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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象声词的构成及其词汇化
!

赵爱武

摘
!

要!

FF==

式象声词经历了一个从加合形式&

FFL==

(向扩展形式&

F=

&

FF==

(发

展的过程$唐以前加合式
FF==

多为叠音象声词两两加合构成$唐宋时加合式
FF==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基式由不连用发展到连用$一部分基式连用的
FF==

加合式被重

新分析为
F=

的扩展式$扩展式
FF==

是典型意义上的
FF==

式象声词$演变的机制

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关键词!

FF==

式象声词%重叠%重新分析

通过对从)诗经*至明清时期相关重要文献的全面调查#我们认为#

FF==

式象声词

经历了一个从加合形式&

FFL==

(向扩展形式&

F=

&

FF==

(发展的过程$象声词的

FF==

式最早见于西周金文#)诗经*)墨子*中亦有少量+

FF==

,式拟声结构出现$其构

成方式采用的是两两加合式$其构成成分+

FF

,和+

==

,都是叠音象声词$这个时期的

FF==

是不能够还原为
F=

式的$进入唐宋时期#

FF==

结构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一方面是加合式继续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加合式象声词的基式已

不再是单纯的叠音象声词的两两加合%由+

FF

,和+

==

,叠加形成的加合式
FF==

中有少

数可以还原为
F=

式#从而出现一词两构的情况#为
FF==

的重新分析提供了条件$另一

方面出现了最典型的重叠扩展式#即由
F=

式直接扩展为
FF==

式象声词$其基式
F=

一般为双音节象声词$这种形式在唐宋时期还比较少见#至元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下

面我们就
FF==

式象声词的词汇化过程进行分析讨论$

一"加合式
3344

拟音结构的词汇化

&一(

3344

结构的凝固

根据我们的考察#唐以前加合式
FF==

拟音结构数量有限#使用频率较低#说明这个

时期的+

FF==

,式尚处于萌芽状态#多为语境需要将叠音象声词两两临时加合而成$故

而结构较为松散$有的
FF

与
==

之间可以加进连词+以,+而,#有的可以加进语气词

+兮,$例如!

"@

听时禽之弄音#信关关以嘤嘤#悲阳鸿之赴翔#怜春燕之入楹$

&刘义恭)感春赋*(

!@

水又东迳岚谷北口#嶂远溪深#涧峡险邃#气萧萧以瑟瑟#风飕飕而
99

$

&)水经注*

卷二十七(

-@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楚辞'九歌'山鬼*(

从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

FF==

,式象声词两两组合的痕迹$例
"

中

+关关,和+嘤嘤,都是叠音象声词#本例中二者同现#摹拟鸟和鸣声#中有连接词+以,$一

旦去掉连接词+以,#则加合为+关关嘤嘤,$例
!

中+飕飕,和+

99

,同为叠音象声词#多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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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风声#二者用+而,进行连接#至唐宋时期形成+飕飕
99

