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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见的否定性词缀或类词缀“非”“无”“零”等近年来常出现在商品名称中表示商品

属性，诸如“零添加”“纯天然”“无公害”“免检”等。 汉语中构成复合词的动词性语素也可以表示

否定，诸如“防”“抗”“免”“脱”“除”“止”“去”等，它们在商品名称中表示商品属性，构成新词的方

式是派生法而非复合法。 传统的复合词“抗洪”为“抗”和“洪”的复合，而商品名称中的“抗过敏”
则是否定性动语素“抗”发生派生，“抗”的功能类似于否定性词缀，出现在固定的语体中，经由同

一类型的仿译词大量出现将外语的词法模式引入。
［关键词］动语素；类词缀；否定；仿译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５０－０６

　 　 一、引言

近年来，很多商家为了满足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担忧的消费心理而推出了一系列标示“零添加”、
“纯天然”“无公害”“免检”等附加商品属性的商品名称，诸如“纯天然蜂蜜”“零添加护肤品”“无添加成

分酸奶”“无公害蔬菜”“非转基因大豆”“非油炸方便面”等充斥着我们的商场和超市。 商家必须在有

限的商品标签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该商品的属性优势，这些噱头十足的标识语越来越多地直接出现在商

品名称中，它们的使用能够吸引消费者，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我们则试图从词汇学角度分析商品标识

语中的否定性词缀和否定性动语素。
张谊生注意到了否定性类前缀“零 Ｘ”词族的发展，认为汉语附缀式构词法处于发展之中。［１］ 王洪

君、富丽讨论了类词缀几种重要的语法特征：ɑ．类词缀的核心搭配转移到了双音字。 ｂ．类词缀的意义尚

未完全虚化。 ｃ．新生类推能力很强。 ｄ．生成和接收的周遍性。 并且，预测类词缀构词法有增大的趋势，
其中就提到了否定性的类词缀的发展趋势。［２］邹菊艳等认为，类词缀的生成是一种语法化过程，而单位

结构体的词汇化是此语法化过程的诱因，创造性类推构词则能为其进一步演化提供路径。［３］

常见的否定性词缀或类词缀有“非”“无”“零”等。 不仅如此，汉语中还有一些复合词的动词性语

素也表示否定，诸如“防”“抗”“免”“脱”“除”“止”“去”，等等。 这些语素是复合词中的动语素，由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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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在而无法归入词缀或类词缀中，但它们构成新词的方式使用的仍然是派生法。 这些否定性复合新

词发生派生，出现在固定的语体中。 同一类型的仿译词的大量出现也可能将外语的词法模式引入，否定

性词缀、类词缀和动语素很大程度上是仿译英文派生词的否定性前缀的结果。 我们可以根据其功能、意
义，统一称之为否定性语素。

　 　 二、否定性词缀和类词缀

２．１ 否定性词缀

商品名称中，常见的否定性词缀是“无”和“非”。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共收录词缀 ２９ 个，其
中 ７ 个前缀就包括了“非”；在《汉语水平等级标准语语法等级大纲》中一共列举了 ３６ 个词缀，其中就包

含了前缀“无”和“非”。［４］

“无”和“非”本是专职表否定的副词，构成派生词后变成不自由的语素，附在词根前，成为前缀。
“无”表示“完全没有”、“量值极小，可以忽略”义，如商品名称中的“无糖、无污染、无公害、无添加”等。
“非”表示一种矛盾关系，即“非 Ｘ”和“Ｘ”不可能同时为真，只能二者选其一，如食品包装上常见的“非
油炸”等。 否定性词缀“无”和“非”构成的“无 Ｘ”和“非 Ｘ”成为一个词族，越来越多的新兴词出现，进
入该结构中去，具有能产性，比如近年来商品标识语中还出现了“非转基因食品”“无麸质食品”等。 “非
转基因”“无麸质”等还没有成为词进入词库，仅仅只是临时性搭配，可以看成词组。

２．２ 否定性类词缀

商品名称中的“零”应该归入否定性类前缀。 词汇意义的虚实本来就是程度问题，有的语素意义已

经完全虚化，这是典型的词缀；有的在意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虚实介乎词缀和词根之间，这是类语缀。
虚实的界定具有主观性因素，因而各家对于词缀和类词缀的归类在数量上可能有所不同。 “零 Ｘ”的主

要表达功能就是对后面的“Ｘ”存在状态和变化过程加以否定，多表示含量为零或数量值接近于零，比
如：零风险、零热量、零脂肪、零利息、零投入……

“零 Ｘ”“无 Ｘ”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量的终点或者无限接近于终点的正无穷，这点不同于同样在

