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3+/+"%"

8"'9!" :"9#

:",9!$!!

&'(!%$)%*"+!,-)./0()%#1!

2

1+*")!$!!)$#)$%1

汉语复合词的范畴特征类型与

次范畴化策略

颜红菊#刘文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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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汉语复合词中存在这样一类!单音节形式和

双音节形式意义是相同的#如%飞禽*走兽*喜鹊*

仙鹤*跳蚤*宝剑*宝塔*咸盐*酸醋&

!

) 这种复合

词诸 多 学 者 都 有 关 注) 瑞 典 学 者 高 本 汉

"HB?@C?A/$将跟单音节同义的双音节形式称为

%解释性复合词&

"

) 郭绍虞认为汉语有大量具有

单*双音节两种长度的%弹性词&

#

) 吕叔湘认为

这些复合词中加上了一个 %不起区别作用的

字&

$

) 赵元任将这种现象称为%小单位和大单位

之间的羡余现象&

%

)

这类词通常被视为语言羡余现象在词汇系统

的表现#相关研究者主要有赵红梅&

#潘先军'

#罗

姝(

#尹若男)

#孙银新*+,等) 一般认为#复合词中

羡余成分的存在不是为了表义#主要是为了韵律

需求#达到双音化目标#如吕叔湘*+-

*秦祖宣和端

木三*+.

)

复合词羡余成分%不起区别作用&#张敏将这

个特点表述为!不具有分类性) 张敏认为不带 &A

的QG构造具有分类性#但是#%蓝天*黑墨*咸盐*

寒冬*红日*大地*大海& 里的 Q很难说有分

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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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认为这类复合词中的限定语素是羡余

语素#双音化固然是复合词构词的韵律动因#但

是#在这些词中#根本的构词动因仍然是语义) 从

范畴化角度来看#单纯词和复合词处于不同的范

畴层级#单纯词表示上位范畴#复合词表示下位范

畴#复合词具有次范畴化功能) 复合词的次范畴

化功能是通过从属语素凸显范畴特征来实现的#

问题就在于#复合词的上位范畴是什么#一定是复

合词核心成分所表示的范畴吗, 比如#%咸盐&的

上位范畴一定是%盐&吗, 认为%咸盐&的从属成

分%咸&是羡余语素#其实是默认复合词只有一种

次范畴化策略#即对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进行次

范畴化#复合词与复合词核心成分是上下位关系)

但是#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并非是单一的#%咸

盐&的从属语素凸显的仍然是范畴特征#同样具

有分类性#只不过它采用了不同的次范畴化策略#

它的上位范畴并非%盐&) 因此#我们应系统审视

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复合词的从属语素是如何凸显范畴特征的#这些

范畴特征又是如何实现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

能的)

一3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

复合词具有次范畴化功能#汉语复合词有自

己的次范畴化策略) 对此#学界有观点一致的讨

论) 戴浩一认为英语和汉语名词不同的构词方式

体现了英语和汉语不同的范畴化策略) 汉语名词

范畴化的策略是!中文的基本层次词汇如%汽车*

畦鱼&#是以高层次词汇"车*鱼$为中心创造出来

的复合词!

) 王寅*李弘指出定中结构是%属加种

差&的义类构词法#不但名词如此#动词也如此#

如%哭&和%笑&) 若要表示不同的哭法或笑法#在

其前只需加上表示区别特征的%种差&即可#如

%微笑*狂笑*冷笑& %大哭*号哭*恸哭&

"

) 张敏

认为QG结构中的Q具有分类性#%表属性的定语

是根据属性为事物分出次类&

#

) 朱德熙则将形

容词分为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两类#前者为性质

形容词#后者为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作定语可

以不带 &A构成 QG结构#定语是限制性的#是给

G进行分类的依据!譬如#在%白纸&里#我们用

%白&这种属性来限制%纸&这个类名/加上限制

后#就出现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

类的根据$

)

