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教学研究·

浅论义素分析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盛爱平

　　早在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用义素分析来研
究不同文化社团的亲属词语关系�后来�语言学家也
把义素分析运用到语言学中来。美国学者卡茨等人
首先提出了“语文成分分析”（ Componential analysis）
的理论。他们把分析出来的语义单位的最小的语义
元素叫做“语义原子”（ sematic atom）�就是我们所说
的“义素”。“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
是词义的区别特征”（黄伯荣《现代汉语》）。最近几
年�在我国义素分析蓬勃兴起�语言学界发表了不少
关于义素分析的文章�但研究的范围比较窄�只局限
于少数的语义单位如亲属称呼、颜色词等。义素分
析的运用范围谈得更少�几乎没有一篇涉及中学语
文教学。本文试图结合语境�谈谈义素分析在中学
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为了分析方便�在这里�把义素分为“理性义素”
和“附加义素”两类。“理性义素”就是指于概念有关
的义素�通常指字典或词典里可以查到的义素。“附
加义素”是指在理性义素之外的�我们能体会到的或
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的义素。

一、义素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欣赏文学作品�体会
文章的语言美。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有很
大的比例。这次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
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试验本）编排的文学作品课
文约占课文总数的60％。这是由于文学作品在语文
教学中的重大作用决定的。文学作品有认识作用、
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可以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思
想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而“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
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强大作用只有
通过语言的学习才能实现。

义素分析可以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张志公
先生曾指出：“由于历史的和其它种种原因�语文教

学中确实存在着很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做法�存在
着因此而造成的不应有的浪费。”“要探索语文教学
的规律�逐步做到教学比较的科学化一些�先决的是
要有科学的态度……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
求实效”。以往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总是引导学
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学过的同义词来比较、判
断�缺乏客观的标准�科学性不强。义素分析可以深
入到词义内部�把词义分为具体的一个个义素。看
各个义素与语境是否吻合�然后�再确定用词是否准
确。

如：“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
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朱自清《绿》）这里
“镶”“带”用得非常准确。

镶：（理性义素） ［把东西嵌进去或在外围加边。］
（《新华字典》）

（附加义素） ［＋精致 ］
带：（理性义素） ［用皮、布或纱线等物做成的长

条 ］（《新华字典》）
（附加义素） ［＋软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用来“镶”的东西往往

是比较“精致”的�结合语境�作者把梅雨瀑挂在山崖
上的那种黑白分明、赏心悦目的精致的美感充分的
体现出来。“带”写出了梅雨瀑狭窄、飘逸的形象。

又如：“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
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
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朱自
清《荷塘月色》）这一段写得非常优美。它同动词地
巧妙使用分不开�我们来分析这几个动词：

泻：［液体�很快�流 ］（《新华字典》）
浮：［停留�在液体表面上 ］（《现代汉语词典》）
洗：［用水�去掉污垢 ］（《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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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遮盖�罩住 ］（《新华字典）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动词 “泻”包含义素 ［ ＋

流 ］�写出了月光的流动感。动词“浮”包含义素 ［ ＋
停留 ］�写出了月光弥漫不散�轻柔飘渺的特点。动
词“洗”包含义素 ［＋水 ］ ［－污垢 ］�写出了月光润泽、
柔和、洁净的美感。动词“笼”包含义素 ［＋遮盖 ］�写
出了月光下的花和叶子隐隐约约�看不真切的朦胧
美。

义素分析可以帮助分析作者运用的各种修辞手

法。王希杰先生曾提出：“进一步发掘义素分析法的
潜力�可以从广度和深度方面着手。所谓从广度方
面发掘义素分析法的潜力�我们以为是把义素分析
法运用到语法学、修辞学等领域之中去�所谓向深度
方面去发掘义素分析法的潜力�我们以为是改变义
素分析法只局限于少数有限的语义单位如亲属称

呼、颜色词语等的初级阶段�应立即全面地运用于一
种语言的各种各样的语义单位�不要回避矛盾难
点。”（《义素组合论》）这里�我想尝试一下利用义素
分析法来分析修辞手法。

例：“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
了。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朱自清
《荷塘月色》）这是典型的比喻句�本体是“出水很高
的叶子”�喻体是“亭亭的舞女的裙”。本体和喻体的
中心词分别是“叶子”和“裙”。我们进行义素分析：

叶子：（理性义素） ［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 ］
（附加义素） ［＋下垂 ］ ［＋舒展 ］ ［＋自然 ］
裙：（理性义素） ［一种围在下身的服装 ］
（附加义素） ［＋下垂 ］ ［＋舒展 ］ ［＋自然 ］
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叶子”和“裙”的理性义素

不同�可见它们不是同类的�而它们的附加义素相
同�可见它们有相似点。这正符合比喻句对本体、喻
体的要求。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句。

又如：“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
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朱自清《绿》）

招引：（理性义素） ［用动作、声响或色、香、味特
点 吸引 ］（《现代汉语词典》）

（附加义素）动作发出者 ［＋人 ］
招引的动作发出者是人�而句中的动作发出者

是“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显然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再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

