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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现代汉语中“回”“还”“归”“返”四个动词的

意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语义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回”“还”“归”“返”语义关系图 

图 1 说明，“回”“还”“归”“返”四个词具有共同

的语义基础（中心部分），它们可以两两组合，如“回

归”“返回”“归还”“返还”等，也可以在某些语境

中彼此替换，形成图中交叉的部分。尽管在使用中

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每个词的区别性语

义特征不同，因此每个词又都存在各自独立的义项

及使用环境。如，“回家”一般不说“还家”；“还书”

也不能说成“回书”；“回国”和“归国”两种说法

都存在，但“归国华侨”与“回国华侨”意义有所区

别；“折返点”也很少说成“折回点”。我们知道，语

言中同一语义场内的各个成员在功能上不可能完全

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

关于这四个词在功能上有何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

性语义特征是什么，目前通用性辞书中的释义还未做

出区别性解释，就笔者所见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论著。 
本文尝试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以

下简称《现汉》）中的释义，穷尽性地分析《现汉》

中以“回”“还”“归”“返”四个词作为起首语素的

词语（及相关例词），梳理“回”“还”“归”“返”

的语义发展脉络，并借助《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

文》）等，提取它们各自的区别性语义特征。 
二 “回、还、归、返”的共同语义图式分析 

《现汉》对“回、还、归、返”的释义存在一

个基本相同的义项，分别为： 
回：C 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还。（576 页） 
还：B 返回原来的地方或恢复原来的状态。（564 页） 
归：B 返回。（487 页） 
返：回。（362 页） 

上述释义说明这一组动词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属

于同一语义场，因为它们共有的语义特征是“返回”，

所以我们称之为“返回”类位移动词。这组动词所

描述的共同场景是：运动主体从 B 点（出发点）运

动至 A 点，而 A 点本身又是运动主体曾经运动至 B
点的起点（原点），也就是《现汉》所说的“原来的

地方”，如图 2 所示： 
 

A                           B 
 

图 2 “回、还、归、返”单次循环位移图式 
图 2 显示，运动主体的运动轨迹是从 A 点运动至 B
点，再由 B 点运动至 A 点。因为由 A 至 B 是由 B
至 A 存在的必然前提，所以运动主体本身的运动过

程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环形。现代汉语中“回、还、

归、返”四个动词描述的均为这一完整运动过程的

后半段，即由 B 至 A 阶段（实线部分），由 A 至 B
阶段是这四个动词词义存在的前提（虚线部分）。尽

管它们描述的都只有运动过程的后半段，但在我们的

头脑中却认为它们包含了运动主体的整个运动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前半程存在，那么单独的运动主体从一 

                        

* 《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回   归 

 
返 

    
还 



 · 44·  

处到另一处就不能用“回、还、归、返”，因此这一

组动词在我们的头脑中构成了一个基本相同的完整

的环形运动图式。 
三 “回、还、归、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析 

3.1“回”的语义分析 
3.1.1“回”的典型语义分析 
（1）旋转环绕，多次循环的过程 
该意义与“回”的字形高度一致。《说文·口部》：

“回，转也。从口，中像回转形。”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外为大囗，内为小口，皆回转之形也。如天体

在外左旋，日月五星在内右旋是也。”“回”中的两个

“口”描绘出了物体旋转环绕形成的轨迹，构成的往

往是多次循环。现代汉语“回”以该意义构成的词

语多反映其字形所表示的多次环绕的形态，有的表

示物体本身呈重复环绕状，如“回肠”；有的表示物

体旋转环绕的运动方式，如“回旋”等。这些都体

现了运动主体位移过程“整体、环绕”的特征。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14

个，分别是：回肠、回肠荡气、回肠九转、回荡、

回环、回廊、回绕、回翔、回响、回形针、回旋、

回旋曲、迂回 B、峰回路转。这些词语中的“回”

基本呈现的都是一个相对真实的多次环绕的图景，

如“回廊”是循环往复样貌的走廊；“回绕”“回翔”

是物体的运动轨迹表现为真实的多次循环；“回荡”

