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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缩略是一种语 言形式的变化
,

它从原词语 中选用部分形 式组成一个新形式表示与

原词语相同的意思
。

在缩略过程中
,

选取的形式有的有单独表意能力
,

有 的没有
,

这表明
,

缩略过程

中选择的是形式片段而不语义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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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把一个冗长累赘的词语改造成一个简捷的

词汇成分
,

有着特殊的表达效果
,

作为一种语用现

象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备受关注
。

但是
,

学界对缩略的

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

本文考察汉语缩略词的形式选

取来分析缩略的性质
。

一
、

对缩略的认识

1
.

自然缩略和故意缩略
。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
,

根据缩略过程中人们主观作用的不同
,

可以把缩略

分为 自然缩略和故意缩略
。

自然缩略是一种原发性

的缩略
,

它指语流中无意间发生的语言形式缩减
。

导

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语速加快或表达重心的偏

移而发生的弱化和脱落
。

当这种弱化和脱落成为通

例
,

缩略对词语形式的改造也就完成了
。

由于这种原

发的变化立足于语言的形式
,

所 以
,

从内部语义结构

关系上看
,

由此造成的形式大多是不可分析的
,

这是

缩略的本质特征 (参俞理明 1999
、

2 0叨 )
。

在反复的使用中
,

人们认识到了这种简便的表

达手段
,

进而有意识地用它来对一些过长的词语进

行处理
,

以使表达更为简洁
,

故意缩略产生了
。

故意

缩 略受到语言系统 中其他一些简略表达方式 的影

响
,

比如
,

零标记指称
、

总述式词组
,

等等
,

也因语言

的自组织性 (参徐通锵200 1) 而受到汉语词汇常规结

构和词汇系统的影响
。

一些缩略词的代表形式和原

形式之间存在着结构和意义的对应
,

呈现可分析的

特点
。

2
.

缩略中代表成分的表意能力
。

一些缩略词与

原形式有对应关系
,

有人因此认为缩略是从原词语

中选取有代表作用的语素重新构词
,

如把
“

四川航空

公司
”

称为
“

川航
” , “

j jl
”

和
“

航
”

分别代表
“

四川
”

和
“

航空公司
” 。

但是
,

仔细观察缩略选用的代表成分
,

它们原有的词性和意义与缩略后所具有的词性和意

义很不相同
,

代表
“

航空公司
”

的
“

航
”

本来是一个动

词性语素
,

缩略后分析的结果却是名词性的
,

词性和

意义都变了
。

缩略代表形式的表意性往往很不可靠
,

如
“

东

航
”

指
“

东方航空公司
” , “

西航
”

指
“

西南航空公司
” ,

处于同样组合关系中的
“

东
” 、 “

西
” ,

一个表示
“

东

方
” ,

另一个表示
“

西南
”

而不是
“

西方
” 。

而同样采用
“

东
”

作为代表形式的
“

东大
”

(东北大学 )
,

其中的
“

东
”

指的是
“

东北
” ,

与
“

东航
”

中的
“

东
”

又不一样
。

采

用方位词作为缩略的代表形式
,

并不准确地表达方

位意义
,

其他的缩略代表形式的表意情况也是如此
。

在选用缩略的代表形式时
,

这个形式所含的意义不

起决定作用
。

3
.

代表字
。

一些研究者用
“

代表字
”

来指称缩略

中所选取的代表形式
。

但是
,

在汉语 中
, “

字
”

有多种

理解
,

可以是汉语的记录单位
,

也可以是音形义结合

的基本单位
。

如果
“

代表字
”

指的是音形义结合的基

本单位
,

也就相当于语素
,

重新取名没有必要 ;如果
“

代表字
”

指汉语的记录单位
,

那么
,

还须再作分析
。

作为汉语记录单位
, “

字
”

和语言形式相联系
,

记录的

是音节 ;如果仅仅作为书写形式
,

那就是文字
。

而文

字仅仅是语言的书面记录形式
,

用字的变化情况并

不等于语言的变化
。

缩略是语言表达上的变化
,

不是

书写的问题
,

不能理解为记录形式
,

所以
, “

代表字
”

