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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深刻转型，特别是网络信息化程
度的日益深化，我们的语言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这些变化，就词语方面来说，主要包括旧词旧义的复活与消亡，新词新义的产生与发展，既有词语的
变异与微调等。
而成语的语义演进则是这些变化的一种综合反映，其中，有旧义消亡，也有新义产生，还有意义微调
。
因而，汉语成语的变化是一个更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也是个争议最多的复杂领域。
《成语语义超常引申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主要讨论当代汉语中成语语义的超常演变现象。
　　按习惯说法，成语的意义演变有常规演变与超常演变两种。
常规演变是指成语的意义变化沿着一种常规模式发展，词语的整体意义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
发生变化，最后造成意义扩大、缩小、转移等三种结果。
　　超常引申与常规引申相对，是指成语意义变化比较出格、以超常规的方式造成的变异。
超常引申不以成语的整体意义为引申演变的依据，而多以成语的字面意义作为引申变异的基础，从而
带动成语意义的整体演变。
这种变异无法用传统的语言学原理解释，所以常遭诟病，而有时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
这就形成了两种令人尴尬的文化现象：一种是“望文生义”，成语误用的常见病；另一种是“习非成
是”，不得不承认的发展变化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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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语语义超常引申新探》主要讨论当代汉语中成语语义的超常演变现象。
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 介绍成语的一般知识，主要说明成语文化、成语修辞、成语活用等，强调字面意义在成语构成
与活用中的突出作用。
第二章 说明成语意义的科学性稳定性，成语意义变动是在稳定前提下的变动，不是“妄动”。
第三、四章，展开中心论点：字面意义是成语意义构成与意义引申的基础。
第五、六章，成语超常引申的原因与种类。
第七、八、九三章，成语超常引申现象深层考察。
第十章 ，成语误用分析。
第十一、十二章，补说。
从成语超常引申说开去，论及词语引申原因、多音节词语引申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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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成语文化与成语活用一成语的文化意蕴二成语的审美取向三成语的变用时尚第二章 成语
义变中的不变性一溯源：古代文明的传承二引申：一脉相承的惯性三活用：“守经”下的“权宜”四
释义：大众的文化认同第三章 “望文生义”与成语义变一“望文生义”的辩证思考二习非成是的客观
理据三字面意义与汉语特点四字面意义与成语意义五成语“恶搞”与成语义变第四章 成语的文言风格
与字义一文字：古代音义二语素：单音节为主三组合：文言句式四“有所”句式的语义特征第五章 文
字俗解与成语义变一成语的多义俗解二成语的同音俗解三成语的同形俗解四成语的古今俗解五成语的
去语境俗解第六章 成语义变的文化语境一上下文语境变化二成语的结构变换三语言的系统更新四时空
场景的变迁五言语观念的变革第七章 成语义变的深层描写一“侧目”的意义网络二“无动于衷”词典
释义述评三美恶同辞：“自我感觉良好”四“常在河边走，难免踏湿鞋”的喻义第八章 一组义变中的
成语论析一试析“首当其冲”的几种意义倾向二关于肯定与否定不对称现象三“差强人意”的语义分
析四“不可理喻”的语义偏移五“趋之若骛”：贬义的强弱与有无六“实至名归”与“名至实归”七
浅释“一直以来”的规范性第九章 成语义变与形变相随一特殊的表义方式二语义变异的动态三语义网
络的系统四误用活用的混杂五形态变异与分化六变形之后的色彩第十章 成语意义的正误辨析一“安步
当车”的语义偏移与管控二错用“敬谢不敏”三是“误用”还是“活用”四“过犹不及”与“矫枉过
正”辨析第十一章 词语义变的原因分析一词义发展的内因与外因二语言的全民性与渐变性三词义演变
与色彩演变四词义演变与时代转型五词义演变与文化传承六词义演变与社会发展第十二章 双音节词语
义变化考察一“拜托”新义的引申理据二“恍然”：多义对立现象浅析三“奢侈”：人们反对并追求
着四“迷失”变异的语义与语用分析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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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好的成语活用现象，无疑是应该肯定与提倡的。
成语活用，尤其是成语意义上的活用，就是对成语传统意义的一种超越与突破，以此，人们很可能将
成语活用看成是成语意义稳定性的反证。
其实不然。
汉语中，成语活用并不是无视语言规则，破坏文化传统，相反，它仍是在遵守文化传统恪守既成规则
基础上的有益突破，是“守经”下的“权宜”，而不是无视大众习惯的“恣意妄为”。
万变不离其宗，活而不乱，是成语活用内在机制下的必然要求。
　　成语活用与成语误用都是对传统意义的颠覆，区别又是明显的，可以从动机与结果两个方面考察
。
从动机上看，成语活用与成语误用最一般的区别是，活用是有意而为之，误用是无意而为之。
当然，误用也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是一种弄巧成拙；活用也有可能是无意而为之，所谓无心插柳柳
成荫。
所以更重要的是看结果。
从结果上看，成语活用与汉语的文化传统相适应，与成语的字面意义相吻合，而误用则违背汉语习惯
，或背离字面意义。
这是因为，汉文化传统，汉语的特点，以及字字落实环环相扣的语用习惯，既沉淀在成语的定型结构
之中，也渗透在成语的活用变式里。
如，网上一篇博文的题目是：北大校长“金口”未必吐“玉言”。
“金口玉言”指极其难得的可贵的话，也泛指不能改变的话。
（《现代汉语词典》）这里活用的意思是，权威人士不一定说的都是金玉良言。
钱钟书先生《围城》中有一个句子：“朋友们背后曾说她这样漂亮而无儿女，真是个‘绝代佳人’。
”“绝代佳人”指姿容冠绝当代的美女。
①“绝代”，本为“当代独一无二”之意，这里却被曲解为“断绝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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