复合词对上位范畴的次范畴化是通过%种差

f属&的词汇化模式来实现的#这种词汇化模式如

何实现对上位范畴的次范畴化, 对此#陆丙甫有

过讨论!纯从语义上看#不妨说核心是代表某类事

物的%种概念&#而附加语表示的是%种属之差&#

其作用是%属化&#某种广义的%次范畴化"LE[.B8X

AC'?(<B8('/ $&或者说缩小核心所代表的事物的外

延#%附加语f核心&则表示%属概念&

%

) 动词的

强制性附加语"宾语等论元成分$#通常已经被认

为是动词的次范畴化成分) 将这个观念加以推

广#不妨说所有附加语都有某种类次范畴化功能)

结合陆丙甫的讨论#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复合词通过缩小上位范畴的外延来实现

次范畴化#外延的缩小则是通过附加成分的范畴

特征凸显来实现的#如!

纸---白纸*彩纸

%白&%彩&缩小了%纸&的外延#将上位范畴

%纸&分成了两个次范畴) 那么#从范畴化的角度

来看#定中复合词的结构可以分析为!

范畴特征f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3白3

f

3 纸3

-

3白纸

二是不仅定中结构是一种次范畴化的结构#

有次范畴化的功能#其余结构也是次范畴化结构#

有次范畴化功能!

状中结构&笑---狂笑*微笑*大笑0

动宾结构&打---打枪*打桩*打针0

动补结构&打---打开*打倒*打破0

主谓结构&尖---耳尖*眼尖

我们将陆丙甫的%附加语f核心&复合词结构

表述为%从属成分f核心成分&#它的语义结构是

%种差f属&)

然而#%咸盐&类复合词与%白纸&类存在显著

差异#核心成分%盐&并不是复合词%咸盐&的上位

+!%

!

"

#

$

%

戴浩一!'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当代语言学(!$$!年第 %期)

王寅#李弘!'原型范畴理论与英汉构词对比(#'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年第 *期)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年版#第 !5!页)

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6"#年第 %期)

陆丙甫所说的%种概念&与%属概念&与一般的层级刚好相反#生物学中的分类是%属&为上位范畴#%种&为下位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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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它们是同位的#是同一范畴#这些复合词的

从属成分并不具备针对核心成分的次范畴化功

能#或者#我们应该更谨慎地说#不具备与%白纸&

类相同的次范畴化功能)

我们跳出单纯词与复合词的局部的对比#不

仅仅只看%咸盐&与%盐&*%白纸&与%纸&及%咸

盐&与%白纸&的对比#而是从整个范畴系统的角

度来看#能够获得新的认识!%咸盐&和%白纸&体

现的是复合词不同的次范畴化策略) 我们根据范

畴的概念结构将复合词%种差f属&的语义结构重

新分析为%范畴特征f范畴&) 复合词的从属成分

表示范畴特征#核心成分表示范畴) 复合词的从

属成分都有分类性#其范畴化功能就是实现次范

畴化#只不过次范畴化的策略有所不同#从属成分

凸显了范畴的不同特征#实现的是不同层级的范

畴化) 相应的#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也是不同层

级的范畴#并非都是复合词的上位范畴) 我们根

据从属成分的次范畴化功能#将从属成分凸显的

范畴特征分为三种!对比特征*标记特征*突出

特征)

二3对比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

策略

我们引进物性角色理论分析复合词从属成分

的语义特征) 范畴的物性角色表示的特征并不是

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物性特

征在词汇层实现词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复合词)

对比特征是指对于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来说#从

属成分表示的特征是范畴具有的多种对立的特

征#一般来说#是在相同的物性角色中存在多种不

同的特征差别#如#颜色差别*方位差别*时间差

别*功用差别*处置差别等等)

比如处置器具%刀&的功用角色#就有不同特

征的对立!

处置方式!刺刀*屠刀*砍刀*刻刀*抹刀

处置对象!菜刀*牛刀

动作范畴*性状范畴的从属成分同样也存在

相同的物性角色有不同的特征差别) 动作范畴如

%打&!

客体!打钎*打球*打鼓*打铁*打扇*打表

结果!打败*打破*打倒*打动*打响

施成!打鼾*打拳*打包*打叉*打样

性状范畴如%红&!

