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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俗谚的演变及词语连续统探论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　 汉语的词与语是一个连续统，人们交际既可以用词也可以用习语俗谚来表达同

一概念的意义，从中既可见从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发展，也可见书面语文辞在口语语辞中

的演变。 有些习语俗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分立的句法层面的非词单位到凝固的

词化了的单一语言单位的结构功能虚化过程，即通过约定俗成的心理固化，由篇章或句到短

语，再由短语到词的词汇化过程，导致其原有形式的句法范畴发生改变，由一个非词形式变为

词，其中有些习语俗谚又由词虚化为语素。 习语俗谚在人们交际中既有雅词俗化，又有俗词雅

化，往往构成一组与原型的现成话语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相似性特征的词汇单位，反映了“言语

意义←→语言意义”间互动交融的转化，形成词汇语法层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
　 　 关键词：　 习语俗谚；词语连续统；词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１８ＡＹＹ０１８）；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中国语言

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时仪，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词汇史研究。

　 　 古代哲学家将“天人合一”视为人生最高境界，即中国哲学中的范畴是无严格界限的，彼此间不可

分离，在一定条件下甲乙范畴互相渗透融合，属于甲的成员也可以同属乙范畴（沈家煊 ２０１７）。①汉语的

词与语是一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融的连续统，②人们既可以用词也可以用语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意义，
从中既可见从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发展，也可见书面语文辞在口语语辞中的演变。 本文拟就习语

俗谚的演变及词与语连续统略做考探。

一、习语俗谚演变的连续统

词汇系统由语素、词、固定短语等一个个词汇成分构成。 固定短语是比词高一级的词汇成分，由习

语俗谚等构成，功能和结构类似于词。 汉语的习语俗谚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具有结

构的定型性、语义的融合性、功能的整体性和风格色彩的民族性，通常表示一种哲理或反映某种社会现

象，多为经验的结晶，含有深刻的寓意。③表达同一概念的语义内涵孳乳衍生的不同语言结构形成了词

与习语俗谚的连续统。
１ 同一语义既可用词也可用语来表达

人们交际都是用词或习语俗谚等固定短语组合成句子来表达完整语义的，不同的形式具有表现同

一意义的功能。 如表达快捷义的不同形式有：“矫捷”“快当”“麻利”“敏捷”“轻捷”“迅捷”“手疾眼快”
“眼尖手快”“不假思索”“动如脱兔”“干净利落”“兔起凫举” “疾霆不暇掩目” “迅雷不及掩耳” “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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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那时快”；表达勇敢义的不同形式有：“英勇”“骁勇”“英武”“浑身是胆”“胆大包天”“英勇绝伦”“奋
不顾身”“赴汤蹈火”“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生死置之度外”“临危不惧”“无所畏惧”“了无惧色”“履
险如夷”“身先士卒”“万夫莫当”“吃了豹子胆”“如入无人之境”“初生牛犊不怕虎”“天不怕，地不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表达大度义的不同

形式有：“大方”“大量”“大气” “恢达” “恢宏” “恢廓” “豁达” “豁朗” “坦荡” “不念旧恶” “豁达大度”
“宰相肚里好撑船”等。 各词汇成分以彼此间共同的类义特征为纽带，类聚成一个按各自所在位置排列

的同层面或不同层面的词汇群，每个层面的词汇成分在形音义诸方面又同其他层面的词汇成分发生同

义、反义等组合或聚合关系，类聚为更大的词汇群（各词汇成分间的关联可概括为图 １，略以 Ａ、Ｂ、Ｃ 代

表各词汇单位）：

图 １　 各词汇成分间的关联图

如表达交界语义的词语由“交衮、夹界、两隔界头、两夹界处、半间半界”等不同形式的词汇单位组

成交界概念词语类聚的词汇群，其中“半间半界、半间不界、不间不界、半上半落、半上落下、半上半下、
夹界半路”等又与尴尬概念词语类聚的“监界、鏖糟、半尴不尬”和笼统概念词语类聚的“浑沦、鹘沦、鹘
囵、囫囵、混沌、儱侗、笼统、儱统、陇侗、儱儱侗侗、儱儱统统”及含糊概念词语类聚的“鹘突、胡涂、含胡、
胡鹘突、鹘鹘突突、含含胡胡”等交叉关联，而其中“鹘突、胡涂”等又与糊涂概念词语类聚的“蒙昧、懵
懂、颟顸、马大哈、糊里糊涂、稀里糊涂、如堕烟海、当局者迷、如堕五里雾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聪明一

世，糊涂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及愚昧概念词语类聚的“愚、昏、昧、蠢、戆、村、楞、笨蛋、傻瓜、傻
子、九百、愚昧、愚闇、鲁钝、昏昧、昏闇、昏谬、昏冥、二百五、傻里傻气、笨头笨脑”等交叉关联，“愚蠢、昏
昧”等又与痴狂概念词语类聚的“痴、呆、疯、颠狂、疯癫、心风、失心、十三点、痴头怪脑、疯疯癫癫”等交

叉关联，还可与聪明概念词语类聚的“精、刁、乖、灵、精明、机灵、聪慧、敏慧、聪颖、明智、英明、耳聪目

明、大智若愚、足智多谋、独具只眼、见微知著、料事如神、闻一知十”等交叉关联，从而构成了更大的相

关概念词语类聚的词汇群（徐时仪，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形成汉语词与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
２ 同一语义既可用口语语辞也可用书面语文辞来表达

