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Ｍａｒ. ２０２５
第 ４２ 卷第 ２ 期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１２－０３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２４ＹＣＸ０２１)
　 　 作者简介:戴俊豪(１９９８— )ꎬ男ꎬ浙江衢州人ꎬ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ꎮ
　 　 ①«现汉»(第 ７ 版)对提示词的使用基本继承了前一版本ꎬ并未对“泛指”等提示词做较大调整ꎮ 因此本文主要以«现汉»(第 ７ 版)
为考察对象ꎮ

②«现汉»和«规典»在释语、配例等方面不完全相同ꎬ本文仅比较提示词的异同ꎬ对于其他差异ꎬ我们暂不提及ꎮ

　 　 Ｄｏｉ:１０.２００６３ / ｊ.ｃｎｋｉ.ＣＮ３７－１４５２ / Ｃ.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３

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泛指”的功能定位及使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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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泛指”是语文辞书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释义提示词ꎬ但是目前并没有关于“泛指”使用的明确规范

和标准ꎬ“泛指”在语文辞书间和辞书内部存在使用不一致的情况ꎮ “泛指”的功能定位为:当某个表示下位义

的词语用于表示上位义时ꎬ由“泛指”提示这一上位义ꎮ 作为释义提示词ꎬ“泛指”的使用应当是明确且唯一

的ꎬ具备上下位关系是使用“泛指”的必要条件ꎮ 文章建议概念外延扩大的词语宜用“泛指”提示其上位义ꎬ疑
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不宜使用“泛指”ꎬ部分理据不明的词语应补充词义的引申由来ꎮ
　 　 关键词:语文辞书ꎻ释义提示词ꎻ“泛指”ꎻ功能定位ꎻ概念外延ꎻ上下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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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泛指”是语文辞书中重要且高频的释义提

示词(后文为方便称说ꎬ或简称“提示词”)ꎬ但是

相较于“比喻” “借指” “形容”等其他提示词ꎬ学
界对“泛指”的关注度明显不足ꎬ仅刘兰民基于释

义模式视角探讨了“泛指”在«现代汉语词典»(以
下简称«现汉»)第 ６ 版中使用的合理与不合理之

处[１]ꎮ 从词典修订实践来看ꎬ«现汉»第 ６ 版着重

检查和修订了提示词“比喻” “形容” “借指” [２]ꎬ
对“泛指”的修订有限ꎮ 尽管如此ꎬ«现汉» (第 ６
版)在修订其他提示词时也会涉及对“泛指”的修

订ꎬ如:

【眉眼】 名 眉毛和眼睛ꎬ泛指
∙∙

容貌、

神情:小姑娘 ~ 长得很俊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修订为“借指”)

【遗产】 名 ❷借指
∙∙

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文化~ ｜医学~ ｜
经济 ~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修订为 “泛

指”)
那么ꎬ«现汉»关于“泛指”的修订情况究竟如

何? 如何判断“泛指”的使用是否需要修订? 本

文以分层抽样的方式(每个字母中抽取前 ３０ 个

使用“泛指”提示词义的词语ꎬ不足 ３０ 个的全部

收取)从«现汉»第 ７ 版①中选取 ５８６ 个使用“泛
指”提示词义的词语ꎬ并将这些词语与«现代汉语

规范词典»(第 ４ 版ꎬ后文简称«规典»)进行比对ꎬ
发现两者对于“泛指”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ꎮ 两

部辞书中只有 ２５７ 个词语均使用“泛指”提示词

义ꎬ占比为 ４３ ８６％ꎮ 除了 ４１ 个«规典»未收录的

词语ꎬ剩余 ２８８ 个词语«规典»或使用“指”“比喻”
“常指”“借指” “后指”等其他提示词ꎬ或未使用

提示词ꎬ占比 ４９ １５％ꎬ如:

【搬兵】 动 搬取救兵ꎬ泛指
∙∙

请求援

助或增调人员ꎮ (第 ７ 版ꎬ«规典»为“比

喻”)②

【高徒】 名 水平高的徒弟ꎬ泛指
∙∙

有

成就的学生:严师出 ~ꎮ (第 ７ 版ꎬ«规

典»未用提示词)
即便是同一辞书ꎬ同类词语也存在使用不一

致的情况ꎬ如“腰肢”和“眉眼”具有相同的词义衍

生路径ꎬ但«现汉»分别使用“泛指”和“借指”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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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化人”和“败家子”«规典»分别使用“泛指”
和“指”ꎮ

【腰肢】 名 指人的腰身ꎬ也泛指
∙∙

身

段、体态(多用于女性):~柔软 ｜扭动 ~ꎮ
(第 ７ 版)

【眉眼】 名 眉毛和眼睛ꎬ借指
∙∙

容貌、

神情:小姑娘~长得很俊ꎮ (第 ７ 版)

