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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素词的来源还可延及普通话区以外的汉语区域。在语素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影响与制约语素词独立成词与否

的主要原因，即新组合形式数量多少及其使用频率的高低、新旧义之间区别度的大小，以及语素词在组合中位置的前后。语素

词概念的提出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确立一个新的角度; 二是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三是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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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 2011 年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发表了《试论当代汉语“语素词”》( 以下简称

“《试论》”) ，命名并初步讨论了一个新的概念

“语素词”: 它指的是像“黄金时间”中“黄金”这

样的具有“半词”特点( 可以像词一样表示一个独

立的意义，但却不能像词那样独立使用) 的词汇

单位。我们确立这样一个名目，主要是受已有研

究及表述的启发。
吕叔湘在讨论地位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某

些动补结构时用了“短语词”这一名称，［1］( P． 21)

而吕文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在词与词组

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的中间单位; ［2］李

思旭对词、短语与短语词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讨论，认为后者正处于向复合词漂移的过

程中。［3］

我们认为，既然在词和短语( 词组) 之间可以

有过渡性的“短语词”，那么，在语素与词之间存

在过渡性的“语素词”( 这是着眼于词的命名，如

果着眼于语素，也可以叫“词语素”) 应该也是合

理的、可以接受的。
具体而言，语素词的命名之由与成立依据主

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具有与某一原有词完全相同的形式，

但能表示与原词义有或大或小差异的新意义;

第二，其在产生后的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

内，在表示新义时不能独立使用，只能用于构成

新的词语，且构成的不止一个新词语;

第三，除三音节的外，其所参与构成的组合

形式一般不被认为是“词”( 所以《现汉》对诸如

“黄金时间”这样的词条不标词性) 。
现在看来，《试论》一文对语素词的讨论还不

够充分，特别是笔者经过几年的相关思考以及跟

踪性研究，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所得，所以认为

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撰文再论语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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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语素词来源补述

《试论》从“外源”与“自源”两个方面讨论了

语素词的来源，前者所举的例子有“购物广场、啤
酒花园、血液银行、黑色幽默”等; 后者又按“词义

引申”与“借由修辞手段”两个方面分别举了“形

象大使、电信套餐、文化 快餐、希望 工程”，以及

“拳头产品、姐妹城市、蓝色国土、精神鸦片、爱情

走私”的例子。
以上方面虽然总体上概括了当代语素词的

来源，但是在小类的覆盖上还不够全面，主要是

基本没有涉及由普通话区以外的汉语区域引进

的语素词。
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区以外区域，主要是指方

言区和台港澳地区。当代汉语阶段，普通话从上

述地区引进了大量新词新义新用法，其中也包括

一些新的语素词，例如:

高尚: 义同“高档”，用于“高尚住

宅、高尚生活”等;

成人: 婉指“色情”，用于“成人电

影、成人网站”等;

迷你: 义同“袖珍”，用于“迷你电

脑、迷你马拉松”等;

教父: 义指某一领域最权威的人士

或黑社会头领，用于“国际金融教父、黑
帮教父”等;

族群: 泛指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一

群人，用于“年轻族群、弱势族群”等。
此外，普通话区以外区域也包括各方言区，

也有少数来自方言的语素词，“发烧”就是一个例

子。《现汉》收此词，释义为同“发热”的第二个义

项，即体温增高。《现汉》另收“发烧友”一词，释

义为“对各项事业或活动非常迷恋专注的人; 狂

热的爱好者”。
就我们所见，“发烧友”似乎是“发烧”词语族

的第一个词，后来由“发烧”构成的组合形式越来

越多，比如以下一些:

发烧迷、发烧者、发烧级、发烧本、
发烧节、发烧夜、发烧玩家、发烧游戏、
发烧风扇、发烧机型、发烧音响、发烧唱

片、发烧爆款、发烧平台、发烧桌面、发

烧靓 声、发 烧 专 辑、发 烧 时 间、发 烧 时

代、发烧体验、发烧概念、发烧优惠、发

烧全模组、科技发烧节、发烧购物节、发

烧 CD 天碟

随着组合形式的增多，以及使用范围的拓展

与频率的提高，表示新义的“发烧”有时也可以独

立使用，即又有新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谈。
一般来说，与不少“引进”的新词语一样，很

