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形词与
“

词
”

的意义范围

—析 现代汉语词典 》的同形词词 目

苏新春

日
“

词
”

是语言研究最基本
、

也是最重要的单位之一
,

词汇学
、

词典学
、

语法学等许多学科都是以它为对象
。

现在来讨论

它的存在似乎有点太
“

低级
” ,

可最近胡明扬先生的 说词语 》一文

却充满了对
“

词
’,

的忧虑
。

〕“ 词
”

的范围有多大
“

词汇
”

的范围有

多大 词与词素
、

词与短语的界限如何确定 都存在许多似是而

非的问题
。 “

一般说来
,

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专家对古代汉语都比

较熟悉
,

所以由他们制定的分词规范总是偏
‘

严
’ ,

不少该是
‘

词
’

的

单位就有可能成不了
‘

词
’ ,

而永远是
‘

短语 ”’

〕
。

其实
,

这只是问

题的一方面
,

只是在词的外部界限上表现出的一种
“

偏严
” 。

而在

词的内部
,

却存在着另一种
“

偏严
”

的情况
,

即忽略了多义词各义项

之间的整体联系性
,

‘

将本来是有联系的多个义项一一分割
,

独立成

词
。

其结果是人为地使词单义化
,

大大增加了同形词的数量
,

模糊

了同形异义词与多义词之间的界限
,

同样也影响到
“

词
”

范围的确

定
。

在词典编纂中
,

直接影响到诃目的设立
。

同形词词 目是指字形相同的词 目
。

本文调查的是 现代汉

语词典 》 年版 下作 现汉 》
,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

本文

只讨论复音节同形词词 目
,

它们共有 个
,

合为 组
。

下面

是对同形词之间的语音
、

语法和词义关系的调查
。



语音关系

语语音关系系 同同 轻声声 兼用用 声调调 韵母母 总数数

数数量量 组

百百分比比

“

同
”

类指一组同形词的语音完全一样
。 “

抄袭 ‘ 陌 把

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 自己的
。

指不顾客观情况
,

沿用别

人的经验方法等
。 ”“

【抄袭 】 加 军队 绕道袭击敌人
。 ”

对语音

相同的同形词
,

《现汉 》
“

凡例
”

是这样规定的
“

形同音同
,

但在

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
,

也分立条 目
,

在【 】外右上方标注阿拉伯

数字
。 ”

实际上的同形词并不止这一种
,

还包括在结构上有离合动

词与非离合动词的差别
,

而在读音上 却一样的词
,

如 , “

【摆渡

的
,

用船运载过河
。

乘船过河
。 ” “

摆渡 】叻截 摆渡的

船 渡船
。 ”

“

轻声
”

类指一组 同形词 中有一个词表现为轻声
。 “

【大人 】

由 翻 敬辞
,

称长辈
。 ”“

【大人 】的
·

成人
。

日时称地位高的

官长
。 ”

这样的轻声词是德定的
,

有的则会出现在特定的语用环境

中
,

如
“

凡例
”
的说明

“

擂入其他成分时
,

语音上有轻重变化的

词语
,

标上调号和 圆点
,

再加斜的双短横
。 ”

如
“

【上来 】目

开始 起头 一一就有劲 一先少说话
。

书 总括以上叙述 一所

言
。 ”“

【上来 】劝。飞扩 由低处到高处来
。 ”

“

声调
”

类指同形词之间有声调的不同
。 “

【出处 】 叱 出仕

和退隐
。 ”“

【出处 】 引文或典故的 来源
。 ”

前者是上声
,

后声

是去声
。

“

韵母
”

类指韵母的不同
。

如
“

【露头 】加刀
,

一儿 露出

头部 他从洞里爬出来
,

刚一 一就被我们发现了
。

比喻刚出现

太阳还没有一
,

我们就起来了
。 ”“

露头 】 岩石和矿床露出地

面的部分
。

矿床的露头是矿床存在的直接标记
。

也叫矿苗
。 ”

“

兼用
”

