祈使句的肯

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中的表现是不同的。例如：

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

自 主 抓住扶手！ 别抓住扶手！

非自主 冻感冒！ 别冻感冒！

有些动词性结构，动作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由人控制的，这样的结构，可以进入祈使句的否定式；动

作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不能人为控制的动词性结构，就不能进入祈使句的否定式。例如：

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

可 控 把窗户打开！ 别把窗户打开！

不可控 请听明白！ 请别听明白！

谓语部分带数量结构的祈使句，一般只有肯定形式，没有否定形式。例如：

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

拿一张报纸来！ 别拿一张报纸来！

对他要凶一点儿！ 别对他凶一点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跟数量短语有关。在肯定式中，说话人要求对方去实施某种动作，可以给予具体的指

示，包括数量方面的要求；要求对方不做某事，在句中只需要否定那件事本身，无须对数量进行否定。

四、感叹句

感叹句是抒发强烈感情的句子，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1. 直接用叹词构成的感叹句。例如：

（1）哎呀！

（2）哼！

2. 句中有明显标 志 的，或 用 副 词“多、多 么、太、真、好”，或 用 语 气 词“啊”，或 使 用 某 些 特 定 的 词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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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多麻利的手脚！

（2）这人长得真魁梧！

（3）好大的架子！

（4）总理是我们的贴心人哪！

（5）祖国万岁！

（6）祝老先生寿比南山！

3. 句子形式在书面 上 跟 一 般 的 陈 述 句 一 样，但 句 尾 用 了 感 叹 号；口 语 中 语 调 是 先 升 后 降，并 且 音 量

加大。

（1）明天是星期天！

（2）爸爸回来了！

从抒发的感情看，可以有惊讶、快乐、悲哀、恐惧、愤怒、厌恶等，要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辨析。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陈述句所带的语气词的作用。

1. 别担心，问题不会太大的。

2. 一年到头，不知为他操多少心呢。

3. 你看，老师来了。

4. 我不想去嘛。

5. 不是大病，头疼脑热罢了。

二、在基本句义不变的前提下，把下列陈述句的肯定形式改为否定形式，否定形式改为肯定形式，并且

说说语气上的区别。

1. 听了企业发展的规划，大家都欢欣鼓舞。

2. 作为教师，我们要关心每一个孩子。

3. 有些钱不能不花，但也得省着点。

4. 这件事，他不会不知道。

三、指出下列疑问句的结构类型。

1. 那本书你买了没有？

2. 明天会下雨吧？

3. 你的衣服呢？

4. 你到底去不去？

5.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6. 我们是看电影，看话剧，还是看球赛？

7. 你们那儿还有谁要去吗？

8. 你是说谁都可以去吗？

四、请鉴别下列形容词（假设为 A），看看它们进入三个不同句法框架的情况。

形容词：客气、公平、热心、自满、努力、谦虚、急躁、胆小、小气、难过、争气。

框架：（1）A 一点儿！ （2）别不 A！ （3）别 A！

五、下列疑问句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1. 妈妈已经回来了，是吗？

2. 我劝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3. 为什么呢？就图多看几眼。

4. 你是在说他为什么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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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双重否定”跟疑问句如何结合使用？“三重否定”有什么特殊功能？

二、有人说“是非问句没有疑问焦点”，你同意吗？为什么？

三、疑问句的疑惑程度有深有浅，这跟疑问句的结构有关系吗？试做一分析。

第八节 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

学习要点：掌握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方法，主要是指语义角色、语义指向和语义特征这三种分析

法，并且能够运用这些分析法来解释各种语言现象。

句法结构是句法形式和语义内容的统一体。对句法结构不仅要做形式分析，例如句法层次分析、句法关

系分析以及句型分析等，而且还要做种种语义分析。对句法结构的语义分析越全面、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对

句法形式上的各种现象给予科学合理的解释。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主要是指语义角色、语义指向和语义

特征三种分析。

一、语义角色

（一）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

在句法结构中，词语与词语之间不仅发生种种句法关系，而且发生种种语义关系。语义关系是指隐藏在

句法结构后面由该词语的语义范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句法关系是句法关系，语义关系是语义关系，这两者

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

（1）小李吃了 / 苹果吃了

（2）吃饭了 / 来人了

例（1）是主谓关 系，从 语 义 上 分 析，“小 李”跟“吃”是“施 事———动 作”关 系，“苹 果”跟“吃”是“动 作———受

事”关系。例（2）是 述 宾 关 系，从 语 义 上 分 析，“吃”和“饭”是“动 作———受 事”关 系，“来”跟“人”是“施

事———动作”关系。可见，主语不等于施事，宾语也不等于受事。所谓“施事”、“受事”实际上就是语义关系

问题。一种句法结构关系，可能包含着多种语义关系，反之，一种语义关系也可能构成多种句法结构关系。

（二）动词和名词语义关系的类别

汉语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句法分析的重点是动词跟名词性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也

叫配价关系，或者格关系。在各种语义关系中，名词性成分担任了一定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工

具”、“方式”等等，这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名词性成分跟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名词性词语经常担任的语义

角色主要是：

1. 施事：指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也可用介词“被”（叫、让、给）引进。例如：

小牛
獉獉

在吃草 / 杯子被王华
獉獉

打碎了

2. 受事：指动作行为的承受者，也可用介词“把”（将）引进。例如：

小花猫逮住了一只大老鼠
獉獉獉獉獉

/ 他把书
獉

拿走了

3. 系事：指连系动词连接的对象。例如：

他
獉

是学生 / 陈伟
獉獉

成了一名画家

4. 与事：指动作行为的间接承受者，也可用介词“给”引进。例如：

他们送母校
獉獉

一幅油画 / 他还给我
獉

一支笔

5. 结果：指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例如：

她在房间里打毛衣
獉獉

/ 我们学校盖了一幢教学大楼
獉獉獉獉獉獉

6. 工具：指动作行为的凭借物，也可用介词“用”（拿）引进。例如：

你吃大碗
獉獉

，我吃小碗
獉獉

/ 王涛用毛笔在
獉獉獉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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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式：指动作行为进行的方法、形式，也可用介词“以”（用）引进。例如：

明天考口试
獉獉

/ 他用蝶泳
獉獉

游完全程

8. 处所：指动作发生的处所或起点、终点，也可用介词“在”（从、到）引进。例如：

陈小玉去了师大
獉獉

/ 我住在二楼
獉獉

9. 时间：指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可用介词“在”（从、到）引进。例如：

他回家乡过春节
獉獉

/ 我的课请排在星期五
獉獉獉

10. 目的：指动作行为发生的目的，可用介词“为”（为了）引进。例如：

他在筹备展览会
獉獉獉

/ 刘玲为考大学
獉獉

在复习

11. 原因：指动作行为发生的原因，也可用介词“因为”引进。例如：

他在外待了一个月避避风头
獉獉

/ 他爷爷因为肺病
獉獉

住了院

12. 材料：指动作行为所使用的材料，也可用介词“用”引进。例如：

他在给青菜浇水
獉

/ 地板用油漆
獉獉

涂了一层

13. 致使：指动作行为使动的对象，也可用介词“使”引进。例如：

我们要端正学习态度
獉獉獉獉

/ 我们要使环境
獉獉

变得更加漂亮

14. 对象：指动作的对象，也可用“对”（向）介词引进。例如：

他在教育孩子
獉獉

/ 向同学们
獉獉獉

表示感谢

（三）语义角色的解释力

名词语义角色实际上还有好多种，它可以跟动作直接组合，也可以靠介词引入，因此介词也叫做“格标

记”。建立起语义关系的类型，就可以合理解释句法结构内部的复杂情况。动词同名词性词语之间的语义关

系是由它们双方共同决定的，同一个动词，与不同的名词性词语搭配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语义关系。例如：

（1）吃面条（动作———受事） 吃大碗（动作———工具） 吃食堂（动作———处所）

吃大户（动作———依据） 吃包月（动作———方式）

（2）妈妈在包衣服（施事———动作———受事） 他们在包饺子（施事———动作———结果）

外头包牛皮纸（处所———动作———材料） 礼品包小包（受事———动作———方式）

同一个名词性词语，与不同的谓词搭配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语义关系。例如：

（3）买毛衣（动作———受事） 织毛衣（动作———结果）

（4）打人（动作———受事） 来人（动作———施事）

（四）名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

语义关系还包括名词跟名词的关系。例如：

1. 领属关系：我们的学校 / 弟弟的书包

2. 处属关系：天上的云彩 / 室外的温度

3. 时属关系：当时的情况 / 过去的历史

4. 从属关系：厂长的秘书 / 同学的妈妈

5. 隶属关系：兔子的尾巴 / 孔雀的羽毛

6. 含属关系：蔬菜的味道 / 妹妹的脾气

7. 质料关系：老虎皮的坐垫 / 杉木的扁担

8. 来源关系：中国的留学生 / 四川的榨菜

9. 种属关系：一等奖的奖励 / 四化的目标

10. 相关关系：李先生的消息 / 爱情的传说

11. 类属关系：金黄色的麦浪 / 人工的心脏

12. 比喻关系：金刚石的性格 / 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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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义指向

（一）句法结构和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指句法结构中的某一成分跟其他成分之间在语义上的联系。这种语义联系同句法关系有时

一致，有时不一致。例如：

（1）月亮渐渐
獉獉

升起来了。

（2）妈妈高兴
獉獉

地点点头。

例（1）中的状语“渐渐”在语法功能上修饰谓语“升起来”，在语义作用上描写“升起”的速度，“渐渐”与“升

起”在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上是一致的。例（2）中的状语“高兴”在语法功能上修饰谓语“点点头”，但在语义

作用上却指向主语，描写“妈妈”在发出点头动作时的心情，“高兴”的语法功能和语义指向就出现了背离的

情况。语义指向分析的重点是分析在结构上没有直接组合关系的语法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即非直接成分

之间的语义联系。

（二）语义指向的类型

1. 补语的语义指向

第一，前指动词。例如：

（1）你砍快
獉

了，慢一点！（ = 你砍 + 砍快了）

（2）我看完
獉

了《红楼梦》。（ = 我看《红楼梦》+ 看完了）

第二，前指主语。例如：

（3）我砍累
獉

了。（ = 我砍 + 我累了）

（4）我学会
獉

了滑雪。（ = 我学滑雪 + 我会了）

第三，后指宾语。例如：

（5）我们砍光
獉

了树再休息。（ = 我们砍树 + 树光了）

（6）他一连发出界
獉獉

两个球。（ = 他一连发两个球 + 两个球出界）

第四，前指“把”的宾语。例如：

（7）把刀都砍钝
獉

了。（ = 用刀砍树 + 刀钝了）

（8）他把牙都吃坏
獉

了。（ = 他用牙吃 + 牙坏了）

2. 状语的语义指向

第一，后指中心语。例如：

（1）血压急剧
獉獉

下降。

（2）我经常
獉獉

打乒乓球。

第二，前指主语。描写动作者在进行某一动作时的表情、姿态、心理状态等等。例如：

（3）祥子青筋蹦跳
獉獉獉獉

地坐下。（祥子青筋蹦跳）

（4）四凤胆怯
獉獉

地望着大海。（四凤胆怯）

第三，后指宾语。例如：

（5）花也很多，圆圆
獉獉

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排成一个圆圆的圈）

（6）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
獉獉獉獉

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躺满了十六七个横七竖八的

“猪猡”）

第四，前指介词“把”的宾语。例如：

（7）我把王群满意
獉獉

地打发走了。（王群满意）

（8）师傅们把水泥行条和楼板纵横交错
獉獉獉獉

地堆放在一起。（水泥行条和楼板纵横交错）

3. 定语的语义指向

第一，后指中心语。例如：

（1）他昨天买了件羊皮
獉獉

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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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要好好地逛一逛美丽
獉獉

的西湖。

第二，前指主语。例如：

（3）他做了一个惬意
獉獉

的梦。（ = 他做了一个梦 + 他惬意）

（4）我过了一个愉快
獉獉

的暑假。（ = 我过了一个暑假 + 我愉快）

第三，前指述语。例如：

（5）陈小平看了一天
獉獉

的书。（ = 陈小平看书 + 看了一天）

（6）孙静在家等了一上午
獉獉獉

的电话。（ = 孙静在家等电话 + 等了一上午）

（三）语义指向的解释力

有些句法结构的情况比较复杂，语义指向可以合理解释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例如：

（1）王冕死了父亲。（王冕的父亲死了）

（2）苹果吃了三个。（苹果中的三个吃了）

（3）孩子被奶奶抱进了大门。（［奶奶抱孩子］进了大门）

（4）奶奶哭瞎了眼睛。（奶奶哭 + 奶奶的眼睛瞎了）

例（1）中，“死”的是“父亲”，而且“父亲”是“王冕”的；例（2）中，“苹果”中的“三个”被“吃”了；例（3）中，奶

奶和孩子一起进了大门，趋向补语“进”同时指向受事主语和“被”的施事宾语；例（4）中，奶奶跟眼睛有整体

与部分的领属关系，所以，奶奶瞎，也就是她的眼睛瞎了。

语义指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某些歧义现象。例如：

（5）陈斌最喜欢游泳。

（6）她又买了一件毛衣。

例（5）这句话如果是针对“许多人都喜欢游泳”这一情境来说的，那么“最”语义指向“陈斌”；如果这句话是针

对“陈斌喜欢许多项运动”这一情境来说的，那么“最”语义指向“游泳”。例（6）情况更为复杂，我们也可以通

过设置语境的方法来加以分析。例如：

a. 我买了一件毛衣，她
獉

又买了一件毛衣。（“又”语义指向“她”）

b. 她已借了一件毛衣，她又买
獉

了一件毛衣。（“又”语义指向“买”）

c. 她已买了两件毛衣，她又买了一件
獉獉

毛衣。（“又”语义指向“一件”）

d. 她已买了一件皮衣，她又买了一件毛衣
獉獉

。（“又”语义指向“毛衣”）

三、语义特征

（一）词语搭配和语义特征

词与词在选择搭配时既有一定的语法限制，也有一定的语义限制。这种语义限制实际上就是词与词在

语义成分上的适应性，如果没有这种语义的适应性，句法结构便不能组合起来。这种适应性，实际上就是语

义特征的限制。词语中符合某种组合选择的有区别性特征的最小语义成分就是语义特征。例如，“揉”这一

动词要求与之搭配的受事词语必须具有［ + 固体］、［ + 柔软］这样的语义特征，“衣服”、“皮肤”、“面团”同时

具有［ + 固体］、［ + 柔软］这两个语义特征，因此可以同“揉”这一动词搭配（“揉衣服、揉皮肤、揉面团”），但

“泉水”不具备［ + 固 体］语 义 特 征，“石 头”不 具 备［ + 柔 软 ］语 义 特 征，因 此 它 们 都 不 能 与 动 词“揉”搭 配

（“揉泉水、揉石头”）。再比如，助词“着”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因此只有具有［ + 持续］语义特征的动

词才能带助词“着”（“唱着、跳着、听着”），而不具有［ + 持续］语义特征的动词不能带助词“着”（“他正到

着、会议开始着”）。

（二）句式构成和语义特征

不仅词与词的组合涉及语义特征的限制问题，某些句式的使用也涉及语义特征的限制问题。例如，“NP

了”句式中的“了”表示出现新的情况，它要求前面的 NP 必须具有［ + 推移性］特征，换言之，只有具有［ + 推

移性］的 NP 才能进入“NP 了”句式。所谓具有［ + 推移性］，是说 NP 表示的概念是由相对的概念推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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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一个发展序列的存在。例如：

（1）大孩子了，也该懂点礼貌！

（2）军长了，不能随便表态！

（3）都二十几岁的人了，做事要有头脑！

（4）都 21 世纪了，观念还这么落后！

“大孩子”、“军长”、“二十几岁的人”、“21 世纪”都由其他概念推移而来：

→小孩子 大孩子 →师长 军长

→十几岁的人 二十几岁的人 20 →世纪 21 世纪

因此这些句子都能成立。不具备［ + 推移性］的 NP 无法进入“NP 了”句式：

（5）孩子了，也该懂点礼貌！

（6）人了，做事要有头脑！

人一生下来就是“孩子”，它前面没有做推移基础的概念。因此例（5）不能说。“人”同样不具有［ + 推移性］，

例（6）也不能成立。

（三）语义特征的解释力

有些结构形式完全相同的句子却有不同的变换式，对这种现象可以从语义特征上加以解释。例如：

A B

台上坐着主席团 台上唱着戏

身上盖着毯子 外头下着雨

这两组句子词语序列相同，内部的结构层次、结构关系也相同，都是：

但 A 组句子与 B 组句子的变换式却不相同：A 组句子都可以变换为“名（人或事物）+ 动 + 在 + 名（处所）”，

但 B 组句子都不能做这种变换。例如：

（1） →台上坐着主席团 主席团坐在台上

（2） →身上盖着毯子 毯子盖在身上

（3） →台上唱着戏 戏唱在台上

（4） →外头下着雨 雨下在外头

B 组句子都可以变换 为“名（处 所）+ 正 在 + 动 + 着 + 名（人 或 事 物）”，但 A 组 句 子 都 不 能 做 这 种 变 换。

例如：

（1） →台上唱着戏 台上正在唱着戏

（2） →外头下着雨 外头正在下着雨

（3） →台上坐着主席团 台上正在坐着主席团

（4） →身上盖着毯子 身上正在盖着毯子

A 组句子和 B 组句子的变换式不同反映出这两组句子具有不同的语法意义：A 组句子表示“存在”，说明事

物的位置，着眼点是空间；B 组句子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着眼点是时间。造成这两组句子具有不同的语法

意义、具有不同的变换方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组句子中的动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

A 组句子的动词“坐、盖”等，虽然具体意义各不相同，但都具有［ + 附着］这一语义特征，就是说，都含有

“附着于某物”的意思；

B 组句子的动词“唱、下”等，则不具备［ + 附着］这一特征。正是具有［ + 附着］特征的动词使得 A 组句

子表示“存在”的意义。

通过语义特征分析，不仅可以较好地说明词语对词语、句式对词语的选择关系，而且可以解释某些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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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例如：

（1）倒了一杯水

（2）烧了一车炭

例（1）可以理解为“倒掉”或“倒上”，例（2）可以理解为“烧掉”或“烧得”，关键就在于动词的语义特征的不

同：“倒1”和“烧1”具有［ + 去掉］语义特征，“倒2”和“烧2”具有［ + 获得］的语义特征。这就比较合理地解释

了造成这类歧义现象的原因。

不仅动词的语义特征很重要，名词的语义特征也同样重要。例如：

（3）烧了一张纸。

（4）烧了一壶水。

同样是动词“烧”，但是跟“纸”组合，就只能够理解为“烧掉”，因为“纸”具有［ + 可燃性］，如果跟“水”组合，

就只能够理解为“烧得”，因为“水”具有［ - 可燃性］。这是名词的语义特征制约了句子的语义。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语句中加“·”的名词性成分所担任的语义角色。

1. 售票处
獉獉獉

围满了人
獉

，大家
獉獉

都在挤电影票
獉獉獉

。

2. 昨天
獉獉

我买了一部词典
獉獉獉獉

。

3. 我家去年盖了一幢小楼
獉獉獉獉

。

4. 李老师退休时赠给学校图书馆
獉獉獉獉獉

一批书。

5. 他
獉

是跳舞明星，他会跳探戈
獉獉

。

6. 这个小店方便了周围的群众
獉獉獉獉獉

。

7. 食堂
獉獉

我吃不惯，我还是在家里
獉獉

吃。

8. 陈朗用红木
獉獉

打了一套家具
獉獉獉獉

。

9. 这件事
獉獉獉

他有他的想法。

10. 他对我
獉

说了许多大道理
獉獉獉獉獉

。

二、分析下列语句中加“·”的词语的语义指向。

1. 有一天，他在饭店里喝醉
獉

了酒。

2. 你干得太快
獉獉

了。

3. 老师傅手把手教会
獉

了两个徒弟。

4. 他在院子里深深
獉獉

地挖了一个坑，栽了一棵树。

5. 他把各种书籍杂乱无章
獉獉獉獉

地放在书架上。

6. 妈妈给儿子找了一件干净
獉獉

的内衣。

7. 我走了一大段冤枉
獉獉

路。

8. 我们忽然
獉獉

发现了老虎。

9. 这篇论文可把我写苦
獉

了。

10. 孙梅一听到这个消息慌慌张张
獉獉獉獉

地转身就走。

三、同 样 一 个 动 词“考”，可 以 说 ：考 大 学 、考 研 究 生 、考 数 学 、考 笔 试 、考 五 分 ，请 分 析 它 们 的 语 义

关 系 。

四、“老张有辆新车很得意”、“老张有条小狗很聪明”没有歧义，而“老张有个女儿很骄傲”则有歧义，请

运用语义指向以及语义特征分析法作出解释。

五、我们可以说：“谦虚点儿”“老实点儿”“灵活点儿”，但是，不能说：“健康点儿”“伟大点儿”“高尚点

儿”。为什么？试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做出解释。

六、请举例说明带“得”的述补谓语句，补语的语义指向分别指向谓语、主语和宾语的情况。

七、请运用语义指向的分析法分化下列歧义结构。

1. 他不吃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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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王的脾气你也知道的。

思考题

一、名词和名词可以构成偏正短语，试分析它们的语义关系。

二、请分析一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的语义指向。“又”指向哪里？

三、“厂里有一辆车”是歧义的，请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解释其中的道理。

第九节 歧义现象分析

学习要点：了解汉语歧义格式的基本类型，重点是由于句法结构层次、关系不同以及语义指向、语义

角色不同而引起的歧义。能够运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法对歧义结构进行分化。

歧义现象是指一个语言片断可以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义理解。歧义又叫做“同形”，一个着眼于内容，

一个着眼于形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歧义必须以同形作为前提，不同形就无所谓歧义。深入了解歧

义现象，并且能够进行分化，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汉语句法结构复杂性、精细性的理解，同时，对掌握句法结

构的分析方法也很有帮助。

一、歧义类型

汉语里的歧义现象种类繁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按照歧义现象存在的方式，可以先把它分为

口头歧义和书面歧义。口头歧义主要是由同音词造成的。例如：

（1）你 ｑīｚｈōｎｇ 考试考得怎么样？（期中 / 期终）

（2）岸边停着一艘 ｙóｕｃｈｕáｎ。（游船 / 油船 / 邮船）

书面歧义比较复杂。从歧义所由产生的根源来分析，书面歧义首先可以分为词汇歧义和组合歧义。词

汇歧义主要是由词的多义而引起的。例如：

（3）他已经走
獉

了两个小时了。（行走 / 离开）

（4）午饭他没有吃菜
獉

。（蔬菜 / 菜肴）

（5）我去上课
獉獉

。（讲课 / 听课）

（6）这些人多半儿
獉獉獉

是南京大学的学生。（超过半数 / 大概）

组合歧义是在句法组合中产生的歧义，它又可以分为语法组合歧义和语义组合歧义两种，每一种都包含

若干更小的类型。

（一）语法组合歧义

1. 词类不同。例如：

（1）饭不热
獉

了。（形容词 / 动词）

（2）自行车没有
獉獉

锁。（副词 / 动词）

（3）这篇文章你给
獉

我看看。（动词 / 介词）

（4）他爬过
獉

那座山没有？（趋向动词 / 动态助词）

2. 词和短语同形。例如：

（1）刘英要煎饼
獉獉

。（名词，一种食品 / 述宾短语，指“把饼煎一煎”）

（2）存粮
獉獉

多一点好。（名词，指“储存的粮食”/ 述宾短语，指“储存粮食”）

3. 结构关系不同。又可分为：

A. 述宾关系或偏正关系

进口彩电 学习文件 表演节目 复印材料

出租汽车 预约日期 出土文物 研究方法

622 第四章 语 法



B. 偏正关系或联合关系

学校医院 祖国人民 奶油面包 文学语言 生物化学

C. 同位关系或偏正关系

他们部队 你们学校 我们工厂

D. 述宾关系或述补关系

想起来 说下去

E. 偏正关系或主谓关系

生活困难 文字规范 语音标准 食堂卫生

E 类也涉及词性的不同。如“生活困难”是偏正关系时，“困难”是名词；是主谓关系时，“困难”是形容词。

4. 结构层次不同。例如：

结构层次不同往往也伴随着结构关系不同：

结构层次不同、结构关系不同有时也涉及到词性不同的问题：

在 a 种切分中，“没有”是动词；在 b 种切分中，“没有”是副词。

（二）语义组合歧义

1. 语义角色不同。例如：

（1）这个人谁都不认识。（“这个人”既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

（2）开刀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既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

（3）汽车运走了。（“汽车”既可能是受事，也可能是工具）

（4）提拔团长。（“团长”既可能是受事，也可能是结果）

2. 语义指向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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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在车厢上贴标语。

状语“在车厢上”语义可以指向“他”，原句可以分析为“他在车厢上，他贴标语”；也可以指向“贴标语”，原句

意思是“他贴标语，标语在车厢上”。又如：

（6）我们学校就去了二十几个人。

“就”语义指向“我们学校”时，全句意思是说去的人多；“就”语义指向“二十几个人”时，全句意思是说去的人少。

二、歧义格式

歧义结构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词类序列，我们把能够产生歧义的词类序列叫做歧义格式。如果我们

能够找出各种歧义格式，并弄清产生歧义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形式入手去把握各种歧义现象，这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动 + 名

这一格式可能是述宾关系，也可能是偏正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动词是及物动词，能够支配

名词；第二，动词能够修饰名词。例如：

学习文件 进口彩电 表演节目 代理厂长 修改方案（有歧义）

学习日语 生产彩电 表演杂技 收集材料 制造汽车（述宾关系）

学习园地 建设高潮 表演中心 工作环境 休息场所（偏正关系）

（二）名1 + 名2

这一格式的歧义或为联合关系，或为偏正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名1”与“名2”并列，它们是

表示同一义类的事物；第二，“名1”可以修饰“名2”。例如：

学校医院 生物历史 奶油面包（有歧义）

工人农民 语文数学 北京上海（联合关系）

教工宿舍 木头桌子 北京地图（偏正关系）

（三）动 + 名1 + 的 + 名2

这一格式的歧义或为述宾关系，或为偏正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动”是及物动词，既能支配

“名1”，也能支配“名2”；第二，“动 + 名1”能修饰“名2”。例如：

撞倒弟弟的自行车 告别母校的学生 咬死猎人的狗（有歧义）

撞倒路边的自行车 检查大楼的电梯 解释旅行团的章程（述宾关系）

撞倒柱子的自行车 学习英语的条件 缝补衣服的妈妈（偏正关系）

（四）数量 + 名1 + 名2

这一格式由于结构层次不同而产生歧义，句法结构都是偏正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数量”既

能修饰“名1”，也能修饰“名2”；第二，“名1”能修饰“名2”。例如：

两个学校的领导 一个学生的建议（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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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学校的领导 一位学生的建议（数量 + 名│名）

两位学校的领导 一项学生的建议（数量│名 + 名）

（五）动 + 了 + 数量 + 的 + 名

这一格式所产生的歧义比较复杂，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数量”中的“量”应表示时量，“数量”能说

明“动”的时间长度；第二，“数量”能限制“名”。例如：

运了一年的煤 跳了十年的舞 砍了两个星期的柴（有歧义）

生活了二十年的夫妻 死了三天的狗（偏正关系）

花费了五年的工夫 走了三个小时的路（述宾关系）

（六）动 + 形 + 名

这一格式的歧义在于“形容词”的结合情况，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形”能补充说明“动”的结果；第

二，“形”能修饰“名”。例如：

放大照片 写好文章（有歧义）

增大音量 查清问题（述［述补］宾关系）

穿大棉袄 买新教材（述宾［偏正］关系）

（七）名1 + 和 + 名2 + 的 + 名3

这一格式产生歧义，或为偏正关系，或为联合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第一，“名1”能与“名2”并列；第二，

“名1”能与“名2 + 的 + 名3”并列。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名1”、“名2”、“名3”应是表示同一义类的名词。例如：

自行车和汽车的零件 牛肉和鱼的丸子（有歧义）

哥哥和姐姐的房间 安徽和江苏的农产品（偏正关系）

哥哥和远房的姐姐 安徽和东边的江苏（联合关系）

（八）形 / 名1 + 名2 + 名3

这一格式的歧义在于句法结构的层次不同，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名1（或形）”可以修饰“名2”和

“名3”；第二，“名2”可以修饰“名3”。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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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语言研究 朝鲜战争小说（有歧义）

小说故事情节 大敞篷汽车（名 / 形│名 + 名）

地名语源词典 老教师福利（名 / 形 + 名│名）

（九）关于 / 对 + 名1 + 的 + 名2

这一格式的歧义，或为介宾关系，或为偏正关系，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关于 / 对”可以跟“名1”构成

介宾关系；第二，“关于 / 对”可以跟“名1 + 的 + 名2”构成介宾关系。如：

关于鲁迅的杂文 对小陈的意见（有歧义）

关于道德的杂文 对商品的意见（偏正关系）

关于鲁迅的原名 对小陈的父亲（介宾关系）

（十）名1 + 在·名2 ·上 + 动 + 名3

这一格式因语义指向不同而产生歧义，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名1”是“动”的施事，“名3”是“动”的

受事；第二，“名2”是处所词，“名2 上”可以是“动 + 名3”动作发出以后，“名3”存在的处所。例如：

S1：赵军画画儿 + 画 儿 在 桥 上。画 儿 是 通 过 画 这 一 动 作，动 态 地 到 达 桥 上 的，至 于 赵 军 在 哪 里 则 不 清 楚。

S2：赵军在桥上 + 赵军画画儿，赵军在桥上是个静态位置，至于画儿画在哪里则不清楚。

我在黑板上写字 弟弟在火车上贴海报。（有歧义）

我在家里写字。 妈妈在飞机上看长江。（名2 语义指向名1）

我在轮胎里打气。 赵军在鼻孔里滴药。（名2 语义指向名3）

（十一）名 +（不 / 没 / 没有）+ 动

这一格式因语义关系不同而产生歧义，“名”是施事或受事。产生歧义的条件是：第一，“名”是表示人或

动物的名词；第二，“动”是及物动词，表示的动作既能由“名”发出，又能支配“名”。例如：

鸡不吃了 小王没找到 （有歧义）

孩子不吃了 小王没有来（“名”是施事）

烤鸭不吃了 鞋子没找到（“名”是受事）

（十二）连 + 名 + 也 / 都 + 不 / 没有 + 动

这一格式因语 义 关 系 不 同 而 产 生 歧 义：“名”是 施 事 或 受 事。 产 生 歧 义 的 条 件 跟（十 一）格 式 相 同。

例如：

连厂长
獉獉

也不认识。 连门卫
獉獉

都没看见。（有歧义）

连厂长
獉獉

都没出席。 连王老师
獉獉獉

都不会。（“名”是施事）

连荔枝
獉獉

都不认识。 连茶
獉

都没喝。（“名”是受事）

（十三）动 + 的 + 是 + 名

这一格式因语 义 关 系 不 同 而 产 生 歧 义：“名”是 施 事 或 受 事。 产 生 歧 义 的 条 件 跟（十 一）格 式 相 同。

例如：

反对的是他
獉

。 开刀的是他父亲
獉獉獉

。（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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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是一位青年人
獉獉獉獉獉

晕倒的是他父亲
獉獉獉

（“名”是施事）

关心的是房子
獉獉

购买的是笔记本
獉獉獉

（“名”是受事）

三、歧义的消除

在言语交际中，真正能产生歧义的句子并不多见，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运用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条件

来消除歧义。消除歧义的手段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利用语音

1. 轻声。轻声可以帮助区别词性和词义，有时还能区别不同的语法关系。例如：

（1）他爬过山没有？

（2）我想起来了。

例（1）“过”读去声（ｇｕò）是趋向动词，读轻声（·ｇｕｏ）是动态助词，意 思 不 一 样。例（2）“起 来”读 ｑǐｌáｉ，与

“想”构成述宾关系，全句意思是“我不想睡了”；读轻声·ｑｉｌɑｉ，与“想”构成述补关系，全句意思是“我刚才忘

了，现在记起来了”。

2. 重音。重音可以显示强调的重点，利用重音可以明确语法成分的语义指向。例如：

（1）  他最喜欢游泳。（“最”语义指向“他”，句意为“那些人中，他最喜欢游泳”）

（2）他最喜欢  游泳。（“最”语义指向“游泳”，句意为“那些运动中，他最喜欢游泳”）

3. 停顿。停顿可以起到显示结构层次的作用。例如：

（二）改换词语或改变句式

1. 改换句法结构中的某个关键性词语，往往可以消除歧义。例如：

（1）a. 参加会议的有三个医院的领导。（有歧义）

b. 参加会议的有三所
獉

医院的领导。（无歧义）

c. 参加会议的有三位
獉

医院的领导。（无歧义）

2. 改变句法成分的次序，也可以消除歧义。例如：

（2）a. 安徽和江苏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水灾。（有歧义）

b. 江苏的部分地区
獉獉獉獉獉獉獉

和安徽
獉獉

遭受了水灾。（无歧义）

（3）a. 这个人谁都不认识。（有歧义）

b. 谁都不认识这个人。（无歧义）

3. 变换句式，以消除歧义。例如：

（4）a. 台上摆着酒席。→酒席摆在台上。

b. 台上摆着酒席。→台上正在摆着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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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语境

1. 利用句子内部词语的语义制约，这样有歧义的短语一旦进入句子绝大多数就消除了歧义。例如：

（1）a. 发现敌人的哨兵。（有歧义）

b. 他就是那位发现敌人的哨兵。（无歧义）

c. 我们在前方不远处发现敌人的哨兵。（无歧义）

2. 利用上下文的语义制约，这样也能够消除有歧义的句子。例如：

（2）a. 鸡不吃了。（有歧义）

b. 鸡不吃了，钻到鸡窝里去了。（无歧义）

c. 鸡不吃了，我已经吃饱了。（无歧义）

3. 利用交际时具体语境的制约，包括说话时具体的对象、场景、身份等等，这些都对说话的内容起到了

限制作用，例如：在饭店里，一位顾客落座后对服务员说：“我要炒肉丝。”很显然，这句中的“炒肉丝”指的是

一道菜，决不会误解为他要去炒肉丝。再如，一个小学生背着书包出门时对奶奶说：“我去上课。”这话也不会

产生误解，他奶奶绝对不会想到他这是去讲课。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语句产生歧义的原因（即指出其歧义类型）。

1. 学生家长

2. 保留意见

3. 研究老舍的文章

4. 部分被侵占的国家

5. 厂里有三辆汽车。

6. 陈玲是前年生的孩子。

7. 我准备了一年的粮食。

8. 他们就订了五份杂志。

9. 我们小组讨论。

10. 钱华到这里工作才一个月，好多人还不认识。

11. 追得我满头是汗。

12. 他让老婆狠骂了一顿。

二、“在 + 名1 + 的 + 名2”也是一个歧义格式，请分析产生歧义的原因和条件，并举两个有歧义的例子，两

个没有歧义的例子。

三、下面语句有的有歧义，有的没有歧义。有歧义的，请利用变换手法改变语句的形式来分化歧义。

1. 通知学生的条子

2. 击溃了敌人的主力部队

3. 他借了我十块钱。

4. 他哪儿都不去。

5. 做这种工作，老陈要考虑考虑。

6. 喜欢的是他的妹妹。

7. 他说那个没用。

8. 中东石油价格上涨了。

9. 小张不要了。

10. 我买了一本关于航海的书。

四、“不要打电话”可能有四种意思，分别由结构层次、结构关系的不同和词义的不同所引起，请予以分化。

五、下面的歧义是因为语义关系不同而引起的，请予以分化。

1. 相信的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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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扮演的是一名演员。

思考题

一、分析、研究歧义现象对学习现代汉语语法有什么作用？举例说明。

二、巧妙地运用歧义，可以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你能够举一些例子吗？

三、请自己动手搜集一些例子再归纳出一两种新的歧义格式，并略加分析。

四、歧义还有一种类型，即由于语境而引起的歧义，你能够举出一些例句来吗？

第十节 句子的动态变化

学习要点：了解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变化情况，包括：移位、省略、插入和追补等，并能够运用动态的

观念来分析实际语言中的具体句子形式。

句型介绍了句子的基本类型，这只是一种对句子静态的归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有一种动态的观

念，即把句子看做是一个永远处于变化过程中的语言交际单位。句子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往往发生某些变化，

比如：移位、省略、插入和追补等。

一、移位

在通常情况下，汉语的语序是 固 定 的，主 语 在 谓 语 的 前 面，述 语 在 宾 语 的 前 面，修 饰 语 在 中 心 语 的 前

面，补语在述语的后面。有时为了表 情 达 意 的 需 要，或 由 于 其 他 原 因，也 可 以 改 变 这 种 语 序，变 成 谓 语 在

主语前面，宾语在述语前面等等。这种改变句子常规语 序，但 句 法 结 构 不 变，语 义 关 系 也 基 本 不 变 的 现 象

称为移位。

（一）口语移位的特点

移位现象在口语里很普遍。口语里的移位句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移位句中被移位的两个部分可以还原，还原以后句子的意思不变。例如：

（1）喜欢吗，你？→你喜欢吗？

（2）他来了吧，大概。→他大概来了吧。

第二，移位句的语义重心在前置部分上，后置部分不会成为强调的对象。后置部分只是带有注释或补充

的性质。如例（1）语义重心在“喜欢吗”。因此，语句的重音就在前置部分上，后置部分轻读；书面上两部分

之间一般用逗号隔开。

第三，句末语气词一定要附加在前置部分的后面，而不能在后移部分之后出现。例如：

（3）喜欢，你吗？

（4）他来了，大概吧。

（二）口语移位的类型

口语移位句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1. 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移位。这是口语里最常见的移位现象之一。各种谓语都可以移位，放到主语的前

面，构成移位句。这类移位现象多见于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如：

（1）甜不甜，这瓜？

（2）别哭了，你！

（3）东北人，他？

（4）什么事都不懂，这孩子！

例（1）是形容词性谓语移位，例（2）是动词性谓语移位，例（3）是名词性谓语移位，例（4）是主谓谓语移位。

332第十节 句子的动态变化



2. 述语和宾语之间的移位。述语和宾语之间的移位，有时要涉及主语，因此有三种情形：

第一，在主语省略句中，述语和宾语移位。例如：

（1）“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喝点儿。”（→喝点儿咖啡。）

（2）“你打算怎么办？”“再试一次，打算。”（→打算再试一次。）

第二，在主谓句中，述语后移。例如：

（3）我一个人去旅游，准备。（→我准备一个人去旅游。）

（4）我们去一趟桂林，打算。（→我们打算去一趟桂林。）

第三，在主谓句中，宾语前置。例如：

（5）一切都是天意，我以为。（→我以为一切都是天意。）

（6）“我应该找谁？”“我们的班主任，你应该找。”（→你应该找我们的班主任。）

3. 状语和中心语之间的移位。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状语后置，能后置的仅限于某些副词和某些介词短语充当的状语。例如：

（1）你看电影了，又？

（2）我不想去，反正！

（3）你有什么意见，对这个计划？

（4）我见过他一回，在春节。

第二，谓语中心语前置。例如：

（5）回家了，他们已经。

（6）正在打电话，她跟家里。

4. 述语和补语之间的移位。带“得”的述补短语里的述语和补语也能发生移位。例如：

（1）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美得。

（2）腰都弯了，她累得。

5. 连谓短语内部谓词性成分之间的移位。例如：

（1）他赶集去了，骑自行车。（→他骑自行车赶集走了。）

（2）你通知他一声，打电话。（→你打电话通知他一声。）

6. 兼语短语内部的移位。由表示使令意义的动词构成的兼语短语常可出现兼语后的动词性语词前置

的情况。例如：

（1）等一下，请他。（→请他等一下。）

（2）快把材料送来，他要你。（→他要你快把材料送来。）

（三）书面语里的移位

除了口语里常常出现移位现象，书面语里也可以发现这类移位现象，这往往是作者为了追求更好的表达

效果，突出某些词语而故意安排的。这种移位，后置或前置的部分一般是并列结构，也不轻读。例如：

（1）他走了过来，悄悄地，慢慢地。（→他悄悄地，慢慢地走了过来。）

（2）无数求职的大学生来到深圳特区，从北京，从上海，从广州，从全国其他地方。（→无数求职的大学

生从北京，从上海，从广州，从全国其他地方来到深圳特区。）

要注意的是，如果两个句子成分的位置发生变化以后，句法结构关系也变了，语义也 变 了，这 就 不 属 于 移 位

了。例如：

（3）高山（偏正短语）→山高（主谓短语）

（4）他买了一本破 的 书。（“破 的”是 定 语）→ 他 买 了 一 本 书，破 的。（“破 的”是 补 充 分 句，主 语 承 前

省略）

二、省略

人们在运用语言时为了达到简洁的目的，在一定语境中常常省去一些成分，这就叫省略。省略必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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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条件：第一，是言语交际中由上下文或语境条件制约而造成的；第二，所省略的成分是确定无疑的，可以

补回来的；第三，补出省略成分以后，句子的语义基本不变。

（一）省略与隐含、重合

省略的成分是可以肯定地补出来，并且只能有一种补出方式。例如：

（1）他的头发碰在我的脸上，痒痒的。

（2）“你回来了？”“回来了。”

例（1）第二个分句的主语“我的脸”和例（2）答句的主语“我”都没有出现，但它们可以确定地补出来，这是省

略。省略要跟隐含、重合区别开来，因为后两者虽然在语义上可以体会出来，但是在实际语言中无法补出来，

或不必补出来。例如：

（3）他要求放他走。

（4）这地方我去得，你去不得。

在例（3）中，“放”的前面隐含了“别人”，但“别人”根本就不必补出。例（4）里“去得”跟“去不得”一对照，就

可以看出“去得”是“去得得”中两个“得”重合了，实际上也补不出来。

（二）省略的类型

根据省略的语言环境，可以把省略分为承前省、蒙后省、对话省和自述省。

1. 承前省。被省略的词语已在上文出现过，省略后不会产生语言理解上的困难。例如：

（1）老渔民
獉獉獉

长得高大结实，（ ）留着花白胡子。

（2）他看看天
獉

，（ ）已经暗了。

2. 蒙后省。被省略的词语可以在下文中找到。例如：

（1）（ ）写完信，他
獉

就上床休息了。

（2）（ ）扛起铺盖，（ ）灭了灯，他
獉

奔了后院。

3. 对话省。在对话中，一些指称性的代词经常会省略。例如：

（1）“（你）到哪儿去？”“（我）到教室去。”

有时，应答方也会承问话方省去一些对话内容。例如：

（2）“你自己的意思呢？”“我不知道（ ）。”

4. 自 述 省 。 说 话 人 在 写 书 信 、日 记 、个 人 总 结 、述 职 报 告 、心 得 体 会 或 在 发 言 时 ，常 将“我”省 去 。

例 如 ：

（1）得知你考上大学，十分高兴。（写信）

（2）看了这部影片，很受教育。（发言）

（三）省略的成分

按照省略的成分，又可以把省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省略主语。主语的省略是汉语里最常见的省略。其中主语承上省的情况比较复杂，常见的是承前面

分句的主语省，其他的还可以承宾语省、承定语省等。例如：

（1）妹妹
獉獉

到了美国，（ ）就给我来了封信。（承前一分句主语省）

（2）昨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小伙子
獉獉獉

，（ ）戴了一顶花帽子。（承前一分句的宾语省）

（3）他
獉

的鞋不跟脚，（ ）跑不快。（承前一分句的定语省）

（4）凭他
獉

的人品，（ ）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承前面介词结构中的定语省）

2. 省略谓语。谓语也可以省略，但谓语的省略要比主语少得多，情况也没有主语省略那么复杂。省略

谓语一般是在答句或祈使句中。例如：

（1）“谁愿意去
獉獉獉

？”“我（ ）。”

（2）“哪个学校派队参加比赛
獉獉獉獉獉獉

？”“师大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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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要是还没吃
獉

了的话，一块儿（ ）吧！

（4）你要写
獉

就快点儿（ ）！

3. 省略宾语。宾语的省略也很常见。例如：

（1）小芹去洗衣服
獉獉

，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 ）。

（2）陈涛昨天买了一本新教材
獉獉獉獉獉

，我也想买（ ）。

（3）你先走，你的路
獉獉

比我（ ）远。

（4）今年夏天
獉獉

比去年（ ）热。

4. 省略修饰语。修饰语有时也能省略，其中定语的省略比状语的省略更常见。例如：

（1）他的
獉獉

头顶秃了，（ ）头发也白了。

（2）“你对这件事
獉獉獉獉

有意见吗？”“我（ ）没意见。”

（四）省略句与非主谓句

省略句与非主谓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句子，省略是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动态语言现象，非主谓句则属于

句子的一种静态结构类型。两者关系是交叉的，即省略句可以是主谓句，也可以是非主谓句，反之，非主谓句

可以省略，也可以不省略。例如：

（1）（一位同学在球场上打球，发现开始下雨，喊了声：）下雨了！

（2）（小陈找不到自己的帽子，问别人：）我的帽子呢？

例（1）是非主谓句，它的结构是完整的，不必补上也无法确定补上什么。可是在下面的语言环境中就不同了：

（3）“昨天上海下雨了吗？”“下雨了。”

例（3）中的答句“下雨了”是“昨天上海下雨了”的省略形式。

例（2）也是非主谓句。在汉语里，“NP + 呢”格式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特指疑问句，它的意思是：“NP 在

哪儿呢？”如果在对话的环境里，它们有可能是省略句。例如：

（4）你的帽子很好看，我的帽子呢？

例（4）中的“我的帽子呢”受到上文的制约省略了谓语“好看不好看”，因此既是省略句，也是非主谓句。可

见，判断一个句子是不是省略句，关键是要结合上下文以及语境来进行，一个孤立的脱离语境的句子，就无所

谓省不省略。

三、插说和追补

言语交际过程中，经常会在句子中间临时插入一些成分，从句法结构上看，这些成分并不是必须的，但是

从语言表达上看，却有其特殊的作用。一般所谓的插入，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插入语，一是插说。前者是一

些固定的习惯用语，属于句子的特殊成分；后者是临时组合起来的，属于句子的动态变化现象。

（一）插说的特点和类型

在说话过程中，临时想起了什么，而有意打断原来句子的结构，插入某些内容，对前文予以说明、补充或

改正，这就是插说。插说的形式标记，从口头来讲，主要是前后都有一定的语气停顿，书面上表现为破折号、

括号、逗号，其中破折号最为常见。例如：

（1）他们每天一清早必定带着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小的裤衩儿———在槐树下做操。

