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词语的词源研究概述

刘晓梅

提 要 词源
,

尤其是理据 的研究是新词语研 究中应着力的课题
。

传统的词

源研究应 突破历史词汇学的范围
,

在吸收西方词源学精华的基拙上 向当代

汉语新词语扩展
。

本文 从研究的任务
、

对象
、

价值 以 及方法等角度概括 了

新词语词源研 究的主要方面
。

关键词 当代汉语新词语 词源 理据

词源 学的
“

历史
”

与
“

现代
”

的定位

一
、

词源学 ( e t ymo lo g y )

词源学有两个学术渊源
:

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
、

基于

中国 i)l }话学的传统词源学
。

现有的词源学定义
,

差不多都是基于

西方历史语言学而下的论断
,

即对词的来源与历史以及对词的形

式与意义 的变化 (包括 向其他语言 借词 〔Bo
r ro w in g J )所 作的研

究
。

川
“

按现代语言学的要求
,

研究一个词 的词源
,

必须查 明它 的

旁系亲属语言中这个词 的词义和词形是什么
,

据此构拟出它最古

的形式和意义
。 ” t“〕西方词源学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

,

采用方言
、

亲属语言的 比较
,

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
,

以寻求词 的

早期语音形式和音义结合的理据
。

它更着眼于语音线索
。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早已经出现的词源 (有的学者称为语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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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它基于传统的文字学和训话学
,

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
,

立足

汉语内部词族的同源关系
,

注重考察个体词或一组同族词的音义

的来源及其理据
。

它更着眼于语义线索
。

自汉代以来
,

从《说文解

字》
、

《释名》至《经典释文)
、

(说文解字注)
、

(读书杂志》
,

以及现代

的 (同源字典》
、

<辞源》和诸多论文等等
,

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同阶

段
、

不同程度上的词源探索
。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继承 了这两个学术渊源
,

既注重书面材料
,

又辅以方言材料佐证
,

语音和语义并重
,

以
“

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

生时的状态
”

为主要任务[”]
,

其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
1

.

词

的来源
。

2 可追溯的原始形式
。

3
.

可追溯的最古的意义
。

4
.

词的

原始形式与最古意义之 间的联系
。

5
.

词 的形式 (语音及其书写形

式 )与意义的演变及其结果
。

川前三个方面可归纳为
“

来源
” ,

第四

个方面归纳为
“

理据
” ,

第五方面归纳为
“

变化
” ,

构成词源研究的三

大块
。

二
、

词的理据 (mo t iv a t ion )

对于
“

理据
”

的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指
“

词语为什么具有某个意

义的理由和根据
” 〔”J

,

也即事物得名之 由
。

这是最 为概括的说法
,

在具体所指的范围上
,

各家又有不 同的理解
。

1
.

理据是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
,

这种联系是可论

证的
。

如
“

理据就是词 的声音和意义的 内在联系
’ , 。

[ 6〕

2
.

理据既包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
,

也指符号与符

号之间的联系
。

既可指旧有符号与新产生的符号之间的语音
、

语

义联系
,

也指符号的构成部分 (就复合词而言 )与词的整体意义之

间的语义联系
,

这种联系 是可论证的
。

黎 良军 有过类似 的说

法
。
仁7 ]

3
.

理据是语言的自组织过程中的一个规律
。 “

广义理据是指

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产生
、

存在
、

发展

或消亡的动因
、

理由或根据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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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理解的理据是第二种含义
。

换句话说
,

理据就是联系
,

这种联系以及联系的表述形式
,

就是我们要着力挖掘的东西
。

三
、

词源与词的理据

对于理据与词源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

一是理据从属于词源
,

理据研究是词源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面
。

二是理据就是词源 (也等同于词 的内部形式 )
,

词源就是词的得名

之由
。

如张永言认为
,

洪堡特所提 出的内部形式
,

就是词的词源结

构或词的理据
,

即指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
,

研究

它的目的就在于阐明事物或现象为什么获得这样那样的名称
。
〔9 ]