的合理解释是指汉语的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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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缩略是形式变化
。

回过头来
,

再看缩略的原

形式和缩略词之间的关系
,

我们可以看到
,

一个词语

发生了缩略以后
,

意义是不变的
,

变化的只是形式
。

我们把话说短了
,

意思并不短少
,

比如
,

把
“

创建国家

级环保模范城市
”

缩略成
“

创模
” ,

语言形式缩短了
,

而语义没有减少
。

因此
,

我们确定
: 缩略是一种形式

缩短的变化
,

它从原形式中抽取部分来代表全体
,

缩

略形式来 自于原形式
。

5
.

缩略形式选取的基本单位
。

有一些故意缩略

的代表形式选择中考虑到了意义
,

但是
,

上述分析已

经说明
,

缩略中代表形式的选用不是基于所选对象

的意义
,

而是立足于形式
。

音节作为一个语言单位
,

可以独立表意
,

也可以没有独立表意能力
,

因为它是

一个有表意可能的形式单位
,

不是一个意义单位
。

但

是
,

音节并不是词语形式的最小构成部分
,

在语言分

析中
,

真正最小的语言单位是音素
。

因此
,

不能拘泥

于书写的记录形式
,

应该从最小的语言单位着手观

察
,

了解缩略过程中代表形式选取的情况
。

从语言结

构分析来看
,

从音素开始
,

逐层组合为语素
、

词
、

词

组
,

等等
,

但是
,

对于汉语来说
,

音节需要给予特殊的

考虑
。

汉语的表达以音节为单位
,

多数情况下
,

音节

有表意作用
,

相当于语素
,

但是
,

也有一部分音节仅

仅起记音作用
,

独立成形而不能单独表意
,

介于音素

和语素之间
,

因此
,

本文把音节也作为一级单位加以

考察
,

根据一次选用的最大形式
,

从小到大
,

对缩略

进行分类
。

二
、

缩略的选取单位

1
.

选取音素
。

从两个音节中选取部分音素构成

一个新音节
,

古人认为这是
“

语急
”

造成的
,

也就是语

流中弱化和脱落导致音节合并
。

语言形式变化后
,

另

造或借用的记录形式
,

叫
“

切音字
” 。

发生这种变化

的
,

可以是词
、

词组等语言组合
,

如
:

三个

—
仁 四十

— 洲

自家

—
咱 不用

—
甭 舅母

— 铃

音素缩略可以出现在跨层次的组合中
,

如古代汉

语中的
“

之于
” 、 “

之乎
”

作
“

诸
” 。

不少方言中都有这类

变化造成的形式
,

如吴方言中的
“

晏
” “

劲
” “

曾勿
” “

绍
”

等
。

多数音素缩略与古代的切音过程一致
,

但也有

不然的
,

如
: “

两个
”

作
“

俩
” , “

三个
”

作
“

仁
” ,

只取了前

一音节的前半部分
,

前一音节的辅音尾和后一音节

全部被略去了
。

音素缩略也有发生在三音节词语中
,

如表疑问

的
“

作么生
”

(作没生
、

作勿生 )缩略为
“

争
”

(参 向熹

1 993 )
,

取了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字的韵母声调
。

或

发生在三音节词语的两个音节中的
,

如把
“

多早晚
”

说成
“

多咱
” 。

这种缩略产生的成分
,

不能脱离整体单

独使用
。

2
.

选取非语素音节
。

这是指多音节单纯词的缩

略
,

佛教译经中不少音译词都有这样的变化
,

比如顾

满林 ( 2 0( 洲〕 )在东汉佛经中搜集到的部分例子
:

梵摩—
梵 阿 罗汉

—
罗汉

释逛文尼— 释迩文 佛陀— 佛

多音节的音译词中
,

采用其中一个或两三个音

节构成它的节译形式
,

音译词的用字是记音的
,

显然

无从考虑表意作用
。

现代汉语中不少来 自西方语言的计量单位
,

也

发生了音节缩略
,

如一些与电有关的单位
:

安培

—
安 ( 电流强度单位 )

伏特

—
伏 ( 电压单位 )

音节缩略和音素缩略
,

选取没有独立表意能力

的成分
,

最能体现缩略的非理性特征
。

3
.

