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 2022年第6期

语言文化

“义”与“意”构词异同辨别

□ 沈玉保

摘 要：在现代汉语中，“义”与“意”是同音语素，它们构成的词既有意义相异的，也有意义相近的，需要加

以对比和辨别。本文从“义”与“意”的造字理据出发，联系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然后

举主流媒体的用例，比较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义”与“意”从字源和造字理据上看，它们是相互区别的，但在语言

运用和演化过程中，它们产生了交集和近义关系。总之，“义”与“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是平行不相

交的。

关键词：“义”；“意”；构词异同；意义相异；意义相近

一、释“义”解“意”

“义”是“義”的简体字，“義”是会意字，从我，从羊。

“我”是兵器（一说是祭祀屠牲的刀），又表仪仗；“羊”表

祭牲。表仪仗的“我”、表祭牲的“羊”都与祭祀相关，而

祭祀是古代的大事，所以“義”关联重大层面，具有神圣

性、道德规范性。“义”是“仪”的古字，“义”的本义是：正

义，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从造字的理据来看，

“义”强调的是要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要具有积极意

义，关注的是国家、社会、集体、他人的权益，视角是对

外的，具有“社会性、客观性”的语义特征。“义”可以理

解为“事之宜”，所以，就有词语“见义勇为”“义无反顾”

“义不容辞”“侠肝义胆”“仗义执言”“义薄云天”，等等。

“意”也是会意字，从心从音，是心之音，是内心世

界的想法，本义是：心志，心意。从造字理据来说，“意”

与个人的思维和意识相关的，是人的内心活动方面的，

具有“个人性、主观性”的语义特征。

因此，可以说，“义”从集体角度出发，表达客观和

社会要求，关注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意”从个人角度

出发，表达主观愿望和追求，关注自身的内心。

因为“义”与“意”的区别，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成语：

断章取义、言简义丰、顾名思义、开宗明义，等等；言简

意赅、言不尽意、言不达意、意犹未尽，等等。前四个成

语中的“义”是“语义、含义”的意思，后四个成语中的

“意”是“意思、想法、看法”的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意”的解释：意 1yì①
心愿；意向：任～｜满～｜本～｜来～。②语言文字等

的意义：语～｜词不达～。③意料；料想：～外｜出其

不～。④思想；想法：立～｜创～。 ⑤（Yì）名姓。

意 2Yì名指意大利。

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来看，“义”与

“意”有较大区别，所以它们各自构成不同的词，如：语

义、义素、义项、释义、理性义、色彩义，等等；如：意味、

意思、意蕴、会意、真意，等等。前者是指语言本身的意

思，后者是指语言当中包含或隐含的意思。两者构词

有明显区别，正反映了“义”与“意”的不同。

二、“义”“意”与相同语素构成的词意义相异的

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释义来看，在现代

汉语中“义”与“意”都是构词语素，一般不能独立运用。

其中“义④”与“意 1②”的解释虽然很接近，只是前者比

后者语义要宽泛，却构成一系列意义相区别的同音

词。以下我们尝试辨析。

1.“实义”和“实意”

（1）佛经中的“呵呵”连用有时只是一种语气词，并

无实义，多见于偈颂、咒语中。（《光明日报》2018年 11

月16日）

（2）中国经验适合尼日利亚的发展需求。中国在

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学好中文肯定大有可为。（《人

民日报》2021年5月11日）

（3）在3月16日进行了活动加码升级，为用户传递

了自己的一份真心和实意。（东方网，2022年3月16日）

不难看出，“实义”与“实意”有明显区别，“实义”是

指字词具有的实在意义，跟虚化的意义相反；“实意”是

指实在的心意，跟“虚情假意”相反。

2.“新义”和“新意”

再通过实际用例对“新义”与“新意”二词进行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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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籍借助文字、图画、视频等多样形式被赋予