在这个意义 上
,

理据和 内部形式是等同的
,

也有学者称作词 汇结

构
。

三是理据是和词源并列分立的概念
,

二者虽有密切联系
,

但毕

竟分属于不同的范畴
:
词源重在考察词的出处和历史来源

,

而语词

理据作为语言自组织过程中一个独特的变量起着使语言由无序走

向有序的作用
,

因而关于理据的研究就决不限于语词起源的考究
,

它是一个具有自身系统的独立的学科
。

[10 了

我们是在词语这一层面上来限定理据这一概念
,

并把它视为

词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词源研究既要考察词语的出处
、

意

义和变化
,

又要探讨之所以形成的促动因素
。

词语的理据作为一

种性质
,

是词语广泛具有的性质
,

它隐匿在词的背后
,

是词之所以

形成的一种思想动因
。

由于历 史的久远
,

很多词语的理据无从查

考
,

但并不等于说这些词没有理据
。

原始词是否有可以查考的理

据
,

还在探讨之中
,

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始词
,

通过语音线索和理据

论证
,

可以找到它们的语义源头
。

在原始词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

同源词
、

复合词
,

应该说大都是有源头和理据可寻的
。

四
、

词源研究的历史属性与现代扩展

就 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

很少有人把词源 的探讨定位于 现当

代汉语词汇当中
。

从词源学的三个方面 (来源
、

变化
、

理据 )来看
,

仅就现代汉语时期 出现的各种大中型工具书而言
,

(辞源》重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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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词的来源出处和意义的变化两个方面
,

同时也记载了相当多的

词语的理据
,

但不收录现代汉语词汇
。

王 云 五的《王 云五新词

典)[ 川 注重查找源头
。

孙常叙在《汉语词汇 )[ ‘2〕的
“

造词法
”

当中

涉及了词的理据问题
。

《汉语大词典》同样是以前两个方面为主

体
,

收录了相当多的现代汉语词汇
,

但 由于编纂的思路与主旨不

同
,

所录例句有很多并非最初用例
,

往往只要能证明某个历史时期

出现过这种用法即可
,

这就使其考察源头的价值不得不打些折扣
。

《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型词典也是以解释词的理性意 义为主要 目的

的词典
,

注重断代性
,

因而不太考虑来源出处
,

更少涉及理据问题
,

即使有所涉及
,

也是限于那些较久远的古代词语
,

很少涉及产生于

现代汉语时期的
。

吕波曾经撰文指出
,

《现代汉语词典》对除纯象

声词之外的近 600 条词语的理据做了注明 〔’”l
,

相对于 (现代汉语

词典) 所收的 5 6 1 4 7 条 [‘4〕而言
,

不到总词数的 1
.

6 %
,

仍是微乎其

乎的
。

王艾录编著的《汉语理据词典》〔
‘5 ]是专门探讨词的理据的

词典
,

在理据探讨与实践上堪属力作
,

但基本上仍没有脱离历史词

汇学的范畴
。

如果不把词源研究完全限制在历史词汇学的范 围内
,

它完全

可以把触角伸向现当代汉语词汇当中
。

值得一提的是
,

30 年代汪

仲贤编著的《上海俗语图说》[
‘“]在溯源与理据探讨上颇具功力

,

对

当时新出现于上海的 240 条民间流行俗词语进行探源析流
,

并逐

一说解其得名之由
。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7 ] 也对当时的新词语作了 一些探源工

作
。

这两部书 已经把目光转向现代汉语词汇
,

关注 当时 的新词汇

现象
。

这种转向在当代的新词语词典中有所体现
,

如于根元先生

主编的多本词典
,

只不过这种工作还未上升为理论总结
。

新词 语词源研究的相 关问题

一
、

新词语研究的任务
、

对象与价值



1
.

任务 新词语的词源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

来源
、

变化

及理据
。

来源包括
:

新词语起源于何时
、

最早见于何种语言材料
;

来自何种语言或方言
,

与相应的词的继承与变革关系如何 ;最早的

意义和形式是什么
。

变化包括
:
新词语的词汇意义的变化过程及

结果 ;语法意义的变化过程及结果
。

理据包括
:

新词语的最初形式

与最初意义之间的联系 ; 新词语与其他相关
、

相类
、

相仿的词语之

间的联系
;
新义词和源词之间的意义的联系

。

2
.

对象 理论上讲
,

所有的新词语都有词源
,

都有理据
,

但未

必都有可以查考的词源或理据
。

所以
,

那些实属无证可查的新词

语不在考察范围之 内
,

除此而外
,

那些能够通过语素直接表 义的
、

信息量完全的新词语
,

通过语义结构来分析的新词语
,

都在理据探

讨的范围之 内 ;那些依靠理据解释才能确切理解的词语和意义
,

更

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

相当数量的新词语不能直接或间接表义
,

需

作理据解释
,

这就为新词语的理据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

3
.

