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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主要是从
惯 用 语的 语义关

系 角 度进行分析 , 认为 惯 用 语是一

个 具有


层级性的 词汇系 统
,
从而使留

学
生 对惯 用

语
有

一

个 整体的 认识
和

把握
, 并

结 合
惯 用

语

的 层级性特 征探讨对留 学

生 进行惯用 语教
学 的 方

法
。


在 对 外 汉语教 学 中 ,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留

学
生

学 习 汉语词
汇 的 过程 大 致 可以 分

为
两个阶


段的 变 化 : 第

一

个 阶 段是从无
到 有 的 变 化 。 从 没 接 触 过 汉 语 的 留 学 生

都
是 从

汉
语 拼 音

和


最 简 单 的

“

你 好
”  “

谢 谢
”  “

再 见

”

开 始 学 起 , 这 个阶 段 留 学 生所 学 到 的 基 本
上

都 是 单 层义

的 词 语 , 也就 是 词 义 是 由 词 素 义 直 接 按 照 某 种 语法关系 组合 在

一
起 而构 成。 因 此,

只
要是


学会了 简 单的 词素 义, 又知
道汉语主

要
的

几
种 语法

组
合 关系

, 即 使遇
到

没有学过的 词,
也


可以 推 断 出 大 概的 意 思。 有 人曾 对 北京 大 学
1 9 8 7 年 出 版的 《汉语初 级教 程》全四 册进 行
过统 计 , 在 汉语 初 级阶 段所 出 现的 1 3 2 0 个 生词 中 , 词义是由 词 素 义 直 接 组合 而成 的 词 有


5 1 9 个, 占 全部 生词 的
6 8 .

7 %
, 虽不是直

接 组合 , 但 词 素 义与 词义 仍 存 在某 种 关 系 的 占


2 8 . 3 %
, 只 有

3 %
的 词是词 素 义 与 词 义毫

无
联 系 的

。 (李 如 龙 、 何颖 , 2 0 0 4 ) 可见, 第

一个阶


段要求 掌 握 的 词 汇 还是比 较 简 单 的 。 第 二个 阶 段是 从量 到 质 的 变 化 。 当 留 学 生汉 语学到


一
定 程度 , 已 有 的 汉 语词

汇
巳 经可 以 使 他

们
从容 地 应 对日

常
会话

,
也

可 以
看 懂 中 文

的
报


纸
、 新 闻 等 , 但 是一旦遇到 成 语 、 俗 语 、 惯 用 语 等 具有 双层义的 语言 单 位 时 , 就 常 常 不知 所


云了 。 所 以 ,对具有 双层 义 的 语 言 单 位 的 理解 和 把 握是留 学 生 第 二个阶 段的 重点 和难点


之一o


在 这 些具有 双层 义的 语言 单 位 中 , 惯 用 语 由 于其 形 式 短小 、 灵活 , 口 语 性强, 在 交际 中


使 用
频

率
较高 , 范

围
较广 ,

因 而
留 学 生对

惯 用
语理解

和
掌 握的 要求 也较 多 。

目
前 ,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中 对 惯 用 语 的 教 学 基 本
上

是

“

随 文 识 语

”

的 方 法 , 即 在 课文 中 见到

一个学一个, 这

样的 学习 比 较分散。 如 果能 给 留 学生一种 界定惯用语的 方法 , 特别 是惯 用语语义关系 方

面的 特 点 ,

将
会有 利

于
留 学生对惯用 语整

体
的 把 握 。


惯 用 语主 要以 三音 节 为 表 现形 式, 尽
管 惯 用语中

也
有

一些是四
音 节 或

四 音 节 以 上
的 ,


但
从 总 体

上
看 , 三音 节仍 是 占 绝 大 多 数 的 形 式 。

曾 有 人 统 计 , 《 惯 用 语 例 释》 中 三音 节 单


位 占 6 8 . 9 7 %
, 《 新 惯 用语词典 》三音 节单 位 占 7 3 . 5 7 %

, 《汉语 惯用 语 词 典 》三音 节 单 位 占


8 4 .4 0 %
。 (周 荐 ,

1 9 9 8
)

