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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语的感情色彩及其修辞效果
∗

张　昕,尚春兰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摘　要]汉语的词汇意义一般分为理性义和色彩义,理性义是词的核心意义,色彩义是附

属义,主要包括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和形象色彩.词义的感情色彩是词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与词义具有融合、粘合等关系.词义的感情色彩有三分法和四分法.词语的感情色彩丰富

了词义的内涵,通过在具体语境和比拟、仿词、映衬、反语等多种修辞手法中的运用,提高了语

言的表达效果,彰显了词义感情色彩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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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人与人之间传

达信息、交流情感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

此,交谈或写作时要正确使用和理解词语的感情

色彩,即该用褒义词时用褒义词,该用贬义词时用

贬义词,要旗帜鲜明,不能模棱两可,或褒贬不当.
尽管词语的感情色彩是词的理性意义的附属成

分,但是,它有着自身的存在价值.词语的感情色

彩在运用中,不仅能够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也有利

于促进语义学、词汇学和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目前语言学界对于词语的感情色彩的研究尚

不够深入,看法也不够统一,笔者在此作一探讨.

　　一、词语的感情色彩与词义的关系

词语的感情色彩与词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

系,应该如何定位? 语言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主
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一)词语的感情色彩是词义的一部分

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认为,词语的感情

色彩是词义的一部分.他曾这样描述过:“一个词

出现在我们大脑中的时候,它不只是独立地具有

某一方面的意义,在每个词的概念义的周围经常

笼罩着某种感情氛围,并且这些感情时刻准备着

崭露头角.”[１](P２０８)国内的多数学者也赞同此种观

点.词语的感情色彩,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

过程中,把具体的某个词语运用于特定的场合,或
习惯于用某些词语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评价,久
而久之,词语的感情色彩就与词的理性义自然结

合成为一个整体.
(二)词语的感情色彩与词义的两种关系

词的理性义是整个词汇意义的核心,色彩义

只是在理性义的基础之上的补充和延伸.章炎认

为,词的理性义与色彩义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多种

关系,主要是融合关系和粘合关系.融合关系是

指一些词语的感情色彩是通过理性义表现出来

的,感情色彩义与理性义是一致的,二者结合成一

个意义融合体.[２]例如:“高尚”一词表示道德品质

高雅的人,或有意义、不庸俗,蕴含赞许的感情色

彩;“卑鄙”一词表示语言、品行恶劣,不道德,含有

抨击、贬斥的感情色彩.这两个词的理性义与感

情色彩义交织为一体,难分彼此.这类词还如“美
好、善良、伟大、憎恨、恶劣、渺小”等.粘合关系是

指一些词语既有理性义,又附带明显的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义粘合在理性义之上.[２]例如:“嘴脸”一
词,表示丑恶、猥琐的样子,附带厌恶的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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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表示同乡的人,带有亲切、喜爱的感情色

彩.这类词还如“园丁、母亲、小鬼、小孩儿、老婆

子、老头子”等.
(三)语言的感情色彩义与言语的感情色彩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是所有人共有

的.它以存储在每个人大脑中的全部印象的形式

存在,而且不被存储者的意志所左右.言语是个人

的也是临时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３](P４３－４４)

词语的感情色彩在人们的日常运用中通常有

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语言的感情色彩义.是指

词语不需要借助任何语境,在静态状况下所具有

的一种色彩意义.[４]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感情

色彩义.例如,“纯洁”一词,表示“纯粹清白,没有

污点,没有私心”,蕴含赞许的感情态度;“阴险”一
词表示“表面和善,背地里算计施诈不怀好意”,含
有贬斥的情感态度.此类还如“奋斗、优雅、坚强、
光明磊落、勾结、嘴脸、阴险、狼狈为奸”等.这些

词语本身具有鲜明的褒贬义,可以独立表达不同

的情感态度.第二种表现形式是言语的感情色彩

义.是指词语在动态的语境或上下文的制约下,
所具有的一种临时的色彩意义.实际上,语言中

的大部分词语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这些原本没有

感情色彩的词语用到一定的语境中,凭借上下文

的语义联系,就会产生一定的感情色彩,这样有助

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譬如:
(１)我看见蝗虫遮天蔽日,向农民争夺粮食.