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借语境的需要选择表同一语义的词或语，达到说和听双方在交际意图上的

相互配合。 如《水浒传》卷三十二：“武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楪儿熟菜，不由的不气，正是眼饱肚中

饥。”例中“眼饱肚中饥”比喻只能饱饱眼福，不解决实际问题。 又作“眼饱肚饥”。 冯梦龙《醒世恒言》
卷十六：“若只如此空研光，眼饱肚饥有何用处。”又如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卷十七：“魏竹冈道：‘闲话

少说，现在我就写信去托。 但是一件，空口说白话，恐怕不着力，前途要有点说法方好。’”例中“空口说

白话”形容只说不实行，或只说而没有事实证明。 又作“空口白话”。 曾朴《孽海花》卷四：“婆子道：‘空
口白话，你们做官人翻脸不识人，我可不上当，你须写上凭据来。’”再如《金瓶梅》卷十三：“他每日那边

指桑树骂槐树，百般称快。”例中“指桑树骂槐树”，比喻表面上骂这个人，实际上是骂那个人。 又作“指
桑骂槐”。 《红楼梦》第十六回：“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

从表同一语义的词或语中既可见从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发展，也可见书面语文辞在口语语辞

中的演变。 口语语辞转化为书面语文辞如：“车如流水马如龙”—“车水马龙”；“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载舟覆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庸人自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千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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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飏了甜桃树，沿山摘醋梨”—“甜桃酸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蜀中无人”；“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成王败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火燎原”；“屋下架屋，床上施床”—“叠床架

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成蹊”；“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泰山鸿毛”；“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
惺惺的偏惜惺惺 ／惺惺惜惺惺”—“惺惺相惜”；等等。 书面语文辞转化为口语语辞，如：“白纸黑字”—
“白纸写黑字”；“说长道短”—“张家长李家短”；“胸无点墨”—“胸中无半点墨水”；“丁一卯二”—“丁
是丁，卯是卯”；“过街老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半斤八两”—“他八两，你半斤”；“皇天后土”—
“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拆东补西”—“拆东墙，补西墙”；“水清无鱼”—“水至清则无鱼 ／清水无大鱼”；
“过河拆桥 ／过桥拆桥”—“过了河儿就拆桥”；“尺水丈波”—“一尺水十丈波 ／一尺水翻腾做一丈波 ／一
尺水十丈波”；“以卵投石 ／以卵击石 ／以卵敌石”—“拿鸡蛋往鹅卵石上碰 ／鸡蛋往石头上碰 ／鸡蛋碰石

头”；等等。④

３ 语言发展中口语语辞↔书面语文辞双向交融

语义是组成语言结构的内涵所在，同一语义既可用书面语文辞也可用口语语辞来表达，两者形成的

同一语义、不同表述方式的词语连续统符合人的语言交际心理。 事实上，人们不仅能根据语境的需要恰

当地选取词或语，而且也能主动地调整词或语的运用来营造具体交际中的某一特定语境，体现了语言发

展中口语语辞↔书面语文辞双向交融的连续统性质。 如：
（１）“九牛亡一毛”—“九牛一毛”―“九牛去得一毛 ／牯牛身上拔根毫毛 ／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九牛亡一毛”，意谓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极其微小，微不足道。 如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也作“九牛一毛”。 如唐王维《与魏居士书》：“然才

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九牛一毛”是由“九牛亡一毛”凝固而成，同时又衍化有

“九牛去得一毛”“牯牛身上拔根毫毛”“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等句法单位。 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张
廪生自道算无遗策，只费得五百金，巨万家事一人独享，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 喜之不

胜。”又卷十八：“这银两苟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红楼梦》第
八十三回：“牛身上拔了一根毛。”⑤

（２）“前车覆，后车诫”—“前鉴”—“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前车可鉴 ／前辙可鉴 ／前车之鉴”
“前车覆，后车诫”，语出《大戴礼记·保傅》：“鄙语曰：……前车覆，后车诫。”汉刘向《说苑·善

说》：“《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又省作“前鉴”“前车”。 如汉荀悦《申鉴·政体》：“前
鉴既明，后复申之。”唐释贯休《经吴宫》：“此是前车况非远，六朝何更不惺惺。”也作“前车之覆轨，后车

之明鉴”。 如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三十八《前秦录七》：“臣闻季梁在随，楚人惮之；宫奇在虞，晋不

窥兵。 国有人焉故也。 及谋之不用，而亡不淹岁。 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后以“前车可鉴”“前辙可

鉴”或“前车之鉴”比喻以往的失败可以当作后来的教训。 如宋陈次升《上哲宗议役法》：“况元祐间尝

复差科，其弊已见，前车可鉴，岂宜容易纷更。”陈亮《与石应之书》：“惟兄勉之，无失朋友之望，前辙可

鉴。”《水浒后传》第二十五回：“前车之鉴，请自三思。”“前车覆，后车诫”“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前
车之鉴”等体现了雅俗的不同表达。

（３）“沧海成桑田”—“沧海桑田”—“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
“沧海成桑田”，意谓大海变成农田。 如唐储光羲《献八舅东归》：“独往不可群，沧海成桑田。”其语