多非普通话区语素词的具体来源地往往也很难

考察，所以一般研究者往往笼统地以“港台”“台

港澳”等称之; 甚至有时究竟是台港澳地区还是

南方方言区( 主要是粤语区) 也难以分清。另外，

也有一些确实是先由台港澳到广东，再由广东到

全国。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使用了一个更具包

容性的指称形式: “‘南风’词语”，［4］( P． 70) 其中

自然也包括一些含有“南风语素词”的新词语。
下面以“智慧”为例，来对“南风语素词”做进

一步的说明。
《现汉》收“智慧”一词，标注为名词，释义为

“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然而，在时下的

很多固定组合中，“智慧”使用的却并非此义，比

如以下一例中的“智慧生活”:

通过支付与社交的结合，特别是通

过微信红包这一产品创新，微信支付帮

助用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跨越了移动

支付门槛，拥抱智慧生活。这是独具中

国特色的，为中国的移动支付打下巨量

的用户基础，也让中国的智慧生活历史

性地走在世界前列。( 新民网 2017． 9． 23)

在当下的使用中，与“智慧生活”完全同义且

更为常见的是“智能生活”，例如:

以超前眼光矗立“风口”智能生活

点亮珠三角制造新征途( 金羊网 2017． 9． 6)

笔者长期从事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

究，基于此前的研究与认知，了解到台湾的“智

慧”在一些组合形式中有不同于大陆的意思，有

时相当于“知识”，如“智慧财产权、智慧产权”均

与大陆的“知识产权”意思相同，而台湾的“智慧

经济”在大陆则表述为“知识经济”; 有时相当于

“智能”，如大陆的“智能卡、智能手机”等在台湾

则称为“智慧卡、智慧( 型) 手机”。上述对应情况

也可以在一些工具书中得到印证，比如《全球华

语大词典》( 李宇明主编，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就收录了

上述例词，并对其使用地区作了标注。
就我们所见，相当于“智能”义的“智慧”在台

湾相当常用，其组合形式为数众多。我们曾对台

湾的《自立晚报》进行调查，对该报从 200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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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至 2017 年 9 月 24 日进行全文检索，共得

到 475 页( 每页 20 条) 用例，其中有相当数量表

示的是“智能”义。比如，仅前两页( 2017． 9． 14 －
24) 中不重复的组合形式就有以下一些:

智 慧 应 用 感 测 系 统、智 慧 城 市、
4WD 智慧四轮驱动、智慧型安全帽系

统、智慧型手机、智慧手机、智慧生活、
智慧机械产业、智慧监视摄影机、智慧

降噪、智慧聆听体验、人工智慧、智慧创

新、智慧城市、智慧国家、智慧岛屿、智

慧公车站牌、智慧服务、智慧游程导购

服务、智慧电表、智慧电网、智慧交通、
智慧产业、智慧公宅、智慧医疗、智慧教

育、智慧建设、智慧专区、智慧旅游

有意思的是，在笔者使用 word 审阅功能下的

“繁转简”操作，把上述繁体字组合形式转换成简

体时，有很多“智慧”都自动转换成了“智能”，如

“智慧城市”转成了“智能城市”; 但是“智慧专区、
智慧旅游”等却没有转换，表明这样的组合形式

尚未收入该系统的词库，而这自然反映了当时普

通话的实际情况。
现在，就大陆的情况来看，虽然“智能”在各

种组合中相当常用，但是同样的意思有时也会使

用“智慧”，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单独使

用时，“智慧”依然表示传统的意义，而在各种组

合中，它主要表示“智能”义，也就是说，由非普通

话区引进了一个新的语素词。
以下一例即是如此，“智慧”两次出现，但意

思不同:

建设、发展智慧城市关键是调动这

些设备的管理、运营团队，发挥他们的

智慧。( 新华网 2017． 9． 23)

很显然，后一个“智慧”独立使用，表示的是

原有旧义，而前一个“智慧”则在组合中使用，属

于语素词，表示的是新义，即“智能”义。
我们 2017 年 9 月 24 日在百度新闻上以“智

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首先弹出的推荐组合形

式是“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政务、
智慧水务、智慧能源、智慧农业、智慧社区、智慧

松德、智慧谷”，其中除“智慧松德”为股票名，暂

时不能完全确定其“智慧”的准确含义，其他用的

都是“智能”义。
时下，“智慧”词语群数量较大，仅我们在百

度新闻前 10 页( 每页 20 条) 中看到的不同形式

就有以下一些:

智慧化、智慧型、智慧国、智慧岛、
智慧眼、智慧县、智慧家庭、智慧厨房、
智慧小区、智慧校园、智慧乡镇、智慧电

梯、智慧教育、智慧物流、智慧出行、智

慧停 车、智 慧 零 售、智 慧 投 资、智 慧 办

税、智慧照明、智慧旅游、智慧信访、智

慧计 算、智 慧 体 育、智 慧 产 业、智 慧 工

厂、智慧工地、智慧海关、智慧检务、智

慧家 居、智 慧 银 行、智 慧 城 管、智 慧 系

统、智慧住宅、智慧产品、智慧侦查、智

慧服务、智慧门店、智慧餐厅、智慧供应

链、智慧机器人、智慧精装样板房、智慧

分类系统、智慧酒店公寓

以上组合中的“智慧”无一例外表示的都是

“智能”义。

二、再论当代语素词的发展

在 2011 年的《试论》一文中，笔者结合较多

例子对语素词进一步独立成词的发展问题进行

了讨论。时隔几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相关

事实，以下再补充举例。另外，我们也看到，并非

所有的语素词都会最终成词，由此引发了我们对

其成词与否的内在原因的思考与分析。
( 一) 当代语素词发展再举例

笔者在《试论》一文中，以“底线、套餐、绿色”
为例，对语素词的发展路径及具体表现做了说

明，它们从只能在组合中表示新义到可以独立表

示新义，最终完成了由语素词到词的发展过程。
前边讨论了“发烧”作为语素词的用法，以下

接着讨论它的发展问题。
时下，在一些相对比较活泼、较少“拘束”的

文体中，“发烧”作为一个词独立使用的例子并不

少见，例如:

一年一度的苏宁 818 发烧购物节又

要来临了，8 月作为苏宁传统的店庆月，

而 818 又是苏宁易购的店庆日，在这个

“发烧”的日子里充满惊喜与无限的可

能。( 太平洋电脑网 2017． 8． 17)

后一个独立使用的“发烧”由前边的“发烧购

物节”拈连而来，自然对前者有明显的语境依赖

性。另外，作者对这一较为特殊的用法用引号予

以标记与突显，这些基本都是新词语初显时的特

征与表现。它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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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脱离上述特征与表现的独立使用，而这在时下

并不少见，例如:

苹果 HomePod 揭秘: 原本为发烧而

生，多次被放弃 ( 新浪科技 2017． 11． 22)

按，此标题下的正文中还有“彭博社近期的

一篇报道揭示了苹果公司 HomePod 智能音箱的

开发历史，其中一些细节颇为有趣，比如它原本

是一群音频发烧工程师做的 HiFi 扬声器，项目曾

几次被放弃再恢复。”与标题中的用法形成对比。
音质和音效是两个概念，为发烧而

生的你站在哪一边? ( 搜狐科技 2018． 1． 9)

配置发烧热量大、稳定运行就选大

空间机箱 ( 中关村在线 2018． 2． 7)

情怀是覃叙钧藏于胸臆的坚守，更

是他脚下走过的印记，助燃着他的事业

高烧，未曾退去。( 南方网 2018． 2． 7)

按，本文标题为《覃叙钧:“发烧”进行时》，讲

述一个车模“发烧友”的故事。除以上用例外，文

中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继

续‘发烧’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简缩性 用 例

“‘烧’出来的技术痴”。这个单独使用的“烧”值

得我们重视，因为它属于新的派生形式，而这往

往是一个新词语“站稳脚跟”后才可能有的表现。
上述发展在有的工具书中已经有所反映，比

如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 3 版) “发

烧”下列出两个义项，其一是“体温超过正常范

围，是疾病的一种症状”，其二是“对某种事物的

迷恋达到狂热的地步”，后一义项所举的例子分

别是“追星追得 ～”和“～ 友”。
此外，“发烧”有时以第一义项为基础另表比

喻义，则与上述新词义无关。例如:

全球半导体景气发烧不退，2018 年

有望创三高 ( 科技新报 2018． 2． 1)

年入千万成历史 但比特币产业链

还在发烧 ( 一财网 2018． 2． 5)

( 二) 语素词变与不变的原因

如前所述，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

的语素词都经历了由在组合中使用到最终独立

使用即成词这样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少一直未

变。那么，变与不变的内在原因与制约因素是什

么? 以下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制约或促使语素词独立成词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组合形式数量多少及其使用频率的

