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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语作为汉语词汇 家族中固定短语的重要类别
,

具有结构凝固稳定
、

意义整体 自足等特点
。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开始
,

学者们 开始从语义
、

语法
、

语用等方 面对汉语成语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

本文综合相关文献
,

将汉语成语研究分为起步期
、

发展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
,

总结 归纳各个时期汉语成语研究的内容和特点
,

梳理其研究发展的整体脉络
,

以期为今后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

【关键词 」汉语成语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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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作为词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

成语主要指
“

人 研究的奠基之作
,

该书首先将成语作为一个特殊的

民 口里多少年来习用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
。

其中 词汇单位来进行研究
,

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成语语义

大部分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中当作一个意义完整 而忽视成语结构的错误认识
,

确定了成语研究的性

的单位承继下来的
。

它的意思可以用现代语来解 质
。

说
,

但是结构不一定能跟现代语法相合
,

例如
`

责无 此后
,

关于成语的概论性研究专著陆续出版
,

旁贷
、

义不容辞
' 。

成语的结构是固定的
,

一般都是 比如
,

史式 《汉语成语研究 》
,

许肇本 《成语知识浅
四字格

,

它是相沿已久
、

约定俗成的具有完整性的 谈 》
,

向光忠 《成语概说 》
「 ,

刘洁修 《成语 》
。

这些

东西
” 。 「

专著的研究思路大体相同
,

主要是从成语的性质
、

周先生对成语的这一解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

范围
、

形成
、

发展
、

意义
、

结构
、

运用和规范等方面对

很多其他的解释也都与此接近
。

如胡裕树谈到
“

成 成语做了系统的介绍
,

使我们对成语的特征和性质

语是一种固定词组
,

同惯用语的性质相近
,

常常作 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

其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

为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
,

而比惯用语更加稳固
。 ”

一 明确成语的定义和特征

除此之外
,

其他的一些著作和教材对成语下的 研究者首先对成语 的定义情况做了历史性的

定义也差不多
,

学者们关于成语的性质有两点是达 回顾
,

然后围绕着成语的定型性
、

习用性
、

历史性和

成了共识的 第一
,

成语的结构具有定型性 第二
,

民族性等特征
,

讨论了成语的内涵
,

并通过对成语

成语的意义应该从整体上去把握和理解
。

与谚语
、

俗语
、

熟语等其他种类固定词组之间关系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

学者们开始关注汉语 的讨论
,

确定了成语的范围
。

成语的研究
,

在其语义
、

语法
、

语用等方面做了不少 二 阐释成语的来源和发展

研究
,

著述颇丰
。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
,

将 研究者通过具体的例子
,

阐释了成语的来源方

汉语成语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即起步期
、

发展期 式
,

如 来源于寓言故事
,

来源于神话传说
,

来源于

和深化期
,

总结归纳出各个时期汉语成语研究的 历史事件
,

来源于古代诗句等
。

然后
,

研究者主要

内容和特点
。

就成语在数量
、

语义和结构上 的发展变化展开讨

一
、

汉语成语研究的起步期 论
,

并力图找出引发变化的主要原因
。

汉语成语研究的起步期为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三 说明成语的语义表达方式和辨析成语语义

到八十年代初期
,

研究者通过各 自的研究成果梳理 研究者主要围绕成语的意义双层性
,

讨论了成

了汉语成语的发展历史
,

理清了成语研究应该包括 语的比喻义和引申义
,

指出了这是成语特殊的表意

的各个方面
,

为汉语成语的研究搭建了一个整体的 方式
,

同时还提出了辨析近义成语的依据
,

主要包

框架
,

也为以后的成语研究提供了方向胜的指导
。

括 程度的差别
,

对象的不同
,

色彩的差别
,

范围的

关于成语的研究专著多出现于这一时期
,

其中 不同等
。

主要是概论性的研究
。

马国凡 《成语 》是当代成语 四 说明成语的语法结构和句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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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首先根据成语的内部结构进行分类
,

