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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里有许多由反义语素并行构成的合成词和四字格短语，反义语素在意义上矛盾、

对立，在语言习惯上却能共同构词，这不能不算是汉语中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语言现象。本

文着重分析了这类词在结构和意义上的特点，并探讨了影响词内并列的反义语素排序的因

素，最后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出发论证了这类词存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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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生

死相依、刚柔相济、祸福相随、先后相继、高下相

形、有无相生、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些现象反映

到人们的头脑中就会形成许多矛盾对立的概念。

而词是反映事物、反映概念的，于是由意义上矛

盾、对立的反义语素构成的词语也就很自然地出

现了，汉语里许多由反义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和四

字格短语就是例证。

意义上矛盾、对立是反义语素的共性，然而它

们在语言习惯上却能共同构词，这不能不说是汉

语中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语言现象。一对反义语

素能够表述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这种意义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是反义语素对举并走向复合的逻辑

基础。反义语素的矛盾、对立，必须以共同的意义

领域为前提。不同范畴的语素，就不能构成反义

关系，没有“同”就无所谓“反”。因此说，反义语素

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当它们被用

来构词时，通过组合形成统一，从而削弱了反义语

素的对立性，其强调事物的两面性和统一性。

所以汉语中大量的由反义语素构成的合成词

和四字格短语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汉语词汇家族

中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成员。

一

由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生发出今天许许多多

变化无穷的由反义语素构成的词，当然，人们在使

用这些词时不会也无须去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

思想，甚至也无从领会其原本所包含的正反意义，

如“消息”原本是由“消（消减）”、“息（增加）”两个

反义语素构成的，经过演变，合成而产生的词义已

与原来的语素义相去甚远。

但为了很好地掌握和运用这类词，了解一下

它们在结构和语义上的一些特点，还是十分必要

和有益的。

（一）利用两个单音反义词作为语素构成的双

音合成词，这一类可称为反义复合词，如：

褒贬 本末 彼此 沉浮 迟早 春秋

得失 弟兄 东西 动静 多少 恩怨

繁简 反正 方圆 甘苦 功过 供求

贵贱 寒暄 好歹 横竖 呼吸 吉凶

今昔 奖惩 交接 教学 聚散 开关

来往 老少 冷暖 利弊 利害 买卖

矛盾 内外 起伏 轻重 曲直 取舍

任免 日夜 上下 深浅 生死 盛衰

始终 是非 收支 手足 死活 天地

吞吐 忘记 往返 先后 兄弟 向背

消长 虚实 兴亡 因果 阴阳 远近

质量 中外 早晚 昼夜 尊卑 左右

这类反义复合词的构成成分原来都是可以独

立成词的（绝大部分在现代汉语中仍可独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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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示矛盾、对立的意义，而新词在合成的过程

