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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汉语词典 》中的
“
子

”
宇后缀

李 扬

(厦门大学中文系
,

福建厦门 3 6 1 0 0 5 )

摘 要
: 《现汉 》中

“
子

”
的处 理根据读音分为实语紊

“
子

”
和后级 两类

。

后级是
“
子

”
的度化用法

。

虚化
“
子

”
从共 时

角度来看具有层次性
,

从历时角度来看具有渐变性
,

前者反映后者
,

后者又是前者的根源
。 “
子

”
的虚化分析建立在对

83 年版的 《现代汉语词 典 》语并统计的基拙上
,

由现状的分析溯源 到历史的产生和发展
,

提 出考察庄化的三个标准
:

词义 的泛化
、

度化
,

结构的固定化和语音的弱化
。

共时研究和历 时考察的 目的是对辞书编撰 中
“
子尾

” 词的释义和分

类处理提供规范标准
。

关链词
: 《现汉》 ,虚化 ; “ 子尾

”
词 ; 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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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
在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虚化

趋势
。

实词虚化指的是词汇意义的弱化和转化
,

这种虚化通

常有两种发展方向
,

一是由实词转变为虚词 ,二是由实词虚

化为构词虚化为构词语素
。

本文所讨论的
“

子
”

的虚化
,

主要

是指
“

子
”
由实词向构词语素 (后缀 )的转化

。

虚化的过程是词

汇义的消失
,

语法义的增强及在词中的位置逐渐固定的过

程
.

虚化既是一种历史演变现象
,

也是一种共时状态
。

通过对

8 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的统计
,

我们发现在 12 7 0 条带
“

子
”

的词当中
,

有
“

子尾
”
词 9 89 条

,

占总数的 78 %
。

这个数据

说明
“

子
”

作为后缀
,

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
,

是现汉中重要而

又常见的构词语素之一
。

一
、

对现代汉语
“

子
”

的虚化分析
1

.

1
“

子
”

的分类

由词根加后缀
“

子
”

构成的词
,

我们称为
“

子尾
”
词

。

《现代

汉语词典 》中
“

子尾词
”

的数 目约占总词 目的6 %
。 “

子
”

作为构

词语素最主要的功能是使整个词或短语具有名词的性质
,

这

是后缀
“

子
”
所具有的语法意义

。

同时
,

有些
“

子尾
”
词还带有

附加色彩
。

在语法结构方面
, “

子
”
大多位于名词

、

动词
、

形容

词
、

量词之后
,

有时还可以镶嵌在词或短语中间
。

下面我们尝

试对 83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 》中的虚化
“

子
”
进行分类

,

以发

现其规律
。

A
.

名 + 子
a ) 词根不能单独成词的

:

a( l )加
“

子
”
不改变词根义

:

桌子
、

椅子
、

房子
、

院子
、

褂

子
、

帽子
、

桃子
、

栗子
、

盘子
、

筷子
、

勺子
、

驴子
、

骡子
、

靴子
、

袜

子
、

蛾子
、

肚子
、

孙子
。

a( 2 )加
“

子
”
改变词根义

:

棒子 (玉米 )
、

桥子 (棺材 )
、

姑子

(尼姑 ) \汉子 (丈夫 ) \行子 (称不喜爱的人或东西 ) \镜子 (眼

镜 ) \局子 (旧时指誓察局等 ) \月子 \ 驼子 (驼背的人 ) \般子

(色子 )

b )词根能单独成词的
:

b( 1 )加
“

子
”
不改变词根义

:

厂子
、

车子
、

刀子
、

旗子
、

虫

子
、

洞子
、

豹子
、

橡子
、

脖劲子
、

笔杆子
、

窗格子
、

称盘子
、

草垫

子
、

地窖子
、

茶缸子

b( 2) 加
“

子
”

改变词根义
:
鬼子

、

海子
、

路子
、

票子 (钞票 )
、

纸叶子 (纸牌 )
、

胰子
、

窖子 (妓院 )
、

土狗子 (蛾姑 )
、

笆篱子 (监

狱 )

B
.

