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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梳理近几十年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单一的语义或韵律层面展

开讨论，而忽视这两方面相互作用及轻重之分的研究。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语义和韵律对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

序的影响，研究发现语义和韵律交互作用显著，表明两者均对该排序产生影响。此外，从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认知

语言学角度对该研究结果的解释进一步证实语言表达具有层级性。语义通达是人们最基本、处于最低层级的表达需求，

韵律则是调节语言、位于高层级的表达需求。只有在语义通达的基础上，韵律才能起调节作用。对语义和韵律等界面的

交互协同综合考虑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语言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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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rder of Multi-item Attribute of Binding Noun
Luo Yi-li Zhang Hui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the order of multi-item attribute of binding noun in recent de-
cades，it was found that the order was discussed from single semantic or rhythm aspect，without concerning their interaction．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emantic and rhythm on the order of multi-item attribute of bin-
ding noun．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mantic and rhythm was significant，suggesting
both imposed effects on the order of attributive． Additionally，the interpretaion of this res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linguistic expression was featured by hierarchy． Se-
mantic access was the most basic expression requirement at the lowest level while rhythm was the expression requirement regula-
ting language at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 Only on the basis of semantic access can rhythm play a regulatory role．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nteractive alignment of all interfaces，such as semantic and rhythm，can better reveal the inner mechanism as well
as rules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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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界对汉语多项定语修饰名词的研究由来已

久，多项定语修饰名词的现象最早在《马氏文通》
( 1898) 中受到关注。上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在

《中国文法要略》中明确提出多项定语排序的问

题，并指出如果一个端语前不止一个加语，那么这

些加语既能并立也能层次性地置于端语之前，根

据话语发出者的目的或主观意愿，加语拥有不同

位置，进 而 传 达 不 同 信 息。吕 叔 湘 所 述 的“加

语”，即为中心词前的定语。我们把名词前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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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分为 3 类，黏合式定语、组合式定语、黏合和组

合混合式定语。前人对后两类定语排序研究居多

且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针对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

的讨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解

释，因此产生很多模糊不清的理论与争论，也造成

一定的误解。对此，学界或混淆不清，或意见歧

出。本文拟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对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过程中出现的分

歧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以揭示黏合式多项定语

排序的规律及其内在理据。

2 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的多维度分析
现代汉语多项定语排序指修饰中心词的定语

