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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鈕煉的藝術

黎千駒

柵州師專中文系

為了準確地表達思想，提高表達效果，詞語是要精心鍾t煉的。那麼如何鍾煉詞語

呢?本文試作一初步探討。我們把大陸中學語文課本中有改動的篇目跟原文逐字逐句

地加以對照。同時還查閱了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原文和改文，以及作品手稿，收集了

大量的語言材料;然後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進行分析研究，歸納出詞語鍾煉的若干

方法，即:講準確、求貼切、辨色彩、求同異、善活用五項，供大家參考。

講準確

用詞必須準確，否則就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所要說所要寫的意思，從而影響交際

的效果。講究用詞準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詞的意義或用法是否準確;

(二)表意是否明確而無歧義; (三)用詞是否合平規範; (四)搭配是否恰當。

(一)詞的意義或用法是否準確

按照詞的語法特點，漢語裹的詞可以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實詞表示實在的意

義，因此我們運用實詞的時候，首先就必賓確定它的意義;虛詞一般不表示實在的意

義，它的基本用途是表示語法關係 o 因此我們運用虛詞的時候，首先就必讀確定它的

用法。這樣，才能做到用詞準確。例如:

[la] 第一幅浮雕是「焚燒鴉片煙J '記述鴉片戰爭前夕， 1839年6月 3 日，重眾在虎門

燒毀鴉片的事遍。(周定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 1 

[lb] 第一幅浮雕是「銷毀鴉片煙J '描述了鴉片戰爭前夕， 1839年6月 3 日，重眾在虎

門銷毀鴉片的事迎。

[2a] 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為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

了。(茹志鵑〈百合花})

[2b] ......因為我跟他說話......

1 本文例句at~原文， b是改文;為節省篇幅，例旬後面只注明作者和篇名，不注明原文和改文的出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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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J '鴉片是一種毒品，它燃燒時所散發的煙是有害人體健康的;更何況林則徐收

繳了三百三十七萬六千多斤鴉斤，一旦焚燒，則必將煙霧漫天，嚴重損害人體健康。

事實上，林則徐是保人在海灘邊挖好兩個水池，先將鴉斤和食鹽倒進去，然?是拋進石

灰，以鐵錫木耙翻攪。因此原文用「焚燒J和「燒毀J都不準確，於是改文用「銷毀J(熔

化毀掉)來替換。例 [2J ' I為了J是表示目的的介詞， I因為J是表示原因的介詞。這襄

顯然是表示原因的，因此改文把「為了J換成「因為J 0 

(二)表意是否明確而無歧義

語義費解、義有兩歧、自相矛盾等，都使表意不明確。運用詞語的時候，應該盡

量避免這些消極因素，例如:

[3aJ 沈寬亮早把汽車做了最好的檢修，可是他還在想: I萬一出了毛病，我就扛著

它送去! J ({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
[3bJ 司機早把汽車做了最徹底的檢修，可是他還在想: I萬一出了毛病，我就扛著

藥箱送去! J 

「它j是指代汽車還是藥箱?思怕不很明確。換成「藥箱J就明確了，避免語義費解。

[ 4aJ 手術在悄悄進行著，只聽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噎嘶H查的音響。(周而復〈諾爾曼﹒

白求恩斷斤) ) 

[ 4bJ 手術在靜悄悄進行著，只聽見低傲的鋸骨聲。({截肢和輸血))

「悄悄J旺可以指沒有聲音或聲音很低，也可以指(行動)不讓人知道。這真指哪一種意

義呢?並不十分明確，因此改文換成了「靜悄悄山避免義有兩歧。也

[5aJ 而且東山一帶已將成為上海一帶的工人的療養區。(鄭振鐸〈石湖) ) 

[5bJ 何況東山一帶即將成為工人的療養區。

「已j表示已然，而「將J表示將然。前者是完成時，後者是將來時，二者不能連用。改

丈換成「即將J就恰當了，避免自相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作者故意使用互相矛盾的詞語來表情達章，以獲得特殊的修

辭效果，例如:

[6J 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

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魯迅〈阿Q正傳))

「似乎J是表推測的語氣副詞， I確鑿J是表肯定的副詞，二者互相矛盾，本不能並列使

用，作者卻用了，而且收到積極的表達妓果: I拍的一聲J '說明假洋鬼于的哭喪棒確

鑿地打在阿Q頭上了，而阿Q又覺得是「似乎打在自己頭上了J 。這就寫出阿Q被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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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渾渾噩噩的情狀，表現他的精神勝利法。