【文化人】 名 指专门从事文化工作

的人ꎻ泛指
∙∙

知识分子ꎮ («规典»)

【败家子】 名 不务正业、挥霍家产ꎬ

使家庭败落的子弟ꎻ现也用来指
∙

糟蹋、挥
霍国家或集体财产的人ꎮ («规典»)
“泛指”在语文辞书中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

么? 什么样的词语在释义时需要使用“泛指”?
本文旨在探讨“泛指”在语文辞书中的功能定位

及其适用条件ꎬ系统考察其释义特征与适用范围ꎬ
进而为辞书编纂中“泛指”的使用和修订提供理

论依据与实践建议ꎮ

　 　 二、“泛指”的功能定位及判断依据

“泛指”原是训诂术语ꎬ用于表示近义词之间

的“浑言”关系[３]ꎬ后来被用于说明特定词语意义

之间的联系ꎬ并广泛运用于语文辞书中ꎮ
(一)“泛指”的功能定位

学界对于“泛指”的界定主要有词义扩大说

和上下位说两种观点ꎮ 持词义扩大说的学者主张

一个词在某个语境中的语义比通常情况下的语义

临时扩大ꎬ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泛指” [４－５][６]３８６－３８８ꎮ
持上下位观点的学者认为“泛指是用一类事物中

的主要对象来代表这一类ꎬ是一个词在某种语言

环境中可以用来表示原来由它的上位义表示的意

思” [７]１１１ꎮ
两种观点的共识在于:用表示下位义的词来

表示上位义一定是词义扩大ꎬ如“河”本指黄河ꎬ
后来表示河流ꎮ 二者在词义扩大的范畴界定上存

在分歧:词义扩大既可以是概念外延的扩大ꎬ也可

以是概念本身在空间、时间或者数量上的扩大ꎬ如
“脸”本指两颊ꎬ后来表示头的前部ꎬ包括两颊、下
巴、额等ꎬ这是词所指称的对象由部分扩大至整

体ꎬ不涉及词义的上下位关系ꎮ
上述观点都与辞书释义中的“泛指”有关但

又不完全相同ꎬ两种观点所认为的泛指义都是在

“某个语境”或“某种语言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

临时意义ꎮ 孙雍长指出:“泛指义也应该是在某

种语言环境中的意义ꎬ对具体的语言环境有很强

的依赖性ꎬ还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义项ꎬ和辞书释

义提示词的‘泛指’不完全一致”ꎬ但是“某些泛指

义或特指义可以发展为词的固定义项” [６]３８７ꎮ
于石指出提示词虽然在辞书中广泛使用ꎬ但

尚无规范ꎬ很不统一[８]ꎮ «现汉»和«规典»收录了

部分提示词ꎬ其中包括“泛指”:

【泛指】 动 ❶宽泛地指ꎻ一般地指:

他的发言只是 ~ 社会情况ꎬ不是针对某

个人的ꎮ ❷用某个特定概念指称总体概

念(跟“特指”相对):宝剑原指稀有而珍

贵的剑ꎬ后来~一般的剑ꎮ (第 ６ 版)

【泛指】 ❶ 动 不是指具体的人或

事ꎬ而是指某一种人或某一类事▷我的

话是 ~ 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ꎬ并不是具

体指谁ꎮ ❷ 动 释义术语ꎬ当某一词的所

指范围扩大时ꎬ用“泛指”指明扩大的词

义ꎮ («规典»)
«现汉»义项❶是“泛指”在日常语境中的意

义ꎬ义项❷是“泛指”作为提示词的用法ꎬ与上文

提到的上下位说十分接近ꎮ «规典»明确指出义

项❷是释义术语ꎬ不过只说明“泛指”用于“词的

所指范围扩大”ꎮ 这一表述更接近词义扩大说ꎬ
导致«规典»在解释某些词目时存在模棱两可的

处理情况ꎬ如“眸”和“眸子”ꎬ由“眼珠 /瞳仁”到

“眼睛”的词义演变属于词的所指范围扩大ꎬ«规
典»却分别使用“泛指”和“借指”:

眸 名 眼珠ꎻ泛指
∙∙

眼睛▷回 ~一笑 ｜

明~皓齿 ｜凝~ꎮ («规典»)

【眸子】 名 瞳仁ꎻ借指
∙∙

眼睛ꎮ («规

典»)
本文赞同«现汉»对“泛指”的界定ꎬ但是“特

定概念”“总体概念”的表述并不能为“泛指”的使

用提供可操作性标准ꎬ实际上所谓“特定概念”和
“总体概念”的关系就是“下位概念”和“上位概

念”的关系ꎮ “作为释义提示词ꎬ‘泛指’适用于词

义的外延扩大ꎬ内涵减少(但核心词义未变)的词

语或义项” [９]ꎬ这是目前关于提示词“泛指”最严

谨和准确的界定ꎬ即将“特定概念”和“总体概念”
间的区别具体化为“外延扩大”和“内涵减少”ꎮ
当特定概念的外延扩大、内涵减少ꎬ则这一概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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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概念变为上位概念ꎮ
江蓝生指出:“释义提示词是指语文辞书释

