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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三音节聚合词语的词汇化现状，本文收集到 87 个例词，总结出它们在

结构、语义方面的一些典型特征。文章认为，结构上的“可拆性”容易导致其词形凝固

困难; 语义上的“累积 /并合性”容易导致其语义凝固困难; 韵律上的“等重性”也容易导

致其朝着自由短语方向发展。这些原因都直接造成了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的词汇化困

难。文章最后认为，并列本身又是一种模因，可以源源不断地造出大量新的三音节聚合

体。但绝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始终难以突破词汇化瓶颈，真正完成词汇化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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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 一) 相关术语辨析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农工商、衣食住行、金银铜铁锡、礼乐射御书数、赤橙黄

绿青蓝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并列结构。这种结构如何

去科学命名? 学术界出现以下几个名称:

1. 聚合体

赵元任( 1979) 最早使用“聚合体”( polymer) 的概念。他指出:“聚合体像一串原子构成一

个分子。一个聚合体比一串自由词紧密，比一个普通复合词松散。紧密在于语音上无停顿，中

间不能插入别的字，也在于次序固定。另一方面，聚合体比复合词松散还在于它的成分的本义

毫无改变。”
2. 聚合词

曹炜( 2003) 提出“聚合词”的名称，并将其分为两类: 一类是四项式的“四字骈语”，是由

四个语素构成的“聚合词”; 一类是多项式，即由五个或五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聚合词”。他

还对“聚合词”的基本特征、变换形式以及和成语、缩略语的区别进行了分析。
3. 聚合词语

刘红梅( 2012) 提出了“聚合词语”的完整定义: “同一语义范畴内的若干个成分并列组合

在一起，结构和意义都有一定完整性的词语。”此外，她还总结出“聚合词语”的四项归类标准:

①音节 3 ～ 7 个;②层次是并列式的 ABC……型;③整体使用，具有一定的复呈性;④部分成语

和缩略语。
不难看出，上述三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很大不同，三者在内容上存在一种包含与被包

含的关系。我们认为，“聚合体”既包括已经完成词汇化的“词语”，还包括那些尚未完成词汇

化的非固定( 临时) 短语; 而“聚合词语”，只指那些“已经完成了词汇化，并正式成为‘词’和

‘语’( 固定短语) 的那部分词语”; 至于“聚合词”，应归属于“聚合词语”的一部分，因为“词

语”里不但包括“词”，而且包括“语”( 温端政，2005) 。因此，上述三个概念的关系应该是:

聚合体 ＞ 聚合词语 ＞ 聚合词( “＞”读作“包含”)

( 二) 三音节聚合词语的研究现状

1. 三音节词语研究现状

较之双音节词和四音节短语，三音节词语是比较特殊的一类结构。吕叔湘( 1963) 指出了

“现代汉语音节组合中双音节和四音节段落占优势”的基本事实。卞成林( 1998 ) 更是一针见

血地指出:“双音节复合词占现代汉语词汇的 70% 以上，三音节复合词不是词的主要组成部

分，至今被语言学者忽略着。”综观二位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 长期以来，三音节词语一

直在双音节复合词和四音节短语的夹缝中生存，地位尴尬。无论数量还是稳固程度，它均不如

后两种词汇单位，也因此一直难以获得学界研究的重视。
2. 三音节聚合词语研究现状

王新宇( 2009) 认为:“在所有三音节词语中，三音节聚合词语所占的比例最小。”他的研究

结论是:“汉语三字格语词结构多‘2 + 1’和‘1 + 2’式，少‘1 + 1 + 1’式。三字格聚合词语恰为

“1 + 1 + 1”式，已被学界忽略。”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把三音节聚合词语的收录情况列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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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音节聚合词语收录情况汇总表

三音节

聚合词语
例词

占所有三音

节词语比例
数据来源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3 短平快、老大难、高精尖 收 三 音 节 词 5448
个，约占 0. 055%

刘红梅( 2012)

《现 代 汉 语 规 范 词

典》( 第二版)

13 短平快、老大难、高精尖、打

砸抢、德智体、工农兵、工青

妇、公 检 法、假 大 空、农 工

商、农轻重、脏乱差、真善美

收三音节词 8000 左

右，约占 0. 16%
刘红梅( 2012)

