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于在北方出現的俗詞，它機來「假借J

了我就是依附了「籬j 的異體字

進研故嘴了後 (蕾

gão • 醫學哲 gau2
) 、

它同樣可泣「假借J 或者依附在發音極

粉話的「攬J 字之上 i 耐九芸芸六年出版

的〈閥措辭典)在「攬」

í <<忌，紋的，作，鵝，或作稿。如臨

攪 t 主持纜。 J 那就確切說明了當時的雞

是有借用「攪J 字來表示「做事j 的那

「揹」的轉向。例如:一九路七年出

版的〈織結婚十年〉兢為:

文人總是莫攪政治的昨晚。@

月-{雷潔倒是有些詞譜中間個字都

可以桶，而且即便驚黨有些差別也是很

繼傲的。例如「攪織緝捕」也可以作「搞

起局間J Q 萬者擾、

士也使局齒混亂;後者副主義?織J得不好，

故}游局雷混亂了。文譬如 '芽吾

是擋車特賴活動者，自然用「搞J ，(且還

活動{倘去哇!屬於破壞、搗亂姓蠶的，哪來

似乎厝「攪頭J 也是合報的了。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楠、攪輯揖雖

屬自然， (旦賓館上二者的主主義撞去是可以

相當請聽梅軍分開來的。露了使用

精確，我們認為以後大家釋是應該留黛

玉鑫兩個字的不何用法，避免混構。以下

「做好J '照泣不用

「攪J

攪琴手

讓攪 打擾之;發

搞來稿去 反覆去做

晃{辭澱(含訂本)) (一九三丸，

務)和〈辭海) (一九四七，

@ 段話報載{你是哪個部緣﹒

月二日工錢劇社印行。

京大學豆花 i孝文化研究所東洋學艾露皮毛主 γ

夕一黨flJ撥給輯)

黑體字中「寸J 和「交J ~這粥個偏旁棺

潑的情況是很多的。情如f出、緒、標、

諧、梅、拱、療等可以分另IJ寫作敏、

、散、材、線等字樣。所

以「搞j 和「敵」招盤是有先倒可

「三七的字錢來通

，師從「交j 的字被逐漸淘汰。

但織和能是個例外， í敲J 通行，

認「搞J 不常用。

@ 見「大辭典) ，二晶民嵩峙，民竄七

十間年八月初版。

@ 見〈飽語辭典} ，搞務r=p書館，

三十六年藍版。

這D 見〈禪給罐十年} ，勵力出報鞋，

民主十六年版商119 0

「中止J和「終止J
臻雄根

攪攪重建 搗亂、戰壤，所以不用 「中和「終ll: J 之詞，都有

「搗j 止J 的孽，恕，然而，還聽餾近義詞有何

于箭在晒 做壞了。但織提議書意的，

自 t位有了用攬汪罰酒

有ñ揖館 有沒有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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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般人卻不甚了了。婆婆弄清二詞

之剃，首先要掌蟬「中」、「將J 之麓，

「中1上」、「終ll:J 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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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難解決問題了。

「中」字有「半」的意思.Q)如「夜

中」指的是「夜半_j • (2)艾女日「中間」、

「中途」的「中_j .也有「半」義。至

於「中1I::_j一詞. I中」的取義亦同。

例如:

(1) <音書﹒成恭杜皇后傳} : I后

少有姿色，你、長猶無齒，有來

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

日，一夜齒盡生。」

(2) 鮑照〈舞鶴賦} : I將典中止，

若往而歸。」

上學二例. I中1I::_j都有「中途停止」

的意思。

「終」字有「窮盡」之義。@例如:

「終日」就是「竟曰_j • I終生」就是

「窮此一生_j • I終局」就是「結局」。

「終止」的「終」義亦無二致。〈易﹒

序卦〉云. I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漸者，進也。」這話可語譯成「事

物不可以永遠停止，故接若是漸卦。漸

是漸漸前進的意思。」可知「終止」是

有「完結停止」的意義。

我們閱讀書報，或會看到「中11::合

約」和「終止合約」二語，其中的分別

是: I中11::合約」是指合約因某些事故

或障礙而暫行停止，一旦事情解決，障

礙消除，合約的致力仍可快復;至於

「終1上合約_j ，就是結束合約，而合約

再也不能生裁。另外. I中1I::_j雖有「中

斷」的意思，但一個行動的中1上，也可

能導至永遠的停止。比方說「談判終

1上_j .是指整個談判過程結束，而這吹

談判可以是成功的，也可以是不成功

的。至於說「談判中1I::_j .是指在談判

過程中，由於某些事故，致使談判中

斷。要是問題解決了，談判便可依復;

然而，倘若談判各方堅持己見，不肯退

讓，便可能弄至談判結束，甚至談判破

裂，如此，後果或會比「談判終止」

(指一決不成功的談判的結束)還要嚴

重。

由上可知，要辨析近義詞「中1I::_j

和「終止」詞義上的關係，一方面要求

其同，男方面要辨其異。辨析其他近讀

詞，也應如此。

CD {廣韻﹒東韻} . ，-中、半也 O _j

@ {左傳﹒莊公七年} ，-夜中，星隕如

雨。」杜預注，-夜中，夜半也。」

@ (廣雅﹒釋詰一> : ，-終、極也。」同

書〈釋詰四> ，-終、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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