(邹荻帆«乡音»)
“蝗虫”原本是指一种昆虫,没有任何感情色

彩,作者在这里用“蝗虫”比喻那些不劳而获的地

主,带上了明显的贬义色彩.
(２)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

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美的生活.(杨朔

«荔枝蜜»)
“酿”本来是中性词,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

但是,在具体语境中,表达出作者对蜜蜂勤奋,不
仅为自己寻找食物,也为人们提供甜蜜的蜂蜜,为
人类做出了贡献的强烈赞美和喜爱的色彩.

语言的感情色彩义是指,词语本身所固定下

来的、明确的意义,已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而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是指,词语在特定语境中被

赋予的临时意义,是通过各种修辞手段获得的.
只要离开具体的语境,感情色彩也会随之丢失.
当然,语言的感情色彩义与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有

一定联系,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相互转换.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作者临时赋予的词语的感

情色彩,可能为全社会人们所共同理解和运用,变
为词语本身所固有的感情色彩.相反,一些词语

长期不被使用或者消失,词语本身所具有的感情

色彩也会随之弱化或流失.语言和言语的感情色

彩义的发展和变化,丰富了词义的内涵,满足了人

们多种情感表达的需要.

　　二、词语的感情色彩及分类

感情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所体现出来

的一种态度或评价.[５](P５５)这种态度或评价带有一

定的感情色彩,如赞扬、肯定、贬斥、否定等.
那么,汉语中究竟哪些词语带有感情色彩?

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又是如何分类的呢?
(一)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

我们发现,汉语中一些常用词语、熟语等带有

感情色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１．一些常用词语明显带有感情色彩.这类词

的感情色彩直接附着在理性意义上,对理性意义

进行不加曲解的感情说明和描写.例如:“崇敬”,
其理性意义就是“尊敬”,感情色彩在于说明这种

“尊敬”是带着敬仰、钦佩的感情.又如“忠诚、幸
福、圣洁、慈祥、杰出、勤劳”等,均带有褒义的感情

色彩,称为褒义词;而“蛮横、虚伪、狡诈、残酷、卑
贱、下流”等,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称为贬义词.

２．部分熟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一些常用

的成语和惯用语,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例如,
“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赏心

悦目、见义勇为”等蕴含褒义的感情色彩;而“损人

利己、见利忘义、口是心非、阴谋诡计、两面三刀、
幸灾乐祸”等含有贬义的感情色彩.惯用语多来

自百姓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主要用于鞭挞社会

中的不良现象,因此多含贬义的感情色彩,如“耍
花招、墙 头 草、绊 脚 石、钻 空 子、吹 牛 皮、穿 小

鞋”等.

３．一些专有名词具有感情色彩.在历史进程

和社会变革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名人或重大事

件的词语,含有明显的褒贬色彩.如“马克思、毛
泽东、牛顿、贝多芬”,“文艺复兴、十月革命、香港

回归”,“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等为褒义词;与
之相反,在历史进程中起过消极作用,阻碍社会发

展进步的罪人就成为贬义词.如“希特勒、墨索里

尼、秦桧、四人帮”等.

４．一些词语带上词缀或重叠后赋予了感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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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一些词语带上后缀“儿”成为儿化词后,表示

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如“小孩儿、宝贝儿、脸蛋

儿、小嘴儿”等;而带中缀“里”的词语则多含有贬

义的色彩,如“毛里毛糙、糊里糊涂、流里流气、邋
里邋遢”等.部分单音节词重叠,可表示喜爱的褒

义色彩,如“甜甜的、美美的、圆圆的、白白的”等.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后,褒贬色彩会进一步增强,如
“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婆婆妈妈、勾勾搭搭”等.