形+ 子

a) 指人
,

含贬义
:

痴子
、

呆子
、

疯子
、

傻子
、

瘦子
、

胖子
、

麻

子
、

矮子
、

秃子
、

瞎子
、

聋子
、

跋子
、

哑子
、

小子
b )指物

:

单子
、

底子
、

浅子
、

辣子
、

缺子
、

豁子
、

乱子
、

(抽 )

冷子
、

半彪子
、

(扎 )猛子
、

对子
、

荒子 (毛坯 )

C
.

动 + 子
:

动词加
“

子
’

变成名词后
,

词义发生多种变

化
。

a) 表示动作使用的工具
:

扳子
、

卡子
、

起子
、

垫子
、

划子
、

夹子
、

刷子
、

钳子
、

铲子
、

梳子
、

推子
、

剪子
、

刨子
、

背子
、

别子
、

掸子
、

挡子
、

兜子
、

钩子
、

叫子
b )表示动作执行的对象

:

呈子
、

挑子
、

摊子
、

顶子
、

驮子
、

结子
、

卷子 (一种面食 )
、

扣子
、

栽子
。 )表示动作的施事者

:

报子 (旧时给得官
、

升官
、

考试得

中的人家报喜而讨钱的人 )
、

贩子
、

浮子
、

拐子
、

禁子 (旧时称

在监狱中看守犯罪的人 )

d )其它
:

不子 (墩子 )
、

耗子
、

合子 (类似馅儿饼的一种食

品 )
、

化子 (乞丐 )
、

嚼子
、

落子 (1 指莲花落等曲艺
。

2 评剧的旧

称)

D
.

量 + 子
a )成为名词

:

份子 (送礼 )
、

个子
、

片子
、

团子
、

根子
、

行子

(称不喜爱的人或东西 )
、

条子
、

位子

b) 仍是量词
,

这些多是临时量词加
“

子
” ,

而且量词前边

常加数词
“

一
” : (一 )帮子 (群

、

伙 )
、

(一 )档子
、

(一 ) 口子
、

(一 )

收稿日期
:
20 02 一 03 一 15

作者简介
:

李扬
,

女
,

厦 门大 学中文 系研究生
。

·

3 0
·

DOI : 10. 14096 /j . cnki . cn34 -1044 /c . 2002. 04. 010



掐子
、

( 一) 下子
、

( 一) 辈子
、

( 一) 程子
、

( 一) 棍子
、

( 一) 揽子
、

( 一) 撮子
、

( 一) 堆子

E
.

「名十动」十子
:

背搭子
、

表蒙子
、

苍绳拍子
、

当家子

F
.

动 +【名 +子」
:

爱面子
、

摆架子
、

出贫子
、

搭架子
、

打

圈子
、

吊膀子
、

逞性子

G
.

形 +名 +子
:

大伯子
、

大舅子
、

小姨子
、

新娘子
、

暗楼

子
、

左撤子
、

老花子

H
.

X +子 + Y
:

冬子月
、

锭子油
、

棒子面儿
、

亭子间
、

鼻子

眼儿
、

痒子粉
、

鼓子词
、

果子酱
、

孩子气
、

篙子杆
、

盒子菜
、

胡子

拉碴
、

躁子骨

1
.

2在对
“

子尾
”

词进行分类的时候
,

我们依据的主要

是结构标准
,

但在内部的划分上则考虑到了
“

子
”

在不同的词

根或构词条件下的虚化程度问题
。

作为名词标志的
“

子
” ,

除

了 A 项 b 的 b1 )之外
,

其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构词成分
,

不能省

略
。

虽然现汉中的后缀
“

子
”

都是以虚语素身份出现的
,

但这

种虚化并不只是铁扳一块
,

它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次
. “

其

实
.

