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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以来
，
在国外的语义分析中

，
有一种趋势

，
即从语义

中划分出各种细小的基本要素
，
并试图用种种方法表明这些要素

之间的固有联系
。

这种微观语义研究方法
，
首先为美国语言学家

所采用
，

称为
“
语义成分分析法

” 。

后来西欧和苏联多数语言学者

又称作
“
义素分析法

” 。

国外语言学家希望用这种方法打开语义结

构神秘的大门
。

前景如何
，
至今尚难预料

。

但是
，
对这种方法进行

探讨
，
从中吸取其科学的合理的东西

，
是有益于汉语语义研究的

。

尤其是通过对词义的义素分析
，
抓住区别性特征

，
能提高语词释义

的精确性
。

这与语文词典编纂有密切的关系
。

义素分析法
，
从理论上说

，
不仅适用于共时的研究

，
也适用于

历时的研究
。

为了叙述方便
，

本文只截取现代汉语平面来讨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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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与饥很不一样
。

饿
，
谓好几天没吃东西

，

濒死
，

饥到极点成病了

才称饿
。 《左传

·

宣公二年》 ，
赵盾在黯桑这地方看到饿者

，
问他多

少时间没吃东西了
，
那人回答说

，
三天没吃东西了

。 《礼记
·

檀弓

下》 ，
齐大饥

，
黔敖为食于路

，
以待饿者而食之

。

饿者来了
“
蒙袂辑

展
，
贸贸然来

” 。

非常狼狈的样子
，
就叫饿

。

以上所举例子不够多
，
但是已经可以说明

，
词典必先讲本义

，

然后词义发展的线索分明
，
读者对词的引申义也能有更深的体会

。

这是词典工作重要的一环
，
应勿等闲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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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历时的关系也只通过它在平面上的投影来反映
。

