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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甲骨文复音词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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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学界尚无直接阐述甲骨文复音词成因的论著，只有探讨先秦复音词的成因的研究。相关的众

多结论在甲骨文复音词材料析因中得到印证的仅有四点：语义表达的精确化、二音节音步、词语联想和词

组结构的紧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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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学者们尚无直接阐述甲骨文复音词的形成原因的论著，我们所能见到的往往

是探讨先秦复音词的形成原因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对于我们探讨甲骨文复音词的形成原

因已建构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目前关于先秦复音词的形成原因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六种

意见，它们分别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1的语音简化说；以徐通锵先生2为代表的义类义象分离

说；以马真3、许威汉4、唐钰明5几位先生为代表的精确表义说；以吕云生6、杨琳7两位先生

为代表的审美观念说；以冯胜利先生8为代表的韵律构词说和以伍宗文先生9为代表的两点控

制说。立足以上观点，笔者对甲骨文复音词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上述说

法能够得到甲骨文材料支持的有审美观念说，精确表义说10（在精确表义说中，马真、许威

汉、唐钰明几位先生看法各有侧重点，本文认为唐钰明先生的看法较为符合甲骨文复音词的

形成原因。）和两点控制说。更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符合甲骨文已有材料的应该是语义表

达的精确化、二音节音步、词语联想和词组结构的紧缩化四个方面的原因。 

甲骨文双音节单纯词是否存在目前学界尚无明确依据确定。下文我们针对已有甲骨文的

复合词材料进行探讨。 

在精确表义说中，唐钰明先生认为：“汉语复音化并非始于春秋战国，而是始于商周，

这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而“在构成汉语复音词的过程中，结构造词早于语音造词；结构

造词中，偏正式又占了绝对优势”。因此“实际上揭开汉语复音化序幕的却是偏正式。……

这就表明汉语复音化原始动因并不是为了解决语音形式上的问题，而是为了追求语义的精密

化。”11 

在理论上，语义表达的精确化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各种事物之间

的千差万别，完全依靠单音词是不能表达的，复合词两个词素总比单音词一个词素表达更为

具体准确形象生动。这样的复合词既利于说明事物的数量、性质和类属，描写事物的形状、

颜色和大小，也利于对动作行为进行细致摹绘。这一提法也可以在甲骨文已有的复合词材料

得到印证。 

比如“大史、小史”。 

壬申卜， 贞，立三大史，六月。（《合集》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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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叀大史夹令，七月。（《合集》5634） 

已卯，卜贞：叀大史。（《小屯南地》2260） 

叀小史。（《合集》32835） 

囗卯卜贞：小史。（《南地》2260） 

《周礼·春官·大史》：“大史掌建邦之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

逆都鄙之治。”又《小史》：“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礼记·曲礼下》：“天子

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注：“此盖殷时

制也。”饶宗颐12说：“今考之甲骨刻辞，所见史吏甚繁，有王史……三大史、小史及东、西、

南、北四方史等名目。”上举卜辞“虽卜问的内容不详，但显然有小史一官职，故殷代先公

先王世系在卜辞中见到的非常完整，和史公据帝系所追记者大体吻合。由于殷时有正式负责

世系专门官吏之小史，所以记录非常审确，可证周官所言的小史是可信据的。” “大”、“小”

此处起修饰作用。 

又如“大采、小采”。 

之日大采雨，王不步。（《前》5·36·1） 

今日小采允大雨。（《佚》276） 

“大采”为朝，“小采”为夕。“小采”典籍作“少采”。《国语·鲁语下》：“大采朝日……

日中考政……少采夕月。”“大”、“小”此处起修饰作用。 

再如“上帝”。 

……卜，争贞，上帝[有其]降 ？（《续存》上 168） 

叀五鼓，上帝若，王受又（佑）。（《甲》1164） 

作为至上神的天地，商代人大多单称为“帝”。殷王活着时只称“王”而不称“帝”，“帝”

是人王的保护者，所以殷王占卜时经常祈求“帝”的保佑。比如：贞王叀 从巴方，帝

受我又。（《合集》6473）。“帝”之前加一个“上”字，意义与“帝”完全是一样的，“上”

字起修饰作用。“上帝”在卜辞中都为合文，周初天亡簋有“事喜上帝”，表明在甲骨文具有

明显的连续性。加修饰语“上”有助于区别天神与人王。《易·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

荐为之上帝，以配祖考。”《国语·晋语八》：“天子祀上帝。”《晏子春秋·谏上十二》：“上帝

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 

但是，单凭表义精确说这种说法来解释甲骨文复音化原因还是有问题的。 

如果只是追求语义精确的结果，那么，中心语前面的修饰项越多，中心语所指的外延便

越小，相应的概念也就越能达到精确化，绝大多数的甲骨文复音词的结构项就应该表现的是

“多+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甲骨文复合词结构项表现的是“1+1”。这说明了表

义精确说的解释力不足，相反，这种现象跟汉语的节奏即二音节音步有关。在审美观念说中，

吕云生和杨琳采用了“二音节音步”这个概念来阐述，他们认为，汉语的节奏即二音节音步

与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存在着因果关系。汉民族对成双作对的崇尚与追求导致了汉语词汇复音

