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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构词法理论研究分类框架
之构建与解析

○司福成

摘　 要: 英语构词法研究是词汇学和形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ꎬ 关涉英语词汇发展的生成规律ꎮ 目前的研究仍缺

乏完整性和系统性ꎬ 有些构词现象难以归类分析研究ꎬ 有些现象还没有合理地进入构词法研究视野ꎮ 因此ꎬ 从

造词法角度出发ꎬ 根据 “词” 的五大属性ꎬ 阐述了以词汇 “生成理据” 为标准的英语构词规律ꎬ 提出了英语构

词规律的五大基本类型框架: １ 由语音演变形成新词的语音构词规律ꎻ ２ 由词汇语义随时空变化构成新词的语

义构词规律ꎻ ３ 由词形本身结构变化形成新词的形态构词规律ꎻ ４ 由词形不变而词性、 词类转变而形成新词的

语法构词规律ꎻ ５ 由情景表达需要而临时创造词汇的语用构词规律ꎮ 这样的分类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英语词

汇的构词方式ꎬ 为构词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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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英语构词法研究方面ꎬ 目前的研究还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ꎬ 有些构词现象难以归类分析研

究ꎮ 在英语构词法分类上ꎬ 认为 ７ 种的是: 词缀法、 转类法、 合成法、 拼缀法、 逆成法、 类比法

和缩略法ꎮ① 或: 词缀法、 派生法、 复合法、 转类法、 拼缀法或紧缩法、 逆构词法和缩略法ꎮ②

认为 ８ 种的是: 复合法、 缩略法、 派生法、 转化法、 逆生法、 拟声法、 旧词产生新义、 借词ꎮ③

认为 １２ 种的是: 创新词、 派生词、 融合词、 缩短词、 首字母拼凑词、 转类词、 逆构词、 专名通

用词、 外来词、 类比词、 复合词、 析取词ꎮ④ 此外ꎬ 认为构词法只是派生法和复合法ꎬ 而借词、
短语词和新造词则是词汇的来源ꎬ 其中新造词的方式是混成法、 截短法、 拟声法等ꎬ 形态学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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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扩充语言词汇的方式之一ꎮ① 还有认为新词构成规律仅是来源、 构成和修辞手段等ꎮ②

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分类ꎬ 造成了构词法研究的混乱和不完善等现象ꎮ 主要问题表现在: １
构词法分类研究缺乏统一的标准ꎬ 词汇学和形态学对构词法的研究内容不够统一ꎬ 划分种类有

７、 ８、 １２ 种不等ꎻ ２ 同一构词现象的术语不统一ꎬ 如: “转类法” 和 “转化法”ꎬ “逆成法” 和

“逆生法”ꎬ “合成词” 和 “复合词” 等ꎻ ３ “借词 (外来词)” 本是词汇来源方式之一ꎬ 不是构

词方式ꎬ 但在词汇学研究中一般把 “借词” 都当做一种构词法来介绍ꎻ ４ 分类混乱ꎬ 如: 词缀

法、 派生法区分不清ꎬ 口误听误词和重叠词都归为次拟声词ꎬ 语音拼写词归类为拼缀词等ꎻ ５
修辞和典故等构词规律还没有得到深入的分类研究ꎻ ６ 词化词现象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研究ꎬ
还有从句和句子临时构成的词以及数字化词、 符号化词等尚没有很好的归类分析ꎻ ７ 模因构词

如何定义、 如何归类还没有结论ꎻ ８ 有关语音演变构词规律尚没有得到研究等ꎮ 这些问题说明

了大量的英语词汇构词现象缺乏合理的分类解析ꎬ 使人感到英语构词法研究还不够成熟ꎬ 对英语

词汇发展的认识还不够完善ꎮ 因此ꎬ 为了更好地研究英语构词规律和发展状况ꎬ 建立一种合理的

分类标准和分类研究框架ꎬ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叠和混乱ꎬ 使得构词法更加清晰合理ꎬ 同时也

有利于揭示构词法的本质特征并进行比较研究ꎮ

二　 构词法分类标准的确立

形态学从静态的构词法研究其构词规律ꎬ 词汇学把构词法扩展到了词汇的来源、 生成途径来

研究词汇发展规律ꎬ 这使我们看到了词汇发展的静态形式和动态形式ꎮ “新词构成方法” 的说法

就包含动态造词的意义ꎬ 然而很多人却混淆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区别ꎬ 英语新词产生和发展的构词

法研究缺乏充分体现语言发展的整体性和一致性ꎬ 对英语词汇的研究和认识十分不利ꎮ 因而有必

要首先弄明白这两个术语ꎮ
“造词法就是从动态的历史角度分析创造新词的方法ꎬ 构词法是从静态的现实角度分析现成

的多语素词中的语素结合的方法ꎮ”③ 可以说ꎬ 构词法是对已经形成的词汇形态进行分析研究ꎬ
发现其词汇构成规律ꎻ 造词法是根据已有的词汇形态对尚未形成的词汇进行可行性研究ꎬ 以发现

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态变化的普遍规律ꎬ 二者密不可分ꎮ 我们可以通过构词法来发现词汇

产生和发展的造词规律ꎬ 造词法也只能通过构词法来体现其发展规律ꎮ 因此ꎬ 构词法与造词法的

研究内容是一致的ꎬ 造词法即构词法ꎬ④ 不同之处是研究视角的问题ꎮ 所以ꎬ 研究词汇内部结构

的形态学可以打破传统的从静态角度研究构词法理论的局限性ꎬ 而从动态的造词法角度去建立一

种全新的、 实用的、 科学的构词理论框架ꎬ 以达到能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词汇的形成规律ꎮ 进行

动态构词法分类研究ꎬ 应当从 “词” 的本身属性来考虑ꎮ “词” 是 “音、 形、 义” 的结合体ꎬ
是 “语音、 意义和语法特点三者统一的整体”⑤ꎬ 也是 “音、 形、 义、 法 (这里指语法功能)”
的统一体ꎬ 或者说ꎬ 词的四要素是 “音、 形、 意和句法功能”⑥ꎮ 但这样的统一体对于一个词来

说还不够全面ꎬ 还不足以完整地体现词的属性ꎬ 因为词汇意义还体现在实际使用中ꎬ 词汇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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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会出现临时 “变异” 现象ꎮ 因此ꎬ 词的属性还有 “用” 的一面ꎬ 因为 “词” 具有独立、 自

由地使用功能ꎮ① 因此ꎬ “词是具有特定意义和语音形式并在口语或书面的句法上承担一定语法

功能的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②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词” 的属性应当包括五个方面: 语音、 语