高低。这一点与所有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 使用频率与发生变化的可能以及实际

上发生的变化数量及种类成正相关的关系。就

语素词的发展而言，其所构成词族的内部成员越

多、使用频率越高，其成词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色”。早期所见，

主要是“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等修饰名词性中心

语的组合形式，后来发展到“绿色通关、绿色供暖”
等修饰动词性中心语。［5］( PP． 103-104) 时至今日，

“绿色”的高频使用势头依然不减。我们 2018 年 2
月 23 日在“人民网 － 搜索”中进行检索( 下文提的

几个对比数据也都是同一天在同一网站上检索所

得) ，共得到 345471 个相关页面，其中绝大多数使

用的都是新义。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成词使用的

“绿色”用例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多。
相反的例子如“情趣”，它除了“性情志趣”和

“情调趣味”的“本义”( 见《现汉》，下同) 外，其在

当代汉语中还另有一个新义，这就是“情爱 /色情

趣味”，此义虽然一般的新词语词典很少收录，但

在时下却也偶见使用，比如网上的一些“成人用

品”商店都以“情趣”为名，用的就是此义，其他再

如“情趣笑话、情趣内衣”等，也是如此。以下一

例“情趣”与“色情”相关联，颇能证明这一点: ［6］

《e 时代周报》记者随后又采访了一

些网站 短 信 业 务 的 负 责 人，他 们 也 承

认，在目前的众多网站短信业务中，几

乎都存在着一些情趣短信，这些短信都

或多或少地与色情沾上了边。( 《世界商业

评论》2003． 7． 8)

然而，总体而言，表此义的语素词“情趣”所

产生的组合形式毕竟数量有限，使用频率也不

高，人民网搜索中有 25296 个结果，顺次查看，前

40 个用的都是原义，到第 41 个才看到一个新义

的用例，即“情趣用品店”。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在“绿色”的前 41 个用例中，有 35 个用的都是新

义。当一个形式语素的使用频率较低、甚至很低

的时候，它向前发展的推力自然就会不足，因而

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情趣”的

情况基本就是如此。
与“情趣”相似的再如“广场”，《现汉》已收

其“指大型商场、商务中心”义。我们认为，表示

此义的“广场”属语素词，因为它基本不能脱离

“购物广场、啤酒广场”等组合形式而独立表示此

义。至于它为什么未能像“绿色”那样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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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表示新义的词，我们认为，

其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使用频率不高，继

续向前发展的推力不足。具体而言，“－ 广场”的

使用频率不高，可能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范围限制明显，即主要限于商业、地产领域;

二是有较多的同义形式“分流”，如“－ 大厦、－ 商

厦、－ 中心、－ 城、－ 商城、－ 综合体”等; 三是有

一定的流行性，以笔者的印象，21 世纪以来新建

的相关设施很少再以“广场”命名。
除了使用频率不高外，“－ 广场”未能独立成

词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组合中所处的

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下边再讨论。
第二，新旧义之间区别度的大小。我们所讨

论的语素词，是借用旧词形来表示新义，而旧形

新义最终能否独立成词，除使用频率的高低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就是新旧义之间区别

度的大小，即在意义及用法等方面差异的大小。
一般的情况是，如果区别度大，则独立成词的可

能性就大，反之则小。比如“问题”，本来就有“须

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以及“事故

或麻 烦”义，后 来 仿 译 英 语 的 problem families、
problem children( 问题家庭、问题儿童) 等，然后类

推使用，衍生出“问题官员、问题牛奶、问题手机、
问题贷款”等大量新的组合形式，以至于《现汉》
从第 6 版起在“问题”词条下新增“有问题的、非

正常的、不符合要求的”义项，标注为形容词下的

属性词。其实，所谓“有问题的、非正常的、不符

合要求的”，只不过是对此词原义“矛盾、疑难”以

及“事故或麻烦”等的另一种表达，二者之间差异

很小，《现汉》之所以要分列新义项，着眼的主要

是它们词性( 语法功能) 的不同。所以，在实际的

使用中，我们看到，在组合中，“问题”用为属性

词; 而在脱离组合后，它就失去了其作为属性词

的标记，因此只能“还原”为名词。以下一例很能

说明这个问题:

即便是在校内已设立“家长学校”
的学校也基本上是为少数有问题儿童

的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并非系统性、连

贯性的正面、主动的家长教育。( 人民网 －

传媒频道 2017． 3． 28)