（2）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插说大体上有五种类型：

1. 说明型，对前文某个词语进行必要的注释或说明。例如：

（1）他———钱先生———呆呆地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2）哼，连长子瑞宣———那么有聪明，有人格的瑞宣———也没多大的办法与用处！

（3）放钱的先生———一位像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

（4）我们三人———母亲和我和我的女人———用尽种种手段，想骗他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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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型，对前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补充。例如：

（1）还有一句———只是一句———在新年元旦出门，必须看好喜神在哪一方。

（2）公立学校———或者应当说，中国人办的学校———的前途怎么样，谁也不敢说。

（3）整理故宫委员会里有几位王爷，像八个铁帽子王之一的后人宝琦，就这么认识了。

3. 逻辑型，对前文从逻辑语义方面进行限制，包括条件、递进、选择、转折等。例如：

（1）再说破布———要是有人想要的话———我就按买来的价儿卖，不能白给。

（2）他已经买了一本书———而且是本新书———为什么还要再买一本呢？

（3）他切盼有个人———或者哪怕是条狗呢———来和他谈一谈。

（4）他的牙上都满是细———可是并不臭———的沙子。

4. 评述型，对前文表示评述性意见，有的还带一些感情色彩。例如：

（1）他是在老婆———这么一个老婆！———手里讨饭吃！

（2）待会儿，日本医生一来，给咱们点药儿，———日本药是好的，好的！———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5. 修正型，发现前文不够准确，或有错误，临时进行修正。例如：

（1）在早先，除了洋布、粮食、洋油———现在叫煤油，其他东西很便宜。

（2）有一回，我三天没吃饭，向他要一点儿，不，只要一口麦乳精，他都不给。

（二）追补的特点与类型

跟插入作用相近，但是句子中的位置有所不同的是“追补”。即当话说出来以后，才发现不够完整、不够

准确，甚至有错误，说话人马上在话语之后追加补充，这就叫追补。追补主要有三种类型：

1. 补充型。例如：

（1）得了吧，你呀你！

（2）他都会，什么都会。

（3）他跟老王说话呢，忙着。

（4）你通知了没有，下午开会？

2. 注释型。例如：

（1）他买了一本书，一本旧书。

（2）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一百个不相信！

（3）听说她去了日本，琳琳。

（4）这个要不要？棉的。

3. 修正型。例如：

（1）他星期三才来的，哦，可能是星期四。

（2）刚刚买来块白布———好像是红布。

（3）她妈妈真叫做骨瘦如柴，不，瘦得像芦柴棒！

（4）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我要跟您商量商量。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移位句的移位类型，并将其还原为正常语序的句子。

1. 我鞠了个躬，给她。

2. 下个月再试验一次，我提议。

3. 你好好找一找，回到家。

4. 时间过得真快，十一点了，都。

5. 都回去吧，你让他们。

6. 我们昨天参观了大桥工地，跟着王老师。

7. 吃过了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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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来转去，他急得。

二、下列句子中省略了哪些词语？这些词语属于什么句法成分？

1.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

2. 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

3. 他还说我表扬不得，一表扬，就翘尾巴，净给我吃辣的。

4. 他看球比我打球的时候多。

5.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刘华。”

三、下列句子，有的有插语，有的没有插语。有插语的，请找出来，并说明它们的作用。

1. 这一车的货，少说也有五吨。

2. 这件事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理？

3. 这些书总共八十本，你来验收一下吧。

4. 树上的小鸟，你听叫得多好听！

5. 说老实话，这次旅游我还真不想去。

6. 据报道，大会开幕式将于明天下午 3 时举行。

7. 参加会议的人不是很多，大概也就三百人吧。

四、请在文学作品中找出“插说”五种类型各两个句例，并指出它们跟“插入语”的区别。

思考题

一、定语的移位历来有争议，下面几例能不能看成是定语前置句？为什么？

1. 广阔的平原底下，横的
獉獉

，竖的
獉獉

，直的
獉獉

，弯的
獉獉

，挖了不计其数的地道。

2. 十年来，大大小小
獉獉獉獉

，他经历了几十次战役。

3. 也给姑娘热热儿的
獉獉獉獉

倒一碗茶来。

4. 我一看，黑压压的
獉獉獉獉

挤满了一屋子人。

二、有人认为下面这些例句都是定语的后置，说说你的看法。

1. 她生了个孩子，男的。

2. 春雨又下起来了，淅淅沥沥的。

3. 他拿了份报纸来，昨天的。

4. 树叶被秋风吹落，撒了一地，像铺了一层雪似的。

三、有人认为：一个句子，如果是省略句，就不可能是非主谓句；如果是非主谓句，也不可能是省略句。

你同意这一种说法吗？为什么？

第十一节 句法语义的认知解释

语言结构是认知过程的产物，它是在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交际时，表达或

理解的一方对句法结构都有所选择。根据交际目的，反复运用某种结构形式就形成稳定的认知结构，这就是

句法结构的认知基础。从认知角度对句法结构作出认知范畴的解释是认知语法研究的目的。语言活动受人

类心理机制的制约，因此有许多普遍的规律，但由于语言类型上的差异，不同的语言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所以认知规律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比如，欧美人在写信封时，总是遵循从小到大的顺序；而中国人则反

其道而行之，从大到小排列。这就显示了欧美人跟中国人在认知上的差异。试比较：

Pro. Lid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系 李德教授

对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律，我们不但要描写，还要解释。即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理解这

是什么，而且知道这是为什么。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对句法结构及其语义关系进行认知上的解释。

认知解释，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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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型范畴

科学研究，离不开分类，我们研究语法，就需要给词、短语、句子进行必要的分类。分类就需要有一定的

可操作的标准。但是，我们所制定的标准，不论如何精细，如何准确，总 是 有 些 对 象 会 发 生 问 题。例 如 汉 语

里，名词和动词的界限似乎比较清楚，帽子、书包、树木、房子⋯⋯都是名词，走、吃、打扫、敲打⋯⋯都是动词。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词语很难归类，比如：

动宾 偏正 1 偏正 2

（1）学习英语 学习园地 理论学习

（2）演出话剧 演出人员 文艺演出

（3）研究科技 研究水平 历史研究

（4）调查事故 调查表格 农村调查

“学习、演出”等既可以带宾语，也可以修饰名词做定语，还可以接受名词修饰，后两者都是偏正短语。那么

“学习”等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还是名动词？这说明，“帽子、书包”等属于典型的名词，“走、吃”属于典型

的动词。而“学习、演出”等就不是典型的名词或动词。

在自然界，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麻雀、燕子是典型的鸟类，而鸵鸟、鸡、鸭就不是典型的鸟类。因此，

我们在给语言成分或现象分类时，首先需要树立起“原型范畴”，建立起核心的成员集合。所谓原型范畴是指

具有该类范畴典型属性和特点的成员的集合。在原型和非原型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最典型成员到

最不典型成员，按照典型程度的高低逐步过渡，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统。

有部分名词，可以直接受动量词修饰，叫做“动量动态名词”。例如：

（1）一阵雨 一阵风 一阵雪

（2）一顿饭 一顿点心 一顿皮鞭

（3）一场球赛 一场战争 一场京剧

（4）一次宴会 一次灾难 一次机会

还有部分名词，可以带着“前”“后”，表示动态，叫做“时间动态名词”。例如：

（5）雨前———雨后 球赛前———球赛后

（6）饭前———饭后 战争前———战争后

（7）会前———会后 假期前———假期后

还有部分名词，可以进入“正在⋯⋯之中”的框架，叫做“进行动态名词”。例如：

（8）球赛正在进行之中

（9）战争正在进行之中

（10）会议正在进行之中

（11）手术正在进行之中

尽管“风、雨”、“战争、球赛”以及“会议、手术”等都是名词，但是它们的属性实际上还是跟一般的典型名

词有区别。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名词动态性程度的连续统，假设从 A 点到 E 点，为一根横

轴，中间可以分为 B、C、D 三个点。

A 是典型的静态名词［静态 100% 动态 0% ］，E 是典型的动词［静态 0% 动态 100% ］，静态因素跟动态因素

互为消长：当静态成分增长，相应的动态成分就减少；当动态成分增长，相应的静态成分就减少。

原型范畴的建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以典型成员为核心，它的外围，实际上排列着程度不等的非典型成

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两个或几个典型集合之间存在着过渡地带。这样我们在给语法成分或者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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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分类时就可以采取柔性处理，而不是刚性处理。

二、象似性原则

世界上事物与事物之间往往存在某种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就是象似性，即两个事物之间，或者

某部分外形，或者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比较相似，我们就把这种联系称为象似性关系。我们在认识某个

事物时，往往利用凸现的事物去认识比较隐蔽的事物，利用已知的事物去认识未知的事物。借助于象似性原

则，我们主要采用了隐喻和转喻的方法。

隐喻：利用具体、生动、常用、熟悉的概念来映射比较抽象、陌生、难以理解的概念。比如把行情好的股

市叫做“牛市”，把不景气的股市叫做“熊市”。再比如有关军事的说法转述到一般工作中来：文教战线、体育

战线、科学堡垒、抗旱第一线、第三梯队等等。最明显的是把空间隐喻为时间。例如：

（3）春节即将到来。

（4）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5）他在这里工作了前后三十年。

“春节”、“冬天”、“春天”都是时间概念，搭配的谓词却是“到来”、“来临”、“会远吗”。“三十年”、“五十”是

时段、年龄，搭配的却是方位词“前后”、“上下”。再比如：

（6）唱起来 唱下去

（7）醒过来 昏过去

“唱起来”的“起来”表面上是空间关系，表示的却是时间的“开始”；“唱下去”的“下去”表面上也是空间的移

动，表示的却是时间的“持续”。

转喻：依赖于 A 和 B 的临近性与关联性，把 A 看做相关的 B。属于同一个认知域的转指，用局部指称整

体，用来源指称结果等。比如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是该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政府的所在

地，所以，用首都来替代整个国家是个惯例，好比“国际上非常重视北京的声音”，其中的“北京”实际上就是

指代中国。再如：

（1）我们去吃火锅。

（2）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火锅”指代的是“火锅”里的食物。“山”、“水”指代的是依靠“山”和“水”所获得的食物。

三、图形与背景

我们感知两个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时，往往把一个事物 A 作为直接对象“图形”，而把另外一个事物 B

当作“背景”。图形又叫“目的物”，背景又叫“参照物”。图形的特点是：凸现的、较小的、居于中心位置的、

可移动的、容易引起注意的、容易辨认的；而背景的特点是：不凸现的、较大的、居于边缘位置的、静态的、不

容易引起注意、不容易辨认的。但是，两者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转换。比如左图，如果我们注意白色部分，就会看到一个花瓶，如果

我们注意的是黑色部分，就会看到两个面对面的人像。它们互为图形和

背景。

我们观察事物，可以从图形到背景，也可以从背景到图形。这里显然

存在两种不同的途径。例如：

（1）亭子在湖中心。 人造湖在公园中央。

（2）旅游团住在度假村里。 度假村坐落在山脚下。

（3）湖中心有个亭子。 公园中央有个人造湖。

（4）度假村里住着旅游团。 山脚下建了个度假村。

例（1）（2）是图形（亭子、人造湖、旅游团、度假村）在前，再引出相应的背景（湖中心、公园中央、度假村里、山

脚下）；例（3）（4）恰 恰 相 反，先 引 进 背 景，再 出 现 图 形。通 常 存 现 句 是“图 形———背 景”，“有”字 句 是“背

景———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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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与背景有的可以转换，有的不能转换。例如：

（1）小学在超市的右边。———超市在小学的左边。

（2）跳水台在游泳池左边。———游泳池在跳水台右边。

（1）可以转换，属于对称关系，图形与背景构成“互衬位置”。（2）却不可以转换，属于不对称关系，图形与背

景构成“单衬位置”。

汉语的结构组合实际上存在着背景往往先于图形出现的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偏正短语中，定语、状语

总是在前，中心语总是在后的道理。偏正短语的排列往往是“背景———图形”。显然，认知语法为我们深入认

识汉语语法的特点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种种语言现象。

练习题

一、男甲约会女乙，在中山公园左侧门见面，两人都去了，乙却怎么也找不到甲；后来乙约会甲，搭乘地

铁，在中山公园前一站见面，结果，两人还是没有相聚。这到底为什么？试从认知上进行解释。

二、他差一点儿摔倒了（没摔倒） 他差一点儿没摔倒（没摔倒）

他差一点儿买着了（没买着） 他差一点儿没买着（买着了）

他差一点儿结婚了（没结婚） 他差一点儿没结婚（歧义）

（杯子）差一点儿打破了（没打破） （杯子）差一点儿没打破（没打破）

（记录）差一点儿打破了（没打破） （记录）差一点儿没打破（打破了）

请从认知上说明为什么“差一点儿没 VP”格式会产生歧义。

三、量词“根”和“条”都可以跟某些名词组合，例如“绳子”、“棍子”，但是有的却不行。粤语的“条”甚至

于可以跟“村庄”组合，为什么？说说这两个量词在认知上有何不同。

四、有关战争的许多词语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梯队、战线、火力侦察、攻克堡垒、后勤、空

降、主攻、制高点、游击战等。请从认知的角度说明它们是如何运用隐喻或转喻的。

思考题

一、中国传统修辞学的比喻，跟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转喻有何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二、汉语词类的划分是个老大难问题，试运用原型理论，从词类的连续统角度说说你对汉语词类划分的看法。

第十二节 复 句 类 型

学习要点：了解复句和单句的区别，复句的性质和特点，关联词语和语序的作用以及意合法，熟悉复

句分为四个类别的依据，以及十个基本类型的特点：平等（并列复句、选择复句）；轻重（递进复句、补充复

句）；顺理（连贯复句、因果复句、条件复句、目的复句）；违理（转折复句、让步复句）。

句型首先可以分为单句和复句两大类。单句跟复句相对而言，而复句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构成，

并且表示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分句如果独立，就是单句，但是，单句并不等于分句。因此，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在意义上密切相关，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分句所构成的语言单位，就叫复句。

一、复句和单句的区别

分句是一种单句形式，分句的构造与一般单句的构造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分句没有完全独立的语调，

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区别单句和复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1. 句法结构上互不包含

主谓短语是最适合充当分句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主谓短语都是句子，它如果处于被别的

句法结构包含的地位，就不是句子了。例如：

（1）谁去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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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记得你去年已经来过了。

（3）她身体很结实。

（4）我们要去英国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这些句子表面上似乎拥有两个以上的主谓结构，但是其中一个主谓结构只是句子中的某个成分，并不独立成

句，是被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句法结构里边的，所以全句只是单句，而不是复句。

要注意“复句形式”，即形式上好像是复句，但实际上只是单句中的一个成分。例如：

（5）我清楚地懂得，即使我不去他们也是会去的。

（6）内容好而且旋律美的歌曲是大家欢迎的。

其中例（5）“即使我不去他们也是会去的”，例（6）“内容好而且旋律美”就是所谓的“复句形式”，在句中分别

作宾语和定语。

2. 关联词语是重要的语法标志

所谓“关联词语”，是指起关联作用的词和短语，它是识别复句类型 的 重 要 的 标 志。它 主 要 有 三 类：第

一，连词，它属于一种语法手段，而不是语法成分。第二，副词，它身兼两职，作句法成分，又起关联作用，比如

“只有⋯⋯才⋯⋯”“只要⋯⋯就⋯⋯”中的“才”和“就”。第三，某些独立成分，往往由某些固定短语充当，比

如“反之”“总而言之”“一方面⋯⋯另一方面”。

使用关联词语，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有些句子如果不用关联词语，就无法联系起来，或者语义关系不明确。例如：

（1）（不论）我到了哪儿，我都想念故乡。

（2）（即使）他上大学，我也不稀罕。

第二，可以把分句之间复杂的逻辑语义关系，表达得一清二楚。如下例，如果把括号里的关联词语全部

去掉，这段话语就几乎无法理解了。

（3）（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困境，（那么），（即使）心里不愿意，（也）会考虑我们的要求的，（除非）公司

不批准；（而且）（只有）在他们同意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意义上的联系是分句连接成复句的基础。比如“下雨了”跟“农民们挺高兴”之间在意义上有“原因———

结果”关系，就有可能组合成一个复句，也就是说，分句之间在语义上有一定的选择性。分句与分句连接的手

段，主要依靠关联词语和语序。有一些复句不用任何关联词语，完全依靠语序以及前 后 分 句 的 语 义 制 约 构

成，这就叫“意合法”。例如：

（4）警察迅速掏出手枪，那女人尖叫了一声。

（5）那女人尖叫了一声，警察迅速掏出手枪。

这两个分句形式虽然相似，但前后次序恰恰相反，这也正好反映出不同的因果关系。可见，不同的分句排列

次序组成不同性质的复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此外，在分句排列次序基础上的结构平行、成分省略、代词复

指等形式也有连接分句的作用。例如：

（6）老虎没有虎性就不吃人了，人没有人性就吃人了。

（7）教授拆开信，匆匆看了一眼，放进公文包里。

（8）十月初的一天，一位老和尚来到青龙寺，他就是二上庐山的弘一大师。

（9）潮州有个韩公祠，祠后有山曰韩山。

例（6）用分句结构基本相同的形式连接；例（7）用后续分句省略共用主语的形式连接；例（8）用后续分句中代

词前指的形式连接；例（9）用相邻分句首尾同词的形式连接。

但是，要注意，句子里有了关联词语，并不等于一定是复句。因为有时候单句或者句段里也可以使用关

联词语，以起到强调作用。例如：

（10）不仅
獉獉

我父亲，而且
獉獉

我许多同学的父亲也都不容易。

（11）只有
獉獉

在这个时候，他才
獉

能忘却心中的不快。

3. 停顿是分句与分句之间的重要的形式标志

单句内部，即使被语音停顿分隔成几个语段，这些语段也都处于被包含的地位，也就是说充当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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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个成分。因此要注意区分“句内停顿”和“句间停 顿”，特 别 是 句 内 在 主 语、带 长 宾 语 的 动 词、介 词 短

语、方位短语后面的停顿。例如：

（1）那些刚进校的大一新生，都喜欢用这种又结实又便宜的书包。

（2）到了苏南以后，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

（3）我从来不曾忘记生我养我的白山黑水，疼我爱我的父老乡亲。

（4）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她给我造成的。

前两例停顿分别在主语、状语的后面，后两例的停顿分别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以及长宾语内部。

单句或复句的结尾一定要用句号、问号或感叹号，而分句与分句之间只能用逗号或分号。这也是鉴别某

些单句和复句的重要特征，特别是用来鉴别联合短语与并列复句、连谓短语与连贯复句。例如：

（5）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联合短语作谓语）

（6）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并列复句）

（7）他走过去关上门。（连谓短语作谓语）

（8）他走过去，关上门。（连贯复句）

二、复句的类型

作为客观世界，离不开两大基本要素：“时间”与“空间”。我们观察客观世界里的各种事物、现象或事件

之间的联系，都离不开这两大要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坐标。时间是纵向的，构成了“顺承关系”；空间是

横向的，构成了“并列关系”。

在主观世界里，一个现象或一个事件可以作为认知的出发点，与另外一个现象或事件形成一定的语义联

系。这个联系主要有两类：

第一，比较关系，人们在看待两个现象、事件时必然会进行比较，并且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两者或者

是“平等”（均衡）、或者是“轻重”（主次）的关系。如果是平等，前后实际上是无序的，可以互换位置；如果前

后关系或轻或重，则一般情况下不可以换位。由于语言是线形排列的，所以，可能是“前轻后重”，也可能是

“前重后轻”。比较的结果，形成了“平等关系”与“轻重关系”。

第二，事理关系，也就是两个现象、事件内在的逻辑事理关系，可能是符合事理的，也就是说，按照常规、

常理、常态、常识，从 X 可以推导出 Y 的结论；也可能是违反事理的，即按照常规、常理、常态、常识，从 X 推导

不出 Y 的结论，却出现了 Z 的反结果。这就构成了“顺理关系”和“违理关系”。

复句的命名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1. 强化语义特征的 区 别，这 样 有 助 于 认 清 该 复 句 的 特 点 以 及 语 义 关 系 的 内 涵。例 如 一 般 的“选 择 复

句”，可以分为“取舍未定”（任选）与“取舍已定”（定选），前者再分为“平等任选”与“平等必选”，后者再分为

“前取后舍”与“前舍后取”。

2. 强调双视点的命名，特别是“顺理复句”与“违理复句”两个类型内部小类的名称，只有前后分句互相

照应的命名，才能真正揭示该复句类型的语义关系，显示其区别性的语义特征。例如同属于“违理”语义特征

的复句，都具有前后分句“转折”的语义特点，我们可以再分为“事实———转折”、“假设———转折”。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我们把复句分为四个大类，十个小类：

A. 平等（A1 并列复句、A2 选择复句）；B. 轻重（B1 递进复句、B2 补充复句）；C. 顺理（C1 连贯复句、C2

因果复句、C3 条件复句、C4 目的复句）；D. 违理（D1 转折复句、D2 让步复句）。

（一）并列复句

前行分句提出一件事情作为“标本”，后续分句则相应提出在意义上并存、平行、或对立的事情，往往同时

说明或描写几件事情，或同一事物的几个方面。分句之间是“标事———并事”关系。这有三种情况：

第一，表示相关的几种情况并存。例如：

（1）这些手编工艺品一些用来做礼品送人，一些拿到宫外的市场上换取日用品。

（2）联合国从大的方 面 说，是 个 国 际 大 讲 坛；从 小 的 方 面 说，就 是 供 一 帮 看 上 去 挺 体 面 的 人 练 口 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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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第二，表示并行的事件同时发生。例如：

（3）外面下着小雨，咖啡屋里很冷清。

（4）一班从桥的这头过去，二班从桥的那头过来。

第三，表示两种相反或相对的情况。例如：

（5）新员工希望老员工“指导”，而不是“指指点点”。

（6）中国人在青松翠柏上做了不少文章，俄罗斯人与白桦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列关系复句中使用的关联词语，单用的有：“也”、“又”、“还”、“同样”、“同时”等，这些词语多用在后

续分句中；双 用 的 有：“也 ⋯⋯，也 ⋯⋯”“又 ⋯⋯，又 ⋯⋯”“既 ⋯⋯，又 ⋯⋯”“一 来 ⋯⋯，二 来 ⋯⋯”“一

边⋯⋯，一边⋯⋯”，这些词语成双作对地使用。“是⋯⋯，不是⋯⋯”“不是⋯⋯，而是⋯⋯”这些词语则主要

用在相反或相对的两个分句中；“而”“相反”“反之”这些词语用在具有相反相对关系的后一个分句中。

（二）选择复句

几个分句分别说出几个待选项，并表示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这是选择关系复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是“选

事———选事”的关系。选择复句实际上可以分为取舍未定和取舍已定两大类型：

1. 取舍未定，前后项关系是平等的。这又可以分为两种：

取舍任选式。几个分句说出若干待选项，但并未明确取哪一项舍 哪 一 项，这 种 选 择 复 句 中 分 句 之 间 是

“任取———任舍”关系，这种关系常用“或者⋯⋯，或者⋯⋯”“要么⋯⋯，要么⋯⋯”的格式表示；“是⋯⋯，还

是⋯⋯”用在取舍任选的疑问句中。例如：

（1）那些年轻的女人，或
獉

早早当上了新娘，或
獉

新娘的婚纱频频披挂更新不断。

（2）霍老先生当时到底是
獉

无力辨别真伪，还是
獉獉

无意辨别真伪呢？

取舍必选式。即两个选择项强调的是某种周遍性，选择项虽然没确定，但是两项必选其一，使用的关联

词语为“不是⋯⋯，就是⋯⋯”，成对使用，缺一不可。例如：

（3）桂花姐在家里不是
獉獉

帮助父母洗衣做饭，就是
獉獉

帮助哥嫂照看孩子。

（4）冬至以来，沿江一带不是
獉獉

下雨，就是
獉獉

下雪。

2. 取舍已定，都以舍弃项来烘托选取项，这又可以分为两种：

先取后舍式。代表格式是“宁可⋯⋯，也不⋯⋯”。例如：

（1）宁可
獉獉

不用人，也
獉

不要用错人。

先舍后取式。代表格式是“与其⋯⋯，不如⋯⋯”。例如：

（2）与其
獉獉

束手就擒，不如
獉獉

背水一战。

有些用“宁可⋯⋯，也要⋯⋯”连接的选择复句，看起来两项都是选取项，实际上“也要”分句是真正的选项，

“宁可”分句是衬垫的选项，被舍弃的选项则隐含在话语中。这是“显取隐舍式”。例如：

（3）宁可
獉獉

自己忍饥受冻，也要
獉獉

让孩子们过得舒舒服服的。

（4）宁愿
獉獉

不戴这顶乌纱帽，也
獉

得把账目查个一清二楚。

（三）递进复句

前行分句提出一个情况，后续分句以此为基准，在数量、程 度、范 围、时 间、功 能 或 者 其 他 方 面 更 推 进 一

层。分句之间是“基事———递事”关系。递进复句的典型格式是“不但⋯⋯，而且⋯⋯”。例如：

（1）大别山区不但矿产很丰富，而且自然景色很美。

（2）不但经济类、计算机类图书价格上涨，而且文艺类、传记类也跟着往上涨。

跟“不但”作用相同的词语还有“不仅”“不单”“不独”“不只”等，跟“而且”相同的词语还有“并”“并且”等。

副词“也”“还”“甚至”也常跟“不但”类词配合使用。例如：

（3）黄金不只
獉獉

是一种名贵的金属，也
獉

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万能语言。

（4）寿昌不仅
獉獉

学戏里的唱腔身段，还
獉

从母亲那里弄些碎布学剪戏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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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犯罪官员们所面对的不单
獉獉

是牢狱之灾，他们似锦的前程也
獉

毁了。

（6）跳蚤市场上的货物真是五花八门，而且
獉獉

价格也很便宜。

递进复句有几个特殊类型：

1. 多重递进：表示多层递进，即把第一层低级关系的第二个分句作为基事分句，后面再出现一个递事分

句，即把意思再推进一层，这种关系常用“不但⋯⋯，而且⋯⋯，甚至⋯⋯”的格式表示。例如：

（1）来这家大型食品超市购物的不仅
獉獉

有当地的家庭主妇，而且
獉獉

有附近街区的居民，甚至
獉獉

京津地区也有驱

车前来采购的。

（2）这里的跳蚤市场上的货物真是五花八门，而且
獉獉

价钱便宜，还
獉

常常能够发现精品。

2. 逆向递进：基事分句和递事分句都是否定结构，或都表示否定的意思。这种关系常用“不但不⋯⋯，

而且不（没）⋯⋯”的格式表示。例如：

（1）袁裕豪从此不但不
獉獉獉

再捕猎动物，还不
獉獉

许人随便进山砍树。

（2）不但
獉獉

康托尔的学术论文不
獉

能发表，而且
獉獉

在柏林一所大学任教的愿望也未
獉

能实现。

3. 反向递进：有的基事分句的意思是否定的，递事分句的意思却是肯定的，递事分句从肯定的方面把基

事分句的意思推进一层，这种关系常用“不但不⋯⋯，反而（反倒）⋯⋯”的格式表示。例如：

（1）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关头，田福海不但没
獉獉獉

像往常那样大呼小叫，反而
獉獉

捧着杯龙井细细品尝。

（2）那些乞丐不但不
獉獉獉

害怕巡警抓，反倒
獉獉

希望被他们抓起来混两顿饱饭吃。

4. 让步递进：有的基事分句用让步方式提出一种情况，递事分句用反问句形式把基事分句的意思推进

一层，这种关系用“尚且⋯⋯，何况⋯⋯”的格式表示。例如：

（1）富豪们尚且
獉獉

掂量再三，何况
獉獉

我等工薪阶层？

（2）平时尚且
獉獉

有这么高的上座率，何况
獉獉

节假日呢？

（四）补充复句

前行分句说出一个主要意思，后续分句对这个意思作一些追补、解说。分句之间是“主事———补事”关

系。补充复句有两种类型：

1. 补句式。后续分句对前行分句全句的意思予以追补解说。后续分句的主语常由代词充当，指称前行

分句。例如：

（1）有的人常拿口吃患者开玩笑，这
獉

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2）让孩子们回归自然，那
獉

也许是制止人类“退化”的唯一途径。

2. 补词式。后续分句对前行分句中某个词语的意思予以追补解说。例如：

（1）惯于把梦当作人生的一部分来描写的，有两位大作家，一位叫冰心，一位叫巴金。

（2）“原谅”是儒家精神，“忘掉”是道家境界，两者都不容易。

例（1）是先总说，后分别追补；例（2）是先分说，后总共追补。

后续分句的主语承前宾语省略，后续分句对前行分句宾语词语的意思予以追补解说，也是一种补词式的

补充复句。例如：

（3）桌上放着好几部不同版本的中国海军史，都挺厚的。

（4）分手的时候，她送给他一双手套，是她亲手织的。

后续分句的意思和前行分句宾语的意思是同指的，但后续分句的意思更具体更充实一些，这也是一种补

词式的补充复句。例如：

（5）咱们家有项家规
獉獉

：生气不超过五分钟。

（6）我躺在手术台上听到一个坏消息
獉獉獉

，即将移植给我的器官尚未送到。

（五）连贯复句

前行分句首先陈述一种情况，后续分句随后陈述接着发生的另一种情况。分句之间是“先事———后事”

关系。这也有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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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两个分句的主语相同，即同一个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相继发生。例如：

（1）李医生掏出听诊器，把冰凉的听筒贴在我的胸脯上。

（2）皮球在空中画了个漂亮的弧线，直入网窝。

第二，两个分句的主语不同，即不同的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相继发生。例如：

（3）汽车鸣了两声喇叭，门就自动打开了。

（4）将军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连贯复句 注 重 时 间 上 的 连 续 性，常 用 表 示 时 间 的 词 语 标 明 事 件 行 为 的 先 后 次 序。 双 用 的 词 语 有

“一⋯⋯，就（便）⋯⋯”“刚⋯⋯，就（便）⋯⋯”“首先⋯⋯，然后⋯⋯”“开始⋯⋯，接着⋯⋯”；单用的有“就”

“于是”“接着”“跟着”等词语，常用在后续分句中。

并 列 复 句 是 齐 头 并 进 ，雁 行 式 ，有 时 候 次 序 可 以 互 换 而 意 义 不 变 ；连 贯 复 句 是 相 继 进 行 ，鱼 贯 式 ，由

于 时 间 上 前 后 分 明 ，一 般 不 能 换 位 。 一 个 是 横 的 并 列 ，一 个 是 纵 的 发 展 ；一 个 着 眼 于 空 间 ，一 个 着 眼 于

时 间 。

（六）因果复句

前行分句说出原因，后续分句说出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分句之间是“原因———结果”关系。因果复句有

两种类型：

1. 说明性因果。前句用已知的事实指出这是导致后句事实的原因，后句则引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这种

因果关系常用的关联词语是“因为⋯⋯，所以⋯⋯”。例如：

（1）这一阵子因为
獉獉

老是停电，所以
獉獉

蜡烛、煤油灯竟然畅销起来。

（2）因为拉链对服装工业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所以
獉獉

被公认为是一百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一般情况下原因分句在前，结果分句在后。有时候句序也会发生变化，这时，“所以”可以省略，“因为”必须

使用。例如：

（3）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
獉獉

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和《进学解》。

（4）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因为
獉獉

他忙着开会、出访、做报告去了。

原因分句后移，有强调的作用，也带有欧化句式色彩。在“⋯⋯之所以⋯⋯，是因为⋯⋯”格式中，强调原因的

作用更明显了。例如：

（5）东岸的羚羊之所以
獉獉獉

强健，是因为
獉獉獉

在附近生活着一个狼群；西岸的羚羊之所以
獉獉獉

弱小，正是因为
獉獉獉

缺少这

一群天敌。

（6）我们之所以
獉獉獉

把它们陈列在这里，是因为
獉獉獉

想让人民如实地知道德国军队曾经侵略过中国。

“由于”跟“因为”都用于表示原因，不同的是“由于”常跟“因此”“因而”搭配使用，“因为”常跟“所以”

搭配使用。例如：

（7）由于
獉獉

他在球场上有侮辱裁判的行为，因而
獉獉

受到禁赛三个月的处罚。

“因而”“因此”“从而”“以致（于）”等都可以单用在后续分句中表示结果。“以致于”所引出的是不好的结

果。例如：

（8）这种变化引起血压升高，从而
獉獉

增加了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危险性。

（9）美国人感到了欧元的威胁，以致于
獉獉獉

在很长时间内对欧洲单一货币的进程保持着担忧和沉默。

2. 推论性因果。前行分句说出一个已经发生的情况，后续分句以此为前提，推断出一个应该发生的结

果。这种因果关系常用的关联词语是“既然⋯⋯，就⋯⋯”。例如：

（1）既然
獉獉

主场客场都输了，就
獉

得承认我们确实技不如人。

（2）周家冲既然
獉獉

水力资源这么丰富，为什么不建个水电站呢？

“可见”也可单独用在后续分句中，表示推论的结果。例如：

（3）每天连喝带用只有一小盆淡水，可见
獉獉

岛上淡水是很金贵的。

（4）门把手上这么厚一层灰，可见
獉獉

他有些日子没回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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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件复句

前行分句说出某种条件，后续分句从该条件推出结果。分句之间是“条件———结果”关系。条件复句有

两种类型：

1. 假设条件句，代表格式是“如果⋯⋯，就⋯⋯”。前行分句说出一种假设条件，后续分句说出假设条件

满足后产生的结果，分句之间是“假设条件———结果”关系。跟“如果”作用相同的有“假如”“倘若”“要是”

等，跟“那么”作用相同的有“那”“就”“便”等。例如：

（1）如果
獉獉

我们走沪宁高速公路，那么
獉獉

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机场。

（2）我们要是
獉獉

没有金刚钻，也就
獉

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儿了。

有 些 假 设 复 句 中 ，前 行 分 句 提 出 某 个 假 设 ，后 续 分 句 说 的 是 实 现 这 一 假 设 应 采 取 的 行 为 措 施 。

例 如 ：

（3）假如
獉獉

你想见到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4）一个企业若
獉

要生存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前行分句提出的假设，有的是事前假设，有的是事后假设。两种不同的假设句有不同的表达作用。比较

下面的句子：

（5）如果
獉獉

昨天让柴林打主攻，这场球准能赢。

（6）如果
獉獉

明天让柴林打主攻，这场球准能赢。

例（5）的“如果⋯⋯”提出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后假设，用于论断假设情况在过去事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例（6）的“如果⋯⋯”提出的是可能实现的事前假设，用于推测假设情况在未来事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有些假设复句用“如果说⋯⋯，那么⋯⋯”连接，两个分句提出两种说法，全句含有认同前行分句说法就

得认同后续分句说法的意思。例如：

（7）如果说
獉獉獉

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那么
獉獉

，我们在两个世纪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8）如果说
獉獉獉

“三 D”是目前电脑网络最抢眼的资讯存在方式，那么
獉獉

，“三 D 人”必然是未来地球村里最活

跃的人。

2. 特定条件句，这有三类：

第一，充足条件句，代表格式是“只要⋯⋯，就⋯⋯”，前行分句说出的是充足条件，满足了这个条件，就会

产生后续分句说出的结果，但也不排斥其他条件，分句之间是“充足条件———结果”关系。例如：

（1）只要
獉獉

有新药物出现，就
獉

会产生新的细菌变种。

（2）电视里只要
獉獉

一有消息，我就
獉

会坐下来看个究竟。

第二，必要条件句，代表格式是“只有⋯⋯，才⋯⋯”，前行分句说出的是必要条件，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

会产生后续分句说出的结果，分句之间是“必要条件———结果”关系。例如：

（3）只有
獉獉

把北门片的十多家小工厂全部迁走，才
獉

能彻底解决噪音污染问题。

（4）除非
獉獉

苏秋水当连长，才
獉

能带好这批以“小皇帝”为主体的新兵。

“只有”分句和“除非”分句提出的都是唯一条件，对其他条件有排斥性，不同的是“只有”分句从正面指定条

件，“除非”分句从反面推断条件。

前行分句用“除非”提出唯一条件，后续分句说出不满足这个条件产生的结果，这种条件关系的格式是

“除非⋯⋯，否则⋯⋯不⋯⋯”。例如：

（5）这只半大斑羚和这只老斑羚除非
獉獉

插上翅膀，否则
獉獉

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

（6）除非
獉獉

你亲临现场，否则
獉獉

，根本无法想象三峡工地那种宏伟的气势。

第三，周遍条件句，代表格式是“无论 / 不管⋯⋯，也 / 都⋯⋯”。前行分句中使用具有周遍意义的形式提

出某个范围内的所有条件，后续分句说出这个范围内的所有情况都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分句之间是“所有

条件———结果”关系。例如：

（7）无论
獉獉

是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访，她从来都没有怯场。

（8）不管
獉獉

你居住在美国、日本还是非洲、北极，收发电子邮件都
獉

只是几秒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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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目的复句

一个分句说出目的，另一个分句说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发生的行为事件。分句之间是“目的———行为”

关系。目的复句有两种类型：

第一，前行分句表示目的，常用关联词语是“为了”。例如：

（1）后来为了
獉獉

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田汉考入了不收费的长沙师范学校。

（2）超级市场为
獉

方便顾客购物，都在入口处备有手推车和提篮。

第二，后续分句表示目的，常用关联词语是“以便”“借以”“旨在”“好”等。例如：

（3）母亲随即搬到南京，以便
獉獉

时常去探望、鼓励他。

（4）我开始用电脑代替手书给朋友们写信，借以
獉獉

节省时间。

（5）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心理测试，旨在
獉獉

从中窥视现代人的文化心理。

（6）赶快把出勤统计表报上来，财务处好
獉

制订奖金分配方案。

（7）这类不上课的学生，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里，为的是
獉獉獉

过屠门而大嚼。

“以免”“省得”也用在后续分句中，但这个目的是不希望达到的。例如：

（8）他从不与同事一起吃饭看电影，以免
獉獉

无谓地请客花钱。

（9）多带点胶卷，省得
獉獉

到处找摄影部。

（九）转折复句

前行分句先姑且承认某种客观事实作为让步，后续分句提出的结果却是违背常理的，与前一分句形成转

折语义。两个分句之间是“事实———转折”关系。例如：

（1）尚春兰先生虽然
獉獉

不再登台演出了，但是
獉獉

早起练功吊嗓子的习惯没有改。

（2）虽然
獉獉

你们是大学毕业生，然而
獉獉

，你们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例（1）的前句常态语义趋势应该是“不再早起练功吊嗓子了”，后续句的意思是相反相对。例（2）的前句常态

语义趋势应该是“你们的教育结束了”，后续句的意思也是相反相对的。转折复句中跟“虽然”作用相同的还

有“尽管”“虽说”“固然”等，跟“但是”作用相同的还有“可是”“然而”“却”等。

根据转折程度的深浅，转折复句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重转句。后续分句同前行分句的常态语义趋势之间有明显的相反相对关系，表达时使用成对的关

联词语显示这种对立。如例（1）和（2）。有的还在后续分句中同时使用“但是”和“却”来强化这种相反或相

对关系。例如：

（3）虽然
獉獉

明知去了要吃苦，可
獉

她却
獉

偏要迎着苦头去。

（4）那棵老苹果树虽然
獉獉

长得挺难看，可是
獉獉

结出来的果子却
獉

是又大又甜。

第二，轻转句。后续分句同前行分句常态语义趋势相反相对的程度浅一些，或者表达时不打算突出强调这种

相反相对的关系。前句不用任何关联词语，只是在后续分句中单用“但是”“只是”“不过”“却”等。例如：

（5）红旗轿车已渐渐被国人淡忘了，可是
獉獉

，它在国际上的声威不减。

（6）信用这东西积累起来很难，毁坏起来却
獉

很容易。

（7）天下的草木皆可以入药，只是
獉獉

不善于识别不知道它的用途而已。

（8）昨夜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不过
獉獉

到早晨全融化了。

在例（7）、（8）中，相反相对的意味更淡，后续分句起到某种追补修正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多是“虽然”分句在前，“但是”分句在后，有时也会倒装变化。例如：

（9）洼儿里的小鱼已游不回大海了，虽然
獉獉

大海近在咫尺。

（10）那天我没有送她玫瑰花，尽管
獉獉

是情人节。

这类句子的转折意味也是比较淡的，而且有欧化句式的味道。

（十）让步复句

前行分句先提出一种假设的事实，并姑且退让一步承认这个假设的真实性，后续分句提出的结果却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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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常理的，与前一分 句 形 成 转 折 语 义。分 句 之 间 是“假 设———转 折”关 系。常 用 的 关 联 词 语 是“即 使 ⋯⋯，

也⋯⋯”。例如：

（1）即使
獉獉

你住在深山老林，也
獉

能感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2）即使
獉獉

遇到百日大旱，这套供水系统也
獉

能保证供应生产生活用水。

让步复句和转折复句相同点在于，后句跟前句相比，语义上都转到它的相反相对方面去了，都有转折的意思；

两者不同点在于，让步复句的前句是假设的事实，转折复句的前句是真实的事实。跟“即使”作用相同的还有

“就是”“就算”“纵然”“哪怕”等。例如：

（3）哪怕
獉獉

“黑客”们个个神通广大，也无法进入这样的网站。

（4）就是
獉獉

只有一小勺黄油不新鲜，糕饼师也要更换全部原材料。

（5）前面纵然
獉獉

是刀山火海，我们也
獉

绝不后退半步。

有的前行分句说的是真实情况，但说话人意念上把它当作有待发生的情况予以承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

让步。例如：

（6）就算
獉獉

你是一村之长，也
獉

不能随便推翻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啊！

（7）今年县财政就算
獉獉

是比较宽裕，各部门各单位也
獉

还是要过紧日子。

练习题

一、指出下列复句的类型。

1. 流行音乐是时尚流行的文化，必须由年轻人去做。

2. 1953 年，德国一家拉链公司首次推出了用塑料制作的拉链，从而大大降低了拉链的生产成本。

3. 宁损失 100 万，也不失一人才。

4. 谁泄露消息，谁负法律责任。

5. 营业大厅里，数百人盯着行情显示屏，上面时刻显示着上海和深圳股市交易价格的变化。

6. 精神固然离不开物质，但精神的力量可以使有限的物质发挥最大的潜能。

7. 她忘记了说感谢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傻笑。

8. 不是一位中学老师自告奋勇送我回家，我会迷失在香山植物园里。

9. 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10. 他的祖国则因为他玷污了国家的名誉将他除名，于是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1. 西班牙港并非是西班牙的港口城市，而是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

12.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首席行政长官，也是联合国秘书处的最高领导。

13. 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也有看热闹的。

二、下面的句子是单句还是复句？为什么？

1. 当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从一个山村孩子纯真的敬礼里，看到中国深远处的伟力和韧性。

2. 在泰森复出拳坛后，人们发现他的右前臂新刺了一只老虎，腹部刺了古巴前革命领导人格瓦拉头戴

黑色无沿软帽的头像，左前臂则刺上他的妻子莫尼卡·特纳的头像。

3. 她用秤称了一下书稿，十二斤半。

4. 无论怎样普通、微小的花朵，都是构成美的部分。

5. 跛足歌手弹着古朴斑驳的竖琴朝他走来。

6. 他刚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三、请区分下面的复句类型。

1. 他不是老实，是愚蠢。

2. 他不是去南京，就是去北京。

3.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张三。

4. 他不但不埋怨，反而安慰了我几句。

5. 活了七十几，反而叫一个小孩子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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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爷爷爱听京戏，不爱听流行音乐。

7. 爷爷爱听京戏，却不爱听流行音乐。

四、请判别下面的句子，哪些是单句，哪些是复句。

1. 他这个人呀，就是不听老人的话。

2. 才说了几句，他就睡着了。

3. 对你，对我，他都不太信任。

4. 他这是对你说，不是对我说。

5. 为了弟弟，我们都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6. 为了迎接总统到来，我们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7. 她走过去关上门。

8. 她走过去，关上门。

9. 不但全体学生，而且所有的教师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会。

10. 这地方不但风景优美，而且空气新鲜。

11. 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

12. 墙上挂的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

思考题

一、下面两个例句有争议，你认为是单句还是复句，为什么？

1. 他用牙刷刷刷这边牙齿，刷刷那边牙齿。

2. 我们希望你们马上过来，一起参加讨论。

二、主语出现在关联词语的前面或后面，意义上会有微妙的变化，请就下面的例句作分析。

1. 与其你去，不如他去。

2. 你与其去，不如不去。

三、为什么在条件复句中，“除非”既可以跟“才”，也可以跟“不”搭配？例如：

1. 除非你去请，她才会答应。

2. 除非你去请，她不会答应。

四、有人首先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然后再分小类。你觉得这样的分法有无必

要？有什么优缺点？

第十三节 多重复句与紧缩复句

学习要点：了解多重复句的特点，掌握画线分析法：切分法和组合法，并能够运用来分析各种层次与

关系复杂的复句。掌握紧缩复句的特点。

复句的十种基本类型，实际上都是由两个分句组成的，它们都只有一个层次。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分

句在一个层次上组合而成的复句，就叫基本复句。在基本复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变化成比较复杂的复句，这

就成为多重复句。

一、基本复句与多重复句

（一）复句的层次

复句中分句的数量同层次的数量的关系有两种情况：

第一，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并列、连贯、选择等复句中，分句数量的增加只会延伸复句的长度，不会增加复

句的层次。例如：

（1）这排厂房是我们的装配车间，左边那栋三层白楼是质检中心，旁边那栋正在盖的是新增的调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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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人抱出一堆脏衣服，分成内衣外衣两摊，洗好了内衣，又接着洗外衣。

（3）暑假里，我们或者去海南，或者去深圳，或者去昆明。

这些复句都只有一个层次，不是多重复句。当然，并列关系也可能是有层次的。例如：

（4）上面一层放 着《汉 语 大 词 典》（A），下 面 一 层 是《辞 海》《辞 源》（B），还 有 几 本《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C）。

（5）你是喜欢出去看电影（A），还是去看球赛（B）？或者干脆待在家里打牌（C）。

例（4）是 A 跟 B + C 并列，例（5）是 A + B 跟 C 选择，两例都是多重复句。

第二，在因果、转折、让步、条件等复句中，分句数量的增加，不仅延伸了复句的长度，也增加了复句的层

次。例如下面的复句就是二重复句：

（6）只要这几家工厂还在生产，小清河就别想变清，因此，环保局下达了联盟皮革厂等十家工业污染大

户限期整改的通知。

（二）多重复句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在两个以上的层次上组合起来的复句叫做多重复句。复句有几个层次，就叫几

