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文辭書中反義條目的處理

質芹

漸江王理主大學

f皮體法J '即用皮義諦裝解釋、語明詞義，是漢語傳統的釋義方法之一。今天的語

文離番話然運用這一方法，作為常規釋義方法的一種補充。目前語文辭書建用端一方

，有廳主理得比較好的地芳，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這賽以主黨吉普大詞典由緩牡1995年版

《漢語大詞典) (以下吾吾稱伏品如)為餌，談一談譯文辭書中反義{相處理方間應該注意

的問題:

一、要注意充分祠清晨義歸來轉義

。之詞典》不是反義諧調典，不能要求將澳譜中每一對反義調都體注由來 3 但如果用

「皮諸法J 能勢對釋義趕到很好的妓果多禮是要充分利用。《大詞典》這方豆豆做得不太統

。甲乙互為反義詞，在二諧的釋護中，甲舟乙來解釋，而乙沒有用甲東解釋，或者甲

乙都沒有輯用反義詞來釋義。如「最一殿j是反義祠，指考核政績戒軍葫時等紋中的最高

一級/最低心緣。《大詞典》中(最J指出皮護詞， í嚴J 沒有擔出反義說:

f最J (5-757) : (2)古代考鞍政績或草鞋功時畫5分的等級，以上等為最。聽「搬j相對。 2

[搬J (6-的01) : @考擬中最後司等;科學考試中聾於復等令

「工一拙」、 íJ1)一拙j是期對意義相當的f正義繭，指精良/組劣，又指擅長/不攪辰。 3

tk揖典〉中 íT.J 、 íJ5J 、「揣j 都沒有指ti.I反義詢:

f工J (2ω951) :這5巧;糖。@擅長;善於。

「巧j 缸-967) : @攪志是;學於。哥哥工巧;精鑽。

付出 (6-507) : @粗劣。@猶宮不著畏。

《大祠典》中也有糧則反義詢處理得比較好 2 度義詣的雙方都照顧到了。如: í髒

降j是反義誨，三諾在蟬義詩都指出皮護諦。

1 張志毅、張廢雲‘您還和詞典、>> (北京 中圈里買蠟電授王起版社會 1994 年) , J達 308悅于

全 i (5-757) J 指該攏在《大詞典〉巾的需數和頁碼。 f@J指該椅第三:個義頃。下悶。

3 此外「巧一一抱!間於人，指發巧/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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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J (11 酬982) :。由地處冉冉處走。與「降」相對。

[降J (11-963) 每〉提高處往下走。與[靜J相對。

二、要控意反義詢雙方的反義義頭是否完爾

43 

義位是語義是學術語，義現是詞典學摘話。一般來說語文調典是用義位來解釋義項

的。一音~語文辭書的所校義噴的多寡詳略，夫是根據辭書的類型(目的、性質、容曼)決定的。

對於(jç詞典〉這樣一部f大型的、歷史性的漢語語文辭典」來說，如果所收錄的詞有反義

誨，而皮義義位的一方或雙方沒有在辭書的義項中體現出來，罷樣的義項是不完備的。

一薄J是一對有著多個和反義位的民義音帶?有「麗子物上下一輛面之間的距離大/距

離圳、 f最多/量圳、?味道濃/味道說j 、 f重視/輕視J等相反的義位 2 驢些義位在伏詞

典奸厚j 、 f薄j各自的義環中都有所體現。除此以外， r厚…薄J遠有「土質的觀灰/貧瘖j

達 4相反義位。f9u : 

(1)郁、單氏士薄水淺兮其思路轍。是觀叫民憨，民愁的墊隘，於是乎有沉溺室主

飽之疾。不如新白，士;學水深 3 屆之不瘓。從左傳﹒成公六年))

的人功不f扁豆所收不等者， J車厚簿故也。的0.196 竺大力、康孟詳、

《中本起經>盎上 162/b)

