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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义 词 的 义 素 分 析

王振昆 谢文庆

反义词在语言的词汇中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
。

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表达客观世界中事

物对立与统一的法则
，
揭示客观世界中的各

种矛盾
，

并能使人们在表达思想中加强对比
，

促进语言的精确性
、

鲜明性和表情 性
。

因

此
，
正确地掌握和分析反义词

，

对于阅读和

语言运用有重要的意义
。

但是
，
目前国内外

语言学界对反义词的本质特点还缺乏深入详

细的论述
。

这主要表现在没有深入到反义词

词义内部去剖析其结构成分—义素
，

并对

义素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

所谓
“
义素

” 就是词义的构成单位
。

它

如同语音里区别意义的最 小 单 位—
“
音

位
” 一样

，
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

，
所

以也有人把它称之为
“
义位

” 。

比如
“
航空

信
”
在 《 现代汉语词典 》 里释义为

� “
由飞

机运送的信
。 ”

这样就可以把该词义分解为

以下两个义素
� �

�

信
， �

�

由飞 机 运 送
。

再

如
‘
�二副

”
在 《 现代 汉 语 词 典 》 里 释 义

为
� “

轮船上航员的职务名称
，
职位次于大

副
。 ” 这样也可以把该询义分解为以下三个

义素
� �

�

人
，
�

�

航员
，
�

�

职位次于大副
。

仔细观察一下上面两例中分解出来的义

素
，
就会发现它们在构成词义的过程中

，
所

表现的交际功能是不同的
�

有的义素是表示

词义中所陈述内容的出发点
，
我们可以把它

叫作 “ 前提义素
” � 有的义素是对前提义素

的陈述
，

是词义交际功能的承担者
，
是说话

者使用该词义时想要告诉听话者的那部分内

容
，
我们可以把它叫作

“
断言义素

” 。

比如
“
未婚妻

”
一词

，
在 《 现代汉语词典 》 里

，

把它解释为
� “ 已经订婚尚未结婚的妻子

。 ”

因而该词义可以分解出下面四个义素
��

�

人
，

�
�

女性
，
�

�

成年
，
�

�

已订婚尚未结婚
。

该词

的前三个义素
，
即

“

女性成年人
”

是这个词义

的出发点
，
而

“
已订婚尚未结婚

”
是对女性成

年人的陈述说明
，

是词义交际功能的承担者
，

因为我们使用
“

未婚妻
”

这个词义时想要告诉

给读者的是
“
已订婚尚未结婚

” ，

而不是
“
女性

成年人
” 。

明确了前提义素和断言义素在交际

功能方面的作用
，

就可以看出前提义素表示

的是客观事物的意义范围
，

断言义素才表示

了客观事物的独特差异
，
是交际功能的主要

承担者
。

我们知道
，

如果两个词义不属于同一

个意义范围
，

那是不可能结成反义词的
，
因而

确定某一对词是否是反义词
，
首先要看表示

意义范围的前提义素是否相同
，

进而要看它

们的断言义素能否形成对立或相反的关系
。

试分 析
“
大 ”

与
“
小

”
这 一 组 词

，
在

《 现代汉语词典 》 中是这样释义的
�

大
�
在体积

、

面积
、

数量
、

力量
、

强度

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

小
�

在体积
、

面积
、

数量
、

力量
、

强度等

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
。

�

…
分解这两个词的词义

，
可以看出它们的前提

义素是指事物在体积
、

面积
、

数量
、

力量
、

强度等方面的情况
， “

大
”
的断言义素是超

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 “

小
”
的断言义

素则是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
。

显然
，

它们的前提义素是完全相同的
，
断言义素在

“
超过

”
和

“
不及

”
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关系
，
这样它们就构成了一组反义词

。

可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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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反义词必须形成于前提义素完全相同的基

础上
，
而断言义素又必须结成相对或相反的

关系
，
否则不能构成反义词

。

试看
， “
大

”
和

“ 黑 ” 、 “
小

”
和

“
白

” ，
这两组词中的

“
大

”
和

“
小

”

其前提义素是指在体积
、

面积
、

数量
、

力量
、

强度等方面的情况
， “

黑
”
和

“
白

”