重复句，因此，就有二重复句、三重复句、四重复句等。例如：

（1）因为李洼乡资源贫乏（A），交通也很闭塞（B），所以这么多年总是摘不掉贫困乡镇的帽子（C）。

A ‖
并列

B │
因果

C

（2）你如果不按人民的意志办（A），或者工作不能让人民满意（B），人民就有权力批评你控告你（C），甚

至罢免你惩办你（D）。

A ‖
选择

B │
条件

C ‖
递进

D

（3）不管父母说的多好听（A），只要自己做的不是那么回事（B），孩子一定是照父母做的学（C），而且还

多学了一手两面派（D），所以父母本身的德行很重要（E）。

A ‖
条件

B │││
条件

C ││││
递进

D │
因果

E

二、画线分析法

（一）多重复句划分的原则和程序

复句分析的重点是多重复句。复句分析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确定分句之间的关系，二是划分复句内部

的层次。分句与分句的组合是有层次的，因此，把层次分析法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多重复句的分析上，并用

竖线表示出来，这就是“画线分析法”。

多重复句分析的基本原则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意义包括复句表述的内容、分句之间的关系意义、说话

人的主观意义、语境意义等，形式包括关联词语、句序等。

分析多重复句可以先从形式上入手，根据形式确定复句的类型与层次，然后从意义方面加以验证；也可

先从意义方面入手，根据逻辑语义关系确定复句的类型，进而决定层次，然后再从形式方面加以验证。其原

理跟分析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法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名称、对象以及具体程序略微有一些区别。

具体操作的程序，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确定是单句还是复句，如果是复句，再确定是基本复句，还是多重复句；如果是多重复句，再分析它

的层次和关系。

第二，确定这个多重复句由几个分句构成，在分句之间用一根竖线划开，其关键是搞清楚单句与复句的

界限，不要把单句内部的停顿误判断为分句之间的停顿。

第三，根据关联词语、语序以及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确定分句两两之间的关系，并且标出它的基本复句

类型。

第四，根据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以确定复句内部的层次。第一层次用一条竖线，第二层次用两条

152第十三节 多重复句与紧缩复句



竖线，其余依次类推。例如：

（1）我们结婚的时候，手电筒是唯一的家用电器。

（2）昨天是休息，│今天复习，│明天正式考试。

（3）高尔基在自学的过程中，既没有名师指点（A），│更没有资料可供查阅（B），│碰到的困难当然就比

寻常人更多（C），│但是疑难总是吓不倒他的（D）。

（4）如果将一个人关进隔离室内（A），│即使让他感觉非常舒服（B），│但没有任何感情的体验（C），│

他也会很快发疯（D）。

例（1）虽然句中有一个停顿，但这是句内停 顿，即“我 们 结 婚 的 时 候”是 句 首 状 语，全 句 是 单 句，不 是 复

句。例（2）是复句，尽管有三个分句，但只有一个层次，三个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因此，这只是一个基本复

句，不是多重复句。例（3）是多重复句，但由于“高尔基在自学过程中”后面的逗号属于句内停顿，这里不能

划上竖线，因此，整个多重复句由四个分句构成，分别划上三条竖线。然后根 据 关 联 词 语、语 序 以 及 语 义 关

系，确定 A 与 B 是递进关系，B 与 C 是因果关系，C 与 D 是转折关系。其中 A 跟 B 先组合，（A + B）跟 C 再组

合，最后，才是［（A + B）+ C］跟 D 组合，这样，就可以分别添上表示层次关系的竖线：“A│││B‖C│D”。例

（4）是典型的多重复句，四个分句构成三重复句，而且由于关联词语到位，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比较清楚，层

次也就相对明显：

A │
条件

B ‖
让步

C │││
条件

D

（二）分析多重复句的辅助方法

第一，看切分以后的两部分的语义是否相对完整。例如：

（1）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A），可是没有他（B），别人也这么过（C）。

这个复句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切分：

A，‖B，| C。

A，│B，‖C。

如果按照上面一种切分，A 与 B 先结合，“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根本就不成话。如果按照

下面一种切分，B 与 C 先结合，“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意义基本上可以理解。可见上面一种切分是错

的，下面一种切分是对的。

第二，运用换位的方法看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例如：

（2）封锁虽严（A），冒险偷渡者依然不绝（B），而且十有八九是偷渡成功的（C）。

这一复句也可以有两种切分：

A，‖B，│C。

A，│B，‖C。

从语义是否相对完整来看，如果是 A 与 B 先结合，“封锁虽严，冒险偷渡者依然不绝”，语义可以理解；如果是

B 与 C 先结合，“冒险偷渡者依然不绝，而且十有八九是偷渡成功的”，意义同样也可以理解。那么，到底哪一

种切分是对的呢？这就要用“换位法”来检测了。

第一，A，‖B，│C。→ C，│A，‖B。

而且十有八九是偷渡成功的（C），封锁虽严（A），冒险偷渡者依然不绝（B）。

第二，A，│B，‖C。→ B，‖C，│A。

冒险偷渡者依然不绝（B），而且十有八九是偷渡成功的（C），封锁虽严（A）。

显然，第一种换位不能成立，第二种换位可以理解，可见后面的切分是正确的。

句中的标点符号也对层次切分有帮助。例如：

（3）掌柜是一副凶脸孔（A），主顾也没有好声气（B），教人活泼不得（C）；只有孔乙己到店（D），才可以

笑几声（E），所以至今还记得（F）。

切分时可参照句中的标点符号，分号是句中最大层次的分界处。所以上例要切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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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复句也有“多切分”结构，即这样的切分和那样的切分都可以，而且语义基本相同。用以上两种方法

来检验，结论也是一样的。例如：

（4）为了改进工作，我们必须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即使有些意见不正确。

（5）倘是咬人的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以上两例分析成“A│B‖C”或“A‖B│C”，都可以。

（三）多重复句的语义关系分析

多重复句的分析，实际上也是逻辑语义的分析，因此，在进行分析时，必须结合形式标志，牢牢地把握住

语义关系。

分句之间的并列、选择、转折、条件之类的逻辑语义关系是复句类型成立的基础，可以作为复句定类分析

的参考。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有的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有的是对说话人主观评价的反映。二者

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离的。例如：

（1）白天，他一身素装去捡破烂；晚上，西装革履地在夜校学习日语。

（2）白天，他一身素装去捡破烂；晚上，却
獉

西装革履地在夜校学习日语。

例（1）的两个分句分别说出两种客观情况，说话人主观上也平等地看待这两种情况，这是并列复句。例（2）

却不同了，两个分句说的仍是两种客观情况，但说话人主观上认为后续分句与前行分句的常态语义趋势相反

相对，并用“却”来表现这种对立关系。在这个句子中，客观的并列关系是潜在的，主观的转折关系是显现的。

应该根据显现的关系和关联词语“却”将例（2）确定为转折复句。

有些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几种关系的融合，既有此种关系，又有彼种关系。例如：

（3）洪水渐渐退去，人们疲惫的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意。

在例（3）中，前行分句和后续分句表述的客观事实在时间序列上有先后关系，在客观事理上有因果关系，分句之间

既有连贯关系又有因果关系。说话人如果要可以突出其中的某一种关系，可以采用相应的关联词语。例如：

（4）洪水渐渐退去，于是
獉獉

人们疲惫的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意。

（5）由于
獉獉

洪水渐渐退去，人们疲惫的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意。

例（4）突出了连贯关系，例（5）突出了因果关系，因此可以根据这种语义关系和关联词语“于是”“由于”将其

分别归入连贯复句和因果复句。

三、紧缩复句

（一）紧缩复句的性质

“紧缩”有两层意思：“紧”是紧凑，取消了语音停顿；“缩”是简缩，去掉了一些词语。紧缩大都是就复句

的变化而言的。一般的复句在分句与分句之间的语音停顿取消了，并且省略了一些关联词语，那就变成了紧

缩复句，简称“紧缩句”。例如：

（1）无论你到哪儿，我都跟着。（一般复句）

你到哪儿我都跟着。（紧缩句）

（2）你如果有意见，就说出来。（一般复句）

你有意见就说出来。（紧缩句）

（二）紧缩复句的固定格式

紧缩句常用成对、成套的关联词语（副词）构成一些固定格式，表示各种关系。常见的有这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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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不⋯⋯”。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如果不⋯⋯就不⋯⋯”。例如：

（1）钟不敲不响。

（2）我不说不痛快。

2. “不⋯⋯就⋯⋯”。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要是不⋯⋯就⋯⋯”。例如：

（3）他不想去就别勉强他。

（4）校长不来就开不成会。

3. “不⋯⋯也⋯⋯”。表示让步关系，相当于“即使不⋯⋯也⋯⋯”。如：

（5）他不说我也明白。

（6）这种小病不治也会好。

4. “再⋯⋯也⋯⋯”。也表示让步关系，相当于“即使再⋯⋯也⋯⋯”。

（7）工作再难我也不怕。

（8）电视再差也有人看。

5. “一⋯⋯就⋯⋯”。有两种作用。一是表示承接关系：

（9）老王一吃过晚饭就散步去了。

（10）他一碰就觉得不对劲儿。

一是表示条件关系，相当于“只要⋯⋯就⋯⋯”。例如：

（11）他一来就没好事。

（12）老袁一闲就生病。

6. “非⋯⋯不 / 才⋯⋯”。表示条件关系。例如：

（13）我非做完作业不睡觉。

（14）你非要学几年才能干好这工作。

7. “越⋯⋯越⋯⋯”。表示条件关系（倚变关系），后者随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如：

（15）阿 Q 越想越生气。

（16）他越解释我越糊涂。

（三）紧缩复句的特点

1. 有一些紧缩句只使用单个的关联词语。例如：

（1）你找谁也
獉

没有用。

（2）有话哪儿都
獉

能说。

（3）吃完饭再
獉

走。

（4）那手捏着笔却
獉

只是抖。

2. 紧缩句的主语。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可以全部出现，可以部分出现，也可以全不出现。例如：

（5）你走你就走。（前后主语相同，都出现）

（6）他一不高兴就发脾气。（前后主语相同，只出现前一主语）

（7）越干他越来劲。（前后主语相同，只出现后一主语）

（8）多做练习才能提高成绩。（前后主语相同，都未出现）

（9）你去我也不去。（前后主语不同，都出现）

（10）天王爷来了也不怕。（前后主语不同，只出现前一主语）

（11）一响我吓一跳。（前后主语不同，只出现后一主语）

（12）不打不老实。（前后主语不同，都未出现）

当主语相同并且只出现前一主语时，紧缩复句很像单句中的连谓句，但又与连谓句不同：紧缩句几个部

分之间有条件、让步、转折等关系，并且常用关联词语，而连谓句几个谓词性成分之间没有这些关系，也没有

关联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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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一、分析下列多重复句。

1. 发展个体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方针，也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

2. 由于老年人各自“闭关自守”，信息闭塞，即使知己就在咫尺，相互之间却“老死不相往来”。

3. 没有人，政策法规再好，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4. 由于地下军事要塞的修筑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防止军事泄密，劳工要么被折磨致死，要么被秘

密杀害。

5. 念小学时，家境拮据，买不起漂亮的信笺，更买不起自来水笔。

6. 过去捧着“铁饭碗”，混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吃，那不叫主人翁，而是败家子。

7. 与会代表不仅专业知 识 精 湛，而 且 见 多 识 广，能 得 到 他 们 的 首 肯，靠 的 不 是 溢 美 之 词，而 是 材 料、事

实、理论和数据。

8. 不管你再怎么身居高 位，一 旦 犯 了 错 误，尤 其 是 贪 污 罪，不 是 被 免 职，就 是 降 级 或 长 年 不 加 薪，直 至

判刑。

9. 人生中一些极珍贵极美好的东西，如果不好好把握，便常常失之交臂，甚至一生难得再遇再求。

10. 大学的原意是学生组合成的团体，想读书研究的人，不论年老年轻，大家组成一个团体，聘请名师来

讲授，这就是大学的起源。

二、下列句子哪些是紧缩句，哪些是单句？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不去不要紧。

2. 梨不吃不知道味道。

3. 你要来明天就来。

4. 你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5. 他们一家五口就住两间房子。

6. 没找到凭据就下判断叫武断。

7. 你再说也没有用。

8. 他放学回家一口气吃了三碗饭。

思考题

一、请比较层次分析法和画线分析法，指出其异同之处。

二、以前往往把“我知道他没有来”说成是“包孕复句”，即大句子中包含着一个小句子，你觉得这样分析

有没有道理？为什么？

三、有一些动词，例如“知道”“懂得”“记得”“明白”的后面可以出现很多句子，甚至于段落，这应该分析

为单句、复句还是句群？

四、有人说紧缩句是用单句的形式表达了复句的内容，因而紧缩句既不是单句，也不是复句，而是一个

独立的类。你对此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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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语 用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用概述

学习要点：了解对汉语进行语用分析的对象和意义，认识语用分析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对语境的作

用有深刻的领会，懂得在话语交际中善用语用规律实现目的。

通常认为词汇学探讨的是语言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法学探讨的是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

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学探讨的则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与符号使用环境———语境之间三者的关系。

可见，语用分析与语言学领域的其他分析是不同的，语用分析是言语交际的动态分析。

所谓语用指的就是人（使用者）在一定环境（语境）中对语言的运用。研究这个规律的就是语用学。一

旦采取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语言，语言在我们的视野中就不再是一个个静态的词、短语，而成了人们在一定的

语境中表达和理解言语交际行为的过程。

人们的交际行为是通过语言的意义和形式来实现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言语行为取得最佳效果，所以我

们必须调动语言所有的手段，包括语音的、词汇的、句法的，甚至文字的，来丰富语言交际手段。在长期的努

力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语言表达格式和交际行为方式，通常称之为辞格和语体，它们也是语用分析

极为重要的对象。这些语言手段在运用时，一定是与语境中的非语言因素结合，才能达到交际各方表情达意

的目的。

一、语用分析的意义

语用分析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汉语交流、传达语言信息的一般规律，能深刻理解在有表达内容和特定语境

的前提下，如何调动汉语的各种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说话者能准确地传情达意、受话者能获取话语原意，

以达到交际的目的。

平常我们接触到的句法结构无论多么复杂，它所能传递的只是一种远离交际目标和交际效果的抽象的

语言信息，可是人们在交际环境中，真正需要的是获得句子的意义、语篇的意义，这单靠对语法规则的掌握及

运用是无法取得的。例如“明天我们考英语”这么一个句子，由语法结构决定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下

面的交际环境中却产生出特殊的意义：

（1）A：今晚大学生俱乐部有晚会，我们一起去好吗？

B：抱歉，明天我们考英语。

B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却是“我不能和你一起参加晚会”。可是如果换一个交际环境：

（2）A：你的《英汉词典》借我用一晚上好吗？

B：啊呀，明天我们考英语。

B 这句话的意思又变成了婉言谢绝。再看这个句子：

（3）您能把胳膊朝边上挪一挪吗？

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这是一个疑问句，但是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它起的却有祈使句的作用，希望听话人

把胳膊朝边上挪一挪。可是换一个场合，它又只是一个真正的疑问句，譬如医生指着受伤的胳膊对病人说出

这句话。可见言语交际中的种种因素决定句子的意义，由于交际因素的不同，相同句法结构的句子意义也随



之变化。

索绪尔早就把语言学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语言的语言学，以抽象的语言系统为研究目标；有

了它，我们就能形成对一种语言基本面貌的认识，科学地掌握这种语言最基本的要素及其最普遍的规律。另

一部分则是言语的语言学，专门研究语言系统是如何在人们一定意图的支配下，在一定交际环境中使用；有

了它，我们就能解释是哪些规律在支配着人们的实际言语活动。

言语的语言学实际上就是语用学。

二、语用的基本要素

语用是一个交际行为过程，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

（一）发话者

发话者是语言信息的发出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大都是发话者有某些事情、某种感受想要告诉受话者，

或者想跟受话者建立某种联系，或者向受话者发出某种请求、指令等，对受话者实施言语行为。例如：

（1）李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明天上午八点钟你们都到办公室来。”

例（1）的发话者“李 老 师”是 信 息 传 递 的 主 体，他 实 施 这 一 言 语 行 为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向 全 班 同 学 发 出 某 个

“指令”。

发话者多数是言语行为、信息传递的主体。在一般的情况下，发话者都是要通过说出某些话以实现一定

的语言外的目的，我们称为语用意图。语用意图指的是打算通过完成一定的言语行为来实现某些语言外目

的的意图。例如想让别人关上门，我们可以通过完成一个“请求”的言语行为，也可以通过“命 令”甚 至“威

胁”的言语行为：

（2）a. 请你关上门。

b. 我命令你关上门！

c. 你若不关门我就不走了！

发话者为了实现语用意图，就要有一定的语用策略。语用意图提出的是“为什么说”的问题，而紧接着的就是

“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发话者在交际中如何组织话语实现语用意图。语用策略就是发话者用什么方式组

织话语，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使受话者理解他的语用意图，并在受话者身上产生最理想的效果。当然，具体的

语用策略林林总总，要比语言系统的规则复杂得多，但其中总有一些原则在支配着。这主要是：

第一，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策略。

在一般的情况下，人获取新经验时遵循“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心理顺序，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未

接触过的新情况时，总是先调动大脑中贮存着的已有知识，以它为基础，对新情况进行解释，从而掌握它，成

为新知识；新知识又逐渐转化为旧知识，成为下次碰到新情况获取新经验时的基础。受话者理解发话者的话

语意义就是这样一个认知过程。

遵循“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心理规律。为了让受话者能最大限度地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说话时

就会有意识地或不知不觉地去设想，在所要传递的信息中哪一些是受话者已经掌握的，属于 他 们 的 已 知 信

息；哪一些对受话者来说是新经验，属于他们的未知信息。说话时就能选择受话者已有信息作为出发点，先

把受话者相应的知识贮存调动起来，然后再把对于受话者的未知信息加上去。

第二，语境信息优于话语信息的策略。

发话者要让受话者最大限度地了解他要表达的内容，但又不能过多地占有受话者的精力和时间，这就需

要一定的语用策略，在保证必要信息量以及易于理解的前提下使话语更加经济，凡受话者已知的或可以借助

于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尽量用话语的方式出现。这一策略可表述为：语境能够提供的信息要优先于话语

本身的信息，凡受话者可以从语境中获得的信息原则上都可以不表现为话语形式，除非有必要特别强调它。

正因为这一策略的作用，我们才有了非主谓句、句法成分省略等简约的句法形式。非主谓句没有主语，

但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解，因为在交际中，原应由主语传递的信息已经由语境的某些因素表达。句中某些句法

成分省略的信息，受话者同样可以从语境里找回来。因此尽管有些必要的信息没有在语言符号链条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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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丝毫不影响各方的沟通理解。发话者认为受话者完全有能力从语境中找回来的信息，往往会略去不说。

例如，一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到澳门狂赌，输得一干二净。有人不知情，想请他赞助慈善

事业，知情者便说：

（3）他刚从澳门回来，没钱了！

发话者相信受话者了解澳门有赌场，而赌博能让人倾家荡产，也相信听话人了解主人公嗜赌，他一定能用这

些信息填补“他刚从澳门回来”和“没钱了”之间的空缺。可是如果面对一个毫无有关知识的受话者，发话者

就不能也不会这样说话了。甚至像“当心别着凉！”这样的话，受话者要理解它，也必须在记忆中提取“着凉

会感冒”的相关知识后才有可能。

在正常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很难遇到一个只会汉语而其余知识为零的受话者，所以说话时我们总在分析

判断我们能与听话人共享的语境知识有哪一些，并且根据它们来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正因为如

此，我们平时运用的成句连篇的话语，实际上都有许多语义空白等待受话者去填补理解。

第三，语面意义和言外之意的表达选择策略。

要表达同一个意思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当然，同一种语义结构究竟有哪一些同义句式，

这取决于语言系统；但是具体说话时究竟选择哪一种句式把我们的语用意图表现出来，是选择用语面意义的

方式明确地表示出来，还 是 选 择 用 言 外 之 意 的 方 式 让 受 话 者 推 理 出 来，则 取 决 于 语 境 中 各 种 语 用 因 素 的

制约。

（二）受话者

受话者是指听话人或信息接受者。尽管言语行为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同一种类的言语行为也可以传递

不同的信息，但都必须有发话者和受话者。某些交际行为，看起来好像只有发话一方或受话一方，或者发话

者和受话者也分辨不清，例如政府文件、公共场所的警示语“禁止吸烟”等，但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政府文

件的发话者是形成文字的政府，受话者是读文件的人；“禁止吸烟”的发话者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受话者是

进入该场所所有的人。

受话者的话语理解并不是一个被动过程。恰恰相反，受话者处在 一 个 主 动 探 索、积 极 捕 捉 的 心 理 状 态

中。受话者必须能敏锐地感受到句子所提供的每一关键信息，发现所需填补的每一语义空白，从而在他在语

境的知识中寻找相关的因素加以填补或推理。他还必须随时对自己的填补或推理进行评价以至校正，为的

是寻求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对于受话者而言，最关键的就是推求发话者的语用意图。

为了推求发话者的语用意图，受话人往往会依靠语境来寻找知识关联性的依据。关联性越强，就越符合

发话者的语用意图。例如：

（1）A：面条里要放辣油吗？

B：我是地道的四川人。

“我是地道的四川人”所能暗示的语境信息有许许多多，如“四川人很爽直”、“四川人吃苦耐劳”、“四川人会

做生意”等，但其中只有“四川人爱吃辣”与问话所规定的语境要求相关联。以“我是地道的四川人”为推理

的起点，以“四川人爱吃辣”为关联依据，就能推求出“不但要放，而且要放许多辣油”的语用意义来。

此外，受话者的主动性还表现在，只要他相信发话者是有说话诚 意 的，那 么 哪 怕 话 语 中 出 现 了 发 音、用

词、语义、语法上的错误或歧义等问题，他也不会拒绝接受，而是主动地根据常规知识予以校正、选择或修补。

有时甚至意识不到错误的存在，例如：

（2）这种药对高血压有好处。

一般人总是从“药都是消灭疾病而不会助长疾病”的这一常规知识出发去理解例（2），对其中的语义错误会

视而不见，而是将它正确理解为 “对治疗高血压有好处”。

（三）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是指发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具体内容。没有具体内容的言语行为是不存在的，所以除了发话

者、受话者之外，话语内容也是言语行为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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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交际有多种类型，如激发型、传授型、宣泄型等，每种类型都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比较特殊的

是诸如见面打招呼的“你好！”“吃了吗？”之类的慰藉型的交际。这种交际表面上看并未传递实质性的信息，

好像在说些“废话”，但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交际所必需的，互相接触、与同类保持联系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四）语境

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环境，就是言语行为发生的环境。语境是语用分析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也 是 一

个非常复杂，同时又是非常有解 释 力 的 概 念。 任 何 一 个 言 语 行 为，总 是 伴 随 着 环 境 因 素。 这 些 因 素 一 方

面对言语行为的内容和形式起干 预 作 用，另 一 方 面 又 起 着 必 不 可 少 的 补 充 作 用。 对 于 汉 语 来 说，语 境 尤

为重要。

语境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 上下文语境

从静态的角度看，上下文语境由语言符号链条的上下文（书面语）或前后语（口语）组成；从动态的角度

看，则由一个言语行为之前及之后的其他言语行为组成。

2. 现场语境

现场语境指的是一个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时空环 境。 它 的 范 围 大 小，就 是 言 语 行 为 各 方 当 时 的 感 知

能力所能达到的限度，因为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是 现 场 了。譬 如 讲 课 是 一 个 言 语 行 为，它 发 生 在 教 室 内，

于是教室内师生各方能见到、听到、嗅到的一切组成了 讲 课 这 个 言 语 行 为 的 现 场 语 境，包 括 当 时 发 生 的 一

切事情。教室外的东西如果超出了师 生 的 感 知 范 围，也 就 超 出 了 现 场 语 境；但 穿 过 窗 户 能 见 到 的 仍 在 现

场语境之中。

3. 交际语境

交际语境也是一种现场，但不是具体的物质环境，而是与这一次言语行为相关的各种交际要素组成的抽

象环境。它包括说话的主题、说话的场合（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说话的方式（口头还是书面，电话还

是录音，独白还是对话）、交际各方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了解的程度等。

4. 背景知识语境

背景知识语境就是在人们记忆中贮存着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百科知识，以及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信念系统

等。百科知识有两种类型：一是规律性的，如水到一百度会沸腾，买东西必须付钱，四川人爱吃辣等；一是情

节性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一年，某同学的生日是哪一天等。信念系统则是一个社会中被人们普遍

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对一些现象的看法，如个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对父母应该孝

顺等。

这四种语境，实际上只是一个潜在的语境。当我们理解某一话语时，往往只是其中一部分语境因素起主

导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言语交际中的表达和理解得以完成，除了语言符号链条起中心作用之外，语

境中的非语言的因素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语境与发话者、受话人的关系

语境能够在话语理解中起作用，必须通过认知活动转化为交际中发话者和受话人的知识，所以也可以说

“语境就在交际各方的头脑里”。不过有些语境知识预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些却是临时获得的，例如现场语

境、交际语境等的因素，都是我们在进行言语交际行为的同时临时获得的。

（一）语境是交际各方共享的

从理论上讲，语境应该涵盖了我们所有的知识。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和人之间在所拥有的知

识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语言交际要获得成功，交际各方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寻求彼此共同的部分。这样，一

方面，发话者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知识去利用受话者的知识，例如你知道对方是个球迷，但你却是个球盲，那你

就难以利用有关球赛的知识构成语境去交际；另一方面，发话者也不可能超越受话者所拥有的知识去进行交

际，如果你是个球迷而受话者是球盲，这时你利用有关球赛的知识构成语境去交际，跟对方就无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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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在交际各方之间起作用的语境知识，一定是各方的知识在交际时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各方共享的

部分。为了达到这种重合或共享，我们一进入话语交际，同时也就进入了一个互相对对方语境知识揣摩和分

析的过程。取得语境共享是交际各方不断动态互动分析的结果。

（二）参与言语行为的语境因素

当我们要分析对某段话语的理解中有什么样的语境因素参与时，只要列出相关的语义命题就能清晰地

把它们显示出来。例如在曹禺的《雷雨》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1）周繁漪 四凤的年纪很轻，她才十九岁，是不是？

鲁侍萍 十八。

周繁漪 （委婉地）那就对了，我记得好像她比我的孩子大一岁的样子。

这样年轻的孩子，在外边做事，又生得很秀气的。

鲁侍萍 （急切地）四凤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么？请您千万不要瞒我。

要分析鲁侍萍为什么能从周繁漪的话语中敏感地推求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就要分析有哪些语境因素参与了

她的理解。这时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作为语境的语义命题：

a. 年轻的孩子易上当受骗

b. 生得秀气的女孩子更易受环境诱惑

c. 周公馆是道德败坏的地方

d. 四凤和繁漪的儿子年龄相近

正是以这些语境因素为关联性的推理依据，鲁侍萍才迅速地推理出一个她认为是最合理的语用意义：四凤

的行为已有不检点之处。

（三）按关联性原则选定的知识组成了理解一段话语的语境

语境应是相对于具体话语的表达和理解的环境，交际各方共享的全部语境知识并非都能在具体话语理

解的过程中起作用，所以即使是在各方共享的部分中，针对某一段话语的理解，各方还需要在共享的部分中

进行选择，达到进一步的重合，形成仅仅是针对这一段具体话语的语境。

现代语用学强调，这种选择必须是互动的，也就是说，交际各方应该相互主动了解清楚，为了理解这一话

语，对方选择的语境知识是哪一些。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语境才可能越来越趋同，才可能完成交际各方的

表达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交际各方共同遵循上述的关联性原则而对语境知识进行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几点：

第一，语境必须以知识的方式存在。

第二，孤立的语言符号链条无法让交际各方相互理解，我们在说出任何话语的同时都必须围绕着话语构

建一个语境，靠着它才可能对话语进行解释，产生交际效果。

第三，语境在交际中起作用，是由于交际各方在话语理解过程中按关联性原则不断选择的结果，随着交

际中话语的不断生成和不断理解，语境也在不断被构建出来。

练习题

一、语用分析是什么？

二、请在下列语句中任选一句，要求为之假设五种不同的语境条件，然后说明从每一种语境条件出发，

经过推理，该语句可产生怎样的言外之意。

1. 他已经走了。

2. 今天是休息天。

3. 我不累。

三、什么是语境？请举例对言语交际中语境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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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有人把语境分为“狭义语境”和“广义语境”两大类，你同意吗？为什么？

二、为了能最大限度地让受话者理解自己的语用意图并产生最理想的效果，发话者可以采取哪些语用

策略？

三、受话者是如何通过关联性原则推求发话者的语用意图的？

第二节 言语行为及其基本准则

学习要点：了解言语行为的基本要素、三个层次及其特点，掌握言语行为的基本准则：会话合作原则

以及礼貌原则，并能够运用这些原则解释具体的语言交际现象。

言语行为指的是用言语来施行各种语用意图的行为。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

由一个接着一个的言语行为构成的，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着发话者的意图。任何一句话，在一定的语言环

境中都必定在实施一定的言语行为；反之，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必须通过某些话语才能得以实施。

成 功 的 言 语 行 为 需 要 行 为 各 方 协 同 一 致 、配 合 默 契 ，任 何 言 语 行 为 都 是 各 方 合 作 的 结 果 。 当 然 不

同 性 质 的 言 语 行 为 需 要 的 合 作 方 式 会 有 所 不 同 ，但 总 的 来 说 ，存 在 着 一 些 最 基 本 的 行 为 原 则 ，这 大 致 有

两 种 类 型 ：

1. 会话合作原则：保证信息传递能顺利进行，各方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互理解。

2. 会话礼貌原则：调节交际各方的人际关系，使言语行为在和谐的氛围中顺利进行，从而使发话者的语

用意图更容易实现。

除此之外，还有道德原则、关联性原则、美感原则等，也都很重要。

一、言语行为的类型

言语行为有三种类型：

1. 言内行为

这是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首先需要按照说话意图从汉语的词汇中选挑

出若干个词语来，还要选择一定的句法规则对词语加以组合，从而以它们的语言意义为基础，形成话语，而且

这话语还必须与当时的语境发生联系。再赋予这句话语音形式，形成一串音波。这样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具

有话语内容意义的，所以是言内行为，又称为“以言表意行为”。

2. 言外行为

就是用说话来体现发话者的意图的一种行为。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人们可以用说话来实施多

种行为，以达到各种目的。例如：

（1）退休工人老张昨天去世了。

（2）请把茶杯递给我，好吗？

（3）你再敢说这种话，我绝饶不了你！

（4）对不起，我来晚了。

上述各例都实施了言外行为：例（1）告诉了受话者一个事实，例（2）向受话者发出一个请求，例（3）警告或威

胁了受话者，例（4）向受话者道了歉。这些动作都是通过言语来完成的，所有这些言外行为都寓于言内行为

之中。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肢体动作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烧饭炒菜、种花栽草、驾车写字，我们也可以

通过说话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法官的话音一落，就做了一件名为“宣判”的事情：犯人该枪毙的就押

赴刑场，该坐牢的就关进大狱；会议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也就完成了一件名为“宣布”的事情：会议的

各项议程可以就此顺序展开。不仅如此，可以说我们每说一句话，都在完成一件事情，譬如“讲解”、“命令”、

“威胁”、“通知”、“诅咒”、“祝贺”、“报告”、“命名”等。这种言外行为，又称为“以言行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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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言后行为

这是指受话者听了发话者的话语之后所受到的影响，也就是话语所带来的后果。例如：

（5）我明天会来的。

本来受话者担心发话者明天不会来，听了发话者十分肯定的承诺后就放心了，这种“放心”，就是话语带来的

后果，即言后行为，又称为“以言取效行为”。

言外行为跟言后行为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前者的完成，以语言的力量就能直接达到，后者所产生的实

际效果，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围。

再以曹禺的《雷雨》为例，第三幕中周冲到四凤家探视而四凤的哥哥鲁大海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勃然大怒

时，四凤这样对哥哥说：

（6）哥哥，你不要这样。人家是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们。

这句话“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但显然，这句话以及它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四凤的最终目

的。四凤的真正目的是要借助于这句话的意义做一件名为“劝告”的事情：劝她的哥哥不要对周冲“这样”勃

然大怒。作为被劝者的鲁大海明白了四凤的劝告，这说明四凤的以言表意、以言行事行为都是成功的，但他

并不愿意按四凤的劝告去做，可见四凤的以言取效行为是失败的。

在实际的说话过程中，这三种言语行为是浑然一体、难分难解的，但一个言语行为只要是有效的，它们就

必然依次发生于言语行为的整体过程中，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

言之发———示言外之力———收言后之果。

二、言语交际的基本准则：会话合作原则

会话合作原则由四条准则组成，按这四条准则进行的言语行为在信息传递上应该是效率最高且最为合

理的：

（一）数量准则

话语所含信息量与本次交谈所需信息量应该一致。即在进行一次言语行为时，发话者应根据语境要求

向受话者提供适量信息，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同时受话者也相信发话者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信息太少，导致本次交谈所需的一些必要信息缺漏，发话者不能把自己的语用意图完全地传递给受

话者，言语交际实际上并未成功；如果信息太多，传递的必然是与本次交谈无关的多余信息或已经传递过的

冗余信息，结果是浪费了受话者的精力和时间，这样的言语交际实际上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只有遵循了数量

准则的言语交际行为才是理想的交际，既达到传递有关信息的目的又符合经济性的要求。

当然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不同的语境，对话语所含信息量的要求会有所不同。同是通知的行为，如果

发话者认为受话者记忆力较差，或者行为发生在嘈杂喧闹的现场语境中，相同的信息就可能被多次重复，但

人们并不认为是冗余信息；寒暄谈天也是一种言语行为，然而这种行为以感情交流、协调关系或排遣时间为

目的，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语用意图，所以在信息量上的要求就很随意。正因为如此，一次言语行为中发话者

提供的信息是不是符合了数量准则，需要依据实际情形来判断。

数量准则既然是一种合作原则，那么它就不仅是发话者要遵循的，而且受话者也应遵循。原则表现在：

如果受话者认为发话者的说话意图是真诚的，那么受话者就相信他传递的信息在一定语境中是适量的。

（二）质量准则

话语提供的信息内容必须跟语境中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也就是说，交谈中发话者所提供的信息不仅要

适量，而且要真实可靠，不说虚假的话。有时即使信息不真实，但发话者主观上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是把它作

为真实信息传递给对方的。而受话者的合作，就表现在他相信发话者不会说明知是虚假的话。如果没有这

一信念的话，他就不会认真对待发话者的话语。

因为质量准则的存在，言语交际中才可能发生发话者说谎或者受话者受骗的现象，这时发话者违反了质

量准则，同时又利用受话者对质量准则的遵守而使他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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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中或不同的语境条件下，质量准则的遵守也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如果受话者

对发话者的品行产生怀疑，那么他就怀疑对方在说假话。可是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明 知 小 说 家 在 编 造 故

事，却仍然被这些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言语行为对话语的真实程度要求不高，如列车上旅客的闲聊；有

的言语行为如法庭作证，却要求必须句句确凿。

（三）关联准则

话语之间以及话语与话题之间应该相互关联。对发话者来说，遵守关联准则意味着他有交际的诚意，认

真按照所说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按照受话者接受新经验时的心理顺序来组织话语、展开话语。每次说话都

会有一个话题，这是发话者的兴趣所在，也是发话者希望受话者注意力集中的范围。它一旦决定，所有的话

语就应该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发话者若是有说话诚意并尊重受话者的话，就不会任意转移话题。在这样

的情况下，话语之间和话语与话题之间就会密切相关，使受话者的注意力稳定集中，接受信息时思路清晰明

确，很容易地把握住发话者的说话意图。

对受话者而言，遵守关联准则意味着他相信发话者说话有诚意，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关联，万一感觉有不

关联之处，首先不是怀疑发话者的诚意，而是努力参照语境搜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直至能理解。

关联是一个模糊概念，话语之间以及话语与话题之间有了什么关系才算关联，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以及

不同的语境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口语交际一般在现场语境中发生，如果所谈的对象就在现场语境中，或各方

彼此之间十分了解，那么在别人看来很不关联的话语他们却会觉得环环相扣，联系十分紧密。甚至在写作和

阅读诗歌的言语行为中，诗人就是要提供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话语，去刺激读者把它们关联起来的欲望，激

发读者的想象力，从而捕捉话语里的丰富内容。当然在论文答辩、科学演讲、法庭辩论等言语行为中，关联是

一个很严密的推理概念了。

（四）方式准则

话语的表达方式应该让受话者易于理解。发话者既然诚心诚意要告诉受话者一些事情，就应该让话语

的表达方式清楚明白，简明易懂，使受话者能在花费最少量的精力和时间的情况下获取最多量的信息。所以

发话者在说话时应尽量避免歧义、晦涩、啰嗦、含混等现象，而追求一种通晓流畅、条理分明、易于理解的表达

方式。

然而并不是说凡难于理解就是违反了方式准则，因为一段话语的理解涉及两种因素：一是内容本身，是

艰深还是浅显；二是表达方式，是清楚还是晦涩。表达方式是否清楚明白只能相对于一定的内容而言，应当

在把一定内容表达出来的前提下尽量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而不能为了清楚明白去降低对表达内容的要求。

跟遵守关联准则一样，受话者对遵守方式准则也体现在只要他相信发话者是有说话诚意的，那么他也就

会相信发话者一定是力图把话说得清楚明白的。如果万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现象存在，他也会积极地到语

境中去寻找理解的办法。

以上四个准则一起构成了会话的合作原则，它是保证言语交际能够顺利 进 行 必 须 遵 循 的、最 起 码 的 原

则。按这样的原则进行语言交际，将是花费精力和时间最少而获取信息最多最清晰的，也就是效率最高的。

不过由于言语行为的类型不同，以及具体语境中种种因素的变化，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才算是 遵 守 了 合 作 原

则，交际者们将会根据具体情况随时作出判断。

特别要注意的是，言外之意的推求与合作原则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受话者发现对方所说的话语似乎是

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某一准则，但种种迹象表明发话者确有说话诚意，受话者就会从话语的语面意义出发，

根据语境去努力推求说话意图。然而，发话者的说话意图毕竟没有通过话语的语面意义表现出来，而是受话

者推理的结果，所以是一种言外之意。从另一个角度看，发话者正是利用了受话者由于对合作原则的期待进

行推理的心理，把言外之意注入了话语。

三、言语交际的基本准则：会话礼貌原则

礼貌是人际之间协调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语言外 的 种 种 手 段 来 表 现，例 如 微 笑、握 手、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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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点头、让座、让路等，但最常用的是语言手段，我们称之为礼貌的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语言形式都可用，

例如语音的变化、词语的选择、一些特定的句法格式及话语模式等，尤其是语句的语义内容。什么情况下该

使用礼貌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礼貌方式，要达到什么样的礼貌程度，这些都是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必须考

虑的。这个礼貌原则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量把不礼貌的表达方式减低到最低限度。

礼貌原则处在比合作原则更高的层次上，因为只有遵循了礼貌原则，才谈得上遵循合作原则。礼貌原则

维护了交际各方的均等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受话者才更愿意去配合发话者，

发话者的语用意图才可能更充分地在受话者身上得到实现。所以有时为了维护礼貌原则，人们甚至不惜牺

牲合作原则的某一准则。例如有时我们想回绝对方的要求但又不想造成不礼貌的后果，而是希望尽量减少

对方不愉快的感觉，往往就会违反质量准则，说一个无妨大局的谎话。

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有些类型的言语行为中，礼貌原则可以反方向使用，也就是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礼貌的表达方式减低到最低限度，例如在训斥、威胁、咒骂等言语行为中。在不

同的语境条件下，礼貌原则的具体体现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在家庭生活中对长辈的礼貌表达方式，与正

式场合下对同一长辈的礼貌表达方式就会有所不同。为此要研究礼貌原则的实现方式，就需要根据对礼貌

的不同要求给言语行为分类。

（一）从礼貌的角度给言语行为分类

1. 竞争类言语行为。这类行为有“命令”、“要求”、“批评”、“禁止”等，它们就其行为的语用意图本身来

说就是不礼貌的或者说是失礼的，发话者想通过言语行为达到的目的和礼貌要求之间的关系是不协调的，因

为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去说话，言语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受话者按发话者的意志去做或不做某一件

事，在这个意义上，这类行为必然是不礼貌的。但与其他冲突类言语行为不同，竞争类言语行为对行为赖以

实现的语言方式并没有严格要求，发话者可以用较为礼貌的语言方式去完成它，也可以用不礼貌的方式。所

谓竞争，就是这两种方式的此消彼长，发话者完全可以依据他与受话人的关系进行选择。

2. 冲突类言语行为。这类行为有“训斥”、“咒骂”、“威胁”等，它们不仅在语用意图上是失礼的，而且它

们赖以完成的语言方式也只能是不礼貌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礼貌地训斥，更不可能礼貌地咒骂。

3. 和谐类言语行为。这类行为有“邀请”、“祝贺”、“感谢”、“道歉”等，它们与冲突类言语行为 正 好 相

反，从语用意图到语言方式都必须是礼貌的，除非在一些特殊场合，我们不可能不礼貌地感谢，更不可能不礼

貌地祝贺。

4. 合作类言语行为。这类行为有“报告”、“讲述”、“宣布”、“介绍”等。它们是以交换信息为主要目的

的言语行为，交际各方最关心的是信息本身，因而要求各方最大限度地遵循合作原则。虽然说在这类行为中

礼貌原则的遵循并不是首要的，但违反礼貌原则会造成受话者的反感以至抵触，容易影响到他对合作原则的

遵循，最终会破坏发话者语用意图的完满实现。

为什么会存在不礼貌的行为类型呢？因为在礼貌原则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则管着礼貌原则，例如道

德原则。这首先取决于发话者的道德信念，也取决于发话者对受话者道德面貌的判断，例如道德低下的发话

者可以把礼貌原则中的自谦变为谄媚，道德高尚的发话者对无耻小人也无须讲什么礼貌。

（二）礼貌原则的三条准则

跟合作原则一样，礼貌原则也体现为一些准则，用这些准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话语感觉上比较礼貌，

而有的却不够礼貌，有的甚至到了异常的程度：

1. 慷慨准则：尽量少表达利己的和有损于对方的看法。

这一准则的基础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尽量使他人受惠最大而受损最小，尽量使自己受惠

最小而 受 损 最 大。 这 里 的“惠”和“损”可 以 是 实 际 利 益 上 的，也 可 能 是 感 情 上 观 念 上 比 较 抽 象 的

“惠”与“损”。

按这一准则说话，发话者在提出某种要求时，就应该尽可能地在话语中体现对受话者有利的内容，同时

又要尽可能回避自己受惠的实质。这样听话者在满足说话者的要求时，就容易产生一种心理平衡的感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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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不愉快。例如用疑问句表示祈使，就是在礼貌原则的慷慨准则制约下发生的。因为询问对方有没有

做某件事的可能，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要求对方做某件事，意味着尊重对方的选择权，至少在话语上给了

对方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权力，尽管在当时的语境中很可能对方实际上并无选择的余地。这就是一种感情上

观念上的“惠”。所以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用疑问句来表示祈使都被认为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式。

2. 谦虚准则：在话语中尽量少赞誉自己并少贬低对方。

谦虚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观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它是一个人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信

心和勇气的来源。自尊心在别人对自己某一方面成就的承认中得到实现，因而在言语交际中过多地对受话

者进行指责，或者发话者过分地炫耀自己，都会对受话者的自我成就感产生威胁而伤害他的自尊心。所以谦

虚就是在维护对方的自尊，而不谦虚通常会招致反感。

按谦虚准则说话，在话语中就应对受话一方多赞扬，少指责；对自己则应避免炫耀，甚至有时还需要适当

地贬低自己。不过不同的民族对谦虚准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面对别人的赞誉，汉族人一般的反应是否定，

甚至还要以自贬一番来表示自己的谦虚；而欧美人则以感谢对方的赞誉来表示自己的礼貌。例如客人盛赞

主人的酒菜丰盛，烹调手艺高超，作为主人的欧美人就会诚挚地表示谢意，汉族人却通常是表示饭菜简单，不

成敬意，手艺卑陋，恳请谅解等。

3. 一致准则：在话语中尽量缩小与对方的分歧，尽量夸大与对方的一致。

这里的分歧和一致可以是观点上的，也可以是情感上的。就前者而言，受话者与自己有相同的认知，是

他能够进一步接受自己看法的基础，因而越是夸大与对方的一致之处，就越能在主要观点上让对方与自己认

同；就后者而言，缩小分歧意味着尽量淡化削弱对对方的厌恶，夸大一致意味着尽量显示对对方的同情或关

心，它们都导致各方情 感 距 离 的 消 除，从 另 一 方 面 使 对 方 更 易 于 在 一 种 更 融 洽 的 行 为 氛 围 中 接 受 自 己 的

观点。

言语行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即使对同一条准则也往往会有程度上的不同要求。所谓礼貌的程度，有一个

普遍适用的原则，即语言表达方式越间接，话语就越显得礼貌。例如：

（1）把自行车钥匙拿来！

（2）把自行车借给我。

（3）请把自行车借给我。

（4）能把自行车借给我吗？

（5）您下午用自行车吗？我下午想到亲戚家去，可是那里没通公交车。

很显然，从例（1）到例（5）礼貌程度依次增加。这里发话者最直接的目的是把自行车钥匙拿到手，所以例（1）

在表达方式上最直接，因而也就最没礼貌。例（5）简直没有说出具体的要求，而是让受话者体会其中的言外

之意，所以最礼貌。当然除了表达方式的直接与间接，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因素也在起作用，如专门的礼貌

用语。例（2）和例（3）直接程度一样，但例（3）有了一个“请”，礼貌程度就增加了。

练习题

一、简述会话的合作原则。请谈谈合作原则在言外之意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二、根据对礼貌的不同要求，言语行为可分为哪些类型？请以此为据，对“批评”和“训斥”这两种行为进

行礼貌要求上的分析。

三、简述会话的礼貌原则。请从礼貌原则中的慷慨准则出发，说明为什么语言表达方式越间接，话语就

显得越礼貌。

四、“你是不是觉得房间里很热？”请以这句话为例说明言语行为的三个类型。

思考题

一、道德原则在言语行为中起什么作用？

二、有人认为，关联原则比会话合作原则更为重要，你同意吗？

三、为什么说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更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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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话 语 结 构