国家语委词表 39 党 政 军、德 智 体、传 帮

带……
收三 音 节 词 10，953
个，约占 0. 37%

杨书俊( 2008)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报告》( 2006—2010)

1 百谷虎 收三 音 节 新 词 784
个，约占 0. 13%

姜敬槐等( 2012)

由表 1 可见，各辞书、词表正式收录的三音节聚合词语都不到三音节词总数的百分之一，

几乎已被学界研究忽略。换言之，三音节聚合体的词汇化非常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 笔者带着这一疑问，分析了这类词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二 三音节聚合词语结构特征分析

( 一) 结构成分的“平级性”特征

董秀芳( 2000) 认为，按照组成成分的性质，可以把并列式复合词分为动词性并列复合词、
名词性并列复合词、形容词性并列复合词三个大类。

我们从各种文献及日常生活语料中收集到 87 个三音节聚合词语，全部列举如下:

A1. 数理化、语数外、文史哲、鸡鸭鱼、色香味、饭菜汤、糖烟酒、海陆空、党政军、团营连、农
工商、农工贸、农轻重、工农兵、京津沪、港澳台、北上广、亚非拉、新马泰、中日韩、精气神、金银

铜、风雅颂、赋比兴、帝修反、封资修、帝官封、天地人、人财物、酒色财、山江湖、责权利、公检法、
德智体、工青妇、儒道释、你我他、一二三、三六九、二百五、形音义、元明清、早中晚、度量衡、年
月日、日月星、煤水电、福禄寿、松竹梅、老中青、老少边、名特优、白骨精( 白领、骨干、精英)、蛋
白质( 混蛋、白痴、神经质)、新西兰① ( 新疆、西藏、兰州)、三百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
谷虎( 百度、谷歌、雅虎)、中镇抚( 中军、镇军、抚军) ( 以上 58 个都是名词性聚合词语② )

A2. 产运销、打砸抢、等靠要、管卡压、斗批改、挖革改、揭批查、悬雍垂、传帮带、洗剪吹、离
退休( 以上 11 个都是动词性聚合词语③ )

A3. 高精尖、真善美、大老粗、老大难、高大全、软懒散、短平快、假大空、脏乱差、假丑恶、快
准狠、稳准狠、高帅富、土肥圆、矮穷矬、白富美、优乐美( 以上 17 个都是形容词性聚合词语④ )

A4. 黄赌毒( 以上 1 个例子属于综合型聚合词语⑤。它综合了多种词性成分，“黄”“毒”兼

属名词和形容词，“赌”是动词，并列起来用作名词性聚合词语，指“‘卖淫嫖娼，贩卖或者传播

黄色信息’‘赌博’‘种植，买卖或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现象”)

王洪君( 2000) 还从韵律上研究了这类结构，认为各结构成分在韵律上是“等重”的。我们

发现，它们无论在词性、语法功能还是韵律上几乎都是平级的，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它

们的“平级性”特征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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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结构整体的“名词性”特征

上述例子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性聚合以后整体上都出现了名词化倾向，如“数理化”
“产运销”“高精尖”“黄赌毒”等等。针对这种名词化倾向，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早期的语法著作中，认为动词性、形容词性成分如果出现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就转化为

名词性成分或者被“名物化”了。而现在，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通常

是可以不改变词性的。董秀芳( 2000 ) 分析得最为具体，提出“句法功能发生转化”论，她的

完整论述如下:

并列短语的一个重要的句法特性是: 整体的句法功能与其组成成分的功能是一致的，属于

向心结构。有一类动词性并列复合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转类，即整体上从一种词类

范畴变为了另外一类词类范畴，其整体成分的功能变得和其组成成分的功能完全不同了，从向

心结构变为了离心结构，这样，并列式短语的最基本的句法性质就丧失了。
我们认为，聚合整体的名词化倾向，可以从语法上找到一些合理解释:

第一，多数动词、形容词成分可以在后面添加一个“的”转类为名词，如“打的( 人、物、行

为) 、红的( 人、物、行为) 等”。
第二，带“的”动词、形容词成分聚合在一起后又可以同时省略这个“的”，但仍然保留原来

的名词性特征。如“打的( 犯罪行为) 、砸的( 犯罪行为) 、抢的( 犯罪行为) ”→( 打砸抢) 的( 犯

罪行为) →打砸抢。至此，名词化过程得以完成。
( 三) 结构层次的“可拆性⑥”特征

三音节聚合词语在完成聚合过程以后，各结构成分之间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一体化，

