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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派 生构词 法也称 为 附加构 词 法 ， 是语言的基本构词法之
一

。 汉语和阿拉伯语构词法既有相

同 之处 ， 又有较大 的差别 。 阿拉伯语的主要构 词 法是派生构词法 ， 派生构词法虽 然不是汉语构

词法的主体 ， 但是近年来派生构词法对汉语词 汇 的衍生起很大的 作用 ， 汉语词汇 中派生词 占 的

比例逐渐增 多 ， 派 生词 的范 围 也越来越大 ， 派生词 的社会文化作 用 也越来越重 要 。 因 此本人从

派 生构词法的 角 度来探讨汉语教学具有
一

定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 而对于母语 已有派生体系

的外 国 学 生 （特别是阿拉伯 学 生 ） 来说 ， 汉语派生构词法及派生词教学的研 究价值更大 。

本论文 以派 生词构词法为 基 点 ， 研 究汉语的构 词法 、 汉语派生词 构词法 以及汉语派 生词 的

特＜ ， 同 时研 究 阿拉伯语派 生构词 法和派 生词特点 ， 在此基础上试 图 通过 它 们之 间 ＠ 对 比 ， 分

析派生构 词 法在这两种语言 中 的地位的作用 ， 并找 出他们之 间 的异 同 ， 其 中 ， 汉阿派 生 词 的主

要 差异表现在 三个方面 ，

一

是派 生词 的构 成元素 不
一

样 ；

二是派 生词 所 占 的 比例 不
一

样 ；
三是

派 生词 的 紧 密 程度 不
一

样 。 在此基础上 为 阿拉伯 学 生汉语教学和 中 国 文化学 习 提 出
一

些合理的

建议 。 建议主要包括 ： 利 用 派 生词进行教学 ； 利 用 字群或词群进行教学 ； 利用派生词 语言文化

知识进行教学 。 该论文所得建议将有助于 阿拉伯 学 生 ， 甚 至其 它 学 习 汉语 的外 国 学 生更容易把

握汉语词汇 ， 扩大 自 己 的词汇量 ， 理解派生词 的社会文化 内涵 ， 更好地掌握汉语和 中 华文化 。

关鍵词 ： 派生词 构词法 ； 汉阿语派生词 ； 对外汉语教学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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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中 国和 阿拉伯 国家的交往有着悠久 的历史 ，

“

丝绸之路
”

曾 经 为 中 国和 阿拉伯 国家的贸 易

作 出特别大的贡献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成立 了 之后 ， 中 国逐渐跟世界大 多 数的 国家建立 了 多 方面

的合作关系 。 作 为 国 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 阿拉伯世界早就成 为 中 国 的友好合作伙伴 ，

因此 ，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也得到 了 新的 发展机遇 。

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始于上个世纪 ５０ 年代 ，
１ ９５ ４ 年 中 国和埃及签 了 文化交流协议 。 这

不仅是 中 国 和埃及两个 国家的文化交流萌芽 ， 而且 ， 是 中 国 与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萌芽 。

协议的影响特别深 ， 它 可 以 当 作现在 中 国 与 阿拉伯世界之 间 关 系 发展的基础 。 １ ９５６ 年 中 国派

了 第
一位 中 国老师 。 １ ９ ５８ 年埃及开设 了 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 第

一

个 中文 系 （ 艾 因 夏姆斯大学

语言学院 ） 。 那个时期科威特也有推动 中文和 中 国文化的活动 ， 但是 因 为规模不太大 ， 那些活

动没持续 多 久 。

中 国 改革开放之后 ， 中 阿双方 间 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持续不断 ， 并进
一

步深化 ， 中文学 习 和

中 文系建设也在部分阿拉伯 国家得到 了 很大的 重视 ， 阿拉伯人对学 习 汉语的热情开始逐渐高涨 。

为 进
一

步让世界上各个 国家的人 民更好地 了 解 中 国语言和文化 ， 发展 中 国 与外 国 的友好关系 ，

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 ２ ００６ 年 中 国在黎 巴嫩建立 了 阿拉伯 国家 的 第
一

所孔子学院 ， 此后 阿拉伯

国家的孔子学院逐渐增加 ，
２０ １ ９ 年 ， 阿拉伯 国家的孔子学院 已经到 了Ｊ ６ 所 。 近几年 ， 来 中 国

留 学 的 阿拉伯学 生也
一

年 比
一

年增 多 。

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虽然总体发展 良好 ， 但是母语 为 阿拉伯语的汉语学 习 者在学 习 汉语 当

中 面临一些特殊的 困 难 ， 产生这些 困难的
一

个重要原 因就是汉阿两种语言属 于不 同 的语系 ， 这

导致两种语言之 间 的差异 比较大 ， 并产 生 了 极大的负 面影响 。 根据 Ｒｏｂｅｒ ｔＬａｄｏ１ ９５ ７ 年提 出

的对 比分析假说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ｖｅａｎａｌ
ｙｓ ｉｓ ｈｙｐｏ

ｔｈｅｓ ｉ ｓ ） ， 第 二语言和 第
一

语言存在差异时 ， 学 习 者

在学 习 第 二语言时会受到 第
一语言的

一

些规则 的影响 ， 产 生负迁移作用 ， 也叫做干扰 。 母语为

阿拉伯语的学 生在学 习 汉语的过程 中 同 祥会遇到这些 问题 。 阿拉伯语和汉语的派 生构词法存在

较大的差异 ，

一

个是语言的主要构词法 ，

一

个是辅助构词法 ， 此外还有几个方面 的差异 ， 因此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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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 学 生学 习 汉语词汇 的过程会受到这些差异的负 面影响 。 派生词虽然不是汉语构词 的主要

方式 ， 但是 ， 中 国 改革开放 以来 ， 汉语派生词 的发展越来越快 ， 派生词迅速增加 ， 在汉语构 词

中 的作用越来越大 ， 在汉语教学 中 的作用 也越来越大 。 鉴于此 ， 我选择这个论题做我 的论文 。

１ ． ２ 研究 目 的 、 意义及创新点

本论文首先研究汉语的构词法和汉语派生词 的特点 ， 同 时研究 阿拉伯语派 生词构词法和派

生词特点 ， 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 它们之 间 的 对 比 ， 找 出他们之 间 的异 同 ， 为 阿拉伯汉语 学 习 者

的汉语学 习 和 中 国文化学 习 提 出
一

些合理建议 。 这个论题 以及论文 的主要 意义有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有助于 了 解汉语和阿拉伯语派 生词构词法的特点 以及 它们在各 自 语言 中 的地位和作用 ；

二

是有助于 了 解汉语派 生词 的文化作用 和 意义 ， 从语言 角 度更好地 了 解 中 国文化 ；
三是通过汉语

和 阿拉伯语构词法的对 比 ， 了 解他们之 间 的异 同 ， 这样的对 比对于母语为 阿拉伯语 的学 习 者 的

汉语 学 习 ， 对于 中 国 的汉语推广 以及 中 国文化的推广 具有
一

定的 意义 ；
四是把派生词和 当 今社

会新词语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 ， 这对于 阿拉伯 学 习 者 了 解 中 国 当今社会新词语的发展状况 以及

把握新词语和汉语的新发展具有
一

定的 意义 。 总之 ， 本论题对于汉语和 中 国文化的传播 ， 对于

中 国
一

带
一路政策的进

一

步推广和实施具有
一定的 意义 ， 对于 中 国和世界各 国 ， 特别是阿拉伯

语 国家之 间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相互 交流起着
一定的推动作用 。

本研究 的创新点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

一

是对汉语和 阿拉伯语派生词 的对 比研 究 ， 目 前这

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 ；
二是从阿拉伯 学 习 者 学 习 汉语的 角 度研 究派 生词 ， 这具有

一定的创新

性 。 三是把派生词 的构词特 点和 字本位思 想 结合起来 ， 具有
一定的前沿性 ； 最后是 以派生词 为

基 点 ， 进
一

步研究派 生词 的语言文化意义 ， 以便进
一

步 了 解 中 国 语言 文化 ， 这在对外汉语教学

领域是
一

种创新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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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文献综述

１ ． ３ ． １ 关于汉语构词法的研究

汉语构词 方式丰 富 多 彩 ， 朱德熙
１

研究 了 语 素成 为 词 的组合方式 ， 将汉语的词分为 两种 ，

单纯词和合成词 。 单纯词 由
一

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语素构 成的 。 将合成词是 由 两个或两个 以上语

素 的词 ， 合成词构造方式分为 ： 重叠 、 附加 、 复合 ， 并对它们进行较仔细 的研究 。

虽然汉语构词法是词 汇学的
一

个很重的环节 ， 但是这 门 学科从来没得到 它应有 的关注 ， 占

勇
２

认为汉语构词法研究 总是语言研究 的薄弱环节 ， 因此他收集 了 百年来的汉语构词法研 究 ，

将 它们分为 三个发展阶段 ： 第
一

阶段从 １ ８９８ 年到 １ ９４９ 年 ， 他认为汉语构词法研究 的萌芽就是

马 建忠先生在 《马 氏文通 》 中 对骈列 、 加 字 、 前加 、 后附等提 出 的概念 。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 世

纪 中期从 １ 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 这个时期 最突 出 的现象是陆志伟编著的第
一

部构词法研究专著 。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 世纪后期 到现在 ， 将这个时期称 为汉语构词法研 究 的 复兴和繁荣时期 。

陈光磊
３

强调把构词 法 、 造词法和构形法的概念分开来研究 的重要性 。 陈光磊对构词法 、

造词法和构形法三个术语的概念和研 究对象进行 了 对 比 ， 明确这三个术语之 间 的联系 和 区别 。

１ ． ３ ．２ 关于汉语派生词的研究

派生词是借助前缀和后缀等形式来构成 的新词语 。 在汉语派生词研究方面 ， 朱德熙先生在

《语法讲义 》 中 指 出 ， 附加是把词缀粘附在词根上的构词 方式 。 朱德熙对词缀指 出 的定义是 ，

“

词缀都是定位语素 ， 有前位置的 ， 例如 ：

“

第
”

， 也有后位置 的 ， 例如
“

着
”“

子
”“

们
”

我们 管前置的词缀叫 前缀 ， 管后置的词缀叫 后缀 。

” ４

陈光磊
５

在 《汉语词法论 》 分别 了 词根和词缀的定义 ， 将词根是构成和体现
一

个词 的基本

意义的构词 成分 ， 可词缀是没有 实意 的构词成分 ， 附着在词根上才能起作用 。 他在 《汉语词 法

１

朱德熙＾语法讲义 ． 北京 ： 商务 印刷馆 ， １ ９８２ ：２ ５
－

３６

２
占男 ． 汉语构 词 法研究述评 ［Ｊ］ ． 兰 州 学刊 ，

２００６ （０９） ： ８ ６
－

９０ ．

３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 ． 上海 ： 学林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４

朱德熙 ． 语法讲义 ． 北京 ： 商务 印刷馆 ， １ ９８２ ：２８ ．

５

陈 光磊 ． 汉语词 法论 ． 上海 ： 学林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４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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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按照词缀的位置将词缀分为 三种 ： 前缀 、 后缀和 中缀 。 除 了 位置分类 以 外 ， 陈光磊先生还

按照词缀跟词根的结合能 力 ， 将词缀分 为 ： 能产和不能产 。

吕 叔湘先 生把词缀研 究 引 入新的 阶段 ， 他在 《汉语语法分析 问题 》 中 解释词和语素之 间 的

关 系 时指 出 词缓的定义 ，

“

不能单用 ， 但是活动 能力 比较强 ， 结合面较宽 ， 有单 向性 ， 即只位

于别 的语素之前 ， 或别 的语素之后 ， 或 两个语素之 间 。 这是所谓
“

前缀
”

、

“

后缀
”

、

“

中

缀 。

” ６

吕 叔湘还将类词缀指的是 ，

“

跟地道词缀差不多 ， 但是 它们跟前缀和 后缀还差
一

点 ，

称不上前缀和后缀 ， 所 以得加
“

类
”

字 。 那个
“

类
”

字 的 意义是
“

类似
”

的 意思 ， 表示 它们跟

前缀和 后缀的共 同 点和差异 ， 只可 以称 为类前缀和类 后缀 。 类词缀的语义还没有 完全虚化 ，

一

般是跟词根的语义
一

脉相承 ，

“

是 因 为 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 ， 有 的 时候还 以词根的面

貌 出现
’ ’ ７

。

１ ． ３ ．３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新词语的研究

中 国 改革开放之 后 ， 派 生构词法对汉语新词 的创造有很大的贡献 ， 王晓娟
８

在 《基于语料

库 的现代汉语派生词类型研究 》 中指 出 ， 中 国 改革开放以来 ， 因 为社会各个方面 出 了 新的概念 ，

发 生 了 很大的变化 ， 因此 ， 以满足人们的表迗需要 ， 通过派生
一

大批新词语就 出现 了 。 王晓娟

统计研 究 的结果显 出 ， 改革初期 时通过派 生法很 多 词语被赋予新的 时代 意义 ， 创造 了
一

批新的

类词缀 ， 比如 ：

“

潮
”

、

“

软
”

、

“

族
”

等 ， 这些类词缀也构成 了
一

大批新派生词 。

沈光洁在 《汉语派生词新词语研 究述评 》 中 指 出 ，

“

派生词 虽然不是汉语构词 的主体 ， 但

其构词 能力 却在不断增强 ， 由 典型词缀和
一

部分意义有所虚化但又未完全虚化 、 类似典型词缀

的构词要素 （ 即类词缀 ） 构成 的派生式合成词新词语层 出不穷 ， 数量可观 ， 这类词语在新词语

中所 占 的 比例 明显增多
”９

。 沈光洁认为 改革开放使现代汉语词汇系 统得到很大的发展 空 间 ，

他在 《汉语派生词新词语研究述评 》 中整理 了 新词语料 中 由派生词 而造成 的新词 ， 并提到研究

６

吕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 问題 ． 北京 ： 商务印 书 馆 ， １ ９７ ９ ：１ ６
－

１ ７ ．

７

吕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 间 題 ． 北京 ： 商务 印 书馆 ， １ ９７９ ：４０
－

４ １ ．

８

鲁小娟 ． 汉语构词 法研 究综述 ［Ｊ］ ． 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 究卷 ） ，
２００８ （０４ ） ： １ ４４

－

１ ４６ ．

９

沈光浩 ． 汉语派 生词新词语研 究述评 ［Ｊ］ ． 唐 山 师范学 院学报 ，
２ ０ １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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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类推机制在汉语新词语构造大 作用 的 意识 ， 如孙艳的
“