时代新义，正是一种创造性保护。（《人民日报》2022年

4月19日）

（5）戏曲在一次次充满新意的尝试中，赢得了更多

人的喜爱，展现着传统艺术的时代新义。（《人民日报》

2022年4月11日）

（6）把历史和诗穿插在一起进行教学，这样的课堂

无疑是很有新意和深度的。（中国青年网，2020年 7月

21日）

（7）多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倡议并无新意，只是

过去相关倡议的再包装，资金筹集面临较大困难，恐怕

又是一个“画大饼”之举。（新华网，2022年6月30日）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新义”与“新意”是有较

大区别的，前者是指新的意义、新的思想，是较为宏观

的；后者是指新的见解、新的想法、新的意境，是较为具

体的。两者不可以互相替换。

比较用例可以看出，“实义”、“新义”中的“义”是指

语素本身具有的语言意义或合宜的积极意义，带客观

性；而“实意”、“新意”中的“意”是指语言所表达、所体

现或所反映出来的意思，包括言内义和言外意，带主

观性。

3.“语义”和“语意”

（8）语义信息是指任何有含义的语言、文字、数据、

符号等提供的信息，也可以说，语义信息就是日常语言

所包含的信息。（人民网，2016年4月29日）

（9）在他看来，互联网发展带来语言交际发展，及

时消除代际差别、融入新的语义系统很有必要。（《解放

日报》2020年11月19日）

（10）两段歌词中的第一层次，“好一朵鲜花”语意

随便，难以琢磨；第二层次，“好一朵茉莉花”则语意稳

定，都是“好一朵”起赞在前……（《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年5月12日）

（11）网络文学的书写主要采用口语语体系统，有

着句式单纯、语意浅显、文体活泼等修辞特点，更多地

保留了口语交际现实语境的形象色彩和感性特点，能

够在读者快速阅读中形成生动活泼的审美体验。（《光

明日报》2022年4月27日）

比较上面的用例可以看到，“语义”就是语言文字

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主要是词语的意义；而“语意”则主

要是词语通过组合产生的意义，或蕴含的意义，是话语

表达出来的意义。

4.“本义”和“本意”

（12）“横”的本义是“阑木”，因为这个义项与“横”

字的形体相契合。“横”是一个形声字，“木”表示它的意

义类别，“黄”提示它的读音。（《光明日报》2022年 6月

19日）

（13）在此意义上，遏制过度包装，实际也有助于让

月饼、粽子等节日礼品，回归它的本意，让人情往来返

璞归真。（《光明日报》2022年5月30日）

（14）帮助其了解“暴走”的初衷和本意，引导其在

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去暴走，同时也可以考虑划定活

动区域和范围，控制人数，以不扰民、不扰乱社会秩序

为前提。（《工人日报》2017年8月23日）

（15）美可以追求，但健康才是本意，“身材可以关

注但不必过度，更不必焦虑，自然而然地做自己也是一

种美。”（《扬子晚报》2022年6月27日）

从以上用例来看，“本义”是字词本身能够追溯到

的最初意义，“本意”是表达者主观上本来的想法、

意思。

5.“表义”和“表意”

（16）相较于其他文体，古诗的一大特点就是短小

精悍，讲求用雅致凝练的语言实现抒情表义，含义深长

的同时又追求音韵协调，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人民

日报》2022年4月15日）

（17）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

（第一版）中，“喔”的注音是“o ㄛ 哦 阴平”（“o”为本词

典中使用的《拉丁化新文字北方话方案》中的单韵母代

表字母，“ㄛ”为注音字母，“哦”是示范汉字，“阴平”为

声调），表义为“1：鸡叫的声音；2：感叹词”。（《光明日

报》2022年1月9日）

（18）除凝聚人心、传情达意，战疫中的语言还发挥

准确表义的基本功能。（《人民日报》2020年3月20日）

（19）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几个难题，无论是哪种

民主政体形式，都可能存在误导的表意、被挟持的表意

和偏离科学合理的表意的状况。（《光明日报》2021年

12月15日）

（20）当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科技已不仅仅是手

段、工具、元素，其本身也承载起表意的作用、人文的温

度。（《人民日报》2022年3月3日）

“表义”是词语表达出来的意思，而“表意”是主体

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前者有客观性，后者有主观性。

6.“题义”和“题意”

