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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缀的基本知识

第一部分

学习英语的人，在前进的路上时时要跟“生词”打交道。能

否扫清“拦路虎”，迅速地扩大词汇量，是学习成败的关键。

那么，要降伏这些“拦路虎”，有没有什么法宝呢？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又说：“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要降伏词汇学习道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就得掌握

它们的脾气；而要摸清它们的脾气，就得“深入虎穴”，了解它

们是如何产生的。

“生词”多是那些复杂的长单词。其实，它们往往是由“熟

词”生成的。复杂难记的词常由简单易学的词构成，这条语言学

上的道理是中外皆通的。

就以汉字来说，“人之初”的“人”字，在三岁孩童眼中是

个“熟字”；但是，“从”字，“众”字，以及数以百计的带“亻”

字旁的“生字”也是由它参与构成的。

英语的构词也是如此。不妨也以“m a n （人）”这个“熟词”

为例，它能构成许多初学者眼中的“生词”：

它能转化成动词 t o m a n ，意为“给…配备人员”；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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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能跟其他简单的词合成长单词。例如： m a n- c hi l d （男
4 4

孩），m a n - m a d e（人造的），m a n p o w e r（人力），m a n - t i m e（人次），

m a nw a y （矿井中的人行巷道）等等。

它还能在自己的前后缀合上附加成分，构成复杂的单词。
4 4

例如：f or e m a n （工头），ove r m a n （监工），s upe r m a n （超人），

unm a n （使…失去男子气概）； m a nho od （成年），m a nf ul （勇敢

的），m a nl y （有男子气概的）， m a nne d （有人操纵的）， m a nni s h

（似男人的），m a nl e s s （无人的），m a n l i ke （像男人的）等等。

从 m a n 产生出这么多新词，都是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律进行

的。这种构造新词的规律就叫构词法（ W or d- f or m a t i on ）。英语

的构词法有 10 种左右，上面提到的转化、合成和缀合是最重要

的 3 种。它们在英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

代英语词汇量已超过 100 万，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是根据构词法的

原理，利用数量有限、相对简单的单词创造出来的。根据语法学

家 G . 利奇（ G . L e e c h ）在1980 年提供的材料，在二次大战以后

出现的新词中，由上述三种构词法生成的占 55% ，其中合成的

占 27% ，缀合的占17.5% ，转化的占1 0.5% 。a 《韦氏三版新国际

英语词典》于1961 年出版。十二年之后，其出版者梅里亚姆公司

（ M e r r i a m ）的编辑人员又收录了 6000 个英语新词。其中一半左

右是通过构词手段产生的，这里面五分之三是合成的，五分之二

是缀合的。b

上面的例子与数据告诉我们：如果能掌握英语的构词法，就

具备了火眼金睛，能识破许多生词的“原形”，有效地降伏它们。

那么，几百、上千个熟词就可以在“以熟化生，变生为熟”的过

程中大有用武之地了。这样，我们的词汇量也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a 转引自张韵斐：《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1986 ），第51 页。
b 参见 R . Q ui r 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1985) , 

p.1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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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了。

但是，构词法那么多，该如何下手呢？就说转化、合成、缀

合这三大项目，是不是三者并重呢？这时候就不能光看统计数字

的大小，而要选择重点与难点。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转化

只是熟词添新义，这法子咱们中国古来已有，可以无师自通；合

成不过是“熟词 +  熟词”，其形也彰，其义也明，不必花太多的

功夫；惟有这缀合法，多是“熟词 +  生的成分”，像 m a n 前后的
un-，super-，- ful，- hood，-ly，-ish 之类，令人眼花缭乱。若非

训练有素，实难识破其面目，更难揣摩其含义。可见，要掌握构

词法，突破词汇关，首先要在缀合法上面下一番苦工夫；要认识

那些“生的成分”，要摸清它们的构词规律。这就是本书想帮助

读者诸君做的事。

缀合法也叫词缀法（$I¿[DWLRQ），它是派生法（ D e r i va t i on ）

的一种。词缀法得名于它的主角词缀（$I¿[），也就是我们上文

提到的“生的成分”。现在，我们就请主角上场，方方面面地亮

相一番，好让大家对它作进一步的了解。

一	 什么是词缀

本节讨论词缀的定义并引出有关的构词理论。重点分析了

三种定义并比较其优劣：第一种是以单词为基础的传统定义，应

予舍弃；第二种定义以词基为主体，第三种定义以词素理论为基

础，各有可取之处。本书综合后两种定义，提出自己的词缀定义。

什么是词缀？这问题至今并无统一、完美的答案。因为准确

地回答这个问题等于给词缀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这样做就得全面

地描写词缀的现状，并高度地概括它的基本特征。可是，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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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观察语言现象时，总是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语言发

展的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词缀，就会得到不同的答

案，给词缀下不同的定义。当然，从总的发展来看，这些定义总

是日趋精确、完整、科学的。所以，为了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答

案，有必要先了解至今为止语言学家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纵观各种有关著作，有代表性的定义有 3 种：

