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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丰0在上古汉语中是个典型的性质形容词; 南北朝时期, /丰0进入了半自由语素演变阶段; 到唐代, /丰0总

体上基本实现了语素化。情状范畴方面,由 /丰0所构同素双音词逐渐向状态形容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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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古代汉语的单音词, 在现代汉语中演变成黏着性的

构词语素, 这一过程, 我们称之为单音词的语素化。本文讨

论的 /丰0是单音形容词语素化演变的个案研究之一 [ 1]。

一  /丰0是性质形容词

宋亚云通过对大量上古汉语形容词 (宋文所指形容词

均为单音性质形容词, 下同 )或近似形容词的研究, 提出了

鉴别上古汉语形容词的四条标准 [2] : (一 )受程度副词修饰,

并且不带宾语; (二 )用于比较结构, 表示比较义; (三 )做定

语, 表示修饰义; (四 )做谓语, 表示描述义。

每符合一条标准就赋值 1分, 最后得分称之为 /属性

值0。宋文规定, 如果某个词既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又能用

于比较句, 则只计算 2分, 加上它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直接

做定语得 1分, 做谓语得 1分,总计 4分,这样的形容词是全

能性形容词, 也即典型的形容词; 属性值为 3(符合三条标

准 )的是次典型形容词;属性值为 2的是不太典型的形容词;

属性值为 1的是最不典型的形容词。通过计算得分的高低,

可以判定形容词性的强弱,形容词性越强, 得分会越高, 反之

亦然。由此,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整体上古汉语形容词系

统是一个形容词性由强而弱的连续系统 ¹。

据宋文的考察, /丰0º [ 3]在上古是个典型的性质形容

词, 属性值为 4, 它符合上述四条标准。从语料中我们确实

找到了合乎这四条标准的例句, 说明 /丰0在上古的确是一

个性质形容词。

标准 (一 ):

( 1)乱狱滋丰, 贿赂并行。 ( 5左传# 昭公六年6 )

( 2)皆死久矣, 从属弥众, 弟子弥丰, 充满天下。 ( 5吕氏

春秋# 仲春纪# 当染 6 ) » [ 4]

标准 (二 ):

( 3)呜呼! 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 典祀无丰于昵。 ( 5尚

书# 高宗肜日6 )

( 4)吾事鬼神丰, 于先君有加矣。 (左传 # 昭公二十

年6 )

标准 (三 ) :

( 5)湛湛露斯,在彼丰草。 ( 5诗# 小雅# 湛露6 )

( 6)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

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 ( 5周礼# 春官# 宗伯6 )

标准 (四 ) :

( 7)岁丰, 五谷登, 五谷大轻, 谷贾去上岁之分, 以币振

之。 ( 5管子# 山至数6 )

( 8)是以用民无不听, 求福无不丰。 ( 5国语# 鲁语上6 )

二  双音化导致 /丰0的语素化

/丰0的语素化动因来自双音化。在先秦, 已出现 /丰0

的双音组合,如丰满, 但它的短语特征还是比较明显, 词义结

构清晰。

( 9)寡人闻之,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诛罚。 ( 5战国策# 秦策一6 )

从西汉起, /丰0的双音词开始增多, 东汉时双音词数量

大增,南北朝 /丰0的双音词数已经超过单音词数, 见下表¼。

表 1 南北朝 /丰 0单双音词的词频比较

法显传 5三国志 6裴注 宋书 齐民要术

单音词 0 16( 3) 19( 9 ) 4

双音词 3 19 42 7

南北朝时期, /丰 0有不少并列式双音组合, 如丰约、丰

耗、丰省、丰丽、丰杀、丰俭等, 但还没有凝固成词, 显然是韵



律组合。还有的单音词是出现在四字格中, 如俭多丰寡、民

和年丰、民丰禀实、财丰用足、时和年丰、载溢载丰、财阜国

丰、丰家余餐、捐丰从损、肴膳丰腆等, 这说明 /丰0单用时已

经开始受到韵律的制约,句法自由度逐渐下降, /丰 0进入了

半自由语素演变阶段。

唐代 /丰0单用例已经很少见了, 主要出现在书面语色

彩较强的语料中, 再就是四字格或其它文言格式, 显然也是

限于出现在韵律组合中。这表明唐代 /丰0在句法层面已经

黏着化, 词法层面已经具备较强的构词力,总体上基本实现

了语素化。

三  /丰0单双音形容词情状范畴的转变

(一 ) /丰0单双音词的句法、语义变化

/丰0由单音变双音, 语义上出现从性质形容词向状态

形容词游移的现象。 /丰0所构双音形容词有丰熟、丰昌、丰

乐、丰饶、丰盛、丰实、丰给、丰收、丰足、丰稔、丰登、丰富、丰

赡、丰厚、丰泰、丰丽、丰硕、丰盈等,都是状态形容词。

形容词类型和量性特征及句法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的

关联 [ 5] 406:

