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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文言文虚词词义的方法

张保乾

威海职业学院
,

东 威海

【摘 要 」 阅读文言文时
,

有些虚词 的 某些意义在字典辞书中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一个义 项注释出来
。

这

样
,

就为我们的 阅读造成 了极大的 困难
。

本文结合实例
,

总结 出推断词义的六种常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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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词在句中有常用义和非常用义之分
。

常用义

即词的一般用法 它们的义项可从字典辞书里查到 而非常

用义即词的特殊用法
,

它们的义项 比较灵活
,

字典辞书里往

往未予归纳
。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某些词非常用 义的具体

义项时 需要准确地掌握其推断方法
。

其方法大致有以下几

种

一
、

同义互替法

此法是指在一些对比句中
,

有时为了协调声律
,

避免前

后重复 常常在句中相同的位置上用 其同义词来代替
。

这

样 我们就可以借此方法来判断某一词的词义
。

如

酒能祛百虑
,

菊为制颓龄
。

—陶潜 《九月 闲居 》

双声隔字而每歼
,

迭韵杂句而必睽
。

— 《文心雕龙
·

声律篇 》

例 中 前后两句是对比
。

其中
, “

能
”
与

“
为

”
句中的

位置相同 应为同义互换
。

这里的
“
为

”

在句中用的是非常用

义 相当于
“

能
' , “

能够
”
的意思

。

同理 例 中的
“

每
”
相当

于
“

必
' , “

一定
”
的意思

。

二
、

旁证对照法

此法是指从其他史料或书籍中查找出记载同一事件的

句子 从而加以对照 推断出某些词的词义
。

如

蓬生麻中
,

不扶而直 — 《荀子
·

劝 学》

例 在 《大戴
·

礼记 》中也有类似的句子
“

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
” 。

两者对照 其义已明
。

再如

千里而一 土
,

是比肩 而文 — 《战 国策
·

齐策 》

在 《艺文
·

类聚 》中有这样一句话
“

千里有贤者
,

是比

肩而立
。 ”

通过对照
,

我们不难看出
,

例 中的
“
而

”
相当于

“
有

” 。

三
、

语境考察法

此法就是根据某句上下文的具体语言环境
,

从而推断出

某些词在某句中的词义
。

当然
,

有时
,

某些词若按其常用义

来解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

但是若联系到具体的语言环境

就不太恰当了
。

如

汝可疾去 矣
,

且见氰 — 《史记
·

商君列传 》

例 中的
“
可

” ,

从字面上看
,

若按其常用义
“
可 以

”
来

解释 以乎也能说得通
。

但若考察其语境
,

就不太符合其原

义了
。

其语境是这样的 商鞍在公叔座 门下做 中庶子
。

一

次
,

公叔座病重 魏惠王去看望他
。

公叔座趁机推荐商鞍
,

说

他很有才能 若不重用 就要把他杀掉
。

当时
,

魏惠王没有接

受推荐
。

于是
,

公叔座就马上给商鞍说了 这句话
。

由此可

知 此句中的
“
可

”

应该用 的是
“
必

”
的意思

,

这样
,

才更加符

合原义
。

又如

使遂早得处囊中
,

乃颖脱而 出
。

— 《史记
·

平原君列传 》

例 的语境是这样的
`

赵胜曰
`

夫贤士之处世也
,

譬

若锥之处囊中
,

其末立见
。

今先生处胜之门下 三年于此矣

左右未有所称诵
,

胜未有所闻
,

是先生无所有也
。

先生不能
。

先生留
。 '

毛遂曰
`

臣乃今 日请处囊中耳
,

使遂早得处囊中

乃脱颖而出 非特其未见而已
' 。 ”

由此可看出 句中的
“
乃

”

若按其常用义
“

就
' 、 `

于是
”
等来解释 是不能准确地表达其

原义的
。

在此
, “

乃
”
用 的是

“
必

”
的意思

。

只有这样解释
,

才

能更加符合其语境
。

四
、

语法分析法

一般来说 某些词在句中经常充当什么成分或起什么语

法意义还是比较固定的
。

根据某词在句中所作的句子成分

或所起的语法意义
,

推断出其词义
,

这种方法就是语法分析

法
。

如

我东曰 少又 — 《诗经
·

幽风
·

东山 》

解妹子 负解之势
,

与人饮
,

使人嚼
,

非其任
,

疆必灌

之 — 《史记
·

游侠传 》

例 中
, “

我
”
是主语

,

动词
“
归

”
是述语

,

方位名词
“
东

”

作状语
, “
曰 ”
则是连接状语和述语的

。

例 中
, “

灌之
”
是

述宾结构
, `

疆
”
是动词

“
灌

”
的方式

,

作状语
, “

必
”
则是连接

状语和述语中心词的
。

但是 文言文中经常连接状语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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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是连词
“
而

” 。

所以
,

例 中的
“ 曰

” 、

例 中的
“
必

”

都是用的其非常用义 相当于
“
而

” 。

五
、

联词搭配法

一般来说 文言文里用来表示复句关系的关联词语是比

较固定的
。

我们可根据关联词语的固定搭配来推断出某词

的非常用 义
。

此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联词搭配法
。

如

公曰
“

若疾革
,

虽 当祭必态
”