,$例
-

中+萧萧,与+飒飒,同为摹拟风雨声的

象声词#至元时凝固成+萧萧飒飒,$

唐宋时期#所出现的加合式
FF==

结构从数量上有所增加#但使用频率仍然不高#有的
FF

与
==

之间可以加进连接词+复,"+仍,$

,@

剥剥复啄啄#柴门惊鸟雀$

&欧阳修)拟剥啄行寄赵少师*(

0@

秋天丁丁复冻冻#玉钗低昂衣带动$

&王建)捣衣曲*(

+@

檀郎响趁红牙节$胡语嘈嘈仍切切$

&葛胜仲)木兰花*(

例
,

+剥剥,+啄啄,分别为摹拟敲啄声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 +剥剥啄啄,%例
0

+丁丁,+冻冻,分

别为摹拟捣衣声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丁丁冻冻&丁丁东东(,%例
+

+嘈嘈,+切切,分别为摹拟乐音

的叠音象声词#逐渐凝固为+嘈嘈切切,$

金元以后加合式
FF==

结构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而且在使用频率上越来越高#

FF

与
==

一旦

结合#中间不再被虚词隔开#这说明加合式
FF==

已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组合$

从
FF==

的构成成分来看#唐以前
FF==

式的构成成分是不固定的$往往一个
FF

可以和不同的

==

组合成
FF==

结构$例如!+轰轰,可与+隐隐,组合构成+轰轰隐隐,#又可以与+阗阗,组合构成+轰

轰阗阗,%一个
==

也可以与不同的
FF

组合构成
FF==

式$例如!+喈喈,可以与+轉轉,+閖閖,分别组

合为+轉轉喈喈,+閖閖喈喈,#又可以和+关关,组合为+关关喈喈,$根据我们的调查#唐以前的
FF==

式都存在这种组合上的临时性#分分合合#比较随意$唐宋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正是由于加合式

FF==

拟声结构极为松散#故而一个叠音词可与多个叠音词根据语境的需要临时组配而成$这种组合

上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充分说明加合式
FF==

的词汇化过程是漫长的$加合式的
FF==

在结构上是由

FF

与
==

叠合而成#而
FF

与
==

又往往是可以独用的双音叠词#故而给
FF==

式的固化造成了很大

的难度$只有当
FF==

结构消除了这种随意性#其构成成分
FF

与
==

能够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离开

了哪一个部分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词的时候#

FF==

式的词汇化过程才告成功$从这一点来讲#

加合式
FF==

结构是进入到元曲中才逐渐稳固下来的$金元时期#加合式的
FF==

往往可以重新分析

为
F=

的扩展式$如果说早期的加合式是
FF

与
==

由于语境的需要两两组配而成#那么当这种加合式

FF==

被重新分析为以
F=

为基式的扩展重叠式的时候#其语义不再能够随意拆分#其结构的稳固性逐

渐加大$所以一词两构应该是加合式
FF==

词汇化过程的关键环节$

&二(

3344

语序的稳定

从先秦至唐宋时期的
FF==

结构比较松散#语序不稳定$尤其是加合式的
FF==

结构#其构成部

分
FF

和
==

均可分别单独成词#两者关系松散#可分可合$既可以形成为
FF==

式#又可以构成为

==FF

式$例如!+关关,和+嘤嘤,是摹拟鸟和鸣声的叠音象声词#

FF

与
==

的意义相近或相关#但语序

不固定$既可以构成 +关关嘤嘤,#也可以相反的格式存在#即+嘤嘤关关,$又如+隐隐轰轰,可作+轰轰

隐隐,%+萧萧飒飒,可作+飒飒萧萧,$

FF

与
==

在不同的组合中其顺序也可随意变动$如+轰轰,不仅

可作为
==

与+隐隐,组合为+隐隐轰轰,#又可作为
FF

与+锵锵,+,组合为+轰轰锵锵,+轰轰,%

+啧啧,既可以与+呜呜,结合为+呜呜啧啧,#又可以与+啾啾,结合为+啧啧啾啾,$有的
FF

与
==

在构

成
FF==

时也会随着语序的颠倒而导致其语义发生变化$例如!+嘈嘈切切,可作+切切嘈嘈,#但语义

有所变化$

"@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白居易)琵琶行*(

!@

甚有传旧谱琵琶#切切嘈嘈檐雨$

&冯子振)四皓屏*(

例
"

+嘈嘈切切,摹拟的是琵琶弹奏音%例
!

