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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麗複番事卜又作 f儷輯複訶H摟詗轎義J '是古道語中…傭饒有興趣的題目。它關

辦了詞彙、諸法、{磨難諸方面，至今尚無一致的說法。本文獻意在回顧萬人研究的基礎

，對{攝義複辭件比較組繳的觀察與討論，力求得鈕，一倍客觀的解釋。

一、能認彙、語法角度研究的自顧

提出「儷義權辭」這鵲名稱的多最早色許是黎錦無先生。的30年他在《聞語中獲合謂

的較真與轎義》一文中，對會攝〈古書疑義舉倒﹒自此及彼伊1)從構詞法的角度進行了闊

釋。按「儡義縷辭j 的結構，黎先生把它們分成爾伯類型 1月類的並行詞」一一如車鳥、

會冉、耳島等; í對待的並行音是j一一一站得先、老幼、朝夕、自丹等。攀先生說: í護合

詞中之並行詞，有舖用一宇之議，罰他字則讓軀再不為義者卜又說 f今輯語講 F弟H3

『兄弟j ，亦達3苦多韶成灑定說儷羲矣。 J 1 黎先生把「鱷義複辭J 著威主義複合詞，和現代

漢語搜合詞中的錯義詞一樣。但是誠意厚先生文中所舉的「父母j 、「萬稜心 f墨子孔丘j等

餅子來看?顯然「偏義複辭」起串了「複合詢J 的範廟，詞里琨出聯合詞組的特權。再見，

f偏義搜辭J遺個概念剛一提出，說過錯了名實不特的矛盾。當一方器是對f輔義複辭j 的

內描沒有弄清錯，一方韶tß由於它揖範聞確實難以幫定。總之， í偏義提辭j 到底是基鐘書

性質，人們擺要重新研究。

樹後的不少古漢語教材和言含著都在詢盤介紹和論述儡義握辭，試體從詢彙和譜法角

度作出一個滿意的解釋，但這主義很不容易的。研如:

主力《古代漢語》說:

古代漢語中有一種搜音調值得住意，這種權音詞f是用兩倍單奇的近義詞或反

義詞作為喜司黨組成的，其中一個詞葷的本來意義成為這個禮音謂的意義多另一個

詞京棋是作為陪纜。...…有人把這種複音詞叫做「鵲義複詞J 0 2 

1 {女喜哥大學術季刊》…卷一期(1930年)。

2 三位力《古代漢語》上愣第一分冊79頁，中華書路， (1979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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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動《當灑語詩彙問題診的觀點與此一致。 3 這樣的介館顯然是不興全菌的，容易

產生 f偏義醬辭j是自定不變的一類祠的感覺，前模觀了「偏義複辭j 的性質。如福建人竄

出版社出脹的<(古代漢語〉習題集》刊有這樣一貝u禮題;

按《古代漠諦) (修訂本)第86-88頁，將下列聽音調加以歸類:

國家社櫻干戈古語芝盟. . . . ~ .得失續急異同(下略) (26頁)

據〈智麗集〉所附苓棠，我們辛苦劉:

1 、開邊是並到權音鵲

國家社觀干戈霄詣芝關...*..

2 、編義複音謂

得失鍾急真閱(下略) (261頁)

然孺 3 這裹的「偏義複音訶j 是以甚麼標準區分的呢?如果w， r用輛轎單裔的近義詞

或反義詞作為調黨組成J 為準乎都靡， r國家j 、「干戈J 的構成tï式與「得失j 、「緩急j 等

相同。如舉以「其中一個調黨的本來意義成為這個護者謂的意義，另一個鵑蒙混是作為

陪襯為史學 G 那麼「摺家H說乎更合條件，在 f鷗家J 一譜中，只有「鱷j 的意義，間 f家j 已

經完全相對待而苦，二字連文，幾乎全禪鋪在「國J 。而「得失J 、 f緩怠j 、 f異間j 棋是

在羅接軌i子申才是「編義複辭J : 

1a) 多人，不能無生得矢。此史記﹒擱客列傳})

2a} 娃子不生男旦有緩急，非有益也。((史記﹒文靜記})