５．部分带有颜色、数字、动物的词语附着了感

情色彩.在汉民族中,红色被认为是吉祥与喜庆的

象征.因此,由“红”构成的词语多含有褒义,如“红
心、红运、红娘、红利、红光满面”等;而提到黑色,人
们自然会联想到黑夜、黑暗、苦难等,给人一种压

抑、沉闷的感觉,因此,由“黑”构成的词语多具有贬

义,如“黑帮、黑客、黑心、黑名单、黑社会”等.
汉语对“二”这个数字似乎不那么偏爱,含有

“二”的词语多有贬义.如“二货、犯二、三心二意”
等.再有,汉民族自古以来不太喜欢狗、狼,由“狗”
“狼”构成的词语多含有贬义,如“走狗、癞皮狗、狗
腿子、狗仗人势、白眼狼、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等.
可见,词语的感情色彩与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当然,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原本不具有任

何感情色彩倾向的词语,也会产生褒贬色彩.
(二)词语的感情色彩的分类

关于词语的感情色彩的类型,有三分法和四

分法之说.

１．三分法.根据感情色彩的不同,许多语言

学家把词语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类.褒义词

是指,能够表达人们对人、事物、行为、性质的肯

定、表扬、喜爱、尊敬等感情和态度的词语.例如,
“勇敢、坚强、智慧、善良”等.贬义词是指,能够表

达人们对人、事物、行为、性质的否定、贬斥、厌恶、
鄙视等感情和态度的词语.例如,“侵略、狡猾、猥
琐、恶毒”等.中性词是指,没有褒贬色彩的词语,
如“苹果、松树、手套、山脉、结论”等.

２．四分法.随着对词语的感情色彩的进一步

研究,章炎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四分法”,即褒义

词、贬义词、中性词、褒贬词.[２]汉语中,有些词语

含有多个义项,不同义项的多义词代表不同的感

情色彩,这是由汉语一词多义现象决定的.例如:
(３)陛下奉承洪业,大开疆宇.(«后汉书袁

安传»
(４)李御史今早又参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

上司,虐害百姓.(曹雪芹«红楼梦»)

例(３)中的“奉承”为“继承”之意,带有赞许的

态度,是褒义词.例(４)中的“奉承”指通过讨好的

话来赢得别人的满意,带有贬斥的态度,是贬义词.
(５)他从小就是个坏蛋,要好好教育.
(６)你这个小坏蛋,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例(５)中的“坏蛋”指令人讨厌或品行不良之

人,带有贬义的色彩,例(６)中的“坏蛋”是一种昵

称,带有明显的喜爱色彩,是一个褒义词.
(７)这么精致的雕塑简直没治了.
(８)他这个人顽固不化,谁对他也没治.
例(７)中的“没治”指人或事物好到极点,含有

褒义色彩.例(８)中的“没治”则指情况坏得无法

挽救,带有贬义色彩.
这类词还如“天真、东西、风流、小姐、聪明、花

枝招展、移花接木”等.这类褒贬词,在进入具体

语境之前,其词义是不稳定的、不确指的,既可能

是褒义词,也可能是贬义词.当它进入动态的语

境中,词义就变为确指的、清晰的,就会具体地表

现为褒义词或贬义词.因此,我们称它们为条件

褒义词或条件贬义词.[２]它们与褒义词和贬义词

有所不同.褒义词和贬义词的感情色彩是稳固

的,在静态的情况下,也具有鲜明的褒贬色彩;而
条件褒义词和条件贬义词明显受具体语境的影

响,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可分辨出褒贬义.
人类的感情是十分丰富、细腻的,把词语的感

情色彩仅概括为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褒贬词

四类,实际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从感情色彩所表

达的喜怒哀乐等具体意义做进一步的细分,如褒

扬、赞许、尊敬、贬斥、厌恶、嘲讽等.而且,汉语中

的一些词语并非仅有一种感情色彩,它们的感情

色彩都是比较复杂的.例如:
(９)王阿姨是一名会计,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在业余时间还多次出国进修,敬业的精神感染了

身边的每一位同事.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孝敬

老人的好媳妇,对待自己的婆婆就像亲妈一样,婆
媳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句中的“认真负责”“敬业”“孝敬”都是褒义

词,不仅体现了对王阿姨敬业精神的褒扬和肯定,
同时也对王阿姨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给予赞美.