摹拟的则是秋雨滴落屋檐音$语序不稳定的情况金元

至明清期间也时有出现#如+丁丁当当,可作+当当丁丁,%+扑扑通通,可作+通通扑扑,$不仅语序可颠

倒#且颠倒后其结构的分析也会出现有趣的情形$如+丁丁当当,和+当当丁丁,都是由+丁丁,和+当当,

两两加合而成#然而+丁丁当当,可还原为
F=

式+丁当,#而+当当丁丁,则不可还原为+当丁,$两者在语

义上是相近的#所不同的是出现频率与语义范围不同$+丁丁当当,出现频率较高#可摹拟玉石"金属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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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体的撞击声#语义范围较为宽泛%而+当当丁丁,仅出现一例#故而其语义域也较为狭窄$我们把

前面介绍的几例前后顺序不同的加合式
FF==

结构进行逐例分析发现#并非每一例都可还原为
F=

式#如+关关嘤嘤,和+嘤嘤关关,都不可还原为
F=

式$

&三(

3344

结构的使用频率

只有当两个成分经常在一起出现#才有固化成词的可能性$因此#

FF==

结构使用频率的高低是判

别词汇化的可用标准之一$换句话说#

FF==

结构的使用频率高#则成词的可能性大%

FF==

结构的使

用频率低#则成词的可能性小$根据我们的考察#唐宋以前#+

FF==

,式只见十余例$每例出现频率较

低#只有+轰轰隐隐,+嘻嘻出出,在明清时尚在沿用$

"@

神主于云霄中#轰轰隐隐#雷鸣如怨恶之声$

&)西湖二集*第
-"

卷(

!@

于是风渐起#云渐乱#电渐迸#水渐盠#嘻嘻出出#法国革命$

&梁启超)罗兰夫人传*(

例
"

中的+轰轰隐隐,仍然是摹拟雷鸣音的象声词#而例
!

+嘻嘻出出,更侧重于摹拟状态#是一个状

态词$其他的唐以后完全不见$全唐诗中总计
-*

例
FF==

结构中#除了+嘈嘈切切,出现两次#其余均

只出现
"

次$这说明唐宋时期的加合式
FF==

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使用频率是不高的$这个时

期的
FF==

式仍然处在发展之中#尚未能形成固定的结构$

元曲中加合式的
FF==

一词两构的现象大大增加#

FF==

式往往可以还原为
F=

式#这为加合式

FF==

结构的固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加合式
FF==

在出现频率上也大大增加#从而

使得其语义有所扩展#如+刮刮咂咂,共出现
",

次$而且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
FF==

式在金元以后#也

就是明清文学作品中继续沿用$

&四(

3344

结构的语义变化

学者们一般认为#典型的词与短语在意义上的差别是!短语的整体意义可以通过组成成分的意义和

短语结构关系进行预测#而词的整体意义则不能由其组成成分的意义与结构关系推知$如果根据这个

规则来看加合式
FF==

拟声结构#我们会发现#唐以前的
FF==

式基本是由两个叠音象声词两两加合

而成$有的
FF==

中#

FF

或
==

都是象声词#故而很容易推断出
FF==

的语义$如+锵锵,摹拟玉器

音"乐音#+??,钟鼓合鸣声"笙管会和声#则可想而知+锵锵??,摹拟的多半是乐器的合音$唐宋时

FF==

式的构成较之前期更为复杂多样#除了第一种情况之外#有些
FF==

式中#若
FF

或
==

其中有

一个可以单用#同样可以据此推测
FF==

式的语义$有些
FF==

式的语义与
FF

或者
==

的语义相

同#如+殷殷??,与其构词成分+??,在语义上是相同的#但在时量上有所延长$有些
FF==

的语义

是
FF

与
==

语义的加合#如+节节,摹拟的是雄鸡的鸣声#+足足,摹拟的是雌鸡的鸣声#而+节节足足,

则是两种声音的加合#摹拟鸡鸣声$也有的
FF==

式在语义上与两个构成成分的语义完全不同#如+隐

隐轰轰,摹拟的是鼓乐震动之音#而+隐隐,+轰轰,摹拟的则是雷声$二者摹拟的不是同一种声音#但是

二者还是有关系的#因为鼓声有时与雷声是很相似的%又如+唧唧,摹拟虫鸣声#而+唧唧力力,形容的是

烹杀之音$二者摹拟的是不同的声音#而且后者在时量上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二者也还是有关系的#即

两者所摹拟的声音都比较细切"纠结#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锵锵??,+节节足足,

是短语#而+隐隐轰轰,+唧唧力力,是象声词$根据象声词本身的特点#我们认为#判定象声词与拟声短

语的区别不能单纯从语义上来确定#而应该从结构上来判定$

根据
FF==

式与基式语义的差异#我们将加合式的
FF==

分为三个层次!&

"

(

FF==

式可以分解为

FF

与
==

#结构较为松散#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声词#我们姑且称之为+单纯加合式,$单纯性的声

音重叠的可能性较小$在语义上所表示的声音多为
FF

与
==

两种声音的加合$&

!