语素的虚实也并不是绝对的
,

而 只是程度的不同
。 ” (赵元

任 1 9 7 0) ①特别像
“

子
”

这样在共时平面上既有实义性语素存

在
,

又有虚化性语素存在的
,

内部必定会有程度的差别
。

实词

的虚化在义项上也具有选择性
,

能够虚化的
,

往往只是某一

个或几个义项
。

在
“

子
”
的所有义项中

,

含有
“

种子
”
和

“

小而坚

硬的块状物或粒状物
”
的义项

,

其虚化层次较明显
。

如
:
原子

、

分子
、

离子等这一类仍含有较强的词汇意义
, “
子

”
还不能算

是后缀
,

只能说它们处在过渡阶段
。

再向前发展
, “
子

”
的词汇

意义变得模糊
,

语法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
。

如
:

稗子
、

批子
、

豆

子
、

襟子
、

框子等
。

所以吕叔湘先生把
“

原子
”
的

“
子

”
另划为

“

类后缀
”
一类是有他的道理的

。

就是在已经虚化了的
“

子
”

当

中也有程度差别的
。

虚化程度最高的要算 A 项 b 的 b l) 类
,

这

类附加后缀
“

子
” ,

已完全丧失了词汇意义
,

去掉它
,

词义基本

不变
。

有些
“

子尾词
”

当中的
“
子

” ,

我们透过它表面的语法意

义
,

还隐约能看到其残留着的词汇义
。

例如 B 项的 a) 类和 C

项的
。 )类还有

“

子
”

的最初泛指人的意义在里边
。

当然这种词

汇义与它所表现出来的语法义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了
。

在附加义方面
,

很多人认为
“

子
”

带有小称的色彩
。

刑化碗先

生的看法是
“
指物的词尾

`

子
’

所含
`

小
夕
义是从

`

子
,

的
`

子孙

后裔
夕
之义来的

,

因为子女之于父母
,

其始必有大小之殊
。 ”

②

持与之相反观点的是赵元任先生
,

它认为
“
虽然

`

子
’
的本义

是孩子
,

可是作为后缀却没有指小的意思或轻松的口吻
,

只

有名词化的作用
。 ”

③事实上
,

单音节词加上
“
子

”

之后
,

词义

往往就由概括
、

抽象变得具体了
。

单独的一个词 (词根 )表达

的是一个总体的属概念
,

加上后缀
“

子
”
之后就有了具体的所

指
,

体现的是一个种概念
。

如
“

车一车子
、

虫一虫子
、

金一金

子
、

刀一刀子
。

这组例子中的前一个词的词义都具有高度的

概括性
,

表示的是整个属类
,

而后一个词就明显地含有指具

体的某样东西的意义在里边
,

甚至可以用表特指的
“

这个
”

来

修饰
,

至于说
“

子尾
”
词通常都带有贬义的色彩

,

可能是跟它

最初指
“
儿女

” ,

含有
“

小
、

晚一辈或低一个档次
”

的意义有关
。

所以这种贬义色彩多是出现在指代人的含义上
。

如
:

傻子
、

呆

子
、

瘦子
、

矮子
、

瞎子等
。

二
、

虚化
“

子
”

的定位和命名
“

子
”

作为词语后缀的身份
,

现在看来似乎是无可争议

的
。

但在此之前
,

对
“
子

”
的分类还存在多种看法

。

王力先生把
“

子
”

看成是
“

记号
” ;刑公碗和任学良先生则把它归为词尾 ,

吕叔湘先生把
“
子

”

分为两类
,

一类像
“

面子
、

样子
”

等的是后

缀
,

另一类如
“

分子
、

原子
、

电子
、

转子
”

等的是后缀
。

而赵元任

的观点是
“

面子
、

样子 中的
“

子
”
是后缀

, “

分子
、

原子
”

中的
“
子

”

则是实语素
。

名家说法不同
,

分歧主要在两方面
,

一是
“

子
”

在词中位

置的定名问题 ;二是
“

子
”

虚化的界定问题
。

关于第一个间题
,

表面看起来差异很大
,

但实际上是名异实同
。

首先
,

王力先生

把
“

子
”

称为
“

记号
” 。

他对
“

记号
”

的定义是
“
一种附加成分

,

用

来表示词或短语的性质的
” 。

④可见
,

他的
“

记号
”

