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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醒” 的语义扩展看概念域的历史演变

贾燕子

(闽南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福 建 漳 州 363000)

[摘要]文章采用事实描写与理论解释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词汇语 

义学、历史词汇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以 “醒”由酒醒义引申出睡醒义、苏醒义和尚未人睡义的跨域语义 

扩展为主线，分先秦西汉、东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考察了“酒醒” “苏醒”“睡醒”三个概念 

域主要成员的历史演变情况。主要结论有（理清了 “醒”跨域词义扩展的时间和过程，勾勒了三个概念域 

主导词的历时更替和语义演变过程，发现三个概念域之间成员的跨域演变具有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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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场为背景，考察其中成员及其分布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是研究词汇系统历史演变 

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1 ]但以往的此类研究， 

大都以某一概念域为对象，很少有学者关注几个 

有密切关系概念域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员之间的相 

互影响。我们把表示“酒醉后神智恢复正常状 

态”“麻醉或昏迷后神智恢复正常状态” “睡眠 

状态结束，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概念的聚 

合分别称为“酒醒”概念域、“苏醒”概念域和 

“睡醒”概念域，现代汉语这三个概念域共享一 

个强势主导词“醒”。！上古时期的情况却有所不 

同，“酒醒”概念域专用“醒”， “苏醒”概念 

域主要用“苏”，“睡醒”概念域则“觉” “寤” 

并用。从上古到现代汉语，三个概念域的成员发 

生了哪些变化？ “醒”是何时从酒醒义扩展出苏 

醒义和睡醒义的？又 是 何 时 成 为 “苏醒”和 

“睡醒”概念域的主导词的？下面，拟分先秦西 

汉、东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结合文 

献用例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一、先秦西汉

先秦西汉时期， “酒醒” “苏醒” “睡醒” 

三个概念域界限分明，各域的主导成员语义上互 

不相干。 “苏”是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 

“醒”是 “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受文献内容 

的限制，两词的文献分布率和使用频率都不高。 

“睡醒”概念域有两个成员“觉”和 “寤”，春 

秋时期两者在语义上有明显区别，战国以后语义 

逐渐混同。“醒”“苏”“觉”“寤”在先秦西汉 

的使用情况参见表1。

“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是“醒”，《说文解 

字•新附•酉部》（“醒，醉解也。”[2]4 J 《广 韵 • 

青韵》（ U醒，酒醒。”[3]195先秦西汉时期， “醒” 

仅用于表示本义酒醉后恢复正常状态。如 《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a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 407 a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为 

“苏”，字形亦作“稣” “甦”。《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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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苏，桂荏也。”[2]16 *苏”的本义当为植 

物名，即紫苏，又名桂荏。 《小尔雅•广名》： 

“死而复生谓之苏。”[5]82《广韵》： “稣，息也， 

舒悦也，死而更生也。”[3084 “苏”指昏死后恢复 

正常状态。如 《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 

谋，杀诸绛市，六日而苏。”[4]6%

表1 “醒”“苏”“觉”“寤”在先秦西汉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醒 苏 觉 寤

《诗经》 — — 1 15

《论语》 — — — —

先秦
《左传》 2 2 1 —

《孟子》 — — — —

《韩非子》 — — 2 —

《吕氏春秋》 1 — — 2

医书文献 1 — — 4

《淮南子》 — 1 3 —

西汉 《盐铁论》 — — 1 1

《说苑》 1 1 1 —

《史记》 1 — 4 8

此 期 “睡醒”概念域有“寤”和 “觉”两个 

成员。寤，《说文解字• ^部 》（“寤，寐觉而有 

言曰寤。”[2]245② “觉而有言”可能是从《诗 经 • 

卫风.考盘》 “独寐寤言，永矢弗谖”[6]678产生 

的联想，这是不确切的。 “独寐寤言”中 “寤” 

