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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对成语释义的修订主要体现在释义提示词、构成成分义、义 位 阐 释 等 三 方 面，体 现 了《现 代

汉语词典》关注词语的发展演变、吸收相关学术成果、编纂原则更加科学严密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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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６版［１］

是《现汉》第５版［２］出 版７年 后，在 吸 收 学 术 新 成

果、关注词语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系统

修订。这次 修 订，使 这 部 具 有 广 泛 社 会 影 响 的 语

文词典与时 俱 进，质 量 得 到 进 一 步 提 升。本 文 拟

从释义提示词、构成成分义、义位阐释三方面考察第

６版对成语释义的修订，并分析各类修订的原因。

一、释义提示词的修订

《〈现汉〉第６版 说 明》指 出，本 次 修 订 的 主 要

内容包 括“对 释 义 提 示 词（如‘比 喻、形 容、借 指’
等）作了统一的修订”。

（一）对释义提示词种类的删减

第５版成语 释 义 提 示 词 有“比 喻”“形 容”“借

指”“泛指”“指”“表示”“转喻”等７种，第６版删去

了“转喻”。
【风花雪月】原指古典文学里描写自

然景物 的 四 种 对 象，后 转 喻 堆 砌 辞 藻 而

内容 贫 乏 的 诗 文。（５）（“５”表 示“第５
版”，下同。）

原指古典文学里描写自然景物的四

种对象，后 借 指 堆 砌 辞 藻 而 内 容 贫 乏 的

诗文。（６）（“６”表示“第６版”，下同。）

第５版运用“转 喻”释 义 的 成 语 只 有“风 花 雪

月”１条。“转 喻”在 词 汇 语 义 学、辞 书 界、语 法 学

界、修辞 学 界 都 有 使 用，但 所 指 各 不 相 同。两 版

《现汉》都 无“转 喻”词 条，“转 喻”的 意 思 可 大 致 归

纳为：改换（对 象）来 比 方。“借 指”是 借 用 相 关 联

的事物来代替 该 事 物。“转 喻”重 在 比 方，突 出 相

似性；“借指”重在代替，突出相关性。“风花雪月”

义项由原指 的 意 义“四 种 自 然 景 象”，引 申 为 后 来

“堆砌辞藻的诗文”的意义，并未改换对象比方“堆

砌辞藻而内容贫乏的诗文”，而是借用与此相关联

的事物指代该类“诗文”。“诗文”与“风花雪月”是

相互关联 的 事 物，二 者 关 系 为 借 指。第５版 释 义

提示词“转喻”内 涵 不 明，将 其 删 去 使 词 典 释 义 提

示词系统性更强，体现了词典编纂者认识的细化。
（二）对释义提示词运用的调整

第６版对第５版成语释义提示词运用的调整

分６类，约２３１条：调整“比喻”１９０条，调整“形容”

１８条，调 整“指”１１条，调 整“泛 指”８条，调 整“表

示”３条，调整“借指”１条。其中，调整“比喻”类约

占成语释义提 示 词 运 用 调 整 总 数 的８２％，具 体 分

５种情况：“比 喻”变 为“形 容”，“比 喻”变 为“指”，
“比 喻”变 为“泛 指”，“比 喻”变 为“借 指”，删 去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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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刊之论】比喻不能改动或不可磨

灭的 言 论。（刊：古 代 指 削 除 刻 错 了 的

字，不刊是说不可更改）。（５）
不能改 动 或 不 可 磨 灭 的 言 论，形 容

言论确 当，无 懈 可 击。（刊：古 代 指 削 除

错字，不刊指不可更改）。（６）
“不刊之论”的 字 面 意 义“不 能 改 动 或 不 可 磨

灭的言论”和其深层意义“言论确当，无懈可击”之

间，并没有 整 体 意 义 上 的 比 喻 性，而 是 重 在 描 述。
《现汉》释义 提 示 词“比 喻”用 来 解 释 成 语 比 喻 义，
而且必须是 成 语 具 有 整 体 性 的 比 喻 义 时 才 用；释