商品标识语中常见的“少 Ｘ”“低 Ｘ”，比如：少糖、少油、低糖。 它们表示量值是一个量幅，有中间量。 一

些商品在含糖量上就使用了不同量度的特征来区分含糖量的大小，例如：无糖－低糖－中糖－全糖。 商品

的辣度也常常是商家标识的热点，比如：微辣－少辣－中辣－大辣－超辣。 可以看出，这里的“低 Ｘ”和“少
Ｘ”都是一个连续量的量幅。 但是，否定性前缀“零”“无”则没有中间量值。 比如：“零添加”表示该食品

中的添加剂的含量为零，或者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正因为是极限值，所以常被商家用来作为广告宣传的

噱头，同时也常为大众所诟病：“无糖食品是否真的无糖？”“零添加的酱油怎么防腐？”为了增加商品广

告的确信度，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商品在“零 Ｘ”和“无 Ｘ”之前加上了其他修饰性的副词，比如：“百分百

零 ／无添加”“绝对零 ／无添加”。

　 　 三、否定性动语素

商品名称中也有一些复合词中的动词性的语素表示否定也不容我们忽略，诸如：防、抗、免、脱、除、
止，等等。 这些动语素词汇意义实在，常常构成的是复合词，无法归入词缀或类词缀中，但它们表达的语

义和功能特点跟否定性类词缀有很多相似之处。
防 Ｘ：防晒、防皱、防过敏、防潮、防辐射……
抗 Ｘ：抗衰老、抗抑郁、抗过敏、抗氧化、抗皱、抗干扰、抗起球……
免 Ｘ：免煮、免洗、免利息、免安装、免运费……
脱 Ｘ：脱脂、脱磷、脱水、脱盐、脱敏……
除 Ｘ：除铁、除霜、除螨、除菌、除尘、除甲醛……
去 Ｘ：去冰、去油、去辣、去库存、去杠杆……
这些动语素具有否定的功能，可以当作否定性语素。 张谊生区分了义素否定和语素否定［５］，义素

否定主要指否定性谓词，比如“排除、排斥、防止、阻止、避免、免除、抵赖、狡辩、拒绝、反对、回绝、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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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以及“难、乏、少”等，而语素否定指那些包含了否定性语素“不、没、无、否、未、非、零”的词语。 可

见，我们上文所列举的否定性词缀和否定性类词缀均为语素否定，含有“防、抗、免、脱、除、止、去”等否

定性动语素的为义素否定。 这些动词包含隐性否定意义，即为使某种事情不发生，表示为“不＋使某种

事情发生”。
这些动语素虽然都表示否定，但动词内隐性否定所属的语义层次不一样。 有的是使动用法，表示使

某个动作或状态不发生，如：止咳≈使咳嗽不发生，防过敏≈使过敏不发生。 有的表示情态意义中的

“不必、不需要”，如：免安装≈不需要安装。 有的侧重强调施动行为，表示施事者主动地去对抗或去除：
除螨≈去除螨虫，抗过敏≈抵抗过敏。 袁毓林指出，防止、避免、差、欠、拒绝、抵制、否认、抵赖、小心、注
意、后悔、责怪、怀疑等动词包含隐性否定意义。［６］防止、避免：使某种事情不发生，表示为：不＋使某种事

情发生；差、欠：应该有的事物，实际上没有或不够，表示为：不＋有 ／够。 “防止、避免、差、欠、拒绝、小心”
类动词近似于逆叙实词。 这些动语素若使用义素提取法，均有否定的意义。

　 　 四、否定性动语素的仿译

以往认为英语是屈折语，构词方法大多是派生法，即词根与词缀、词根与词根的组合最为常见。 汉

语是孤立语，构词法主要以复合为主，派生和屈折都不是主要的构词法。 首先，汉语原本没有专门用于

语法标记的屈折词缀，也没有专门用于构词的词缀，但在汉语双音化以及语言接触等因素影响下，汉语

中的部分实义语素逐渐虚化为类似于英语的词缀，如“了”“着”“儿”“子”“头”等。 其次，汉语构词主要

以复合法为主，即词根和词根相结合的方式，以派生法为辅，即词根与词缀相结合的方式。 但近年来汉

语新词的构词过程中“词缀化”倾向日趋明显，使派生式构词占越来越重的比例。 随着语言接触和发

展，现代汉语出现的不少词缀是在仿译过程中产生的。 派生式构词法是英语的主要构词法，汉语必须通

过某些手段仿译引进派生式构词，这一仿译过程是从外语借入了构成成分的语义、结构和整体意义。
英语中的否定性词缀比汉语要多，有前缀和后缀。 英语中的否定性前缀大多来源于动词。 主要有