3a} 宮中射中，俱為一體;酵艷聽杏，不盡異悶。(諸葛亮《出師表})

布在另一些情說下，它們就不偏義，而不能稱之「儷義複離J 了:

lb) 正得失，動天站，感鬼神，真近于詩。((毛詩噩關雄序})

2b) 禪者間是車罵，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新遴選鍍金與悔。((大戴禮記﹒星是

體})

3b) 元辛苦好之，欲考其真闊 3 令充宜興諸《易〉家論。((議書-朱雲傅)}

顯然，權僅依靠孤零零的幾餌「調j是無法辨認 f蠣義撞辭j 的。研以，闊葉鋪在《古

漢語織要﹒鵲彙篇》中的介紹聽著所改變，他把誼類館構的報喜單位輯為 f對義體合調心

並說f對義護合諦，古人往往只使用它的意義的一俑，不使用它的聲餌意義。這樣使用，

就整額的詞來說，概是它的『繭義Jl......這樣用法，比較特劑，我們盛旗留意，否則撞

到它們，認真解釋起來費是有樹難的。 J5 把它著成 f一種用法J '也就是說， r髓義禮辭J

3 趙克勤〈古漢語調彙問題)1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0 

4 < (古代漢語i 習題集》獨畫畫人民出版社 (1980年)。據綴著《前言》稱是?配合《古代漢語》教學的練習材料。 j

5 周秉鈞〈古漢語竊喜喜)24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1部1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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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屬於詞彙現象，而應該屬於{實難學的範閣。 fí騙義複辭J 只有在其蟬的主下文中才能

藍藍另1] 出來，。

然雨雪把「偏義複辭j當作禮台提t且還不是很至是當的。現代漢譜中的複會認含有兩類

與「儡義複辭」有體想像。一類是向義詞根聯合，如鷗5家、兄弟、鞋帶、當戶 3 這一類的

意義「常以其中的一鋼蹦根握主義聽多另一詢模的意義茲者完全盟失，或者只起時加、纜

托作用。 J6 另一類主義反義詞裂的聯合，如高權、早晚、東西、利害、錢來，請一類「意

義一般都能較抽一象多不能直接從詞根看出來。 y 把攝謂類與「韻義複辭j 比較多的然是

不同的。不時之處在按:

現代漢語中具有幫義具有儕義義的複合祠，一般虛仕的義黨是由於接義黨本身己能

現實生括中消亡，如「國家j 的草」表示姆大夫的領地， r窗戶j 鵑 f戶 j 表示「問J (1戶 j

的概念站出「門J代替 3 布「戶J 只能表示語鞏)。福?舖義撞撞事J 的兩組措躍的，具有單獨

運用的能力。

(二)現代漢語中具有鋼義瓏的權合誨，意義思經凝圈，立自「乾掙J '不會理解海?乾

燒淨潔公 f兄弟j用在稱呼上，也不會問時具有「哥哥和弟弟j 的意思。( í他偏是兄弟J ' 

