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O7年第 1期 

(总第 201期) 

姓 论 
THE NOR．I1旺 RN FORUM 

No．1．2O07 

Total No．20l 

文言与现代汉语复合词 

卜师霞，张素凤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由于汉语 “言文脱节”的独特发展历程，使文言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一是历时顺序的 

承袭；二是共时层面的横向进入。因此，只有时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文言词汇语义成分进行分析梳理，从 

历史文献中探求语素与词形成发展的脉络，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分析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结构、意义以及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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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王宁先生指 出，词汇在发展的过程 中遵循着 

三条重要 的规律 ：累积率 、区别率和协 同率⋯。 

其中累积率是指词汇的增长不是以新旧交替的形 

式发展的，而是 以新 旧并存 的方式积 累下来 的 ， 

新词 新 义的 产生并 不 意味 着 旧词 旧义的 消亡 。 累 

计 率表 现 了词汇 在发 展过程 中不 同于语 法 、语 音 

的独特性 。如此 ，我 们有 必要 对现代 汉 语复 合词 

中的文言词汇语义成分进行分析梳理 ，从历史文 

献 中探求语素与词形成发展的脉络 ，以便更透彻 

地理解分析复合词的结构 、意义以及理据。 

二、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与文言 

的密切关联 

自文字产生后 ，语言由于载体的不同便有 了 

口语 和书 面语 的分 别 。用有 声语 言表 达 的我们 称 

之 为 口语 ，用 文字 记 录下来 的我 们称 之 为书 面语 

由于语言的发展 ，书面语和口语 已经拥有 了更新 

的内涵 。成 为从语 言特 征 出发划 分 出来 的两 种功 

[收稿日期】2OO6一10—20 

能语体类别 ，即雅俗之分。前者重典雅规范 ，后 

者重 通 俗生动 。 

在书面语和 口语划分的基础上 ，我们才可以 

更清晰的体会 文言与白话 的内涵。从载体上来说 

两者都属于古代书面语 ，因为它们均是以文献的 

方式保 留下来的。从语体上说，文言是在先秦 口 

语基础上形成的 ，并为历代文人所模仿的一种特 

殊 汉语 书 面语 系统 ；白话 则 是唐 宋 以后产 生 的和 

当时 的 口语 较 为接 近 的书面 语 。差 别在 于它 们并 

存时和当时 口语的远近程度 。因此 ，文言属于书 

面语体 ，白话则近于 口语语体。 

应该 说在 汉 字产生 后 的较 长一 段 时期 内 ， 口 

语 和书 面语 的差 异并不 明显 ，直 到东汉 以后 ，才 

逐渐拉开了距离 。一方面 ，口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 ；另一方面 ，仿古 的书面语仍旧沿袭 

着 先秦 两汉 的语 言 而持久 不 变 。这种 现象 的产生 

和中国社会 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首先，儒家经典 

传播的权威性使 中国学术重师承，圣贤之书不可 

动一 字 ，故 后来 者力求 维 护师说 ；其次 ，中国 的 

科举 制 度 也 决 定 了 书 面 语 的 不 变 性 ]。 胡 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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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 中说 ：“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 ，定 