一
、
义素与义素分析方法

�一�义素的含义 高名凯先生在 ����年出版的《语言论》

中首先引进了语义系统中的义位与义素的观点
。

近年来又有不少

关于汉语语义研究的专著与论文也都援引了义素的概念
。

各家虽

然同用了
“
义素

”
这个名称

，
但所指却截然不同

。

总括起来
，
大致有

三种说法
� �

�

认为义素即语言切分单位�语素�的意义
。
�

�

认为义

素是从具体语言环境中概括出来的词义结构的描写单位
，
相当于

词典中的义项
。
�

�

认为义素是语义中表现区别性特征的要素
，
是

在词的概念分析过程中假设的一种语义构成成分
。

对于
“
义素

”
所下的不同定义

，
根源于不同的语义分析方法

。

从国外语言学家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语义成分分析的实例中
，
可以

探知
“
义素

”
的含义

。

如美国乔姆斯基的生成语义学
，
对语义采用

成分分析
，
将

“
单身汉

”
分析为生物

、

成人
、

男性
、

未婚等义素， 英国

利奇将
“
男孩

”
分析为人

、

男性
、

未成年等义素
。

他们对义素的理解

与上述第三种看法相符
。

因此说
， “
义素是意义的基本要素

，
在职

能上可和音位学中的区别性特征相似
” 。 ①

前两种说法
，
都把义素与语素相混淆了

。

义素与语素不仅不

是一回事
，
而且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

首先
，
提出这两个概念的角

度不同
。

语素是构词单位
，
分析语素义是从构词法的角度分析词

义�义素纯粹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提出来的
，
是语义的单位

。

其次
，

它们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与意义也不同
。

语素是音义结合的最小

单位
，
汉语语素有时相当于一个词位

，
词典中可以收入语素义� 义

素在语言中没有代表词位的资格
，
它仅在分析词义

、

理解词义时使

用
。

�二�义素分析的方法 先举两个英国语言学家义素分析

① 英
·

乌尔曼
《
语义和风格��



的实例
�

�
�

对加夕
，
�乞�艺

，
��代 ，

����件 这组词的分析
。 ①

讼讼未遗遗
�九乞机口���� 瓦倪打艺�朴朴 附��己己 口�倪�苗苗

有有有生命的的 人 类类 男 性性 成 年 的的

�����男孩孩 十十 斗
���

十十十

���乞�正女孩孩 十十 斗
�������

����九 男人人 十十 ��� ��� ���

����机�� 女人人 ��� 十十十 十十

通过义素分析�知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人
、

有生命的
。 “
男孩

” 、 “
男

人
”
与

“
女孩

” 、 “
女人

”
的区别性特征是性别� “

男孩
” 、 “
女孩

”
与

“
男

人
” 、 “
女人

”
的区别性特征是成年与否

。

�
�

对 �九���，
��作�九

， ����� 这组词的分析
。 ②

�健
�

…人工叫家 真
卜

于 坐

����� ���

����� 十十

…一人朔…有 靠 背…有 腿

�
�

�
十

�
�

�
一

�
士
�

�

… 十

�
一

�
十

义素分析的结果是
� “
椅子

” 、 “
长凳

” 、 “
凳子

”
的共同特征是人工制

作的有腿坐具� “
椅子

” “
凳子

”
与

“
长凳

”
的区别性特征是是否只限

一人使用， “
椅子

”
与

“
凳子

”
的区别性特征是有没有靠背

。

以上两例说明
，
分析词义的义素

，
实际上是根据人们对某一词

义的共同理解
，
用区别性特征将它与其他有关词最低限度地区别

开来
。

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杰在 《语言面面观》 中提出义素分析的方

① 引自方文惠
《
国外语素分析理论和汉语语义研究

》 ，
载

《
中国语文通讯

，
����

年第 �期
。

② 参见周绍衍
《
欧美语义学的某些理论与研究方法

， ，
载

《
语言学动态

》 ����年

第 �期
。



法
� “
要确定语义特征是什么

，
必须将两个词或更多的词 进行对

比
。 ” ①美国语言学家达奈在 《语义结构探索》一书中更明确表达了

这个观点
。

他说
� “
要确定一个词的某个意义的构成成分

，
必须将

这个词的意义和同一义场或邻近义场内的词的意义进行比较
。 ”
归

纳国外语言学家的义素分析理论与实践
，
义素分析方法的一般步

骤如下
�

�
�

先把若干个有相同语义基础的词归为一个语义场
，
即选出

有关联意义的词群，

�
�

对词群中的每一个词进行分析
，
分解为一 系 列 的意 义特

征，

�
�

把词群中的各个词互相比较
，
总结出区别性特征，

�
�

根据区别性特征给词下定义
。

分析的步骤不是绝对的程式
，
要根据辨析词义的需要灵活运

用
。

有些词除了在一个小系统内互相比较外
，
还需要与邻近的其

他小系统的词比较
。

所谓同词群内词的共同特征
，
实际上也往往

是这一词群与邻近词群的区别性特征
。

此外
，
分析每个词的意义

特征和词义的相互比较
，
也不能截然分清孰先孰后

，
有些意义特

征往往是在比较的启发下归纳出来的
。

�三�义素分析法与汉语语义研究 现代语言科学在自己的

研究中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和设备
，
研究的注意力开始

集中到方法论上来
，
义素分析法吸收了其他学科�如数学

、

统计学

等�研究方法中的某些成分
，
其目的是使语义分析趋于精密化

。

它

包含着科学的合理的因素
，
是值得汉语语义研究借鉴的

。

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
，
是汉语词汇与屈折语词汇的最大区别

。

因此有人提出
，
对汉语不能作义素分析

。

其实
，
义素只是分析词义

过程中
，
根据社会的共同理解而假设的语义构成成分

。

义素分析

① 参见周绍衍
《
欧美语义学的某些理论与研究方法

》 ，
载

《
语言学动态

， ����年

第 �期
。

下文所引达奈语亦同
。



