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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里的单纯词’

薄守生

（西华师范大学 中文系，四川 南充 &()""!）

!" #$ 本文具体分类研究了《洛阳伽蓝记》中各种类型的单纯词，简要概括了单纯词在汉

语词汇史上的地位。

%&’() 单纯词；叠词；联绵词；音译词

%*+,-.$*%( !/0123$+ %/45.$%&)($%,,(6!""#7"!$"""&$"(

单纯词首先是从意义标准确立的，也就是说一

个语言复合单位意义单一不可分割。《洛阳伽蓝记》

（以下简称《洛》）中存在一部分由同音或近音的单音

节构成的单纯词，它包括联绵词和叠词两大类。同

时，《洛》的成书时代正是佛教盛行的时代，有一些为

梵语译词；那个时期也是“五胡乱华”的时期，西北少

数民族的许多事物传入中原，这些事物的名称虽然

不一定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但有些确是为这种“新

生事物”造的单纯词。

《洛》中单纯词有&&个，其中叠词-个，双声联绵

词-个，叠韵联绵%!个，音译词!(个，其他类型的单纯

词%(个。

!& 联绵词

联绵词的两个音节，在语音方面有一定的关连，

或者在声母方面表现为双声或旁纽或准双声；或者

在韵母方面表现为叠韵；或者在声韵上都有表现，双

声兼叠韵，只是在介音上不同。联绵词就是两个音节

“联缀成义”，“以两个音节的组合起来表示一个单纯

的意义，而不是说两词素经常连用表示一个统一的

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意义必须是单一的，两个语

音组合如果拆开分训则大多数各各不能成义或者分

训的字义与联绵词义没有联系。

!&! 双声联绵词

%.%.% 名词

琉璃 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盃、琉璃碗、赤

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城西，/!")）

琵琶 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城北，

/!-,）

辘轳 然后辘轳绞索，一举便到，故胡人皆云四

天王。（城北，/(!,）

%.%.! 形容词

崎岖 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盤纡复

直。（城东，/%""）

喁 随波溯浪， 喁沉浮，白苧起舞，扬波发

讴。（城东，/%%-）

慷慨 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

得与阮籍同时生。（城东，/%!"）

!&’ 叠韵联绵词

%.!.% 名词

须臾0次（/#(、/%"#、/%0%、/!()）

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城内，

/#(）

晖遂造人中夹紵像一躯，相好端严，希世所有，

置皓前厅，须臾弥宝座。（城西，/!()）

蓿苜 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

园，蓿苜生焉。（城北，/!0)）

%.!.! 形容词

缠绵!次（/%0)、/(""） 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

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就疹，缠绵经月，得

婆罗门咒，然后平善。（城北，/(""）

峥嵘!次（/%""、/%),） 崎岖石路，似壅而 通 ；

峥嵘涧道，盤纡复直。（城东，/%""）

焕烂 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城南，/%(!）

蹇产 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嶢，朱荷

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

儉口 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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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王兔苑想之不及也。（城西，!"#$）

叠韵联绵词，有的是韵母部分相同，如“凤凰”"
次（!%&’、!"$$）、“玫瑰”（!"$$）、“鏗锵”（!"）等等几

个。

!" 叠词

指同一个音节重叠起来构成的双音词，传统小

学又称之为“重言词”，“如果重叠后不是原义的简单

重复，而是在原义的基础上增加某种附加意义，这样

重叠式是词，不是词组”〔"〕，它和现代汉语中的重叠

形式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有区别。

《洛》中的叠词共%(个，其中，形容词)个，名词&
个，副词"个，动词%个。

!"# 形容词，描写事物的形状态貌。

属于形容词的叠词主要是“形形”重叠，有&个，

也有“名名”重叠后变为形容词，有%个。

民物殷阜，胥临淄之神州；原田 ，等

咸阳之上土。（城北，!"’$）

“ ”形容肥美貌。

浩浩 * * 泱泱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

控流巨壑。（城南，!%&’）

“浩浩”“泱泱”形容水流很大貌。

赫赫 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腾辉，赫赫独

绝世表。（城东，!+’）

“赫赫”形容声势浩大貌。

翼翼 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

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翼翼”为“名名”构成的形容词，“翼”是“翅膀”

