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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互文类型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目前偏向篇章的西方互文性理论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而偏向词、短语和句子的中 国 传

统互文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其实，中国传统互文理论中的互文类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通过对传统

互文进行重新定义和形式化标记，结合现代汉 语 和 古 代 汉 语 各 种 语 料 进 行 穷 尽 性 分 析，可 以 发 现 汉 语 至

少存在２２种不同类型的互文现象，不仅包括语义的互渗，还包括语义的激发、删除以及多层次的互文。

［关键词］互文类型；对举结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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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ｓ″Ｚｈｅｎｇ　ｉｓ　ｂ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ｉｓ　ｂｌ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ｆ，″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Ｙ２Ｘ２（Ｚｈｅｎｇ（Ｘ１）ｚｈａｏ（Ｘ２）ｃｏｎｇ
（Ｙ２），Ｓｏｎｇ（Ｙ１）ｌｏｎｇ（Ｙ２）ｍａｎｇ（Ｘ２））．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ｏｎｇ（Ｙ２）″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Ｙ２）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　ｉｓ″ｍａｎｇ（Ｘ２）″ａｎｄ　ｚｈａｏ（Ｘ２）．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４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１８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ｅｎ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ｐｏｏｌ；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ｉ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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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互文理论的现状与困境

“互文”在当今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一般认为来自西方，但这不确切，中国传统

训诂理论早就有互文的概念。相对西方互文只关注篇章层面，中国传统互文更注意词语结构的种

种变化。在中国最早的训诂学中，互文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就是“两个相对独

立的语言结构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１］３９，或者“在结构相同

或相似的上下文中，上文里隐含着下文里出现的词语，下文里隐含着上文里出现的词语，参互成文，
合而见义”［２］２８０，即古人在著书时，会在上下文中各省去一部分有关词语，互相包含、互为补充。而

今人在理解古人著作时，应该对上下文中有关词语进行互换，补足省去词语的含义，这样才能准确

把握古人著作的精神实质。顾炎武在《日知录·说卦杂卦互文》中也指出：“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

之者，有举隅而反三者。”［３］１３０意思是古人在创作文章的时候常常举一反三，言不尽意。近代，随着

西方修辞学的引入，“互文”又成了中国修辞学中的一个辞格、写作学中的一种技巧，它要求两个语

言结构间结构形式上有对称性，意义内容上有互补性。显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互文可以使文句

简练对称，音节铿锵和谐，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中国互文类型从句子结构上而言，有短语互文，如：“奇山异水”；有当句互文，如：“秦时明月汉

时关”（王昌龄《出塞》）；有对句互文，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乐府诗集·木兰诗》）；有鼎足

互文，如：“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有多句互文，如：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孔雀东南飞》）。

胡范铸从语义补充上对互文现象进行了形式化分类，他提出互文有：“Ａ等于Ｂ，Ｂ等于Ａ”；“Ａ
句等于Ａ＋Ｂ，Ｂ句也等于Ａ＋Ｂ”；“Ａ不等于Ａ却应解作Ｂ，Ｂ不等于Ｂ却应解作Ａ”；“Ａ等于Ａ＋Ｂ，

Ｂ句却只等于Ｂ”；“Ａ等于Ａ＋与Ｂ相关者，Ｂ等于Ｂ＋与Ａ相关者”；“Ａ等于Ａ＋对Ｂ的否定，

Ｂ等于Ｂ＋对Ａ的否定”六种类型［４］２６８－２７０。
可知，前人分别在修辞效果 和 互 文 类 型 上 将 中 国 传 统 互 文 理 论 大 大 推 进 了。然 而，如 果 我

们在中国知网中把“互文”作为关键词搜索，却会发现近几 年 和“互 文”相 关 的 文 章 大 部 分 都 立 足

于西方互文性理论，也就是说中 国 传 统 互 文 理 论 发 展 似 乎 停 滞 了。究 其 原 因，西 方 互 文 性 理 论

由于重视语篇分析，可以和电影、新闻、文学、广告等语 言 生 活 各 个 领 域 的 研 究 对 象 结 合 起 来，从

而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生命力。而中 国 传 统 互 文 理 论 由 于 偏 重 词、短 语、句 子 层 面，
似乎无法被其他学科借鉴，从而 日 渐 式 微。那 么，中 国 传 统 互 文 理 论 真 的 就 不 能 和 其 他 学 科 整

合起来吗？它该如何突破自身瓶颈获得可能的 发 展？笔 者 认 为，中 国 传 统 互 文 理 论 可 能 存 在 如

下拓展方向：首先和现代语言学结合起来，最 大 可 能 地 找 到 各 种 互 文 类 型，然后考察这些互文类

型中的各种信息组织形式，以及人们大脑如何对这些信息组织形式进行心理感知，从而通过将“互

文”和信息学、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相结合，推进中国传统互文理论的发展。显然，这个拓展方向是