学习要点：了解话语衔接的基本概念：衔接、衔接手段、连贯性。了解衔接的类型和特点、话题推进

的类型和特点。熟悉语篇结构和会话结构的类型，并能够对具体的话语结构进行分析。

在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中，句子与句子组成语篇的结构叫做话语结构，我们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探讨话

语结构：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看话语中的句子与句子是如何组成结构关系的，即主要探讨“话语 衔 接”和

“话题推进”；另一个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话语的整体是依托什么样的结构框架建立起来的，即主要探讨“语

篇结构”和“会话结构”。

一、话语衔接

（一）话语衔接的特点

话语衔接就是通过种种语言手段，通常称之为衔接手段，把句子衔接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在受话者

理解话语时的心理感受中，就出现了一种连贯性。因此，话语衔接的特点体现为三个方面：衔接、衔接手段

和连贯性。

1. 衔接。比较下面两段话语，可以发现，例（1）几个句子之间可以说是三个互不相干的语句，根本谈不

上衔接；例（2）几个句子给人的感觉则是衔接得很紧密：

（1）a. 杨先生坐在沙发里。b. 满面春风的生意人望着来客笑容可掬。c. 金丝边眼镜闪闪发光。

（2）a. 杨先生坐在沙发里，b. 这个满面春风的生意人望着来客笑容可掬，c. 他的金丝边眼镜也在闪闪

发光。

衔接其实是一种语义联系。例（2）中，b 句和 a 句的语义联系是依靠指示语“这个”的作用而显示出来

的；c 句通过“他”和“也”的作用而与 b 句，甚至与 a 句发生了理解上的依赖关系而衔接了起来。而例（1）的

a 句和 b 句以及 c 句之间就无从发现这种联系。

2. 衔接手段。通常把话语的前后部分联系起来的语言成分叫做衔接手段，例如例（2）的“这个”、“他”。

这些词语的意义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只有把它跟话语中的某一部分联系起来，这种不确定性才能消除

掉。为了理解它，也就是为了消除它的不确定性，受话者就不得不到话语的其他部分去寻找能跟它联系起来

的另一个语言成分。一旦找到了这样的语言成分，话语的这两部分就在受话者的心目中被衔接了起来。

衔接手段的词语在语义上是不确定的，有的是因为这些词语本身就没有概念性的意义。例如不确定性

最强的是代词，它们只有指代功能而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不找到它们的指代对象的话，它们就不能提

供任何具体的信息，所以代词的衔接作用最强，是最常用的衔接手段。

也有的词语本身有确切的意义，它们的不确定性只是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产生的，特别是当词义联系

成为衔接手段时。例如：

（3）童某及同事当即下车，边大喊边追赶。呼叫声惊动了正在南京路九江路交会处的吴骏。

这里的“呼叫声”本身的意义在语言系统中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当它进入了特定的上下文语境之后，由于并不

含有语境所要求的某些具体信息———例如它是由哪里传来的、由谁发出的等，于是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确

定性。只有把它与上文中的“大喊”联系起来并经由“大喊”再与“童某及同事”联系起来，不确定性才得以

消除。

3. 连贯性。话语一经衔接，话语的语义理解就变得通达顺畅，这就是连贯性。从表述来看，句子内部一

般形成“话题———述题”的结构，在语篇中，表现为“话题———述题”“话题———述题”的衔接。

人在接受信息、获取经验时具有从已知信息出发接受未知信息的特点，这使我们一旦面对新信息时，就

会不由自主地去在语境中回溯寻觅相关的已知信息，然后再从已知信息出发去理解接受新信息。这种“已知

信息———未知信息”的心理顺序，对应为“话题———述题”。表现在话语中间，就有了话语衔接和话题推进的

要求。话语衔接中的衔接部分，一般都负载了我们必须处理的未知信息，如例（2）中的“这个满面春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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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人”，例（3）中的“呼叫声”；而被衔接部分通常则贮备了我们已经掌握的已知信息，如相对于“这个满面春

风的生意人”的“杨先生”，相对于“呼叫声”的“大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衔接部分成了理解衔接部分的

关键，衔接手段帮助受话者找回了已知信息。

话语的连贯性是指话语从整体上满足了我们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接受新信息的认知顺序的要求，其中

每一种向我们传递的信息都经过了这种认知顺序的梳理。语言表达之所以要追求话语的衔接和连贯，正是

发话者为了让受话者能更顺畅地理解话语而采用的交际策略。

（二）衔接的类型

话语衔接主要有以下五种：

1. 指代关系

指代关系依靠代词与先行词之间的联系把话语的两部分衔接起来，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也可以是后行

词。例如：

（1）柯某算是娱乐主持中的红人了，但每次看到她，我都会很快地找到遥控器———换台。我不知道她是

不了解她所要说的因而故弄玄虚呢，还是觉得那种说话方式能让她显示什么娇媚，总之她捏着嗓子，刻意让

所有字眼从牙缝中挤出⋯⋯

人称代词“她”对先行词“柯某”的指代关系犹如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把每一个镶嵌着“她”的句子与镶嵌着

“柯某”的首句衔接了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2. 省略关系

一个句子结构中有的成分在话语中有时会省略，例如主语、宾语，一般称之为句法“主要成分”。这时受

话者就会努力地到前文中去寻找与之相关的信息，一旦找到，话语也就被衔接了起来。例如：

（2）那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1 从桌上的辣油罐里又挖了厚厚一勺辣子 2 到面汤3 里，01 搅拌开 02 ，01 埋头

吹了吹 03 ，01 喝了一大口 03 ，然后 01 连忙张大嘴巴，01 拼命地哈气。

这是一个由六个语句组成的话语，除了首句比较完整外，后五句标上“0”的地方都缺省了某个成分，但它们都

可以从首句中找回：所有的主语都是“那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搅拌开”的宾语是“辣子”，“吹了吹”和“喝

了一大口”的宾语是“面汤”。

主要成分所承载的是语义认知上不可或缺的信息，它的省略带来的是句法结构的不完整，这就是一种信

号，促使受话者去找回那些必要的信息；可是非主要成分（例如状语、补语）的省略在句法结构上却反映不出

来，也不影响我们对基本句义的理解，当然也就不会促使我们去找回有关信息，所以它不具有衔接功能。比

如可以把例（2）中的“厚厚”、“一勺”省略掉，一个没读过原文的人根本意识不到这里省略，当然也就谈不上

去找回了。

代词有语词形态和零形态两种存在方式，前者穿上了语词的外衣，表现为“他”、“她”、“它”等；后者虽没

有可辨识的语词形式，即省略了语词形式，但我们在理解时都会在心理上给它们添上一个代词的语词形式。

例（2）中每一个标上“0”的地方实际上都有一个零形态的代词，这种衔接方式也就称为“零形指代”。

3. 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可以由各种各样的关联词语来体现，凡是话语中某一部分有关联词语出现，就必定意味着这一

部分在信息上是不完整的、不确定的，必须到与之关联的另一部分去寻找相关信息，在这样的过程中话语就

被衔接起来了。例如：

（3）平时也罢了，我们也习惯刘梅呆呆笨笨，作程光的应声虫。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她却偏要极力表现，

破坏了大场面。

“可是”意味着被“可是”关联的部分（即前三句），对被“可是”管辖的部分（即后三句）的理解起着关键的作

用，于是它们就被衔接了起来。

语用分析衔接时所说的关联词语，通常范围比较大。例如表示时间关系的“先是”、“同时”、“紧接着”、

“再后来”、“到了上个月”、“最后”等，表示空间关系的“前面”、“后面”、“上面”、“下面”等都属于关联词语

的范围，更不用说“终于”、“可见”、“结果”、“总而言之”、“譬如”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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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替代关系

同一个指称对象，但在前后句子里用不同的词语来指称，这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词语就形成了替代关系。

当我们理解其中后出现的一个时，必须把它跟先出现的一个联系起来才能确认它们的同指关系，这样的确认

过程也就成了话语衔接的过程。例如：

（4）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昨天早晨 7 时 30 分在北京家中溘然辞世，享年 73 岁。老人临终时，三个儿

子及两个孙子都在身边。

“老人”与“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有同指关系，所以在下文要提及赵丽蓉时可用“老人”来替代。有同指关

系的两个词语，可以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

5. 词义关系

词语在意义上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除了平时常说的同义、近义、反义、上下位义等关系之外，常见

的还有构成关系（如电脑与显示器、主机、鼠标器的关系）、同现关系（如邮局与汇款、平信、包裹的关系）、受

动关系（如“吃”与“面包、面条、蔬菜”的关系）、结果关系（如“织”与“毛衣”的关系、“写”与“文章”的关系）

等许许多多的语义关系。实际上我们对任何一个词语的理解都只能在相应的关系网络中，在其他词语对它

的意义制约中才能进行。例如：

（5）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天空中飘着雪，很冷。我们走进一个幽静的温暖的餐厅。屏障是高大的木

框和低矮的砖墙，还有花和小树。酒杯里有红烛在飘。吉他手轻轻地弹唱。安静，温和，又有一丝忧伤。

如果没有“餐厅”与“屏障”、“酒杯”、“吉他手”之间的共现关系在引导着我们的理解，镶嵌着这些词语的句子

就很可能只是一些不相干的语句的随意杂陈。

二、话题推进

（一）话语的结构与话题推进

1. 话语的结构

一个句子的话题与述题两个部分中，通常认为话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话题具有交际定向的作用，通过提出话题能够把受话者的注意力吸 引 到 我 们 所 要 表 述 的 对 象 上

来。第二，话题又是表述的出发点，划定了整个表述的语义范围。第三，话题倾向于承载已知信息，从而成为

获取新信息的基础。

与话题相对，述题则是对话题的陈述，向受话者提供的是未知信息。

所谓已知信息（旧信息），是指发话者认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受话人已经知道的，这类信息或者在前文提

到过，或者已经由语境提供出来。未知信息（新信息）是指发话者相信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受话人所不知道的。

话语各个成分的交际价值不同，如果某个成分只传递一个已知信息，它的交际价值就小；如果它传递的是新

信息，其交际价值就大。话语结 构 的 信 息 排 列 大 都 由 交 际 价 值 的 大 小 来 决 定：一 般 说 来，交 际 价 值 小 的 在

前，交际价值大的在后。这就是说，话语的信息结构多为已知信息在前，未知信息在后。位于前部的已知信

息叫话题，位于后部的未知信息叫述题。不过，在现代汉语中也有未知信息在前、已知信息在后的特殊情形。

在连续话语中，每个句子都有话题和述题，于是从语用的角度观察话题与述题，就必须去了解这些话题、

述题是如何跨越句子的界限而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在话语结构中又是怎样起作用的。

2. 话题推进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话题承载的是已知信息。如果这个已知信息已由上文提供，话题就能通过已知信

息与上文衔接起来。由上文提供已知信息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上文的话题尚未得到充分表述而需要延伸到下文来，也就带来了它所承载的已知信息，这时，

后一句的话题就是前一句话题的延伸，不过延伸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可以是完整的转移，即上文的话题直

接成为下文的话题，也可以经过一定的变化，即上文的话题作为一个整体而分解开来，分别成为若干后句的

话题，也可以引申出若干分话题延伸到下文中去。例如：

（1）一楼的门里门外，连通着现在和过去。门外是繁华璀璨的外滩风景，门内全是黑白两色的照片，记

录了外滩变迁的百年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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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门内”分别是第二、三句的话题，它们都是从第一句的话题“一楼的门里门外”分解出来的。

第二种则是上文的述题所引入的未知信息经过表述已转化为已知信息，它也能延伸到下文中，成为下一

次表述的基础，这时，上文的述题或述题的一部分就成了下文的话题，它可以是完整的转移，但在许多情况下

也会经过一定的变化。例如：

（2）⋯⋯她从省城包了一辆崭新的的士到靖县，的士在飘零的秋风中载着她一路疾驰着。

“一辆崭新的的士”是上文述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有同指关系的词语“的士”转移到下文，成为下文的

话题。

第三种是话题所承载的已知信息与述题所转化成的已知信息被综合起来，共同成为下文的话题。例如：

（3）苏忆透过车窗 玻 璃 往 外 看，迎 着 她 视 线 的 是 干 枯 焦 黄 的 落 叶 纷 纷 扬 扬 地 飘 落 在 灰 尘 蔽 天 的 道 路

上，⋯⋯

很明显，下句的话题“迎着她视线的”是从整个前句所提供的信息发展而来的。

下文的话题或述题同样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伸到下文去继续成为话题，这样的过程可以一直延续

下去，直到发话者认为有必要把话语转换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去。而在新的话题上，上述的话题延伸和变化的

过程又可能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这样的过程就叫“话题推进”。这一过程清楚地显示，话语内所有的话题之

间都被一种发展中的内在联系所贯穿，形成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话题链。整个话语的结构就是在这个话题

链上发展起来的。

就表述价值而言，述题因为传递了未知信息，推动了话语的不断展开而作用大于话题；但就话语的表述

线索而言，话题不仅因为它是表述展开的基点，而且因为这些基点之间所具备的内在联系，成了话语的结构

框架。抓住了话题的推进过程，也就获得了这个结构框架。

（二）话题推进的类型

话题推进的类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一方面要观察话题的来源———是从上一句的话题延伸而来，还

是从上一句的述题延伸而来？另一方面则要考察延伸的方式———是直接转移下来成为下句的话题，还是经

过某些变动？

1. 话题延伸式推进

话题 延 伸 式 推 进 中，各 后 继 语 句 的 话 题 都 是 源 自 首 句 话 题 的 延 伸，但 是 它 们 的 延 伸 的 方 式 可 以 有 所

不同：

a. 平行推进

各后继句都直接以首句的话题为话题，分别引出不同的述题，各话题之间就有了一种平行关系。平行推

进的特点仅仅在于源自上句的话题内容没有变化，但是，语言形式上却允许有所不同，例如可以在下句用代

词来指代上句的话题，包括使用零形指代，也可以用有同指关系的词语来替代等。例如：

（1）1995 年从黔南州民族行政管理学校毕业的周敏，是第一批与打工政策正面遭遇的罗甸干部。最远

只到过州府都匀的周敏，用怨恨和恐惧的眼泪伴着自己从贵州罗甸到广东东莞两天两夜的旅程。

但是她却在东莞的打工过程中找到了感觉，从工人、副领班、办公室后勤，周敏的职务和收入随着自己的

努力不断提升。

到县里规定的打工期限将到时，她已经是一家工人逾千的电子厂月薪 1200 元的劳资管理人员。

这段话语由平行的五个句子组成，后四个句子都以首句的话题为话题，分别引出自己的述题。这五个句子的

话题虽然语言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因为具有同指关系而保持了话题的同一。如果后句的话题都以零

形指代的方式出现，就形成了汉语很有特色的一种流水句。例如：

（2）杨志1 取路，不数日 01 来到东京，01 入得城来，01 选个客店安歇下，众庄客2 交还 01 担儿，01 与了 02

银两，02 自回去了。

b. 派生推进

从某一语句的话题中派生出各个话题，并被各后继语句表述，这就是话题的派生推进。它的特点在于，

话题的来源虽然也是上一句的话题，但它不是直接的延伸，而是有派生变化。即以某一个话题为基础发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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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一些子话题，其中每一个子话题都保持着跟原话题的一定联系。派生推进与平行推进的不同之处在于：

无论派生出多少个子话题，相对于原话题都是次一级的，不能与原话题构成平行关系。例如：

（3）就是这样，还有大笔的人员工资福利被拖欠，有的年度拖欠总额超过 1000 万元。

（4）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步态从容地从长途车上跨到地上。她的脸是黝黑而狭长的，眼睛略微长得有

点靠上，但是她的手指间夹着香烟，腋窝里夹着人造革皮包⋯⋯

例（3）只派生出一个子话题———“有的年度拖欠总额”，在语义关系上它是从整体“大笔的人员工资福利”中

分解出来的一部分。例（4）“她的脸”、“眼睛”、“她的手指间”、“腋窝里”都是从“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这个

话题派生出来的子话题，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但对于原话题来说却都是派生的。

2. 述题延伸式推进

述题延伸式推进中各后继语句的话题都来源于首句述题的延伸，当然它们的延伸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a. 线性推进

线性推进是指，依靠前一句的述题或述题的一部分延伸为后一句的话题来进行话题推进，但每次只延伸

出一个话题，这样前句与后句就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线性关系。述题的延伸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但它们始

终是单线推进。例如：

（5）⋯⋯于是，人们重新提起林徽因教授关于保留城墙、开辟“城墙公园”的建议，也许这个建议会被认

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但它是这位建筑学家兼诗人的富有诗意的想象。

（6）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我多么希望得到来自她的帮助，但她的帮助是要付出巨大的情感上的代价

的，这代价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例（5）的“这个建议”是从前句的述题延伸出来的，但延伸只有一次；例（6）则一环扣一环地延伸了两次，修辞

格中的顶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b. 分叉推进

从前一语句的述题中延伸出来的话题如果不止一个，而这些话题之间又有着并列关系，话题推进的单线

就会出现分叉，形成分叉推进。分叉推进其实就是一个低一层次的平行推进或派生推进。

（7）7 月 18 日，笔者在县看守所见到了带着镣铐的刘建民，这是一个中等身材、黑瘦、看上去并不精干的

农民，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他言辞闪烁，不承认自己为索财绑架幼童故意杀人。

（8）英语的语法研究经历了规范性、描写性以及解释性三个阶段，规范性研究强调的是哪些语言形式是

最好的，应该以它为范本；描写性研究注重现实的语言是怎样的，必须如实反映它；解释性研究的兴趣则在探

寻语言现象背后的原因。

例（7）“这”、“他”都是通过指代的方式从前句的述题中直接转移过来的，由于它们之间对于“刘建民”的并列

关系，使原先的单线推进出现了两个分支，这一分叉相当于一个低层次上的平行推进。例（8）后面的三个子

话题都是从首句的述题中派生出来的，这一分叉相当于一个低层次上的派生推进。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述题延伸式推进还有许多其他的推进方式。述题在语言形式上要比话题复杂得多，

它通常是对话题的表述，含有谓词性成分，当谓词性成分以及整个述题如果也要延伸为下文的话题，问题就

比较复杂了。例如：

（9）南市的人简朴得很，奢侈高贵的食品店不多，只有一家张祥生蜜饯糖果栈，开在荷花池后。

“奢侈高贵的食品店”显然是从前句的述题“简朴得很”延伸出来的，其中含有反义推进的意思。

3. 综合延伸式推进

由话题和述题组成的整个前句，也可以再作为新话题而延伸到后句中，这就是综合延伸式推进。所谓综

合，就是前句的话题与述题融成一个整体。

（10）现在有些紧靠高架道路的居民楼和商业建筑已经开始受到冷落，这是一个信号，即人们愈加重视

自己周边的生态环境。

（11）价值 90 万元的水晶钢琴被搬进人头攒动的大商场展示，商家的意图不在于销售，而在乎引导市民

除“必要消费”以外的精神消费。

不可能把整个前句一起转移到后句作为话题，所以综合延伸式推进总要借助与一个总括性词语来接纳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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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的“这”、“商家的意图”。

在实际的话语中，以上这些推进方式往往会交错在一起出现，从而使话语的话题推进模式呈现出非常复

杂的态势。例如：

（12）大屋就在苏忆视线所及的地方，它默默地伫立在灰尘蔽天的路旁，昔日的雕梁画栋不仅脱尽了当

初华丽的色彩，且0 给人一种苍老莫名暗自忧伤的感觉。

“大屋”与“它”是平行推进的关系，而“昔日的雕梁画栋”的出现又是对“大屋”的一个派生推进，而末句有一

个对“雕梁画栋”的零形指代“0”，它与语言形态的“雕梁画栋”又形成了一对平行推进。话题推进的复杂性

就在于这两个平行推进不在一个层次上。

三、语篇结构

（一）语篇结构的特点

一个交际完整的书面话语，就是语篇。语篇的最大单位是整部话语作品，例如一部长篇小说、一本科学

的或哲学的皇皇巨著；语篇的最小单位可以是句子，如一句广告辞或一句格言组成的话语作品。这个交际完

整的书面话语结构，就是语篇结构。

语篇结构在句法结构的基础上，遵循话语衔接、话题推进的规则，把众多话题有条理地组织联系起来，形

成上下文关系。结构规律在人们的运用过程中，往往只具有一种选择上的优先性而较少强制性。当然，在不

同的话语类型中，语篇结构在选择上的优先性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事务性话语类型一旦形成了普遍认可的

语篇模式（如法律文书的固定格式），就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但是在人们寻求这种标准的语篇模式的过程

中，无论哪一种语篇结构都只有选择上的优先性。新闻性话语类型中语篇结构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就比较小，

尤其是一些复杂的话语类型，如新闻的深度报道、追踪报道等，它的成功往往就期待着语言使用者在语篇结

构上的创新。但与文学性话语类型相比，它的语篇结构就显得还是具有相当制约力的，因为在小说、诗歌、散

文等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突破现有规则几乎就成了一种规则。语篇结构的这种特点最通俗的表述方式就是

“文无定法”，一切依照表达内容的需要而转移。但是在“文无定法”中又必须有一定的东西是确定的，否则

小说就不再是小说，而新闻也不再是新闻。研究某一话语类型的语篇结构就是要研究哪些东西在这种类型

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又能以哪些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篇具体的话语作品的语篇结构。研究语篇结构最终

落实在由这些结构要素组成的语篇模式上，如小说模式、通讯模式等。

（二）语篇结构要素和语篇模式

任何话语都是在一定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任何言语行为又都是在发话者一定的意图支配下进

行的。为了使这一意图能够实现，发话者就需要说出或写出一定的话语，凭借着话语对受话者的影响，其意

图才有可能实现，这正是所谓的言外行为。

以言行事行为所要完成的事情，直接影响到话语宏观结构，大致有：叙述、描写、论证、评论、说明、规定

等，这些事情与具体的言语交际类型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上述的种种话语类型。

这样研究语篇结构就有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抽象地研究要完成叙述、描写、论证、抒情等事情，话语中就必须具备哪些要素；这些必不

可少的结构要素组成了语篇结构中的叙述模式、描写模式、论证模式等。但是，它们还没有与一定的话语类

型结合起来，只是种种话语方式的语篇模式。

第二个层次则是研究要完成写一部短篇小说、一篇科研报告、一则新闻报道甚至一封信、一段祝词、一份

菜谱这样的事情，相应的话语中就必须具备哪些结构要素；这些必有的结构要素组成了语篇结构中的小说模

式、科研报告模式、新闻报道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是不同的话语类型的语篇模式，都是从第一层次中话语方

式的语篇模式发展而来的。

每 一 个 语 言 使 用 者 都 会 根 据 自 己 的 表 达 需 要 在 第 二 层 次 中 选 择 合 适 的 模 式 来 组 织 语 篇 ，这 些 语 篇

结 构 的 模 式 对 使 用 者 来 说 只 有 选 择 上 的 优 先 性 而 没 有 强 制 性 ，完 全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实 际 需 要 对 它 们 加

以 变 通 ，也 正 是 由 于 这 样 的 变 通 ，话 语 类 型 的 语 篇 模 式 永 远 处 在 发 展 变 化 的 过 程 中 。 当 代 的 新 闻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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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 不 同 于 五 四 时 期 的 新 闻 模 式 ，现 代 意 识 的 小 说 模 式 也 远 远 不 同 于 传 统 的 小 说 模 式 ，可 是 话 语 方 式

的 语 篇 模 式 却 是 相 对 稳 定 的 ，在 不 同 时 代 不 同 流 派 的 话 语 作 品 中 ，我 们 可 以 找 到 相 同 的 叙 述 模 式 、论 证

模 式 或 描 写 模 式 。

四、会话结构

（一）会话的整体结构

口头话语中，独白和会话的结构有很大差别。会话的结构必须单独加以研究。

一次完整的会话通常由开端、主体、结尾三个部分组成。

1. 会话的开端

会话的开端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发话者用一定的手段引起对方的注意，并表示有邀请对方参与这次言

语活动的意向；受话者则表示他已经把注意力转移过来，并愿意参与这次言语活动。这两种功能的存在，就

使会话的开端一般具有“召唤———回应”的结构方式。

实现召唤功能最普通的方式是运用称呼语（小李、王总、爷爷）和呼语（喂、哎），它们在会话中途的作用

是多种多样的，但用在开端主要是导入，以引起注意并邀请参与。体态语，如眼神、表情、手势以及体位（如走

到对方的跟前）等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些方式有共同的导入作用，但在礼貌程度、正式程度等方面有一

定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邀请参与的意向通常是暗示出来的，但有时也可直说出来，如“老周，我有话对你

说”，“小吴，过来听我说”。

实现回应功能最普通的方式是运用应答语（哎、嗯），也常用反问的方式：“什么事？”“干吗？”回应同样也

可用眼神、表情等来表示。“喂”有时也能起回应的作用，例如在打电话时铃声就是召唤，而“喂”的作用却是

回应。

“召唤———回应”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在合适的现场语境中，如只有说话对象在场或不会引起谁是受话

者的误会，它们也可采取零形态，这时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会话过程。

有时召唤是与会话的主体同时出现的，这时回应就会免去，因为答话就已经是最好的回应。例如：

（1）A：赵老师，您的讲座安排在下周三下午好吗？

B：恐怕不行，我下周二就要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个星期五可以吗？

“赵老师”是召唤，但不可能在答句中安置一个“哎”作为回应。

有时我们也会通过说一些与主题无关或不直接相关的话来表示召唤，受话者则通过对这些话的回答来

表示回应，如 A 有话要对 B 说，但先有这样一段对话：

（2）A：哈，最近气色不错嘛。

B：托福，身体好多了。

然后才切入正题。不过在这一段对话之前肯定已经有了一个零形态的或用体态语表示的“召唤———回应”，

所以它实际上是开端与主体之间的过渡阶段。

2. 会话的主体

会话的主体是会话中围绕主题而展开的话语部分，它的形式主要有话轮、话对、话段三种。

a. 话轮

会话是说话的参与者各方不断互换角色轮番说话的过程，每一个参与者 一 次 连 续 说 的 话，就 是 一 个 话

轮。话轮至少是一个句子，只要当中没有插进过对方的话语，无论有多少个句子都属于一个话轮。在下面的

会话过程中，鲁四凤和鲁贵说的话都是一个话轮，尽管四凤的话轮只有一个句子：

（3）鲁四凤 （紧张地望着他）您瞧见什么？

鲁 贵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并排地坐

着，像是一男一女，背朝着我。这个女鬼像是靠着男的身边哭，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

b. 话对

前后相邻、内容相关并且分别由会话各方的两个话轮构成的会话单位是话对。所谓话对的内容相关指

的是两个话轮在功能上的对应，如提问与回答、提议与认可、谢绝、批评与接受、解释或反驳等。例（3）中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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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贵的两个话轮就构成了一个话对。

c. 话段

会话总会有一个主题，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的一组话对构成一个话段。所谓“主题”是指会话内容围

绕的中心。一个话段具有多少个话对也是没有上限的，但只要发生了会话主题的转换，这一话段也随之而转

到了下一个话段。例如：

（4）周繁漪 怎么这两天没见着大少爷？

鲁四凤 大概是很忙。

周繁漪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么？

鲁四凤 我不知道。

周繁漪 你没有听见说么？

鲁四凤 没有，倒是侍候大少爷的张奶奶这两天尽忙着给他捡衣裳。

周繁漪 你父亲干什么呢？

鲁四凤 不知道。———他说，他问太太的病。

周繁漪 他倒惦记着我，（停一下，忽然）他现在还没起来么？

鲁四凤 谁？

周繁漪 （没有想到四凤这样问，忙收敛一下）嗯———大少爷。

鲁四凤 我不知道。

例（4）由六个话对或十二个话轮组成，它们可以分为三个话段。从第一到第六个话轮属第一话段，它的主题

是谈论大少爷；第七个话轮开始主题转到了四凤的父亲，所以进入了第二话段；第九个话轮的前半部分还属

于第二话段，但后半部分却以“停一下”为标记，主题发生了转换，因而进入了第三话段。

一次完整的会话由连续发生的若干个话段组成，但也可以只有一个话段。而话段又可以只由一个话对

组成，所以一次最简单的会话只包括一个话对。这是会话的最低限度，否则就是独白而不是会话了。

3. 会话的结尾

会话是一种合作性的社会活动，要使它的结束圆满得体，不至于显得唐突无礼，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结

尾。完整的结尾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是会话结束信号语、前置收尾语和收尾语。

a. 结束信号语

会话过程中无论有一方或各方同时产生了结束会话的动机，总有一方会率先发出会话该结束的信号，另

一方则作出回应———认可或是反对。能起到结束信号作用的话语方式很多，例如示意关于这次谈话的主题

已经讨论得很充分、对这次谈话作简单的归纳、提醒对方或声明自己某个活动的时间已到、对今后的活动作

出安排（如邀请对方）等。

b. 前置收尾语

结束信号语发出之后，会话在正式结束之前，往往还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它是通过前置收尾语来实现的，

目的是在礼貌上提供时间上的缓冲，让对方考虑是否还有话要说，希望在结束会话上与对方取得一致。典型

的前置收尾语有“就谈到这里吧”、“下次再聊”等。对方可以附和，也可重复对方的话。如果真正还有话说，

就会引出一个新的主题来。

c. 收尾语

收尾语的发出是 会 话 正 式 结 束 的 标 志，一 般 是 由 各 方 交 换 道 别 语、叮 嘱 语 组 成，例 如“再 见”、“多 保

重”等。

下面是一个完整的会话结尾，前面两句是结束信号语，当中两句是前置结束语，最后两句是结束语：

（5）A：这次活动安排得差不多了。

B：对，已经很周全了。

A：那就谈到这里吧。

B：行，有问题再电话联系。

A：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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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再见！

（二）会话的轮换规则

在一次成功的会话当中，会话各方必须共同遵守许多会话规则，最重要的当然是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此

外，会话还有它自身需要遵守的特定的规则，这就是轮换原则。

由各方或多方参与的会话，其典型格式是一个说完了另一个接着说。考察整个会话过程，可以发现，会

话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会话各方或多方都在遵守轮换原则。典型的轮换方式主要是：

1. 发话者点明下一个发话者

在两个人的会话当中，下一个发话者只能是对方。但在多人的会话当中，就存在着谁做下一个发话者的

问题。有时，发话者在讲话的同时，就指定了接下来的发话者，并确定了下一个发话者的主题。例如：

（1）A：老场长，你不介意谈谈你们那里的春耕情况吧？

B：当然。我们那里的情况是⋯⋯

（2）A：张小明，你知道画竹子的方法吗？

B：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用笔和墨。

以上两例，发话者在讲话时不仅分别指定了“老场长”和“张小明”为接下来的发话者，同时还规定了他们的

谈话内容。除了指名道姓外，发话者也可以用眼神、手势等体态语来确定接下来的发话者。

2. 发话者点明接下来的主题

发话者在说话的同时可以不确定下一个发话者，但却常常确定接下来要说的主题。这种情况以课堂上

老师和学生的会话最为典型。例如：

（3）教师：我刚才已对会话原则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希望有人能把会话原则总结一下。

教师并未指明谁为接下来的发话者，但规定了谈论的内容———会话原则。谁将成为下一个发话者，由学生自

己来决定。

3. 自由抉择

在多方参与的会话中，发话者既不指定下一个发话者，也不约定接下来谈什么，而是由参加会话的其他

人自行决定自己该不该说话，该说什么。这种情况在日常的会话当中最普遍，尤其是在参加会话的人身份、

地位大体相同时。例如：

（4）（在街心公园里几位退休工人谈论旅游的事）

A：我准备去黄山玩一趟，昨天我到光明旅行社报了名。

B：是黄山四日游吗？

A：对。

C：多少钱？

A：1200 元。

D：太贵了。你不如随中青旅游团去，只要 1000 元。

上述三种典型的轮换方式，前两种有共同之处：会话中某个人有权力决定哪个人接着说话。例如，在课

堂上，老师有权指定哪个学生说话；法庭上的法官、会议上的主席等也都具有这种权力。

“自由抉择”类的会话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要说话的人怎么知道正在讲话的人话已讲完，自己可以开始

说话了呢？要想完全准确地判定发话者已经讲完并非易事，因为任何发话者都可以在自己貌似结束的话语

之后再加上一句甚至更多的话语。因此，严格说来，没有绝对的话语结束之 处，只 有 相 对 的 可 能 结 束 之 处。

这就涉及要能够准确判断话轮延伸标记和话轮结束标记。

所谓的话轮延伸标记，主要有两种：

第一，延续性词语。发话者说了一个或几个句子后，容易给受话人此次发话即将结束的感觉，发话者也

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当发话者不想结束，他还有别的话要说时，为了避免被打断，常常使用一些具有延续功

能的词语来提醒受话人不要接。具有这类功能的词语有“嗯⋯⋯”“这个，这个⋯⋯”等。

第二，显示话语整体结构的词语。当发话者要讲大段的话语时，为了避免被打断，他往往把多个语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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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较大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结构经常用能够表示逻辑顺序的词语连接起来，如“第一 ⋯⋯，第 二 ⋯⋯，第

三⋯⋯”等。准备发话的人不可在听了“首先⋯⋯”后就来接话，因为在“首先⋯⋯”这个话语结构中，大都会

有“其次⋯⋯最后⋯⋯”等。

所谓的话轮结束标记主要有：

第一，话轮结束停顿。一个话轮可以包括一个或更多个句子，句子与句子之间一定有停顿，但比较短；而

作为一个话轮结束时的停顿就会比较长，而且在话轮结束时，语速会明显放慢，语气会加强，似乎在提醒听话

者：我的话语就快结束了。

第二，体态语。除了上述几种句法、语义的判断方法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发话者的目光和手势等体态语

来判断发话者的话语是否结束。一般说来，会话时受话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发话者，而发话者的目光并不总

是停留在受话者的脸上，但在他的话语行将结束时，他的目光大都会停留在受话者的身上。另外，发话者处

于说话状态时，他的手一般都会有些手势动作。当他的手从紧张的状态放松下来，并停止了一切动作时，这

就意味着他准备结束他的话语了。

以上四种标记基本上可以解决话轮转换的问题，但实际会话还会不时地出现问题，例如冷场和打断话头

等。出现冷场时，前一个发话者最好重复他刚说过的一句话，以便引起接话人的注意，也可以运用指定接话

人的方式；打断别人的话头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话中每一个人都应尽量避免。如果发生此类情况，接话

人应主动退出。

练习题

一、试举一例，说明话语衔接为什么是一种语义联系，这种语义联系又是如何通过衔接手段实现的。

二、请分析下列话语片段中画线部分的词语是运用了什么类型的衔接手段将话语衔接起来的。

1. 1995 年 7 月，以县委办和县府的名义，罗甸县下达了《关于选派机关年轻干部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参

加劳务输出锻炼的通知》，⋯⋯这一年里，全县 105 名应届大中专毕业生、69 名村干部以及 12 名在职干部，分

批被送到广东东莞、浙江温州去打工。

这项政策最直接的 好 处 立 即 体 现：把 已 经 过 于 膨 胀 的 机 构 再 一 次“例 行 膨 胀”的 时 间 往 后 推 了 1—2

年，⋯⋯县里也因此陷入了麻烦，原因是在铁板一块的干部人事制度下“违规操作”。⋯⋯

2. ⋯⋯但是，整个城市环境和景观却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城墙整个被拆除了，护城河也被填平了，

一条高楼林立但没有什么特色的大街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3. 丽江真是美极了，0 现已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建于宋末元初，0 已有八百年历史，0 至

明代最为兴盛。古城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座不筑城墙的城池，四条主街延伸出许多街巷，条条相通相连，两边

都是一个个四合院；满城泉水穿街走巷、透墙过院，0 流进千家万户。

三、请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举例说明话题是如何不断从上文获得已知信息而推动话语展开的。

四、请对下列话语片段中的画线部分进行分析，指出话语结构的形成运用了哪些类型的话题推进方式。

1. 这三地都有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北京有王府井，上海有南京路，广州有上下九。但这种商业街道在全

世界都很普遍，而像法国巴黎香榭丽舍那样具有足够亲和力的街区却正是我们缺少的。

2. 崔老实进城去卖瓜。他骑辆加重型自行车，这辆车买了五六年，0 保 护 得 圈 正 闸 灵，0 没 半 点 毛 病，

0 仍闪耀着半成新的漆光。 车 后 座 安 装 了 自 制 的 固 定 架，一 边 拖 一 个 长 方 形 柳 条 筐，筐 里 装 了 十 几 个 西

瓜，每个瓜都七八斤重。崔老实骑着这辆载了二百多斤 瓜 的 自 行 车，手 稳 稳 当 当 地 握 着 把，脚 不 慌 不 忙 地

往前蹬。

3. 该社有关人员日前在义乌图书市场及杭州某书店发现了《零下一度》的盗版本。盗版本的封面虽然

几可乱真，但正文部分的文字、图案墨色虚淡、极为粗糙。特别是三个辑封及每篇文章起首的衬底图案相当

模糊，内封上作者的彩照有明显色差且套印不准，每页的页码也极模糊。

五、请在小说、剧本中选择一段对话，或者记录自己生活中人们的一段对话，运用教材上的术语，对它进

行会话结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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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设想有一位导游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游 客 们 说：“这 里 是 咖 啡 馆，这 里 是 博 物 馆，这 里 曾 经 是 天 文

台，现在还是见证外滩变迁的历史陈列室。”为什么这里的三个“这里”都不具备衔接功能？

二、话题是不是只能提供已知信息？你能举出一个话题传递未知信息的例子来吗？

三、既然说文无定法，为什么还要分析话语类型的语篇结构？

第四节 语 用 意 义

学习要点：了解语用意义的类别，认识语境意义（包括指称和指示）和言外之意，掌握推求语用意义

的方法。

语用意义是指话语在语言意义的基础上由于语言使用者及语境的作用而产生的意义。因为它是发话者

表达的目的，也是受话者理解时要全力获取的意义，关系到话语交际成功与否。所以，语用意义是语用分析

的主要对象之一。

语 用 意 义 有 两 种 基 本 的 存 在 形 式 ：第 一 是 语 面 意 义 ，它 是 跟 言 语 行 为 的 具 体 语 境 以 及 发 话 者 的 直

接 语 用 意 图 发 生 了 特 定 联 系 以 后 才 产 生 的 ，也 可 以 叫 语 境 意 义 。 第 二 是 语 用 含 义 ，当 语 面 意 义 不 是 直

接 反 映 发 话 者 意 图 时 ，听 话 者 就 需 要 从 语 面 意 义 出 发 ，借 助 他 对 语 境 的 了 解 而 推 导 出 发 话 者 真 正 的 说

话 意 图 。 推 导 出 来 的 意 义 就 是 语 用 含 义 。 语 用 含 义 包 括 言 外 之 意 和 预 设 。 言 外 之 意 ，是 话 语 传 递 的 重

要 信 息 之 一 。

一、语境意义：指称与指示

（一）语境意义的特点

抽象的语言意义通过一定的语用手段与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而形成的具体意义就是语境意义。例如：

昨天下午他敲开了我的门，还是夹着那摞书，端着那只瓷杯，说这里清静，嬉皮笑脸地就蹭了进来。

在具体交际中，语句意义具体化了，如在上例中，联系这篇小说的上下文，“一摞书”是指一摞破旧的英文原版

情书大全，“他”已经对之钻研多日，希望能从中发现某些名人在爱情狂热中的偏执心理；“瓷杯”指一只虽有

一道细微裂纹但“他”仍无比珍爱着的蛋青色碎瓷杯，了解到这只杯子对“他”所具有的纪念意义，这时我们

才能说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以及它在整个语篇中的作用。

这类语用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指称，如上例中的“书”、“瓷杯”等与语境中特定对象联系；一是指示，如

上例中“我”、“他”、“这里”等与语境中特定对象联系。

（二）指称

语言系统中任何词语的意义借助于指称，词语意义就能因为跟语境中的特定对象发生关联而有了具体

意义。指称主要是名词的功能，用名词的概括性词义去确定特定语境中的所指对象，同时用相应的语音去称

呼它，以表明所涉及的对象。

指称的最大特点在于，被指称对象必须具备指称词的词义所概括的一些本质特征。这样，我们才能用指

称词的语音去称呼它。在上一小节的例句中，正因为那一摞破旧的英文原版情书大全具有“成本著作”的特

征，我们才能称它为“书”；正因为那个有一道细微裂纹的、蛋青色碎瓷的物品具有“盛放液体供我们饮用的

瓷质圆柱形容器”的特征，我们才能称它为“瓷杯”。一旦指称发生，就被指称的对象来说，它就从一个客观

存在物进入了语言，成为一次言语交际中被谈论的对象；就词语的意义而言，它就从原先语言系统中抽象概

括的意义转化为具体专化的语境意义，依赖于这种意义，我们就能了解一段话语在一次特定的言语交际中表

达了什么样的具体内容。

1. 有指和无指

指称主要是名词的功能，但名词的使用未必一定是指称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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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打碎了一块玻璃。

（2）他卸下了一扇玻璃窗子。

（3）这些李子长得真好，个个都有拳头那么大。

例（1）中的名词“玻璃”是有指称的，要理解例（1）的语用意义就要把“玻璃”这个词跟现实世界或想象世

界中的一块特定的玻璃联系起来，这是名词的“有指”用法；可是在例（2）中有指称的是“窗子”，“玻璃”却仅

用来表示一种性质，其语义作用相当于一个形容词，这是名词的“无指”用法，例（3）的“李子”是有指，“拳头”

是“无指”。

专有名词的所指对象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有指”，但有时也可用于“无指”，如“雷锋精神”、“王海现象”

中的“雷锋”、“王海”，不再指世界上两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指以这些个体为代表的某些精神品质、思想

观念。

2. 实指和泛指

“实指”和“泛指”都是“有指”的两种情况。

普通名词的所指对象都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该名词的词义所规定的那些本质

特征。普通名词的“有指”用法比较复杂，可以通过“实指”用法与语境中一些确切的对象，也就是发话者心

目中已经确定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以通过“泛指”的用法与语境中任意的对象联系起来。例如：

（4）营业员小姐，借支笔给我，行吗？

（5）请把我的笔递给我。

显然例（4）中的“笔”并不确指哪一支特定的笔，只要是笔就行，属于“泛指”；例（5）中的“笔”却是发话者心

目中确有所指的一支笔，并且相信受话者也能从众多的事物中把它识别出来，这属于“实指”。

3. 全指和别指

在“实指”中还有“全指”与“别指”的区别。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所指的都有确定的对象，但“全指”的用法

把词语与所指对象的整个集合联系了起来，也就是确定对象的所有成员。例如：

（6）腊梅冬天开花。

（7）别小看苍蝇，它能传染不少疾病。

“腊梅”是指所有的腊梅，“苍蝇”也是指所有的苍蝇，发话者把它们都作为确定的对象，这两个词的指称用法

都是“全指”。

4. 定指和不定指

“别指”用法中，也有“定指”和“不定指”的分别。某一或某些对象对发话者而言，当然都是已知的，可对

受话者而言，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发话者可能认为受话者已经了解，于是就把它或它们作为已知事物向受话

者陈述，这就是“定指”的用法；二是发话者也可能认为受话者并不了解，于是就把它或它们作为陌生事物引

入话语而向受话者陈述，这就是“不定指”的用法，其实就是发话者在估计受话者对语境的认识中有没有词语

所指对象的存在。如果估计有，发话者就会采取“定指”的方式，这就是在暗示受话者，词语的所指对象你是

知道的，你应该将词语与语境中的某个已知对象联系起来；如果估计没有，发话者就会采取“不定指”的方式，

这也在暗示受话者准备接纳一个新的对象。例如：

（8）杭州消息：一个年龄只有 13 岁的男孩怀揣 5 元钱，想尝尝“泡妞”的滋味。⋯⋯经审讯，该男孩王

某系嵊州市黄泽镇人，为该镇某中学初一年级学生。⋯⋯

（9）在加勒比海的美属威尔京群岛，一伙窃贼日前开着皮卡车盗走了加油站内的一台自动提款机。谁

知机器内竟无分文，令这伙窃贼白忙活了一场。

当“年龄只有 13 岁的男孩”在起始句中出现时，作者估计读者都不会了解他是谁，于是就采取了“不定指”的

用法，希望读者开始认识一个新的对象。可是当“男孩”在下文中出现时，作者认为经过了上文的陈述，读者

已经知道了他，这就 是 说 在 读 者 对 语 境 的 了 解 中 已 经 增 加 了 这 样 一 个 已 知 对 象，所 以 就 采 取 了“定 指”的

用法。

在现代汉语中“不定指”一般通过数词“一”与量词组成数量短语，再加在名词之前来实现，如上例中的

“一个年龄只有 13 岁的男孩”、“一伙窃贼”等。在没有数量短语的情况下，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名词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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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而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倾向于“不定指”。例如：

（10）小偷从后门进来了。

（11）后门来了小偷。

“定指”的手段比较多，最常用的是指示代词“这”、“那”、“该”，如“这伙窃贼”、“该男孩”等，也可以对

名词进行种种语义限制，如“发明了相对论的科学家让人崇敬”、“85 年后大学毕业的人这次需要考普通话”、

“我的笔不见了”等，受话者就可以把它与语境中的特定对象联系起来了。语义限制往往是通过用人们所熟

知的去限制不了解的，从而使词语具有确切的“定指”意义。例如（9）中的“威尔京群岛”是一般人不熟悉的，

但通过了人所共知的“加勒比海”和“美（美国）”的限制，它就成了人们语境知识中的一个确切对象。“定指”

有时没有特定标记，需要受话者依据上下文判断，如例（9）中的“机器”。

综上所述，指称能将词语的抽象意义与语境中的各种对象联系起来，从而产生语境意义。指称的方式不

一样，词语与语境产生的联系方式也不一样。

（三）指示

“指示”是一种言语行为，“指示语”是用来进行指示这种言语行为的专门词语。确切地说，指示语是指

以一次正在进行着的言语行为中的某要素（包括说话者、说话时间、说话地点等）为参照点而跟语境发生联系

后才可能有确切词义和所指对象的词语。现代汉语中如“我”、“他”、“这里”、“今天”、“此刻”、“上文”、“本

世纪”、“下星期”、“本法官”等都是指示语。

根据指示语的性质，指示语的使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先确定以言语行为中的哪一要素为参照点，

例如“我”、“你”、“他”须以发话者是谁为参照点，“今天”、“下星期”须以说话的时间为参照点⋯⋯在此基础

上，再去确定某一指示语的所指究竟是什么。例如只有在确定了言语行为的说话地点以后，才能确定“这里”

是哪里，“那里”又是哪里。如果有一位体育老师对他的学生宣布：

（1）现在解散，十分钟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学生们要理解老师的这句话，就要先确定“现在”、“我们”、“这里”以老师此时的言语行为作为参照点：“现