本晋葛洪《神仙传·王远》：“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后以“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

巨大。 如明刘基《惜余春慢·咏子规》：“沧海桑田有时，海若未枯，愁应无已。”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
四：“后有延庆祖师塔，昙公不记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沧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也可口

语化为“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 如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十八：“丁丞相起夫治第，分明是替杨仁

杲做个工头。 正是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 穷通无定准，变换总由天。”“沧海成桑田”“桑田变沧海，
沧海变桑田”是“沧海桑田”的口语形式。

（４）“赴水火 ／赴汤火”—“赴汤蹈火 ／赴汤跳火 ／赴汤投火”—“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赴水火”，比喻不避艰险，在所不辞。 《荀子·议兵》：“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

水火，入焉焦没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

也。”又作“赴汤火”。 如《汉书·晁错传》：“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清黄宗羲《瘦庵徐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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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白粮，佥民转运……充是役者，若赴汤火。”也作“赴汤蹈火” “赴汤跳火” “赴汤投火”。 如《三国

志·魏志·刘表传》“说表遣子入质”裴松之注引晋傅玄《傅子》：“嵩对曰：‘……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

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金瓶梅词话》第八十八回：“小夫人说那里话！ 若肯在老爷前，抬举小人

一二，便消受不了。 虽赴汤跳火，敢说不去？”《三侠五义》第十二回：“小人受侯爷大恩，别说行刺，就是

赴汤投火也是情愿的。”又作“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如元无名氏《杀狗劝夫》第三折：“你有什么

事，要用着兄弟，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水浒传》第一一三回：“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帮助时，水里水

里去，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是“赴汤蹈火”的口语形式，体现了雅俗不同的表达。

二、习语俗谚的词汇化

人类有了语言之后，就自然会将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相对固定于词语表达之中，即范畴或概念的

词汇化。 词汇化是指非词汇性的句法成分变为词汇成分，即把某个概念意义转化为词的过程，或一个句

法单位演变成一个词的过程。 词汇化的结果既可以是一个单词，也可以是一个习语性的单位（李宗江，
２０１７）。⑥有些习语俗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分立的句法层面的非词单位到凝固的词化了的

单一语言单位的结构功能虚化过程，即通过概念整合形成约定俗成的心理固化，由篇章或句到短语，再
由短语到词的词汇化过程，导致其原有形式的句法范畴发生改变，由一个非词形式变为词，其中有些又

由词进一步虚化为语素。⑦习语俗谚的演变过程可概括为图 ２：

图 ２　 习语俗谚的演变过程图

１ 由句到语的词汇化

习语俗谚的词汇化大多经历了一个从句法到词法范畴转变的动态过程，由某一结构松散、不甚稳定

的非词的句法单位凝固为稳定的、单一的词汇单位。 如：
（１）“依本画葫芦 ／依样画葫芦 ／依着葫芦画瓢 ”→“依样葫芦”
“依本画葫芦”，谓照别人画的样子画葫芦，比喻刻板地照着做而没有创新。 《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仲弓却只是据见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画葫芦，都不问着那前一截了。”禅家也用以喻单纯模仿。 如《真
歇清了禅师语录》：“大法眼修山主尚似依本画葫芦，何况你如今也随例举一遍便当此事，禅和子须是悟

始得。”又作“依样画葫芦”。 如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
换词语。 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楼钥《写照叶处士求僧》：“几年依样画葫芦，自作葫

芦学佛徒。”又由句法单位词汇化为“依样葫芦”。 如宋赵必 《赠石头怀行者求度牒疏》：“本来面目可

憎，岂难画依样葫芦。”明董说《示樵儿》：“依样葫芦定无害，他年也作示儿词。”清李渔《闲情偶寄》卷
五：“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过口传心授依样葫芦。” ⑧

（２）“张公帽儿李公戴 ／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张冠李戴”
“张公帽儿李公戴”，意谓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或弄错了事实。 有时亦

有调包舞弊之意，如明钱希言《戏瑕》卷三《张公吃酒李公醉》：“唐武后时有张公吃酒李公醉之谣……在

其时又有张公帽儿李公戴，至今相传。”又作“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如明田艺蘅《张公帽赋》：“谚云：
‘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有人作赋云：‘物各有主，貌贵相宜；窃张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后词汇化

作“张冠李戴”。 如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十五：“臣部向来持之甚坚，未敢轻为分派，令张冠李

戴也。”周清原《西湖二集》卷二十：“目中仅识得赵钱孙李，胸内唯知有天地玄黄，借他人之诗文张冠李

戴，夸自己之姓名吾著尔闻，终日送往迎来。”
（３）“画地作饼，不可啖”→“画饼充饥”
《三国志·魏志·卢毓传》：“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例中“画地作饼，不可啖”，

比喻徒有虚名，无补于实用，后词汇化为“画饼充饥”。 如唐冯用之《权论》：“圣人知道德有不可为之时，
礼义有不可施之时，刑名有不可威之时，由是济之以权也。 其或不可为而为，则礼义如画饼充饥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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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以空想自慰。 如宋李清照《打马赋》：“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水浒

传》第五十一回：“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⑨

２ 由语到词的词汇化

汉语词汇双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大规律，双音化更是习语俗谚词汇化最经济的体现。 某一句