可 见, 说 惯 用 语 主 要以 三音 节 为 表 现形 式是 有 据 可 依 的 。


在 确 定 惯 用 语的 三音 节 形 式 的 基础 上, 我
们

把
9 6

版 《 现 代 汉语 词 典 》 ( 以 下 简 称 《现
汉》 ) 中 的
三音 节惯用 语作 为 考 察对 象,

重
点 讨论以

下
几个问 题:

一

是
三苷节 惯

用 语的 语

义 关系 特 征, 二是 三音 节 惯 用 语 与 其 他 临 界 状 态 词 汇单 位 的 分 合 问 题, 三是 如 何 结 合 惯 用


语 的 特 征 对留 学 生 进 行 惯 用 语 教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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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 用 语的 意 义关 系


惯 用语之所以 受 关 注 ,
不

在
于

形 式 特 点
, 而

在
于其 意

义 的 特 殊
性 。 这 里我 们 暂 且用 比


较 通行 的

“

意 义 的 双 层 性
”

来 指 称 惯 用 语 的 意 义 特 征 , 即 除 字 面意 义 外 ,
还具有 深层 次 修


辞 引 申 意 义 。 在 这一部 分 , 我 们 结 合 郑 定 欧 先 生 的 对 动 宾 结 构 惯 用 语语 义畸 变 的
理论


( 郑定 欧 ,
丨

9 9 9
) , 对惯 用 语 的

双层意 义的 关 系 类
型进 行划

分
, 目 的 是 对以 往 当 作

“
一

锅


煮

”

的 惯 用 语 做 细 致 的 描
写

。


在 讨 论 意 义 关系 之前 先 要说 明 的 是 , 惯 用 语一

般 是整
体

形 成 的 比 喻 义 , 也就是意 义的


整 体 性 , 其 结 构 不 可分 解 ,

一旦分 开各 自 都
不具有 整

体
的 意 义。 如

“

和 稀 泥 :
比 喻 无原则


地调 解 或 折 中 。

”

无 论 是
“

和

”

、

“

稀 泥

”

还 是
“

和
泥

”

, 都
不存 在 作 为 惯 用 语 整

体
所 具有 的 含


义 。 但 也有
一些与 此形 式 不太相 同

,
如

“

害 人 虫 :
比

喻
害

人的 人。

”

这
里

“

害 人
”

使
用 的 是 它


的 本 义 ,

“

虫

”

使 用 的 是
比

喻 义 ,
也

就 是由 部 分成
分

构 成 的
比

喻 义
。 前 者

是 典 型
的 惯 用 语


的 特 点 , 这

一
点 无庸讳 言 , 至于后 者 算 不算 惯用语 , 我 们 采 取

“

宁
可

失 之 于 宽
,

勿 宁 失 之 于


严

”

的 态 度 , 把它 们
也划 人惯 用 语 内 。


惯 用语 以 意 义的 双层 性 为 其 主 要特 点
, 但

并 非 凡是 具有 意
义

双层 性 的
都 是 惯用 语, 还


应 该考
虑 到 它

的
口 语性 、 通俗 性 等 感 情 色 彩 , 在 此基础 上, 我 们 把 惯 用 语 的 意 义 关 系 分 为


以 下 几种 :


(

-

) 非 解析 性关系


这 种
关

系
用

公式来表 示就 是 ( 虚 义
+

虚 义) ,
指 词 汇间 的 结 合 没 有 常 理性, 能 促 使 词


汇 结 合 的 真 实 条 件 并 不存 在 。 如 :


眼
中
钉

:
比喻心

目 中
最 痛

恨、 最 讨
厌的 人。


杀 风
景

: 损坏美 好的 景 色 , 比喻 在 兴高 采 烈的 场 合使人扫兴
。
也作 煞 风景 。


打 秋风:
指假倩某 种 名

义向 别 人
索 取财物 。 也说打抽丰 。


刮 地皮 :
比

喻 搜刮 民 財 。


阆 王账: 指高 利
货 。 也说阑 王债 。
滚刀肉 :  

