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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语用词缀系统研究：兼与其他语言比较》以汉语方言、古籍及汉藏语系各语族语言为考察
、分析对象，研究了状态词缀的源流、作用及其类型学特征等问题。
认为状态词缀是一种介于构词词缀与构形词缀之间的语用词缀，这类词缀的共同点是具有描写性，也
可称为构用词缀或描写性词缀。
状态词缀可以是前缀、后缀、中缀，也可以是单音节或多音节词缀。
主要特点是：根、缀结构松散，词根可以单独使用而词义基本不变。
词缀位置确定、缺少独立性，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与词根结合不紧密。
词缀无实在意义，只描摹某种状态。
书写形式几乎只是单纯记音、不表示意义，在多音节词中有的词缀被视为音节而不是语素。
状态词缀有独特的读音规律和语用含义。
语音形式变化与词缀化相对应，形成形、音、义对应规律。
词缀构成的词感情色彩强，突出情态，有突出的描写性。
状态词缀在汉藏语中普遍存在。
在汉语普通话及各方言区都有各类状态词缀，尤以华北、东北方言的分布更为广泛。
在其他汉藏语里，这类词缀多见于三个或四个音节的词中。
普通话、北方方言状态词缀带多音节后缀的词占较大比率，是因为这种（多音节词缀）表达更适合描
写状态、更适合口语色彩。
北京方言和哈尔滨方言的ACD式较多，远多于ABB式。
普通话中的ABB式较多，还带有书面语色彩。
各语言的AABB式“构词重叠形式”不多，是因为存在此类“句法重叠形式”。
ABCC式主要是古汉语遗留下来的词语，几乎再没有什么发展。
“A了BB”式有较强的地域口语色彩，普通话没有吸收。
南方方言的状态词缀也不少。
大部分南方方言不但有状态词缀，而且分布也较广，一些状态词缀类型的构词数量甚至超过北方方言
，特别是“ABB”式，有几种南方方言的词数都远多于北方方言。
从发展上看，构词词缀能产，会形成接近构形的格式，进入相同格式就会获得相同的格式意义，有相
同的功能用法。
叠音的状态词缀与上古就存在的重叠形式一脉相承。
上古的叠音词构成短语，由偏正结构到主谓结构到述补结构，由跟名词结合到同动词、形容词结合。
有的逐渐虚化成为词缀，其发展轨迹大体是：重叠→叠音词构成的短语→ABB式、AABB式、ABCC式
词→ACD式、A里AB式词→ABCD式、ADBC式词。
即：修辞造句（所谓“重叠构形”）→类推造词（所谓“词缀化”）→语用词缀（所谓“音缀化”）
。
在汉藏语其他民族语中有20多种状态词缀类型。
分布最广的是ABB式的叠音后缀，15种语言有此形式；其次是AB式单音节后缀和ACD式等双音节后缀
，分别在9种和10种语言中存在。
从其他汉藏语的情况反观汉语的状态词缀，可知这是汉藏语共有的构词形式，除可以描写性状外，还
可以有某些附加意义，表达思想感情。
状态词缀构词有着普遍的语音变化规律，但各个语言又有自己的音变模式。
大部分语言韵声调发生变化。
印欧语系语言等没有状态词缀；因而状态词缀不具有普遍语言共性。
如果说印欧等语言是具有形式化特征的语言，那么可以说汉藏语是具有形象化特征的语言，具有相同
类型的语言可以产生相同的语言变化特征。
汉藏语各语言状态词缀有共性与自己的个性。
状态词缀的产生、发展受到语言内部关系的制约和语言外部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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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的类型特点是具有共同的构词特征、重叠特征、韵律特征、语用特征。
各语言状态词缀与重叠密切相关，伴随有规律的语音变化；结构上可合可离，都不承载主要词汇意义
，而具有附加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
状态词缀产生于有声调的语言。
不靠固定词缀，而靠固定格式突出个性与主观感受。
　　《汉语语用词缀系统研究：兼与其他语言比较》提出状态词缀是汉藏语特有的词缀，与传统研究
的构词、构形词缀不同，可以自成体系。
本书采用统计分析、比较描写等多种方法探讨状态词缀的特点，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语言研究中的一
些问题。
特别关注状态词缀的性质、地位和类型学意义问题。
定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语言事实、用例摆出来，可以反映实际、说明问题。
大家不论主张如何，都可以参考。
其成果为语言使用者、学习者、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真实文本和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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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语语用词缀系统研究：兼与其他语言比较》提出状态词缀是汉藏语特有的词缀，与传统研究的构
词、构形词缀不同，可以自成体系。
书本采用统计分析、比较描写等多种方法探讨状态词缀的特点，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语言研究中的一
些问题。
特别关注状态词缀的性质、地位和类型学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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