大

致可 以分为 联合式
、

偏正式
、

正补式
、

动宾式
、

主谓

式
、

连动式和兼语式
。

此外
,

学者们还认为成语和

一般的词语一样
,

都具有词性和句法功能
,

他们普

遍认为成语在句中可 以充 当主语
、

宾语
、

谓语
、

定

语
、

状语和补语
。

五 提出成语的规范化问题

研究者就已经出现的结构变式成语
、

语义活用

成语等破坏成语稳定性和凝固性的现象进行了分

析
,

提出了针对成语的读音
、

内容和结构等方面的

规范意见
。

六 提出成语词典的编纂问题

研究者对成语词典编纂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做

了分析
,

包括 选词
、

词形
、

释义
、

例证和编排
,

提出

了编纂一部供多方面需要的成语词典的要求
。

第一阶段概论性的成语研究著作
,

从多个方面

描写了成语的面貌
,

有助于全面了解成语的性质和

特征
,

也对成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
。

但

是
,

也应该指出
,

由于研究仅限于初始阶段
,

因此这

些研究成果对成语的认识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广

度
,

但其深度还不足
,

大多数研究使用的都是较为

简单的例举描述法
,

还没有对其中的规律进行深人

的阐释
,

所以关于成语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

二
、

汉语成语研究的发展期

汉语成语研究的发展期为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中期到九十年代末
,

研究者在前一阶段对成语概论

性研究的基础上
,

开始将重点转移到各个具体的问

题上
,

力图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细致深人的探

讨
,

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都有专题化的特点
。

其中
,

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成语的历时探源研究
,

成语的对比分析研究
,

成语的语义研究
,

成语的语

法研究等
。

一 成语的历时探源研究

从杨天戈的专著 《汉语成语溯源 》
「
开始

,

一些

研究者开始以成语探源作为专题研究的内容
。

这

一时期的成语探源研究主要是针对一些成语工具

书中的成语溯源书证进行辨析
。

比如
,

李一华的

《常用成语探源 上 —对 汉语成语词典 修订

本 所收成语有关出处引例的补正沪对成语的溯源

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些讨论
,

研究者希望通过这类研

究廓清人们对于成语源流的认识
,

帮助人们更好的

理解成语的意思
。

二 成语的共时辨析研究

倪宝元对成语的辨析做了一系列研究
,

出版了

专著 《成语辨析 》
「̀ 、

《成语辨析续编 》
「川和 《成语示

例护
,

作者通过对成语的例举
,

分别从读音
、

字形
、

语义
、

语法等方面对成语做了对 比研究
。

除此之

外
,

更多研究者是以一组近义成语作为对象来做辨

析研究的
,

如王琼的 《辨析几组近义成语护就对
“

手

无寸铁
、

赤手空拳
”

等成语做 了对比分析
。

通过成

语的辨析研究
,

可 以对具有相似特征的成语形成一

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

减少使用中出现错误的机会
。

三 成语的语义研究

这一阶段对于成语语义的专题研究主要是从

历时和共时的两个角度
,

分别对成语语义的演变和

成语语义的分类做了分析
,

而对于成语的表意双层

性问题
,

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其中的内在机制
。

成语语义的历时演变
。

成语语义的历时演变

问题是成语语义研究方面的一个热点
。

成语虽然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

可是经过漫长的演变
,

有的成

语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

潘允中通过对若

干成语语义的演化过程的研究认为
,

成语是
“

在应

用中原义逐步有所变化
,

慢慢形成今义的
。 ” 「
在对

成语语义演变的研究中
,

有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成

语感情色彩的变化
,

比如
,

孙雪敏考察了发生褒贬

转化的 条成语
,

总结了促使褒贬转化的因素
,

认

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

由于词义的比喻
、

引申而导致

成语的褒贬转化 因古今价值取向和立场观点的差

异而导致成语的褒贬转化 词源和后来的词义出现

了断层
,

后人按字面去理解
,

从而引起成语的褒贬

转化
。 , , 「巧。

成语的语义场
。

学者们除了从历时的角度探

讨成语语义的发展过程外
,

还开始从共时的角度研

究成语语义场
,

进行成语义类和义场的划分
。

比

如
,

张宗华 《成语的义体和义场护讨论了成语的内

容
、

语法
、

修辞
、

色彩等义场
,

指出义场是准确理解

与使用成语的重要方面
。

成语表意的双层性
。

成语表意的双层性作为

成语的主要特点
,

是很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

刘

叔新指出
, “

成语的重要特征
,

是表意的双层性 字

面的意义具有形象 比喻作用或使人联想的作用
,

透

过它曲折地表现仿佛处于内层的真实意义
。 ” 「 `

基于成语表意方式的特殊性
,

学者们开始探讨成语

实现字面意义向实际意义转化的途径
。

四 成语的语法研究

这一阶段对于成语语法的研究主要涉及的内

容是 成语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以及成语 的结

构
。

成语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
。

孙良明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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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成语释义表现词性的问题护
司 ,