（21）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当地村民脱贫致富，是和

君小镇的必备题义。（《经济日报》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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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他的《马一浮与国学》虽以题义名书，实际上

却是关于马先生的学术思想传论，既梳理传主的生平

志事，又探究其学术思想。（《光明日报》2020年 4月

20日）

（23）创作于 1973年的《雏鹰展翅》，用写实的手法

描绘年轻人学习舞剑的画面，英姿飒爽的少女摆出利

落的姿态，像一只羽毛渐丰的雏鹰呼应了题意。（人民

网，2022年2月23日）

（24）正因为“沉舟”这一联诗突然振起，一变前面

伤感低沉的情调，尾联便顺势而下，写道：“今日听君歌

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题意。

（中青在线，2021年7月26日）

（25）学会分析、理解题意，经过逻辑推理进行归纳

总结，把学生的生活经验课堂化，将抽象的数学转化为

有趣、生动，易于理解的事物……（东方网，2021年2月

23日）

比较以上用例可以看到，“题义”是题目的文字所

表达的意义，而“题意”是题目所蕴涵的意义。“题义”是

表层的，可以从字面直接推知；“题意”是内含的，需要

联系语境来理解。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和时代背景、

社会环境、人与物、所处场景等。

三、“义”“意”与相同语素构成的词意义相近的

“义”与“意”从字源和造字理据上看，它们是相互

区别的，但在语言运用和演化过程中，它们产生了交集

和近义关系。两者与相同语素构成的词当中有意义区

别较小的，大同中有小异，比较近年来报刊和网络的实

际用例，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情况。

1.“句义”与“句意”意义区别不明显

（26）继承传统古文经典的核心，是对文言文词汇

和句法、句义的理解。（《新华日报》2020年4月10日）

（27）“汇注”罗列各家“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

天文地理等考释”，从不同角度予以申说……（《人民日

报》2020年12月15日）

（28）在这类体式中，语录的意义是由语录句义、语

录涉及的对象和语录产生的语境结合起来形成的。

（《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

（29）然后通过神经网络，学习哪些词对于最后完

整表达句意的帮助更大，进而分配不同的权重。（《科技

日报》2020年7月23日）

（30）句意表达不准确，知识和信息不能有效传达，

读者的阅读目的便无法实现。（《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0年8月11日）

（31）“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出自唐太宗李世民所

作《晋宣帝总论》。黎元，亦作黎玄，古代指百姓民众。

句意是说，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光明日报》2021年6月10日）

从这几个用例来看，“句义”与“句意”都是指“句子

的意思、意义”。这两者没有明显区别，是被混用的。

2.“含义”（“涵义”）与“含意”相比

先看《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含”的解释：

含：hán 动 ①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

一口水｜～着橄榄。②藏在里面，包括在内；容纳：～

着眼泪｜这种梨～水分很多｜工龄满三十年以上（～

三十年）者均可申请。③带有某种意思、情感等，不完

全表露出来：～怒｜～羞｜～怨｜～而不露｜谈吐中

～着一种失落感。

再看《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含义”、“含意”