的排列顺序。针对黏合式多项定语的排序及其理

据，学者们主要从语义和韵律两个层面进行过探

究，但所得结论争议颇大。陆丙甫( 1988 ) 、马庆

株( 1995) 和袁毓林( 1999 ) 等从语义层面分析定

语排序的理据; 端木三( 2000 ) 和冯胜利 ( 1998，

2000) 首先提出韵律对构词的影响，随后，周韧

( 2010) 从韵律节奏划分角度对黏合式多项定语

排序进行考察，提出韵律节奏的划分与句法层次

划分的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定语的先后顺序。
2． 1 语义层面

陆丙甫对黏合式多项定语顺序进行细化，认

为黏合式的顺序是由临时到稳定、由大到小① ( 陆

丙甫 1988: 102 － 115 ) 。整体来看，定语因位置

不同表达的修饰意义也不同。由于内涵性更能说

明中心语的性质，也更稳定，所以内涵性定语总排

在外延性定语之后。黏合式多项定语结构排序的

实质是由外延到内涵，外延性逐渐减小，内涵性逐

渐增加，中心语逐渐限定的过程就是定语递加的

过程。随后，陆丙甫对其理论进行完善，指出定语

排序遵循两个原则，分别是可别度领先原则和语

义靠近原则( 同上 2005: 1 － 15) 。“可别度”指可

识别的程度，“可别度领先原则”可以表述为“如

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可

别度低的成分”，即可别度低的成分更靠近中心

语。“语义靠近原则”可表示为“如果其他一切条

件相同，语义上越靠近核心的成分位置也越靠近

核心”，这一原则主要是对“内涵性”和“稳定性”
的概括。比如，在“小白马”中，“大小”相对于“颜

色”来讲更容易改变，“小马”随着时间的推移会

长成“大马”，而“白马”几乎不可能长成“黑马”。
马庆株区别性质形容词、区别词和状态形容

词及其小类共现时的语序并结合各自的语义特征

进行分析，发现定语顺序受 4 个因素影响，分别是

语法单位层级、音节数目、所属小类、形容词的相

互选择。在其论述状态形容词中，指出区别词后

面的形容词如果提到区别词前面，就要重叠变为

状态形容词。例如，“‘英汉小词典’不能说成‘小

英汉词典’，而要说‘小小英汉词典’”( 马庆株

1995: 357 － 366)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可

以说“英汉大词典”，但并不能说“大大英汉词

典”。所以，简单地把区别词后面的形容词提前

变成重叠状态形容词的做法很牵强。
袁毓林从描写定语顺序开始，抽绎出具体的

理论蕴涵( 袁毓林 1999: 185 － 201) 。根据定语的

语义类型考察语义聚合中内部结构所含数目，从

而总结定语的排序规律，并提出对立项② 少的定

语 ＞ ③对立项多的定语，从信息论角度揭示语义

聚合中对立项原则背后的语序规律: 信息量小的

定语 ＞ 信息量大的定语。袁毓林( 1999) 认为从

信息加工难度和认知处理策略的角度，人脑在对

事物进行认知的时候，总是先处理简单的、容易加

工的信息，后处理复杂的、不易加工的信息。实

则，对立项原则和可别度领先原则的本质是一致

的，如果对立项多，那么相对而言更难辨别，自然可

别度 就 小。袁 毓 林 还 借 鉴 Shannon 和 Weaver
( 1949: 170 －180) 的理论，一个信号负载的信息量

并不取决于信号本身，而是跟可供选择的信号数

目成正比。具体来说，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越多，不

确定性就越大，这就意味着被选中的那个信号负

载着更多的信息量。那么，在多项定语排序中，信

息量小的定语要先于信息量大的定语。比如，我

们可以说“大圆床”“大红球”，因为表示“大”的

对立项比表示“圆”“红”的对立项少，所以“大”
排在“圆”和“红”的前面。“大圆床”和“大红球”
广为接受，而“圆大床”和“红大球”的接受度不

高。但我们发现，当修饰中心词的定语出现音节

不对等时，即单音节和双音节定语同时修饰中心

词，对立项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④。
① a． 大圆床

b． * 大圆形床

c． 圆形大床

② a． 小红包

b． * 小红色包

c． 红色小包

③ a． 旧黑包

b． * 旧黑色包

c． 黑色旧包

例①a 至③a 都是按照对立项原则排序的，其

中的形容词修饰语均为单音节，但当第二个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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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修饰语变成双音节时( ①b 至③b) 均不成立。
若将第一个单音节形容词移至双音节后面( ①c
至③c) 则都成立。在汉语中，“圆”和“圆形”，

“红”和“红色”、“黑”和“黑色”在句法语义上基

本等同。为什么“大圆床”“大红球”“旧黑包”合

理，而“大圆形床”“大红色球”“旧黑色包”不合

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对立项原则

和信息量原则还不足以解释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

的问题。
2． 2 韵律视角

端木三认为上述例子是由于“左重”造成的

单音节移位。所谓“左重”，即“复合词的重音在

词起首的地方”，此处的“重音”指无标记情况( 脱

离对比等语用情境的情况) 下的词重音( 端木三

2000: 203 － 209) 。冯胜利曾提出双音节可以承载

重音，而单音节因无法构成强弱交替的节奏，故无

法自成音步进而承载重音 ( 冯胜利 1998: 40 －
47) 。所以，形成单音节轻、双音节重的现象，简

称“单轻双重”，这与端木三的观点不谋而合，所

以“左重”是指复合词起首的地方为双音节。我

们可以说“大圆床”，但当表示形状的词“圆”变成

双音节“圆形”时，“圆形大床”可以接受，而“大圆

形床”不可接受，这就是韵律促使单音节移位，以

遵循“左重原则”的结果。然而，笔者观察发现并

不是所有词语都遵循“左重原则”。
④ a． * 玻璃大杯

b． 大玻璃杯

⑤ a． * 面包新店

b． 新面包店

⑥ a． * 帆布黑鞋

b． 黑帆布鞋

例④a 至⑥a 均遵循“左重原则”，违反语义

原则，这 3 例的被接受度均不高，例④b 至⑥b 按

照语义原则排列，违反“左重原则”，但均被接受。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单单撇开语义顺序谈“左