义时用来提示词义的由来、引申途径ꎬ或与字面义

不同的实际语义、深层含义以及表达功能等的前

导词语ꎮ” [２]可见ꎬ所提示的词义类型才是决定使

用何种提示词的关键ꎮ “泛指”作为提示词在语

文辞书中应用于提示表示上位概念的上位义ꎬ其
功能定位为:当某个表示下位义的词语用于表示

上位义时ꎬ由“泛指”提示这一上位义ꎮ
(二)“泛指”的判断依据

“泛指”用于提示由外延扩大而来的上位义ꎮ
至于何为外延扩大? Ｍｕｒｐｈｙ 指出词的概念外延

是一个词在世界上能够指称的事物的集合ꎬ概念

外延扩大就是词所指称的事物的集合扩大ꎬ并且

扩大前后的两个概念间具备上级范畴(ｓｕｐｅｒ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和下级范畴(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的上下位关系(ｈｙ￣
ｐｏｎｙｍｙ) [１０]１１４ꎮ “从旧义演变为新义ꎬ如果是从下

位义演变为上位义ꎬ就是扩大” [１１]１８４ꎮ
上下位关系是词语在释义时使用“泛指”的

必要条件ꎬＭｕｒｐｈｙ 使用“ ｔｙｐｅ ｏｆ”来判定两个词之

间是否具备上下位关系ꎬ即如果 Ａ 和 Ｂ 之间存在

上下位关 系ꎬ 那 么 就 可 以 说 “ Ａ ｉｓ ａ ｔｙｐｅ ｏｆ
Ｂ” [１０]１１３－１１５ꎮ 可以借用这一形式手段来判定词语

的词义扩大前后是否具备上下位关系ꎬ即ꎬ如果一

个词语的旧义和新义之间具备上下位关系ꎬ那么

可以说“旧义是新义的一种(或几种)”ꎬ如:

【灯盏】 名 没有灯罩的油灯ꎬ也泛
∙

指
∙

灯ꎮ (第 ７ 版)

【宝 剑】 名 珍 贵 的 剑ꎬ 泛 指
∙ ∙

剑ꎮ

(«规典»)
“灯盏”的释义中“没有灯罩的油灯”是“灯”

的一种ꎻ “宝剑” 的释义中 “珍贵的剑” 是一种

“剑”ꎮ
总之ꎬ旧义和新义间是否具备上下位关系可

以作为判断“泛指”使用的标准ꎬ“旧义是新义的

一种(或几种)”可以作为形式化依据ꎮ

　 　 三、从修订和使用看“泛指”的功能定位

作为精品辞书ꎬ第 ６ 版«现汉»是众多语文辞

书中唯一一部明确将提示词作为重点修订对象的

词典ꎬ因此总结第 ６ 版«现汉»中“泛指”的有关修

订并梳理“泛指”在«现汉»第 ７ 版中的使用情况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泛指”的功能定位及

判断依据ꎮ
(一)«现汉»第 ６ 版中“泛指”的有关修订

«现汉»第 ６ 版一共对 １５１ 个词语进行了与

“泛指”相关的修订ꎬ具体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现汉»第 ６ 版对“泛指”的修订情况数据表

修订类型 词例 数量 / 个 占比 / ％
比喻→泛指 始作俑者、雷池 ９３ ６１.５９
指　 →泛指 红绿灯、五洲 １１ ７.２８
泛指→　 指 底气、退役 ８ ５.３０
借指→泛指 弱肉强食、福将 ７ ４.６４
泛指→借指 眉眼、黄龙 １６ １０.６０
泛指→特指 出席 １ ０.６６
增加泛指 攀龙附凤、万年 １２ ７.９４
删去泛指 海量、滑冰 ３ １.９９

总计 １５１ １００

　 　 注:“→”表示“修订为”

１.将“比喻”修订为“泛指”
江蓝生指出“比喻”与其他提示词的纠葛最

多ꎬ因此“比喻”是«现汉»第 ６ 版提示词修订的重

点关注对象ꎮ 将“比喻”修订为“泛指”的原因在

于它们的旧义和新义具有上下位关系ꎬ而非相似

性关系ꎬ修订紧扣“泛指”的功能定位ꎬ如:
【繁文缛节】烦琐而不必要的礼节ꎬ

也比喻
∙∙

其他烦琐多余的事项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泛指”)
“烦琐多余的事项”与“烦琐而不必要的礼

