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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释义研究

刘若云　马　丽　谭　清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中国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内向型、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各两部，从释义用词、释义内容、释
义方法等方面进行抽样对比分析，发现，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的编写者注意到了外国学生的特殊

需求，在释义上已初步具备了外向型成语词典的特征。但是，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的某些数据还

很不理想，某些项目读者评价不高，仍需大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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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求，近年来出版了多部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这些外向型汉语成语

词典与内向型有何区别？是否具备了外向型的特征？能否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这是十分有必要弄

清楚的问题。

释义是词典的核心。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内向型、外向型汉语成语词典各两部，从释义用词、

释义内容、释义方法等方面进行抽样对比分析，同时对四部词典的释义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读

者的评价。（用例问题拟另文探讨）

我们选取的四部词典为：《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第四版）》（简称《现规》），李行健主编，华

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新华成语词典》（简称《新华》），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出版；《商务馆学成语词典》（简称《商务》），杨寄洲、贾永芬编著，商务印书馆

２０３年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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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释义用词对比

限制释义语言在词典编纂中是非常重要的。安华林（２００５）通过统计《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部分，提取出了２８７８个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用于语文词典释义的最低限量的元语言），制成《释
义基元词优化词表》。限制释义语言对外向型词典尤为重要，赵新、刘若云（２００５）提出，应该从用
词范围、用词数量、句式和专业术语四个方面来控制释义语言难度，其中释义用词应该控制在初、中

级词汇之内，并以初级词汇为主。释义用词是影响释义语言难度最主要的因素。本文将１５０条抽
样成语在四部词典中的释义语言全部抽取出来制作成电子文本，利用中文助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１］对
释义用词的数量和等级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四部成语词典释义用词情况表

词典名称 《新华》 《现规》 《商务》 《汉英》

用词数量 １０２７ ９５９ １２１５ １５８５

用

词

等

级

分

布

甲级

乙级

商

方



海外华文教育 ２０１６年

更多，特别是《汉英》。两部内向型成语词典释义内容简约，只解释成语的基本词义，而外向型除基

本词义外，还解释成语的感情色彩、隐含词义和语法特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级词与超纲

词的使用。如，成语语法特点的解释往往离不开语言学术语的使用。《汉英》使用的１０个超纲词
中就有６个词语（分别是谓语、定语、宾语、词语、修饰、动词）是语言学术语，这些术语外国学生常
接触，理解难度不应太大。

其实，外向型成语词典的编写者还是有控制释义用词难度的意识的，如解释“爱莫能助”的基

本词义时，内向型词典都使用了超纲词“无力”，而外向型都回避了该词的使用。但控制力度明显

不够，如《汉英》用法说明的超纲词“难处”、“意味”，可以用甲级词“困难”和乙级词“意思”代替。

（二）释义内容对比

内向型词典的释义内容一般只关注读音、词形和词义三个方面，甚少涉及词语的用法说明。外

向型词典在释义时，不但要提供音、形、义，还要提供具体的用法指导。赵新、刘若云（２００９）明确指
出外向型词典释义内容应该包括：解释词义，说明词性、语法特点和句法功能，说明词语的位置、组

合搭配、适用对象和句式，说明语用条件等。王若江（２００１）认为外向型汉语成语学习词典的释义
内容应该包括语义、语法、语用三个方面。

通过考察抽样成语在四部词典中的释义，我们发现内向型和外向型成语词典的释义内容在语

义、语法、语用和其他方面都有所不同。

１．语义上，外向型成语词典对感情色彩、隐含词义和文化内涵的解释比内向型多。
（１）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说明成语的感情色彩
有些成语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如“侃侃而谈”和“夸夸其谈”，虽然都表示说话很多，但前者褒

