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詞義問題談到漢語中的“類義詞"

張世祿

、詞義的兩種作用

絕大多數的詞是用來代表概念的，所以一個詞包含的意義具有兩種主要作用:一種

是概括作用，概括了詞義範圍內所指的一切事物;另一種是區別作用，把詞義所指的事

物和另→種不同詞義所指的事物區別開來。例如“馬"，概括了“自馬"和其他各種各

色的馬，所以“白馬非馬"之說是取消了“馬"這個詞的概括作用，既人就指斥為詭

辯的論斷了; “馬"和“鹿"顯然是應當區別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因之“指鹿為馬"是

氓沒了“鹿"跟“馬"的區別，一般人也指斥為欺謊的言辭了。我們平常在言語或寫作

的時候，用詞的準確與否就是要看符合不符合所用的詞的概括作用和區別作用。符合於

那個誦的概括作用和區別作用的，就算是把它用得準確;否則，就不準確。

二、詞義兩種作用的分析和應用

我們可以應用詞義兩種作用的分析來說明詞和意義兩者之間的種種關係。兩個或多

個不間的詞，它們相互之間的概括作用和區別作用相同或相近的，這就是“同義異詞"

的現象，也就是“同義詞"的產生。反轉來，同一個詞所包含的意義具有兩種或多種不

同的概括作用和風別作用的，這就是“同詞異義"的現象，也就是“多義詞"的產生。

例如〈爾雅﹒釋詰):“偉、悅、幟，樂也。"這是說“擇、悅、愉"三個詞同具有“歡

樂"的意義，這一條就是指“同義異詞"的現象。可是另有一蝶:“偉、悅、幟，服也"。

這又是說“偉、悅、協"三個詞除同具有“歡樂"的意義以外，還有一種“舒服"的意

義，這又是指“同祠異義"的現象。

我們又可以應用詞義兩種作用的分析來說明詞義分化發展的由來。同義詞和多義詞

的產生，有很多是由於詞義分化發展的結果。例如《爾雅﹒釋站〉開頭一條:“初、哉、

首、基，胎也"，原來“初、才(哉)、首、基"等詞是指“裁製衣服"、 “栽植

樹木"、 “人的頭部"、 “建築基礎"等義，引申為“衣之始也"、 “樹木之始也"、

“身之始也"、 “建築之始也"等義，又引申為“始也"，因之“初、哉、首、基"等

字成為同義詞，同時“初、才(哉)、苗、基"等祠叉各自成為多義詞。由此可見，同

義詞、多義詞的產生有很多是由詞義分化發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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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詞義的分化發展文是依擴於詞義引申轉變的規律的。詞義引申轉變的規律最顯著

的有三條:第斗揉是“擴大律"，是指由原來詞義範圍較小的專稱引申轉變為詞義範圍

較大的通稱。例如“筆"，原來是指專“毛筆"的，現在已經轉變為…-切書寫用的“筆"

的通稱了。第二條是“縮小律"，是指由原來詞義範圍較大的通稱引申轉變為詞義範圖

較小的專稱。例如“金"，原來是指一切“金屬"的通稱，現在已經轉變為專指“黃金"了。

第三條是“轉移律"，是指由一種詞義引申轉變為另一種相類相關的意義。例如“聞"

原來是指“腎、覺"上的感受，現在已經轉變為“嗅覺"上的感受了。 “聽覺"上的感受

和“嗅覺"上的感受在意義上是相關相額的。這三條引申轉變的規律，前兩條是關於詞

義概括作用的轉變，後一條是關於詞義區別作用的轉變，但都是使得同」個詞的多種意

義之間有相類屬的關係;例如“歡樂"的意義和“舒服"的意義彼此之間是屬於同一額

的。

我們因此知道， “一話多義"的現象是由於祠義引申轉變的結果，是由-種概括作

用和區別作用發展變化而來，所以在它們內部多種意義之間有很顯著的聯繫性。如果這

種詞內部根本沒白，相額屬的關係，或可言由多義詞進一步分化發展以致失去了意義之間的

聯繫性，僅僅保持字形、宇苦之間的相同，那麼這種現象便不是“多義品，'，而是“同

吾言司"了。

“同者詞"和“同字異詞"的現象

我們必須把“多義詞"和“同音詞"兩種現象嚴格地分開來，特別是漢字的系統襄

“字"和“詞"的界限常常相混亂的情況之下。在漢牢的系統裹， “字"和“祠"的矛

盾特別顯著，尤其在用漢字記載的古書當中， “同字異詞"和“同詞異字"的現象更為

常見。俞槌著的〈古書疑義舉例) ，首列“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LF丈同字具義例"