附 加构 词 这种 方式在构 造新词 方面

显示 出 极强的优 势 ， 而 其主 要原 因 之
一

就 是语言 的类推作 用 在其 中 得到 了 极充 分的 展示 。

习 拓在 《从类词 缀特 点 出 发 看 对 外汉语 类词 缀教 学 》 中 指 出 ， 经过发展 ， 现在 的派 生 词 词

缀大致 有 ２９ 个 ， 分 为 ７ 个前缀和 ２ ２ 个 后缀 。 前缀有 ： 阿 、 第 、 非 、 小 、 准 。 后缀有 ： 巴 巴 、

边 、 儿 、 尔 、 个 、 乎 、 化 、 家 、 来 、 么 、 们 、 面 、 其 、 然 、 如 、 生 、 头 、 性 、 于 、 子 。

１ １

１ ．３ ．４ 关于 阿拉伯构词法的研究

派 生是阿拉伯语主要的构 词 方法 ， 是 阿拉伯 语最 明 显 的语言标志之
一

。 李振华在 《认知语

言 学视角 下 阿拉伯语应 用 偏 误研究 》 中 强调派 生 对 阿拉伯语 的 重要性 ，

“

派 生 为 阿拉伯语提供

了 强大 而又灵活 的构 词 法 ， 从反映范 畴原 型 的词报出 发 ， 可 以派 出 与 词 根 意义相 关 的 动词 、 名

词 、 形容词 等词 汇 ， 反映 出 阿拉伯 民族对客观世界范 畴化 的 认知特 点 。

” １ ２

阿拉伯语派 生词 的研 究 也相 当 丰 富 ， 研 究 者对派 生词 的 定义有 ： 吴昊在 《 隐 喻视域下 的 阿

拉伯 语派 生 构词 研 究 》 中 指 出 ， 派 生 是
“

在 三根母动 词 的 基础上可 以增 加
一

个字母 、 两 个 字母 、

三 个 字母 ， 派 生 出 其他动词 词 型 ， 在 四 根木 动 词 的基础上可 以增 加
一

个 字 母 、 两个字 母 ， 派 生

出 其他动词 词 型
” １ ３

。 吴昊将 阿拉 伯语派生分 为 三种 ： 小派 生 、 大派 生和 最大 的派 生 。 他还强

调 词 根和派 出 的新词 族之 间 的 关 系 ， 说 明 派 出 的词 族都是 围 绕 着 原来 词 根的 意 义 ， 派 出 的词 型

和 词 义也有
一

定 的联 系 性 。

周 烈 在 《 阿拉伯语言学 》 中 ， 将派 生 词 解 释 为 是通过 改 变 词 的 结构和增加 字 母来构 成新词 。

他将 阿拉伯语派 生词 的 种类 分 为 ： 初级派 生 法 、 中 级派 生 法 、 高级派 生 、 特级派 生 法 、 四 母动

词 派 生 名 称 的方法和 二次派 生 。 其 中 初级 法是最 常 用 的 ， 最有 能 产新词 的派 生 法 。 他通过一个

比喻强调 了 阿拉伯语 的词 与 其词 根 的 密切 关 系 ， 说阿拉伯 语词 像 以 前 阿拉伯人
一

样 聚集在
一

个

有 着 明 显 的 血统关 系 的部 落和家族之 中 。 把词 根和词根派 出 来 的新词 当 同 家族 的 成 员 。 周 烈 也

认 为 阿拉伯 语构 词 法 的特 点 是 ， 能充 分满足事物发展 的 需 要 ， 并具有 严 密 的逻辑性和 科学性 ，

１ ０

沈 光 浩 ． 汉语派 生词新 词 语研 究述 评 ［ Ｊ ］ ． 春 山 师 范 学院 学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１

习 拓 ． 从 类 词 缓特 点 出 发 看 对 外汉语类 词 缀教 学 ［ Ｊ ］ ． 现 代 交 际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５ ） ： ８ ０
－

８ １ ．

１ ２

李振 华 ． 认知 语 言 学视 角 下 阿拉伯 语 应 用 偏 误研 究 ． 北 京 ： 北 京 语言 大 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５ ：５ ９ ．

１ ３

吴 昊 ． 隐喻视 阈 下 的 阿拉伯语派 生构 词 研 究 ． 广 州 ： 世 界 图 书 出 版广 东有 限 公 司 ， ２ ０ １ ５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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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灵活性 ， 通过用 不 同 的结构和位置把附加成分附在 同
一

词根上 ， 会派 出 不 同 的词 。 可 以 通

过派生 的特点判断哪 些词是外来 的 。

１ ４

国 少华在 《阿拉伯语派 生词构词 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 里用 阿 卜杜 ． 萨拉姆 ． 哈伦给 的小派生

定义 ，

“
一

个词取 自 另
一

个词 ， 虽然形态结构 的变化 ， 但是它们 共有相 同 的 、 排列顺序
一

致的

根字母 ， 而且基本含义相近
” １ ５

１ ． ３ ．５关于汉语派生构词法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刘娅莉和 王玉响在 《派生词 的语素教学实验研究
——

以
“

ＶＰ 者
”

为 例 》 以派生词
“

ｖｐ 者
”

为 例进行教学实验 。 他们 以促进汉语学 习 者不 同 的词汇认知加工方式 ， 采用 了不 同 的教学处理

－方式 （ 联结加工 、 激活加工和创造加工 ） ， 教学处理方法分为 ： 讲解规则法 、 启 发规则法 、

－

死

记硬背法和 自 然法 。 刘娅莉和王玉响发现
“

不 同 的教 学方式 对词 汇的 三种加工的 影响是不 同 的 。

教师清晰讲解或者让学 生发现构词规则 都可 以 帮助 学 生对所学 的词 汇进行深层加工 ， 因 而大大

促进 了 创造加工和激活加工 ， 保证 了 学 习 效果 ， 而讲解法 因 其更加清晰而 能够迗 到更好的 学 习

效果 ； 背诵法 因 未对词 汇进行深层加工 ， 主要促进 了 联结加工 ， 少 量促进激活加工 ， 不促进创

造加 工 ， 因 而无法抵抗记忆的消退 ， 虽能实现即 时教学效果 ， 但无长期功效 。

” １ ６

习 拓在 《从类词缀特 点 出 发看对外汉语类词缀教学 》 中 提 出 的汉语类词缀教学的建议是 ，

除 了 解释类词缀的形 、 音 、 义之外 ， 也要注意到语素 的历 时性 ，

“

需 要将类词缀教学的 目 光集

在类词缀本身所代表 的语 素上来 ， 也就是通过对类词缀所代表的语 素历 时性的分析 ， 让汉语学

习 者对某个类词缀从发生 、 发展 到 成熟 的过程有
一个整体的把握

” １ ７

。

１４

周 烈 ． 阿拉伯语语言学 ［Ｍ］ ． 北京 ： 外语教学 与研 究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５ ．

１５

国少 华 ．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 的科学性 和 优越性 ． 阿拉伯世界研 究 ， １ ９９７ （４ ） ： ６７
－

７ ０ ．

１６

刘娅莉 ，
王玉响 ． 派 生词 的语素教学实验研 究

——

以
“

ＶＰ 者
”

为 例 ［ Ｊ］ ． 海外华文教育 ， ２０ １ ７ （０９） ：  １ ２０ ０
－

１ ２０９ ．

１７

习 拓 ． 从类词缀特 点 出发看 对外汉语类词缀教学 ［ Ｊ］ ． 现代交际 ，
２０ １ ６  （ １ ５ ） ： ８ ０

－

８ １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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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１ ． ４ ． １ 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最终研 究对象为 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的汉语学 习 ， 特别是词 汇学 习 。 在这
一

研 究对

象 中 又包含汉语派 生词和 阿拉伯语派生词这样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 具体 内容包括汉语和 阿拉伯

语派生词 的基本构词方法和基本特点 、 汉语词和阿拉伯语构词基本特点 、 汉语和阿拉伯语派生

词 的基本构词方法和基本特点 比较 以及汉语派生词相关文化 。

１ ． ４ ．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研 究方法主要分为 ：

文献研究法 ： 收集并整理汉语和阿拉伯语派生词 、 派生词和汉语新词语 、 派生词与汉语教

学等方面 的相关资料 ， 对 已有研 究成果进行 回顾和分析总 结 ， 找 出 汉语和 阿拉伯语派 生词 的基

本特点 ， 并选择性 、 针对性地对相 关材料加 以批评或引 用 。

对 比法 ： 主要对汉语和 阿拉伯语派生词进行对 比 ， 找 出 这两种语言之 间 的共 同 点和 差异之

处 ， 并 以这种异 同 点 为 基础 ， 对阿拉伯学生汉语教学提 出
一

些建议 。

归纳分析法 ： 对某些材料进行统计 归纳和分析 ， 如 留 学 生汉语学 习 词 汇 、 派生词词缀等 ，

并用 这些具体的数字来进
一

步说明 自 己 的观点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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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汉语和阿拉伯语构词法基本情况

２ ． １ 构词法的基本 内涵

在研究构词法时 ， 首先面 临的
一

个 问 题就是构词法 的基本 内 涵 。 构词法简单说就是词语的

构造方法 。 但是 ， 在讨论构词法的 时候 ， 我们经 常会遇到造词法这个概念 ， 造词法是
一

种造词

的 方法 ， 要真正 了 解构词法还必须对这两个概念进行
一

些 区分 。

关于构词法和造词 法之 间 的 区别 ， 目 前学界还是存在着
一

定的争议的 ， 不过 ， 还是有
一

些

基本的共识或趋 向性认识 。

一

般认为构词法是词语构建的本源性 的 、 规律性的 、 根本性的方法 ，

是与 某种语言
一起产 生的 内在与语言 的

一

种词语构建的 原则 、 规律 ， 因 此是语言的根本性的方

法 。 而ｉ词法 ｎ ｉ ｌ 主要是依据构词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造新词 的 方法 。 张寿康先生从规律ｉ的 角

度对这 两种方法进行过界定 ， 认 为
“

构词法是对语言 中 词 的构造规律进行研究 的学 问 ， 而新词

的结构 也是按构词法产 生 的 。

” １ ８

。 由 此可见 ， 构词是研 究词 的 内 部结构 问 题 ， 它 的研 究对象

＇

就是 已经存在的词 ， 对 已经存在的词 内 部结构 的规律进行分析 。 和他持有基本相 同 的观点的还

有葛本仪
１ ９

， 他指 出 ， 构词 法指 的是词 的 内 部结构规律的情况及词 素组合的方式构词法 。 因此 ，

构词法是语言本质性的词语构建方法 。 相 比之下 ， 造词就是创造 出新的词 ， 是解决
一个词从无

到有 的 问 题 ， 它是某个特定 阶段依据构词 的原 则和规律进行造新词 的方法 。 陈光磊则从 内 部结

构 和语法 的 角 度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进行 了 较仔细 的对 比 ， 认为 构词法是指
“

由语素构成词

的法则 ， 是对成词 的结构做语法分析 ， 说 明词 内 部结构 中语 素 的组合方式 。

”

依据这种观点 ，

构词法是
“
一

个词在语法上发 生各种形式变化 的法则 ， 也就是词 的形态变化法 。

”

相对而言 ，

造词 法指的是某个时期 的新词语构造的方法 ：

“

新词形成 的方法 ， 它对造成一个词所使用 的语

言材料和手段做分析 ， 说 明 词所形成 的缘 由 和理据 。

” ２°

从上面的相关论述 中 可 以看 出 ， 构词法和造词法是两个 既具有相 互联系 又相 互 区别 的概念 。

构词 法是根本性 的 ， 造词 法是依据构词法规律或规则 而来的创造词语的方法 ， 它在
一定程度上

体现语言 的构词原则和规律 。 正是 由 于这样的关 系 ， 有 些人把这 两种 方法 常 常 不加 区分地使用 。

１８

徐正考 ，
林松 ． 汉语造词法研 究趋 势探析 ［Ｊ ］ ． 学术交流 ， ２０ １ ９ （０４ ） ：  １ ６９

－

１ ７７ ．

１９

葛 本仪． 现代汉语词 汇 学 ：
山 东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２Ｄ

陈光 磊 ． 汉语词法论 ． 上海 ： 学林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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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康在构词法和造词法界定方面提 出 了
一

些 区别 ， 但是他也把造词法的概念隐含在构词法概

念 中 ， 并在
一

定意义上将 它与构词法等 同 。 有人对此提 出 了 批评 ：

“

将创制新词 的造词法混淆

为构词 法 ， 导致 了 两个概念 的混淆或糅杂 。

” ２ １

还有
一

种观点甚 至认为 构词 法就是造新词 的方

法 ，

“

构词法是研究创造新词 的规律的 ， 因此 它所要解决 的是通过
一

定的构词规律创造新词 的

问 题 。

”“

构造新词 的 方法 ， 即构成新词 的结构方式 。

” ２２

在构词 法和造词 法 区分的 同 时 ， 还有人提 出 了 构形法这个概念 。 认为构形法指的是
“

同
一

词 由 于语法 意义的变化而在词形上发生 的变化 ， 以及研 究这种 变化的学科
” ２３

。 构形法着重在

词语的形变 ， 其 中 最显 明 的形变就是通过加词缀使词语发生形变 ， 如加上
“

家
”“

头
”“

者
”

等词缓而使词形发生变化 ， 同 时也使词语的语法意义发 生 变化 。

因 为汉语造词法 、 构词法和构形法各有 不 同 的含义和研究对象 ， 它们相应地有着 不 同 的类

型 。 构词法的类型分为 ： 单纯词 、 复合词和派生词 。 构形法 的类型分为 ： 加缀法和 重叠法 。

造词法类型分为 ： 词法 学 ， 如用 加缀法和 重叠法造词 ； 句 法学造词法 ， 如用 主谓式和偏正式等

造词 法 ； 修辞学造词 法 ， 如用 比喻格 ； 语音 学造词法 ， 如取声命名 以成词 ； 文字学造词 法 ， 如

用 析字成词 ； 对这些类型 的 了 解和 区分对于研 究汉语派 生词有着重要的 意义 。

构词法 、 造词 法和构形法应该是三个 既相 互联系又相 互 区别概念 。 它们之 间 的 密切联系

导致这三个术语常被通用 ， 很 多 学者将 它们混为
一

谈 。 因此把这三个术语的定义和 区分开来是

有必要的 。 但是 ， 由 于本论文主要是研究词缓构词法 ， 也就是构形学 中 的
一

个 内容 ， 而不是专

门 研究构词法 、 构形法和造词 法之 间 的 区别 的 ， 同 时也 由 于 它们之 间 具有 密切 的联系 ， 因 此 ，

本论文在后面 的 阐述 中基本上还是用 构词 法这
一

概念 ， 遇有特殊需要时才加 以说 明 区 分 。

２ ．２ 汉语和阿拉伯语构词法基本情况

谈到汉语构词法 ， 首先要涉及到词 。 在汉语 中 ， 词这
一

概念不是
一

个传统的 、 古老 的概念 ，

而是
一

个较新的概念 。 汉语 中 传统的用 法是
“

字
”

和
“

句
”

， 而不是词 。 字和句再上去是篇和

章 。 词应该是受西方语言学影响下而 出 现在汉语 中 的 ， 或者说 ， 词 的来源是西方语言 中 的

２１徐正考 ， 林松 ． 汉语造词法研 究趋势探析 ［Ｊ］ ． 学术交流 ，
２０ １ ９ （０４ ）  ＝  １ ６９

－

１ ７７ ．

ａ宋玉柱 ． 应 该把构词法 与 构 形法 区别 开来 ［Ｊ］ ． 逻辑与语言学 习 ，
１ ９８６ （０５） ： ３ ０

－

３ １ ．

２３

宋玉柱 ． 应该把构词 法 与构形法 区别开来 ［Ｊ］ ． 逻辑 与语言学 习 ， １９８６ （０５ ）  ： ３ ０
－

３ 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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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 。 赵元任指 出 ， 汉语是不计词 的 ， 英欧语言 中 ｗｏｒｄ 在汉语 中 是没有确切 的对应物的 。 而

一

说到词 ， 除 了 这种对应上的 不
一

致 ， 还有
一

个麻烦的 问 题 ， 就是要涉及 到 意义 ， 因 为 ， 词被

看作是具有独立 意义的单位 ， 但是
一

涉及到 意义 ， 问题又产 生 了 ， 词 的 意义是什 么 。 意义不仅

仅是
一个语言 问题 ， 它还是

一

个哲 学 、 逻辑等非语言 问题 ， 把词和 意义结合起来 ， 会带来新的

更加复杂 的 问题 。 词 的这种复杂性给构词 法的分析 带来 了 不小 的 问题和 困难 ， 它使构词法分析

更加复杂 了 。

鉴于这种情况 ， 许 多 语言学家把语素 看作是汉语语法的最小单位 。 语素是最小 的语音语义

结合体 。 汉语的语 素和汉字基本上是
一

致的 ， 基本上是
一

对
一

的 关系 。 而词被看做是 比语素 高

一

级的单位 ， 词更 多 的是从语言 的 角度来看的最小构成单位 。 从语素这个角 度来探讨和研 究汉

语构词是较为普遍的
一

种观点 。

一

般说来 ， 语 素可 以分为 三种 。

一

是能单用 的语素 。 它在单用 的 时候就是词 ， 而在不单用

的 时候就是构词 的成分 ；
二是不 能单用 的语 素 ， 在这种语 素 只有和其 它 的 成分结合在一起时才

能构成词语 。 在这个不能单用 的语素 中 还可 以分为 两种情况 ，

一

种是活动 能 力 不是很强 ， 和别

的语素 的结合面 比较窄的语 素 ， 这类语素被称 为词根 。 另
一

种是活动 能力 很强 ， 结合面很宽的

语素 ， 它可 以在别 的语素之前 ， 也可 以在别 的语素 之后 ， 有时还可 以在别 的语素之 间 。 这些语

素被称 为 词缀 ， 有 时也被称 为语缀 。 这些词缀或语缀根据 它 的位置的不 同 分别 叫 做前缀 、 后缀

和 中缀 。 朱德熙 曾 通过
“

站着
”