表示兩人之間的關蟬，與作揖略意義的「兄弟」不筒。)而「儷義複毒草j 的精傭字意義並未

建造盟下來，概是路轉偏於一還是。

現代漢語中反義聯合的複合繭，一搬都取引申義或比喻義 p 所以 f都比較強

象J ;而偏義提辭能意義直接見於根詢，概是棍語境那接走鶴畫。

(冊)現代漢語複合祠的結構是種定的，兩個亭的組合是罷定的;摺舖義權辭的兩

個字的組合立豈非完全揖定，有時一些一般鵲啦充當幅義複辭。

美學、之勢儷義複辭離真正白雪樓舍鵲擺有距離。同時， dl於是古代漢語，只能憑借有限

的醬醋材料進行研究，要精離地聽朋吉漢語中能樓合搞組也是十分回難的。正如罵法寓

所說: r在研究在代話時，有幾個缺陷。第一 2 本能像現代語那樣隨便使用轉換法，而

只能在有限制白雪正文 (æstricted te路)中找顛倒的棋子，其次，我們對於當時的 f上加盟

(suprasegamentale eleme叫d 如豆豆音和音瀾的變化等無法知議多品此正可能省好些在當

時口語中有分餅的現象被忽略了。我們告館也只能就我們現有的資料伴有餵攘的研究 z

高聽免作一些沒有根據白雪聽測。 J 8 

應該承認，複合詞是出單音誦臨時蘊含祖後發展成熟的，在此期粥，應當還有一種

「展譜」的階段。張1世陳先生說: r聽眾的說鈕，由於懿常的建用 3 變成了成藹，障自

8 胡裕謝主編《琨代漢語泊是§頁。 (1980年)。

? 向上。

8 罵法高《中醫古代語法 a 構調編>> 310-311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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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雖醋成詞，在漢語發展的歷史上有很多的權種事例。……成語是一種因定的認

線，本身雖然不是諦，時往往是許多調研由構成的主義體，往往是從詞組構成封誨的鑫

史研經鏈的一餾階設。尸我們譯為， íí轎轟複辭j 正處投撞個「成語J一-f!P固定詞組的

階設上，種形式上替它與聯合結構的複台詞有相肉之處具有意義上要又不同投於聯合結

構的諦。「儷義複辭j 的 f蝙義J是在語流中獲得的，它取決按一定的語境，因間， í~籠義

樓辭J現象鑼鼓鼓聽話用學當中去討論，把它孤立地放在調黨襄;是體現不出這個特徵的。

二、從修辭學角度研究的由顧

先春一組例子:

(1) 前酒市騙不食。({論語﹒鄉黨})

(2) 大犬不得撞車態。({禮記﹒玉苦奮})

(3) 稽之刮風觀。((路系辦})

(是}濯狸能苔，不離禽獸。({禮記﹒曲攬})

對於這四餾例子，諸家的看措最不一致的。歸輛是里來，大致有:

「病難j 說一一棟輔《文民俗學 (3) (4) 倒說: r蓋禽字於狸器為病 ， j體字訣風為捕。 J

是認為調之間缺少照靡。但碟鸝輯「竊辭j 的定義卻是 f讓其轉為病?究其意則安泰 j 做乎

承認這起一種客觀現象，能夠為人理解。

「蔬略J 說一一會權〈古書提議是學倒﹒古人?于文不嫌蹺略倒〉到(1) (2) (3) 劑，認為

f皆從一間少文啦。.....使護人為之，山一一為之辭問: ...... r站擠不飲，市騙不會， J 

!I:仁文之所以百鱉也 o J 既然是「謊略J '又說是「貴文扒在篇好像是批靜，在後又像是褒

囂。

f闊此及彼j說一一會磁《古書疑義事倒 3 因此及彼樹》時樣也差事「大犬不得造車馬J

為棚， í因至整而及鳥，非揖造互幫兼造馬也。 j 用的是首fI話前方法加以詮釋。

「禮及j 說一一一楊樹連〈中國修辭學》舉(1) (2) (3) f9tl i，毒「物名建及J ' 10 並不臥此類

f9d于為「摘卜 f疏盟各J 0 

f欠照應j 說一一碟嚷道《棲辭學發凡》評論說「連字對於罵，潤字對於風等便都欠RR

靡。誰…普見為可麓，風含糊的呢? J 11 

鄭于論認為 (2) (3) 仙鶴都是「偏議讓辭J ' (1) 棋!可以者或是 f賞梅J 0 12 

9 <論榮講話> '見《張買主祿語言學論文集>298頁，學林出版社(19話4年)。

10 傷街邊《中摺修辭學> 1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話3年)。

11 陳肇遊《修辦學發凡>61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年)。

12 鄭子瑜《論照應〉、《中翅修正案黨專學史稱> ((附錄})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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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 2 既然誼些屬於修辭現象多首先就應該說明，叢生這些現象的眾目是基