重原则”有失偏颇。
冯胜利( 1998，2000 ) 认为汉语遵循“左起原

则”，4 字串自然音步节奏一般是“2 + 2”式，由两

个标准音步构成，5 字串是“2 + 3”式，6 字串是

“2 + 2 + 2”式。前面提到的“大圆形床”“大汉语

词典”不合理的原因是违反汉语中自然音步的

“左起原则”的节奏，它们的左起节奏分别是“1 +
2 + 1”和“1 + 2 + 2”，并不符合自然音步的节奏属

性。然而，“外国语学校”“外来语大词典”的音步

节奏分别是“3 + 2”和“3 + 3”，它们均不符合“左

起原则”的节奏属性，但却能为人们接受。因此，

“左起原则”节奏属性亦存在不完善之处。
周韧( 2010) 在 Chen( 2000 ) 用优选论对汉语

句子节奏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制约条件

进行修改。Chen( 2000) 认为，汉语句子节奏的划

分受 5 个方面的制约，其制约层次等级由高到低

依次排序为，不要骑跨 ＞ 至少两个音节 ＞ 至多两

个音节 ＞ 一致性 ＞ 从左向右。其中“不要骑跨”
指直接成分必须在一个“最小节奏单位”( minimal
rhythmic unit，MＲU⑤ ) 中。“至少两个音节”“至

多两个音节”说明划分句子时，最优选择是两个

音节，即双音节; “一致性”要求在一个 MＲU 中，

形态和句法要保持一致; “从左向右”是划分句子

节奏时，遵循从左向右的划分方向。黏合式多项

定语在组合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组合形式，它们可

能符合上述的全部制约条件，也可能违反部分制

约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违反低层次合格性条件

的组合要优于违反高层次的组合。比如，“大”
“汉语”修饰“词典”时，音步节奏可以分为“3 +
2”式( { 大汉语} { 词典} ) 、“2 + 3”式( { 汉语} { 大

词典}、{ 大汉} { 语词典} ) 和“1 + 2 + 2”式( { 大}

{ 汉语} { 词典} ) 。周韧( 2010 ) 认为，{ 大汉} { 语

词典} 这种划分接受度最差，因其违反最高层级

制约条件———“不要骑跨”，故不成立; { 大} { 汉

语} { 词典} 的划分违反第二层级制约条件———
“至少两个音节”，故不成立; { 大汉语} { 词典} 和

{ 汉语} { 大词典} 均违反第三层级制约条件———
“至多两个音节”，尽管后者违反“从左向右”，但

前者违反更高层级的制约条件———“一致性”。
因此，{ 汉语} { 大词典} 比{ 大汉语} { 词典} 接受

度更高。周韧( 2010 ) 首先对“不要骑跨”进行重

新界定，补充说明一个词的两个组成部分不能撇

开对方而与词外的成分组成另一个 MＲU; 其次，

一些处于外围的定语会因韵律因素发生移位，因此

对语义制约因素进行细分，把语义制约因素分为语

义制约因素 a( 新旧、方位、大小、颜色、形状、气味、
名称、属性 ＞ 材料 ＞ 功用) 和语义制约因素 b ( 新

旧、方位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名称 ＞ 属

性) ，最后得出黏合式偏正结构的合格性条件: 不要

骑跨 ＞语义因素 a ＞ 至少两个音节 ＞ 至多两个音

节 ＞一致性 ＞ 语义因素 b ＞ 从左向右。周韧借助

优选论 的 评 估 方 法，根 据“忠 实 性 制 约 条 件”
(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等级高低排序的原则，从

韵律节奏的划分与句法层次的角度考察黏合式多

项定语排序问题，但推理过程略显复杂( 同上) 。
我们将撇开优选论的评估体系，从黏合式多项定

语中居首单音节定语移位的现象出发，考察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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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韵律两个不同层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过

