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及其应用研究 

《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同义复词存在的问题 

周掌胜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同义复词是古今汉语里一种重要的词汇现象。目前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由于编撰者的疏忽或误解，在同义复 

词的收释上还存在着释义不够确切、义项分合不当、释义缺少照应、词条漏收等四类问题。现每类选取三例加以辨正，以期引 

起现代汉语辞书编纂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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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复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的 

语素连在一起使用，表示一个完整的意义。它是 

“古汉 语 中一 种普 遍 而特 别 重要 的修 辞现 

象”[1](P．19)。现代汉语源自古代汉语，并从古代 

汉语发展、演变而来，与古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难以截然分开。作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的杰出代表《现代汉语词典》，在编撰和历次修订 

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的关系，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词典编纂是一个精细的 

工作。它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完善。就收释现代 

汉语同义复词这个方面来说，《现代汉语词典》就 

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下面以《现代汉语词 

典》(第6版)[2】为例试加阐述。 

一

、释义不够确切 

在词典编纂工作中，词条释义是一项极其重要 

的工作，是一部词典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通常来 

说，“词的释义既是以语言解释语言，就要利用语言 

中语词的各种各样的意义关系，使释义词语和被解 

释的词所代表的意义等值或近值。”[3](P．111)这里 

说的“等值或近值”，主要指词 目跟释义内容等大 

体相等或相当，即词 目所承载的词义信息被准 

确 、简明、概括地解释出来 ，没有 明显 的缺失或歪 

曲。《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辞 

书，理应在这方面作出表率。遗憾的是，仅就同 

义复词的释义来说，《现代汉语词典》就存在着一 

些亟须纠正的地方。 

(一) 

瑕疵：[名]微小的缺点。[2](P．1402) 

此释容易使读者误以为“瑕疵”是偏正结构， 

“瑕”是“微小的”意思，这不正确。 

从词义上说，“瑕”本指玉的暗斑，即玉之疵 

病，《广韵 ·麻韵》：“瑕，玉病也。”《礼记 ·聘礼》 

“瑕不拚瑜”郑玄注：“瑕，玉之病也。”《诗经 ·豳 

风 ·狼跋》“德音不瑕”孑L颖达疏：“瑕者，玉之病 

也。”由此可引申为缺点和过错，《现代汉语词典》 

收稿 日期 ：2015—1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同义复词研究与语文辞书的修订”(10YJA740133)、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同义复 

词研究与《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B14YY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掌胜(1962一)，男，浙江杭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学堡社会科学壁圜垂强 ～ ve { 。I6年 月，第 期■I=1 0_ se口 。l6 



“瑕”字条下释日：“玉上面的斑点 ，比喻缺点。”可 

谓得之。“疵”本义是毛病，《尔雅 ·释诂下》： 

“疵，病也。”亦可引申为缺点、过错。韩愈《读 

苟》：“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 

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 

疵。”[4](P．2717)这里 的“无疵 ”就是指没有 缺点 ， 

“疵”即缺点 、错误之义 。由于“瑕”、“疵”具有 同 

义关系，因而可组成 同义复词“瑕疵”，如北齐颜 

之推《颜氏家训 ·省事》：“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 

获酬谢。”[5](P．133)唐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 

炼 师 五 十 韵 》：“直 躬 易 媒 孽，浮 俗 多 瑕 

疵。”[6](P．4969)宋王安石《思王逢原》：“我善孰相 

我 ，孰知我瑕疵 。”[7](P．42)这些句 中的“瑕疵”均 

是“缺点，过失”之义 ，而不是“微小的缺点”。 

在古代文献 中要表示 “微小 的缺点”之义 ，可 

说“小瑕”，如《旧唐书 ·昭宗本纪》：“勿以小瑕， 

遂妨大礼。”[8](P．739)也可说“小疵”，如《韩非 

子 ·大体》：“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 

知。”[9](P．555)也可说“小瑕疵”，如宋王安石《美 

玉》诗：“美玉小瑕疵，国工犹珍之。”[7](P．71)甚至 

还可说“小小瑕疵”，如元姚燧《留别奉御李侯》： 

“拱璧巳云旷代珍，小小瑕疵何足指。”[1O](P．162) 

