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鲁 迅
」

前 期 作 品

看初创阶段瑰代汉语的几个特点

表傲珍

鲁迅的前期作品大都写于近代汉语到现

代汉语的过渡阶段
，
它们既保留着古

、

近代

汉语的一些特点
，
又显示着古代

、

近代汉语现

代化的轨迹和现代汉语初创
、

发展过程中的

规范化的趋势
。

本文仅就其中联绵词
、

字序对

换
、

邓音词和单音词的使用状况
，
试作初探

。

一
、

联绵词书写形式朝规范化方向急趋减少

查鲁迅前期的作品
，
联绵词的书写形式

虽已比古代大大减少
，
但尚未 完 全 固 定下

来
。

�一 �其中一部分已与现代规范书写形

式一致
。

例
�

仿徨 徘徊 偿僚 仿佛 渺茫 伶仃 含

胡 从容 依稀 斑斓 徜恍 仓皇 辗转

�二 �相当数量的联绵词的书写形式
，

渐趋规范
。

例
�

踌躇 �《鲁迅全集》第一卷
，
为简洁计

，
以下仅

表卷次及页数
，
例均出《全集》 。

����
、

���
、

���
、
����

踌橱 �二 � �
、
��

、
��

、
��

、
���

、
���

、
����

踌躇�六 尸���

怜俐 �二 ����

伶俐 �一 ����
、
���� 七 � � �

朦胧 �一 �����

蒙脆 �一 ����� 二 � ��
、
���

、
����

朦胧 �二 �����

鸽突 �二 ���� 六 尸����

胡涂 �二 ���
、
���

、
���

、
���

、
����

�三 �还有一部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
，

与现代汉语相比较
，
则呈不规范一规范一

不规范 �或规范一一不规范的反复态势
。

例
�

支梧 �二 � � �

支吾 �二 ����

支梧 �二 ����
、
����

蒲萄 �一�����

葡萄 �同上 �

蒲陶 �同上 �

模糊 �一 �����

模胡 �一 ����� 二 ����
、
���

、
���

、
���，

十三 ��
、
��

、
���

蝴蝶 �一 �����

胡蝶 �二 ����
、
���

、
����

�四 �另一部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
，
不管是

一种还是多种
，
均与现代汉语的规范形式始

终不一
。 ·

例，
‘ ·

胡卢 �二 尸�� �壶卢 �二 �����漂渺
�二户��式 ����宛转 �二 �����科斗

�二 �����

鲁迅前期作品中联绵词的书写形式
，
尽

庵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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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呈现上述四种不同状况
，
但比起这些联绵

词在古代的纷繁的书写形式来
，
则已大为减

少
，
因而也就朝规范化方向大大 前 进 了 一

步
。

即以 “ 踌躇
”
为例

，
古代就因声

、

韵之

转而有
“ 翻躇

、

翻橱
、

知踌
、

翻殊
、

侈跺
、

掷蜀
、

蹄镯
、

踊崛
、 、 余于

、

踌橱
、

首鼠‘ 首
施

、

犹豫
、

游移
、

夷犹
”
等术同书写形式

。

在现代汉语的初创阶段
，
为什么联绵词

的书写形式会迅速地减少而趋于规范化呢�

从鲁迅作品的语言状况看
，
我们可以大致勾

勒出它们的演变轨迹
�

第一
，
纵观上古一一中古一一近古汉语

语音的发展
，
约呈从繁到简的趋势

，
从上古

声韵系统中由声转韵转擎生出来的双声迭韵

联绵词延用到中古
，
有一部分巳不合广韵系

统双声迭韵标准
。

如
“
仿徨

、

方皇
、

仿偿
、 ‘

傍但
、

旁皇
、

房皇
”
等

，
在上古均属双声迭

韵关系
， ’

到了中古
，
由于从重唇音中分化出

一组轻唇音
，
其中的

“ 方
” 、 “

房
” 、 “

仿
”