按，此例的“有问题家长”中的“问题”因为出

现在动词“有”的后边，所以实现为名词义; 而如

果去掉“有”，则“问题家长”中的“问题”实现为

属性词义。既然如此，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当“问题”用于“问题家长”中，它是语素词; 当用

于“有问题家长”时，则为旧词旧义。
以下两例都是如此:

他们一方面指出问题企业存在的

问题，细化到《公司法》《工会法》《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具体

条款以及带来的处罚; 另一方面，对问

题企业的关键资产进行登记，实行 24 小

时监 控，避 免 其 转 移 资 产 逃 避 责 任。
( 《南方日报》2015． 1． 21)

“问题儿童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

的问题。”孙云晓强调，如果孩子出现了

不良行为，应当强制对父母进行培训。
( 《京华时报》2016． 3． 12)

前例中，企业因为存在“问题”，所以被称为

“问题企业”，因此这里的两个“问题”所指显然相

同; 后例中两个“问题”虽然具体所指不同，但是

也相去不远，总之其区别度都未达到足以使两者

区分开来的程度与量级。
上文提到的“绿色”则与之相反: 从名词义

“绿的颜色”到属性词义“指符合环保要求，无公

害，无污染的”，二义之间的区别度比较大，大到

一般情况下即使独立使用也不至于混淆上述两

个意义，而这就是新义得以独立使用的重要基础

之一。
上文对语素词“智慧”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说

明，其实它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已经由语素词

发展为独立的词。例如:

一砖一瓦都有“智慧”———中建八

局打造现代工地侧记 ( 《劳动报》2017． 9． 23)

按，此标题下的正文中有一段话可以对这里

的“智慧”提供解释: “20 项‘智慧工地’实施内

容，涵盖了人、机、材、安全、质量等环节，大数据

深度共享，科技应用推动，最终实现项目联动性

管理。从 2016 年 11 月开工以来，中建八局广西

公司的这个项目部，对何为‘智慧工地’进行了透

彻的解释。”很显然，这里的“智慧”就是“智慧工

地”的“智慧”，而不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

能力”。
以下几例均可作如是观:

下沙有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学

校建成了强大的中心云机房，有集成各

种物联网功能的手环，有自助结算的餐

厅支付系统，有能显示课程信息、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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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能拍照、能远程播报的电子班牌，有

堪比院线级别激光投影超大触屏白板，

有 24 小时视频直播的开放课堂。( 浙江

在线 2017． 10． 23)

“如果网络不简化，智慧就很难实

现。”危峰指出，就像围棋 只 有 黑 白 两

色，简单规则才能产生出 Alpha GO 的智

慧。所以网络一定要简单，进而辅以人

工智能，智慧才能 够 实 现。( 中 国 通 信 网

2017． 11． 3)

以上几例中，“智慧”都是表指称的，而以下

则是表陈述的:

走出实验室，人工智能会让金融变

得更智慧吗? ( 新浪财经 2017． 9． 22)

或许你会感觉这个“超级老师”非

常智慧，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由学霸君的 300 位技术人员开发的

人工智能教育平台。( 环球网 2017． 10． 18)

AI 能为世界带来什么? 人的声音

能唤醒更多设备，车辆能对路况全局进

行判断，疾病被更快确诊，公共系统更

加智慧。( 中国青年网 2017． 11． 1)

