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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素和义素分析

吕宏声

摘 要 本文指出某些教材中义素的定义
、

义素分析的示例不正确
、

不圆满的事实
，

提 出

修正意见
，

对义素和义素分析的教学和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关键词 义素 词义 分析 运用 区别

一些较新的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教材都讲到了义素和义素分析
，

但是
，

比较了几套教

材
，

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

本文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

一
、

关于什么是义素

黄伯荣
、

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写道 �“

义素是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
，

也就是同

义的区别特征
。 ”

�上册 ��� 页�邢公碗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写道 �“
义素是什么� 它是对词的义

项进行分析以后所得到的词的语义特征
，

是构成词义的最小单位
。 ”
���� 页�高继平

、

高寒育的

�新编语言学概论》写道 �“

传统语言学
，

把词义分割成义项
。 ” “

现代语言学
· · · · ·

一般把词的一个
能够独立运用的意义所形成的语义单位叫义位

。 ” “
义素则是义位的构成因素

，

它是从义位中分

解出来的最小的语义单位
。 ”
����页�王振昆

、

谢文庆
、

刘振铎的《语言学基础》写道 � “
义素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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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作
‘

义位
’ 。 ”
���� 页�从以上引文来看

，

多数教材的讲法是接近的
，

只有

《新编语言学概论�和《语言学基础》是抵触的 。

我认为还是《新编语言学概论�的讲法好
， 《语言

学基础》的讲法不妥
。

在语言学里有区分音素和音位的必要
，

这是由语音的 自然属性�物理属

性
、

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区别意义的作用�不同决定的�在语义学里
，

语义单位没有 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的区别
，

根本不宜同语音相比拟
，

既没有区分义素和义位的必要
，

也不应把义素看

作类似语言学中音位的东西
，

可以称作
“
义位

” 。

这样做会带来混乱
。

二
、

关于义素分析的举例

不同教材对什么是义素分析
、

义素分析 方法的讲法大致相同
，

�语言学基础》写道 � “

将词

义分解为义素主要是依据语言社会对词义的理解
，

也就是根据人们对该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

物的认识
，

使之与其他有关词义能最低限度地区别开来
。 ”
����页�我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

。

问题是教材上一部分义素分析的举例达不到上述要求
，

即未能使这个词义与其他有关词义最

低限度地区别开来
。

下面举例并加以评论
�

�
�

走�行走义�经过与同类的其它词�如
“

跑
、

奔
、

跳
”

等�对比可以得出这个义项的语义特

征
� 〔� 用脚〕 、 〔� 相互交替地〕 、 〔� 向前〕 、

�� 移动〕�“

邢本
，，
���页�

。

上述语义特征适用于
“

走
” ，

也适用于
“
跑

” “

走
”
�行走义�

”

要与
“

跑�奔跑义�
”

相互区别
，

就

要增力甲一个义素 〔十 不腾空〕 。

走�行走义�的义素分析应修正为
� 〔十 用脚〕 、 〔� 相互交替地〕 、

〔� 向前〕 、 〔� 移动〕 、 〔� 不腾空〕 。

�
� “

父亲
”

这个词义就是 〔� 男性〕 、 〔十 直系〕 、 〔� 长辈〕 、 〔成年〕这几个义素的集合�“ 邢本 ”

���



���页�
。

上述义素分析适用于
“

父亲
” ，

也适用于
“
祖父

” “

曾祖
” … … ，

必须对
“
长辈

”

加以限制
，

�限定

为
“
长一辈

”
�

，

并且指出此词义用于相对称谓
。 “
父亲

”

的义素分析应修正为
� 〔 � 男性 〕 、 〔� 直

系〕 、 〔十 长一辈〕 、 〔十 成年〕 、 〔� 子女对其称谓〕
�

� “

罩衫
” �〔� 衣物〕 〔� 穿衣身上〕卜 保暖〕 〔一 防雨〕�“ 邢本 ”

���页�
。

上述义素分析运用于
“

罩衫
” ，

也适用于
“

防弹衣
” “

游泳衣
”