类指 同形词之 间有着多种语音差异
。

如
“

【本色



比 滋 本来面貌 英雄本色
。 ” “

本色 】比 创 物品原来的颜色 多

指没有染过色的织物
。 ”

两个词的声母
、

韵母和声调都有不同
。

语法关系

词词性性 名 一 动动 名 一 名名 动 一 动动 其他他 总数数

数数量量 组

百百分比比

语法关系主要是指同形词之间的词性关系
,

举例说明如下
“

名 一 动
”

类
。 “

【背书 】背诵念过的书
。 ”“

【背书 】票据 多指支

票 背面的签字或图章
。 ”

前者是动词
,

后者是名词
。

“

名 一 名
”

类
。 “

【本事 】文学作品 主题所根据的故事情节
。 ”

“

【本事 】本领
。 ”

“

动 一 动
”

类
。 “

【成家 】男子 结婚
。 ”“

成家 】成为专家
。 ”

“

其他
”

类的情况 比较复杂
,

共有 种词性对应关系
,

每种多

者 例
,

少者只有一二例
。

上述数据表明
,

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多
,

占所有同形

词的十分之四
。

其中有一类现象很显眼
,

就是
“

体用同称
”
词语

,

名

词指事物
,

为
“

体
” ,

动词指事物的功能
,

为
“

用
” 。

现汉 》将
“

体用同

称
”

的词语处理为不同的词 目
。

如
“

【赤膊 】光着上身
。 ”“

【赤膊 】光

着的上身
。 ”“

【出品 】制造出来产品
。 ”“

【出品 】生产出来的物品
。 ”

全

书
“

体用同称
”

词语共有 组
,

占
“

名 一 动
”

类的
。

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的区别
,

对词来说都是外部形式
。

对外

部形式的不同处理当然会影响到
“

词
”

的范围和词 目的设立
,

各家

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处理标准
,

给 自身寻找到一个尽量
“

合

理
”

的解释
。

而对同形词之间词义关系的调查则是深入到 了词的

内部
,

它关系到同形词的基本性质和能否成立的关键
。

以往人们

在处理具体同形词时尽管有许多不同意见
,

但在理论上对同形词

的看法却相当一致
,

就是同形词必须词义不同
。 『, ,可是下面的调查

结果却令人生出许多疑虑
。



词义关系

词词义关系系 近引申申 远引申申 体用同称称 异异 总数数

数数量量 组

百百分比比

“
近引申

”

类
。

近引申是指在两个词之间能明显看出词义引申

演变的轨迹
,

如
“

【褒贬 】评论好坏
。 ” “

【褒贬 】批评缺点 指责
。 ”

这

两个词都是把
“

褒
” 、 “

贬
”

两个反义语素化合成词
,

表示对人的评

议
,

只是前者中和出的是中性词义
,

后者偏于
“

贬
”

义而 已
。

又如
“

【捕食 】动物 捕取食物
。 ”“

【捕食 】动物 捉住别的动物并且把它

吃掉
。 ”

在两个词素中前者偏于
“

捕
” ,

后者是
“

捕
” 、“

食
”

并重
。

这两

个词词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

“

远引申
”

类
。

远引申是指在两个词之间能找出词义演变的轨

迹
,

只是距离稍远
,

需作一定的分析才能达到 目的
。

如
“

【宾服 】

书 服从
” , “

宾服 方 佩服
” 。

又如
“

吃水 方 供食用的水
” ,

’吃水 】吸取水分
” , “

【吃水 】船身入水的深度
” 。

“

体用同称
”

类
。

这类词语尽管在语法功能上对立
,

但词义联

系却是相当密切的
。

如
“

【包饭 】双方约定
,

一方按月付饭钱
,

另一

方供给饭食
。 ”“

【包饭 】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
。 ”

意义联系如此

密切的词语大可不必分立词 目
。

汉语词语的兼类相当普遍
,

将它

们一一依词性而分词
,

其结果是分不胜分
。

如果说因为词性不同

而一定要分的话
,

可是现有许多多义词 的义项仍是不同词性的
。

这点下面再作详细讨论
。

“

异
”