这 两个语素在性质和位置存在 的 区别 ， 描述 了 汉语的词根和词

缀 。 朱德熙认 为
“

站着
”

的主要意义 由
“

站
”

承担 ，

“

着
”

则只 表示抽象的语法 意义 。

“

着
”

还能跟很 多 的动词组合 ， 但
“

着
”

总是在动词之后 。 因 此他对词缀提 出 的定义就是
“

定位语

素 ， 有前置 ， 也有 后置的 。 我们 管前置的词缀叫 前缀 ， 管 后置 的词缀 叫 后缀
”２４

。

根据这种分析 ， 语 素表面上是两种情形 ， 实际上有 三种情况 ， 根据语素 的这三种情况 ， 汉

语构词主要有下面三种形式 ：

（ １ ） 单纯词 ： 是 由
一

个独立的语 素构 成的词 。 独立语素 也可 以称 为 （词根 ） 。 比如 ： 水 、

苹果 、 喝 、 胖 、 巧克 、 葡萄等 等 。

２４
朱 德熙 ． 语法讲义 ． 北京 ： 商务 印刷馆 ， １ ９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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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复合词 ： 是 由 词根加词根构成的 。 比如 ： 看 书 、 看见 、
口 试 、 电脑 、 火红等等 。

（３ ） 派 生词 ： 是 由 词根加上词缀构成 的 。 比如 ： 老师 、 胖子 、 花儿 、 第
一

、 网 吧 、 石头 、

小 巴 等 等 。

汉语构词 法 的这三种形式并不是单
一

的 ， 它是
一

种构词法 ， 但它 同 时还具有造词 法和构形

法方面 的特点 。 如
“

看 书
”

这个词语 ， 从构词法的 角 度分析
“

看 书
”

里面的结构 ， 这两个语素

是独立语素 ， 因此构词 法的复合词 ； 从汉语句法造词 的 角 度来看 ， 看和 书是通过动宾式的造词

法组合起来的 ， 从无变 成有 。 从构形法来看 ， 这两个语素 却没有重叠也没有加缀 。 但是如果加

了
“

着
”

变 成
“

写着
”

，

“

着
”

表示明 显的语法意义 ， 表示
“

写
”

这个动词是在进行式 ， 那 么

这就是构形法的加缀式 。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 ， 汉语构词是多 方面 的 ， 相互作用 和关联的 。

上面提到 的 复合词并不是
一

种单
一

的形式 ， 而是 比较复杂的形式 。 黎锦熙就 曾 把
“

复字名

词
”

分为六 类 ： 即合成的 、 并行的 、 联属 的 、 对待的 、 叠用 的和 带词尾的 。 蜘蛛和玫魂就是合

成的 ， 道路 、 学 问 等词是并行的 ， 联属 的如男 人 、 温泉等词 ， 带词尾的就是带
“

儿
”

、

“

头
”

等后缀的 。 这一分析把后缀构词法包括在 内 了 。 黎锦熙对于复合的词语的分类是 比较全面 的 ，

注重分析注意到 了 字 （语素 ） 之 间 的 意义关 系 和结构关系 。

而更加全面 的分类还是陆志伟的 ， 他的分类有 九类 ， 包括玻璃等 多 音 的根词 、 并立 、 重

叠 、 修饰 、 后补 （ 吓坏 ） 、 动宾 、 主谓 、 前置与后置等 ， 注重分类的语法结构特点更加 明 显 ，

同 时把前缀 （ 前置 ） 也包括在里面 了 。

２ ５

王力从语音 的角 度把构词 的方法分 为 单音和复音 ， 并认为汉语构词法的基本过程或路径是

从单音词 到 复音词 的过程 ， 而复音化的原 因 主要有 两个 ，

一

是语音发展的 筒化 ， 而是外来词语

的吸收 ， 如坦克 、 琵 琶 、 菩萨 、 沙发 、 咖啡 、 罗汉等 。 王 力对于构词法的描述注重的主 要是语

音 ， 同 时揭示 了 外来词对于构词和词 汇发展的 重要作用 。

汉语构词最具代表性的是名 词语素 的合成 ， 特别是在汉语发展的早期 。 根据苑春法等利用

语 素库所做的统计 ， 在全部语 素 中 各种语法类别 的分布 ： 名 词性语 ？素 占 ４６ ．１ ７ ％ ， 动词性语

素 占 ３ １ ．１ ４％ ， 形容词性语素 占 １２ ．１ ７ ％ 。

２５

陆志伟 ． 陆志伟语言学著作集 ． 北京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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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 阿拉伯语的构词情况 。 阿拉伯语是东起 印度河 ， 西 到直布 罗 陀 ， 南 到北非 ，

北至里海这广大地 区 的通用语言 ， 是 ２２ 个阿拉伯 国家的 官方语言 ， 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

语言 。 阿拉伯语属于 闪含语 系 闪语族 ， 它是 闪语族 中 生命力 最强 、 传播最广 ， 历史 已经距今

１ ５００多 年 了 ， 它保存 了 其他 闪含语言 已失去的
一

些语音 ， 如 ：
ｈ

七 ｃ ｔ ， 并通过翻

译保存 了 很多 其他语言 的古代文献资料 。

阿拉伯语是
一

个 由 字母组成的语言 ， 共有 ２８ 个辅音 字母 ， 其文字从右往左 书 写 。 因 为 阿

拉伯语和汉语属于不 同 的语 系 ， 汉语是属 于汉藏语 系 ， 所 以 两者在语言的很 多 方面有 差异 ， 其

中
一

个重要 的方面就是构词 法的差异 。

阿拉伯语的构词分为 ： 派生 、 复合 、 缩合 、 复用 、 转用 和借用 等构词 方式 。 其他派 生构词

法是最基本的 、 作用 最大的构词方式 。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是通过字根母 （ 词根 ） 和词缀构 成

的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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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汉语和阿拉伯语派生词构词法及派生词基本情况

３ ． １ 汉语派生词构词法和派生词基本愦况

３ ． １ ． １ 汉语派生词构词的典型词缀

从上面 的论述可 以看 出 ， 派生词 的构词 法 （ 包括前置和 后置式 ） 是汉语构词法的
一

种 方法 ，

它在汉语构词法 中并不 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 ， 但是 ， 它也是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

关于汉语派 生构词法也存在着不少争议 ， 但是总 的说来 ， 派生词所谓 的派生主要是
一

种 以

某种成分 为 根据的附加构词法 。 这种根据性的成分称 为 词根 ， 而 附加 的成分就是词缀 ， 因此 ，

派 生词 的主要构 成方法就是词根加词缀的方法 ， 即
“

把词缀粘附在词根上的构词 方式
”

， 这

是
一

种附加构词法 。 根据词缀在构成的词语 中 的位置 ， 派生词 的词缀有三种形式 ， 即前缀 、

后缀和 中 缀 。 由 于词根的高度稳定性 ， 因此 ， 对派生词 的研究主要集 中 在词缀上 。

关于派 生词 的词缀 ， 观点并不
一

致 。 有 些观点差别还不小 。 不过 ， 总体上说来 ， 词缀有 两

种基本的类型 ， 即前缀和后缀 ， 此外还包括 中 缀 。 中缀的提法本身就有些别扭 ， 且争议很大 。

现在汉语 中 所讲词缀主要讲的是前面两种 。

汉语词缀有三种形式 ， 这三种形式 的词缀又可 以分为 典型词缀和非 典型词缀 。 典型词缀是

指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词缀 ， 这些词缀意义完全虚化 了 ， 只起到构词作用 。 而非典型 的词缀主要

指的是类词缀 ， 即 意义没有完全虚化的那些具有某种 程度的词义的词缀 ， 是
一

种类似于典型词

缀 的词缀 。 典型词缀和类词缀的 区分是存在的 ， 但是它们的 区分标准并不 明 显 。 本论文在这里

就不专 门 论述典型词缀和类词缀之 间 的 区别标准 ， 只 想把某些专家提到 的典型词缀进行例举 ，

在这基础上进行
一

些分析 。 下面是五位 中 国语言学专家所例举的典型词缀 以及权威汉语词典

《汉语现代汉语词典 》 所收集 的典型词缀 。

１ 、 吕 叔湘在 《语法分析 问题 》 中 列举的词缀有 １ １ 个 ， 其 中 前缀有 ５ 个 ， 包括阿 、 第 、 初 、

■

老 、 小 ；
后缀有 ６ 个 ， 包括子 、 儿 、 头 、 巴 、 者 、 们 。 此外有 中 缀 ２ 个 ： 得 、 不 。

２６
吕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 问题 ．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１ ９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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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朱德熙在 《语法讲义 》 中 列举的词缀有 １２ 个 ， 其 中 前缀只有 ３ 个 ， 它们是初 、 第 、 老 ；

后缀有 ９ 个 ： 子 、 儿 、 头 、 的 、 得 、 着 、 们 、 了 、 过 。

２７

３ 、 王力 在 《 中 国现代语法 》 列举的词缀共有 １４ 个 ， 其 中 前缀有 ５ 个 ， 它们是所 、 为 、 打 、

第 、 阿 。 后缀有 ９ 个 ， 它们是的 、 子 、 儿 、 头 、 们 、 么 、 得 、 了 、 着 。

２８

＇

４ 、 陈光磊在 《汉语词 法伦 》 中 列举的词缀有 １０ 个 ， 其 中 前缀有 ３ 个 ， 它们是阿 、 初 、 老 ；

后缀有 ７ 个 ， 包括子 、 儿 、 头 、 巴 、 得 、 于 、 然 。 此外还有 中缀 ２ 个 ： 里 、 不 。

２９

５ 、 任学 良在 《汉语造词法 》 列举的词缀共有 ５ １ 个 ， 其 中 前缀有 １ ３ 个 ， 它们分别是有 、

老 、 阿 、 小 、 可 、 第 、 初 、 反 、 被 、 见 、 所 、 非 、 不 ； 后缀 ３ ８ 个 ， 它们分别是 ： 子 、 儿 、 头 、

员 、 家 、 者 、 士 、 师 、 生 、 手 、 汉 、 夫 、 丁 、 郎 、 鬼 、 棍 、 迷 、 犯 、 派 、 分子 、 主义 、 性 、 处 、

品 、 巴 、 化 、 于 、 乎 、 么 、 然 、 的 、 地 、 得 、 了 、 着 、 过 、 论 、 式 。

３°

６ 、 习 拓在 《从类词缀特点 出发看对外汉语类词缀教学 》 中 对 《现代汉语词典 》 最新版的

词缀进行 了 总 结 ， 认为 词典总共收录的词缀有 ２９ 个 ， 分 为 ７ 个前缀和 ２２ 个后缀 。 前缀有阿 、

第 、 非 、 小 、 准 ； 后缀有 巴 巴 、 边 、 儿 、 尔 、 个 、 乎 、 化 、 家 、 来 、 么 、 们 、 面 、 其 、 然 、 如 、

生 、 头 、 性 、 于 、 子 。

３ １

上面六位专家学者关于词缀的这些例举还是有着 比较大 的差异的 ， 仅仅从数量上看 ， 最 多

的有 ５ １ 个 ， 最小 的只 有 １ ０ 个 ， 总体数量不是很 多 。 而从这些词缀来看 ， 后缀所 占 的 比重最大 ，

其次为 前缀 ， 至于 中缓少 到 几乎可 以忽略 了 。 从这些词缀的频度来看 ， 频度最高后缀只有 ： 子

（ ６ ） 、 儿 （ ６ ） 、 头 （ ６ ） 三个词缀 ， 都在这六位专家学者所列 的词缀之 中 。 其 它 的后缀 出现

频度相对较高的 为 得 （ ４ ） 、 们 （ ４ ） 、 巴 （ ４ ） 、 么 （ ３ ） 、 着 （ ３ ） 、 了 （ ３ ） 、 于 （ ３ ） 、 的

（ ３ ） 、 过 （ ２ ） 、 者 （ ２ ） 、 家 （ ２ ） 、 生 （ ２ ） 、 性 （ ２ ） 、 化 （ ２ ） ？ 前缀 中 ， 频度最高的分

别 为 第 （ ５ ） 、 阿 （ ５ ） 、 老 （ ４ ） 、 初 （ ４ ） 、 小 （ ３ ） 、 非 （ ２ ） 、 所 （ ２ ） 。

２７

朱德 熙 ． 语法讲义 ． 北京 ： 商务 印刷馆 ， １ ９８２ ．

２８

王力 ． 中 国现代语法 ． 北京 ： 商务印 书 馆 ，
１ ９８ ５ ．

２９

陈光磊 ． 汉语词 法论 ． 上海 ： 学林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３ Ｃ １

任学浪 ． 汉语造词法 ． ［Ｍ］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１

３１

习 拓 ． 从类词缀特 点 出 发看 对外汉语类词缳教学 ［ Ｊ］ ． 现代交际 ， ２０ １６ （ １ ５） ： ８０
－

８ １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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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 这些 典 型词 缀虽 然较少 ， 但 是 它 们 的 构 词 能 力 和作 用 还是 不可 小 看 的 。 以词 缀
“

老
”

为 例 。 根据王 力 的研 究 ，

“

老
”

字 词 头 来源于形容词
“

老
”

字 ， 作 为 词 头 ，

“

老
”

字 可 以 用 于

动物和人两 个 方面 。 其 中 主 要用 于 某 些称 谓 、 姓 、 名 字 ， 后 来 发 展 到 可 以 用 于老 婆 、 老 师 、 老

虎 、 以及排行次序 。 仅从 由 于称谓 、 姓 、 名 字 来 看 ， 就 可 以构 成大量 的 词 语 。 《汉语大词 典 》

中 例 出 的
“

老
”

字 下 面 的词 条就有 １ ８ ２ 条 ， 其 中 ， 用
“

老
”