一 种科 举 的标 准 ，四方 的人 自然 会开学 堂 ， 自然 

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 ，做科举的文章。”_3 J( )‘‘汉 

武帝到现在 ，足足的两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 

保存 了足足 的二千年”_3 J( 。而这种历久不变 的 

书面语即我们后来所谓 的文言。正 因为这样的社 

会原 因，才使文言能够 “高踞其位 ，堂上一呼 ， 

堂下百 诺 ，就形 成相 当协 调 的一统 ”_3 J( ”。 

文 言稳 固和持 久的地 位使 得汉 语 口语在 历 时 

的发展 中，始终伴随着一条与 自己平行而又极为 

不 同书 面语 的纵线 。这 必然 使两 者相 互影 响 。从 

文言发展的实际面貌来看 ，清代的文言作品和先 

秦 的文 献语 言相 比 ，差 别并 不 明显 ，可 见文 言受 

白话 的影响之小。相反 ，文言在影响白话上却存 

在着几个优势。首先 ，文言既是读书人阅读经典 

的工具 ，也是读 书人 作文 科 考 的工具 ，在上 层统 

治 阶级 和 文人 的文 化生 活 中 占重要 的位 置 。作 为 

耳濡 目染的书面语 ，文言词汇一定会影响到这部 

分人的 口语。而且这些人 的政治地位也使他们的 

文化成为一种 强势的文化 渗透到社会 的其 他角 

落。“无数官吏与文人 已经产生了巩 固的文言语 

感。随着语感 ，他们把文言词汇 自觉与不 自觉地 

带进了历代 口语 ，当然也带进 了唐代就 已经 比较 

成熟 的白话书面语”_4J。其次，文言作为文献语 

言，已经成 了文化的载体 ，这使它在流传上，具 

有着某种超方言性。这些影响 ，造成了在现代汉 

语 书面语 中依 旧保 留着大量的文言成分。可以说 

文 言成分 是从 两个 途径 进入 现代 汉语 的 ：一 是按 

历时的顺序承袭 ；一是由于历代宫廷与文人的书 

面语模仿文言 ，他们 自身较强的文言语感将文言 

成 分带 入 了历代 的 白话作 品和 口语 之 中 ，从 而保 

留在现代汉语之 中。后一种是横向直接进入 ，不 

会 产 生更 多的 变异 ，因而 影 响更 为强烈 。 

文言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词汇 

系统 以复合词为主。两种词汇体系的差异使文言 

词在 进入 现 代 汉 语 中时 常 常 不 是 以词 的 身 份 进 

入 ，而是以语素的身份进入现代汉语复合词系统 

中。因此 ，可以说文言与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联系 

更 为密 切 。 

三、现代汉语双音复合词中大量文言成分存 

在的语言事实 

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大量语言事实也能够证 

实文言和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密切关系。 

首先 ，由文言进入现代汉语 的词和由白话进 

入 的词在 使用 功能 上 常常形 成互 补 分布 。后 者一 

般能够单用 ，活动较为灵活 ，但构词能力较低 ； 

前者 独 立 能 力 较 差 ，但 构 词 能 力 相 对 较 强 。例 

如 ： “视 ”和 “看 ”。前 者 属 于 由文 言 进 入 的语 

素 ，后者 是 由白话进 入 的语 素 。“视 ”不能 单用 ， 

“看 ”单用 ；“视 ”构词 量高 ，在 现代 汉语 中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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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50个复合词 ，如 “凝视”“远视”等 ，“看” 

构成的复合词为 35例 ，如 “看好⋯ ‘看破”等。 

而且由于两者形成的历史时代不同，在构词方式 

上也存在差异。 “看”可以构成 动补式结构 “看 

穿 、看破”等 ，而以 “视”构成的复合词中则没 

有构成动补式的复合词。这应该是和 “看”产生 

的时代 相 关 ，“‘看 ’从 《韩 非子 》始 见到 六朝 发 

育成熟⋯⋯在这段时间里 ， ‘看 ’一定活在 口语 

中的 ，到 了 魏 晋 之 后 ，它 又 得 到 了 迅 速 的 发 

展。”_5 J( 而蒋绍愚先生认 为：“总的来说 ，动结 

式是在南北朝时产生的。”L6】《 就是说 ，“看”迅 

速发展 的时代正是动补 式产生 的时代 ，这也是 

“视”与 “看”在动补式构词方 式上存在差异 的 

主要原因。另外 ，“看”与 “视”在语体色彩上 

也存在差异。前者常用于 口语并且单独使用 ，后 

者常和其他语 素结合成词 后使 用 ，书面 色彩较 

浓 。 

其次，现代汉语 中有一部分复合词在文言中 

就 已经凝 固成词 ，或者在文言 中常常作为词组连 

用 ，而在后代凝结成复合词。这些直接来源于文 

言 的复合词 ，已完全被现代汉语吸收。但是 ，如 

探讨这一部分词合 成的理据和 词汇化 的语义机 

制 ，分析其词 义引 申的轨迹 以及感情 色彩 的形 

成 ，则必须利用训诂材料和上古文献 ，准确地把 

握两个语素的意义特征，才能够找出上述 问题的 

答案 ，对现代汉语的复合词发展的某一侧面做 出 

解 释 。例如 ：“偏 袒 ”原指 解衣 袒露 一臂 。《战 国 

策 ·燕策三》：“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后来 ，由 

于汉时吕后死 ，太尉周勃入北军 ，传令军 中说 ， 

助吕氏的右袒 ，助刘 氏的左袒 ，军中将士都袒露 

左臂 ，于是周率兵尽杀 吕党。后遂以双方相争 、 

袒护 一方 为偏 袒 。 因此 ，偏 袒 的词 义发展 是 和历 

史文化相关的。而且在现代汉语 中，“袒”还可 

以构成 “袒护”一词。这说明 “袒”作为构词语 

素 ，已经具 有 了 “偏 向一 方 ”的 意义 。这正 是 由 

于词的意义影响到语素意义的例证 。而 同时，新 

的语素意义产生又会使词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和 

重新 分析 。 因为既然 “袒 ” 已经 产生 了 “偏 向一 

方”的意义 ，那么在现代汉语 的共时层面中 “偏 

袒”的内部结构就应该为并列式 。 

另外 ，现代汉语复合词中两个语素义之间的 

相互选择的原因，即合成理据的分析常常和构词 

语素的古义特征密切相关。例如 ，“权衡”作为 

复合词 ，是一个并列结构 ，是从衡量工具引申为 

表示 “衡 量 ” 的 含 义。但 是， 由 于 “权 ” 和 

“衡 ” 各 自的语 义 特点 不 同 ，使 它 们 所 构 成 的复 

合词存 在 着 明显 的不 同。在表 示称 量 工具 时 ， 

“权 ”和 “衡 ”浑 言 可 泛 指 “秤 ”，析 言则 “权 ” 