“回响”是声音在循环不断地往复；“峰回路转”是

指路在山峦间不断环绕。 
（2）到达原点，引申为单次循环的过程 
“到达原点”是现代汉语中“回”的中心义，

凡是从原点出发最终又运动至原点的一个完整过程

即为“回”。该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将多次循环概括化为单次循环，另一方面是将一

个完整的“由 A 至 B 再至 A”的环形运动过程变为

只凸显后半程——“由 B 至 A”阶段，而前半程——

“由 A 至 B”阶段则通过上下文语境进行介绍，甚

至成为隐含背景。经过概括及凸显的“回”，其抽象

程度比第一个意义高。与第一个意义相比，此处的

“回”由真实图景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图式。如“回

家”“回国”“回落”“回收”等的路径不一定都呈现

为真实的环形，而是抽象的从原点出发又运动至原

点的过程，也就是说人脑对“回”所表示的意义已

进行了抽象概括，从“多次往复”中抽象出“往复”

的运动特征，而舍弃了频率和次数，即只要是运动

主体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这样一个周期就是

“回”，它以意象图式的形式储存在人脑中。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53 个，

分别是：回潮、回程、回调、回跌、回返、回放、

回购、回顾、回归、回归年、回归线、回锅、回还、

回火、回家、回空、回扣、回来、回老家、回流、

回笼、回炉、回路、回落、回门、回念、回聘、回

棋、回迁、回去、回神、回升、回声、回师、回收、

回首 C、回售、回赎、回溯、回填、回味、回文诗、

回乡、回想、回心转意、回忆、回忆录、回音 B、

回佣、回游、回涨、迂回 C、巡回。这些词语中的

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有四种语义关系：“回返”“回

归”等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同义或近义关系，

能够比较直观地显现出物体运动的单次循环过程；

“回锅”“回火”“回家”“回炉”等的后一语素是“回”

的原点；“回调”“回落”“回聘”“回收”“回售”“回

溯”“回填”“回想”等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构

成方式和结果的关系；“回棋”“回神”“回声”“回

师”“回音 B”等的后一语素是“回”的主体。 
（3）恢复到原状态 
“回”的第二个意义表示物体运动的原点对应

的是一个具体或抽象空间位置的点，如“回家、回

国”中的“家、国”，“物品回收、水位回落”中隐

含的“制造厂/回收站、水位线”等，这说明“回”

表示的仍是一种空间位移。而此处的“回”描述的

则不再是真实的空间位移，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

由空间位移抽象为状态的恢复。原状态和新状态可

以分别隐喻为循环位移图式中的原点（A 点）和出

发点（B 点），从新状态恢复到原状态的过程与从出

发点到原点的过程存在像似性，因此状态的恢复与

循环位移存在隐喻关系。这样，“回”由具体真实的

空间位移抽象为物体状态的恢复，表示物体在从原状

态变为新状态后，又由新状态恢复到原状态的过程。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6 个，

分别是：回暖、回春、回嗔作喜、回青、回生 1、回

生 2。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均为“回”运动的状态

原点，如“回暖”是回到温暖的状态；“回春”是回

到春天或回复到健康的状态；“回生 1”是从无生命

回到有生命的状态；“回生 2”是从熟悉回到陌生的

状态。 
（4）应答、答复 
表面看应答、答复行为存在两个行为主体，这

与“回”在循环运动中只有一个位移主体存在矛盾。

但实际上在应答、答复中真正发生位移的并非问答/
呼应的行为主体而是信息或动作行为本身。信息/
动作行为从提问/动作发出人（A 点）传递至应答/
动作承受人（B 点），再从应答/动作承受人（B 点）

发出至提问/动作发出人（A 点），这一过程与物体

的空间循环位移过程存在像似性，因此“回”从“单

次循环”隐喻派生出“应答、答复”义。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25 个，

分别是：回拜、回报、回禀、回答、回单、回电、

回访、回复、回护、回话、回击、回敬、回口、回

馈、回礼、回请、回手 C、回条、回帖、回信、回

音 C、回应、回赠、回执、回嘴。这些词语包括一

般性应答和有目的性应答两类。一般性应答多是通

过口语或信件等方式来答复对方的一般性问题或请

求，如“回禀”“回答”“回单”“回信”等 16 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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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性应答多是通过特定动作行为来答复对方的