义、 形态、 语法和语用ꎮ 说明 “词” 是一个音、 形、 义统一的、 具有语法功能且能独立自由应

用的最小语言单位ꎮ 即: “词” 是一个具有 “音、 形、 义、 法、 用” 属性的统一体ꎮ 其中任何一

个层面发生变化都可能产生 “构词理据” 而构成词ꎮ 从构词理据上说ꎬ 语音理据是指语音形式与

词义的联系ꎬ 文字理据是指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的关系ꎬ 形态理据是指一个词的词义可以通

过对该词的形态构成进行分析而获得ꎬ③ 语义理据是指语言符号的基本义通过转喻和隐喻获得比

喻义和引申义的过程ꎮ④ 此外ꎬ 根据 “词” 的五大属性ꎬ 构词中还应有语法理据 (词汇功能与词

义之间的关系) 和语用理据 (词汇使用与词义之间的关系)ꎮ 传统的形态学是仅从词汇的形态变

化 (即: 复合构词法、 派生构词法等) 来研究词汇的构成问题是静态构词法的观点ꎬ 难以包括

由词汇语音变化构成新词的现象ꎬ 难以解释清楚词汇语义的变化、 词性变化 (语法变化) 也能

构成新词的特点ꎬ 而且词汇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的语境需要还可以临时创造出新词来满足人们

的表达需要ꎬ 这种通过语用语境构成新词的研究还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ꎮ “造词理据” 是产

生新词的变化机制ꎬ “构词理据” 是 “词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由或根据”⑤ꎮ “造词理据” 与

“构词理据”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ꎮ 所以ꎬ “词” 的变化机制就是 “词” 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

由或根据ꎮ “词” 的形态变化作为构词理据可以构成新词ꎬ 语音变化作为构词理据可以构成新

词ꎬ 语义变化作为构词理据可以构成新词ꎬ 语法变化也可以作为构词理据构成新词ꎬ 语用变化亦

可以作为构词理据构成新词ꎮ 因此ꎬ 根据词的属性ꎬ 分别以生成词的 “音、 形、 义、 法、 用”
构词理据为构词分类标准进行构词规律研究是可行的ꎬ 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来构建新的英语构词法

分类框架也是可行的ꎮ 根据词的五种属性划分为 “语音理据、 语义理据、 形态理据、 语法理据

和语用理据” 等五大构词理据应当是合理的ꎬ 因为这种划分可以比较全面而合理地概括构词法

形式ꎬ 使得构词研究不仅可以从形态变化来深入进行ꎬ 还可以从词汇构成的各个属性方面来

探讨ꎮ

三　 构词法分类研究框架之构建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其研究的对象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ꎮ 根据词汇属性的

“音、 义、 形、 法、 用” 造词法理据为构词分类标准ꎬ 从语音角度、 语义角度、 形态角度、 语法

角度和语用角度进行构词法分类研究可以包括词汇属性各个层面的构词内容ꎬ 是比较全面的ꎮ 因

为英语构词法规律与造词法规律在内容上是一致的ꎬ 所以ꎬ 构词法研究可以划分为由语音演变形

成新词的语音构词、 由词汇语义随时空变化构成新词的语义构词、 由词形本身结构变化形成新词

的形态构词、 由转变词性而形成新词的语法构词和由情景表达需要而临时创造词汇的语用构词五

大类ꎮ
为此ꎬ 我们把现有的各种构词现象按照五大构词分类框架重新归类: １ 拟声词、 口误听误

词、 音变词、 语音拼写词、 词重音改变构词以及音译词等具有 “语音变化” 构词的特点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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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这类构词称为语音构词法ꎻ ２ 转义词、 专名通用词以及通过修辞手段、 典故手段等有

“语义变化” 构词的特点ꎬ 我们称之为语义构词法ꎻ ３ 复合词、 派生词、 重叠词、 缩略词、 短语

手段构成的词等都具有 “形态变化” 构词的特点ꎬ 我们可以把这类构词规律称为形态构词法ꎻ
４ 转类词或转化词具有不改变词形而只改变词类ꎬ 即通过 “语法变化” 构成新词的特点ꎬ 我们

称之为语法构词法ꎻ ５ 有些词是在使用中应景生成的词ꎬ 如: 句子化词、 数字词、 符号词、 生

造词、 模因词以及词类活用等ꎬ 这些词都具有 “语用变化” 构词的特点ꎬ 它们一般不收录在词

典中ꎬ 只是根据语境的需要临时构造出来表达意思ꎬ 我们称之为语用构词ꎮ 根据这种构词方式的

五大分类标准ꎬ 具体的英语构词研究分类框架模式构建如下:
语音构词: 拟声词ꎬ 音变词ꎬ 语音拼写词ꎬ 口语与听误词ꎬ 词重音词ꎬ 音译词

语义构词: 转义词ꎬ 修辞词ꎬ 典故词ꎬ 仿译词

形态构词: 复合词ꎬ 短语词ꎬ 缩略词ꎬ 派生词ꎬ 融合词ꎬ 逆生词ꎬ 重叠词ꎬ 归化词

语法构词: 转类词ꎬ 专名词

语用构词: 从句或句子化词ꎬ 模因词ꎬ 生造词ꎬ 数字词ꎬ 符号词

四　 构词法分类研究框架之解析

(一) 语音构词规律解析

根据造词法的语音构词理据 (语音形式与词义的联系)ꎬ 即通过 “语音变化” 为理据生成的

新词ꎬ 都可以称为语音构词ꎮ 因为语言的词汇形式是语音的物质形式表现ꎬ 语音的变化可以导致

词汇形态的变化ꎬ 从而产生新词ꎮ 从音位学角度说ꎬ 语音构词规律就是音位变化引起或导致英语

词汇形态变化从而构成新词的规律ꎬ 就是根据语音的变化规律来看生成的词形特征ꎮ 具体内容

如下:
１ 拟声词ꎬ 对各种声音的模仿导致的词汇ꎬ 是模仿自然之声或动物叫声而构建的新词ꎮ 无

论是模仿人声的 ｃｈｕｃｋｌｅ (咯咯地笑)ꎬ 还是模仿动物声的 ｂｅｅｓ ｂｕｚｚ (蜜蜂嗡嗡叫)ꎬ 还是模仿自

然之声的 ｗｈｅｅ－ｅｅ－ｅｅ (警笛声)ꎬ 都是通过 “语音理据” 的变化而形成的词汇ꎬ 即 “声音暗示

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ꎬ 因为这些词是通过模仿自然声音的方式创造的”①ꎬ 这种对自然声音的直