（Ｑｕｉｒ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１５３９－１５５７）：ａ－，ｄｉｓ－，ｉｎ－（变体 ｉｌ－，ｉｒ－，ｉｍ－），ｕｎ－，ｎｏｎ－；有时也包括逆反前缀（ｒｅｖｅｒ⁃
ｓ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ｉｘｅｓ）：ｄｅ－，ｄｉｓ－，ｕｎ－，等等，而且这些否定性前缀是具有多义性的，可以表示不同类

型的否定。 根据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语料库，Ｄｏｎ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Ｒｏｙａｌ Ｓｋｏｕｓｅｎ 统计出英语中否定性前缀的历时出现过

程［７］：

时间 １１５０－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１４２０ １４２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５７０ １５７０－１６４０ １６４０－１７１０ １７１０－１７５０

ＵＮ－ ８３ ６３ ８３ ６２ ３５ ４６ ７９ １４９

ＩＮ－ ０ １ １２ １６ １９ ２３ ３４ １８

ＩＭ－ ０ ０ ２ ６ ８ １０ １５ ２３

ＩＲ－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６ ８

ＩＬ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ＤＩＳ－ ０ １ ５ ３ ７ １０ ８ ０

ＮＯＮ－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ＡＮ－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总计 ８３ ６５ １０２ ８８ ７１ ９０ １４４ ２０１

这些多种多样的语素变体的使用往往受到音系条件的制约。 否定前缀 Ｉｍ－ 往往出现在双唇音 ／ ｐ，
ｂ， ｍ ／ 之前，如：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否定前缀 Ｉｎ－ 是出现在舌根音和齿龈音 ／ ｄ， ｋ，
ｓ ／ 之前以及唇齿音 ／ ｖ ／之前，如：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等。 否定前缀 Ｉｒ－则是用于 ｒ 之前，Ｉｌ
－是用于 ｌ 之前，比如：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ｌ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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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仿译的否定性词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原有词汇的基础上前加否定性词缀，如我

们上文提到的否定性前缀和类前缀：“无 Ｘ”“零 Ｘ”“非 Ｘ”。 这类是仿译了英文中派生式的构词方式，
用附加法在词根上增添前缀，表示跟词根相反的意义或对词根意义的否定。 如下所示：

英语 汉语

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抗过敏

ａｎｔｉａｇｉｎｇ 抗衰老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抗氧化

ｄｅｇｅｒｍｉｎｇ 除菌、去细菌、无菌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免洗

ｄｅｇｒｅａｓｅ 脱脂

ａｌｃｏｈｏｌ－ｆｒｅｅ 无酒精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ｒｅｅ 零化学添加

另一类则是使用复合的形式，用汉语中业已存在的动语素仿译英文中的否定性前缀，诸如上文所列

举的“防 Ｘ”“抗 Ｘ”“止 Ｘ”等。 英语中的否定性前缀从历时来源上来看都是由实义动词衍生而来，在释

义中也带有动词性，可以说它们是隐含动词或与事件活动密切相关。 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汉语中

的也是否定性前缀（“无”“非”类等），则正好填入前缀的位置，但是这类前缀在汉语中比较少，远远无

法表达丰富的“否定义”。 英语中诸多的否定性前缀无法只用汉语中的“无”和“非”来表达。 这时就选

择了汉语中原本就存在的复合手段来弥补（“抗”“除”类）。 如果汉语中是否定性的动语素，会出现类

型不匹配，这时英语中否定性前缀的隐含动词就被激活。
汉语的外来构词语素是把派生词拆分成部件进行仿译而输入汉语（如 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拆分成 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

ｇｉｃ 分别进行仿译），汉语中原本存在的否定性前缀数量有限，因而通过使用汉语中原有的语素形成外来

词缀进行补充。 由于这些语素的意义原本比较实在，因此多属于类词缀或意义更加实在的语素，经过发

展其逐渐成为汉语构词语素。 英语中的词缀原本就比汉语多，仿译时就需要用汉语中的非词缀转化成

英语中的词缀，这些非词缀有的就是意义半虚半实的类词缀，有的甚至是意义完全实在的语素。 这种扩

大借用的仿译方式使新的非词缀具有了词缀的用法和功能，特别是具有了派生构词的功能。 这两类仿

译都是选用了汉语中语言符号的能指本身均有否定性意义，在仿译过程中本着经济性原则直接使用。
“否定性动语素＋词根”原本是复合词的形式，比如：“抗洪”“免考”“除尘”之类的高频词汇已然成