中通过逻辑或修辞手段的运用被赋予了新的意

义，意义上大都起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包含正反两层意义，即构成该词的两个对

立的语素义都起作用，把对立的两面组合起来，揭

示某一范畴的两个侧面，呈现出意义上的整体性、

统一性，如：

爱憎 安危 毁誉 优劣 盛衰 兴亡

功过 消长 存亡 奖惩 成败 得失

取舍 利弊 授受 收发 出没 呼吸

昼夜 作息 先后 雅俗 是非 主次

升降 聚散 本末

"、词义偏向其一，另一个语素只做陪衬，成

为偏义复词，如：

睡觉（只表睡眠义，“觉”虚化为动量词）

忘记（有忘无记）

动静（指动不指静）

教学（偏指教不指学）

注：这其中有一些词当后一个语素重读时，表

正反两层意义，读轻声时，为偏义复词，如：

褒贬（!#$%#&’( 评论好坏。!"#$%·#&)( 批

评缺点，指责。）

兄弟（!*&+(,-. 哥哥和弟弟。!"*&+(,·-& 弟

弟。）

妻子（!/012 妻子和儿女。!"/0·1& 男女两

人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

还有些词虽没有轻重读之分，但也兼表双义

和偏义，如：

甘苦（!比喻美好的处境和艰苦的处境。"
在工作或经历中体会到的滋味，多偏指苦的一

面。）

恩怨［恩惠和仇恨（多偏指仇恨）］

3、不是偏义复词，但意义也不是两个反义语

素的意义的简单相加。

! 运用概括方法，从两个下位概念过渡到了

一个上位概念，如：

多·少（数量大4数量小）!多少（数量的大小）

长·短（两点之间的距离大4距离小）!长短

（长度：两点之间的距离）

快·慢（速度高4速度低）!快慢（速度）

深·浅（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4距离

小）!深浅（深浅的程度）

" 利用借代手段，产生整体意义，如：

春秋（春季和秋季，常用来表示整个一年，也

泛指岁月）

寒暑（冬天和夏天，常用来表示整个一年）

始终（以“开始”和“最后”表示事情的全过程）

5、两个语素都偏离了本义而产生了新的引申

义，一般是由原构词语素的正反两义结合而生的

引申意义，且多为比喻用法，如：

雌雄（比喻胜负、高下）

春秋（指人的年岁）

沉浮（比喻起落或盛衰消长）

深浅（比喻分寸）

买卖（!生意。"指商店。）

上述诸词，其原有的正反两层意义并未完全

消失，而引申出的新义又被用得更多，两者之间的

演变是显而易见的。但另有少数词，在原语素义

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意义，其引申义跟原

对立语素义的关系，就很难从字面上体会出来，一

般人使用这类词时甚至根本不曾想到构成成分的

原义，如：

死活（无论如何）

横竖［反正（表示肯定）］

左右（支配，操纵）

寒暄（见面时谈天气冷暖之类的应酬话）

消息（!关于人或事物情况的报道。"音

信。）

词义在运用中的不断变化以及词形成历史的

长短差别，是形成上述种种分别的原因。然而意

义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所以

类与类之间的区别显然难以有绝对的界限，其中

还有不少词是兼类的，有不止一个意义，分别属于

几个类别（本文在分类举例时，通常仅就其某一单

个相关意义来说明问题），如：

早晚（!早晨和晚上。"或早或晚。#时候。

$ 6 方 7 指将来某个时候。）

好歹［!好坏。"指危险（多指生命危险）。

#不问条件好坏将就地（做某件事）。$不管怎

样；无论如何。］

左右（!左和右两方面。"身边跟随的人。

#支配；操纵。$用在数目字后面表示概数。%
6 方 7 副词，反正。）

反正（!指复归于正道。"敌方的军队或人

员投到己方。#表示情况虽然不同而结果并无区

别。$表示坚决肯定的语气。）

这类反义复合词由矛盾、对立的两个语素并

列复合而成，词义却通常只有表面化的一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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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语素义可推演出来，且不存在矛盾的复杂关系，