是 对 “寐”说的，醒后自语仅是一种巧合。 

“寤”只是睡醒，与表示睡着的“寐” “睡”相 

对，与言无关。[2]802_803《小尔雅.广言》：“寤， 

觉也。”[5]40《诗经》中 “寤”的出现次数很多， 

且都和其他动词并列连用，有 “寤寐、寤言、 

寤歌、寤叹、寤言”等，如 《诗经•周南•关 

雎》（“窃窕淑女，寤寐求之。”毛传（“寤，觉。

寐，寝也。” J ]571觉，《说文解字•见部》（“觉， 

寤也。从见，学省声。”[2]285《广韵》古岳切， 

见母觉韵人声，音 〇m [3]464③唐慧琳《一切经音 

义》卷九：“觉，寤也。谓眠后觉也。”[7]12 “觉” 

本义当为睡眠后恢复清醒状态，其表本义时多和 

“寐、寝、梦”等同现。例 如 《诗经•王风•兔 

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6]702

王凤阳曾指出，上 古 “觉”和 “寤”虽然 

都可以和“寐”“睡”等构成反义，但其语义上 

是有区别的（ “寤”是一般说法，指自然睡醒; 

“觉”则常常指受到某种刺激或惊吓而猛然醒 

来。正因为如此， “觉”常 和 “梦”构成反义， 

如 “如梦方觉、大梦谁先觉”等。这 种 与 “梦” 

相对的醒来义一般不用“寤”。[8]802 - 803笔者赞成 

以上分析，需要补充的是，“寐” “睡”语义上 

的此种区别在春秋时期较为明显，到战国时期已 

渐趋消亡。如 《吕氏春秋•离俗》（“齐庄公之 

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 

之枸，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 

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9]79例 中 的 “寤” 

与 “梦”相对使用，且指受到惊吓而猛然醒来。 

从使用频率来看，此 期 “觉”的文献分布比 

“寤”广，“寤”的出现总数比“觉”高。在句 

法功能上，两者都主要充当谓语，多独用，或受 

“不、乃、未、大、蘧然、惕然”等修饰组成状 

中结构。如 《战国策•魏策二》（“桓公食之而 

饱，至旦不觉。”[10]316

二、东汉至隋

东汉至隋， “苏”和 “醒”仍分别是“苏 

醒” “酒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 “觉”和

“ 寤” 是 “ 睡 醒” 概 念域 的 两 个主要 成 员， 且 

“觉”在数量上更具优势，这些成员的出现频率

① 表 1中 “医书文献”包括《黄帝灵枢经》和 《素问》。仅统计各文献中“醒”表酒醒义、“苏”表苏醒义、 
“觉”和 “寤”表睡醒义的用例，未做说明的文献都全文统计，以下表2表3表4 同。

" 按：悟，是 “寤”醒悟、觉悟义的分化字。文献中偶见“悟”表示睡醒义的用例，如汉王充《论衡•问 
孔》（“行事，适有卧厌不悟者，谓此为天所厌邪?”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411)

③ “觉”有两个读音：《广韵》古岳切，见母觉韵人声，音〇m ; 《广韵》古孝切，见母效韵去声，音j l。（陈彭 
年，丘雍编，《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464)。按照《说文》的解释，表示“睡醒”义的“觉” 
当读为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285)。

投稿网址：http: //xuebaa jm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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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相比都有所增加。六朝时期，“醒”的义 醒”概念域，用例也不多见。以上成员在东汉

域逐渐扩大，开始进入“苏醒” “睡醒”概念 至隋几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2。

域，但用例很少； “觉” “寤”也进入了“苏

表2 “醒”“苏”“觉”“寤”在东汉至隋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酒醒

醒

苏醒
苏 觉 寤

睡醒

东汉

《论衡》 

《风俗通义》

— — —

1

11

3

佛经文献

医书文献 — — — 1

17 5

《三国志》 1 — — 4 5 11

魏晋 《古小说钩沉》 5 6 — 24 44 14

南北朝 《搜神记》 4 — 1 12 25 5

《世说新语》 1 — — — 5 —

东汉至隋， “睡醒”概念域最明显的变化 

是， “觉”和 “寤”在语义上已完全等同。首 

先，此期出现了 “梦寤、寝寤、眠觉、梦觉、 

睡觉”连用的形式。例如东汉康孟详、竺大力、 

昙 果 《修行本起经•出家品第五》（“二女梦寤， 

怪未曾有，即启语父。”[110184其次，“觉” “寤” 