主体!眼红*脸红

状态!橙红*肉红*水红*粉红*橘红

程度!深红*浅红*通红

对比特征往往能构成意义对立的反义词#如!

白班-夜班3薄利-暴利3长工-短工3大

号-小号3低潮-高潮3败绩-胜绩3好感-恶

感3前路-后路3内景-外景3上策-下策

因此#所谓反义词其实是在同一范畴内的特

征对立#可以说反义关系本质上是类义关系)

对比特征的存在说明范畴在某一物性角色

上#特征不是唯一的#从属成分表示的对比特征#

将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范围缩小#划分出更小范

围的小类#次范畴由此产生) 由于特征不是唯一

的#次范畴之间具有蕴含关系#某一次范畴的存

在#意味着会有其他次范畴的存在#如%刺刀&#意

味着有别的功用的 %刀&存在! %砍刀*刻刀*抹

刀&) 从语义关系上来说#对比特征构成的复合

词之间构成类义关系#它们有共同的上位范畴#上

位范畴即复合词的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 范畴层

次可如下表示!

我们将对比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

示为!

对比特征f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3刺3

f

3刀3

-

3刺刀

三3标记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

策略

有些范畴在某一种物性角色上#不是只有一

种特征#但是#被凸显的特征只有其中一种#其余

都不被凸显#这种特征我们称为标记特征)

标记特征往往是物性角色中比较特殊的#常

见特征往往是默认的无标记的#没有在词法层面

得到词汇化实现#具体表现是#现实中有客观存在

的事物#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复合词表示#标记特

征复合词是一种不对称的词汇形式) 如!

春雷-

'

夏雷3错字-

'

对字3大刑-

'

小

刑3短板-

'

长板3女工-

'

男工3公筷-

'

私

筷3古书-

'

今书3红柳-

'

绿柳

沈家煊分析了汉语语法中普遍存在的标记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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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指出%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在语言分析

的所有层次上都起作用#这叫做标记现象的普遍

性&

!

) 标记特征复合词从词汇层面证明了标记

现象的普遍性) 更多标记特征复合词如!

白卷3败军3拖箱3扁柏3彩超3长骨

老友3旧情3成衣3强敌3外钞3上装

错版3大敌3短评3恶习3干菜3高干

另一类常见的标记特征复合词是状中复合

词#如!

长谈3常备3沉思3错会3大赦3单传

倒置3冬泳3独占3反证3盲打3密报

公推3共度3后怕3厚植3活埋3急救

其他结构类型的标记特征复合词很难找到#

原因目前还不能解释)

标记特征复合词的范畴层次与对比特征复合

词是一致的#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缺省项$在同一

范畴层级#有共同的上位范畴#上位范畴由核心成

分表示) 如!

我们将标记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

示为!

标记特征 f上位范畴
-

下位范畴

如&3春3

f

3雷3

-

3春雷

四3突出特征及其复合词次范畴化

策略

范畴在某一物性角色上的特征具有唯一性#

没有别的特征与之对立#并且这种唯一的特征是

极易识别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便是突出特征)

!一"突出特征的分类性和对比性

突出特征从范畴化功能上来说#并不能对核

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进行下位分类#因为它是唯一

特征) 如%圆球&#球没有不圆的#所有的球都是

圆的#并不是%圆球&就意味着存在%不圆的球&)

正因为如此#张敏的 QG结构具有分类性的观点

在这里遇到了挑战#他只好解释为这是 QG式短

语和复合词的差别#认为复合词定语不受分类性

的限制#可以不具有分类性"

) 而他将%蓝天*蓝

天空&的差异归结为复合词与短语在分类性上的

差异#又违背了他自己的 %汉语名词复合词假

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便处处掣肘#前后矛

盾) 如!

蓝墨水-

'

蓝天空#

,绿绸子-

'

绿庄稼,冬

天冷-

'

冷冬天,海水咸-

'

咸海水$

每组左侧例子是能说的#右侧例子是不能说

的#因为三音节的 QG是短语#Q具有分类性#左

侧例子有分类性#右侧例子没有分类性#%冬天没

有不冷的#海水没有不咸的&

%

)

但实际语料情况却不是如此#我们从网络*北

京语言大学]NN语料库*北京大学NN_语料库搜

索#发现%蓝天空*绿庄稼*冷冬天*咸海水&并不

是不能说#如!

