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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位复合词是研究语义复合或概念合成的最佳起点。
然而同位复合词研究在国内外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本研究聚焦同位复合词，旨在解释其复合过程或合成原理，包括为部件的选择设定相关原则、规则或
限制条件、揭示复合构词跟语义网络的互动关系。
笔者将同位复合词分为六个类型，并只关注其中一个类型，即内部特征同位复合名词（简称内部同位
）。
把这个类型放在语义网络中考查，可进一步分出四个子类，其复合方式可归结为以下三种：本位人中
、上位人中、对立人中。
语义复制扩展模型是为了兼容这三种方式而提出来的。
同时还提出了相关的原则、规则、限制条件以及一些新的概念，例如同素合一、冗余吸纳、士元索取
值、语义渗透、上位有A、工作词心、衔接点、场际借贷。
回配效应的提出为重新分析或估推增添了新的具体的内容，也为词义演变研究或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
条重要的思路。
《语言学论丛：语义复合中的内部特征同位》的理论意义可见一斑。
其应用价值不仅限于复合构词研究，还可用来解释家族相似性概念名称的来源、扩展衔接与连贯理论
、帮助生成句法学解决一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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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是一个系统。
复合词是由系统产生的。
任何一个复合词无论它有多么新颖，都是它出现之前的那个旧系统的产物。
这里所说的“旧”是以某一复合词为参照点的。
旧系统可简单表示为L-AB（读作L减去AB）。
其中L代表语言系统；AB代表某一复合词。
新系统可简单表示为L+AB（读作L加AB）。
在某一复合词出现之前，人们是用旧系统进行操作或构词的。
当人们需要表达某个新的意念时，相应的复合形位总是后于该意念的产生而产生。
复合词的出现不是词库中的形位漫无目的、自由碰撞的结果，而是为了表示某一特定的意念，通过挑
选部件合成的。
Bolinger（1975：109）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构词不是为了从其部件中抽取意义，然后拼凑出一个新的
义位；事实上，构词者是根据事先设立好的新义位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说，义位确立之后，形位是可以选择的。
在词汇层面上，表达新义位的途径主要有三：　　1）直接使用现有的形位。
例如用friend（朋友）表示‘志同道合的人’。
　　2）通过派生法组合出新的词位。
例如friendship（友谊）。
　　3）组合现有的形位以构成复合形位。
例如girlfriend（女朋友）。
第三种方式就是通常说的复合构词法。
复合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
由于形位是可以选择的，同一个义位可以用不同的形位表达。
例如‘母羊羔’可选择female lamb，也可选择she-lamb，还可选择ewe lamb。
　　意念在先是从编码角度来说的。
对于解码者来说，形位在先是常态。
语码进入解码者的头脑时，总是形位在先，意念在后。
也就是说，内容是在接受了形式之后通过解码得到的。
无论解码速度有多快，形位的接收通常在先。
当然也不排除以下情况，解码者得知内容的时间先于形式的接收。
例如，语符还未发送（完毕），解码者已在语境的提示下推知语义。
外来词的传播也具有形位在先的特点。
例如penicillin，最先以“盘尼西林”的音译形式从英语进入汉语，由于该音译词在语义上缺乏理据，
说汉语的人往往是先闻其音，后知其义——通过他人解释或介绍才能在大脑词库中为“盘尼西林”建
立相应的义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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