价值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源问题至今还没有展开系统

的研究
。

就现有的成果而言
,

词源追索远远比词源研究兴盛得多
。

词源追索的成果体现在部分新词语的个案追踪中
,

最集中的体现

就是于根元等学者编著的多本新词语词典
。

但是真正地进行理论

抽象的则很少
,

因而很有必要对新词语 的词源问题进行系统 的摸

索和研究
,

其实践和理论价值在于
:

( l) 保存新词语的原始面貌
。

新词语词典做了许多这方面的

工作
,

但是不同的新词语词典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不同
,

有的

只是把编纂之时所用的例句引出来了
,

而不是产生之时的那一个

原初例句
。

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可取
,

因为不同的词典的 目标定位

自有其不同
,

它至少证明
,

在作者编纂的当时
,

人们还在使用那些

词语
。

只是在保留原始状态这一点上
,

没有留下足够的信息
。

比

如
、 “

待岗
”

一词首见于 ] 9 88 年 9 月 2 6 日的《人民日报》中
:

这个厂
-

⋯ 多余人员或充实车间
,

或 到
“

劳动市场
”

待岗
,

或提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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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下来
, “

隐性失业
”

公开化
、

集中化了
: 6 人列入编外待岗⋯⋯

而林伦伦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新语词典》〔
‘“l 中所举例为 19 9 9 年

的
。

当代汉语词汇系统吸纳了相当多的新词语
,

如能完整地记录

下来每一个新成分的产生之初的背景和环境
,

一定会为新词语的

理论研究带来许多便利之处
。

(2) 正确理解新词语的意义内容
。

这一点主要是指理据的作

用而言
。

比如
:

草包庄稼 指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或自然灾害影响而收成很差的

农作物
·

咚琴的丰零晕用于勿零亨攀矛的于草
。

草袋矛俗珍亨年
,

故

称
。

钓鱼项 目 指上马后需一再追加投资的工程项 目
。

由于少报工程

概算或资金未全部落实即开工上马
,

以致造成项 目骑虎难下
。 “

钓鱼
”

喻

指用这种手段或方法诱使或引导对方投入资金
、

财物或其他条件
,

故称
。

以上各例均引自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
〔‘9 1无标注的

例子均引自此书
。

例中加点的是该词的理据
,

也就是该词的得名

之由
。

理据是进一步理解词义的关键通道
,

使得这类不太容易从

字面意义直接获取足量信息
、

释义的主体部分亦不足以提供全部

信息的词
,

一下子涣然冰释
。

( 3) 梳理新词语
、

新词义的形成
、

演变的过程及动因
,

为揭示

当代汉语词汇的动态发展规律服务
。

词汇的动态发展体现在许多

方面
,

比如词汇总量的增多
、

新词语产生
、

来源 (源于社会方言和地

域方言 )与变化的趋势和原因等等
,

都要根据词源研究的成果来归

纳
。

以源于隐语的
“

高买
”

(在商店偷东西 )为例
,

该词并非源于香

港粤语
,

而是源 自上个世纪初叶以来盗窃行业所使用的隐语
,

在北

方许多地方的隐语中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

这是隐语词向共同语词

汇扩散的典型例证
。

[20]

(4) 为造词法研究服务
。

造词是指用现有的语言材料运用一

定的方法创造新的词语
,

它解决的是一个词语从无到有的问题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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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则是造词的背景环境因素
,

即某个词语为什么代表某个意义
,

也

就是得名之由
、。

二者观察的角度不同
,

比如
, “

知本家
”

是个新词
,

对

于造词而言
,

只要指出它是仿
“

资本家
”

而造的就可以了
。

而理据探

讨则不仅要指出仿
“

资本家
”

而造
,

还要指出促使它产生的背景知

识
:
在知识经济时代

,

拥有知识的人如马克
·

安德森
、

杨致远等人
,

以

知识为本
,

以知识这 一无形资产入股
,

使个人资本在一两年内就快

速膨胀
,

其发展如同资本家运用资本快速发展一样
,

故称
。

尽管角度不同
,

但
一

二者还是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
,

理据之 中往

往 已经蕴含了造词法问题
,

它提供了所要表达的概念的基础形式
,

造词就 是要从基础形式中提取构造新词语的成分来形成新的词

语
。

比如
, “

房模
”

(新浪网
,

2 002 一 09 一 1 1) 是 一个刚刚 出现的新

词
,

它与
“

房屋模特
” 、 “

房地产模特
”

共现于同一则新闻中
。

它既是

简缩而 来
,

又是模仿
“

车模
”

而造
,

因而
“

模
”

是必须提取的构词成

分
;
剩下的单音节成分 只能在

“

房地产
、

房屋
”

中提取
,

相 比之下
,

“

房
”

最具有概括力和区别性
,

因而成为首选
。

(5) 为当代的文化词汇研究服务
。

文化词汇学本质上是一种

解释性的研究
,

是用文化现象来解释词汇现象
。

理据研究所探讨

的词语的得名之由
,

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
。

这种解释不仅仅限于

词汇层面本身
,

还要深入到新词语所产生的社会环境
、

言语运用主

体的思维方式中去寻求
,

因而理据的探求也可以算作当代文化词

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比如
, “

瘦身
”