节”之间具备上下位关系ꎬ这可以用“烦琐而不

必要的礼节是烦琐多余的事项的一种” 进行

验证ꎮ
«现汉»尽管在“比喻”和“泛指”的厘定上取

得了很大的成果ꎬ但仍存在修订不彻底的情况ꎬ如
江蓝生指出“脱钩”一词的提示词并未在第 ６ 版

中得到修订ꎬ“脱钩”的词义发生变化ꎬ但是核心

义未变ꎬ理当将提示词修订为“泛指” [９]ꎮ

【脱钩】 动 ❶火车车厢之间的挂钩

分离ꎮ ❷比喻脱离关系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释语略有调整ꎬ但提示词未变)
需要指出的是ꎬ第 ６ 版并无将“泛指”改为

“比喻”的修订ꎬ意味着«现汉»在遇到界限不明ꎬ
难以判断的情况时更倾向于使用“比喻”而非“泛
指”ꎮ 这或许是因为词语从旧义到新义多会发生

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ꎬ其所指范围多会扩大ꎬ从而

造成了“比喻”与“泛指”的混淆[１２]ꎮ
２.“泛指”与其他“指”类提示词的互相调整

这类修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指”和“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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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之间的互相调换ꎬ“借指”和“泛指”之间的相

互调换以及将“泛指”改为“特指”①ꎮ
首先是“指”和“泛指”之间的相互调换ꎬ修订

的原因主要是明确了旧义和新义之间的关系ꎬ使
用“泛指”提示词义一定会有词义外延的扩大ꎬ如
不涉及外延扩大只是词义转移则用“指”而非“泛
指”ꎮ 如“酸甜苦辣”的外延扩大为上位概念“各
种味道”ꎬ因而将“指”修订为“泛指”ꎬ“坐而论

道”的修订同理ꎮ
【酸甜苦辣】指

∙
各种味道ꎬ也比喻幸

福痛苦等种种遭遇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

“泛指”)
【坐而论道】原指坐着议论政事ꎬ后

泛指
∙∙

空谈大道理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

“指”)
此外ꎬ还有的修订考虑到词性的变化ꎬ词性的

变化涉及的是词义所表示的对象在事物、行为、性
质等之间的转变ꎮ 事物不可能是一种行为或性

质ꎬ行为不可能是一种事物或性质ꎬ性质也同样不

可能是一种事物或行为ꎬ因此“泛指”不能用于提

示转类词的词义ꎬ如:

【参谋】❶ 名 军队中参与指挥部队

行动、制定作战计划的干部ꎮ ❷ 动 泛指
∙∙

代人出主意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指”)②

其次是“泛指”和“借指”之间的改换ꎬ江蓝生

指出:“‘借指’是辞书释义时使用的一个术语ꎬ它
其实就是修辞学上所讲的‘借代’ꎮ 所谓‘借代’ꎬ
是指‘不直接把所要说的事物的名称说出来ꎬ而用

跟它有关系的另一种事物的名称代替它ꎮ’” [９] 也

就是说ꎬ基于相关性联系的相互指称使用“借指”
而非“泛指”ꎮ «现汉»第 ６ 版对“泛指”和“借指”之
间的调换紧扣这一理念ꎬ如“珠翠”的修订就是因

为“珍珠翠玉”与“用珍珠翠玉做成的各种装饰品”
之间的关系是材料与成品的关系ꎬ而“膨胀”的修

订则是因为“物体的长度增加或体积变大”与“某
些事物扩大或增长”之间具有上下位关系ꎮ

【珠翠】 名 珍珠翠玉ꎬ泛指
∙∙

用珍珠

翠玉做成的各种装饰品:~ 满头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借指”)

【膨胀】 动 ❶由于温度升高或其他

因素ꎬ物体的长度增加或体积变大ꎮ ❷
借指
∙∙

某些事物扩大或增长:通货 ~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为“泛指”)

３.增加或删去“泛指”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第 １７５ 条规定

“注解中能不用搭头字眼③ꎬ尽量不用” [１３]１３５ꎬ江
蓝生也指出:“为节省篇幅ꎬ能不加提示词的则不

加” [９]ꎮ 提示词使用的必要性是词典释义简洁性

原则的要求ꎮ «现汉»第 ６ 版不论是增加还是删

除“泛指”都有充分的理据ꎬ如“海量”删去“泛

指”的原因在于:“海量❷”和“海量❸”之间具有

转类关系ꎬ由名词转类为属性词ꎮ 而“滑冰”删去

“泛指”则是因为义项顺序有所调整ꎬ将“在冰上

滑行”优先释出ꎬ体育项目义也就无所谓“泛指”
了ꎮ 有的修订是在原有释义的基础上增加词语

的字面义ꎬ原有释义是字面义外延的扩大ꎬ如
“红绿灯”ꎮ

【海量】 名 ❷指很大的酒量:您是~ꎬ

不妨多喝几杯ꎮ ❸泛指
∙∙

极大的数量:~存

储 ｜ ~信息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将义项❸标

注为区别词ꎬ并删去“泛指”)