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可拆性:

第一，内部可清晰地划分出结构层次。如卞成林( 1998) 将这类聚合词语归入“A + B + C”
式，并认为“不存在联合关系的‘AB + C’和‘A + BC’型的三音节复合词”。杨书俊( 2008 ) 认

为这类词语从结构层次上只能归入“1 + 1 + 1”型。比如:

B1. 老少边 = 老 + 少 + 边( 革命老区 + 少数民族地区 + 边疆地区)

B2. 产运销 = 产 + 运 + 销( 生产 + 运输 + 销售)

B3. 高帅富 = 高 + 帅 + 富( 高的特征 + 帅的特征 + 富的特征)

第二，内部可插入连词“和、跟、同、及、与”及副词“又”等并列标记。针对聚合词语的可拆

性，不少学者道出了原因。吕叔湘( 1978) 认为这种结构属于“加合关系”，而“加合关系里面可

以分出‘加而不合’和‘加而且合’两类”。邵敬敏、饶春红( 1985) 也认为:“两件事情之间的联

合关系可以比较松散，表现为时间上的连贯或空间上的并存，也可以比较紧密，即为加合关

系。”董秀芳( 2007) 则认为这是一种粘合式结构。我们认为，不管是聚合、加合还是粘合，这种

可拆性很容易破坏这类聚合体整体的稳定性，当然也为它日后的词汇化增加了难度。

三 三音节聚合词语语义特征分析

词语的结构特征还只属于表面层次，还没有深入到词语的语义内部。下面我们将着重分

析三音节聚合词语的语义特征。
( 一) 语义成分的“同类性”
三音节聚合词语聚合在一起，往往具有相同的语义成分。笔者分析了上述 87 个聚合词

语，发现它们这些语义成分或类义或同义或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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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数理化、党政军、风雅颂、洗剪吹、快准狠、大老粗( 完全类义词聚合词语⑦79 例)

C2. 早中晚、天地人、农轻重、责权利、老中青( 夹杂反义词聚合词语⑧ 5 例，如“早”和

“晚”)

C3. 矮穷矬、悬雍垂、离退休( 夹杂近义词聚合词语 3 例，如“矮”和“矬”)

从前面例 A 所列的全部 87 个三音节聚合词语的语义场特点看，完全类义词聚合词语 79
例，占 90. 8%。夹杂近反义词聚合词语 8 例，占 9. 2%。难以判断归属的 1 例，占 1. 15%。不

难看出，完全类义词聚合词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语义成分的“同类”性特征非常明显。
( 二) 语义指称范围的“累积 /并合性”
邵敬敏、饶春红( 1985 ) 指出: “所谓加合关系，就是指在前项的基础上迭加后项，即‘累

积’，或者前后项合为一体，即‘并合’。”我们认为，按照语义所指的范围大小，可把三音节聚合

词语分为累积型、并合型、累积 /并合型，比如:

D1. 亚非拉( 累积型)

D2. 高帅富( 并合型)

D3. 老少边(“累积 /并合”型)

图 1 累积型聚合词语语义所指范围示意图

累积型聚合词语的语义范围为所有语义成分的

所指范围之和，用数学符号表示是“A∪B∪C”，用

语言学符号表示是“A 和 B 和 C”。如图 1:

并合型聚合词语的语义范围为所有语义成分的

交集部分，用数学符号表示是“A∩B∩C”，用语言

图 2 并合型聚合词语语义所指范围示意图

学符号表示是“又 A 又 B 又 C”。如图 2:

累积 /并合型聚合词语兼属累积型和并合型，这

种词语在某种语境下往往含有歧义。如“老少边”:

部分“老少边”地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上述这句话之所以包含歧义，是因为我们可以

从“累积”和“并合”两方面去理解。如果对参加大会的地区要求比较高，则要求其符合“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边区”的全部条件，这种情况属于“并合”。如果对参加大会的地区要求不高，

只要求其符合其中一项条件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则属于“累积”。这种歧义完全是由于人们认

知上的差异造成的。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论述了。
( 三) 语义引申的“± 转义”特征