义提示词“形 容”多 用 来 描 述 事 物 的 形 象、性 质。
第６版将“不 刊 之 论”的 释 义 提 示 词“比 喻”删 去，
改为“形容”，使 释 义 提 示 词 的 运 用 更 符 合 成 语 义

的形成方式。

二、构成成分义的修订

成语的构成成分保存着大量古义。一些单音

节词或语素，本 义 只 作 为 语 素 义 存 在 于 合 成 词 和

固定短语中（如成语“扬汤止沸”中的“汤”，本义是

“热水，开水”）；还有些单音节词或语素，在现代汉

语中已不能 独 立 成 词（如“闭 目 塞 听”中 的“目”）。
不理解成语构成成分义而照现代汉语的意思望文

生义，往往 会 错 误 理 解 成 语。从 词 典 编 纂 角 度 来

说，准确解释成语的构成成分义，成语语义就会严

谨精当；从词典使用角度来说，正确理解成语的构

成成分义，才能认清成语的结构和意义。
第６版对成语构成成分义的修订主要包括对

成语构成成分义的增补和修改。
（一）增补

【不假 思 索】用 不 着 想，形 容 说 话 做

事迅速。（５）
用不着 想，形 容 说 话 做 事 迅 速（假：

凭借；依靠）。（６）
【龙马 精 神】唐 代 李 郢《上 裴 晋 公》

诗：“四 朝 忧 国 鬓 如 丝，龙 马 精 神 海 鹤

姿。”后用来比喻健旺的精神。（５）
唐代李郢《上裴晋公》诗：“四朝忧 国

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龙马：传说中

像龙的骏马）后用来指健旺的精神。（６）
一类情况是成语的构成成分本身是比较常见

的单音节词，但 其 常 用 义 已 发 生 转 移。“假”的 基

本义为义 项：虚 伪 的；不 真 实 的；伪 造 的；人 造 的

（跟“真”相对），成语“不假思索”的“假”，采用的是

“假”的义项：〈书〉凭 借；依 靠（第６版）。《王 力 古

汉语词典》“假”有两个义项，义项：借。义项：暂摄

职务 为 假［３］。“假”在 古 代 汉 语 的 常 用 义 为 义 项

“借”，在现代汉语的常用义“非真的，伪的”是由义

项“暂摄职 务 为 假”引 申 出 来 的 后 起 义。词 典 对

“不假思索”释 义 时 如 不 对 构 成 成 分 义 注 释，人 们

可能会 用 比 较 熟 悉 的 现 代 汉 语 的 常 用 义 误 解 成

语。另一类 情 况 是 成 语 构 成 成 分 本 身 不 常 用，读

者对其语义 不 熟 悉。“龙 马 精 神”中 的“龙 马”，在

现代汉语里 只 能 作 为 词 组 理 解，而 在 成 语 里 则 是

一个专有名词。
（二）修改

【固若 金 汤】形 容 城 池 或 阵 地 坚 固，
不易攻破（金：指金属造的城；汤：指滚水

的护城河）。（５）
形容 城 池 或 阵 地 坚 固，不 易 攻 破

（金：指金属造的城；汤：指灌满滚水的护

城河）。（６）
“固若金汤”的“汤”，第５版释为“指滚水的护

城河”，用“滚 水”限 定 修 饰“护 城 河”，句 法 结 构 和

语义都令人 费 解。第６版“金 城 汤 池”的 释 义：金

属造的城墙，灌满滚水的护城河，形容坚固不易攻

破的城池。参照可见，“汤”对应义为“灌满滚水的

护城河”，所以，“固若金汤”的“汤”也应释为“灌满

滚水的护城河”。

三、义位阐释的修订

成语义位 阐 释 一 般 可 包 括 字 面 义 阐 释、深 层

义阐释和 附 加 义 阐 释。成 语 字 面 义，是 指 由 成 语

构成成分义 组 合 还 原 得 出 的 意 义，《现 汉》对 字 面

义阐释一般不用释义提示词；成语深层义，是指在

字面义基础 之 上 引 申 得 出 的 意 义，《现 汉》对 深 层

义阐释一般使用释义提示词提示；成语附加义，是

指成语特殊 使 用 范 围 或 风 格、情 态、色 彩，《现 汉》
多用括注形式。第６版成语义位阐释的修订主要

包括 对 字 面 义、深 层 义 和 附 加 义 的 增 补、删 减 和

修改。
（一）增补

１．增补字面义

【矫揉 造 作】形 容 过 分 做 作，极 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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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５）
把弯的弄直，把直的弄弯，来制造器