【滑冰】❶ 名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ꎮ

穿着冰鞋在冰上滑行ꎮ 比赛分花样滑冰

和速度滑冰两种ꎮ ❷ 动 泛指在冰上滑

行ꎮ (第 ５ 版ꎬ第 ６ 版调整义项❶❷的顺

序ꎬ并删去提示词)

【红绿灯】 名 指挥车辆通行的信号

灯ꎬ多设在城市的交叉路口ꎬ红灯指示停

止ꎬ绿灯指示通行ꎮ (第 ５ 版)

【红绿灯】 名 红灯和绿灯ꎬ泛指交

通信号灯ꎮ (第 ６ 版)
还有的修订是因为正确认识到词义之间的上

下位关系ꎬ如对“升值”的修订:

【升值】 动 ❶增加本国单位货币的

含金量或提高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比价ꎬ
叫做 升 值ꎮ ❷ 价 值 提 高: 股 票 ~ ｜ 知

识~ꎮ (第 ５ 版)

【升值】 动 ❶货币购买率提高ꎮ ❷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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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将“泛指”修订为“特指”只有“出席”一词ꎮ 将“出席”的提
示词修订为“特指”是因为«现汉»调整了该词的释义顺序ꎬ并不
涉及“泛指”与“特指”的界限问题ꎬ本文暂不讨论这一修订背后
的影响因素ꎮ

王迎春指出表示转类的转指义在«现汉»中一般用“指”提示
(参见王迎春«‹现代汉语词典›中借代义的释义模式»ꎬ«殷都学
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搭头字眼”即本文的“释义提示词”ꎮ



增加本国单位货币的含金量或提高本国

货币对外币的比价ꎮ ❸泛指价值提高:
股票~ ｜知识~ꎮ (第 ６ 版)
增加或删去“泛指”的词语释义均可以用形

式化手段进行验证ꎬ“海量”的释义中“很大的酒

量”不是“数量极大的”一种ꎬ“滑冰”同理ꎮ “红
灯”的释义中“红灯和绿灯”属于“交通信号灯”ꎬ
“升值”同理ꎮ

(二)«现汉»第 ７ 版中“泛指”的使用

刘兰民根据释义模式将«现汉»第 ６ 版中使

用“泛指”提示词义的词语分为三类ꎬ在此基础上

探讨“泛指”使用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１]ꎮ 本文

认为从释义模式出发关注的是“泛指”与其他提

示词的关系ꎬ而“泛指”的功能是用于描述词义与

词义之间的关系ꎬ使用什么样的释义模式对词语

进行释义ꎬ并不影响“泛指”本身的使用ꎮ 本节从

词义本身入手ꎬ以前文抽样出的 ５８６ 个词语作为

观察对象ꎬ关注它们旧义与新义之间的关系ꎬ从而

分析“泛指”在«现汉»第 ７ 版中的使用情况及功

能定位ꎮ
１.名词性词语释语中的“泛指”
使用“泛指”提示词义的名词性词语最多ꎬ共

３８６ 个ꎬ占比 ６５ ８７％ꎬ如:

【柴米】 名 做饭用的柴和米ꎬ泛指
∙∙

必需的生活资料ꎮ (第 ７ 版)

【柏油】 名 焦油沥青ꎬ是焦油蒸馏

后的残余物ꎮ 也泛指
∙∙

沥青:~ 路ꎮ (第 ７
版)
在这些词语的释义中“泛指”用于提示上位

义ꎬ如“做饭用的柴和米”和“必需的生活资料”存
在上下位关系ꎬ“焦油沥青”和“沥青”存在上下位

关系ꎮ
名词性词语旧义和新义之间的上下位关系体

现在释义模式上ꎬ符淮青指出:“表名物词的释义模

式绝大多数都是归类、限定型ꎬ即利用词语表示概

念的上下位系统关系ꎬ将被解释的词放入适当的上

位概念中ꎬ再加以各种修饰、限制” [１３]１０８ꎮ 因此使

用“泛指”提示词义的名词性词语ꎬ其新义多是在

旧义的基础上删去修饰限制部分ꎬ如“宝塔”:

【宝塔】 名 原为佛塔的美称ꎬ今泛
∙

指
∙

塔ꎮ
２.谓词性词语释语中的“泛指”
使用“泛指”提示词义的谓词性词语共 １９９

个①ꎬ占统计总数的 ３３ ９６％ꎬ其中动词性词语 １９３
个ꎬ占统计总数的 ３２ ９４％ꎬ形容词性词语数量很

少ꎬ只有 ６ 个ꎬ占统计总数的 １ ０２％ꎬ如:

【饱和】 动 ❶在一定温度和压力

下ꎬ溶液所含溶质的量达到最大限度ꎬ不
能再溶解ꎮ ❷泛指

∙∙
事物在某个范围内达

到最高限度:目前市场上洗衣机的销售

已接近~ꎮ

【拆账】 动 旧时某些行业(如戏班、

饮食、理发等行业)的工作人员无固定

工资ꎬ根据收入和劳动量ꎬ按比例分钱ꎮ
也泛指

∙∙
按比例分配某种利益ꎮ

【畸形】 形 ❶生物体某部分发育不

正常:~发育 ｜ ~ 胎儿ꎮ ❷泛指
∙∙

事物发展

不正常ꎬ偏于某一方面:~繁荣 ｜ ~发展ꎮ

【合拍】 形 符合节奏ꎬ泛指
∙∙

相合ꎬ协

调一致:两个人思路~ꎮ
酣 ❶饮酒尽兴:~饮 ｜ ~醉 ｜半~ ｜酒~

耳热ꎮ ❷泛指
∙∙

尽兴、畅快:~歌 ｜ ~睡ꎮ
谓词性词语旧义和新义之间存在的上下位关

系主要体现在词语的搭配对象或适用对象上ꎬ在
释语上谓词性词语的核心意义不会发生变化ꎬ但
“泛指义的词语组合能力较特指义增强ꎬ跟某些

词语搭配的自由度和范围都有所扩展” [９]ꎮ 如动

词“饱和”的核心意义“达到最大(高)限度”在旧

义和新义中没有变化ꎬ上下位关系的释义区别体

现在旧义的搭配对象“溶液”与“溶质”和新义的

搭配对象“事物”与“范围”的不同上ꎻ“拆账”同

理ꎮ 再如形容词“畸形”的核心意义“不正常”在
旧义和新义中都没有变化ꎬ只是上下位关系分别

体现为旧义的适用对象“生物体”和新义的适用

对象“事物”上ꎬ“合拍”与“酣”同理ꎮ

　 　 四、“泛指”的使用及修订建议

尽管«现汉»针对提示词的修订已经取得相

当大的成就ꎬ但由于“泛指”并不是«现汉»第 ６ 版

的修订重点ꎬ因此第 ７ 版中“泛指”的使用仍然存

在不一致的情况ꎬ«规典»等其他语文辞书“泛指”
的使用也存在问题ꎮ 本节依据“泛指”的功能定

位对“泛指” 的使用及未来的修订提出以下

建议ꎮ

９１

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泛指”的功能定位及使用建议

①５８６ 个词语中只有一个副词ꎬ详见结语部分ꎮ



(一)概念外延扩大的词语宜用“泛指”提示

词义

“泛指”应当专门用于提示词语由旧义扩大

而来的新义ꎬ使用“泛指”提示的旧义与新义之间

应当具有上下位关系ꎮ 但是“泛指”在«现汉»等
语文辞书中还可用于提示“部分－整体”借代、“原
因－结果”借代、“具体－抽象”借代等借代引申的

词义以及隐喻引申的词义ꎬ通过这些途径引申而

来的后起义并不适合用“泛指”提示ꎬ如:
旆古时旌旗末端形状像燕尾的飘

带ꎬ泛指
∙∙

旌旗ꎮ (第 ７ 版ꎬ«规典»、«汉语

大词典»同)

【汗颜】 动 因羞惭而脸上出汗ꎬ泛
∙

指
∙

惭愧:深感 ~ ｜ ~ 无地(羞愧得无地自

容)ꎮ (第 ７ 版ꎬ«规典»为“表示”)
«现汉»和«规典»以及«汉语大词典»对“旆”

的释义都使用了“泛指”这一提示词ꎬ但是“旌旗

末端形状像燕尾的飘带(饰物)”与“旌旗”之间是

“部分－整体”关系ꎬ而非上下位关系ꎬ“飘带”不是

“旌旗” 的一种而是一部分ꎬ因此不宜使用 “泛

指”ꎻ“汗颜”的旧义“因羞愧而脸上出汗”与新义

“惭愧”之间也不具备上下位关系ꎬ而是“原因－结
果”关系ꎬ“惭愧”是“汗颜”的原因ꎬ因此不宜使用

“泛指”ꎬ«规典»使用“表示”也可ꎬ但是“借指”更
能直观体现该词的词义由来ꎮ

同类词语«现汉»等语文辞书多用“借指”
或“指” :

【帆樯】 名 船上挂帆的杆子ꎬ借指
∙∙

船只:~林立ꎮ (第 ７ 版)

【屈膝】 动 下跪ꎬ借指
∙∙

屈服:~投降 ｜

卑躬~ꎮ (第 ７ 版ꎬ«规典»同)
还有一些词语的旧义和新义之间具备上下位

关系ꎬ但是部分语文辞书却使用了其他提示

词ꎬ如:
【瓶瓶罐罐】借指

∙∙
各种日用家什器

皿ꎮ («规典»)
【柴米油盐】借指

∙∙
日常生活必需品ꎮ

(«规典»)
“瓶子和罐子”和“各种日用家什器皿”具备

上下位关系ꎬ“瓶子和罐子”是“日用家具器皿”中
的两种ꎬ应该使用“泛指”ꎬ“柴米油盐”同理ꎮ «现
汉»中“瓶瓶罐罐”和“柴米油盐”均使用了“泛
指”作为提示词ꎮ