姚鹏慈 《也谈汉

语成语释义表现词性问题护 都从释义的角度分析

了释文跟语素义
、

成语的句法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

强调了成语释义表现
“

语性
”

的必要性
,

在确定了成

语的语法性质后
,

从某一类性质的成语出发
,

探讨

成语的句法功能
,

并尝试归纳出成语人句后在一定

的句法环境中几种规律性的用法
。

成语的四字格结构
。

除了按一般句法结构类

型对成语进行研究之外
,

学者们还特别重视研究成

语 自身特殊的结构特点
。

其中
,

由于四字格是成语

最典型的格式
,

且数量最多
,

体现了汉民族追求和谐

匀称的审美观
,

因此对成语四字格的讨论最多
。

比

如
,

唐启运 《论四字格成语 》 等从不同的角度讨论

了成语四字格产生的条件
、

发展状况
、

表达功能等
。

第二阶段专题性的成语研究
,

具体地从成语的

历时探源
、

对比分析
、

语义和语法这四个方面着手
,

加强 了对成语某一领域的研究力度
,

为深人了解成

语的特性和用法提供了帮助
。

但是
,

在这一时期的

整体成语研究中
,

研究的比例倾向失衡
,

针对成语

语义的专题研究占了大多数
,

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则

仍有明显的不足
。

三
、

汉语成语研究的深化期

汉语成语研究的深人期为新世纪以来的这段

时期
,

研究者从深度上对前一阶段的专题研究进行

开掘
,

力图为成语研究开创新的视角
。

这一阶段主

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成语的语义研究
,

成语的语法

研究和成语的语用研究
。

一 成语的语义研究

这一阶段对于成语语义的研究除了包括成语

语义的历时演变研究和成语语义场的研究外
,

还包

括成语语义搭配的内容
。

同时
,

对成语语义历时演

变的研究更加深人
,

研究者通过描写一系列成语的

语义发展的轨迹
,

总结出了其中的规律
,

深化了对

成语语义演变的认识
。

在语义场研究方面
,

研究者

对成语语义场的语义特征
、

语义场的划分等问题也

进行了深人的讨论
,

并试着对具有某一语义特征的

成语子集做义素分析
,

使得研究更加细化
。

成语语义的历时演变
。

左林霞 《成语语义的发

展演变 》指出
, “

成语语义演变有下面几种情形
,

即词

义扩大
、

缩小
、

转移以及感情色彩发生变化
。 ” 「
施春

宏 《关于成语用变和演变的思考一
从几则成语的现

实使用谈起护更深人地探讨 了成语语义演变的原

因
、

关系和价值
,

作者以在实际使用中谬误较多的三

则成语
“

七月流火
” 、 “

豆范年华
” 、 “

明日黄花
”

为例
,

通

过对它们的使用情况进行细致分析
,

探讨了成语语义

演变的内在因素
,

并重点描写了借形赋义
、

借形衍义
、

因义化形这三种成语语义变化的方式
。

成语的语义场
。

姚鹏慈 《汉语成语语义场试

探护对汉语成语语义场做了探索性的论述
,

全文将

成语分为
“

狭义的成语语义场与广义的成语语义

场
”

和
“

语言的成语语义场与言语的成语语义场
”