(形式上由+

FF

,与

+

==

,叠加#但从意义上说#

FF==

式已不再是+

FF

,和+

==

,的简单相加#其在语义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但与其组成成分
FF

"

==

有关联#即具有相同"相似或互补等关系$这种形式的加合式我们称之

为+复杂加合式,$这种形式的
FF==

式中#其构成成分
FF

或
==

多存在一词多指的现象#而其组合为

FF==

后所表意义相对要明确$&

-

(一部分加合式的
FF==

往往与扩展式纠结在一起#即可以同时分

析为
F=

式#分别重叠
F

语素和
=

语素#形成重叠扩展式
FF==

结构$这种加合式在结构上已经不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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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拆分#否则就会影响
FF==

结构的语义表达$故而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重叠式象声词$我们把

这种加合式的
FF==

称之为合成式$合成式的
FF==

在语义上多与其构词成分的中心语义是一致的#

只是在附加语义上有所区别$或表示量的增多%或表示时量的延长和重复$如+萧萧飒飒,+丁丁当当,

+咿咿哑哑,等$根据距离象似原则#应该具有更近的形式距离#因而也就更容易粘合成词#所以#这种形

式的
FF==

词汇化的程度较高!

$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唐以前的加合式
FF==

多是单纯加合式#如+轉轉喈喈,+閖閖喈喈,+锵锵?

?,等都是
FF

与
==

所摹拟声音的合音$唐宋时期则是单纯加合式"复杂加合式和合成式同时并存的

时期$至金元时期合成式多了起来#并且逐渐向扩展式靠拢"重合#形成典型意义上的
FF==

式象声

词$合成式
FF==

在语义上不断地扩展"延伸#有些
FF==

式最终的意义已不能从其构成部分&

FF

和

==

(中推测出来$例如!

"@

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来都这愿心压的他4

&)金瓶梅词话*第
-#

回(

!@

我是个拳头上站的人#胳膊上走的马#不带头巾男子汉#丁丁当当响的老婆$

&)燕青博鱼*三折(

例
"

中的+啾啾唧唧,由叠音象声词+啾啾,与+唧唧,加合而成#多用于摹拟细碎"缠绵的虫鸣声$其

词唐时已出现#至金元时仍然是一个典型的象声词$至明清之际其词兼表状态#其词的语义不再是
FF

与
==

简单的叠加#而是
FF

与
==

两种声音的合成#且在时量上有所延长$例
!

中的+丁丁当当,由双

音叠词+丁丁,+当当,组构而成#+丁丁当当,摹拟的是由两种声音结合而形成的连续不断的声音$+丁丁

当当,又可作+叮叮当当,+玎玎,$其中+丁丁当当,共出现
0

次#+叮叮当当,

"0

次#+玎玎,

!"

次$随着+丁丁当当,使用频率的增多#语义范围逐渐扩大#从单纯摹拟声音的典型性象声词向兼表状态

的非典型象声词发展#其语义越来越抽象#已无法从其构成成分
FF

或
==

的语义推测出来$

综上所述#象声词的
FF==

加合式萌芽于先秦至唐期间#唐宋至金元时期是其漫长的词汇化进程$

不同的加合式其词汇化程度是不同的#这与构成它们的
FF

与
==

的语义有关$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可重叠的大多是较常见的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可重叠出现的频率就越大$

二"扩展式
3344

象声词的形成

&一(词汇化与重新分析

通过对加合式
FF==

结构的考察#我们认为#象声词的
FF==

扩展重叠式可以在合成式的基础上

重新分析而形成$

"@

合成式
FF==

内部结构的重新分析

唐代#出现了一些同义加合而形成的
FF==

加合式象声词$例如!