— 《礼记
·

檀弓 》

尔有母遗
,

系我独元 — 《左传
·

隐公元年 》

从句子的意义来看 例 前后两分句应为假设关系 例

前后两句则为转折关系
。

在文言文里
,

常用来表示假设
、

选择
、

转折关系的固定关联词语的搭配分别是
“
虽 … …亦

……
” 、 `

非 … …则
· ·

…
” 、 “

而 … …
” 。

据此推断
,

例 中的

“
必

”
用的是其非常用义 相当于

“
亦

”

例 中的
“
系

”
还是

用的其非常用义 相当于
“
而

” 。

六
、

辞格识别法

文言文里 辞格的运用也是比较常见的
。

但每一种辞格

都有其自己的规律和特点
。

我们根据某些辞格在文字
、

内容

等方面的一些运用特征
,

从而推断出某些词义
,

这种方法就

是辞格识别法
。

如

荃者所以在鱼
,

得鱼 而 忘 荃 蹄者
,

所 以 在兔
,

得兔

而 忘蹄 言者所 以在意
,

得意 而 忘氰 — 《庄子
·

外物论 》

例 中 从修辞上讲 用的是顶真格 根据顶真格的要

求 后一句的开头与前一句的末尾是相同的字词
,

所以 此句

中的三个
“

在
”
字 用 的都是其非常用 义 应该相当于

“
得

” 。

故物舍其所长
,

之其所短
,

尧 亦有所不及矣
。

— 《战国策
·

齐策 》

这是修辞上 的对比格
。

由此可见
,

例 中的
“
舍其所

长 之其所短
”

其中的
“
舍

”
与

“
之

”
也应是相对的

, “

之
”
用的

是非常用 义 相当于
“
用

、

取
”
等

。

以上我们考察总结推断文言词在句中的词义的几种常

见的方法
。

当然 这些方法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

推断某些词

义的时候 若能几种方法综合考察
,

必定会更加准确
,

更加符

合原义
。

上接第 页

由此设谜者和猜谜者获得了共同的认知重叠部分
,

即
“
谜底

”

和
“
老师

”
的相同之处是供学习者使用的一种学习工具 沮这

种学习工具还有学问 能教人认字
。

通过这种修辞格语境关

联 股谜者完成了设谜编码过程
,

猜谜者也同样完成了解谜

这一解码过程
。

三 双关

双关是在谜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修辞格
。

双关是利用

语言文字上同音或多义的关系使一个词或一句话关涉到两

件事的一种修辞格
。

它可以分为语音双关 谐音双关和语义

双关
。

无论是语音相关还是语义相关
,

有些谜语也利用双关

修辞格在谜面与谜底之间建立一 种语境关联
。

谜语交际双

方 设谜者和猜谜者 就是利用 这种修辞格语境关联各自成

功地取得了设置谜面和揭开谜底的任务
。

通过拟人这一修

辞格语境关联 股谜者完成了对谜语的编码过程
,

猜谜者也

完成了对谜语的解码过程
。

远看是点心
,

近看是点心
,

虽 然是点心
,

充饥却不行
。

打一物 谜底 蜡烛 同上

一宅两 院隔层墙
,

五男二女把 家当
,

有事打女把 家

当
,

有事打得滴 答响
,

打到 清明 才收场
。

打一 生 活 用 品

谜底 算盘 同上

叭 以召℃ 豁 于 记

' 、 、
同上

谜语 中
“

心
”
和

“
蜡烛的芯

”
同音双关

” ,

表面指
“
点

,
汀

'

实指
“
点燃蜡烛的芯

”

谜语 利用
“
清明

”
语义双关

表面上指清明节 实际指清楚明白无误之义 谜语 中英

文
`

, ”
既可指桥梁

,

也可指
“
鼻梁

” 。

在上述谜语中
,

交

际双方 设谜者和猜谜者 利用
”

心
”
和

“
芯

”
谐音 以及

“
清

明
' 、 `

卜 ”
一词多义 胸建了共同语境知识

。

谜语利用谐

音双关和语义双关将看似无关联的两种东西相结合 在谜底

和谜面中建立了语境关联
。

通过双关这种修辞语境关联
,

设

谜者成功地设置了谜底 猜谜者也利用双关修辞语境关联进

行了推理 找到谜底和谜面的联系
,

最终成功地揭开谜底
。

由此可见 语言交际双方通过谜面提供的明示信息和隐含信

息 双关修辞格 进行推理
,

最终设谜者完成了语言编码过

程 精谜者完成了语言解码过程
。

三
、

结 语

谜语中的谜面 有时还有谜目 是设谜者提供给猜谜者

的明示信息 修辞格的使用是谜面提供的隐含信息
。

猜谜者

通过修辞格这个隐含的关联语境
,

结合谜面提供的明示信

息 进行推理
,

找到谜面和谜底之间的联系
,

最终揭开谜底
。

通过修辞语境关联 交际双方 设谜者和猜谜者 在设置谜面

和揭开谜底的过程中
,

尽力寻找谜面和谜底的最佳关联性

成功设置谜底和揭开谜底 最终完成修辞语境关联推理过程

明示信息 谜面和谜目 隐含信息 修辞格 、 语境关联

假设 、 成功推理 谜底 和言语交际双方的编码
一
解码过

程
。

谜语中除了常使用的比喻 拟人以及双关三种常用 修辞

格外 还会有其他修辞格的运用
,

都可以通过这种关联推理

过程分析谜语交际双方如何利用 关联论完成编码
一
解码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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