化。汉语的特殊性在于“音步以两个音节构成的发音长度最为适宜。”13 

在二音节音步的心理基础制约之下，复音化一途不至于走向盲目追求表义精确。这一点

在甲骨文已有复合词材料也可以得到证明。 

甲骨文中有这样的复音词：有正、有宗、有祖、有 、有玉等。“有”字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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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求语义精确化，这样的字是没有必要进入复音词的组成成分的。是什么让这个没有实

际意义的音节进入构词中的呢？用语义来解释并不能讲通，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有”字能

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使人们在说话行文中产生节奏感，并进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郭绍虞

先生14在提到“要求音节的匀称”中，认为“汉语语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音节为基本单

位，音节与音节之间界限十分清楚，非常有利于表现节奏。”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15

首列“一字不成词则加助词例”。他认为“古人属文，遇一字不成词，则往往加助语以配之。

若虞、夏、殷、周，本朝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此加‘有’字以为语中助词也。”

之所以要加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音节，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比如： 

勿燎褅于有 。（《合》14686 反） 

乙巳卜， 贞：翌丁未酒禽岁于丁，尊有玉。（《合》4059 正） 

上一句可以解释为“不应该为助成褅祭而对贝神进行燎祭吗？”下一句可以解释为“在

乙巳这天占卜，由宾贞问：后两天即丁未日为了禽这个人助成岁祭而酒祭丁，并摆设美玉好

不好？”很明显，“有”字在这里使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它可以在意义明确化下，凑足

了音步，可谓两全其美。 

在审美观念说中，吕云生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观点，即词语的联想作用。与

二音节音步是汉语独有特性不同，词语的联想作用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一般性质。 

词语的联想作用在于把复音词中两个语素在人们心理上存在的某种联系表现出来。早在

二十世纪初，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16就提出了语言有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前

者指构成线性序列的语言成分之间的水平关系；后者指语言序列的某一位置上存在可供选

择、替换的一个潜在词群。索绪尔认为“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

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和瑞士的一些语言学家分别根据索绪

尔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语义场”理论。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提出的语义场就主要着眼于词

的聚合关系，认为在同一概念场上，覆盖着一个词汇场，处于同一词汇场中的词互相联系，

互相制约，每一个词的意义只能根据和它相邻近或相反的其他词的意义而确定。这样，同一

词汇场中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或相反相对的词，在语言社团的潜意识中必然极易引起联

想，进而由这一导向把连及的对象组合起来。对于词的联想，心理学家从十九世纪起就进行

研究。语义的共同点是产生词语联想的桥梁。在甲骨文有的复合词的二个语素具有共同的语

义成分，它们之间也就必然有联想关系。这点在已有甲骨文材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 

不隹下上肇王疾。（《乙》8069） 

王从，下上若。（《前》4·38·1） 

“下”与“上”本来表示方位，在甲骨文中结合在一起，使用频率很高。《乙》7913 “隹

帝肇王疾”，又 1710“帝若”，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下上”表示“天地神祇”，地位与“帝”

相近，都是王的保护者。到了武乙以后，“下上”一词开始演变为“上下”。从《甲》562、
2416、2700、《卜通》592、《上》10·16、《铁》244·2 诸片均可见到。后来这种变化延续

到金文，虽不再表示神灵了，但组合次序却一直固定下来了。但无论怎么样变化，它一直是

在同类联想中的“对比联想”中形成的。 

而在两点控制说中，伍宗文先生虽然没有用到“二音节音步”和“词语的联想作用”这

两个概念，但他也认为这两方面是复音词形成的重要原因，他说“联想是音步中的两个‘点’

融合为词的又一途径。”17这表明了，伍先生和吕先生的不谋而合之处。 

但是，除了这两点之外，伍宗文先生提到了复音化趋势还需要考虑语法原因。如果“两

个‘点’意义没有直接联系时，能把它们‘焊接’起来的是语法。”18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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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结构的紧缩化。词组结构的紧缩化促成语素联系由松散趋于紧密，同时删除了表示修饰

关系和限制关系的字词，促成语素的具象意义日益模糊，语素表达日益自由灵活，语素表达

意义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扩大。结构紧缩化是前提，语义的抽象化则是词组演变为复合词的关

键因素，二者互为因果，促成复合词的定型化，比如： 

王其宁小臣 ，叀乍册商囗囗，王弗每。（《前》4·27·3）。 

陈梦家
19
认为：“除此之外，《京津》703 武丁甲背有‘乍册’二字。”《书·洛诰》：“王

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又《顾命》：“丁卯，命作册度。”王国维
20
说：“孙氏诒让《周礼正义》……

始以作册为内史之异名，其说得之。”“古金文亦多云作册，《瞏卣》‘王姜明作册瞏安’，《夷

伯吴尊蓋》‘宰朏右作册吴入门’，皆以‘作册’二字冠于人名上，与《书》同例，是‘作册’

为官名之证也。” 

可知，“作册”的原意是制作典册，由制作典册名物化而为作册之人，从而凝结成为一

个动宾式复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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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no treatise explaining the cause of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word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directly yet there are some studies discussing the cause of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word of Pre - Qin . Only four points in numerous relevant conclusions can be proved when we discuss the 

cause of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word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at is: accuracy of the meaning 

expressing, two syllable sound steps, words association and Defl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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