第一种是传统的定义：“词缀是放在单词前后以构成新词的

附属成分”。这个定义至今还广为英语学习者所熟悉，因为类似

的说法出现在国内外许多普及性的辞书、语法书和教科书中。可

惜，这种通俗易懂并广为接受的说法却是不全面、缺乏概括力

的。首先，英语中有大量的单词，它们含有明显的词缀成分，

可是这些词缀所依附的主体却不是单词，而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词

根（ R oot ）。例如，在单词 pr e f e r （宁可）和 vi s i bl e （可见的）

中，pre- 和 -ible 都是公认的词缀，可是 fer 和 vis 都不是英语的

单词。a 如果按照传统的定义， pr e f e r ，vi s i bl e  这样的单词便被排

除在词缀法构词的范畴之外，而 pre-，- ible 也就被剥夺了词缀的

身份。再说，英语中还有表示名词复数的 -s，表示动词过去式的
-ed，表示形容词比较级的 -er 等附属成分，它们加在单词后面并

不构成新词，只表现原有的单词的某种语法属性。按照传统的定

义，它们算不算词缀呢？实在难以判断。

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第二种定义。它出现在比较

权威的语言学著作或辞书上。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词缀是这

样下定义的：“放在词根（R oot ）、词干（S t e m ）或单词（W or d ）

的前部（指 3UH¿[）、后部（指 6XI¿[）或中间（指 ,Q¿[），用来

修饰其意义的添加成分。”b 这个定义不但指出词缀按其位置可分

a 本书中用斜体字来表示词根。用加“- ”的斜体字表示词缀。“- ”在后为前缀，
如 pre-；“- ”在前为后缀，如 - ible。

b 译自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6t h E d. ( 1976) ，p.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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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缀（3UH¿[）、后缀（6XI¿[）和中缀（,Q¿[） 3 种，还明确

区分了词缀所依附的 3 种对象：词根、词干和单词。这个定义实

际上反映了当时词汇学研究的新水平，弥补了传统定义的不足之

处，因为它把词根、词干与单词并提。这里，词根（ R oot ）就是

指上文提到的 fer、vis 那样的构词成分，它不能独立成为单词，

却包含着主要的词汇信息。词根与单词都是派生法构词的主体，

与它们相对的词缀均被称为构词词缀（)RUPDWLYH�$I¿[）。词干

（ S t e m ）是未添加任何语法性词尾的原形单词，与词干相对的语
a法性词尾，如 -s，- ed 等，称为屈折词缀（,QÀHFWLRQDO�$I¿[）。

在一些构词法专著中，又把与词缀相对的词根、词干、单词 3 种

构词形态统称为词基（B a s e ）b 。我们把词基与词缀的分类以及两

者之间的缀合关系图解为下表（虚线表示词基与词缀之间存在的

缀合关系），可能会加深大家对第二种定义的理解：

单词
构词词缀

词基 词根 词缀

词干 屈折词缀

第三种定义反映了词汇学研究的当代水平，它出现在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R . 哈特曼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给

词缀下的定义很有代表性：“词缀是前缀、后缀、中缀的总称。

它是加在词基上以构成新词干的词素，或是提供屈折成分的词

素。”c 这个定义从表面上看与第二种定义并无两样。其实，它借

a 可见单词与词干是相对而言的。在 w or ke r  中，w or k 是个单词，因为 - er 是构
词词缀；但在 H e  w or ks ... 中，w or k 是词干，因为 - s是个屈折词缀。

b 有些著作把本书中所说的词根（R oot ）称为词基（B a s e ）。
c 参见黄长著等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 984 ），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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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词素”两个字把构词法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词素构词

是个比较新的理论，也是本书的立论基础，所以有必要利用这个

机会简单介绍一下。词素构词理论认为：一切单词都是由一个或多

个词素构成的。词素（M o r p h e m e ）是最低一级的有区别性的语法

单位。也就是说，它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割的有意义的单位。词素

又分为两种：如果它能独立存在就叫自由词素（F r e e  M o r p h e m e ），

如 m a n ，w o r k ，g o o d  等。如果它必须与其他形式相连接才能出现，

就叫粘附词素（B o u n d  M o r p h e m e ），如 fer，vis，con-，- ible，- s，

- er 等。由于这种理论是以最小的形态成分为基础的，所以它能

够更彻底地揭示各种构词现象的本质—这就好比原子论要比分

子论更能深刻地揭示物质的本性。用这种理论来描述缀合现象，

并给词缀下定义，无疑要比其他定义更为精确、更为科学。

比较以上三种定义，我们认为：第一种定义（即传统定义）

必须舍弃；第二种定义（以词基为主体）与第三种定义（以词素

理论为基础）则各有可取之处。如果把第二种定义中提到的各种

缀合构词成分纳入词素构词理论来考虑，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下图：

单 词
自由词素

词基 词 干

构词词素词 根
缀合成分

粘附词素构词词缀
词缀

屈折词缀

上图表明，词缀是一种粘附词素。以此为基础，我们可给词

缀下这样的定义：

词缀是加在词基（单词或词根）上以构成新词干或为词干提

供屈折成分的一种粘附词素。根据它与词基之间的相对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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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词缀可分为前缀、后缀与中缀；根据它对词基产生的影响不