!%"由于他身着赭黄色的袍子#所

以飞上了半空时#像蓝天空
%%%

里的一只黄

风筝$ !]NN"

!!"霎时我联想到他在河岸上的钓

鱼神态#他面前仍然是高高的蓝天空
%%%

#慢

悠悠地飘动着朵朵白云么1 !]NN"

!*"少儿片+绿苹果*蓝天空
%%%

,讲述

了生活中谦让的道理$ !]NN"

!5"当蓝肚皮遇上蓝天空
%%%

!]NN"

!""有个地方宁静而美好#红土地#

蓝天空
%%%

$ !]NN"

!#"尾巴尖尖像剪刀#身上披着黑

羽毛#白白肚皮吃害虫#天天保护绿庄
%%

稼
%

$ !]NN"

!1"我一做农具#就一眼看着红火

$*%

!

"

#

$

%

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666年版#第 !5页)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年版#第 !+!页)

%蓝天空&的说法是不太常见的#相反%灰蒙蒙的天空&的说法倒是常见#人眼看到的纯净的天空的颜色是蓝色#之所以我们会看到

%灰蒙蒙的天空&#是由于云层*浮尘等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蓝天空&列入%突出特征&复合词)

这组例子中的定中结构是短语还是复合词#学界有不同观点#张敏提出%汉语复合词名词假说&!汉语不带%的&的定中结构是复合

名词"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年版#第 *"+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

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年第 !期$#汉语合成复合词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本文采用此种观点) 不过#%蓝天

空*绿庄稼&等是不是复合词#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吕叔湘语#转引自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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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一眼看着绿庄稼
%%%

$ !NN_"

!+"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说&.先

生#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点薄产#二

十天以前还长着绿庄稼
%%%

2/!NN_"

!6".白纸/上长出绿庄稼
%%%

!+湖北

植保,!$$!年第 *期#来自中国知网"

!%$"哈哈2 今天终于有种冷冬天
%%%

的感觉了$ !]NN"

!%%"咸海水
%%%

*甜井水!外一篇"!78X

89L&,,:::)&'.(/).'>,9

2

1+*5#6!#5)

78>@#点击时间&!$!!年 +月 !+日"

!%!"虽说有山有水#但山是石头

山#水是咸海水
%%%

$ !]NN"

!%*"康达也痛得大叫#因为咸海水
%%%

一冲下来#他被鞭笞的伤口处和烙印处

就如同火般地烧热*刺痛$ !]NN"

从以上各例看来#并不是突出特征不具有分

类性#而是与对比特征的分类策略不同) 对比特

征的分类对象是核心成分表示的范畴#表示的是

核心成分范畴内的特征差异#然后得出核心成分

范畴的下位范畴) 突出特征并不是对核心成分范

畴进行分类#而是将分类对象分为两类!一类为具

有突出特征的事物#另一类为不具有突出特征的

事物) 突出特征不但是核心成分范畴具有的唯一

特征#并且是显著特征#这种显著特征就将核心成

分范畴与其他范畴区分开#因此突出特征仍然具

有分类性#并且也具有对比性#只不过参照范畴发

生了变化#参照范畴不是核心成分范畴#而是其他

所有不具有此特征的事物) 张敏指出#%碗& %大

碗&作为类名#都有分类的意味#但是#%碗&的分

类意味体现为%碗&和%非碗&的对立#%大碗&首

先是一个次类名#体现了%大碗&和%5不大的6

碗&或%小碗&的对立) %咸盐*大地&并不是用来

与%

'

淡盐*

'

小地&相区别) %大海&与表次类的

%大碗&有区别#%大海&的类名地位近似于表独立

概念的单纯类名%碗&#%大海&只体现了%非5大

海6&的对立!

) 我们部分同意这个分析#即%大

碗&是与%5非大6碗&对立#而%大海&是与%非5大

海6&对立#我们可以如下表示!

