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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四字成语的意义及释义特征

余 桂 林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一
成语是现代汉语的固定语中表现最生动、

最为广大民众所喜用的部分之一, 是现代汉语
词汇中的重要成员。作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
代表,《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为人们所常用的
成语, 尤其是四字成语。《现代汉语词典》“是记
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是为推广普
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①, 因此它所收
录的成语词目、成语的意义以及释义都有很强
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引导、规范作用。本文拟对
《现代汉语词典》(二版) (以下简称《现汉》)中的
2736 条四字成语进行分析, 探讨它们的意义及
释义特征。

二
成语的意义不同于百科语词, 也不同于一

般的语文语词, 它是经过长期沿用、反复锤炼而
最终稳定下来的, 因此, 在现代汉语中, 成语就
以其凝炼的形式, 表达出丰富的内容。我们理
解、掌握、运用成语的关键, 就在于了解成语的
意义。把握成语的语义特征, 将使词典编纂者能
更为准确地解释成语的意义, 也有助于读者完
整地了解成语的意义。

1. 成语在意义方面的最大特征就是“表意
的双层性”。对于成语的语义, 前辈学者都有较
多的论述: 张世禄先生认为成语“是一个完整的
意义单位”②; 向光忠先生 (1982) 认为“成语的
实际内容, 是高度融合的整体”③; 倪宝元、姚鹏
慈两先生认为成语的一个特点是“意义的完整

性”④; 刘叔新先生认为“意义的双层性是汉语
成语的区别性特征”⑤, 等等。这些论述, 归根结
底都是旨在说明成语在表意方面具有双层性:

字面义和字里义, 又叫表层义和里层义。理解成
语, 既要依靠字面义, 但又不能拘泥于字面义,

而是要认真把握字里义。成语之所以有丰富的
表现力, 就因为其字里义。

2. 成语构成成分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词义。
成语绝大多数是由古汉语的书面语或口语发展
而来的, 成语构成成分中保留了大量的古词义,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成语呈现出较强的文言色
彩。成语构成成分义, 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解成语
义的基础。如果不理解成分义, 照现代汉语对成
分的意思去进行解释, 望文生义, 往往就会错误
理解成语义, 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 成语
释义, 就应该对其所包含的古词义作进一步的
注释。《现汉》对成语释义就很注意这一方面, 对
成语中的某些难懂或可能误解的成分作了注
释。如:

【暴殄天物】:“任意糟蹋东西 (殄: 灭绝; 天
物: 指自然界的鸟兽草木等)。”

【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遇灾
难 (冲: 要冲)。”

当然, 成语的构成成分, 有些在现代汉语中
已经不能作为词单独使用, 其意义也只是在该
成语中使用。如:

【一文不名】:“一个钱都没有 (名: 占有)。”
【不祧之祖】:“旧时比喻创立某种事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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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的人。 (祧: 古代指远祖的祠堂。家庙中祖
先的神主, 辈分远的要依次迁入祧庙合祭, 只有
创业的始祖或影响较大的祖宗不迁, 叫做不
祧。)”

“名”在现代汉语中只作构词词素, 而且, 作
“占有”解, 也仅此一例;“祧”除了出现在“不祧
之祖”这个成语中, 没有其它的使用环境。

有些在现代汉语虽然能作为词单独使用,

但这个词的某个古义只出现在该成语中。如:

【尾大不掉】:“比喻机构下强上弱, 或组织
庞大、涣散, 以致指挥不灵 (掉: 摇动)。”

【短兵相接】:“指肉搏战, 也比喻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 (短兵: 刀剑等短兵器)。”

“掉”“兵”在现代汉语中虽然单独成词, 但
都不会作上述意义理解。

三
成语在意义上的与众不同, 使得词典在对

它进行释义时也会相应地采用独特的表述方
式。作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权威作品,《现
汉》对成语的释义最能体现这种独特性。

1. 使用“比喻”“形容”或“指”等释义特征词

对成语进行释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 经常会有
比喻、比拟、借代等临时用法, 这些临时用法逐
渐扩大化, 进而约定俗成、稳定下来, 成为词的
一个新义。对于这种新产生的词义, 词典应该如
实记录和反应。成语的意义变化就属这一情况。
大多数成语的意义, 不是构成成分字面义的简
单相加。字面义, 只是成语的比喻义和引申义能
借以引发出来的本源。词典在对成语进行释义
时, 为帮助读者理解其意义, 经常要选用“比喻”
“形容”“指”等特征词。“它们在词典释文中充当
谓词, 并使成语与释文串连贯通, 是词目与释文
间的纽带。如果忽视这类特定用语的运用, 则词
义就会不明确, 读者理解词义就会打折扣。”⑥

这些释义主要是解释词语的比喻义或引申义,

这些意义是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之上滋衍产生
的, 对成语来说, 就是“里层义”。《现汉》成语中
使用“比喻”“形容”“指”特征词进行释义的条目
共有 1632 条 (其中有 41 条兼用上述两个或两
个以上释义特征词) , 占其总数 2736 条的 59.