同，词缀又分为构词词缀与屈折词缀。

词缀的定义明确了，词缀法的定义也迎刃而解了：词缀法就

是在词基（单词或词根）上添加构词词缀从而生成新词干的方法。

定义明确之后便成为判断词缀的准绳：凡是符合词缀定义的

构词成分都是词缀词素；凡由词缀法产生的词干都算缀合词或派

生词。

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三种定义的目的。

二	二	 从英语词汇发展史看英语词缀

英语词缀的数量随着英语词汇的发展而逐渐增加。这是一个

以本族语词缀为基础，大量吸收、不断改造与同化外来语词缀

（主要是拉丁词缀与希腊词缀）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本

族语词缀始终占主导地位。因为它代表了英语词缀的基本特征，

决定了英语词缀的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用词缀或词缀法的定义来鉴别英语的词汇，就会在

数以万计的英语派生词中分辨出数百个使用率大小不一的词缀。

这些词缀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一节里，我们想从历史的角度对

英语词汇中的词缀的来源、种类及特点作一番考察。

英语词缀的历史与整个英语词汇的发展史密切相关，所以有

必要对英语词汇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作大概的了解。

英语的历史开始于公元 450 年左右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对英格

兰的占领与统治。此后，它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古英语（ O l d 

E ngl i s h ）、中古英语（M i ddl e  E ngl i s h ）和近代英语（M ode r n E ng-

l i s h ）。古英语时期（ 449 —1 150 年）英语词汇量约有五六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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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统治者使用的盎格鲁 - 撒克逊语（ A ngl o -6D[RQ）。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英语本族语。中古英语（1 1 5 0 —1 5 0 0 年）词汇发展的主

要内容是引进了数以千计的拉丁词（L a t i n ）与古法语词（其中绝

大部分是拉丁语源的），因为这正是使用法语与拉丁语的诺尔曼

人征服并统治英国的时期。近代英语（ 1500 年至今）词汇的发展

首先得力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4 —1 6 世纪）的影响。由于对古

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视与模仿，拉丁词再次涌进英语，同时数

以万计的希腊词（G r e e k ）也开始直接进入英语。这些外来语词汇

（B or r ow e d W or d ）对英语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到 17 世纪英国人

惊呼：要“反对英语拉丁化”，要“净化英语”。 1650 年左右，英

语的拼写系统基本固定。1755 年，约翰逊博士（S . J ohns on ）编纂

的第一部权威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问世，它标志着英语词汇系统（尽管它在构词法、正字法等方面

受古典语a 的强烈影响）的正式确立与稳定。18 世纪以后，英

语词汇继续发展：一方面，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英语吸收

了世界各种语言的词汇；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英语又利

用古典语的词素为原材料，创造出大量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

汇，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词（ N e o- c l a s s i c a l  W or d ）。据统计，目

前英语的总词汇量已超过 100 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之中。英语

已成为世界上词汇量最大、语源成分最复杂的语言。

从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英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

吸收外来语。如果你随便拿一本英语词典，按词目进行统计，

就会发现：大约 80% 的词条是外来词，其中大部分来自拉丁语

（有一半通过古法语输入），还有相当数量直接或间接来自希腊

语。b 但是，虽然外来语词汇在数量上占上风，英语词汇的主体

a 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b 参见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V o l .  1 0  ( 1 9 8 0 ) ， p . 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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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始终是本族语词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本族语词汇的使

用频率非常高。如果拿一篇文章逐字逐词统计出现率，本族语词

汇的使用率在 70% 到 90% 之间。据统计，这种百分比在弥尔顿

（ M i l t on ）的著作中是 81% ，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是 90% ，在钦

