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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 ”有 两 个 平 行 本 义 ：玉 石 纹 理 义 和 治 玉 义 。“理 ”义 的 演 变 由 “治 狱 官 ”义 到 “对 所 有 事 物 的 加 工 整  

治 、使 之 合 宜 ”义 ，再 到 促 使 其 加 限 定 修 饰 成 分 表 达 词 义 间 的 细 微 差 别 ，词 义 引 申 路 径 由 个 别 到 一 般 、由 具 体 到 抽  

象 。“理 ”具 有 文 化 多 义 性 ，涵 盖 曰 常 用 语 义 、普 遍 概 念 义 、文 化 符 号 义 ，其 中 文 化 符 号 义 包 含 哲 学 义 、医 学 义 、文艺 

美 学 义 和 文 艺 理 论 义 。“理 ”的 发 展 与 多 义 性 的 演 变 机 制 是 词 义 的 弹 性 机 制 、中 国 人 比 附 联 想 的 文 化 心 理 及 其 他 多  

种 因 素 综 合 推 动 作 用 的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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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理”的两个平行本义：玉石纹理义和治玉义

理《说文解字》释为“理 ，治玉也，从玉里声。”[1] “理”为形声字，“玉”为表意形旁，“理”的意义主要在“玉” 

字基础上衍生，与玉文化有密切关系。《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引徐锴说“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从玉”，可见 

“理”又有“玉石的纹理”之义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 ：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 

而治之得其鳃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2]理又指顺玉石自然的纹理而加以剖析、雕 琢 ，《韩非子•和氏》中“使 

玉人理其璞”即治玉义，这两方面的意义是互相平行的，都是理的本义，是理能够发展出众多引申义的根 

基[3]。

二、“理”义的演变

(一）春秋时期：理吏”同源，“治狱官”义到“整治田地、划分疆界”义

“理”这两方面的原始涵义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而发展丰富。据王力先生考证，“理吏”同源，以 

理之音义假借为吏[4]，指治狱之官、使者之官，即狱理、行理，早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就已屡见不鲜。《左传昭 

公十四年》“士景□<”如楚，叔鱼摄理”，“理”即理官、治狱官。《左传昭公十三年》“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 

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治狱官之义一直沿用至清朝，历史上不少词语即这类官名， 

如 ：“理刑、理官、理问 、大理寺、大理卿、理曹掾、理掾、理职”，“理所、理院”指掌刑狱的衙门官署。

随后，“理”又由“工匠治玉”引申扩大而指人们整治田地、划分疆界，使土地井然有序的行为，这是整理、 

治理的初始意义。《诗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左传成公二年》“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均为此义。《诗经》《左传》《国语》中的“理”均是指具体事物名称或人的 

行为的概念词。早期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内容恐怕就是以上两项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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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义由个别转向一般：“对所有事物的加工整治、使之合宜”义

随着人们认识的联想、深化，引起视野的扩大，不仅整治土地叫“理”，人们对所有事物的加工整治、使之 

合宜都可以称为“理”。整治水患叫理水；整治财产叫理财、理 产 ；整治军队叫理戎、理 兵 ；治正国家社会和人 

事叫治理；荀子•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其惟心行者乎丨”理即治，又有《荀子•天论》：“本事（农业）不理”，《易传•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 

为非早义”，还有许多词语如“理人 、理民、理物、理庶、理世、理国 、理事 、理业、理家、理化、理枉、理治 、理丧 、理 

恶 、理乱、理 责 、理算 、理养、理剧、理干、理能、理 功 、理柄”[5]中理用的都是“治理”义 ；词义引申由个别到一般， 

这是一种规律，由上可见理也毫不例外。“整治田地使之井然有序”的个别行为引申到一般状况即条分物类、 

使之整齐有序，即料理、整理 ，“清理、理发 、理妆、理鬓、梳理、修理、当窗理云鬓、当户理红妆”之理。“治理”又 

引申指“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孝经•广扬名》 居家理，故治可移子官。”《吕氏春秋•劝学》：“圣 

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由此义构成的词语也不在少数，如 ：“理王、理古、理本 、理平 、理代、理行、理名、理称、 

理乱、理构、理安、理定、理状 、理绩 、理跡”。

(三) 词义由具体到抽象:词义的精细化促使其加限定修饰成分表达细微差别

由于人们思维认识的精细化，理的意义也越来越精细化，以致不得不采用加限定修饰成分的双音词来表 

达它们的细微差别。“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谓分理”[3]，照看人物叫管理，安排事物解决总是叫处理（办 