显得形式矛盾，意义单纯。所以说汉语中没有自

相矛盾的词义，也没有没有意义的词。

（二）利用一组或两组单音反义词构成的四字

格短语，其结构大致可分为四类：

!、由两组反义词构成，语言错综多变，表意上

往往比单用的更为丰富生动：

!"#$% 式（注："—#、$—% 为分别对应的反

义词，下同）

古今中外 轻重缓急 盛衰荣辱

悲欢离合 纵横捭阖 喜怒哀乐

是非曲直 亲疏远近 春夏秋冬

生死存亡

""$#% 式

厚此薄彼 喜新厌旧 天南地北

死去活来 古往今来 凶多吉少

今是昨非 深入浅出 外柔内刚

无独有偶 出生入死 弃恶扬善

破旧立新 此起彼伏 好逸恶劳

&、由一组反义语素和一组同义语素交叉复合

而成，可避免语素的重复，使语言活泼生动，增强

形象性和感染力：

" ’ # ’ 式

生离死别 冷嘲热讽 南腔北调

东张西望 天长地久 横冲直撞

长吁短叹 东藏西躲 天诛地灭

天寒地冻

’ " ’ # 式

争长论短 瞻前顾后 同甘共苦

说长道短 欢天喜地

(、由一组反义语素和另外两个语素交错构

词，对比鲜明而又要言不烦：

!"# ’ ’ 式

新陈代谢 悲喜交集 赏罚分明

生死攸关 雅俗共赏 本末倒置

表里如一 劳逸结合 左右逢源

刚柔并济

’ ’ "# 式

权衡利弊 明辨是非 颠倒黑白

无足轻重 人心向背 不知死活

自相矛盾 坐观成败 晓以利害

权倾朝野

"" ’ # ’ 式

水深火热 大题小做 天高地厚

上行下效 朝三暮四 恩将仇报

尔虞我诈 苦尽甘来 前赴后继

有口无心 逆来顺受 南辕北辙

外强中干 阳奉阴违 昼伏夜出

’ " ’ # 式

花天酒地 因祸得福 以逸待劳

眼高手低 欲扬先抑 大智若愚

欲擒故纵 一暴十寒 九死一生

三长两短 七上八下 吃里扒外

由表及里 冰天雪地 蜚短流长

抚今追昔 大公无私 似是而非

承上启下 举重若轻 口是心非

居安思危 貌合神离 损公肥私

一朝一夕

" ’ ’ # 式

无中生有 得不偿失 公而忘私

朝不保夕 名不副实 寡不敌众

死里逃生 名副其实 乐极生悲

安不忘危

#特定的四字格形式，如“半 " 半 #”、“半 "
不 #”等：

半明半暗 半新半旧 若有若无

忽冷忽热 忽左忽右 亦中亦西

亦喜亦忧 不破不立 半死不活

半生不熟

)、反义叠结形式，即 ""## 式，读起来琅琅

上口，有很强的节奏感：

日日夜夜 朝朝暮暮 浮浮沉沉

吞吞吐吐 进进出出 断断续续

老老少少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多多少少

这些短语大多属于较为严谨的对称形式，是

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语言模

式。短语中的音节高度浓缩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既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又语音和谐、铿锵悦耳，富

于匀称美和韵律美。反义语素的并行出现，又使

意义之间彼此包孕不足，显得含蓄精警、寓意深

长，有话语少而语义丰的效果，从而使语言具有更

加鲜明的色彩和更加强烈的说服力。

二

在由反义语素构成的词汇中，相应的一对反

义语素孰先孰后是有序的，而且这种先后顺序是

有意义的，一般是固定的，不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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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个别的能颠倒，如：