“瑕”、“疵”、“瑕疵”都能用“小”、“小小”加以修 

饰 ，说明其只是“缺点，过失”之义 ，而无“微小 的” 

之义。 

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同样如此，请看： 

例 1 如此成句，意思并不难 明白， 

但似 乎也 存 在 着语 法 上 的毛 病；小 瑕 

也⋯⋯[11] 

例2 他释《赠邬其山》诗有小疵， 

据鲁迅手 稿，第二句后 应为 冒号，不是 

逗号。[12] 

例3 2010年暑假，陈逸华在地铁 

做 了一个多月 的志愿者，细心 的陈逸华 

常常针对地铁的一些小瑕疵，或填写意 

见卡，或去总服务台沟通意见。[13] 

例 4 当然，如果 不是使 用大型 的 

等离子屏幕播放，这样 的小小瑕疵也是 

很难察觉到的。[14] 

显然，古今相承、意义和用法始终不变是“瑕 

疵”一词的基本特点。不仅“瑕疵”一词如此，其 

同素倒序词“疵瑕”也是如此，汉王符《潜夫论 ·实 

贡》：“虚张高誉，强蔽疵瑕，以相诳耀。”[15](P．212) 

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这部 

书作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16](P．455)崔 

笑愚《联合国新课题：怎样与时俱进?》：“改革是 

为了更加合理与公正，公正对于联合国这个充满 

疵瑕却庞大重要的机构来说，是其生命力 的源 

泉 ，也是它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的保证。”[17]这些句中的“疵瑕”，意思跟“瑕疵” 

一 样 ，都是“缺点 ，过失”之义。这也是 “瑕疵”为 

同义复词的旁证。 

那么，《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瑕疵”时，为 

什么会将“微小的”这个限定语强加在中心词“缺 

点”之前呢?这或许是词条编写者在理解“瑕”字 

含义时产生 了误解 ，以为 “瑕 ”既然是 玉上 的斑 

点 ，那一定是“微小的”，不是有 “白璧微瑕”、“瑕 

不掩瑜”这类成语吗?岂不知“白璧微瑕”中已有 

“微”字表示“微小的”之义，用不着叠床架屋、画 

蛇添足地再在 “瑕”字上赋予“微小的”含义 ，况且 

“瑕”字在古今词义的发展演变中也没有产生过 

“微小的”之义。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瑕疵” 

条当改释为“缺点，过失”。① 

(二) 

切合：[动]十分符合：～实际。[2](P．1049) 

此释容易误导读者，以为“切”是“十分”的意 

思。其实，“切合”的“切”义同“合”，是符合、契 

合之义②，“切合”是同义复词，构词形式属于并列 

结构，而《现代汉语词典》之释则显然把它当作了 

偏正结构。再从语言运用来看，将“切合”解作 

“十分符合”也难以在具体的语句中说通，请看： 

例 1 书中所列的20个理论热点， 

都很切合基层官兵 的思想、工作和 生活 

实际。[18] 

例 2 但 打 工文 学有 它独特 的东 

西，某种程度上，它更有在场感，更切合 

时代生活。[19] 

例 3 以建设性的方法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就 是要遵 循科 学的反腐 路径 ， 

用最切合实际、最有效管用的办法来解 

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腐败现 

象。[20] 

①关于“瑕疵”，《中文大辞典》释为“谓过失也”，《汉语大词典》 

释为“玉的斑痕。亦比喻人的过失或事物的缺点”，均未有修饰 

语“微小的”，可作本文的旁证。 

②《汉语大字典》“切”字的第五义项为“符合”。《现代汉语词 

典》“切”字的第一义项亦释日：“[动]合 ；符合：文章 一题 I说 

话 不 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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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体 育场临水而建，四面环水 ， 

和天津 自古 以来 “天子渡 口”的名 称十 

分切合。[21] 

从以 上 这些 例 子 可 以看 出，“很 ”、“更 ”、 

“最”、“十分”这些副词都能修饰“切合”一词，若 

“切合”是“十分符合”的意思，岂能这样叠床架屋 

般使用?因此，“切合”的解释当删去“十分”这个 

蛇足，径直释为“符合”。 

(三) 