物。形容过分做作，极不自然。（６）
【断 井 颓 垣】形 容 建 筑 等 残 破 的 景

象。（５）
井塌水断，墙壁坍倒，形容破败的景

象。（６）
增补成语 字 面 义 的 好 处 有 二：一 是 避 免 由 于

成语某些构成成分意义不明导致的成语义不易理

解。如第５版“矫 揉 造 作”的 释 义 中，“矫 揉”意 义

不明。《王 力 古 汉 语 词 典》“矫”义 为 “揉 曲 使

直［３］”，“揉”义 为“使 木 变 形，直 木 使 曲，曲 木 使

直”，“矫揉造 作”的 释 义 增 补 字 面 义 后，构 成 成 分

义得到阐 释，成 语 义 透 明 度 提 高。二 是 成 语 字 面

义得到阐释 后，在 此 基 础 上 得 出 的 深 层 义 的 发 展

过程才更清晰。“断 井 颓 垣”的 释 义 增 补 字 面 义，
便于读 者 直 观 形 象 地 由 字 面 义 体 会 出 其 深 层 义

“破败 的 景 象”，引 申 过 程 的 清 晰 使 成 语 义 更 加

明确。

２．增补深层义

【置若 罔 闻】放 在 一 边 儿 不 管，好 像

没听见一样。（５）
放在一边儿不管，好像没听见一 样。

形容不重视，不关心。（６）
第５版“置 若 罔 闻”只 阐 释 了 字 面 义，不 能 揭

示成语实际 意 义，而 且 所 释 字 面 义 不 能 完 全 涵 盖

语料中成语义，如“我们奉劝台湾当权者立即改邪

归正，停止一切‘台独’分裂活动，不要再将祖国大

陆的诚意与 努 力 置 若 罔 闻。”（北 大ＣＣＬ语 料 库）
此例 中“置 若 罔 闻”就 无 法 用 其 字 面 义 来 解 释。
《汉语大词典》［４］《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５］等几部

辞书释“置若罔闻”时，既阐述了字面义，也揭示了

深层义，这样成语义的阐释才更为完整。
【拨 云 见 日】拨 开 乌 云，看 见 太 阳。

比喻冲破黑暗，见到光明。（５）
拨开乌 云，看 见 太 阳。比 喻 冲 破 黑

暗，见到光 明，也 比 喻 疑 团 消 除，事 情 明

朗等。（６）
【呼之 欲 出】指 人 像 等 画 得 逼 真，似

乎叫他 一 声 他 就 会 从 画 里 走 出 来，泛 指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５）
指人像 等 画 得 逼 真，似 乎 叫 他 一 声

他就会 从 画 里 走 出 来，泛 指 文 学 作 品 中

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指某事即将揭晓

或出现。（６）
“拨云见日”“呼之欲出”等成语深层义有了进

一步引申。第５版“拨云见日”释义基本与较早辞

书的释义相同。《汉语大词典》释为“喻冲破黑暗，
见到光明。”［４］《辞 源》释 为“犹 言 重 见 光 明。”［６］这

些释义 都 未 完 全 揭 示 该 成 语 在 语 用 中 的 实 际 涵

义。如“我 得 感 谢 安 平 县 县 委，他 们 说：‘镇 反 时，
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

句话，拨 云 见 日，这 才 给 我 把 冤 案 推 倒，结 论 是：
‘经调查，×××特嫌问题应予取消。’”（北大ＣＣＬ
语料库）此例 中 的 引 申 义 即 为“疑 团 消 释，事 情 明

