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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的认知研究
?■

夏秀文

提要　我们通过语料库等统计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基本成语”，进而进行认知
研究。应该把成语看成一个完形结构和整合的系统；它的字面意义已被隐喻意义所

覆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分析的；成语可以分为陈述型、隐喻型和描述型；我们

对成语的语法功能进行范畴归类，有些功能可看成原型功能，有些是扩展功能。我们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着重讲述成语的原型语法功能，按情况分类讲述成语的字面

意义或隐喻意义。

关键词　基本成语　整合系统　范畴　隐喻型　对外汉语教学

引　言

成语反映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是留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一种语言现象，尤其在高级

阶段越发需要学习成语。最初多数学者大多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但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更需要教给留学生的成语的用法等，笔者曾在硕士论文里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研

究了成语的用法，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以往的

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认知语言学上的科学理据。

一　基本成语

汉语中成语数量非常多，《汉语成语小词典》中就收录了４０７６条。本人考察了《汉语
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词汇大纲》），找出其中没有标注词性的四字格

（不包括“出租汽车”一类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有１３２个，我们利用 以 以 知 法 语 “ 究 成 我 汉 悠 的 穿 工

“，

言

注外》外独



它们列为成语。

总结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成语乙级

词有２个，丙级词有１３个，丁级中有１０５个，总共１２０个成语。
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这１２０个成语远远不够，我们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些教

材的统计，发现其中成语的超纲率在８０％以上，有些高级课本甚至达到１００％，因此就需
要我们统计出最常用的成语，来供对外汉语教学参考之用，与“基本词汇”类似的，本文所

谓“基本成语”是指汉语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成语。我们先通过对《学生常用成语手册》和

《汉语成语小词典》的统计，找出二者重合的部分，然后检索北京大学汉语言研究中心的

语料库，找出词频在１００以上的成语，最后再加上《词汇大纲》中的成语。可供对外汉语
教学参考。

二　成语的整合系统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２００４）在 Ｆｏｕ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中指出：“Ｍｏｓ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ｊｕｓｔ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ｓ．”大部分语言都是高度整合的结构，并不仅仅是它们可识别的各部分的
简单相加。沈家煊（１９９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多次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在语言分析中还有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形，研究语言，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不可或缺；沈先生也进一步

利用这一原则分析了汉语里复合词的构词方式，将概念和词语的整合和复合分为“糅合”

和“截搭”两类。不仅词语有这种现象，“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句子的生成方式也是属于

“糅合”造句。

对于汉语成语的理解我们也一定要运用这一原则，对于汉语中的成语来说，大多数成

语的意思绝不是每个成语意思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从整体，整合的角度来理解成语。我们

认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应该把成语看成一个完形结构（ｇｅｓｔａｌｔ），从综合的角度来谈讨
成语的意义，应该有整合、糅合的观念，而不是只从每一个组成部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来研究，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比如：“开门见山”从各个部分相加理解，就是“打开门看到了山”的

抗意思，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远远不够。马燕华先生利用北大语料库进行检索，发现其

中只有不到５％的例子是表示这个本义，比如：
（１）贵州地区开门见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他们要把开门见山变为开门见宝，

开门见财。①

大部分例子都是表示它的整体意义“比喻说话或写文章直截了当谈本题，不拐弯抹

角。”比如：

（２）第一段，作者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骑马找马”从各部分来看是骑着马去找别的马。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意义

来理解，就会大大局限这个成语的使用范围，它原比喻一面占着一个位置，一面去另找更

称心的工作。现多比喻东西就在自己这里，还到处去找。比如：

（３）聪明的人是一边骑着眼下的马，往更好的位置上挤，一边盯着外面跑着的马，看
有没有更好的马可以上。

如果仅仅从各个部分的意义来谈成语的意义就会对其意义造成曲解，汉语中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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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语类似，它的字面意义（ｌｉｔｅｒａｌｓｅｎｓｅ）已被隐喻（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ｅ）意义所覆盖，也就是
我们说的图式透明原则（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所以我们要着重强调成语的隐
喻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但是成语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分析的（ａｎａｌｙｚａｂｌｅ），每个词基
本都对应着一个隐喻意义。比如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２００４）列举的英语成语（ｉｄｉｏｍ）的例子———
“Ｔｈｅｃａｔｉ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ｇ．”这个成语的字面意义是“猫从袋子里出来”，但实际上在英语里
它基本上只表示它的隐喻意义“信息被泄漏”；看到这个成语，说英语的本族人想到的不