作 前缀 的有 老媪 、 老伯 、 老表 、 老

大 、 老 师 、 老鹰 、 老 大爷 等 近 ９ ０ 个 ， 占 比近
一

半 。 还有进
一

步拓展 出 来 的老王 、 老钱 、 老二 、

老三 等就难 以计 算 了 。

３ ． １ ． ２ 汉语派生词构词 的类词缓

典 型词 缓之所 以 典 型 ，

一

方面 是 因 为 固 定稳定 ，
但 同 时也 限制 了 它 的 构词 能 力 。 有

一

些 学

者把 能 产性 不强 的
一

些典 型词缀称 为 死缀 。 吕 叔湘先 生在 《汊语语法分析 问 题 》 中 从能 产 和 不

能产 的 角 度 将词 缀分 为 活 的 和 死 的 。 活 词 缀是 那 些 能 产 性强 的词缀 ， 能 跟很 多 词 根搭配 ， 能够

不 断构造 出 新 的词语 。 相反 ， 死缀指这 些 能 产 性很弱 的词缀 ， 它 只 能跟很少 的语 素搭配 ， 搭配

对象 限制在很小 的 范 围 内 ， 比如 ： 初 、 老 、 子 等 等 。

典型 的词缀在古 代汉语 以 及近 代汉语构词 中 发挥 了 不小 的 作 用 ， 但是 ， 可 以说许 多 已 经成

为 死词缀 ， 或者瀕死词 缀 ， 它们 的 构词 能 力 大 大下降 ， 但是 ， 另
一

方面 ， 社 会在 不断发展 ， 新

的社会现象和新 的语言 表达需 求 不 断 出 现 ， 迫切 需 要构建新 的词语 ， 特 别 是在那 些特殊的 时期 ，

这种 需 求更加 突 出 。 在 这种 情况下 ， 语 言 会不 断构建 出很 多 新词 语 ， 以 符合社会新 出现 的现象 ，

便利 人们表迗 自 己 的观点 以 及满足人们 的 交流和 交际 需 求 。 在 中 国 ， 新 中 国 成立 ， 文化 大 革命

以 及 １ ９ ７ ８ 年进行 的 改革 开放都是特殊 的 时期 ， 在这些 不 同 的 时期 里 ， 社 会 生活都 发 生 了 巨 大


＜

的 变 化 ， 特 别 是 改革开放 以及 以 后 的 时期 里 ， 中 国 经济和社 会 生活 的各个领域发 生 了 巨大 的变

化 ， 出 现 了 很 多 新 的社 会现 象 ， 因 此 ， 改革开 放 以来 出 现 的汉语新词语最 多 ， 改革开 放是很 多

学词 汇 的 学 者 的研 究 对 象和研 究 范 围 。 在这
一

时期 ，
由 于 ， 用 典 型 词 缀 的派 生法跟 不上 当 时社

会 的 巨大变 化 ， 因 此派 生构词 法 的新组 成 成 分 自 然 出 现 了 ， 这就是类词 缀 。

类词缀指的是那 些逐渐弱化其 本来语义 ， 从实语逐渐 走 向 虚 化 的语 素 。 它处在实语和典 型

词缀 中 间 的 位置 ， 类词缀 的 位置 也具有 固 定性 。 类词 缀和词 根在语音 上没有 明 显 的 差 别 如 ， 强

３ ２

吕 叔湘 ． 汉语语 法 分析 问 題 ． 北 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１ ９ ７ ９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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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现代化 、 年轻化等 中 的
“

化
”

具有
“

变化
”

义 ， 与 它 的本来意义并无 多 大差别 ， 不过 ， 词

缀化强调 了 过程和结果 ， 有
一

定 的虚化 ， 因 此 ， 其意义兼顾词根和类词缀两种属性 。

吕 叔湘在 《汉语语法分析 问 题 》 中 说 明 ， 类词缀跟地道词缀差不 多 ， 但是它们跟前缀和 后

缀还差
一

点 ， 称 不上真正的前缀和后缀 ， 所 以得加
“

类
”

字 。 那个
“

类
’ ’

字 的意义是
“

类似
”

的 意思 ， 表示 它们跟前缀和后缀的共 同 点和差异 ， 只可 以称为 类前缀和类 后缀 。 类词缀的语义

还没有完全虚化 ，

一

般是跟词根的语义
一

脉相承 ，

“

是 因 为 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 完全虚化 ， 有

的 时候还 以词根的面貌 出现
”

＇

类词缀主要是类前缀和类后缀 。 《汉语语法分析 问 题 》 中 列举的类前缀有 １８ 个 ， 类后缀

有 ２３ 个 。 类前缀 ： 可 、 好 、 难 、 准 、 类 、 亚 、 次 、 超 、 半 、 单 、 多 、 不 、 无 、 非 、 反 、 自 、

前 、 代 。 类后缀 ： 员 、 家 、 人 、 民 、 界 、 物 、 品 、 具ｒ 件 、 子 、 种

＿

、 类 ： 别 、 度 、 率 、 法 、 学 、

体 、 质 、 力 、 气 、 性 、 化 。 这些词缀 中 ， 由 于分类不 同 ， 有 些词缀 已经包含在典型词缀 中 ， 如

子 、 性 、 家 、 非等 ， 不过 ， 重新 出现在这里 的 另
一

个原 因 是它 们的构词 能力 比较活跃 。 在这些

类词缀 中 ， 大部分还是新 出现的
一

些词缀 ， 其 中准 、 民 、 界 、 好 、 可等都 比较有代表性 。 但是

还有不少没有 包括进去 ， 之所 以会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 多 到没法数 ， 而是 由 于标准不一 ， 很难

区分词根和类词缀 。

３ ． １ ．３ 汉语派生构词法和新派生词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 以来新构成 的派生词新词语越来越多 ， 派生式构 词法的作用 越来越大 。 关于新词

语有 多 种 的解读 ， 我认为 ， 新词语首先是 时 间 上的新 。 新词语在时 间 上的新也是相对的 。 如相

对于文革 时期来讲 ， 改革开放时期 的词语就是新的 ， 而相对于二 十世纪来讲 ， 我们现在 的时期

是新的 ， 这
一

时期 出现的新词语就是新的词语 。 这里讲到 的新时期 主要是指改革开放 以来 的 时

期 。 新词语主要是形式 的新或意义的新 。 形式 、 意义两方面 中 任何
一个方面是新的就是新的词 。

“

形式 、 意义全新 的词语
”

，

“

形式新 、 意义 旧 的词
”

，

“

形式 旧 、 意义新的词

３３

吕 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 问 题 ．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１ ９ ７９ ．

３４沈光浩 ． 汉语派 生词新词语研 究述评 ［ Ｊ］ ． 唐 山 师范 学院学报 ， ２０ １４ ， ３ ６ （０ １ ） ： ４ １
－

４４＋７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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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改革开放以来 的新词语 中派生词 非常 明 显 ， 新的派生词要 么从新 出现的词缀附加在词

根上构成 ， 要 么 由得到新意义的 旧词缀附加在词根上构成 ， 还有
一

些 已有 的词缀的能产力 不断

地增强 。 这些词语在 网络词和外来词 中 非 常 明 显 。

网络和 多 煤体时代 的发展深入影响人们 的 生活和他们 的 日 常交流方式 。 因 为语言是人们交

流最主要 的渠道 ， 所 以信息化和媒体发展对语言表迗方式的影响很深 。 网 络词 汇是 网 民在 网 络

上进行交流使用 的词 汇 ， 来发表 自 己 的观点 ， 它充满着个性化 ， 也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现

象 ， 是现代科技的产物 。 由社会发展的影响而 出现的语言新现象能反应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概

念 ， 新词语构成的方式可 以 代表
一

个时代的面貌 。

网 络词 汇的分类很多 ， 其 中 词 缀构词 法构成 的 网 络词有
一

定的重要性 。 我们的 时代就是快

节奏的 时代 ，

“

网语在某种程度上弥补 了 中文在 电脑输入速度上的
一

些不足 ， 为 传统语言注入

了 新鲜血液和活力 ， 在
一

定程度上是科技进步 的
一

种表现
” ３５

。 从杨维东提到的特征可 以看 出

网 络语对语言的要求有 两个 ： 快速度输入和活力 。 从速度输入的 角 度来看 ， 派生式 网 络词可能

比不上缩略方法 占 的优势 ， 但是派生 网络词 的优点是通过语言衍生 的类推机制可 以产 生
一

系 列

的词群 ， 词群 的结构算是 固 定 的 ， 因此可 以按照那种 固 定的结构和模式产 生很 多 词 ， 表现 出极

强的活 力 。 因 为 词群里的词 结构 比较 固定 ， 词之 间 有很 多 共 同 点 ， 这使 网 民对派 生式 网络词 的

适应能 力 比较强 ， 对熟悉的词群结 构 的输入速度也会很快 。 这样就表现 出 杨维东提到 的 网语两

个特征 。

语言衍生 的 另 外重要原则是经济省 力 原则 ，

“

所谓经济省 力 原则就是花尽可能小的投入

获取最大可能性的收益 。

” ３６

经济省力 原 则是受到信息 时代的快节奏影响而 出现 了 ， 网 民就想

用 最少 的语言最少的 时 间 来表达 自 己的观点 ， 无妨碍对方的接受和 了 解过程 。 孙敏敏和王丽洁

认为在经济省力 原则 的作用 下 ， 派生构词法受到 了 人们 的 青睐 。

“

派生构词法是用 词根和词缀

连缀而成 。 词根是大家所熟悉 的语言单位 。 典型词缀早 已产 生过大量的派生词 ， 已 为人们熟知 。

类词缀虽然产 生 的时 间 不长 ， 但是意义没有完全虚化 ， 保 留 了 部分词 汇意义 ， 使人们
一

看即 明

白该词缀的 意义
” ３７

。 可 以看 出派生式的 网络词不但便利 了 网 民 的快速输入 ， 而且有助于 网 民

３５

杨维 东 ． 网络语言的特点 和发展趋势分析 ［ Ｊ ］ ． 西安邮 电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９ ， １ ４ （０２ ）  ＝  １ ７ ３
－

１ ７ ５＋ １ ８２ ．

３６

孙敏敏 ． 王丽洁 ． 新词语 派 生词的特 点及产 生根源探究 ［Ｊ］ ． 重庆科技学 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４ （ １ １ ）
．

３７

孙敏敏 ，
王 丽洁 ． 新词语派 生词 的特点及 产 生根源探究 ［Ｊ］ ． 重庆科技学 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４ （ １ １ ）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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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和辨识 。 比如 ：

“

客
” “

博客
”“

叮客
” “

维客
” “

白 客
”“

黑客 手
” “

买手
”

，

“

友
”“

网友
”

。

在 当 今世界 ， 英语是世界上最通用 的 国 际语言 ， 汉语的很 多 词汇是借 自英文 ， 经历很多 过

程后融入汉语 ， 变成汉语的 常用 词 。 中 国 与 其他 国家的交往不仅属 于 改革开放时期 ， 李泓萍在

《 当 代外来词及其对现代汉语构词法的影响 》 中 阐述 ， 汉语吸收外语经过 了 三个高潮 。 第
一个

是汉唐 时期 ， 以传入佛教的作用 ， 大批古 印度语的词 汇传到 中 国 ， 经历很 多 过程 后 ， 就变成 了

现代汉语的普通词 。 第 二个高潮是五 四运动 ， 西方文化传入 中 国 的 的过程 ， 将大批 由英文的词

汇吸收到汉语 中 。 第 三个高潮是改革开放时代 ， 改革开放是三个高潮 中 中 外交往最突 出和繁荣

的 阶段 ， 将外 国语表示新概念和 意义的词汇传到汉语是必然的结果 。

３８

改革开放发 生 的词缀化倾 向 日 益明 显 ， 其 中 由外语吸收的词语存在
一

定的数量 。 那 些语素

会经历 相 当 长的过程 ， 最终 变 成汉语的词 缀 ９ 现代汉语外来词 根据吸收外来词 的方式分为 ： 全

音译词 、 半音半意译词 、 音译加注汉语语素词 、 音译兼译词 、 借形词 、 字母词六种分类 。

％

一

般某个外语音 节一开始先通过音译某
一个方法传到汉语 ， 逐渐独立起来 ， 走 向语 素化 ，

慢慢被人接受和 熟知 ， 融入汉语系 统 。 然后利 用 类推机制 ， 外来语素 的意义开始逐渐虚化 ， 但

是也不完全虚化 ， 利 用 派生构词法的容易 复制特点开始与很多 语素进行搭配 ， 参与 构词 。

“

可

见 ， 外来语 素转化 为词缀需要经历这祥的过程 ： 音译或意译后 的外来词进入汉语词 汇系 统 ； 某

个或某 些 音节代表整个词 的 意义参与构词 ， 获得语 素资格 ； 开始大量地 与其他语 素缀合 ， 意义

相 对虚化 ， 构词词缀形成 。

”４°

外来词语的构词词缀具有
一

定的特殊性 ， 有 学者对此作 了 统计 ， 认为 已确认的外来词缀肴

４２ 个 ： 半 、 超 、 次 、 单 、 双 、 非 、 类 、 前 、 亚 、 准 、 多 、 全 、 泛 、 后 、 化 、 性 、 反 、 零 、 吧 、

的 、 软 、 硬 、 卡 、 秀 、 客 、 领 、 巴 、 模 、 族 、 网 、 啤 、 迪 、 高 、 微 、 咖 、 Ｅ 、 电 子 、 迷你 、 灰

色 、 基 因 、 概念 、 网络 。

“

３８

李泓萍 ． 当 代外来词 及其 对现代汉语构词法 的影响 ［Ｊ］ ． 天水师范 学 院 学报 ， ２００３ ，２３ （４ ） ： ３ １

－

３ ３ ．

３９

庞海燕 ． 现代汉语外来 词 的类词缀化——以
“

秀
”

和
“

卡
”

为例 ［ Ｊ ］ ． 文教 资料 ，
２０ １ ５ （ １ ４ ） ： ３ １

－

３ ２ ．

４０
王玲 ． 外来语素 的词缀化 ［Ｊ］ ． 语文 学刊 ，

２ ００６ （７ ）  ＝ ７ １

－

７３ ．

４１
王玲 ． 外来语 素的 词缀化 ［ Ｊ］ ． 语文学刊 ，

２００６ （ ７ 〉 ： ７ １

－

７３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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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改革开放 以来 出 现的汉语新词语很多 ， 所 以 改革开放是很多 学词 汇的学者 的研 究对象

和研究 范 围 ， 都尽力 统计改革开放 以来 出现的新词语及其不 同 的特征 。

王晓娟在 《基于语料库 的现代汉语派生词 类型研 究 》 中 统计 了 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在 《新词

语大词典 》 、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 中 出现的词语的数量 。 这些词语涉及不少词缀 ， 其 中 代表

性 的有 ： 非 、 软 、 超 、 反 、 第 、 打 、 硬 、 老等 ８ 个前缀 ， 热 、 族 、 潮 、 化 、 制 、 霸 、 户 、 有 等

８ 个后缀 。 《新词语大词典 》 中 用 这 ８ 个前缀构成的新词语有 １ ３２ 个 ，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

中 用 这 ８ 个前缀构成 的词语有 １ １ ３ 个 。 《新词语大词典 》 中 用 这 ８ 个后缀构成 的新词语有 １ ８９

个 ，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 中 用 这 ８ 个前缓构成的词语有 １ ７９ 个 。

４２

这些词语包括 ： 出 国热 、

大陆热 、 软着 陆 、 不婚族 、 出 国潮 、 第三者 、 车霸 、 专业户 、 老外 、 反季节 、 双轨制等 。 可见 ，

新词量还是 比较 多 的 。 再来看看 ２ １ 世纪这个新世纪Ｉ 出 现的词缀派生的新词语 。 前缀第 、

软 、 后 、 准 、 次 、 亚
； 后有吧 、 族 、 客 、 霸 、 门 、 奴 。 在 《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 》 中共有词语

１４７ 个 。 如 第六媒体 、 话吧 、 月 光族 、 准新 郎 、 面 霸 、 违法 门 、 亚文化 、 车奴等 。

从 中 国 改革开放 以及新世纪的词语发展来看 ， 这
一

时期派生词 的 总体特点是 ： 首先 ， 词缀

和词汇的数量 明 显增 多 ， 词缀 中 主要是类词缀大量增 多 ， 如
“

潮
”“

软
”“

族
”

等 ； 其次 ，

类词缀的构词 能 力很强 ， 第 三 ， 某些经典词缀又重新活跃起来 了 ， 如底 、 老 、 化等词缀 ， 特别

是
“

化
”

， 构词量大增 ； 第 四是后缀构词 能力 强于前缀 ； 最后是外来词缀增 多 。

３ ．２ 阿拉伯语派生词构词法及派生词基本愦况

３ ． ２ ． １ 阿拉伯语构词法的基本情况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是通过在原有的基本字母 （ 词根 ） 和基本词义的基础上 ， 改变词 的结

