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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现代日语中的字音词缀。所谓字音词缀就是像 “理想的” 中
的 “的”，“小型化” 中的 “化”，以及 “新チーム” 中的 “新”，“未発表” 中的 “未”
这样的语素成分。特别是本书涵盖了例如 “当委員会” 中的 “当”，“本法律案”
中的 “本”，“全財産” 中的 “全” 这些被称为 “连体词型字音前缀” 的词缀，并依

据语料库的大量实例对其语义用法和语法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描写。

　本书将日语中的字音词缀，特别是将前缀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如果我们随意翻开一本日语语言学概论书的话，经常会看到诸如 “主语”、

“时态” 和 “形容词” 等语法概念，而且都会对这些概念做出详细的阐释和说明。

相比之下，与 “词缀” 相关的内容寥寥无几，甚至有的书里根本找不到有关词缀

的说明。即使有关于词缀的说明，主要阐述的也是 “っぽい”，“がち” 等和语性
词缀，几乎没有提到字音词缀的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字音词缀目前还处于

语法研究边缘中的边缘领域。

　其次，关于字音词缀的研究，比起后缀，前缀的研究非常少。后缀的种类多，

而且很多都具有词性转换的功能。比如日语的词缀 “的”，可以与名词相结合，
并将整个复合词变成一个形容动词。因此后缀的研究较多。相比之下，字音前缀

几乎很少被研究，因为它的种类较少，而且除了 “不” “無” “非” “未” 之外，都
不具有词性转换功能。

　此外，对字音词缀的研究局限于主要的几个，而且仅是单独对其语义用法和造

词功能进行详细分析。针对个别的词缀进行详细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对词缀进行分组分类，并且针对分类后各类别之间的差异，相同类别内成员的比

较分析才是现代日语词缀今后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字音词缀的研究现状。字音词缀的研究不受

重视，对其研究很少。此外，对字音词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缀，对前缀的研究

就更少了。而且，对字音词缀的研究非常个别、局部，几乎没有系统、全面的研

究。因此，本书将日语中的字音词缀，特别是前缀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系

统、全面的研究。

　在此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本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是第一章



400

到第三章，第二部是第四章到第十六章，最后第三部由最终章构成

　第一部，就 “字音词缀” 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一章规定了字

音词缀的定义。判断其是否是一个字音词缀，将取决于与其结合的语言单位的性

质。能与和语、外来语，以及双音节以上的汉语词相结合的话，基本可以判断其

是一个字音词缀。在第二章中，笔者从国语辞典中抽取了235个字音前缀和580

个字音后缀，并对这815个字音词缀以品词论为基准进行了分类。前缀分为八种

类型：1. 名词型、2. 形容词型、3. 连体词型、4. 副词型、5. 动词型、6. 助动词型、

7. 助词型、8. 接续词型。后缀先分为四种类型：1. 名词型、2. 动词型、3. 助词型、

4. 后缀型。其中，名词型前缀进一步细分为 “A. 物质性”、“B. 行为性”、“C. 人物

性”、“D. 场所性”、“E. 组织性”、“F. 时间性” 六类。第三章介绍了字音词缀的造

词功能。根据之前的研究，本书认识到字音词缀具有以下四种造词功能：结合功

能、语义添加功能、词性转换功能和语法化功能。

　由于字音词缀种类丰富，使用例多，在一本书中将所有的字音词缀都进行详细

分析的话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第二部中将针对 “连体词型字音前缀” 这一分类为

主要对象进行考察分析。首先在第四章中阐述了连体词型字音前缀的整体特征，

以及选择这一分类的理由。接下来，在第五章至第十六章中，本书将对此34个

连体词型字音前缀逐一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描写。重点以其与什么样的词相结合，

具有怎样的语义用法，还具有怎样的比较有趣的语言现象等问题为中心进行描写

性研究。第五章是关于 “本法律案” 的 “本” 和 “当委員会” 的 “当”，第六章是
关于 “同病院” 的 “同”，第七章是关于 “某大学” 的 “某”，第八章是 “全国民”
的 “全” 和 “総人口” 的 “総”，第九章是关于 “両チーム” 的 “両”，第十章是关
于 “各地域” 的 “各” 和 “毎日曜日” 的 “毎”，第十一章是关于 “現政権” 的 “現”
和 “今世紀” 的 “今”，第十二章是关于 “前首相” 的 “前”，“旧ソ連” 的 “旧”，
“昨年度” 的 “昨” 和 “先場所” 的 “先”，第十三章是关于 “翌年度” 的 “翌”，“来
シーズン” 的 “来”，“明十五日” 的 “明” 和 “後半生” 的 “後”，第十四章是关于
“副社長” 的 “副”，“助監督” 的 “助”，“半導体” 的 “半”，“準決勝” 的 “準”，“准
教授” 的 “准” 和 “亜熱帯” 和 “亜”，第十五章是关于 “当該列車” 的 “当該”，
第十六章是 “一会社員” 的 “一”，“原材料” 的 “原”，“故ダイアナ妃” 的 “故”，
“諸外国” 的 “諸”，“正社員” 的 “正”，“続群書類従” 的 “続”，“他地域” 的 “他”
和 “汎スラブ” 的 “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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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的最终章中，本书就 “造词能力” 以及 “指示词用法” 这两个层面来总

结连体词型的字音前缀的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今后的研究发展课题。

　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的三大特色。第一，本书选取了七本国语辞典，逐一查看其

词例，从中抽取了235个字音前缀和580个字音后缀，并对这815个字音词缀以词

类学为基准进行了分类。通过大规模且精密的实证研究概括并展示了现代日语字

音词缀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第二，本书选取了34个连体词型的字音前缀，逐

一从语料库中抽取了大量实例，并对所有的实例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例句数量达

到了75000例以上。通过如此大规模且精密的实证研究确保了分析的依据以及结

论的正确性。第三，本书在对连体词型的字音前缀进行分析时，提及了与其紧密

相关的指示词的语法功能（直示和照应）以及名词句的指示特性（定性和特定

性），推进了其它相关语法领域的研究。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够帮助推进日语中字

音词缀研究的发展，并对其尚未受到重视的研究现状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