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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冈岛冠山编纂的《唐话纂要》是江户时代汉语教材的典范，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

对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冈岛冠山在《唐话纂要》中进行了汉语本体特征的教学转换，这对于汉

语二语教学单位“话”的切分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文章对《唐话纂要》中汉语二语教学单位“话”的

性质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话”这个语言教学单位的韵律特点。

［关键词］　《唐话纂要》；冈岛冠山；语言教学单位；认知；韵律；话题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１３０６（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０１－１１

江户时代的汉语学习和教学开启了日本汉语教育的新阶段，冈岛冠山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汉

学家，编纂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一系列唐话教本。

其中，《唐话纂要》则是汉语教材的典范，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冈岛冠山在这本教材中对汉语二

语教学单位的切分和编排是日本汉语教学史上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对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冈

岛冠山对于汉语教学单位“话”的切分方式，实现了对汉语本体特征的教学转换，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唐话纂要》的体例与“话”的性质

《唐话纂要》是冈岛冠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于１７１６年首次出版，为五卷五册；１７１８年再版，再

版卷数为六卷六册。该书卷首收录了两篇序言，第一篇为林崇节所写，介绍唐通事的职业地位、冈岛冠

山的生平以及该教材的编写目的等，第二篇序为纪府侍医高希朴仲所写，主要分析崎阳之地汉语学习风

气、冈岛冠山的生平以及教材对汉语初学者的适用性等。

关于《唐话纂要》的体例，该书卷一由“二字话”和“三字话”构成，其中“二字话”共有１３丁（线装书的

页张，表里两页为１丁），一页６行，每行５句，共收７５６句，因“不好”、“样子”、“凑巧”出现了两次，所以

实收二字话７５３句。“三字话”共１０丁，一页６行，每行４句共收４７６句，因为“没来历”出现了两次所以

实际收词４７５句；卷二由四字话构成，共２１丁，一页６行，一行３句，共收７１４句，因“反不为美”出现了

两次，故实收７１３句；卷三由五字话、六字话以及常言共同构成。共２１丁，前面１０丁为“五字话、六字

话”，每页分成上下两段，上段为五字话，下段为六字话，共收１１８句。后面１１丁为常言，即常用的惯用

句，每句长短不一，共收１４０句；卷四由长短话构成，共２０丁５７句；卷五由分类词汇和小曲构成，共２８
丁，单词２４丁，分为亲属、器具、兽畜、虫介、禽鸟、龙鱼、米谷等１４类，共收词１３４５个，因为“柴薪、炭儿、

杜鹃、苔儿”出现了两次所以实际收词１３４１个；卷六，再版后把初版卷五尾的两篇跋移至卷六尾，封面题

签为《和汉奇谈》，收录了两篇小说，共２８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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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话纂要》的编写目的以及教学对象，冈岛冠山本人并没有在教材中提及和说明，只有高希朴

仲在《唐话纂要》序二中提到“顷采唐话便于初学者，集为纂要，其书五卷”，可以说明这是一本初级教材，

而林崇节在《唐话纂要》序一中则用了一句话对编纂目的进行了简要说明，即“今门客弟子所求，而著华

语书五卷，名曰唐话纂要，字副以点，句加以注，纷然视缕，洞而分明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冈岛冠山

是因为众弟子门客有学习需求所以编纂了这本教材，该书的实用性质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日本关西

大学的奥村佳代子（２００７）曾经介绍《唐话纂要》的体例构成，同时还以《中国语歴史文法》和《中国语史通

考》为基准对《唐话纂要》进行了语法分类和举例①，她总结出《唐话纂要》的两个特点：一是《唐话纂要》

的语言欠缺均质性；二是《唐话纂要》的内容只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唐通事的汉语学习材料而并不是全

部采用唐通事汉语学习教材。

日本学界较早对《唐话纂要》等唐话教材进行了介绍②，其中六角恒广最早关注唐话教本的研究，他

重新整理了冈岛冠山编纂的唐话教本，并于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

为研究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六角恒广（１９９８）还分别介绍了《唐话纂要》《唐译

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诗选唐音》《经学字海便览》６本唐话教本的编写体例③，认为《唐话