指 “称锤”，类似于我们今天 的 “秤砣”或 “砝 

码”。如 《礼记·大传》：“立权度量。”孔颖达疏 ： 

“权 ，谓 称锤 。” 《论 语 ·尧 日》： “谨 权 量 。”朱 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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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 ： “权 ，称 锤也 。” “衡 ”指作 为 ：V-衡作 用 的 

“秤杆”。《庄子 ·肤箧》：“为之权衡 以称之。”成 

玄英疏 ：“衡 ，称梁也 。所 以：V-物轻重也 。”《书 · 

舜典》： “同律度量 衡”。孔颖达疏 ： “权 、衡一 

物 。衡 ，平 也 ；权 ，重 也 。称 上谓 之衡 ；称 缒谓 

之权。”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它们在词义 的发展 中 

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由于 “称锤”在衡量物体时 

是轻重的标志 ，因此 “权”的词义引 申后可组成 

“权势”、“权力”、“权柄”等复合词 ；而且 由于 

“称锤”是随着物体 的轻重而变化的，因此 “权” 

又有 了 “权变 ”、“权诈 ” 之义 。而 “衡 ”主要 是 

起平 衡作 用 了 。因此 “衡 ”在这 个 意义上 保 留在 

双音 构 词 中 ，如 “均衡 ”、“平衡 ”、“抗衡 ” 等 。 

此外 ，大量的文言单音词常常作为语素存 留 

在 现代 汉语 双音 词 中 ，并 以此 方式 保 留了其 在文 

言中的词义 。这些可 以分成两部分 ：一类是在现 

代汉语 中已经 失去 了独 立活动 的 能力 ，只作 为构 

词语素而存在 ：另 一类是在现代汉 语 中虽可单 

用。但单用 的义项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有所不 

同。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中往往保留了其上古 

的词义 。例 如 ： “企 ” 在现 代 汉 语 中已经 不 能单 

独使 用 ，但 还 可 以构成 “企 及 、企慕 、企 盼 、企 

求 、企图、企望”等双音词 。在这些双音词 中． 

“企”采用 的意义仍然是先秦时期的意义。 《说 

文》： “企 ，举踵也。”即 “翘起脚后跟”。 “企” 

又作 “跛”。《集韵》：“企 ，⋯⋯或作跛”。《苟子 
·劝学》： “吾尝跛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因此 ， “企”和 “望 ”放在句中，最初 “企”是 

“望”的一种方式 。《后汉书 ·陈蕃传》：“圣人制 

礼 ，贤者俯 就 ，不 肖者企 及 。⋯ ‘企 及”指 “翘着 

脚 才能 够 到”，“企 ”同样 的是 “及 ” 的方式 。 由 

于这种 方 式 表 达 了 “望 ” 的 急 切 和 “及 ” 的方 

式 。因此 “企” 的词 义发 生泛 化 ，它带 有 了某种 

程度性 ，表示 了后边修饰语 的程度之深。因此 ， 

“企及 ”表示 的是 “很 难 到 达 的 ”； “企 望 ”表 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 乍常希望”；“企 盼”表示 “急切 的盼望”；“企 

求”表示 “非常想得到⋯⋯”。 《现代汉语词典》 

中对 “企 ” 的解释 为 “抬起 脚后 跟站 着 ，今用 为 

盼望 的意 思 ”l7I(pll 。应该 说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的解 释不 确 ，错误 的原 因 主要是 没有 从 “企 ” 的 

古义 以及 最初 的用 法 出 发 而造 成 了理 解 的偏 误 ， 

误把偏正结构 中正语素的含 义放在 了偏语素上。 

这种 错误 了理 解 也会导 致 对整个 双音 词 的解 释发 

生偏差 ，如 “企 及 ” 《现 代 汉语 词 典 》： “盼 望达 

到；希望赶上。”但 实际上 “企及”并不包含 盼 

望 义 ，而应 训 为 “很 难 达 到”，因此 “企 及 ” 常 

见 的用 法 “难 以企及 ”、 “无 法 企 及 ”。均 表示 到 

达点难 上加 难 。 

四、余论 

诸如以上所谈到的问题 ，使我们看到文言词 

汇和 现代 汉语 复合词 不 可分 割 的联 系 ，也使 我 们 

感 到在现 代汉语 复合词 的分 析 中 ，古 今沟 通 以及 

利用训诂材料和先秦文献的重要性 。这些都促使 

我们致力于研究文言的词汇语义在现代汉语复合 

词 中的 积淀情 况 ，以及 在现 代汉 语 复合词 系 统 的 

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便准确地把握复合词 

的意义 和文化 内涵 ，解 释 其语 法结 构上 的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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