等字在上古都与
“ 傍

” 、 “
旁

”
等同为重唇

音的 “ 帮
”
组字

，
是双声关系

，
可是到了中

古则成为轻唇音的
“
非

”
组字

，
就不再是双

声关系了
。

然而因为中古是上古 的 直 接 延

伸
，
又因为当时以上古汉语为典范书面语

，

因此
，
即使这部分联绵词读来已 非 双 声 迭

韵
，
但仍在继续沿用

，
这就使联绵词的数量

并未因此而减少， 另一方面
，
由于中古的语

音实际已不同于上古
，
根据中古的声韵系统

继续产生着新的双声迭韵联绵词
，
因而中古

时期的联绵词数量实际上包括按上古和中古

声韵系统擎生的联绵词的总和
，
其书写形式

之繁多简直到了
“
童而习之

，
皓首棘不能竟

其业 ” ①的地步 。

时至近代
，
典范文言书面语与口语的距

离越来越大
，
仅就语音而言

，
声类系统在中

古是三十六纽
，
到了十三

、

四世纪
，
北方话

的声母已成为��个
。

它 们 是
“ 喉 牙 音

” 四

个， “
舌音

” 四个� “
齿音

”
十 一 个， “

唇

��

音
”
五个

。

到明朝 兰 茂 《 韵 略
·

易 通 》 以

《 早梅诗 》 代表他所归纳出来的 二 十 个 声

母
，
又比上述声母减少了四个

。

可见从中古

到近代
，
声母是趋于简化的

。

在这 段 时 期

内
，
韵母也是向简化的方向发展的

，
从 《 广

翻妞
。

’