纂要》的性质和 功 能 已 经 超 越 了 唐 通 事 的 学 习 教 本，成 为 日 本 最 早 的 汉 语 学 习 教 材。④ 冈 田 袈 裟 男

（２００３）则介绍了唐话的学习和使用情况，他谈到《唐话纂要》和《唐语便用》采用的是以字数的多少为边

界，从单纯的表达慢慢过渡到复杂的表达的编排方式，在学习方法上也改变了传统的训读方法，而直接

根据汉语的实际顺序来学习，认为冈岛冠山的存在是日本江户时代唐话学的顶峰，由冈岛冠山所编纂的

唐话教材为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唐话学习奠定了基础。⑤ 奥村佳代子（２０１７）对《唐话纂要》做了词汇和

对话的整理，发现该书内部词汇的变化和《译家必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认为冈岛冠山的“唐话”就是

一种白话。⑥

日常生活中词汇得到极为广泛的使用，语音虽然贯穿其中，但是人们的知觉并不明显，而语法就更

为隐形，日常的言语运用中根本就不会考虑语法的存在，所以当代认知语言学认为，词汇是整个复杂的

语言认知与习得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单位。许多学者认为，包括阅读与理解在内的语言认知过程，都是从

一个词到另外一个词的认知加工过程⑦。因为《唐话纂要》主要是语词教学，语法涉及较少，所以从词汇

角度关注颇多，这就牵涉语词长度与语言教学单位问题，岩本真理（２００４）对《唐话纂要》和《南山俗语考》

的收词进行了分类⑧，不过未说明分类的依据，所以读者不太容易明白作者是如何对《唐话纂要》的三字

话、四字话、五字话、六字话进行词性归类的。另外，五字话、六字话大部分已经是可以直接用来交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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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而作者对待这样的交际单位态度显得很是纠结，不过把它们归类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则显不妥。

中国学界关注《唐话纂要》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词汇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朱勇关注《唐话纂要》较早，

他把《唐话纂要》的词汇教学分为３个板块：一是词汇和词组板块包括了二、三、四字话；二是“语”的板块

包括了五、六字话和常言；三是专门的分类词汇板块，同时还总结了《唐话纂要》在词汇编排方面的５个

特色并讨论了专门的词汇教学和常言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按语义编排词汇的必要性。① 曹保平，杨金彩

（２０１３）则从社交用语的层面就编排方式、内容、语体、系统性和实用性、编纂目的这５个方面，将《华语官

话》和《唐话纂要》进行了比较，认为《唐话纂要》采用从常用词和短语过渡到句子和短文的编排方式，涉

及到词汇教学的扩展问题。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燕（２０１４），以“字话”为切入点，认为《唐话纂要》中

的二字话没有现代汉语“词”的“聚合”意识，而是汉语中的有效语流片段，以二字话为例总结出唐通事

“由字而话”的汉语观，从汉语“节奏”方面入手，已经涉及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单位问题，这也给了我们

很大启发。③ 不过，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板块，“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等更应该是个“２＋１”结构，其中

的“字”应该与前面的数字“二、三、四”等组合，而不宜与后面的“话”组合而成为“１＋２”结构，而奥村佳代

子（２０１７）则认为“话”就是“唐话”的缩写，采取了一种最便捷的解读，不过唐话似乎难以简略为“话”，就

如同汉语难以简略为“语”，似乎不太妥当一样。

冈岛冠山为何要作这样的分类，这样的“话”的分类对汉语教学有何意义？通过整理发现，如果按照

我们现代语言学理论中的“语素、词、短语、句子”四级语言单位分类法来分析的话《唐话纂要》的“二字

话”中有些是词，如：“太平、快乐、快活、爽快、兴趣、娱乐、兴旺、兴昌、吉兆、吉瑞、吉凶、造化、高兴”，等

等；有些则是短语，如：“说话、讲话、敬杯、领杯、借宿、投宿”，等等；在“三字话”中有些是短语，如：“好体

面、好光景、旧相知、好造化、好生意、大悚动、正谨人、晓事人、济事人、紧要事、谄事人”，等等；但有些则

是句子，如：“见过了、隐藏了、领去了、捏碎了、踏破了、扯破了”，等等；在“四字话”中有四字短语，如：“善

诗能文、品竹调丝、吹弹歌舞、利己损人、同窗朋友、失手跌脚、精致多样、聪明出众、重富欺贫、济贫救苦、

空身素手”等等，也有四字成语，如：“无所不晓、无所不通、落魄江湖、螟蛉之子、措手不及、岂有此理、无

可奈何、心腹之患、四方之 志、岩 穴 之 士”等 等，还 有 句 子，如：“我 要 搭 船、我 要 出 恭、我 要 洗 浴、他 是 海

量”，等等。由此可见，《唐话纂要》卷一、卷二中杂糅着词、短语和句子，所含内容并不是同质的，内部的

语言单位切分标准也并不是单一的，所以教材中的“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长短话”这些语言单位与