法单位词汇化为习语俗谚后，人们通过识解并剔除其中的相对次要信息（或做出适当的调变）以进一步

形成可接受性和良构性更高的语式，往往会先压制为词汇化的四字格或三字格构式，原先由结构整体表

达的语义改由结构的某个组成部分来承担，再进一步词汇化为复合词。 如：
（１）“瓜田李下”→“瓜李”
“瓜田李下”，语出曹植《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谓经过瓜

田不可弯腰提鞋子，走过李树下不要举手端正帽子，喻指在某种环境下要避嫌以免招惹无端的怀疑。 后

由句法单位压制为词汇化的四字格“瓜田李下”“李下瓜田”“整冠李下”“正冠李下”“正冠避李”“整冠

纳履”，用以比喻容易引起无端嫌疑的场合。 如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五：“惧获瓜田李下之讥。” 《梁
书·王僧孺传》：“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贻疵辱，方致徽绳。”又进一步词汇化为“瓜李”。
如白居易《杂感》：“嫌疑远瓜李，言动慎毫芒。” 《天雨花》第十八回：“嫌生瓜李全不避，至使风波平地

生。”也作“瓜田”“李瓜”。 如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三《左金吾卫将军赵宜检校街时大理丞徐逖鼓绝

后于街中行宜决二十奏付法逖有故不伏科罪》：“既缺瓜田之慎，便招楚挞之羞。”清唐英《天缘债》第八

出：“事有前因莫怨嗟，形迹原知涉李瓜。”
（２）“月下老人”→“月老”
唐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载杜陵韦固，元和二年旅次遇一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捡书。

因问所寻何书，答曰：“天下之婚牍耳。”又问囊中何物，答曰：“赤绳子耳。 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

用相系，虽雠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后压制为词汇化的四字格

“月下老儿”“月下老人”作为媒人的代称。 如宋何梦桂《请婚于方宅札子》：“钦闻某人令爱玉君封毓秀

金闺尚閟月下老人之籍。”可省作“月下老”。 如宋陈著《代族侄孙为子梓煓纳采张氏札》：“月下老又以

夤缘相属，何幸如之，喜之欲舞。”再进一步词汇化为“月老”。 如宋洪适《送礼书》：“逢月老之系绳。”元
曾瑞《留鞋记》第一折：“何须寻月老，则你是良媒。” 《水浒传》第一○四回：“小子乘着吉日，特到此为

月老。”
（３）“泰山北斗”→“泰斗”
“泰山北斗”，比喻德高望重，为人们所敬重或处于卓异的权威地位者。 如《新唐书·韩愈传赞》：

“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后词汇化为“泰斗”。 如宋李洪《双鹤赋》：“公致太平垂

不朽兮，万古仰之如泰斗兮。”明孙承宗《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瑾》：
“众其钦为泰斗，顷拔云霄之上。”清傅维鳞《封给谏魏太公墓志铭》：“太公德行文章为天下泰斗。”孙宝

瑄《夜观政法学报》：“是故现今各国中称为法学之泰斗者，莫德意志国若也。”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

十三回：“有个湖南效法学堂的卒业生，想谋出洋游学，听说这位抚台是新学界的泰斗，特特的挟了张卒

业文凭，前来拜恳。”⑩

３ 由词虚化为语素

从认知角度讲，人们趋向于将感知中某一突显、易辨的实体作为寻找或认识目标的参照点，所以有

些习语俗谚不仅可以词汇化为复合词，还可以进一步虚化为语素（以感知中某一突显、易辨的标记实体

作为构词语素）。 如：
（１）“东坦”→“坦”
《世说新语·雅量》：“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

《晋书·王羲之传》：“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例中“在东

床上坦腹卧”与“在东床坦腹食”后词汇化为“东床坦腹”来代指女婿。 如李商隐《为韩同年瞻上河阳李

大夫启》：“东床坦腹，早已愧于郄公。”又进一步词汇化为“坦腹”“东床”“东坦”“坦床”。 如危德舆《寻
阳长公主墓志铭并序》：“潜膺坦腹之姿，妙契东床之选。”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曲江之宴，行
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丁谓《丁晋公谈录》：“晋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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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之东坦也。”《太平广记》卷二○二《陈琡》：“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
平步青《霞外攈屑》卷四《借奁》：“《嘉祐杂志》云曹佾太尉长秋母弟张貂相耆之坦床，始成婚，资妆甚

盛。”诸例中“坦”作为感知中突显、易辨的目标参照点还可用作语素。 如《隋唐演义》卷十三：“贾润甫

道：‘二嫂但放心，干事皆是众兄弟去，我与令坦止不过在途中接应，总在我身上无妨。’”
（２）“东道”→“东”
《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因郑国在秦国的

东面，可接待秦国出使东方的使节，故称“东道主”，后用“东道主”泛指接待或宴客的主人。 如李白《望
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元无名氏《来生债》第二折：“他每可几曾做那五百

钱东道主。”又作“东道主人”。 如《周书·文帝纪上》：“令亲人蔡儶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以为东道主

人。”还可作“东道”。 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我的同事，为甚要亲翁做东道？ 明日乞到我家去。”
诸例中“东”作为感知中突显、易辨的目标参照点还可用作语素。 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这早晚找出