程，以此归纳总结出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的规律

和理据。

3 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规律
学界对多项定语排列顺序的研究主要从语义

或韵律等单一角度展开，且在一定程度上均存在

反例。学界通常根据语义范畴大致将定语排序归

纳为: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材

料 ＞ 功用 ＞ 中心词。这一排序规则主张，当一个

中心词受多个定语修饰时，遵循从“新旧”义到

“功用”义的顺序，即表示“新旧”义的定语离中心

词最远，而表示“功用”义的定语离中心词最近。
我们大致认同该排序规则，但通过观察大量语料

我们发现，其并不足以说明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

排序的规律，在遵循语义排序的基础上，还需考虑

韵律因素。
我们将上述语义范畴分为“低层次”和“高层

次”两种语义范畴。其中“低层次”语义范畴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且最容易辨别的概

念范畴，如表示“新旧”“大小”“颜色”“形状”或

“气味”义的定语; “高层次”语义范畴则指更复

杂、更难辨别的概念范畴，如“属性”“材料”或“功

用”义的定语。为进一步厘清汉语黏合式多项定

语排序规律，我们以两项黏合式定语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进行考察，以揭示语义和韵

律对定语排序的影响。
3． 1 研究方法

( 1) 研究问题: 探究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

序规律，具体探讨语义层级、韵律组合( 1 + 2 /2 +
1) 是否对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有影响，两者

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 2) 研究对象: 为更好地测评母语者对相关短

语的接受度，研究对象为不同行业的汉语母语者。
( 3)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个人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为汉语短语可

接受度判断。一共 2 套问卷，每套 60 道选择题，

每道选择题共 5 个选项，分别为 1 － 5，1 为完全不

接受，5 为完全接受，可接受度依次递增。每套问

卷中包括 10 道同一语义层级，1 + 2 式定语组合，

如小圆形书桌，我们将其命名为 A; 10 道同一语

义层级，2 + 1 式定语组合，如黑色臭豆腐，我们将

其命名为 B; 10 道不同语义层级，1 + 2 式定语组

合，如新电动牙刷，我们将其命名为 C; 10 道不同

语义层级，2 + 1 式定语组合，如丝绸新旗袍，我们

将其命名为 D; 20 道干扰题。

( 4) 调查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在江苏、江
西、湖北、广东、安徽和广西等地进行调查，发出问

卷 900 份，回收 721 份，删除信息不全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512 份。
( 5) 分析方法: 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运用

SPSS 19． 0 先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若出现交

互效应，再分别对 AB，CD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AC，BD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3．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 1) 可接受度的平均分分别为: A 组 2． 69; B
组 4． 36; C 组 4． 29; D 组 2． 98。A，D 两组可接受

度均在一般接受以下，即比较不接受; B，C 两组接

受度相对较高，普遍接受。
( 2) 对语义和韵律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表明，韵 律 的 主 效 应 边 缘 显 著，F ( 1，38 ) =
3． 321，p = 0． 076; 语义的主效应亦是边缘显著，F
( 1，38) = 1． 279，p = 0． 265; 韵律与语义之间的交

互作用显著，F ( 1，38 ) = 227． 408，p = 0． 000，说

明韵律、语义两因素共同影响汉语黏合式多项定

语排序。
( 3) 为明确影响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因

素内的差异，本文将分别针对同一语义层级，不同

韵律组合( A，B) 、不同语义层级，不同韵律组合

( C，D) 两组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当

处于同一语义层级时，1 + 2 式韵律组合和 2 + 1
式韵律组合的接受度差异显著，t = － 10． 200，p =
0． 000; 当处于不同语义层级时，1 + 2 式韵律组合

和 2 + 1 式韵律组合的接受度差异亦十分显著，

t = 11． 838，p = 0． 000。
( 4) 鉴于语义和韵律两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进一步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A 组与 C 组、B 组

与 D 组进行比较。A 组与 C 组结果显示，当韵律

模式为 1 + 2 式组合时，语义处于同一层级和不同

层级接受度差异显著，p = 0． 000，两组的总体方差

不等，t = － 9． 730，p = 0． 000。B 组与 D 组结果表

明，当韵律模式为 2 + 1 式组合时，语义处于同一

层级 和 不 同 层 级 接 受 度 存 在 显 著 差 异，t =
13． 336，p = 0． 000。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当修饰中心词的定