定本《圣经》中占 94% 。a 二，本族语是吸收、改造与同化外来语

词汇的基础。外来语词汇很少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英语中。早期

“整体输入”的拉丁词与希腊词都按本族语的模式被正字与正音，

好比加上了“本国货的商标与包装”；而后来创造的新古典词则

纯粹是“进口部件组装的本国货”。外来词汇本族化的结果，使

得不具备语源知识的人翻开英语词典认不出几个外来词，这使人

不得不惊叹于英语的强大的同化能力。

可见，英语的词汇发展史是一部以本族语词汇为主体，大量

吸收、不断同化外来语词汇的历史。认识了这一特点，将有助于

了解英语词缀的历史。

词缀是融化在词汇之中的，它只能随着词汇同步发展。今

天，英语词缀大家庭的成员数以百计，它们种类不一，形态有

别，功能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以本族语词缀为基础，不断吸收、

改造与同化外来语词缀的结果，其过程无不带着英语词汇发展的

历史烙印。

本族语词缀（1DWLYH�$I¿[）大多源于古英语时期的盎格鲁-

撒克逊语。其数量不足百个，分为两大类：屈折词缀与派生词缀

（'HULYDWLRQDO�$I¿[）。

屈折词缀是用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后缀。它数量有限，而且随

着英语从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减少。留在现代

英语中的屈折词缀只有表复数的 -s，表过去式的 -ed，表进行态

的 -ing以及表比较等级的 -er与 -est，全是本族语的词缀。

a 参见 J ohn C . H odge s  et al, Herbrace College Book ( 1972) ，p.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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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族语派生词缀只有数十个，都是源于古英语的构词成分，

其中多数原先是单词。例如：b e c a u s e  中的 be-来自介词 b y ；f o r e h e a d

中的 fore- 至今依然有对应的单词 f or e ；c a r e f ul  中的 -ful 来自形

容词 f ul l；f r i e ndl y 中的 -ly 就是介词 l i ke  变来的。这类介词和形

容词在用法上长期依附于各自的中心词，逐渐失去形体上的独立

性，变成了粘附词素。在现代英语中，有的本族语派生词缀已经

失去孳生能力，不能再构成新词（如 f or ge t  中的 for-，know l e dge  

中的 -ledge 等），有的却依然有强大的孳生能力（如 bus i ne s s  中

的 -ness，w or ke r  中的 -er等）。本族语派生词缀的特点是：1 ）只

能加在单词词基上，不能与词根词素缀合；2 ）形态单一稳定，

没有变体；3 ）它们的含义往往比较简明。本族语派生词缀的这

些特点对英语词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英语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数以百计的外来词缀（ F or e i gn 

$I¿[）。外来词缀又称借用词缀（/RDQ�$I¿[）。由于这些词缀多

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被重新“发现”与利用的，所以又称为

新古典词缀（1HR�FODVVLFDO�$I¿[）。外来词缀主要包括拉丁词缀和

希腊词缀两大类。

拉丁词缀（/DWLQ�$I¿[）是随着数以万计的拉丁词的“整体

输入”而进入英语的。这种吸收过程自中世纪开始延续了数百年

之久。拉丁前缀大多是“退化”的拉丁介词、副词或形容词。它

们总要依附在拉丁动词或名词的前面。拉丁后缀多是拉丁动词或

名词词干后面表示词性或屈折关系的成分。进入英语后，拉丁词

缀经过“正字”、“净化”等改造功夫，以新面目出现在拉丁借

词a之中。但是，它们却依然带着原先的特点：1 ）不少前缀有异

体；2 ）许多词缀的含义不明显；3 ）由于它们所依附的拉丁单词

a 少数外来词以本来的面目存在于英语中，被称为 A l i e n （外来词），如 c oup 
d ’é t a t（政变）；那些被“改造”过的则称为 L oa n W or d （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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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词干在英语中绝大多数不能单独成词，只能以拉丁词根的粘附

形式存在，所以这些拉丁词缀也就变成了只能依附于粘附词基的

词缀。显然，这些拉丁词缀是没有孳生能力的，不能利用它们来

构成新词。我们暂且把这种具有外来语特点的词缀称为“原始外

来词缀”（3ULPLWLYH�)RUHLJQ�$I¿[）。有趣的是，英语中的拉丁词

缀也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在近二百年中，不少拉丁词缀被赋

予了新的活力，变成形体单一、含义清晰并能与单词缀合的派生

词缀。这是个值得另题细述的大事情。现在，我们暂时把这类获

得新生的词缀称为“被英语同化的词缀”（$QJOLFL]HG�$I¿[）。

希腊词缀（*UHHN�$I¿[）最早是随着拉丁词进入英语的，主

要是那些与拉丁语同源的（即共属印欧语源的）词缀成分。例

如 bi c yc l e （双轮自行车）中的 bi-（二），di a gr a m （图解）中的
-gram（书写物）等。这些词缀在希腊语中多是名词性的。早期

输入的希腊词缀大部分都经历了被同化的过程，获得了新生。希

腊构词词素的大量输入与利用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这就是我们上

文提到的“新古典词的创造”的主要内容。用来制造新古典词的

希腊词缀，多是那些在希腊语中表示学术概念的名词。英语利用

这些词缀构成数以千计的专用术语，以满足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

发展的需要。这种以零部件形式引进的希腊词缀在许多词典中都

被标为“构词成分”或“组合成分”（ C om bi ni ng F or m ）。我们认

为，从这些成分的粘附性、定位性来判断，它们完全符合词缀的

定义，应该当作词缀来看待。由于这些词缀多出现在术语之中，

本书将它们称为术语词缀（7HUPLQRORJLFDO�$I¿[）。术语词缀的基

本特点是：1 ）形态单一，没有异体；2 ）含义单纯，没有异义；

3 ）它们多能加在单词上构成派生词。a 由此可见，术语词缀非常

a 术语词缀与其他词缀的最大区别是互相之间可以构词，如 bio- （生命）+  - gra-
phy（记载）ĺ�ELRJUDSK\�n. 传记；所以有人把它看成词根，有人说它是构词成
分，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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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族语派生词缀。术语词缀数量相当多，常用的就不下百个。