类
。 “

异
”

是指同形词之间的词义完全不同
。

如
“

盘缠 】

盘绕
” , “

【盘缠 】口 路费
” “

【安心 】存心 居心 安心不善 安的什

么心
” , “

【安心 】心情安定
” 。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
。

根据 以上 的分析
,

可 以有理 由认为
,

现汉 现有的 组

个同形词
,

划分是过于苛刻了
,

把许多本来应该属 于多义词

义项的
,

都一一分离出来独立成词 了
。

现有同形词 中真正体现 了



同形词
“

词义不同
”

这一要求的只占 属于分类标准问题
,

有

商榷余地的 即体用 同称类 占 找得出词义联系
,

应 归为多

义词范围的高达
,

其中占 的近引申类应归属于多义词的

倾向性更明显
。

过多地划分出同形词
,

会在词汇理论和词典编纂理论上造成

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

第一
,

使复合词的词义容量减少
,

出现单义化趋势
。

在

例同形词中
,

除掉
“

参见类
”

的 例等义词外
,

个义项的高达

例
,

占总数的
。

个义项的 例
,

个义项的 例
,

个义项的 例
,

最高的 个义项
,

只有 例
,

平均每个词的义项才

个
。

第二
,

由于把许多有词义联系的语言单位都分立成词
,

势必混

淆了同形异义词与多义词的界限
。

这两种词汇现象本来在理论上

是很清楚的
,

现在由于在同形词中包括了
“

近引申
”

和
“

远引申
”

的

现象
,

就把原有对同形异义词与多义词的争论
,

由主要是如何划分
“

共时
”

与
“

历时
”

的界限扩大到如何把握
“

词义引申
”

远近的切分
。

其结果是只会进一步增加划分这两种词汇现象的难度
。

第三
,

在对多义词和同形词的一缩一扩的过程中
,

人为地扩大

了词典中词 目的数量
。

以上所有的影响最终是使人们对
“

词
”

的义

域范围到底该如何确定
,

更加把握不定
。

国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

下面从对 比的角度再作些分析
。

先

看两条
“

内证
” 。

一 与多义词对比
。

先看多义词的情况

【作乐 】 制定乐律
。

奏乐
。

【出手 】 指袖子的长短
。

开始做某件事情时表现出来的本领
。

见
“

打

出手
” 。

【扑腾 】 游泳时用脚打水
。

也说打扑腾
。

跳动
。

方 活动
。

挥霍

浪费
。



【没有 】 表示
“
领有

、

具有
”

等的否定
。

表示存在的否定
。

用在
“

谁
、

哪

个
”

等前面
,

表示
“
全部不

” 。

不如 不及
。

不够
。

不难发现
,

现有多义词几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都比
“

近

引申
”

类的同形词来得更密切
。

像
“

出手
”

中的
“

指袖子的长短
”

与
“

开始做某件事情时表现出来的本领
” ,

和
“

扑腾
”

中的
“

游泳时用脚

打水
”

与
“

挥霍 浪费
” ,

不是词义相距也很远吗 但它们都能凭借

词义引申的联系而保留在一个词形之中
,

为什么却有那么多的词

语要分离出某个义来成为同形异义词呢

下面这个例子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

现汉 》有两个
“

眉 目
” ,

一

个是多义词
“

眉 毛和 眼睛
,

泛指容貌
。

文章
、

文字的 纲要

条理
。 ”

另一个是单义词
,

表示
“

事情的头绪
”

义
。

其实三个义项之

间存在明显的引申关系
,

只是后者 比前者要显得更概括
,

义域更宽

泛些
。

如果要说三者间谁与谁的距离更近些的话
,

应该说
“

眉毛和

眼睛
,

泛指容貌
”

的实指性强
,

表义具体
,

而
“

文章
、

文字的 纲要

条理
”

与
“

事情的头绪
”