语均为单音节或双音节时，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

遵循语义原则，由低到高，即由“低层次”( 表示中

心词外在特征) 到“高层次”( 表示中心词内在属

性) ，依次排列靠近中心词。当中心词由单双音

节混合定语修饰时，其顺序受语义和韵律双重因

素影响: 当单音节和双音节定语属于同一语义层

级范畴时，定语排序不仅要遵循语义原则，韵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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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起调节作用，即单音节定语移至双音节定语后;

当单音节和双音节定语处于不同语义层级范畴

时，定语排序只要遵循语义原则即可，无须考虑韵

律的协调作用，即单音节无须移位。为了对汉语

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有更直观、更清晰地认识，我

们可以观察以下例子。
A． 定语音节数目相同( 同单同双)

⑦ a． 小圆桌———b． * 圆小桌( 大小—形状)

⑧ a． 新毛衣———b． * 毛新衣( 新旧—材料)

⑨ a． 新款羊毛围巾———b． * 羊毛新款围巾

( 新旧—材料)

⑩ a． 黑色塑料镜框———b． * 塑料黑色镜框

( 颜色—材料)

B． 定语音节数目不同( 单双混搭)

瑏瑡 a． * 旧黑色椅子———b． 黑色旧椅子 ( 颜

色—新旧)

瑏瑢 a． * 小圆形书桌———b． 圆形小书桌 ( 形

状—大小)

瑏瑣 a． * 皮防寒大衣———b． 防寒皮大衣 ( 用

途—材料)

瑏瑤 a． 旧牛皮提包———b． * 牛皮旧提包 ( 新

旧—材料)

瑏瑥 a． 大汽油桶———b． * 汽油大桶 ( 大小—
用途)

瑏瑦 a． 大液晶电视———b． * 液晶大电视 ( 大

小—材料)

瑏瑧 a． 黑皮革沙发———b． * 皮革黑沙发 ( 颜

色—材料)

在条件 A 中，修饰中心词前面的定语音节数

目相同，即韵律形式相同，例⑦和⑧中两个定语均

为单音节，例⑨和⑩中两个定语均为双音节。我

们可以看出，只要修饰中心词的定语音节数目相

同，那么定语排序均遵循语义原则。
条件 B 的情况相对复杂些瑏瑡a －瑏瑣a 的 3 例

均遵循语义原则，但在问卷调查中，它们的接受度

普遍偏低，相反，瑏瑡b －瑏瑣b 虽违反语义原则，但接

受度反而相对较高。我们发现，瑏瑡b －瑏瑣b 的 3 例

中的单音节定语移至双音节后，所得偏正结构被

接受。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违反语义原则被接

受，而遵循该原则反而不被接受。在前文中，我们

论述过冯胜利提出的“左重原则”，即在韵律的作

用下，单音节定语须移至双音节后，以保证最左端

音节数最多。经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在遵循

语义原则的前提下或对语义原则破坏相对较小的

情况下，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还必须遵循

“左重原则”。当定语韵律不同，而属同一层次语

义范畴时，因两个定语反映出的中心词特质接近，

故移位后对语义影响不是太大、破坏性较小，因

此，所得词语被接受。瑏瑡a －瑏瑣a 各例中两个定语

分别表达“颜色—新旧”“形状—大小”“用途—材

料”义，其中前两例的两个定语属于“低层次”语

义范畴，最后一例的两个定语属于“高层次”语义

范畴，也即瑏瑡a 与瑏瑡b，瑏瑢a 与瑏瑢b，瑏瑣a 与瑏瑣b 均为

同一层次语义范畴内的两个定语之间的移位，对

语义的破坏性小，与此同时，因遵循“左重原则”，

单音节定语移至双音节定语后，满足韵律调节和

完善的要求，故移位后所得词语( 瑏瑡b －瑏瑣b) 接受

度较高。瑏瑤a －瑏瑧a 的 4 例中，修饰中心词的定语

分别表达“新旧—材料”“大小—用途”“大小—材

料”“颜色—材料”义，因每个例子中的两个定语

均属不同层次的语义范畴，若发生互换位置，虽满

足韵律要求，但却破坏语义原则，故移位后所得词

语( 瑏瑤b －瑏瑧b) 接受度普遍较低。
3． 3 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的理据