是个经台湾引入香港
、

再由香港引入内地并径直北上的 日语词
。

它的理据是
“

使身体瘦

下来并保持苗条外形
” ,

这个词回避 了容 易引起不好 的联 想的肥

胖
,

要比本土的
“

减肥
”

来得高雅
,

同时又迎 合了以瘦为美的潮流
,

因而大行其道
。

可以说
, “

瘦身
”

是
“

求雅
”

心理的产物
,

也是社会风

尚的产物
。

再如李行健先生曾经著文指出了
“

安排
”

的新词义
: “
用

不正当的手段随意安置 (人员 )
” ,

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意义的产生和

演变的详细动因
〔)
〔“’场口果深入到每一个词语的产生的背景中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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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词的每一种动因
,

一定会有许多文化学的发现
。

(6) 为词汇积累和习得服务
。

无论是母语词汇的习得
,

还是

对非母语词汇的习得
,

新词语的教学是不可避免的一项重要内容
。

如果在 习得过程中能够借助相应的词源说明 ( 主要是指理据而

言 )
,

就能够事半功倍
,

收到 良好的学 习效果
。

L ak of f 曾经从认知

心理学角度提出心理学上的倾向
:

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个词义的理

据是什么
,

他就能 比较容易地学会
、

记忆和使用该词
。

[22] 比如新近

出现的
“

漆模
”

( 网易
,

2 0 0 2 一 3 一 1 7) 一词
,

义为
“

身涂油漆彩绘展示

油漆产品的模特儿
” 。

在提示它的理据的时候就要指出
:

商家为了

展示其油漆对人类无害
、

绝对符合环保要求
,

在模特儿身体上用油

漆绘画
,

仿造
“

车模
”

而成
。

这样说解之后
,

什么是
“

,

漆模
”

就容易理

解和记忆了
。

二
、

新词语理据探究的方法

张志毅先生曾提到探求词语理据的线索
: 1

.

声音线索
。

2
.

形

象线索
。

3
.

声音和形象线索
。 [23] 又在 (词的理据 )[ 24] 中举出了五

种方法
:

语素与语义结构分析法
,

同根词比较法
,

语音探源法
,

探求

词的典故历史源头
,

从造词法探求词的理据
。

在此基础 上
,

我们认

为探讨当代汉语新词语要从两方面入手
:

一是从造词法入手
,

二是

从理据的类型入手
。

前者着眼于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所运用的手

段
。

当代新词语主要是以语素合成
、

语法类推和修辞转化为主体

造词方式
,

音义相生方式没有运用领地
,

因而不太可能去考虑单纯

的语音线索或语音探源法及同源词比较法
,

而 主要是从另外三种

造词方式 (语素合成
、

语法类推及修辞转化 )入手
。

这里只举一个

修辞转化的下位类别来说明
:

南风窗 比喻可以带来便利的海外关系
。

我国大陆南接港澳海外
,

故以南开之窗为喻
。

白发浪潮 喻指老年人 口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
。 “

白发
”

指代老年

人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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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着眼于理据的类型
,

我们将理据 的类型初步归纳为背景型和

合成型
。

背景型重在阐释词语的外在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

即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
,

如
:

白领 英语 w hi te
一

c

oll
a r w or ke r

意译的简称
。

西方社会将有较高文

化素养的技术管理人员
、

文秘
、

财会人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统称
“

白领工

人
” ,

这些人员的工作环境比较清洁
、

舒适
、

可以穿白色衬衫 工作
,

故名
。

跟从事体力劳动的
“

蓝领工人
”

相对
。

这类理据的说解需要把词语的得名的背景因素介绍清楚
。

合成型重在说解词语的意义与语素义之间的联 系
,

即个体符

号内部各个组成成分与词义之间的联系
,

如
:

癌兆 癌症的先兆
。

降耗 降低消耗
。

这种类型由于词语的表义明显程度高
,

语素义直接与词义挂钩而

不须作过多的解释
,

这种情况下
,

对语素的说解实际上就等于对理

据的说解
,

因而理据与词义重合了
。

三
、

新词语的词源信息与词典编纂

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地包含了词源信息的当代汉语新词语词

典
。

产生于当代的新词语
,

因其产生的时间不长
,

与我们的实际生

活比较贴近
,

在具备相当规模的自然语料的情况下
,

完全有可能也

有必要对每一个新词语
、

新意义的各种信息进行摸底考察
。

对于

每一条有证可考的新词语的注释
,

理论上都要包含至少两方面的

内容
,

即来源和理据
。

对于多义的新词语
,

要三者兼顾
。

这种做

法
,

在于根元先生主编的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及另外四本新词语

年编中有较好的体现
,

这几本词典对多条新词语历时与共时的考

察与预测
,

从产生时 间
、

产生背景及构造特点等多个方面进 行审

视
,

这是它们的突出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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