不论是传统的“三分法”,还是之后的“四分

法”,虽有一定道理,却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多种情

感表达的需要.客观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对

客观对象的态度和感受,也是丰富多彩的,绝不是

三四种感情就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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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词语的感情色彩在修辞中的运用效果

词语的感情色彩在修辞中有着重要作用.准

确恰当地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可以使表达

的情感爱憎分明,突出强调事物的特征,产生鲜明

而强烈的艺术效果.主要通过以下几种修辞方式

表现出来.
(一)具体语境下的感情程度得以加强

一般情况下,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基本保持

原来的感情色彩和使用范围.这时,词语的感情

色彩与具体语境相适应,在具体语境下,可以从正

面直接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态度.例如:
(１０)这个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头脑又聪明,在

学校一直名列前茅,除此之外,她还乐于助人,有
着一颗淳朴的心.

(１１)小明做事太鲁莽了,总是把事情搞得一

塌糊涂,给大家造成许多麻烦.
例(１０)用“眉清目秀”“聪明”“名列前茅”“乐

于助人”“淳朴”一系列褒义词,对这位姑娘进行赞

扬和肯定,给人留下一种好的印象.例(１１)用“鲁
莽”“一塌糊涂”对小明进行评价,意在强调小明做

事不认真,带有否定的情感.
词语的感情色彩在语言中是相对稳定的,但

是,在言语中就会发生变化.在具体的语境下,抽
象的词义会变得更为具体,产生明确的爱憎对象,
其感情程度也会因为有了具体的表达对象而有所

加强.这种作用也影响到词语的感情色彩,使它

们在常规运用中也有程度强弱之别.例如:
(１２)白杨树伟岸挺拔,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

雪,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坚强,从不动摇.
作者选用“伟岸挺拔”“坚强”等带有肯定态度

的词语,来赞美白杨树的高贵品质,具有很强的感

染力.与此相反,如果词语的感情色彩在具体的

语境中指代不明确,其感情表达就会弱化许多.
例如:

(１３)有一位老人七十多岁了,走起路来特别

快,真是健步如飞啊,舞蹈动作还是那么的精准,
看上去依然精神焕发.

“健步如飞”“精准”“精神焕发”都是褒义词,
表明这位老人的精神状态很好.由于此句中的

“一位老人”是泛指,而未明确地指明是赵老还是

李老等,所以依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指称,这样表

达其感情会有所弱化,色彩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二)比拟中的感情色彩风趣而丰富

把本应该用于表达人的感情色彩的词语转用

于其他事物,使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改变其原来

的使用范围,从而产生独特的修辞效果.这是感

情色彩词语在表达中的“错位”现象.这样运用增

强了文章的幽默感和趣味性,同时,也使事物的情

感变得丰富而复杂.例如:
(１４)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

粒米大的新芽.(鲁迅«药»)
“吐”是指使东西从口里出来,比如,“吐痰”,一

般用于人,作者在这里用“吐”来表现杨柳发芽,赋
予杨柳以人的情感,增添了趣味性,具有褒义色彩.

(１５)分析狼的哲学,似乎一条是“欺软怕硬”,
一条就是“以多取胜”.(谭郑杰«会吃人的动物»)

“欺软怕硬”本是用于人的贬义词,用于狼后,
丰富了狼的情感.