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研究，而限于文章篇幅和研究进程，本文将集中讨论第一步：通过符号标记对互

文类型进行穷尽性分析。

二、“互文”概念的重新定义和研究工具的说明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互文最初是为训诂等实用目的服务的，随后又被修辞学借鉴而成为一个修

辞格。然而现今训诂学地位已从古代的显学走向式微，修辞学科为获得自身发展，也在艰难地探索

转型的方向，而策略之一就是希望借助目前影响相对强大的现代语言学学科，把修辞学和语法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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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壁垒逐渐打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互文理论要有所前进，就不能在训诂学学术体系下

定义，也不能在修辞格的理论体系下定义，而应该引进现代语言学体系和概念，在语法、语义、语用

等学术概念中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义。由于中国传统互文强调结构相同或者相似，因此，“对举结

构”这个语法概念和中国传统互文这个修辞概念具有天然的联系。基于此，本文倾向于把中国传统

互文限制在偏向词、词组、句子层面的对举结构，以便与国内学界喜好用西方互文性理论讨论篇章

的传统区别开来。为便于研究，我们首先提出自己的互文定义，对互文现象进行如下限定：前后语

言单位彼此渗透、激发甚至省略才能表达完整语义的对举结构。
和前人相比，这个定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互文研究对象范围局限于和词、词组、单句、复句相关的对举结构，排除来源于西方互文的

语篇层次。
（２）由于本文强调在对举结构中理解互文，所以有必要对“对举结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曾从

原型范畴概念考察了学界对对举结构的认识，发现对举结构不仅包括“你一言，我一语”之类的典型

句式，还包括“东犬西吠”之类的非典型句式，由此对对举结构进行了重新定义：“两个或者多个语言

单位，字数相同或者相近，结构相同或者相近，语义相同、相近，相关或者相反，外在或者内在形式彼

此对称的结构。”①而本文正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展开互文研究的。
（３）虽然本文互文类型局限于对举结构，但可以指互文之前形式、语义对称的对举结构，也可以

指互文之前形式、语义并不对称，互文之后才形式、语义对称的对举结构，比如“诞置之寒冰，鸟覆翼

之”（《诗经·大雅·生民》）属于互文现象，即如《孔疏》所说：“经因鸟有二翼，互其文以见此义耳。”
“鸟覆翼”并不是对举结构，但互文后变成了对举结构，正如《毛传》所补全的句子“大鸟来，一翼覆

之，一翼藉之”，“一翼覆之”和“一翼藉之”对举。
（４）互文不仅仅包括语义上的彼此渗透，还包括语义上的彼此激发和省略。比如：“秦时明月汉

时关”互文后变成“秦时的明月和关，汉时的明月和关”，该互文是由前后单位彼此渗透而形成的。
然而“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互文后变成：“不闻夏殷周衰，中自诛妺（喜）褒（姒）妲（己）”，其中

“周”、“妹”并不是由语言单位中的成分渗透进来的，而是由语言单位中的成分激发出来的。再如

“没大没小”是个对举结构，但其意思只有“没大”，“没小”的意思在对举结构中被省略了。
为了更好地分析对举结构中的互文现象，下面来介绍本文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语料：

首先，我们要区分“对举结构”和“对举单位”这两个概念。对举结构中彼此对举的两个或者多

个语言单位，我们将其命名为“对举单位”，“对举单位”经过对举后成为“对举结构”。比如：“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是对举结构，而“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则是两个对举单位。

其次，我们把对举结构分解并将其形式标记化，以此作为研究工具。为方便行文，这里列举并

解释文中出现的标记符号和概念：

Ｘ、Ｙ、Ｚ：表示一个对举结构中的不同对举单位。

Ｘ：加下划线表示对“Ｘ”的否定。

Ｘ：表示和“Ｘ”相关的成分。

＊Ｘ１Ｘ２：＊表示Ｘ１Ｘ２非法。
“补”：表示把语料经过互文理解后的内容补充出来。
“译”：表示把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

当对举结构分成两个 对 举 单 位，而 对 举 单 位 又 分 解 成 两 个 成 分 时，我 们 将 其 标 记 为Ｘ１、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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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Ｙ２。比如“前仰后合”可以分解成四部分：“前（Ｘ１）”、“仰（Ｘ２）”，“后（Ｙ１）”、“合（Ｙ２）”，“前仰”和