转义是相对于固有义( 字面义) 而言的，它指的是由固有的意义而转换引申出来的另外的

意义。比如:

E1. 北上广( + 字面义，－ 转义，指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

E2. 你我他( + 统括义，指所有人)

E3. 短平快( + 比喻义，比喻企业、工程或科学技术商品化的过程中，投入资金少，生产周

期短，并能很快取得经济效益)

E4. 老大难( + 借代义，代指老大难问题或存在这种问题的单位)

E5. 松竹梅( + 象征义，象征岁寒三友)

在前面列举的 87 个词语当中，真正形成转义的还只占少部分。大部分词语仍然停留在字

面义阶段，比如“党政军、山江湖、高帅富、离退休”等等。这也是绝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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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完成词汇化的原因之一。

四 三音节聚合词语词汇化现状分析

( 一) 三音节聚合体词汇化条件

董秀芳( 2002) 认为词汇化( lexicalization) 是指:“短语等非词单位逐渐凝固或变得紧凑而

形成单词的过程。”董秀芳( 2000) 提出词汇化大致要经过四大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

现特征:①存在一个相应的同义单音形式，但组成成分不能换序;②不再有同义的单音对应形

式;③意义上发生了由具体到抽象或由泛指到专指的引申;④句法功能发生转化。根据这四个

阶段，她还总结出词化程度的等级序列:① ＜② ＜③ ＜④( “＜”读为“词化程度低于”) 。根据

董秀芳的研究，词汇化是可以分阶段、分等级进行的。
冯胜利( 1996) 从韵律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三音节聚合体成词的可能性，认为“最大的

复合词只有三个音节，最大的韵律词也只有三个音节”。冯胜利( 2000 ) 又指出，“三个音节是

一个( 而非两个) 韵律单位，是一个独立的韵步”，也就意味着三音节聚合体其实就是一个韵律

词。江蓝生( 2008 ) 也认为: “双音节为标准音步，三音节为超音步，整合后容易固化为一

个词。”
以上所提的这些因素为三音节聚合体的词汇化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 二) 三音节聚合体词汇化制约因素

安华林( 2007) 认为词汇化的制约因素来自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其中语言内部因素包括

“结构成分的紧缩凝固”和“语义产生转义”，语言外部因素包括“语用上的高使用度”和“认知

上的与固定词语的类比认同”。
笔者结合三音节聚合词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认为这类词语词汇化进程一直缓慢，主

要在于以下三个内因:

1. 结构成分的“可拆性”造成词形凝固困难

由于结构成分的可拆性，词形很难凝固下来。首先，词序难以确定。比如“山江湖”可写

成“江山湖”“江湖山”等形式。其次，词语中间可插入并列标记。再次，它还可以和其他词语

交叉组配。这些都是造成绝大多数聚合体难以凝固定形的原因。卞成林( 1998 ) 甚至认为三

音节聚合体是一种“不平衡结构”，虽然有些片面，但也有一定道理。
2. 语义上的“累积 /并合性”造成语义凝固困难

结构成分的“可拆性”往往导致语义上的可拆性。针对累积型聚合词语，语义成分往往很

容易拆开。并合型聚合词语的可拆性程度要小一些，但仍然可以拆开和替换，比如“高帅富”，

可以拆开或者重新组合成“高嫩富”“高瘦富”“白瘦富”等等。至于“累积 /并合型”，本身就是

摇摆不定的歧义结构，语义自然也更难凝固下来。
3. 韵律上的“等重性”易造成其朝着自由短语方向发展

王洪君( 2000) 指出“韵律词”与“韵律短语”的区别在于:“韵律词是顺向连调的稳定单音步

或凝固复二步，而韵律短语则可能逆向连调，是多音步或可选多音步。”她认为:“韵律短语又分类

词短语和自由短语。类词短语‘左重’，内部停延总是小于外部停延; 自由短语则‘等重’或‘右

重’，内部停延可大于外部停延。”很显然，三音节聚合体属于王洪君说的“等重”自由短语。
最后，笔者认为安华林( 2007) 说的语言外部原因对三音节聚合体词汇化虽有一定影响，

但不是主要原因。首先，“语用上的高使用度”，比如“高帅富”，已经在一定的人群中用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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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用频率极高，它完成词汇化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但其他高频三音节聚合体如“洗剪吹”却