目的性较强的行为，如“回拜”“回击”“回馈”“回

口”“回礼”“回请”“回手 C”“回赠”“回嘴”等 9
个词，往往包含“对方先执行了该动作，所以必须有

所回应”之义，具有一定的[+动因性]特征，因此这

里的“回”多可以用“还”替换。但具有[+动因性]

的“回”能产性和自由运用程度不及“还”，这说明

现代汉语中“回”与“还”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不同。 
（5）谢绝（邀请）；退掉（预订的酒席等）；辞

去（伙计、佣工） 
这个意义是“应答、答复”义的进一步派生，

是指运动主体的人或事物回到原状况。如“谢绝邀

请”是回复对方不参加邀请，使邀请的行为没有实

现；“退掉预订的酒席”是回复酒店，使举办酒席的

事情没有成为现实；“辞去伙计”是使伙计重新回到

没有工作的状况。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3 个：

回驳、回绝、回戏。 
（6）量词“回” 
比赛或较量中一个攻防过程与物体从原点出发

到达另一点再回到原点的运动过程存在像似性，因

此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个回合”。动词“回”

的意义不论具体还是抽象，表示的均是一个完整的、

有始有终的过程，具有整体性。而传统小说的一章，

讲述的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有始有终的故事，这

种事件的完整性与“回”的整体性特征吻合，因此

也叫做“一回”。现代汉语中表示一个事件的整体叫

做“一回事、两回事”，这里的“回”也是概括说明

事件的完成和结束，强调过程的完整。《现汉》中此

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2 个：回合、回目。 
（7）运动方向扭转 
《说文》中对“回”的解释是“转也”，即旋转

之义。物体在旋转过程中运动轨迹呈封闭的环形而

非开放的直线形，正是这种环形的轨迹特点使得物

体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如果以原点为参照，

前半程是向外运动，而到达某点后重新朝着原点运

动，后半程则为向内运动，由“向外”到“向内”

的改变，自然蕴含了“运动方向扭转”的意义。 
《现汉》中此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共 16

个，分别是：回避、回光返照、回见、回马枪、回

眸、回身、回手 B、回首 B、回天、回头、回头客、

回头路、回头率、回头人、回头是岸、回转。这些

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有三种语义关系：

“回转”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近义关系；“回

避”的后一语素与“回”之间是目的与方式关系；

“回光返照”“回头”“回马枪”“回眸”“回身”“回

首”“回天”等的后一语素是“回”运动方向扭转的

主体。 
通过对“回”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

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状态恢复 

回：旋转环绕；多次循环→单次循环 →应答、答复→谢绝、退掉、辞去 

 ↘量词 

 ↘运动方向扭转 

“回”的本义从其字形可知是“旋转环绕、多

次循环”。从该意义中抽象概括出“回”运动图式的

主体为“循环，环绕”，从环绕的“多次循环”进而

概括出“单次循环”的意义。该意义内部包括过程

性、完整性、方向性等多个特征，因此其派生意义

即围绕这多个特征展开。“状态恢复”“应答、答复”

主要侧重于表现“单次循环”中往复的过程性特征；

量词“回”则主要侧重于表现“单次循环”中隐含

的完整性特征；而位移主体“运动方向的扭转”则

表现的是方向性特征。 
3.1.2“回”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回”的字形和本义表示的是“由 A 至 B 再至

A”的完整运动过程，并没有分为两个半程。现代

汉语中，“回”的这一意义基本保留在了双音节合成

词中，也就是说该意义的“回”已经成为一个构词

语素，如“回廊”“迂回”等。现代汉语中作为动词

的“回”表示的意义更多地是侧重整体运动的后半

程，即“由 B 至 A”这一部分，其前半程则变为“回”

语义系统成立的一个隐含背景，如“回家”“回信”

等。尽管如此，“回”构成的仍是一个完整的环形运

动过程图式。总体上看，“回”的若干意义多直接或

间接地建立在[+过程性]这一语义特征的基础之

上。“多次循环”和“单次循环”是运动过程本身；

“状态的恢复”是运动过程的状态性隐喻；“应答、

答复”是运动过程的言语行为性隐喻；“谢绝、辞退”