接模仿具有很明显的由于 “语音理据变化” 构成词汇的特征ꎮ
２ 音变词ꎬ 通过 “语音 (音位) 变化” 作为构词理据而构成新词的方式ꎮ 如: 有些词是通

过语音简化构成的: ｙｅａｈ 是 ｙｅｓ 的语音简化变体ꎻ ｙｅｈ 又是 ｙｅａｈ 的简化变体ꎮ 这是说话结束时闭

口的原因所致ꎬ 表示自我满意的肯定态度ꎮ② 还有 ｙ’ ａｌｌ 是 ｙｏｕ ａｌｌ 的简化形式等ꎮ③ 有些词是在

词形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音位弱化后构成的ꎮ 如: 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 发音为 [′ｈａʊｓｗａｉｆ] (复数: ｈｏｕｓｅｗｉｖｅｓ
[′ｈａʊｓｗａｉｖｚ]) 意思是 “家庭妇女”ꎬ 当 ｈｏｕｓｅｗｉｆｅ 的发音弱化为 [′ｈʌｚｉｆ] (复数: ｈｏｕｓｅｗｉｖｅｓ
[′ｈʌｚｉｖｚ]) 时ꎬ 意思就由 “家庭主妇” 变为 “针线盒” 了ꎮ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形态音位学过程

的音位弱化构词ꎮ 另外ꎬ 口语中的常用代词、 情态动词、 连词和介词等词的语音弱化后ꎬ 也会构

成新词ꎮ 如: ｙｏｕ [ ｊｕ:] 可弱化成 ｙａ [ｊə]ꎬ ａｎｄ 可弱化为 ｎ’ [ｎ]ꎮ 有些词是通过音位同化构成

的ꎬ 即一个音位的特征转移到另一个音位上而构成新词ꎮ 常见的是清辅音出现在元音之间时浊音

化ꎬ 口语中往往把 “强元音 ＋ ｔ ＋ 弱化音” 中的 / ｔ /浊化为 / ｄ / ꎬ 如: ｓｈａｄｄａｐ [ ʃæ′ｄæｐ] 就是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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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ｕｔ ｕｐ 的音位同化形式ꎮ 不过ꎬ 这种辅音 “ｔ” 的浊化现象ꎬ 还尚未形成固定的词汇形态ꎮ 但随

着历史的发展ꎬ 有可能形成新的词汇形态ꎮ 英语历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 说话人在念 ｇａｍｅｌ (赌
博———１６ 世纪的拼写法) 的 / ｍ /音时ꎬ 软腭抬得快了一点ꎬ 结果后一半 / ｍ /在软腭抬起时发出ꎬ
不由自主地带出个 / ｂ / ꎬ 于是产生了现代形式的 ｇａｍｂｌｅ (赌博) 一词ꎮ① 有些词是通过音位省略

构成的ꎬ 如: ｃｕｓ [ｋəｚ] 是 ｂｅｃａｕｓｅ (因为) 的音位省略式ꎮ 这种构词形式与 ｍａｔｈ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 ａ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等构词形式一样ꎬ 都可以看成是音位省略后构成的词ꎮ 虽然这种词在形

式上是 “缩短、 缩略或截短” 之现象ꎬ 但都是因为语音上发生了变化而形成的ꎬ 从音位学角度

看ꎬ 其 “变化” 就是音位省略后形成的新词ꎬ 所以是语音构词ꎮ 这种由于音位省略构成的词还

有另外三种形式: 一是有些词组的两个词同时在语音上缩短ꎬ 如 ｓｃｉ－ｆ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ｆｉｃｔｉｏｎ)ꎻ 二是

有些词缩短后又附加了一个后缀ꎬ 如 ｈａｎｋｙ ( 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ꎬ 这种情况的后缀一般有 “－ ｙ”ꎬ
“－ｉｅ”ꎬ “－ｏ” 等ꎻ 三是词的音位缩短可以是词头、 词中或词尾ꎬ 如: ｆｌｕ 是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首尾语音省略

的结果ꎬ ｃｏｍ’ ｌ 是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中间语音的省略结果ꎮ 这些语音缩略词都是为了发音简洁而省略

音位的结果ꎬ 都属于语音构词ꎮ 还有些词是音位溶合、 交互同化、 交互异化后的变体形式ꎮ 音位

溶合是指单词音节结构简化的语音变化ꎬ② 音位交互同化是两个邻近的音互相借取对方的特征ꎬ③

音位交互异化是指两个音由于一个音对另一个音的影响而产生差异的过程或结果ꎮ④ 如: ｇｏｎｎａ
[′ɡɔｎə] (要ꎬ 打算) 是 “ｇｏｉｎｇ ｔｏ” 的语音溶合交互同化异化的变体词ꎮ 同理还有: Ｇｏｄ－ｂｅ－
ｗｉｔｈ－ｙｏｕ 变成了 ｇｏｏｄ－ｂｙｅꎬ ｗｈｏｌｅ－ｂｅ－ｔｈｏｕ 变成了 ｈｅｌｌｏꎮ⑤ 以快速急促连续发音把 “ｇｏｔ ｙｏｕ” (明
白了) 念成 “ｇｏｔｃｈａ”ꎬ 把 ｈａｄ ｙｏｕ (明白了) 念成 ｈａｄｊａꎬ 这都是语音溶合同化异化的结果ꎮ⑥ 这

种构词现象不仅发生在短语中ꎬ 也发生在从句中ꎬ 如: ａ ｆｉｎｅ ｈｏｗ－ｄｅ－ｄｏ [ə′ｆａｉｎˌｈａʊｄｉ′ｄʊ] (太
糟糕啦! 太不象话啦!) 是 ａ ｆｉｎｅ ｈｏｗ－ｄｏ－ｙｏｕ－ｄｏ 从句溶合同化后的语音变体形式ꎬ 该固定说法

还可写成: ａ ｆｉｎｅ ｈｏｗ－ｄ’ ｙａ－ｄｏꎬ⑦ 而英国人则用 ｈｏｗｊａｄｏ 来代替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ｄｏꎮ⑧ Ａ ｗｈａｄｄｙａｃａｌｌｉｔ
[ə′ｈｗɑｄəｊəˌｋɔ: ｌəｔ] (不知叫什么东西) 是 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ｃａｌｌ－ｉｔ 的从句在语音溶合同化后形成的

变体ꎮ⑨

３ 语音拼写词ꎮ 一些首字母缩略词根据其字母发音和词汇拼写规则重新进行拼写ꎬ 从而构

成了新词ꎮ 如: ＶＩＰ 是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 (非常重要的人物) 的首字母缩略词ꎬ 读作 [ｖｉ: ɑｉ
ｐｉ]ꎮ 然而ꎬ 为了发音的简略ꎬ 根据读音规则 ( “ｉ” 读 [ｉ:]ꎬ “ｐ” 读作 [ｐ])ꎬ 把 ＶＩＰ 重新拼写

成了 ｖｅｅｐꎬ 读作 [ｖｉ: ｐ]ꎬ 原来要读三个音节ꎬ 重新拼写后成了一个音节ꎬ 从而又出现了一个新

词形态ꎮ ｊｅｅｐ (吉普车) 拼写是 Ｇ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ꎬ ｅｍｃｅｅ (司仪) 拼写自 ＭＣ (ｍａｓ￣
ｔｅｒ ｏｆ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等都是如此ꎮ 这些通过字母读音变成词汇拼写读音构成的词ꎬ 都具有语音构