兩{條喙;茲各摘錄

〈如吉論侖且譜吾.衛靈公篇) : “喊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乏賢而不與立也。J，"，按:

古火;“位"、 “立" I斗'/。此章“立"字當讀為“位，'， “不與立"即“不與位"，

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土文“竊位"字作“位，'，下文“不與位"字作

“立"，異文而同義也。

〈論言自﹒公冶長篇) :“于時有聞，末之能行，惟恐布聞"。上“有"字乃“有

無"之“有

俞氏這襄所謂“同義異宇"、 “同字異義"的例，實際上也是“同調異字"、 “同字其

詞"的例。因為“不與立"的“ 1主"就是“竊位"的“位"那個詞; “有無"之“有"

和“文亦"之“文"是兩個獨立的不同的詞，在詞義上沒有相類屬的關係，沒有聯繫性。

這種“同字異詞"的現象古今漢語襄都很常見。{爾雅﹒釋詰〉襄右“兩義合為一iVU"

之例。例如“台、朕、膏、界、卡、暢，予也。"這里的“台、朕、陽"應作“予我"

的“予"來解釋， “腸"字下郭璞注:“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釋之人自呼阿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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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費、界、 r" ，應作為“賜予"的“予"來解釋，郭璞注:“賢、界、卡，皆賜予

也"。這樣“兩義命為一訓"就是把兩組不同意義的詞 fT成同一條來解釋。其所以能

用 4個字來解釋兩組不|吋芭義的詞，顯然是由於那個~i1釋于本身原來代表 f兩個不同的

詞， “予我"的“予"和“賜予"的“予"在古代漢語中沒有忌義上的聯繫，沒有彼此

之間的相類屬的關係，實際上是“間字異詞"的現象。

“同字異詞"的現象，在文字上既然是同一個字，在語言上也大都用 ITiJ .個音節來

代表，所以往往就是“ IcîJ t手詞"。漢諾發展到了現代，由於語音趨於單純化，這節結構

也趨於揖同化，同昔祠也隨之增多，所以這種“同字具甜"的現象就更形顯著了。例如

“白色"、 “白馬"、 “明白"的“白"和“寫自字"的“白"; “根本"、 “本來"、

“草木"、 “木本"的 H本"和“書本"、 “版本"、 “精本"的“本"; “原泉"、

“原本"、原來“的“原"和“原野"、“高原"、“平原"的“原" (依據〈說文) , 

“原野"的“原"本于應作“L" ，則“同宇異詞"的現象，亦有由假借造成的) ;“花

朵"、 “花草"、 “花木

“眼花撩亂"的“花"和“花費"的“花";這些都是“同音詞"和“同字異詞"的現

象，它們彼此之間只赴字形相同，在語言上也只是音節相類相同，而在意義上並沒有聯

繫性，並沒有相類屬的關係。這種形象，與“多義詞"、“同詞異義"必讀加以嚴格的分別。

上文說過，同義祠是彼此之間具有詞義上相同或相近的概括作用和l益剃作用的不同

的詞。多義詞則赴在同一個詞裘所包含的多種意義，由於從同一個詞義分化發展而來，

因之它所包含的多種意義之間雖然詞義的兩種作用不同，都有分別，但具有相顯屬的關

係，何明顯的聯繫性0 多義詞的“{i'1J轉"不是同義詞，而娃一種“類義甜"。 “類義

甜"是指令多個不同的話彼此之間雖然、詞義兩種作用並不相同，都有分別，而在詞義上具有

相類屬的關係，有顯著的聯繫性。多義詞是同一個詞襄具有彼此相類屬的不同的意義，頓

義詞卸去是指彼此之間在詞義上具打相類屬關係的不同的詞。多義而是“同詞異義"的」

種現象，而顯義詞文是“|司義異詞"的-種特殊現象。那麼，這種類義詞和同義詞究竟

有什麼關係呢?