另外ꎬ«现汉»凡例中指出:“例中被释词是比

喻用法的ꎬ前面加 ‘◇’”ꎬ实际上 «现汉» 中的

“◇”也有表示泛指用法的情况ꎬ如江蓝生指出可

以为“诱饵”等词提炼出“泛指引人上当的人或

物”的新义[９]ꎮ

【诱饵】 名 捕捉动物时用来引诱它的

食物◇用金钱做~拖人下水ꎮ (第 ７ 版)
因此建议«现汉»对“◇”进行全面检查ꎬ仔细

分辨其中应为泛指义却误认为比喻义的词语ꎮ
(二)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不用 “泛指”

提示

«现汉»中有 ４ 个疑问代词在释义中使用了

“泛指”:

【怎么】 代 疑问代词ꎮ ❶询问性

质、状况、方式、原因等:这是 ~ 回事? ｜
这个问题该 ~ 解决? ｜ 他 ~ 还不回来?
❷泛指

∙∙
性质、状况或方式:你愿意 ~ 办

就~办ꎮ (第 ７ 版)

【哪样】 代 疑问代词ꎮ ❶问性质、

状态等:你要 ~ 儿颜色的毛线? ❷泛指
∙∙

性质、状态:这儿的毛线颜色齐全ꎬ你

要~的就有~的ꎮ (第 ７ 版)

【怎么着】 代 疑问代词ꎮ ❶询问动

作或情况:你想 ~? ｜ 我们都报名参加

了ꎬ你打算 ~? ｜ 她半天不作声ꎬ是生气

了还是~? ❷泛指
∙∙

动作或情况:一个人

不能想~就~ꎮ (第 ７ 版)

【怎样】 代 疑问代词ꎮ ❶询问性

质、状况、方式等:那是 ~的一篇小说? ｜
你们的话剧排得 ~ 了? ｜ 这两项工作 ~
衔接? ❷泛指

∙∙
性质、状况或方式:要经常

进行回忆对比ꎬ想想从前 ~ꎬ再看看现

在~ ｜人家~说ꎬ你就~做ꎮ (第 ７ 版)
上述“泛指”的使用值得商榷ꎬ“泛指”应用于

提示词语的词义ꎬ但上述四个疑问代词的义项❷
均非词义ꎬ而是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ꎮ “泛指”
应当是表义层面的指称ꎬ而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

法是语法功能层面的指代ꎮ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怎么” “怎么着” “怎

样”这三个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均以“用于任

指”来提示ꎮ «现汉»解释其他疑问代词的非疑问

用法也不用“泛指”ꎬ如: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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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代 疑问代词ꎮ ❶问人ꎮ ❷用

在反问句里ꎬ表示没有一个人ꎮ ❸虚指ꎬ
表示不知道的人或无须说出姓名和说不

出姓 名 的 人ꎮ ❹ 任 指
∙ ∙

ꎬ 表 示 任 何 人ꎮ
(第 ７ 版)

【什么】 代 疑问代词ꎮ ❶表示疑

问ꎮ ❷虚指ꎬ表示不确定的事物ꎮ ❸任
∙

指
∙

ꎮ ａ)用在“也”或“都”前面ꎬ表示所说

的范围之内没有例外:他~也不怕 ｜只要

认真学ꎬ~都能学会ꎮ ｂ)两个“什么”前

后照应ꎬ表示由前者决定后者:想 ~说 ~
｜你~时候去ꎬ我也~时候去ꎮ (第 ７ 版)
本文建议«现汉»将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进行统一处理ꎬ使用“任指”而非“泛指”ꎮ
(三)理据不明的词语宜补充词义由来

释义提示词用于提示词语与旧义不同的新

义ꎬ当前语文辞书中绝大部分使用“泛指”提示词

义的词语均在“泛指”之前释出旧义ꎮ 也有部分

词语虽然没有释出旧义ꎬ但其旧义就是字面义ꎬ词
义透明度较高ꎬ«现汉»并未释出ꎬ如“桌椅板凳”
的词义“一般的家具”就是在其字面义“桌子、椅
子、板凳”的基础上引申而来ꎬ“张三李四”同理ꎮ

【桌椅板凳】泛指
∙∙

一般的家具ꎮ (第

７ 版)
【张三李四】 泛指

∙∙
某人或某些人ꎮ

(第 ７ 版)
不过也存在极个别旧义不明、理据不清的词

语ꎬ如不释出其旧义ꎬ将不利于把握它们的语义脉

络或词义引申途径ꎬ如:

【菽粟】 名 泛指
∙∙

粮食:布帛 ~ꎮ (第

７ 版)