选取非直接构成成分中的语素
。

这是把原词

语中在线性切分上不连续的
、

按正常结构方式不发

生组合关系的语素
,

缀合在一起
,

造成一个新形式来

代表这个词语
。

比如
:

鹑衣百结

—
鹑结 总参谋部—

总参

高等院校—
高校 打击非法 出版物

—
打非

4
.

选取直接构成词
。

直接构成词在句中的地位

不同
,

对缩略的影响不同
。

4
.

1 定中词组选取中心词
。

中心词涵括了同类

事物中的每一种
,

在经济原则的支持下
,

同类事物中

最具普遍性的一个次类
,

可以 以零标记的形式出现
,

即用词语的中心语代表全形式
。

这种缩略
,

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
,

也是以共名特指某一专门事物
。

不同在

于
,

一般共名特指带泛指性
,

比如说
“

门外的树下
” ,

这棵
“

树
”

当然是有定的
,

但是到底是什么树
,

除非上

下文另行交待
,

否则我们是不清楚的
。

而通常
“

团
”

在

单独使用或出现在 自由组合中
,

只与
“

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
”

发生关联
。

除非谈论其他特定含义的
“

团
” ,

在比较宽泛的语境中
,

人们直接把它与
“

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
”

相对应
,

所以是缩略
。

选用中心语的缩略
,

是不典型的缩略
。

但是
,

如

果偏正词组中的限定词表示疑问
、

否定或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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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

情况正相反
。

比如把
“

何所
”

说成
“

所
” 、 “

不

敢
”

说成
“

敢
” 、 “

尔许
”

说成
“

许
”

等等
,

因为受疑问
、

否

定或指示词限定的词语
,

主要表示的是疑问
、

否定或

指示的意义
,

在这种情况下
,

采用中心词作代表形

式
,

表意严重残缺
,

具有非理性的特征
。

.4 2 定中词组选取限定词
。

根据限定词的来源

不同
,

可以再作分析
:

.4 2
.

1 选取专名的自有标识部分
。

这种 自有标

识部分为某个事物而特创
,

附在类名前称呼这一事

物
,

用它作缩略的代表形式个性鲜明
:

复旦大学— 复旦 南开大学—
南开

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

清华大学— 清华

具有独创性的专名
,

本来就只用于某个事物
,

在

略去全称 中的类名部分之后
,

仍然表示这个事物
,

即

专名 A作为事物 A的代表形式
。

.4 .2 2 选取借用专名
。

许多事物
,

利用其他事物

的专名
,

比如地名
、

人名等等
,

加上类名构成全称
,

如
:
黄河机器厂

、

陈麻婆豆腐
、

王守义十三香
,

等等
。

这类名称的中心语也可略去
。

如酒名中的
“

茅台
” 、

“

绍兴
” 、 “

杏花村
”

等等
。

在地名中
,

北京的
“

王府井大

街
”

被称作
“

王府井
” ,

成都的
“

水碾河路
”

被称作
“

水

碾河
” ,

井和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
,

它们只作为地

名 (路名 )而被使用
,

也就是说
,

专名 A转用作事物 B

的代表形式
。

.4 .2 3 选取充当限定语的一般词
。

一些事物采

用具有美好色彩的一般词作标识
,

再加上类名成名
,

对这样的词语
,

可以直接用这个限定词作为整个词

语 的代表形式
,

比如
:

红旗商场—
红旗 长安汽车—

长安

国营长虹机器厂—
长虹

这些表示其他意义的词语
,

在语境的制约下
,

失

去了它们的常用意义
,

成了某一个专名的代表形式
。

即通名 A转用作事物 B的代表形式
。

.4 .2 4 选取表示事物内容或特点的限定用词
。

限定语表示事物内容或者特点
,

中心成分也常常可

以略去
。

我们在出售包子的店里说
: 要一个鲜肉

、

两

个豆沙
,

指鲜肉包子或豆沙包子
,

而在卖月饼的柜台

前说多少个玫瑰
、

洗沙
、

连蓉
、

火腿
、

叉烧
、

蛋黄
,

等

等
,

分别指若干种含有不同馅的月饼
。

一种容易携带

的电脑被称为
“

笔记本电脑
” ,

现在流行称
“

笔记本
” 。

这是用表示内容特征的他类事物名称 A用作事物 B

的代表形式
,

尽管A和 B可能有实际的联系
,

但在类

属上却是完全不同的
。

.4 .2 5 选取非名词性限定语
。

这类限定语缩略

后成 了名词
,

如成都有一条很短的小街
,

但是拐了三

个弯
,

街名就叫
“

三倒拐街
”

(倒拐
,

成都方言
,

即拐

弯 )
,

平时就称
“

三倒拐
” ;有一段时期农村流行手扶

拖拉机和小型四轮拖拉机
,

前者缩略为
“

手扶
” ,

后者

为
“

小四轮
” 。

.4 3 状 中词组选用状语
。

状 中词组 比较松散
,

因此这类例子不多见
:

倚马可待— 倚马 东床坦腹— 东床

.4 4 主谓或动宾词组选用动词
。

狗尾续貂—
续貂 东施效举—

效草

暴珍天物— 暴珍 姜守陈规—
墨守

偶有选用主语或者宾语的
:

成竹在胸—
成竹 干什 么

—
干嘛

—
嘛

.4 5 联合词组截取片段
。

两个结构相同的成分

联合构成的词组
,

可以采用其中一个部分代表全体
,

其中有名词性的
:

桑弧蓬矢— 桑弧 赤县神州—
赤县 /神州

杯 弓蛇影

—
杯 弓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

也有谓词性的
,

多数谓词性的这类词组
,

具有连

动关系
:

越姐代厄— 越姐 / 代厄 开 门挥盗— 揖盗

画龙点睛—
点睛 抱头鼠窜—

鼠窜

双音节复合词语中选用直接成分的缩略
,

分析

大体与词组中的直接成分选用情况相同
,

经常表现

为一个语素音节的脱落
,

用另一个不能独立表示这

个意义的语素来代表这个词
。

公主—
主 若此

—
若

奈何

—
奈 先生—

先 / 生

这类成分 口语性更强些
,

比如
“

难道
”

说成
“

难
” 、

“

告诉
”

说成
“

告
” :

你们这个好太爷
,

本道正要保荐提升
,

难说还有

什么不好的消息呢 ? (清李绿园《歧路灯》九十四回 )

别的同志告他说赶不上了
,

就是要走也得吃过

饭
。

〔赵树理 《李家庄的变迁 》 )

总之
,

这类缩略
,

用具有独立性的组成部分代表

全体
,

在表意和结构上都是不完全的
。

但是
,

它没有

造成新的词语形式
,

而是造成了多义关系
,

容易与引

申关系相混淆
。

5
.

共项缩略
。

一些并列词组中并列各词带有相

同成分
,

缩略中
,

以相 同成分表项
,

加上各项中不同

部分的代表形式
,

构成一个简约的新形式
,

我们把这

类现象称为共项缩略
。

共项缩略有以下特点
:

5
.

1 词组内各项关系紧密
,

在分类或序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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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处在同一个小类的连续序列中
,

如 :

寒 月
、

冬月
、

腊月

—
寒冬腊月

.5 2 词组中个别项可以不带共有成分
:

名牌产品
、

优质产品
、

特产
、

新产品

—
名特优

新产品

革命老 区
、

少数民族地区
、

边疆地区
、

穷困地 区

— 老少边穷地 区

.5 3 表项成分要求各项中相同的部分
,

可以破

词取最大共项
:

上水道下水道

—
上 下水道

“

上水道下水道
”

的结构应是
“

上水 /道 + 下水 /

道
” ,

但取项过程中
,

形式上的考虑压倒 了意义和结

构
。

可以通过双重取项
,

以获得最短表项成分
,

例如
“

伯叔父母
”

的取项 :

伯父十伯母 + 叔父 + 叔母

—
伯父母 + 叔父母一

一伯叔父母

5 .4 并列项中非共有部分
,

如果是复音形式
,

偶或全取
,

如把
“

贫农下中农
”

说成
“

贫下中农
” ,

但多

数情况只取一个音节
:

指挥员战斗员

—
指战员

农业畜牧业渔业

—
农枚渔业

这种选取
,

结构残缺且代表形式不能明确表意
,

但是
,

正符合缩略的非理特征
。

5
.