理）这些意义的理直至今日还广为使用，构词能力极强，如“护理、受 理 、审理、署理 、代 理 、助理、经 理 、协理 、 

自理、总理、佐理、调理、日理万机、田间管理、定性处理、冷处理、热处理、处理品、代理人、协理员、安理会”等 

等 。由理具体的“玉 、水 、田地、军队 、农业”到抽象的“国家、社会 、人事 、心 、性 、气”，再到理表示一种更抽象的 

“态度”，“对别人的言语行动表示态度、表示意见（多用于否定）的意义，晋葛洪《抱朴子•讥惑》中“虽见耻 

笑 ，余亦不理也”，如体现在“理睬、理会、理茬儿、签理、置之不理、待理不理”这些词语中的理，这是词义发展 

变化由具体到抽象的一种规律。

三、“理”的文化多义性

(一） 日常用语义：自然纹理引申到事物纹路、条理

观察认识的深人使人们发现不仅玉石有自然的纹理，木有木理、水有水理（《说文解字》中分别为枋（音 

1L)、湖（音 16))，文有文理，岩石还有节理。人体筋骨肌肉也有其纹理叫肌理、腠理 ，《史记•扁鹊列传》中“君 

有疾在腠理”，理便产生了指事物所具有的纹路、条理的意义，由这种相似引申出了更丰富的内涵，但它仍只 

是一个概念之词，是日常词语。

(二) 普遍概念义转向文化符号义：社会人事之理和伦理道德法则

“语词作为语言结构体系的单位，其原初是语言符号而不是文化符号，其功能是表述概念而不是建构文 

化 。……但是从散漫无涯的概念到整体系统的文化思想、文化体制和文化模式，还有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思想家们为了得到理论建构所需要的术语，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通过隐喻的方 

式来提称他们所认识到的一些范畴，于是就把日常的语言符号改造成了文化符号。这样的文化符号在文化 

的观念形态体系中有一种‘内核’的功能，可以由此推衍、生发、建构成整个文化理论大厦。”[6]中国古代思想 

家们由玉石、木 、水 、人体的条理产生相似联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运行变化的条理，天有天理，地有地理， 

社会人事也有它的条理、“事理、义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易传》中他们就对理有颇多发挥。“《易》与天地 

准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子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 。乾知大如，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矣 。”（同上）；观亦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 

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这里理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日常词语，理为“地理”，指地上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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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隰、草木 、动植万物所具有的条理、规 律 ；理为“天下之理”，指自然事物和社会人事的事理；理为“性命之 

理”，开始把人的仁义等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说成是天赋的法则，把社会的伦理原则升格为绝对和自然本性 

及规律，理上升为标志天地人的固有本质特性和运动变化规律的范畴。理不但是天地自然之理，而且是社会 

人事之理和伦理道德法则，具有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意义。理便成了一个普遍概念和哲学术语，成了文化 

符号，既是概念范畴，又是价值范畴。许多文化领域都以“理”为核心概念和价值尺度，在语言中形成了众多 

用“理”作语素构成的词语，其中有的本身又是某一文化领域的术语，有的则是一般词语。

1. “理”之哲学义：本体论、伦理观到认识论

在哲学方面，自“理”在战国时具有哲学范畴的基本特征之后，从战国的儒道墨法各家论理到宋明理学的 

极度昌盛，再到清末近代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古代哲学“理”范畴不断地被继承、补充、丰富，有消失，有新 

生 。在这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极繁多的“理”之说 ，不同学派的古代思想家赋予理各种各样的涵义：

(1)古代“理”范畴基本属于本体论和伦理观。有先秦儒家的“义理、礼理”道家的“天理、物理 、人 理 、生 

理”，法家的“法之理”，墨家的“事理”和“另实之理”，管子的天地万物之理和治国安邦之理；有董仲舒继承发 

扬先秦儒家“仁义之理”和吸收改造道家“天理”法家“法理”的“中和之理”有魏晋时期的“玄理”，佛教的“空 

理”有程朱以“理”为宇宙自然最高本体和人伦道德最高准则的“天理、实理”，把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之 

理上升为哲学最高范畴(2);有陆王“理即心，心即理”“理是心中固有的良知”的“心之理”(3);有明清之际主张 

“气”为万物本体、“理”为气之条理，气是理存在的依据、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的“气之理”等等。古代理范 

畴主要有本体、规律 、道德伦理原则、道理等含义，基本属于本体论和伦理观[7]。

(2 )近代“理”范畴增添了认识论功能。近代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吸纳西方全新的概念，用科学知识 