是猫从袋子里出来，而只是“信息被泄漏”，它的字面意义对使用语言的人来说是透明的；

但是这个成语的隐喻意义又可以从它的字面意义分析出来，每个单词分别对应着其表示

的隐喻意义，“ｔｈｅｉｄｉｏｍ，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ｓｔｏｓｏｍｅ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ａｌｙｚ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ｃａ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ｒｏｕｇｈｌ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ｏｆｔａｋｅｎｉｎｏｎｅｏｆｉｔｓ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ｎｓｅｓ，ａｎｄｂａｇ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ｓｏｍｅｎｏｔｉｏｎａｋｉｎｔｏ‘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Ｃａｔ对应的隐喻意义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空间上
具体的ｏｕｔｏｆ隐喻为抽象的ｏｕｔｏｆ，ｂａｇ对应的隐喻意义是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这样整个成语的
意义既是透明的，又是可以分析的。

对于汉语成语来说，情形也是同样的。比如“旗开得胜”的字面意义是“刚一打开旗

帜进入战斗，就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成语时，它的字面意义对我们来说

是透明的，我们所使用的绝大部分都是它的隐喻意义———比喻事情刚一开始，就取得好成

绩。比如：

（４）篮球赛一开始，客队就旗开得胜，连得１０分。
也就是它的隐喻意义已经覆盖了字面意义，但是这个成语的隐喻意义我们又可以从

它的字面意义分析出来。“旗”对应的隐喻意义是所谈论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事情），

“开”由表实义的动作意义“打开”隐喻为抽象的事情“开始”，“得胜”由“战斗的胜利”泛

指为所指事情取得好成绩。这样整个成语深层的隐喻意义就可以从字面意义里很好的分

析出来了。

但是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成语的意义都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通过查阅《汉

语成语小词典》，可以找到其中的规律：

其一，“陈述型成语”：如果成语的解释中没有使用“形容”或“比喻”来说明其意义，

那么它的字面意义基本上等于这个成语的意义，我们把这样的成语成为“陈述型成语”。

这样的成语在《汉语成语小词典》中并不占少数。比如“奇花异草”的意思是“珍奇少见的

花草”；“求同存异”的意思是“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徒劳无功”的意思是“白白

付出劳动而没有成效”。这时字面上各个字的意义相加基本上等于整个成语的意义。但

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是指古代汉语中这个语素而不是现代汉语的意义，比如

“走马观花”中的“走”不是现代慢慢走的意义，而是表示“跑”的意义。如果理解为“走”，

就无法正确理解整个成语的意义。

其二，“隐喻型成语”：如果成语的解释里首先解释了一下字面意义，然后又说“比喻

……”或者直接解释为“比喻……”，我们把这类成语称为“隐喻型成语”，这类成语的意义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且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来分析，比如：“引狼入室”的意思是“比喻把

坏人或敌人引入内部。”再如：“按兵不动”的意思是“使军队暂不行动。现也比喻暂不开

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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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描述型成语”：如果成语的解释里含有“形容”这个解释，那么这类成语可以称

为“描述型成语”；它的整体意义大于或等于这个成语的各个部分相加。比如：“安如泰

山：形容像泰山一样稳固，不可动摇”；“大海捞针：在大海里捞一根针。”这两个例子里成

语的整体意义大于部分之和，很少使用其字面意义，再如：“绘声绘色：形容叙述或描写生

动逼真；”“拒人于千里之外：形容态度傲慢，坚决拒绝别人，或毫无商量余地。”这两个例

子里成语的整体意义基本上等于各部分之和，只是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形容一种状态。