可以出现在同一部著作的同一段话中，语义完全 

相同，如 例 （1 ) 例 （2)。从文献用例来看，此 

期多数文献中“觉”都 比 “寤”更为常用，其 

句法功能也更为强大。“觉”的主要句法功能仍 

是做谓语，组成的状中结构有“亦觉、既觉、 

不觉、忽然而觉”等；可 和 “而 V P ”组成连动 

式，如 “觉而问之、觉而恐惧”等；也可用在 

动词后充当结果补语，如 例 （3)。而 “寤”仅 

独用作谓语，或受状语修饰构成“宵寤、惊寤、 

亦寤、遂寤、不复寤”等状中结构。

(1)  太子问之：“何故惊塵?”对曰：“向者 

梦中见，须弥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灭，头髻 

堕地，人夺我盖，是故惊堂。” （康孟详、竺大 

力、罢 果 《修行本起经•出家品第五》）

(2 )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 

“须臾堂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塵，及自堂， 

棒杀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  彼高屋上，初夜中夜，不得睡眠。今方 

始眠，使白2 堂。（《贤愚经》卷 四 《摩诃斯那 

优婆夷品》）

此 期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苏”，仍专 

指昏死后恢复正常状态。例 如 《金匮要略方论• 

杂疗方第二十三》： “救卒死，客忤死，还魂汤 

主之方……药下复者取一升，须臾立苏。”[120107 

也偶见“寤” “觉”表示该义的用例，如晋陶潜 

《搜神后记》卷四：“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 

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 

死。”[13042《论 衡 •怪奇》： “赵简子病，五日不 

知人。觉 z : ‘我之帝所，有熊来，帝命我射

之，中，熊死。’”[14]162

六朝时期， “醒”从酒醒义开始向睡醒义、 

苏醒义扩展，入 侵 “睡醒”“苏醒”概念域。在 

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醒”兼表从酒醉和 

睡眠后恢复清醒状态的用例，如 例 （4)。但这 

样的例子在此期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说明此期 

“醒”义域的扩大尚处于萌芽阶段。

( 4 )  (县令）饮瞰酕饱，便趾檐下。稍醒而 

觉体痒，爬搔隐疹，因而成癞，十许年死。 

( 《颜氏家训•养生》）

(5)  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左右鬼神

① 表 2 中佛经文献指6种佛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内藏百宝经》《道行般若经》《修行本起经》《长阿含 

十报法经》《中本起经》，医书文献包括《金匮要略方论》和 《伤寒论》，《搜神记》为晋干宝撰二十卷本。

投稿网址：http: //xuebao.jm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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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 #，不复识人。文 

规索水嘆之，乃醒。（《古小说钩沈》上）

J ) 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 

因倒地，经宿乃醒。（《古小说钩沈》上）

三、唐 宋

唐宋时期，“醒”呈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义

域进一步扩大。 “酒醒”概念域仍主要用“醒”， 

也偶见用“寤”和 “觉”。“苏醒”概念域仍主要 

用 “苏”，其次用“醒”，“寤” “觉”的用例极少， 

又出现了新成员“苏醒”。 “睡醒”概念域的三个 

成员中，“觉”在文献分布率和使用频率上都占绝 

对优势地位，“醒”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寤”则 

呈现出明显的衰亡趋势。三个概念域主要成员在 

唐宋几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3。

表3 “醒” “苏” “苏醒”“觉”“寤”在唐宋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酒醒

醒

睡醒 苏醒
苏 苏醒 觉 寤

义净译经六部 5 4 1 4 /1 1 32 0 /4

《玄怪录》 2 1 1 5 — 3 0 /3

唐代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 

《敦煌变文校注》 4 2 2 5

—

20

0 /1

《全唐诗》 127 — 14 3 — 110 5 /8

《祖堂集》 1 — — — — 11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 — — — — 1 —