【平民】 名 泛指
∙∙

普通的人(区别于

贵族或特权阶级):~百姓ꎮ (第 ７ 版)
“菽粟”在释义中使用“泛指”意味着其词义

应当是在旧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ꎬ但是词典并

未给出其旧义ꎬ其旧义也不够鲜明ꎬ无法从字面推

知ꎮ “菽粟”一词的构词语素“菽”“粟”分别指两

种不同的粮食(菽:豆类的统称ꎻ粟:谷子)ꎬ因此

为了使读者更容易了解这类词语的词义脉络ꎬ可
以在释义中补出表示词义由来的旧义ꎬ如可以将

“菽粟”的释义修订为“豆子和谷子ꎬ泛指粮食”ꎮ
“平民”同样使用“泛指”提示词义ꎬ其旧义难以从

字面获得ꎮ «汉语大词典»将其解释为“本谓平善

之人ꎮ 后泛指普通老百姓”ꎬ尽管释出了旧义但

所谓“平善之人”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是

否属于概念外延的扩大值得商榷ꎮ 鉴于“平民”
的旧义已经不再使用ꎬ词典也可以选择不释出其

旧义ꎬ不过其提示词或许可以修订为“指”ꎬ参考

«规典»的处理:

【平民】 名 指
∙

普通百姓ꎮ («规典»)

还有一些词语如不补充旧义将无法准确判断

“泛指”的使用是否准确ꎬ如:

【校园】 名 泛指
∙∙

学校范围内的地

面ꎮ (第 ７ 版)
«汉语大词典»中对“校园”的释义为“学校内

供休息、观赏的园子ꎮ 亦泛指学校范围内的地

面ꎮ”从“校园”的字面无法推断出“学校内供休

息、观赏的园子”这样的旧义ꎬ另外“学校内供休

息、观赏的园子”与“学校范围内的地面”之间并

非上下位关系ꎬ而是部分与整体关系ꎬ因此“校
园”并不适合使用“泛指”提示词义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语文辞书中

“泛指”的功能定位:当某个表示下位义的词语用于

表示上位义时ꎬ由“泛指”提示这一上位义ꎮ 并给出

判断“泛指”使用是否准确的形式化判定依据:旧义

是新义的一种(或几种)ꎮ 这一判定方法可以用于检

查语文辞书对有关词语的释义是否准确ꎬ如:

【赶明儿】 副 等到明天ꎬ泛指
∙∙

以后ꎻ将

来:~我长大了ꎬ也要当医生ꎮ (第 ７ 版)
«现汉»用“泛指”提示“赶明儿”的新义ꎬ但是这

样的释语无法满足形式判断依据ꎬ“等到明天”是动

作性概念ꎬ“以后ꎻ将来”是时间概念ꎬ二者没有上下

位关系ꎬ因此下一版本修订时可以考虑将“赶明儿”
的释义修订为“等到明天ꎬ泛指等到以后”ꎮ

作为释义提示词ꎬ“泛指”的提示功能应当是明

确且唯一的ꎬ即用于提示由下位义引申而来的上位

义ꎮ 本文考察«现汉»有关“泛指”的修订情况和«现
汉»第 ７ 版中“泛指”的使用现状ꎬ发现«现汉»整体

上对“泛指”的使用是比较准确而规范的ꎮ 但不可否

认的是ꎬ“泛指”在«现汉»等语文辞书中的使用仍然

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ꎬ或许在将来的修订中可以

对“泛指”等未重点修订的提示词作专人专题的集中

检查和修订ꎮ 在理想状态下ꎬ释义提示词应该各司

其职ꎬ互不混淆ꎬ这样才能保证辞书微观结构的系统

性、简洁性、准确性[１２]ꎬ[１４]ꎮ
１２

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泛指”的功能定位及使用建议



释义提示词是语文辞书重要的释义工具ꎬ语文

辞书应当规范使用释义提示词ꎮ “释义是词典的灵

魂与生命ꎬ因此ꎬ释义修订是品牌辞书自我完善、不
断创新的永恒主题”[１５]ꎬ作为辞书释义的一部分ꎬ释
义提示词应当得到不断地修订与完善ꎮ “语文辞书

中提示词的正确使用关涉到对词义引申脉络的准确

把握和描述ꎬ与辞书释义质量有直接关系ꎮ 目前各

类语文辞书提示词使用的混乱状况应该得到纠正ꎮ
我们应该对一众提示词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区

分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共识ꎬ准确使用”[２]ꎬ值
得欣慰的是ꎬ释义提示词的使用已经得到词典编纂

者和修订者的重视ꎬ可以相信语文辞书中释义提示

词的使用一定能够更加科学和规范ꎮ

论文写作得到张博教授、孟凯教授的悉心指导ꎬ
吴福祥教授、词汇学习小组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宝

贵建议ꎬ谨此一并致谢! 文章如有讹误ꎬ概由笔者

负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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