英语吸收并利用希腊语词，创造出具有本族语词缀特征的术语词

缀，大大扩充了英语词缀的实力。这跟英语同化拉丁词缀一样，

都是英语词汇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

这就是英语词缀发展的历史。如果把英语词缀的发展过程比

作一条长河，那么，源于上游的是为数不多的本族语词缀；从中

游汇入的是以拉丁词缀为主的古典语词缀，它们依然存活在数以

万计的古典语借词中；到下游汇合了两股清新的活水：一股是

“被同化的古典语词缀”重获生命力，另一股是“来料加工品”

希腊语源的术语词缀生机勃勃。由于源源不断的活水，目前英语

词缀之林是枝繁叶茂，春色无边。

不过，站在派生词的“词海”边不要忘记：为数不多的本族

语词缀，不但是一江春水的源头，而且始终是发展的主流。因为

本族语词缀代表了英语词缀的基本特征，成为吸收、改造和同化

外来词缀的基础，决定了英语词缀发展的趋势。

为了阐明这个重要的观点，我们给大家提供如下论据，以此

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1 ．在词汇发展过程中，许多本族语词缀表现出异常的生命

力，它们不但可以与本族语单词相缀合，也可以加缀在其他语源

的词基上。a 请看出现在下列派生词中的本族语派生词缀： unj us t  

（j us t  来自古法语），f a l s e ne s s（f a l s e  来自法语），H[SORUHU（H[SORUH�

是拉丁语源的）， s t a t e l y （ s t a t e 是拉丁语源的）。至于本族语的屈

折词缀，那更是“只此一家”，到处通用的。

2 ．本族语词缀的形态特征成为改造外来语词缀的模式。对

外来语词缀的正字，其实是将它们简化成本族语词缀的模样。例

a 被同化的外来语词缀也获得了这种通用的缀合能力。不同语源的词素构成的单
词称为混合词（H ybr i d W or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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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拉丁前缀 prae- 变成 pre-，拉丁后缀中除了与本族语 -er 相

似的 -or 之外，都被彻底地割掉屈折成分的尾巴，例如：-ivus ĺ�

-ive，-icus ĺ�-ic，-mentus ĺ�-ment，-io ĺ�-ion，-ibilis ĺ�-ible

等。希腊名词变成术语前缀时，词尾的 -os也都被舍弃。

3 ．在吸收与同化外来词缀的时候，本族语词缀当仁不让，

其存在成为取舍的标准。被同化或“重新启用”的多是些本族语

中缺乏的、需要补充的构词词缀，尤其是介词性或副词性的词

缀。凡本族语词缀中已有相应表达方式的，外来语词缀往往难以

喧宾夺主。例如：有了本族语的 -er，拉丁语的 -or 就难以发展；

本族语的 -ness 大显神通，拉丁语的 -ity 只好原地踏步；动词靠
-ed和 -ing构成形容词，拉丁语中的 -ive，-ent等就少有新的用武

之地。至于屈折词缀，那更是本族语词缀一统天下，外来者被一

扫而光。

4 ．当然，最重要的是：本族语词缀以自己的特征（即形体

单一，语义明确，只与单词词基相结合）同化了许多外来语词缀

（主要是古典语词缀），利用外来语词缀的形体产生出整整一代的

新的派生词缀。这正是我们要工笔描写的，且留至下一节从容细

述吧！

三	三	 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一种新的分类法

语言学家早就发现古典语词缀被同化的现象，但这种现象至

今依然使人感到困惑与为难。

其实，古典语词缀被同化成带有本族语词缀特征的新型词缀

是普遍的现象。新旧两种词缀在形态、读音、含义及缀合对象等

方面都有质的差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词缀。本书把已被同化的

古典语词缀称为“派生词缀”，把未被同化而只能存在于借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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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语词缀正名为“原生词缀”。这样既解决了外来词缀的分类问