闪避：[动]迅速侧转身子向旁边躲避：一不 

及 。[2](P．1132) 

“闪避”的这种解释是不确切 的，尤其是 “迅 

速”、“侧转身子”、“向旁边”三个修饰语把“闪 

避”这一动词的范围限定得非常狭窄，验诸语言 

实际，明显难以自圆其说。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例 1 随着飞行汽车研制 的进 步，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先人 

一 步开始打造“空中数字交通 网络”，试 

图使用全球定位系统以及高科技侦测 

和闪避技术避免飞行汽车在空中发生 

碰撞。[22] 

例 2 危 急关头，退缩 闪避乃人之 

常情，但胸怀正义则会充满力量。[23] 

例3 而国内不少私家车主，即使 

是在住宅小区里遇见老人、孩子，一样 

大摇大摆鸣笛示意行人闪避。[24]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闪避”既可以正面 

躲避 ，也可以 向前或 向后躲 避 ，甚 至可以 向上或 

向下躲避，所谓“迅速”、“侧转身子”、“向旁边” 

云云是词条编撰者 的臆想 ，并不符合语 言实 际。 

之所 以会出现这种错误 ，主要还是词条编撰者囿 

于“闪”的常见义所致。 

其实，“闪避”的“闪”与“避”同义，是躲避的 

意思，“闪避”乃同义复词。《古今韵会举要 ·琰 

韵》引《增韵》：“闪，弹避也。”[25](P．296)弹，同 

“躲”，“弹避”即躲避的意思。元曾瑞《四块玉 · 

酷吏》：“横祸添，无处闪。”[26](P．475)《警世通 

言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当Et大孙押司算命回 

来时，恰好小孙押司正闪在他家。”[27](P．138)鲁 

迅《故事新编 ·采薇》：“民众回头一看，见是两位 

白须老者，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谕，赶忙闪开，让他 

们走到前面。”[28](P．189)这些句中的“闪”都是躲 

避之义。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中，“闪”字仍保留着 

躲避的意思。如在广东揭 阳和海南琼山一带， 

“闪风”就是避 风 的意思 ，“闪雨”就是 避雨 的意 

思。①另外，从“躲闪”、“闪躲”这些同义复词中 

也可看出“闪”有躲避之义。 

因此，“闪避”的释义应 修订 为：“躲避； 

避开。”② 

二、义项分合不当 

所谓义项，就是“字典、词典中同一个条目内 

按意义分列的项 目”。[2](P．1541)语文词典解字释 

义的基础工作是建立正确可靠的义项 ，而义项设 

置的正确合理与否，取决于词典编纂者搜集、分 

析、概括文献语料 的能力。汪耀楠认为 ：“概括性 

和可区分性是义项 的基本 特征。”[29](P．12)在语 

文词典的编纂实践中，要真正处理好这两者的关 

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汉语词典》在对 

同义复词的解释上就存在义项划分过细、词义概 

括过窄的问题。 

(一) 

经久：①[动]经过很长的时间：掌声 一不 g-。 

②[形]经过较长时间不变：一耐用。[2](P．682) 

《现代汉语词典》把“经久”的义项分置成两 

个 ，非常不妥。这是 由于词条编写者误解 “经久” 

之“经”的词义而导致的。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 

释来看，似把“经久”的“经”理解成了动词经过之 

义，这不正确。这里的“经”义同“久”，《一切经音 

义》卷27“经”注引《玉篇》：“经，久也。”[30](P．1047) 

“经久”乃同义复词，当释为“长久”。请看下面的 

例子 ： 

例 1 地势湾下，宜溉灌，终有鱼稻 

经久之利 ，此丰民之本也。[31] 

例 2 以陛下圣明，国家德业 ，而不 

建经久之策，但顾 望魏、晋遗风 ，臣窃 惑 

之 。[32] 

例 3 长征 已经过去 70多年 了，但 

长征中的重要会议、诗词歌 曲、标语 口 

号、战役战斗以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和 文 

化价值，经久不衰地流传于世。[33] 