�韵
，

归并成 《 平水韵 》 的���韵
，

翅渐商化为
一

《 中原音韵 》 的十九部
， 《 切韵

指南 》 的十六摄
，
到了清朝的 《 字母切韵要

法 》 更简化为十二摄
。

由于声韵 的 渐 趋 简

化
，
逐渐形成了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
双

声迭韵和同音的标准就必然越来越严格
。

不

少按上
、

中古时期语音系统双声
、

迭韵转化

擎生的联绵词与现代的实际发音距离越来越

大
，
那些与近

、

现代读音完全不同的上
、

中

古时代产生的双声迭韵或同音联绵词就必然

逐渐死亡
，
弃之不用

。

如
“
踌躇

”
的十多种

书写形式
，
在鲁迅作品中就只剩下了现代同

音的
“
踌躇

”
和 “

踌橱
”
两种书写形式

，
其

余的已不再 使 用
。

其 中
“ 掷 镯

、

宁于
、

犹

豫
”
等词则巳从

“
踌躇

” 、 “ 踌橱
”
中分化

出来
，
别作它用

，
如

“
哪镯分虽仍有 “ 心里犹豫

不决
”
之意

，
但已重在表现

“
行动上的徘徊

不进
” ， “ 翻橱

”
除表示心里犹豫外

，
亦已

重在表现 “要走不走的样子
” ， “

宁于
”
更是

侧重表现 ，’，漫慢走路的样子
” ，

它们已不再

是
“
踌躇

”
的不同书写形式

。

第二
，
部分书写形式过繁的古字逐渐死

亡
，
由它们构成的联绵词的书写形式也随之

消亡
。

如脱 脱一一脱 蟒一一撇 悦一一沧 恍

一一怅倪一一倘倪一一倘恍， 枝梧一一枝捂

一一支吾等就是一个形体逐渐简化的过程
。

第三
，
在同音而又形体繁简差距不大的

情况下
，
则以形

、

音兼表为约定 俗 成 的 规

范
。

例
�

蒙笼一一蒙珑一一蒙胧一一朦胧
，

在这四种书写形式 中
，
以 “

朦 胧
”
作 为 规

范
，
因两字都从

“ 月
” ，

即取其由月光不明

视物不清楚产生模糊不清之意
。

鹊突一一糊

徐亦属此类
�



二
、

貌似双音词的单音词连用现象和单

音词的双音化

鲁迅前期作品中的单音词虽比古
、

近代

汉语中要少得多
，
但比起规范化了的现代汉

语单音词的数量来却要多
。

这是不足怪的
，

因为当时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正在初创
，
古

、

近代汉语中的单音词虽已经词义分化而派生

出更多的双音词来
，
以适应于现代汉语精密

化
、
口语化的需要

。

而且从鲁迅 的 修 改 稿

看
，
亦已有意在纠正多用单音词的习惯

，
不

少初稿上使用的单音词都已改成了双音词
。

但是词语构成的演变是一个渐变过程
，
即使

有意注意了这一点
，
也还是不能超脱当时汉

语词语构成的实际
，
所以他的作品语言中词

语双音化的程度当然就不及现在那么高
。

单

音词之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汉语表达需要
，
表

现在鲁迅前期作品中最突出的一个矛盾
，
就

是单音词的连用往往跟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某

些双音词貌似
。

例如
�

�
、

无聊生者不生… … �二 ��� �

�无
，
没有

，
副词， 聊

，
依靠

，
动词�

�
、

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
，
二由于市

词 �
·

�
、

只有爱依然存在
。

一一但是对于一

切幼者的爱
。
�一 ����

。
����

�

二 ���
、

��
、
��

、
���

、
���

。

七 � ��� ，’
但是

，，
与此

同 �

� “
但是

”
不是双音转拆连词

。

但
，
只

，

副词， 是孙 判断词 �

�
· 、

他一旧 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
，

·

一不太少
，
不太多

，
以能微醉为度

，
递给

人间
，

使饮者可以哭
，
可以歌

，
也如醒

，
也如

醉…… �二 �����

�可， 可以
，
能愿动词� 以

，
凭借

，
介

词 �

�

起来
。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
，
全体都震谏

�二 � �
。
����

“
全体

”
与此同 �

人之 口述

�由
，

�
、

��艺�

根由
、

无论仍

�一 �����

来由
，
动词� 于

，
介词�

旧
，
或 者 新 颁…… �一�

�仍
，
依照

，
动词 � 旧

，
此指旧规则

， ’

形容词用作名词��一 ����
“
仍旧

”
与此同 �

�
、

但是
“
台

”
没有臣

，
不 是 太 苦 了

么� 无须担心的
，

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

在
，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

，
他 日长大

，
升而

为
“
台

”
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 供 他 驱 使

了
。

�一 �����

�妻
，
男子的配偶 � 子

，
儿子

。

两个都

是名词 �

�
、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
。
�一

�����

�技
，
技艺� 工

，
工艺

。

两 个 都 是 名

�全
，
整个

，
数量词� 体

，
身体

，
名词 �

�
、

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 底 苦 刑 了

…… �
〕

七
一

�����

�加
，
加上

，
动词� 以

，
介词 �

��
、

然而在现世
，
则无聊生者不生

，
即

使厌见者不见
，
为人为己

，
也 还 都 不 错

。

�二 ����

�即
，
就

，
副词， 使

，
动词 �

为什么这些单音词在古代汉语中连用时

不会引起误解
，
而在现代汉语中却易于误解

呢�我们可以把上述十例分成六组分别加以

探讨
。

�一 �词义的分化和精密化
�

社会生活

和人类思维的发展
，
使同一词的词义不断引

申
，
产生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
但是

，
这种一

词兼职过多的状况也会妨碍语言表达的严密

性
，
而词义的分化 �即从原有的词中分化出

若干义项
，
并从这些分化出来的义项中产生

新的诃�则制约着一词多义的无限制引申
，

使

多义词向单义词发展
，
使汉语的词汇不断丰

富
，
词义 日趋精密规范

。
以单音词为主体的

古汉语到了近
、

现代
，
同音词和同一个词的

义项累积过多
，
已突出地影响着语言表达的



精密化和词语的规范化
。

如例 �的 “ 技工 ”

一词中的 “工
” ，

在古代兼有
“
手工业劳动

者 ” 、 “
官

” 、 “
乐师

” 、 “
精密

” 、 “
精

巧
” 、 “擅长

” 、 “ 功
” 、 “ 乐谱中的音符

之一
”
等义项

，
由于词义的分化

， “
手工业劳

动者
”
一义就分化出

“
工人

”
这一双音词

，

其中
“
有技术的工人

”
这一概念又用双音词

“ 技

工 ”
来表示

，
而鲁迅在此运用的两个单音词

稗拼” 和
‘ “
工 ”