是在“应答、答复”基础上的转喻；量词“回”是

因事件的完整过程及攻防双方的一次交锋过程与动

词“回”具有相同的过程完整性而派生；“回”的运

动过程中同样也蕴含“运动方向的扭转”。因此，“回”

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过程性]。 
3.2“还”的语义分析 
3.2.1“还”的典型语义分析 
（1）返回，回到原点或回复到原状态 
该意义保留的是“还”的本义。《说文·辵部》：

“还，復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

“还”与“环”具有同源关系，二者都含有“圆环”

之形，因“辶”旁表示“行走”义，“还”表示从某

地“回到原点”，其运动轨迹呈现完整的环形。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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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还”的本义一般保留在较早的结构中。 
《现汉》中此意义的“还”构成的词语共 9 个，

分别是：还魂、还家、退耕还林、还迁、还俗、还

乡、还阳、还原、还原剂。这些词语中的“还”都

表示单次循环运动过程，但该意义在现代汉语阶段

已不是“还”的中心义，此义多由“回”承担，这

些词中的“还”大多可译为“回到”。 
（2）有动因地回到原处 
“有动因地回到原处”一方面保留了“还”在

本义中的运动轨迹，仍为单次循环的完成。但更重

要的是，这个意义的“还”强调“由 B 至 A”运动

的出现和完成是以“由 A 至 B”为强大动因造成的，

正由于该动因的存在，使得“还”的行为必须发生。

例如“还书”，“书”从领有者一方借出，通过“还”

的动作又回到了领有者，形成一个完整过程，与此

同时，“书”之所以要“还”，是因为前期有“借”

的行为，使得“还”成为必须的行为。“还愿”是由

于先有了与神佛的约定，当约定实现后，当事者不

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再如“还手”“还嘴”之所以

发生，也是因为先有挨打受骂的原因，迫不得已动

作者才做出了“还”的行为。正是因为有如此强大

的动因，才促使“还”的动作必须施行，因此“还”

构成的词语中有时会含有“不得已/不得不”的意味。 
现代汉语阶段，这个意义是“还”的中心义，《现

汉》中此意义的“还”构成的词语共 16 个，分别是：

还报、还本、还击、还价、还口、还礼、还情、还

手、还书、还席、以牙还牙、还愿、还债、还账、

还嘴、偿还。此意义的“还”还可以自由地组成短

语结构，如“还贷款”“还他一脚”“还不完”等。 
通过对“还”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

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还：返回→回到原点或原状态→有动因地回到原处 

“还”的本义是“返回”，即由目的地返回到出

发点，这个义项只在比较早的结构中出现，如“还

家、还乡”等。以此为基础“还”派生出“回到原

点或原状态”之义，如“还俗、还原”等。现代汉

语中的“还”在保留这一基本概念的同时，更多地

表示一种“有动因的”返回，如“还书、还手、还

愿、还债”等。这个意义的“还”，一方面，表示返

回的运动过程的义项还存在，另一方面，特别强调

返回运动的发出有强大的前半程为动因，后半程必

须施行的意义。借了别人的财物，必须要“还”；向

神佛做出的承诺也必须兑现；受到别人的欺侮忍无

可忍时也必须“还”，这些都是“还”发出的前提，

它促使行为主体必须做出该动作。 
3.2.2 “还”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还”的字形和本义表示的也是“由 A 至 B 再

至 A”的完整运动过程，但并没有分为两个半程。

“还魂”“还俗”“还阳”中的“还”用的是表示“返

回”的本义，这个意义的“还”能产性不高，在现

代汉语中属于构词语素。现代汉语中，表示“有动

因地回到原处”意义的“还”则独立性强、能产性

高，既可以与其他名词构成短语，如“还贷款”“还

人情”等，也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词，如“还礼”

“还击”“还席”等。这个意义的“还”更多地强调

整体运动的隐含动因，即“由 A 至 B”这一部分对

后半程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强大动因的存在，才

使其后半程作为后续的结果得以出现。尽管“回”