廳。「由此及彼j輯和 f連及j 說以及「從一而會文j 的說法，都試圖從輯用的角度來解釋，

可是，一則諸家語焉不詳 n 難以說明道理;…則受傳單11話擎的影響，很ý能語富的內部

規律共尋找根據，但j宮廷並沒有解決問題。「病辭J 說、「蔬略j 說以及 f欠照應j說，是從羅

輯的角度觀察問題的，但由於沒有把 f車馬打聽雨j導作為一偕整體來考慮(無論是市割

讓是「成語J) ，盟問儘管獨示了問題的一端，卻沒有技封評語規律。聽于瑜的?儡義護

首字卜用得太注亨本身是鶴不夠明確的概念。因而要我們認為會應當提評語規律上來看

產生撞些語言現象的原因。王希樣器為，把(1) (2) (3) (巷)倒看作[疏略j 、「痛辭j 、

「欠照應J '是?失去道的，古人書寫那麼煩難?這又是如此之短的句子。古人是不可能

如此粗心大意的?何說時類情況頗多多 H造類句子和句群的意義不是繭贊和語法意義的

塘和，荷明顯地少去了一些甚磨。 J 13 f瓷器誨，這是 f語義脫落J 14 或者叫做「語流誡

義。 J 15 從?語流義變J 的角度重新作出了近乎客觀事實的。事實上，無論「罐互之H省略J

龍是(編義複髒卜或者建立在吉普i道義鍾的華聽上，是語說義變的產物;或者作為一種能

動的手段，在華夏用中迫使意義的語流中發生變化。

樹如 3 例(1)與其他三鶴不悶，不能用「語義脫落j來概括。但我們器為 9 這並不一

定就是古人有意讓織 fi智麗善心而是古人的評語警嘆。在誼兒， r會j 字已蘊鸝出了它原來

的意義範圈，孺兼有了「詩，J 的意思。{盡管俞攤為它補出了 f當文J '但我們應當流利諾吝

?不應自我作吉，代古人立宮。應當看到，儘管古人「飲食J 的盟分提嚴格，但

並不妨礙在具體評語中發生變異。誼種變異」黯然也受到了種人的承諱:(萄子，榮辱盯然

荷合不敢有酒肉 3 阱。「食J 不懂與「肉」相當丘，亦兼及「澀J 。這和《語言語〉的[站潛市騙不

食j相像。《漢書﹒于定觀傅判定團食酒，至數右不亂。 j 榔宗元()字節。: r吾病痛不能

食稽， J 員ur食?西j 相費2 '已成用典。 可兇，古人或三並不以為病。問繭，我們認為此飼用

f語說增義j東解釋「食J 芋，似乎tt r賞略j 更近乎語言瑰寶。《論語)(駕于》工制可以說

是「語謊增義心立豈不一定是有意識地運用穆辭宇晨要問拂朱元f食酒J 其UJ顯然是有意識地

禮用了典故，組鏡語說發生義變。

同樣，俞攏選舉的〈左傳﹒護台二年) íQ1索馬牛皆首匹J 前鉤子會並引孔穎建《正

義} : f (司馬法): ~丘出馬一盟 3 牛二頭。 JJJ 說明[牛霞，稱頭浦亦云臣者，自馬前名牛

H眩，立皇宮之耳。 H使後人為之，必一一為之辭:日 WQ1索，碼在恆，黨牛百頭。 JJJ 值得

注意的是，先秦《左傳》時期)作為天然單位的 f頭j 境f聞名撞詞還沒有產生，詞是讓i兵接

的王希傑《論向發手段} , <:丹東飾著手舉報}1983年1萬慧。

14 王希傑《漢語修舊事學} 1631頁，北京出版社 (1983年) , 

15 王希傑《論吾吾流滅義和情景義變》多《南京大學學報}]98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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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產生的。 16 所以孔穎攝(iE義〉引《司馬法》是Qj漢朝i古費作攝制話詮釋可以用書作為