只是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分析① ，
与词的形态变化并无密切关系

。

虽然
，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认识条件下

，
形成的概念数目或对同一

概念的理解不一定完全相同
，
用来表达概念的词语也不相同

，
但

是
，

对任何民族来说
，
词所表达的概念都是人们以区别特征为基础

的意识分类活动的结果
，
是由若干逻辑常项连接起来的复合体

。

各

民族思维类型及其基本法则的相同
，
表明了对汉语进行义素分析

的可能
。

语言有个性
，
也有共性

。

各种语言的结构设计原理基本相同
。

尽管客观事物
、

概念
、

语词并非一一对应
，
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

决定了概念的普遍联系
，
也决定了语词的普遍联系

。

这种联系使

语词有自己的种种聚合
，
为进行组合提供选择的可能

。

组合关系

和聚合关系使词汇构成自己的系统
。

一个词的词义不仅决定于它

所代表的那个概念
，
还决定于它在词汇系统中的位置

。

这是义素

分析法产生的基础
。

这一特性汉语与其他语言是相同的
。

因此
，

义素分析法也可适用于汉语
。

必须指出
，
运用不同语言的人

，
用词来表达概念

，
除了受语言

结构本身的制约外
，
还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历史

、

经济
、

文化的

烙印
，
要受到民族心理

、

民族习惯以及由而产生的人们头脑中观念

系统的影响
。

因此汉语义素分析当然不可能与外语完全相同
，
但

这种差异并不表现在汉语词能否作义素分析上
，
而表现于汉语词

发展过程中义素增加或失落的原因上面
。

此外
，
我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话学中

，
蕴藏着大量可供义素分

析的资料
。

如六书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义的线索�同源字的系联
，
形

声字声符含义的分析
，
也透露了义的信息

。

前人体现汉语特点的

词义辨析方法
，
与义素分析法是有相通之处的

。

① 这是狭义的提法
。
从广义说

，
词除了概念义素

，
还包括语体义素

、

风格义素
、

感情义素等
。



二
、

义素分析法在语文词典编幕中的应用

�一�义素分析能使词典释义趋向精确 编写语文词典要正

确反映汉语的词汇系统
，
确切地表示出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

。

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
，
可以从纵向看

，
也可以从横向看

。
纵向关

系
，
即历时的关系

。

横向关系即共时的关系
。

排除词汇系统的纵向

发展以外
，
横向关系的表达

，
必须分析词在各种聚合和组合中所含

义素的作用和联系
。

义素分析能使词典释义在表达上趋向精确
。

�
，

多义词与同音词 词典中收的词有形
、

音
、

义
，
这三者之间

常形成极为复杂的状况
。

就形
、

音相同的词来说
，
有多义和同音两

种情况
，
编词典时必须加以区分，区分的最好办法是对同音同形词

进行义素分析
。

如果两个词分析出来的义素毫不相关
，

便是同音词
。

反之
，

如果有部分义素相关或重合
，
就是一词多义的现象

。

如
“
一共

开了几朵花
”
中的

“
花、 与“

一共花了多少钱
”
中的

“
花

” ，
各自的义

素毫无关系
，
是同音词

。 “
砍头不要紧

”
中的

“
头

” ，
与

“
他是这群孩

子的头
”
中的

“
头

” ，
有重合的义素

，
即都是

“
最高的

，
统帅其他的

” 。

这是一词多义
，
后一个

“
头

” ，
是前一个的引申

。

同音词义素互不相

关
，
只是有相同的形体和语音形式

，
因此在词典�字典除外�中

，
同

音词应分列词头
。

多义词各义项义素上有联系
，
是词在不同环境中的意义引申

。

根据义素重合的多少
，
联系的密切程度

，
可决定义项的分合和排

列
。

如分析
“
火中取栗

” 、 “
刀耕火种

” 、 “
火力密集

” ，
前两例中的

“
火

”
除

“
物体燃烧

” 、 “
需氧气

” 、 “
发出光和热

”
等相同义素外

，
没有

互相区别的义素
。

后一例除了这些义素外
，
还含有

“
专指枪炮弹药

”

这个义素
。

因此前两例可归为一个义项
，
后一例应独立分项

。

又

如
� “
沉

”
在词典中义项排列顺序应为

� ①�在水里�往下落。 ②使降
落， 往下放�多指抽象事物�

。 ③�程度�深 。 ④分量重 。 ⑥感觉沉
重

。

经过义素分析
，
可知

“
�在水里�往下落

”
有

“
向下

”
的义素

。

与



�

使降落�向下放
”
有密切关系

。 “
�在水里�往下落

”
又暗含

“
有一定

深度
” 、 “
有一定分量

”
等义素

，
分别与

“
�程度�深

” 、 “
分量重

”
有关

。

“
分量重

”
与

“
感觉沉重

”
又有相关义素

。

�
�

同义词
、

近义词与反义词 词汇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

词
、

近义词
、

反义词
。

编词典需要用同义词
、

反义词
，
来确定多义词

的不同义项
。

需要指明同义词或近义词间的差别
。

对这类语言现

象的分析
，
也要对比词义所包含的义素

。

义素从含量到内容都完全相等的词是等义词
。

等义词是同义

词的一种
。

如
� “
讲演

” “
演讲

”
等义

，
都只包含以下义素

� ①在公众

场合说话�②宣传自己的见解 。

对这类词
，
词典可分正

、

附条
。

只

需详解正条
，
附条用正条词 目来解释

，
或略加补充说明

。

核心义素�即表示指称对象的义素�相同
、

个别非核心义素�如

强调侧重方面
，
表示一般特点

，
或表示感情

、

风格等色彩的义素�有

区别的词
，
是不完全同义词

。

如
“
抵偿

” 、 “
补偿

”
义素基本相同

，
都

含���人的一种思想
、

行为 ����使损失得到补足等义素
。

但
“
抵偿

”