就是我们所

说的词缀
。

其次
,

刑公婉和任学良两位先生把
“

子
”
归为词尾

,

但他们对词尾的定义是
“

词尾是词干的后加成分
。

和词头的

性质一样
,

词尾也没有词汇意义
,

不能作为造句材料
,

只能作

为构词成分
. ”

⑤这里任学良先生对
“
词尾

”
的解释似乎存在

矛盾
,

一方面它把词尾看成是词干的附加成分
,

另一方面
,

他

又说这种词尾是构词成分
,

这与我们说的词尾只能做构形成

分矛盾
。

看过他举的词尾 (子
、

儿
、

头 )的例子后
,

我们发现
,

任

先生所谓的词尾
,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后级
,

他把词干

等同于我们现在的词根
,

相应的
“
词尾

”
也就是现在的后缀

。

这种术语上的误差
,

造成了分析理解上的困难
。

关于虚化
“

子
”

的界定问题
,

吕叔湘先生是把它分为三

类
。

一类是实语素
“
子

” ,

如
:

子女
、

鱼子
、

男子
、

铜子儿等
。

第二

类是类后缀
“

子
” ,

如
“

电子
、

原子
、

分子
”

等
。

第三类是后级
“

子
” ,

如
:

肚子
、

车子
、

瞎子
、

钳子等
。

而赵元任先生则把
“

子
”

分为两类
: ` 类是实语素

“
子

” ,

另一类是虚语素 (后缀 ) “
子

” .

两家的分法各有利弊
。

吕叔湘先生把
“

子
”

分为三个等级
,

这

是较为细致的分法
,

他把还没有完全虚化
,

而又处在虚化当

中的
“

子
”

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类
,

这种分法有利于对
“

子
”
虚化

过程的考察
,

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观点
。

但不利的一点是
,

类

后缀作为变化过程中的一类现象具有很大模糊性
,

不容易归

纳和界定
。

词汇意义多一点则为实语素
,

少一点则为虚语素
,

难以把握
。

赵元任先生把
“

子
”

分为两类有他的好处
,

那就是

容易分类把握
,

但不利的一点是
,

这种分类
,

我们看不出从实

语素怎样向虚语素过渡变化
,

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分类观

点
。

三
、

虚化
“

子
”
的产生时间及考察标准

任何语言现象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共时状态往往

是历时现象的一种折射和叠加
。

现汉中
“
子

”
的虚化的层次性

实际上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
,

它经历了一个由模糊

到清晰
,

由不定型到定型的过程
。

但这种变化到底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
,

各家说法不一
。

王力先生认为
“

后符号
`

子
’

字就

比
“

儿
”

字的来源早了许多
,

通行的地域也大了许多
。

非但表

示
`

小
’
的意义

,

象
`

鼠子
’
之类来源很早

,

就是纯粹的后附加

也远在唐代以前
。 ”
困邢公碗先生则认为

“
汉语里把

`

子
’

或

, 七
’

加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音节 (字眼 )之后
,

使之个组合成

为名词
,

如
`

骗子
’ 、 `

(豆腐 )干儿
’

等
,

这种办法汉以前未见
,

唐
、

五代以后才渐渐多起来
。 ”
川刘叔新先生却说

“

组合型是

从古代不断发展下来的
,

附加型却较晚产生而于现代才兴

起
。 ” [ 8〕

《说文解字 》中说
“

子
,

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入以为称
,

象

形
,

凡子之属皆从子
。 ”
段玉裁的解释是

: “
子本阳气动万物滋

之称
。

万物莫灵于人
,

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
.

… …象物滋生之

形
,

亦象人首与手足之形也
。 ”
可见

, “

子
”
最初进入词汇系统

时
,

是以假借的身份来表示
“
人

”
这个实在意义的

.