65%。各类释义特征词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释义词类别 “比喻” “形容” “指” 兼用 总计

词条数 729 579 283 41 1632

百分比 44. 67% 35. 48% 17. 34% 2. 51% 100%

　　《现汉》在使用这些特征词对成语进行释义
时, 采用了两种方式:

一是先释字面意义, 再用“比喻”“形容”
“指”等特征词释比喻义或引申义。如:

【借尸还魂】:“迷信传说人死以后灵魂可能
借别人的尸体复活, 比喻某种已经消灭或没落
的思想、行为、势力等假托别的名义重新出现。”

【俯拾即是】:“只要低下头来捡, 到处都是,
形容地上的某一类东西、要找的某一类例证、文
章中的错别字等很多。”

【哀兵必胜】:“《老子·六十九章》:“抗兵相
若, 哀者胜矣”。对抗的两军力量相当, 悲愤的一
方获得胜利。指受压抑而奋起反抗的军队, 必然
能打胜仗。

二是直接使用“比喻”“形容”“指”特征词注
释比喻义或引申义。如:

【遍地开花】:“比喻好事情到处出现或普遍
发展。”

【目中无人】:“形容骄傲自大, 看不起人。”
【人微言轻】:“指地位低, 言论主张不受人

重视。”
上述分析表明: 一方面,《现汉》中的成语有

一半以上具有明显的“里层义”; 另一方面, 词典
编纂者也意识到成语“表意的双层性”的特点,

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比喻”“形容”“指”等释义
特征词来加以体现。

2. 加注语源, 进一步解释成语的整体义。成
语的语源研究, 本来属于词源学的范围, 但是学
习成语, 了解成语的来源, 使人们不再只局限于
“语形”, 注意“字面义”, 而能拓宽视野, 注意“语
里”, 寻找“字里义”。这样就能加深人们对成语
的理解, 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选用成
语, 注意语体风格、表达环境等, 使人们更恰当
地运用成语。《现汉》的成语释义中, 就有 182 条
成语加注了语源。这表明, 加注语源, 是成语释
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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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加分析,《现汉》的成语语源解释还采用
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来源于古诗文语句的,

就介绍原文标题并直接引用原句。如:

【方枘圆凿】:“《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枘
兮, 吾固知其钅且钅吾而难入。’意思是说, 方榫头
和圆卯眼, 两下合不起来。形容格格不入。也说
圆凿方枘。”

【千虑一得】:“《史记·淮阴侯传》:‘智者千
虑, 必有一失; 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

‘千虑一得’指平凡的人的考虑也会有可取
的地方。也用为发表意见时自谦的话。”

来源于故事或传说的, 则介绍原文标题但
用现代话语进行叙述。如:

【歧路亡羊】:“杨子的邻居把羊丢了, 没有
找着。杨子问:‘为什么没找着?’邻人说:‘岔路
很多, 岔路上又有岔路, 不知道往哪儿去了’(见
于《列子·说符》)。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而迷失
方向, 误入歧途。”

【五日京兆】:“西汉张敞为京兆尹 (官名) ,
将被免官, 有个下属知道了就不肯为他办案子,

对人说:‘他不过再做五天的京兆尹就是了, 还
能办什么案子’(见于《汉书·张敞传》)。后来比
喻任职时间短或即将去职。”

还有极少数成语释源采用只介绍原文标题
的形式, 如:

【白驹过隙】:“形容时间过得飞快, 象小白
马在细小的缝隙前跑过一般 (见于《庄子·知北
游》)。”

【高屋建瓴】:“在房顶上用瓶子往下倒水
(建: 倾倒; 瓴: 盛水的瓶子) , 形容居高临下的形
势 (见于《史记·高祖本纪》)。”

《现汉》释义中加注语源的成语尽管只有
182 条, 占成语条目数的 6. 65% , 但这只证明这
些成语或者需要语源来补充理解语义, 或者是
语源已得到学界的共识, 没有很多的争议。另外
大多数没有加注语源, 并不说明这些成语无语
源, 而是因为不必了解语源就能清楚地理解语
义, 或者语源难以考究。这些成语的语源, 就留
给语源词典去做, 作为现代的规范性的中型语
文词典的《现汉》, 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注释。

3. 加注成语色彩, 解释成语“里层”的色彩、
形象义。《现汉》中还有部分成语在释义时不能

充分显示成语的里层义, 看上去只是对字面义
作更为细致的分解性的注释, 如:

【胡思乱想】:“没有根据地瞎想。”
【哗众取宠】:“用言论行动迎合群众, 以博

得好感或拥护。”
【毫无二致】:“丝毫没有两样; 完全一样。”
上面三例, 可以说基本上是从字面上对成

语进行释义,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而认为这些成
语没有里层义。在话语当中, 说“瞎想”、说“迎合
群众, 以博得好感”、说“丝毫没有两样”, 则全然
没有用“胡思乱想”“哗众取宠”“毫无二致”那样
显得形象逼真、色彩鲜明。这说明, 有些成语的
“里层”义还包括丰富的色彩义、形象义, 这是一
般词语很少具备的。词典对这些成语所蕴含的
里层义不能进行解释, 在释义中就难以表达出
成语自身形象生动、色彩绚丽的语用效果。

但是,《现汉》在有些成语释义中, 加注“贬
义”、“褒义”“讥讽”或“惋惜”等, 如:

【面目全非】:“事物的样子改变得很利害
(多用贬义)。”

【无与伦比】:“没能比得上的 (多含褒义)。”
【道貌岸然】:“神态庄严 (常含讥讽意)。”
【功败垂成】:“快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

(含惋惜意)。”
《现汉》中这样的成语注释虽然只有 47 条,

仅占 1. 72% , 但也说明《现汉》在解释成语色彩
义方面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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