词的特点ꎮ
４ 口误与听误词ꎮ 有些词是由于口误、 听误形成的ꎬ Ｂｏｏｍｅｒ 和 Ｌａｖｅｒ 认为是 “说话人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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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表达的语音、 语法或词汇意图无意识偏离”①ꎮ 这种 “偏离” 就发生在词汇语音的音位上ꎬ
是音位的变化构成了新词ꎮ 如: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ｓｈ) 把 “伊拉克人” 说成 Ｉｒａｑｉａｎｓ
(应该是 Ｉｒａｑｉｓ)ꎬ 把 “阿富汗人” 说成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ｅｓｅ (应该是 Ａｆｇｈａｎ)ꎮ 因为他的口误ꎬ 使得英

语又多了两个 “新词”: Ｉｒａｑｉａｎｓ 和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ｅｓｅꎮ 听误构词也一样ꎬ ｂｕｔｔｏｎ—ｈｏｌｅ (扣眼) 就是

因为没有听清楚 ｂｕｔｔｏｎｈｏｌｄ 最后的辅音而导致的ꎬ 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 (甜心) 是把原来的 ｓｗｅｅｔａｒｄ 听成了

合成词而形成的ꎬ ｃｈａｉｓｅ ｌｏｕｎｇｅ (躺椅ꎬ 睡椅) 也是误听 ｃｈａｉｓｅ ｌｏｎｇｕｅ 而导致的ꎮ②

５ 词重音词ꎬ 一种超音段音位变化为构词理据的构词ꎮ 特点是词形不变ꎬ 重音变化后产生

了新词ꎮ 如: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发音为 [′ｉｎｓｔｉｋｔ] (重音在前) 是名词 “本能”ꎬ 发音为 [ ｉｎｓ′ｔｉｋｔ] (重
音在后) 是形容词 “充满的”ꎮ 重音的改变有时只改变词性ꎬ 而不改变词义ꎮ 如: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发音

为 [′ｐｒəʊｇｒｅｓ] (重音在前) 是名词的 “进步”ꎬ 发音为 [ｐｒʊ′ｇｒｅｓ] (重音在后) 就是动词的

“进步”ꎮ 这种重音的改变还可以使短语变成复合词ꎬ 如: ｆｏｕｒ ′ｗａｙｓ (重音在后) 是 “四条道

路”ꎬ 而′ｆｏｕｒˌｗａｙｓ (重音在前) 就变成 “交叉路口” 了ꎮ 过去语言学界把词重音构词与语音省略

法构词统称为 “音系化词”③ꎬ 这是由于构词法类型中缺少 “语音构词” 分类而难以归类的

缘故ꎮ
６ 音译词ꎬ 就是直接借用其它语言中的词汇语音形式来构成新的英语词汇ꎮ 音译词产生于

英语词汇中缺少其他语言或方言中表达某种概念的词而要准确表达其新的概念时ꎬ 或为了填补某

种表达 “新意” 时的过程中ꎮ 也可以说音译构词就是一种通过模仿其它语言发音而构成的词ꎮ
这有点像拟声构词ꎮ 拟声词是模仿自然之声ꎬ 而音译词是模仿其它人类语言的声音ꎮ 如: 音译自

汉语的 ｋｕｎｇ—ｆｕ (功夫)、 音译自日语的 ｔｓｕｎａｍｉ (海啸)、 音译自澳洲土语的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 (袋鼠)
等ꎮ 这都是语音增添 (变化) 构成的词ꎬ 这种增音现象还可能会给语言带来新的音位形式ꎬ 历

史上英语从法语借词中就产生了 [ð]、 [ʒ] 的音位ꎮ④ 还有一种是部分音译、 部分加词缀而构

成的词汇ꎮ 如: ｔａｉｋｏｎａｕｔ (中国宇航员ꎬ 中国太空人)ꎬ Ｔａｉｋｏｎ 取自汉语的 “太空” 音译ꎬ －ｎａｕｔ
(宇航员) 是个后缀ꎬ 合并而成一个新词来表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ꎮ 这种音译词可以认为是半

音译词ꎮ
(二) 语义构词规律解析

按照 “语义变化” 为理据构成新词的构词法就称为语义构词法ꎮ 特点是词形、 词性不变而

词义发生变化的构词现象ꎮ 可以说是一种旧词衍生新义的方法ꎬ 是在英语中原本存在的单词上赋

予新的意义来构成新词的方法ꎮ 有点旧瓶 (旧词) 装新药 (新义) 的感觉ꎮ 具体包括:
１ 转义词ꎬ 旧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词义ꎬ 即通过转变词义而构成新词ꎮ 如:

ｂｒｅａｋ (破裂) 在新的社会里产生了新词义 “霹雳舞”ꎻ ｍｏｕｓｅ (老鼠) 在当今的电脑时代产生了

新词义 “鼠标”ꎮ 这种语义构词一般表现在词义扩大、 缩小、 扬升、 贬降、 转移、 旧词新意、 语

义化词、 引申义等方面ꎮ 如: ｍｉｌｌ (原指磨坊ꎬ 现泛指食品加工厂) 是词义扩大ꎬ ｄｅｅｒ (原指野

生动物ꎬ 现指鹿) 是语义缩小ꎬ ｍａｒｓｈａｌ (原义是 “喂马的人”ꎬ 现义是 “元帅”) 是语义扬升ꎬ
ｍｉｓｔｒｅｓｓ (原义是对女性的敬称ꎬ 现在只表示 “情人”) 是语义贬降ꎬ ｆｒｕｉｔ (由 “水果” 转义为

“成果”) 是语义转移ꎮ
２ 修辞词ꎬ 通过修辞手段产生新词的方法ꎬ 特点也是词形、 词性未变ꎬ 只有词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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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成的词ꎮ 各种修辞手段都有可能构成词ꎮ 如: ｃｒａｎｅ (起重机) 是由词义 “鹤” 比喻而来ꎬ
ｂｒａｎｃｈ (支流ꎬ 支线) 是由词义 “树枝” 的形状类似的隐喻而来ꎬ ｆｉｒｅｂｒａｎｄｓ (煽动叛乱者) 是