5 发生共项缩略词组
,

其中词不能作词组看

待
,

比如
“

新旧唐书
”

中的
“

新唐书
”

和
“
旧唐书

”

并非
“

新的唐书
”

和
“

旧的唐书
” , “

新
” 、 “

旧
”

都是书名整体

的一部分
,

不是 自由限定成分
。

因此
,

从语义上看
,

共

项缩略把一些整体概念作了强行的拆分
。

.5 6 共项缩略过程中分总关系的转化
,

造成了

生硬的内部组合
,

如 :

篮球 排球
: A X G + B X G

—
篮排球

:

( A + B ) X G

表面看来
,

变化后语义和结构与原形式有兼顾

和照应
。

但是
, “

篮排球
”

中限定成分
“

篮排
”

是一个不

自由的成分
,

既不能单说
,

也不能产
。

.5 7 书面的共项缩略
。

有些共项缩略是书面省

写凝缩而成
,

如古代官名
“

少卿少监
”

写作
“

少卿监
” ,

因为同类名称中有相同的字
,

在书写中就省略了
。

在

使用标点符号以后
,

通常我们会在并列成分间加一

个顿号作为提示
。

但是
, “

少卿
、

少监
”

中的停顿与
“

少
、

卿监
”

中的停顿不同
,

前者反映了正常的句法结

构
,

后者的停顿却是干扰句子结构的
,

因为它使词组

内部的停顿大于词组外部的停顿
,

成为语流中的障

碍
。

因此
,

这类形式要么在语用的作用下压紧
,

消除

其中的停顿
,

融为一体
,

成为一个能说的语言单位
,

如
“

篮排球
” ;要么就只写不说

,

不是一个语用的单

位
。

.5 8 共项缩略和并列语素构词的区别
。

并列语

素作限定成分构成的偏正词组
,

与共项缩略无关
。

郭

良夫 ( 19 82) 指出
, “

长短句
、

姊妹篇
”

与
“

左右江
、

加减

法
”

之间存在着复合词与简称的区别
,

共项缩略表示

两类或几类并列的事物
,

而并列语素作限定的复合

词在语义和结构上是 ( A + B )+ C表示一类事物
:

残疾人 : 不是残人和疾人
,

而是指肢体残缺或痛

疾
,

生理不健全的人
。

晴雨表
:
不是晴表和雨表

,

而是测知天气晴雨变

化的表
。

并列语素作限定的词
,

偏正之间有时可以插人

一个联结性的成分
,

比如
“

残疾人
”

可以说是
“

残疾的

人
” ,

限定成分并不分别与中心成分发生关系
。

有些

词语似乎在两可之间
:

城 乡居 民—
城市和 乡村的居 民 /城 市居民和

乡村居民

中外人物—
中国和外国的人物 / 中国人物和

外国人物

我们认为这类词语不是缩略
,

而是总述和分述

的关系
。

理由是
:
其一

:

分述与总述是表达方式的不

同
,

都是利用已有的语言成分
,

按不同组合层次构成

的同义语言单位
,

二者没有源流关系 ; 而缩略和它的

原形式间有源流关系
。

其二
:
分述词组的直接组成部

分一般是词组
,

内部关系较为松散
; 而缩略原形式中

直接组成部分是词
,

内部关系紧密
。

其三
:

总述采用

已有词汇成分组合
,

如
“

大江南北
” 、 “

长城内外
” 、 “

左

右逢源
” 、 “

中外来宾
” 、 “

中外交流
”

等
,

其中的构成成

分都是自由的 ; 而共项缩略词中切分出的一些成分

是不自由的
,

如
“

贫下中农
”

中的
“

贫下中
” 。

其四
:

缩

略以原词中的词为单位
,

有破词现象
,

如
“

指挥员战

斗员
”