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清香”怎么会是“歌声似的”呢？结合语境�我

们可以得知：“清香”和“歌声”有共同的附加义素�就

是 ［＋断断续续 ］ ［＋隐隐约约 ］ ［＋若有若无 ］。此句
本体、喻体�又有相似点�似乎是比喻。如果我们进
一步分析�就可以得知：

清香：［＋嗅觉 ］ ［－听觉 ］
歌声：［－嗅觉 ］ ［＋听觉 ］
“清香”与“歌声”在“感觉器官”这一语义场中包

含的义素刚好相反�此句是感觉的挪位�修辞手法应
归“通感”。

二、义素分析可以解决教学中的某些难点。首
先�中学语文课文里有些篇目�由于创作年代的久
远�时代背景的局限�作者语言风格不同等诸多因
素�造成某些词语、句子较难理解。教师如何引导学
生理解这些难词难句�这是语文教学成败的关键�解
决的途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学语文
教师。义素分析法至少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

例1：“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
我自然也是如此。”（巴金《灯》）

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行义素分
析

米：（理性义素） ［谷类或其他植物 去了壳 ］它的
上位词是“粮食”�再往上推�其上上位词是“物质”。
该语义场的层次如图所示：

物质

　　　粮食　　　衣物　　……　　　
米 　　面粉　……

把“米”进行义素分析�推断它的上位词�我们就
可以知道这里是借代�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不仅仅
依赖粮食（物质）活着�还要依赖希望（精神）。正是
有了希望�人们才能奋发坚强�积极向上。

例2：“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
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
这里不想举出实例”。（鲁迅《拿来主义》）

抛来：（附加义素） ［＋目的 ］ ［－施舍 ］ ［－强制 ］
抛给：（附加义素） ［＋目的 ］ ［＋施舍 ］ ［＋强制 ］
“抛给”我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不管我们需要

不需要�强制我们接受�还要摆出一副施舍的面孔。
“抛给”二字击中了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其实�这
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
句话就把“送来”和“拿来”的区别点明了。

其次�义素分析可用于同义词辨析。同义词的
辨析可以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也是语
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同义词是同义义场中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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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它们有相同的义素�也有不同义素�辨析同义词
就是要找出这些不同的义素。

高一语文课本第一册151页有这么一道题：从
“精细”、“细微”、“细致”、“细密”这组同义的形容词
中�挑选最恰当的分别填入下列语句的空格内�每个
词只能选填一次。填完后�再同课文对照�看看有无
不同�体会作者选用同义词的精当。

1、咱们的手工艺品往往费大工夫�刺绣�刻丝�
象牙雕刻�全都在　　　上显能耐。

2、且不说自在画怎么生动美妙�图案画怎么工
整　　　……

3、小块面积小�无论热胀冷缩都比较　　　
……

4、（掐丝）这是一种非常　　　的工作。
这组同义词�相同的义素是 ［＋细 ］即 ［＋横剖面

小 ］�区别性义素是：“细密” ［ ＋（质地） ］仔密�”这是
刺绣、刻丝、象牙雕刻等手工艺品的特点�因为“细
密”所以要“费大工夫”。故1题应选“细密”。“细
致”的区别性义素是 ［＋精致 ］�2题写图案画的特点�
对细小的地方都花工夫�画得精致。故选“细致”。
“细微”的区别性义素是 ［＋微小 ］�3题因为“小块面
积小”所以热胀冷缩的变化也微小。故选“细微”。
“精细”的区别性义素是 ［＋精致 ］ ［＋细小 ］�4题应用
“精细”来说明“掐丝”是一道很精致的工序�要做得
很细心。

此外�一字多音�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另一个难
点�义素分析法可以帮助学生读清字音。一般来说�
学生一旦掌握了词的理性义素�就能区分多音词的
读音。

例1　“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
给与�不想取得。”（鲁迅《拿来主义》）

这里“给”是读 gěi 还是读 jǐ�结合义素分析�
给 gěi：（理性义素） ［＋交付 ］ ［＋送与 ］（《新华字

典》）
给 jǐ：（理性义素） ［＋供应 ］。（《新华字典》）

显然�句中应读 gěi。
例2　“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

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朱自清《荷塘月
色》）

脉 mài：（理性义素） ［分布在人和动物周身内的
血管 ］（《新华字典》）

脉 mò：（理性义素） ［用眼神 表达 爱慕的 情意 ］
（《新华字典》）

结合语境�句中应读 mò。
三、义素分析可以帮助学生避免用词造句的错

误�以提高写作水平。叶圣陶先生强调：“学生须能
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叶圣
陶语文教学论集》717页）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是语文
教学的一大目的。而学生的写作能力的高低�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谴词造句的能力。义素分析可以
突出词义组合之间的关系�避免用词造句的错误。
如“赡养”要求宾语一般须具有 ［ ＋长辈 ］这样的义
素。“抚养”要求宾语一般须具有 ［＋下辈 ］这样的义
素。“扶养”要求宾语包含 ［ －长辈 ］ ［ －下辈 ］的义
素。这样看来“少先队员用自己的零花钱抚养这位
来自贫困山区的小朋友”这句话显然不对。我们可
以教学生利用字典或词典�找出词的理性义素�结合
语境体会附加义素。对照自己的习作�及时发现语
病�及时改正�以提高自学能力�提高写作水平。

义素分析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我们探
讨得还很不够。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义素分析�打开
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条新路径�使中学语文教学更加
科学化、更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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