《周易
·

序

卦 》 : “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 ,

这里
“

子
”
是

“

儿女
”
的意思

,

古代
“

子
”
多是用作此意

。

分开来说
,

既可以专用来指儿子
,

也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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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女儿
。

例如《列子
·

汤间》: “

子又生孙
,

孙又生子
。

曳论语
·

共冶长 》 : “
以其兄之子妻之

。

气从段玉裁对 《说文 》中
“

子
”

的训

释以及现有的材料来看
,

表示
“

儿女
”

这一实义应该是
“

子
”

最

初的意义
。

实词的虚化总是以词汇意义为基础的
。

从实义到半虚化

义再到虚化义的发展过程
,

是一种长期的
、

复杂的历史现象
。

这里不只是词汇问题
,

还牵涉到语音
、

语法等各个方面
,

可以

说是语言内部演变和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

而且任何语

言动态的变化过程本身都没有很明显的界限
,

要想在渐变的

沿流中
,

寻找突变的时间点
,

困难很大
,

这里涉及到对这一过

程的切分标准间题
。

标准不同
,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

本文

认为确定词的虚化的产生过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

首

先
,

词义上逐渐泛化
、

虚化
,

所指对象越来越不具体
,

直至完

全失去词义
,

只具有语法意义
。 “

子
”
的虚化的词义上很明显

的体现出这一特点
。

例如
: 《诗经

·

邓风
·

鲍有苦叶》 : “

招招

舟子
,

人涉卯否
。

叹郑笺 》说
“

舟子
”

是
: “

舟人之子
。 ”

而《毛传 》

说
: “
舟子

,

舟人主济渡者
。 ”
后人把这里的

“

子
”
定义为

“

泛指

人
” 。

从表示
“

儿女
”

之义到泛指一切人
,

词义的范围扩大
,

意

义界限也变的不明显了
。

《庄子
·

天下 》篇
: “
丁子有尾

。 ”

成玄

英疏
: “

楚人呼吓蟆为丁子也
. ”

任学 良认为
“ `

丁子
’

就是蟒

鲜
.

这个
`

子
’

是词尾
,

不是子孙的
`

子
’ ”
闭

“
丁子

”
的

“

子
”

是否

已经完全虚化
,

还有待商榷
,

但这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本义
,

可以指代动物的后代
,

甚至是更加抽象的含义
,

这也体现出

词义的泛化
、

虚化特征
.

《孟子
·

离娄上 》 : “

存乎人者
,

莫良于

眸子
. ”

刘熙在《释名
·

释形体》中说
: “
瞳子

:

瞳
,

重也
,

肤幕相

裹重也 ,子
,

小称也
。 ”
如果把

“

眸子
”

看作与
“

瞳子
”

大体相似

的话
,

那么这里的
“

子
”

就更加虚化了
,

从表示
“

儿子
”
之义

,

借

用来表示小的或顺粒状的物体
,

并含有
“

小称
”
的意思

,

带有

了明显的语法意义
。

邢公碗先生也认为
“
汉魏以后

,

渐有把
`

子
’

字加在一个名词之后以表示细小之意的办法 ;在唐
、

五

代以后就更其常见了
。 ”

l0[ 〕如
:

“

贱平之后
,

方见面子
。 ” (《旧唐书张睿传 》)

“

剪纸著舅枕
,

自以刀子悬掷之
。 ” (《宋书朱龄石传妙

“

艇子打两桨
,

催送莫愁来
。 ”

(古乐府 《莫愁乐 ))

唐代以前
, “

子
”
已有虚化的趋势

,

但实义性仍然很强
,

虚

实的界限含糊
.

唐代以后
,

作为后缀的用法已经很普遍
,

说明

这个时期
“

子
”
在词义上完成了从实到虚的转变

。

其次
, “

子
”

在词中位置的固定
,

也促成和加速了虚化的

过程
。 “

子
”
在古汉语词中多处于偏正结构的中心位置

。

偏正

结构的修饰语在前
,

所以
“

子
”
就经常位于词的末尾

.

但随着
“

子
”
的词义的虚化

,

它在词中所表达的意义越来越不重要
,

词义重心前移
,

加上它又总是处在末尾的位置
,

这种结构上

的定形化为进一步的虚化创造了条件
。

如古代
“

妻子
”

是两个

实语素的联合
,

但到了现代
, “

子
”

失去了实义性
,

成为单纯的

构词语素
。

我们考察了 8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发现除了
“

子
”

作为插入成分放在词中的以外
,

所有的虚化
“

子
”

都是以

后缀的身份出现
.