修辭輯用的研究，則錯、讀尊重當時當地的言語事實。俞攤構出的「省文J 只能是「令人j 的

作法。封封建想中的「鹿j 芋，觀然iÈ.只能用「諒流增義」的理由來解釋。

主、從語混義蠻的角度是警察「罷義種辭j

「蝙文搜辭j 是語說減義的一種許諾現象。那麓，當然有理由聽?梅合調J r:但意義已懿

韓國地鋪童一繭的「禱義詞j 韓除在外了。如 f國家J (新蜈《辭諒》語、為偏在「瞬 J 17 、 f搗

哲PJ 、「親處J 、「娛妹j 、「兄弟J (鄭于論認君主都是幫義複辭實意義續在嚕。J 、 f戚j 、

「妹」、「弟j 土) 1日等，意義是由定的，並不出語境搜走他們的偏義義。至於 f池塘j 、「衣

(鄭于瑜iÈ.認為是騙義建辭)的。由於結合得很繁，頭且在一般在代作品中看不出 f備

義卜顯然更無法視為?偏義搜辭j 了。否則就抹殺了諾育勻首詩的界限，也擺攬了話盲

歷時隨潰鍾的事實。

用說計比較的方法警可以看出具體的復合詞產生的大教時代，以矗月IJ於編義援辭。

如 f國家J ' {:論語》中「國H家j 不連串 3 分別出現了悔改。荷《孟子》中除「麗Jí家j 可以

單用外，連舟共出現了7坎，其中6故意義都是指「鵲J ' I 次兼指「聞j 和?家」。可見多 f國

家JiJ聶指闊的意義回走得很草委我們{鑫可以把它著成是權合祠，謂不品、視為?輔義複辭J 0 

同樣，如鄭子離先生所舉的「楊柳J '儘管可以從古制申找對它命名時前差閉，認君主

是…顛三醋，但古人實在不作仔細的分潤。《幫哥雅》中就以「楊J 釋?柳J '以 f鞠J 釋

「擴h 了無分棋。古人也處處以楊柳盤文，不加矗分。可見，「楊柳j應是一鵲複音詞。

「衣裳J ' 1親戚j 的區安都在先若是，謹以後就連漸按每權合祠，不再體耳目了。 11也塘J 的方

圈，古人作品中盤不作擺好，也是較平的按合諦。豆豆於「兄弟j 的偏義盟走在「弟卜大的

在金元時期，立自《董闊廂> : r思暈了兄弟歡郎法年紀小，只元史﹒舉程膏部位詔> : 1諸

王寄發f兄弟莓，也都理會悔。 J 歪扭 f掛妹J1轟轟罰走在 f妹j 上，可能受了J r兄弟j 的影

響雪當也在傘元以後才從口語中形成。

從晚近的「兄弟H娣兢J 的例子，我們盛覺得封，主這些倒子口語色學極襪。同樣?雙

音節鋪本身說是首先在日語中影成龍接進入醬醋諧的。「話說義變」首先就是指口語中能

意義變化，書商語很是口語的記錄 p 由於番宙語缺少「上加層黨卜閃而分析語流義變就

16 玉力《漢語史稱)r:þ俑，巾叢書為(的80年)。

17 (.辭激)575鼓 e

18 鄭子瑜《論照應> ' (.中國修辦學史稱》附錄，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0年)。

]9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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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難得多。但是我們自然可以歸統計的方法來分研tt較，籠中找到事實根據。訊以「科

書j 為樹，我們能先毒吾爾瘓的幾部軍要作品中積聽了一些研旬，作為抽樣。如:

(1)惜鴿輯:醬商科寄生。({易 a 系辭下})

(2) 辦其鞠與其科贅。({周禮-山輔})

(3) J萬知其利害。({周槽，戰方氏})

(4) 及其方民之科書為一書。( <<周禮﹒ IJ、行人})

(5) 胡科書之鄉，以文替之。({國語﹒駕器上》

(6) 夫擅關之謂主?能專科害之謂玉，甜殺生之威之謂玉。內戰國策﹒賽鱉}{史

記-范體蔡渾列傳》守 i聞)

(7) 利害之相似者。({戰閱策﹒韓策})

(8) 于不姐利害，則至人問不知利害乎? (草子，齊物論})

(9) 科害不鐘書非天道也。({莊子-大宗師》

(10) 賞罰利害，五刑之峙，教之本也。((莊子﹒天進))

(11 )利宰相靡，生火甚霧。((莊子﹒外物))

( 12) 攜利害不如其己。({列于﹒力命))

(1 3) 聾利害，科慶賀。 øu子，力命))

(1 4) 續走不足以避利害，無羽毛i拉姆黨馨。((到子﹒力命))