更接近
,

都是对原义的引申扩大
, 。

可是《现

汉 却把第
、

两个义项处理为多义词
,

第 个义项处理成了同形

异义词
。

要说外在形式有所不同的话
,

只是后一个【眉 目 】是读成

轻声
。

看来词典编纂者是更重视词语的语音形式和语法属性的差

异
,

而把词义亲疏远近的取舍放在很次要的地位
。

这点在 年

版的增补内容中仍会体现出来
。

修订版新增了两个词
“

来电
” ,

一

个表示
“

打来电报或电话
。

电路断开后接通
,

恢复供电
” ,

另一

个表示
“

打来的电报
” ,

三个义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

显然
“

打来电

报或电话
”

与
“

打来的电报
”

距离更近
,

可就因词性问题而分开
,

把
“

打来电报或电话
”

与
“

电路断开后接通
”

合在一起成为多义词
。

前面的统计已经显示
,

词性不同者分立词 目的规矩并没有得

到严格执行
,

试看下面两例
“

【劳动 】 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

的活动
。

专指体力劳动
。

进行体力劳动
。 ”

和 是名词性
,

则是动词性
。

又如
“

【希罕 】【稀罕 】 希奇 骆驼在南方是 一 东



西
。

认为希奇而喜爱 谁一 你那玩意儿
,

我们有的是
。

一 儿

希罕的事物 看 一儿
。 ”

是形容词
,

是动词
,

是名词
。

在这里不

同词性的意义又囊括在多义词之 中
。

看来
“

词性不同者分立词 目
”

是一条不能 自圆其说的规定
。

对同形词与多义词的划分
,

学术界曾作过很好的探讨
, “

同形

词中每个词的意义截然不同
,

而多义词的几个义项有个共同的核

心意义把它们联系起来
,

义项间往往有派生关系
” 。

’最难的工作

在于怎样鉴别曾经有过引申关系
,

后来因距离渐远而分化开去的

同形词
。

苏联语言学家格尔金那一费多鲁克提出过较为客观的处

理意见
“

只要一个词 的各个不同意义之 间含有某些共同的
,

虽然

距离很远的意思
,

而所有的词义都可以 由同一个核心意义联系起

来
,

只是和它有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的差别
,

那末
,

我们就 以多义性

处理它
。 ”

据此观之
,

人们不难看出 现汉 》对同形词词 目的设立

所依据的原则和实施的松紧度
。

二 与单音词对比
。

单音词与复音节词 只是音节多少不同
,

作为词汇的一个基本

单位
,

它们所具有的性质应该是相同的
。

《现汉 》在设立词 目时已

注意到了
“

字
”

与
“

单音词
”

的区别
,

这种区别体现在字头右上角的

数字
。

如
“

卯 ”’、 “

卯
” ,

前者的意义是
“

地支的第四位
” ,

后者的意

义是
“

卯眼
” 。

年版有单字头词 目 个
,

其中有 余

个是由
“

字
”

分离出来的
。

综观之下
,

《现汉 》在字头分立时对把握

区别意义是否有联系还是执行得 比较严格的
。

如
“

文
”

有 个义

项
,

分别是
“

字
” 、 “

文字
” 、 “

文章
” 、 “

文言
” 、“

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

表现出来的状态
” 、“

指文科
” 、“ 旧时指礼节仪式

” 、 “

非军事的
” 、“

柔

和
、

不猛烈
” 、 “

自然界的某些现象
” 、 “

古时称在身上
、

脸上刺画花纹

或字
” 、 “

掩纹
” 、 “

量词
” 、 “

姓
” 。

这些义项义分属名词
、

动词
、

量词和

形容词
,

其中一个义项的读音还有变异
,

但由于着眼于词义联系的

有无
,

故还是把它们都当作一个多义词 内部的不同义项来处理
。



这种安排是妥当的
。

要是按照复音节词 目的方法处理
, “

文
”

将分

成好几个字头才行
,

像
“

字
”

的意义与
“

在身上
、

脸上刺画花纹或字
”