我们认为，作为语素词的“智慧”之所以有上

述这样的发展，一是因为它一段时间以来的使用

频率确实不低，二是因为新旧义之间的区别度相

对较大。就表指称的“智慧”来说，虽然新旧义之

间词性未变，但是由原义的［+ 述人］到新义的

［－ 述人］，这一变化是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区别

度很高( 已经形成互补分布) ，这样在实际的使用

中就不至于混淆其义; 就表陈述的“智慧”来说，

与旧义只表指称相比，区别度依然很高。
从另外的角度说，区别度的大小，实际上就

是互补性的高低。新旧义之间如果具有较高的

互补性，则语素词义相对较易发展为新词义。
第三，语素词在组合中位置的前后。一般而

言，作为修饰成分的语素词( 前位) 相对容易独立

使用，而处于中心语位置( 后位) 的则相对困难一

些。上边已经从使用频率高低和区别度大小两

个角度说明了“问题”“智慧”等成词与否的原因，

其实除此之外，也与它们是处于前位还是后位有

较大的关系。
比如，英语中有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等组合形式，汉语仿译为“人

口爆炸、信息爆炸”，且进一步类推使用，形成一

个较大的新词语族，以至于《现汉》1996 年第 3 版

开始增加一个新义项“比喻数量急剧增加，突破

极限: 人口 ～ | 信息 ～ | 知识 ～。”就我们所见，上

述新义只在“名词 + 爆炸”组合中才能实现，不可

以独立使用，即仍然是“语素词义”，而不是“词

义”。换句话说，作为语素词的“爆炸”仍然未能

独立成词。那么，个中原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主

要就是因为在组合中处于后位。当然，上述“爆

炸”的使用量不大应该也是一个次要原因，它的

总使用量是 144653 个，前 41 个中只有 6 例表示

新义。
以下再举一个“工程”的例子。此词《现汉》

的释义是:“ ①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

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

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工程、水利工程等，

也指具体的工程建设项目。②泛指某项需要投

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 菜篮子 ～。”
义项二属于语素义，因为它也基本只在组合

中实现，并由此而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同时也大

大推高了“工程”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量，这一点

很多讨论当代词汇的论著都已论及。我们的检

索结果是共有 841603 个页面，前 41 个用例中有

14 个为新义。
“工程”的上述两个义项均为名词义，区别只

在“实”“虚”之分。在不加修饰语的时候，长期

“默认”的是原义，它已经“占位”在先。比如以下

的例子:

几粒虫屎能否“毁掉”大工程? 据

外媒报道，充满争议的德国斯图加特火

车站改造工程，如今和昆虫屎扯上了关

系。反对者试图以保护动物为由叫停

工程。( 中国新闻网 2018． 2． 22)

入冬前工程收官，受益居民达 37 万

户 100 万人。( 《人民日报》2018． 2． 27)

上文在讨论语素词“－ 广场”未能独立成词

的原因时，也提到所处位置的制约。那么，为什

么居于后位的语素词不易独立成词? 我们认为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其一，它居于后位时与旧词旧义区别度相对

较小。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词性方面。词性不

同，反映的是词的语法功能差异。在有些时候，

人们会把词性不同作为区分同音词与多义词的

一个重 要 标 准 和 依 据 ( 比 如 名 词“锁”与 动 词

“锁”) ，可见其在词义区别与辨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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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词性相同，区别度自然就相对小一些。居于

后位的语素词与原词相比，绝大多数在词性上均

未发展变化，如上引《现汉》“工程”的释义，两个

义项均属名词，而上述“爆炸”的两个义项《现汉》
从第 5 版开始标注词性时也都归为动词。此外，

再如本文开头列举的“教父”与“族群”，新旧义均

是名词性的，它们都没有上述由语素词到词的发

展变化。
其二，它居于后位时对组合的依赖性更强。

由语素词参与构成的新组合形式以名词性偏正

结构居多，而在这一结构中，中心语往往表示一

个大的概念及范围等，而修饰语则对其进行限定

与“缩小”，最终合表一个大概念、大范围下的小

概念与小范围等，因此整个偏正结构以及正的部

分都对偏的部分有很强的依赖性。所谓依赖性，

就是离开修饰限定部分，则无法“缩小”，只能恢

复到原来大的概念与范围。如果着眼于“区别”
的话，在一个名词性偏正结构中，偏的部分是区

别者，而正的部分则是被区别者; 前者活性强，对

结构的依赖性可大可小，既可以在组合中修饰中

心语，表示同一对象的不同“属性”或“区别”，也

可以独立表示某一主体的特征或性质，所以我们

看到语素词的发展多在这一位置上实现; 相对而

言，后者惰性较强，其实也就是对结构的依赖性

更大，即只有借助前位成分，才能跟其他同类事

物相区别，而一旦脱离前位成分，则区别性不复

存在，所以只能恢复为旧词旧义。
总之，语素词在处于后位时，与同形的原词

之间没有足够的区别度，由此就使得其对组合形

式的依赖性更强: 如果脱离组合，则失去赖以与

旧义相区别的直接、显性的标记，因此也就难以

存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只能恢复为旧义，难

以独立表示新义。

三、语素词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试论》曾在“建立‘语素词’概念的意义和价

值”一节涉及了一些有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

的内容。在本小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相

关问题进行梳理与讨论。
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个总体认识是，语素词

概念的提出，对当代汉语词汇及其使用情况的认

识具有一定的拓展与深化作用，对当代汉语词汇

研究也有一定的助益，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

了一个参照点甚至是切入点，据此必然会带来一

些新的认识，同时也可能从一个角度或方面给相

关研究带来新的变化、新的提高。就后一方面来

说，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作为了解当代词汇面貌及其使用状况

的一个窗口，由此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

汉语。
其二，有助于全面了解与认识汉语词汇及其

意义生成、使用和发展变化等的过程与规律，以

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其三，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学术新概念及其