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意思还叫我们赔上！”《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二先生做东，大盘大碗请

差人吃着，商议此事。”

三、习语俗谚演变的特点

习语俗谚的发展演变遵循最大经济化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和最大表达力原

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在最大经济化原则制约下，只要能达到最大表达力，
任何具有一定规约度和固化度的邻近成分都有可能被缩减，且涉及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构式之间的多

重组配关系，从而具有凝聚性更强的特定含义，语音形式上则更接近于语言中典型的词，形成词汇语

法层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
１ 雅词俗化与俗词雅化

语言有雅俗之别，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使雅与俗相应而变（徐时仪，２０１５：４４６）。 习语俗谚在

人们交际中既有雅词俗化，又有俗词雅化，从中不仅可见文白的转化，而且还可见书面语与方俗口语的

雅俗相融。
如清代车王府藏曲本《镇冤塔》第五部：“杏梅：‘指挥袁滚无妻子，寡居几载守空房。 你俩何不打了

伙，也省得他受寂寞你凄凉。 不知贤妺如意否？’花魁：‘管他黑猫黄猫，咬着耗子就是好猫。 我是无价

的局儿，将就些儿罢咧。’”曲中杏梅替袁滚向花魁提亲，花魁的答复是不管是谁，只要能相亲相爱就是

好丈夫，她所说“管他黑猫黄猫，咬着耗子就是好猫”是当时民间俗语，其相应的文言形式为“黄狸黑狸，
得鼠者雄”。“管他黑猫黄猫，咬着耗子就是好猫”是“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的俗化，“黄狸黑狸，得鼠者

雄”又是“管他黑猫黄猫，咬着耗子就是好猫”的雅化。 今演变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或“无论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谚，用以比喻做事应一切从实际出

发，注重实效。 这句俗谚又因邓小平讲话时引用而形成富有哲理的“猫论”，作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从中亦可见其哲理意义在口语语辞与书面语文辞中的雅俗相融。
又如陈亮《壬寅答朱元晦秘书又书》：“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妇做不得无面 饦，百念所聚，奈何奈

何。”例中“巧新妇做不得无面 饦”比喻缺少必要的条件，即使能干的人也办不成事。 又作“巧息妇做

不得没面 饦”“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等。 “ 饦”“饼”“汤饼”皆面食。 我国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

米食为主，随着宋以后人口自北向南的迁徙，“米”渐替代“面”，“粥”渐替代“ 饦”“饼”“汤饼”。 语言

使用的南北地域不同形成了这条俗谚的用词不同，随着流行范围由北至南扩大，就用了南北方都用的米

食，后又用饭代替了粥。 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呢。”该条俗谚

由口语记载为书面语，又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责以无米之炊”“无米之炊巧妇难再”“无米之

炊巧妇难供”“无米之炊巧妇难煮”“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等。 从历代文献所载不同形式可见，这条俗

谚既有古今南北的时空演变，又有文白俗雅的语体演变，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

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相融（刘静静、徐时仪，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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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构的相似与语义的相融

习语俗谚中有的是从古代相承沿用而来，有的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现成话。 从原型理论看，文语性

质的成语和口语性质的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往往没有一个绝对清晰的分界线，而是共同形成一组与

原型的现成话语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相似性特征的词汇单位，既有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特征又有深层语

义的相融性特征。 如：
（１）“太山破鸡子”—“泰山压卵 ／太山压卵”—“太山之压鸡卵 ／泰山压着鸡卵”
“泰山压卵”比喻两者力量相差悬殊，一方凭绝对优势轻而易举地压倒另一方。 如《晋书·孙惠

传》：“况履顺讨逆，执正伐邪，是乌获摧冰，贲育拉朽，猛兽吞狐，泰山压卵，因风燎原，未足方也。”又作

“太山压卵”。 太，通“泰”。 如宋曾慥《类说》卷四《论冯道》：“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

卵。 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考其语出自《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

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例中“太山破鸡子”为“泰山压卵”的原型，“泰山压卵”是由“太山破鸡子”凝
固而成的词汇单位。 同时“太山破鸡子”也衍化有“太山之压鸡卵” “泰山压着鸡卵”等句法单位。 如

《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 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

耳。”又如明王衡《郁轮袍》第六折：“有有有，泰山压着鸡卵，也是无奈何。”
（２）“冷灰里豆爆 ／冷灰里豆子爆 ／谁知冷灰里有粒豆爆出”—“冷灰爆豆 ／冷灰豆爆”—“冷灰里爆

出火来 ／冷锅中豆儿爆 ／冷锅里豆儿炮 ／冷锅里爆豆”
“冷灰爆豆”喻指看似平息的事情又突然发作起来，也指时机已过而猛然惊觉。 如黄庭坚《翠岩真

禅师语录序》：“各梦同床，不妨殊调；冷灰爆豆，聊为解嘲云耳。”又如明释德清《与关主修六逸公》：“若
疑情得力，靠定话头，昼夜审究，愈究愈深，终有冷灰爆豆之时。”又作“冷灰豆爆”。 如宋苏泂《和九兄古