构和增加字母来构词新词 的方法进行的 。 很 多 学者注意派生在阿拉伯语 的 重要性 ， 派生词是
一

个
“

极 富特色 、 规律性很强的派 生 系 统 ， 它赋予阿拉伯语词 汇极大的灵活性 ， 为 阿拉伯语词 汇

的发展提供 了 广 阔 的发展 空 间
” ４ ３

。 因此阿拉伯学者早就对派生词下 了 定义 。 Ｊｅｉ
ｊ
ａｎｉ 在其书 中

指 出 ， 派生词指的是
“

从
一

个词造 出 另
一

个词 ， 新构成 的词必须与原来词 的意义和结构相 同 ，

４２
王晓娟 。 《基于语料库 的现代汉语派 生词类 型研究 》 ．

４３
吴昊 ． 隐喻视 阈 下的 阿拉伯语派 生构 词研 究 ． 广 州 ： 世界 图书 出版广 东有 限公 司 ， ２０ １ ５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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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词 型不 同 而 已
”

＇Ｓｕｙｕｔ ｉ 在其 书 中对派生词下 的定义是 ：

“
一

个词取 自 另
一个词 ， 两者

的含义 、 词根和结构相 同 ， 通过改变 字母或者词型 ， 给原来的词根添加有用 的 意义增加
” ４ ５

。

从这两个概念可见 ，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依靠在词根上附加
一

些次要的成分或者改变词 的

字母 ， 这样的变化导致词 型与原来的词 型不 同 ， 词 型的变化丰 富词 的含义 ， 同 时也不远离原来

词 的基本含义 。

阿拉伯语派生是按照 固 定 的模式进行的 ， 根据派生 不 同 的模式来派 出 不 同 的词 ， 新构成的

词型是 由进行哪
一

种派生种 类决定的 。 阿拉伯语派生的种 类分为 ： 小派生 、 大派生和 最大派生 。

３ ．２ ．２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的基本类型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分三个种类 ： 小派生 、 大派生和最大派生 。

小派生构词法的基本特 点是 ： 原来的词和派 出来 的新词必须在基本的 意义 、 基本 的字 （词

根 ） 和 字母的排列顺序这三个方面相 同 。 这种 派 生构词法 中 的词根是不变 的 ， 它是通过在词根

上附加音符或者附加成分实现的 ， 如Ｖ
’

丨、
”

Ｖ 它是阿拉伯

语最常用 、 最普遍的构词法 ， 因 此也称 为基本派生 。 例子 ，

词根 （ｄ ．ｒ ． ｓ ） 通过小派 生可派生 出 的词有 ：

（Ｄａｒａｓ ） 意 为 ： 他学 习 了 。 （动词 ）

ＬｖＣｐ（Ｄａｒｒａｓ
） 意 为 ： 他教 了 。 （ 动词 ）

ｏ＾ （Ｎａｄｒｏ ｓ ） 意 为 ： 我们正在学 习 。 （ 动词 ）

〇〇ｉ
（
Ｄａｒｓ

） 意 为 ： 课 。 （ 名 词 ）．

（Ｍｏｄａｒｅｓ ） 意为 ： 教师 。 （ 名 词 ）

＾＾ ？＾？

（
Ｍａｄｒａｓａ

） 意 为 ： 学校 。 （ 名 词 ）

ｉ＿？ｊ＾Ｔａｄｒｅｅｓ） 意 为 ： 教学 。 （ 名词 ）

Ｈｊ＾ （
Ｄｅｒａｓａ

） 意 为 ： 学 习 、 研究 。 （ 名 词 ） 等等

词根 （
ｋ ．ｔ ．ｂ

）
通过小派生可派生 出 的词有 ：

ｖ＾ＳＳＯｃａｔａｂ
）意 为他写 了 。 （动词 ）

ｙ２￡ｉ

（
Ｎａｋｔｏｂ ） 意 为 ： 我们正在写 。 （ 动词 ）

４５

２０ １〇－＞ ＊
１ ９９８ｕｉ ｉＳｌ ｌ

ｊｂｊ ｔｐｌ ｌ

２０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汉语和阿拉伯语派生词构词法及派生词基本情况

ｙ＾＾ｅｔａｂ
） 意为 ： 书 。 （ 名 词 ）

＊

ｒ
＾

（
Ｋａｔｅｂ

） 意 为 ： 作者 。 （ 名 词 ）

（Ｍａｋｔａｂ ） 意 为 ： 办公 室 ＾（ 名词 ）

；Ｍｓ＊？

（
Ｍａｋｔａｂａ

） 意 为 ： 图 书馆 。 （ 名 词 ）

￥
（
ｋｅｔａｂａ

） 意为 ： 书 写 、 笔迹 。 （ 名 词 ）

— ＞

ｊ
２ｉ？

（
］ｖｉａｋｔｏｏｂ

） 意 为 ： 书 面的 。 （ 名词 ）

？ ■＾ （
Ｋｕｔａｉｂ

）意为 ： 小册子 、 小 书 。 （ 名 词 ） 等等

根据上述的例 子可见 ， 阿拉伯语小派生首先按照 固 定的模式派生 出词根的动词和名 词 ， 这

是最基本的词 型 ， 然后继续附加不 同 的附加成分衍生新的词 型 ， 比如 ： 主动名 词 、 被动名 词 、

张大名 词 、 半主动名词 、 地 点名词 、 时 间 名 词 、 工具名 词 、 比较名 词 、 指小名词 、 从属名 词 等

等 名 词词性 。 每个动词发生的 时 间 和主语的 阴性 阳性都能通过小派生表迗 出来 。

大派 生指的是 ， 由 共 同 的词根字母 ， 用 自 由 组合的方式 ， 通过换词根字母前 中 后 的位置而

产 生 的词 ， 因此 ， 这种构词法的词根是发生变化的 。 这种 自 由组合方式可 以得到六个新词 ， 都

有不 同 的词 型 ， 但是它们 围绕相近的基本含义
４６

。 例 子 ，

由 这三个字母构成 的大派生词有 ：

（ ｋａｗａｌ ） 意 为 ： 说话的动作 ， 舌头就很灵活没有发硬 。

ｊ ．ｄ
ｉ３（

ｋａｌａｗ
）意为 ： 很快很轻地走 。

山３ ．ｊ（
ｗａｋａｌ

）意为 ： 形容 山羊爬 山 的动作 ， 很快很轻的样子 。

ｉｉ ．ｄ
＿ｓ〇ｖａｌａｋ

）意为 ： 形容
一

件东西变更轻 。

意 为 ： 形容老鹰扑 向猎物的动作 。

ｄ＾ＪＯａｗａｋ
）意为 ： 形容做饭的时候 ，

一

加黄油 ， 饭就变得更容易搅拌 。

Ｉｂｎ
ｊ
ｅｎｎ ｉ

４７在其 书 中讲 了 大派生 的特点 ， 对 这 三个 字母可 以用 大派生派 出 的六个

词 型进行概念的联系 ， 这六个词 型都 围绕着
“

很快 、 很轻
”

这个概念 ， 虽然含义不是完全相 同 ，

但是通过把其含义拆解开来并思考 ， 可 以找到词义的共 同 点 。

由 这三个字母构成 的大派生词有 ：

ｗ４ｊ（
Ｒａｋａｂ

）意 为 ： 骑 、 冒 险 。

４６

吴昊 ． 隐喻视 阈 下的 阿拉伯语派 生构 词研 究 ． 广 州 ： 世界 图 书 出版广 东 有 限公 司 ，
２０ １ ５ ． （ ２５）

＾
１ １

－

５Ｕ－？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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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ｊ ．

＿Ｋａｒａｂ
）意为 ： 作难 、 为 难 。

４ ｊＭＢａｒａｋ
）意为 ： 罗 陀跪倒 。

意 为 ： 迷惑 、 惊慌失措 。

」 ．

＞４Ｓｊ

（
Ｂａｋａｒ

）意为 ： 早起 。

ｊ ．ｙ ．
＊＾

（
Ｋａｂａｒ

）意 为 ： 上年纪 。

４８

六个词 型都
“

与 费 力 、 辛劳有关
”

的概念 。

值得
一

提 的是 ， 这种派生构词法 ， 不能在所有 的词根进行 的 。 有
一

些词根
一

换其 字母位置 ，

就变 成没有含义 ， 不能构 成新词 。 假如换位置后有含义 ， 含义也不一定跟其他词根的含义有联

系 。

最大派生指的是 ， 通过改变部分 字母 ， 从
一个词产 生另

一个词 ， 新构成词 的
一个 字母跟

原来词 的
一

个字母的 发音部位和语音相近 ／ 两个词 的 意义相近 。 例如 ：

（Ｈａｄｅｅｒ ） ＾ ＜Ｊ＾ （
Ｈａｄｅｅ ｌ

）

这两个词 的 （ Ｊ ＊

ｊ ） 的语音相近 ， 两个 字 的发音部位是舌尖前腭 音 。 因此两个词的 意义相

同 ， 意为 ： 鸽 子的 叫 声 。

＾？

（
Ｍａｄｄａ）

‘ 

Ｌ
（
Ｍａｔｔａ

）

这两个词 的 的语音相近 ， 两个字 的发音部位是舌叶齿龈音 。 因 此 两个词 的 意义相

同 ， 意为 ： 伸
一

件东西 。

（Ｋａｂａｈ
）

‘

＾
？Ｓ

（
ｋａｍａｈ

）

这两个词 的 （＾ ） 的语音相近 ， 两个字 的发音部位是双唇音 。 因 此两个词 的 意义相 同 ，
＇

意 为 ： 制止 。

Ｃ ｋａｓｈａｔ ） ？＾５

（
ｋａｓｈａｔ

）

（Ｊ）是阿拉伯语的独特字母 ， 很多语言没有这个字 ， 其发音部位是舌根小舌音 。 （
』 ） 的发

音部位是舌根音 ， 两个字的发音相似 ， 两个词 的 意义 为 ： 剥去 。

由 大派生和最大派生派 出 的新词根 ， 可 以通过把
一

些 附加成分附在新词根上 ， 再进行小派

生 ， 因 此小派 生是 阿拉伯语作用 最大 ， 影响 最深的构词法 ， 小派生也是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种

类 中最切近汉语派生构词法 。

４８

吴昊 ． 隐喻视 阈下 的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研 究 ． 广 州 ： 世界 图 书 出版广 东 有 限公 司 ， ２０ １ ５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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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的特点和新趋势

阿拉伯语 的 派 生词构 词 法 的 最大特 点就是 它 具有 词群 ， 表现 为 特定 的词 群 。 词 群这 个术语

指 的是那 些词根相 同 的词 ， 他们 的 基 本 字 母 （ 又 叫 根 字 母 ） 相 同 。 阿拉伯语 的 根 字 母是词 最 基

本 的 、 最 主 要 的 、 不可 以 省 略的 字 母 。 如果省略 的话 ， 会影响词 义 ， 也可 以 导致词 没有 意义 的 。

根 字 母
一

般是 三 个基本字母组成 的 。 这 些根字 母 可 以 附 加其 它 的 字 母 ， 这 些 附件 的 字 母是次要

的 字母 。 与 根 字母相反 ， 阿拉伯语这些次要 的 字母 ， 通过 附 加在词 根上可 以 改 变词 型和 词义 ，

这 些 字 分 为 ： 虽 然可附加 的 字 显得很少 ， 只 有 十

个 ， 但是其作用 很大 ， 影响 力 很强 。

语言作 为 人 思维 方式 的
一 面镜 子 ， 它 可 以反映任何 民族 的特 点 和文化 。 由 于词是语 言 的 建

筑村料 ， 词和 其构 成 的 方法 对展现人们 的 思维 方 式 和 生活 习 惯有
一

定 的 作用 。

派 生构词 法是阿拉伯语 主 要构词 法 ， 是何 原 因 使古代 阿拉伯 人使用 派 生构词 法 ， 对于这个

问 题 ， 很 多 学者把 阿拉伯人选择派 生 构 词 法 的原 因 归 为 派 生 的特征 十分适合古 代 阿拉伯人的 心

理和 思 维 方式 。 古 阿拉伯人 以 前 以 部 落 的形 式在沙漠 上 生 活 。 部 落 里 的 人都有 血统关 系 ， 当 时

他们特别 重视血统 的 纯度 。 阿拉伯语词 也体现 出 了 类似血统这样 的特 点 ， 出 现 了 词 族 、 词群这

祥 的术语 。

“

阿拉伯语 中 的词 就像阿拉伯人
一样聚集在

一

个个有 着 明 显 的 血统关 系 的部 落和 家

族之 中 。 三个基本 字 母就是这种 血统关 系 。 而 由 这三个 字 母派 出 来 的 许 多 词 ， 就是部 落 里和 家

族 中 的 成 员 。 因 此 ， 当 我 们 看 到
一

个新词 时 ， 就可 以 根据 阿拉伯语这个特 点 ， 很容 易 地找到 它

与 同 族 中 其他词 的联 系 ， 甚 至 了 解 它 的 基 本词 义 。

” ４ ９

周 烈将词族 的词 比 喻 成部 落 成 员
一

祥 ，

都 互 相
一

定 的联 系性 。 阿拉伯语 每
一

词 群里 的 词 有 三个相 同 的基本字母 ，
因 而 它 们之 间 都有

一

个相 同 的 基本意 义 ， 都是 围 绕 相 近的 含义 。 但是 因 为 每个词 的词 型和 结 构 不 同 ， 词 义 不 是完 全

相 同 ， 而 它 们 各有特定 的含义 。

阿拉伯 语派 生词 在 当 今社 会也有 了
一

些新 的 发展趋 势 ， 以 适应社会 发展 的 需 要 。 由 派 生

词 构建 的 词 族和 词群不断增 多 。 以 科技新词语 为 例 ， 科 学 的 发展使科技词 语大量 出 现 ， 新 的 科

技词语不断 出现 ， 利 用 派 生词 构 词 法构 造 出 来 的词 语越来 越 多 。 马 菊香在 《科技 阿拉伯语词 汇

的构 成及翻译方 法探析 》
５Ｑ

中 认 为 ， 这 些构词 法有 从名 词派 生 的 ， 还有 通过 复 合 、 缩 合 、 复 用 、

４９

周 煦 ． 阿拉 伯 语语言 学 ［ Ｍ ］ ． 外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５ ：９ １ ．

Ｍ
马 菊香 ． 科技 阿拉 伯语词 汇 的 构 成 及翻 译 方 法探 析 ［ Ｊ ］ ． 语 言文 化 ． ２ ０ １ ９ （ ８ ）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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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用 和借用 等 方 法构 成 的词语 。 这些新词语不仅在科技方面 ， 还大量存在在经 贸 、 政治 、 社会

等方面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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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汉阿语言派生词 的 比较及其对阿拉伯学生汉语教学的意义

４ ． １ 汉阿语言派生词的 比较

在上面 关 于汉 阿派 生 词各 自 的 筒 单介绍 和 叙述 的基 础上 我们 对 它 们进行
一

些 比较 。 本文对汉 阿

派 生词 的 比较主 要从 以 下 三 个方 面进行 ．

。

４ ．１ ． １ 词缀的构成成分方面

派 生词 的 基本形 式都是 由 词缓加上其 它 的 附加 成分如语 音 成分或语 素 成分来 实现 的 ， 阿拉伯 语

和汉语都是如 此 。

阿拉伯语派 生构词 法 是通过在 原有 的 基本 字 母 （ 词 根 ） 和 基本词 义的基础上 ， 增 加 字 母 来

构 词新词 的 方法进行 的 ， 也可 以 通过 改变 词 的结 构 。 由 于 阿拉伯语是
一

种 字母语 言 ， 因 此 ， 它

的词缀是 由 字母构 成 的 ， 这 些词 缀都是 由 字母复合而 成 的 。 组 成这些词 缀 的 每
一

个单个 的 字母

是 不可 以单独使 用 的 ， 必 须在整个词 语 中 才有 意 思 。

相 比之 下 ， 汉语的词缓 不是 由 字 母组 成 的 ， 而 是 由 汉字组成 的 ， 并且基 本上都是 由 单个汉

字组成 的 ， 如 老 、 第 、 阿 、 子 等 ， 只 有 极少数 的词缀是 由 两 个汉 字组成 的 ， 它 们 主 要是
一

些 外

来语的汉化词语 。 这些 单个汉字 词 缀 每
一

个汉 字 在最早 的被创 制 出 来 的 时候就是
一

个
一

个被单

独创制 出 来 的 ， 它 们是单独 存在 的 ， 也有 字 句特定 的 意 思 ， 可 以单独使用 。 只 是到 了 后 来 由 于

构 词 的 需 要 才 渐渐虚化成 为 词 缀 ，
不过 ， 这些词 缀 中 有 不少 还保 留 了 原 来的部 分 意 思 ， 如词 缀

“

子
”