恰巧与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

拼拭土秒 形式相似
，
所以易于误解

。

例 � “
无

聊
”
中的

“
聊

”
分化情况

，
亦属此类

。

�二 �实词的虚化
�

上 述 例 子 中
“ 可

是
、

但是
、

即使
”
在古代均为一虚一实的两

个单官词
，
在古汉语中

“
可

、

但
、

即 ” 都是

副饥 啊
” 表不定疑问

， “ 但
”
表范围

，

巾古后带用在判断词
“
是

”
前

，
分别为

“ 是

不是 ， 和
，

铆只是 ” 的意思
，
这在尚未产生双

音连词
“
可是

、

但是 ” 之前本是一种常见的

用法
，
但到了近

、

现代
，

从单音连词
“
而

” 、

“ 则 ” 、 “
但 ” 中分化出了 双 音 连 词

“ 可

是 ” 、 “ 但是
” ，

在这里作为词素的
“ 是 ”

已经虚化
，
为了避免混淆

，
单音 词 连 用 的

“ 可一一是
” ， “

但一一是
” 已大量减少

。

鲁迅作品中
“ 可 ”

作为疑问副词
， “

但
”
作

为范圃副词时
，
既有跟

“ 是
”
连用的

，
又有

跟动谕连用的
，
这前一种连用

，
就因貌似双

音词而易引起混淆
。

同样
，
表肯 定 的 副 词

“ 即” 与动词
“ 使 ” 的连用在古汉语中亦属

常见
，
不过

，
在古代就 已经产生了用

“ 即 ”

或 “ 即使 ” 作让步连词的用法
，
延至近

、

现

代
，
作为词素的动词

“
使

”
进 一 步 虚 化

，

“ 即使
” 巳凝结成一个双音节让步连词

，
这

就使 “ 即 �副 �一一使 �动 �”
这种单音词

连用格式
，
与双音节让步连词

“
即使

”
也易

因貌似而混淆
。

�兰 �词 性 改 变
� “

仍一一旧
”
在 古

汉语中本为
“
动一宾

”
结构

，
可作为句子的谓

语部分
。

但至近
、

现代
， “ 仍旧

”
已凝结成

一个副词
，
可以直接用来修饰动 词 或 形 容

词
，
如

“
他仍旧住在那所老房子里

” � “
他

的意志仍旧那样坚强
” 。

动 宾 结 构 的 “ 仍

旧 ”
虽仍然有少量沿用

，
但更多见的则是巳

经虚变为双音节副词的用法
，

惟其多见
，

所以

极易与少见的单音词连用的
“
仍旧 ” 混淆

。

�四 �词语的双 音 化
、

精 密 化
� “

全

体
”
在古代意为

“ 整个 身 体
” ，
是

“
数量词

一 一名词
” 式的单音词连用

，
在 现 代 汉 语

里
， “ 全体

” 巳结合成一个指示代词
，
意义

亦已起了变化
，
指示为 “ 全部成员

” ， “
整个

身体
”
的意思巳不用

“ 全体
”
来表示

，
词语

的双音化使词义精密化了
。

但作为单音词连

用的
“
全体

”
与双音化

、

精密化后形成的双

音代词
“
全体

”
却在鲁迅作品中并见

，
所以

亦易混淆
。

�五 �句法的 变 化
�
上 例 “ 加 以 ”

中

的 “
加

” 是动词
， “ 以 ”

是介词
，
跟名词性

的偏正词组
“ 精神底苦刑

” 结合 成 介 词 结

构
，

作后置状语
，
这是古汉语的一种特殊句

法形态
。

而现代汉语中的
“
加以

” 已结合成

一个词
，
其语法功能有二

�

一是用在多音动

词或由动词转成的名词前
，
表示

“
如何对待

处理前面所提到的事物
” ，

如
“
文字必须加

以改革
” ，

此种用法乃是古汉语中状语后置

的沿变
，
但 �’�汉” 后已不能带一 般名词

。

二

是作连词
，
表示进一步的原因和条件

，
如

�

“
他本来就很聪明

，
加以特别用功

，
所以进

步很快
。 ” 可见

，
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

“
加

以 ”
的语法功能和意义都与两个单音词连用

的
“
加以

”
大不相同

，
因此这两个

“
加以

”