义，后者贬义。四部成语词典都说明了一些成语的感情色彩，但在数量和内容上有较大差异。请看

“拾人牙慧”在四部词典里的解释：

拾人牙慧（加下划线部分为对感情色彩的解释）

《新华》：拾：捡取。牙慧：指别人说过的话。《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

慧。”后用“拾人牙慧”比喻袭用他人的意见或言论。

《现规》：牙慧：原指言外的理趣，借指说过的话。比喻拾取人家的只言片语当做自己的话（含

贬义）。

《商务》：【解释】把别人的片言只语拿来，当做自己的话说。比喻自己没有主见，袭用别人的意

见和言论。牙慧：别人的观点、见解等。贬义。

《汉英》：【释义】拾：捡。牙慧：别人说过的话。拾取别人的话。比喻拾取他人的言论、见解。

【用法】多用于诗文。在句中多作谓语、定语，也作宾语。作定语，除修饰表人的名词外，还常

修饰“东西、作法”等；作宾语，与之配合的谓语动词，常用的是“是、忌、反对”。可拆用为“拾……人

之（或“的”）牙慧”。贬义。

成语“拾人牙慧”含贬义，这一点除《新华》外，其余三部都进行了解释。经统计，四部成语词典

里，外向型词典对成语感情色彩的说明远远多于内向型。表２为四部成语词典对样本成语感情色
彩的说明情况。

表２　四部词典对样本成语感情色彩的说明情况

《新华》 《现规》 《商务》 《汉英》

成语条数 ２ ４ １５０ ７５

解释内容 贬义 褒义、贬义 褒义、贬义、中性 褒义、贬义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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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见：１）外向型解释感情色彩的成语条数远远多于内向型词典。２）四部词典对样本成
语感情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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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语法上，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说明成语的语法特点，包括成语的内在结构、充当的句法成分
和词语搭配等，内向型词典释义未涉及成语语法特点的说明。

（１）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说明成语的语法意义
成语的语法意义包括成语内在的词性归属、句法结构和外在的句法功能（用于句中的句法成

分和句式特点）两个方面。两部外向型成语词典均有语法意义的说明，而两部内向型成语词典则

只解释词汇义，不解释语法义。

请看“亲痛仇快”在两部外向型成语词典里的解释：

亲痛仇快

《商务》：【亲痛仇快】ｑīｎｔòｎɡｃｈóｕｋｕàｉ
（联合结构＝主谓＋主谓）

【解释】亲人痛心，仇人高兴。用来修饰事情。亲：亲人。痛：痛心。仇：仇敌。快：痛快，高兴。

贬义。

《汉英》：亲痛仇快ｑīｎｔòｎɡｃｈóｕｋｕàｉ
【释义】亲：亲人。痛：痛心。仇：仇敌。快：痛快，高兴。亲人痛心，仇人高兴。又作“亲者痛，

仇者快”。

【用法】在句中多作谓语、定语。作谓语，可用于使动句式；作定语，常修饰“事”“事情”“结果”

“活动”等名词。贬义。

加下划线部分为词典对“亲痛仇快”语法意义的解释。

和一般词语相比，成语在结构、语法性质和语法功能等方面要复杂很多。为使外国学生正确掌

握成语用法，减少偏误的产生，外向型成语词典解释成语的内部结构、说明成语充当的句法功能是

十分必要的。

（２）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说明成语在句中的词语搭配
内向型成语词典未见成语搭配词语的说明，两部外向型成语词典均有搭配词语的说明，但两部

词典在说明的数量和详实程度上有所不同。统计样本发现，《商务》只说明了２条成语，占总量的
１．３３％，而《汉英》说明的成语条数达到１４４条，占总量的９６％。

请看“操之过急”在外向型成语词典里的解释：

操之过急

《商务》：【解释】办事过于急躁。操：办理，从事。急：急躁。常与“不要、不可、不必、不能”等

否定词语搭配使用。贬义。

《汉英》：【释义】操：操持，从事。之：代词，代操持的那件事情。急：急躁，想马上达到目的，在

没有做好准备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行动。做事或处理问题过于急躁。

【用法】多用于劝诫的场合。在句中多作谓语，也作定语。作谓语，前常有“不可、不要、不能、

不必、切不可、何必”等词语；作定语，常修饰“做法、缺点”一类名词。贬义。

加下划线的部分是对“操之过急”搭配词语的说明。从上可见，《汉英》是根据成语充当句法成

分的不同，分项说明成语的搭配词语的；《商务》的说明则比较简单。外向型成语词典释义时说明

成语常见的搭配词语，可以有效指导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成语，减少偏误的发生。

３．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说明成语的语用条件
有时尽管词典详细解释了成语的词义和语法特点，但外国学生使用时仍会出错，原因是不了解

