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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汉语重叠构词法研究》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对古汉语重叠作出全面描写；第二，发展语
音一形态交互作用的生成语法理论，以解释产生不同重叠类型的动因和过程；第三，探讨重叠研究对
语音学、音系学研究的作用。
《古汉语重叠构词法研究》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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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对北宋标准语的构拟中可以看到，洪迈切脚语的第一个音节全部以喉塞音-？
收尾。
①对比伊盟方言的裂变重叠词，我们发现二者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从语音形式上看，洪迈的切脚语不仅从总体上看与（2）中所演示的音变模式相合，而且
在另外一个语音细节上（双音形式的第一个韵母）也与伊盟裂变重叠相合，这说明它们也有可能源自
裂变重叠。
　　现在考察单、双音节之间的语义联系。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没有指明单、双音节各自表示的意思，这给我们的探讨带来了困难。
所幸这些形式大都用于当今口语，凭今知古，我们仍然能够大致判明它们的语义联系。
先看第一个例子（6a）。
按照《说文》，“锢”是熔化金属以填塞缝隙的意思，后来“骨露”（或写作“锢漏”）大都与“锅
”连在一起使用（例子请看林语堂1933），可见意思较为具体，较为特别。
再如“精”是聪明的意思，主要是就心智方面说的。
与之相应的“即零”（今多写作“机灵”）也有聪明的意思，但侧重点却是“反应敏捷”，既指心智
，也指肢体动作，意思比较具体特别。
这种一般与特殊的意义联系符合裂变重叠在意义上的要求。
　　至此，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的证据表明，洪迈举出的切脚语与现代方言中那些双音形式完全一致
，应该同是裂变重叠这一形态构词过程的产物。
　　以上讨论说明裂变重叠普遍存在于现代方言以及中古汉语。
这一发现对于探索古汉语裂变重叠大有助益，因为有了可以依凭的种种语音语义规则，就能减少探讨
古汉语同类现象时的盲目性，增加确定性和客观性。
不过，由于古代汉语距今久远，很多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语义用今人的眼光殊难理解，因
此在探讨古汉语裂变重叠时难免会有许多语音语义方面的困难，我们在处理这些具体的例子时需要进
行多方面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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