来往（!"#$%&’ 来和去）来往（ !"#·$(&’ 交际往

来）!往来（!去和来。"互相访问；交际。）

兄弟（)#*&’+, 哥哥和弟弟）兄弟（ )#*&’·+# 弟

弟）!弟兄（+,·)#-&’ 弟弟和哥哥）

有的虽然能颠倒，但颠倒后的词义已有变化，

如：

浮沉（在水中忽上忽下）!沉浮（比喻起落或

盛衰消长）

事倍功半!事半功倍

由于语义相反的语素在词语中的谁先谁后关

系到整个词语的意义，于是它们的位置就显得重

要起来，就有必要固定了。

反义语素在词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是有规律

可循的，一般是以尊卑、上下、时间等为序的，如：

.、以尊卑为序：尊卑、宾主、男女等；

/、以长幼为序：长幼、父子、老少等；

0、以上下为序：上下、天地、手足等；

1、以盛衰为序：盛衰、兴亡、存亡等；

2、以时间为序：早晚、朝夕、始终等；

3、以度量衡为序：长短、深浅、高低等。

（此处仅以双音词为例，实际上这种排序原则

同样适用于四字格短语。）

决定这种排列顺序的首先是事物内在的逻辑

事理顺序，如上下、时间、盛衰等顺序。这种种顺

序深藏于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中，也必然表现在语

言习惯上。语言习惯是人们长期约定俗成的结

果，它往往有民族特点。

其次，汉民族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对汉语的

词序结构也有影响，并列的语素排列是表示尊义

的在前，卑义的在后；表示长者的在前，幼者的在

后；表示男性的在前，女性的在后；表示重要的在

前，次要的在后等。这种体现尊卑等级观念的并

列语素的序列，形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构词规律，

从而制约着反义语素在词语内部的排序。

再次，汉人有趋吉避凶、一心向善的心理，所

以当意义上有吉凶、好坏、正反之别的反义语素并

列出现时，一般是把表示吉、好、正之义的语素放

在前面。

从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来看，有些语言习惯形

成的背后是有文化上的原因的。反义语素在词汇

中的排列顺序体现出来的尊卑、长幼等顺序与汉

族人民几千年来所遵守的封建纲常人伦密切相

关，换句话说，这些顺序渗透进了深受儒家思想影

响的伦理道德观念。儒家思想标榜“孝悌”，推举

“父子有亲，君民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强调

尊卑等级观念。封建礼教又巩固了家族宗法制

度，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尊卑观念。所以，汉人有重

等级层次的传统，尊位居前、卑位居后，这是汉族

人亘古不变的一条排序原则。

只有少数例外的，如：

输赢 雌雄 贫富 损益 迟早 嫁娶

反正 祸福 阴阳 虚实 死活 缓急

轻重 敌友 沉浮 弟兄 曲直 哀乐

逆来顺受 拈轻怕重 阴阳怪气

九死一生 悲欢离合

其实词语内反义语素的排列顺序问题颇为复

杂，除了从意义上考虑的因素外，还可能受语音调

整的影响。

语音调整因素主要指按语素的声调次序来排

序。中古音的“平上去入”是一种次序，现代普通

话的“阴阳上去”也是一种次序。由于词语是历史

地形成的，考察调序的作用时也应当考虑到它们

的历史一致性，应采取基本上以普通话声调系统

为准，兼及中古声调次序的原则，即按“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入声”这样的次序标准来考察。

如“安危”、“本末”、“深浅”等词从义序原则、

调序原则上来考察都符合要求。“死活”在义序上

说不通，但按中古声调是“上·入”，是符合调序的，

其他还有“轻重”、“悲喜”、“哀乐”、“迟早”、“贫

富”、“输赢”、“毁誉”、“否泰”等，都是不符合义序

而符合调序的。这说明调序的制约力有时强于意

义上的制约力。

三

为什么汉语中存在着这么多的由反义语素构

成的词语呢？

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汉民族以下

几方面的思维认识、心理习惯密切相关的：

（一）对立统一

我国古代有朴素的辨证思想，阴阳观念认为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含有阴阳两性，如宇宙的天地、

日月，人类的男女等，正是由于阴阳的交感作用，

引起了万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所谓“刚柔相对，

变在其中”，既讲对立，又重统一。

这种反映客观世界辨证关系的辨证思维特点

必然也会反映到汉语词汇中来，于是大批由反义

语素构成的词语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矛盾、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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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统一在一个整体中，充分体现出汉人追求对

立统一的思维特点。

（二）和谐对称

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辨证观念孕育了汉民

族凡事喜欢讲成双成对，重视均衡和谐的心理特

点。和谐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称，汉人对对称机制

情有独钟，讲究并追求对称美，一切事物都要使之

成双成对的出现，在美学上讲究平衡对称，在建筑

上追求等角对应，在语言上则寻求对仗工整。进

而在词语的构成上，讲究音义搭配上的和谐对称，

而由反义语素构成的双音合成词和四字格短语的

词语配置正呈现了音韵和谐优美、意义相关相对、

结构匀称均衡的特点。

（三）中庸含蓄

中国人很强调所谓君子“不为己甚”的做法，

强调中庸之道，在语言方面则体现为往往把单方

面的问题故意说成双方面，以显示其委婉曲折的

态度。明明是意有所重，说话时却辞取其周。比

如，在谈到坏的、丑的事物时，往往还要把好的、美

的一面拿出来作为陪衬，虽然坏的、丑的事物才是

表达的重心。如说“明辨是非”时，其实所强调的

仅是要明辨“非”而不是“是”。这样把坏的、所想

否定的事物与好的、所想肯定的事物连起来一起

表达，至少从表面看来，显得既平正公允又委婉得

体，从而达到委婉含蓄的表达效果，使表达者表现

出一种超然、公正的气度。

正是由于上述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才促

使了由反义语素并行构成的词的大量产生和广泛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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