四、同義詞和類義詞的關條

顯義詞扭然是指的義 t同屬於一類的事物，屬於同，類的事物不必是相同相近的概

念，所以類義詞和同義祠是有分別的;但是相同相近的概念必定是包括在同-領事物以

內，所以同義祠也往往昔作類義誦當巾的一種。例如:

〈爾雅﹒釋親) : “父為考，母為批;父之考為玉父，父之批周五母， ......男

予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女于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這襄所學的“考批"和“父母"是同義詞，而“父母"、 “王父"、 “王母"、 “兄"、

“弟"、 “姊"、 “妹"等是同屬於親屬」類的類義詞。

〈爾雅﹒釋官) :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騙戶之間謂之晨，其內謂之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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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臣，東南隅謂之吏。"

這里所學的“宮"和“室"是同義詞，而“宮"、 “室"、 “展

“奧"、 “屋漏"、 “宜"、 “吏"等是同屬於宮室一額的類義詞。

同義詞既然可以包括在類義詞的範圍當中，所以關於語文工具書的編製， “義書"

和“類書"兩種往往把它們混合起來，不加區分。漢語的同義詞典從古以來就是跟分析

義類的辭書合成 A編的。最早的同義誦典如〈爾雅〉等，總是把常用的名詞、動詞、形

容詞以及虛詞等分列幾篇，再把許多書里常用語和專門用語分別成“天"、 “地"

“山"、 “水"、 “革"、 “木"、 “蟲"、 “魚"、 “鳥"、“獸"這些類列成各篇。

這樣一方面額集同義詞，一方面又分別類義詞。我們因此可以認識贖義詞的研究，在漢

語義書、類書的編製上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

漢語中的類義詞除了上面所說在義書、額害的編製上的作用以外，又在詞句組繳

“排上仁"、 “對偶"的構成上常常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類義詞在構成詞句“排比"、“對偽"中的作用

領義詞在詞句組織“啡比"、“對偶"的構成上所起的作用，茲分男IJ學例說明如下:

“......但只要有這熙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

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襄應用“高尚

級趣味"、 “有益於人民"等詞組並列起來作為各個“人"的修飾語，共同構成一個排

比句。

“要使領導班子一不軟，二不懶，三不散，說子話大家都能聽，都能指揮得動，

都能領導起來"。

這里鷹用“軟'"懶、散"三個顯義詞，分別加上否定詞“不"作成“不軟、不懶、不敵"

三個詞組，再跟語，章相關相近的“說 f話大家都能聽"、 “都能指揮得動"、 “都能領

導起來"等詞組並列起來，共同構成一個排比句。

以上兩例是應用額義詞構成一個排比句。又如下面這首詩: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自鷺主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杜甫〈紐旬開首〉之一)

這首匕言絕旬在詩Ht上可以說是由七言律詩截取中闊的兩聯而構成上下相對偶的四句。

這兩句上下相對偶叉大都是應用額義詞來構成。如“兩"和“一"， “千"和“萬"，

都是數字相對; “兩個"和“一行"， “千秋"和“萬里"都是數量詞相對; “黃鸝"

和“自鷺"是同屬於鳥類相對; “黃"和“白，'，“翠"和“育"都是屬彰色一額相對;

“鳴"和“上"， “舍"和“泊"都是動作相對; “棚"和“天，'， “雪"和“船"都

是名物相對; “窗"和“門"肉是屬於宮室一類相對; “西嶺"和“東臭"是同屬於地

名相對;其中“四"和“東"又是同屬於方位相對。從這首詩襄兩聯對偶的工整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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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再將〈聲律啟蒙〉、 〈笠翁對韻〉兩種講對偶書(成都古籍書店復印本)內中所

用類義詞每韻摘錄一 A二作為學例如下;