由 “燃烧的木头” 功能类似的隐喻而来ꎬ ｐｅａｃｈ (受人喜欢的人) 是由 “桃子” 的褒贬类似的隐

喻而来ꎮ 可见ꎬ 隐喻是以 “相似” 和 “联想” 为基础的ꎬ 任何两个事物只要存在着外在的、 内

在的、 空间的相似性ꎬ 都能产生隐喻语义构词ꎮ① 借代修辞也可以产生新词ꎬ 即用一种事物的名

称代替另一种事物的名称ꎬ 或由一种概念代替另一种相关的概念ꎮ 如: Ｔｈｅ ｋｅｔｔｌｅ ｉｓ ｂｏｉｌｉｎｇ (水壶

开了) 就是由水壶 (ｋｅｔｔｌｅ) 来代替壶中的水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ｔｔｌｅ)ꎬ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诉诸武

力ꎬ 以 ｓｗｏｒｄ “剑” 来代替 “武力”)ꎮ 这些通过 “语义变化” 的构词一般具有 “认知理据”②ꎮ
３ 典故词ꎬ 跟修辞构词相类似ꎬ 也是词形和词性未变而词义发生变化的构词方式ꎮ 典故构

词分单词式和词组式ꎮ 词组式看起来像词组ꎬ 但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ꎮ 因为典故大多为形象生

动的故事、 传说、 轶闻或史实浓缩而成ꎬ 或为一词ꎬ 或为一短语ꎬ 寥寥数字ꎬ 内涵精深ꎬ 外延悠

远ꎮ 典故的应用会使文字显得含蓄、 隽永、 凝练、 深邃、 令人联想ꎬ 耐人寻味ꎮ③ 典故词一般是

根据 “词源理据”④ 构成的词ꎮ 如: ａ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ｒｄ (争斗之源ꎬ 不和之因ꎬ 祸根)ꎬ 字面意思

是 “纠纷的苹果”ꎬ 其典出自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Ｉｌｌｉａｄ) 中的一则希腊神话故事ꎮ 有些词是

来自人名的典故ꎬ 如: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尼古丁) 源自法国一位大臣 Ｎｉｃｏｔꎬ 是他把烟草引进法国的ꎬ 现

在用他的名字来指烟草中的有毒物质ꎬ Ｒｏｂｏｔ (机器人ꎬ 没有思想、 行动机械的人) 源自捷克著

名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 (Ｋａｒｅｌ Ｃａｐｅｋ) 的名剧 «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Ｒｕｓｓｕｍ’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ｏ￣
ｂｏｔ)ꎮ⑤

４ 仿译词ꎬ 语义的直接借用ꎬ 原语词义的直译ꎬ 即用英语自有的词按照外语的词义结构构

造的新词ꎬ 也是一种 “旧词” 装 “新义” 的方式ꎮ 如: ｄｒａｇｏｎ ｂｏａｔ 就是用英语中表示 “龙” 的

ｄｒａｇｏｎ 和表示 “舟” 的 ｂｏａｔ 来翻译汉语的 “龙舟”ꎬ 因为英语中没有关于汉语中 “龙舟” 的对

应词ꎮ ｎｅｏ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ａｎ (新语法学派) 是用英语自有的 ｎｅｏ－(表示 “新”) 和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ａｎ (表示

“语法学者”) 来翻译德语的 Ｊｕｎｇ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ｅｒꎮ 另外ꎬ ｆｏｕｌ (无耻的)ꎬ 原义表示 “ ｃｌｅａｎ” 或

“ｆａｉｒ”ꎬ 后来从荷兰语中引用了 “ｄｉｒｔｙ” 的意思ꎬ 由此引申出了 “无耻的” 或 “不正当” 的意

思ꎮ⑥ 这些仿译词都是通过语义的直接借用 (通过词汇的语义变化手段) 而构成的词ꎬ 因而具有

语义构词特征ꎮ
(三) 形态构词规律解析

凡是以 “词形变化” 为理据构成新词的现象就是形态构词法ꎬ 其特点是从已有的词素形式

来构成新词ꎬ 一般具有 “形态理据”⑦ꎮ 形态学关注的构词法主要是这些:
１ 复合词ꎬ 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形态结合在一起 (即形态发生变化) 而构成新词ꎮ 有

复合名词、 复合动词、 复合形容词等ꎮ 如: ａｕｄｉｏｂｏｏｋ (有声读物) 就是由 ａｕｄｉｏ－(声的) 形态和

ｂｏｏｋ (书) 形态相结合而成的词ꎬ ｆｒｏｓｔｅｄ ｊｅａｎｓ (水磨牛仔裤) 是由 ｆｒｏｓｔｅｄ (有霜状表面的ꎬ 毛

面的) 形态与 ｊｅａｎｓ (牛仔裤) 形态结合而成的词ꎮ
２ 短语词ꎬ 与复合词类似ꎬ 可以看成是几个单词形态复合而成的词ꎮ 它看上去像短语词组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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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词的用法ꎬ 具有一个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ꎬ 所以称为短语词 (有人称之为

“短语化词”①)ꎮ 如: 名词短语 ｋｉｔｈ ａｎｄ ｋｉｎ (亲戚)、 动词短语 ｃｈｕｒｎ－ａｎｄ－ｂｕｒｎ (频繁地买进卖

出)、 形容词短语 ｃｈｅａｐ－ａｎｄ－ｃｈｅｅｒｆｕｌ (物美价廉的)、 介词短语 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ｅ (售后服务) 等ꎮ 还有

像 ｈａｄ ｂｅｔｔｅｒ (最好)、 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 (宁愿) 等都是短语词ꎮ 其构词特点都是由词汇形态的改变而

构成的词ꎮ 可见ꎬ 有些短语词的整体词义可以从各个构成成分中推导出来ꎬ 有些则不能ꎬ 只能整

体看待ꎬ 词组分开或改变后就不是原义了ꎮ
３ 缩略词ꎬ 是从一个短语中截取首字母来构成的词ꎮ 按照发音有两种形式ꎬ 一种是按字母

发音去读ꎬ 如: ＢＢＣ 是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首字母构成的词ꎬ ＶＯＡ 是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
ｃａ 的首字母词ꎮ 另一种是按字母组合的拼音形式去读ꎬ 如: ＮＯＴＯ 读作 [ ‘ｎɔ: ｔｏ] 是 Ｎｏｒｔｈ Ａｔ￣
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首字母的合成词ꎬ ＴＯＥＦＬ 读作 [‘ｔɔ: ｆｏ] 是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的首字母合成词ꎮ 这种构词都是 “词汇形态” 发生变化 (形态缩略) 而产生的词ꎬ 也

称为首字母缩略词ꎮ
４ 派生词ꎬ 一种以现成的词干与词缀相加 (形态变化) 构成的词ꎬ 因为 “词干” 和 “词

缀” 是固定词汇形态ꎬ 二者的组合就是一种形态构词过程: 前缀 ＋ 词干ꎻ 前缀 ＋ 词干 ＋ 后缀ꎻ
词干 ＋后缀ꎮ 如: 以词干 ｍｉｔ / ｍｉｓ (发送) 为例ꎬ 就可以构成: ｐｅｒｍｉｔ (允许)、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许
可)、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 (容许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容许性)、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可允许的)、 ｉｍ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不可允许的)、 ｐｒｏｍｉｓｅ (诺言)、 ｒｅｍｉｔ (宽恕)、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屈从) 等几十个英语单词ꎮ 这种