也是易于混淆的
。 “

由于
”
的情 况 亦 相 类

似
。

�六 �言文 日 趋 一致
，

书面语言与口语

的日益接近
�

如例 �中的
“
妻子

”
还是古代

汉语中的单 音 词 连 用
，
意 为

“
妻 子 和 子

女
” ， 而现代口语中的

“
妻子

”
却仅指 “ 男

子的配偶
” ，

随着书面语言的口语化
“
妻

”

争�



和 “
子

”
早已分 化 为

“ 妻 子
” 和 “

孩 子
”

�子女 �两个词
。

鲁迅的上述用法
，
在现代

汉语的语言环境中
，

也是极易与双音词
“
妻

子
”
混淆的

。

鲁迅作品中虽然保留上述单音词在古代

汉语中的用法
，

但无论从他的修改稿看
，

还是

从后期作品看
，

都可以明显看出他确是感觉

到了这一点
，
并在努力使单音词双音化的

。

三
、

词案对换双音词的字序在变化中渐

趋固定

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中较规范的词素对

换双音词的两个同义或近义词素的位置假定

为� �
，
那么在鲁迅的前期作品中此类双音

词不仅有� �式
，
还有为数不少的与现代汉

语规范的词素位置不同的 ��式
，
这是汉语

词由古代的单音化向近
、

现代的双音化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

处在现代汉语初创

期的鲁迅不仅在自己的前期作品中大量采用

了这类双音词
，
而且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尝

试使构成此类双音词的词素位置规范化
，

为

现代汉语的创建和规范化作出了贡献
。

有人把此类词的词素固定途径一概说成

是
“

约定俗成
” ，

这样的看法恐怕并不完全符

合五四时期现代汉语的实际
，
也不符合鲁迅

作品的语言实际
。

细读鲁迅作品
，
便可发现

鲁迅在选用此类双音词时
，
虽有少量是出于

习惯
，
但就多数而言则是有审慎的鉴别和选

择的
，
兹分述如下

�

�一 �词义虚实有别
。

例如
�

健康
、

康健
。

�
、

但他�指任渭长�所画的是仙侠高士
，

瘦削怪诞
。

远不如这些 �指 《 夏娃 日记 》 插

图 �的健康
。
�虚 ��四 �����

�
、

九斤老太早 已过做八十大寿
，
仍然不

平而且康健
。
�实 ��一 �����

� “
健康

”
也有用 于 实 义 的

，
见六 �

�� � 七 ���
，
而 “

康健
”
却始终 只 用 其 实

义
，
见一 � ���

、
���， 二 �����

�二 �词义有所偏重
。

例如
�

空虚
、

虚

空， 事物
、

物事， 权威
、

威权
。

�
、

这以前
，
我的心也曾包满过血脱的

歌声
�

血和铁
，
火焰和毒

，
恢复和报仇

，
而

忽而这些都空虚了… …

�重在
“
虚

” ，
与

“
实

”
相对

，
二 � ����

�
、

我能献你甚么呢� 无已
，
则仍是黑

暗和虚空而已
。
�重在

“
空

” ，
指无所有

。

�

�二 � ���
。

二 � ��� “ 虚空
”
与此同 �

�
、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
，
却又特别林

孔 ， 既自命
“
胜朝遗老

” ，
却又 在 民 国 拿

钱… …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

事物… …

�重在
“
事

，， ，
一 �����

�
、

他所吃的物事
，
叫作 “ 两脚羊

” 。

�重在
�
物

” ，

五 ����
。

一 ����中

的
“
物事

”
与此同 �

�
、

他为医术而死
，
一到所蔑视的并非

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
，
那就成为沙宁之

徒… …

�重在
“
威

” ， “
威望

” 、 “
威力

” ，

“
权威

”
亦指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的

人
，
六 �����

�
、

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
，
就是魔鬼战

胜天神
，
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

。

�重在
“
权

” ，
二 � ����

�三 �文白风格不同或文 白 异 词
。

例

如
�

介绍
、

绍介
。

�
、 · ·

…否则翻译
、

介绍
、

欣赏
、

读
、

看
、

消闲都可以
。