<
 方  

>  比喻不 通情
理、 胡 搅蛮 缠的

人
。


搬舌 头 :  
< 方 > 搬弄是非 。
这类惯 用语在 《现汉》 中 共有 8 3 条 , 占 全

部
三

音 节 惯用 语的

1
7 . 0 8 %

。 如 果只 从字 面
上的 意 义 来 看 , 每 个词 内 部 的 构 成 成
分 都

没有 可以 相 结
合

的
真

实 性 和
逻

辑 性 ,
也

就 是
说,


字 面上的 语 义是讲 不通的 。 只 有 把 它 们 当 成
一

个 整体
, 透过表层的

非 常 理
性 , 理解 它 的 深


层 含 义 。 这 类 是典 型的 惯 用 语。


( 二) 转 义 解 析 性 关 系


这 种 关 系 用 公 式 来 表 示就 是 : (实 义
+ 实 义 )

—
(

虚 义 +
虚 义 ) , 它 是 指 词语字 面

有
实


际
意

义 , 词 汇
间 的 结

合 是
符

合
常 理的 , 但 字

面
意

义

一
般 不用

, 深 层 的 虚 指 义 才 是 它 的 基本


意 义。 如 :


连根拔
:
比

喻
彻底铲

除
或 消

灭
。


开 倒 车 :
比

喻 违反前进的 方向
,

向 后退: 要顺
应

历 史 的
潮

流
,
不

能

~
。


穿
小

鞋 : (

~儿
)
比喻受 人( 多 为 有

职权者 ) 暗 中 刁 难 、 约 束 或 限制 :
不容许 给发

表
不 同


意 见的
群

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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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抓住一件

事
发议论

或 在
上面打主

意 。
棵挑子 : 放下挑子。 比
喻 丢 下 应 担 负 的

工
作 ,

甩
手

不 干 :
有 意

见归 有
意

见 , 决 不能

~
。


米 蛀虫 :
蛀米的 虫 子 ,

比喻投机倒 把、 发 昧

心
財 的 粮 商 。


乌 纱 帽 : 纱 帽。 比
喻 官 职

。
也

叫
乌 纱 。
耳边风: 耳

边吹过
的 风。 比喻 听

过后不放在
心上的 话

( 多 指劝 告 、
嘱

咐 ) 。 也 说 耳 旁


风 。
 这类 惯用 语在释义方法上有 两种 ,

一
种 只 解 释 修 辞 或引 申 义, 而不 解 释 字 面 义。 如 上


面 的

“

连 根 拔
” “

开 倒 车

” “

穿
小 鞋

” “

做
文 章

”

; 另

一

种
是

字
面 义 和

修 辞 或
引

申
义

一

起
解

释
,


字
面

义 在 前
,
起到 说明

理
据 的 作用 ,

而重点
却

在 后面的
修 辞

或 引 申 义 上 。 如 上面 的

“

撂 挑


子

” “

米 姓 虫
” “

乌 纱
帽

” “

耳 边 风
”

。 这 类 惯 用 语 在
《现汉》 中 是最 多 的 , 共有

3 1 5
条 , 占 三


音 节 惯 用 语总 数 的 6 4 . 8 1 %
, 也

属
于典型的 惯

用
语。


(
三

)双层解析 性关系


这 种 关 系 用公式 表 示为 : (实 义+ 实 义 ) /
( 虚 义 + 虚 义 ) , 指 词 语既 具有 字 面上的

实际

意 义, 又具有 内 在的 深层含义 , 也就 是 实 义与 虚 义并 存 , 两者 都 在 使 用 , 后者

一般是由 前者

引 申 转 化 而 来 的 。 如

:


指挥棒
: (

1
) 乐 队指挥用 的 小 棒。 (2 ) 併指起导 向 作用 的 事 物 ( 多 含贬义)


跑龙套: (
1

) 在 戏曲 中 扮演 随 从或 兵卒 。 (2 )
比喻在 人

手 下 做无关 紧 要的 事 。
开小差 : (
~儿

) (
1

) 军
人私自 脱离 队伍逃跑。 (

2
)
比喻思想 不集 中 : 用

心
听 讲, 思想


就不会~
。
流行病 : (

1 ) 能 在 较短的
时 间 内 广 泛

蔓 延的 传 染 病 , 如流行性感 冒 、 脑 膜 炎 、 霍 乱等 。


(
2

)
比喻广 泛流传的 社会弊 病 。


马 拉松: ( 1 ) 指马 拉松赛 跑。 (
2 ) 比喻 时 间 持 续 得 很久的

( 多 含貶义) :