(三)仿词中的感情色彩新奇而不俗

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造出新的词语,使新词

语在形式上和被仿词语有近似的特点,内容上富

有新意,还增添了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１６)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

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哉,据说还可以“救
国”哩.(鲁迅«这个与那个»)

“狭人”是仿“阔人”而造的新词语,本无所谓

褒贬,但在此处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表达了作

者对“一群狭人”的嘲讽和厌恶.
(１７)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

的话都讲不出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

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反对

党八股»)
“小众化”是仿“大众化”而造的词语,表达了

作者对此类人的批评与讽刺,赋予其贬义的色彩.
(四)映衬中的感情色彩鲜明而突出

利用同主体事物相似或相关、相反或相异的事

物来作陪衬,在互相衬托中,相得益彰,同时增添了

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达到了更好的表达效果.
(１８)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淌在怪石突兀的河床

上,闪动着粼粼波光.春妞儿高兴起来.(张一弓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粼粼波光”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没有什

么明显的感情色彩,但在此处衬托了“春妞儿”“高
兴”的心情,从而产生了喜爱、美好等褒义的色彩.

(１９)淫雨淅淅沥沥地没有个完,工地泥泞难

行.父亲望着窗外的雨,心情烦乱.(方方«祖父

在父亲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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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雨”是南方的一种自然现象,本没有什么

感情色彩,此处却映衬了“父亲”“烦乱”的心情,因
而产生了贬义的色彩.

(五)反语中的感情色彩曲折而新颖

语言中词语的感情色彩更多地是由语境赋予

的,因此,即便是具有明显褒贬义的词语,在使用

中感情色彩也会被临时改变,或褒词贬用,或贬词

褒用,就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此时表达的已

不是单一的感情,而是几种交织在一起的较为复

杂的情感态度,使感情更加曲折丰富.例如:
(２０)我真“恨”这月牙弯,不光是相见恨晚!

我“恨”这月牙弯的滩,恨她这如诗如画的名,恨她

那勾魂夺魄的美,恨她这隔绝了尘世的喧嚣的宁

静.(叶文玲«痴问月牙弯»)
“恨”本来是指心怀仇怨,带有消极否定的情

绪,但是,在这里贬词褒用,表达的是“爱”,使表达

更加风趣.
(２１)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

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高尔基«海燕»)
“高傲”本来指看不起别人,自以为了不起,骄

傲的样子,带有贬义色彩.在此处,作者给“高傲”
赋予了新的含义,是指海燕飞翔时无畏的战斗精

神,同时,也隐喻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英勇气

概,转为褒义.
(六)误用

误用是指说话人没有准确把握词语的感情色

彩,在该用褒义词时用了贬义词,或该用贬义词时

却用了褒义词.这种情况也称为褒贬不当.由于

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情感与具体的语境不相适应,
因此,就会影响表达效果,甚至造成误解或者是非

颠倒.例如:
(２２)现在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所以政府煽动

一个家里一个孩子.
“煽动”是指鼓励他人做坏事,带有贬义色彩,

后面多跟一些消极词语.在这里,政府的政策对

于人口过快增长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应该选用

带有褒义色彩的“号召”.
(２３)某公司各部门之间由于缺乏勾通,结果

导致整个公司破产.
“勾通”是指恶意暗中串通,是一个贬义词.

这句话中并不需要表达这种感情色彩,应该选用

表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沟通”.
(２４)不法商家通过制造贩假等各种手段谋取

的暴利,每年可达几百亿人民币.
“谋取”是指通过谋划取得,是一个中性词.

在此例中表达的意思是不法商人非法获取利益,
带有贬义倾向,应该选用贬义词“牟取”.

可见,词语的感情色彩的运用模式是丰富多

彩的,它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修辞

中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如果词语的感情色彩与

具体语境不搭配,或褒贬不当,则容易引起误解,
甚至会影响表达效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随

着语用学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信息时代发展的

需要,对词语感情色彩的研究,愈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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