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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諾模糖研究述評

系
江
科學大海上

二十世紀初，聽外學者在研凳語義詩繡始持及至IJ模糊問題。馬蠶幸存( A. Marty ‘ 

1908 年)首先提峰，語義模輯是指[多某些名稱體諧的範聞是沒有巖蓓賽j定界織的 l一種

現象。以j羞布萊克( M. Blacl宜， 1937 年)也認為語聽模糊是指抖的選用的「有聽範輯和

對這餾範闊的界繞缺乏騁確的規定J 0 與此同時，擬議( B. Russell, 1923 年)還鑽出

，j藍衛語言都或多或少是慎糊的j請點， 1少失( A. Schaff, 1962 年)宜說f如果我們不考

慮科學。!可語的話，模糊性實際上是所有的諾詣的一個性頭J 0 

中臨學者對諾總機鶴問題的研究開給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聖Ij臼吾有攏在，大

致種歷了以下三個;單純:

第一階肉上i介紹聞外的社聽理論為主， I甫詩捕始用來具體研究模語的詞義(

)。這一踏役的介紹文章玄學要有伍鐵平的{績顯語言初傑}和{模糊甜苦再接) <) 1 以

1發〈盟外語言學〉雜諒我分別刊載了美竄 G.L峙。ff{模鵲餵棚詢和語義黨讓〉和英國

R. M. Kempson {，l吱攤j 和「模糊兮的中譯文。之簣輯學者在德( L A. Zadeh) 於

1965 年發表的論文〈模糊集〉是環代模糊理論發農中的東程碑，對糊糊理論數學f仁、

形式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關內語言學界對Jit也作出詳續1)-招。隨著器設學引進欖糊

數祭的觀念，我間傳統的詞義(措聽)研究的繳械拓寬了，掰說又有了新的還廳，如學

曉東在〈槽關語言典語文詞典羈鑫少一文中把f漂亮j和「美麗j作為兩個模糊平蹺，認

為它們概手言語闊的含義，文有不闊的會麓，兩轎子書長是有交叉的，其間並無明顯的分

界。當表示f好事言J的意義縛，兩個詞能算互相替換;茄當表示f精采豆、出色j或「贅好j

，兩鼠才、能互相替換。自i士tI把懊糊理論運用實IJ詞典編藝工作中，能更好地

分析制藉安艾現象，以幫鵲讓袁寶精確地把握詞義，正確地鑽培詞匯j 。不過，這一

階段在饒有語義模憾的院時，也產生了一些瞥端，具體表現在語言學界諮詢認定性

峙，動輒把而語說成是轉糊的。如請人f吃飯j而授說輯是號中飯主黨是吃晚飯，就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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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的語義也是模糊的。

…:階段是把語義的概括性、歧民義性和多義性問諸報懊欄區別開來，明

糊的確指範圍。學者們桶的，話拿起一般都是概括性的，如杯于指盛飲料或其他被髓的

，多為圓柱狀現下部時細，一般容積不大。它的概括性就體現在其概括了各種階

狀、大小和質斜的杯子;即說[杯子j的語義是模糊的人，所指的只不過是在杯子和非

杯子立問難於羲蟬的事實。起皺平在{模模理論的議是使及其研究對象與正名梅聽少

中也指出，羅紊無講的模轍，如 chair (椅子)可攏在世界…1::影裝、大吐、諾獎的糖

. í實際上是將語宮的構欄性詞語言的概括桂講兩件不悶的事情誼講一說J 0 問

Kempson 所學的模糊賴澀，如f約翰的火車j囑語聽不確定型· i鄰居」是在性別、種

族、年齡等方面缺乏確指妞· i根本不應是模糊諾言學的研究對象J ' i而是祠的概括

性問題和詞義與f所指j的臨別問罷。 J關於語富的歧雄性和甜義模糊，玉希傑〈機糊理

論和修辭)5 一支認為 f學生家提j有並到串串係(學生+家提)和偏正輯係(學生的安拉夫)