内涵等，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因此这一研究

本身也有拾遗补缺的意义和价值。
具体而言，语素词概念的建立，能够在以下

几个方面对当代汉语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 一) 确立一个新的角度

建立语素词的概念为我们观察与分析当代汉

语词汇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角度。一些通过“传统”研究较难观察或不易分

析的现象，在这一角度下会有比较清晰的显现。
比如前边讨论过的“智慧”，《现汉》中相关的

词条只有两个，一个是本词，释义已见前引，另一个

是“智慧产权”，释义为“台湾地区指知识产权”。
如前所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

通”等均已成为当代汉语常用的组合单位，其中的

“智慧”含义和用法主要来自台湾“国语”，与大陆

普通话所用的“智能”整齐对应，并且主要都是作

为语素词来使用的。我们对此的认识是，如果离开

语素词的概念，就只能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与融合

的角度，对其进行一般性的说明，再细致的内容探

究基本就无从下手了。也就是说，很难对其引进方

式与过程以及发展变化路径与事实等进行准确的

定位、描述与分析。建立了语素词的概念，大致可

以实现对“智慧”在当代普通话中的发展轨迹及过

程的完整描述: 由词“降格”为语素词来表达新义，

再由表达新义的语素词重新“升格”为表达新义的

词，从而实现了“再度词化”。
在具体的研究中，从语素词的角度切入，会催

生不少新的内容或变化，比如对词的构成，除传统

所说的“语素 + 语素”“语素组 + 语素”等之外，还

应再增加一类“语素词 + 语素”，如《现汉》已标为

名词的“黄金档、黄金周”即属此类。不过，谈到

《现汉》及其标注词性，由语素词的概念可能会带

来一个新的审视角度。比如该词典收“皑皑”，标

注为形容词，所举例子为“白雪皑皑”，而实际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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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皑皑”极少独立使用，通常只用于“白雪皑

皑”与“皑皑白雪”这两个组合中，因此大致可以归

入语素词的范畴。如果《现汉》能以某种方式明确

这一点，一是对词条的描述可能会更加准确，二是

对人们正确了解和掌握“皑皑”的性质及使用情况

等无疑也会有更大的帮助。
( 二) 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对于语言自身的运动过程，以前一般只用“发

展 /变化 /变异”等来表述。这样的表述虽然概括

性很强，但有时却失之笼统。语素词概念的提出及

其对一般运动过程的梳理与揭示，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发展 /变化 /变异”等的细化与深化。
比如，我们在《试论》及本文都讨论了语素词

“绿色”再度词化的发展，这样的讨论主要是着眼

于结果而不是过程。如果着眼于过程，“绿色”的

发展呈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的第一步是组合的

偏正之间关系由紧密变得松散，表现在形式上就

是在二者中间插入别的成分，我们在《试论》中首

先举的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

全区已有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

品品牌 28 个。( 《人民日报》2006． 3． 19)

国内整个乳业市场成长性很好，是

一个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绿色的朝阳

产业。( 同上 2006． 3． 20)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中心语隐去，用“绿色的”
这样的“的”字结构以定代中，这样的例子也比较

常见，再如:

这里种的蔬菜水果都是绿色的，没

污染。( 同上 2006． 3． 26)

最后一步，才是真正脱离原使用条件与环

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的独立使用，而这也标志

着“绿色”独立成词过程的最终完成。这样的例

子如:

省会夜景照明转向追求“绿色”( 《河

北日报》2006． 7． 19)

