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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性结构在生成词库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语义知识，例如，形式角色以及构成

　　　　角色等，和复合名词理据具有一致性特点。现对物性结构与复合词理据在现代汉语构词法教学中的应用进

　　　　行阐述，为学习效率的提高提供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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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性结构概述

最近几年，生成词库理论通过新型的理念与不同的操作形

式不断发展，特别是物性结构与强迫机制，在多种语言理论框

架中被应用。

生成词库理论对词汇信息的描写主要分为四个层次：①论

元结构；②物性结构；③词汇承继结构；④事件结构。事件结

构中主要有事件集、事件核心以及复合时间中子事件之间的联

系三个方面。事件类型主要有三种为过程、状态以及转变。词

汇承继结构，表明词汇结构是在怎样在类型网络中和其他结构

联系，同时对词库系统组织做出何种贡献，而物性结构是其关

键内容，主要有构成角色、形式角色、施成角色以及功用角色。

二、物性结构和复合名词理据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汉语界认为，汉语复音词中，单纯词相对较好，多数都为

合成词，在合成词中，派生词较少，多数为 2 个实词素相加的

复合词，因为汉语是一种不具备形态的语言，所以，在实词素

相加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结合规律为语义搭配规律，例如修饰

（偏正）等。在对复合词分析的过程中，应将结构、意义以及

功能特点充分结合进行考察，尤其是应该将其意义关系充分理

清，只有这样，才能将其结构关系充分弄清。但要想将三者间

的关系理清并非易事。如果可以从物性结构的角度，对复合词

给予充分理解，将学生的理解障碍充分排除，情况会有所改善，

还可能促使教学效率的提高。

1. 功用角色。汉语中名词一般情况会将人与物的功能等功

用角色凸显出来。

（1）功用与中心语。①动词语素与中心语结构，例如食物、

材料等；②动宾性语素与中心语结构，例如保温瓶、安心丸等；

③联合性语素与中心语结构，例如挤压机、伸缩器等；④动补

性语素与中心语结构，例如压缩机、漂白剂等。以上复合词的

词义能够表述为用于B的M，例如，保温瓶，用于保温的瓶子等。

（2）功用与功用。因为功用具有多样的特点，一些汉语名

词往往会将其所指的人与物的功能联系起来，使其更突显，例如：

保管、吃喝、将领等。“将领”的作用是用来“将”和“领”，“吃

喝”的作用使用来“吃”和“喝”，“保管”的作用使用来“保”

和“管”等。

（3）功用角色特指人和物。 汉语中部分名词指人与物的

功能，就是构造词的语义合成，也是传说中的借代修辞格，例如：

靠垫、护腕等，其中名词在将人与物的功能充分凸显的过程中，

都是以压缩的方式表现，也就是功用角色具有一定的隐含性，

例如：茶具、衣柜等，“衣柜”隐含了功用角色成分挂，词义

为“挂衣服的柜子”等。

2. 施成角色。汉语中名词将人与物的来源与方式等凸显出

来的施成角色十分常见。

（1）施成与中心语结构。例如烤鸡，煮菜等，“烤鸡”也

就是“烤制而成的鸡”；“煮菜”也就是“水煮而成的菜”，

其中“烤”与“煮”都为施成角色。

（2）施成与施成结构。因为部分事物的施成因素具有一定

复杂性，所以，一些汉语名词会将所指的人与物的施成角色结

合凸显出来，例如：烧烤、水煮等，“烧烤”就是火烧鱼、肉

等食物，其构成成分为“烧”和“烤”，前者表示为“火烧”。

后者表示为“烤”。

（3）施成角色所指的人与物。其与功能角色相似，其能够

直接借代为人或物，汉语中部分抽象的名词就是这样，只是具

体的施成角色存在差异，部分将过程来源从一个具体事件凸显

出来，例如剪纸等，还有的事物通过关键来源的方式凸显出来，

例如生煎等。一些明细在将人与物施成角色凸显的过程中，也

会采用压缩的方式，也就是施成角色具有隐含性，例如受伤、

中毒等，“受伤”、隐含了施成角色“做”，词义为“做事情

受伤”。

3. 形式角色。汉语中部分名词主要将人与物的外形、颜色

等特点凸显出来。 

（1）性状与中心语结构。长发、长靴细毛绿茶等。

（2）性状与性状结构。①大小、粗细、方圆等；②公平、

危险等。此种名词构成成分间的语义多数表现为相近意义或者

相关的联系，如②组，反义为①组。

4. 构成角色。汉语中部分名词将人与物的成分等特点充分

的凸显出来。

（1）材料与中心语结构。铜丝、布包等。

（2）成分与成分。成分与成分等于词语：例如父母等，此

类名词构造相对交单，所指的对象均为两个成分共同构成；成

分与成分小于词语，例如东西等，此类名词将所指的对象和构

成成分间存在明显的特征，词义主要是由语素义抽象引申得到

的；成分与成分大于词语，例如国家等，此类名词的构成十分

特别，所指的对象只是由其中一个成分担当，另一个成分语素

义不明显，也就是常说的偏义词。

总之，通过生成词库理论物性结构对汉语名词理据的深入

分析，使其由繁至简、由难至易，除了使学生可以充分对汉语

构词法的教学要点充分了解以外，还为现代汉语教学创造新的

视角，教学改革与教学效率的深化与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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