现象亦称 “形态词化”ꎮ
５ 融合词ꎬ 从两个单词中各截取一部分ꎬ 然后将这两个截取的部分 (词汇形态) 融合在一

起构成新词ꎮ 又称拼缀合成词 (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混成词 (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ｗｏｒｄ)、 行囊词 ( ｐｏｒｔｍａｎｔｅａｕ
ｗｏｒｄ)ꎮ② 有些是从两个单词中截取具有合成意义的一部分组合成一个新词ꎮ 如: ｆｏｒｅｘ (外汇)
就取自 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国的) 中的 ｆｏｒ 形态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金钱兑换) 中的 ｅｘ 形态而结合成的词ꎮ 有些

是从一个单词中截取一部分与一个完整的单词相融合而构成新词ꎮ 如: ｎｅｔｃａｓｔ (网络广播) 来自

ｎｅｔ ＋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ｎｅｔｉｚｅｎ (网民) 来自 ｎｅｔ ＋ ｃｉｔｉｚｅｎ 等ꎮ 有些是把两三个有意义的词 (形态) 并

列在一起而构成一个词ꎮ 如: 把 ｔｈｕｓ ｆａｒ (至此) 写成 ｔｈｕｓｆａｒꎬ 其拼写变化与 ｗｈａｔｓｏｅｖｅｒ (无论怎

样)、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然而) 等一样ꎬ 具有语法化组合的意义ꎮ 但都是 “词形变化” 后构成的词ꎬ
都具有形态构词特征ꎮ

６ 逆生词ꎬ 即去掉被误认为的后缀 (形态) 而构成新词ꎬ 如: 把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去掉被认为是

名词词尾的—ｉｏｎꎬ 就构成了动词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 (破坏) 等ꎮ
７ 重叠词ꎬ 通过重叠词汇形式来构成新词ꎮ 如: ｇｏ－ｇｏ (戈戈舞的) 是重叠了两个词汇形态

ｇｏ 而形成的词ꎬ ｔｅｅｎｙ－ｗｅｅｎｙ (小的) 是重叠了两个词素形态构成的词ꎮ 这种构词有不同的功能:
ｚｉｇｚａｇ (蜿蜒曲折) 表达动作变化ꎬ ｃｌｅｖｅｒ－ｃｌｅｖｅｒ (耍小聪明) 表达对人的性格、 行为等不满和轻

蔑ꎬ ｆｉｄｄｌｅ－ｆａｄｄｌｅ (大惊小怪) 表达贬抑的态度ꎬ ｔｉｐ－ｔｏｐ (最棒的) 表达赞成的态度等ꎮ③ 还有

一种是通过 ｔｏ、 ａｎｄ、 ｉｎ 等连词连接的成对词ꎬ 也具有重叠构词的特征ꎬ 如: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每天

的ꎬ 按日计划的) 是重叠了 ｄａｙ 这个词汇形态ꎬ ｔｈｅ ｂｙ－ａｎｄ－ｂｙ (来世) 是重叠了 ｂｙ 这个词汇

形态ꎮ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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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归化词ꎬ 从相似的外语中直接 “借入词形” 而构成新词的一种构词法ꎮ 当这些词被英语

借入后ꎬ 从形式上已看不出是借词了ꎬ 就称为归化词ꎮ 因为这些词在原语中的词汇形态与英语的

词汇形态具有一致的关系ꎬ 对于英语来说ꎬ 是增加了一个词汇形态而构成了新词ꎮ 如: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社会学)、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超语言)、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解放) 等ꎮ 这种构词一般是从拉丁语、 法语、
德语等与英语近似的语言中借来的词汇ꎬ 在形式上看不出原来的特征ꎬ 就是归化了的英语词汇ꎮ
所谓新古典主义构词法ꎬ 就是归化词的一种变异说法ꎬ 只是这些新古典主义的词汇大多是科技术

语ꎬ 如: ａｅｒｏａｃｏｓｔｉｃｓ (空气声学)、 ａｓ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天体化学) 等ꎮ①

(四) 语法构词规律解析

有些词是通过转变其语法功能构成的新词ꎬ 这种根据 “语法功能变化” 理据构成新词的现

象就是语法构词ꎮ
１ 转类词ꎬ “在语法意义上称为新词的ꎬ 是由所谓的转类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或零派生 ( ｚｅｒｏ－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构成的词: 即一个词从某一种词类转化为另一类词类ꎮ”② 这种方法具有很大

的经济性ꎬ 它不改变词形就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ꎬ 使得词汇用法显得更加生动、 简洁、 形象和具

体ꎬ 且有相当的普遍性ꎮ 如: ｎｏｓｅ (名词ꎬ 鼻子) 可以用作动词 “用鼻子顶”: Ｔｈｅ ｃａｔ ｎｏｓｅｄ ｈｅｒ
ｋｉｔｔｅｎｓ (那只猫用鼻子触碰小猫)ꎬ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ｒ ｎ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ｏｆ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推土机把石块从路上

推开)ꎮ 这种转类法现象一般表现在: 名词转化为形容词ꎬ 如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ｓｐｏｔ (可能发生麻烦的地

点) 等ꎬ 名词转化为动词ꎬ 如 ｔｏ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以头条新闻报道) 等ꎬ 动词转化为名词ꎬ 如: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ｇｏ ｆｏｒ ａ ｓｐｉｎ ｉｎ ａ ｃａｒ 中的 ｓｐｉｎ 就是动词用作名词ꎬ 意为 “兜风”ꎮ 在形容词前面加上定冠词或

代词也能构成名词的用法ꎬ 如: ｔｈｅ ｒｉｃｈ (富人)、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高尚的人) 就由形容词转变为名

词用法了ꎮ 这种形式虽然没有收录进词典ꎬ 但已形成了固定的使用模式ꎬ 可以认为是一种部分转

类词ꎮ
其他转类现象还有许多ꎬ 如形容词、 过去分词用为名词: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ｇｏｏｄ ｃａｒｅ ｏｆꎻ 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用为名词: Ｈｅｒ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ｈａｓ ｎｏｗ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ｏｕｔ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ｏｔ ｏｆ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ꎻ 基数词用为名词: Ｔｈｅ ｂｏｙ ｃａｍｅ ｏｎ ａｌｌ ｆｏｕｒｓ ｔｏ ａｓｋ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ｓ (那个男孩