在”就是老师说出“现在”这个词的时刻，有了它，“十分钟后”是什么时间也就得到了确定，而“我们”就是说

出“我们”这个词的人加上和这个人一起上体育课的人，“这里”也就是老师正说出“这里”这个词的地方。离

开了老师的言语行为，孤立地听到这样一句话，学生们就莫名其妙、无所适从了。

把话语中的指示语跟语境联系起来的过程就是指示。要使话语中的指示语表示实在的意义，具有确切

的指称对象，就必须使它紧密地跟语境中的某个对象发生语义关系，否则这些指示语就成了一个个意义的空

洞。正因为如此，一段话语中如果出现了指示语，听话者为了填补这个意义的空洞，就会更加努力地去寻找

指示语与语境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话语与语境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见，指示要比指称更能

使一段话语与语境紧密地联系起来。

指示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别：

1. 人称指示

用指示语表示言语行为的参与者（包括言语行为交际各方）所承担的角色。通常把这些角色分为三类：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及第三人称。

体现第一人称的指示语有“我”、“本 人”、“本 + 职 务（如 本 法 官、本 律 师 等）”，文 言 色 彩 浓 一 些 的 则 有

“敝人”、“在下”等。

第二人称除了“你”、“您”之外，还有用于面称的称呼语（如“爸爸”可用于面 称，而“父 亲”一 般 不 行）。

但这样的称呼语一般不直接进入句子结构，除非与“你”、“您”同时出现：

（2）经理去不去？

（3）经理您去不去？

例（2）中的经理很容易被误解为第三人称，例（3）中的经理则毫无疑问是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的范围最广，因为无论是人还是物，任何对象都可以被言语行为说及。因而除了“她”、“它”、

“他”及相应的复数，几乎每一个有指称的名词都能表现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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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警察低头望了望撞坏了的汽车。

（5）他低头望了望它。

上面两个句子都是第三人称叙述，但这并不意味着“警察”、“撞坏了的汽车”两个词语也是指示语。它们之

所以能表现第三人称，是因为它们只能与“他”、“她”、“它”换用，而不能出现在应该使用“我”、“你”的场合。

2. 时间指示

用指示语表示相对于说话时间的各种时间，就是时间指示。时间指示有三大类：

第一，是指示说话的时间，它的核心是发 话 者 说 话 的 那 一 时 刻，指 示 它 的 指 示 语 有“此 时”、“此 刻”等。

说话时间可以围绕核心的那一刻不断放大，这样的指示语从小到大有“今天”、“本星期”、“这个月”、“今年”、

“本世纪”等。“现在”、“眼下”也是指示说话时间的，但它们的范围可大可小，小到等同于“此刻”，大则须视

上下文而定。“目前”的范围也可大可小，但它的最小范围似乎要比“现在”大，最大范围又比“现在”小。

第二是指示说话时间之前的时间，相应的指示语根据时间的远近有“刚才”、“昨天”、“前天”、“上星期”、

“上个月”、“去年”、“前年”、“上世纪”等。

第三是指示说话时间之后的时间，相应的指示语根据时间的远近也有“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个

月”、“明年”、“后年”、“下世纪”等。

也有的指示语说话时间前后的时间都可以指示，如“这时”、“那时”。

3. 空间指示

用指示语表示相对于发话者说话时所在地点的各种空间位置，就是空间指示。有的语言或汉语方言有

近指、中指、远指三种空间指示，如维吾尔语、苏州方言等。现代汉语只用近指、远指两种指示方式将整个空

间分为两部分：

第一，近指：发话者所在的位置以及靠近这个位置的空间范围，这部分可用近指的指示语“这里”、“这

儿”来表示；

第二，远指：远离发话者所在位置的空间位置，这部分可用远指的指示语“那里”、“那儿”来表示。

由于指示代词“这”、“那”本身就是近、远指观念的集中体现，凡是由“这”、“那”参与组成的词组多少都

含有近指、远指的意味，如“这个”、“那个”，“这棵树”、“那棵树”等，只不过这时的近指、远指可能越来越抽

象，不一定是实际的空间距离了，而是一个心理距离。例如当我们在说“这个意见”、“那个问题”时，近、远指

就可能是关注程度的大小，或者是在谈及时间的远近。

此外空间指示还有一种动态的形式，它反映是以发话者所在空间位置为基准的运动方向：是趋近于这

个位置呢，还是背离这个位置？在现代汉语中动态的空间指示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内在的，包含在动词“来”、“去”的语义之中，只要在这两个动词中选择一个使用，就必须先考虑

是趋向于还是背离于发话者所在位置；

另一种是外在的，我们可以把“来”、“去”作为助词附加在任何一个有方向性的行动动词之后，这个动词

就具备了趋向或背离发话者所在位置的方向意义，如“跑来”和“跑去”，“寄来”和“寄去”等。

4. 话语指示

用指示语指示发话者表达过程中所处语言符号链条的位置。由于话语都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所以话

语指示与时间指示一样也是三分的：

a. 发话者正说到或写到的部分。

b. 这部分之前的话语。

c. 这部分之后的话语。

表示 a 的指示语通常借用“这里”、“这儿”，或者用“这”表示。例如：

（6）当今天我写到这儿的时刻，它还在我耳畔轰轰作响。

（7）当我在写这 几 行 字 的 时 候，把 视 线 从 纸 上 移 开，抬 头 就 可 以 看 见 夏 威 夷 那 犬 牙 交 错 郁 郁 葱 葱 的

群山。

表示 b 和 c 的指示语则有“上文”、“下文”、“那句话”、“那个词”、“在上一段里”、“在下一节中”等。

掌握指示现象，关键问题在于确定哪些词语是指示语。只有以具体交际中的要素作为参照点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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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对象的词语，才是指示语。例如，“我”是指示语而“自己”就不是，因为“自己”可选择任何一个人作参照

点而并不要求是此时此刻的发话者；“前天”是指示语而“前一天”就不是，因为“前一天”可选择任何一天为

参照点而并不要求是交际的这一天。同样“今天”是而“当天”就不是，“刚才”是而“刚刚”就不是，“此刻”是

而“即刻”就不是。

二、言外之意

（一）言外之意的特点

发话者没有用语面意义表达而要靠推求出来的意义就是言外之意。交际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既可以

依靠语面意义直接地表达出来，也可以依靠推理间接地表达出来。例如：

A：你到哪里去啊？

B1 ：我到快餐店去吃晚饭。

B2 ：我饿了。

针对 A 的问话，B1 的答句在语面意义上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交际意图，可是 B2 的回答，语面意义上却是答非

所问，然而 A 若能从这答非所问的语面意义出发，激活相关的语境因素，并以此为据进行推理，那么 A 也能从

B2 的语面意义获得与 B1 一样的回答。A 如果激活了这样一些语境因素：人饿了就应该进食，现在正是进晚

餐的时间，附近只有一家快餐店可以就餐，B1 正向快餐店的方向行进，这些语境因素一经推理的组织，就一

定能得出与 B2 一样的结论。

言外之意的推求有两个特点：

第一，语言符号链条的语面意义在推求言外之意中处于中心地位，相关的语境因素随语面意义起作用。

上例中如果没有 “我饿了”这样的语面意义，A 就无从激活语境因素，也就无法进行推理，也就得不出和 B1

一样的结论。所以，B2 作出这样的回答不是任意的，一方面，他认为“我饿了”与“我到快餐店去吃晚饭”之间

有必然的联系，经过合理的推理就一定能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另一方面，他也知道 A 具备必要的推理能力，也

一定会作出推理而把握自己的真正意图。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我饿了”同样也表达了“我到快餐店去

吃晚饭”的意图。

第二，没有直接对应的语面意义，只能依靠推理而存在的，是言外之意。正因为要表达的真正意图“我到

快餐店去吃晚饭”对于 B2 的回答来说是不直接的，所以它是“我饿了”的言外之意。

（二）预设和言外之意的推求

言外之意包括有两种内容：一种是发话者交际的意图，传递的是目的性的信息；另一种则传递了一些附

带性的信息。例如：

小张的妹妹考取了清华大学。

这句话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暗示了：

a. 有一个叫小张的人。

b. 小张有个妹妹。

c. 世界上有一所叫清华大学的学校。

d. 小张妹妹有能力去考大学。

e. ⋯⋯

这些附带的信息叫“预设”。所谓“预设”，是指言语交际各方根据语境可以推理出来的已知常识，因此，“预

设”有两个特点：

第一，跟语境密切相关。

第二，是交际各方共知的信息。

言外之意的推出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受话者意识到语面意义没有直接表达发话者的真正意图，必须进行推理。

第二阶段，通过具体的推理过程，推出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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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外之意的推理信号

一个受话者在言语行为中接受了一个语句之后，如果是语面意义直接表达了发话者的真正意图，理解就

完成了；如果语面意义本身并没有体现发话者的真正意图，那就必须进行推理而去捕捉其中的语用含义。这

个判断肯定存在于我们的话语理解中，只不过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下意识地作出这个判断的，而作为语

言科学要把这个下意识的过程清晰地揭示出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话语中是不是存在一个推理的信号，当

受话者感知到这个信号之后就会触发推理机制，进行言外之意的探寻。

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就是语用含义的推理信号。

合作原则包含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以及方式准则这样四个准则，按合作原则说话，发话者真正

的交际意图就会准确、清楚地在语面意义中表达出来，受话者无须借助于任何推理过程就能 轻 松 地 把 握 住

它。而一旦合作原则没有得到满足，语面意义就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混乱，我们就需要调动更多的语境知识

并借助推理来探索发话者的真正意图，这势必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显然需要作出的推理越多，言语交

际的效率就越低。

发话者可能在多种情况下违反合作原则，例如他可能有意识违反质量准则（也就是说谎）而使受话者上

当受骗，可能从整体上拒绝遵循合作原则故意答非所问或无可奉告，也可能因缺乏一定的语言能力而无力遵

守合作原则，这些情况当然不会促使受话者进行语用含义的推理。

然而，受话者如果发现发话者是在以下情况下违反合作原则的，他就必然会积极地去进行推理以捕捉其

中的语用含义。一般情况是：受话者接受了一段话语，从话语的语面意义上看，发话者确实是违反了合作原

则的某一准则，但是从整体上看，发话者却又是有说话诚意的，的确有信息要传递给受话者，是愿意遵守合作

原则的。这种情况会让受话者意识到，眼下违反了合作原则的语面意义肯定不会是说话者的真正意图，他违

反合作原则说出这样的语面意义来一定有原因，于是受话者就会从语面意义出发，激活调动相关的语境因素

进行推理，从而得出一个他认为是符合发话者真正意图的意义来。这个意义就是话语的言外之意，受话者认

为在言外意义上发话者遵守了合作原则。

由此可见，在整体上愿意遵循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却在语面意义上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某一准则，正是发话

者的一个语言策略。一旦让受话者意识到时，它就能起到一个推理信号的作用，一方面暗示话中有话，一方

面促使受话者去进行推理。

1. 违反数量准则引发言外之意

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有这样一段，曾府正在讨论寄居府中的姨侄女愫方是否要嫁给人类学家袁先

生的问题，老太爷曾皓反复强调要让她自己决定，接着又说：

（1）曾 皓 ⋯⋯不，不，你让她自己考虑。（转对愫方，焦急地）愫方，你要知道，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姨

侄女，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看，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也一样养么？

照常例，曾皓应该针对袁先生的人品学问、家境收入、愫方该不该嫁给他等提供适量的信息，可是他却说什么

不出嫁的话也可以养她，这显然是违反数量准则提供了过多的信息。但如果认为曾皓确有说话诚意，提供过

多信息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会进行推理去发现语面上过多的信息与他的真实意图间的联系，最后得出结论：

曾皓的真实意图是让愫方留在身边伺候自己而不要出嫁。

2. 违反质量准则引发言外之意

也是在《北京人》中，曾皓的女儿文彩因为大嫂思懿要变卖曾皓的寿木，与她争吵了起来：

（2）曾文彩 你逼得爹连他老人家的寿木都要抢去卖，你逼得爹———

曾 皓 （止住地）文彩！

曾思懿 （讥诮地）对了，是我逼他老人家，吃他老人家，（说着立起来）喝他老人家。成天在他老人

家家里吃闲饭，一住就是四年，还带着自己的姑爷———

⋯⋯

江 泰 （也冒了火）你放屁，我给了钱！

曾思懿显然是违反质量原则说了明知是不真实的话，她是曾家的媳妇，按当时的习俗当然是曾家的人，说她

在曾家“吃闲饭”、“一住就是四年”显然是不真实的。他的“姑爷”就是曾家的大少爷，“带着自己的姑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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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坚信她说出这样的假话是有原因的，假话与她的真实意图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会进

行推理去探寻其中的语用含义。所以在场的人都敏感地觉察到了她的言外之意，因为无论给没给钱，正是出

嫁了的女儿曾文彩带着姑爷江泰寄居在曾府中。

3. 违反关联准则引发言外之意

在《北京人》中，曾思懿与她的儿子曾霆有这样一段问答：

（3）曾思懿 ⋯⋯你当你还小么？十七岁，成了家的人了。你爷爷在你那么大，都养了家了！（突兀地）

你的媳妇回来了没有？

曾 霆 （一直很痛苦地听着她的话，微声）打了电话了。

从语面意义上看，曾霆的回答明显地违反了关联准则，因为“打了电话”并没有针对“媳妇回来了没有”

直接回答。但是只要确认两者之间一定是有关联的并通过推理去努力发现它，就会得出这句话的语用含义：

如果回来了就没必要再打电话去催，因而还需要打电话的话，就说明他的媳妇还没回来。

4. 违反方式准则引发言外之意

在曹禺的名剧《雷雨》中，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跟继母周繁漪之间有过一段隐情，可是等到出现了纯朴的

鲁四凤之后，周萍就想摆脱繁漪，但繁漪却不想失去她唯一的精神依托，于是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争吵中

周萍对繁漪说：

（4）周 萍 （冷冷地）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方式准则要求话语的表达方式清楚明白、简明易懂，尤其在争吵的时候，一般更不能晦涩啰嗦。但一旦

发生违反方式准则的情况而受话者又认为这是事出有因的话，就一定会去推求其中的原因，语用含义就在这

样的过程中显示了出来。周萍之所以使用这样晦涩甚至近乎废话的表达方式，正是要让对方意识到他们之

间的那种乱伦关系是多么的令人羞耻和厌恶。

（四）话语的关联性

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都可以解释产生言外之意的原因，但是人们是如何发现这种言外之意的呢？这就

涉及另外一条原则：关联性原则。我们对四个合作原则逐一分析，可以看出关联性原则在推求言外之意的

作用：违反数量准则，如果信息过多，这多出来的信息必定是关联程度不高的；如果信息过少，那势必降低了

语面意义对谈话主题的关联程度。违反质量准则，如果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这跟我们的交际目的肯定是不相

关的。违反方式准则，带来的歧义、晦涩、啰嗦、含混也必定会干扰语面意义对上下文以及谈话主题的关联。

可见，“关联性原则”的重要性就在于能解释语用含义的推理信号问题。

无论我们是以发话者的身份还是以受话者的身份参与一次言语活动，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确定：作为

发话者，不论是我还是对方，为什么要说话，例如想针对什么对象，想传递什么信息等等。它也是语境构成中

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在交际语境中的“交谈的主题”。它可以体现在上下文语境的前一句话中，如（一）

例（1）的“你到哪里去啊？”也可以从一大段对话中概括出来，如（二）例（1）的主题就是愫方的出嫁。有时一

句话是起始语，或者只有孤零零的一句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发话者突然转换谈话主题却没有任何语言上的

表示，这时受话者就要依据他对其他语境的了解来进行谈话主题的推断。

任何发话者只要是有诚意的，他就一定会针对交谈主题来形成所说话语的交际意图。具有这样交际意

图的话语就有了关联性质。人们把关联性看成是语面意义与一系列语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

是主题语境。关联性提供了话语理解的基础和方向，只有在具备关联性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通过话语相

互沟通。正常语言交际中的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但关联性表现在语面意义上却有程度的高低之分。

话语与话语的关联程度高，就是语面意义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地显示了发 话 者 的 说 话 意 图 与 主 题 的 关

联，受话者无须经过任何推理就能轻松地把握住它；话语与话语的关联程度低，语面意义就缺少了对交谈主

题的针对性和直接性，如（一）例（1）中用“我饿了”来回答“你到哪里去啊？”就会让受话者感到困惑。但只要

他相信发话者的说话诚意，就会坚信“我饿了”与“你到 哪 里 去 啊？”之 间 必 然 存 在 一 种 内 在 的、间 接 的 关 联

性，否则他说“我饿了”就是缺乏诚意的。因而对“我饿了”的理解就是通过推理去发现的。可见，关联程度

的降低就是促使受话者进行言外之意推理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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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程度越低，受话者为了维护语面意义与谈话主题间的关联性需要做出的努力就越艰难，所做的推理

就越复杂，话语的理解难度也就越大。例如：

（1）A：现在几点了？

B：对面的小学刚放学。

（2）A：你参加今晚小王的生日聚餐会吗？

B：我听说小周也要去。

这两个对话都需要进行言外之意的推理，但要使它们的语面意义具有最佳关联性，所需要付出的心智劳动显

然是不一样的。例（1）的推理很简单，只要知道小学的放学时间就能推出它的言外之意；例（2）的推理就比

较复杂，必须要了解小周与“我”、与小王或与其他参加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使例（2）中 B 的答话与

谈话主题“参加还是不参加生日聚餐会”关联起来而形成它的言外之意。

这样看来，发话者在说话时就有两种语用策略可供选择：使语面意义直接与谈话主题紧密关联，这时受

话者付出的心智最少，语言交际效率最高；也可以只在言外之意上才具有关联性，这时受话者要经过一定的

推理，付出较大的心智努力，交际的效率当然就降低了。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有 言 外 之 意 的 说 话 方 式

呢？这是因为在交际效率之外，人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交际效果的追求，例如有时羞于启齿，有时难以言传，有

时为了委婉含蓄，有时为了留有余地，有时是想使话语含讥带讽，有时则是想让话语活泼变化⋯⋯言外之意

可以使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五）言外之意的推理过程

违反合作原则也好，降低关联程度也好，解决的都是具体话语究竟有没有言外之意，需不需要进行推理

的问题。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一旦确定话语具有言外之意之后，受话者是如何推理以准确把握住这个言外

之意的呢？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这个推理过程也是在下意识状态中发生的，我们尽管领会到了话语中的言

外之意，却说不清它是如何被推理出来的。把这个直觉过程清晰地揭示出来，就成了语言科学的一项任务。

当受话者接受了一个语句之后，如果发现它缺乏关联性而认定语句的语面意义并没有直接表达发话者

的真正意图，他就会进行推理以探求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言外之意。这一推理包含这样一些环节：

1. 推理的起点：语面意义

语面意义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以自身的缺乏关联性成了暗示受话者进行推理的信号，另一方面它

又是推理的起点，虽然它缺乏关联性，但只要受话者坚信发话者是有说话诚意的，就会进一步认为发话者不

是随意说出这句话的，从这句话的语面意义中一定能发现某种因素，使这句话最终具有关联性。受话者首先

会设想：发话者是在什么样的语境条件下说出这句话来的？这就会激活受话者储存的语境知识。例如：

A：小王会打字吗？

B：她当过办公室秘书。

从答话者 B 的语句“她当过办公室秘书”出发，可激活的语境因素是许许多多的，例如在我们的背景语

境中，秘书一般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性质：

a. 秘书都会起草文件；

b. 秘书都会打字；

c. 秘书的责任是协助主管人员工作；

d. 秘书经常为主管人员安排工作时间。

⋯⋯

2. 推理的依据：相关的语境因素

从语面意义出发所激活的许许多多语境因素并不都能成为推理的依据。所以受话者必须在这许许多多

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而选择的依据就是相关性。按关联性原则选定的语境因素组成了理解某一段话语意

义的语境。上例中谈话的主题是某人是否具有打字的技能，因而上列语境因素中只有“b. 秘书都会打字”与

之相关，可以把它选择出来作为推理的依据。除了相关性，理解某一段话语的语境应 该 是 交 谈 各 方 所 共 享

的，所以受话者在选择时还会认定“b. 秘书都会打字”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应该为发话者所知晓，因而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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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一语境因素下说出答话来的，所谓受话者激活相关的语境因素，正是要恢复发话者所利用过的这一语

境因素。

3. 推理的过程：语言信息与语境信息的相互作用

语用推理是一种演绎式的推理，它的进行需要有大前提（它往往是一种一般性的知识），还需要有小前提

（它必定是一种针对特定思考对象的具体知识）。经过以上语面意义和相关语境因素两个环节的处理，语用

含义的推理就具备了推理所需要的大、小前提：被选定的相关语境因素是大前提，语面意义是小前提，推理

就是从大前提推导出针对具体对象的新结论，可以设想，在受话者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个推理过程：

大前提（相关的语境因素）： 秘书都会打字

小前提（语面意义）： 小王当过办公室秘书

结 论（言外之意）： 小王会打字

4. 推理的结果：作为言外之意的语用意义

这样推理得出来的结论，符合言外之意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它没有自己的语言形式，只存在于受话者的

大脑之中；另一个是，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目的性信息，是发话者说这句话的真正意图所在。“小王当过办

公室秘书”在语面意义上与“小王会不会打字”的谈话主题并不相关，但是在它的言外之意上却达到了一种

最佳关联性。受话者一旦在这一点上满足了，他就认为真正理解了对方话语的意思，交际也就成功了。

言外之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借助于语境从语面意义中把握发话者真正的交际意图。发话者是如何向受

话者发出推理信号的？语用含义的推理又是如何进行的？这是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语言学对此其实还处

在探索阶段，远没有真正揭开其中的奥秘。不仅如此，这里所说的言外之意都是在语 面 意 义 违 反 了 某 种 原

则，不管是合作原则还是礼貌原则之后才产生的，在这种基本类型之外，其实语言交际活动中还有许多其他

类型的言外之意存在，例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语双关、顺势推理等也是产生语用含义的方式。只有充分认识

了交际中人们是如何运用言外之意的，我们才能说真正认识了语言交际的奥秘。

练习题

一、下列句子中画线部分的词语运用了什么指称方式？请分别指出。

1. 小张在三门峡当工程师的时候，结识了一位著名的工程师。

2. 牡丹五月份开花，那个有牡丹图案的花坛里种的牡丹花色最为鲜艳。

3. 走，咱们喝酒去，街对面一家酒店新开张。

4. 劳驾，把杯子递给我。

5. 这个老外想买一只细瓷花瓶。

6. 今年结的葡萄，几乎都有灯泡那么大，不像去年，最大的也比不上你儿子手里的那颗玻璃球。

二、下列句子中画线部分的词语，哪些是指示语，哪些不是？若是指示语，还请说出属于什么类别。

1. 前天我还打算下星期二动身到你那里去，也就是 元旦前一天。可是 忽然 又改变了主意，想干完了手

中的活然后再动身。

2. 不久就有消息传到了这里。最近风声也很紧，刚才还有红卫兵来训过话但即刻就走了。此刻院子外

头人们刚刚聚集起来，打倒的口号声顿时响成一片。

三、下列话语片段都有语用含义，请从语用含义的推理信号和语用含义的推理过程两个方面对它们加

以分析。

1. A：我肚子饿了。

B：那边的超市还开着门。

2. A：现在几点了？（请设想一定的语境条件，如答应某时刻交货）

B：对不起，刚才停了两小时的电。

3. A：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B：你看，下雨了！

四、为什么发话者和受话者不一定是第一、二人称，而被说及对象一定是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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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指称和指示都是把话语与语境联系起来形成语境意义的手段，你能对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行分

析吗？

二、作为一种言外之意，语 用 含 义 有 多 种 类 型，用 关 联 程 度 降 低 来 暗 示 其 实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种。下 面 是

《红楼梦》和《围城》中的两个片段，要理解其中林黛玉和方鸿渐的话就必须把握住它们的语用含义。你能谈

谈这里有什么样的语用含义，它们又是如何被解析出来的吗？

1.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

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

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过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含笑向他说：

“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接

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 你 倒 听 他 的 话！我 平 日 和 你 说 的，全 当 耳 旁 风，怎 么 他 说 了 你 就 依，比 圣 旨 还 快

呢！”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了一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

也不理他。

2. 八圈打毕，方鸿渐赢了近三百块钱。同局的三位，⋯⋯ 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都站起来准备吃饭。

鸿渐唤醒一句道：“我运气太好了！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

张太太如梦初醒道：“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账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

回头再算得了。”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交给鸿渐。

三、从本章第一节中有关语境的知识出发，谈谈语境在语用含义推理过程中的作用。

第五节 语言要素的修辞

学习要点：从语音、词语、句子三个方面了解语言要素运用于修辞的技巧以及它们的主要表现方式，

能够借助于所学过的语言知识加以解释，并能分析有关的修辞现象。

修辞，是指为了增强语用表达效果，对语言要素进行的选择、加工和调整。修辞是交际过程中有效地运

用语言要素的一种行为。因此，修辞特别注重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语和句子，但是修辞不研究这三要素

内部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通过这三者巧妙的配合而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具体来讲，就是指语音的协调、

词语的选用和句子的调整。

一、语音与修辞

（一）语音的美学功能

语音的音乐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节奏的匀称感，它要求重复，由于相同的语音成分重复出现彼此呼应而造成。

第二，音韵的和谐感，它要求变化，由于不同的语音成分相互对比映衬而造成。

1. 节奏的匀称感

节奏是一个时间概念，当我们在接受一段声音流时，会感受到声音单位在有规律地流动，从而产生一种

回环复沓的听觉美感。所以节奏的关键问题是声音流的时间切分，如果我们在语音流的生成过程中有意识

地安排一些听觉上的突出点，使它们相隔一定的时段重复出现，就会造成语言接受者随时间的流动而在心理

上产生对这些突出点的 期 待。这 种 相 同 语 音 成 分 间 的 呼 应 而 造 成 的 心 理 期 待 的 满 足，就 是 我 们 所 说 的 节

奏感。

第一，汉语特有的双声叠韵现象，就是节奏感的一种体现。把声母相同的音节排列在一起，或者把韵母

相同的音节排列在一起，其中相同的声母或韵母就能成为听觉上的突出点而相隔一定时段重复出现，造成某

种节奏感。汉语特有的双声联绵词，例如“伶俐”、“崎岖”、“仓促”、“坎坷”，叠韵联绵词，例如“灿烂”、“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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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苗条”、“唠叨”等之所以会具有一种音乐美，原因正在于此。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选择

同声或同韵的音节来造成新的双声词、叠韵词或双声、叠韵的词组，例如“大地”、“环湖”、“刚强”、“住宿”；或

者把双声音节、叠韵音节组合在一起，例如“娇小伶俐”（叠韵 + 双声）、“光怪陆离”（双声 + 双声）、“孤苦伶

仃”（叠韵 + 叠韵）；或者延长时间单位，让双声叠韵隔一个音节出现，例如“孤芳自赏”（“芳”与“赏”叠韵）、

“翻云覆雨”（“翻”与“覆”、“云”与“雨”双声）等。

“叠韵如两玉相叩，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取其婉约。”如果双声兼叠韵，就形成叠字，念起来朗朗上口，

造成另外一种特殊的情趣。例如李清照著名的词《声声慢》一连用了七组叠字：

（1）寻寻觅觅
獉獉獉獉

，冷冷清清
獉獉獉獉

，凄凄惨惨戚戚
獉獉獉獉獉獉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现代散文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夜幕垂垂
獉獉

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光，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黄黄
獉獉

的散光⋯⋯透过这烟霭

在黯黯
獉獉

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
獉獉

的明漪。

第二，句子之间的押韵现象，更是对节奏感的充分运用。押韵中韵并不一定要求韵母完全相同，通常只

是韵腹相同或韵腹韵尾相同，如“霞”与“花”是韵腹相同而韵头不同，“狂”与“香”是韵腹韵尾相同但韵头不

同。所以叠韵的“韵”与押韵的“韵”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作为相同的语音

成分跨越一定时间间隔而相互呼应。押韵以句子为节奏的时间单位，而句子又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这就

大大扩展了节奏感在营造语言音乐美的过程中的作用。

押韵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逢双句押韵的“偶韵”，逢单句押韵的“奇韵”，一韵到底的“排韵”，每两句

押一个韵的“随韵”，一、三句押一个韵而二、四句押另一个韵的“交韵”等。节奏感要求整齐，但过于整齐未

免单调，所以押韵中 也 会 有 一 定 的 变 化，古 典 诗 歌 中 的 绝 句 第 三 句 一 般 就 不 押 韵，现 代 诗 歌 也 同 样 如 此。

例如：

（3）千山鸟飞绝
獉

，万径人踪灭
獉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獉

。

（4）小嘴巴
獉

，小嘴巴
獉

，哭一哭，像喇叭
獉

；笑一笑，像朵花
獉

。

除了诗歌和韵文，一般的书面语写作或口语表达（如演讲）中给一些关键的句子押韵，也能增加语言的感

染力。试比较下面两则新闻标题：

（5）赔了夫人又进班房
獉

法国酒鬼状告酒商
獉

（6）夫妇吵架动起手 飞机误点三小时

前一个标题押了韵而后一个未押，它们之间的效果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双声、叠韵、押韵中周期性出现的语音成分都是音色成分，音长，例如音节的多少也能作为语音成

分相互呼应，造成节奏感。现代汉语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节奏倾向：一是构词上的“双音节化”，二是语言使

用上的“四字格趋势”。这就是说，两个音节的组合是现代汉语基本的节奏单位，当一个双音节组合结束后人

们就会期待着第二个双音节组合的出现，从而形成一种节奏感。然而无论在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由于换气

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受到人的注意力以及表义基本单位的制约，这双音节组合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而

是在两个组合出现后就需要有一个停顿，这样就造成了“2 + 2 的四音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字格。四字

格不仅有鲜明的节奏感，而且能容纳汉语所有的句法结构，从而具备了非常丰富的语义表现力。

两种原因互相配合，使得“2 + 2 的四音节”成为现代汉语 语 言 使 用 中 一 种 最 重 要 的 节 奏 倾 向。影 响 所

及，使得人们甚至不顾音节的实际组合方式，把所有的四字组合都按 2 + 2 的结构来发 音，以 求 得 一 种 节 奏

感。例如：

（7）望而│生畏（1 + 3） 乘人│之危（1 + 3）

（8）丧家│之犬（3 + 1） 弦外│之音（3 + 1）

然而一个四字格的出现，本身又成了一个节奏单位，同样让人期待着另一个四字格的出现，于是语言运

用中又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四字格的连用。例如：

（9）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0）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热气腾腾，蒸蒸日上

当然 2 + 2 的四音节只是现代汉语的一种重要节奏倾向，而不是唯一的节奏形式。事实上什么样的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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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能成为节奏单位，并不取决于音节本身，而是决定于音节组合的相互关系。孤立的一个五音节组合“功

盖三分国”，出现在一般的话语中固然显得很突兀，毫无节奏感可言，可是出现在五言绝句中，与“名成八阵

图”相呼应，节奏感就显示出来了。其他音节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有意识地制造语言的节奏感。

辞格中的对偶、排比就是这样造成的。

2. 音韵的和谐感

音韵和谐的最低要求是音节组合读上去流畅自然而不拗口，造成发音拗口最主要的原因是把语音特征

过于接近以至于完全相同的音节放在一起，一个发音动作才结束发音器官就又要回到原先动作的姿态上，容

易使发音器官活动困难，严重的还会造成器官活动的僵硬而无法顺利发音。例如：

（1）四十四只石狮子

（2）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这样的音节组合不仅发音吃力，听辨过程也会很费劲，因为语音听辨必须依赖音节之间的语音差异，而这样

的音节组合中语音差异不明显或根本就没有差异。绕口令就是故意把这些语音特征过于接近甚至完全相同

的音节集中排列在一起而组成的。能够把绕口令说得清晰流利，固然对我们的发音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但是在正常的语言交际中则应该力避这样的音节组合。

音韵和谐的进一步要求是不同的语音成分相互对比、彼此衬托，这在汉语 中 最 突 出 的 表 现 就 是 平 仄 相

应、高低错落，因为汉语在语音上最明显的特征是有声调的高低变化。因而要造成音韵和谐的语音效果，首

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利用声调的高低变化。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没有了入声，于是平分阴阳之后，平仄之

分在现代汉语中就成了阴平阳平与上声去声的对立。平声显得高而扬，上、去则或折或降显得较为低沉，利

用它们之间的高低差异形成对比，就能造成音韵和谐的效果。具体方法是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也就是平声连

接仄声，仄声再连接平声；相续的两句之间平仄相对，也就是两句对应的句法位置上，平声对应仄声，仄声对

应平声。关键就是要造成不同语音成分之间的对比。中国古典诗词中平仄规则是最重要的声律。例如：

（3）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现代汉语的演说、写作中，虽然不可能像古典诗词韵文那样讲究平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语句中把声调

高低安排得当，往往会因为音韵的和谐而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

（4）与其说他们吃的是美味佳肴，不如说他们嚼的是人生苦果。

“美味佳肴”是上声、去声、阴平、阳平，“人 生 苦 果”是 阳 平、阴 平、上 声、上 声，这 四 个 音 节 前 后 呼 应，就 非 常

悦耳。

（二）语音的表象功能

表象指的是感知觉形象的表现，包括视觉形象、味觉形 象、嗅 觉 形 象、触 觉 形 象，当 然 也 包 括 听 觉 形 象。

语音的表象功能能够跟绘画、雕塑、音乐一样，向我们直接提供一定的感知觉形象。语音的表象功能是这样

形成的：控制我们的发音器官，使它发出的声音与我们意欲表达的某种声音相似，例如发出“哗哗”的声音与

流水声相似，发出“咚咚”的声音与敲门声相似，流水声和敲门声就被我们的语音表现出来了。

汉语中的拟声词是语音实现表象功能的主要手段。拟声词没有概括性的词义，只是以它的语音来摹拟

外部世界的某种声音，从而使这种声音在话语中得到直接的表现。运用拟声词来表象，就是要充分利用它把

声音直接向我们展现而不通过词义中介的特点。例如在《黄冈竹楼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1）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

“瀑布声”、“碎玉声”需要我们在理解了词义的基础上想象瀑布的声音是怎样的，碎玉的声音又是怎样的；可

是“丁丁然”、“铮铮然”却不然，只要能读出这两个词来，我们就似乎真切地听到了这两种声音。

汉语中这样的词特别丰富，例 如 形 容 人 说 话 的 声 音，有“哇 啦 哇 啦”（孩 子 声）、“叽 叽 喳 喳”（姑 娘 声）、

“嘟嘟囔囔”（老人声）；形容水声，有“潺潺”、“荷荷”、“淙淙”、“哗哗”、“汩汩”、“哇哇”、“嚯嚯”；形容笑声，

有“咪咪”、“嘻嘻”、“嗤嗤”、“呵呵”、“吃吃”、“咯咯”、“嘿嘿”、“哈哈”。拟声词能够非常准确地把当时、当

地、当境不同人物、不同情感的声音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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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声词还可以移用到其他感知觉上去。例如：

（2）脑袋嗡嗡地响。

（3）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

（4）我拉着他，只觉得他的全身在得得得地颤抖。

（5）舌头底下，“刷”地一下涌满了唾液。

（6）那烟味儿呼呼地扑过来了。

例（2）是内心感觉的移用，例（3）是视觉的移用，例（4）是触觉的移用，例（5）是味觉的移用，例（6）是嗅觉的

移用。

二、词语与修辞

古人特别讲究“炼字”，也就是重视词语的选择，据说“推敲”这个词就是从一句诗里的主要动词到底是

用“推”好还是用“敲”发展而来的。其关键在于了解词的个性，这包括意义和用法两个方面。

词语主要以一种定型了的意义参与语言的使用，它们不同于句子，句子的意义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临时组

合形成的，而词语的意义都是在使用之前早已在词汇系统中确定下来，并储藏在使用者的大脑中的。因此，

分析词语的修辞作用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分析这些定型了的意义有什么特点，由哪些成分构成，从而可以在

使用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和构成成分来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修辞效果；第二是研究词语的意义在使用的

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化有哪些类型，如何控制这种变化。

词语的选择，必定以词义的辨析为基础，在诸多词语中，特别是在同义词以及反义词中进行比较，看哪一

个词语的意义更与语境的要求相契合。词语意义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几乎积淀了我们整个民族关于

某对象的全部经验，以及相应的价值评判、情感体验。而且不同的词，所积淀的精神内容又会有所差异。要

使词义中丰富的蕴藏、词义间微妙的差异在语言交际中充分显示出它们的作用，使它们更切合某一次交际语

境的需要，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来辨析词语意义的方方面面。

（一）文化涵义的品味辨析

词义并不仅仅是词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事实上词在反映所指对象时还会蕴含相应语言群体对

该对象的传统观念、文化心态甚至于社会偏见，它们积淀在词义中就形成了这个词的文化涵义。例如“资本

家”与“实业家”在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占有资本并通过把资本投入生产或流通领域以获取利润

的那一类人，但它们的文化涵义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当我们使用“资本家”这个词的时候必定还包含着这

样的意义：他们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牟取利润的；但在使用“实业家”一词时所蕴涵的意义就不同

了：他们是通过自己的经营智慧、风险意识而获取利润的，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税收和就

业机会。

文化涵义的辨析要求我们把词语的意义放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文化背景变化了，词语的

文化涵义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例如“发廊”在改革开放之初刚从境外引进时，让人想到的是亮丽精致的场

所，是充满现代意识的生活方式，把它与当时通用的“理发店”进行比较，这种文化涵义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出

来；但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说出“发廊”这个词，所含有的文化涵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让人想到的是淫秽和

黄色。

一种语言在 词 语 意 义 上 的 特 点，往 往 就 集 中 表 现 在 文 化 涵 义 上。 例 如 汉 语 的“梅 花”和 英 语 的

“wintersweet”所指对象都是一样的，但若要真正理解“梅花”一词，就要把它与汉民族的整个文化传统联系起

来，把握住它的文化涵义，如大量诗词作品赋予它的冰清玉洁的品格，民间文化中与松竹兰并列为四君子的

形象。这些文化涵义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了“梅花”一词的词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见在每一个词

的背后都有整个文化在支撑着。

（二）联想意义的品味辨析

语言中的词语，有的使用范围很广，如基本词，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社群和语体都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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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但也有的词语使用范围很有限，经常只在一定的环境中才会使用它们，它们与相应的环境之间就形成

了非常稳定的关系，以至于只要一使用该词就会引起相应环境的联想，甚至加进了对该环境的价值评判和情

感反应。这种稳定的联想关系积淀在词义之中就形成了这些词语的联想意义。

例如有的词语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使用，过了这个历史时期，它们或者因为所指的现象已经消失而不

再被人们使用，或者因为被别的词语替代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稳定联系，它

们的词义中就加进了一种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联想意义，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联想关系

也是非常稳定而强烈的。电影《阮玲玉》中有这样一段台词：“这是电影公司给你的工资。”观众听了就感到

很别扭，因为“工资”一词是大陆解放以后才出现并广泛使用的，它的联想意义与电影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就产

生了强烈的冲突。如果能使用“薪水”一词，联想意义的指向与电影中的历史时代就统一了起来。又如“鸦

片战争”之后直至民国，随大量的国外新事物的涌入出现了许多新词语，其中有许多逐渐被别的词语替代，被

替代的词语就有了时代的联想意义。如“煤气”当时称“地火”，“电影”称“影戏”，“火车”称“火轮车”⋯⋯尤

其有意思的是“赛跑”当时称“跑人”，因为先进入国内的是“跑马”、“跑狗”，于是就类比出了一 个“跑 人”。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每一个时期的特定词语，它们相对于那些能适应于所有历史时期———至少能

适应大多数历史时期的词语，就有了时代的联想意义。

时代的联想意义是由于词语稳定地使用于某历史时期而形成的，如果词语稳定地使用于某个地域，如港

台、上海、北京等，就会形成地域的联想意义；如果稳定地使用于某个社会群体，如股民、国家干部、个体户等，

就会形成社群的联想意义；如果稳定地使用于某种语体，如口语体、书面语体、正式语体等，就会形成语体的

联想意义。

（三）形象意义的品味辨析

词与词在形象的表现功能上是有极大差异的，它们的表象功能是通过词义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而实

现的。我们理解了词义并因此而引发了有关所指对象的形象联想，这样的词义中也就有了形象意义的成分。

例如听到“阳光”一词，只要理解了它的词义，随之就可以想象出它的光和热；看见“粗糙”一词，同样也可以

想象出有关的触觉感受。有的词语根本没有表象功能，因为词所指的对象是根本无法感知的抽象事物，这样

的词如“运气”、“思维”、“范畴”等也就没有形象意义。

从修辞的角度看形象意义，就要分辨词与词之间在形象意义上的差异，就要研究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一

个词的形象意义。例如改变词的构词语素，有的词构词时着眼于对象的内在性质、功能特征，有的则着眼于

对象的外部形象。例如：

人行横道线———斑马线 美洲豹———金钱豹 吊车———塔吊

它们的所指对象基本一致但形象意义却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构词时的着眼点不同。构词语素的

不同，不仅会造成形象意义的强弱，也会造成形象意义的性质差异。有一家食品公司用蚯蚓制造食品，但直

接命名为“蚯蚓面包”、“蚯蚓软糖”肯定会引起令人不愉快的形象联想。于是他们对“蚯蚓”一词加以改造，

利用蚯蚓的别名“地龙”构成“金 龙”、“玉 龙”两 个 词，从 而 上 市 的“金 龙 玉 液”（保 健 酒）、“玉 龙 雪 糕”就 很

畅销。

还有的词语因为重叠的后缀而强化了形象意义，如“香喷喷”、“沉甸甸”、“绿油油”等。有些重叠后缀只

能用在某一个特定的词上，如上面的“喷喷”、“甸甸”、“油油”，形象就很明显；也有的后缀适应面较广，如“乎

乎”，可以有“黑乎乎”、“暖乎乎”、“软乎乎”、“胖乎乎”等，而“巴巴”，则可以有“紧巴巴”、“干巴巴”、“眼巴

巴”、“凶巴巴”等。后缀能够组合的词越多，它的形象意义就越少。

词语辨析的角度还可以有许多。观察的角度越多，词语的意义构成、意义之间的差异就越会淋漓尽致地

显示出来，使用时更贴切地适应语境的需要也就有了更充分的依据。

三、句子与修辞

句子的语义容量远远大于词语，它的修辞资源也远比词语丰富。这里主要从句子内部句子成分的语序

安排、句子的格式及其选择两方面来观察句子有哪些要素可利用来作为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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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子的语序变化

语序的变化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词语语序变化后，语法结构关系不变，但是语义却变化了；一

种是语序变化同时引起了语法关系的变化，称为语法语序的变化；一种是没有引起语法关系的变化，称为语

用语序的变化。

1. 词语语序的变化

一个句子中，有时候词语的语序发生了变化，但是，语义可能并没有变化。例如：

（1）西昌通铁路了———铁路通西昌了

（2）纸已经糊了窗户———窗户已经糊了纸

（3）这匹马没有骑过人———没有人骑过这匹马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语序变了，虽然句法结构关系没有变，语义却是明显的不同。例如：

（4）一锅饭吃不了五个人———五个人吃不了一锅饭

（5）三十岁才结婚———结婚才三十岁

（6）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例（4）前句意思是饭少人多，后句的意思则相反，是人少饭多；例（5）前句是说三十岁结婚迟了，后句却暗示

早了；例（6）前句是说虽然屡战但是屡败，后句却倒过来，是说虽然屡败但是屡战，两句所显示的语义重心是

完全不同的。

2. 语法语序的变化

相对于常规语序来说，我们要变化语序在表达上总是有一定目的的：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话题化，这是

为了强调，因为话题具有吸引受话者注意力的作用。句中任何一个名词性成分都可以提到句首成为话题主

语，一种方法是名词性成分直接位移到句首，另一种方法则是移位后在原位置上安置一个代词与话题主语保

持语义上的联系。例如：

（1）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2）鲁迅用这支普通的毛笔写出了多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犀利杂文。———这支普通的毛笔鲁迅用

它
獉

写出了多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犀利杂文。

第二，是为了上下文的连贯衔接，也就是为了满足信息传递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规律。例如：

（3）“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闰土说。

“信”是受事，在常规语序中，它应该出现在句末宾语位置上。为什么要把“信”提到句首话题化呢？因为它

正是闰土与老太太之间的已知信息。

除此之外，语序的变化还有好多种，例如受事宾语提前到主语和动词之间（我吃完了苹果———我把苹果

吃完了 / 我苹果吃完了），状语提到句首（我悄悄地走了———悄悄地我走了）、偏正复句中偏句位移到正句之

后（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淡的）等。

总的来说，语法语序变化的动因都是修辞的最基本要求：强调、连贯、信息的突出等。如果要追求特殊

的修辞效果，就要依靠语用语序的变化了。

3. 语用语序的变化

语用语序的变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变化后词语所处的位置不是正常的，正因为它不正常，就能产生特

殊的修辞效果。这有两种情况：第一，强调后移成分，多见于书面语。例如无论哪一种主语，既为主语就必

须处在句首，起码也要在动词之前。可是在语用变化中，主语却可以跑到谓语之后的句尾。例如：

（1）终于过去了，中国人民哭泣的日子，中国人民低垂着头的日子。

句尾的位置是信息焦点所在的位置，把主语放在句尾，它所承载的信息就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从而促

使人们去感受它、体 验 它。 而 且 人 们 熟 悉 的 语 序 一 旦 打 破，带 来 的 就 是 一 种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和 语 义 吸

引力。

又如定语、状语总是位于中心语之前，我们也可以打破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语序：

（2）我们看见了一轮西部的太阳，用黄土捏就的，用血汗揉就的，用黄河水塑就的⋯⋯

这样的语序变化把定语从依附性的语法位置提升到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语法位置，它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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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凸现在人们的语义视野中而得到特殊的关注。

第二，强调前移成分，多见于口语。例如：

（3）干嘛呀，这是？

（4）你可别忘了我嘱托你的事情，千万千万！

例（3）是口语交际中急于把最重要的信息尽早说出来，例（4）是想追加某种重要的信息。正因为语用语

序的变化所造成的位置相对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但它们的语法关系却没有变化，主语还是主语，定语还是定

语，所以它们与句子的主要部分之间一般都用逗号隔开，这是实际上就在暗示受话者，既要从变化后的位置

把握它们带来的修辞效果，又要回到原先的位置上去掌握它们的语法意义。

（二）句子格式的变化

现代汉语的句子格式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不同的句式有着不同的表达作用，句式的多样化为句式的选择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简单句与复杂句

