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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作者李仕春)在已有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理
论(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对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作进一步的研究
。
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模式都是在追述中进行创新，都是在充分回顾前修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式的论述，从而形成开放型的理论框架。

绪论部分交待本书写作缘由，以及本书所选课题的研究概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通过叙述普遍语法在语言学史上的传承关系，认为我们应改变传统的用印欧语眼光研究汉语(即
把印欧语的结构移植到汉语并以为是汉语结构)的做法，应该从更高层次上借鉴西方语言学史上不同时
代的学者对同一个语言问题总是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做法。
在回顾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概况的基础上，结合汉语复合词语义构成特点改传统汉语复合词的七
分法为二分法，改过去按汉语词的结构构建造词法体系为从发生学的角度和语义构成的角度推演出汉
语造词法体系，挖掘汉语构词和造词的特点。

第二章在勾勒上古汉语构词法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把数量、频率、义项、构词方式是否完备等四个方
面作为判定单音词复音化在上古汉语进程中的标准。
针对朱庆之、唐子恒等认为“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
的观点，本书提出汉语复音化之初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反过
来，越是书面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的观点；针对徐通锵、周荐等认为“复音单纯词是单音词
复音化的桥梁”的观点，本书提出复音单纯词、是汉语造词的副产品，不是单音词复音化的桥梁，它
只是汉语单音词复音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表情达意而采用的一种辅助形式；对
汉语中单音词复音化的现象进行了重新探讨，说明类概念的形成在单音词复音化中的作用，而后介绍
了上古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第三章在描写中古汉语构词法发展概况的基础上，特别论述了汉语构词法在以汉译佛经为主的佛教类
语料中的发展。
认为中古汉语的构词法在佛教类语料和中土文献中是同步发展的，包括单音词复音化的程度，各专书
中各类复音词占复音词总数的百分比以及各类复合词占复合词总数的百分比等等。
指出在中古时期佛教类语料和中土文献中都是联合式构词法的能产性大于偏正式构词法，并且两者在
能产性上的差异非常显著，这是该时期构词法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基于此，本书对《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发表的沈怀兴论文中的观点“偏正式构词法一直最能产”提
出了商榷性意见。
解释了中古时期联合式构词法最能产的原因，介绍了单音词义变造词的心理机制，运用现代语言文字
学理论分析了训诂学中的“反训”现象，同时指出“反训共词”也是词义变化的一种，但占的比重非
常小。
最后，总结出中古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第四章对专书复音词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认为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上古、中古时期文献中的
专书复音词，对近代汉语文献中的专书复音词研究的比较少，不能反映近代汉语构词法发展的概况，
进而介绍了专书复音词统计的新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对近代汉语几部有代表性文献中的复音词进行了
统计，最后总结出近代汉语构词法发展概况。
在此基础上，探讨近代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第五章通过《毛泽东选集》中统计出来的有关复音词的数据并结合其他学者统计的数据看现代汉语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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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的发展概况。
为了认识现代汉语中复音词词义和其构成成分——词素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义素构词——探讨复合
词构造进一步细化，探讨了复合词义变造词的心理机制。
最后，论述了现代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结论部分总结了本书的创新之处并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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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继斯多葛学派研究普遍语法的是经院哲学①影响下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grammar意思是反映现
实的一面镜子，兴盛时期约1200-1350年）。
思辨语法学家指责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只对拉丁语进行描述，局限于直接的说明和注释，并没有深入
地解释他们提出的语法成分和范畴所依据的更深一层的理论。
这些批评，与20世纪上半叶转换生成语法学家对布龙菲尔德等描写语言学家的批评几乎如出一辙，即
仅重视语料记录在观察上是否恰当，忽视理论在解释上是否恰当。
正是这种对拉丁语语法学家的批评导致了思辨语法的产生，使之发展成包含在当时哲学体系内的语言
理论。
　　中世纪后期出现思辨语法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除了早期语法学家
研究的希腊语、拉丁语外，中世纪的人们又接触到了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前两种语言的结构相同，
完全可以用同一套语法术语和语法体系，所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语法学家不需要探讨普遍语法的
问题，而后两种（属于闪米特语系）语言和前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别要大一些，不再是属于同一个
语系的语言，接触到了至少不是直接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语法分析传统；（2）思辨语法学家是从哲
学观点研究语法的，所以非常重视逻辑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
因此，面对不同语系的语言，自然就出现了普遍语法的说法，例如罗杰·培根就写了最早的思辨语法
，他宣称：所有语言的语法在实质上都一样，各种语言之间的表面差别只是偶尔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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