“词、短语、句子”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它的交际功能，而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的一个表达－理解过程。

冈岛冠山所切分出来的“话”这个教学单位是语义完整且具有独立的交际能力的。《唐话纂要》中，我们

发现在任何一卷中的任何一个“话”都是能独立表达说话人的某个意思的，同时《唐话纂要》中卷一到卷

四中很多的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要加上语气就可以成为独立的具有交际功能的句

子。如二字话中：“吃饭、吃烟、吃酒、烫酒、温酒、泡茶、煎茶、不好、不便、不足、不碍”等等；三字话中：“没

有了、尚早了、丢掉了、错过了、且罢了、罢休了、曾去了、使得了、讲和了”等等；四字话中：“我要搭船、我

要出恭、我要解手、我要洗浴、他是海量、我是浅量”，等等。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冈岛冠山在《唐话纂要》中切分出的“话”这个教学单位是“在话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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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依据语感从自然语流中切分出的语义完整、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具有独立交际功能的话 语 单

位”。简而言之，“话”是“符合语感、语义完备、符合认知、具有独立交际功能的”，这个第二语言教学的

“单位”与心理语言学学界提出的“语块”有类似之处①，更与汉语学 界 提 出 的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中 的“认 知

词”概念非常相近。方环海（２０１３）提出：“‘认知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语言单位，是人类进行语言认知与

语言认知加工的一个整体单位，这个单位在目的语环境里基本能被感知和独立使用。”②冈岛冠山切分

出的汉语教学单位“话”与方环海（２０１３）提出的“认知词”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来源于语言社团成员对

于汉语的普遍认知，储存在人们的心理词库中并能被真切实在地感知到，这种从汉语学习者的认知实际

中提取的教学单位与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抽象的语言单位是完全不同的，无疑也更符合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的实际。

从《唐话纂要》的编写体例来看，除了卷五和卷六外，这本教材从卷一到卷四的标题依次为二字话、

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六字话 以 及 长 短 话，每 卷 标 题 都 以“ＸＸ话”的 形 式 出 现，由 此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唐话纂要》中最为主要的体例表述核心就是“话”，不论是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还是长短话，

都共同构成了《唐话纂要》最为重要的材料基础。站在语言习得的角度看，如果不算是过度解读的话，

《唐话纂要》中的“话”就是冈岛冠山根据汉语的特征切分出来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确

立了“话”这个基本语言教学单位后，再按照人类普遍的由易到难的学习和认知规律将“话”的长度切分

成两个字的、三个字的直到 多 个 字 的，可 以 说，“话”这 一 汉 语 教 学 单 位 的 性 质 是 非 常 值 得 注 意 的 研 究

内容。

二、“话”的韵律结构分析

在《唐话纂要》卷五中，希八甫所作跋中有这样一段话：“唐话者，华之俗语也，彼土人虽燕居晤语，必

有熟字成语，而四声五音，清浊轻重，相应于其间不淆乱，言语易简，文字调停，焕然可观，盖俗一则可以

至于雅，雅一则可以至于道，惟在学者之变通如何焉耳”。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于唐话认识

有几个关键点：（１）唐话是俗语，即口语；（２）唐话有四声五音，清浊轻重之分；（３）唐话运用文字进行停

延。语调、轻重、停顿等这些超音段特征就是指韵律，也就是说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语学习者对于汉语的

认识是从汉语的韵律这个显性且又基本的特点开始的。

在自然语流中，语音可以说是人类对语言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感知，而韵律则是使语音悦耳动听的

最重要因素。从《诗经》、《左传》开始汉语的词形就不断向双音节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韵

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王立（２００３）所说：“在汉语从单音节向双音节演变的过程中，虽然只