强调价值相等
， “
补偿

”
不一定等价

。 “
抵偿

” 、 “
补偿

”
是不完全同义

词
。

对这类同义词词典中可以互相注释
，
但须补充说明细微差别

。

大部分义素相同
，
而又有一些较重要的义素不同的词

，
是近义

词
。

如
“
逆转

” “
恶化

”
都含有

“
情况变化

” “
向坏处发展

”
等义素

。

但
“
逆转

”
含有的

“
只指局势

” 、 “
由良好的发展情况开始转变

”
等主要

义素
， “
恶化

”
则不包含

。

因此
， “
逆转

” “
恶化

”
是近义词

。

近义词不

能用来互相注释
。

同时
，
在释义时应当注意表明近义词的区别

。

义素量相等
，
而部分义素相同

，
部分义素相对或相反的词是反

义词
。

如
� “
正确

”
含有三个义素

�

���对事物的评价����反映主观与

客观的关系八��相符合
。 “
错误

”
也含有三个义素

�

���对事物的评

价
����反映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不相符合

。

有两个义素相同
，
有

一个义素相反
，
它们是反义词

。

义素相反的反义词
，

在词典中有时

可用否定的形式来互相注释
。

如
“
错误

”
可注释为

“
不正确

” 。

又
“
赞



成
”
含有两个义素

�

���对某种主张或行为的态度� ���表示相一致

的意见
。 “
反对

”
也含有两个义素

�
���对某种行为或主张的态度，

���表示相对立的意见
。

一个义素相同
，
一个义素相对

，
它们是反义

词
。

义素相对的反义词
，
不能在词典中用否定形式来互相注释

。

如
“
赞成

”
不能注释为

“
不反对

” ，
因为相对义素间还有中立义素

。

�� 类义词 词汇系统中的词
，
往往因为某些义素相同而聚成

一个个类
。

这就是类义词
。

词典释义的过程常常是比较有相同义

素的类义词
，
找出它们的不同义素的过程

。

如根据
“
人或动物的行

为
” 、 “
行为的部位在嘴

”
等义素

，
可以找出

“
吃

” “
吞

” “
喝

”
等同类的

词
。

将这些词进行比较
，
它们的行为对象是不同的义素

。 “
吃

” “
吞

�

的对象义素是固体食物
， “
喝

”
的对象义素是液体

。

它们的行为方

式有相同的义素
“
咽

” ，
又各有不同的义素

。 “
吃

”
含义素咀嚼

， “
吞

”