语用条件。语用条件包括适用对象、使用场合和情景等。

在抽样成语的释义里，外向型成语词典对有关成语的语用条件进行了说明，而内向型成语词典

均未涉及。请看四部词典对成语“既往不咎”的释义：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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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不咎

《新华》：既往：指已经过去的事情。咎：追究罪责。对已经过去的错误或罪责不予追究。也作

“不咎既往”。

《现规》：既：已经。咎：责怪。指对过去做错的事情不再追究。

《商务》：【解释】对过去的错误不再责备、追究。用于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或罪行并愿意改

正、悔罪的人。既：已经。往：以往，过去。咎：怪罪，责备，追究。也说“不咎既往”。中性。

《汉英》：【释义】既：已经。往：以往，过去。咎：责备，加罪。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不再责备或处

分。又作“不咎既往”。

【用法】用于犯过错误或罪行的人。在句中多作谓语，也作定语。作定语常修饰“精神、方针”

等名词。

加下划线部分是对“既往不咎”语用条件的说明。统计抽样成语发现，《商务》和《汉英》从适

用对象、场合、情景等方面分别对１７条、８４条成语的语用条件进行了说明。
４．其他方面，内向型和外向型成语词典释义在说明成语语源、近义词辨析等方面也存在区别
（１）说明成语语源时，外向型成语词典甚少涉及来源于诗文语句的成语
内向型成语词典说明的成语语源既有源于神话寓言故事或历史故事的，也有源于诗文语句的，

并以源于诗文语句的成语为主，而且多引用原文。

外向型成语词典《商务》、《汉英》一般只说明来自神话寓言或历史故事的成语语源，很少涉及

源于诗文语句的词语。说明来自诗文语句的成语来源，会给外国学生带来极大的学习负担，让他们

望而生畏。在说明来自神话寓言或历史故事的成语来源时，也只解释故事情节，不引用原文。这种

做法考虑到了外国学生的实际水平，值得肯定。举例略。

（２）外向型成语词典注重辨析近义成语、提示反义成语
在样本成语里，《商务》有６２处近义成语辨析，２４处反义成语提示，不过《汉英》只提示了“表

里如一”的反义成语，未出现近义成语辨析。两种做法均未在内向型成语词典中出现。

母语者凭借自身的汉语知识和语感很少会出现用错近义成语的现象，而外国学生不依靠工具

书，难于把握近义成语间的异同，提示反义成语则能有效地扩大外国学生的成语词汇量。《商务》

的这一做法考虑到了外国学生的需求。举例略。

（三）释义方法对比

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含义丰富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它具有表意的双层性，其表面意义

往往不等于实际意义，但又是实际意义借以表现的手段。了解表面意义有助于理解成语的实际意

义，而成语在构成成分上保留着大量的古语词，理解难度较大。所以，词典解释成语里难点词，能有

助于读者全面、整体理解成语的表面意义进而准确掌握实际意义。

通过考察样本成语的释义，发现内向型和外向型成语词典在释义方法上有较强的一致性：都注

意解释成语的构成成分；表面意义与实际意义不一致的成语，都先解释表面意义，再解释实际意义。

两类词典在释义方法上也有一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１．外向型成语词典更注重使用分解释义法。
请看四部词典对“饥不择食”的词义解释：