三　从范畴角度谈成语的语法功能

对于成语的用法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着重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对语料库进行

检索的基础上，对成语的语法功能进行范畴归类，在过去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多注重对成

语典故、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是在教学中学生仍然不知道该怎么样使用成语，例如李红印

先生发现在学习“千方百计”这个成语时，学生从字面上看，以为是名词性的，可以做宾

语，于是造出 “用尽了千方百计也是白搭”这样的句子；而实际上，李红印先生检索语料库

发现，“千方百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做状语，如“当时每搞一出新戏，都要求千方百计创

编一些有新鲜感的唱腔，既符合人物感情，又要使台下观众爱听爱学。”占“千方百计”全

部用例的９５％以上。
由上面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对成语进行语法方面的分析。对汉语成语的语法功能研

究主要包括成语的结构类型、“语性”、语法功能、语法搭配等方面。“语性”的说法类似词

性，但是“语性”与词性不完全相同，许多学者



的都可以做谓语，绝大多数都可以做宾语和定语，可以做补语的最少。

第二，每个成语都可以充当几种句法成分，最多六种，最少两种。比如：“不卑不亢”：

共５６例，其中做谓语的有２４例，占所有用例的４３％。例如：
（５）你朴实无华，坦坦荡荡；你胸怀晶莹剔透，身段依依娜娜，禀性不卑不亢，文静飘

逸。

（６）她们中的多数勇挑重担，对外交往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内经营管理审时度势，
果断决策，灵活应变，创下了一项项不亚于男子汉的丰功伟绩。

还可以做宾语，共１３例。例如：
（７）中国出版工作者与各国和地区出版界交往中，应不卑不亢、互尊互重、平等互利、

友好合作。

做定语，共１２例。例如：
（８）她为国为民的工作精神，处事待人的诚恳热情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卑不亢的优

良品格，一一涌现在我们脑际。

做状语，共７例。例如：
（９）他不卑不亢地回答：“别人能干的咱就能干，活都是人干的。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做谓语是“不卑不亢”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语

法功能，它做谓语是无标记（ｍａｒｋ）的，由此可以把“不卑不亢”这类成语归为谓语性成语；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点，把“不卑不亢”归为谓语性成语并不是说它只能做谓语，做

谓语是其语法功能的原型，它也可以做宾语、定语、状语，做其它功能可以看成是其原型功

能的一种扩展（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这表明，“不卑不亢”类成语做宾语、定语、状语是有标记的。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成语分为六类：

第一，定语性成语如“百家争鸣”：共２３９例，其中作定语的有 ９９例，占所有用例的比
例为４１％。

（１０）研究工作中，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
的相互切磋，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

（１１）可以相信，只要基本条件创造好了，会吸引越来越多优秀青年投入到科学前沿
的研究之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中，发现和发明是会不断出现的。

除做定语外，“百家争鸣”还可做以下句子成分：

做宾语，共６４例。例如：
（１２）要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允许试验，允许失败，允许反复，使新思想、新

理论、新发明能脱颖而出。

做谓语，共３９例。例如：
（１３）“大哥大”响声遍野，“ＢＰ机”百家争鸣。
做主语，共３７例。例如
（１４）事实证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汇与融合，同时也推

动了齐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第二，状语性成语如“接二连三”：共２４３例，做状语的共１８１例，占全部用例的７４％。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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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印度接二连三地迫降飞经其领空的外国飞机，主要是受布鲁利亚神秘空投武器
事件的困惑。

（１６）上述３起“洋垃圾”叩关似乎是试探性的，到了去年，“洋垃圾”便接二连三地向
国门涌来。

还可以做定语，３３例。例如：
（１７）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一下病倒了……
做谓语，２７例。例如：
（１８）新年音乐会接二连三。
做宾语，２



四　以上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我们对成语的特点有了理论上的认识。通过以上研究，我们

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讲述成语的意义，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陈述型成

语”可以直接讲述其字面意义，“隐喻型成语”应该由其字面意义推导出隐喻意义，着重讲

述整体的隐喻意义；“陈述型成语”根据不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