例 4 善于概括、归纳能帮助我们 

抓住文章之纲，不但统领全篇，而且经 

久不忘。[34] 

显然，这些古今文献中的“经久”都是形容词 

①见《汉语方言大词典》1452页“闪风”、“闪雨”条。 

②《汉语大词典》“闪避”条即作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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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意思①，所谓 动词 “经过很长的时间”这种 

说法是建立在误解“经”之长久义的基础上的，是 

根本不成立 的。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经久”条应当改释为 

“[形]长久”。以此检验现代汉语的用例，可以说 

无不顺畅妥帖。就拿《现代汉语词典》所举的“掌 

声经久不息”和“经久耐用”两例来说，前例是掌 

声长久没有停止的意思，后例是禁得起长久使用 

的意思(“耐”是禁得起之义)，释义简单明了。 

(二) 

翻飞：[动]( 忽上忽下来回地飞：一群蝴蝶 

在花丛中～◇思绪 ～。② 自上而下地翻动或飘 

动 ：雪花 ～。[2](P．356) 

此释不符合词典释义概括性的要求。我们 

稍微举几个句子就可发现此释的不合理： 

例 1 后来，每年的春之渐近，那两 

只蝴蝶上 下翻 飞，翩翩起 舞，痴痴地 望 

着。[35] 

例 2 一次，一场大雨之后 ，一轮彩 

虹挂在眼前，旗幡翻飞，零落藏村点缀 

在山谷间，清凉的风吹过脸颊，安楠说 

心里莫名 地感动并且 不 由得感 慨：“生 

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36] 

例3 转调、低鸣、急落、高亢，王滨 

的十指在黑白琴键上轻歌曼舞、翻飞跳 

跃，时而委婉连绵，时而波澜壮阔，琴声 

如诉如歌，恰似无言胜有声，让人感心 

动耳，荡气回肠。[37] 

例 l说“两只蝴蝶上下翻飞”，而按照《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翻飞”就是“忽上忽下”地飞， 

那例 1的“上下翻飞”岂不是重复累赘?是传媒 

误用还是词典解释有误?稍有语感的读者不难 

做出正确的判断。例 2写“旗幡翻飞”，这儿的 

“翻飞”，似乎不能用《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两个 

义项来解释 ，因为旗子既不是 “忽上 忽下来 回地 

飞”，也不是“自上而下地翻动或飘动”。例 3的 

“翻飞”似乎也不能用《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两 

个义项来解释，因为弹琴手指的“翻飞”少不了左 

右的舞动。 

显然，《现代汉语词典》对“翻飞”的解释是有 

问题的。我们认为，“翻飞”的“翻”义同“飞”②， 

“翻飞”是一个同义复词。因此，《现代汉语词典》 

“翻飞”条完全不必设立两个义项，只要径直释为 

“飞舞；飘扬”即可。③ 

(三 ) 

营造：[动]①经营建筑：～住宅。②有计划、 

有目的地造：～防护林 I～气氛 I一优雅的居住 

环境 。[2](P．1562) 

“营造”的释义让人禁不住生疑：营造防护林 

等是“有计划、有 目的地造”，难道营造住宅就不 

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造”了吗?这明显说不通。 

其实，“营造”是同义复词，“营”即造义。《广韵 · 

清韵》：“营，造也。”[38](P．405)《文选 ·扬雄(羽猎 

赋>》“禁御所营”李善注引应劭日：“营，谓造作 

也。”[39](P．13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明堂》：“又 

于明堂之侧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风摧倒，重营 

之。”[4o](P．35)《宋史 ·岳飞传》：“帝初为飞营第， 

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41](P．11394)叶圣 

陶《倪焕之》二一：“说好久不见，颇想谈谈，并看 

看他的新营的巢窟。”[42](P．197)这三则古今用例 

中的“营”显然都是营建、建造的意思。至于“营 

造”一词，《汉语大词典》义项一即以“建造”释之， 

所举例子有《晋书 ·五行志上》：“清扫所灾之处， 

不敢于此有所营造。”《通典 ·职官十五》：“大唐 

掌管河津、营造、桥梁、廨宇之事。”《明史 ·桑乔 

传》：“乔偕同官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侵 

冒。”郁达夫《感伤的行旅》四：“高而不美的假山 

之类，不过尽了一点点缀的余功，并不足以语园 

林营造的匠心之所在的。”因此，“营造”的现代汉 

语词义完全可用“建造；创造”来概括，不必自相 

矛盾地设置两个义项 。 

三、释义缺少照应 

词典释义是个系统性工程，它既要努力做到 

释义正确和义项全面，也要缜密考虑字头跟词 

条、词条跟词条释义的相互照应。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词典的学术水平，也有助于读者弄清词义的 