一个句子从简单变得复杂，主要有三个途径：添枝加叶、局部发达、前后衔接。例如：

（1）弟弟回来了。———他的弟弟已经回来了。（添枝加叶）

（2）弟弟回来了。———去美国读了五年研究生的弟弟终于回来了。（局部发达）

（3）弟弟回来了。 + 弟弟又走了。———弟弟回来又走了。（前后衔接）

如果有某种比较复杂的内容要表达，可以尽量把它压缩在一个句子中，这时不仅需要利用每一种句子成

分，而且每一个句子成分都必须承载相当多的语义分量，这时句子的结构就可能会很复杂；句法成分承载语

义分量要完整地表现出来，句子成分就必须充分扩展开来。扩展的方法无非有两种，一 是 句 法 成 分 的 复 杂

化，一是并列性 成 分 的 增 加。 再 高 一 层 次 的 扩 展 则 是 递 归，也 就 是 在 某 句 法 结 构 中 再 套 用 该 句 法 结 构。

例如：

（4）科学给现代人带来了令人忘乎所以的物质力量和享乐，但是把科学知识同时夸张为解释一切的精

神力量和思维方式，则又带来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危险。从根本上说，“现代”并非由反抗神权、反抗皇权和封

建制度以及生活世俗化和商业发展造成的，而是由科学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化思维的普遍化造成的。

（5）⋯⋯而妈妈在黑暗的背景中拎着鲜艳的红色塑料桶吱呀一声推门进来的时候到底是 1968 年的年

底还是 1969 年的年初呢？忆瑜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妈妈和忧郁的面容端正的能和她一样说一口标准普

通话的严圣和好，是妈妈在二十九岁到三十二岁时发生的事情⋯⋯

同样的语义内容如果想通过多个句子来表达，那么每个句子的成分就可以比较简单，例如只有主语和谓

语，甚至其中一个还可以省略；由于句子中每个句法成分所需承载的语义分量很轻，也就无须扩展。如下面

的句子几乎没有修饰性成分，主语、宾语也大量省略：

（6）⋯⋯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香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

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色的，掰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

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茶干”。

（7）念小学，我就自个儿找戏听。我那会儿家住门框胡同，门口儿就是“同乐园”，出胡同，“之庆”、“华

乐”、“文明”，方圆不够半里地，七个戏园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封箱那几日，天天有戏，郝寿臣、梅兰

芳、李万春，尽是名角儿。

复杂句的修辞效果是严谨缜密，一气呵成，用在论证辩驳中则气势逼人、不容置疑；用在叙述描写中则细

致绵密、引人入胜；而简单句的效果却是轻松随意、活泼自如。前者多见于书面语，后者多见于口语。

2. 紧凑句与松缓句

简单句与复杂句是就句子内部构造的繁密程度而言的，紧凑句与松缓句则是就句子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一群句子，如果受到了某种结构关系的严密控制，或者彼此之间的结构方式相同或相近，从而给人一种关系

紧密的感觉，这样的一群句子就是紧凑句；相反则是松缓句。例如：

（1）嘶哑的嗓子吼出的歌声如嚎如喊。那啸声猛地 变 成
獉獉

一道竖起的巨浪，变 成
獉獉

一 道 坍 塌 而 下 的 大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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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和鬼锐烈地掠着，朝着他淹过来
獉獉

，盖过来
獉獉

。冲过来
獉獉

了。

（2）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进步进行综合的企图失败之后，欧洲哲学开始为纯粹理性寻找其他的

出路。这种寻找构成
獉獉獉獉獉獉

了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或者也可以说
獉獉獉獉獉獉

，构成
獉獉

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开端，并且
獉獉

成

为它所包含的一个贯穿要素，从而
獉獉

使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以新的面貌突出于近代哲学。

（3）我没有，也不愿意，事实上更不可能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例（1）之所以给 人 关 系 紧 密 的 感 觉，是 因 为 句 子 之 间 都 有 共 同 的 结 构 关 系，还 有 相 同 的 语 言 成 分“变

成”、“过来”在不同的句子中时时向人们提示着这相同的关系；例（2）则是因为一连串的衔接成分把句子与

句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例（3）看来是一个句子，其实却是三个句子合并了共同的成分“我”和“向他提出

这样的要求”，保留了不同的成分“没有”、“也不愿意”、“事实上更不可能”后形成的，所以也是紧凑句。此外

所有的紧缩复句其实是一种关系更为密切的紧凑句。

紧凑句的修辞效果很明显，充分显示出了语言的表达力度，让人的思维绷紧，注意力高度集中，感受到句

子气势澎湃、一泻而下，节奏强烈整齐、一脉贯通。

绝大多数句子构成的都是松缓句，它的修辞效果与紧凑句相反，语气舒缓平和，节奏随意轻松。例如：

（4）这里也是海。人们称作瀚海。风，绝对是有形的实体，像浪一样，或许比浪还硬，梗着头向钢架房冲

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一阵阵战栗、摇晃，随时都要散架。

（5）来，吃点菜。要不，喝点酒？吃吧！吃不穷我们！不吃？那我就不让了，随你便。

很明显，句子之间共同的因素越少，句子就越松缓；句子之间的衔接关系越不明显，句子也就越松缓。所

以松散句之间往往句长相差很大，结构很不一致，衔接手段多采用隐性的，也就是依靠句子在意义上的联系，

而较少使用专门的衔接手段，如关联词语等。

不管是简单句、复杂句，还是紧凑句、松缓句，除了某些特殊的修辞要求，通常我们都是让它们交叉出现、

随物赋形，从而错落有致、变化自然。除此之外，句子变化的重要内容是句式的变换，这主要是指：主动句和

被动句、把字句和被字句、肯 定 句 和 否 定 句、设 问 句 和 反 问 句、常 式 句 和 变 式 句，这 些 也 是 我 们 应 该 密 切 注

意的。

练习题

一、为什么说语义的表象功能与语音的表象功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请举例加以说明。

二、下面两个句子中都有音韵不和谐的地方，你能指出造成不和谐感的原因并加以修改吗？

1. 这孩子自小就很有志气。

2. 医生和司机刚刚出发。

三、品味辨析以下每组词语在各种意义上的差别，并尽量用语言把这语义差别描述出来。

下岗 / 失业 理发店 / 美容厅 借钱 / 贷款

付款 / 买单 写字楼 / 办公楼 幽默 / 搞笑

四、以下两组句子中，第一组是扩展句，第二组是简单句。你能把扩展句改写成简单句，把简单句改写

成扩展句吗？

1. a. 那些穿着奇异的黑色或棕色、无领无扣的布质上衣，衣边镶着窄窄白边或花边，头上扎着五颜六色

的丝带和戴着银饰的民歌手们正站在竹枝同木条搭成的台子上吱吱哑哑地演唱，通过扩音器，尖利的声音像

一群烈日下往空中飞去的金属。（李冯《招魂术》）

b. 陈先生对事情和事实所做的精彩分析显示了带有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风格的娴熟的哲学分

析技巧。（赵汀阳《关于“事实、事物、论证”的几点讨论》）

2. a. 白肉，白煮肉，白切肉，名虽不同，都是白水煮猪肉。谁不会煮？但是煮出来的硬是不一样。各地

的馆子都有白切肉，各地人家也都有这样的家常菜，而巧妙各有不同。（梁实秋《雅舍谈吃·白肉》）

b.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

在闹市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汪曾祺《老学闲抄·泡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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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为什么说四字格———“2 + 2 的四音节”结构是汉语中最重要的节奏倾向？你能举出一个四字格连用

的语例，并说明它的修辞效果吗？

二、你认为针对特定语境选择词语而取得理想效果时，是对词语反复品味、辨析和比较的结果，还是刹

那间直觉判断的结果？请谈谈你的看法。

三、教材中只介绍了两组四种句子格式的特点及它们的修辞学价值，你能再找出几种并分析一下它们

的修辞学价值吗？

第六节 语用效果与辞格

学习要点：了解常用辞格在话语交际中的作用及其分类：进行超常搭配的有比喻、比拟、移就、夸张、

双关、拈连、反语、借代；拥有特殊形式标志的有对偶、排比、顶真、回环、反复。能够分析具体话语中的辞

格以及辞格的综合运用。

在 言 语 行 为 中 ，为 了 达 到 某 种 语 用 效 果 ，人 们 常 常 有 意 识 地 突 破 常 规 的 词 语 组 合 或 一 般 的 句 子 构

造 等 语 言 规 则 和 表 达 原 则 ，或 者 进 行 超 常 的 搭 配 ，或 者 运 用 有 特 殊 形 式 标 志 的 结 构 ，以 达 到 特 定 的 修 辞

效 果 。 这 种 在 言 语 行 为 中 对 语 言 规 则 或 语 用 规 则 进 行 有 效 偏 离 而 形 成 的 具 有 特 定 表 达 价 值 的 固 定 模

式 ，就 是 辞 格 。

辞格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表达上故意偏离一般语言规则，造成语义内容的超常表达。这种超常表达有两种：第一是超常

组合，例如比喻、比拟、移就、拈连等；第二是词语的超常理解，例如夸张、双关、反语、借代等。这类辞格一般

没有特别明显的形式上的识别标志。

二是在词语或句子的语言形式上故意偏离一般语用原则的构造，从而激发受话人的心理机制，以达到特

定的语用效果，例如对偶、排比、顶真、回环、反复等。这类辞格在结构形式上往往有特殊的识别标志。

一、超常搭配的常用辞格

（一）比喻

用与本体（甲）本质不同但有相似性的喻体（乙）来描写或说明本体，从而更形象、生动地表现本体的特

征或作用，这种辞格叫比喻。

从结构上说，比喻应该由四个要素构成：本体、喻体、喻词、相似点。本体是被描写或说明的对象，喻体

是用来作比的对象，喻词是用来联结本体和喻体的词语，相似点则是将本体与喻体联系起来的要素。要说明

的是，相似点是比喻形成的关键要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出现，例如：

（1）他的自尊心（本体）跟（喻词）弹簧（喻体）一样，谁碰一下，就蹦得很高（相似点）。

但实际上，相似点多不显示出来，而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从而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因此，从形式上看，比

喻大多由三个要素构成。例如：

（2）二月春风（本体）似（喻词）剪刀（喻体）。

根据表达功能及形式特征，比喻主要可以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这三种类型。

1. 明喻。直接明白地用喻体来描写或说明本体的比喻类型，形式上有“像”、“似”、“如”、“宛如”、“仿

佛”、“一般”等比喻词来联结本体和喻体。典型结构式是：甲像乙。例如：

（3）这平铺、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宽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她滑滑的明亮着，像 涂 了“明

油”一 般，有 鸡 蛋 清 那 样 软，那 样 嫩；她 又 不 染 些 尘 滓，宛 然 一 块 温 润 的 玉，只 清 清 的 一 色———但 你 却 看 不

透她。

这里虽然用了“像”、“⋯⋯一般”、“宛然”等喻词，但是把“绿”跟“少妇的裙”、“明油”、“鸡蛋清”、“温润

的玉”等形象联系起来，显然属于超常搭配，因而也增强了“绿”的可爱和美感，让读者虽未身临其境，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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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的感受。

2. 暗喻。直接将本体等同于喻体以描写或说明本体的比喻类型。常用“是”、“成为”、“成了”、“等于”

等动词联结本体和喻体。典型结构式是：甲是乙。例如：

（4）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5）战士的勇敢成了她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丰碑。

“建筑”作为物体与“音乐”本来相距很远，但因其内在的流畅和美妙而被巧妙地联结起来，给我们以新奇和

生动感；用“丰碑”比喻“战士的勇敢”则在刻画出她内心震撼的同时，也强调了“勇敢”的神圣性。

暗喻除了以上典型形式外，还有一些具有同样表达功能的变式。它们没有喻词，而是通过超常的特殊搭

配，把本体和喻体直接组合成为一个句法结构，实现想象的飞跃。例如：

（6）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地奔流着。

（7）随着归期的临近，我的心更紧张了，常在心里呼喊：祖国母亲，我就要回来了。

（8）想想个人的未来，也为我的朋友———书籍担一份心。过去只恨书太少，这时又觉得它太多了。

例（6）本体和喻体构成了偏正短语，例（7）本体和喻体构成了同位短语，例（8）的破折号就相当于一个喻词。

多种暗喻变体的存在，说明了语言的可塑性和语言运用的灵活性。

3. 借喻。不出现本体，也没有喻词，直接用喻体替代本体来进行描写或说明。典型结构式为：乙（代替

话语中没有出现的甲）。例如：

（9）夕阳映照下的西湖湖面上洒满了碎银，波光粼粼，熠熠生辉。

（10）这个鬼地方，一阴天，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

“碎银”和“大疙瘩”是喻体，直接替代了没有在话语中出现的本体，本体如果参与句法组合，属于常规搭配，

而喻体参与句法组合，则为超常搭配。

（二）比拟

运用联想，直接将本体当作拟体进行描写或陈述，从而体现表达者的喜爱或憎恨的情感态度，这种辞格

叫比拟。

从 结 构 上 说 ，比 拟 应 该 包 含 三 个 要 素 ：本 体 、拟 体 、拟 词 。 本 体 指 被 陈 述 或 被 描 写 者 ；拟 体 是 被 摹 拟

的 对 象 ，但 拟 体 本 身 并 不 出 现 ，出 现 的 是 跟 它 紧 密 相 关 的 行 为 、属 性 等 因 素 ，从 而 构 成 陈 述 或 描 写 关 系 。

因 此 ，从 形 式 上 说 ，比 拟 只 有 两 个 要 素 ：本 体 和 拟 词 。 从 句 法 关 系 上 看 ，本 体 与 拟 词 构 成 了 超 常 的 主 谓

关 系 。 例 如 ：

（1）春天来了，百花快乐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按常理，能够唱歌跳舞的不可能是“百花”，而只能是人，显然，这里的“百花”已被赋予了人的行为动作的特

性，也属于超常搭配。

根据比拟的本体和拟体的对应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1. 拟人。将事物或现象当作人来描写或说明。例如：

（2）小猫似乎在那儿自言自语：有好几天没有吃到鱼了。

（3）真理总是悄悄地走进勇敢者的心间，向他昭示智慧的魔方。

在童话作品中，拟人很常见，例（2）将小猫赋予了人的特征，这样描写，可以增强表达的感染力；例（3）则把抽

象的概念“真理”写得富于人情味，并从中揭示出她的实质。

2. 拟物。将人当作事物或将此物当作彼物来描写或说明。例如：

（4）尽管生活相当艰苦，老张还是繁殖出了满屋子的子孙来。

（5）我的歌啊，你飞吧，飞到爱人的心中，去找你停泊的地方。

“繁殖⋯⋯”一般只用于描述普通动物，例（4）却用于人的身上，这里通过这样的超常组合暗含批评地描

述了老张无视生育政策又死守老观念不放的可悲、可怜。“歌”本身并不能“飞”，例（5）却赋予它以生命，表

达出作者的喜悦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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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就

描写事物或行为时，将本不能与甲搭配的词语直接嫁接过来修饰甲，与甲构成定心关系，但在语义上并

不真正限制甲，而是限制与甲相关的人，这种辞格叫移就。

形式上，移就都是由修饰语与中心语构成的定心结构，两者是偏正关系。内容上，修饰语不是中心语本

身所具有或应该具有的属性，因此在语义结合上是超常的。例如：

（1）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眼角出现了。

该例出自鲁迅小说《铸剑》，“悲惨”本指铸剑者“他”的不幸遭遇，这里用来修饰“皱纹”，使皱纹成了“他”命

运的标志。

根据修饰语与中心语的搭配形式，移就可以分为两类：

1. 移情式。用人的情感活动的词语来描写事物或用物的属性来限制人的情感现象。例如：

（2）看着丈夫手握着支无精打采的笔，半天没写一个字，萧雅知道他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3）多少年的相思只能寄托于频传的飞鸿，在孤寂中品尝这甜蜜的忧愁。

例（2）中“笔”本身是无所谓“无精打采”的，这里妻子将丈夫无精打采的神态转移至他所使用的工具，虽未直

接写人，但却将人的情态更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例（3）则用事物的属性词“甜蜜”去修饰人的忧愁情感，有助

于将抽象的情态具体化，使表达形象、可感。

2. 移觉式。将两种感觉交叉组合或将此物限制词修饰彼物。例如：

（4）每想起儿时学堂生活，眼前便浮现出俞老先生从讲台上看我们的那辣辣的眼神来。

（5）打王琳转学进我们班起，教室里每天都可听到她甜甜的声音。

例（4）中“辣辣”并非真地描写眼神的味觉状态，而是描写俞老先生的神态。例（5）则用形容味觉的属性词来

描写并无该类属性的声音，使“王琳”那悦耳、动听的声音更具形象感。这种方式，也叫“通感”，包括：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第六感觉。

（四）拈连

在完成一个常规陈述或描写后，违反词语的搭配习惯，将其中一个成分顺势与另一个本来不能搭配的词

语进行嫁接式组合，从而产生两个相关联的陈述或描写结构，这样的辞格叫拈连。

从形式上看，拈连由两个陈述或描写的句子构成，一般来说，前一个符合语法搭配习惯的，而后一个则明

显地违反了搭配习惯。从内容上看，前一个句子完成了符合事实的话题陈述或描写，而后一个句子则在特定

的语境中因联想而产生的超常表述，并与前一个句子构成某种因果关系。例如：

（1）新婚夫妇们在公园里种下了一株株合欢树，也种下了一个个美好的希望。

从构成形式来看，拈连可以分为两类：

1. 完整式。指在形式构成上，表层成分完整的拈连。例如：

（2）夜晚，昏黄的灯下，母亲埋头为我缝补着远行的背囊。她缝上的是密密的针脚，不也缝进了母亲的

深深祝福吗？

（3）天寒热泪冻成冰，冻不住心头的爱和憎。

以上两例都由对具体行为的描述，进而引入相关的爱或憎的感情因素，并在这个超常联结中实现了思想的升

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 缺省式。指由于语境等的补充，虽缺少事实支配的对象而直接出现超常搭配的拈连，但这个对象还

是可以联想出来。例如：

（4）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着全国人民的希望，载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5）我只好静静地，静静地坐在这里，用针线牵引出我心底的思念。

这类拈连，没有前一个常规搭配铺垫，如例（4）没出现“飞机载着国家的领袖”之类的句子，例（5）没出现“用

针线缝衣服”之类的句子，而是直接出现超常动宾组合，但具体的语境弥补了这一缺省，因而并不会造成表达

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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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夸张

故意超出事物或行为等在范围、数量、程度等方面的逻辑极限，从而表达出强烈的喜悦、悲伤、惊愕等情

感，这种辞格叫夸张。

在一般语境中，人们都得遵守事物或行为等所具有的逻辑属性，如范围、程度等，但在一些特殊语境中，

为了体现自己特殊的感受、表现自己强烈的情感，表达者可以故意对这些逻辑极限进行突破，也就是采用超

出常规的说法，从而给接受者以出乎想象的鲜明而独特的印象。例如：

（1）他家的地真肥，肥得筷子插下去都能发芽。

“筷子”怎么可能发芽？例（1）为了强调“他家”田地肥沃的程度，便故意违反现实的可能性，故意夸大其词，

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根据对事实的违反情态，夸张可以分为两类：

1. 扩大夸张。故意突破事物、行为在范围、程度等方面的属性，并往大、高、强等方面去描述。例如：

（2）别哭了，就是你哭出一太平洋的泪来，也唤不回他要走的决心。

（3）他哥哥你可惹不得，力气大得给座山都能把它扛起来扔了。

例（2）用“一太平洋的泪”来形容“哭”的程度与哭者的悲痛，例（3）则用“把山扛起来扔了”来形容“他哥哥”

的力气。显然这都是超出常规的故意夸张。

2. 缩小夸张。故意违反事物、行为在范围、程度等方面的属性，并往小、低、弱等方面去描述。例如：

（4）他呀，胆子小得很，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了。

（5）小军很贪玩，语文、算术在他心中，只占芝麻绿豆般的地位。

例（4）用对极轻的“树叶”的害怕来形容“他”的胆小，例（5）用体积极小的“芝麻绿豆”来说明“小军”对功课的轻视。

（六）双关

在特定的语境中，利用相应的语言条件，故意使一个语言单位具有“表层”和“深层”两层意义，表层意义

是通过词或句直接表达的，而深层意义即实际要表达的意义，则是通过特定语境因素间接实现的，这种辞格

叫双关。

当表达者不便、不能或不愿直截了当地把话说白时，往往采取“借题发挥”、“声东击西”的方法，双关就

是一种常用的手段。这便使得双关有了这样的特点：第一，有一个符合需要的记叙或描写的“话题”，而且事

实上也完成了这一表层话语行为；第二，表达者另有一个想要借此“话题”表现的深层意义，而该意义则隐藏

在话语之外；第三，深层意义需借助于特定的语言手段或语境因素才能显示出来。两层意义的载体，我们称

作双关点，双关点可以是词、句子，也可以是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例如：

（1）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从表面上看，它表达的是孔夫子搬家时的特点：书多。但实际上，它通过“书”的语音，引出它的同音词“输”，

这才是说话者要表达的真正的深层意义。

根据双关点的特征，双关可以分为三类：

1. 谐音式。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使某个词语关涉两个意义。例如：

（2）我看你是贾家姑娘嫁贾家，贾门贾氏，明明是熊蛋包，还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例（2）中的歇后语也是借谐音而表义的：“贾”在字面上是指姓，实际上谐音“假”，因此，“贾门贾氏”的间接意

义是“假模假样”。

2. 语义式。利用词语或句子的多义性，使某个词语或句子关涉两个意义。例如：

（3）她们的死，不过像无边的人海里添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 有 些 味 道，但 是 不 久 还 是 淡、

淡、淡。

（4）北大荒使他联想到了开拓初期的美国西域。一下吉普车，在迎接他的人们面前，专家滑了一跤，爬

起来后，他情不自禁地扬臂大呼：“朋友们，我是为你们的北大荒而倾倒的！”

例（3）出自鲁迅的杂文《论人言可畏》，是针对当时的影星阮玲玉等的死以及人们的冷漠，其中的“淡、淡、淡”

既符合味道淡的表面情理，同时又表达出更深层的意义：人情的冷淡、淡漠。例（4）“为你们的北大荒而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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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表面上反映了“我滑了一跤”的事实，但又表达出了另外一层含义：“我喜爱上了北大荒”，不但避免了

摔跤引起的尴尬，而且显得非常机智。

3. 对象式。利用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借特殊的话题并使其关涉两层意义。多用于讽刺、揶揄甚至

谩骂，因此，对象双关即平时所说的“指桑骂槐”。例如：

（5）院子里，强英在喂猪。

水莲和仁芳哼着歌子回到家里。

强英白了她们一眼，挖一勺猪食骂一句：“死东西，哼呀哼的，看把你自在的！”

两头猪抢食吃，她用勺子敲黑猪，骂道：“再叫你这张嘴称霸道！”又用勺子敲白猪，骂道：

“再叫你大白眼耍心眼！”⋯⋯

仁芳忍无可忍，又从堂屋跑到院子，怒气冲冲地质问强英：“大嫂，你骂谁？”

强英头一扬：“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惊什么？”

仁芳：“有意见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该例出自电影《喜临门》，从交际语境看，大嫂强英在骂猪、兔，但联系到她与二嫂水莲、小姑仁芳之间不和的

关系，便可以得知，她实际上采取的是指桑骂槐的手段。

（七）反语

故意违反表义的一般规律，使实际表达的意义与词句字面意义正好相反，以 达 到 讽 刺 或 风 趣 幽 默 的 效

果，这样的辞格叫反语。

反语可以以词或句子的形式出现，这种直接承载反语的词或句子叫反语体；反语体在反语表达时临时具

备了两个意义：一个是字面本义，这个意义此时实际上被舍弃，另一个意义即与本义相反的实际义才是表达

者真正要说的。在书面上，往往通过特殊的形式，比如引号或着重号来显示，也可以通过上下文等语境因素

的矛盾性来体现。例如：

（1）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

“裙带官儿”的位置。

例中“无害”与“有益”显然是反语，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男盗”与“女娼”两个词语本身即可看出，下文的解

释则更突出了反语的讽刺强度。

根据反语的功能，可以分为两类：

1. 讽刺反语。指为实现强烈的批评、抨击等目的而运用的反语。例如：

（2）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

啊！中国军队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3）他真是一个“廉洁”的表率！在任市长的短短的两年间竟然就贪污了三千万元！

例（2）中的“伟大”、“伟绩”、“武功”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是“卑鄙”、“无耻”等意义，表达出鲁迅对当

时的统治者的强烈愤怒和谴责。例（3）中的“‘廉洁’的表率”在下文的对照下，也同样表达相反的意义，从而

揭露出“他”平时的虚假嘴脸。

2. 风趣反语。指为达到风趣、幽默等轻松愉快的效果而运用的反语。例如：

（4）你这个死丫头，工资有多少呀？一下子给妈妈买这么多东西！

（5）你呀，可会挑好日子了，这么大的风雨还赶过来，船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例（4）用“死丫头”这个贬义词语表达出的是由衷的夸赞，例（5）用“好日子”表达出暗含担忧和爱意的批评，

但所挑的“日子”显然是不“好”的。

（八）借代

用与所描写的对象有直接关联的事物来指称描写对象，以突出对象的区别性特征，从而使表达简练并富

于变化，这种辞格叫借代。

从结构成分来看，借代只出现与所描写的对象即本体直接关联的代体，本体一般不与代体同时出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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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体对接受方来说是陌生的，则也会在上下文中以背景形式出现；从句法上看，代体与谓词之间的结合

违反了一般的语法搭配习惯。例如：

（1）先生，给现钱，袁世凯，不行吗？

例（1）出自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袁世凯”是当时百姓对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的通常代称，而且由于上

文“现钱”的暗示，受话者可以推断出代体“袁世凯”的真实含义，它与“给”的搭配是超常的 。

根据代体与本体的关系，借代主要有以下六种常见的类型：

1. 特征借代。用与本体有关的特征指称本体。例如：

（2）门卫说：“两天前，老王家来了一个光头青年，昨天傍晚，我看见光头急冲冲地背包走了。”

“光头”确是那个人足以跟其他人分别开来的区别性特征，因此，下文就直接以特征相代了。

2. 成分借代。用本体的构成成分指称本体。例如：

（3）为了两国尽早恢复外交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秘密地有了惊人的举动。

“北京”与“华盛顿”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的首都，这里用来指称两个国家。

3. 地名借代。用与本体（多为商品）相关的地名指称本体。例如：

（4）平时他最喜欢喝的茶是杭州的“龙井”。

“龙井”本为杭州一种著名茶叶的出产地名，后被指称这种茶叶。

4. 作者借代。用作者的姓名指称他的作品。例如：

（5）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现在再读鲁迅，仍然不时会让我们背脊上惊出细细的汗来。

这里是用鲁迅指称鲁迅的文学作品。

5. 品牌借代。用商品的品牌指称商品，多见于广告。例如：

（6）在国产汽车中，“红旗”的信誉资产评估价高达三十八亿元人民币。

这里“红旗”指称的是红旗牌轿车。

6. 材料借代。用本体的构成材料指称本体。例如：

（7）现在生活好了，酒也高档了起来，但“高粱”还是老头子最喜欢的。

这里用酿酒的材料———“高粱”来代称这类酒。

二、特殊标志的常用辞格

（一）对偶

将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的两个句子（或短语）并举，以获得表达形式上的对称效果，这种

辞格叫对偶。

从形式上看，构成对偶的只有两个单位，这两个单位可以是句子，也 可 以 是 短 语，而 且 它 们 在 字 数 上 相

等；在结构形式上要求相同或基本相同。根据形式，对偶有严式与宽式的区别。严式对偶在语音、词汇和语

法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宽式对偶则较为自由。

从内容上看，对偶的两个单位之间，有的是相互补充的，有的是矛 盾 对 立 的，有 的 则 含 有 时 间 或 因 果 等

关系。

根据内容上的特点，可以把对偶分为三类：

1. 正对。上下两句的内容含有相互补充、强调的关系。例如：

（1）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

该例出自鲁迅《答有恒先生》，其中的对偶句互相补充，说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

2. 反对。上下句的内容含有相反、相对的关系。例如：

（2）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杭州岳坟的一副对联，反义相对，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对忠臣岳飞的敬慕和对奸臣秦桧等的鄙视。

3. 串对。上下句的内容含有时间、因果等逻辑关系，又称流水对。例如：

（3）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4）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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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例（3）有连贯关系，例（4）有因果关系，例（5）有目的关系。

（二）排比

用三个以上字数大体相等、结构相似、语气一致的短语或句子，表达相关意义，以增强语言气势等表达效

果，这种辞格叫排比。

从形式上看，排比需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短语或小句，并且在句法上是相同或相似的结构，短语或小句

中的成分允许部分重复；从语气上看，构成单位必须保持一致；从内容上看，各单位之间的意义需有密切的内

在关系，如并列、递进等。例如：

（1）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力量。

这里用四个比喻性的句子整齐地排列起来，强调了时间的重要，也加强了表达的语气。

根据构成单位之间的内容关系，排比可以分为两类：

1. 平排。排比的构成单位之间在内容上具有并列平铺的关系。例如：

（2）松树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

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

该例选择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侧面，概括性地列举出松树生命力强的原因和表现，气势磅礴。

2. 递排。排比的构成单位之间在内容上具有逐层递进的关系。例如：

（3）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4）难道我不爱我的祖国？不爱我的故乡？不爱我的生我养我的家？

例（3）出自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开始，逐层扩大范围，直至整个中国，表现出中

华儿女誓死捍卫民族尊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心。语势强劲，撼人心魄！例（4）则用连续反问的语气表

达出“我”对祖国、家乡和家的深切的爱。

（三）顶真

用前一个句子的结尾部分作后一个句子的开头，使相邻的两个句子头尾蝉联，以取得环环相扣、表意紧

凑的效果，这种辞格叫顶真。也称顶针、联珠。

从形式上看，“头尾蝉联”是顶真最明显的特征，它要求上下句间上传下接，榫榫相合，结构紧凑；从内容

上看，要求前后贯通，一气呵成，丝丝入扣，层层深入。顶真的结构式是：甲 + 乙→乙 + 丙⋯⋯

根据顶真的材料，可以分为两类：

1. 词语顶真。以词语为单位构成的顶真。例如：

（1）中国南方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杭州，杭州城里有个秀美的西湖，西湖———那是一个留

下了多少美好传说的地方。

（2）创作离不开灵感，灵感来自于生活的积累，生活的积累又决定于对创作的态度。

例（1）仿佛采用了移步换景的方法，一步一步把美丽的杭州西湖展推到了我们的眼前，环环相扣，井然有序。

例（2）则形象地揭示了“灵感”、“生活的积累”跟“对创作的态度”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

2. 句子顶真。以句子为单位构成的顶真。例如：

（3）山岗伏下身躯，村庄已经沉睡。战士站在山头，雨点 滴 着 钢 盔。雨 点 滴 着 钢 盔，仿 佛 把 心 儿 敲 扣。

眼光穿过云雾，望见熟悉的窗口。望见熟悉的窗口，闪着灯火的光 辉。爱 人 正 凝 眸 沉 思，数 着 檐 头 的 滴 水。

数着檐头的滴水，想着闪亮的钢盔。在这风雨的深夜，战士在边疆守卫。

丁芒的这首爱情诗《边疆夜雨》通过句子顶真的方法连接了四个段落，巧妙地将景致的切换与思绪的变动有

机地串联起来，使结构紧密、音律铿锵、语势流畅，形式也精巧别致。

（四）回环

将前一个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的组成成分次序颠倒，形成第二个句子，使前后两个句子结构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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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现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辞格叫回环。

从形式上看，回环一般由两个单位构成，这两个单位之间在构成成分上相同或基本相同，只是语序完全

相反，形成循环往复式结构；从内容上看，构成回环的两个部分具有相互依赖或对等的难以割裂的关系。回

环的结构式是：甲 + 乙→乙 + 甲。

根据回环构成形式的特征，可以分为两类：

1. 严式。指语序颠倒、构成成分基本不变的回环。例如：

（1）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艺术的生命之源，正是在人民中间。

（2）窗外的明月缺了又圆，圆了又缺。她的枕巾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女儿默默地在心中呼喊着，呼喊

着爸爸的早日归来。

例（1）用回环的形式揭 示 出“艺 术”与“人 民”之 间 的 辩 证 关 系，例（2）则 用 这 一 方 式 描 写 出 岁 月 的 流 逝 和

“她”持续的悲痛。

2. 宽式。指语序颠倒、构成回环的主要成分不完全相同或中间穿插其他成分的回环。例如：

（3）往日不见，一日就好像三年；今日不见，三年却如同一日。

（4）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例（3）虽然中间插有“今日不见”，且“好像”与“如同”有别，但句子的主干和句意的回环特点很明显；例（4）

从形式上看更为复杂，但同前一句一样，诗句主干即“街灯———好像是———明星，明星———好像是———街灯”

仍然运用了回环辞格。

（五）反复

故意使用同一个词语或句子等语言单位两次以上，以强调、突出相关内容，加强语气，增加表达感染力，

这种辞格叫反复。

从形式上看，反复是故意违反简洁性原则，对同一个语言单位的重复使用，被重复的单位常见的是词、句

子，也有段落；从内容上看，是对同一语义的强化表达，以宣泄特定的感情、思想。

根据反复构成特点，可以分为两类：

1. 连续反复。对同一个单位进行不间断地反复使用。例如：

（1）滚、滚、滚！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兄弟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例（1）对词语“滚”的连续反复，表达出对“你”的厌恶，也再现了表达者的愤怒情态；例（2）则通过句子的反

复，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意志与激情，极具号召力。

2. 间隔反复。让某些词或句子有间隔地反复使用。例如：

（3）你们想找出路吗？对，大家都在找出路。那么，出路在哪儿？我想出路就在反抗，出路就在斗争，出

路就在把咱们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4）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

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

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例（3）的“出路”间隔性地出现在整个句中，例（4）则是小句“他们不惊诧”间隔性地贯穿于整个段落。

三、辞格的综合运用

在实际语言表达中，辞格可以单独运用，而更为常见的是综合使用。辞格的综合运用，一般说来，可以有

连用、兼用和套用三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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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辞格的连用

在一句话内，一个 或 几 个 辞 格 并 列 连 续 性 地 出 现，这 种 综 合 运 用 的 情 形 叫 辞 格 的 连 用。 它 可 以 分 为

两类：

1. 同格连用。同一个辞格接连地出现，共同描述一个对象。例如：

（1）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诗人一般。那声音仿佛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那样温柔；又像是情人的

蜜语那样芳醇；低低的，轻轻的，像微风拂过琴弦；像花飘零在水面上。

（2）此外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后土祠琼花万朵，玉钩斜青冢双行，计算起来，扬州的古迹，名区，以及

山水佳丽的地方，总要有三年零六个月才逛得遍。

例（1）接连用了四个比喻来描画海水沉吟的声音，将这种似有似无、迷离恍惚而又真切可感的韵致和轻灵的

气息勾勒于纸上。出自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一文的例（2），则连用两个对偶揭示出扬州城内不胜枚举

的名胜古迹。

2. 异格连用。不同的辞格并列地连续出现，描写一个共同的话题。例如：

（3）父亲变了。几十年的辛苦劳作使他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的纵横沟壑，注满了岁月的艰难；世态的

炎凉又让他本就拘谨的嘴合得更紧了，仿佛已有几个世纪也未曾吐过一个字儿。

（4）蒲公英立在路旁，在春风的抚慰下享受着和煦阳光的温暖，看着整天行色匆匆的过客，不免深沉地

对朋友嘀咕道：名利追逐何时休，光阴空掷哪里求？

例（3）首先将皱纹比作黄土高原的沟壑，形容“父亲”生活的艰辛，接着又用夸张的方法形容“父亲”的寡言少

语，揭示出炎凉的世态给他带来的痛苦。例（4）先是用比拟的方法将蒲公英人格化，然后用对偶的形式表达

出它的疑惑。

（二）辞格的兼用

一句话同时运用了两种 辞 格，这 两 种 辞 格 就 像 一 张 纸 的 两 面 一 样 难 以 分 开，这 种 现 象 叫 辞 格 的 兼 用。

例如：

（1）黄河，你千百年来坚韧地浇灌着华北大地，养育着华夏子孙，就如一位慈祥、坚韧的伟大母亲护养着

她生养的儿女！

（2）此时，积压在心底的仇恨，就像沉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一泻千里，势不可挡。

例（1）同时运用了比拟和比喻辞格，既亲近了对母亲河———黄河的关系，又形象地描写出她给华夏大地带来

的福祉。例（2）则在运用夸张的同时，又将仇恨比作了喷发的火山，使“仇恨”气势汹涌，又形象具体。

（三）辞格的套用

一个较长的句子，在一个辞格中又包孕着一个或多个其他辞格，这种现象叫辞格的套用。例如：

（1）史学家是凸面镜，汇集无数的光线，凝结起来，制造一个实的焦点；史剧家是凹面镜，汇集无数的光

线，扩展出去，制造一个虚的焦点。

（2）激情，你是灵感的火花，你是创作的动力，你又是爱情的试金石！

例（1）用了两种辞格：前后两句构成了对偶，使表达形式整齐匀称，而其中又各为一个比喻，形象地描画出史

学家与史剧家的不同特征。例（2）则运用了排比和比喻，将激情在不同场景中的作用作了描画：总的说是排

比，而构成排比的三个小句又各由一个比喻组成。这样的行文，既将“激情”人格化且揭示出它的作用，同时

又增强了语言表达的气势和力量。

辞格的综合运用实际情形要更为复杂，两种以上的辞格往往是缠粘在一起，难以绝对归类。例如：

（3）人生有限，知识无穷。当你用汗水敬献她的时候，她和你携手前进；当你用懒惰讨好她的时候，她和

你分道扬镳。

（4）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

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拥抱这个春天吧！

例（3）整 句 应 属 对 偶 兼 比 拟 ，中 间 又 含 有 借 代 ———“汗 水”代“劳 动”，可 见 ，这 个 句 子 既 有 辞 格 的 兼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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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辞 格 的 套 用 。 例（4）前 两 句 是 对 偶 ，后 两 句 是 对 偶 兼 比 喻 ，“这 是 ⋯ ⋯”为 反 复 和 排 比 ，最 后 一 句 是

比 拟 。

练习题

一、请指出下列句子使用了那些辞格？各有什么修辞作用？

1. 最后是事实跑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力气多得收成的空

谈主义者。

2. 日本著名画家魁夷先生的一张画⋯⋯题名是“绿色的声音”，它不是瀑布的声音，而是重重叠叠的绿

叶仙姿发出的无声的旋律。

3. 那沉甸甸的稻谷，像一垄金黄的珍珠，炸蕾吐絮的棉田，像一厢厢雪白的珍珠，婆娑起舞的莲蓬，却又

像一盘盘碧绿的珍珠。

4. 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边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

5. 她眼睛并不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像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

6. 刚下岗的日子里，人疏懒得很，腿脚像灌了几千斤重的铅一样，哪里也不想去。

7. 第二年，我在同学们和朋友的“怂恿”下参加了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三。

8. 人们都被秋天唤到大地上去了，剩下的，只有看家人同他的拐杖。

9. 啊，秋天，美丽的秋天，哪一个诗人能为你写下这么瑰丽而动人的诗篇？哪一个画家能为你涂上这么

传神而美妙的色彩？

10. 择偶标准也要注意客观可行，不应把对象“模特”化，除了某些“硬件”外，还要考虑内涵、修养、感情

等“软件”。

11. 他的确“孝”得很，父母两个老人在外乞讨五六年了，他从来不管不问。

12. 听过妻子的一番话，他低头吃着冷饮，虽然是盛夏时节，他仍然觉得从身体到心里，都冷透了。

13. 学校里的教师大都是各学校在历次运动中被视作包袱的；学生也大都是高考政审不合格或其他原因

未能录取的。有的学生自嘲说，这学校是“圣（剩）人教贤（闲）人”。

14. 先兄同竹在中央编译局“加冕”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妻子与他离了婚，他被押赴京山线

上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

15. 欧阳兰白发苍苍，黄盖苍苍白发。他们老了，孩子们大了。

16. 工作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中国需要你们，新的时代需要你们。

17. 王老师家里有张年画，年画上画着一个小牧童，小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子。

18. 历经磨难终无悔，饱尝艰辛更有情，这正是他们夫妇在人生旅程中的真切感受。

19. 醒来吧！醒来吧！沉睡了五千年的雄狮！怒吼吧！怒吼吧！我英雄的人们！

20. 山峦爽朗，湖水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

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

21. 他撰文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科技的关键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教师。

二、有人认为下列文字中画线处使用了借代辞格，有人认为这里使用了借喻辞格，还有人认为使用了借

代式借喻辞格，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正确？为什么？

“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

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夏衍《包身工》）

三、有人认为下列材料中 1、2 两例使用了反语辞格，3、4 两例使用了易色辞格，你认为这种划分有道理

吗？为什么？

1.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得识者一哂之者也”。

2. 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3. 总之，活人代替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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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是一大“新生事物”，十一级干部回家扫地。

四、请指出下列材料中各使用了哪些辞格？它们分别属于辞格综合运用的哪种类型？

1. 人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走着走着，不停地走着，我探索着人生，人生也探索着我。

2. 田野尽头大山脚下是一片不大的山坡，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

3. 美丽的雪山在向世人们诉说着藏胞们美丽的崭新生活，美丽的感人现实，美丽的诱人前景。

4. 家是一种企盼，家是一种怀念，家是蜜蜂酿蜜的蜂房，家是渔船远航归来的港湾。

思考题

一、确立辞格的标准是什么？请谈谈你的看法。

二、辞格在你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吗？结合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三、有人将“移就”中的“移情”归入“比拟”，你认为这样处理合适吗？为什么？

四、比喻和比拟都是通过心理联想实现的，因此，有人将比拟归入比喻，你同意吗？为什么？

五、确定辞格的操作手段有没有规律可循？你能尝试着总结一下吗？

六、你认为辞格研究和教学的意义在哪里？你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吗？

第七节 语 体 分 析

学习要点：了解现代汉 语 的 语 体 系 统，掌 握 口 语 语 体、书 面 语 语 体 以 及 日 常 会 话 语 体、大 众 传 播 语

体、科学技术语体、公文事务语体、文学艺术语体的主要特征。

语言符号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会形成与特定的交际领域相对应的言语表达形式，这种与特定语境和主

题对应的言语表达形式所构成的特征体系就是语体。语体是语境的产物，也是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的变体。

言语行为总是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进行和完成的，特定的交际语境作为语体形成的外部因素，直接影响交际

者言语行为的方式、状态和结果，并形成言语表达特征系统。

语体是言语行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特征相互作用所成。外部因素是指交际语境，具体表现为交际领域、

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以及交际方式；内部因素是指言语行为所运用的各类语言材料和手段所 形 成 的 特 征 系

统。外部因素是条件，内部因素是结果，是最终判断语体的形式和标准。

一、语体特征

（一）语体的属性与分类

语体具有以下三个基本属性：

1. 系统性。从形式上看，语体是由言语行为所运用的各种语言材料和手段，如词语、句子以及修辞手段

等构成的特征系统，在每一个层面上又有一系列子系统，例如书面语体中，公文语体要求在词语层面上明显

地选择带有浓厚书卷色彩的词语，甚至古语词；句子结构完整，关联成分齐备，有固定的语篇格式等等，这些

就构成了公文语体的系统特征。

2. 稳定性。语体是语言符号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征系统，一旦产生，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对该语体的表达形式在各个层面上具有约束效应，人们必须遵守这一约定，充分体现和发挥语体的社会交际

功能，完成交际任务。

3. 开放性。作为语言符号 的 交 际 功 能 变 体，语 体 是 在 运 用 中 形 成 的，同 时，它 也 将 随 着 社 会 生 活 的 变

化、分工的细密而进一步分化。因此，语体系统在保持自身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必然处于不断发展、更新的开

放状态中。

由于交际目的的不同，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用变体，首先，可以依据话语场合、方式和言语

区别特征，将语体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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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头语体的特征

口头语体，也称口语，用于日常交际的口头语言形式。它的产生是交际者在即兴或难以仔细斟酌词句的

情况下产生的言语行为，适用各种社会环境和交际方式。口语并不需要文字作媒介，但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口

头语言形式也称口语。所以，这里的“口语”同后面的“书面语”一样，不是对表达方式的分类，而是根据表达

功能来划分的。口头语体的主要特点是：

1. 辅助言语手段的参与

口语产生于生活中人与人以语音为媒介的交际活动中，体态语可能成为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人

的面部表情以及手势、眼神等体态语都对言语交际行为的进行、完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

（1）歹徒眼露凶光地威胁道：“快说，钱在哪里？”她知道此时正面冲撞于事无补，便假装害怕、可怜的样

子说：“别，别杀我，我真的不知道钱在哪儿，都是我爸爸管的，别杀我，我帮你找找还不行吗？”歹徒看看她的

样子，相信了她。她趁着歹徒不注意，机智地闪进卧室，拨了 110。

例（1）中“眼露凶光”表现出歹徒的狠毒，而“假装害怕、可怜的样子”则使“她”骗过了歹徒，得到求生的机会。

2. 语音手段的充分运用

由于口语是口耳相传的，语音是它的最重要媒介，一些语音形式可以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积极地参与交

际。例如：

（2）“喂，你哪儿？（听不清，大声）我问你哪儿？你要哪儿（暴躁地）你到底要哪儿⋯⋯啊，你骂人⋯⋯

你才是⋯⋯什么？（声渐低）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是⋯⋯是⋯⋯是⋯⋯我就是

五十二号⋯⋯您，我实在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赔着笑）您尽管骂吧！”

例（2）记述的是《日出》中一段电话对话———看不见对方的会话，其间语调高低的快速变化、轻重音的改变以

及停顿的出现等语音手段都极好地描绘出茶房王福升在待人接物上的玲珑百变及其势利人格。

3. 通俗易懂的生活化用词

因为口语多运用于日常生活，是人们在具体生活语境中的即兴交谈，在谈话过程中交际者多选择生活化

的词语，有时还夹带出富有地方特色的俗词、俚语等。例如：

（3）“盖了！化装得真棒，肯定学过！”

“她多大？”

“十九吧。考音乐学院没考上，在家待了半年业，听经理说的⋯⋯”

“嗓子不错，就是长得一般了点儿。”