是多了一个音节的差别，但却是汉语词音形式的重大突破，因为以音步作为汉语构词的主要音形就从根

本上改变了单音词静止的节律状态，将语音中的音高、音强、音长等韵律要素带入了词中，使得汉语中的

词有了抑扬顿挫、长短轻重的动态效应，满足了汉族人讲究音节对称、韵律和谐的审美心理要求，节律原

则也是古代汉语从单音转向双音所遵循的主要原则”③。我们知道，韵律结构从低到高的分层依次是音

步（ｆｏｏｔ）、音 节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韵 律 词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ｗｏｒｄ）、韵 律 短 语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和 语 调 短 语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韵律结构有一些独立的完备的原则，为语音合成的自然度和可懂度提供重要信

息，例如韵律分段边界将一个完整交际语句分为一些较小语流片段。基于此，我们试着对《唐话纂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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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曾在心理学界首先提出了“组 块”（ｃｈｕｎｋ）的 概 念，国 内 习 惯 翻 译 为“语 块”，我 觉 得 组 块 更 具

有心理学价值。参见 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ｅｖｅｎ，ｐｌｕｓ　ｏｒ　ｍｉｎｕｓ　ｔｗｏ：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ｎ　ｏｕ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６，（１６）．

方环海．“认知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Ｊ］．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１３，（２）．
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１９１～１９２．



“话”的韵律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二字话、三字话的韵律结构分析

《唐话纂要》中，卷一的二字话全部都是音节成双、轻重相倚的［１＋１］形式的标准韵律词，是整本教

材中最小的教学单位。同时，我们也发现，二字话这个标准音步在《唐话纂要》的所有教学单位中数量是

最多的，多达７５６句，可见双音节在汉语话语单位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二字话同时也是汉语“双音

化”趋势的一个重要体现。从根本上来说，汉语的双音化是汉语词汇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在

语音上，徐时仪（２００５）认为由于上古音节的“短化”导致单韵素音节不断变多，而单韵素又无法满足音步

分枝必须成双的要求，所以双音节应运而生①，这种语音上的改变不仅能满足人们现实交际中听觉上的

驻留需求，还影响了汉语的语音、汉语的构词、汉语短语的形式，而且随着双音节的词汇化，汉语的词汇

面貌最终也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为汉语语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语音形式。李瑞

（２０１４）对汉语双音化的动因进行了概括，汉语双音化主要有语义、语音、语体、文化四个方面的原因②。

从语义上来说，双音化主要是为了满足语义表达精细化的要求，而在《唐话纂要》中二字话的数量不但最

多，而且也是在各卷中重复率最高的一个话语单位，重复次数高达２７５次，所以，我们认为教材中的二字

话就像一个标准的韵律结构模块，是其他韵律话语单位进行扩大构建的基本单位。

卷一中三字话一共有４７６句，所有话语单位都可以被分成［１＋２］或者［２＋１］的韵律形式，具体整理

如表１：
表１　三字话韵律形式

韵律形式 举例 统计

［２＋１］
真正妙、发恨学、相 与 过、未 曾 见、那 里 去、晓 事 人、济 事 人、样 生 有、多 少

人、不要去、快快走、慢慢去、这里坐、那里坐、果然好、正谨人……
２３６句

［１＋２］
有才华、善诗文、爱 读 书、肯 用 心、刺 长 枪、使 长 刀、做 戏 法、做 戏 文、做 武

戏、唱曲儿、送人情、送贿赂、寻门路、打关节、做媒人、做冰人、生儿子……
２４０句

在三音节的韵律结构中，［２＋１］语音形式由于受到语义或者句法结构的影响前面两个音节之间的结合

非常紧密，所以内部的松紧规律是“前紧后松”，而且整个音节组合也是比较紧密的，如：“真正妙、果然

好、这里坐、那里坐”等，同时，根据双音重于单音的规律这样的音节组合就形成了如下的韵律结构：

而在［１＋２］的组合中内部的松紧结构则为“前松后紧”，整个音节组合之间的结合相对松散，内部的

韵律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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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仪．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在原因考察［Ｊ］．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５，（２）．
李瑞．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综论［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增刊）．



根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字话的韵律结构中，［２＋１］的形式占三字话总数的４９．６％，［１＋２］形

式占５０．４％，两种形式在三字话的韵律形式中所差无几，可见两种韵律结构形式在话语中都经常出现，

使用频率都比较高。

（二）四字话的韵律形式分析

在卷二中，四字话收词７１４句，所有４字话均由四个音节组成。四音节在汉语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

表达形式，它们在组合和使用上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比如成语，它由４个音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在

使用过程中不可以在内部进行扩展和拆分。冯胜利（２００９）把四字形式分为“标准形式”和“非标准形式”