《朱子语类辑略》 — — 3 — — — 1 /3

宋代 《三朝北盟会编》 — — — — — — —

《搜神记》 4 — 1 — — 7 —

话本六种 2 — 2 — 4 3 —

经过东汉至隋的孕育，到唐宋时期， “ 醒” 《早春残雪》
“

云路迷初醒，书堂映渐难t
”[15] 1725

扩大的义域已经比较稳固，表 示 “睡醒”义的 

用例如元稹《冬白伫》（“寝醒阍报门无事，子 

胥死后言为讳。”[1501414表 示 “苏醒”义的用例如 

《敦煌变文校注•双恩记》（“草中抬得身，扪摸 

觅途路。迷闷虽半醒，疼痛何申诉。”[16]10J此 

外，“醒”的义域进一步扩大，可表示从思绪、 

迷惑、狂妄等中恢复正常状态，此用法多出现在 

诗歌中。如李商隐《寄太原卢司空三十韵（卢 

钧)》（“按甲神初静，挥戈思欲醒。”[15]23J 施肩吾

从使用频率来看， “醒”在唐宋时期表示“酒 

醒”义的出现频率仍是最高的，其次是表示 

“睡醒”义，表 示 “苏醒”义的用法位居第三 

(参见表3)，其他用法仅偶见。

唐宋时期， “酒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仍是 

“醒”，偶 见 “觉”和 “寤”出现在该概念域。 

如 《南史•杜龛列传》：“后杜泰降文帝，龛尚 

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17]81J 

《宣室志•计真》：“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

① 表 3中义净译经六部包括《根本说一切有部舭奈耶出家事》《根本说一切有部舭奈耶安居事》《根本说一切 

有部舭奈耶随意事》《根本说一切有部舭奈耶皮革事》《根本说一切有部舭奈耶药事》和 《根本说一切有部舭奈耶破 
僧事》，《搜神记》指八卷《稗海》本，话本六种包括《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宋 
四公大闹禁魂张》和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其中《全唐诗》仅统计1 -100卷、400 -500卷、800 -900卷。“苏” 

“/”前数字为“苏”的单用数，“/”后数字为“复苏、却苏”等的连用数。“寤” “/”前数字为“寤”的单用数， 
“/”后数字为“寤寐”的连用数。以上各种用法的统计数据都包括其使动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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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顾道佐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18]295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词仍是“苏”，出现 

了新成员“苏醒”。 “苏醒”在唐代仅见几例， 

至宋代用例渐多。如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 

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八（ “闻此语已，闷落于 

地。于时以水洒面，还得苏醒。”[19]145° 《大宋宣 

和遗事•亨集•宣和五年》（“李师师见贾奕气 

倒，则得傍前急救。须臾苏醒，便跳起来向着师 

师□前，俯伏在地。”[2)]57 “苏醒”概念域的次 

要成员“觉” “寤” “醒”的用例都不多见。如 

《北史•儒林传•权会》（“〔权〕会亦不觉堕驴， 

迷闷，至明始觉。”[21]1354《宣 室 志 .尹 真 人 》： 

“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寤。”[18]142 

“睡醒”概念域“觉”的用例明显比前期有 

所增加，仍多单用作谓语，也 可 和 “而 V P 、V P  

而”组成连动式，如 “惊而觉、觉而有孕、觉 

而顿愈”等，还 可 与 “令”组成兼语句。例如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 

七（“伫立久之，触令睡觉。”[22]1451值得注意的 

是，唐宋时期，“觉”开始从动词睡醒义引申出 

名词睡眠义。例如（

(7 )食 罢 二 ^睡 ，起来两販茶。 (白居易 

《食后》）

(? )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 

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 (敬新磨《六目龟口 

号 （题拟）》，《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一“五代上”）

(9 )三更睡不着，翻身捉得普贤，贬向无生 

国里，一觉直至天明。( 《五灯会元•大沩德干 

禅师》）

例 （7 ) 白 居 易诗中“一觉”与 “两販” 

相对成文，“觉”显然为名词。例 （？）敬新磨 

诗 中 “觉”与 “号”押韵，可 见 “觉”已经完 

成了从见母觉韵入声（音 o m 到见母效韵去声 

(音 o n % ) 的语音转变。从文献用例看，此期 

“觉”表示名词睡眠义时，仅能出现在数词（多 

为 “一”）之后，尚未见单用的例子。从语义上

看，“觉”本为瞬间动词，表示从睡眠状态中醒 

来，“数词+ 动词”的 “一觉”义为醒一次，而 

醒一次就代表着一次睡眠的结束，由 此 “一觉” 