作
“

指战员
” ; 而总述词组与分述词组变换 中

,

以词为单位
,

没有破词的现象
。

其五
: 总述词组中

,

可

以插人其他成分
,

共项缩略词不能插人
。

如分述词组
“

打孩子骂孩子
” ,

总述为
“

打骂孩子
”

可作
“

打骂过孩

子
” ;而

“

上班下班
”

原形 可以插人为
“

上 了班下 了

班
” ,

缩略为
“

上下班
”

不能作
“

上下了班
”

或
“

离退 了

休
”

之类
。

三
、

缩略对词汇的影响

1
.

缩略是一种非理的词汇再造手段
。

在以上的

分析中
,

我们把发生缩略的词语看作是一个语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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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词或词组 )
,

从中一次或多次截取部分
,

形成一个

新的独立部分
,

表示整个片段的意义
。

在这种语言形

式改造中
,

一次选取的量或选取的次数具有任意性
,

其中最小的截取单位是音素
,

最大截取单位是直接

构成词语
,

所取形式的原有意义或结构关系对这种

选择没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

2
.

缩略造成了词或语素的特殊的多义关系
。

多

数情况下
,

缩略造成了一个新的词汇成分
,

即用一个

新形式来表示本由完整形式表示的意义 ;但是
,

在选

用直接构成成分的时候
,

并没有造成新的词汇成分
,

而是给被选用的构成成分增加了一个新义
。

在原发的状态下
,

许多缩略词语 内部是不可分

析的
,

但是
,

由于摹仿借鉴的缘故
,

产生 了大量同类

型的缩略词
,

复音的缩略形式内有了可分析性
,

其中

包含了一批重现率高
、

意义有关联的代表形式
,

形成

了缩略语素
,

比如来 自于
“

大学
”

的缩略语素
“

大
”

除

了用于大学名称作气大
”

以外
,

还参预构成
“

电大
” 、

“

夜大
” 、 “

大专
” 、 “

大本
” 、 “

大一
” 、 “

大二
”

等词
。

和选

用直接构成成分的缩略一样
,

缩略语素的理据在于

它的原形式
,

它与采用形式之间的意义
,

只有间接关

系
,

没有直接关系
,

比如来 自于
“

先生
”

的缩略形式
“

生
”

(比如
“

儒生
”

的原形式是
“

儒先生
” , “

老生常谈
”

本是
“

老先生常谈
”

)
,

它所采用的形式本来也是一个

成词成分
,

是动词
,

但这里 的
“

生
”

对应它的原形式
“

先生
” ,

和动词义的
“

生
”

没有直接关系
。

因此
,

不能

用引申来解释它
。

3
.

缩略影响了词汇的记录形式 (汉字和字义 )
。

合音缩略造成了一些新词
,

它们有的通过另造新字

来表达
,

如
“

册 (三十 )
” 、 “

甭 (不用 )
” 、 “

婶 (叔母 )
”

等
,

有的通过假借给某些字增加了一个意义
,

如
“

那 (
`

奈

何
’

的合音
,

本指安适
、

美好 )
” 、 “
盗 (

`

何不
’

的合音
,

本指覆盖 )
” 、 “

俩 (
`

两个
’

的合音
,

本为
`

伎俩
’

的
`

俩
’

)
”

等等
。

4
.

缩略造成了特殊的固定组合
。

一些缩略词本

身
,

以及有些共项缩略词内部
,

出现了异常的语素组

合
,

如
“

语孟
” 、 “

挂漏
” 、 “

牛女
”

(分别
“

论语和孟子
” 、

“

挂一漏万
” 、 “

牛郎织女
”

)和
“

贫下中农
” 、 “

指战员
”

中的
“

贫下中
” 、 “

指战
”

等等
,

这些复合的成分只能固

定使用
,

既不能自由析分
,

也不自由再组
,

具有
“

一用

语素
”

的特性
。

可见
,

缩略作为词汇的再造手段
,

对词汇系统的

影响
,

不仅在于增加了个别的成分
,

而是增加了变化

的规则和结构类型
,

还使同形关系复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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