为该动语素的词条收录在词典之中。 但随着语言接触，我们需要更多的语素来表达不同类型的否定对

应英文中众多的否定性语素。 于是我们使用复合词中的语素去适应英语中派生式的构词方式。 比如汉

语中原本有“抗洪”“抗涝”“抗旱”，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我们需要用一个语素来表示英语中的“前缀 ａｎｔｉ
－”所表达的语义，仿译过程中选择了“抗”这个动语素来对应 ａｎｔｉ－。 “抗”所构成的词，原本多为动宾式

复合词，但在随后出现的新词中则多用派生法，“抗”成为了类似 ａｎｔｉ 一样的词缀，通过附加“抗”的宾语

来产生更多的新词，比如后来的“抗过敏”、“抗衰老”、“抗氧化”等，从而形成了“抗 Ｘ”的半图式词汇构

式，越来越多的 Ｘ 可以根据语义需要进入到该构式中去。

　 　 五、词汇构式化倾向

５．１ 词和短语

一个词缀或类词缀可以滋生大量的新词，形成具有一个中心意义的词族。 在上述“否定性前缀＋词
根”或“否定性动语素词根＋词根”的词族中，结合的凝固程度有差别，同一个词缀在不同的词法环境中

也会呈现不同的语义虚化和滞留程度：有的结合较为紧密，隶属度很高，已经完成了词汇化进程，完全成

为一个复合词。 比如：“无糖”“无菌”“免提”“防晒”“防尘”“防皱”“除霜”“除湿”“零污染”等，均已被

收录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词条中并标注词性。 复合词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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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音节，也有少数三音节，之所以完全成为一个复合词，是因为它们共现频率较高。
有的隶属度较低，结构较为松散，是一种临时性搭配，使用频率还不太高，而且需要依赖于特定的语

境。 这一类的“否定性前缀＋词根”或“否定性动语素词根＋词根”的词族中，构成的结构只能算作短语。
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无麸质（食品）、非转基因（食品）、免安装（软件）、免清洗（油烟机）等。 这些都尚

未成词，使用频率有限，仍然是短语形式，常常要依赖于后面的名词短语共现。 它们的功能相当于一个

区别词，充当定语，表示后面所接名词性成分的属性。 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收录的词条

来看，有些“否定性动语素＋词根”原本就是复合词的形式，比如“抗洪”“免试”“除名”“防水”等。 但在

商品标识语中的否定性词族中还有很多短语，如下表所示：

词族 第一组复合词（词典收录） 第二组派生结构

抗 Ｘ 抗洪、抗涝、抗旱…… 抗过敏、抗衰老、抗病毒……

免 Ｘ 免考、免试、免检…… 免煮、免安装、免洗……

除 Ｘ 除弊、除名、除权…… 除菌、除霜、除甲醛、除螨……

脱 Ｘ 脱水、脱皮…… 脱脂、脱敏……

防 Ｘ 防水、防涝、防火…… 防静电、防过敏、防辐射……

这两类的具体区别为：第一组是复合词，以复合的方式已然完成词汇化进程，收入到词典中；第二组

则多出现在当代语料中，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产生的，大多尚且没有成词①，多出现在商品广告语

中，具有能产性，表示商品的属性，后面常常需要固定一个名词性短语表示该事物的性能。
　 　 　 　 　 　 　 　 　 　 　 第一组第二组

　 　 内部结构： ＶＮ 式和 ＶＶ 式动宾结构　 　 　 ＶＮ 式和 ＶＶ 式动宾结构

　 　 语法结构： 　 　 复合词　 　 　 　 　 　 　 　 　 　 　 　 短语

　 　 语义功能： 　 　 动作　 　 　 　 　 　 　 　 　 　 　 　 　 属性

　 　 使用频率：高 　 　 　 　 　 　 　 　 　 　 　 　 中低－低
董秀芳认为，现代汉语中很多词缀的构词能力很强， 但生成能力②却不强［８］， 比如由“子”所参与

构造的新词不多，造成构词能力强而生成能力差的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派生结构词汇化所导

致的词缀功能的衰落及原有词法模式能产性的丧失。 但是，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否定性词缀、类词缀和否

定性动语素来说，其生成能力非常强———随时都有可能根据新出现的商品的特性临时使用“否定性类

前缀＋词根”的结构。 一旦这种临时使用的“否定性类前缀＋词根”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这种形式就有词

汇化的可能。 然而，因为它们的意义较为实在，且表示否定性语义的职能突出，所以词缀功能不会衰落。
但其构词能力相对于生成能力来说比较弱，大多数是临时组合，而且否定性动语素的种类多样，因而组