&

"

(剥剥啄啄#有客至门$我不出应#客去而嗔$

&韩愈)剥啄行*(

上例中#+剥剥啄啄,由+剥剥,与+啄啄,构成#+剥剥,与+啄啄,等叠音象声词在唐以前早已存在#摹

拟禽鸟敲啄音#中心语义同#此类
FF==

易于词汇化#形成为
FF==

式词$

唐宋时#在同义加合式词汇化的过程中#基式+

FF

,+

==

,因同义连用也开始词汇化#变成一个双音

象声词$即 +剥剥,的基式+剥,与+啄啄,的基式+啄,#两者连用#形成双音词+剥啄,$例如!

&

!

(岂有白衣来剥啄#一从乌帽自欹斜$

&高适)重阳*(

&

-

(故旧书来访死生#时闻剥啄叩柴荆$

&陆游)杂感*

&

,

(踏冰凌兢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

&苏轼)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

在这种情形下#同义加合式
FF==

结构就有可能由
FFL==

被重新分析为
F=

式#并扩展重叠为

FF==

结构$

同样地#近义加合的
FF==

象声词中也有一部分可以重新分析为扩展式重叠$例如!唐时出现的

加合式
FF==

结构+啾啾唧唧,#其构成成分+啾啾,多用来摹拟鸟兽鸣声#+唧唧,多用来摹拟虫鸣等细

'

,/

'

!

参见石锓!)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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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

式象声词的构成及其词汇化

碎之声#其意义相近#汉代应用就已经极为广泛$而+啾,+唧,连用现象也已于唐前就已产生#仅见一例#

唐宋时用得多了起来$多用于摹拟细碎的声音&

!/

次($见下例$

&

0

(呼吸吐其云雾#摇动日月#震撼乾坤#作啾唧声#传波吒号$

&)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

&

+

(暗蛩啾唧#征鸿嘹唳#憔悴都如许$

&吴潜)声声慢*(

&

.

(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唧$

&)古尊宿语录*卷
",

(

经过对唐以前几百部文献的调查#我们认为加合式+啾啾唧唧,在唐宋时期被重新分析为+啾唧,#并

扩展而构成重叠式+啾啾唧唧,$元以后#+啾啾唧唧,应用频繁$例如!

&

/

(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将旧恨#旧恨又题醒#扑簌簌泪珠儿暗倾$

&)金瓶梅词话*第
+"

回(

&

#

(昨夜无数鬼魂在坟上啾啾唧唧叫了一夜$

&)今古奇观*第
-!

卷(

&

"*

(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叫个不住$

&)红楼梦*第
/!

回(

!@

加合式向扩展式转换的语义变化

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变#它们除了在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外#在语义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扩

展式
FF==

和加合式
FF==

所表现的语法意义是不同的$扩展式
FF==

结构因为是一个双音节词的

重叠方式#所以重叠的意义就只表现一种声音#加合式
FF==

因为是两个词的加合#所以重叠的意义表

现的是两种声音$因此#要判定一个
FF==

结构是扩展式还是加合式#可以看它摹拟的是一种声音#还

是两种声音$能构成扩展式
FF==

的双音词#它的两个语素
F

与
=

多是同义"近义关系$当它们构成

加合式
FF==

时#因
F

与
=

意义有相同"相近关系#整个
FF==

结构早己把两种声音合为一种声音了#

符合
FF==

扩展式只表单一声音这一语法意义的要求$这样#由
FF==

加合式被重新分析为
FF==

扩展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

类推与扩展式重叠的出现

真正的
FF==

扩展式重叠产生于唐代#它是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

+类推,&

6265&

CM

(是指一个语法格式的扩展$+类推,与+重新分析,是相互作用的$重新分析所产

生的新的结构往往通过类推从一个相对有限的领域扩大到一个广泛的领域$

!