爬了过来ꎬ 要第二份食物)ꎻ 代词用为名词: 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ꎬ ｂｕｔ ａ ｎｏｂｏｄｙꎻ 副词用为名词: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ａ ｔｈｅｒｅ (运动需要从这一点到那一点)ꎻ 介词用为名词: Ｄｉｄ ｓｈｅ ｓａｙ
“ｆｏｒ” ｏ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感叹词用为名词: Ｈａｗ—ｈａｗ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ｌｌꎻ 连词用为名词: Ｂｕｔ ｍｅ ｎｏ ｂｕｔｓ
(不要再说 “但是、 但是” 的了)ꎻ 固定词组用为名词: Ｗｉｌｌ ｂｙ ａｎｄ ｂｙ ｄｏ?③ 名词用为连词: “ｔｈｅ
＋ 瞬间名词” 表示 “一就”ꎮ 如: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ｕｔｅ 等ꎬ 相当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ꎻ 分词用为连词: Ｇｒａｎｔｅｄ (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ꎬ 相当于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ꎬ 意为 “即使”ꎻ 副词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用作连词ꎬ 相当于 “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ꎬ 意为 “一就”ꎻ 介词

ｗｉｔｈｏｕｔ 等用作连词ꎬ 相当于 ｕｎｌｅｓｓꎬ 意为 “除非ꎬ 如果不”: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ｙｏｕ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 (你如果不努力ꎬ 就不会成功)ꎮ

２ 专名词ꎬ 即通过名词的语法功能转变 (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 而构成新词ꎮ 在转变

过程中ꎬ 词性不变ꎬ 词形有大小写变化ꎬ 但语法功能变化了ꎬ 词义得到了引申ꎮ 这些普通名词都

是由专有名词 (人名、 地名、 影片名、 商标名等) 转变语法功能而来的ꎮ 如: ｏｈｍ (欧姆) 来

①
②
③

隋晓冰: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ꎬ 第 ８５ 页ꎮ
[美] ＤＷＩＧＨＴ ＢＯＬＩＮＧＥＲ: «语言要略»ꎬ 第 １７４ 页ꎮ
徐广联: «大学英语语法讲座与测试 (第五版)»ꎬ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３９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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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德国物理学家 Ｇｅｏｒｇ Ｓｏｍｏｎ Ｏｈｍ (１７８９—１８５４)ꎬ 因为他发现了物理学上的欧姆定律ꎻ ｍｅｃｃａ
(圣地) 源自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 Ｍｅｃｃａ 之名ꎻ Ｃｌｉｎｔｏｎｉａｎ (克林顿的ꎬ 克林顿政策的支持者) 就

源自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ꎮ 当这些一般名词再次转变词性时ꎬ 也属于语法构词的范畴ꎮ 这与来自

人名的典故构词不同ꎮ 典故构词是词义改变ꎬ 专名构词是词义引申ꎬ 二者不同ꎮ
(五) 语用构词规律解析

根据语用理据构成的词ꎬ 是不同语境需要而临时构成词汇的方法ꎬ 即临时性构词ꎮ 根据具体

语言使用的情景需要ꎬ 通过词化、 活用、 模因、 数字和符号化等临时构造出需要的 “词” 来表

达意思ꎬ 特点是 “临时语境性”ꎮ 这是一种难以收录进词典的构词现象ꎮ
１ 从句或句子词化词ꎬ 即一个从句或句子临时充当一个词ꎬ 这都是应景之需而构成的临时

词ꎮ 这种 “词” 不管有多长ꎬ 都具有 “词” 的功能ꎬ 但他们都难以收录为词典中的 “词”ꎬ 他

们只能用连字符临时连接构成临时合成词ꎬ 在实际语言交际中十分频繁地充当 “词” 用ꎮ 如:
在句子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ａ 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ｔｈｅｙ－ｄｏꎬ 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 ｔ ｃｈｏｉｃｅ (他们面对着做也不是ꎬ 不

做也不是的尴尬境地) 中的 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ｔｈｅｙ－ｄｏ 和 ｄａｍｎｅｄ－ｉｆ－ｔｈｅｙ－ｄｏｎ’ ｔ 就是临时用作形容词来

修饰名词 ｃｈｏｉｃｅ 的ꎮ 又如: Ｈｅｙꎬ Ｍｒ Ｃｏｕｌｄ－Ｋｉｌｌ－Ｍｅ－ｉｎ－Ｏｎｅ－Ｐｕｎｃｈꎬ Ｈｏｗ ｙｏｕ ｄｏｉｎｇ? (嗨ꎬ 你这

个一拳就能打死我的家伙ꎬ 怎么样啦?) 句中的 Ｃｏｕｌｄ－Ｋｉｌｌ－Ｍｅ－ｉｎ－Ｏｎｅ－Ｐｕｎｃｈ 充当名词用ꎮ 这种

由从句或句子临时合成 “词” 的用法表现了 “临时性” 和 “应景性” 的特点ꎬ 往往会产生一种

新的情感和幽默感ꎮ
２ 模因词ꎬ 亦称临时模仿词ꎮ 模因是指 “被模仿的东西”ꎬ 是通过模仿传递的东西ꎮ 如果模

仿行为发生了ꎬ 那就必然有某样东西得到了传递ꎬ 而这东西就是模因ꎮ① 模因构词是把不是词素

的词或词的一部分当作词素来用ꎬ 即仿照一种词的形式而构成新词ꎬ 特点是义素强化、 词形类

推ꎮ 而用作词素的词具有 “应景性” “临时性” 和 “语境性”ꎬ 也体现了模因的长寿性、 多产性

和复制忠实性的特点ꎮ② 根据语境的需要ꎬ 这些通过 “临时模仿” 出现的词ꎬ 多数还未收录进词

典ꎬ 因而具有语用构词的特征ꎮ 如: 从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汉堡包ꎬ 源自德语) 一词中类推出 “－ｂｕｒｇｅｒ
(夹心面包)” 这个模因成分ꎬ 由此而衍生出表示各种 “夹心面包” 的一系列新词: ｓｔｅａｋｂｕｒｇｅｒ
(牛肉汉堡包)ꎬ ｃｈｅｅｓｅｂｕｒｇｅｒ (乳酪汉堡包) 等ꎮ 从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ｆｆｅｅ (速溶咖啡) 推出模因成分 ｉｎ￣
ｓｔａｎｔ (快速) 后ꎬ 由此产生的模因词有: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ａ (速溶茶)ꎬ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ｏａｔｓ (速溶燕麦粉) 等ꎮ
这种模因构词就是把—ｂｕｒｇｅｒ 和 ｉｎｓｔａｎｔ 分别当作 “模因” 成分使用了ꎬ 而且能不断地根据语境

需要构造出所需要的新词来ꎮ 不同的是: —ｂｕｒｇｅｒ 是后缀模因成分ꎬ ｉｎｓｔａｎｔ 是前缀模因成分ꎮ
这种模因词实际上包括了词汇学中提到的类推词、 仿拟词、 类比词、 词素化词和析取词等的