大碗
)

3非大4碗

大海
)

非3大海4

这个分析体现的正是%大海*咸盐&与%大碗*

白纸&的区别) 但是#%大海&仍然是一个次类名#

只不过#它的上位范畴不是%海&#也就是说#突出

特征复合词的上位范畴不是核心成分范畴)

由于突出特征表现的是既唯一又显著的特

征#这种特征就能将核心成分范畴从参照事物中

突出出来#其他所有不具有该特征的事物就成为

在此特征上的一个对比参照范畴#具有突出特征

的事物和不具有突出特征的事物就构成一个范

畴#这个范畴就成为一个上位范畴#而这个上位范

畴和对比的同位范畴有时是明确的#有时是不明

确的#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不确定的)

比如!%咸盐&#与 %咸盐&对立的范畴不是

%5非咸6盐&#而是%非5咸盐6&#即 %不咸的食

物&#它们的上位范畴是%食物&!

再比如!%寒冬&#与%寒冬&对立的范畴是%不

冷的季节&#它们的上位范畴是%季节&!

不管上位范畴是否明确和固定#突出特征复

合词都是有同位的对比参照范畴的) 这些同位的

对比参照范畴实际上经常在使用中对举共现#如!

白天黑夜*前因后果*提高降低*扩大缩小#等等)

从以上各例我们能看出突出特征的分类性和

对比性#以及范畴层级#突出特征蕴含的是5突出

特征范畴6与5

2突出特征范畴6的对比*分类#是

对核心成分范畴的上位范畴的分类#上位范畴可

以概括为5s突出特征范畴6)

!二"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

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是5

2突出

特征范畴6#是开放的#既包括明确的客观范畴#

也包括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场景共现范畴与

联想共现范畴)

%)客观范畴

对比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通常是客观

%*%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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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受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的影响#是词汇系统中

稳固的范畴语义系统#这类范畴我们可以称为客观

范畴#相对来说#客观范畴系统的成员*范畴层次是

明确而固定的) 突出特征复合词的对比参照范畴

也有一类是客观范畴#如以上小节各例!食物+咸

盐*酸醋*辣椒11/季节+寒冬*炎夏11)

!)场景共现范畴

更多的非突出特征范畴不是明确而固定的#

上位范畴也随之不那么明确#甚至有语用因素的

介入#比如说话者的观察视角*上下文的表义需求

等) 突出特征范畴和非突出特征范畴的对立可能

是由于出现在同一场景中#也可能是共存于说话

者的认知经验中#我们把前者称为场景共现范畴#

后者称为联想共现范畴)

场景共现范畴出现在同一场景中#比如在以

上"%$+"%*$各例中#相同的 QG结构有不同的

对比范畴!蓝天空+黄风筝/蓝天空+白云/蓝天

空+绿苹果/蓝天空+蓝肚皮/蓝天空+红土地/

绿庄稼+黑羽毛*白肚皮/绿庄稼+白纸) 这些对

比范畴都是说话者从本身观察的角度建立的#也

说不出明确的上位范畴#甚至有些对比范畴也并

不清楚#如"+$中#%绿庄稼&是为了突出庄稼长势

良好#说话者想要对比的范畴却是不明确的#可能

是%水&#也可能是被淹的不绿了的庄稼#但不管

是什么#都可以表示为5

2绿庄稼6)

虽然上位范畴是不固定不明确的#但是#却是

在说话者认知范畴内的#这个认知范畴随说话者

眼中的认知场景或生活的认知经验而变) 突出特

征事物与对比参照事物共现在同一场景中#由于

特征突出*显著而与场景中其他事物区别开*或形

成对比#比如 %蓝天空+黄风筝*蓝天空+红土

地*蓝天空+白云*绿庄稼+黑羽毛+白肚皮&是

共现在同一场景的#在颜色上形成对比)