也有一些词语包含[+动因性]，但从整体上看，此

意义的“回”构成的词语数量有限，仅占其总数的

7.5%，而且也不具有能产性和自由运用的功能，而

[+动因性]的“还”构成的词语占其总数的 64%，

而且独立性强、能产性高，因此，位移动词“还”

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动因性]。 
3.3“归”的语义分析 
3.3.1“归”的典型语义分析 
（1）回到（长期依附之地） 
该意义是从“归”的本义“女子出嫁”派生出

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夫家是女子真正的居所，

女子嫁到夫家就是回到自己真正的居所。而且丈夫

对妻子具有领有权，女子出嫁就是回到了其领有者

那里，夫家是其终身的依靠之地，她将一生依附于

夫家。“返回”义的“归”与一般的“返回”有细微

的差别，其构成的词语如“无家可归”“物归原主”

等，其中的“归”除了表示与“回”一致的运动轨

迹外，更侧重说明运动主体对原点的依附关系，也

就是说，“归”隐含着原点是运动主体长期依附之地

的意义。即“无家可归”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不能

回家”这一简单的运动过程，而是说某人在物质上

或心理上没有建立一个可以永久联系、长期依附之

地。“物归原主”之所以用“归”而不用“还”，除

了要表达物体运动一个周期后返回到领有者手中

（原点）的基本意义之外，重在强调领有物与领有

者之间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共 35

个，分别是：归案、归程、归档、归队、归附、归

根、归根到底、归根结底、归根结蒂、归公、归还、

归回、归口 C、归来、归宁、归期、归侨、归顺、

归宿、归天、归田、归途、归位、归西、归降、归

向、归心、归心似箭、归省、归依、归阴、归隐、

归葬、归真、归真返璞。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

“归”之间有五种语义关系：“归案、归队、归位”

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原点；“归还、归宁、归葬”

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方式或目的；“归侨、

归心”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运动主体；“归回、

归来、归向”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运动方向；

“归程、归期、归途”等的后一语素是“归”的路

径或时间。 
（2）划定从属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子嫁到夫家后，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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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领导和支配，丈夫对其拥有绝对的领有权，

换言之，一旦运动主体到达原点，二者之间就构成

一种从属关系，因此“归”由前一个意义又直接派

生出从属关系。而这种从属关系一经确立，一般不

再变更。如“归属”“归组长负责”“孩子归我，财

产归他”等。现代汉语的“V 归 V”结构中，“归”

是“划定从属关系”的引申用法，意思是动作“V”

只与其本身有关，与结果无关。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共 6 个，

分别是：归功、归咎、归口 B、归属、归于、归罪。

这些词语中的“归”均有“归于”之义，不表示位

移运动，而是为某物或某事确定领有者。 
（3）汇集到一点、集中 
旧时的中国婚姻允许一名男子娶多名女子，因

此这多名女子的运动终点是同一的，她们到达同一

归属地，从抽象图式的角度看就是“汇集到一点、

集中”。“归”在此意义中存在多个运动主体与原点

之间构成的多个单次循环图式，这是“归”特有而

“回、还、返”不具备的意义。例如，“百川归海”

即指来自不同方向的多条江河最终流入大海，大海

是多条江河的聚集地和长期居留之地；“众望所归”

即指大家的信任、希望集中归向同一个人。 
《现汉》中此意义的“归”构成的词语共 12

个，分别是：归并、归结、归类、归里包堆、归拢、

归谬法、归纳、归齐、归着、归整、归置、归总。

这些词语中的后一语素与“归”之间有两种语义关

系：“归并、归拢、归总”等的后一语素与“归”之

间是近义关系；“归类、归齐、归整、归置”等的后

一语素与“归”之间可以理解为承接关系，先“归”

而后再执行“分类/整理/放置”等动作。 
通过对“归”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

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归：女子出嫁→回到长期依附之地↗从属、属于（从丈夫的角度看） 

 ↘汇集、集中（从妻妾的角度看） 

《说文·止部》：“归，女嫁也。从止，从妇省。”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女嫁也。公羊传、毛传皆