构词形式ꎮ 它们虽然经过长期使用慢慢进入了固定用法ꎬ 有些也收进了词典ꎬ 但词汇的形成主要

表现在 “临时性” 上ꎬ 具有语用构词特征ꎮ 而认为派生词和复合词是模因构词的观点ꎬ③ 则不

妥ꎮ 因为 “语言皆具有模因性”ꎬ 即所有构词都具有模因性ꎬ 则模因词就失去了区别性和本真性

的特征ꎬ 提出模因词就失去了意义ꎮ 况且复合词不具有强大的模因功能ꎬ 派生构词中的词缀虽然

具有模因能力ꎬ 但这是已有的词缀形态ꎬ 不是语境需要产生的 “临时词缀”ꎮ 而英语构词中把不

是固有词缀的词形当做词缀来用ꎬ 把不是固有构词成分的当做构词成分来用才是模因构词概念的

关键ꎮ 以上提到的 “词缀成分” 都是在临时语境下形成的ꎬ 是不同语境下产生的 “临时词缀”ꎬ

①
②

③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轮 顺应论 模因论»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轮 顺应论 模因论»ꎬ 第 １３１—１３４ 页ꎮ 吉益民: «网络变异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ꎬ 南京: 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周聪慧: «英语新词构词的词缀模因探析»ꎬ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８—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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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语用构词的特征ꎮ
３ 生造词ꎬ 即创新词ꎬ 指不借助英语中现存构形成分而创造的新词ꎬ 是出于应急之需或借

助已有的词素成分临时构成词汇来表达意义的 “词”ꎮ 如: Ｎｙｌｏｎｋｏｎｇ (三城记ꎬ 指纽伦港三

城)ꎬ 这个词来源于 Ｎ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的合并重组ꎮ 还有

ｍｅｅｊａ (新闻媒体)、 ｅｋｉｓｔｉｃｓ (城市与区域计划学)、 ｄｉｇｅｒａｔｉ (计算机行家) 等都是生造词ꎮ 这种

根据应景需要临时造出来的词ꎬ 虽然会成为被人们长期使用的词汇范畴ꎬ 但都具有语用构词的

特点ꎮ
４ 数字词ꎬ 通过阿拉伯数字来 “临时” 表达语义的词ꎬ 即通过数字在语言生活中的语义延

伸而产生的一种语用变化ꎬ 是当前网络语言发展的结果ꎮ 人们为了说话简略ꎬ 快速表达意思ꎬ 在

短信、 互联网上大量使用了阿拉伯数字谐音等语言现象来代替正式语言的情况ꎮ 如: “４０４” 在

当今网络时代常常被用来表示 “不懂行的人”: Ｓｈｅ’ ｓ ４０４ (她不懂行)ꎮ① 这样的数字词有字母

与数字混合构成的 Ｂ４Ｎ ＝ ｂｙｅ ｆｏｒ ｎｏｗ (再见)ꎬ 有单纯数字式的 ２４１ ＝ ｔｗｏ ｆｏｒ ｏｎｅ (谐音: 一人两

个)ꎬ 有利用数字符号形象的 ９－９ ＝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ｙｅｓ (向上看)、 ６ －６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向下看)
等ꎮ② 数字词灵活随意ꎬ 虽然可以快速而简便地表达语义ꎬ 但却不具备固有词汇的形态ꎬ 很难成

为固定词汇收录进词典ꎬ 它们只能在实际语言交际中充当 “词” 用ꎬ 而不能称其为真正的

“词”ꎬ 因而具有语用构词特征ꎮ
５ 符号词ꎬ 根据英文字母符号的形状与事物形状相似的情况来构成词汇的现象ꎬ 一般是根

据 “文字理据”③ 构成的词ꎮ 特点是英文字母形状与事物有一定的相似度ꎬ 在特定的语境需求下

构成了词ꎮ 如: Ｔ－ｓｈｉｒｔ (Ｔ 恤衫)、 Ｔ－ｓｑｕａｒｅ (丁字尺) 就是根据物品的形状与字母形状相似的

情况构成的词ꎮ 这种构词虽有语用性特征ꎬ 但可以进入永久使用的范围ꎮ 而时下的网络符号用语

大部分是临时用词ꎬ 难以进入永久使用范围ꎮ 如: 用＠ ｈｏｍｅ 表示 ａｔ ｈｏｍｅꎬ 用 ｂ 表示 ｂｅꎬ 用 ｕ 表

示 ｙｏｕꎬ 甚至用!!! 表示不耐烦时的情感ꎮ 这些特殊 “词” 都具有临时语境性的语用构词特点ꎮ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ꎬ 本文从英语构词法在分类研究上的各种混乱现象出发ꎬ 根据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一

致性ꎬ 确立了在词的 “音、 形、 义、 法、 用” 五个属性方面以造词理据进行构词分类研究的理

论标准ꎬ 从词汇形成的动态构词法角度对英语词汇构词法进行了重新分类梳理ꎬ 提出了英语词汇

发展和形成的五大基本构词规律研究框架: １ 由语音演变发展构成词汇的语音构词规律ꎻ ２ 由

词汇语义随时空变化发展构成词汇的语义构词规律ꎻ ３ 由词形本身结构变化发展构成词汇的形

态构词规律ꎻ ４ 由转变词性或词类而构成词汇的语法构词规律ꎻ ５ 由情景表达需要而临时创造

词汇的语用构词规律ꎬ 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构词法进行了解析ꎮ 而且把借词 (外来语) 一分为

三ꎮ 同时对词化词现象也按照构词分类框架进行了整理ꎬ 对于语用构词中模因构词的特点和规律

也进行了阐述ꎬ 一些难以归类的构词现象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归类ꎮ 虽然本文难以穷尽所有的构词

现象ꎬ 可能还有分类解析上的问题ꎬ 但所有的构词现象都可以按照 “词” 的五个属性基础上形

成的五大基本分类框架进行归类研究ꎬ 这种分类研究框架可以比较全面、 科学、 合理地概括词汇

发展的构词方式ꎬ 也为构词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野ꎮ (下转第 １６４ 页)

①
②
③

王文斌: «英语词法概论»ꎬ 第 ２９７ 页ꎮ
傅轶飞: «英汉网络语言对比研究»ꎬ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０４—１１２ 页ꎮ
蔡基刚: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ꎬ 第 １４３—１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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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于虚拟现实的多维度的人因综合分析平台ꎬ 打开了人们认知和情绪的黑匣子ꎬ 将成为设计研

究的新范式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Ｕ Ｚｈｅｎ－ｄｏｎｇꎬ ＳＵＮ Ｃｈｕ－ｘｉａｏꎬ ＡＩ Ｘｉａｏ－ｑ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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