“后合”对举，我们就可以说“Ｘ１Ｘ２”和“Ｙ１Ｙ２”对举。

当对举结构分成两个对举单位，而对举单位又分解成三个成分时，我们将它们标记为Ｘ１、Ｘ２、

Ｘ３，Ｙ１、Ｙ２、Ｙ３。比如“战城南，死郭北”就可以分解成六个部分“战（Ｘ１）”、“城（Ｘ２）”、“南（Ｘ３）”，“死

（Ｙ１）”、“郭（Ｙ２）”、“北（Ｙ３）”，“战城南”和“死郭北”对举，我们可以说“Ｘ１Ｘ２Ｘ３”和“Ｙ１Ｙ２Ｙ３”对举。

另外，为了标记清晰，对于对举单位中划分出的三个成分Ｘ１、Ｘ２、Ｘ３，我们将会在语言单位中用不同

的下标线标出，比如：“


明月别枝惊鹊
獉獉

”。

当对举结构分成三个对举单位，而对举单位又分解成两个成分时，我们将它们标记为Ｘ１、Ｘ２，

Ｙ１、Ｙ２，Ｚ１、Ｚ２。比如“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就可以分解为六个部分“绿 野（Ｘ１）”、“风 烟

（Ｘ２）”，“平泉（Ｙ１）”、“草木（Ｙ２）”，“东山（Ｚ１）”、“歌酒（Ｚ２）”，“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对举，我们可以说“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Ｚ１Ｚ２”对举。

最后，由于一方面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非截然对立，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由互文而形成

的汉语语料层出不穷，所以本文语料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汉语，也包括现代汉语，即汉语中出现过的

所有互文现象。

三、汉语互文类型的扩展

由于对互文进行了重新定义和使用了形式化的研究工具，我们就有可能对汉语语料进行穷尽

性的分析，从而将互文类型大大扩展。根据语料，我们总结出了２２种互文类型：

１．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Ｘ２Ｙ２
此种类型的意思是Ｘ１Ｘ２句互文后等于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Ｙ２句也等于Ｙ１Ｘ２Ｙ２，即Ｙ２位置上的语义

信息渗入Ｘ中去，同时Ｘ２位置上的语义信息渗入Ｙ中去，其类型可以简化成“Ｘ１Ｙ１Ｘ２Ｙ２”。这种

互文类型根据Ｘ２和Ｙ２的词性是否相同，又分成以下两种：

第一，Ｘ２和Ｙ２词性一致。古代汉语文本中有大量此种互文类型，比如：

（１）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

在本句中，“秦时（Ｘ１）明月（Ｘ２）”和“汉时（Ｙ１）关（Ｙ２）”对举，互文后变成“秦时明月和关（Ｘ１Ｘ２
Ｙ２），汉时明月和关（Ｙ１Ｘ２Ｙ２）”①。该句可进一步简化为“秦汉时的明月和关（Ｘ１Ｙ１Ｘ２Ｙ２）”。又如：

ｂ．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白居易《琵琶行》）（补：主人下马在船，客人下马
在船。）

ｃ．陵阳佳地昔年游，谢朓青山李白楼。（陆龟蒙《怀宛陵旧游》）（补：谢朓青山和楼，李白青
山和楼。）

此外，非常多的四字对举短语属于这种互文类型，比如：燕舞莺啼、志同道合、改头换面、鬼使神

差、龙飞凤舞、珠联璧合、花红柳绿、尊师重道、招贤纳士、斩头去尾、追亡逐北、震天动地、痴心妄想、
赤手空拳、鸿商富贾、殊勋异绩、忠心赤胆、高瞻远瞩、朝思暮想、南征北战、醉生梦死。

第二，Ｘ２、Ｙ２词性不一致。

（２）ａ．东犬
獉
西吠
獉
，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归有光《项脊轩志》）

在本句中，“东（Ｘ１）犬（Ｘ２）”和“西（Ｙ１）吠（Ｙ２）”对举，互文后变成“东犬吠（Ｘ１Ｘ２Ｙ２），西犬 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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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Ｘ２Ｙ２）”。“犬”和“吠”是主谓关系。又如：

ｂ．浴兰汤
獉獉

兮沐芳
獉
，华彩衣兮若英。（屈原《九歌·云中君》）（译：沐浴芬芳的兰汤。）

“芳”和“兰汤”是定中关系。

ｃ．齐魏徭戍
獉獉

，荆韩召募
獉獉

。（李华《吊古战场文》）（译：齐、魏、荆（楚）、韩等战国时期君王为徭
役守边而招募兵员。）

“徭戍”和“召募”是状中关系。

ｄ．伐无道
獉獉

，诛暴秦
獉獉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译：讨伐残暴无道的秦国。）

“无道”和“暴秦”是定中关系。

ｅ．总把新桃
獉
换旧符

獉
。（王安石《元日》）（译：总把新桃符换旧桃符。）

“桃”与“符”拼合起来才可理解。

ｆ．百里不同风
獉
，千里不同俗

獉
。（译：各地“风俗”不同。）

“风”、“俗”拼合起来才可理解。

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獉
浓抹
獉
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译：淡的、浓的抹妆都