首先，从语义学角度看，定语是按照语义属性

与中心词的紧密关系进行排序的。根据语义靠近

原则，相比外在、非固有属性特征的定语，表达事

物内在、固有属性特征的定语与中心词的语义关

系更紧密，故其更靠近中心词; 反之，表达事物外

在、非固有属性特征的定语与中心词关系较为松

散，故离中心词更远。当两个定语处于同一语义

层级范畴，因人们在构词时倾向选择标准音步，即

双音节音步，故词首应是双音节。因此，原本在词

首的单音节受到韵律调节作用而不得不移至双音

节后，只有这样才符合构词规律并达到韵律平衡。
由于二者处在同一语义层级范畴，故单音节移位

后，几乎不改变定语与中心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对

语义靠近原则的破坏力相对较小，所以移位后词

语仍然成立。但当两个定语处在不同语义层级范

畴时，韵律的调节作用将会失效。原本在韵律的

调节作用下，单音节定语应移至双音节定语后，但

为保全语义的主导地位，往往会放弃韵律的调节

作用而遵守语义靠近原则，仍然保持定语与中心

词关系由远及近、由外在到内在的顺序排列，即在

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中，只有在遵循语义靠

近原则的基础上，韵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
其次，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语言结构的序列

现象遵循象似性原则，即语言结构单元之间的联

系与 概 念 结 构 单 元 之 间 的 联 系 应 保 持 一 致。
Haiman 将距离象似性定义为语言成分之间的距

离反 映 所 表 达 概 念 成 分 之 间 的 距 离 ( Haiman
1983: 781 － 819 ) 。词序的象似结构反映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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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结构( 刘世英 曹华 2006: 27 － 30 ) 。事物

内部属性是固有属性，不易改变，与外部属性、非
固有属性相比，其与中心词的关系更紧密，故在结

构上更靠近中心词。因此，当两个定语在同一认

知层面时，韵律调节让两者互换顺序可以接受，但

当两者处在不同层面，韵律调节则会加重人们的

认知负荷，故互换顺序后所得词语不被接受。在

认知策略上，人们通常先处理简单、容易加工的信

息，后处理较为复杂、不易加工的信息，故把信息

量小( 更易加工) 的成分放在信息量大( 更难加

工) 的前面。
最后，从神经认知语言学层面看，韵律是人们

在追求更高层次美感时的一种情绪表达。韵律的

使用能使言辞更加鲜明，在传达思想的同时，也传

达感情，甚至是内心的深层感受，更完整地表达自

己的感情。带有韵律的语言势必有一种美感，令

人心情欢愉( 赵永刚 2016: 24 － 29) 。诗词和歌赋

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对韵律美的追求。诗词中有严

格的格律限制，讲究押韵和对仗等手法。音乐中

也有严格的词曲风格，虽各有不同，但都是韵律美

的集大成者。“乐者，心之动也”，音乐的重要功

能之一在于其能让人产生和抒发情感，表达思想，

引起审美体验( 张卫东 2014: 89 － 96) 。音乐由一

定节奏、旋律的音符组合而成，它是情感、情绪的

语言。人们借助某种韵律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和

审美观点，简言之，韵律与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朱光潜( 1980) 认为，韵律节奏不仅见于艺术

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和

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的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

韵律节奏。人用他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去面对

审美对象时，如果所表现的节奏符合生理的自然

节奏，人就感到和谐、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

调”，就不愉快。韵律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

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因此，韵律节奏反映出人的

身心感受，并不一定需要具体的歌词将其表达。汉

语中音节的组合也是韵律节奏的一种体现。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并从

音乐、诗词入手，利用 EEG，EＲP，fMＲI 和 MEG 等

技术探究音乐与情感、情绪加工的关系。Heilman
指出，前额叶对情绪效价( emotional valence) 的评

价起着重要作用，而一定韵律形式的音乐能激活该

脑区( Heilman 1997: 439 － 448 ) 。Maguire 和 Firth
利用 PET 研究发现，音乐加工能激活双侧额叶( bi-
lateral frontal lobe ) 、双 侧 海 马 ( bilateral hippo-
campal) 、双侧岛叶( bilateral insula) 半前部( Ma-
guire，Firth 2003: 5302 － 5307) 。旋律和谐引发愉