的意思，重叠后“翼翼”表示“翼翼然严正”整齐秩序

井然貌；还可以表示“思考过程秩序井然、谨慎”貌，

即如“小心翼翼”。

!"! 副词，这种叠词主要是为了音节和谐，并

且，重叠后表示“程度加深”。

急急 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

阳。（城东，!%%$）

渐渐 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渐渐却行，始见其

相。（城北，!,(%）

“急急速去”就是“急忙迅速地离去”，“速去”两

个音节，“急急”用两个音节去搭配，这样显得非常和

谐。“渐渐”现代汉语中用的也较多。

!"$ 动词，表示拟声，使声音具有形象性。

唧唧 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嶢，朱荷

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

梁王兔苑想之不及也。（城西，!"#’）

$" 音译词

有名词"%个，动%个，形%个。

这里说的音译词，在《洛》时代主要是佛经翻译

词。这里说的翻译词主要指音译词；至于半音译半意

译词和意译词，由于笔者掌握的语料有限，很难准确

判定，例如有学者把“方便”、“平等”、“圆满”、“烦

恼”、“转变”、“变相”、“相应”、“庄严”、“金刚”等等佛

经意译词和“心眼”、“妄想”、“真相”等等半音译半意

译词看作佛经译词〔,〕。一方面，作出这样的判断，在

笔者有一定的难度，例如上举数词，在笔者看来，笔

者宁可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未知”型的复音词，

也不会想到它们是佛经音译词；另一方面，涉及到意

译词，一般可以认为它们已经是汉语的词了，一般也

就可以纳入汉语的词的结构中进行分析，从这个角

度说，笔者对借词的判定是从严的。另外，需要说明

的是，意译词是参照当时的汉语的词的结构而产生

的，它们是汉语词的结构的“时代性标志的活化石”，

要尽可能地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更具有“汉语史”的

意义〔(〕。

$"# 名词!有""个。

佛教音译词有"%个：

浮图,(次、沙门%’次、比丘%+次、菩萨+次、罗汉,
次、涅磐,次、伽蓝,次、沙弥"次、夜叉"次、檀越

（!$#）、维 那（!,##）、阎 浮（!&）、伽 梨（!"’’）、祉 洹

（!"#$）、袈 裟（!,(%）、达 磨（!)#）、南 无（!&）、婆 楼

（!"’’）、释迦（!(,）、如来（!"’$）、兜率（!,），这"#个

名词中只有“菩萨”“罗汉”“袈裟”“南无”“如来”等几

个词在现代汉语中用的较多。

另外，蒲萄"次（!%’)、!%’)），是“葡萄”的异体，

这个词应该是翻译自当时的西域，即我国的西北地

区。

$"! 形容词只有%个，即“摩竭”：

复西行三日，至辛头大河，河西岸如来作摩竭大

鱼，从河而出。（城北，!,")）

用“摩竭”形容“鱼”的性质特征。

%" 其他类型的单纯词

共%,个，其中，名词’个，形容词,个，动词%个。

%"# 名词，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无月 无月 无月 无月

无月 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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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本土固有的事物，用复音词来表示，

这属于历史的遗留，后代除了翻译新词很少用复音

组合表示单一概念。有灵芝（$%&&）和阊阖（$#’#）。

!"#"% 我国少数民族使用的词汇，用复音组合表

示单一概念的情况要多一些，但它们也大多数是在

那个“五胡乱华”的时代进入中原大地的。到今天为

止，如果没有全面的考察，就笔者个人的能力而言，

是已经不能分辨哪些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哪些

是我们中原大地所固有的，这些情况的词有：

玛 瑙（$%()）、水 精（ 即 水 晶 ）%次（$%*’）、水 晶

（$%()）、“槟榔”%次（$##+、$%*’）、“箜篌”*次（$%&+、

$#))）。

水精 , , 槟榔 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

异，饶槟榔。（城西，$%*’）

水晶 , , 玛瑙 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盃、琉

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

而来。（城西，$%()）

!"# 形容词!有#个，是“滂润”。

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谷泄

之不盈。（城内，$’)）

“滂润”与“滂沱”同义，形容水大貌。

!"$ 动词#个，即“翱翔”。

白鹤⋯⋯皆远来臻此，藉水以翱翔。（城东，

$#(#）

“翱翔”是指“自由自在地飞翔”，是一个状态义

很强的动词。

从汉语词汇的发展来看，复音单纯词是复音词

中出现较早的，它们多是在语音造词法的影响下产

生的，仍然以语音方面的关联变化为主要方法。相对

通过语音造词产生的单音词来说，只是由音素的变

化扩展到了音节的变化，显得更加繁复。这种通过声

音来表达意义的方式，就可能产生一词多形的情况，

例如，“水精”、“水晶”，“蒲萄”、“葡萄”，“伽蓝”、“伽

梨”等等。联绵词一般都有双声叠韵的关系，重言词

也可以造成音节的重叠，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运用

声音的关系达到一种音节和谐美感的效果，这也是

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一个动因。

从考察《洛》复音单纯词可以看出，这种复音单

纯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美感，但是却不符

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或许正是这种“经济性”原

则造成了后世复音单纯词的能产性下降，除了沿用

一部分已经熟用的复音单纯词外，它越来越不适应

日益繁密的表达需要。由于其局限性，一种新的更能

产的造词方式必然要产生。于是，语法造词便迅速发

展起来，运用虚词和词序的手段（主要是词序，虚词

更多的是一种句法手段）逐渐成为汉语构词的主流。

语音造词是运用语言的声音（形式）表示意义（内容）

的方法，语法造词是运用意义（内容）和关系（意义之

间的相互选择）来表达新的整体意义（内容）和声音

（形式）及其附加意义（意义之间的相互配合）的方

式，是一种有强大能产性的造词方式，由语音造词到

语法造词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的跃进。

"#$%&’()
〔#〕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对于意译借词的处理，这是笔者的个人观点。

! "#$#%&’( )* +,-./# 0)&1$ ,2 34)5%26 7,#/%2 8)9#$

!" #$"%&’$()*

（!"#$%&% ’%()*+,%$+- .%&+ /0*,)1 2$#3%*&#+4 05 !"#$)，/)$6"0$7 8#6"9)$ :;<==>）

!:$9&%’9：0 1234 5264 2 7289:;<=28 >9<6? @A 2== B:C6> @A >:57=4 D@86> :C 914 E<@?2CF G:4=2C H@94>， 2C6 2 I8:4A ><5528?
@A 914 >:9<29:@C @A >:57=4 D@86> :C 914 J1:C4>4 =:94828? 1:>9@8?"

;#5 <)&1$：K4742946 L@86>；MC:946 L@86>；N82C>=2946 L@86> I? O@<C6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