由来，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词义。在同义复词释义 

相应这个问题上，第 6版《现代汉语词典》也存在 

着一些 问题 ，需要引起重视。 

(一) 

追：① [动]追赶：一杀 l～剿 l一兵 l急起 

直 一。②[动]追究：～问 f一赃 f一定要把这事 

①《汉语大词典》释“经久”为长久，所举书证即有例 l、例2两则。 

②《玉篇 ·羽部》：“翻，飞也。”《文选 ·谢瞻<张子房诗)》“翻飞 

指帝乡”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日：“翻，飞貌。”如王维《辋 

川闲居》诗“白鸟向山翻”的“翻”就是飞的意思。 

③《汉语大词典》“翻飞”条即作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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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底 ～出来。③[动]追求：～名逐利 1两个小 

伙子都在 ～这位姑娘。④回溯：～念 l一悼 l一 

述。⑤事后补办：～加 f～认。 

追随：[动]跟随：～左右 {～潮流。[21(P．1715) 

《现代汉语词典》将“追随”释为“跟随”，非常确 

切。“追随”乃同义复词，“追”义同“随”，为跟随、随 

从之义。《方言》卷 12：“追，随也。”E43](P．792)《楚 

辞 ·离骚》：“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王逸注：“追，犹随也。”[44](P．15)遗憾的是，《现代 

汉语词典》“追”字头下收录了追赶、追究、追求、 

回溯、事后补办等五个义项，却未能收录“跟随” 

这一义项 ，以致字头释义跟 词条释义 不 相照应 ， 

不便读者的使用。其实，除“追随”的“追”是跟随 

之义外，《现代汉语词典》收释的“追访”、“追踪” 

等词条中的“追”也是跟随之义。因此，“追”字头 

下有必要补上“跟随”这一义项，以便前后相应， 

使《现代汉语词典》更臻完善。 

(二) 

襄：(书)①帮助：共 一义举。②[名]姓。 

襄助：(书)[动]从旁帮助。e2](P．14zz) 

《现代汉语词典》将“襄助”释为“从旁帮 

助”，易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襄”是“从旁”之 

义。其实，“襄助”的“襄”是帮助之义。《正字 

通 ·衣部》：“襄，赞也，助也。”[45](P．38)《现代汉 

语词典》也在“襄”的第一义项下收列 了此义。 

“襄助”乃同义复词，当径直释为“帮助”。这从现 

代汉语语言用例中皆可得到验证。 

例 1 劫后余生的舟 曲人少有哀 

怨，更多的是受人襄助的感念。[46] 

例2 为办理中华实业银行新加坡 

总分行，庄希泉留在新加坡，在金融战线 

上襄助革命，同时广为结交华侨，推动他 

们认识并支持祖国的革命事业。[47] 

遗憾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襄助” 

时，画蛇添足地加了“从旁”二字，既不确切，又与 

“襄”的释义不相照应。 

(三) 

艳：⋯⋯③(书)羡慕：～羡。[2](P．1502) 

艳羡：(书)[动]十分羡慕。[2](P．1503) 

看 了“艳羡”的释义 ，会让人 以为“艳 ”是程度 

副词“十分”的意思，但“艳”的第三义项又明确告 

诉我们，“艳羡”的“艳”是羡慕的意思。显然，这 

是《现代汉语词典》自相矛盾之处。 

《增韵 ·艳韵》：“艳，歆羡也。”“歆羡”即羡 

慕之义。① “艳羡”则为 同义 复词，义为羡慕 。古 

代的文献书证如《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夫不 

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 

士而任坏屋折弓也。”[9](P．682)《新唐书 ·李晟 

传》：“每虏使至，必召息曩于坐，衣大锦袍，金带， 

夸异之，虏皆指目歆艳。”[48](P．4870)至于现代汉 

语的用例更多，如 ： 

例 1 内蒙古 自治区不仅煤炭资源 

丰富，草原上新能源的“储量”同样让人 

艳羡——风能资源居全 国之首，太 阳能 

资源居全国第二位。[49] 