梅》：“冷灰豆爆真奇事，枯树中间忽数花。”又如元刘埙《混补试中谢运使陈吏部》：“正怜寒谷黍迟，忽
觉冷灰豆爆，便辞下土，径到钧天。”考其语出自“冷灰里豆爆”。 如《朱子语类》卷十八：“须存得此心，
却逐节子思索，自然有个觉处，如谚所谓‘冷灰里豆爆’。”朱熹认为一心一意思索，看似没有进展而突然

会有恍若大悟，即经过渐悟达到顿悟，就像豆子在冷灰里积聚到一定热量突然爆发。 例中“冷灰里豆

爆”为原型，“冷灰爆豆”是由“冷灰里豆爆”凝固而成的词汇单位。 同时“冷灰里豆爆”又衍化有“冷灰

里豆子爆”“谁知冷灰里有粒豆爆出”“冷灰里爆出火来” “冷锅中豆儿爆” “冷锅里豆儿炮” “冷锅里爆

豆”等单位。 如《祖堂集》卷七《夹山和尚》：“对曰：‘自己尚怨家，从人得堪作什摩？’师曰：‘冷灰里豆子

爆。’”《五灯会元》卷二十：“喜曰：‘谁知冷灰里有粒豆爆出。’”元无名氏《金水桥陈琳抱妆盒》第三折：
“呀，这是十年前的事，怎么冷灰里爆出火来那！”《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文嫂儿道：‘他老人家这

几年宅内买使女，说媒，用花儿，自有老冯和薛嫂儿、王妈妈子走跳，希罕俺每！ 今日忽刺八又冷锅中豆

儿爆，我猜见你六娘没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听亲事，要补你六娘的窝儿。’”又第八十七回：“那妇人道：
‘叔叔如何冷锅里豆儿炮，好没道理。 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清夏敬渠《野叟曝言》第四十

三回：“墙上这诗，因为本县老爷抄去，叠成案卷，怕一时要查起来，冷锅里爆豆，没敢去掉。”
（３）“停当”—“亭亭当当 ／停停当当 ／四停八当 ／四亭八当”
“亭亭当当”有“正正好好” “恰恰好好”义。 如《朱子语类》卷十九：“圣人之言，虽是平说，自然周

遍，亭亭当当，都有许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又作“停停当当”。 如《朱子语类》卷六十二：“问
‘浑然在中’，恐是喜怒哀乐未发，此心至虚，都无偏倚，停停当当，恰在中间。”检《说文·高部》：“亭，民
所安定也。”段玉裁注：“亭之引申为亭止，俗乃制‘停’‘渟’字。”“停”为“亭”的后起字。 “亭”由“民所

安定”引申有“平均”“均当”义，如《史记·酷吏列传》：“补廷尉史，亭疑法。”又如《淮南子·原道训》：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又检《说文·田部》：“当，田相值也。”段玉裁注：“凡相持相抵皆曰当。”“当”
有“相等”义。 “亭（停）”“当”组成同义并列复合词而有“妥帖；妥当”义。如《晋书·庾亮传》：“臣等以

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朱子语类》卷十九：“如夫子言‘文质

彬彬’，自然停当恰好。 子贡‘文犹质也，质犹文也’，便说得偏。”“亭亭当当”“停停当当”叠用形容一切

事情都安排得十分妥帖。 又作 “四停八当”。 如《朱子语类》卷十一：“须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间，自然见

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例中“四停八当”意谓十分稳当、妥帖。 还可作“四亭八

当”。 如朱熹《答吕伯恭书》：“不知如何整顿得此身心四亭八当，无许多凹凸也。”“亭亭当当”“停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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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停八当”“四亭八当”以“停当”为原型，共同构成一组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相似性特征的词汇

单位。
３ 言语的变体与语言的定型

习语俗谚尤其是成语多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完整的意义，其成分一般不能任意改变，但在具体使

用中受口语影响有时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其定型体现了语言的继承性一面，其变体体现了语言发展

演变的一面，反映出“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动态演变。 如：
（１）“拖泥带水”—“拖泥涉水 ／带水拖泥 ／惹泥带水 ／和泥合水”
“拖泥带水”，本义形容在泥泞道路中行走的状貌。 如宋杨万里《竹枝歌》：“知侬笠漏芒鞋破，须遣

拖泥带水行。”朱熹用以比喻办事不干脆利索或语言不简明扼要。 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若只管说

来说去，便自拖泥带水。”禅家喻指陷入言辞解说而不能直接爽利地领会禅理，达到禅悟境界。 如《五灯

会元》卷十四：“云门寻常干爆爆地，锥札不入，到这里也解拖泥带水。”又作“拖泥涉水”“带水拖泥”“惹
泥带水”“和泥合水”等。 如《圆悟佛果语录》卷一：“一向拖泥涉水灰头土面则埋没自己。”又卷十四：
“有祖已来，唯务单传直指，不喜带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钝置人。”《汾阳无德语录》卷上：“咬断两头，
犹是惹泥带水。”《祖堂集》卷十二《禾山和尚》：“大凡出言吐气，不可和泥合水去也。”“拖泥带水”为言

语社团所接受的固化构式。 “带水拖泥”为“拖泥带水”的同素异序。 “带、涉”义近，“惹、和”义近，“带、
合”亦义近，“拖泥涉水”“惹泥带水”“和泥合水”为“拖泥带水”的同义变体。