可以。）

“妆”和“抹”之间是动宾关系。

ｈ．鼎黄
獉
耳，金
獉
铉，利贞。（《周易·鼎·六五》）（译：大鼎的耳是黄金（铜）做的，铉也是黄金

（铜）做的。）

“黄”和“金”是定中关系。
现代汉语中“有Ｘ有Ｙ”结构的部分短语也存在这种类型的互文，比如：有头有绪，即有头绪；

有根有据，即有根据；有条有理，即有条理；有滋有味，即有滋味。

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Ｙ２，Ｙ１Ｘ２
这种互文类型实际就是我们常说的“交错”修辞手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泉香酒洌”，其中“泉

（Ｘ１）香（Ｘ２）”和“酒（Ｙ１）洌（Ｙ２）”对举，王力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泉香而酒洌”应互文理解为“泉洌

（Ｘ１Ｙ２）而酒香（Ｙ１Ｘ２）”。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心折骨惊”（江淹《别赋》）、“心游目想”（萧统《昭明

文选》）、“吃衣着饭”（苏轼《东坡志林》）、“漱石枕流”（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生民扰事”（苏

轼《教战守策》）。
还有非四字短语的诗句：

（３）或有孤臣危
獉
涕，孽子坠

獉
心。（江淹《恨赋》）（补：或有孤臣坠涕，孽子危心。）

３．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ＸＹ１Ｙ２
这种类型是指Ｘ１Ｘ２等于Ｘ１Ｘ２＋与Ｙ１或Ｙ２相关者，Ｙ１Ｙ２等于Ｙ１Ｙ２＋与Ｘ１或Ｘ２相关者。这

种互文类型最典型的 例 子 就 是：“不 闻 夏 殷 衰，中 自 诛 褒 妲”，其 中“夏（Ｘ１）殷（Ｘ２）”、“褒（Ｙ１）妲

（Ｙ２）”对举，该句互文后意思变成：“不闻夏殷周（Ｘ１Ｘ２Ｙ）衰，中自诛妺喜、褒姒、妲己（ＸＹ１Ｙ２）”。

前一个对举单位补充了和“褒姒（Ｙ１）”相关的“周朝（Ｙ）”，后一个对举单位补充了与“夏朝（Ｘ１）”相

关的“妺喜（Ｘ）”。

４．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２
杜牧《泊秦淮》“烟 笼 寒 水 月 笼 沙”属 于 此 种 互 文，其 中“烟（Ｘ１）笼 寒 水（Ｘ２）”和“月（Ｙ１）笼 沙

（Ｙ２）”对举。由于河水才会冒水汽，沙子不会冒水汽，所以全句互文为“烟笼寒水（Ｘ１Ｘ２），月笼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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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Ｙ１Ｙ２Ｘ２）”。

５．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Ｙ２Ｘ２
这种类型的意思是Ｘ１Ｘ２等于Ｘ１Ｘ２＋对Ｙ２的否定，Ｙ１Ｙ２等于Ｙ１Ｙ２＋对Ｘ２的否定。这种类型

古代汉语文本例子如下：

（４）ａ．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
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

本句“养备（Ｘ１）而动时（Ｘ２）”和“养略（Ｙ１）而动罕（Ｙ２）”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养备而动时且

动多（Ｘ１Ｘ２Ｙ２），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且动不时（Ｙ１Ｙ２Ｘ２），则天不能使之全”。又如：

ｂ．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周易·大壮·九三》）（补：小人用壮，不用罔；君子用罔，不
用壮。）

ｃ．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左传·宣公十四年》）
（补：郑昭聪宋盲聋。）

ｄ．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荀子·王霸》）（补：国危则无乐君、无乐民，国安则无
忧民、无忧君。）

ｅ．晋，昼也；明夷，诛也。（《杂卦传》）（补：晋，昼也，赏也；明夷，晦也，诛也。）

ｆ．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易坤卦象传》）（补：西南得朋，乃与类行，
乃终无庆；东北丧朋，不与类行，乃终有庆。）

ｇ．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诗经·小雅·大东》）（译：东人之子专任
劳苦之事，得不到慰问，衣服破旧；西人之子却生活安逸，衣服华丽。）

６．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
“爱Ａ不Ａ”（爱理不理、爱玩不玩）属于此种互文类型。俞敦雨认为 “爱（Ｘ１）Ａ（Ｘ２）不（Ｙ１）Ａ

（Ｙ２）”互文后可以理解为“爱Ａ，就Ａ（Ｘ１Ｘ２Ｙ１Ｙ２）；不爱Ａ，就不Ａ（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５］９，显然“爱（Ｘ１）