(三)用詞是否合乎規範

只有合乎規範的語言才容易讓人理解，從而達到交際的目的。同時，語言的規範

性，也是保持語言純潔的重要手段。不合乎規範的語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任

意改換固定值語中的成分，襲用已經淘汰了的舊名稱和不符合一般用法的規則等，例

去口:

[7a]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李季〈王貴與李香香) ) 

[7b] 三更半夜牲口正吃草。

成語是一種固定垣語，結構緊密，其中的成分不能任意更換或增酬。原文中的「五更

半夜」違背了這一原則，不符合規範'於是改丈換成了「三更半夜」。

[8a] 他劃第二根洋火，選定他睡覺的地方。(柳青〈創業更} ) 

[8b] 他劃第二根火柴，選定睡覺的地方。( {梁生寶買稻種} ) 

中國人依賴洋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那些帶有「洋」字標記的名稱如「洋

油」、「洋火」等，都已換成了另外的詞，因此改丈用「火柴」來替換「洋火」。

[9a] 還是在二三天前，這里附近因颱風而造成電線走火。(何為〈第二次考試})

[9b] 兩三天前，這里因為颱風造成電線走火，燒毀了不少房子。

在個體量詞前面，一般用「兩」不用「二」。

(四)搭配是否恰當

單獨的詞語是很難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只有把詞典詞按照一定的規律組合成旬

于，才能表達清踅。但是，如果詞語搭配不當，就會影響表意的準確度。常見的詞語

搭配不當的錯誤有:主謂搭配不當、動賓搭配不當、偏正搭配不當、動補搭配不當和

關聯詞語搭配不當等。現舉兩例說明:

[10a] 茄枝蜜的特點是成色純，養分大。(楊朔〈茄枝蜜})

[10b] 茄枝蜜的特點是成色純，養分多。

[11a] 一時間，我又覺得自己不僅是在看畫，卻又像是在零零亂亂翻著一卷歷史稿

本。(楊朔〈泰山極頂} ) 

[11b] 一時間，我又覺得自己不僅是在看畫，而且又像是在零零亂亂翻著一卷歷史稿

本。

例 [10] I養分」只存在多少的問題，而沒有大小的區別，因此原文陳述不當。例 [11]

「不僅」常跟「而且」呼應，構成「不僅......而且......J 形式，而不與「卻」構成「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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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J形式。

求貼切

講準確，是詞語鍾煉的基本要求，主要是用詞是否正確的問題;求貼切，是詞語

鍾煉進一步的要求，主要是用詞是否更佳的問題。講準確，即有正誤立分;求貼切，

則有優劣之別。講求語言的貼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意詞義範圍的大

小; (二)分清詞義的輕重; (三)辨明詞義的著重點; (四)選擇恰當的角度; (五)結合

上下丈來選詞。

(一)注意詞義範圍的大小

同義詞的細做差別，有時表現在詞義範圍有大小之分。如果忽略了詞義範圍的差

別，那麼我們在表達思想的時候就可能失立丹面，或失之籠統了，例如:

[12a] 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商巨菜的葉瓣，用鹽商潰一漫，這就

是她們難得的佳備。(夏衍〈包身工})

[12b] 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菜場去收集一些菜葉，用鹽一漫，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

館。

[13] 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乏，是為(鄰)中國，就是希望

中國有新的醫學。(魯迅〈藤野先生})

例 [12] 老板到小菜場未必就只收集一些萬巨菜的葉瓣，其它的菜葉也會照樣收集的，

可見原文用「高巨菜的葉瓣J .範圍太窄，失立偏頗。例 [13] 原丈寫作「鄰國J ·範圍太

大，過於籠統，改丈換成「中國J ·所指就明確了。

(三)分清詞義的輕重

有時同義詞雖然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是在表現其某種特徵或程度方面，則有輕重

的差別。在使用這種同義詞時不能隨意替代。該輕的要輕，該重的要重，從而使表達

貼切而有分寸，例如:

[14a] 九年多以前，他酋經為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護住這里的古陵而憂心過。

(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14b] 九年以前，他曾經為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里的古陵而焦唐過。

[15a] 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

[15b] 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涼。

例 [14] 既要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裹的古傻，二者很難兼顱，但又必須做到。

原丈用「憂心」來形容將軍當時的心情，詞義太輕，因此改丈換成「焦慮」。例 [15] 夏天

的清晨，即使刮風也不會使人感到冷。原丈用「冷J ·詞義過重，因此改文換成「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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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明詞義的著重點