就转指一次睡眠或睡眠一次义，“觉”也就由动 

词变为了名词。®

唐代，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中，用 

“寤”表示睡醒义， “觉”表示感觉、觉知义， 

“醒”未出现。如卷二： “于此有新罗人王宪， 

夜梦有一僧来语云……寤且惊怪，以梦中事语诸 

道俗。”[23]245但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表示睡 

醒义都只用“觉”， 《全唐诗》和义净译经中 

“觉”的使用频率也远远高于“寤”。 “寤寐” 

已经词汇化，且使用频率很高。如在调查的 

《全唐诗》300卷中，“寤”共出现13次，其中 

5 次 都 是 “寤寐”连用。综上可推知，唐代 

“寤”虽仍在口语中使用，但已明显衰微。至迟 

到晚唐五代时期，“寤”已完全从本概念域中消 

失，仅作为构词语素保留在“寤寐” 一词中 

(见表3)。" 唐宋时期，表睡醒义的“醒”呈发 

展趋势，用例有所增加，但 在 “睡醒”概念域中 

仍处于弱势地位。 “醒”多独用，也 可 和 “寤、 

悟、觉”等并列连用，如 《敦煌变文校注•八相 

变 （一)》：“言之已了，宫人并总睡著。彩女五 

百睡著，只留车匿醒悟，被 （皸）得朱騌白马， 

牵来直近皆（阶）前。”[J]512

四、元明清

元明时期，“醒”除了仍保持“酒醒”概念 

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外，在 “睡醒”概念域和 

“苏醒”概念域中与“觉” “苏” “苏醒”处于 

激烈竞争阶段。到清代， “苏”语素化， “觉” 

的主导义位转移，“苏醒”书面语化，“醒”取 

得了三个概念域的强势主导词地位。三个概念域 

在元明清几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见表4。

①  唐宋时期，“数词+动词”用法的“一觉”更为常见，意义为一醒或醒一次。例如杜牧《遣怀》（“十年一觉 
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编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 229?)

②  按（表3 《朱子语类辑略》中出现的4例 “寤”为卷八：“寤寐者，身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 

静也；有梦无梦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寤阳而寐阴，寤清而寐浊，寤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寐而言 
之。”（张伯行辑订，《朱子语类辑略》，《丛书集成初编》第6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1)可见其中的“寤” 
并非口语的真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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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醒” “苏”“苏醒” “觉”在元明清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酒醒

醒

苏醒

苏 苏醒 觉

睡醒

元刊杂剧 8 1 1 — — 8

诸宫调两种 5 — — 3 — 7

《元典章•刑部》 1 1 — — 1 2
元代

语法资料汇编 2 1 /2 2 — 2 4

平话两种 2 1 — 0 /1 — 9

《南村綴耕录》 2 1 3 5 — 10

《西游记》 7 10 62 1 16 11

《老乞大诊解》 — — — — 1 —

《金瓶梅》 9 — 53 0 /5 9 7
明代

《型世言》 6 1 40 2 1 5

《训世平话》 — — — 0 /1 — 2

民歌三种 2 — 16 1 — 3

《海上花列传》 1 — 63 1 1 3

《儒林外史》 3 4 16 — — 1

清代 《老乞大新释》 — — 1 — 1 —

《官场现形记》 4 6 40 — — —

《儿女英雄传》 2 — 35 — 2 1

元明时期， “苏醒”概念域的三个成员 

“苏” “醒” “苏醒”处于激烈竞争中。元代，

“醒”的文献分布率已经超过“苏”，但 “苏” 

的总出现数仍较多，“苏醒”的用例最少。“苏 

醒”与 “醒”可在同一段文字中前后出现，语 

义无别，如 例 （10)。明代，“苏醒”发展迅速， 

数量大增，且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如 在 《西游 

记》中，“苏醒”共出现16次，其中10次出现 

在对话中，如 例 （1 1 ) 例 （12); 6 次出现在叙 

述语中，如 例 （13)。明代， “苏”则表现出衰 

微趋势，虽然其文献分布仍较广，但它单用的次 

数明显减少，更多的是作为构词语素出现在复合 

词中；“醒”继续稳步发展。清代，“苏”迅速

衰微；“苏醒”用例大减，且仅用于叙述语，表 

现出较强的书面语色彩；在对话和口语性较强的 

语境中多用“醒”，如例（14)，“醒”成为“苏醒” 

概念域的主导词（见表5)。

(10)  (梅香救科），云：“姐姐，苏醒者!” 