Ａ（Ｘ２）”和“不（Ｙ１）Ａ（Ｙ２）”是两个对举单位，“爱Ａ（Ｘ１Ｘ２）”中省略了与“不Ａ（Ｙ１Ｙ２）”相反的内容

“就Ａ（Ｙ１Ｙ２）”，“不Ａ（Ｙ１Ｙ２）”亦省略了与“爱Ａ（Ｘ１Ｘ２）”相反的内容 “不爱Ａ（Ｘ１Ｘ２）”。

７．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Ｘ２Ｙ２Ｙ２，Ｙ１Ｘ２Ｘ２Ｙ２Ｙ２
这种类型的意思是Ｘ１Ｘ２等于Ｘ１Ｘ２＋对Ｘ２的否定＋对Ｙ２的否定＋Ｙ２，Ｙ１Ｙ２等于Ｙ１＋Ｘ２＋对

Ｘ２的否定＋对Ｙ２ 的否定＋Ｙ２。如：前仰后合，“前仰（Ｘ１Ｘ２）”和“后合（Ｙ１Ｙ２）”对举，互文后为“前

仰俯张合（Ｘ１Ｘ２Ｘ２Ｙ２Ｙ２），后仰俯张合（Ｙ１Ｘ２Ｘ２Ｙ２Ｙ２）”，进而引申出字典的解释：身体前后晃动。

８．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Ｙ２Ｙ３———Ｘ１Ｘ２Ｙ２Ｘ３Ｙ３，Ｙ１Ｘ２Ｙ２Ｘ３Ｙ３
这个模式翻译后可压缩成：Ｘ１Ｙ１Ｘ２Ｙ２Ｘ３Ｙ３。比如：

（５）ａ．


将军百战死
獉
，


壮士十年归

獉
。（《木兰诗》）（译：将军和壮士十年间经过百战或死或归。）

ｂ．


东西植松柏
獉獉

，


左右种梧桐
獉獉

；枝枝相复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译：东西左右都
种植了松柏和梧桐。）

ｃ．


子建援牍如口诵
獉獉獉

，


仲宣举笔如宿构
獉獉獉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译：子建、仲宣援牍举笔
如口诵如宿构。）

９．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Ｚ１Ｚ２———Ｘ１Ｘ２Ｙ２Ｚ２，Ｙ１Ｘ２Ｙ２Ｚ２，Ｚ１Ｘ２Ｙ２Ｚ２
此类型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对举单位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经翻译后可压缩为：Ｘ１Ｙ１Ｚ１Ｘ２Ｙ２Ｚ２。

比如：

（６）ａ．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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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中“绿野（Ｘ１）风烟（Ｘ２）”、“平泉（Ｙ１）草木（Ｙ２）”、“东山（Ｚ１）歌酒（Ｚ２）”对举，互文后意思变

成“绿野风烟草木歌酒（Ｘ１Ｘ２Ｙ２Ｚ２），平泉风烟草木歌酒（Ｙ１Ｘ２Ｙ２Ｚ２），东山风烟草木歌酒（Ｚ１Ｘ２Ｙ２
Ｚ２）”，再进一步压缩后意思是“绿野、平泉、东山的风烟、草木、歌酒（Ｘ１Ｙ１Ｚ１Ｘ２Ｙ２Ｚ２）”。又如：

ｂ．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刘辰翁《柳梢青·春感》）（译：辇下、山中、海上的风
光、岁月和心情。）

ｃ．诗成鬼神愁，落笔龙蛇走，才展山川秀。（大食惟寅《［双调］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
（译：先生施展才情，落笔成诗，凄楚处令鬼神忧愁，欢欣处令龙蛇飞舞，秀媚处山川似锦。）

此类例子还有：“（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

思》）“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杜牧《阿房宫赋》）

１０．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或者Ｘ１Ｙ２，Ｙ１Ｘ２

（７）ａ．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孔雀东南飞》）

本句“左手（Ｘ１）持刀尺（Ｘ２）”与“右手（Ｙ１）执绫罗（Ｙ２）”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左手持刀尺，右
手执绫罗（Ｘ１Ｘ２，Ｙ１Ｙ２）”，或“右手持刀尺，左手执绫罗（Ｘ１Ｙ２，Ｙ１Ｘ２）”。

ｂ．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庄子·秋水》）（补：非愚则诬或非诬则愚。）

１１．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Ｙ２Ｙ３———Ｘ１Ｘ２Ｘ３，Ｙ２Ｘ３；Ｙ１Ｘ２Ｙ３，Ｙ２Ｙ３

（８）


花径不曾缘客扫
獉
，


蓬门今始为君开

獉
。（杜甫《客至》）

本句“花径（Ｘ１）不曾缘客（Ｘ２）扫（Ｘ３）”和“蓬门（Ｙ１）今始为君（Ｙ２）开（Ｙ３）”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