两大类①，其中“标准形式”又叫复合韵律词，内部结构比较紧密，常常是整体组合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包括“并合式”（［ＡＢ］［ＣＤ］）和“拆补式”（［＿Ａ］［＿Ｂ］）。这类标准四字格一般有两种重音模式，一种为：

［轻中轻重］，另一种为：［中轻轻重］。其他的“非标准形式”又称为韵律短语，韵律短语则内部结构比较

松散，常常是为了表达需要临时进行的搭配，但韵律形式还是［２＋２］形式。具体统计如表２：

表２　四字话韵律形式

分类 举例 统计

复合韵律词

［２＋２］

合并式（［ＡＢ］［ＣＤ］）：

成语：无所不晓、无所不 通、落 魄 江 湖、螟 蛉 之 子、措 手 不 及、岂 有 此 理、无

可奈何、心腹之患、四方之志、岩穴之士……

４８句

非成语：善诗能文、品竹调丝、吹 弹 歌 舞、利 己 损 人、同 窗 朋 友、失 手 跌 脚、精 致

多样、聪明出众、重富欺贫、济 贫 救 苦、酒 力 不 胜、兴 趣 多 端、风 浪 大 作、风 浪 不

作、风波大作、大风骤起、说话投机、亲眷极多、众皆欢喜、饮啖最大……

３８１句

拆补式：

［＿Ａ＿Ｂ］：千 思 万 想、半 斤 八 两、四 面 八 方、千 变 万 化、半 信 半 疑、如 兄 如

弟、东飘西泊、探头探脑、没头没脑、知恩报恩、东张西望……

［Ａ＿Ｂ＿］：半 三 不 四、朝 三 暮 四、张 三 李 四、谈 古 论 今、情 投 意 合、目 瞪 口

呆、山明水秀、打家劫舍、斩草除根、走上走下……

４７句

韵律短语

［２＋２］

喊将起来、笑将起来、爬将起 来、走 将 过 来、坐 过 来 些、没 有 靠 头、没 有 消 息、没

些主意、没有下酒、没甚下饭、进 取 之 望、绿 林 中 人、陌 路 之 人、乡 下 之 人、官 府

之人、舞马之难、莫大之幸、请 上 来 坐、世 之 罕 有、怎 生 区 处、安 敢 为 命、焉 能 挣

扎、岂可负约、赤脚而走、怎生是好、打扮得好、安敢不从……

２５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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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字话中复合韵律词由两个标准的韵律词构成，形成［２＋２］的形式，这种组合方式与两个音步构成一

个韵律词的方式如出一辙，即：

两个韵律词分别在复合韵律词的两个“韵律卡槽”内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大音步”，除此之外这个“大

音步”内的重音格式（［轻中轻重］）更是将它们牢牢拴在一起，使它们合二为一。正因为这种密不可分的

韵律整体性以及使用上的独立性，所以四字格往往呈现出非常稳定的语感，这也是“四字格”能作为一个

独立的语言单位的重要原因。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卷二的四字话中复合韵律词有４７６个，占四字话总

数的６６．７％，而韵律短语则只占３３．３％，可见在四字话中内部连接较紧密的复合韵律词在话语中的出现

频率远远高于临时组合的韵律短语。

另外，在四字话中还有一些带“之”字的结构，一共有１６个，具体为：“螟蛉之子、心腹之患、四方之

志、岩穴之士、进取之望、陌路之人、乡下之人、官府之人、舞马之难、莫大之幸、非命之死、忠臣之后、功臣

子孙、仁慈之君、青云之志、一面之识”，这里的“之”都翻译为“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说“螟蛉的子、心腹