并没有被认定为“词”。其次，“认知上的与固定词语的类比认同”，并列本身就是一种“模因

( meme) ”，可以得到大量复制( 谢朝群、何自然，2007) ，但事实上，大量复制的这些三音节聚合

体未必都能发展为“词”。国家语委词表中收录的三音节聚合词语最多也才 39 个。绝大多数

三音节聚合体并没有因为并列模因而实现词汇化，已足以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三音节聚合体虽具备一定的词汇化条件，但尚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其

词汇化困难的原因主要在语言内部，结构成分的“可拆性”、语义成分的“累积 /并合性”以及韵

律上的“等重性”是其词汇化进程中的三大障碍。

五 结语

三音节聚合词语作为特殊的词语聚合群，长期以来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主要有三方面原

因: 其一，多数聚合体在结构上很难凝固定形，其内部各个成分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平列、粘合

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可拆性; 其二，多数聚合体在语义上很难凝固定义，难以形成固定的转义;

此外，韵律上的“等重性”容易造成其朝着自由短语的方向发展。这三方面因素已经成为制约

绝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词汇化的瓶颈。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并列本身也是一种模因，大量新的聚合体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

来。首先，这种模因具有强大的造词能力，它可以不断更换词素，重新组装出大批潜词( 王希

杰，2003) ，如“巧精美、薄稀透、官帅富、厨戏痞、声韵调、掀扑剪”等等，数量不容小觑。其次，

顺应了这种“语模”后，人们开始尝试其他扩展用法。比如古代的“骈语”、现今的三字格、四字

格，花样品种繁多。至于由此形成的非固定聚合体，更是难以计数。限于笔者的能力，很多特

殊的聚合体我们还未来得及研究，比如:①三音节两项式聚合体( 亢世勇，2008: 98 ) ，如“少而

精、大而全、威而刚、玩儿闹”等。②四音节三项式聚合体，如“桌椅 | 板凳、瓜果 | 蔬菜”等。上

述两类聚合体值得系统分析，比如数量有多少的问题。③不同语义范畴的词语聚合体，如“女

人、火和危险事物”“篱笆·女人和狗”等。这类聚合体是否具有认知上的类比性，还值得探

讨。④同素聚合词语，如“叨叨叨”“学学学”等。这类聚合体在加强语气的问题上还有哪些语

法、语义表现等，也值得深入思索。总而言之，有关聚合体的学术研究尚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有

待日后继续研究。
［附 注］

① 新西兰，从语义范围来看，前两个指省，后一个指副省级城市，似乎不能并列。但从结构和词性上来看，它

们都同属于省级或副省级地名简称，因此我们仍将其视为平级结构，用法同“北上广”。
② 名词性聚合词语的组成成分可以包括三个独立名词，如“鸡鸭鱼”; 也可以包括三个由于缩略而形成的名

词性词素，如“数理化”，它们都属于名词性成分。
③ 动词性聚合词语的组成成分可以包括三个独立动词，如“传帮带”; 也可以包括三个由于缩略而形成的动

词性词素，如“挖革改”。
④《现代汉语词典》第 430 页就将“高精尖”这类词语处理成形容词中的属性词，商务印书馆，2012。
⑤ 尚未收入词典、词表的“官富帅”，既包含有名词性成分，又包含有形容词性成分，因此也属于综合型聚合

词语。
⑥ 冯胜利( 2001) 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可拆性”，如“泡蘑菇”就可拆为“泡( 半斤) 蘑菇”。
⑦ 类义词指的是在意义或逻辑上属于同一种类的词。如“数”“理”“化”都属于“学科类”，其间具有同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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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反义词、近义词往往可以用来修饰同一类事物，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具有“同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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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汉语语法专题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大

型学术活动，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定于 2014
年 10 月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汉语词类问题”。欢迎海内外学者就此专题讨论范围内的

理论或实际问题提交论文，参加会议。会议论文采取公开征稿和匿名审稿的方式进行。有意

参会的学者请在 2014 年 6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1000 字以内的中文论文摘要，并请在

摘要后面附上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电子邮箱、电话和通讯地址等相关信息。
投稿邮箱: xiexm1973@ yahoo． com． cn，联系人: 谢晓明，电话: 027 －67868615( 办) ，13554183399。

( 会议筹备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