“花径不曾缘客扫（Ｘ１Ｘ２Ｘ３），今始为君扫（Ｙ２Ｘ３）；蓬门不曾缘客开（Ｙ１Ｘ２Ｙ３），今始为君开（Ｙ２Ｙ３）”。

１２．多层互文

多层互文就是互文内部嵌套互文，此种互文还有以下几种类型：
（甲）互文对举层次如下：

第一步：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Ｘ２Ｙ２
第二步：Ｘ２１Ｘ２２，Ｙ２１Ｙ２２———Ｘ２１Ｘ２２Ｙ２２，Ｙ２１Ｘ２２Ｙ２２①

（９）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滕王阁序》）

该句互文层次如下：

第一步：“十旬休暇（Ｘ１），胜友如云（Ｘ２）”和“千里逢迎（Ｙ１），高朋满座（Ｙ２）”对举，互文后意思

变成“十旬休暇，胜友如云，高朋满座（Ｘ１Ｘ２Ｙ２）；千里逢迎，胜友如云，高朋满座（Ｙ１Ｘ２Ｙ２）。”

第二步：“胜友（Ｘ２１）如云（Ｘ２２）”和“高朋（Ｙ２１）满座（Ｙ２２）”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胜友如云满

座（Ｘ２１Ｘ２２Ｙ２２），高朋如云满座（Ｙ２１Ｘ２２Ｙ２２）”。

总之，“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经过两层互文后的结果为：十旬休暇，胜友如

云满座，高朋如云满座；千里逢迎，胜友如云满座，高朋如云满座。
最后，“十旬休暇”和“千里逢迎”还可进一步合并为：十旬休暇，千里逢迎，胜友和高朋如云满座。
类似例子还有：“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

母子如初。”（《左传·隐公元年》）“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击，终来有它吉。”（《周易·比·初六》）
（乙）互文对举层次如下：

第一步：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２，Ｙ１Ｙ２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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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Ｘ２１Ｘ２２，Ｙ２１———Ｘ２１Ｘ２２，Ｘ２１Ｙ２１

（１０）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亨。《周易·否·六二》

　　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周易·否·九五》

其互文层次如下：
第一步：“包承，小人吉，大人否（Ｘ１），亨（Ｘ２）”和“休否，大人吉（Ｙ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Ｙ２）”

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其亡其亡，系于苞桑（Ｘ１Ｘ２Ｙ２）；休否，大人吉，其

亡其亡，系于苞桑，亨（Ｙ１Ｙ２Ｘ２）”。
第二步：“小人吉（Ｘ２１），大人否（Ｘ２２）”和“大人吉（Ｙ２１）”对举，互文后结果为：“小人吉，大人否

（Ｘ２１Ｘ２２）”和“小人否，大人吉（Ｘ２１Ｙ２１）”。
最后，经过双层互文后六二为：“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九五变为：“休

否，小人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亨”。两者相互呼应，相互补充。

１３．Ｘ１Ｘ２和Ｙ１Ｙ２彼此语义信息交换后再虚指，共同指称一个新的意义

（１１）ａ．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孔雀东南飞》）

本句中“朝（Ｘ１）成绣夹裙（Ｘ２）”与“晚（Ｙ１）成单罗衫（Ｙ２）”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一天之中就

做成了绣夹裙和单罗衫”。这里“朝（Ｘ１）”和“晚（Ｙ１）”信息交换后形成“朝晚（Ｘ１Ｙ１）”，再虚指指称

一整天。又如：

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孔雀东
南飞》（译：年幼出嫁前，就开始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后来成为你的妻子，心中常常苦悲。）

“十三……十六……”泛指兰芝已具备了很好的才能与品德，不必拘泥于哪年学了什么。

ｃ．我们有手有脚，谁要你养活？（莫言《红树林》）

“有手有脚”不实指“有手脚”，而指有劳动能力。

ｄ．不错，二十九。减去十岁，二十九，还差一个月呢。我偏要穿红，我偏要穿绿！（谌容
《减去十岁》）

对举结构意思并非“我只穿红和绿色的衣服”，而是指“多么鲜艳的衣服都穿”。
类似例子还有：“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李白《蜀道难》）“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杜牧《阿房宫

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别舍弟宗一》）“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

唱歌。”（毛泽东《七律·送瘟神》）“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捕蛇者说》）“东市买骏马，西
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

