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的多餘成分一
詣

平鐵f五.

哈爾實曾經是俄國僑民屢集的地方，那見流行過一種漢俄語混雜的特殊混合語，如

TBO呀 MO s1 He HOHUMaU (等於Tbi MeH月 He nOHUMaueutb (你沒有理解我

的意思] )。日本人學漢語，也有時說“你的我的不明白"。盡管這樣的句于完全不合

語法，但照樣能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語言中有不少多餘成分

( redundant elements) CD 。把這些多餘成分省略或換上錯誤的語言成分，有時並不會

影響交際。例如學著操屈折語的幼齡見量經常在變格變位方面發生錯誤，但仍能被成年

人理解。蘇聯百科全書和詞典，為了節約篇幅，經常不寫出詞尾，如TexH)f'1eck ， (略

去了吋) nporpecc (技術進步) ，讀者也同樣能讀懂。可見俄語中的詞尾有時就是多餘

成分。特別是在名詞詞尾已表示性、數、格時，前面還有一系列形容詞重複地表示性、

數、格，就是多次的多餘成分。

不同語言中的多餘成分是不同的。 例如“我唯一的真正的女朋友"這句話在俄語中

是Mo~ e削Hc1'13eHHa! HacfoJlw生B nOAPyr_!! (四吹用詞尾表示陰性) ;在英語中是:My

only real friend (一次也沒有) ;德語: Mein~ einzige wirkliche Freund~ (兩

次手;法語:M金 seulzvGritablgamiz( 從語言看只一吹，用一損表示，從文字看有

三次，用兩槓表示) ;意大利語: L~ mi~ unica ver~ amica (五次) ;西班牙語:Mi

únic~ amig~ verodaderê: (三次 )æ 。上海方言中說“老婆夫妻店"，這兒的“老婆"

顯然也是多餘成分。我國報紙上有一則通訊談到紐約市內交通情況時用了這樣的修飾語:

“車如流水馬如龍"。這是南唐李后主〈望江南〉中的名旬，現在紐約市內早已見不到

馬車了，但是人們照樣可以用這句詩形容紐約，因為在這兒起作用的只是“車(指的已

不是馬車，而是汽車)如流水"， “馬如龍"已成多餘成分了。文章口“車馬費"在〈現

代漢語詞典〉中注為“因公出外時的交通費"，盡管現在人們出差已經很少騎馬了，

“馬"字在這兒事實上也是一種贅詞。(禮記﹒玉藻〉篇里有“大夫不得造車馬" @這

樣的句子。車是可以造的，馬均不能造， “馬"在這兒也是一種多餘成分。這是因為戰

國以前馬是專為拉車用的，不單騎，所以那時以前的古書中 車馬總是並學@。

此外如“馬路" “馬力"現在都和馬無關了， “柏油馬路"也可以說“柏油路"，省去

了“馬"這個從斷代看是多餘的成分。

多餘成分在古代漢語中出現的例子還有: (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一黨一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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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小學家俞攝( 1821-1907 )指出“尚即猶也"，可見有一個字是多餘的。

漢語歷來喜歡對稱，古代的研體文講究詞旬的對偶排比，這對現代語言依然有很大

影響。有時為了對稱，不得不添加從邏輯和語義角度著眼是多餘的成分。如“佇立桔于

洲頭，漫步湘江河眸" (韶華、毛岸青: (我愛韶山紅杜鵑) ) ，這襄“河"與“江"