就有 它 最早 的表示幼小 的 意 思 。 另 外 ， 有 些词 缀 字 除 了 充 当 词 缀 以外还 能充 当 基本 的语

素 或词 素 ， 有 实 际 的 意 思 。 如词 缀老 ， 它 除 了 词 缀 以 外还可 以充 当 实词 构词 和使 用 ，

汉 阿词 缓 的 这种 差异很 明 显地表现 出 了 两 种语言构 成要 素 方面 的 很大的 差异 ：

一

种是字 母 ，

一

种是汉字 。 这 个特 点 提醒我们 ， 在 对 眄拉伯语学 生进行汉语教学 的 时候 ，

一

方 面 要注 意 到 它

们 作 为 派 生 词 的 共 同 特 点 ， 同 时 也要注 意 到 它 们 的组 成 要 素 的 差异 ，

一

个是 字 母 ，

一

个 是汉 字 。

因 此 ， 在汊语词语和汉语语法的教 学 中 必 须 以汉字教 学 为 基础 ， 要理解汉字 ， 学 习 汉 字 。 不 然

的 话 ， 阿拉伯 学 生和 其 它 国 家 的 学 生 学 习 汉语 时会遇到 很大 的 问 題 ， 最终也是学 不好 的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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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２ 派生词在语言 中所 占 比例方面

任何
一

种语言 ， 它 的构词都不会是单
一

的 ，

一

般都有 多 种构词方法 ， 同 时基本上都是
一

种

或几种主要的构词方法 ， 它在语言 中 所构词语所 占 的 比例较大 ， 而其 它是次要 的辅助 的构词方

法 ， 在语言 中 所构词语所 占 的 比例较小 。

在阿拉伯语 中 ， 词语的构词方法除 了 派生构词法 以外 ， 还有 复备构词法 、 合成构词法 、 转用

构 词法等方法 ， 但是派生构词法是构词 的 主体 。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方面 ， 阿拉伯

语的可派生 的词缀虽然数量也不是那 么 多 ， 但是它们 比汉语的词缀更灵活 ， 其 能产力特别强 ， 另

一

方面 ， 从理论上说 ， 派生构词 能派生 出 所有形式 的名词 、 动词形式 ， 如 主动名词 、 被动名 词 、

时 间 名 词 、 地点名 词 、 指小名 词 、 从属名 词 等 ， 而动词方面可 以派生 出现在式动词 ， 过去式动词 ，

主动式动词 、 被动式动词 、 命令式动词 等等 。 每个三根母组可 以派生 出 ２５ 种 动词形式 ； 此外 ，

阿拉伯语派 生构词 法有极强 的 产生能力 ，

“
一

词根究竟 能派生 出 多 少 词 ， 至今未见到确切的数字 ，

有人说常用 的动词形式有 １ ４ 个 ， 常见 的派生名 词形式也是 １ ４ 个 ，
１ ４ ｘ １ ４

＝
１ ９６ ， 所 以 ，

一

个根

能派生 出 １ ９６ 个词 。 西伯威说
一

个根能派 生 出 ３０８ 个词 。 伊本 ？ 基塔依 ？ 穆泰瓦菲说
一个根能派

生 出 ５ １ ５ 个词
”

５ １

。 由 同
一

个词缀构成 的 这些词语都是
一

个家族的 ， 它们被称 为词群 。

相 比之下 ， 派生词在汉语词语构成 中所 占 的分量不重 ， 只是较小 的
一

个部分 ， 是
一

种辅助性

的构词方法 。 汉语构词 的主要方式还是具有实际含义 的语 素构词法 ， 词缀构词 只是
一

种辅助 的构

词 方法 。 因 此 ， 汉语的词缓本身就不 多 ， 在前面 的论述 中 ， 六位专家学者所列 的词缀数在进行平

均后得到 的数字 约 为 ２ １ 个 ， 其 中 最少 的只 给 出 了１ ０ 个词缀 。 另
一

方面 ， 每个词缀的构词数量也

不 多 ， 在前面相 关统计 中 ， 我们可 以知道 ，
１ ６ 个词缀 中 ， 每

一个词缀 的平均构词构词量在 ２０ 个

多
一

点 ， 最多 的 为 ４９ 个 ， 最少 的 为 ５ 个 。 而且 ， 这 １ ６ 个词缀是挑选 出 来 的较为 常用 的词缀 ， 如

果把所有词缀的构词量作
一

平均 ， 数量肯定还会减少 。

汉阿语言在派生词 方面的这种差异要求我们在面对阿拉伯语学生进行汉语词语教学的时候可

以使用 派生词构词法来进行教学 ， 但是 ， 不 能把派生词教学作 为 词语教学 的最主要方法 ， 汉语词

Ｓ １

国少 华 ． 阿拉伯语派 生构词 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 阿拉伯世界研 究 ，
１ ９９ ７ （４）  ： ６７

－

７０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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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还是要结合汉语词 汇和汉语的特点 ， 从汉字入手 ， 主要采用语素构词法 ， 用 汉字语素构成

的词群来进行教学 ， 同 时采用派生构词法作 为辅助 的教学方法 。

４ ． １ ． ３ 词缓和词群的紧密度方面

派生词是 由词缀和其 它辅助成分共 同构成的 ， 这些 成分之 间 的关系 的紧 密度可 以反映 出 构词

方法的逻辑性 、 规律性的强弱 ， 同 时也反映 出所构词语之 间 的联系程度 。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法的标准是很清晰的 ， 派 生词的词根 以及 由 它派 生 出来的派生词 它们 的构

成成分的位置是非常 固定的 ， 具有极强的联系 性和规则性 ， 不能随意 变动 ，

一旦变动就会成为 别

的词语或别 的词 型 ， 甚至会成为 没有意思 的东西 。 这些词语它们形成
一

个联系 紧 密 的家族 。 特别

＿是小派生词 ， 小派生抅词法的基本特点是 ： 原来 的词和派 出 来的新词必须在基本的意义 、 基本的

字 （词根 ） 和 字母的排列顺序这三个方面相 同 。 其 它两种派生词 的构词法也有这种特点 ， 只 不过

稍微灵活
一

些 。 阿拉伯语派生词 的这种规律性使阿拉伯人能够根据它来 比较轻松地学 习 词语 ， 同

时根据这些规律推知 生词 的基本意 思 。

相 比之下 ， 汉语词缀的标准不 明 显 。

一

直 以来 ， 汉语被认 为是最没有语法形态的语言 。 吕 叔

湘在 《汉语语法分析 问题 》 中指 出 ：

“

中西语言语法分析的分歧很大 ， 根本原 因是汉语缺少 严格

意义上 的形 态变化
”

， 汉语许 多语法现象是渐变而不是顿变 ， 存在许多
“

中 间状态
”

。

“

由 于

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 ， 因而在做 出
一

个决定 的 时候往往难 以根据单
一标准 ， 而是常常要综合几个

方面的标准 。

”５２

这些特点也反映在汉语的词缀和派生词 的构词上 。 汉语学界对词缀的界定 、 具

体数量 、 词缀的判断存在着不少分歧 ， 这导致对汉语词缀 以及派生词 的理解存在较大的 困难 ， 同

时也使汉语词缀和派生词成为汉语的
一

个难点 。

此外 ， 汉语还有特殊的词缀形式 ， 即类词缀 。 类词缀实际上是
一

种准词缀 ， 它介于词根和典

型词缀之 间 ， 既具有词根的具体意义 ， 但 同 时又具有典型词缀的虚化意义或语法意义 。 类词 缀的

本质 意义就在于对词根进行 了 某 些 改变 ， 使传统 中 的词根 以某 些合理的方式进入到 了 词缀 中 ， 增

＿

加 了 词缀的数量 ， 同 时改变 了 词缀的虚化 ， 使词缀也具有特定的词语意义 。 因 此 ， 它 弥补 了 汉ｆ

５２

吕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 问題 ［Ｍ ］ ．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２０ １ ８ ：９

－

１ ０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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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词缀在构词灵活性和构词数量方面 的不足 ， 这是汉语派生词构词方面的
一

种独特形式 。 但是

这种类词缀的 出现也更加深 了 词缀 问 题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产 生 了 不少新的 问 题 。

通过 以上三个方面 的 比较 ， 我们可 以得 出
一

个基本的结论 ： 汉阿语言在派 生词构词法方面有

着基本的共 同 性 ， 同 时也有 不小 的差异性 。 我们在面 向 阿拉伯语学 生进行汉语教学的 时候 ， 这两

个方面都应该考虑 到 。

４ ． ２ 汉阿语言构词法对阿拉伯学生汉语学 习 的启示

任何
一

种母语非汉语的学 习 者在学 习 第 二语言 时都会受到母语的影响 ， 这就是语言迁移 。 所

谓语言迁移 ，
主要是指母语的 习 惯转移 ， 这种母语 习 惯转移 ， 可 能是积极的 ， 也可能是消极的 。 当

母语规则 与 目 标语规则相 同 时或相近时 ，
迁移可 为 积极的 （Ｐｏ ｓ ｉ ｔ ｉｖ ｅ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 ； 当 母语与 目 标语

之 间 出现差异时 ， 迁移多 为 消极的 （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Ｔｒａｎ ｓ ｆｅｒ ）

５ ３

。 对于阿拉伯 学生来说 ， 派生词 的影响

是母语语言迁移
一

个 非 常重要 的方面 。 从积极的或正面的影响 来看 ， 阿拉伯语派 生词 的构词 法会

使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对词根 、 词缀 、 词群 以及 它们 的构成规则 非 常敏感 ， 阿拉伯语那种基于派生

词构 成 的 明显的联系 性和规则性对 阿伯语词 汇提供 了 许 多 方便 ， 使之好记 、 好掌握 ， 也有助于提

高 学 生 的推测 能力 ， 这也导致学汉语的 阿拉伯 学生学 习 汉语词汇 时 ， 拼命寻找 与 自 己母语 同 样 的

构词体系和规则 ， 拼命寻找词之 间 的联系及汉语构词 法的规则 ， 因此用 适 当 的方式把阿拉伯语构

词法运用 到汉语教学 中具有
一

定的 重要性他们对于词语的家族性学 习 非 常适应和有效 。 与此 同 时 ，

其消极 的或负 面 的影响 ， 即 负 迁移也会很大 ， 甚至影响 巨大 。
－

根据迁移道理和 以上 的汉语和 阿拉伯语派 生构词 法 的 对 比 ， 我认为 面 向 学汉语 的母语 为 阿拉

伯语的 学 生 而言 ， 利用 好汉语派构词法 以及派 生词来进行汉语教学是
一

个 比较有特色 的教学方法 。

４．２ ． １ 根据词缓及其所构词语来进行词语和汉语教学

汉语 中 词缀构词 法虽然不是主要的构词 法 ， 不过也是汉语构词 法之
一

， 利 用 词缀构成的词语

也有 不少 ， 因此 ， 我们可 以用 词缀及其所构词语来直接教阿拉伯语学 生 ， 也可 以来教其 它语言

的 留 学 生 。

５３

刘泽海 ． 论母语对第 二语言 习 得的影响 ［ Ｊ］ ． 吉首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 ８ （０３ ） ： １ ３６
－

１ 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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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使我的论述更加科学有据 ， 我首先根据本论文 ３ ． １ ． １ 中 中 国汉语言文 字专家对汉语词缀

的看法和认 同程度 ， 从 中 选择 出 ５ 个最具有普遍性的前缀和 １ ０ 个比较认 同 的后缀 ， 有些专家

认可度 比较高的前缀
“

第
”

以及后缀
“

门
”

、

“

得
”

等 由 于 它们构成的词语数量太少而最终没

有选入 。 然后根据这些前缀和后缀在 《汉字水平词 汇与汉字 等级大纲 》 中 来查找和统计 由这些

词缀构成的词语 的基本情况 。 《汉字水平词 汇与汉字 等级大纲 》 是 由 中 国 国家汉语考试水平委

员 会办公室考试 中心制定的 ， 是
一个全 国性的规范性的汉语水平词 汇和考试大纲 ， 是 中 国对外

汉语教学 总体设计 、 教材编写 、 课堂教学 以及成绩测试的主要依据 ， 囡 此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 。

我的统计和选择结果如下 。

表 １ ： 所选前缀及其所构词语表

名称

２ ３老二 、 老百姓 、 老大妈 、 老大娘 、 老太爷 、 老汉 、 老

虎 、 老家 、 老年 、 老婆 、 老人家 、 老师 、 老 鼠 、 老太

婆 、 老天爷 、 老头儿

小 ２０小李 、 小便 、 小鬼 、 小孩儿 、 小伙子 、 小姐 、 小麦 、 小

米 、 小朋 友 、 小 时 、 小数 、 小数点 、 小说 、 小提琴 、 小

心 、 小型 、 小学 、 小学 生 、 小子 、 小组

１ ：所得 、 所得税 、
＿

所属 、 所谓 、 所有 、 所有权 、 所有制

初４初步 、 初期 、 初 中 、 初级

１阿哥 、 阿姨 、 阿拉伯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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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所选后缀所构词语表

词缀名称

￣￣

ＹＷｉｒｍ

１ ２９包子 、 杯子 、 被子 、 本子 、 鼻子 、 瓜子 、 孩子 、 猴子 、

饺子 、 镜子 、 橘 子 、 筷子 、 领子 、 男 子 、 脑子 、 女子 、

胖子 、 妻子 、 茄 子 、 裙子 、 嫂子 、 扇 子 、 狮子 、 绳子 、

刷 子 、 蚊子 、 小 子 、 袖子 、 靴子 、 鸭子 、 椅子 、 原子

＂

７Ｅ
＂

３８大伙儿 、 兜儿 、 个儿 、 画儿 、 空 儿 、 墨水儿 、 纽扣儿 、

小孩儿 、 烟卷儿 、 沿儿 、 药水儿 、 嬰儿 、 座儿

１＾３跟头 、 骨头 、 街头 、 劲头 、 ．镜头 、 开头 、
口 头 、 码头 、

馒头 、 眉 头 、 木头 、 前头
＂

Ｖ 山 头 、 上头 、 石头 、 外头

１ ４花 生 、 留 学 生 、 陌 生 、 小 学 生 、 新 生 、 学 生

Ｉｔ １ ４变化 、 分化 、 简化 、 净化 、 绿化 、 强化 、 现代化 、 氧化

＂

１ １ ３本性 、 个性 、 共性 、 记性 、 慢性 、 男 性 、 女性 、 人性

１１店 员 、 队 员 、 会 员 、 雇 员 、 记录 员 、 演 员 、 议 员

飞 ７厂家 、 大家 、 当 家 、 画家 、 人家 、 专家 、 作家
＇

手 ４把手 、 对手 、 歌手

￣

３编者按 、 读者 、 学者

根据表 中 的情况 ， 我们可 以看 出 ， 由 基本词缀构 成 的词语在汉语 中 还是不少 的 ， 共有 ３０ １

个 ， 特别是 由
“

子
”

构成 的词语就有 １ ２９ 个 ， 由
“

老
”

构成 的词语 由 ２３ 个 ， 对于这 些词语的

教学 ， 我们如果根据这 １ ５ 个词缀构来教学就可 以学到 ３ ００ 多 个有 关联的词语 ， 因 此 ， 根据词

缀构词 法来进行教学还是有
一

定效果的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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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派生词构词 法 以及所构成 的词语的 时候 ， 要结合具体的案例 来进行 ， 同 时还要讲究