~会议丨
~

演


说。 [ 英  
ma r a th o n

]


由 于 存 在两种 意义 , 不
符 合惯 用 语“

深 层 含 义 为 真 实 意 义

”

这 一

性 质 , 所 以 是 否 把 它


们
纳 人 惯 用 语

范
畴 比 较 有 争 议

,
有 学者 认 为 它

们
不属 于 惯 用 语 ( 吕 冀 平 、

戴
昭 铭 、 张 家 骅 ,


1 9 8 7
) 。 我 们 认为 上 述类 型的 词汇单 位 虽然 具有 双层 解 析 性, 但 它 们 的 字 面意义 基本上


都 是 在
一

定 的 行 业内 部 或
一

定 的 人群 范 围 中 才 使 用 的 , 而 深 层 意 义则 是在 任 何 场 合 都 可


以 通行的 , 而且新时 期
以 来 专 业词 语也有 向 普 通化 、 通 俗 化 转 移 的 趋 势

,
所以 可以 把它们


归
入惯用

语中 ,
只 是它

们 不
像

上面两
类 惯用语那样具有

典型性。 这类 惯 用 语在《现汉》 中


共 有 8 8 条, 占 三音 节 惯用语的
1 8 . 1

1 %
。


上面三种 类 型的 惯用语的 数 量及比 例 如 表 1  :

	


类型 非 解析 性 关 系 	转 义 解析 性 关 系  双层解 析 性 关系  总 计


数 量	8 3	3 0 5	8 8	4 8 6


比 例 	1 7 . 0 8 %	6 4 . 8 1 %	1 8 . 1 1 %	1 0 0 %


* 1 《现汉 》三音 节 惯用 语的 语 义关 系 分 布
二、 惯 用 语与 临 界状 态的 词汇单 位


即 使 是对惯 用 语的 具体 所指 在 意 义 上已 经有 了
一

定 的 界定 , 但 它 与 临 界 状态 的 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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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 具有 意义双

层 性
特

征 的 词 汇单 位 中 , 除 了 惯

用 语以 外 ,

还
有

一些成语 、 读语及 歇后 语 等 , 另 外 ,

一些
普

通词语也部 分 地具有这种 特 性,


因 此, 很难用“
一 刀 切

”

的 办 法 来 划 清 它 们 之 间 的 界 限 , 就 像词 和 短语的 划 分

一样, 允许 存


在 中 间 状 态 。 这 里就
一

些 临 界 状 态 的 词 汇单 位 作 以 简 单 的 讨 论。


(
―

)惯用 语和 成 语、
谚

语 、 歇 后语的 划 分

惯 用 语和 成 语的 划 界

一
直 纠 缠不 清 ,

一
般 把三

音 节 看
作

是 惯
用

语的 基本形式, 把 四 音


节 看
作

是 成语 的 基本 形 式 , 这

一

点 是 可
以

成 立的 。 惯用 语口 语色 彩 很浓 , 通俗 易 懂,
三音


节 的 活 泼 明 快 正
是

口 语 的 特 点 ,
而 成 语 的 的 书 面 语

色 彩 较
强,

端
庄

典
雅 , 这 正是

四 音
节 的


对称 平 衡 所 能 做 到 的 。 但 有一些 三音 节 单 位 也具有 浓 厚的 书 面语 气 息 , 而且
背 后还有

一


些典故 , 这就 与 成语 划 不清 了 。 如 《现汉》 收 录 了
“

莫
须 有

”

、

“

破 天 荒

”

、

“

八
斗 才

”

、

“

决 雌


雄

”

、

“

壁
上 观

”

、

“

黄 粱 梦
”

、

“

背 水 阵

”

等

三
音 节 词 汇

单
位 , 这些 都 是 古 代 留 传 下来的 书 面


语色 彩 较 浓 的 词 , 有 些词 还有 与 之对 应 的 四 字 成语“

才
髙

八 斗

”

、

“
一

决
雌 雄

”

、

“

作
壁 上


观
”

、

“

黄
粱 美

梦 (

一

枕 黄
粱 )

"
、

“

背 水

一

战

”

, 虽然 有 些惯 用语也有 与 其理性 意 义相似 的 成


语相 对应 , 如 与

“

连 根 拔
”