“得了呗！这嗓子干专业肯定不行，也就是长相还凑合，往那一站像那么回事⋯⋯她眼好，可惜一只

单眼皮，一只双眼皮，不过倒挺有神的⋯⋯”

“你看得还挺细。”

“她挺招人看⋯⋯卖了八箱可乐？这么快！”（刘恒《本命年》）

这段对话中两个女服务员用极富生活化的词语表达了她们对女歌星外表及表演水平的评价，同时也显示出

表达者自身的文化状况。

4. 灵活多变、简短轻便的句子形式

在日常生活语境中，交际活动总是在具体的甚至是随机的时候进行的，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有很强的即兴

特征，加上直接面对和突出信息焦点等原因，口语在句子的组织和形式上经常性地出现省略、倒装等情形，限

定、附加成分较少。很多口语作品记录下来，如果不是有语境，真是让人不知就里。例如：

（4）“星期天你想去哪儿玩啊？”

“随便。”

“你喜欢去公园吧，你说？”

“哪儿都成。您怎么，星期天想动弹动弹了？”

“我是想带你去玩。我答应过带你玩一次，我说到得做到。”

“我无所谓，星期天呆家里也可以，不一定非去，真的。”

“去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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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了，没劲⋯⋯”

从文字看来，似乎有点凌乱无序，但因为是家庭成员之间面对面的谈话，有具体的语境以及眼神、手势等的辅

助，所以句法成分的齐备、上下文严谨的连贯手段等就不再成为最重要的条件。

5. 极富生活化的修辞格式

口语中的辞格运用有自身的特点，即在类型上有选择性，使用较多的是比喻、比拟、借代、双关、反语、夸

张、排比、反 复 等；另 外 一 点 就 是 所 运 用 的 材 料 具 有 鲜 明 的 生 活 气 息，表 现 出 人 们 日 常 交 际 的 鲜 活、灵 动。

例如：

（5）儿子：妈，您往后别再烦我这事儿了，瞧您上次给我找的媳妇，整个一个冬瓜！

妈妈：别瞎编排小胡姑娘，看看你自己，三十好几的人了，像个抽飞了的陀螺，整天乱转！

6. 游离的话题中心、随机不定的话轮转换

跟书面语相比，口语一般来说是交际者现场进行的言语活动，话题中心和主题转换也常常出现较大程度

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即使是事前有准备的交际，例如较为正式的谈判、交流，都难以确保彼此按照同一个

话题展开。这一特点在没有经过预先设计的日常谈话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口语的话语结构在话题中心

上游离涣散，在话题的转化形式上则是随机不定的。例如：

（6）李：老张，这两天怎么没来听戏呀？

张：别提了，来不了哇。

李：哟，出什么事啦？

张：老伴儿前几天在家里摔了一跤，去医院做了手术，这几天都在医院里忙呢。

李：哎哟，那可是大事，手术做得好吗？听说现在都要给医生送红包，送了吧？

张：是啊，我们也听说了。不过，我们这一会可没被宰，医院最近正抓行风建设，态度不错。

李：算你运气。哎，老张，过两天，我们街道要搞桥牌比赛，要不要来看看？

张：那敢情好，得空一定来。哟，不早喽，我得去买早点啦，明天见！

李：走好，明天见。

（三）书面语体的特征

书面语体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受特定交际语境的影响所形成的与文字符号直接相关的

社会功能变体，它是文字产生并经长期使用后形成的。但就现代汉语而言，书面语体的具体形式却并不一定

要通过文字来表达，这是因为，它是作为一种共同语的社会功能变体而存在的，它在词语的选择、句子结构的

安排、话语篇章的衔接上都有自身的区别特征，并据此与口头语体区分开来。书面语体和口头语体的划分不

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某些场合的口头表达也可以是书面语体的，例如电台或电视的新闻播音，学术讨论中的

报告、政治演讲等等。书面语体有下面这样一些特点：

1. 书面语词、术语及文言词的选用

书面语应用于较为严肃、庄重的语境，为突出其应有的表义的严谨、风格上的典雅等特点，在选择和使用

词语上偏重于书面语词、术语甚至文言词语。例如小说《动物凶猛》的开头文字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

（1）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

穷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尽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

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较多地使用了带有书面语色彩的词语，它们使这段文学作品语言具有了浓

厚的严谨、庄重风格色彩，同时也较为符合经过多年风雨曲折的人生并已过上“体面生活”的主人翁的身份，

如将其中的“羡慕”、“遐想”、“原宥”、“慰藉”等换成“眼馋”、“乱想”、“原谅”、“安慰”等，其效果可能会大打

折扣。

2. 句子结构成分完备，较少省略、跳脱，限制修饰语复杂

书面语的表达缺少现场语境的帮助，而要不影响表义的完整清晰，就要求较为严谨地体现复杂的逻辑关

系，通常有关联词语出现，不应有影响理解的省略、跳脱现象；相反，为了使意义精确，常常要增加修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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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会使得书面语的句子显得较长、结构比较复杂。如例（1）只有 1 句竟长达 105 个字。

3. 语序结构总体上相对固定，合乎常规

为了表达的严谨和庄重，书面语在句子结构尤其是主谓结构的安排上，一般采用固定的常规语序，很少

有像口语中为了强调信息焦点而改变语序，产生倒装句。例如：

（2）80 年代以来，语体学研究发展迅速，比起 60 年代，研究队伍有了增多，研究规模逐步扩大，研究方向

更趋多样，研究领域有了开拓，研究深度也有了新的开掘。

当然，书面语体句子结构的语序有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作为修饰语的定语和状语，在文学作品

的书面表达中，为了突出其重要性或补足信息，可以将它们后置。例如：

（3）他此时此刻躺在公园的草坪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生活，一种他期待已久而从未经历过的。

（4）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4. 强调形式上的均衡、对称效果

书面语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用来“看”的作品，因此，在意义充分得以表达的同时，还尽可能甚至刻意

地追求形式上的均衡、对称，给人以美感，在文学等富于情感表达的作品中，这种均衡、对称的结构形式还能

起到加强语气、强 化 感 染 力 的 作 用。 排 比、对 偶、顶 真、回 环 等 辞 格 是 为 实 现 这 一 效 果 提 供 的 有 效 手 段。

例如：

（5）河南农民说：“联产责任制办法灵，能治穷，能治懒，能高产。”“治好了病人，挖出了闲人，卡住了滑

人，管住了特殊人，拴住了外流人。”

这段转述性的语言既分别从不同方面揭示出联产责任制的优越性，内容上全面完整，形式上也均衡、对

称，这一形式的选用无疑增强了内容的表达力，给读者的印象也更深刻一些。

5. 话题中心突出，话题转换服务于话题中心

书面语体的话题中心是突出的。一个语段甚至一个语篇单位内，一般只有一个话题中心，即便一个复杂

语段含有多个分话题，也都是在更大的话题中心内进行的。书面语体的这一特点在学术科技语体、公文事务

语体以及大众传播语体等书面表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6. 丰富多彩、形式齐备的辞格表达

书面语体表达大多不是即兴的言语行为，而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对言语表达手段进行选择锤炼，加上

书面语体的形式化等审美特性及其可视性的特征，允许并要求书面表达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追求生

动活泼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异效果，形式多样、表达效果好的辞格在书面语体中有了更大的使用价值，其中

强调形式均衡、对称的排比、对偶、顶真、回环等辞格使用频率更高。文学艺术 语 体 是 其 中 变 异 表 达 最 集 中

的，各种辞格都可以有其用武之地。在其他书面语体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一特点：大众传播语体中强

调语音上的和谐、结构上的对称；公文事务语体则相对较差，但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异表达。

二、六种主要语体

（一）日常谈话语体

谈话语体是人们在日常的交谈活动中形成的，使用的词语非常丰富。它对语言环境的依赖性极强，经常

使用省略形式，句子一般都比较简短。在语音上，常常会夹杂一些超语言的剩余部分，有时还允许个别音素

的脱落，产生同化或异化等音变现象。

（二）正式演说语体

演说语体有一个中心，对语言环境的依赖性不像谈话语体那么强。它句式简短，表情色彩强烈，而且配

合有手势动作、语调情绪来补充。还普遍使用具有表情色彩和描绘色彩的词句，充分利用词汇和语法体系中

的种种表情成分。

（三）大众传播语体

大众传播语体，是指在公众生活语境中关涉大众性、社会性主题，在长期语言运用过程中形成的表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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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系，从其外部条件来看，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和有准备性，因此它在语体特征上跟 书 面 语 大 体 一 致，如 电

视、广播、报刊的新闻通讯和社论、时评，以及公众性演讲等等。

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新闻通讯，对事实的“再述”也不是对客观状态的简单“照相”，而是有选择的“剪

辑”，并通过这一过程或展现生活中的积极面以赞扬美好，或揭示生活中的消极面以鞭挞丑恶，但无论哪一种内

容，其语言表达上都具有倾向性和感染性。对于社论、时评及演讲来说，这一特点更为明显。例如：

某国国会每到此时总是有一些人到处纠集人马，提出终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这一行径是注定要失

败的。（《人民日报》社论）

其中“纠集”和“行径”等词语就有明显的情感色彩，表达了评论者鲜明的贬斥态度。

（四）公文事务语体

公文事务语体，是指在社会公众语境中，关涉公务或行政管理主题，在长期语言运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言

语表达特征体系，又称公文体，如政府的各类法规、通告，社会管理部门之间的来往信函、文件，企业部门间的

合同、协议等。这类语体只能是书面语体，尽管也可以以口头形式表达，如判决书的公开宣读。因此，书面语

体的一般特征它也都应该具备。但公众事务语体也有其自身特点：

1. 词语选择上书面色彩浓厚。比如政府政令及法律文书中的用词就有很强的专业性，有些还要求经常

性使用文言词语，尤其是政府机关使用的公文、社会合同、协议等常用“兹、此、其、为、欣悉、值此、为荷（盼）”

等词语。

2. 用词力求客观准确、避免歧解模糊。公文事务性文字用于公众性的交际，有契约价值，因此，它要求

词语客观、简洁，不希望有个人风格。

3. 句类上以陈述句和祈使句为主。公文事务性语体从题材上看主要有两类，或对某些现象和行为作出

解释阐述，此类题材需陈述句才能更清楚地直接陈述事务，或对全社会发布法令规范，祈使句更能体现国家

法令的权威性、指导性。

4. 往往有某些固定的行文格式。比如《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包含“总则”、“管辖”、“成立登记”、“变更

登记”、“注销登记”、“监督管理”、“罚则”、“附则”等八个方面。又如：

介 绍 信

兹介绍 等 位同志前往贵单位联系购买 机器，请接洽并

给予协助为荷。

介绍单位盖章

（本介绍信有效期为 天） 年 月 日

（五）科学技术语体

科学技术语体，是指在社会性语境中关涉科学研究、教育等主题，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所形成的言语表达

特征体系。其功能在于准确地记录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各种现象，用一定的语言符号将其过程和结果表

述出来进行交流，这些作品包括科技专著、学术论文、考察或实验报告、技术标准、教材等，科技通俗读物也应

属于这一语体。科学技术语体又可称为科技体、智慧体或知识体。

科技语体总体上具有书面语体的一般特征。与一般严肃性科技作品略有差异，通俗科技读物是将科学

知识、理论简易化，使其抽象深奥的理论理解难度降低，虽然从言语表达上看，仍然是书面化的，但增加了形

象性和情感性等属性。因此，这里的科学技术语体以严肃性的科技作品为主。这类语体，除了书面语体的一

般特征外，还有以下几个区别性特征：

1. 与专业相对应的特殊符号

科技语体在运用共同语作为表述媒介外，还会设计或借用一些专用符号，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

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符号，而且它们本身作为开放系统在不断地增减。例如：

（1）假如两个线圈的回路互相靠近，当第一个线圈中有电流 i1 通过时，它所产生的自感磁通 Φ11 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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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要穿过第二线圈，这 一 部 分 磁 通 叫 互 感 磁 通，用 Φ12 表 示，它 在 第 二 个 线 圈 上 产 生 互 感 磁 链 Ψ12

（Ψ12 = Ν2Φ12）。同样地，当第二个线圈通过电流 i2 时，它所产生的自感磁通 Φ22 也会有一部分要穿过第

一线圈，产生互感磁链 Ψ21（Ψ21 = Ν1Φ21）。

2. 大量的专业名词术语、外来语

每一门较成熟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了自身的理论系统的完整性外，它还有一套自己拥有的词汇系

统，掌握和理解它们是进入相关学科殿堂的钥匙。科技语体基本不使用带有特殊修辞色彩的词语，比如方言

词、俚俗词以及具有描绘性、摹拟性、表情性的词语。例如：

（2）现在我们进一步说说逻辑必然性与逻辑可能性的关系，5. 1 节介绍的逻辑中没有包含这两个概念，

包含这两个概念的逻辑称为模态逻辑（modal logic）。模态逻辑中增加表示必然性的算子 L 和表示可能性的

算子 M 进行命题演算。如果命题 p 必然真，则它不可能假；如果命题 p 可能真，则它非必然假。用逻辑式可

表达如下：

［6］Lp←→ M p

［7］Mp←→ L p

用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可以定义严格蕴涵，即逻辑蕴涵（logical implication）。逻辑蕴涵不同于 5. 1 节

说的⋯⋯实质蕴涵（material implication）。实质蕴涵只要求前件假，或者后件真，蕴涵式即为真⋯⋯

3. 句子结构紧凑，多修饰限制成分，多用逻辑关系严谨的复句

在各类书面语体中，科技语体在这一点上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这与科技 言 语 行 为 的 总 体 特 征 即 准 确

性、严密性等是分不开的。上面两例充分显示出这一特点。

4. 语言风格上平实、朴素，没有语言变异形式，对辞格的使用有严格的选择性

科技语体旨在阐明事实、揭示规律，在语言上不求生动形象，叙述的条理性、表述的逻辑性是基本的也是

最高的要求，有时候为了将意义表达清楚，也不回避晦涩、冗长的形式，因此，在各专业的言语作品中，语言在

各个层面的规则都要得到严格的遵守，不允许有为追求表达的生动或体现个人特色而改变词句的一般特点，

在严谨的科技专业论著中极少使用辞格，在人文学科的论著中可少量使用比喻、排比、反复等辞格。

（六）文学艺术语体

文学艺术语体具有以下特征：

1. 充分利用语音手段，实现和谐的韵律美

文艺语体虽然不像口语那样能借助于体态语和语气来表情达意，但可以利用汉语音节表义的特点，有效

地利用声韵调等因素实现优美的韵律美，如经常出现的双声、叠韵、叠音以及押韵、对仗等形式，无疑使行文

产生了抑扬顿挫、往复回环的音乐美、节奏感，达到了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诗、词、韵文自不必说，散文有时

也借助以上手段构筑整散有致、声韵和谐的韵律美的篇章，如：

（1）洋槐伴我一春一夏的绿色，到秋，艳阳在树顶涂出一抹金黄，不几日，窗前已是装点得金碧辉煌。秋

风乍起，金色的槐树叶如雨纷纷飘落，我的思路便常常被树叶的沙沙声打断。我明白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

它们从不缠缠绵绵凄凄切切，它们只是痛痛快快利利索索地向我挥挥手连头也不回。

2. 词语的选择应用上强调色彩和形象，借以描绘形象、勾勒情节、展示情怀

同科技等语体的力避个人色彩的用语不同，文艺语体追求的正是突出和强化词语的色彩和形象效果，并

以此记录、反映生活，塑造人物性格，从而给读者带来情理上的愉悦、震撼等 审 美 效 果，使 行 文 隽 永、意 味 绵

长，让读者回味无穷。例如下面这段对峡谷、森林描写的文字，我们除了可以看出行文在韵律上的悠扬美妙

和内容的深沉隽永外，也可以读出作者内心的赞赏和对大自然的热情。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个生动、形象的

词语的准确使用而获得的。

（2）山顶的鱼鳞松时时顾盼着它。虽然相对无言，却是心心相通。它敬仰峡谷深沉的品格，钦佩峡谷坚

韧的毅力，它为阳光的偏爱愤懑，为深渊的遭遇不平。秋天，它结下了沉甸甸的种子，便毅然跳进了峡谷的怀

抱，献身于那没有阳光的“地下”。也许为它所感召，纯洁的白桦、挺拔的青杨、秀美的黄菠萝，它们勇敢的种

子，都来了，来了。一粒、几十粒、几百粒。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为了证明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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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子结构形式活泼，不拘一格

这完全取决于作品描写的题材、形象的个性和个人的表达风格。在这个方面，文艺语体可以说是个真正

的大熔炉，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种种表现。上述各类语体的句子结构特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对应体，但综合起来看，又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如在文艺语体中，少有口语的跳脱、省略，没有事务公文语体

的呆板程式，也没有科技语体的严谨但过长的句子等等。

4. 语言规则的变异运用，适应特殊的形象塑造、情感表达

文艺语体与其他语体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无论在词语的表达还是在词语的组织上，都允许和

提倡偏离语言的一般规则，利用变异手段，进行创造性运用，以适应形象塑造、情感表达。小说、散文以及剧

本中，我们可以常常为富有灵性的用词、组句而击掌，如下面的“丈夫”的活用，用改变词语功能的方式幽默地

描绘了“王处长”家庭角色的错位。

（3）王处长虽然级别不低，可在家里却是“二把手”，难得夫人出远门，他终于“丈夫”了三天。

在诗歌类作品中，对语言规则的偏离更是普遍，如闻一多 1925 年带着满腔希冀回到祖国，迎接他的却是

一个军阀混战、列强逞威，正遍体鳞伤的中华，面对贫弱的祖国，他写下了渗着爱与恨、血和泪的诗篇：

（4）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5. 辞格的大量使用

辞格作为偏离语言或语用规则而凝结成的固定的表达格式，无论是侧重于内容的还是侧重于形式的，都

是文学作品中描写细节、塑造形象、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为文艺语体这一强调感情和形象表达的语体提供

丰富的资源。目前所总结出的所有修辞方式都可以在文学创作中找到它适当的用武之地。例如：

（5）天上的云，真是姿态万千，变化万千。它们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有的像鱼鳞，一片片整整

齐齐地排列着；有的像羊群，来来去去；有的像一床的棉被，满满地盖住了天空；还有的像峰峦，像河川，像雄

狮，像奔马⋯⋯它们有时把天空点缀得很美丽，有时又把天空笼罩得很阴森。

6. 话题中心含蓄，话题转换灵活

文艺语体的话题少有明确的界定，一般寓于具体的情节描写、形象塑造之中，作者总是将抽象的哲理或

情感化为生动、形象的生活化的细节叙述中，因此，多数情况下，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篇（部）作品话题的理解会

随着自己生活经历、文化程度、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各异，正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说，文艺语体的话题中心较为含蓄、隐晦。与此相关联，文艺语体的话轮转换也不是以严密的理

性逻辑为基础，看上去是松散的续接，但也并非完全游离无序，只是其“序”是以形象性的文学因素即时间、地

点、情节变化、人物性格塑造、情感的变迁等为线索来安排的，由于文艺作品是通过形象、情感去打动读者、感

染接受者，而不是以理性的逻辑证明去说服人，从而使得话题的转换呈现出较明显的灵活性和隐蔽性。

练习题

一、什么是语体？语体是怎样形成的？

二、简述语体的类别系统，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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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指出下面两段话一般用于何种语体，并简要说明它们的特色。

1. （杨天臣）降世险大，长势也肥，奶粥永远填不住。两岁能端碗，吃稠的嘴响，吃稀的舌头响，不论塞什

么肚子里都有动静，腔膛上似乎吊了总也不足的大胃。话却不多。一声“娘”吓人一跳，一声“爹”又吓人一

跳，声气闷闷的活似十岁的小爷们儿。走路也怪。圈子腿弯弯的裆里能走猫，动起来却脚不虚，稳牢赛过牛

足。三岁跟着娘上野坡剜菜，嫩肘上挎个装花椒用的小荆条篮子。娘的篓里不满，他倒先满了。手里又多着

一把死蚂蚱，问他做啥，竟知道是喂鸡。喜得亲娘下泪。四岁上随爹进山拾柴，小巴掌一合，手脖子粗的枯枝

咔叭就掰断。老林子上下咔叭咔叭响个不住，像踱着一只猛兽。进村时老爹的背上驮着大山似的一架柴，他

的脊梁上坐个小山。甩下老爹不到一丈，屡屡地偏着小脸喝呼。

“爹，你快些！”

“你个小狗日的！”（刘恒《力气》）

2.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保障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

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事业单位依法举办营利性经营组织，必须独立核算，依照国家有关公司、企业等经营组织的法律、法规登

记管理。

第三条 事业单位经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批准成立后，应当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或备案。

事业单位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第四条 事业单位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

四、下面两段文字都写到“云”，请比较它们在语体特征上的区别。

1. 还有一种像棉花团似的白云，叫积云。⋯⋯夏天，雷雨到来之前，在天空先会看到积云。积云如果迅

速地向上突起，形成高大的云山，群峰争奇，耸入天顶，就变成了积雨云。积雨云越长越高，云底慢慢变黑，云

峰渐渐模糊，不一会，整座云山崩塌了，乌云弥漫了天空，顷刻间，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马上就会哗啦哗啦地

下起暴雨，有时竟会带来冰雹或者龙卷风。

2. （云）有的如有首无面的凶神恶煞，有眼无珠的妖魔鬼怪，有 的 如 乌 龙 青 蟒、黑 熊 灰 猩，奔 跑 着、追 逐

着、拥挤着、翻卷着、聚拢着，好像在执行着什么攻城略地的庄严神圣而又刻不容缓的使命，大有非把敌人逐

出国门并踏为齑粉不可之势。“心为物役”，我的思路也禁不住随着乌云狂奔起来。

五、请各寻找一段中外精彩的演说辞，并分析其语体特点。

六、谈话体跟演说体在语言表达上有什么区别？

思考题

一、语体是共同语在长期的运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表达特征系统，它的形成和变化同时代有没有一

定的关系？

二、语体与文章的体裁具有怎样的关系？

三、系统地掌握语体的理论对我们分析言语作品、进行言语表达有哪些作用？

第八节 病 句 修 改

学习要点：了解病句的性质，掌握发现病句以及修改病句的原则和方法，熟悉现代汉语中病句的常

见类型，不但能够改正病句，而且能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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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病句的原则和方法

（一）什么是病句

所谓病句，就是指不合规范的句子。所谓规范，一是要符合语法组合规则，二是要符合语义的搭配要求，

三是要符合语用的表达习惯。寻找产生病句的原因，可能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多个层面。

确定一个句子是不是病句，要注意几点：

第一，语言是复杂的。语言规则是多方面的，千万不要用片面的教条来作为衡量句子是不是合乎规范的

标准。例如当年曾经有人认为“恢复疲劳”、“打扫卫生”、“救火”、“养病”等说法是病句，这就是因为他们认

定动词与宾语的关系只能是动作和受事的关系，而忽视了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语义关系，例如动作与

结果、目的、原因等关系。

第二，语言是发展的。当年认为是不规范的句子，由于群众的广泛使用，这种句子的用法已经逐渐被接

受，因此我们必须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语法修辞讲话》曾经批评过“我军为寻找有

利战机⋯⋯”“释放的释放，劳改的劳改⋯⋯”，其中“战机”、“劳改”是“生造词语”，还批评“转变了过去站在

生产之外，空喊保证生产的作风”中的“转变”是不及物动词，所以 不 能 带 宾 语，而 现 在 我 们 再 也 不 认 为“战

机”“劳改”是生造词语，“转变”不能带宾语了。

第三，语言不等同于逻辑。任何一个合法的句子当然应该符合逻辑，符合常理。但是，语言有其自身表

达的规律。例如“老爷爷生了个孙子”、“他是语音，我是语法”、“他是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之一”，虽然不太符

合逻辑，但却是个好句。至于修辞上故意违背逻辑常理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的做法就更多了，例如“他是块

木头”、“绿色的生命”等。

（二）修改病句的原则

1. 忠于原意的原则

所谓忠于原意，就是修改后的病句应该尽量保持句子原来的意义。例如：

（1）A 法国电影周的上映，加强了中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B 法国电影的上映，加强了中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C 法国电影周的举办，加强了中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例（1）A 是病句，因为只能是“电影”而不能是“电影周”“上映”，但如果改成 B，句子虽然通顺了，但却丧失了

“电影周”这一层意思，所以最好是改换动词，C 句合乎规范又忠于原意。

（2）A 只有弄清 30 年来教育战线的是非得失，认识教育规律，才能改革教育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B 只有弄清 30 年来教育战线的是非得失，认识教育规律，才能使教育改革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C 只有弄清 30 年来教育战线的是非得失，认识教育规律，才能改革教育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例（2）最后一个分句是杂糅，如果改成 B，句子虽然通顺了，但因改为“使”字句而附加上了原句所没有的“使

动义”，与原意不符，所以应该用连词“以”显示其“目的义”。

2. 从简不从繁的原则

所谓从简不从繁，就是指在修改病句时，以改动最少为准则。凡是 只 需 要 调 动 语 序 的 就 不 随 意 加 减 词

语，凡是只需要加减一个词语的，就不加减两个词语。例如：

（1）A 中学时代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知识，为他进一步自学创造了条件。

？B 中学时代学到的坚实的基础知识，为他进一步自学创造了条件。

C 中学时代打下的坚实的知识基础，为他进一步自学创造了条件。

例（1）“打下的”不能跟“基础知识”搭配，如果改为 B，句子虽然改通了，但改动多处，而且与原意不符。实际

上只要将“基础”和“知识”语序对调，改成 C，句子通顺流畅、忠于原意，并且方法最为简单。

（2）A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 12. 5% 。

？B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增长了 12. 5% 。

C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超过去年 1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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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A 是个有歧义的句子，不知道今年的产量到底是去年的 112. 5% 以上，还是只有去年产量的 12. 5% 以

上；B 句虽然改通了，但比较复杂，而且跟原意还是有距离；C 句只将“的”删去，歧义消失，该法也最简便。

3. 尽量维持原句结构的原则

所谓尽量维持原句结构的原则，是指在修改病句中，不调整原句语法结构（特别是一些特定句型、句式或

格式）就可以把句子改通顺时，就不要轻易地变动原句的结构。因为汉语的语法结构是形式和意义的有机结

合，在许多情况下，结构变化，都会引起意义的某种变化。例如：

（1）A 大家先把这个问题考虑，以后再抽时间研究。

？B 大家先考虑这个问题，以后再抽时间研究。

C 大家先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以后再抽时间研究。

例（1）A 句不符合把字句对谓语部分必须是复杂谓语的基本要求；如果改成 B 句，虽然通顺了，但由于改成了

主动句，结构发生了变化，处置义也没有了，正确的改法应该是 C 句。

（2）A 在改善学生生活上，我们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

？B 关于 / 对于改善学生的生活，我们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

C 在改善学生生活的问题上 / 方面，我们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

例（2）A 句的毛病是介词结构中不能出现动词性短语，如果改成 B 句，由于以“关于 / 对于⋯⋯”取代“在⋯⋯

上”的结构，就意味着以“关涉义”或“对象义”取代了“方面义”，即不忠于原意。正确的改法应该是 C 句。

4. 修改跟造成病句的原因保持一致的原则

病句错误的原因，有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例如：

（1）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我们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这些角色不同类型，如果没有善于塑造人物性格的技巧是演不好的。

例（1）的毛病可以说是“主语残缺”，也可以说是“滥用介词结构”。例（2）的毛病可以说是“谓语残缺”，也可

以说是“语序有误”。其实这些解释都是对的。这样，在修改的时候就要尽量“对症下药”，比如上面两个病

句就可以分别有两种修改的办法：

（1）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民对我们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改革开放的形势对我们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这些角色属于不同类型，如果没有善于塑造人物性格的技巧是演不好的。

（4）这些角色类型不同，如果没有善于塑造人物性格的技巧是演不好的。

例（1）是针对“主语残缺”来修改的，例（2）是针对“滥用介词结构”来修改的。例（3）是针对“谓语残缺”来修

改的，例（4）是针对“语序有误”来修改的。

修改病句的四原则，是以“忠于原意”的原则为根本的一个有机整体。在修改病句中，只要违背其中一个

原则，往往也就违背其他三个原则。在修改病句中，应该努力贯彻这四原则，才能把学到的语言知识运用到

具体的语言实践中去。

（三）修改病句的方法

在修改病句时，首先要肯定“语感”的价值，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必须充分利用我们关于汉语的感性

知识。有一些病句凭“语感”就可发现其毛病并予以纠正，但是，如果要分析其错误的原因、说明修改的理由，

就非要运用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不可。例如：

A 我们之间只相处了几天，但他们对我的教育实在太大了。

B 我们只相处了几天，但他们对我的教育实在太大了。

上例 A 句单凭“语感”并不太容易发现其毛病，但运用语言知识予以分析即可发现，第一分句犯了主语残缺

的毛病。因为方位短语虽然可以充当主语，但只能在存现句中，这里的“我们之间”只能充当状语。据此，就

有理由把它判为病句，并改为 B 句。

因此，修改病句应该在充分利用语感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所学的语法知识予以理性的分析，找出其症

结所在并对症下药。具体来说，有两种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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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缩法

紧缩法是先检查句子的“主干”再检查句子“枝叶”的一种方法。其步骤是首先检查主语（中心）、谓语

（中心）、宾语（中心）之间能否搭配、有无残缺或多余等。例如：

（1）A 建桥工人充分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友情。

B 建桥工人充分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风格。

例（1）A 句紧缩为“工人发扬精神和友情”后即可发现，“发扬”与“精神”能够搭配，但与“友情”不能搭配，属

于动宾搭配中顾此失彼的毛病，可改为 B 句。

如果句子的主干没有毛病，则进一步检查定语、状语或补语与其中心语等能否搭配、有无残缺或多余等。

例如：

（2）A 屋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鲁迅生前用过的东西和书籍。

B 屋里陈列着鲁迅生前用过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和书籍。

例（2）A 句紧缩为“屋里陈列着东西和书籍”后，“主干”成分没有问题，但分析“枝叶”成分即可发现，“东西和

书籍”前的两个定语，即表示性状的“各式各样”和表示领属的“鲁迅生前用过”，这两个定语语序倒置了，会

误解为“各式各样的鲁迅”，所以应该调整语序，改为 B 句。

2. 类比法

类比法是造出一些相类似的格式来同原句比较，以判断原句正误的一种方法。例如：

（1）歌声突然变得格外亲切而且动人多了。

该例似是而非，一时难于判定其正误。那么，就可以类比原句格式“格外亲切而且动人多了”来仿造若干个

句子：

A 十分整齐、干净多了。

B 特别香甜可口多了。

C 格外美丽而且雄伟多了。

D 分外明亮，而且清洁多了。

A、B、C 三式都有毛病，因为“十分”、“特别”、“格外”与“多”语义重复；B 式和 C 式还把状心短语和述补短语

套合在一起，犯了结构杂糅的毛病。因此，跟 A 式同构的原句格式也是不能成立的。D 句则是对的，可据此

对例（1）进行修改：

（2）歌声突然变得格外亲切，而且动人多了。

规范句子的格式总是有限的，而错误句子的情况则是千变万化的。以上帮助检查病句的方法只是一种

示范和导向。病句的鉴别以及纠正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我们在充分利用“语感”的基础上，自觉主动地运用所

学到的有关现代汉语的知识、理论及分析方法，予以理性的思考和实践。

二、语法病句类型

（一）词性不对

词性不对是指在某个句法位置上应该出现这类词，却用了另外一类词。例如：

（1）湖面上倒影着点点白帆。

（2）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小张已经非常熟练大客车的驾驶技术。

（3）但是，遗憾得很，我们至今还极其罕见这样的著作问世。

（4）除了银幕上活跃的人物之外，我仿佛还感到了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那就是作者自己。

（5）《丝路花雨》用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历史悬明镜，强盛不闭关”。

例（1）“倒影”是名词，不能带宾语，应该改为“倒映”。例（2）“熟练”是形容词，也不能带宾语，可以改为“熟

悉”，或者改为“熟练地掌握了”。例（3）“罕见”是不及物动词，它不能带宾语，所以要改为“我们至今还很少

见到这样的著作”，或“这样的著作我们至今还极其罕见”。例（4）“感到”是个谓宾动词，带的必须是谓词性

宾语，所以宾语要改成“有一个人物没有出场”。例（5）“阐明”是体宾动词，要求带体词性宾语，因此，宾语要

改为“‘历史悬明镜，强盛不闭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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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词不妥

汉语的虚词极为丰富，不仅用法复杂，而且语义微妙，稍微不注意就会用错。例如：

（1）最近，一百六十多名在职人员通过自修取得了博士和硕士学位。

（2）亚明曾被应邀到荷兰、丹麦、冰岛、挪威等五国访问和讲学。

（3）负责建造大厦的无锡建工二公司施工员杨炳兴介绍说⋯⋯

（4）这座县城对他是陌生的，没别的熟人，没别的可落脚的地方。

例（1）连词“和”表示的是并列关系，这里显然应该用表选择关系的“或”。例（2）既然是“应邀”，已经是被动

的，就不必再用“被”了。例（3）必须在“施工员”之前添加个“的”，否 则 就 好 像 建 造 大 厦 的 不 是“建 工 二 公

司”反而是“施工员”了。例（4）的关键是谁对谁的问题，可以改为“他对这座县城是陌生的”，或者改为“这座

县城对他来讲是陌生的”。

（三）成分残缺

句法成分残缺，是指不符合隐含、省略的条件而缺少应有的句法成分。一般情况下，出现一个成分，与它

匹配的另一个成分就必须出现；否则，就会造成句法结构的不完整，表达的句义不准确。

1. 主语残缺

（1）由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提高，为高校文科开展多媒体教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看到老师们忘我工作的情景，使我很受感动。

例（1）因滥用介词而造成主语残缺，只要去掉介词“由于”就可以了。例（2）因多用了“使”字而造成主语残

缺，或者去掉“使”，或者去掉句首的“看到”。

2. 谓语残缺

（1）朱老师在去教学大楼的路上，突然有一位老人面带笑容地迎面走来。

（2）为适应专业改造的要求，我校必须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工作。

例（1）主语“朱老师”后只有状语，没有谓语中心语，以致对“朱老师”的陈述不完整，可改为“朱老师在去教学

大楼的路上，突然发现有一位老人面带笑容地迎面走来”。例（2）“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工作”是同位

短语充当宾语，句中因没有谓语动词充当动语而使宾语无所支配，应改为“为适应专业改造的要求，我校必须

做好建立新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工作”。

3. 宾语残缺

（1）鲁迅乐于为出版青年的作品写序作跋，有时还从版税中拿出钱来资助。

（2）在音乐学院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站着一位身穿绿色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

亭亭玉立的小树。

例（1）“资助”所支配的对象不明，可改为“鲁迅乐于为出版青年的作品写序作跋，有时还从版税中拿出钱来

资助他们”。例（2）述语“站”所涉及的对象既不是“上衣”也不是“西裤”，应该是“人”，可见，在“一位身穿绿

色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这一长定语后丢失了宾语中心语，可改为“在音乐学院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

站着一位身穿绿色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的女孩，宛如春天早晨亭亭玉立的小树”。

4. 修饰语残缺

（1）要想取得优异成绩，必须付出劳动。

（2）在本届演讲比赛中，华东师范大学代表队和暨南大学代表队获得冠军和亚军。

例（1）“劳动”缺少定语“艰苦”，否则，会使人误认为只要劳动就能取得优异成绩。例（2）状语不完整，应改为

“在本届演讲比赛中，华东师范大学代表队和暨南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

5. 补语残缺

（1）昨天我找了你。

（2）大家的不同意见，表现在如何计量。

例（1）不能独立成句，是补语残缺，可改为“昨天我找了你三次”，或改为“昨天我找过你”。例（2）补语不完

整。应改为“大家的不同意见，表现在如何计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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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杂糅

所谓的句法结构杂糅，是指把两种不同的说法硬凑在一起，把两种不同的结构套叠在一起，以致造成结

构不合法则，语义混乱费解。

1. 格式套叠

（1）水的化学成分是一个原子的氧和两个原子的氢化合而成。

（2）自修大学是一所培养在岗职工学习专业知识的新型学校。

例（1）述宾短语“是⋯⋯两个原子的氢”和状心短语“（由）⋯⋯两个原子的氢化合而成”套叠，可改为“水的

化学成分是一个原子的氧和两个原子的氢”，或改为“水由一个原子的氧和两个原子的氢化合而成”。例（2）

述宾短语“培养在岗职工”和主谓短语“在岗职工学习专业知识”套叠，可改为“自修大学是一所培养在岗职

工的新型学校”，或改为“自修大学是一所在岗职工学习专业知识的新型学校”。

2. 句式杂糅

（1）今年国庆将放假一周，我们应该把这个好消息让大伙儿知道。

（2）你不认真学习，那怎么会有好的成绩是可想而知的。

例（1）“把”字句与被动句杂糅，可改为“今年国庆将放假一周，我们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或改为

“今年国庆将放假一周，这个好消息应该让大伙儿知道”。例（2）反问句和陈述句杂糅，可改为“你不认真学

习，那怎么会有好的成绩呢？”或改为“你不认真学习，成绩不好是可想而知的”。

三、语义病句类型

（一）搭配不当

语法结构上符合规则的句子并不一定就是好句，我们还要注意语义上的搭配关系。主语与谓语，述语与

宾语，述语和补语，修饰语（定语、状语）与中心语，都是一对对相互搭配的成分。所谓搭配不当，通常情况下，

是这些相互搭配的成分在语义上不能贯通。

1. 主谓搭配不当

（1）风夹着豆大的雨点哗哗地下起来了。

（2）这个核电厂的发电量，除供应本地外，还向香港等地输送。

例（1）主语“风”与充当谓语的“下起来”语义上不能搭配，因为能与“风”搭配的是“刮”、“吹”一类的动词，应

改为“风夹着豆大的雨点呼呼地刮起来了”。例（2）主语中心语“发电量”与谓语中心语“输送”语义上不能贯

通，因为“发电量”只能论大小与多少，“输送”的是“电”，不是“发电量”，应改为“这个核电厂发的电，除供应

本地外，还向香港等地输送”。

2. 述宾搭配不当

（1）采取各种办法培养和提高师资水平，实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2）我抬起头，伸了伸疲倦的肢体，红肿的双眼，陷入了深思。

例（1）可以说“提高师资水平”，但不能说“培养师资水平”，这是述宾组合中的顾此失彼。例（2）第二分句的

述语“伸了伸”无法跟“红肿的双眼”组合，这是偷换述语，应补出述语，改为“我抬起头，伸了伸疲倦的肢体，

揉了揉红肿的双眼，陷入了深思”。

3. 主宾搭配不当

（1）秋天的北京是一年中最长最美的季节。

（2）河南以北的收复，表示安史之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例（1）主语中心语是“北京”，所以不可能是“季节”，可能是受到“秋天”的误导，应改为“北京的秋天是⋯⋯

季节”。例（2）的宾语是个主谓短语，显然不是“安史之乱”取得胜利，而应是“平定安史之乱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

4. 偏正搭配不当

（1）他丰富的发言，吸引着所有的听众。

（2）矿区的师生，都为矿区中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而担心、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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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定语“丰富”与中心语“发言”语义上不照应，应改为“精彩的发言”。例（3）状语 “为⋯⋯的提高”与中

心语“担心、焦急”语义上不相呼应，应改为“为⋯⋯的滑坡而担心、焦急”。

5. 述补搭配不当

（1）对不起，这次我们对你们照顾得太不周全了。

（2）大家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例（1）补语“太不周全”与述语“照顾”在语义上不相呼应，应改为“对不起，这次我们对你们照顾得太不周到

了”。例（2）述语“打扫”的结果可能是“干干净净”，但却不会是“整整齐齐”，这是述语跟补语的顾此失彼，

可补上述语“布置得整整齐齐”。

（二）表述歧义

语义的表达要明确，不能有歧义。产生歧义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不管哪种歧义，在表达上都是要力

求避免的。

（1）姐姐借他十块钱。

（2）同志之间，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有了意见，要开诚布公地摆到桌面上来，否则，这将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工作。

（3）国庆晚会上，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蹈。

（4）南京长江大桥是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铁路桥和公路桥由正桥和引桥组成。

例（1）“借”有借进和借出两个意义，可改为“姐姐借给他十块钱”，或改为“姐姐向他借了十块钱”。例（2）由

于“这”指代不明，或指向“有意见”，或指向“摆到桌面上来”，可能引起歧解，应该删去“这”。例（3）关键是

“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可以有两种切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 / 同学”或“十几个 / 少数民族的同学”，所以

要改为“少数民族的十几个同学”或“分属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同学”。例（4）“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有歧解：

或者是一层铁路，一层公路；或者是两层都有铁路和公路。应该改为“南京长江大桥是一座双层两用桥。下

层铁路桥和上层公路桥都由正桥和引桥组成”。

四、语用病句类型

（一）成分多余

所谓成分多余，是指句子中语义相同的成分重复出现，或者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成分，以致造成语义啰

嗦甚至不合逻辑。

1. 主语多余

（1）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往事的回忆又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映现。

例（1）“我们的革 命 先 辈”跟“他 们”重 复，宜 去 掉“他 们”。例（2）“往 事”跟“回 忆”语 义 累 赘，应 删 去“的

回忆”。

2. 谓语多余

（1）国庆之夜，到处张灯结彩，人来人往也特别多。

（2）清明节，我们全班同学前往烈士陵园进行了献花。

例（1）“也特别多”多余，应删去。例（2）“进行”多余，应改为“清明节，我们全班同学前往烈士陵园献了花”。

3. 宾语多余

（1）气温骤然下降，我们合盖着一条被子还冻得发抖，只好相互用身子暖和着对方。

（2）全国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到来。

例（1）宾语“对方”多余，应删去。例（2）宾语中心语“到来”多余，应删去“的到来”。

4. 修饰语多余

（1）历代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温室里是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的。

（2）同学们都静静地全神贯注地听着王教授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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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主语中的定语“历代”多余，应删去。例（2）状语“静静地”和“全神贯注地”语义重复，应删去一个。

5. 补语多余

（1）从此，这栋楼房就经常发生出使人不安的怪事。

（2）为了精简字数，不得不略加删节一些。

例（1）补语“出”多 余，应 删 去。例（2）既 然 已 经“略 加 删 节”，就 不 必 用“一 些”了，宜 删 去“一 些”，或 删 去

“略加”。

（二）语序有误

所谓的语序有误，是指一些句子成分倒置了应有的语序，以致造成语义模糊或不合逻辑。

1. 定心错位

（1）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2）由于提高了产品质量，近年来我国电视机的出口深受东南亚国家的欢迎。

所谓定心错位，是指定语与中心语的语序错误地颠倒了。例（1）宾语“宁静的夜晚”应改为“夜晚的宁静。”例

（2）主语“电视机的出口”应改为“出口的电视机”。

2. 定状错置

（1）李红等六名毕业生要求去山区当教师的申请公布后，在同学中强烈地引起反响。

（2）这次会议对引进外资问题交流了广泛的经验。

所谓定状错置，是指错将定语置于状语的语序上，或错将状语置于定语的语序上。例（1）状语“强烈”应该是

“反响”的定语，应让它复位。例（2）定语“广泛”应该是“交流”的状语，也应让它复位。

3. 状补错置

（1）几个小孩游玩在月光照耀的街道上。

（2）我们整整齐齐地穿衣服，准备去参加国庆游园活动。

所谓状补错置，是指错将状语置于补语的语序上，或错将补语置于状语的语序上。例（1）“在月光照耀的街

道上”应是“游玩”的状语，应让它复位到状语的位置上。例（2）“整整 齐 齐”是“穿”的 结 果，应 让 它 复 位 作

补语。

4. 状语错位

（1）迎面吹来一股寒风，不禁使我打了个寒噤。

（2）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有人陆续来借书了。

所谓状语错位，是指错将应置于甲语序上的状语置于乙语序上。例（1）的状语“不禁”修饰的应该是“打了个

寒噤”。例（2）状语“陆续”修饰的应该是“有”。

5. 误补为定

（1）几个值日生擦好了透亮的玻璃窗。

（2）这位老教授被剥夺了整整十年教学、科研的机会。

所谓误补为定，是指错将补语置于定语的位置上。例（1）的“洁白通亮”是“擦”的结果，应复位改为“几个值

日生把玻璃窗擦得透亮”。例（2）的“整整十年”是“被剥夺”的时间，应复位改为“这位老教授被剥夺了教学、

科研的机会整整十年”。

6. 多层定语语序混乱

（1）三岁的黑李长子小李已经病了三天了。

（2）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效的改正错误提高思想水平的方法。

例（1）定语“三岁”是限定“长子小李”的，全句应改为“黑李三岁的长子小李已经病了三天了”。例（2）定语

“有效”是修饰“方法”的，全句应改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正错误提高思想水平的有效方法”。

7. 多层状语语序混乱

（1）我把张老先生家里珍藏的古书几次借来看。

（2）妈妈亲切地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学习是长期的，不能搞突击，要妥善安排好时间。”

813 第五章 语 用



例（1）对象状语要求紧挨着谓语中心语，应改为“我几次把张老先生家里珍藏的古书借来看”。例（2）“亲切”

是修饰“说”的，应改为“妈妈走到我跟前，亲切地对我说⋯⋯”。

五、复句常见病句及其修改

复句常见的病句类型跟单句有所不同。主要发生在分句间意义上缺乏联系、分句间次序层次混乱以及

关联词语使用不当这三个方面。

（一）分句间意义缺乏联系

1. 分句间意义缺乏照应

（1）我沿着小路走着，两旁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春风吹来，是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野花。

（2）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决心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例（1）第三分句“春风吹来”与第四分句“是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野花”，缺乏意义联系。可调整为“我迎着春

风，沿着小路走着，路的两旁是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野花和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例（2）第一分句和第二分句

意义上互不相关，应改为“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决心发展同世界各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

2. 分句间意义不合逻辑

（1）乡镇企业办得好坏，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他接过同学们的捐款，连声道谢，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例（1）第一分句具有选择性，第二分句不具选择性，两句逻辑不一致，应改为“办好乡镇企业，对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2）第二分句“连声道谢”即说了很多话，第三分句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显然与逻辑相悖，应改为“他接过同学们的捐款，感动得热泪盈眶，并连声道谢”。

3. 分句陈述对象不一致

（1）半夜里，我被一声巨雷惊醒了，接着，马上是一场暴雨。

（2）林师傅脸上挂满了笑容，身材高大，着实有一座大山的气势，步履比往日更加矫健了。

例（1）第 一 分 句 的 陈 述 对 象“我”在 第 二 分 句 中 被 暗 换 了 ，应 改 为“半 夜 里 ，一 声 巨 雷 把 我 惊 醒 了 ，接 着 ，