例 2 有的地方艳羡其他城市规划 

宏伟、建筑气派，就争相效仿，把市政建 

设搞成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50]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艳”字第三义项的释 

义是正确的，“艳羡”条释义中的“十分”二字当 

删去。② 

四、词条存在漏收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的“说明”所 

示，此次修订，“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近 3000 

条”，不可谓不多。但从同义复词角度考察，一些 

在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可收或当收的同义 

复词，还是未被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收释， 

造成遗憾。 

(一)助益 

“助益”的“益”乃帮助之义③，“助益”为同义 

复词。查“人民网搜索”，此词出现 9157次，是现 

代汉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如： 

例 1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 

部虽然也进行 了调查研 究，但调查不全 

面、研究不深入，得 出的结论不尽科学， 

对实际工作助 益不大。[51] 

例 2 该 书 既是 一项 理论研 究成 

果，对深 化 财政 理论 研 究具 有 积 极 作 

用；又是一项政策研究成果，对于实际 

工作颇有助益。[52]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宜收释此词：助益： 

①详见《现代汉语词典》1451页所释。 

②黄金贵先生等认为“艳”当释为“喜爱”，“艳羡”当释为“爱慕” 

(见《辞书研究}2003年第 6期《(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辨 

正(下)》)，此观点本文不取。 

③《战国策 ·秦策二》：“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高诱注：“益，助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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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动]帮助：有所 ～。 

(二)洞窟 

“洞窟”的“窟”义同“洞”，“洞窟”为同义复 

词。查“人民网搜索”，此词出现5867次，是现代 

汉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如 ： 

例 1 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 

名藏学家巴桑旺堆 日前 向记者透露，西 

藏阿里地 区札达县 一座古格城 堡遗址 

的废弃洞窟 中惊现珍贵的古藏文历史 

文献残卷。[53] 

例 2 在 国人还 不知道 敦 煌 的时 

候，张大千就在没有人烟的敦煌洞窟前 

的小 泥 屋“安 营 扎寨”，这 一住 就是 3 

年，目的就是“习艺”。[54]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宜收释此词：洞窟： 

[名]洞穴。 

(三)极尽 

检“人民网搜索”，此词出现 37 902次，是现 

代汉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遗憾的是，《现 

代汉语词典》却失收此词。看下面的例子： 

例 1 “走进黑暗的隧道，冰冷的水 

滴纷纷地落下来。前面，通往南伊豆的 

出口微微露 出了亮 光。”小说里 的描 写 

极尽逼真。[55] 

例 2 半醉半醒之间，抬 眼上瞧，路 

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 

[56] 

例 3 为玩弄霸权，个别 国家不惜 

牺牲地区和平，极尽挑拨之能事。[57] 

例4 是的，它总是抓紧在冬天落 

叶，春天开花，花谢后再长叶，在这生生 

不息的生命循环里 ，每 一朵花都极尽所 

能地 向世人展 现着那短暂却绚烂 的 

美。[58] 

显然 ，例 1和例 2中的“极尽”是极其 、非常 

之义，例 3和例4中的“极尽”是用尽、使尽之义， 

因而《现代汉语词典》宜补收此词：极尽：①[副] 

极其；非常。②[动]用尽；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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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blems of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Synonym—compound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ZHOU Zhang—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The synonym—compound is an important lexical phenomenon i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Due to 

lexicographers’carelessness or misunderstanding，M odern Chinese Dictionary，the most authoritative dictionary，has four kinds 

of problems in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synonym—compounds，namely inaccurate interpretation，improper separation and com— 

bination of items，deficiency in interp retation coordination and entry omission．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se problems with 

three examples in each，in the hope of calling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ese lexicographers．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synonym—compound；interpretation；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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