是指

颇色
，
它们的前提义素风马牛不相及

，

不能

构成反义关系
，
不能成为反义词 �转一面说

，

两个词前提义素虽然相同
，

但断言义素不是

相对或相反的
，
也不能构成反义词

。

试分析
�

动物
�

生物的一大类
，
这一类生物多以

有机物为食料
，
有神经

，
有感觉

、 ，

能运动
。

植物
�

生物的一大类
，

这一类生物多具有

细胞壁
。

一般有叶绿素
，
能以无 机 物 为 养

料
，
没有神经

，
没有感觉

。

这两个词虽然有相同的前提义素
，
但断言义

素没有那种对立或相反的关系
，
也不能成为

反义词
。

从而
，
我们可以给反义 词 下 定 义

为
�
反义词是前提义素相同而断言义素相反

或相对立的一组词
。

一些语言学著作都谈到反义词包括意义

相反或相对立的两种类型
，
那么

，
这种相反

或相对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呢�

从前提义素和断言义素的关系来看
，
前

提义素是表示意义范围的
，
那么

，
如果反义

词的两个断言义素之和等于前提义素所表示

的意义范围
，
也就是说它们中间不能容纳第

三者存在
，
那么这两个断言义素就形成了绝

对对立的关系
，

肯定断言义素甲便是否定断

言义素乙
，
否定断言义素 乙便是肯定断言义

素甲
，
从而构成了反义词中意义 相 反 的 类

型
。

例如
� “

客观
”
和

“
主观

” ，

就认识事

物这方面看
，
在 《 现代汉语词典 》 中释义 为

客观
�
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考察

，
不加

个人偏见的
。

主观
�

不依据实际情况
，
单凭自己的偏

见的
。

从而看出
， “

客观
”
和

“
主观

”
这两个词的

前提义素都可指考察客观事物的方法
。 “

客

观
”
的断言义素是不加个人偏见 � “

主观
”

的断言义素是单凭个人偏见
。

按照它们的关

系
，
可列出下面横等式

�

不加个人偏见 、 一

单

凭个人偏见 � 考察事物的方法
。

即
�

断言义

素甲 � 断言义素乙
二 �

前提义素
。

另一种情况
，
如果反义词的两个断言义

素之和小于前提义素所表示的意义范围
，

即

在这两个断言义素中间还容纳有其他的断言

义素
，
那么这两个断言义素只是在跟中间的

断言义素进行比较
，

或者通过中间的断言义

素才能彼此构成反义关系
，
从而构成了反义

词中的意义相对的类型
。

例如
� “

胜利
”
和

“ 失败 ” ， 《 现代汉语词典 》 释义为
�

胜利
�

在斗争或竞赛中打败对方
。

失败
�

在斗争或竞赛中被对方打败
。

从而看出
， “

胜利
”
和

“
失败

”
的前提义素

都是指斗争或竞赛的情况
， “
胜利

”
的断言义

素是打败对方
， “

失败
”
的断言义素是被对方

打败
。

按照它们的关系
，

可列出下面不等式
�

打败对方 � 被对方打败�斗争或 竞 赛 的 情

况
。

即
�

断言义素甲 十 断言义素 乙�前提义素

这两个断言义素之和为什么会小于前提

义素所表示的意义范围呢� 因为在
“
打败对

方
”
和

“
被对方打败

”
中间还存 在 着

“
平

局
”
的情况

。

这种类型的反义词
，

由于有中间

断言义素的存在
，
否定断言义素甲时

，

并不

等于肯定断言义素乙
，
例如不被对方打败

，

不一定就是打败对方 � 但是如果肯定断言义

素甲
，
那就一定否定了断言义素乙

，
例如是

“
打败对方

” ，

就一定不是
“
被对方打败

” 。

上面剖析了反义词词义的内部结构及其

各种关系
，

可以看出
�

一组词只有在前提义素

相同而断言义素相反或相对时
，

才能构成反

义词
，
如果两个断言义素之和等于前提义素

的意义范围
，
那么它们之间就结成了相反关

系 � 如果两个断言义素之和小于前提义素的

意义范围
，
那么它们之间就结成了对立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