饥不择食

《新华》：择：选择。饥饿时不挑拣食物。比喻情急或迫切需要时，顾不得细加选择。

《现规》：饥饿时顾不上挑选食物。比喻急需的时候顾不得选择。

《商务》：饥饿时顾不上挑选食物，不管什么都吃。比喻急迫需要时，顾不上选择。饥：饿了。

择：选择，挑选。中性。

·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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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饥：饿了。择：选择，挑拣。食：食物。肚子饿极了的时候，就顾不得挑拣食物了。比

喻急需时，顾不得挑选。

《商务》对“饥不择食”的两个构成成分“饥、择”进行了分解释义，《汉英》解释了“饥、择、食”三

个构成成分。内向型成语词典要么只解释了“择”，要么都没解释。经过统计，样本成语在四部词

典中的分解释义情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四部成语词典对样本成语的分解释义情况

样本总量 分解条数 比重（％） 分解数量 平均每条

《新华》 １５０ １０６ ７０．６７ １６２ １．０８

《现规》 １５０ ９１ ６０．６７ １２４ ０．８３

《商务》 １５０ １１６ ７７．３３ ２４２ １．６１

《汉英》 １５０ １４７ ９８ ３４１ ２．２７

由表４可知，外向型成语词典不但分解释义的成语条数比内向型多，分解释义的单字（词）数
量也比内向型多，这是符合外国学生的学习特点的。

２．在分解释义时，外向型成语词典更多地使用多词释义的词语释义法和解释性＋词语释义法
为详细地了解两类词典在释义方法上的特点，我们把四部词典样本成语中同时进行分解释义

的５８个单字（词）找出，进行对比。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四部词典样本成语中共同分解的５８个单字（词）释义方法考察

《新华》 《现汉》 《商务》 《汉英》

词语

释义

法

单词释义 ２８ ３６ ２３ ２１

多词释义 ６ １ １１ １１

共计 ３３ ３７ ３４ ３２

解释性释义法 ２２ ２０ １６ ２０

解释性＋词语释义法 ２ １ ８ ６

共计 ５８ ５８ ５８ ５８

从上表可见：（１）两类成语词典分解释义时，都使用了词语释义法、解释性释义法和解释性＋词
语释义三种方法，并以词语释义法和解释性释义法为主；（２）使用词语释义法时，外向型成语词典
较多地使用了多词释义；（３）和内向型相比，外向型成语词典较多地使用了解释性＋词语释义法。
请看四部词典对“讳疾忌医”的“讳”和“忌”的解释：

讳疾忌医：

《新华》：讳：有顾虑而不说出。忌：害怕。

《现规》：讳：隐瞒。忌：怕。

《商务》：讳：有顾忌而不说出，隐瞒。忌：害怕。

《汉英》：讳：有所顾忌，不愿说。忌：怕，畏惧。

词语释义是词典最常用的释义方法，但容易造成误导，特别是对外国学生，影响更大。使用词

语释义时，和单词释义相比，多词释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学生造成的误导和理解难度。解释性

＋词语释义则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使解释更清楚准确。和内向型相比，《商务》和《汉英》较多使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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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解释性＋词语释义，在使用词语释义时较多使用多词释义的做法，照顾到了外国学生的特点。
３．外向型成语词典《汉英》在释义时还使用了解释性＋举例释义法
《汉英》解释成语用法时，除主要使用解释性释义法外，还使用了解释性＋举例释义法。如解释

“爱不释手”的用法：“还常与有关词语构成主谓短语，在句中作定语。如：‘这可是他爱不释手的一

幅宋代名画。’”。在解释性释义的基础上再举例说明，抽象与具体相结合，便于外国学生理解。

三、成语词典释义方面读者满意度及需求调查分析

通过第二部分的对比分析，我们看到，外向型成语词典跟内向型成语词典在释义上有所不同。

为了解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对四部成语词典释义的满意度及相关需求，我们在两类群体中展开了

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山大学具有高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

调查问卷由阅读材料和问卷题目两部分组成。阅读材料选择了能较好体现四部词典特点的

“发号施令”在各词典里的释义，要求被调查者在看完阅读材料后，根据题目要求，为四部成语词典

评分。评分采用５度评分法，１－５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得分越高代表读者
的评价越高。（调查问卷见附录）