�白话风格
，
一 � ���

。

一 ����， 十

三 � �� 七 ���
“
介绍

”
与此同 �

��
、

以是不揣冒味
，
贡其愚忱

，
倘其有

当
，
尚希采择

，
将来或直接接洽

，
或由弟居

中绍介
，
均无不可

。

�文言风格
，
十三 ��� �

�

由于� �式
“
介绍

”
在当时尚未凝固

，

因而鲁迅作品中的
“
绍介

”
也常用在自话文

中
， 《 全集 》 十 三 ���

，
七 ����等 处 的

夺布



“ 绍介” 即此类例
。 “

绍介
”
是鲁迅使用频

串竣高的官�式同素异序双音词
。

但在他的

文言色彩较重的文章中则都用
“ 绍介

” ，
而

不用白话色彩的
“
介绍

” 。

、

�四 �方言和外语的影响
。

例
�
解劝

、

闲空
、

背脊
、

省俭
、

平和
。

��
、

八一嫂……这时过意不去
，
连忙解

劝说
·

��� ”
，

�劝解
，

一 ����
。
���� “

解劝
”

写此同�

�动词， 一 ����
。
�吐��与此同 �

��
、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
，
其

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
。

�形容词
，
六 ���‘

。
� ���中的

“
光

荣
”
与此同 �

，

��
、

他们的国粹
，

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既然这样有荣光
，
他

��
、

写长信
，
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

�空闲
， ·

四 ����

��
、

还是真的带住罢
，
写到我的背脊巳

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
。

�一

�脊背
，
五�����

��
、

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
，
最

好是画他的眼睛
。

�俭省
，
四 ����� 〔 以上四例均系方

言词 �
’

��
、

战斗不算好事情
，
我们也不能责成

人人都是战士
，
那么

，
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

了���
· ’ ‘

�和平
，
日语将��

���译为
“ 平和

” ，

为汉语所借用
，
一 �����

气 �五
�

�词性变化
。

例
�

压迫
、

迫压， 欢

喜
、

喜欢， 光荣
、

荣光
。

��
、

一切刊物除去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

和帮闲凑趣的
“ 文学 ” 杂志而外

，
较好 〔的 〕

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

�动词
，
十三 �

�
。

六 ���
、
���

、
��� “

压迫
，，
与此同 �

��
、

我的心也沉静下来
，
觉得在沉重的

迫压中
，
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

�名词
，
二 � ���� 六 ���

，
��� “ 迫

压
” 与此同 �

��
、

他站住了
，
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

情
。

�形容词
，
一�����

��
、

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 收 存 起 来

�名词
，
一 �����

�六 �随意为之
，
在变化中趋向约定俗

成
。

例如
�

诅咒
、

咒诅， 寂 静
、

静 寂 ， 命

运
、

运命� 忌讳
、

讳忌 ， 健壮
、

壮健等在鲁

迅作品中无论从词义
、

词性
、

风格等方面都

看不出什么区别
，
� �

、
��二 式 随 意 而

为
，
并无规定

，
此类词尚在变化中趋向约定

俗成
。

鲁迅在使用这些同素异序双音词时所作

的上述种种鉴别和选择
，
正体现着现代汉语

的初创期内
，
此类词逐步趋向规 范 化 的 途

径
�

�一�在由古汉语的造句法范畴向现代汉

语构词法范畴变化的过程中字序趋向固定
。

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
，
因此当它们结合

在一起时
，
其关系常属句子中的词与词之间

的关系
。

例如
“
介绍

”
和

“
绍介

”
中 “

介
”