云：妇人谓嫁归。此非妇人假归名，乃凡还家者假

妇嫁之名也。从止，妇省。当云从妇止、妇省。写

者夺之。妇止者，妇止于是也。”“归”的本义是“女

子出嫁”。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女子真正的归宿是夫

家，女子出嫁不是离家而是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归属

地，所以段玉裁说“妇止于是也”，夫家是女子的最

终归属地，因此也是女子的长期依附之地。在此基础

上“归”又派生出两个意义：一个是从丈夫的角度看，

他的妻妾均属他所有，因此“归”可以表示划定从属

关系；一个是从妻妾的角度看，她们都嫁给了同一男

子，强调依附终点的同一，表示“汇集、集中”。 
3.3.2“归”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归”的本义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就是“女子嫁

到了夫家”，“有了依靠”。因此，“归”的核心语义

特征是强调“由 B 至 A”后运动主体对原点的依附

性，A 点（原点）一方面表示运动主体的运动终点，

另一方面更侧重于运动主体将与A点构成长期的依

附关系。“从属”和“汇集”都是在此意义上派生出

来的，“从属、属于”从领有物的角度看就是其对领

有者的依附关系；“汇集、集中”就是多个事物向同

一个事物的归依和依附。因此，“归”的区别性语义

特征可以分析为[+依附性]。) 
3.4“返”的语义分析 
3.4.1“返”的典型语义分析 
《现汉》中“返”是个单义词，所以用“回”

直接释义。根据构词的具体表现看，“返”可细分为

两个类型。 
（1）回到出发的地方，特指与前半程方向相反 
该意义和“回、还、归”描写的是相同的运动

过程，但“返”与“反”同源，更加突出与“正

面”的相对性，突出“与原来的运动轨迹方向相反”

的意义。如“农民的种粮热情高涨，连一些外出务工

的农民也纷纷返乡种田”中，“外出”与“返乡”

相对，一个是离开家乡向外走，一个是返回家乡向内

走，二者方向相反，对比鲜明。有些时候“返”表示

运动轨迹与前半程相同，只有运动方向相反。如“返

航”，一般情况下，船和飞机的航线是规定好的，起点、

终点、经停站点都是固定的，船或飞机在这些规定的

点之间做往返运动，不能随意变更路线，因此从起点

出发回到起点，路线不变、方向相反叫做“返航”。, 

《现汉》中此意义的“返”构成的词语共 19 个，

分别是：返场、返程、返防、返岗、返工、返归、返

航、返还、返回、返利、返聘、返迁、返销、返修、

返照、往返、遣返、流连忘返、一去不复返。这些词

语中的后一语素与“返”之间有三种语义关系：“返归、

返还、返回”的后一语素与“返”之间是同义关系；

“返场、返程、返岗、返工、返利”等的后一语素是

“返”的终点、路径或主体；“返航、返迁、返销”等

的后一动词性语素是具体运动，“返”表示运动的方向。 
（2）回到原状态 
一般情况下，事物顺着一个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回到原状态”的情况，就意

味着发展方向改变为向后，与原有的发展方向相反

了，这与“返”的本义有直接联系。例如“返祖现

象”，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原始的状态，经历了几百万

年的进化，现代人类的生理结构越来越适应环境的

需要，与祖先有了很大区别，“返祖”则是说人的生

理特征没有向更优化、更好的状态发展，反而出现

了已经退化的器官或组织，与人的进化过程相逆。 
《现汉》中此意义的“返”构成的词语共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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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返潮、返老还童、返贫、返璞归真、返青、

返俗、返祖现象。 
通过对“返”典型语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其语

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是： 
返：回到出发地（按原来轨迹折回）→回到原状态 

《说文·又部》：“反，覆也。从又、厂。”《说

文·辵部》：“返，还也。从辵，反声。”在古汉语

中“反”的本义是“覆”，表示将物体翻转过来，即

与“正面”相对之意。“返”与“反”同源，加了“辶”

旁以后，含有行走的运动轨迹相同、方向相反之意。

从本义出发，“返”的发展方式同样是从空间地点的

回归引申到时间、状态的回归；然后从回归路径的

角度出发，更强调了和原来的运动轨迹相同、方向

相反的特点。 
3.4.2“返”的区别性语义分析 
“返”在描述一个循环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更