改造理，给理范畴增添了认识论的功能，提出公理、定 理 、真理、原 理 、哲 理 、伦 理 、理 智 、理性 、理想等，思想深 

度大大超过古代，天理的绝对权威被彻底推翻，树立起试验的标准，科学试验取代了直观理性思辨，理不再是 

阴阳之理，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固有规律。直至今日表“规 律 、道 理 、事理 、理 由 、原理”8]之义的众多 

的理词语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理当 、理合、理亏 、理论 、理解 、理 会 、理应 、按理 、定 理 、法理 、合 理 、机理、 

讲理、评理、论理、说理、推理 、有理 、有理、无理、正理、歪理、明理、情理 、输理、天理、学理、玄理、乐理 、明情理、 

一面儿理[9]、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理屈词穷、理正词直、据理力急、列理取闹、以理服人、至理名言、天理难容、 

天理昭彰、不可理喻、心安理得、岂有此理、人情物理、强词夺理、通情达理、合情合理、人情人理、伤天害理、言 

之成理、人同此心、物同此理等等[1°]。

2. “理”之医学义：养生之理

在医学方面，中医将理解释为人体的生养之理，即人体生长化成收藏之理和阴阳逆从之理，是次于“气”但 

也很重要的核心概念。《黄帝内经》“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 

也 。失常则天地四塞矣。”(《素问》中医认为人体与天地万物一样，由气构成，气在人体内的流动变化，形成生命 

的运动。生命的生长化成收藏的代谢规律，便是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 

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同上）天地万物有阴阳变化之理，人体生命亦有“阴 

阳逆从之理”，它表现于血脉运行，便是脉理。“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同上）。切脉揆度，求 

其脉理，是中医诊病的重要方法;求得脉理而知体内阴阳逆从、生长化成之理，然后才能循理而治，治病之要，在 

于开发腠理、疏通血脉、调节阴阳，调理失去平衡的阴阳之气，使之恢复平衡中和状态，这是中医治病的最重要 

的基本原理—— “理气”，即所谓病理、药理、中医医理，也是流传几千所的中国养生之理：理身、理神、理性、理 

心 、理中、理气。再如“理塞、理脉、肌理”，“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都是有关中国医学的理。

3. “理”之文艺美学义：理与“言”的对立和统一

在文艺美学方面，由于中国古人持“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文道一统”的艺术观，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

61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 1 7年 7 月

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自古读书作文必“多求理道”即文章的义理，文章言论必要阐释普遍皆宜的道理，有 

内容、有思想，理便是一个与“言”相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刘勰《刘子新论•审名》“言以绎理，理为言本；…… 

有理无言，则理不可明；……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11]，《崇学》篇 说 ：至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其理”，意思 

是说语言是用来表达道理的，道理是语言的概，但没有语言，道理也难以表达出来。葛洪也主张理依言备， 

“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八音谐而箫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辨。”《抱朴子•喻蔽》）主张通过有 

形有声的文辞、语言来阐明辨析事物的至理、规律。后人还颇多论述。晋陆机《文赋》“或辞害而理此，或言顺 

而义妨”，理此即理顺，于道理切近。《颜氏家训•文章》又有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 

肤 ，华丽为冠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线起》中有：起诗体制新奇，理致清膽”，理致即义理情致。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十六：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理意即道理和含义。明宋濂《故口 

峰先生朱府君墓志铭》中有：其学以圣贤为宗，其文以理气为主，其行以忠信为本”，理气为文章的义理与气 

势 。理趣—— 义理情趣，王闾运《湘绮楼论唐诗》道 ：右丞……《黄花川》《石门》等作 ，亦能得山水理趣。”“理 

窟”—— 义理的渊薮，谓富于才学”。《世说新语•文学》“张凭勃窣为理窟。”又指义理的奥妙，清黄宗羲《徵君 

沈耕岩墓志铭》“为文深人理窟而出之清真。”

4. “理”之文艺理论义：文论评价用语、说理议论的手法和体制、文章内容或词名方面的条理

理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评价尺度之一，并由此引申出现“理尚、理具、理鉴”一类词语，指人有辨明 

道理并能阐释义理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有才学、有识见，成为对人的才情气质的一种评价用语。

在古代文艺理论中“理”还指与叙事相区别的说理议论的手法、体制。宋姜夔《白石诗说》：乍叙事而间 

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理言即议论。唐李华《箫颖士文集•序》：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即近于论说体 

裁 。清袁玫《随园诗话》“或云‘诗无理语 '予谓不然。……何尝无理语？何等古妙？”理语即说理之言。刘勰 

《文心雕龙•论说》中：鄒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理至即说理周全之义。还有指“诗作中 

陷于说理而少情趣的现象”—— 理障，朱自清“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人理障中去”“通过叙事 