〈聲律啟蒙) :一束，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睛空。三冬，春對夏，秋對冬，

綠竹對蒼松。三江，樓對閣，戶對窗，巨海對長江。四吏，茶對酒，賦對詩，燕子

對鶯見。五微，燕舞對鶯飛，風清對月朗，服美對乘肥。六魚，作賦對觀書，綠窗

對朱戶，寶馬對香車。七虞，金對玉，寶對珠，玉免對金烏。八齊，巖對岫，潤對

溪，遠岸對危堤。九佳，河對梅，漢對准，寶銅對金釵。十灰，碧草對蒼苔，雨雪

對風雷，舞館對歌蓋。卜一員，番對火，使對薪，萬石對千鈞。十二丈，家對國，

見對閉，菊種對蘭葬。十三元，柳岸對桃源，鶯朋對燕友，早暮對寒喧。十四寒，

虎關對龍蝠，龍舟對鳳輩，自鶴對青驚。十五刪，露草對霜管，鶯啼對鵲噪，結草

對銜環o 先，天地對山)11 ，山川對草木，虎穴對龍淵。二蕭，吝對驕，松軒對竹

檻，燭戚對香消。于三看，風對雅，象對交，巨蟑對長較。四豪，琴對意，劍對刀，

特水對山禱。五歌，山對水，海對河，雪竹對煙蘿。六麻，松對柏，縷對嘛，凍雀

對昏鴉。七惕，柳影對花番，詞人對賦客，夏日對秋霜。八庚、漁對獵，針對耕，

玉振對金聲。九育，紅對紫，自對育，漁火對禪:睦。卡蕉，自犬對蒼鷹，葛巾對黎

杖，抽水對池冰。十一尤，唇對齒，角對頭，策馬對騎牛。卡二侵，眉對目，口對

心，錦瑟對瑤霉。十三置，將對欲，可對堪，德被對恩、軍。 卜四鹽，玉免對銀蟾，

如對傲，眼底對眉失。十五戲，冠對帶，帽對衫，俗弊對民暫。

〈笠翁對韻) :一束，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亦日對蒼脅。二冬，晨對午，

憂對冬，仙鶴對神龍。三江，金盤對玉盞，寶燭對銀缸，舞調對歌腔。四吏，泉對

石，干對玄，鸚鵡對鸝草息。五徵，賢對聖，覺奧對參傲，草舍對槃扉。六魚，羹對

飯，胸口對睛，均藥對英渠。七虞，羅對摘，茗對蔬，鼓意對投蓋。/\齊，鳴對吠，

燕語對鶯啼，現珀對玻璃。九佳，門對戶，陌對街，按葉對根寰。十灰，忠對信，

博對該，付度對疑猜。十一具，蓮對菊，鳳對麟，松蓋對花菌。十二丈，言對笑，

績對勛，類聚對輩分。十三元，君對相，祖對孫，海島對山村。十四寒，家對圈，

治對安，黃犬對青驚。十五刪，林對塢，嶺對巒，任大對投艱。 J先，日對年，碧

玉對青錢，鑿并對耕田。二蕭，聲對管，斧對瓢，桂輯對蘭境。三者，詩對禮，卦

對艾，燕引對鶯調。四豪，支對訣，荻對萬，麥、展對桃濤。五歌，慈對善，雇對苛，

聽渺對婆娑。六麻，雷對電，霧對霞，楊柳對蒹葭。七陽，紅對白，綠對黃，錦纜

對牙構。八庚，形對貌，色對聲，玉草書對銀箏。九育，危對亂，泰對寧，珠箔對玉

屏。十蒸，雁戈對魚害，齊航對魯綺，蜀錦對吳績。十一尤，寇對履，烏對裊，續

給對網繆。十二侵，歌對曲，嘯對吟，瑞雪對甘霖。十三車，宮對闕，座對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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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對天南。 卡四鹽，情直對尊嚴，雲頭對兩帥，鶴髮對龍聲。十五戚，括對記，柏

對杉，匹馬對孤帆。

此等以類義詞作對偶學例，始見於唐時除堅所作一部額書〈初學記〉中，由此可見

類義祠的存在及其於編製類書和修辭上的作用，更令人堅信無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