多地是侧重于表现运动主体“从 B 至 A”的后半程

与“从 A 到 B”的前半程方向相反这一特征，因此，

“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分析为[+逆向性]。 
四 结语 

“回、还、归、返”是现代汉语返回类位移动词

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子系

统。系统的特点是其成员之间分工明确，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制约，形成互补关系，从而使系统保持相对稳

定的状态。“回、还、归、返”的分工合作恰恰说明

了这一点。它们的共同意义是运动主体离开原点向外

运动最终又到达原点这样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其中

包含多个要素：运动主体、原点、运动方向、运动轨

迹（前半程、后半程）等。同时，“回、还、归、返”

各有侧重：“回”从整体上关注这一运动过程的完整

性；“还”关注前半程对后半程的影响；“归”关注运

动主体与原点之间的关系；“返”关注前半程与后半

程运动方向的相对性。这四个词之所以呈现如此的区

别性语义特征而非其他特征，与它们的本义有直接关

系。“回”本义“转”，物体旋转的轨迹是一个完整的

环形，因此“回”延续了描述其过程完整性的特征；

“归”本义“女子出嫁”，回到了终身依附的夫家，

因此“归”延续了这种依附性的特征；“返”本义“还”，

同时，“返”与“反”同源，因此“返”更强调运动

方向相反相对的特征；“还”本义“复、返”，从本义

看，表示运动主体由原点出发又到达原点这一运动过

程的词应该是“还”，因此古汉语中有“还家”“衣锦

还乡”之说，而现代汉语中这一概念则由“回”承担。

我们推测“回”“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竞争，最终

“回”占据了“还”的位置，而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

运，“还”以原有意义为基础，选择凸显其中有动因

性特征从而保证其继续成为返回类语义系统中的一

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关于“回”与“还”的竞争，

我们另文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观点。“回”之

所以能够替代“还”并进入该语义系统成为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词，是因为其本义所具有的“客观完整表述

一个循环过程”的特征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附注： 

《现汉》共收录以“回”为起首语素构成的词语 129
个（包括词条及例词。本文中凡多义词各义项中所讨论的

“回”“还”“归”“返”表示的意义不同时，按多个词处理。

下同），其中例词 5 个，分别是“回家”“回乡”“巡回”“迂

回”“峰回路转”，其余 124 个为词条。129 个词语中，5 个

是“回族”义，2 个是“回纥”义，另外“回来”“回去”

是复合趋向动词，“回禄”为火神名称，语源不详，本文需

要讨论的词语共 119 个（趋向动词“回”单列为一个词，不

属于本文讨论的“回”中的一个义项，因此不予考虑。不过

从《现汉》释义“用在动词后面，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别

处到原处”来看，此意义与本文讨论的“到原点，引申为单

次循环的完成”具有一致性）。 
此类序号表示该词在《现汉》中为多义词，其序号为

义项序列号。下同。 
笔者检索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发现“回护”最早出

现于北宋《朱子语类》，有“袒护”之义，通过对例句的分

析我们初步判断“回护”是从用于表“通过语言辩解来袒护”

义泛化到后来表“袒护”义的，因此文中将该词归为“应答、

答复”义中。对于该词的形成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

本》）第 5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王力《同源字典》第 398-399、581 页（商务印书

馆，1982 年版）。 
《现汉》中“归”字词语共 54 个，其中“归除”为

珠算除法术语，本文未作分析。 
“归宁”，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宁”为“安也”。

笔者认为“归宁”是“返回（娘家）（向父母）问安”之义，

因此“宁”是“归”的目的。“归省”与“归宁”同理。这

里“归”的意义已泛化为“返回”，不再是“出嫁”。 
)最初笔者认为“归”有[+终极不变性]，但似乎不能

完全解释所有词语，[+依附性]为武建宇教授对笔者的提示，

在此表示感谢。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本文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学 CCL 网络版语料库。 
,“折返点”是“从 a 到 b 后再沿原来的路返回 a，调

头的地方是折返点”。 
-出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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