题，也弥补了三种词基与词缀的一一对应关系中“欠缺的一环”。

上一节里我们曾提到：在近 200 年中，不少“原始外来词

缀”在英语中重获生命力，成为“被同化的词缀”。

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者的注意，但至今依然使许多

人感到困惑，为词汇学研究埋下难题。

最早指出这种现象的可能是丹麦的英语语法大师耶斯帕森

（O t t o  J e s p e r s e n ）。7 0 多年前，在他那划时代的 7 卷语法巨著的

第六卷中，他列举了六组单词来说明自己在观察英语前缀时发现

的、使他感到吃惊的语言变化现象。现将这六组单词转录如下：a

c o- w or ke r  ‖ c ol l i de ，c onc e i ve ，c om p a r e ，c or r upt  

H[�NLQJ�‖�H[DPLQH，H[DPSOH，H[FHVV，e duc a t i on ，e f f e c t  

pr e - hi s t or y ‖ pr e c i s e ，pr e f e r ，pr e f e r e nc e ，pr e j udi c e  

pr o- G e r m a ny ‖ pr oc e s s ，pr oduc e  

r e - w r i t e ，r e - s i gn ‖ r e f e r ，r e f e r e nc e ，r e f us e ，r e s i gn ，r e s i gna t i on 

s upe r m a n ，s upe r s t r uc t ur e  ‖�VXSHUÀXRXV，s upe r s t i t i on

耶斯帕森大师将双竖线（‖）右边那些出现在拉丁借词中的

前缀称为“旧前缀（2OGHU�3UH¿[）”，指出它们在形态与读音上

的不规则以及它们在语义上的模糊。他又将双竖线左边那些在上

一两个世纪中参加英语造词的拉丁词缀称为“新前缀（N e w  P r e -

¿[）”，指出它们形态的统一与语义的单纯。可惜，他的举证与分

析只到此为止。不过明眼的读者可能已看出：耶氏的“旧前缀”

a 参见 O t t o  J e s p e r s e n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 9 0 9 —
1949 ），V ol . 6 （1942 ），p.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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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本书上文所说的“原始外来词缀”，他的“新前缀”正相当

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被同化的词缀”。

像 pre- 这样的拉丁前缀，在 pr e f e r  中算“旧前缀”，在

pr e - hi s t or y （史前的）中变成“新前缀”。“新词缀”到底是偶发

的现象，还是普遍的语言潮流？“新”、“旧”词缀是否有质的不

同？是否有必要对“新”、“旧”两种词缀进行科学的分类？应该

如何区分？尤其是如何对待“旧词缀”？这些构词法上的问题至

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原因可能是，在构词法这块边缘地带专

事耕耘的语言学者为数太少了。

问题不解决就永远存在。“新”、“旧”两种词缀长期以来一

直困扰着涉猎其间的学者。翻开种种语法书，可以看到不少时新

的概念与术语，诸如词基、词根、词干、自由词素、粘附词素等

等。但是举证的时候，却老是以单词为中心，在单词词基与派生

词缀或“新词缀”之间打转，即使偶尔提到词根与“旧词缀”，

也是苍白无力的。

这个问题同样也使当代的语法学家为难。大师级的语法学家

R . 夸克（R . Q ui r k ）等人在里程碑式的语法著作《英语语法大全》

中对词缀法做了专门论述。a 但他们的论述只建立在“派生词缀

（包括“新前缀”） +  单词”的基础上，没有对存在于万千外来借

词中的“旧词缀”作深入的分析和处理。所以，该书作者虽然也

认为应该把在英语“共核”词汇中有孳生能力的拉丁和希腊词缀

（即“新词缀”）列入构词范围，而且也正确地指出把纯粹的新古

典语词缀（包括“旧词缀”）排除在外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它们

在英语中是如此普遍，b 但在分析具体的派生词时却又自相矛盾：

一会儿承认像 na t i on ，dur a t i on 中的 -ation 之类的可辨认成分，

a 参见 R .  Q u i r k ，et al，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 9 8 5 ），
$SSHQGL[�,，I . 2 0 —4 2 。

b 参见该书原版第1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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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算词缀，尽管其词基不是独立的单词；a 一会儿又说 s ur ve y 

这样的单词是不可分析的；b 一会儿承认 pr e f e r  与 pr e - he a t  中的
pre- 是两种前缀，只是语义上无法相通；c 一会儿又说在 pr ovi de  

中 pro- 不能分析为前缀。d 这些叙述上的矛盾反映了认识上的混

乱，更表明了理论上的欠缺。

基本理论的欠缺必然导致具体实践的迷失与混乱。这最明显

地表现在语法书、教科书与辞书的编写上。我们的语法书与教科

书往往没有“旧词缀”的地位，因而也没有词根的一席之地。大

部分英语词典都收录了词缀，但在这方面的处理却相当混乱。

“旧词缀”存在于数以万计的外来借词之中，任何词典也无法抹

杀这一客观事实。“旧词缀”自有音、形、义上的特点，“新”、

“旧”词缀虽然存在某些共通之处，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可是，

许多英语词典往往在一个词条之下把这两种词缀混为一谈，既没

有在音、形、义及例证方面作科学的梳理，也没有给“旧词缀”

