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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心理動詞歴時演變研究》 

 ----以表“喜悅、喜愛、奇怪”義的三組常用詞為例 

           論文要旨 

本文主要以心理動詞中表“喜悅”、“喜愛”、“奇怪”義的三組常用詞語為研究對

象，考察其在上古、中古、近代三個不同曆史階段的語法功能的差異，以及與其它成分的

組合關系變化，並探討其與表心理動詞意義相關聯的詞義的演變。本文主要分為六個部分，

下面分別進行介紹。 

    第一部分為緒論，主要闡述了選題的原因、先行研究、研究對象、研究材料、研究方

法、研究意義。在該部分本文對心理動詞中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通過先行研究，本

文發現目前在心理動詞研究現狀中，關於其組合關系的研究成果比較少，因此選定該角度

作為本文分析問題的切入點。 

    第二部分對心理動詞的特點進行分析，主要闡述本文對心理動詞及特點的認識。心理

動詞是動詞詞類的中的非典型一類，是弱動作動詞，並探討了心理動詞與其他詞類，如：

名詞、助動詞、形容詞的界限不清的問題。 

    第三部分是對常用單音節心理動詞的語法功能和組合關系進行描寫。本章分為兩節：

第一節是對上古的常用單音節心理動詞進行語義分析，考察了這些詞語的本義，並對其進

行同義詞對比，考察同義詞語語義的細微差異。通過對辭書、先行研究及詞語使用頻率的

統計的考察，確定常用詞的研究對象。第二節是對常用單音節詞語的語法功能和組合關系

的分析。在表“喜悅”義的心理動詞中，本文選擇“喜、樂”為研究對象；在表“喜愛”

義的心理動詞中選擇“愛、好”為研究對象；在表“奇怪”義的詞語中，選擇“怪、奇”

為研究對象。我們在上古、中古、近代三個不同的漢語發展歴史階段，選擇了十餘部典籍

作為主要研究語料，分別對這三組詞語在這些文獻典籍中的所有用例進行窮盡性的統計和

分析，考察這些詞語在文獻中的語法功能，並對其與賓語、狀語、補語等成分的組合關系

進行詳細描寫。一方面對比同義的不同心理動詞在同一時期典籍中的用法差異；另一方面

也通過對比心理動詞在不同歴史時期文獻典籍中的用法、組合關系，來考察這些詞語的歷

時組合變化，從組合的角度來探討心理動詞常用詞詞語繼承和更替的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是討論複音節心理動詞的構詞方式和詞匯化的歴程。本章節首先對心理

動詞複音化的動因進行了探討。本文發現心理動詞複音化的衍生途徑主要四種：（1）連

文形式複音化。 因為由連文形式複音化的心理動詞在所有複音心理動詞中占絕大多數，



本文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了詳細討論。本文對文獻及辭書中出現的複音節心理動詞進行統

計，對這些連文複音詞的語序規律進行考察，將連文形式分為同義連文和反義連文，具

體分析了十幾組常見的同義連文的複音詞。（ 2）句法結構複音化。本文討論的 由句法

結構複音化的心理動詞主要有：①與助動詞“可”組合構詞的“可喜、可愛、可樂、可

怪”的詞匯化過程；②與“見”組合構詞的“見喜、見愛、見怪”的詞匯化過程；③與

副詞“相”組合構詞的“相愛”的語義及詞匯化過程。（ 3）短語複音化；本文發現來

源於短語結構的複音詞心理動詞並不多，主要有三組：①表喜悅義的“狂喜、暗喜 竊

喜、大喜”② 表“喜好” 義的“雅愛、俯愛、謬愛、過愛、見愛、厚愛、錯愛、台

愛、垂愛”，這組詞語都具備表謙敬的語用功能。③表“奇怪”義的“作怪”，該詞是

由動賓結構詞匯化而來的。（4）附加式。該部分主要討論了與詞綴“見、道、來、底”

等組合構成的“喜見、愛見、怪道、怪底、怪來”等詞的語義，並討論了詞尾“見、

道”的語法化過程。 

    第五部分主要研究心理動詞向其他詞義的演化。我們將心理動詞向其他詞義的演化分

為三類：第一類是從心理動詞向其他動詞動詞詞義的引申。包括：①從“喜好”義向到“容

易、經常”的表事物傾向性意義的引申；②從“喜悅”義向“喜好”意義的引申。第二類

是從心理動詞向虛詞意義的引申，即心理動詞的語法化問題。包括：①表“奇怪”義心理

動詞向“醒悟”義副詞的演變；②單音節心理動詞“怪”向程度副詞的演變。第三類是與

“喜悅”義相關的跨層結構向“幸虧”義副詞的演變。該類主要考察了由跨層結構詞匯化

而來的“喜得、且喜、幸喜”等詞語的語義、句法結構，分析了其詞匯化過程，並與其他

表“幸虧”的副詞進行了比較研究。 

    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部分。該部分首先總結歸納一下心理動詞在演變過程中的規律，

即“同步引申規律”在心理動詞詞義的演化中有著明顯體現。比如;表“喜愛”的同義詞

“愛、喜、好”等都引申出“容易、常常”的意義，表示事物或人物傾向性的用法；表“喜

悅”義的同義詞“喜、悅”，都引申出“喜愛”的動詞用法。其次，本文總結了詞語的組

合與詞匯化和詞義演變、語法化的關系。（1）在詞語組合關系與詞匯化的關系方面：①

我們發現謂語動詞的非常規組合促成了同義連文結構的詞匯化。同義連文形成了特殊的語

義關系，即語義冗餘，這樣促使人們不得不在邏輯上將兩個同義並列的動詞看作一個整體

的詞語來理解，促成了其詞匯化。②通過對來源於動賓結構組合的詞語的分析，我們發現

動賓結構詞匯化的能力與賓語成分的生命度有關系：其成詞能力與跟賓語的生命度成反比，

動詞組合賓語的生命度越高的動賓結構越不容易詞匯化。（2）詞語組合與詞義演變的關

系：我們發現詞語意義的演變會受到了組合成分的影響。如：表“喜愛”義的“喜、好、

愛”等詞語引申出表“傾向”的意義受到了組合主語由人到非人生命體，在到非生物體的



變化的影響。表“喜悅”、“奇怪”義的心理動詞向副詞詞義演化（即語法化）的過程中，

也受到其後組合成分的制約。當其組合賓語是謂詞性成分時，這些詞語或結構才具備重新

分析的可能，才能夠演化為副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