(正旦醒科）（郑光祖《倩女离魂》第3 折）

(11) 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苏醒莫怕， 

臣等都在此护驾哩。”（《西游记》第十一回）

(12) 慌得沙僧上前搀住，只叫： “师父苏 

醒！师父苏醒!” ( 《西游记》第七十八回）

(13) 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气，变作 

三十条绳索，一齐下手，把贼扳翻，都四马攒蹄 

捆住，却又念念解咒，那伙贼渐渐苏醒。( 《西

① 表 4表 中 “元刊杂剧”指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法资料汇编”指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卷》 

中的元代部分，《训世评话》仅统计白话部分，诸宫调两种包括《刘知远诸宫调》和 《西厢记诸宫调》，平话两种包 

括 《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 《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民歌三种包括《挂枝儿》《夹竹桃》和 《山歌》。“醒” 
的 “苏醒”义用例，“/”前为单用数，后 为 “醒觉、活醒”等连用的次数。“醒醒”连用记作2次单用。“苏” “/” 

前为单用数，后 为 “苏省、复苏”等连用的次数。构词语素如“醒酒石、醒酒汤”等不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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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第九十七回） “二老爷进来的时候，我们老爷正发晕过去，至 

( 1 4 )〔黄二麻子〕听见这里的管家说起： 今还没有醒。”（《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回）

表5 “醒” “觉”在元明清时期的使用情况①

时代 文献

酒醒

醒

睡醒 苏醒 其它 单用

觉动

睡醒

睡觉:一 觉

觉名

睡眠

觉 睡觉

元刊杂剧 1 — 8 1 7 1 1 — —

诸宫调两种 — — 5 — 6 1 2 — —

元代 《元典章•刑部》 

元代 语法资料汇编

— — 1 1 1 1 — — —

2 — 2 5 4 — — — —

平话两种 — — 2 1 8 1 — — —

《南村綴耕录》 3 — 2 1 10 — 1 — —

《西游记》 59 3 7 31 11 — 5 4 35

《老乞大诊解》 1 — — 1 — — — — —

明代 《麵 》 
《型世言》

51 2 9 16 6 1 18 7 2

39 1 6 8 5 — 4 3 1

《训世平话》 — — — — 2 1 — — —

民歌三种 16 — 2 — 3 — — — 2

《海上花列传》 59 4 1 9 3 — 11 4 5

《儒林外史》 16 — 3 8 1 — 3 4 5

清代 《老乞大新释》 63 21 — — — — 4 19 40

《官场现形记》 31 9 4 39 — — 8 15 43

《儿女英雄传》 32 3 2 16 1 — 6 — 7

“睡醒”概念域在元代基本上仍保持宋代的 

格局，一个细微的变化是，出 现 了 “觉”单独 

做 名 词 充 当 “睡、困”等主语的用法，仅在 

《全元散曲》 中见到少量这样的用例。比较例

(15)与 例 （1 6 )例 （17)，可以看出由“数词+ 

名词”的 “一觉”到 名 词 “觉”单用的演变过 

程。明代， “睡醒”概念域发生了重大调整， 

“醒”跃升为该概念域最具优势的成员，其用例 

数远远超过了 “觉”。 “觉”表示睡醒义的用例

急剧缩减，同时，其作名词表示睡眠义的用例数 

则大增。名 词 “觉”不仅可以单用，还可以带 

定语或者儿化，如 例 （1 ? ) 例 （19)。 “睡觉” 