的意义差异起码也在
“

体用同称
”

之上
。

那么为什么对单音词的同

形词分立行得通的原则
,

不能同样运用在复音节词上呢

下面再看两条
“

外证
” 。

把《现汉 》与其他词典对 比可能不太适

当
,

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词 目的不同处理是 由于词典规模不同造

成的
。

而将《现汉 》先后两个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则可避免这个担

心
。

三
“ 望巧 版

”

将
“

版
”

的两个同形词词义合并为一个词的
。

版版 版版

【【出品 】制造出来产品
。。

【出品 】 制造出来产品
。

生产产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来的物品
。。

【【出品 】生产出来的物品
。。。

【【反光 】使光线反射
。。

【反光 】 使光线反射
。

反射的的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线
。。

【【反光 】反向的光线
。。。

【【口袋 衣兜
。。

【口袋 用布
、

皮等做成的装东西西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用具
。

衣兜
。。

【【口袋 】用布
、

皮等做成的装东西的的的

用用具
。。。

【【提议 】商讨问题时提 出主张来请请 【提议 】 商讨问题时提 出主张来来

大大家讨论
。。

请大家讨论
。

商讨 间题时提 出出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主张
。。【【提议 】商讨间题时提出的主张

。。。

【【一下 】用在动词后面
,

表示做一次次 【一下 】 用在动词后面
,

表示做一一

或或试着做
。。

次或试着做
。

表示短暂的时间
。。

【【一下 】表示短暂的时间
。。。

这合并了的 例有两例属于上文分析到的
“

近引申
”

类
,

例

属于
“

体用同称
”

类
。

这个事实清楚表明词典的编纂者们实实在在

地感到了两个词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

故有了重新并二词为一词的

行为
。

四
“

版
”

的一个词在
“

版
”

拆成两个同形词的
。

“

版
”

共有同形词 组
,

个
,

比起
“

版
”

增加了



不少
。

其中全组属于
“

版
”

新增的有 组 个同形词
。

现

在我们关心的是原属
“

版
”

一个词
,

后来在
“

版
”

中却分为

两个同形词的那 例
。

它们为什么要分 分立的根据是什么

请看下面的调查

无无联系的新义义 体用同称的新义义 有联系的新义义 分化词词 总数数
个

“

无联系的新义
”

是指 版新增的同形词与 版的原词

没有意义联系
,

纯因字形的相同而成
。 “

体用 同称
”

是指在词性上

有差别
,

大多表现为名词与动词之 间的对应
。 “

有联系的新义
”

是

指有词义引申的联系
。 “

分化词
”

是指新增词义本是
“

版
”

多

义词的一部分
,

现在独立出来后与原词形成了同形词 的关系
。

下

面每类举一个例子

厂一一一一下一一不蔽丽一一丁 一一一几亏菇丽一一一一刁

无联系的新义

占

【白体 】笔划较细 的一

种铅字字体
,

如老宋体

等 区别于
“

黑体
” 。

有联系的新义

占

【抽打 】用掸子
、

毛 巾等

在衣物上打 大衣上都

是尘土
,

得 一 一
。

体用 同称

占

【裁缝 】做衣服的人

分化诃

占

【修好 】 书 国与国

间亲 善友好
。

方

行好 行善
。

【白体 】笔划较细的一种铅字

字体
,

如老宋体等 区别于
“

黑

体
, , 。

【白体 】对照射在上面的 白光

能够 完全反 射 的理 想 物体
。

也叫绝对白体
。

【抽打 】用掸子
、

毛巾等在衣物上

打 大衣上都是尘土
,

得一 一 。

【抽打 】用条状物 打 赶车人

挥着鞭子
,

不时地 一着牲 口 。

【裁缝 】做衣服的人
。

【裁缝 】剪裁缝制 衣服 虽是

布衫布裤
,

但 一 得体
。

【修好 】书 亲善友好 两国一 。

【修好 】方 行好 行 善 一 积

德 你修修好吧
,

再宽限几天
。



无联系的新增同形词占到
,

这部分属于合理的设立
。

而其他

几类就很值得讨论
。

“

有联系的新义
” ,

如
“

吃劲
”