漢語有一種雙音同義詞，由一個相同的語素和一個不同的語素構成。相同的語素

使得它們在意義上有相同的一面;不同的語素則決定了它們在意義上又有相異的一

面，並且它往往是詞義的著重點之所在。我們講求用詞貼切，就應該辨明詞義的著重

點，例如:

[16a] 九年多以前，他曾經為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護住這裹的古陵而憂心過。

(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1的]九年以前，他曾經為了攻取這一帶山嶺，又要保全這裹的古陵而焦唐過。

例 [16] I保護j和「保全j都有護衛使之不受損害的意思，然而「保護j的著重點是「護J ' 
即妥善護衛，使之不受損害; I保全J的著重點是「全J '即妥善護衛，使之完整無缺。

這襄是要使古陵在炮火下能完整保存下來，因此改丈用「保全j優於原文的「保護J 0 

(四)選擇恰當的角度

對同一個對象，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便可以歸成不同的類別。例如就某個

人而言，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看，他是男的;如果從職業的角度來看，他是教師;

...這裹的「男的j 、「教師j等，便可指稱同一個對象，然而究竟取哪一種，這就得視

表達的需要來選擇恰當的角度，例如:

[17a] 在一道一公尺多高的土崖下面，平躺著一列斗車。(王願堅〈普通勞?動者})

[17b] 在一道一米多深的土翟下面，平躺著一列斗車。

例 [17] I高j是由下往上看， I深J是從上往下看。這裹的說話人是處在土崖上面往下

看，因此宜用「深j 。

(五)結合上下文來選詞

有些詞用在某些句于或捏語襄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結合上下文來看，有時又顯得

並不恰當。因此我們講求用詞貼切，還應該結合上下文來選詞，例如:

[18a] 後來太陽才慢慢地衝出重圍，出現在天空。(巴金〈海上的日出})

[18b] 苦Ij後來才慢慢兒透出重圍，出現在天空。

說「太陽衝出重圍J或「太陽透出重圍J '都是正確的，然而由於上文有「才慢慢地j等狀

語修飾，這樣，含有時間快、力量大等因素的「衝出J一詞就顯得與修飾語不協調了，

因此改丈換成了「透出」。

辨色彩

我們所說的祠語色彩的鍾煉，主要是指語體色彩和感情色彩的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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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體色彩的鍾煉

語體是言語的功能變體。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活動領域內進行交際時﹒，由於交際的

目的、對象、內容、場合等不同，所用的語言也就具有不同的特點。有些詞語常用於

某些語體;有些詞語只能用於特定的語體;也有些詞語通用於各種語體。根據語言璟

境來精心選擇帶有語體色彩的詞語，對提高語言的表達妓果是會有積極意義的。

甲、口頭語體與書面語體的鍾煉

口頭語體具有通俗、生動、活潑的特點，所以人們在寫文章的時候，往往用口頭

語來替換書面語，例如:

[19aJ 起伏的青色軍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遠方，消失在迷茫的薄暮中。(彭荊風〈驛

路梨花) ) 

[19bJ ......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

原文中的「薄暮」是書面語，改文換成口頭語「暮色J '顯得更通俗。

書面語體具有莊重、典雅的特點，有時用書面語代替口頭語，亦能提高語言的表

達效果，例如:

[20J 季度評獎會開始了。十幾雙眼睛望著我，似乎是(看)期待著我表示意見。(徐

仲華〈評講(我和一個同志乏間)))

「看」通用於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 I期待j一般用於書面語體。改文用「期待J '顯得更

嚴肅。

乙、方言語體與普通話語體的鍾煉

方言詞受地域的限制，一般難以為其他方言區域的人接受，因此能用普通話詞語

表達的，就盡量不要使用方言詞語，例如:

[21a] 崔二爺來胡日弄，修案子買馬文招兵。(李季〈王貴與李香香) ) 

[21b] 崔二爺來胡打算，修賽于買馬文招兵。

原文中的「胡日弄j是方言詞語，不太好懂，改文換成「胡打算j就通俗明白了。

丙、科學語體與藝術語體的鍾煉

一般說來，藝術語體可以大量地運用各種形象的修辭方法，以增強作品的感染

力;科學語體則很少使用語言中的描繪手段，它要求對客觀事物作客觀的、冷靜的、

準確的說明，例如:

[22a] 狡捐的野免靠野草和偷竊農民的果寶來生活，陰險的東卻要以野免來做食物。

({食物從何處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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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 例如，野免靠吃野草來生活。頓以野兔為食物。