任何地位与名分。这样的词典常使有心求教的读者感到迷惑与失

望，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读者具备了英语词根的知识，他们希望

能在词典中找到能跟词根缀合的“旧词缀”的知识。看来，语言

实践已向词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回答前面提

出的有关“新”、“旧”两种词缀的本质、特征、分类及正名的问

题了！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用表格比较两类词缀的基本区别。让我

们再次借用耶斯帕森老前辈的六组单词做素材吧！请看下表：

a 参见该书原版第1547 页。
b 参见该书原版第1543 页。其实，s ur ve y 可分析为前缀 sur- 和词根 vey。
c 参见该书原版第1547 页。其实，两者语义相通，都是“be f or e （前）”的意思。
d 参见该书原版第1543 页。其实，pr ovi de  的前缀是 pro- ，词根是 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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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新前缀” “旧前缀”

特征 例证 特征 例证

形
态

单一，没
有异体。

c o- w or ke r  
c o- a ut hor

可能有音变异
体，视词根首
字母而定。

c ol l i de  中用 col-，
c onc e i ve  中用 con-，
c o m p a r e  中用 com-，
c or r upt  中用 cor-。

读
音

常为重读
音节，其
中元音多
读长音。

'pr e - 'hi s t or y 
/ 'pr i  '～/  
's upe r m a n 
/ 's j u p ǝ～/

均为非重读音
节，其中元音
常读短音。

pr e 'f e r  / pr ɪ'～/  
pr e 'c i s e  / pr ɪ'～/  
s upe r s 't i t i on 
/ s j u p ǝ'～/

含
义

简 单 明
确，一般
无异义。

在 r e - s i gn （重 签）
及 r e - w r i t e （重写）
中，re- 意 义 均 为
“a ga i n ”。

常有多种含
义，往往不易
作直观判断。

在 r e f e r （归因）中
re- 意为“ ba c k ”，
在 r e s i gn （放 弃、
辞职）中 re- 表否
定，相当于“n o t”。

词
基
的
性
质

可以是各
种 语 源
的单词，
不是词根
词素。

在单词 c o- w or ke r ，
H[�NLQJ， r e - w r i t e ，
s u p e r m a n  中词基都
是本族语单词。 pr e -
h i s t o r y  中词基是希腊
语源的，p r o - G e r m a n y  
中，词基为拉丁语
源的，r e - s i gn 中词
基也是拉丁语源的
单词。

只能是古典语
源 的 词 根，
在英语中一
般不是独立的
单词。

c ol l i de  中 lid 为拉
丁词根。其他所有
例证中的单词都可
分析出拉丁词根，
这些词根在英语中
都不能独立成词。

可见，“新”、“旧”两种词缀具有明显的、本质的区别。“新

词缀”形体单一，含义简明，能与各种语源的单词缀合，这完全

与本族语派生词缀的特点相吻合。而“旧词缀”则形体可变，语

义不一，只能与同源的词根相结合。它确是另一种词缀。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得再打个问号：耶氏所指出的现象是

不是偶发的、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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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常见的外来前缀做了分析，发现大部分都有“新”、

“旧”两种不同的用法。下面仿照这位老前辈用的比较法，再举

些例子。为了使词缀显得醒目，用中点（·）把它与词基隔开。

从这些例子中，读者可以看出两种词缀在形态与对应词基方面的

区别。至于它们在读音与含义上的差别，限于篇幅，只好待以后

详述了。请注意，双竖线左边是“新词缀”，右边是“旧词缀”：

a nt e·r oom ，a nt e·ha l l  ‖ a nt e·be l l um ，a nt e·c e de nt  

a nt i·a i r c r a f t，a nt i - f a s c i s t  ‖ a nt i·pa t hy ，a nt ·a goni s t  

c ont r a·i ndi c a t e ，c ont r a - m i s s i l e  ‖ c ont r a·di c t，c ont r·a l t o 

c ount e r·s i gn ，c ount e r·c ha r ge  ‖ c ount e r·f e i t，c ount e r·m ur e  

de ·r a i l，de ·t hr one  ‖ de ·c l i ne ，de ·m a nd ，de ·t r a c t  

di s·a r m ，di s·r oot  ‖ di s·c e r n ，di f·f e r ，di ·l a t e ，di ·ve r t  

i n·a c t i ve ，i n·j us t i c e  ‖ i n·a ne ，i n·e p t，i n·gr a t e  

i nt e r·c i t y ，i nt e r·vi e w  ‖ i nt e r·r upt ，i nt e l·l e c t  

m a l·f unc t i on ，m a l·t r e a t  ‖ m a l e·¿FHQW，m a l·ve r s a t i on 

m ul t i·na t i ona l，m ul t i·m e di a  ‖ m ul t i·pe t，m ul t i·pa r ous  

pa r a·pr of e s s i ona l，pa r a·t yphoi d ‖ pa r a·gr a ph ，pa r·a l l e l  

pos t·gr a dua t e ，pos t·w a r  ‖ pos t·be l l i u m ，pos t·pone  

s ub ·m a r i ne ，s ub ·w a y ‖ s ub ·j e c t，s uc ·c e e d ，s uf ·f e r ，s ug ·ge s t  

s ur ·c ha r ge ，s ur ·c oa t  ‖ s ur ·pr i s e ，s ur ·vi ve  

s yn ·c hr onol ogy ，s ym ·m e t a l l i s m  ‖ s y n·onym ，s ym ·bol  

t e l e·s w i t c h ，t e l e·t ype  ‖ t e l e·pa t hy ，t e l e·s c ope  

t r a ns ·a t l a nt i c ，t r a ns ·s hi p ‖ t r a ns ·f e r ，t r a n·s c r i be ，t r a·di t i on