是 一 场 暴 雨”。 例（2）第 一 分 句 陈 述 对 象 是“林 师 傅 脸 上”，后 面 几 个 分 句 转 化 为“林 师 傅”，陈 述 范 畴

大 小 不 一 。 可 改 为“林 师 傅 脸 上 挂 满 了 笑 容 。 他 身 材 高 大 ，着 实 有 一 座 大 山 的 气 势 ，步 履 比 往 日 更 加 矫

健 了”。

（二）分句间次序层次混乱

汉语复句分句间的意义关系，在语法上主要是通过汉语的语序和层次来体现的。如果违背了，就会造成

分句间次序和层次的混乱，以致影响句子的合法性。

1. 分句间次序混乱

（1）可怜的民工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满脸伤痕，无力呼救了。

（2）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也不要自满自足，沾沾自喜，否则就会一落千丈，停滞不前。

例（1）第二分句和第一分句次序倒置，可调整为“可怜的民工已经满脸伤痕，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无力呼救

了”。例（2）第四分句和第五分句次序倒置，可调整为“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也不要自满自足，

沾沾自喜，否则就会停滞不前，一落千丈”。

2. 分句间层次不清

（1）在革命的征程中，他，不怕困难，顽强战斗，英姿飒爽，茁壮成长。

（2）我虽然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可成绩老是上不去，老师也经常个别辅导。

例（1）“英姿飒爽”与“不怕困难”等并列，结构不相同，语义不相称，以致层次不清。可调整为“他，英姿飒爽；

在革命的征程中不怕困难，顽强战斗，茁壮成长”。例（2）第一和第三分句显然是先组成一个层次，再跟第二

分句组合，应改为“我虽然下决心要好好学习，老师也经常个别辅导，可成绩老是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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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词语使用不当

1. 关联词语与分句间的逻辑意义相悖

（1）我在班级里参加劳动时拈轻怕重，常落后于别人，任务不能很好完成，况且自己自觉去做就更谈

不上了。

（2）由于作者没有很好地深入调查，凭主观想象加了一些不恰当的情节，反而大 大 减 弱 了 小 说 的 感

染力。

例（1）最后一个分句用了表示追加一层理由的“况且”，但该句无此意思，应改为“我在班级里参加劳动时拈

轻怕重，常落后于别人，任务不能很好完成，至于自己自觉去做就更谈不上了”。例（2）的第一、二分句和第

三分句之间所构成的是因果关系，原句却用了表示递进关系的“反而”，应改为“由于作者没有很好地深入调

查，凭主观想象加了一些不恰当的情节，因而大大减弱了小说的感染力”。

2. 关联词语滥用

（1）因为怕要下雨，所以我还是把伞带走。

（2）我国古代的这类神话反映了人和自然的斗争，但是也反映了古人朴素的自然观。

例（1）为日常用语，因果关系清楚，不用关联词语更显得简洁自然，应改为“怕要下雨，我还是带把伞走”。例

（2）分句间没有转折关系，应去掉转折连词“但是”。

3. 关联词语欠用

（1）冬天毕竟是冬天，晚上我穿着厚厚的衣服到操场上看电影。

（2）她回头看武妹，武妹已不似刚才那样悠闲地点竹篙，紧张地从排尾跑到排的前半部，又从前半部

跑到排尾，不停地用竹篙撑在石头上使木排不与乱石相撞。

例（1）因缺少必要的关联词语，以致分句间的顺承关系不太明显，句子也令人感到有点别扭，应改为“冬天毕

竟是冬天，晚上我还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到操场上看电影”。例（2）第二分句和后面的几个分句语义上正好是

相对的，且第二分句用了“不（似）”，应有“而（是）”与之相配。可改为“她回头看武妹，武妹已不似刚才那样

悠闲地点竹篙，而是⋯⋯”。

4. 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1）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既取决于产量，而且取决于质量。

（2）只有从思想上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例（1）的关联词语“既”跟“而且”不能配搭，可改为“既⋯⋯又”，或改为“不仅⋯⋯而且”。例（2）的关联词语

“只有”不能跟“就”配搭，可改为“只有⋯⋯才”，或改为“只要⋯⋯就”。

5. 关联词语位置有误

（1）我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工业不但不发达，而且农业也很落后。

（2）他是个急性子，不等大家到齐，就他一个人走了。

例（1）后两个分句主语不同，所以“不但”应像第三分句一样，置于主语前，全句改为“我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国家，不但工业不发达，而且农业也很落后”。例（2）最后一个分句的“就”应置于主语“他”后面，全句

改为“他是个急性子，不等大家到齐，他就一个人走了”。

练习题

一、下列句子有无搭配不当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中学生是青年学生学习的重要阶段。

2. 近几年来文坛非常活跃，小说、散文、诗歌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地增加了。

3. 节日的公园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4. 我们不但盖出了 林 立 的 工 厂、学 校、住 宅，而 且 盖 出 了 人 民 大 会 堂 和 历 史 博 物 馆 这 样 宏 伟 浩 大 的

工程。

5. 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他们的思想负担和精神状态往往是沉重的。

6. 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决不做温室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栋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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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一研究成果，曾 前 后 在 去 年 的 上 海 化 学 化 工 年 会 和 全 国 结 构 化 学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过 汇 报，得 到 了

好评。

8. 这一看似可笑的举动，包含着她心中多少痛苦、孤寂和辛酸！

9. 不仅这样，他们还把小岛建得花园一样美丽。

10. 在诗歌朗诵会上，她的感情表现得很丰满。

二、下列句子有无成分残缺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通过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2. 鲁迅先生在斗争中创造了杂文，成了文学艺术中的奇葩。

3. 我们要为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4. 他以最新的科研成果向科学大会的献礼。

5. 叶老师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还是抓紧和同学们谈心。

6. 他说他要写出三部巨著来反映改革开放前后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7. 这是对全国人民进行学习科学、破除迷信的一次展览。

8. 在我穿上军装，我就决心做一名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护航兵。

9. 大家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彻底的改革陈规陋习。

10. 这支古老遗民仍然保留着以钻木取火的方法获取火种照明和取暖。

三、下列句子有无成分多余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我哥哥到深圳打工离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

2. 一立方米的空气中最多可以包含水汽是 17. 30 克。

3. 大家的关心使我感到一点儿也不想家。

4. 母亲雪白的乳汁哺育着婴儿的生机。

5. 我们要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美丽前程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这句话的后面，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无声”的潜台词啊。

7. 鲁迅先生在他自己的整个一生中用毕生的精力一直不停息地战斗着。

8. 翻开科学史的记录可以看到：从天体运动规律的总结中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9. 过去，我曾多次见过总理。总理和我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经常在我眼前浮现。

10. 经过一夜苦战，他已经累得直不起腰的样子。

四、下列句子有无语序不当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这次会议对引进外资问题交流了广泛的经验。

2. 这次运动会共进行了六十九个比赛项目。

3. 故宫博物院最近展出了两千多年前新出土的文物。

4. 这个问题，去年热烈地在这里讨论过。

5.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和平谈判是最好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

6. 驰名中外的我国万里长城不是最近的事。

7. 我第一次平生见到这样的奇观，真使人激动不已。

8. 树上的桃子被人采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颗数得清的小桃。

9. 我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了积肥的紧张劳动。

10. 纪昌就把虱子用牛尾毛挂在窗口上。

五、下列句子有无句式杂糅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今天我们教《词的构成》这篇基础知识短文的主要内容是合成词的结构方式。

2. 这张报纸比任何特效药都好，把夜班后的疲劳、瞌睡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3. 这届学术研讨会是由中文系为主持单位召开的。

4. 在有一次攻击敌人重兵把守的山头时，他只身冲入敌阵，孤军作战，炸毁两个敌堡。

5. 小说《吕梁英雄传》的作者是马烽、西戎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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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 们 就 不 得 不 敬 佩 关 汉 卿 在 七 百 多 年 前 就 在 舞 台 上 为 我 们 创 造 了 这 样 一 个 熠 熠 生 辉 的 女 性

形 象 。

7. 他是我们家中第一个人对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加以严肃而清醒的考虑，而毅然去参军的。

8. 我省是全国主要的侨乡之一，各条战线上的有数以百计的归侨、侨眷应当广泛地动员起来，使他们在

科教兴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9. 我站在马路边，抬头看着建筑工人攀着脚手架，非常敏捷地爬了上去。

10. 我们今天学习这则小故事，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

六、下列句子中有无歧义的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昨天，我们八个科技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了市里组织的竞赛。

2. 出席座谈会的有我校各系教师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

3. 大家不由得热烈鼓掌，望着慰问团微笑着走进会场。

4. 每次她叫他吩咐什么，他总是站在门口，从不进她的屋门。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改革的情况，我在那里调查研究了一个星期之后，又走访了附近的几个村落，在

那里所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同我过去插队落户的大名村相同，变化也很大。

6. 早晨，苍穹湛蓝，和风习 习，到 处 是 盛 装 的 行 人，鲜 艳 的 红 旗 高 竖 在 一 幢 幢 高 大 的 建 筑 物 上，随 风 招

展。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人人都洋溢着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7. 这部散文集是一幅历史长卷，文章写作年代前后历四十五个春秋。

8. 这部由广东电视台新录制的电视剧，将于明晚八点首播，电视剧里将给观众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9. 校长、副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出席了本届迎新大会。

10. 老人说，他的家在加利利地区的阿卡山下，那里有他的橄榄树、苹果树，真是美极了。

七、下列复句有无毛病？如果有，请予以改正并说明理由。

1. 在这次扑灭森林大火的战斗中，武警战士和烈火搏斗了几个昼夜，保住了森林，战胜了烈火。

2. 他不仅迅速端正了学习态度，而且诚恳地接受了老师的批评。

3. 这个工厂，由于生产搞上去了，因此各项政策也落实了。

4. 这种工艺品畅销海内外，所以最近又改进了工艺流程。

5. 如果我们前一时期已经克服了学习上的一些困难，那么今后的困难同样也能克服。

6. 不论我们作了很多的思想工作，他就是想不通。

7. 只要增加投入，才能使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8. 新加坡的竹节虫，不仅体色几乎和竹子一样，体形在安静时完全像一根树枝。

9. 农民一方面向化肥厂提出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另一方面化肥厂积极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保证化肥的

供应。

10. 阿里发音不但准确清晰，而且笔译通顺流畅。

11. 北京举行科学技术展览会，但总有一大部分科技人员想参观而得不到机会。

12. 那 时 她 心 里 只 有 仇 恨 的 烈 火 在 燃 烧 ；可 是 现 在 ，不 但 巨 大 的 痛 苦 在 撕 裂 她 ，而 且 感 到 莫 大 的

伤 心 。

13. 北风在呼啸，大雨在哗哗地下，98 次列车也就在奔驰前进。

14. 如果分析什么文章，只有掌握了这种分析方法，才能迎刃而解。

思考题

一、我们如何凭借“语感”来识别病句？在语文实践中应该怎样识别病句？

二、语言的规范与语言的发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代表语言发展方向而又突破语言现有规范的句子算

不算病句？为什么？

三、语言不规范的病句跟言语不规范所造成的病句如何区别？

四、“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是病句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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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 后 记

一、背景情况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全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主要有两本：一本是胡裕树先生主编的（上海教

育出版社，1962 年 9 月第一版，1995 年 6 月第五版），一本是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7 月增订第二版）。后来，陆续又出版了若干种有关教材，这大

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力图采取新思路的。例如：

《现代汉语》钱乃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4

《现代汉语教程》邢公畹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10

《现代汉语》刘汉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10

《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 1993 /7

《现代汉语教程》应雨田编，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6

《实用现代汉语》张静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1

《现代汉语新编》孙仁生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7

《现代汉语纲要》李忠初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5

《现代汉语引论》骆小所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

二是专门为某方面需要而编写的。例如：

《现代汉语》（师范本）冯志纯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8

《现代汉语》（电大本）张斌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0 /7

《现代汉语》（师专本）徐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0

《现代汉语》（师范本）邢福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5

《现代汉语》（自考本）林祥楣主编，语文出版社 1991 /8

《应用汉语教程》（非中文系本）易洪川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1

《现代汉语》（电台本）邢福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11（修订版）

《现代汉语》（自考本）张斌主编，语文出版社 2000 /3

这些教材，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适用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某些改革。有关现代

汉语的改革，由于史有为先生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讨论，对此，我们也作过一些思考，形成了一些想法。

要编写新教材，首先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而准确的了解，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课程所存在的问

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教材体系本身，框架陈旧、知识老化、信息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尤其是编写的指导思

想存在明显的问题，即过分强调“知识性”，而忽略了“能力性”，偏重于形式、静态、微观的描写，缺乏对意义、

动态和宏观的把握。二是教学方法本身，一直是一种单向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不能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因此必须讲究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并且在教材上面体现出来。

二、总体构想

我们的目标就是编写一部适应 21 世纪需求的采用新思路新框架并且切实好用的全国高校普遍通用的

优秀新教材。

以往对现代汉语，无论是教材还是课程，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为这门课主要是让学生掌握有关现

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因此教师就拼命地把各种各样的概念、术语塞给学生，让学生死命地记、背，学生当然非

常反感。我们的观念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即认识到，现代汉语课程重点要解决中文系学生的两个能力：



理解、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表达、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这门课要使他们踏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得心应手地

解决工作或者教学中有关现代汉语的基本问题。这里特别要防止两个不切合实际的倾向：第一，以为学习

了现代汉语就会大大提高写作水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个人写作水平的提高，涉及许多因素，不能希图现

代汉语一门课程独力承担起来；第二，以为现代汉语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研究能力，这又是一个

误解，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门基础课，对象是刚刚从中学升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不要把选修课的任务提前

让必修课来承担。

“现代汉语”课程是中文系本科最重要的基础课和必修课之一。它既不是一门工具课（非“古代汉语”），

也不是一门实践课（非“写作”），更不是一门理论课（非“语言学概论”），但是，实际上它兼有工具、理论和实

践三方面的性质。它是一门为高校文科（特别是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一方面要讲授大量

有关现代汉语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以分析方法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为目的，使

中文系的学生具有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必要素质。

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第二层面是“思辨能力”和

“分析能力”；第三层面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中第一层面是最基本的，第二层面是提高性的，第三

层面是最高要求。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要求也会有所区别。总之，就是要把学生对现代汉语的“语

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上来。

三、创新思路

要编好一本教材，我们认为，首先处理好以下八大关系：

（1）知识与方法：以知识为前提，以方法为主导。

（2）静态与动态：在静态基础上作适当的动态分析。

（3）继承与创新：三分之一继承，三分之一调整，三分之一创新。

（4）形式与意义：兼顾形式与意义，力求双向验证。

（5）分析与应用：先讲分析，再讲应用。

（6）事实与理论：一切从事实出发，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

（7）描写与解释：描写为主，适当解释。

（8）微观与宏观：微观阐述，宏观说明。

这也就是说，第一，我们决不彻底推翻现行教材的所有设想，而是尽可能地保留其中最精彩的内容，以体

现任何一本优秀教材都应该具有的继承性。第二，充分吸取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比较

成熟的优秀成果，以体现我们教材的前沿性。第三，对一些非常有用但原有教材处理不妥的内容作适当的调

整，或变换角度，或突出重点，以体现提高学生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的编写思想的创新意识。第四，我们决不

着重介绍编者的一家之说，而是以国内主流看法作为基础；我们也决不强调体系对立，不卷入学术争论，不故

意标新立异，一切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以体现我们教材在学术上的主体意识。

具体到各个章节的具体做法是：

1. 语音部分，根据汉语特点，从音节出发，强调现代语言学的元音和辅音分析法和中国传统的声韵调分

析法的有机结合，以前者为本，以后者为体，加强了音位分析和节律分析。

2. 汉字部分，基本上采用全新的框架，即以现代汉字为分析的唯一对象，加强现代汉字的字形、字音、字

义、字序、字量的分析，突出现代汉字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及信息化处理。

3. 词汇，建立词汇内部各分支系统，包括：构词系统、本体系统、来源系统、熟语系统和词义系统，特别是

加强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引进义素分析法以及语素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4. 语法，加强语法分析的宏观意识以及词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虚词的运用，提高短语的地位，强

化层次分析法的运用，建立了句型、句类、句式三大系列，增加了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歧义分析，以及句子

动态变化分析。

5. 语用，主要以言语行为理论作指导，吸收语用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分析话语结构、语用意义的同时，

也保留了我国传统的修辞研究中的精华，例如辞格分析和语体分析，并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讨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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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类型及其修改。

具体写法要求：举例生动、典型、有个性，叙述清晰、简明、有条理，定义准确，层次分明，解释合理，强调

在对比中显示特点，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总的来说，一是新颖，二是好用。

教材内容实行“板块组合”，以一个学期 20 周，两个学期 40 周进行计算，六个板块讲授内容的学时分配

如下：导论 2、语音 6、文字 5、词汇 7、语法 13、语用 7。从学习心理学出发，可以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需要进行

“板块组合”。大体上可以有以下 A（上下学期学时相同）、B（上学期 3 或 4，下学期 2）两种类型的板块组合：

A 上：导论（2）+ 语音（6）+ 文字（5）+ 词汇（7）= 20

A 下：语法（13）+ 语用（7）= 20

B 上：导论（2）+ 语音（6）+ 文字（5）+ 语法（13）= 26

B 下：词汇（7）+ 语用（7）= 14

本教材每一课前面有“学习要点”，以提示学生和教师注意本节最重要的内容；课后附有“练习题”，主要

是帮助巩固课上所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另外还有“思考题”，主要是启发性的、思辨性的，帮助一些比较优秀的

学生开拓思路。每一章最后附录“参考文献”，为优秀学生提供课外阅读资料。

每一节的教学参考、练习题答案以及某些重要的附录，将另外编写一本《现代汉语通论教学指导》。重要

的参考文章将另行编为《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

四、编写过程

主编邵敬敏，特地聘请复旦大学胡裕树先生和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为本书顾问，并且约请十三所高校的

十八位教授和副教授担任编者，具体分工如下（校名均为第 1 版编写时编者所在单位）：

导论：巢宗祺（华东师范大学）

邵敬敏（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章 语音：唐健雄（河北师范大学）

方小燕（华南师范大学）

周 静（河南大学）

第二章 汉字：高家莺（华东师范大学）

范可育（华东师范大学）

第三章 词汇：苏新春（厦门大学）

刘永耕（福建师范大学）

杨锡彭（南京大学）

第四章 语法：邵敬敏（华东师范大学）

杨启光（暨南大学）

李宗江（洛阳军事外语学院）

吴继光（徐州师范大学）

孔令达（安徽师范大学）

蒋同林（安徽师范大学）

第五章 语用：刘大为（华东师范大学）

段业辉（南京师范大学）

池昌海（浙江大学）

我们十几年前就有编写一本现代汉语新教材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 1999 年才得以启动。这

一计划，不仅得到校内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教研室同事的帮助，而且在全国各大学的同行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

同和响应，这一计划还得到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力支持，被列入出版计划并给以必要的资助。

本教材由主编邵敬敏提出总体构想，于 1999 年 11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编写会议，统一思想，落实任务；

在编写者写出草稿以后，于 2000 年 2 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编写会议，讨论编写中发现的问题，分组提出具

体修改意见。4 月底第一稿（初稿）集中到主编那里，然后由主编进行修改、统稿，拿出第二稿（修改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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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全书的质量，避免明显的差错，我们分章请专家审阅：“语音”由毛世桢先生审阅，“汉字”由高家莺先

生审阅，“词汇”由颜逸明先生审阅，“语法”由任芝瑛先生审阅，“语用”由刘大为先生审阅。根据这些先生所

提出的意见，主编又作第二次修改，拿出第三稿。全部改完以后，又从头到尾再修改、调整、润色一遍，最后是

第四稿（定稿）。虽然我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是我们深知，由于教材篇幅比较大，涉及问题也非常复杂，

如何处理往往一时难以确定，再加上编者，特别是受主编水平的局限，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使用这

本教材的老师和同学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我们在再版时得以改正。

我们特别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也感谢所有关心这本教材的朋友们。

邵敬敏

2001 年 1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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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版 后 记

《现代汉语通论》从一开始编写，我们的目标就定位于“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高校文科新教材”，希望在编

写宗旨、理念、思路、方法等方面摸索出一条比较新鲜的路子来。（参见邵敬敏《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实践与

创新意识》，《中国大学教学》2002 年 12 期）本教材于 2001 年 6 月正式出版，并出版配套辅助教材《现代汉语

通论教学指导》（2002 年 7 月）以及《现代汉语通论参考文献精选》（2002 年 8 月）。本教材出版以来获得各

方面的好评。它的使用大体上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作为大学本科教材，除了编者所在的 13 所著名大学

之外，还有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华侨大学、青海民族学院、乐山师院、浙江财经学院等上百所高校；二是用作

考语言学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例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几乎所有有中文学科的高校；三是

用作研究生教学参考书，例如台湾师大、香港浸会大学、四川大学等；四是其他领域，例如浙江省的自考，新疆

电大、河北省的专升本考试等。

编写教材最令人担忧的是无声无息、自生自灭。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本教材的出版，在现代汉语教

学界引起了比较积极的、正面的、令人鼓舞的反响。这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教材一出版，就引起学界的重视，正式评论的论文有五篇：沈阳“继承与创新结合，知识与能力贯通”

（《语言文字应用》2002. 8）、田小琳“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一本好教材”（《语文研究》2003. 1）、张潜“面向 21 世

纪，加强语言素质教育”（《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3. 1）、刘俐李“系统性是现代汉语教材之魂”（《忻州师院

学报》2004. 4）以及吴婕《从〈现代汉语通论〉看现代汉语课程新思路》（《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2）。

总的评价认为该教材“出新、稳妥、好用”，是一部充分吸取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现代汉语研究成果，真正面

向 21 世纪的优秀教材。至于网上（GOOGLE）有关报道，也已达到 5000 篇左右。

二、截至 2006 年 11 月，已经重印 13 次，印数累计达到 8 万多册。绝对数虽说不算太多，但是，现行的现

代汉语教材少说有几十种，能 够 突 破 重 围，脱 颖 而 出，每 年 至 少 重 印 两 次，每 年 至 少 1 万 多 册，应 该 说 还 算

不错。

三、2006 年顺利进入高层次的三大书目：1. 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 国家对外汉办教师资

格证书考试必读参考书目；3. 台湾省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推荐书目。现代汉语教材中，能够全部进入这

三个书目的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本。

在此期间，我们举 办 了 三 次“现 代 汉 语 通 论 教 材 教 法 研 讨 会”，两 次 在 上 海（2001、2002），一 次 在 广 州

（2004），研讨会邀请语言学界知名专家以及编者讲授本教材的构想和现代汉语教学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几年来，使用该教材的广大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因为考研而仔细钻研的学生，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

有的是印刷、校对出现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我们编写者的失误。对此，我们怀有深深的歉意。

为了使我们的教材精益求精，更好地为教学服务，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为此，第一次修订会

于 2005 年 11 月在暨南大学召开，并得到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修订工作由主编邵敬敏继续全面

负责，具体分工为：邵敬敏教授———导论和语法；伍巍教授———语音；费锦昌教授———汉字；郭熙教授———词

汇；方小燕教授———语用。修订执笔者集中在广州，主要是便于检查、交流和统稿。2007 年 1 月召开了第二

次修订会议，就修订中发现的重要及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商讨。最后，由主编进行全面统稿，负责最终取舍和

文字润色。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修订稿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当然主要应该

由主编负责，同时希望使用本教材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继续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再一

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总原则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语言能力为目标，在保持原有的理念、框架、特点的前提

下，进行适当的修正、增删和调整，使之更上一层楼，力争成为全国性的“精品”教材。

我们广泛而虚心地听取各方面意见，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订工作：

（1）有明显错误的坚决改正，特别是定义力求准确无误，强化教材的科学性。比如现代汉语的起始，不

应是 20 世纪初，而应该追溯到清初（17 世纪）。

（2）把有关辨析以及注意事项尽可能地移入“教学指导”，以便给教师讲课留下更大的空间。至于前后

重复、多余的则坚决压缩、删略，例如语体部分章节保留，但字数压缩；音译词前后有重复，进行了调整。总体

来说，教材总字数比第一版略有减少。

（3）内容不准确、不合理、不妥帖的作出调整。例如儿韵 er，原本说成舌尖元音，显然不妥，改为舌面元

音。不典型的实例尽可能更换，宁少勿滥，例如原本同形词举例就有不少问题。“现代汉字”部分更是更新资

料，更新观念，加强中文信息处理的内容，加强对语言文字政策的宣传。

（4）增加新的有前瞻性的内容，比如语法部分增添了“句法语义的认知解释”一节，内容虽然不多，但为

今后的拓展打开了一扇“天窗”。“导论”部分增添了“语言的规范与语言的变化”，引进语言的动态观。

（5）大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观点。例如，提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现代汉语正在向“当代汉语”转

型。语法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认知的解释性”等。

（6）疏通文字，力求前后风格一致。尤其是第一版个别章节的表述比较艰涩，难读难解，这次进行了必

要的梳理，增强了“可读性”。

我们真诚地希望本教材在修订以后更加贴近现实，比较好地反映汉语学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新的

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反映汉语学界的主流观点，使得学生一开始接触语言学就能 够 步 子 正、步 伐 稳、步 速

快，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们做教材，也是在做事业，我们坚信几个原则：

一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欢迎竞争，欢迎比较。

二是酒香还要吆喝，所以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与推广。

三是把任何批评都看做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一部几十万字、有那么多专家参与编写的教材如果没有问

题，那才是咄咄怪事，所以批评就是爱护，就是帮助。

我们真挚地感谢使用本教材的学校、系科、专业的师生们。

我们真诚地感谢那些对本教材提出意见的老师、同学、朋友和专家。

我们非常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尤其是文二编辑室的编辑。

我们特别感谢暨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尤其是中文系的领导和同事的理解和支持。

邵敬敏

2007 年 5 月于暨南大学明湖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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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汉语拼音方案

（1957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60 次会议通过）

（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一、字 母 表

字母

名称

Ａ ɑ
ㄚ

Ｂ ｂ
ㄅㄝ

Ｃ ｃ
ㄘㄝ

Ｄ ｄ
ㄉㄝ

Ｅ ｅ
ㄜ

Ｆ ｆ
ㄝㄈ

Ｇ ｇ
ㄍㄝ

Ｈ ｈ
ㄏㄚ

ｌ ｉ
ㄧ

Ｊ ｊ
ㄐㄧㄝ

Ｋ ｋ
ㄎㄝ

Ｌ ｌ
ㄝㄌ

Ｍｍ
ㄝㄇ

Ｎ ｎ
ㄋㄝ

Ｏ ｏ
ㄛ

Ｐ ｐ
ㄆㄝ

Ｑ ｑ
ㄑㄧㄡ

Ｒ ｒ
ㄚㄦ

Ｔ ｔ
ㄊㄝ

Ｕ ｕ
ㄨ

Ｗｗ
ㄨㄚ

Ｘ ｘ
ㄒㄧ

Ｙ ｙ
ㄧㄚ

Ｚ ｚ
ㄗㄝ

ｖ 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二、声　 母　 表

ｂ
ㄅ玻

ｐ
ㄆ坡

ｍ
ㄇ摸

ｆ
ㄈ佛

ｄ
ㄉ得

ｔ
ㄊ特

ｎ
ㄋ讷

ｌ
ㄌ勒

ｇ
ㄍ哥

ｋ
ㄎ科

ｈ
ㄏ喝

ｊ
ㄐ基

ｑ
ㄑ欺

ｘ
ㄒ希

ｚｈ
ㄓ知

ｃｈ
ㄔ蚩

ｓｈ
ㄕ诗

ｒ
ㄖ日

ｚ
ㄗ资

ｃ
ㄘ雌

ｓ
思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ｚｈ ｃｈ ｓｈ 可以省作    。

三、韵 母 表

ｉ
ㄧ 衣

ｕ
ㄨ 乌

ü
ㄩ 迂

ɑ
ㄚ 啊

ｉɑ
ㄧㄚ 呀

ｕɑ
ㄨㄚ 蛙

ｏ
ㄛ 喔

ｕｏ
ㄨㄛ 窝

ｅ
ㄜ 鹅

ｉｅ
ㄧㄝ 耶

üｅ
ㄩㄝ 约



（续表）

ɑｉ
ㄞ 哀

ｕɑｉ
ㄨㄞ 歪

ｅｉ
ㄟ 欸

ｕｅｉ
ㄨㄟ 威

ɑｏ
ㄠ 熬

ｉɑｏ
ㄧㄠ 腰

ｏｕ
ㄡ 欧

ｉｏｕ
ㄧㄡ 忧

ɑｎ
ㄢ 安

ｉɑｎ
ㄧㄢ 烟

ｕɑｎ
ㄨㄢ 弯

üɑｎ
ㄩㄢ 冤

ｅｎ
ㄣ 恩

ｉｎ
ㄧㄣ 因

ｕｅｎ
ㄨㄣ 温

üｎ
ㄩㄣ 晕

ɑｎｇ
ㄤ 昂

ｉɑｎｇ
ㄧㄤ 央

ｕɑｎｇ
ㄨㄤ 汪

ｅｎｇ
ㄥ 亨的韵母

ｉｎｇ
ㄧㄥ 英

ｕｅｎｇ
ㄨㄥ 翁

ｏｎｇ
（ㄨㄥ） 轰的韵母

ｉｏｎｇ
ㄩㄥ 雍

（1）“知、蚩、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的韵母用 ｉ，即：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拼作 ｚｈｉ，ｃｈｉ，ｓｈｉ，ｒｉ，ｚｉ，ｃｉ ，ｓｉ。
（2）韵母ㄦ写成 ｅｒ，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 ｒ。例如：“儿童”拼作 ｅｒｔｏｎｇ，“花儿”拼作 ｈｕɑｒ。
（3）韵母ㄝ单用的时候写成 ê。

（4） ｉ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ｙｉ（衣），ｙɑ（呀），ｙｅ（耶），ｙɑｏ（腰），ｙｏｕ（忧），ｙɑｎ（烟），ｙｉｎ（因），ｙɑｎｇ（央），

ｙｉｎｇ（英），ｙｏｎｇ（雍）。

ｕ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ｗｕ（乌），ｗɑ（蛙），ｗｏ（窝），ｗɑｉ（歪），ｗｅｉ（威），ｗɑｎ（弯），ｗｅｎ（温），ｗɑｎｇ
（汪），ｗｅｎｇ（翁）。

ü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ｙｕ（迂），ｙｕｅ（约），ｙｕɑｎ（冤），ｙｕｎ（晕）；ü 上两点省略。

ü 行的韵母跟声母 ｊ，ｑ，ｘ 拼的时候，写成 ｊｕ（居），ｑｕ（区），ｘｕ（虚），ü 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 ｎ、ｌ 拼的时候，仍然写

成 ｎü（女），ｌü（吕）。

（5） 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 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 ｉｕ，ｕｉ，ｕｎ。例如 ｎｉｕ（牛），ｇｕｉ（归），ｌｕｎ（论）。

（6）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ｎｇ 可以省作 。

四、声 调 符 号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例如：

妈 ｍā 麻 ｍá 马 ｍǎ 骂 ｍà 吗 ｍɑ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五、隔 音 符 号

ɑ，ｏ，ｅ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

ｐｉ’ɑｏ（皮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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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国际音标简表

辅

音

发 音 部 位

发 音 方 法

双唇（上

唇下唇）

唇齿（上

齿上唇）

舌尖前

（舌尖齿

背）

舌尖中

（舌尖上

齿龈）

舌尖后

（舌面硬

腭前）

舌叶

舌面前

（舌面前

硬腭前）

舌面中

（舌面中

硬腭）

舌面后

（舌根软

腭）

喉

塞 清

清

不送气 ｐ ｔ ｃ ｋ ?

送 气 ｐ‘ ｔ‘ ｃ‘ ｋ‘

浊 ｂ ｄ ɡ

塞擦音

清

不送气 ｐｆ ｔｓ ?  

送 气 ｐｆ‘ ｔｓ‘ ?‘ ‘ ｔ‘

浊 ｄｚ   

鼻 音 浊 ｍ  ｎ ?  

闪 音 浊 ?

边 音 浊 ｌ

擦 音

清  ｆ ｓ     ｘ ｈ

浊 β ｖ ｚ    ｊ  

半元音 浊 ｗ　   ｊ（） ｗ

元

音

舌

位
口

腔

唇
形

舌
位

类 别 舌 尖 元 音 舌 面 元 音

前 后 前 央 后

不圆 圆 不圆 圆 不圆 圆 不圆 自然 圆 不圆 圆

高

最 高 闭

次 高

　 　  　 　 ?
ｉ　 　 ｙ
ｌ

　 　 ｕ
　 　 　 

中

高 中 半 闭

正 中

低 中 半 开


ｅ　 　 
　 　 


（）

　 　 ｏ
　 　 

低

次 低

最 低 开

　 　 　
ａ


Ａ ɑ　 　 ?



附录三

普通话声韵配合总表

声 母

音
节

韵

母

开 口 呼

 ｉ ɑ ｏ ｅ ｅｒ ê ɑｉ ｅｉ ɑｏ ｏｕ ɑｎ ｅｎ ɑｎｇ ｅｎｇ ｏｎｇ

ｂ
ｂɑ
巴

ｂｏ
玻

ｂɑｉ
搿

ｂｅｉ
杯

ｂɑｏ
包

ｂɑｎ
班

ｂｅｎ
锛

ｂɑｎｇ
帮

ｂｅｎｇ
崩

ｐ
ｐɑ
趴

ｐｏ
坡

ｐɑｉ
拍

ｐｅｉ
胚

ｐɑｏ
抛

ｐｏｕ
剖

ｐɑｎ
攀

ｐｅｎ
喷

ｐɑｎｇ
旁

ｐｅｎｇ
烹

ｍ
ｍɑ
妈

ｍｏ
摸

ｍｅ
么

ｍɑｉ
埋

ｍｅｉ
煤

ｍɑｏ
猫

ｍｏｕ
谋

ｍɑｎ
蛮

ｍｅｎ
门

ｍɑｎｇ
忙

ｍｅｎｇ
萌

ｆ
ｆɑ
发

ｆｏ
佛

ｆｅｉ
非

ｆｏｕ
否

ｆɑｎ
翻

ｆｅｎ
分

ｆɑｎｇ
方

ｆｅｎｇ
风

ｄ
ｄɑ
搭

ｄｅ
的

ｄɑｉ
呆

ｄｅｉ
得

ｄɑｏ
刀

ｄｏｕ
兜

ｄɑｎ
单

ｄｅｎ
扽

ｄɑｎｇ
裆

ｄｅｎｇ
登

ｄｏｎｇ
东

ｔ
ｔɑ
他

ｔｅ
特

ｔɑｉ
胎

ｔɑｏ
涛

ｔｏｕ
偷

ｔɑｎ
滩

ｔɑｎｇ
汤

ｔｅｎｇ
疼

ｔｏｎｇ
通

ｎ
ｎɑ
拿

ｎｅ
讷

ｎɑｉ
奶

ｎｅｉ
内

ｎɑｏ
脑

ｎｏｕ
耨

ｎɑｎ
难

ｎｅｎ
嫩

ｎɑｎｇ
囊

ｎｅｎｇ
能

ｎｏｎｇ
农

ｌ
ｌɑ
拉

ｌｅ
勒

ｌɑｉ
来

ｌｅｉ
雷

ｌɑｏ
劳

ｌｏｕ
楼

ｌɑｎ
蓝

ｌɑｎｇ
郎

ｌｅｎｇ
冷

ｌｏｎｇ
龙

ｇ
ｇɑ
嘎

ｇｅ
哥

ｇɑｉ
该

ｇｅｉ
给

ｇɑｏ
高

ｇｏｕ
沟

ｇɑｎ
甘

ｇｅｎ
根

ｇɑｎｇ
刚

ｇｅｎｇ
更

ｇｏｎｇ
工

ｋ
ｋɑ
咖

ｋｅ
科

ｋɑｉ
开

ｋｅｉ
剋

ｋɑｏ
考

ｋｏｕ
抠

ｋɑｎ
刊

ｋｅｎ
肯

ｋɑｎｇ
糠

ｋｅｎｇ
坑

ｋｏｎｇ
空

ｈ
ｈɑ
哈

ｈｅ
喝

ｈɑｉ
孩

ｈｅｉ
黑

ｈɑｏ
毫

ｈｏｕ
侯

ｈɑｎ
寒

ｈｅｎ
痕

ｈɑｎｇ
夯

ｈｅｎｇ
哼

ｈｏｎｇ
红

ｊ

ｑ

ｘ

ｚｈ
ｚｈｉ
知

ｚｈɑ
渣

ｚｈｅ
遮

ｚｈɑｉ
摘

ｚｈｅｉ
这

ｚｈɑｏ
招

ｚｈｏｕ
周

ｚｈɑｎ
沾

ｚｈｅｎ
真

ｚｈɑｎｇ
章

ｚｈｅｎｇ
争

ｚｈｏｎｇ
中

ｃｈ
ｃｈｉ
吃

ｃｈɑ
插

ｃｈｅ
车

ｃｈɑｉ
拆

ｃｈɑｏ
抄

ｃｈｏｕ
抽

ｃｈɑｎ
搀

ｃｈｅｎ
尘

ｃｈɑｎｇ
昌

ｃｈｅｎｇ
成

ｃｈｏｎｇ
充

ｓｈ
ｓｈｉ
师

ｓｈɑ
纱

ｓｈｅ
赊

ｓｈɑｉ
筛

ｓｈｅｉ
谁

ｓｈɑｏ
烧

ｓｈｏｕ
收

ｓｈɑｎ
山

ｓｈｅｎ
深

ｓｈɑｎｇ
伤

ｓｈｅｎｇ
生

ｒ
ｒｉ
日

ｒｅ
热

ｒɑｏ
饶

ｒｏｕ
柔

ｒɑｎ
然

ｒｅｎ
人

ｒɑｎｇ
让

ｒｅｎｇ
扔

ｒｏｎｇ
荣

ｚ
ｚｉ
资

ｚɑ
杂

ｚｅ
责

ｚɑｉ
灾

ｚｅｉ
贼

ｚɑｏ
遭

ｚｏｕ
走

ｚɑｎ
咱

ｚｅｎ
怎

ｚɑｎｇ
脏

ｚｅｎｇ
增

ｚｏｎｇ
宗

ｃ
ｃｉ
雌

ｃɑ
擦

ｃｅ
测

ｃɑｉ
猜

ｃɑｏ
槽

ｃｏｕ
凑

ｃɑｎ
蚕

ｃｅｎ
岑

ｃɑｎｇ
仓

ｃｅｎｇ
层

ｃｏｎｇ
从

ｓ
ｓｉ
私

ｓɑ
撒

ｓｅ
色

ｓɑｉ
腮

ｓɑｏ
嫂

ｓｏｕ
搜

ｓɑｎ
三

ｓｅｎ
森

ｓɑｎｇ
桑

ｓｅｎｇ
僧

ｓｏｎｇ
松

ɑ
啊

ｏ
喔

ｅ
鹅

ｅｒ
儿

ê
欸

ɑｉ
哀

ｅｉ
欸

ɑｏ
熬

ｏｕ
欧

ɑｎ
安

ｅｎ
恩

ɑｎｇ
昂

ｅｎｇ
鞥



（续表）

声 　 母

音
节

韵

母

齐 　 　 齿 　 　 呼 合 　 口 　 呼

ｉ ｉɑ ｉｅ ｉɑｏ ｉｏｕ ｉɑｎ ｉｎ ｉɑｎｇ ｉｎｇ ｉｏｎｇ ｕ ｕɑ ｕｏ

ｂ
ｂｉ
逼

ｂｉｅ
别

ｂｉɑｏ
标

ｂｉɑｎ
边

ｂｉｎ
宾

ｂｉｎｇ
兵

ｂｕ
不

ｐ
ｐｉ
批

ｐｉｅ
瞥

ｐｉɑｏ
飘

ｐｉɑｎ
偏

ｐｉｎ
拼

ｐｉｎｇ
平

ｐｕ
扑

ｍ
ｍｉ
眯

ｍｉｅ
灭

ｍｉɑｏ
妙

ｍｉｕ
谬

ｍｉɑｎ
棉

ｍｉｎ
民

ｍｉｎｇ
名

ｍｕ
木

ｆ
ｆｕ
夫

ｄ
ｄｉ
低

ｄｉｅ
爹

ｄｉɑｏ
叼

ｄｉｕ
丢

ｄｉɑｎ
颠

ｄｉｎｇ
丁

ｄｕ
督

ｄｕｏ
多

ｔ
ｔｉ
踢

ｔｉｅ
贴

ｔｉɑｏ
条

ｔｉɑｎ
天

ｔｉｎｇ
听

ｔｕ
秃

ｔｕｏ
脱

ｎ
ｎｉ
泥

ｎｉｅ
捏

ｎｉɑｏ
鸟

ｎｉｕ
牛

ｎｉɑｎ
年

ｎｉｎ
您

ｎｉɑｎｇ
娘

ｎｉｎｇ
宁

ｎｕ
奴

ｎｕｏ
挪

ｌ
ｌｉ

离

ｌｉɑ
俩

ｌｉｅ
列

ｌｉɑｏ
撩

ｌｉｕ
流

ｌｉɑｎ
连

ｌｉｎ
林

ｌｉɑｎｇ
粮

ｌｉｎｇ
铃

ｌｕ
炉

ｌｕｏ
罗

ｇ
ｇｕ
姑

ｇｕɑ
瓜

ｇｕｏ
锅

ｋ
ｋｕ
哭

ｋｕɑ
夸

ｋｕｏ
阔

ｈ
ｈｕ
呼

ｈｕɑ
花

ｈｕｏ
活

ｊ
ｊｉ

基

ｊｉɑ
家

ｊｉｅ
接

ｊｉɑｏ
交

ｊｉｕ
纠

ｊｉɑｎ
间

ｊｉｎ
今

ｊｉɑｎｇ
江

ｊｉｎｇ
京

ｊｉｏｎｇ
窘

ｑ
ｑｉ
欺

ｑｉɑ
掐

ｑｉｅ
切

ｑｉɑｏ
敲

ｑｉｕ
球

ｑｉɑｎ
牵

ｑｉｎ
亲

ｑｉɑｎｇ
枪

ｑｉｎｇ
轻

ｑｉｏｎｇ
穷

ｘ
ｘｉ
希

ｘｉɑ
虾

ｘｉｅ
些

ｘｉɑｏ
消

ｘｉｕ
休

ｘｉɑｎ
先

ｘｉｎ
新

ｘｉɑｎｇ
香

ｘｉｎｇ
兴

ｘｉｏｎｇ
兄

ｚｈ
ｚｈｕ
珠

ｚｈｕɑ
抓

ｚｈｕｏ
捉

ｃｈ
ｃｈｕ
初

ｃｈｕɑ
欻

ｃｈｕｏ
戳

ｓｈ
ｓｈｕ
书

ｓｈｕɑ
刷

ｓｈｕｏ
说

ｒ
ｒｕ
如

ｒｕｏ
若

ｚ
ｚｕ
租

ｚｕｏ
昨

ｃ
ｃｕ
粗

ｃｕｏ
错

ｓ
ｓｕ
苏

ｓｕｏ
锁

ｙｉ
衣

ｙɑ
压

ｙｅ
耶

ｙɑｏ
腰

ｙｏｕ
优

ｙɑｎ
烟

ｙｉｎ
因

ｙɑｎｇ
央

ｙｉｎｇ
英

ｙｏｎｇ
用

ｗｕ
乌

ｗɑ
蛙

ｗｏ
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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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声 　 母

音
节

韵

母

合 　 　 口 　 　 呼 撮 　 口 　 呼

ｕɑｉ ｕｅｉ ｕɑｎ ｕｅｎ ｕɑｎｇ ｕｅｎｇ ü üｅ üɑｎ üｎ

ｂ

ｐ

ｍ

ｆ

ｄ
ｄｕｉ
堆

ｄｕɑｎ
端

ｄｕｎ
蹲

ｔ
ｔｕｉ
推

ｔｕɑｎ
团

ｔｕｎ
吞

ｎ
ｎｕɑｎ

暖

ｎü
女

ｎüｅ
虐

ｌ
ｌｕɑｎ
峦

ｌｕｎ
轮

ｌǖ
驴

ｌüｅ
略

ｇ
ｇｕɑｉ
乖

ｇｕｉ
归

ｇｕɑｎ
关

ｇｕｎ
滚

ｇｕɑｎｇ
光

ｋ
ｋｕɑｉ
快

ｋｕｉ
亏

ｋｕɑｎ
宽

ｋｕｎ
坤

ｋｕɑｎｇ
筐

ｈ
ｈｕɑｉ
怀

ｈｕｉ
灰

ｈｕɑｎ
欢

ｈｕｎ
昏

ｈｕɑｎｇ
黄

ｊ
ｊｕ
居

ｊｕｅ
决

ｊｕɑｎ
捐

ｊｕｎ
军

ｑ
ｑｕ
区

ｑｕｅ
缺

ｑｕɑｎ
全

ｑｕｎ
群

ｘ
ｘｕ
虚

ｘｕｅ
靴

ｘｕɑｎ
宣

ｘｕｎ
勋

ｚｈ
ｚｈｕɑｉ

拽

ｚｈｕｉ
追

ｚｈｕɑｎ
专

ｚｈｕｎ
准

ｚｈｕɑｎｇ
庄

ｃｈ
ｃｈｕɑｉ

揣

ｃｈｕｉ
吹

ｃｈｕɑｎ
穿

ｃｈｕｎ
春

ｃｈｕɑｎｇ
窗

ｓｈ
ｓｈｕɑｉ

摔

ｓｈｕｉ
水

ｓｈｕɑｎ
栓

ｓｈｕｎ
顺

ｓｈｕɑｎｇ
双

ｒ
ｒｕｉ
瑞

ｒｕɑｎ
软

ｒｕｎ
润

ｚ
ｚｕｉ
最

ｚｕɑｎ
钻

ｚｕｎ
尊

ｃ
ｃｕｉ
催

ｃｕɑｎ
汆

ｃｕｎ
村

ｓ
ｓｕｉ
随

ｓｕɑｎ
酸

ｓｕｎ
孙

ｗɑｉ
歪

ｗｅｉ
威

ｗɑｎ
弯

ｗｅｎ
温

ｗɑｎｇ
汪

ｗｅｎｇ
翁

ｙｕ
迂

ｙｕｅ
约

ｙｕɑｎ
冤

ｙｕｎ
晕

533附 录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