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量性特征 弥散 /隐性 固化 /显性

句法成分 定语 谓语

形容词类型 性质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我们看到, /丰0的单用例的语法功能随着语素化进程

而有所变化。在先秦是谓语例多于定语例, 但在中古以后,

/丰0单用时的定语例增多。这种变化, 一方面是由于 /丰 0

在句法自由度下降之后, 定语是比较适合其生存的句法位

置; 另一方面, /丰0作为性质形容词, 充当定语是它无标记

的句法功能, 主要起到对事物情状进行陈述的表述功能。

/丰0的同素双音词绝大多数做谓语, 描述事物的状态。

( 10)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 ( 5韩诗外传6卷

7)

( 11)若夫阴阳调和,风雨时适, 五谷丰熟, 盗贼衰息, 人

举廉让, 家行道德之功, 命禄贵美, 术数所致, 非道德之所成

也。 ( 5论衡# 答佞6 )

( 12)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 ( 5宋书# 徐湛之传6 )

再看 /丰0在从单音变双音过程中的语义变化。单音词

/丰0多表弥散量, 通过句法手段来实现计量方式,即用 /程

度词 +形容词0的方式来完成弥散量到固化量的转化。如:

( 13)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 国用少丰, 然后更

图。 ( 5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6 )

( 14)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 觊之每禁之不能

止。 ( 5宋书# 顾觊之传6 )

( 15)世祖遣秀之修复, 雍部由是大丰。 ( 5宋书 # 刘秀

之传6 )

( 16)人民山居, 五谷甚丰。 ( 5洛阳伽蓝记 6卷 5/闻义

里0 )

在双音化之后,双音词的情状特征向状态形容词游移,

计量方式表现在词法上, 双音词的语义内涵可以描述为 /性

质 +程度量值0。这种语义变化, 折射在句法上的表现是,

这些双音词一般不能再被程度副词修饰。

( 17)在提和卫国, 人民长寿, 慈孝仁义, 地沃丰盛, 其世

太平。 (东汉# 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5修行本起经6卷 1, 3 /

461b)

( 18)国民炽盛, 丰饶宁静, 率皆贤行戒德相嵯。 (东汉

# 支曜译5成具光明定意经6,卷 1, 15 / 454c)

( 19)吴孙皓时, 尝岁无水旱, 苗稼丰美, 而实不成, 百姓

以饥,阖境皆然, 连岁不已。 ( 5宋书# 五行志6 )

( 20)瑜房中生双桐, 根枝丰茂, 巨细相如。 (梁# 慧皎

5高僧传6卷 12/宋庐山招隐寺释僧瑜0 )

(二 ) /丰0的构词式

不同的双音构词式与形容词情状范畴的关联如下 [ 5] 409:

/丰0的双音形容词差不多都是联合式双音词, /丰 0与

另一构词语素之间多是同义、近义关系。由于联合式处于上

述关联标尺的中间位置, 所以 /丰0所构双音词也多少带一

些性质形容词的特征,因此也有极少数双音词可受程度副词

修饰。

( 21)然依法为池养鱼, 必大丰足, 终天靡穷, 斯亦无赀

之利也。 ( 5齐民要术6卷六 /养鱼0 )

( 22)周所住廨庭坛有数株大柏树, 其户前一树甚丰茂。

( 5周氏冥通记6卷 1)

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说明 /丰足0作为状态形容词的典

型性会有所减低, 并不能否定 /丰足 0状态形容词的身份。

在唐代以前, /丰0所构双音形容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并

不算太多,但在现代汉语中 /丰富 0、/丰盛0、/丰厚 0等都能

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这可能是由于语用表达时, 为突出强调

程度之高,再在状态形容词前加程度副词, 从而造成程度义

的羡余迭加。

综合起来看, 单音词 /丰0作为性质形容词, 多做定语,

表示断定的语用义, 以量点的记量方式表现弥散的量性特

征; /丰0的同素双音形容词多做谓语, 对相关事物进行描

绘,以量段的方式表述固化、显性的量性特征。

由于性质形容词的表量方式多为句法模式 ) ) ) /程度

词 +形容词0, 而状态形容词是词法模式, 性质形容词到状

态形容词转化的语义基础是二者都包含性状特征。以 /丰

厚0为例:

( 23)吾事鬼神丰, 于先君有加矣。 ( 5左传# 昭公十二

年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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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 君明随去。 ( 5太平

广记6卷 320/任怀仁0条引5幽明录6 )

( 23)中的 /丰0义为丰盛, ( 24)中的 /丰厚0义为丰盛隆

厚。 ( 23)中的 /丰0表性质, ( 24)中的 /丰厚0表状态, ( 23)

( 24)中的语素 /丰 0都有 /丰盛0义。 ( 24 )中的双音词 /丰

厚0语义结构明晰, /丰厚0由 /丰0发展而来, 继承了 /丰0表

/丰盛0的性质义,和 /厚0语素义 /隆厚 0迭加, 造成 /丰厚 0

表量的显性化。

(三 ) /丰0情状范畴的转变与单双音节的关联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认为, 语言结构特别是语法结构在很

大程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的模型,或者说语法结构跟人对客

观世界的认识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由此,性质形容词大都

采用单纯式构词, 在词语外在形式上与简洁的单音节构造相

对应; 而典型状态形容词则采用合成式构词, 与复杂的多音

节构造相对应。这种迥异的音节表征是复杂性像似动因掣

肘的结果, 是概念内涵简单与繁复的摹写。因此, 双音节不

是性质形容词的典型的形态表征。张国宪 [ 5] 330在沈家煊 [6]

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现代汉语形容词、名词、句法成分

和音节四个范畴之间的关联标记模式:

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音节 单音节 双音节

名词 类名 个体名

形容词 性质 状态

时间性 恒久 临时

句法成分 定语 谓语

这个标记模式表示: 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作定语来修饰单

音节表类名的名词是无标记的 ,双音节状态形容词充当谓语

来陈述双音节个体名的名词是无标记的, 而其他的组配方

式, 如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作谓语陈述双音节的个体名名词,

双音节状态形容词作定语修饰单音节类名名词,都不同程度

地呈现出有标记性。从音组模式上可以笼统地表述为 1+ 1

的定中组合和 2+ 2的主谓组合是无标记的, 而其他韵律组

配组合都有程度不等的标记性。这种概念与形式的关联落

实到现代汉语上就是性质大都用单音节形式、状态大都用多

音节形式表述, 由此可见音节与形容词语义之间的紧密

关联。

作为一种关联模式, 反映的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的普遍

共性, 但也可能存在偏离共性的个体差异。我们看到, /丰 0

的发展与此标记模式就不太一致, 单音性质形容词 /丰0做

定语修饰的并非全都是单音节类名,也有抽象名词, 如:

( 25)甘棠枯于丰草兮, 藜棘树于中庭。 ( 5楚辞# 九叹

# 愍命6 )

( 26)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 飨民之勋力。 ( 5国语 #

周语下6 )

双音节状态形容词充当谓语陈述的也并非都是双音节

个体名名词, 有很多是抽象的集体名词, 如:

( 27)甘露降, 时雨至, 年谷丰孰, 民不疾疫, 众人善之,

然而贤主图之。 ( 5史记# 赵世家6 )

( 28)于是杀牛祭孝妇冢, 太守以下自至焉, 天立大雨,

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 ( 5说苑# 贵德6 )

( 29)中央生湿, 湿生土, 其德溽蒸, 其化丰备, 其政安

静,其令湿, 其变骤注,其灾霖溃。 ( 5素问# 气交变大论6 )

( 30)土乃润, 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 湿气变物。 ( 5素

问# 五常政大论6 )

( 31)土地肥美, 人物丰饶, 百谷尽登, 五果繁熟, 夜闻钟

声,遍满世界。 ( 5洛阳伽蓝记6卷 5/闻义里0 )

仔细分辨这些双音形容词出现的语境, 几乎都是排比或

对偶句式,带有明显的比较意味。所以这些偏离标记模式的

用例,可以看作是有标记的用法,总体上并不能否定 /丰0不

同情状范畴与单双音节之间的关联。

总起来说, /丰0在上古是个典型的性质形容词; 南北朝

时期, /丰0进入了半自由语素演变阶段; 在唐代, /丰0总体

上基本实现了语素化。情状范畴方面, 由 /丰0所构同素双

音词逐渐向状态形容词转变。

注释:

¹ 宋文所提出的四个鉴别标准以及操作方法有值得商

榷的地方,那就是每一标准出现的频次如何处理? 是否某一

标准偶尔出现一两次就算具备该特征? 也就是说, 所具备的

几项标准中,也应当有强势用法和弱势用法的分别, 这样才

能准确反映该形容词的实际面貌。宋文也特别强调, 有些典

型的形容词在上古时期并不能同时符合这四条标准, 比如

/黄0,在上古一般只能做定语或者谓语, 几乎看不到受程度

副词修饰或用于比较句, 所以属性值为 2, 依据上述标准当

视为不太典型的形容词。这种检测结果与一般人的语感相

矛盾,所以该标准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尽管如此, 在没有

找到更好的鉴别标准前,我们还是得根据宋文提出的标准展

开讨论。

º 5古辞辨6: /丰 0和 /丰0在简化字中归并为一字形。

在古代汉语中,它们是声音相近、所记的意义相交错的两个

字。 /丰0由享祀丰洁才能丰收、丰收才能祭物丰盈引申出

丰收义。 /丰 0, 5说文6 /草盛丰丰也0。 /丰丰 0是个连绵

词。, , /丰0的草茂义实际上来自 /丰 0, /丰0是写作 /丰

茸0的 /丰0的单音化的结果。, ,在形容人的容貌上, /丰0

同样来自于 /丰0,是 /丰盈 0、/丰容0的节省形式。在现代汉

语中有丰 1 和丰 2,丰 1有三个义项, 分别为 O丰富; P大; Q

姓。丰 2义为形容人美好的容貌和姿态。就义项的分合而

言,现代汉语中丰 1和丰 2 (除表 /姓 0义外 )共有三个主要义

项,而古代汉语中的义项比这多得多, 5汉语大词典6列出了

20个义项, 5汉语大字典6列有 15个义项。尽管二典因义项

分列过细为学界所诟病, 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 /丰0在

古代汉语中的用法之多。由于古今义项的分合不一致, 古今

义项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各义项间还是有意义上的

联系的。我们就根据意义引申的远近, 将 /丰0在古代的义

项系联为三个语义系列: 1、丰盛, 丰富,昌盛; 2、大, 高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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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丰满, 又表仪态美好。我们仅考察 /丰盛, 丰富, 昌盛 0

义列。

» 王利器疏: /孙诒让曰: -从 . 当作-徒 . , 形近而误。0

¼单音词统计数据中, 前一数字为单音词总数, 括号中

的数字为四字格用例数。

[参考文献 ]

[ 1]  陈练军. 古汉语单音词语素化的历时研究 [ D ].南京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78-82.

[ 2]  宋亚云. 上古汉语性质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及其鉴别标

准 [ J], 中国语文, 2009( 1) : 12-23+ 97.

[ 3]  王凤阳. 古辞辨 [M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966-967.

[ 4]  王利器. 吕氏春秋注疏 [ M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234.

[ 5]  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6]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 M ]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

社, 1999: 30-32.

On theM orphem ization of / FENG0 (丰 )

CHEN Lian- jun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 ina)

Abstrac t:  FENG was a typ ica l property adjectiv e in ancient Ch inese, it transform ed into a sem -i freem orphem e in Southern and

No rthern Dynasties; and fina lly becam e a boundary m o rphem e in Tang dynasty as a w ho le. A s fo r its category, tho se mu lt-i sy llab le

w ords w hich is com prised by FENG sh ifted into stativ e ones.

K ey words:  FENG (丰 );  m orphem iza tion;  property adjective;  stative ad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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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cs of Teaching Info-M anagem ent Based Optim al F low

LUO Cheng-hu 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ere w ill be a new faster deve lopm en t o f te rtiary education in China. So, it is very im po rtan t to promo te teach ing

m anagem ent fo r co lleges by using in fo rm ational techno log ies and sc ience. This pape 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 f teaching info-m anage-

m ent and draw s the prob lem s o f this. A t last, it puts fo rw ard the tactics for prom oting the teaching info-m anagem en t by optim al flow of

teach ing m anagem ent.

K ey words:  teach ing m anagem ent;  sta tus quo;  work flow s;  tactics

86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