相 对 应 的

“
一

网
打

尽

”

, 与

“

钻 空 子
”

相 对 应 的

“

有 机 可 乘

”

,
与

“

敲


竹 杠

”

相 对 应 的

“

敲 诈 勒 索

”

等 , 但 两者 有 明 显的 语体 差 别 , 与 上面的 对 应 不同 。 从这 些角


度 , 我 们 倾 向 于 把这类 词 划 归 成 语, 考 虑 到 成 语的 四 字 形 式 基本已 经为 大 多 数 人所接 受,


因 此, 这类 词可
以

看
作 成语和 惯 用 语 的 中 间 状

态 , 归 到 哪

一
类 都 可 以 。
惯用 语 与 谤 语、 歇 后语在 形 式 上是 不同 的 ,惯用 语 属 于描 述性的 , 多 为 固 定 词 组, 谚 语


属 于陈 述 性 的 , 多 为 句 子, 歇后 语 在形 式上更
是

独 具 特 色
,
它

分 前
后两

部 分 , 前 面 部 分
是

谜


面
,
后面部 分是 谜 底 ,

而
惯 用语没有 这

样
的 形式 。 可 是, 同 成 语一样

, 谚
语和 歇后语同 惯 用


语之间 也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交 叉。 如 《现汉》 中 收 录 了

“

抱 佛
腿

”

, 是 谚 语 :

“

平 时 不 烧 香 , 急 来


抱 佛 脚

”

的 节 略
和

变 形 。 其 他 还有

“

地 头 蛇

”
——

“

强 龙 压 不 过 地 头 蛇
”

:

“

金 不 换
”
一


“

浪
子 回 头 金 不

换

”

。

“

呱 呱 叫

”

、

“

白
费

蜡

”

则
是 歇

后 语
“

狗 撵 鸭
子

一

狐 呱 叫

”

、

“

瞎
子

点


灯 ——

白 费
蜡

"

的 谜 底 部
分

。 这 说明 惯 用 语、
谚

语
和

歇 后 语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非 常 密 切


的 , 在 必要 的 时 候 可 以 相 互
转 化 。 至于这些三音 节 单 位 的 归 属 , 我

们
认

为
可

以
归

人
惯 用


语, 或 者放 宽

一
点 看作 是 与 其 他 熟 语 的 中 间 状 态 。 《现汉》三音 节 词 中 这 种 界于两种 性 质
之间 的 惯 用 语具有 17 条 。


( 二) 惯 用 语和普 通词语的 划 分


惯 用 语有 这 样
一个特 点 , 它 的 构 成 成分 之间 只 能 固 定 搭 配 在

一起, 如 果分
开, 或 者 各


个 成 分 都 没有 惯 用 语的 整 体义, 如

“

抬
轿 子

”

,

“

抬
”

和

“

轿 子
”

都 没 有

“

为 有 权 势 的 人
捧

场

”


的 含 义 ; 或 者
其

中 有

一

个
构 成 成 分不 具有 在 惯 用 语

中
的 含 义, 如 前 面 说 的

“

害
人 虫

”

,
虽 然


“

害 人
”

的 意 义 没 有 发 生 变 异 , 但 单 单

一个“

虫

”

是 决 没 有

“

人
”

的 意 思 的 。 用 这

一 标 准 , 可


以
把

以
往

掺 在 惯 用 语 中
的

一 些 普 通 词 语 划 分 出 来 。 例 如 , 高 歌东 先生的 《惯用 语再探 》 中


举 了
一

系 列 由
“

面 子

"

组 成 的 惯 用 语 :

“

爱 面 子
”

、

“

碍
面 子

”

、

“

捞 面
子

"

、

“

扫 面 子

”

等 共 十

二


个 。 《现汉》也收 录 了

“

爱 面 子
”

、

“

碍 面 子
”

、

“

驳 面 子

”

等 共 七
个 。 严格 意 义上说 , 把这 些


词 划 人惯 用 语 是 不合 适的 。 就 像 上面所说的 ,惯用 语是
“

? 个 固 定 结 构 , 是
作

为

一个整 体 来

体 现它

的
意 义的 , 而“

爱 面 子
”

=
“

爱

”

 
+

 

“

面 子
”

,

“

碍 面 子
”