讲授的循序渐进 。 教师要选择合理的顺序给阿拉伯学 生介绍汉语的词缀 。 有
一

些研 究者认为先

要从产 生能力 强 、 使用 频率高的词缀开始 ， 这是有道理 的 ， 不过 ， 也要考虑到 学生 的汉语实 际

水平 。 按照我个人的学 习 过程发现 ， 有 些产 生能力 强的词缀 比如 ，

“

化
”

、

“

性
”

等 比较晚

才 出现在教材里 ， 不是
一

开始学 中文就能学得到 。 所 以考虑 到学 生水平和接受能力 ， 要首先从

初级课本 出现的词汇开始 。

一般教材里先 出现的词缀是典型词缀 ， 比如 ，

“

老
”

、

“

第
”

、

“

初
”

、

“

阿
”

、

“

小
”

、

“

子
”

等 ， 学 生先开始学
“

老师
” “

第 二
” “

初
一

”“

坷姨
”

等等

初级的派生词 。 然后逐渐加深难度 ， 慢慢开始学类词缀 。 最后 ， 教师在进行词缀教学时要找合

理的办法 ， 给学 生讲词缀的搭配和用 法的规则 ， 以 免运用 的偏误 。 比如 ：

“

初 附加在名 词 、 动词或者 （ １
－

１ ０ ） 数字 的前面 ， 新派 生词 的词 型是名词 。

初 ＋名词 （初稿 ） 、 （ 初心 ） 。

初 ＋动词 （ 初恋 ） 、 （ 初嫁 ） 。

初 ＋ 从
一

到 十的数字 （ 初
一

） 、 （初十 ） 。

“

可 附加在名 词或者形容词 的前面 ， 派生 出 的新派生词都是形容词 。

（ １ ） 可＋形容词 （可怜 ） 、 （ 可巧 ） 、 （可惨 ） 。

（ ２ ）
．

可＋动词 ，

一

般是心里活动 的动词 （可爱 ） 、 （ 可恨 ） 、 （ 可怕 ） 。

通过解＃词缀的搭配和新派生词 的词 型 ， 学 生划分用 词缀
“

可
”

的派生词 （ 可 爱 ） 和用 非

词缀
“

可
”

的词 （可能 ） 、 （ 可是 ） 、 （ 可 以 ） 的 区别 已经很容易 ， 不会把 它们混淆 。

对于这些词缀构成 的词语 的教学 ， 在这里 以后缀
“

子
”

和 由 它构成 的词语例 子来进行进
一

步 的说明 。 下面是
一个筒洁 的关于

“

子
”

和 它构成的词语的教学设计 ， 教学面对的对象为 阿拉

伯学生 。 教学设计情况大致如下 。

教学 目 的与要求是学会后缀
“
￣

子
”

和 由 它构成 的词语 、 通过词缀的 学 习 及探究词缀的演

变 ， 了 解词缀的虚化过程 、 培养学 生类推词汇的能 力 。 教学重难点在于掌握后缀
“
￣

子
”

的 意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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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用 法 以及其构成的词语 。 教学方法主要包括
一

般讲解法 、 分类法讲解法和 比较教学方法 ， 在

教学 中 还可 以通过运用 直观 、 多 媒体手段进行辅助教学 ， 比如运用 ＰＰＴ 、 挂 图等进行教学 。

具体的教学过程 由 导入 、 讲解 、 练 习 等环节构 成 。 导入 由 筷子 、 椅子等词语开始 ； 接着依

次解释派生词 的概念和特点 ； 展示派生词 的基本结构 ， 如前缀 （没有实在的 意义 ） ＋词根 （ 有

实在 的 意义 ）
＝派 生词 。 接着解释后缀 子

”

语法意义 ， 后缀
“

子
”

是 由
“

小
”

这个意义虚

化而来 的 ， 因此先是附着成分 ， 表示小 的 ， 跟阿拉伯语派生词 中 的指小名 词差不 多 。 后来

“

子
”

更加 虚化 ， 可 以附着在表示大的事物的名词 后 。

在这些基本 内容教孛的基础上 ， 对
“

子
”

所构成 的词语进行分类 ， 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词

语的扩充和提高 。 表示 同 类或相似类的词语可 以放在
一

个范 围 内 给学 生讲 ， 帮 助学 生找词语之

间 的联系性 ， 逐渐扩展学 生 的词汇量 。 可 以先讲 日 常 生活 中 用 到 的词语 ， 再类推筹 它 的词 。 我

把 由
“

子
”

组成的词语大致分 为 以下几类 ：

１ 、

＇

餐具 ： 杯子 、 筷 子 、 碟子 、 盘子 、 叉子 。

２ 、 食 品 干果 ： 饺子 、 包子 、 豆子 、 橘 子 、 瓜子 。

３ 、 家具 ： 凳子 、 柜子 、 椅 子 、 桌子 。

４ 、 角 色称谓 ： 妻 子 、 婶子 、 知识分子 、 疯子 、 嫂子 、 侄子 、 孩子 、 小伙子 、 小 子 、

男 子 、 女子 、 胖子 、 鬼 子 。

５ 、 身体部分 ： 鼻子 、 脖 子 、 肚子 、 脑子 、 嗓子 、 身 子 、 胡 子 、 影子 、 辫子 。

６ 、 被服服饰 ： 帽子 、 袜子 、 靴子 、 领子 、 裙子 、 绸 子 、 袖子 、 毯子 、 被子 。

７ 、 动物 生物 ： 虫子 、 猴子 、 鹤子 、 骡 子 、 蚊子 、 燕子 、 鸭子 、 蝇子 、 兔子 、 狮 子 。

８ 、 器具工具 ： 箱子 、 笼子 、 篮子 、 瓶子 、 镜子 、 炉子 、 勺 子 、 刷 子 、 斧子 、 钳子 、 钩子 、 管

子 、 刀 子 、 筛 子 、 鞭子 、 绳子 、 夹子 、 轮子 、 钉子 、 尺子 、 拍 子 、 旗子 、 扇 子 、 链子 、 珠子 、

条子 。

９ 、 植物 ： 稻子 、 谷子 、 栗子 、 莲子 、 茄子 、 种子 、 竹 子 、 叶子 。

１ ０ 、 知识文娱乐 ： 笛 子 、 曲 子 、 稿子 、 头子 、 本子 、 段子 、 牌子 。

１ １ 、 科技 ： 电子 、 分子 、 原 子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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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 人 的行 为 生 活 ： 面 子 、 胆 子 、 步 子 、 样子 、 分 子 （ 四 声 ） 、 法 子 、 路子 、

点 子 、 圈 子 、 担 子 、 日 子 、 班 子 、

一

辈 子 、 例 子 。

１ ３ 、 建筑 ： 亭 子 、 柱 子 、 院 子 、 屋 子 、 村 子 、 房 子 。

１ ４ 、 自 然现 象 ： 雹 子 、 沙 子 。

根据这个 简 单 的 分类 ， 我 们 在依次具体教学 中 可 以选择
一

个或几个类进行 。 在这
一

环 节 中

还 可 以 叫 学 生们 寻找 １ ０个
“
￣

子
”

的词语 ， 并判 断 属 于上述的 那个种类 ， 或者给学 生 几个词语

然后 再推 出 其他 的词 语 。 还可 以 附加
一

些其 它 方 面 的练 习 。

４ ．２ ．２ 通过字群或词族进行教学

从汉语 和 阿拉伯语之 间 的构 词 特 点 来 看 ， 完 全按照词 缀 来进行汉语教 学是不行 的 ， 因 为 两 种语

言 的词 缀和 词缀构 成 的词语是有很大差 别 的 。 因 此 ， 除 了 上 面讲到 的从词 缀进行教 学 以外 ， 我

们 还 需 要寻找类 似于 词缀构词 法 的 方法来进行教 学 ， 通过对汉语特 点 的分析 ， 本文认 为 ， 我们

还可 以通过 字群或词 族 来进行 教 学 。

汉语词 语是 以词 素 或语 素 为 单位构 建起来 的 ， 这 些词 素 和语 素 绝大部 分是单音节汉字 ， 汉

字 的词 根和 词缀也绝大部分都是单 音 节汉 字 。 这 种现象 与 古汉语 的特 点 以及汉 字 的特点 密切 相

关 ， 单音 字 是古汉语 的 鲜 明 特 点 ， 王 力 教授就把汉语构 词 的 总 体过程 看 作 是
一

个从单 音 字 到 复

音 字 的过程 。

由 于词 素 或语 素 绝大部 分都是单 音 节汉 字 ， 因 此 ， 汉语词语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单 音 节汉字

的 基础上建构起来 的 。 在这 些单 音 节汉字 中 ， 小部分的汉 字 已 经词缀化 了 ， 成 为 了 词缀 ， 但是 ，

大部 分词 语还不是词缀 ， 不过 它 们 的构词 能 力 也很强 ，

一

个 字 能够构 成很 多 词语 ， 形成
一

个 字

群 或词 族 。 这 些 字群或词 族 相 当 于 阿拉伯 语 中 的词群 。 由 于汉语 中 这样的 字 群或词 族 非 常 多 ，

因 此 ， 我 们 可 以 通过 字群或词 族 来进行教学 。

字本位思 想 的代表人物徐 通锵就从 字 的 角 度对 字群和汉语有 关 问 题做 了 深入 的探讨 ， 他指

出 ， 汉语 的 最小单位不是词 ， 而是字 ， 字 是
一

个综合体 ，

“
一

个字 、

一

个音 节 、

一

个概念 （ 意

义单位 ）

”

是 字 的基本结构 面貌 ，

“

汉语 只 有
一

个基本 结构单位 ， 这就是 字 。

”

而 且 ，

“

每
一

个 字 都有 可 能 以 它 为 核心组成
一

系 列 字 组… … 以 某
一

字 为 基础组成 的字组组成这 个 字 的 系 族 ，

而 它 本身就是这个 系 族 的核心 ， 我们称 它 为 核心 字 。

’ ’ ？
这样 的 字 的 系 族不仅是词 语构 成 的 主

要 方式 ， 而且 也是语义 句 法 的 生成机制 ， 具有 重 要 的语言 学作用 和 意义 。 以
“

打
”

字 为 例 ， 以

它 为 核心形 成 了
一

个
“

打
”

字 系 族 。 它 包括两 个组别 ，

一

是处于前位 的 字组 ， 包括打 败 、 大听 、

５４

徐 通锥 ． 字
＂

和 汉语语 义 句 法 的 生 成机 制 ． 语 言 文 字 Ｓ 用 ，
１ ９ ９ ９ （ １ ） ： ２ ３ ３ ３ ．

３ ３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汉阿语言派生词的 比较及其对阿拉伯学生汉语教学的意义

打拳 、 打针 、 打造 、 打击等等 ， 另
一

个组别是打 字处于后位的字组 ， 如攻打 、 吹打 、 拍打 、 抽

打 等等 ， 两组合计 至少 超出 五十个字组 。 这实际上就相 当 于 阿拉伯语 中 的词群 ， 汉字 字群实际

上相 当 于阿拉伯语 中 的大派生和最大派生词 。

为 了 进
一

步 了 解汉字字群或词族的特点 ， 我对 《汉字水平词 汇与 汉字 等级大纲 》 中 的汉字

和词语情况作 了 统计 ， 统计按下面几类进行 ：

Ａ 类 ： 不能构成 字群或词群的单个的汉字和单个词语 。 这些单个的汉字没有 以 它为语素构

成 的词语 ， 而单个的词语指 的是 由汉字构成 的词语只有
一

个 ， 因此也不能构成词族 （ 词族应该

至少 包含两个词语 ）
；

Ｂ 类 ： 包含 ５ 个词语及 以上的词族 中 的所有词语数 ；

Ｃ 类 ： 包含两个到 四个词语的词族 中 的所有词语数 ；

具体统计情况如下 ：

表 ３ ： 《汉字水平词 汇与汉 字 等级大纲 》 中 字群或词族情况表

｜

数量 （ 个 ）

｜

占 比
｜

例 子

汉字和词

￣ ￣

８８２ ２ １ ００

语总数

Ａ 类 １ Ｂ １ ７ １ ８１
￣￣

挨 ； 碍事 ；
给 （给 以 ）

； 陪 （ 陪 同 ）
； 便宜 ；

乒乓球 ； 咸 ； 闲 （ 闲话 ）

ｂ ＾４２ １ ３４ ７？８电 （ ５ 个词语 ） ： 电车 、 电灯 、 电话 、 电视 、 电

影 ； 听 （ ７ 个词语 ） ： 听话 、 听取 、 听见 、 听

讲 、 听说 、 听众 、 听写 ） －

Ｃ 类
．

．

＂＂ ＂

２９９２ ３０？５

￣￣

乌 （ ２ 个词语 ） ： 乌鸦 、 乌云

皮 （ ３ 个词语 ） ： 皮带 、 皮肤 、 皮革

住 （ ４ 个词语 ） ： 住房 、 住所 、 住院

从这个统计表 ＋ 可 以看 出 ， 在 《大纲 》 中 只有 １ ８ ． ３％的是 Ａ 类 ， 即不属于 字群或词族的单

个汉字或单个词语 。 其 它 的 ８ １ ．７％的词语都是字群或词族 中 的词语 ， 而在字群或词族 中 ， 有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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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８％是包含五个词语及 以 上 的词语 的词族 ， 有 些 字群或词 群还非 常 多 。 下表是包 含词 语较 多

的
一

些 字群或词 族 。

表 ４ ： 《汉 字 水平词 汇 与 汉字 等级 大纲 》 中 部 分较 多 词语的词 群

字群 名

￣

｜

所含词语数 ｜

字群名
｜

所含词语数
｜

字群名

￣￣

｜

所 含词语数

＾ ７ ８＾ ２ ９Ｔ １ ８

二 ５ ８ Ｊｂ ２ ７Ｍ １ ８

］ ５４ｉ ２ ５＾ １ ７

＾ ３ ３ ２ ４＾ １ ７

＾ ３ ３＾ ２ ２Ａ １ ６

＾ ３ ３ ２ １Ｉ １ ５

３ ３ ０ ／Ｆ ２ １＾ １ ４

＂

Ａ ３ ０Ｉ ２ １＾ １ ４

中 ２ ０加

成 ２ ０看 １ ０

这 其 中 的
“

不
”

字 字群有 ７ ８ 个词 语 ，

“
一

”

字 字群有 ５ ８ 个词 语 ，

“

大
”

字 字 群有 ５ ４ 个 ，

表 中 的 字 群或词 群包含的 词 语数都 在 １ ０ 个 以 上 。 实 际上 ， 含 １ ０ 个词 语 以 上 的 词 族还有 不少 ，

＇

而 且这 里 的 词语所属 的汉 字 都是 甲 级汉 字 ， 也就是最基础 的汉 字 。 其 它 的如 乙 级汉 字
“

无
”

这

个 字群有 ２ ８ 个词语 ， 乙 级汉字
“

反
”

这个字 群有 ２ １ 个词语 。

此外 ，
１ ８ ．３％的 单个汉 字 或 单个词语也只 是相 对 于 甲 、 乙 、 丙 、 丁 四级词 语来 说的 ， 它 们

中 不少 汉字还可 以构 成 甲 、 乙 、 丙 、 丁 四 级词 语 以 外 的词语 ， 可 以构 成有 不 少 词语组成 的 词 族 。

以上调 查统计说 明 ， 大部分汉字 或词 语都是可 以 通过 字群或词族 来 教学 的 。 汉语 中 有 这 么 多 的汉字

群或词 群 为 我们进行教学提供 了 条件和 方便 。 为 进
一

步 说 明 这种 教 学 的 可能性 ， 我 这 里 以 汉

字 天 为 例 子 来进行教学案例分析 。

《汉语水平词 汇 与 汉字 等 級大纲 》 中 天 字和 天 字词 语 的 基本情况如下 ： 在 《大纲 》 中 ， 带

有天 字 的词 语 共有 ３ ７ 个 。 这 ３ ７ 个 又分 为 两 种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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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词 首的词语共有 １ ６ 个 ， 它们是 ： 天才 、 天长 Ａｋ久 、 天地 、 天 空 、 天 气 、