１４．Ｘ１通过Ｙ１确认自身的意义

中国传统训诂学里把此种对举叫作“等训”，比如：“前虞
獉

跋胡，后恐
獉

尾”（《中山狼传》），意思是：
前面怕压住了颔下垂肉，后面又怕压住了尾巴。“虞（Ｘ１）”和“恐（Ｙ１）”对文，二字同义，都是“担心”
的意思，可互相解释。

类似例子还有：“于是六国之士，有瞿尚、宁越……之属
獉

为之谋；齐明、周最……之徒
獉

通其意；吴

起、孙膑……之伦
獉

制其兵。”（贾谊《过秦论》）“忠不必 用
獉

兮，贤不必 求
獉
。”（屈原《涉江》）“百县之治一

形，则从愚者不敢
獉

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
獉

匿其举。”（《商君书垦令》）“昨日紫姑神去
獉

也，今朝青鸟使来

赊
獉
。”（李商隐《昨日》）“楚 子 使 然 丹 简 上 国

獉獉
之 兵 于 宗 丘……使 屈 罢 简 东 国

獉獉
之 兵 于 召 陵，亦 如 之。”

（《左传·昭公十四年》）“正直之道可以得利
獉
，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

獉
，则臣行私以

干上。”（《韩非子·奸劫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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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Ｘ１Ｘ２（Ｙ１Ｙ２）
这种类型的两个对举单位虽然有对举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偏义对举，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由

于某个对举单位受另一个对举单位影响，意义被省略了。比如：

（１２）ａ．妹妹不知从哪儿听说的，没大没小，无尊无敬，张口就叫了出来。

ｂ．任何事情有始有终地做完了，就应该是一项成就。

例１２ａ句中的“没（Ｘ１）大（Ｘ２）没（Ｙ１）小（Ｙ２）”即“没大（Ｘ１Ｘ２）”，由于过于强调“没大”的意义，
“没小”的意义就被忽视。ｂ句“有始有终”即“有终”，由于过于强调“有终”的意义，“有始”的意义就

被忽视。

１６．Ｘ１Ｘ２，Ｙ１Ｙ２……———Ｚ
这种类型实际上就是１＋１＞２的意思。对举结构除了有词汇组合义，还可能激发出构式义，即

铃木庆夏所说的“典型归纳义”①。比如：

（１３）ａ．地震时，操场上同学们哭的哭，吓的吓，叫的叫，喊的喊。

ｂ．转业来到新单位以后，赵明感觉自己高不高，低不低，浑身不适宜。

ｃ．一是一，二是二，说不去春游就不去。

例１３ａ句“哭的哭，吓的吓，叫的叫，喊的喊（Ｘ１Ｘ２，Ｙ１Ｙ２……）”反映了“地震时候，操场上混乱

（Ｚ）”的消极构式义；ｂ句反映了“赵明浑身不适宜”的消极构式义；ｃ句中说话者也不是在数数，而

是强调自己说话算话，做好的决定就不再改变。
此类型和类型１３的区别在于１３的两个对举单位的信息互相渗透后再虚指，生出新的意义。

而此类型的两个对举单位信息并不互相渗透，而是直接激发出构式义。
以下类型都是本身不是对举结构，但互文后变成了对举结构：

１７．Ｘ１Ｘ２———Ｘ２Ｘ１，Ｘ２Ｘ１

（１４）诞置之寒冰，


鸟覆翼之。（《大雅·生民》）

本句中“覆（Ｘ１）翼（Ｘ２）”互文后变成“鸟一翼（Ｘ２）覆（Ｘ１）之，一翼（Ｘ２）藉（Ｘ１）之”，意思是“鸟

用一翼覆盖上面，用一翼垫在下面”。

１８．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Ｙ３———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Ｘ２Ｙ３

（１５）


多闻择其善而从之
獉獉

，多见而识之
獉獉

。（《论语·述而》）

本句“多闻（Ｘ１）择其善（Ｘ２）而从之（Ｘ３）”和“多见（Ｙ１）而识之（Ｙ３）”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多

闻择其善而从之（Ｘ１Ｘ２Ｘ３），多见择其善而识之（Ｙ１Ｘ２Ｙ３）”。

１９．Ｘ１不Ｘ１Ｙ１———Ｘ１Ｙ１不Ｘ１Ｙ１
此类型是“Ｘ１Ｙ１”和“不Ｘ１Ｙ１”对举，是肯定和否定的对举，例如：

（１６）ａ．婆子说道：“你看看他盘尖不尖哪？”盘就是脸，尖不尖就是好不好看。（张杰鑫《三
侠剑》）

ｂ．不要先去想未来的事情，更不要去想前途茫不茫然。（三毛《不弃》）

例１６中ａ句“好（Ｘ１）”和“不好（Ｘ１）看（Ｙ１）”对举，互文后意思是“好看（Ｘ１Ｙ１）不好看（不Ｘ１
Ｙ１）”；ｂ句是“茫然不茫然”。有时，此类型“不”可以被“没”替代，比如：“他回没回来？”