=

“

碍

”

 
+

 

“

面 子
”

。 《现汉》对

这 两个 词 的 释义分 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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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损 伤
自

己
的 体面

,
被人

看
不起 : 有 错就承认

,
不要~

。
碍面 子 : 怕 伤 情 面 :
有

意 见就提, 别

~不说。


而 对
“

面 子
”
一 词

的 释 义 是


(

1

)
物 体 的 表 面 : 被 ~

,
这

件
袍子 的

~很好
看 。 (

2
) 体面

: 表
面 的

虚 荣
:

爱

~

, 要~
, 你


这话伤 了 他的

~
。 (

3
) 情 面 :给~

,碍于
~

,
只好答

应
了 。
显然 ,

“

面 子
”

本 身 就 有

“

体 面
”

和

“

情 面
”

义 , 而不是“

爱
面

子

”

这 些
整

体
结 构 的 虚 指 。


其 他 诸 如 此类 的 词 还有 :


冷 脸子 :  
< 方 >

冷 淡的 脸色
;
不温和的 脸色 。


托 人
情 : 请人代为 说

情 。
也说拖情 。
伪君子: 外 貌正派, 实

际上
卑 鄙

无耻的 人。
摆架 子: 指
自 高 自

大
,

为
显示

身
份而装腔作

势
。


糊 涂
账 :

混乱不 清 的 账目
:

一
笔

~
。


目 前 出 版 的 惯 用 语 词 典 基本 上都 收 了 这类 词 (李 行 健,
2 0 0 1 、 王 德 春 ,

1 9 9 6
) , 而实 际


上
, 这 类 词 更倾向 于普 通词语 ,

或 者 从 广 义
上说,

属 于 惯 用 语 和 普 通词语 的 中 间 状态, 这种


类 别 在 《现汉》三音 节 词 中 有 1 2 9 条 。


三 、 如 何结 合 惯 用 语特 征 对留 学 生 展开教学


从上面 对惯 用 语的 考 察 可 以 看 出 , 惯用 语是

一

个 具 有 层级性 的 词 汇 单位 , 它 既 有典型

成 员 , 也有 接 近典型的 成 员 , 还有

一

些 处 于边 缘 状态 可 以 归 人任 何

一
类 的 两可成 员 。 正 是


由 于 惯 用 语 的 这 种 层 级 性 , 使 得 大 家 对它 始 终没 有

一个清 晰 明 确 的 认识 , 形成了 目 前对惯


用 语众 说纷纭的 情况。 这种 层 级性 , 与 认知 语言 学中 的 原型 范 畴 理论有 很大的 相似 性, 这


一理论认为 : 范 畴 成 员 之间 具 有 互相 重 叠的 属 性 组合 , 形成 家
族

相似 性 , 但 成员 之间 的 地

位 不是 平 等 的 , 原 型是 物

体 范
畴 最 好 、 最典 型的 成 员 , 其 他 成 员 具 有不同 程度 的 典型性, 与


原型 距
离

越大 的 、 最不典
型的 成 员 处 于与 其 他 范 畴 相 接 的 边 界 上 , 往 往 越不能 代 表 这个范


畴 。 (赵 艳 芳 ,
2 0 0 1

) 根 据 这 种 理论 , 本 文划
分

出 惯 用 语的 原型
: 形式

上
为

三
音 节 ; 意义具


有 双
层

性 且通过
修 辞

引 申 手 段 形
成

的 深
层

虚 指
义

为 基本
义 ; 具

有
口

语 色 彩 。 然 后按照 与
原型 距离 的 大 小 把惯 用 语 分 为 几个 层 次 :


原型惯 用 语 : 非 解 析 性 关 系 惯 用语(
8 3 条) 、 转 义解析 性关系 惯用语 ( 3 0 5 条)


近似 原型惯 用语: 双层解析 性 惯 用 语(
8 8 条)


_ f

与 成 语、 谤 语 、 歇 后语的 中 间 状态( 1 7 条 )


i 与 普 通词 语 的 中 间 状 态(
1 2 9 条)
原型惯用语是惯 用语 的 典 型成 员 , 由 上至下, 离 原型 惯用 语 越近, 表 明 其与 原型惯用