個《大詞典H薄J (9-572) 有「土質鑫婿，不把法j 轟頂多例言最為促{專﹒成公六年H土

薄水;靶，罷 f厚J (1-但 1) 卻沒有相應的 f土質靶汶j的義琪。朱慶之認為 r(土質)肥決與否j

在東漢佛經中的新義。 4 實際上學我們看到，也說是在〈在傳﹒成合六年》那一

駐中 f厚一薄J對舉，指 f土質的m~:夜/賀帶J '東漢體經只是沿F耳其先棄的用法。所以「摩j

在伏詞典》裹車應該有 7土翻版j造一義項。又如:

f扶/妖一祥J是一對反義諦，指「凶手拉/吉~~J 0 倒:

(1 )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的。({周禮﹒眷官﹒規勸~)

(2) 相人之形狀顏色 9 闊知其古的妖祥。({萄子﹒非相})

(3) 轉妖祥於謠。({觀語﹒蕾諾六})

(引菩鶴祥者福之先者t色，覓擇而摸不著則福不至;飲者攝之先者也，見妖冊為

善則攝不豆豆。({呂氏春教﹒制樂})

史大詞典仿制 (7珊915) 有「吉凶的頭指j盞項， r訣J (7-838) 和「訣J (的。3) 都有 f指反常

怪異的事物J義項，均缺失?按/妖一詳j皮義的義琪。

3 、要重棍反義書證鵲作用

李閱指出 f書薩利釋義…樣，也有解釋作用。而釋義和書證的觀係是抽象和具體，一

般和個珊，典盟和個性的關館。 1凡經精心挑選兩真正成為書證鵑引文，已具有抽象之

4 宋慶之:(佛典與中方漢語辭彙研究) , (台灣.文浮出版社， 1992 年) ，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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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體的特徵，它和釋義共同擔負著解釋條目的作用。 J 5 高守綱在談到「語境對詞義的顯

示作用」時認為「具有意合關僚，當它們成雙成對地出現在同一盲語片斷時，對於顯示各

自的語義同樣其有相互映襯的作用。 J6 對於語文辭書中的反義條目而盲，如果能夠舉出

該反義詞典型對舉或連文的書證來，應當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尤其是當被釋詞的意義比

較生僻，但其反義詞卻比較通俗常見時，那麼含有反義詞的書證對讀者來說更容易理解

和接受。如:

「債一起」在「倒仆/起來」意義上是反義詞， I起」的「起來」義很常用， I債」的「倒仆」義

相對生僻一些。

「債J (1-1660) : CD倒覆;僵仆。佐傳﹒隱公三年P : I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陸
德明釋文: I債，弗問反，仆也。」孔穎達疏: I{釋言》云: r債，僵也。.1 J ..... . 

《大詞典》用的是「債」宇單用的書諱，而且比較繁瑣，如果能夠補充「債 起」對舉的書

證，如〈位于﹒天盼「一死一生，一債一起J '對於理解「債」的意義以及簡化書證都是很

有意義的。又如:

「堅一點是反義詞，指「堅硬/柔恥。「堅」的「堅配義很常用， I需」的「柔點義比較

生僻。

「需J (11-689) : @柔軟 o {)司禮﹒考工記﹒鮑人:þ : I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陸德

明釋文﹒「需，人竟反。」

〈立大詞典品也僅舉此一條書證。實際上，這條書證完整地引用應該是這樣: I革，欲其

荼白而疾龍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這樣就會出現反義詞的「堅需」的對

舉的語境，這樣才利於讀者理解。這條完整的書證可以看作是對「需」這個生僻義項的另

外一種詮釋。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書證簡潔化的要求和體現詞義的充分語境的要求二者

不能兼顧時，還是要優先考慮後者，因為這樣處理，有助於讀者對詞義的理解。

仁大詞典》也有在這方面書誼處理得很好的辭條。如: I賊J (10-183) 的「禍害」義，近大

詞典》列的三條書誼，都是「賊一福」反義對舉的。《苟于﹒大略> : I能除患則為福，不能

除患則為賊。 H韓詩外傳P卷七: I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 H史記﹒

龜策列傳P : I謀者福也，讀者賊也。」

所以，語文辭書編賽者在處理反義條目時，要注意提高自覺性，充分發揮反義詞在

辨義、釋義和證義方面的作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的系統性。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也

就是反義詞研究成果如何應用於辭書編塞實踐的問題。

【本文屬專著類】

5 李閔: <現代詞典學教千島，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頁 328 0

6 高守綱 : <古代漢語詞義通論} ,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4 年)頁 12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