的患、四方的志”呢？这其实也是韵律在起作用，因为这里的“之”调节了四音节中的轻重结构，使四音节

形成了［中重轻重］的重音模式，这样的四音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

（三）五字话、六字话的韵律分析

卷三中的五字话和六字话，分别有１１８句，大多为可以直接用来交际的小句，可以归入韵律短语或

语调短语，韵律形式受到语义和句法的影响较大，不太固定，特别是六字话，所以我们只对五字话的韵律

形式进行分析。卷三种五字话的韵律形式主要是［２＋３］、［３＋２］、［１＋２＋２］三种，具体统计如表３：

表３　五字话韵律形式

韵律形式 举例 统计

［２＋３］

明日再过来、我要同你去、大家都来了、特地到这里、那 里 算 的 数、将 就 看 得

过、总是 没 相 干、需 要 用 心 些、凡 事 要 留 心、他 是 懵 懂 人、今 年 难 开 交、信 口

说套话……

６４句

［３＋２］

在里个顽耍、怎恁地来迟、家常些罢了、不得不如此、奈 何 他 不 得、休 要 来 惹

我、差不 多 好 些、不 容 易 成 就、你 认 得 他 么、枉 费 了 钱 财、破 落 户 泼 材、十 二

分颜色……

２３句

［１＋２＋２］

有骄奢模样、有娇妻嫩子、便回嗔作喜、坐窗下读书、请 用 些 点 心、有 剪 径 草

寇、有许 多 强 盗、有 一 伙 歹 人、有 几 多 僧 众、凶 身 逃 走 了、刺 配 苦 所 在、你 不

可悔恨……

１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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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字话中，［２＋３］的韵律结构形式共有６４句，占五字话总数的５４．２％，［３＋２］的韵律结构形式共有

２３句，占五字话总数的１９．４％，［１＋２＋２］的韵律结构形式共有１７句，占五字话总数的１４．４％，可见在

五字话中［２＋３］的韵律结构出现较为频繁。

通过以上对《唐话纂要》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韵律形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以上所有“话”这

个话语单位的内部韵律组合中都包含有一个双音节的标准音步，另外，通过对《唐话纂要》话语单位的跨

卷复现统计我们发现：二字话中共有２７５个在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六字话以及长短话中出现重复，

其中有１７个在三字话中出现重复，１０９个二字话在四字话中出现重复，５１个二字话在五字话六字话中

出现重复，６９个二字话在长短话中出现重复，具体分布如图１：

图１　二字话在各卷中的复现情况

而在三字话中只有１０个在其后各卷中出现重复，具体如表４：

表４　三字话在各卷中的复现情况

三字话 卷二 卷三 卷四

久不见 许久不见 别来许久不见

晓事人 你原晓事人

没什么
没什么事

没什么忙

来不企 明朝恐来不企

同你去 我要同你去

乱磕头 只管乱磕头

紧要事
１，有什么紧要事

２，偏生有桩紧要事情

厌杀人 真个厌杀人了

送贿赂 送贿赂买人心

样生有 样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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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话中，只有１１个在其后各卷中出现重复，具体统计如表５：

表５　四字话在各卷中的复现情况

四字话 卷三 卷四

走来走去 多曾看来揣书在怀里走来走去的

吹弹歌舞 偏爱吹弹歌舞等

天大事体 今年纵有天大事体亦不敢违命

怎生区处 不知怎生区处

宛转不来 我竟宛转不来

家道富豪 家道富豪，儿女众多

岩穴之士 从此以后，岩穴之士，沧浪之客亦必得其遭际

沧浪之客 从此以后，岩穴之士，沧浪之客亦必得其遭际

打拳使脚 更兼打拳使脚等事

借花供佛 借花供佛

多多致意 你替我多多致意他

由此可见，二字话不仅在整本教材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并且在各卷中的重复率也是最高的。而二字话就

是由两个音节组成的标准音步，《唐话纂要》中二字话这个标准音步通过音节与音节组合的方式不断形

成更大的韵律结构单位如：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等等，也就是说，《唐话纂要》中的教学单位“话”就是

以二字话这个标准音步为基础，不断进行递归式的语言构建而形成更大的韵律单位，并且这些语言单位

间还存在着轻重抑扬的交替，而这些轻重交替的韵律单位最终形成了富有节奏感的交际语流。

三、讨论与结语

近年来，在韵律构词学 领 域 研 究 成 果 颇 丰 的 冯 胜 利（１９９６）在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Ｐｒｉｎｃｅ的 韵 律 构 词 学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最小“韵律词”的定义，即“语言中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

言单位是韵律单位”①，他认为这个最小的韵律单位也就是韵律词必须是一个轻重相倚的片段，也就是

由两个具有轻重的音节组成的音步，具体形式为［１＋１］。标准音步在语流中非常普遍且易于感知，也正

是因为韵律词的韵律特征容易被人们感知，所以负载在韵律词上的语义信息也容易一同被感知。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语言单位上的韵律整体感会引起语义上的共鸣，所以，轻重相倚且具有韵律

美感的双音节词在长期的使用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汉语社团成员的一种语言直觉，继而变成公众词感，