绿色是普洱永恒的主题，所有的发

展理念、产 业 建 设 等 都 要 围 绕 绿 色 二

字，把普洱这块宝地守护好，把它建设

得更加美好、更加令人向往。( 《云南日报》

2011． 8． 15)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讨论词义发展变化

的成果比较多，但是人们往往集中在一个平面上

来进行考察与描写，似乎对上述这样的阶段性内

容注意不够。

再如，以前人们对词义发展的探讨，主要集

中在“词”的层面，把所有的相关变化都看作“词

义”的发展变化，这基本可以概括为“直线式”的

认识模式; 语素词概念的建立以及由此进行的观

察，使我们认识到，除此之外，还有先降格然后再

升格的“曲折式”变化，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词发

展变化模式的认识。
总之，所谓新的认识，大致可以从相对宏观

与比较微观两个方面来概括: 就前者而言，可以

从一个方面或部分为当代词汇使用及其发展变

化现象建立一个新的分类与表述系统，把一些看

似零散无序的现象整合、统摄起来，进行整体性

的考察与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与认识;

就后者来说，可以对某些具体词汇单位的具体发

展变化及其进程等进行准确定位、精细描述，从

而真实地复原、完整地再现其历时性演进轨迹。
( 三) 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由语素词可以直接或连带地引发人们对不

少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比如，着眼于相对宏观的

层次，“语言资源观”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思想与语

言观，为当今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

领域、新的角度等，目前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

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语

言资源观下，语素词无疑是对已有语言资源进行

二次开发与利用的一种具体、有效的方式。那

么，怎样把我们的相关研究纳入语言资源知识体

系及其操作体系的框架中，从而进行新的探索?

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语素词是一个新概念。到目前为止，人们尚

未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而这方面无疑有较大的

开掘空间。比如，如何确定语素词? 上边讨论的

“问题”的语素词义已经反映在《现汉》中了，而与

之相类的还有一批，如“品味生活、情调生活、气

质美女、才气女人、风度男人、风格家具、情趣晚

餐、灵感作家、志气 小孩、爱心 超市、规模 经济”
等，其中处于修饰语位置的成分都与“问题”一

样，功能由指称变为陈述，并且均非偶尔使用的

语篇形式，而是有一定的复现率、有一定数量的

不同组合形式。［6］那么，对它们应该怎样定性?

它们是属于名词的新用法、还是定位为语素词，

各自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

再比如，上文讨论了语素词独立成词的制约

因素问题。其实每一条都不具有绝对性，比如

“工程”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但是基本未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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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明显变化，对此虽然可以从其居于后位

而不是前位上给以解释，但是同样处于后位，也

有的语素词却已经独立成词。比如“底线”，由运

动场地两端的界线这一原义派生的比喻新义“指

最低的条件”已列入《现汉》，而其用法也由最初

只在“价位底线、谈判底线、道德底线”等组合形

式中出现，到现在可以自由地独立使用，例如:

对每名党员干部来说，必须坚信执

纪监督问责没有例外，坚持在“党”字面

前多思考如何守住底线，如何追求高标

准。底线什么时候都不能破。( 《光 明日

报》2018． 2． 14)

所以，这里一定还有更加复杂、更加细致的内

在原因与规律，比如上文提到“占位”的问题，那么

同样一定还有“未占位”以及“占位不牢”等情况，

前者使得语素词难以独立成词，而后者则在某种程

度上接受或并不完全排斥这样的发展变化。
着眼于相对具体一些的方面，同样也可以提出

许多有意义、有价值、当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由原有的词到语素词，是词的“语素化”或“再

语素化”; 而由语素词再到独立的词，则是“再度词

化”。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有内涵的两种现

象。在语法化研究中，有“再语法化”的概念，如张

国宪、卢建，曾君、陆方喆等人结合汉语发展演变的

具体事实对此做过一些探讨，列出了一些鲜活的例

证，其目的在于真实地复原与再现某一语法现象完

整的发展过程。① “( 再) 语素化”和“再度词化”虽

然与前者对应着不同的语言事实，但它们都是着眼

并立足于语言形式发展到某一节点以后的进一步

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现在

的问题是，像“( 再) 语素化”以及“再度词化”这样

的概念，此前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提出。以我们有限

的认知可以断定，它们像“再语法化”一样，也对应

着丰富的语言事实，同样也有很丰富的理论内涵，

因而非常值得做进一步的开掘。这样的探讨无疑

会拓展当代词汇以及词汇学的研究视阈，进而丰富

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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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rce of morpheme words is supposed to be extended to other Chinese domains except the Mandarin on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eme words，there are some main reasons that influence and restrict whether the morpheme words can be-
come the words independently or not，namely the number of the new combination forms and their frequency of use，the degre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meanings，and the position of the morpheme words in the combination．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rpheme words has multiple meanings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ocabulary，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a new
perspective; the second is to bring some new knowledge; and the third is to propose some new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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