重覆，按邏輯應說“湘江之眸"，但為了同“洲頭"對仗，便不情用了一個多餘成分。

漢語中的四字詞中為了湊音節，也常常使用了一些從語義上看是多餘的詞，如“手

腳靈敏" “手腳利落"實指手靈敏，手利落，因為卿是談不上靈敏、利落的。這同漢語

構詞時為了湊雙音節，加一個語義上多餘的甚至是矛盾的成分是一個道理，如漢語的“窗

戶"指的是“窗子"，而不是“窗子和鬥" (“戶"的意義是門，如“足不出戶" )。

經常翻譯外語的同志深知，由於漢語中的不少形容詞是單音節，有時為了湊雙音節，將

外語譯成漢語時不得不加一個“很"字，如將The building is high譯成“這建築很高"，

盡管原文並無very (很)一詞。

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國知識分子下干校時，有一條規定:老弱病殘可以不

下干校。那時可以聽到這樣的問話: “你是老弱病殘，怎麼也下來了呀?" (分別對一

個年輕的重病號和老年人說的話)。對年輕的重病號來說，他並不老，也不殘;對老年

人來說，他慨不殘，也沒病;可見這話中兩個詞都成了多餘的信息。這是純粹從語言表

層，就表現出來的語言成分著眼進行的分析。如果從底層結構來分析，這句話事實上是

“你是屬於老弱病殘這個範疇(或顯則)的人，怎麼也下來了呀? "可是在實際生動的

言語中，誰也不會說這種文織織的話。

產生這種多餘成分的原因是語言中有這樣一條規律，凡是形成套語以後，這種套語

就可以廣泛使用，從而帶來一些多餘成分。例如，在體育運動中有“安慰賽"這一術語，

用開了以後，在口語中就可以聽到這樣一類的句子: “他答應你提級不過是一種‘安慰

賽，吧了"。這襄“安慰賽"中的“賽"字便是多餘成分。

英語句子I shall be home somewhere about nine 0' clock (我將在九鼎鐘左右

回家)中的somewhere和about都是表示“大約"的意思，其中somewhere是多餘成分。

法語Cet homme parle-t-il anglais? (這人說英語嗎? ) De quoi le roi parle-t 

-i l? (這皇帝說什麼? )中的代詞il重覆主語Cethomme ， le roi，從語義和句子成份上

看都是多餘成分。法語用這種重覆的代詞作為表達提問旬的一種手段。漢語和俄語口頭

言語中也有這種使用多餘的重疊代詞的例子。如“這個人你見過他嗎? " “這個學生他

來幹嗎的? " “ Y Hac afa no~uk~Hdka 0型呈 coBcem H~aBHo noc時oelta" (我們的

這個門診部它剛建成不久)。這種多餘代詞甚至i經常出現在目前的電視言語中，如

“7ZOH前吋'k koτopbl~ 叫aτPAIiC叫回oHßaR Hayka , oHK He BeerAa octa~TcB He3 

b16Iiembh.lIJ4" (科學傳統常常使用的那些概念， 1:: 1r'並不總是不可動搖的)@。
俄語中的Ha ABope 'Tpo3a co6upaeτc賈(暴風雨快來了)， y或 314ma Ha ABope 

(已經冬天了)中的Ha ABope (“在外面"，字面意義是“在臨子襄" )是多餘成分。

因為暴風雨當然不可能發生在室內，所以Ha ABope根本不用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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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一方面有許多多餘的現象，男方面又有許多省略現象，!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覆。

這也構成一種特殊的矛盾的統一。語言學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印歐語中多餘成分

比較多地出現在語素這一層次。如上面列舉的六種語言的多餘成分都是表示性、數、格

的語素重覆出現。在句子這一層次上則較多出現省略現象，如口語中大量使用不完全句。

多餘現像的研究是信息論誕生以後才開始的一個課題;深入地研究它，將有助於信

息的傳遞並能加深對語言本質的理解@。

@朱德熙先生建議譯作“羨餘成分"。 “羨"在古代有“今餘" “餘剩"的意思。如“以其羨

財治崢舍數百聞.. ( (舊唐書﹒令狐楚傳) )。

@f7tJ轉引自布達戈夫; (人及其語言) ，第二版，第163-164頁，莫斯科， 1976年。

@見〈十三經注疏) ，下珊，第1475頁，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本， 1982年。

@孔穎遠在〈左傳正義〉中指出: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

騎。.. ( (十三經注疏) ，下飯，第2110頁)也有人認為是“大夫不得造車畜馬"之略語。見吳

孟復: 0111話通論) ，第93頁，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年。

@見〈十三經注疏) ，下珊，第1793頁。其實，孔穎遠在這兒已指出: “‘猶'則‘尚'之義，

重言之耳。猶〈尚書〉云‘弗遑喂食'， ‘遑'則，蝦，也"。

@俄語的例子轉引自 (3Kaülle-cloll(a) (知識就是力量)， 1982年11月號第27頁。

@關於信息論中的今餘現象及其瀰補噪聲( noise)所造成的信息傳遞中的損失的作用，詳見J.

Lyons所作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1977 )第二章第四節 Statistical

Str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