两

部分
。

然后
,

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语义场的语义特

征
,

并就成语的语义场擅变
、

语义场强度
、

语义场文

化背景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成语的语义搭配
。

研究者开始探讨成语语义

搭配的能力和规律
。

比如
,

王庆疆 《成语语义类型

及其对词汇一语义搭配的限制 》 探讨了成语语义

类型及其对词汇语义搭配的限制
,

作者指出成语的

概念意义
、

情感意义
、

修辞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并限制着词汇一语义搭配的能力
,

并具

体地阐释了以上因素影响其搭配能力的内在原因
。

二 成语的语法研究

这一阶段对成语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没有发

生改变
,

仍然是成语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以及成

语的结构
,

但在深度上有所开掘
。

在成语语法性质

的研究方面
,

研究者开始尝试用数据统计的办法
,

描写成语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的总体规律
,

并希望

确定成语语法性质
,

为成语在语料库标注中寻求一

个同普通词汇同样的地位打下基础
。

此外
,

对成语

分类细化后的语法和语义功能等微观层面的分析

有所关注
。

在成语结构研究方面
,

研究者就某些固

定的四字格成语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做了具体的研

究
,

并开始关注 四字格成语的词汇化过程
,

有的学

者还将配价理论
、

认知语言学理论引进到四字格成

语研究中
。

成语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
。

比如
,

朱丽芳

《成语语法功能和运用的初步考察护 以上海教育出

版社 年出版
,

年重印的 《汉语成语词典 》作

为基本材料来统计成语的语法性质及句法功能
,

文

章随机抽取的 条成语对其性质进行基本确定
,

得出结论 成语大多数具有动词性
,

其次为形容词

性和名词性
。

然后就其功能分布进行了初步罗列
,

讨论了成语运用
。

杨翠兰 《汉语成语的语法功能研

究护分别对成语充当谓语
、

定语
、

状语
、

补语
、

主语
、

宾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

研究数据表明
,

成

语大多数具有动词性
,

其次为形容词性
、

副词性和

名词性
。

近些年来
,

对于成语分类细化后的语法和语义

功能等微观层面的分析有所关注
。

比如
,

韩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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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性成语配价研究 》 运用配价理论
,

考察两类

动词性成语 配价成分含与事的动词性成语和配价

成分含受事的动词性成语
,

得出决定各类成语能进

人不同句式的语义特征
。

文章还着重从语义
、

语法

等平面对形容词性成语进行界定
,

分析了其语法结

构及功能
。

成语的结构
。

研究者就四字格成语的某种固

定的形式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
。

比如
,

钱韵
,

余戈

《现代汉语四字格成语的词汇化研究护讨论了四字

格成语的词汇化问题
,

认为成语虽然属于汉语里一

类特殊的词汇单位
,

但其内部成员 的词汇性质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词汇化
,

作者以意义和形式作为划分

标准
,

将成语分为词汇化程度不同的五类
,

由弱到

强依次为 类语成语
、

隐喻成语
、

弱语义成语
、

弱语

法成语和完全词汇化成语
。

文章还对其词汇化的

机制进行了探讨
,

认为成语的来源
、

韵律及其类推

作用是造成词汇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

有的学者还结合了认知理论探讨成语四字结

构与认知的关系
。

刘振前
,

邢梅萍 《汉语四字格成

语语义结构的对称性与认知护认为
,

汉语四字格成

语按照结构可分为如下三种 对称成语
、

部分对称

成语
、

非对称成语
。

然后对这三种结构进行了数据

分析
,

并结合认知理论分析了认知模式与成语语义

结构之间的关系
。

三 成语的语用研究

这一期的成语研究还注意到了成语的语用功

能
。

如
,

王莉 《汉语成语使用当议护等
,

作者主要强

调的是应该区别成语的感情色彩
,

把成语分为褒

义
、

贬义和中性的三种类型
。

就成语的使用范围
,

研究者主要强调要根据成语的不同使用对象
,

或人

或物
,

或轻或重
,

或主动或被动来区别对待
。

第三阶段的成语深化研究
,

研究者从新的视角

来分析和考察成语
,

力图从深度上推动成语研究的

发展
。

比如
,

在成语的语法研究方面
,

研究者开始

尝试用数据分析的方法
,

通过定量分析总结出成语

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的分布情况
,

并开始结合新

的语言理论分析成语的内部结构和用法
。

因此
,

相

对于此前的研究成果
,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更具有

深度
,

同时也为今后成语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

四
、

关于汉语成语整体研究的总结

总结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成语研究
,

主要涉及

的内容有 成语的历时探源研究
,

成语的对比分析

研究
,

成语的语义研究
,

成语的语法研究
,

成语的语

用研究等
。

同时
,

成语的研究历经了起步
、

发展和

深化的三个阶段
,

在研究的广度上得到了拓展
,

在

研究的深度上得到了深化
。

这些成语的本体研究

有助于了解成语的性质
、

范围
、

形成
、

发展
、

意义
、

结

构及运用规则
,

也为进行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提供了

基础性的研究保障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成语的

语义研究方面
,

成语的语义场研究还应该就更多的

具有某一语义特征的成语子集做细致的分析
,

而且

应该加强关于成语语义搭配条件的研究 在成语的

语法研究方面
,

应该对成语进行语法性质的定性研

究
,

找到判断成语语法性质的具体方法
,

同时还要

加强对成语的句法规则的研究 在成语的语用研究

方面
,

应该重点对成语的使用范围
、

语义轻重做更

细致的分析
。

另外
,

由于成语的结构
、

语义
、

语法之

间存在一定的
“

连动性
” ,

因此
,

还应该考虑将这三

者联系起来系统地对成语进行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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