最终双音节这个最小的语言结构就被当作最有效的构词形式被留存下来，这也就是冈岛冠山把汉语中

最小的教学单位确定为二字话的重要原因。而双音节作为最标准的音步，不仅自身韵律和谐，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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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更大韵律结构的基础，如在三音节语言单位中除了一些音译词字符串如“温哥华、加拿大”等的结构

形式是［１＋１＋１］外，其他都是［２＋１］或［１＋２］形式，如［２＋１］：档案／袋、皮鞋／厂、语法／书、搓衣／板等，

［１＋２］：搬／房子、打／瞌睡、踢／足球、写／作业等。在四音节语言单位中朗读节奏和韵律切分以［２＋２］为

主，如：“鸟语花香、如鱼得水、狼吞虎咽、令人神往、卧虎藏龙”等。还有一些如“一衣带水、狐假虎威、重

于泰山”若按照语义切分的话节奏应该是“一衣带／水［３＋１］、狐／假虎威［１＋３］、重／于泰山［１＋３］、胸有

成竹［１＋３］”，但是在语流中，我们的朗读节奏往往是“一衣／带水［２＋２］、狐假／虎威［２＋２］、重于／泰山

［２＋２］、胸有／成竹［２＋２］”，这就是汉语的深层韵律结构要求对于表层词法形式的控制与制约。在五音

节中，朗读节奏和韵律的切分主要是［２＋３］或［３＋２］的形式，如［２＋３］：这个／大房间、常务／委员会、纸

张／粉碎机、汽车／修理厂等，［３＋２］：原材料／运费、曾经是／老师、全都是／沙子、无条件／投降等。

对于一般的说话者而言，他们在实际的语言交际时往往不是根据语言结构、语法规律来组织语言，

更多的是依据沉淀在他们脑海中的“语感”，在这种语感中，韵律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韵律能帮助我们

判断正确的语言单位和进行正确的表达，比如我们常说“扩大”但不说“扩广大”；我们说“设法”但不说

“设方法”，如果从构词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被分析的复合词，但是到了口语交际里就觉得别扭，其实就

是内部的韵律结构在起作用，因为在韵律构词学中韵律词是由音步来实现的，由双音节构成的标准音步

有优先形成韵律词的优势，而根据音步的左向实现法则“扩大”和“设法”优先成了韵律词，当它们已经满

足了韵律结构后就不再考虑别的音节了，所以在汉语中几乎没有单音动词加上双音节宾语或者双音节

补语的复合词。我们知道，二语习得者要学的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理论，不过，理论上的本体研究确

实可以转换成可以直接理解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教学实践。冯胜利（２０１８）提出，无论是音系、构词还是句

法的教学转换，均需兼顾本体、教学和习得３个方面各自的规律、原理和作用，汉语二语教学当根据韵律

音系规律、教学规律和音系规律３个方面的原则来进行韵律音系理论的教学语法转换，如何转换则是一

个需要长期研究和不断深入才能渐趋合理的过程。①

在《唐话纂要》中，冈岛冠山就进行了类似的韵律语法的教学实践转换，他对于汉语教材的体例编

排、汉语二语教学单位的确立，以及在汉语二语教学单位的问题上很好地结合了汉语的韵律特征。有鉴

于此，要培养汉语学习者顺畅自然的“语感”就需要在话语语流的切分时从韵律和节奏出发，切分出更加

和谐自然、符合语感的汉语二语教学单位，同时培养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停顿和节拍意识，学会更加自然

和顺畅的表达②。正如吴为善（２００６）所论，“外国人说汉语，虽然语法不错，用词也对，就是断断续续不

连贯，理解起来很费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把握好汉语的节奏形式和规律，不

善于熟练地、有效地运用节奏停顿给对方以结构识别的暗示”③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话纂要》体现了冈岛冠山对于汉语本体特征的认识和汉语教学特点的实

践。冈岛冠山以培养汉语学习者熟练使用汉语进行口语交际和阅读为目的，从真实的生活实际中选取

了大量的口语素材，在结合汉语学习者的认知基础上切分出了“话”这样一种“符合语感、语义完备、符合

汉语学习者的认知且具有独立交际能力”的汉语教学单位，并根据汉语学习者的普遍学习规律对这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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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结构进行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编排，让汉语学习者循序渐进地掌握汉语语言知识，并最终在实践

中达到了汉语教学的目标，唐通事们的汉语水平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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