含义素不经咀嚼
， “
喝

”
含义素不需咀嚼

。
因此这三个类义词可分

别下定义为
�
吃

，
把食物放在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 吞

，
不经咀嚼

把食物整个儿咽下去� 喝
，
咽下液体

。

如果义素分析不细
，
会影响

类的选择
，
也就会影响词典释义的精确性

。

�
�

有一个相同语素的合成词 汉语合成词中的语素
，
多是原

来能独立使用的单音节词
。

由相同语素分别与其他不同语素构成

的合成词
，
组成了一个个小聚合群

。

每个聚合群中的词也往往含

有相同的义素
。

掌握这所含的共同义素
，
便能更确切地解释这些

词的意义
。

如
“
失

”
是遗落

，
丢失的意思

，
含有

“
把握不住

”
这个义素

。

因而由
“
失

”
构成的合成词为

“
失笑

” “
失眠

” “
失恋

” “
失传

”
等

，
都含

义素
“
强调非自主

” 。
又如

“
自

”
有

“
自己

”
的意思

，
由它构成的一串

复词
，
一类含有

“
动作由自己出发

” 、 “
动作及于自身

”
两个义素

，
如

“
自爱

” “
自给

” “
自救

” “
自拔

” “
自咎

” “
自欺

” “
自焚

”
等� 另一类只含

义素
“
动作由自己出发

” ，
如

“
自动

” “
自发

” “
自学

” “
自流

” “
自愿

”
等

。

在解释这两类词的词义时
，
应当注意每一类词中的共同义素和两

类词义素的不同
。



�
�

词义的组合 词义除了以上各种不同的聚合关系外
，
还有

组合关系
。

词义的组合与词的语法组合不同
。

凡是符合词义组合

规则的词
，
必然有相关的义素

。

如
“
害怕

”
含有义素

“
表示心理活

动
” ，
与它搭配的主语

，
必然要含

“
动物性

”
的义素

。

对于一些容易

产生错误的词义组合关系
，
词典释义中应当加以说明

，
一般采取括

注形式
。

如
� “
硬朗

”
是身体强健的意思

。

但它暗含
“
指老年人身体

状况
”
这个义素

，
对小孩

、

青壮年不能用
“
硬朗

” ，
在词典释义中应注

为
� “
硬朗

，
�老人�身体强健

。 ”

总之
，
词义是由义素构成的

。

正确分析与把握义素
，
对词典确

立词目
、

解释词义
、

分合和排列义项
，

都有很大帮助
。

�二�义素分析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义素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词义存在于人们的语言活动中
，

并反映客观事物
，

是客观的
。

但它又是经过人的头脑加工概括出

来的
，
又带有主观性

。

义素是词义构成成分
，
也同样具有这两重性

。

分析义素必须根据社会对词义的共同理解
，
使一个词的意义与其

他有关词的意义能最大限度地区别开来
。

缺少任何一个义素
，
就

会使这个词与其他词相混淆
。

这是义素客观性的表现
。

另一方面
，

义素只是人们对词义的假设构成成分
，
进行义素分析是出于分析

词义
、

学习词义的需要
。

因而不同情况对义素分析的不同要求
，
不

同人对词义的不同认识
，
都会影响到义素分析的结果

。

同时
，
不同

类型的词典
，

读者对象不同
，
词 目释义中所需要包含的义素量也不

同
。

这些又是义素主观性的表现
。

�
�

语言资料与语感在义素分析中的作用 由于义 素具 有主

观与客观两重性
，
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

作义素分析时可对比的项

目是无限的
，
词义可分解出来的义素量也是无定的

。

但是
，
义素的

客观性决定了需要对比项目的数量
，
与词义需要分解的义素量

。

这种客观性是通过人的主观去把握的
。

要使主观与客观尽可能统

�下转第��页�



分类编排还使彼此互相依存
、

互相补充的成双成对的孪生词

不致被分割开来
。

如
“
经济再生产

”
与

“
自然再生产

” ， “
生产时间

”

与
“
劳动时间

” ， “
名义工资

”
与

“
实际工资

”
等等

。

与此相类似的
，
还

’

有许多同属一个家族的成套成组的 同姓 词
。

如
“
地租

”
中的

“
实物

、 地租
” 、 “
货币地租

， 、 “
劳役地租

， 、 “
绝对地租

” 、 “
级差地租

” 、 “
准地

租
”
等等

。

也有许多名虽分居而出于一源的异名同类词
，
如

“
村社气

“
马尔克

”
�西欧�

、 “
米尔

”
�俄罗斯�

、 “
维尔夫

”
等等

。

这些关系极为

密切的词群
，
只有在分类编排的情况下

，
才能集中在一起

，
利于全

面掌握和比较研究
。

当然
，
事物都有两面性

。

分类编排也有缺点
，
主要是分类比较

困难
�

许多彼此通用和关系复杂的词条很难归入最适当的类别
，
分

类时会产生顾此失彼的现象
。

还有就是这种方法容易暴露编纂工

作中的缺点和学科本身先天不足之处
。

例如收词范围大小
、

主次

比例关系
、

内容取舍繁简
、

整体系统结构等等
，
如果存在毛病

，
就无

可掩饰
。

但这也带来好处
，
即正可以从显现出来的毛病

，
促使编者

自己去努力加以克服
，
进一步提高编纂质量

。

�上接第��页�

一
，
只能依靠语言资料与语感

。

语言资料是词义存在的客观环境
，

是词义约定俗成的具体体现
。

语感是一种经过一定训练后获得的

能力
，
表现为一种思维的心理习惯

，
是来自客观的主观意识

。

只有

详尽地占有语言资料
，
并具备有相当经验的语感

，
才能正确地进行

义素分析
。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
，
义素分析法是一种更清晰更精

密地表达对语言细致观察结果的方法
。

一方面
，
语文词典编写质量的提高

，
有待于语言研究成果

。

另

一方面
，
词典编纂又有自己的规律和方法

。

我们应当探讨这种规

律
，
并尽可能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科学的合理的语义研究方法

，
包

括义素分析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