有时候突出特征的对比参照事物并不是哪一

类或哪几类事物#而是不具备该特征的其他所有

事物#对比之下#突出特征事物成为认知凸显的前

景#非突出特征事物成为对比参照的背景#我们可

以将这种对比称为背景对比) 背景对比的事物其

实也可视为与突出特征事物共现的事物#比如#

%蓝天白云&#%蓝天&不仅是与%白云&对比#也与

蓝天下所有%5

2蓝天6&的事物对比#在%蓝天&

下#所有%非蓝天&即%非蓝事物&都成为%蓝天&

的对比背景#这些%非蓝事物&就将%蓝天&从背景

中区别开) 我们可以将背景对比的上位范畴同样

归纳为场景共现事物)

需要指出的是#%蓝天&能说#%蓝天空&的确

是不常说的#原因并非如张敏认为的是 QG结构

短语的定语有分类性#而复合词定语不受分类性

限制#四音节的%蓝色天空&是可以说的#并常说#

%蓝天空&如果是短语#%蓝色天空&就更是短语)

导致使用频率差异的因素是韵律#%蓝天&是标准

音步#%蓝天空&是超音步#%蓝色天空&是两个标

准音步#从韵律上来说#%蓝天空&是其中最不稳

的#因此接受度最低#最不常用)

*)联想共现范畴

例"1$"%%$中的%绿庄稼+红火苗*咸海水+

甜井水&并不是共现在同一场景中的事物#不一

定共现在同一物理空间#而是联想事物#基于说话

者的生活经验#共存于说话者的认知范畴系统中#

是一种联想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参照范畴称为

%联想共现范畴&)

那么#突出特征复合词的范畴层次可以这样

表述!

!三"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策略

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策略与对比特征及标记

特征不同的是#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外向的*开

放的#对比特征和标记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内向的*

封闭的) 对比特征和标记特征是在复合词内部进

行次范畴化#对比的下位范畴有共同的上位范畴

语素#复合词整体表示下位范畴#对比的下位范畴

成员相对固定*封闭) 突出特征的次范畴化是在

复合词外部进行的#核心语素表示下位范畴#对比

的下位范畴成员相对不固定#是开放的)

这样看来#突出特征似乎没有直接的次范畴

化功能#因为没有突出特征语素#核心成分照样能

表示下位范畴#这也正是一般将突出特征语素视

为冗余语素的原因) 单个地*孤立地看#的确是如

此#5咸盐6

g

5盐6#非5咸盐6

g非5盐6也同样成

立) 但是#在词汇系统*范畴系统中#它们的词汇

继承*范畴归属是不同的#而这个不同#是由突出

特征带来的#突出特征提出了对比标准#从而改变

了复合词的同位对比范畴#也改变了复合词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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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范畴归属#这正是突出特征的分类价值所在)

我们结合对比特征复合词%粗盐+细盐&来

比较%盐&和%咸盐&的范畴系统) %盐&由于是单

纯词#没有范畴特征语素限制同位范畴#范畴归属

比较自由#可以归入%佐料&#也可以归入%生活必

需品&#而复合词出现了范畴特征语素#范畴特征

语素提供了比较标准#同位范畴受到限制#上位范

畴发生了变化) 对比特征和突出特征都提出了比

较标准#但对比范畴仍然是不同的#对比特征复合

词%粗盐&的同位范畴是在%盐&的内部进行比较#

获得%盐&的下位范畴#突出特征复合词%咸盐&的

同位范畴是在%盐&的外部进行比较#获得以突出

特征为区分标准的上位范畴#因此#%咸盐&的上

位范畴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 %不同味道的食

物&) %盐&%咸盐&%粗盐&的词汇地位*范畴地位

在词汇系统*范畴系统中得以确立#如此#%盐&和

%粗盐&是不同的#%盐&和%咸盐&也是不同的)

我们查找'现代汉语词典(

!

#突出特征的复

合词并不少见#如!

白昼3黑夜3低谷3高峰3前额3后跟3内

心3外貌3白垩3阴影3浅滩3红包3彩虹3烂

泥3青松3长空3后果3内胎3女尼3死尸3长

袍3垂柳3春联3大漠3恶霸3美德3甘蔗

动作范畴同样存在突出特征) 董秀芳指出!