原文用「狡猜」、「偷竊卅日「陰險」等詞語來說明野免和棍，其厭惡貶斥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說明文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它的客觀性，即客觀冷靜地介紹和說明事物，一般

不帶作者的感情色彩，因此改丈刪去了上述詞語。

(二)感情色彩的鍾煉

詞語有褒義、貶義和中性之分。有的詞表達了肯定、喜愛、讚美、尊敬的感情，

含有褒義;有的詞則表達了否定、厭惡、貶斥、鄙視的感情，含有貶義;有些詞不表

示褒貶，則是中性詞。我們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時候，如果能注意對含有感情色彩

的詞語進行鍾煉，那麼就能更準確、更鮮明地表達思想，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例

如:

[23] 終於這(事情)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那一封匿名信去。(魯迅

〈藤野先生} ) 

[24a] I盯! J聲昔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堅強地指著， I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

可是要想吃官司? J (葉聖陶〈多收了三五斗) ) 

[24b] ......左手食指堅硬地指著......

例 [23] 作者把「事情」改成「流言J '用貶義詞來替換中性詞，表達了對造謠生事者的氣

憤之情。例 [24] 原文中的「堅強」是褒義詞，不應用於唯利是圖的米行先生，因此改丈

換成中性詞「堅硬」。

求間異

在一句話或一段話裹，是使用相同的詞語來表示同樣的人或事物，還是使用不同

的同義詞語來表示，這就必讀選擇鍾煉。這種選擇鍾煉的方法就是詞語的求同與求

異。

(一)詞語的求同

[25a] 吃葷也好，吃素也罷，反正都是靠植物而生活。( (食物從何處來) ) 

[25b] 吃葷也好，吃素也好，反正都是靠植物而生活。

[26] 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身上，甚麼東西都不在眼

里，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踩，都可以踩做泥團踩作粉。(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

例 [25] I也好」與「也罷」是同義詞，然而「也好」比「也罷J所表示的語氣輕些。要麼連用

兩個「也好J '要麼連用兩個「也罷J '不宜把二者混在一起使用。 這是為了求得前

後照應而求同。例 [26] 連用三個「踩」字，語意順暢，很有氣勢。如果把其中的兩個

「踩」字分別換成「踏」和「壓J '則不會有這種效果。一一這是為了求得丈氣貫通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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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二)詞語的求異

[27a] 船隨著山勢左一彎，右一彎，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開一幅絕好的風景

畫。(劉白羽〈長江三日) ) 

[27b] 船隨著山勢左一彎，右一轉，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開一幅絕好的風景

畫。( (長江三峽) ) 

[28] 安麗梅獲得女于10公里競走冠軍，馮英華奪得女于100米欄金牌，段秀泉獲得

男子1500米跑第一名，叢玉珍在女子鉛球比賽中奪魁。 (1987年7月 25 日〈羊城

晚報) ) 

例 [27a] 兩次用「彎」來描寫船行駛的動作，顯得單調。改文把後一個「彎」字換成「轉J

字，從而使表達顯得生動。例 [28] 是報導比賽情況，在語言表達方面就力求避免重複

使用相同的詞語。同樣是報導中國隊員奪冠的戰績，而分別用「獲得冠軍J 、「奪得金

牌」、「獲得第一名J 、「奪阻」等詞語來表達。這樣就使文章顯得生動活潑。

菁活用

每一個詞都有固定的形式、語法功能和詞匯意義。唯有如此，語言交際活動才得

以正常進行。然而在特定的語言璟境里，有時為了達到某種特殊的修辭效果，可以臨

時改變它的形式、語法功能或詞匯意義。這就是詞語的活用，例如:

[29]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巖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

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

屋里) ) 

[30] 最惹眼的是蛇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戲臺'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

間幾乎分不出界限。(魯迅〈社戲))

[31] 紅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

油水。(魯迅〈藥) ) 

例 [29] I三言」、「五言」、「七言」分別是「三言詩J 、「五言詩」、「七言詩」的縮略。根據

詞的形音聶三者的關係. I三言J這一語音形式和結構形式並不表示「三言詩J的意義，

它在這里只是「三言詩J的縮略形式。 這是詞語形式的活用。例 [30] I模糊」是形容

詞帶處所補語活用為動詞，給人一種運動或變化的感覺。一一這是語法形式的活用。

例 [31] 的「紅眼睛」只是臨時指代管牢的阿義。 這是詞語意義的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