连用的形式在唐宋元时期的文献中都仅表睡醒 

义，②到明代，其表示睡眠义的用例则远远多于 

表示睡醒义的用例（见表 5) #。前 者 如 《老乞 

大新释》： “主人家，点灯来，我好收拾睡觉。 

点灯来了，墙上好挂。这纯士炕上怎么睡！有甚 

么草荐，拿几领来铺上。”[290115后 者 如 《三国演

①  表5 中所列文献与表4 中的相同。表5 中 “醒”的 “单用”指 “醒”单用表示睡醒义，“睡醒”指 “睡醒、 

困醒”连用表示睡醒义；“其它”指 “醒”表示“苏醒；清醒；醒悟；动植物的恢复生机”等引申义。“觉动”指 

“觉”做动词表示睡醒义，“单用”指 “觉”单用表示睡醒义，“睡觉”指 “睡觉、困觉”连用表示睡醒义。“觉 

指 “觉”做名词表示睡眠义，“一觉”为 “数词+觉”的用法，“觉”指 “觉”单独做名词的用法，“睡觉”指 “睡 
觉、困觉”连用表示睡眠义。

②  王锬、徐之明、王丹、杨吉春等文章[24-27]分别举出了唐宋元文献中，“睡觉”连用表示睡眠义偶见的几个用 
例。但据蒋绍愚对宋代282种、元代82种文献的考察，版本可靠的宋元文献中， “睡觉”无一例表示睡眠
义[28]211-215

③据杨吉春对明代120种文献的统计，“睡觉”共出现89例，其中表示睡醒义19例，表示睡眠义70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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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第五十五回：“要报孙权，权醉不醒。及至 

睡觉，已是五更。”[3°]*°2清代，“觉”表示动词睡 

醒义的用法消失，名词睡眠义成为其主要用法， 

“睡觉”词汇化后也仅表睡眠义。如 例 （20)。

(15) 下长生不死碁，养三寸元阳气，落-  

堂浑沦腫。（赵显宏《双调•殿前欢》）

(16) 穷则穷落堂囫囵厘，消甚奴耕婢织？ 

(马致远《耍孩儿》）

(17) 鸡鸣为利，鸦栖收计，几曾得堂囫囵 

腫。（曾 瑞 《中吕•山坡羊》）

(1?)行者道：“兄弟，二更时分了。”八戒 

道： “正好！正好！人都在头觉里正浓睡也。” 

( 《西游记》第三十八回）

(19) 吴银儿笑道： “娘有了哥儿，和爹自 

在觉儿也不得睡一个儿。爹几日来这屋里走一遭 

儿？”（《金瓶梅》第四十四回）

(20) 周瑞家的会意，慌的蹑手蹑脚的往东 

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厘觉呢。周瑞 

家的悄问奶子道： “姐儿睡 C 觉呢？也该请醒 

了。”（《红楼梦》第七回）

明清时期，“醒”跃升为“睡醒”概念域的 

主导词，睡醒义也成为“醒”使用频次最高的 

义位。“醒”除了表示睡醒义，又新产生了尚未 

入睡之义。该意义多与“一两个更次” “一整

夜”等时间段搭配，表示一种持续状态。例如 

《型世言》第十九回：“到夜来，虽是辛苦的人， 

一觉睡到天亮。但遇了冬天长夜，也便醒一两个 

更次，竟翻覆不宁。”[310408《儒林外史》第五十 

四回：“我这病一发了……要是不吃，就只好是 

眼睁睁的一夜醒到天亮。”[320894 “醒”此种表状 

态的用法“觉”和 “寤”都不具备，该用法的 

产生应该与“醒”本身的词义有密切关系。因 

为早在先秦晚期，“醒”就由表示酒醒义的动作 

动词，引申出表示清醒义状态动词的用法。例如 

《楚辞•渔父》：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33]419例 中 “醒” 

