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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组合复合词构》

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中对“形名”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多半集中于对“形名”与“形的名”格式问的对比分
析，专门针对“形名”组合类复合词的研究极少。《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组合复合词构词法研究》选
取了400个单音节形容词（涉及712个形容词义项），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封闭语料，对词
典中对应的“形名”组合双音节复合词进行考察，并结合历时和共时语料，对该类复合词的构词特点
和成因进行分析。
    《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组合复合词构词法研究》由路云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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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　　Bloomfield（1933）在《语言论》中就指出：&quot;各种语言
的区别，在词法上比在句法上更大。&quot;也就是说，词语的语法特性会因语言而异。正因为如此，
董秀芳（2004）说，对于具体语言词法的深入个案描写就显得尤为重要。不难发现，汉语词汇面貌与
印欧语言词汇面貌有着很大不同，如果说将描写印欧语言的一些句法范畴拿到汉语中来还至少能找到
一些大致对应的话，那么描写印欧语言的一些词法范畴则往往在汉语中不容易发现恰当的对应体系。
因此，更需要对汉语词法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同时，在汉语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中，对词汇系统的研
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词汇系统内部成员众多，成员的特异性又较强，因此词
汇系统内容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而且词汇是变动最快的，既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也不断有旧的成员
退出，这都为词汇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将针对双音节形名组合的复合词进
行封闭性的研究，以求为词汇系统的构成规则带来新的解释。　　形容词的一个主要的语法功能就是
对名词进行修饰和限制，所以对形名组合关系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从朱德熙（1956）提出&quot;白
纸&quot;和&quot;白的纸&quot;的区别开始，这类研究就从没终止过。关于形名组合研究，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主要集中于对粘合和偏正组合关系的对比分析，视角也主要从词和词组的区分标准上去
进行；一类是研究形名的搭配，主要着眼于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条件，比如可以直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
、需要附加其他成分才能修饰名词的形容同等等，而很少有人从双音节&quot;形名&quot;组合复合词
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　　&hellip;&hellip;

Page 4



《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组合复合词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