其中
,

词缀
“

子
”

放在末尾的有 8 95 个
,

占所

有虚化
“

子
”

的 90
.

4%
。

可见
,

造成
“

子
”
虚花的原因

,

跟它位置

的固定化有很大的关系
。

例如
“

子孙
”

的
“

子
”
表示

“

儿女
”

这一

实义时放在前面
,

而
“

孙子
”

的
“

子
”

作为虚语素就成为后缀
。

再次
,

语音上逐渐从上声弱化为轻声
,

这是
“

子
”

虚化的

最显著的特征
。

李宗江先生也认为
“

在汉语里与虚化关系最

密切
、

最普遍的是由原调到轻声的变化
。

可以不夸张地说
,

凡

是读为轻声的成分都是具有一定虚化程度的成分
。 ” l1[ 〕《现

代汉语词典 》就把是否轻声
,

作为判断
“

子
”
的词义虚实的标

准
。

例如
:

实义
“

子
: 尸 :

哀子
、

长子
、

松子
、

子棉
、

扬子鳄
。

虚化
“

子
: 产 :

矮子
、

靶子
、

扳子
、

半吊子
、

笔杆子
。

虚化和轻声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促进
,

相伴并存

的
。

虚化语素最终会走向轻声
,

轻声的使用和扩大也会加速

虚化的发展
。

所以要考察虚化的产生
,

首先要清楚轻声出现

的时间
。

根据平山久雄先生的研究
,

本调为上声的轻声字组

合成词时有两种情况
:

一种能把前头的上声字变调为阳平
,

如小姐
、

早起
,

一种不能
,

如椅子
、

耳朵
。

前一种情况的轻声产

生较晚
,

而后一种轻声产生较早
。

并且他还认为
“

那些属于旧

一层次的轻声字
,

本来也和前字构成重轻格式字组
,

因为它

们作为词尾极为常用
,

说得特别轻
,

特别粗率
,

因而就失去原

有的声调
,

竟变为不属于任何调类的轻声了
。

这可算是轻声

这一
`

消极调类
’
的产生

。 ”
12[ 〕但我们认为

,

轻声产生的时间

不会太早
,

应该在中古
。

中古时期
,

双音词大量出现
,

入声韵

尾逐渐消失
, “ `

子
’ 、 `

儿
’ 、 `

了
’ 、 `

着
’
由实词虚化为词尾和助

词
,

读音随之轻化
,

失去了明显的声调差别
。 ”
帅〕既然轻声产

生于中古
,

那么与之相伴的虚化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

现并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
。

在此之前可能出现的虚化现

象只是个别的
、

不稳定的
,

不能说是一种系统的语言现象
。

“

子
”

由上声弱化为轻声
,

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变化
。

声母由

清音〔t , 〕弱化为浊音 [
:

j
.

韵母由舌尖前音 〔“ ]向央元音 〔司

靠拢
。

如
:

盘子 P/ 连矛
s。 /

、

筐子 / K白
a

扩
`
/
、

柿子 /
, , 51 。 /

。

根据以上三个标准
,

我们认为
“

子
”

的虚化用法可能出现

的较早
,

但作为一种稳固的
、

特定的语言现象则产生于汉
、

唐

之间
。

这一过程是
“
子

”

的词汇意 义逐渐减弱
,

语法意义慢慢

加强的过程
。

四
、

结尾

本文的考察分析是建立在对 8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

所有
“

子尾
”
词的计量研究基础上的

。

在探讨了虚化
“

子
”
产生

的时间及定位问题的同时
,

本文着重对现汉
“

子尾
”
词进行了

分类研究
,

详细考察了虚语素
“

子
”

内部的层次性
。

本文计量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普遍话词汇系统
,

但因为汉语中
“

子
”

的虚

化用法用相当广泛
,

除了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类型

以外
,

很多方言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用例
。

例如山西方言
、

徽州地区方言
、

闽方言等等
.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较为详

细地考察来对辞书编撰中
“

子尾
”
词的分类和释义提供有利

的规范化标准
,

但仅就本文来说
,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

够
,

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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