（２）“竿木随身，逢场作戏”—“逢场作戏”—“逢场作剧 ／逢场游戏 ／逢场作乐”
“竿木随身，逢场作戏”本指走江湖的艺人随身带演艺道具，遇到合适的地方就开场表演，如宋释道

原《景德传灯录》卷六：“竿木随身，逢场作戏。”后以“逢场作戏”指偶尔随俗应酬，凑凑热闹。 如马致远

《陈抟高卧》第一折：“幼年间略读诗书，兼持枪棒，逢场作戏，遇博争雄。”又作“逢场作剧”。 如宋周紫

芝《请吉祥住持》：“甜瓜不用密蒸，好酒元无深巷。 逢场作剧本是偶然，应物观形初无作相，何劳拟议，
便请承当。”也作“逢场游戏”“逢场作乐”“逢场作趣”。 如宋刘克庄《贺新郎·甲子端午》：“忆垂髫，留
连节物，逢场游戏。”明沈受先《三元记·开宗》：“对酒当歌须慷慨，逢场作乐任优游。”“逢场作戏”为言

语社团所接受的固化构式，“逢场作剧”“逢场游戏”“逢场作乐”为其同义变体。
（３）“捕风捉影”—“系风捕景 ／系风捕影 ／捕影系风 ／捉风蹑影 ／寻风捉影 ／握风捕影 ／望风捕影 ／捉风

捕影 ／望空捉影 ／捉影捕风”
“捕风捉影”，喻虚幻无实或无根据地臆测。 原作“系风捕景”。 如《汉书·郊祀志下》：“听其言，洋

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又作“系风捕影”。 宋苏轼《答谢民师书》：“求物

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朱熹用以喻指言论、行动以似是而非

的迹象为依据，虚渺随意。 如《朱子语类》卷八：“进取得失之念放轻，却将圣贤格言处研穷考究。 若悠

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风捉影，有甚长进！”后引申有“凭空想象、无中生有”义。 亦作“捕影系风”。 如《梁
书·刘孝绰传》：“但雕朽污粪，徒成延奖；捕影系风，终无效答。”又如南唐史虚白《钓矶立谈》：“于是连

兵十数年，国削民乏，渺然视太平之象，更若捕影系风。”又作“捉风蹑影”“寻风捉影”“握风捕影”“望风

捕影”“捉风捕影”“望空捉影”“捉影捕风”等。 如宋孙应时《与黄献之书》：“论古说今虽布置开广，然不

根著如捉风蹑影。”又如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女辩继母诬陷疏》：“又不曾经获某人，乃以数句之诗，
寻风捉影，陷臣死罪。”再如《金瓶梅》第三十三回：“许人钱，如捉影捕风。”“捕风捉影”为言语社团所

接受的固化构式，“系风捕影”“捕影系风”“寻风捉影”“握风捕影”“捉风蹑影”“望风捕影”“捉风捕影”
“望空捉影”“捉影捕风”等皆为其同义变体。

四、结语

一个范畴、概念或意义在一种语言中可用一个词语将其相对固定下来，这可称为范畴或概念的“词
汇化”，即：客观世界—范畴（化）、概念（化）—词汇化—词语（王寅，２００６：９４）。 无论是词还是固定短

语，其形成都经历一个心理固化和约定俗成的过程，在高频使用中逐渐成为一个心理固化构式，逐渐

为言语社团所接受，逐渐约定俗成为语言单位存储在语言系统网络中。 习语俗谚发生词汇化的基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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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结构的定型化和意义的高度融合，其演变过程势必会引起某种程度上的语义变化，从中既可见

从口语语辞到书面语文辞的发展，也可见书面语文辞在口语语辞中的演变，既有雅词俗化又有俗词雅

化，具有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和深层语义的相融性等特征，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间互动交

融的转化，构成词汇语法层中词与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

注释：
①以莱考夫（Ｌａｋｏｆｆ）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所持“连续范畴观”指出范畴是连续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而不是离散的，甲和乙之间没有明确的分

界，存在许多过渡状态。 沈家煊（２０１７）认为：“‘和而不同’正是视‘甲乙包含’为常态的范畴观背后的中国哲学意蕴，中国人心目中的

世界图像不是二元分裂，而是和谐一体。”参沈家煊：《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②汉语中语素、词、词组三者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 一则因为汉语词语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之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可以随

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自由运用；二则因为汉语语句的理解机制主要是词语意义相互搭配而引发的一种意合作用，其表达上的灵

活性或能动性也自然表现在了词与语分合、伸缩的弹性上。
③范兰克－西迪斯（Ｖａｎ Ｌａｎｃｋｅｒ Ｓｉｄｔｉｓ）指出，熟语语义融合了社会、政治、语境、态度和情感等因素。 通过以上各种因素多年的相互作用，

成语“深奥”的意义逐渐地浓缩为成语常规的形式。 朗洛茨（Ｌａｎｇｌｏｔｚ）认为熟语是经历了长期的常规化社会过程所形成的语言构式。
参张辉：《熟语表征与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７９ 页。

④限于篇幅，略举数例，相应的文献用例亦从略。
⑤《语海》收有“水牛身上拔根毛，毫不在乎 ／ 水牛身上拔根毛，万分之一 ／ 水牛身上拔根毛，无足轻重 ／ 水牛背脊拔根毛，无关痛痒 ／ 水牛身