的
“

承受力量
”

与
“

费劲
” 、 “

吃

力
”

显然有词义关系
,

其密切程度 比起
“

感觉重要或有关系
”

与
“

费

劲
” 、 “

吃力
”

还要更接近
。

可是一个成了同形词
,

一个成了多义词
。

“

体用同称
”

存在着词义对应转换关系
,

并在词性上形成了

对立
。

前面说过作者很看重词的语法属性的对立
,

似乎把它看得

比词义联系的远近还要重要
。

令人不解的是
“

体用同称
”

分立与
“

体用同称
”

合并 如
“

出品
” 、 “

反光
” 、 “

提议
” ,

却同时出现在同一

版中
。

“

分化词
”

类与
“

体用同称
”

类不同的只是看它们是不是有

着词性对立的差别
。

前后不同版本的修订不是不可以对词 目的处

理作出新的安排
,

只是这种安排要遵循同一的原则
,

否则
“

分化
”

与
“

合并
”

就会打架
。

版中
“

分化
”

了的有 例
, “

合并
”

了的有

例
,

这说明编纂者在如何区别同形词与多义词的界限时还缺乏明

晰的认识和精细的安排
。

通过上面对 现汉 同形词的分析
,

我们不能不看到词典编纂

家们在处理
“

词
”

的范围时仍有相当大的任意性
,

还没有用一个完

好的标准来清晰地把握一个词的义域范围
。

在对同形词的认定过

于宽松的同时
,

表现出的就是在多义词与同形词的划分上常常摇

摆不定
。

划分出那么多的同形词词 目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 “

版
”

中没有词义联系的
“

异
”

类 组
,

余例
,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

同形异义词
” 。

把同形异义词的范围就定在这样
“

异义
”

的范围并

无何不妥
。

在词典的立 目中
,

将有种种意义联系的义项合在一个

词 目下面
,

只会增加人们对词义之间系统性的认识
,

更容易把握一

个词义的来龙去脉
,

更容易弄清楚左右词义的邻里关系
,

省去了辨

下转 页



课题
,

也就必然要求字典查检方法的多样性
。

计算机编码又与字典查检方法不同
,

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多

样性 如语音编码有全拼和双拼
,

部首编码的拆分方法也可有所不

同
,

数字 〔号码 〕编码的设置也可有不同的方案
。

但也存在规范化

的问题
。

编码总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打字人员所用
,

一类是

学生和普通工作人员使用
。

就学生和普通工作人员来说
,

不 片面

追求输入速度
,

而应使计算机的输入与汉字的习得认知过程统一

起来
,

这就是语音 全拼
、

双拼 与字形 合乎汉字规范的部首分析

输入法
。

目前
,

符合汉字结构规律的字形 部首 输入法
,

尚没有一

个理想的方案
,

巫待语言工作者和计算机工作者努力
。

河北 师范大 学校长室 石 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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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此词 目与彼词 目的精力
。

在 口语中
,

人们都是会正确地使用词

义就行了
,

谁还会去记它是
“

褒贬 ”’ ,

还是
“

褒贬
”

呢
。

至于在中文

信息处理中
,

电脑更是管不了那么多
,

只要是在相同的语音形式或

文字形式下
,

各种各样的意义它都可 以合而为一
。

词典词 目的设

立
,

不能为人们的语言使用实践服务
,

又不能为中文信息处理服

务
,

只是为了体现某种语言理论的形式要求而导致
“

同形词词 目
”

的泛滥
,

是到了该认真检讨的时候了
。

附注

〔 【 胡明扬
,

说词语 语言文字应用
,

同音词问题讨论综述 一 语文建设
,

〔 周世烈 同形词概说 锦州师院学报
,

【 见
·

格尔金那一费多鲁克 谈谈俄语同音异义词间题 转引自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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