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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社科文库：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成词研究》提出了汉语双音词判定的语法意义标准、介词
与动词连词划界的新方法，对确定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范围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并按成词时间和成词方式不同考察了各类双音节介词的成词过程，在目前学界相关理论解释其成因仍
存争议的情况下，提出了汉语双音词成词的意义缺失机制，为“动+介+宾”是动补还是动宾结构等系
列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此外，本研究还以双音节介词为切入点，对整个汉语双音词系统的成词方式和成词机制问题做了初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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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鹏，男，1976年出生，山东临沂人。
2006年获硕士学位，2009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对外汉
语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于2009年和2010年赴缅甸进行华文教学。
主持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在《齐鲁学刊》、《学术探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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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语法标准。
先看第一条：看组合前后的语法性质有没有改变，一般来说，词义的变化和词性的变化是同步的，词
性变了，就应该看作复音词。
如“学问”，《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谓学问也。
”这两例中的“学”指学习，“问”指询问，都是动词，“学问”则指知识，是名词，组合前后的词
性发生了变化，所以上二例中的“学问”为词。
（鲁六：2006）鲁六的意思是：“学”和“问”没有结合之前是两个动词，结合后的“学问”是一个
名词，因为二者的语法意义不同，所以名词“学问”是词。
既然都能确定“学问”是一个名词了，还需要用语法标准来判断吗？
另外，作者认为“学问”指知识，是名词，其实用的还是语汇意义标准。
再看第二条：词的组成部分不能受修饰语修饰。
如上面所举的双音节结构“否则，”前面根本没有修饰语，按照这个标准，“否则，”也成词了。
　　4.语音标准。
就双音节词和双音节短语的划界而言，语音标准是不起作用的，丁喜霞（2004： 70）认为：“语音标
准中音节长度的限制是最直接、明显的，基本上可以直接将四音节及其以上的组合排除在词的范围之
外，单音节和三音节词的认定一般也不会发生太大问题，而双音短语的大量存在使得在认定双音词时
，这一条标准也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所以说，对双音节词和双音节结构的划界而言，语音标准同样不起作用。
　　5.修辞标准。
修辞标准强调要利用“对偶”的特点，但很多双音节短语和双音节结构很少出现在对偶的语言环境里
，如例（3）“天上飞着一群大雁”中的“飞着”就没有与之构成对偶的双音节成分。
　　6.频率标准。
丁喜霞（2004： 87）认为“频率标准决不是划分词和短语的重要条件，不能和前文论及的意义、语法
和语音三大标准相提并论，因为使用频率不是词的本质属性”。
程湘清（ 1991）也认为“见次频率只是参考。
”在几个主要标准都无法区分双音节词和双音节结构的情况下，频率标准的辅助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目前，学术界在涉及双音节词的研究中，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很多文章，在涉及双音词的
判定时，一般是把上面的意义、结构等标准全部或部分罗列，然后来一个总括：就是根据上述标准确
定的。
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前面所罗列的标准根本无法用来判定后面的双音节成分是不是词。
例如例（1）的“生于”很明显不能用频率、修辞、语音等标准，“于”没有语汇意义，按照上面意
义标准，“生于”就是词了，很明显不合适；两者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结构标准也不适合；两者
前面也不能加任何修饰成分，所以语法标准也不适合。
还有一种现象是回避双音词的判定问题，特别是一些古汉语词义考证的文章，考证的结果认为《汉语
大词典》或《汉语大字典》失收该词条，其实他所考证的双音词，在我们看来只是双音节非词成分，
词典不收录是合情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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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简介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
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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