语 具有 的 共同 属 性越多 , 典 型性越 强, 离 原型惯用 语越
远, 表 明 其 与 原 型惯用 语具有 的 共


同 属 性 越 少, 典
型性越 弱 。 也就是说

,
惯 用 语 是

一

个 范 畴 , 其 内 部 成 员 按 典
型性 的 强弱 程


度 逐渐向 外 扩 展, 通过这 种 表 示可 以 更 清 楚 地看 出 惯 用 语内 部 的 等 级差 异。


这 种 关系 还可 以 用 图 形 来 表 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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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惯 用 语 的 教 学也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在 分 析 了 惯 用 语 的 层 级 性

特


征 以 后 , 如 何 结 合 惯用 语的 特 征 进 行教学呢?


(
一

)对惯用 语的 识别


当 留 学 生遇 到
一

个 三音 节 单 位时 , 如 何 能 辨
别

出 来 它 是惯 用 语还 是 普 通词 语
? 这主
要是 从语 义上辨 别 , 看 构 成 这 个 三音 节 单 位 的 各 词 索 义 与 组合 之 后的 语 义 关 系 , 如 果 只 是


简 单的 组合 关系 , 那 么 是普 通词 语 ; 如 果是 组合 之后语义 产 生了 变 化, 则 是惯用 语。 有 时


候
单

单
从 这 个 三

音 节
单 位

本
身

很 难 确 定 语 义 是 否 发 生 了 变 化 , 这时就 要看 它 的 语义在整


个句 子里 能 否体 现出 来 , 是否与 上下文 有 着 直 接 的 意 义关 系 , 如 果没有 , 那 么 基本 上可以


确
定 它

是
惯用语 。 如 :


这
个

人只顾自 己
,

不 顾
别
人

,
你 要他

帮
忙

,
准 得碰钉

子
。 ( 《 H S K 速 成 强 化 教 程 》 )


在 这 个 句 子 里,
一

直 强调 的 是
“

这 个 人 不
愿 意

帮
助

别
人

”

, 没 有 出 现与

“

碰
”  “

钉 子

”

相


关 的
任 何

事
物 ,

而

“

碰

”

与

“

钉 子

”

在 表 层 义 上 呈 现 出 来 的 语 义 在
上 下 文 中

也
体

现 不 出 来 ,


因 此可以 确 定“

碰 钉
子

”

是 惯
用

语 。


当 然 , 上面只 是惯用语 同

一
般 词语的 划 分

,
而 前

面
我 们 讨论惯用语 层级性的 时 候

曾
谈


到
,

具 有 意 义 双层 性的
三

音 节
单

位 , 除 了 惯 用 语 以
外 ,

还
可 能 是 歇 后语

、
成 语 或

谚
语

, 但
因


为 我 们
已 经从广 义的 角

度 把它 们 划
人

了 惯用语范 畴 , 因 此不会 影响 留 学 生对惯 用 语的 识

别 。


( 二) 对惯 用 语意 义 的 理解
在确 定 这个
三

音 节 单 位 是 惯 用语以 后 , 还 要 确 定 它 所表达的 是什 么 意 义, 这是理解
话


语的 前提 和 基础 。 惯 用 语本 身 具 有 极 强的 表 述 性 , 在 句
子

中

一旦出 现惯用 语, 就 很少再出


现
其

他 的 动 词 性 成分 , 因 此, 对惯 用语的 意 义 的 把 握 是 正确 理解 语句 的 关
键 。 前 面 我们 已
经把 惯用 语按照 语义 的 关系 特 征 分为 三大 类 , 即 非 解 析 性 关系

、 转 义解 析 性关系 和 双层解


析 性 关系 。 通过 观察 我 们 发 现, 只 有非 解 析 性 关 系 的 惯 用 语是非 常 理性 结 合 , 这 部 分 惯用


语只 从字 面上是 很难 推 测 出 语义 的 , 因 此无任 何 规律 可 循 。 但
这 部 分 惯 用 语 的 数 量 并 不


多 , 只
占

左 右 。 而 占 8 3 %左 右 的 其 他 两类 惯 用 语的 深层义 与 表 层义 都 有
一定关 系 ,


它
们 或

者 是由 表 层义 进

一

步 修 辞
引 申 而来 , 或 者 还存 在 表层义 , 因 而, 我 们 可

以
启

发留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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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表 层 义 的 基础 上加 以 联 想 扩展 , 从 而 得到 惯 用 语的 大 致含 义。