和
“
绍

” ，
都各具并不完全相同的意义

。

按

照古礼
，
宾主双方发生关系

，
须有专门的辅

佐人员从中沟通
。

宾方的辅佐人员叫
“
介

” ，

有上介
、

次介
、

末介之分， 主方的接客人员

叫 “ 宾
” ，

有上宾
、
承宾

、

绍宾之分
。

据黄

以周 《 礼书
·

通故
·

觑一 》 中说
， “
介绍

” ，

即 ，’�胃宾以命传介
，
介以命传绍

，
以次迭传

上宾
，
以告主君

。 ”
所以古代的

“
介绍而传

命
” �《 礼记

。

聘义 》 �中的 “
介绍 ” 是就

两个字的本义按
“
宾一介一绍一主

”
的传递

层次排列字序的
，
如用在

“
主一绍一介一宾

”

的传递层次 中
，
字 序 就 应 该 排 列 为

“ 绍

介
” ，

后来两个字 连 用 为
“
介 绍

”
或

“
绍

介
”
均已引申为从中沟通

，
使双方发生关系



的意思
，
词序就自由了

。

在古汉语里
，
这样

的字序对换双音词
，
与其说是一个词

，
不如

说是一个并列关系的词组
，
正如赵元任先生

所说
， “

造句法里头的并烈结构是可以颠倒

的
” 。 ②到了现代汉语中这样结构 松散的

字序可对换的词组
，
逐渐凝结成 一 个 双 音

词
，
字序也就在约定俗成中固定下来

，
而构

成此类词的两个字也就大都失去独立意义
，

不能独立运用
。

�二 �来自方言和外来语的部分此类双

音词的字序向普通话字序规范
。

例如
�

魂灵

一灵魂， 解劝一劝解， 闲空一空闲， 背脊一

脊背等
。

�三 �一部分古代或近代的同素异序双

音词
，
由于词义的分化而成为两个意义不同

的词
，
并存于规范化现代汉语中

，
例如

“ 和

平 ”
与

“
平和 ” 在近代是词义相同的

。

下列

二例即是近代同义之例
�

·

�
、

大相公从来和平
，
今日恨极

，
便大

骂起来
。
� 《 蒲松龄集

·

寒森曲 》 第二回 �

�
、

且素日也最平和
、

恬淡
，
因此都不

在意
。
�《 红楼梦 》 第五十五回 �③

’

但到了现代
， “ 和平

”
主要用来

“ 指没

有战争状态
” ，

有时也用以表示
“ 温和

”
的

意思
，
但这样的用法已经很少

，
如

“
药性和

平
” 。 “

平和
”
则主要用来表示 �性情

、

言行

或药性 � “
温和

”
的意思

。

�四 �除了具有意义强制性 制 约 的�以

外
，
字序依声调排列趋向规范

。

陈爱文
、

于

平两同志曾提出� ” �的双音词中� �今�
� �的一类

，
凡二字不同调的依其产生时代

不同分别由四声八调或四声规范其字序
，
两

个字同调的则由约定俗成定其字序规范④ 。

这种看法虽然并不能完全囊括其全部
，
但就

大体而言
，
仍不失为一条值得注意的规律

。

鲁迅作品中的那些字序颠倒后
，
词 义 并 未

截然分化的双音词
，
其字序变化大都也是符

合这一规律的
。

例如
� “
慰安

”
向

“

安�阴平 �

慰 �去声 �” 规范， “
迫压

”
向

“
压�阴平�

迫 �去声 �”
规范� “ 魂灵

”
向 “ 灵 �今阴

平
，
中古属

“
来

”
纽

，
次浊 �瑰�今阳平

，
中古

属
“
匣 ” 纽

，
全浊 �”

规范等等
。

�五 �在约定俗成过程中趋向规范
。

尤

其是那些二字同调 的
，
更 是 如 此

，
如

�

静

寂一寂静� 绍介一介绍� 运命一命运
。

总之
，
在现代汉语的初创阶段

，

从鲁迅作

品的语言实际中
，
我们可以看 到

，
这 类 由

古
、

近代遗留下来的和现代新产生的字序对

换双音词既是呈不规范状态的
，
又是在曲折

反复中由多种途径趋向规范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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