合的可能性也很多，所以目前还没有完全词汇化，更倾向于形成一个半图式的词汇构式。
５．２ 狭义语素化

语素化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语素化，指各种非语素成分向语素的转化；一种是狭义的语

素化，指从独立成词语素变成了黏着性的不成词语素。［９］ 上述讨论的否定性的动语素就发生了狭义的

语素化，即从原本自由独立的成词语素变成了词内成分。 有如下几种表现：
一是意义泛化：否定性动语素的否定性语义被突显，其原本的动词性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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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组中也有少量双音节的成词收入到词典中标注为区别词或属性词，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收录

了“免提属”，注释为“不需要拿起听筒接听的电话”。 “免提”的功能为表示“电话”的属性，为区别词。 我们分组的标准

是依据功能，而非是否成词。 第一组是动词性功能，第二组是区别词的属性功能。
卞成林（２０００）区分了“构词能力”和“生成能力”两个方面。 构词能力是通过对现有词的结构模式的数据分

析，得出构词数量占优势的词的结构模式，是静态的；生成能力则是指有相当的数量分布， 同时又是能产性较强的一种

结构方式，是动态的。



二是位置固定，结构的黏附性：否定性动语素位置固定，只出现在词根之前，构成动宾式结构，但是

通过派生法构成的这种动宾式具有结构的黏附性，不能拆分成离合词。 比如我们上文所述：“抗涝”和
“抗过敏”，前者是动宾式复合词，表示的是动作行为，尚且可以离合，比如“抗了三次涝”，但后者“抗过

敏”表示的是事物的属性，诸如可以表示某种药物有抗过敏的性能，因而不能拆分成离合词。
三是能产性，能够滋生出大量的词族，均表示该意义。 比如“免 Ｘ”中的 Ｘ 是开放性的，可以根据需

要由很多词汇充当。 一种商品以往需要充电，但新研发出不需要充电的该商品，商家为了突出其性能就

可以在标识语中标注“免充电”；如果是不需要过滤的豆浆机或咖啡机，则标注“免滤（豆浆机 ／咖啡

机）”等。 动语素后的宾语数量增多，而且还常常有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宾语，整个结构从复合词成为

一个短语，比如上文列表中的“抗 Ｘ”，从“抗洪”类到“抗氧化”类。
否定性动语素在仿译中用复合方式仿译英文的否定性词缀。 这种复合造词法可将词汇系统内不同

层级成分整合在一起，在词义完整性的制约下，这些动语素通过取得语素层级的地位来完成造词任务。

　 　 六、结论

商品名称中“否定性类前缀＋词根”的构词法能够吸引消费者，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商家需要在

有限的商品标签空间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该商品的优势。 很多商家为了满足消费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和担忧的消费心理而推出了一系列标示“零添加”“纯天然”“无公害”“非油炸”“低盐”“少糖”等广告

语的产品。 “否定性类前缀＋词根”这种词法模式的能产性较高，这种构词法的词缀的功能并没有衰落，
更加容易稳定下来进一步形成否定性构式，让更多的同构项进入该构式当中。 派生结构很容易发生进

一步词汇化。 构式化之后的词汇化有两种方式，最先是比较常用的高频双音节词汇诸如“免费”“免签”
的词汇化。 特别是“免 Ｘ”这个构式形成之后，越来越多的 Ｘ 进入到该构式之中，又形成了像“免洗”“免
煮”“免提”类的词汇化。 另一种词汇化形成的语境是，由于“否定性词缀＋词根”做区别词，后面常常跟

一个被限定的 ＮＰ，当这个区别词和中心语的界限消除的时候，便词化成了一个整体。 例如：“脱脂奶”
“免提电话”“免税店”……均已成为一个词条收入在词典中。

我们要区分“词汇派生”和“语法派生”。 汉语中很多前缀都是为了满足现代汉语词汇双音化的需

要，语义虚化的前缀与单音节语素结合生成双音节词。 例如：词缀“老”所组成的“老鹰”“老虎”“老师”
等，这些词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形式，都是通过单词表示的。 但是，仿译的否定性词缀类词缀动语素

则不然，动语素本来就意义实在，在仿译之后构成的派生词仍旧有实在意义。 可以说，前者是语法派生，
后者是词汇派生，改变词义，属于功能性派生。

否定性语素的类型，包括了词缀、类词缀和动语素。 它们位置固定，都出现在词头，功能单一，都表

示否定意义。 否定性动语素和词缀、类词缀的共性在于它们在构词过程中都发生了词缀化的过程。 仿

译英文的否定性前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前加式，一种是用复合词的语素模拟派生。 我们探讨的是

这一类词族的形成过程，即词汇构式的形成和构式之后的进一步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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