如 :


现在
人们的 生

活
节 奏

加快了 ,
奔

波劳 碌一天之后 , 把家
庭

当
作

"避风港"
,

到 家
就

想
放


松一

下
。	 ( 《人民 日 报》 ,

1 9 %
)


这 是留 学生在
报 刊 阅 读 课上碰到 的

一个句 子,
这

句 话 中
,

“

避 风
港

”

的
意 思 就

可
以 运


用 联 想 的 方 式 获 得 。 从 字 面 上可知 ,

“

避 风 港

”

是

“

船
躲

避 风 浪 的 港 湾

”

,
但

“

家
庭

”

不 是


“

海 港

”

,

“

人 们

”

也 不 是

“

船

”

, 所
以

这 里的

“

避 风 港

”

应 该 是

“

人
躲

避 外 界
、 可以 休 息 、 可以


放松的 地方

”

。 这 种 形 象 思维 的 方 法, 不旦有 利 于推 测 惯
用

语 的 大 概 意 义, 而且还有 利 于


学 生对 惯用 语的 记忆 和 复 现。


(
三

) 对 惯 用 语 的
正

确
运

用


学 习 的
目

的 在 于 运 用 , 特 别 是 留 学 生 ,

一旦学到 了 新 的 词 语, 总 是 找 各 种 场 合加 以 运

用。 如 果是

一
般 词语 , 即 使 是用 错了 场合 ,

也只 是让人
感 觉他 们 的

汉 语有些不太地道。 但


是 , 惯 用 语不同 于

一
般 词 语 , 由 于它 们 具有 特殊 的 色 彩 义 , 所以

一旦用 错了 场合 , 用错 了 对

象 , 往往会闹 出 笑 话。 曾 经发 生 过这样 的 事,

一位汉语老 师 夸 她的 学 生?

.

“

你
汉

语 进 步 很


快 。

”

那
个 留 学

生
马 上 回 答 说 :

“

老 师 , 你 在 拍 马 屁。

”

这 个 学 生
只

知 道

“

拍 马 屁
”

有

"

夸 奖 对


方
”

的 意 思 , 但并 不知 道 应该 什 么 时 候用, 怎 么 用 , 结 果 用 出
了

尴 尬 。

一
般 说来 , 大 多 数 的


惯用 语 具有 跃义 色彩 , 只 有 少数 的 惯 用语是褒 义或 中 性 的 , 但 即 使 是 中 性色 彩 , 这些惯 用


语 也常 常 应 用 于 具 有 消 极 意 义 的 语 句 中 。 这 是从感 情 色 彩 上来说 的 。 从 语 体 色 彩 上来
看, 惯 用语具 有 极 强的 口 语 性 和 通俗 性, 所
以

它 常 常 出 现 在

一些比 较
随 意 的

日
常 对话中 ,


或 者 是 文
体 比

较 通
俗

、 表 现 方 式 比 较 自 由 的 文 章 中 ; 而 在 较 为 严 肃 、 较 为 正式 的 书 面 文 体


里,基本上很 少出 现。 因 此 , 对 外 汉语教师 在 惯 用 语 的 教学 中
,
特别 要 兼 顾到 语 用 , 可 以 设


计 出 各 种 不 同 的 语境 , 在 具体的 语 境 中 体 会如 何使 用 这 些 惯用 语。


当 然 , 对 留 学 生的 惯 用 语教 学 也是循 序 渐 进的
,

不 可能

一蹴而就 。 我
们 只

是 希 望 能 够


结
合

惯 用 语 的 层 级 性
特

征 进 行 教 学
,
使留 学生 对惯 用 语有

一

个 整
体

的 认识和把 握 , 更 好 地

学习 和 运用 惯 用 语,

并 且能 对已 经学 过的 惯用
语

达
到 举一反三

的 效
果 , 不断 提

高
运

用 汉语


的 能 力 。


注 : 本 文 中 所引 用 例 句 如 无特 别 说明 均出 自 《现代 汉语词 典》 , 中 国 社 科 院 语言 研究


所主 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 1 9 9 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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