快的情绪而旋律不和谐引发不愉快的情绪，即和

谐的韵律可以让人们感到快乐，反之，不和谐的韵

律让人觉得厌烦。大量研究表明，音乐和诗歌的

加工可以激活眶额叶( orbito frontal cortex，OFC)

( Blood et al． 1999: 382; Menon，Levition 2005:

175 － 184; Trost et al． 2012: 2769 － 2783 ) 。OFC
区是与人们情感、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而音乐情

绪依赖于音乐自身的内部特征，如调式、节奏和押

韵，因此，这些研究说明，韵律与人们的情感表达

息息相关。韵律和谐与否影响着人们对音乐的感

知，和谐的韵律使人心情舒畅，正如人们的语言，

在表意明确的基础上，韵律和谐的语言更为大众

接受、喜爱。因而，为沟通更加顺畅，人们在语义

通达的基础上，会对话语的韵律加以完善。因此，

韵律是人们更高层次的语言美感追求，只有在满

足语义需求条件下才得以进行。我们还将对汉语

黏合式多项定语做相关脑电研究，限于篇幅，将另

文再述。从对韵律的整体研究看，我们可以初步

推论出，在汉语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中，只有当语

义靠近原则和象似性等基本原则满足的情况下

( 语义不被破坏或破坏性较小) ，韵律调节才能发

挥作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像

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只有当低

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另一更高层次的需求才会

出现。若低层次需求未得到满足，自然不会想实

现更高层次的需求。语义和韵律犹如人类在语言

方面的层级需求。语言产生于人类对表意、沟通、
交流的需要，故语义是人们对语言最基本、最低层

级的需求，位于底端; 而韵律，是人们追求美感，完

善语言创造的，是对语言的高层级需求。只有先

满足语言中低层级的交流需求，才能追求高层级

的韵律美。因此，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人们不会为

了韵律美而破坏语义原则。故在黏合式多项定语

排序中，人们首先会完成语义的选择，再考虑韵律

因素，而不会仅仅为满足韵律需要而随意地调整语

序。所以，语义和韵律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

响、相互协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违背语

义规则去满足韵律要求，厘清这两者之间的优先顺

序是解决黏合式多项定语排序问题的关键。

4 结束语
语言是人类表达意义的基本工具，优美的语

言有赖于韵律的调节，所以语言研究唯有考虑到

语义和韵律等各层面的相互作用，才能最终揭示

语言的本体特征。本文从语言事实出发，运用实

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克服单纯语义分析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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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统筹考虑形式与意义，阐明黏合式多项定语

排序的语义因素。此外，将韵律作为切入点，深入

分析黏 合 式 多 项 定 语 中 单 音 节 移 位 的 潜 在 原

因———语义通达是首要条件，韵律是更高层级的调

节。然而，韵律不仅制约着定语排序，也在其他很

多方面调节制约着语言，这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注释

①“临时”和“稳定”指修饰语描述中心语性质的稳定与

否，“临时”表示该修饰语的状态容易发生改变，而“稳

定”则代表该性质不易发生变化，因此，临时的性质状

态比稳定的性质状态离中心词更远。“大”和“小”并非

指事物体积的大小，而是指中心语内涵的大小: 离中心

语越近的修饰语，其内涵性越大( 外延性越小) ，反之，

其内涵性越小( 外延性越大) 。
②对立项指与该形容词同一类的词条项目。“大”的对立

项包括“大”“中”和“小”;“圆”的对立项包括所有表示

形状的词语，如“方”“菱形”“矩形”等，“红”的对立项

包括所有颜色的词语，如“蓝”“黄”“黑”“白”等。
③本文用“＞”表示定语的先后顺序。
④本文用“* ”标记不可接受的词语。
⑤MＲU 是 Chen( 2000) 根据汉语三声变调的现象，用优选

论对汉语句子进行划分时得出的最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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