至此为止，我们举的都是前缀的例子。那么，外来语后缀有

没有被同化而产生“新”、“旧”之分的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

不妨也举几组单词，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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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d ·a bl e ，dr i nk ·a bl e  ‖ a m i c·a bl e ，a ud ·i bl e

br e a k·a ge ，pos t·a ge  ‖ c our ·a ge ，l a ngu ·a ge ，vi l l·a g e

m us i c·a l，pe r s on ·a l  ‖ a ni m ·a l，r i v·a l，r oy ·a l

f or b e a r·a nc e ，r i dd ·a nc e  ‖ e l e g·a nc e ，r e l e v·a nc e

a c c o r d·a nt ，r e s i s t·a nt  ‖ m i l i t·a nt ，v a c·a n t

honor ·a r y ，s e c ond ·a r y ‖ ne c e s s·a r y ，s ol i t·a r y

pa y·e e ，r e f ug ·e e  ‖ don ·e e ，nom i n·e e

br e w ·e r y ，gr e e n·e r y ‖ c e m e t·e r y ，s ur g·e r y

he r o·i c ，pe r i od ·i c  ‖ c r i t·i c ，l og ·i c ，m us ·i c

0DU[·i s m ，c ons um e r·i s m  ‖ ba pt ·i s m ，e go ·i s m

A da m ·i t e ，S he l l e y·i t e  ‖ dyna m ·i t e ，l i gn ·i t e

a dop t·i ve ，s e l e c t·i ve  ‖ c a pt ·i ve ，na t·i v e

f e r t i l·i z e ，r e a l·i z e  ‖ ba pt ·i z e ，r e c ogn ·i z e

a m a z e·m e nt ，be t t e r·m e nt  ‖ f r a g·m e n t，or na ·m e n t

m e t hod ·ol ogy ，oc e a n·ol ogy ‖ bi ·ol ogy ，ge ·ol og y

di r e c t·or y ，c ont r a di c t·or y ‖ a m a t·or y ，m oni t·or y

da nge r·ous ，j oy ·ous  ‖ f a m ·ous ，obv i·ou s

w a f t·ur e  ‖ c ul t·ur e ，na t·ur e ，pi c t·ur e

举了这么多例子，想必足以使读者相信：在英语中，外来语

词缀被同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旧词缀”产生出本质不同的

“新词缀”是英语词汇发展的趋势。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为这

两类词缀正名了。

“新词缀”长期以来跟本族语派生词缀一起被统称为派生词

缀。从本质上说，两者确是相同的：都能跟自由词基（即单词）

相缀合。沿用旧名，既名副其实，又尊重习惯，何乐不为。当

然，严格地说，“新词缀”都是借用的派生词缀。

“旧词缀”似可称为“古典词缀”。不过，这术语界限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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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以反映“旧词缀”的本质—只能跟粘附词基（即词根词

素）相缀合。说到这里，不由想起“原始派生词（ P r i m a r y D e r i v -

a t i ve ）”的说法。这术语所指的就是词缀与粘附词基结合的产物。

两种粘附词素相结合产生出第一代单词，这的确很“原始”。“旧

词缀”源自古典语，本是原始的，它与词根结合又生成原始派

生词，为什么不能把它称为“原始派生词缀”，简称“原生词缀

（3ULPLWLYH�$I¿[）”？！

好了，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相对应。只能与粘附词基即词根

相缀合的词缀叫原生词缀，能够与自由词基即单词相缀合的词缀

叫派生词缀，两者都属于构词词缀。这样，我们不但解决了因

“新”、“旧”词缀引起的种类划分与命名的问题，也为词基与词

缀的一一对应关系弥补了“欠缺的一环（M i s s i ng L i nk ）”。现在，

本书第 5 页的图解显得完整了。原先，三种词基只有两种词缀，

现在每种词基都有了对应的词缀：

单词 派生词缀

构词词缀

词基 词根 原生词缀
词缀

词干 屈折词缀

原生词缀的划分与正名对词缀的学习与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

义：“名正，则言顺”，今后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像 pr ovi de  中

的 pro- 这样的古典成分称为词缀，并以此去分析、解释数以万计

的像 pr ovi de  这样曾被认为“不可分析”的古典借词。

可见，把构词词缀分为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是一种既有理论

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新的分类法。我们将在本书不断运用这种分

类法，并希望它能在实践中得以进一步验证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