与 “醉”对文，表示清醒义，是个状态动词。

五、结 语

笔者以“醒”的跨域词义扩展为主线，考 

察 了 “酒醒”概念域、 “苏醒”概念域、 “睡

醒”概念域主要成员的演变情况。主要结论有 

以下几个：（1 ) 理 清 了 “醒”跨域词义扩展的 

时间和过程。先秦西汉时期，“醒”仅用于本义 

酒醒义。南北朝时期，“醒”的义域扩大，开始 

进 入 “苏醒”和 “睡醒”概念域，但用例很少。 

唐宋时期，“醒”表示苏醒义、睡醒义的用法固 

定且数量有所增加。到明代，“醒”成为表示睡 

醒义的主导词，且又新产生了尚未入睡之义。直 

到清代， “醒”才 成 为 “苏醒”概念域的主导 

词。（2 ) 勾勒了“酒醒”“苏醒” “睡醒”三个 

概念域主导词的历时更替和语义演变过程。“酒 

醒”概 念 域最为稳定，其主导词一直都是  

“醒”，没有发生变化。 “睡醒”概念域变化最 

大，其主导词经历了从“寤”“觉”并 用 （先秦 

西汉时期）到 “觉”强 “寤”弱 （东汉至唐 

代）、再 由 “觉”强 “醒”弱 （宋元时期）到 

“觉”被 “醒”所 替 换 （明清时期）的一系列 

变化。“苏醒”概念域，先秦至元代主导词都是 

“苏”，明 代 复 音 词 “苏醒”取而代之，清代 

“醒”又成为主导词。“苏” “寤”被替换之后， 

其苏醒义和睡醒义仅作为构词语素保存在“苏 

醒”“寤寐”中。元代，“觉”由动词睡醒义引 

申出名词睡眠义；清代，“觉”表示睡醒义的用 

法消失，名词睡眠义成为其主要用法并沿用至 

今。（3 ) 发 现 “酒醒”“苏醒”“睡醒”三个概 

念域之间成员的跨域演变具有不对称性。即 

“酒醒”概念域的成员可以表示睡醒义和苏醒 

义，“睡醒”概念域的成员可以表示苏醒义和酒 

醒义，但 未 见 “苏醒”概念域的成员用于表示 

睡醒义和酒醒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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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ual Domain Based 
on the Cross-domain Semantic Extension of XIN G  ( 醒 ）

J I A Y a n - z i

(S c h o o l o f L ib e ra l A r t s, M in n a n N o rm a l U n iv e r s i t y，Z h a n g z h o u 363000，C h in a)

Abstract: A d o p t in g a c o m b in a t io n  o f fa c tu a l d e s c r ip t io n  a n d th e o re t ica l in te r p r e ta t io n，q u a lita t iv e a n a ly s is a n d q u a n tita tiv e a n a l-

y s i s，a n d u s in g re le v a n t th e o r ie s o f le x ic a l s e m a n t ic s a n d h is to r ic a l l e x i c o l o g y，th e a r t ic le fo c u s e s o n th e c r o s s - d o m a in s e m a n tic

e x p a n s io n o f X IN G  (醒)，w h ic h  h a s e v o lv e d  f r o m t h e  o r ig in a l m e a n in g o f w a k e u p f r o m d r u n k e n n e s s to th e e x te n d e d m e a n in g o f  

w a k e u p fr o m  s le e p a n d c o m a ，a n d th e m e a n in g o f n ot y e t fa ll in g a s le e p . T h e h is to r ic a l e v o lu t io n  o f th e m a in m e m b e rs o f the

th re e c o n c e p tu a l d o m a in s w a s a ls o d e s c r ib e d  fr o m  f iv e d iffe re n t p e r i o d s: P re - Q in a n d th e W e s te r n  H a n D y n a s t ie s，th e E a stern

H a n D y n a sty to S u i D y n a s ty，th e T a n g a n d S o n g D y n a s t ie s，a n d th e Y u a n ，M in g a n d Q in g D y n a s t ie s. T h is a r t ic le f in d s o u t the

tim e a n d p r o c e s s o f X IN G  (醒）c r o s s - d o m a in m e a n in g e x t e n s io n，p re s e n ts th e d ia c h r o n ic re p la c e m e n t a n d s e m a n tic e v o lu t io n

o f th e m a in m e m b e rs o f th e th re e c o n c e p tu a l d o m a in s，a n d p o in ts ou t th e c r o s s - d o m a in e v o lu t io n  o f m e m b e rs a m o n g th e th ree

c o n c e p tu a l d o m a in s is a s y m m e tr ic.

Key words ： X IN G  (醒）；c o n c e p tu a l d o m a in o f w a k in g u p f r o m d r u n k e n n e s s; c o n c e p tu a l d o m a in o f w a k in g u p f r o m s l e e p ; c o n 

ce p tu a l d o m a in o f w a k in g u p fr o m  c o m a ； c r o s s - d o m a in e v o lu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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