上的毫毛，数不胜数”等歇后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１７ 页。
⑥学界所指“词汇化”很不一致。 沈家煊（２００４）认为“词汇化”（ 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个术语除了“用词来表达某个概念”这种共时上的意思

外，在历时上还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词缀变为词，这种意义上的“词汇化”是与“实词虚化”或“语法化”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对待而言；
另一种意思是指词的组连（指两个或多个词连接在一起的序列）变为词，认为词缀变词的现象十分罕见，而词的组连变词的现象十分

普遍。 吴福祥（２００５）认为词汇化主要指包含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句法结构式或非直接成分的词汇序列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实词义的过

程。 董秀芳（２０１１）认为词汇化是指原来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中变为词的过程，词汇化与语法化一样，都是语言单位从理据清

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 李宗江（２０１２）倾向于将词汇化定义为由句法性质的单位演变为词汇性质的单位的过程和现

象，即词汇化的输入端是词组、短语或跨层结构，输出端是一个词汇性质的单位。 他指出很多词汇化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单词，而是一

个习语化（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单位。
⑦虚化是人类语言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汉语结构功能的虚化可以是句法单位的短语演变成词，也可以是词汇单位的词演

变成语素或虚词（徐时仪，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构式语法将语素、词、惯用语与固定化的句式都看作“构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不同类型的构式

在形成过程中也有相通之处：句法构式是话语的规约化，词可以是短语的进一步规约化，语素可以来自独立的词，是词的进一步变化

造成的规约化（董秀芳，２００９）。
⑧“依本画葫芦”最初用在与绘画有关的、具体的认知域中，其字面意义是照别人画的样子画葫芦，后经过具体—类属的概念转喻，用来

比喻照搬原样，刻板地照着做，没有改变，产生“依样画葫芦”和“依样画猫儿”等类似形式；当被用到具体语境中时，该俗语又得到了第

二次的类属—具体的概念转喻，用来喻指单纯模仿而缺乏创新，形成四字格成语“依模画样”。 如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二《大沩

哲禅师法嗣》：“宝峰不免依模画样，应个时节。”又卷十六《扬州建隆原禅师》：“买帽相头，依模画样。”
⑨诸如上述最初为非词的短句，后由句法单位词汇化为四字成语的还有“天高地厚、少见多怪、盲人瞎马、仰事俯畜、大旱云霓、莼羹鲈

脍、近乡情怯、曾经沧海、寸草春晖、近水楼台、三顾茅庐”等。
⑩汉语中有不少典故先由句法单位凝固为成语，后又词汇化为双音复合词。 如：管中窥豹—管窥；挂一漏万—挂漏；鸢飞鱼跃—鸢鱼；沧

海桑田—沧桑；越俎代庖—代庖；狐死首丘—首丘；狗尾续貂—续貂；东施效颦—效颦；画蛇添足—蛇足；一鳞半爪—鳞爪；指鹿为马—
指马；指腹为婚—指婚；牛刀割鸡—牛刀；掌上明珠—掌珠；一沐三握发—握发；杯弓蛇影—杯蛇 ／ 弓蛇；守株待兔—株待 ／ 株守 ；等等。
此外，习语俗谚中有些三音节单位也多由短语而来，如“半瓶醋、抱佛脚、鸿门宴、空城计、借东风、搭架子、摆架子、拿架子、打酱油、躲
猫猫”等。 有些又进一步词汇化为双音词，如“吹牛皮—吹牛、拍马屁—拍马、白日撞—白撞”等。

构式作为约定俗成的形义配对体，是语言知识在人们心智中的基本单位。 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不同的语言形式是约定俗成的形义

配对体，从词到词法和句法规则、语义规则，甚至音律模式和语用推理都可表征为不同图式度的构式，形成一个渐变链。 语素、词以及

具体的短语或句子可归为具体构式，而半固定短语以上的形义配对体则视为抽象构式，两者构成一个连续统，其间的差别仅在于复杂

程度和抽象程度的不同而已。 参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Ｔａｙｌｏｒ Ｊ．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ＵＰ，２００２。 转引自张韧：《认知语法视野下的构式研究》，《外语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台湾“中央研究院”编：《俗文学丛刊》第 ３ 辑第 ２４０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影印版。
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四《驱怪》：“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
又作“排山压卵”。 如《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杜有道妻严氏》：“何、邓执政，必为玄害，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

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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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当当”，南二星、宋浚吉编《语录解》释云：“言处之皆得其意。”
禅语中又作“抟空捕影”。 如《大慧普觉禅师年谱》：“正如痴儿抟空捕影，只堪一笑耳。”亦省作“抟影”。 明唐顺之《赠蔡年兄道卿

序》：“及其力刓于无所不搜，气竭于无所不恢，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抟影而不可得。”
语言充满各种各样的不同凝固化的意义与形式的配对，即构式，习语俗谚是较为典型的构式。
结构的定型化指在习语俗谚的语言成分词化过程中相互搭配的模式定型化，意义的高度融合指习语俗谚由句法单位性质的意义逐渐

融合为词所具有的整体式的特定内涵。 意义的高度融合在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发生。
大致可分为原组成成分和词语整体两个层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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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仪：习语俗谚的演变及词语连续统探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