调查问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形式同时发放，共发放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９份，其中外国
留学生２６份，中国大学生３３份。

（一）成语词典释义难度的调查

在释义用词对比部分，我们看到，四部词典用词难度基本一致（《商务》略低一些），但外向型成

语词典中的高级词和超纲词有相当一部分是出现在内向型所未涉及的用法说明里。这些超纲词对

读者理解成语释义有多大影响？读者对四部词典释义难度的评价如何？为了解这一情况，问卷要

求被调查者根据“发号施令”的解释容易理解与否，为四部词典评分。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新华》 《现规》 《商务》 《汉英》

外国留学生 ２．１３ １．８１ ３．５６ ３．６３

中国学生 ２．７４ ２．６５ ４．１３ ３．８３

由上表可见，虽然四部词典用词难度整体相当，但两部外向型词典的释义难度在外国留学生和

中国学生中的平均得分仍高于两部内向型词典。也就是说读者对外向型词典的释义语言相对满

意，用法说明里的高级词和超纲词并没有严重影响到读者对释义内容的理解。

此外，《现规》在四部成语词典中释义最简约，但外国留学生对《现规》的评分远低于中国学生。

可见简约释义对外国学生造成的理解难度高于中国学生。

（二）成语词典释义内容的调查

两部外向型成语词典都说明了“发号施令”为贬义，并且《汉英》还指出有时“有讽刺意味”，而

两部内向型成语词典都未作说明。对此，读者看法如何？调查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新华》 《现规》 《商务》 《汉英》

外国留学生 １．９４ １．７５ ３．６３ ３．９８

中国学生 ２．３５ ２．０９ ３．７４ ３．７８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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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类读者对外向型成语词典的评分都高于内向型词典，可见对成语褒贬义、隐含词义等的说明
同时受到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认可。外国留学生对《汉英》的评分高于《商务》，而两部词典在

中国学生中的得分却基本相同，这似乎说明，中国学生对说明成语隐含词义的需求不如外国留学生

大。

《新华》、《现规》、《商务》只解释了“发号施令”的意义，而《汉英》除了解释意义外，还说明了用

法。对此，读者看法如何？调查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新华》 《现规》 《商务》 《汉英》

外国留学生 ２．２ ２．０７ ３．５６ ４．１９

中国学生 ２．４８ ２．５２ ３．４８ ４．３９

由此可见，不管是外国留学生，还是中国学生，都欢迎成语词典进行用法说明。

从另外两项调查，我们还看到，中国学生比外国留学生更认可解释成语内部结构和说明成语语

源的做法。

四、结　语

从以上的抽样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商务》和《汉英》的编写者注意到了外国学生的特殊需求，

在释义上已初步具备了外向型成语词典的特征：１．释义用词上，有控制用词难度的意识；２．释义内
容上，注重说明成语的褒贬义、隐含词义和文化内涵；注重解释成语的用法，说明成语的语法特点、

适用对象、搭配词语和使用场合等条件；有选择性地介绍成语来源；增加了近义成语辨析和反义成

语提示的内容。３．释义方法上，分解释义的成语条数、构成成分数量较多；用词语释义法解释成语
构成成分时，更多地使用多词释义；另外还使用了解释性＋举例释义法。

问卷调查表明，不管是外国留学生还是中国学生，对《商务》和《汉英》的评价都高于两部内向

型汉语成语词典。这说明外向型成语词典在编写上的改进和尝试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是积极、有效

的。

但是，《商务》和《汉英》某些数据还很不理想，几项评价得分不高，可见离读者的需求还有差

距，仍需大力改进。如：编写者虽有控制用词难度的意识，但控制效果并不好；对解释成语内部结构

的做法，两类读者的评分都不高，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评分分别为３．２、３．５９。

注释：

［１］中文助教软件分词依据国家汉办考试部１９９２年编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将所分词标注甲、乙、
丙、丁四个等级，不在其内的为超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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