朗”。目前一些较 新 的 辞 书 都 增 补 了 此 义，如《汉

语成语大全》释 为“拨 开 乌 云，看 见 太 阳。比 喻 除

去障碍，见到光明。也比喻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看

清了真相，或 疑 团 消 释，一 下 子 明 白 了。”［７］《汉 语

成语源流大辞 典》释 为“散 开 乌 云，看 到 太 阳。比

喻冲破黑暗，见到光明；消除阴影、疑团或误会，豁

然开朗。”［５］

第５版“呼 之 欲 出”的 释 义 只 有 一 个 义 项，但

随着时代 的 发 展，该 成 语 已 出 现 新 的 用 法。如 搜

狐网《河南日报资讯》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一条微博，
题目为《一核心、七轴带、多节点”格局呼之欲出》，
这里“呼之 欲 出”指 的 是 以 河 南 为 中 心 的 经 济“格

局”即将出现，第６版增补的新义项体现了成语意

义演变的现实。
（３）增补附加义

【发号施令】发布命令；指挥。（５）
发布命令；下达指示（多含贬义）。（６）
【好自为之】自己妥善处置。（５）
自己妥善处置（多用于告诫对方）。（６）

词典对补充性质的附加义用圆括号标注，第６
版主要增补 了 某 些 成 语 的 感 情 色 彩 和 用 法、使 用

范围等，如“发 号 施 令”注 出“多 含 贬 义”的 感 情 色

彩，“好 自 为 之”注 出“多 用 于 告 诫 对 方”的 使 用

范围。
（二）删减

第６版删减义项的成语只有“披荆斩棘”１条，
删减了其深层义的冗余义项。

【披荆斩 棘】比喻扫除前进中的困难

和障碍。比喻克服创业中的种种艰难。（５）
比喻扫除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６）

第５版“披荆斩棘”是多义项成语，但 义 项 的

０９



郭伏良，等：《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对成语释义的修订

“创业中”是包含于义项 “前进中”的一个方面，即

义项可 以 包 含 义 项。义 项 可 以 说 是 衍 生 的 语 境

义。谭景春（２０１２）提出第６版修订时区分字面义

与语境义是一个重要原则：“词典释义时要注意区

分词语的字 面 义 和 词 语 的 语 境 义，不 能 把 词 语 组

合后蕴含的 意 义 归 到 某 个 词 上，也 不 能 把 上 下 文

的意义带进 某 个 词 的 释 义 中。”“像 这 种 语 义 不 确

定、依靠一定语境才显示的意义，一般性的语文词

典是可以不予反映的”。［８］

（三）修改

１．修改字面义

首先，字面义对应体现成语构成成分义。
【遍体鳞伤】满身都是伤痕，形容伤势

重。（５）
满身都 是 像 鱼 鳞 一 样 密 集 的 创 伤，

形容伤势非常重。（６）
第６版“遍 体 鳞 伤”释 义 补 充 了“鳞”的 意 义，

成语义更加 完 整；又 将“伤”的 对 应 义 由“伤 痕”修

订为“创伤”，“伤痕”指伤疤（第６版），一般是创伤

愈 合 以 后 留 下 的，需 要 时 日 才 可 形 成，用 于 此

不妥。
其次，字面义准确阐释成语构成成分义。

【重足 而 立】后 脚 紧 挨 着 前 脚，不 敢

迈步，形容非常恐惧。（５）
两脚并拢站着，不敢迈步，形容非常恐

惧。（６）
“重”可表示上下重叠，如“重坐”“重卵”等；也

可表示双层或多层，如“重围”“重殿”等；还可表示

两个并列，如“重瞳”“重睛”等。“重足而立”的“重

足”有“两足并列”之义，释为“后脚紧挨着前脚”明

显与“不敢迈步”相抵牾。修订为“两脚并拢站着”
既符合成语构成成分义，且释义前后文一致。

再次，字 面 义 与 成 语 构 成 成 分 义 顺 序 对 应。
“师出无名”的修订即因于此。

【师出 无 名】没 有 理 由 而 出 兵 打 仗，
泛指做某件事缺乏正当理由。（５）

出兵打 仗 而 没 有 正 当 理 由，泛 指 做

某件事缺乏正当理由。（６）

２．修改深层义

首先，深层义阐释更为准确。
【馋涎 欲 滴】馋 得 口 水 要 流 下 来，形