的解释：

含义：hányì 名（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深奥。

也作涵义。

含意：hányì 名（诗文、说话等）含有的意思：猜不

透她这话的～。

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所作的解释来看，“含

义”倾向于指字词句本体（本身）所具有的意思，是未进

入运用就具有的、静态的意义，非主观认识或附加的；

而“含意”则是运用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动态

的意义，有主观色彩或附加色彩。但从实际用例来看，

并没有完全把“含义”与“含意”区分开来使用，而是混

用的比较多。比如：

（32）一起学习冬奥新知识，你知道冬奥会奖牌“同

心”的含义吗？（中国青年网，2021年11月8日）

（33）他指出，学者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如不能对古

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就会落入

“语言陷阱”，误导研究结果。（《光明日报》2022年 4月

16日）

（34）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将专题发布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的典型案例，以便进一步准确把握司法解释条

文的含义，指导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司法解释。（新华网，

2021年3月4日）

（35）八经卦就像成熟的文字一样，每一卦都有它

的含意，每卦的义项《说卦》最早对其作了阐述。（《光明

日报》2021年9月6日）

（36）新加坡《联合早报》12日发表文章称，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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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恢复有含意的繁体字”，不是彻底的“废简复繁”，

只是做出“小修正”，看起来更易于接近实际。（中国新

闻网，2015年3月12日）

（37）“孝顺”一词有两方面的含意，即尽心奉养父

母和顺从老人意愿，两者不可偏废。（中国青年网，2013

年10月27日）

从实际用例来看，“含义”与“含意”没有明显区别，

大致是混用的。因为“含义”与“含意”的共同语素“含”

有“包含”的意思，是内在的，带主观性。因此，“含义”

与“含意”，还有“涵义”，是区别相当小的近义词。

下面看《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涵”与“涵义”

的解释：

涵：hán ①包含；包容 ～养｜海～。②指涵洞：桥

～（桥和涵洞）。

涵义：hányì 同“含义”。

（38）目前开展的工作普遍存在生态涵义不够明

确、健康涵义不够系统等问题……（人民网，2022年 2

月28日）

（39）赋予其更重要的政策涵义，探索通过便利化

的金融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中国经济网，

2022年4月1日）

（40）之后，黄老师又结合字形讲解了“争、足、信、

歪、臭”等字的涵义。（人民网·山东频道，2021年 12月

30日）

从这些实际用例来看，“含义”、“涵义”与“含意”的

区别不太明显，它们既指词句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又指

运用中的话语所产生的意思。“含义”与“涵义”是通用

的，两者相比，“涵义”更加书面化，使用频率要低。

3.“含义”、“含意”与词语组合举例

两者都可以与“会话”组合成“会话含义”、“会话含

意”，但没有“会话涵义”的组合。

“会话含义”与“会话含意”这两者是等义词，如下

面的例子中，既用“会话含义”，也用“会话含意”，不加

区分。

（41）特邀讲者就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安全、当

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会话含义

理解的神经科学基础等重要方向进行了深入剖析，并

对未来发展方向和挑战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环球网，

2018年7月30日）

（42）根据会话含意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一

般会话含义（generalized implicature）和特殊会话含义

（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环球网，2018年7月30日）

四、“义”与“意”之间的关系

要完全理解话语、文章，就需要在准确理解其中之

“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对“意”的正确理解。也就是

说，只有先理解了语言本身表达的“义”，然后才能进一

步理解其中含有的“意”。“意”需要联系语境、在运用中

加以理解，实现“因文定义”（王力先生语）。例如：

（43）今天好热呀！

从语言本身表达的“义”来看，是说“今天温度高”；

而从实际要表达的“意”来看，可能是要求“开空调降

温”，所以“义”与“意”是需要区别理解的。

然而，“义”与“意”又不是没有关联、不相容的，举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会意”的解释来看：

会意 1：huìyì 名 六书之一。会意是说字的整体的

意义由部分的意义合成，如“信”字。“人言为信”，“信”

字由“人”字和“言”字合成，表示人说的话有信用。

会意 2：huìyì动会心。

“会意”作为六书之一，是说一个字的字义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字会合而成的，其构成形式本来应该是

“会义”；而实际构成形式却是“会意”，这说明“义”与

“意”有可以通用之处，不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义”与“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是

平行不相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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