(1 5) 群臣百姓多人慮利害。({管子﹒任法))

(16) 養老弱問勢過要{吉利害闊無謊。({管子﹒幼會關))

( 17) 安兔利害之常聽。((胡子﹒榮驛))

(1 8) 今樂地拆長補短 F 方數千壁，名師數十萬，棄之號令賞艷，地芳草利害，天下莫

若也。((韓非子﹒招兒寮)}

語11) ) 

( 19) 畜鑫理而得失利審定矣。((呂民春軟﹒闊春諭})

(20) 建平究生之分 p 則利害存亡 9 弗能惑長。({呂氏草手軟﹒知分))

(21) 其4萬達平先生之旁 y 利害之禮也。({呂民春秋 z 知分))

(22) 大學天下萬物蚊曉貞蟲較動較作，皆知其所喜僧軒害何也。((濃南子﹒跟其

(23) 刺客揀于醋。({權F駕于﹒做其郭路)

(24) 構擋利霄，千變方咎。((、推甫子﹒糟神韻1) ) 

(25) 利害之路，禍描之門。((港商子"贊其草11))

(26) 三月屢見，未知科書也。((誰南于﹒縷稱韻1) ) 

(27) 動靜之利害。((i'往南子-要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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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8} 先玉之於民也，茂lE其種孺摩其性，學其晨才求而利其器用，明科書之鄉。代史

記﹒與本記})

(29) 深計而不蜓，交事而不罪，聽明計利害以致其功多叢指是非以飾其身。((史

記﹒老子申韓列傳〉亨I{韓非子})

傳})

(30) 平原君與建合麓，苦其利害?日出問玄之，目中不決。(<史記，平原君處鄉粥

的1)龍之利害，爾吉而決碎。({史記﹒平原載虞卿列傳})

的2) 且攪兵而別，多f它利害 3 未可知也。代史記﹒吳王韓刻傳))

(33) 日夜教單於{薩利害處。從史記槍侮奴列傳))

(34) 自傳單繞開外國主度以尊貴，其復提吏卒皆事上會育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史

記，大宛對磚})

(35) 然後吉天地之科書?事之處敗。《史記﹒措少彈攝日者到傳})

(36) 明於陰陽，審對荊德。先娟和害，察於禍福言以言而當多以戰而勝，至能實

之多諸侯蠱膜。({史記-措少舔補龜賞到傳})

(37) 上轎聽不疇，下情幫塞，如不能謀慮科書。({漢番區五行志中之下})

(38) 藹，思』推兵利害豆豆數悉也。({漢華書﹒趙充國傳})

(39) 佳麗，不腎兵事利害。({趙充盟傳))

(刊)量為睡下明當兵之利害。((漢書﹒趙先攝})

(41)與一舉問疾決刺客相萬啦。({漢書 a 搗望著世傳))

(42) 獲蝶和客多為首曲:盒。((議書﹒陳譚偉))

(43) 欲委身中聞事未知和害。({漢書﹒匈奴傳下})

(44) 又聾發史，屯樓蘭，科書云何。({後毒草書﹒班勇傳})

(生5) 月1牙不足W.f昔會欲 3 議定不足以權利害。((漢一番，劑能志))

(46) 盟家不足以為利害。《謹書﹒將軍轉})

(47) 碟事勢和害雪以申請賠。((三盟在、﹒臭志))

我們把這些作為材料，作共峙的觀察 3 得到:打倒中，作 if扁義j 理解的只有4倒。

其中{9u (4討論用了。目子》的成說(見餌 (14)) ，倒 (46) 也同此二倒一樣，編義在「害J ; 

劉(18) 期轎義在冷血，講云「棄之號令黨窮地影之利，天下莫若也。 j其余的樹，全部

都作「利益和損害J理解。可見偏義是在語龍中獲得的 2 是一種語龍滅義的現象。區別述

種現象，只有封具體的上下文中才能找到根據。

出現「攝義複辭j 這種語流城義的現象，往往有如下情說: (一)該二字總常搭配使

用，已成「成語卜插上建「利害j樹。(二)該成語出現的上下文中一飯有相當整齊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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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對磨，如與 (14) (1 8) (45) 諸餌;或者上下文在音節上有明穎的節奏感，如例