容十分贪吃，有时也用于比喻。（５）
馋得口水要流下来，形容十分贪 吃，

有时也用于形容欲望十分强烈。（６）
【罚不当罪】处罚和所犯的罪行不相

当。多指处罚过重。（５）
处罚和所犯的罪行不相当。指处 罚

过轻或过重。（６）
第５版“馋 涎 欲 滴”释 义 说“有 时 也 用 于 比

喻”，但“比喻”什么及该用于什么样的场合都不明

确，第６版 则 弥 补 了 这 种 不 足。《汉 语 成 语 词

典》［９］《汉语成语大全》［９］都释“罚不当罪”为“处罚

过轻”，《中国 成 语 大 辞 典》则 释 为“处 罚 与 所 犯 罪

行不相当”［１０］，没有涉及“过轻”或“过重”。语言运

用中确有“过 重”和“过 轻”两 种 用 法，第６版 修 订

符合语用的实际情况。
其次，深层义阐释顺序更为合理。

【天旋地转】比 喻 重 大 的 变 化。形 容

眩晕时的感觉。形容闹得很凶。（５）
形容眩晕时的感觉。比喻重大的 变

化。形容闹得很凶。（６）
《现汉》作 为 现 代 语 文 词 典，其 释 义 顺 序 以 现

代汉语使用频率为主，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为辅。
“天旋地转”本义指“天体日、月、星、地球的旋转运

行”，后“比喻世局大变”，又由此引申出“形容气势

宏大”义，近 现 代 多“形 容 晕 眩”。第５版“天 旋 地

转”义项 的 顺 序，侧 重 于 成 语 义 的 历 史 顺 序，第６
版将义项与 义 项 调 整，更 符 合 现 代 汉 语 使 用 频 度

顺序。
再次，深层义阐释层次更为分明。

【凄风 苦 雨】形 容 天 气 恶 劣，比 喻 境

遇悲惨凄凉。也说凄风冷雨。（５）
形容天气恶劣。比喻悲惨凄凉的 境

遇。‖也说凄风冷雨。
“凄风苦 雨”的 意 义 由 单 义 项 分 化 为 多 义 项，

是因为“天 气 恶 劣”和“悲 惨 凄 凉 的 境 遇”之 间，是

从“天气”和“境 遇”的 不 同 角 度 阐 述，两 层 意 义 出

现在各自相应的语境中，有明显区别，第６版将其

修改为多义项符合意义的层次安排。

３．修改附加义

【趋之 若 鹜】像 鸭 子 一 样，成 群 地 跑

过去，多比喻许多人争着去追逐（不好的

事物）。（５）
像 鸭 子 一 样，成 群 地 跑 过 去，多 比

喻 许 多 人 争 着 去 追 逐 某 种 事 物（含 贬

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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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版释义中标注的“不好的事物”不太符合

成语使用情况。如“ＭＢＡ似乎就成了高薪厚职的

代名词，一时间不少人对 ＭＢＡ趋之若鹜，希望借

此便成为总经理的候选人。”（北大ＣＣＬ语料库），
即并非“追 逐 的 事 物”不 好，而 是“追 逐”的 做 法 不

好，是成语整体“含贬义”。

４．修改字面义和深层义顺序

《现汉》对 兼 有 字 面 义 和 深 层 义 的 成 语，释 义

原则是先 释 字 面 义，再 释 深 层 义。第６版 修 改 了

第５版不符合这一原则的成语释义。
【一丝 不 苟】形 容 办 事 认 真，连 最 细

微的地方也不马虎。（５）
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形容办事

认真。（６）
“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应为字面义，“形

容办事认真”是运用释义提示词，揭示在字面义基

础上引申的 深 层 义，释 义 顺 序 调 换 后 符 合 词 典 释

义原则，也 符 合 词 义 由 具 体 到 抽 象 的 引 申 发 展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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