２０．Ｘ１Ｙ１不Ｙ１———Ｘ１Ｙ１不Ｘ１Ｙ１
此类型也是“Ｘ１Ｙ１”和“不Ｘ１Ｙ１”对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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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ａ．他想去不去的样子让人很不爽。

ｂ．小王要打不打的表情，让小兰笑了。

例１７中ａ句“想（Ｘ１）去（Ｙ１）”和“不去（不Ｙ１）”对举，互文后意思是“想去（Ｘ１Ｙ１）不想去（不Ｘ１
Ｙ１）”；ｂ句是“要打不要打”。

２１．Ｘ１Ｙ１不Ｘ１———Ｘ１Ｙ１不Ｘ１Ｙ１
此类型也是“Ｘ１Ｙ１”和“不Ｘ１Ｙ１”对举，例如：

（１８）ａ．你今天吃饭不吃？

ｂ．她究竟爱你不爱？

例１８中ａ句“吃（Ｘ１）饭（Ｙ１）”和“不吃（不Ｘ１）”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吃饭（Ｘ１Ｙ１）不吃饭（不

Ｘ１Ｙ１）”；ｂ句意思是“爱你不爱你”。有时，此类型“不”可以被“没”替代，比如：“他吃饭没吃？”

２２．Ｘ１Ｙ１不———Ｘ１Ｙ１不Ｘ１Ｙ１
此类型也是“Ｘ１Ｙ１”和“不Ｘ１Ｙ１”对举，例如：

（１９）ａ．你今天吃饭不？

ｂ．她究竟爱你不？

例１９中ａ句“吃（Ｘ１）饭（Ｙ１）”和“不”对举，互文后意思变成“吃饭（Ｘ１Ｙ１）不吃饭（不Ｘ１Ｙ１）”；ｂ
句意思是“爱你不爱你”。有时，此类型“不”可以被“没”替代，比如“他吃饭没？”

四、结　语

以上我们结合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料，总结出了２２种互文类型。从中可以看出汉语中出现

的互文类型远远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不仅包括语义的互渗，还包括语义的

激发、删除以及多层次的互文。
另外，虽然整体看来，古代汉语中的互文类型比现代汉语多得多，但互文现象其实体现了非线

性思维对汉语信息的解读，如果考虑到互文可能不仅表现为语言单位的互换、省略等，而且考虑其

还可能表现为语言单位的互相影响，那么现代汉语中的互文类型就不会比古代汉语少，即现代汉语

中大量某些不自足的语言单位由于受对举结构中对应部分语言单位影响从而自足的现象也许也是

一种互文。比如“那天见义勇为的不是女英雄，是男英雄”，在这个句子里，“男英雄”本不常说，但受

“女英雄”影响后就可以说。另外，现代汉语中某些固定语法结构也可能是互文造成的，比如“不是

Ａ，就是Ｂ”结构［６］６０。这些将来都可以作为中国传统互文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可以断定，汉语中应该还有本文没有总结出来的互文类型，只能等待来哲逐步补充完善。总

之，中国传统互文理论由于语言非线性组织、信息非线性传达和心理非线性认知，一方面应该继续

和训诂学、修辞学传统结合，一方面也可能在现代语言学、信息学、心理学甚至神经学理论关照下重

新获得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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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求是书院界碑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大门内右侧第十一教学大楼前的香樟树丛中，卧着一块“求是书

院界”碑。这块石碑原 立 在 求 是 书 院 原 址———杭 州 蒲 场 巷（今 大 学 路），标 志 着 书 院 的 边

界。１９９２年，石碑因城市改造被移至浙大玉 泉 校 区。浙 大 举 行 了“求 是 书 院 界”碑 文 化 景

点落成典礼。

求是 书 院 作 为 中 国 最 早 的 新 式 高 等 学 堂 之 一，创 建 于１８９７年，是 浙 江 大 学 的 前 身。

１９１２年根据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改名浙江高等学校，随即又奉命停止招生。新

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迁至老和山下办学。浙江中医学院接管大学路求是书院旧址，曾作

为食堂使用。１９９７年８月，经有关部门及 众 多 有 识 之 士 的 努 力，求 是 书 院 旧 址 被 省 政 府 列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位，并重新整修。１９９９年，中医学院搬迁，将求是书院土地置换。现求是书院旧址由杭州市丝绸服装进出

口有限公司管理，该公司曾出资对求是书院建筑进行整修。现该建筑内设有“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展”。

求是书院在清末维新浪潮中诞生，以育才图治为宗旨，是浙江乃 至 中 国 近 现 代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祥 地 之 一，

也是浙江大学的精神源泉。作为求是书院辉煌历史的见证，“求是书院界”碑的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值得我们

更好地去保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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