(46) : í餾家一不足一以為一利害。 J 鷗好是問個音步，靜績不迫，讓敢上口。自荷蘭人

稱這克作陪襯的音節為?足句J '正是為了節律的需要。

我們也看餌，由於「儷義樓辭」所脊的諧音形式處ntr成語j 的階跤，所怯隨著時闊的

推移逐漸擺盟成樓台繭，一部分現代的「繭義訶j 也許餵「儡義複講學J 有著湖普車觀憬，如

「兄弟小?當戶j 、「章是貶J等;大多數聯合結構的成語凝閣成調後，並沒有形戚鵲鐘，違

章說嚼了「偏義複籬J 的 f舖義j 祇主是一種變異 3 一種用法宿己;另外，有一部分成語沒有

真是詩凝盟成謂 3 而保留在文盲議，如「髒碑上「斌在卜那是由為現代漢語襄有了代替它

們這些概;章的其它吉普喜形式。讓有一點可權充說明現代獲諾攝義音還不向於「續義複辭J

的，那就是我可以利用現代漢語的「上加層黨J來認識偏義詞?如「兄弟j 、?褒貶J 、「窗

戶J '後一字都念輕嚨， í好歹J 表玄武能險時，帶上兒化， 20 荷「鵲義據實事J 沒有可利用「上

加厲素j 的條件。

最後，我們認為，既然「偏義鐘韓J是由於漢語被單青幫輯發展~艷音節諧的過程中

lf.生的，是語流襲纜的一種客觀現象 3 那膺，造種現象立豈不會目為時代的邂移謂消爽，

這種現象在現代漢語中的然存在。舉兩鵲倒子說可以說明問題多如陳皇權討會辭學發凡》

是學某氏《文章學摘要》聞頭一底說:

: í龍山之石，可以攻玉。 j 中聞發未獨創文化，第知財吉稱先，以往古為組山

之石，今直不然 3 玉樹練過，不獨可樓前溝通中外，並可縱龍貫穿古今題。英語之寵信

封克 2 源於希瞬之說筒，本澆水之義，以人類旅詣，亦能思想流出，進聯想、哥哥轉成此

《發凡》評論說:

照理，文說古今，一F文說中外，中問一勾當然該作「不獨ïlJ離而黨穿古今多並可

鑽研溝通中外J ;且弟姐此才閱本句前半截「今也不然多芳:淵樣過j 八字顧攏。

要表于瑜先生器為《發凡品牌「上文說古今，下文說中夕叫警「中外j 便是慵義援辭 2 間為

所主!文中並未曾聽到中嚼，時只說說英餾租希臘 o {ê.並非?欠照黨J ' r正顧到語言的j輾

序雪也符合語言的自然時禮慣。 J 21 

再如口語中我們再以聽到造樣的故詣，拌家長的對人說自己的孩子: r我對他是樣

樣當心，他呃，一點血不知好歹?不喂我的情。 j建兒的 f好歹J '額然是爛在 f好J 字

, r不知好歹J tf1鞠「古令中外J 一樣，有著「成語J 的傾向妻但在語流中減少了一部分語

20 兇〈現代漢語繭典》各條 e

21 鄭子瑜《吾爾照應H中簡修辦學史稿〉粥錄，上海教育出飯址(玲的生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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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我們認為，偏義複醫學的這部分稀薄的語義，也是一種冗餘信息，儘管在語說中道部

分語義稀薄了，但它在使諾諾清晰、謊觴詰-1f閣得到了補績。出去台穹的物質外殼是語

?這種話語的清晰、就暢就更顯得重要，周前在現代漢語中我們並不十分散感站控意

對攝義複辭，這種冗餘信息沒有千權理解，反孺能起到糾正誤差的續觀作用。但在古漢

語中，由於我們只有醬醋赫科書痛且又是用大量的單音節詞組撥話諦，所以，鋪義禮辭

往往會被說解，有時會有「不容易說清楚j 的頭難。問T甫步在古漢語研究和教學中，注意

轎羈複辭這一語宮現象是銘、耍的。

200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