唐代出现的
FF==

扩展重叠式象声词有+绵绵蛮蛮,"+袿袿膊膊,等$这类重叠式的基式都是通过

变声变韵而形成的联绵词#不是由两个单音象声词词汇化而成的双音象声词#此类
FF==

不可能是加

合式的$其中#+绵蛮,"+袿膊,是逆向变韵重叠构成的联绵词#+扑簌,是顺向变声构成的联绵词$在+扑

簌,一词中#+扑,是有意义的单音动词#+簌,是+扑,顺向变声重叠出的一个音节#没有词汇意义$+绵

蛮,"+袿膊,"+扑簌,的两个音节己融为一体#拆开就会出现没有意义的音节#只有构成一个整体才有完

整的意义$

F=

是一个不可拆分的联绵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以它为基式构成的重叠式选择了
FF==

模式

重叠#这是类推而导致的结果$

FF==

本属于加合式的结构格式#不是重叠式的结构形式$因为加合式

象声词把它重新分析为一个扩展式的结构模式#所以当真正开始重叠时也就选择了
FF==

结构$类推

的过程是认知上的一个类比的过程#可类比的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的相似点$扩展式的基式双音象声词

与加合式重叠的基式联绵词在我们民族语言的历史上从来都被看成是同一类型的语言单位#是不加以

区别的#而且它们在语义单一性"语音的相关性和结构的并列性方面也是相同的$

,@

扩展式重叠的形成

唐代#部分联绵词因类推产生了
FF==

结构#使得
FF==

格式由原来加合式独用的格式变成了由

加合式和扩展式共用的格式$金元时期#当双音象声词完成了词汇化的融合过程后#也能选择
FF==

形式进行重叠$

而+咭篎,+扑通,是双音象声词#不是通过变音构成的联绵词$它们重叠为+咭咭篎篎,+扑扑通通,

应该是类推的结果$+扑通,等一类词语不是两个语素&+叮,和+,(意义的简单相加#它们的语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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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改造已经专门化#形成为一种单一的意义$因为相似#所以可类推$重叠为
FF==

是某一语言

形式的变化#其动因与机制不可能是单一的$由联绵词的重叠发展到双音象声词的重叠也受到了一种

大趋势的影响$

三"扩展式
3344

象声词产生的动因与机制

&一(产生的动因

"@

双音象声词系统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重叠形式

先秦#以单音词为主#)诗经*中双音象声词仅见六例#即绵蛮"间关"发"动股"振羽"葱珩$象声词

主要是单音节的#因此产生了以单音节为基式的
FF

式叠词以及它的连用形式+

FFL==

,$

唐宋#以双音词为主$董秀芳&

!**!

(的研究发现!+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完备于春

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复音词的数量增加很大#成为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双音化的步

伐从东汉开始大大加快$到了唐代#双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双音化的程度在近代汉语得到进

一步的提高$,

!这是就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双音化而言的$唐代已经涌现大量的双音象声词#)全唐

诗*中
!"0

个象声词中双音叠词就有
"!-

个#占到总量的
0#Q

$必然需要用重叠形式来表现声音的复

杂性$这是
FF==

式重叠产生的积极动因$

!@FF==

加合式的发展对
FF==

重叠式的形成有影响

FF==

加合式由基式不连用发展到基式连用#由基式连用发展成为扩展式$

FF==

加合式的这种

演化过程其实也就是向
FF==

重叠式靠拢"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义或近义加合作用最大$

扩展式就是在同义或近义加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加合式的发展为扩展式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
FF==

的结构模式$

&二(发展与演变的机制

"@

汉语象声词
FF==

式有扩展和加合两种结构方式

唐以前#

FF==

多是由两个叠音象声词叠加而成的加合式$唐宋时#扩展式
FF==

在加合式

FF==

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演变的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

加合的前后两部分是并列关系

扩展是基式构成重叠词的方式$加合形成的是句法上的结构#扩展形成的是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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