＇

天然 、 天然

气 、 天色 、 天上 、 天生 、 天 堂 、 天文 、 天下 、 天线 、 天真 、 天主教 。

天字不在词 首的共有 ２ １ 个 ， 它们是 ； 昨天 、 明天 、 今天 、 后天 、 当 天 、 春天 、 夏天 、 秋

天 、 冬天 、 晴天 、 阴天 、 礼拜天 、 星期天 、 整天 、 半天 、 老天爷 、 半边天 、 开天辟地 、 航天 、

谈天 、 白 天 。

＇

我们把这些词语分为 三类 ，

一

类是表示 自 然 、 时 间 、 季节等意思的 ， 另
一

类是表示科技 ，

还有
一

类是表示文化的 。 其 中表示 自 然 、 时 间 、 季节等 意思的词语 占 ７ ３％
； 表示科技 的词语有

航天 、 天线 、 天文 、 天然气等 ４ 个 ， 占 １ ０ ． ８％
； 表示文化的词语有天堂 、 老天爷 、 开天辟地 、

半边天 、 礼拜天 、 天主教等 ６ 个 ， 占 １ ６ ．２％ 。

对于这些
“

天
”

字组成的 字群 ， 实际上我们从这
一

个字通过扩展就可 以 学到 ３ ７ 个大纲字 。

不仅如此 ， 《现代汉语词典 》 中 的
“

天
”

字词条有 １ ７５ 条 ， 如天伦 、 天年 、 天荒 、 天地 、 天极 、

天籁 、 天 时 、 天干 、 天道 、 天人合
一

， 天命 、 天性 、 天理等 ， 这些词语 中 有
一

半左右都是 比较

常用 的 ， 因此 ， 通过天字 的 学 习 至少可 以 学到 ８０ 个左右的词语 ， 这是很大 的
一个数字 了 。 如

果有 爱钻研的人继续学下去 ， 那就可 以 学到 １ ７ ５ 条 由天组成 的现代汉语词语 。

如果再来学 习 古代汉语 中 的带有天的词语 ， 那就更 多 了 。 《词源 》 中 关于天的词条有 ５９ １

条 。 包括天 乙 、 天文 、 天主 、 天尊 、 天姥等 ， 除去与现代词语重复的
一

些 以外 ， 古代带有天字

的词条 比现代汉语词语多 出 ３５０ 条左右 ， 这就是说 ， 如果
一

个学生在学 习 了 现代汉语 以外 ， 再

去学 习 古代汉语 中 的 带有天字 的词语 ， 会增加约 ３５ ０ 个词语 ， 共计会达到 ５２０ 个左右的词语 ，

这个数量太大 了 。 当 然 ， 这是
一

种理想 的极端化的情况 ， 因 为
一

方面这需要 时 间 ， 还需要汉语

水平 ， 不是
一下子 能都学会的 。 不过 ， 这还是说明 了 通过 字群和词群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在前面我们 已经提到过 ， 汉字构词 中近些年 出现 了
一

些准词缀 ， 它们 的构词 能力 特别 强 ，

这些准词缀实际上就是部分词 素 的词缀化 ， 汉字 的准词缀 的大量 出现也提示我们 ， 汉字教学和

词语教学可 以通过准词缀 ， 甚至是非词缀的语素来进行 。

４ ．２ ．３ 加强派生词构词法基本知识的教学

从我本身 的汉语学 习 经历来看 ， 我本科的 西 年都没接触过专 门 针对汉语派生词缀的教材 ，

教材里都没提到派生构词法的概念 ， 在学 习 中 也几乎没有 受到关于汉语派生构词方法方面的教

学 。 通过对我身边阿拉伯学 生汉语学 习 的访谈 ， 基本情况也差不 多 。 在浙江大学 国 际教育学院

的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 中 ， 有
一

门 汉语语法方面的课程 ， 学生们可 以接受到
一

些汉语构词法

和派 生词构词 法方面 的知识 ， 但是也只是
一

些非常筒单的知识 ， 既不是系 统的介绍 ， 而且也不

是重 点 。 还有
一

个 问 题 ， 就是这 门 课不是在低年级开的 ， 而是在高年级开的 ， 开这 门 课的 时候

学 生 们基本上掌握 了 汉语的词语 ， 这时候学 习 这些知识只 是为 了 了 解和研究 ， 对于汉语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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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并没有 实 际 的作 用 。 至于 国 际教 育学 院语言进修班的汉语学 习 ， 从初级班到 高级班 ， 都没

有 这方面 的 专 门 课程 ， 也没有专 门 的 比较 系 统 的 介绍 。 因 此 学 生更 多 是依 靠 死记硬 背 来 学 习 词

汇 的 ， 这导致学 生很容 易 忘记 已 学过 的词 汇 。 特别 是对于 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更加 如此 。

在派 生 词 构 词法 的 教学 方面 ， 我认 为 要进行 两 个 方面派 生词知识 的 教 学 ，

一

个 方面 是阿拉

伯语派 生词 的教 学 ， 另
一

个 方 面是汉语派 生词 方 面 的 教学 。

对 于 阿拉伯 语 学 生来说 ， 阿拉伯语是他 的 母语 ， 但是 ， 并 不是每个 阿拉伯语学 生对 于母语

都 非 常 了 解 的 ， 有 些 学 生对 阿拉伯语 的构词 法并不 了 解 ， 许 多 学 生 只 是 了 解 了
一

些 ， 因 此 ， 要

用 派 生词来 对 阿拉伯语 学 生进行汉语教学 ， 首先应该基本 了 解 阿拉伯语 的基本构 词 法 ， 只有在

这样 的 基础上才 能更好 了 解汉语 的构 词 法 ， 了 解汉语词语 。 这方面知识 的 掌握主要还 是靠 学 生

自 己 ， 同 时 也可 以对教授 阿拉伯 语 学 生汊语 的教 师做 出
一

些适 当 的 要求 。

从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 的 角 度 来 看 ， 汉语构词 法基 本知识 的教学主 要 包括下面 几个方面 的 内

容 。 ａ 先是汉语派 生 词 构词 方 面 的知识 ， 这 些知 识 能使学 生 对汉语派 生 词 的基本知识有
一

个 比

较具体 的 了 解 ； 其次是汉语构词 方面 的 整体知识 ， 通过这方面知识的教学 ， 使学 生对汉语派 生

词 构 词 法在汉语词语构 词 中 的 地位和 作 用 有
一

个 比较整体的 认识 ； 再次 ， 要特别 注意 类词缀的

重要 意 义 。 类词 缀是汉语构词 中 非 常 独特 的地 方 ， 也是 当 今汉语构词 最具 活 力 的 方面之
一

， 类

词 缀知 识 的讲解对于 了 解汉语派 生词 的构 成 ， 对于 了 解汉语本身都很有 必要 。

４ ．２ ．４ 加强派生词文化方面 的教学

词 语具有特定 的 文化 意义 。 汉语 的 词 语也是这样 的 。 汉语派 生词 以及和 派 生词 有 关 的
一

些 内

容很 多 方面都具有文化 意 义 ， 我们 在把派 生词看作是
一

种 语言现象 的 情况下更加要 重视 它 的 文化

意 义 。 派 生词 的 文化 意 义有 很 多 方面 ， 不过 主要有 以 下 几个方面 。

首先是词缀 本身 的 演 变 历 史文化 。

一

个词缀 的形成 本身 就是
一

种 语法现象 ， 是
一

部小 的语

法 发展历 史 。 王 力 在 《古汉语语法 史 》 中 的 名 词 篇 中 ， 几乎都是从名 词 的 角 度在讲词 缀 的 产 生

和 演 变 ， 名 词 词 头最早源于上 古 名 词 的 前 附加成 分 ， 比较有 特色 的就是
“

有
”

， 如有 民 、 有王 、

有 帝 、 有梅等 ， 类似 的词 头还有於和 句 。 到 了 汉代产 生 了 词 头阿 ， 后来又有老 、 子 、 儿 、 头 等 ，

五 四 运动 以 后 出 现的有 品 、 性 、 度 ， 者 、 家等 。 这些词 缀本 身有
一个发 展的 过程 。 如 阿 ， 最初

是疑 问 词 ， 后 来 发展 为 词 头 ， 用 于
“

阿谁
”

， 再后 来 用 于人名 、 亲 属 、 人称 代词 ， 如 阿 鼠 、 阿

爷 、 阿你 等 ； 老 字 的 演变 也是
一

个过程 ， 在本论文前面 已经谈到 了 。 这 些词 缀 的演 变 本身 就是

一

种 历 史文化现象 ， 很值得从语 言和文化方面进行 了 解和 学 习 。 如关于词 缀
“

子
”

的 文化教学 ，

我们 可 以讲讲
“

子
”

的汉字本义 ，

“

子
”

字 甲 骨文字 形象小儿在襁褓 中
， 有 头 、 身 、 臂膀 ， 两足

象并起来 的 样 子 ， 因 此
“

子
”

的本义是婴 儿 。 还可 以讲讲
“

子
”

的 含义 的演 变 ， 最 后
“

子
”

的

字 形汉字 演 变 ，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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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词缀 以及词缀构 成 的词语 的 演变反映 出 的社 会文化 方面 的 内 容 。 语言现象 的发展变 化

是有深刻 的社会文化原 因 的 ， 词 缓和 词缀构 成 的词语 的发展演 变 也是
一

样 。

一

个
“

老
”

字 ， 为 什

么发展成 为 词缀 ， 同 时 它构 成 老爷 、 老 师 、 老婆 以及现在 的 老外等词语 ， 绝不是用 字 或词 素 的 意

义虚化 能解释清楚 的 。 换
一

个角 度说 ， 为 什么 不 叫 小爷 、 小 师 、 小婆 等 ， 这其 中 有着 中 国文化 尊

老 ， 敬老等文化 内 涵 。 其 它 的词缀 以及 由 它们组成 的词语也是如此 。 目 前在这 方面 已 经有不少 关

于词缀和派 生词 的相 关文化的 研 究 ， 它 们是
一个 时代 、 甚 至是 多 个 时代社会文化 的综 合反映 。 在

对阿拉伯学 生进行教 学 以 及 其 它 国 家学 生进行汉语教 学 时要注 意 结合这种文化方面 的教学 。

再次是 字群或词族有 关 的 文化 。 字 群或词族不仅是语言 的 ， 而且也是文化方面 的 。 在上
一

节

我们讲到 的
“

天
”

字 的 字群 中 可 以看 出 ，

“

天
”

字是
一

个 非 常有文化意 义 的词语 ， 如天道 、 天人

合
一

、 天命 、 天性 、 天理 、 老天爷等 等 ， 其 中 天人合
一

思 想被钱穆等人 看 作是 中 国文化 最核心 的

人文精神 。 我们在教授
“

天
”

字 字 群 的 时候 ， 可 以 逐渐加进 与 文化有关 的 词语 。 通 过
“

天
”

字 的

学 习 ， 对于 留 学 生文化知识会增加很大的 。 其 它 的 词语如
一

、 上 、 下 、 心 、 气等 字群都有很 多 文

化 内 容 ， 可 以 说 ， 每
一

个汉字和 它 组成 的词语都有
一定的文化 内 容 。

最 后 ， 是派 生 的新词语 的社 会文化 意义 。 改革 开放 以 后 ， 中 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 生 了 很大的

变 化 ， 与此 同 时 ， 反映这种 变 化 的语言词 汇也越来 越 多 ， 这些词 大 多 是派 生 词 ， 其 中 主 要 的又是

类派 生词 。 对这些新词语 的 学 习 成 为 语言文化 学 习 的 重 要 内 容 ， 对学 生交 际活动 的 实 际作用 和 意

乂越 来 越大 ， 因 此汉语派 生构 词 法越来越 引 起更 多 学者 的 注意 ， 特别 是这 些词语 背 后 的社会文化

内 容更加 引 起人们 的 重视 。 实际上 ， 对这些新词语 的 学 习 已经 离 不开
一

定 的社会文化知识 背景 了 。

如对于房奴 、 学 霸 、 月 光族 、 双轨制 、 不婚族 、 出 国 潮 、 软着 陆 等新词语 的 学 习 ， 已经不仅仅是

一

个汉字 的认识 不认识的 问 题 了 ， 认识汉 字 并不
一

定懂得 它 的 意 思 ， 每
一

个词语 背 后都有 着深厚

的社 会文化 内 涵 。 对于 学 习 中 国 政治经济专业 的 学 生来说 ， 双轨制 、 软着 陆是 不 能避 免 的词语 ；

而 房奴和 月 光族等更是 了 解 中 国 社会文化 变化的 重要途径 。

３ ８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结语

５ 结语

本人学 习汉语的 过程分为 三个主要阶段 ： 第
一

个是在埃及读本科的阶段 。 这
一

阶段的主要任

务是接 受和吸收教师所讲 的知识 ， 本人发现这个 阶段 内 ， 老 师们更重视语法和文化方面 的知识 。

词汇方面的知识 ， 基本上被忽略 ， 根本没有讲汉语词之 间 的关系和词 内 部结构 的关系 ， 因 此学生

只好依靠死记硬背学词 汇 ， 提高词汇量变成汉语的
一

个难点 。 第 二个阶段是在浙江大学读研 究 生 ，

开始读文献进行思考 ， 从零开始构建关于构词法的知识 。 在读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对 比研 究 时 ， 又

发现 已有 的文献很少论述词汇学 ， 两个语言的词汇方面的对 比研究并没得到 它应有 的关注 。 由 此

考虑到本人学汉语的经验及毕业后 当老师的要求 ， 进行本论文论题的研究 。 在对本论题研 究 的基

础上 ， 本人有 了 如下的想法 。

首先 ， 无论在汉语还是阿拉伯语 中 ， 派生构词法都具有
一

定的重要性 。 派 生词虽然不是汉语

的主体 ， 但是随着 中 国社会的迅速发展 ， 新的观念层 出 不穷 ， 更新的词汇将会大量 出现 ， 由派生

构词 法构 成 的新词 日 益增 多 ， 因 此 ， 派生对汉语词汇衍 生起的作用 越来越大 ， 这
一

研究论题也越

来越有意义 。

其次 ， 汉语和 阿拉伯语派生构词 法的差异性产 生的 困难 ， 它们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 汉语和

阿拉伯语词缀的分量及产 生 雔力 不 同 ； 汉语派生词 的标准没有 阿拉伯语那 么清晰 ； 汉语的类词缀

在阿拉伯语 中没有对应 ； 汉语词缀和类词缀所表示的特殊文化 。

针对上面的 困难 ， 本文提 出 关于汉语派生词教学 的如下建议 。 教学法最好针对 两个方面 。 第

一个是针对汉语词缀和类词缀本身 的特点 ， 及其它们发展演 变历史 ， 就是
一

个字从实词 到 虚词 的

过程 ， 这有助于显示汉语词缀 的特殊文化意义 ， 同 时也可 以使学生更好地 了 解词缀附加在词根上

后 的意义 ， 提高学 生 的推测 能力 和 阅 读 的速度 。 第 二个方面是把阿拉伯语派生词 的联系性和规则

性运用 到汉语派生词 的教学 中 ， 让阿拉伯 学 生通过他们最熟悉的构词 方法来学 习 汉语词汇 ， 扩大

他们 的词 汇量 。

．

－由 于本人水平的 限制 ， 同 时 由 于对汉语派生新词 掌握有限 ， 本论文在不少方瓦的研究还只是

开始 ， 有待深入 。 但是 ， 我相信 ， 这个论题会越来越有意义 。 本论文不仅对阿拉伯人起作用 ， 对

其他外 国 学 生的汉语学 习 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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