说理而体现的境界”—— 理境，王闾运《湘绮楼论唐诗》中有言：“陈张《感遇》诸 作 ，用单笔而运以理境，乃学 

嗣宗《咏怀》”等等。

理还有指文章内容或词名方面的条理主义，清王士稹《池北偶谈•谈艺三•时文诗故》中：时文虽无与 

诗故，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这意义至今仍鲜活地体现在今人的文论中，如“文理 、理路 、有条有理、 

顺理成章、文理通顺（文通理顺）”[12]，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中：他的文章理路清楚、例证确切，通俗易懂。”

以上粗浅的分析，未能面面俱到，但也可见汉族人“理”文化的建构大略及围绕“理”文化所产生的词语系 

统 、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端倪。

四 、“理 ”的 发 展 与 多 义 性 的 演 变 机 制

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对意义的变迁作逻辑分类是徒劳无益的，……发现意义变化的动力和条件是重 

要的。”理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变化，其动力、条件何在呢？

(一)词义的弹性机制

通过考察“理”的词义演变我们发现，“理”之所以会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发展，首先在于词义的弹性机制。 

语音的弹性机制小，词义不然，词义体现在用法中，对各种类似用法的概括就形成新的词义。《说文解字》中， 

理 、瑪 、琢三字都释为“治玉也”13]，为什么“瑪 、琢”都没有发展成如理一样庞大的词语系统和价值系统呢？ 

理的本义既指玉石的纹理又指循玉石纹理而治玉，这种不同于瑪、琢的独特的初始涵义，就为理的词义引申 

并发展成为哲学范畴和文化符号提供了可能性[14]，它本身的词义弹性机制强于瑪、琢 ，能够适应语言交际的 

需要而不断生成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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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人比附联想的文化心理

中国人特别喜欢在语言文字中做机械的比附联想的文化心理作用。“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化心 

理 ，对于联想的产生和腾飞方向起着潜在的然而也是重要的激发和引导作用。”5]梁漱溟曾说“中国人讲学 

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的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 

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16]“非论理”就是现在说的“非逻辑”，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几乎随处 

可见这种非逻辑的论说方式。比如上述理由一事一物之纹理条理推及万事万物的条理，由天地阴阳之理而 

引申为中医医理、人体脉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之说为其哲学核心构架来论“理”，都是没经过科学试验的 

验证、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比附联想穿凿的成分很多。

(三） 其他因素的推动作用

再次，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社会实践中对外界事物和主体自身认识的逐步深人， 

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交汇都是“理”概念得以丰富发展的因素[17]。

五 、结语

以上仅从历时的角度对“理”的词义引申进行探索，不难看出其引申类型综合了辐射式与链条式。综合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摸索出“理”的词义引申过程，“理”的语义地图大致如下：

图 1 “理”的语义地图

本文初步探索了“理”发展出丰富的词义系统、价值系统的动力和演变机制，仅仅对“理”进行了浅略的历 

时考察。“理”这个“点”与与道、气 、心 、性等其他“点 、线 、面”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并可找出相应的内 

在联系规律和机制。

注释：

( 1 ) 符号 “□ ”表 示 原 文 献 未 查 证 此 字 。

( ) 程 指 二 程 ，程 颢 、程 颐 ；朱 指 朱 熹 。

( ) 陆 指 陆 九 渊 ，王 指 王 守 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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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xical meaning of Li and Its,M ulti- meaning Evolvement Mechanism
X U  L i - L i

(N orm al Education D epartm ent ?Da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azhou 635001 ,China)
A bstract： Li has two parallel original m eanings： jade tex tu re and mould jade.T he evolution of meaning 

about Li beganfrom governance prison officers?followed by the m eaning of processing and im proving eve
rything and m aking them  sa tisfac to ry, to adding a restrictive m odifier before it to express the subtle dis
tinction .T he ways of the meaning extension come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g e n e ra l and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 t. The m eanings of Lihave m ultipl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atinclude the m eaning of
common expression, the m eaning of the general concept and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ym bols? of which the 
cultural sym bol m eaning contains the philosophical m eaning, the medical m eaning, the m eaning of aes
thetics of art and litera ture and the m eaning of litera ture and art theories. T he developm ent of Liand the
evolvement m echanism of its m ulti — m eaningsareprom ptedby the elastic m echanism of lexical m eaning, 
Chinese people^s com parison and association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other m ultiple factors.

Key words： L i; sem antic evo lu tion； m u lti- m eanings; causes of sem antic evolution
(实习编辑：王 崛 兴 责 任 校 对 ：金 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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