%如果补语的语义可由述语的语义预测出则该述

补短语易于成词#补语的意义可预测性越高越容

易成词)&

"什么情况下补语的可预测性高呢, 当

述语的语义蕴含了补语的语义时#补语的可预测

性高) 如%扩大&中的述语%扩&的意义是指%在原

来的基础上变得更大&#其中就已蕴含了%大&的

意义在内)

用我们的范畴特征分类系统能更好地解释补

语的可预测性) 不是%述语的语义蕴含了补语的

语义#补语的可预测性就高&) 实际上#动作的物

性结构中就包含结果的物性角色#述语的语义都

是蕴含结果的) 区别是#有些动作的结果是多样

的#有些结果是唯一的#唯一的结果自然可预测性

高#多样的结果自然可预测性低) 多样的结果#归

入对比特征#如%打+打倒*打翻*打破*打碎*打

通*打响&) 而唯一的结果#则属于突出特征#如

%降低*提高*拔高*摆脱*解脱*澄清*扩大*缩

小&) 其他的动词性结构#主谓*状中*动宾也都

有唯一性的突出特征#如%位移*耳聋*眼瞎*后

退*前进*后悔*上升*下降*高昂*叹气*握手*说

话&等)

性状范畴在突出特征方面是一个例外#除了

主体角色有突出特征#如%耳背*眼花&#状态和程

度角色一般是没有突出特征的#可能是因为对于

性状范畴来说#都有状态和程度的差异#也就谈不

上特征的唯一性了)

我们将突出特征复合词的次范畴化策略表

示为!

突出特征f下位范畴3

-

3下位范畴

如& 咸3

f

3盐3

-

3咸盐

结语

%咸盐&的现象#在语义学中#被称为%语义成

分溢出&#指词项中固有的*唯一的语义成分实现

为语形的现象) 句法中的语义成分溢出现象很普

遍#机制复杂#主要动因是语用需求#不能简单归

结为羡余现象)

#

%咸盐&是中心语素的语义成分

溢出为从属成分#在复合词中#不仅中心语素的语

义成分会溢出#从属语素的语义成分也会溢出#成

为中心成分) 汉语中有一类%小类f大类&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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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松树*桃树*梨树*杏树*李树&#也是单双

音节同义的结构!%松g松树&) 孤立地看#复合词

中溢出的语义成分确实没有语义贡献#系统地看#

溢出的语义成分为所在复合词确定了其词汇地位

和范畴归属#这就是%羡余语素&在词汇系统中的

价值所在)

复合词范畴特征的区分能让我们从范畴系统

的角度审视复合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能回答有关

范畴化的相关问题) 比如#汉语复合词是如何建

立范畴系统的#复合词反映了一个怎样的范畴网

络#等等) 复合词的三种范畴特征#体现了不同的

语义凸显原则#对比特征体现的是区别性原则#突

出特征体现的是显著性原则#而标记特征则是语

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

以往的研究在涉及从属成分的分类功能时#

遇到%黑墨*咸盐&类词语#结论就会失效#如朱德

熙的性质形容词的分类功能*张敏的 QG结构分

类功能等观点#从而不得不对这些现象做出特殊

分析#结果就是产生内部矛盾#削弱观点的一致

性) %突出特征&的提出#建立了完整的复合词范

畴特征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咸盐&类词语留下

的缺位得以填补#问题得到一致的解决) %羡余&

%双音化&等观点也能得到语义上的解释)

本文讨论并未涉及并列式复合词的范畴化策

略#并列式复合词与非并列式复合词有共同的范

畴概念结构#同样具有次范畴化功能#但有不同的

次范畴化策略#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我们可以说复合词的次范畴化功能是解释复

合词形式结构的一把钥匙) 复合词中还存在%月

亮*豆豉&这样一类#含有语义磨损语素#对这一

类复合词我们关注不够) 我们同样认为#这类复

合词结构可以在范畴化理论视角下得到语义解

释#只是需要做出进一步的事实观察和理论思考)

我们未对复合词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但能得出基本结论#在复合词各种结

构类型中#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在同

一结构类型中#各范畴特征类型的分布也是不均

衡的#如何解释范畴特征类型分布的不均衡#目前

我们还无法回答) 我们相信#在范畴化认知功能

视角下#能发现更多的复合词问题#带来更多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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