等
， “

罩衫
”

的用途应在义素分析

中用一个义素正面表示出来
， “

罩衫
”

的义素分析应修正为
� 〔 � 衣物〕 〔� 穿在身上〕 〔� 保护里

面的衣物〕 。

�
�

未婚妻
�

��人
，

��女性
，

��成年
，

��未婚�王
、

谢
、

刘本 ��� 页�
。

夫妻是婚姻关系的相互称谓
，

不是指人的普通名词
。

��人
，

��女性
，

��成年
，
��未婚是未婚

成年女性的意义
，

并不等于未婚妻
。 “

未婚妻
”

的义素分析应修正为
�〔� 人〕 〔� 女性〕 〔� 成年〕

〔� 已订婚〕 〔十 未结婚〕 〔十 她的未婚夫对其称谓〕 。

三
、

关于义素分析的运用

义素分析的运用这个问题有的版本谈到了
，

有的版本没有谈到
，

谈到的提法也不尽一致
。

有义素分析的运用
、

义素分析的主要作用
、

义素与分析的价值等不同提法
。

归纳起来
，

义素分

析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使语义描写形式化
、

精密化
，

有利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 ��
�

帮助人们准确地
、

全面地
、

深人地解词 ��
�

帮助人们更精细地辨析同义词
、

区别反义词 ��
�

从理

论上解决了词语意义搭配的问题
，

词义不搭配实质上是词义的义素之间不能够相容
。

但是
，

一些教材讲述义素分析运用时
，

也有讲不清楚
，

甚至讲错的现象
。

请看举例和评论
�

�
� “

把
‘

对偶
’

解释或
‘

对仗
’

也失之过宽
，

没有突出
‘ � 〔汉语字词〕这样的区别义素

。 ”
�见黄

伯荣
、

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版�上册 �咒 页�

评论
�

这段文字难于理解
。

我想可能是弄反了
。

应修改为
“

把
‘

对仗
’

解释成
‘

对偶
’

也失之

过宽
，

没有突出
‘ 十 〔汉语字词〕这样的区别义素

。 ”

�
� “
区别义素过少

，

会导致释义的失败
。

例如
�

李树
，

落叶乔木
，

春天开花
，

花白色
。

果实叫

李子
，

熟时苍色或紫红色
，

可吃
。

�《新华字典》�通过下面的义素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
，

这种解释

也适用于
“

杏树
” �

由于李子
、

杏子的颜色都可以是黄的
，

结果这个解释便等于人们所说的
“

李树

是结李子的树
，

杏树是结杏子的树
”
了

。

评论
�

这段文字首先指出在解词时区别义素过少会导致释义失败
，

并举了�新华字典》对
“

李树
”

的解释为例来说明
。

接下去应当对
“

李树
”

做出正确的义素分析
，

分析出足够的区别义

素
，

将
“

李树
”
和

“

杏树
”

等真正区别开来
。

可是教材却给出一个同《新华字典》一样的区别意义

过少的义素分析
，

结果仍然区分不清
“

李树
”

和
“

杏树
” 。

这怎么能讲清楚义素分析
、

运用的积极

意义呢� 我认为这段文字应当修正为
�

区别义素过少
，

会导致释义的失败
。

例如
�

李树
，

落叶乔木
，

春天开花
，

花 白色
。

果实叫李子
，

熟时黄色或紫红色
，

可吃
。

�《新华字

典》�。

通过对
“

李树
” “

杏树
”

的正确的义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华字典》释义失败的原因 。

将义素分析和 《新华字典�的释义 ，

相 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华字典》没有全面 、

深

人
、

细致地找出李树和杏树的区别标准
，

反映的区别义素过少
，

结果导致释义失败
。

综上所述
，

一方面义素和义素分析被引进语言学和现代汉语教材和教学
，

并且取得厂定成

绩
，

应当给予肯定 �另一方面
，

关于什么是义素
，

什么是义素分析
，

特别是怎样作正确的义素分

析例示
，

以及义素分析的作用等
，

都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深人研究
。 【责任编辑 顾荣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