為積結構，這種歧義緝構it往是語宮的模輯性的一種裝現j 。但是有學者指出，錯誤和

憐瓏，兩者的住質是不峙的，有錢義的句子，雖在聽立的數態中語義不能確定，

一謎的上下文冀，其含義往往是不摟纜的。如f瓜熟了打好以措地里的昆主美熟了，我

以指蕪的瓜做熟了。如果認為其中阿拉j的語義機糊，那就棍淆了歧義和機糊

別。與此相似，關於多強制和語講模糊，鍾穎〈幌糊語及構糊語修辭)6 一文

f一個詞，其詞義甜多，會麓輯犬，也就轉模糊J 0 品拳明{模糊轄辭基本理論概論)7

f多義詞本質上t往是模糊認J 0 其實，多義諒我好}]IJ與其能不同的詞語搭配後，

可以明顯挖表示各;不輯悶的會蟻。如f鬧情播j 、 f儒水果j 、 f聽哄哄J ' í聽j兮鸚鵡發

殼、發生和喧嘩，它的語蟻是不模鶴的。 正如石安志在{樓鵝語義及其續觀度?

中所批評的: i告前在研究工作中有一種擴充地盤的餾舟山如講蛙義詩攪括號是提

，總糊也是歧義;講構糊時概括也是模糊，結籍、多籍也是模糊。「每個科學慨

，都有自己專門的總膩，海f証明確分工為好。 J

第三三階段是區分客體、認織和語義三個不同層次的憐憫，弄清它們之間的有機聯

，揭示語義模鶴的真正內j攏。這一階段的討論以持護線的〈摸欄語義問題辨通?

。詩文指出，聽據符號豆角建議，客體(所指對象)和語言持號之問是議攝入

(概念)聞聯繫的。間llt說鶴樓纜，當委李包會才會主王方醋卸客體、認識和語義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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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客體模糊指客體經常沒有規吏的界限，如山和丘，樹林和森林，江、河、、峰和溝

等都處在一斤連續統一體中，成員立間存在看逐漸過渡的中間地帶。它們立間的分界

總很難劃分，那是客體本身所形成的模糊. I客體世界『中間現節』的普遍存在並不意

味著(或必然造成)符號世界中語義模糊的普遍存在 o J認識模糊有兩種情況，一是指

人們在規定詞語時所出現的模糊，如「少年」、「青年」的年限. {現代漢語詞典〉分別指

十歲左右到十五六歲和十五六歲到三十歲左右;而〈辭海〉則分別指十三三歲到十五六

歲和十六七歲到二十三四歲。三是指即使語義的規定性不模糊，但是人們在對具體事

物判斷時仍會出現模糊，如小雨、中雨、大雨和畢雨， (現代漢語詞典〉規定「小雨」為

三十四小時內雨量達 10 毫米， I中雨」為 10 - 25 毫米， I犬雨」為 25 - 50 毫米， I屢

雨J為 50 毫米以上。這里語義的規定性很明確，可是人們依然會因種種原因而分辨不

出小雨至暴雨立間的差別，這也是認識的模糊。符文認為把客體模糊、認識模糊與語

義模糊互相區別開來，才能真正揭示語義模糊的內涵。不過，對於這一問題石安石尚

有不同意見，他的〈模糊語義再議}lO 一文在肯定符丈關於語義不應混同於它所反映

的對象的主張的同時，著重強調了「語義與對象的聯繫J .因此語義模糊的來源立一當

然是客體模糊。

綜上所述，關於語義模糊問題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多數文章都認為邊

界不明是語義模糊的本質，但在確定語義模糊的範圈方面分歧仍然很大。邊界模糊同

樣也包含有客體、認識和語義的模糊。客體模糊是語義模糊產生的主要根源，而人們

的規迫性的不精確實三是語義模糊產生的直接原因，如何認清三者主間旺有區別又有聯

繫的關係，將對語義模糊問題深入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

10 <中國語文)， 1991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