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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义连用是汉语突出强化语言表达的需要，也是汉语复合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清华简

同义连用情况较为普遍，其中双音节同义连用词语占多数，而有少数为多音节同义连用词语。清华简属

战国楚简，同义连用是汉语单音节词向复音节词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同义连用词义的探析，可以了

解汉语词汇史发展的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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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义连用在古代汉语中较为常见，是复音节词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同义连用现象有不同

的命名，如 “连文” “同义字复用” “同义复合

词”等。但我们认为同义连用应该是一种动态的

发展过程，同义连用包括三种类型，即复合词、词

组与过渡阶段。“过渡阶段”这一类型，就是指复

合词与词组之间的或此或彼、非此非彼现象，这三

种情况我们统称为 “同义连用词语”［１］。同义连用

是依语境义来考察两个或两个以上义同、义近词语

的使用情况，最终是否发展为复合词取决于同义连

用结构的黏合程度与运用广度。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拾）（以下简称

“清华简”）处于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战国

时期，因此同义连用词语用字的异体现象较为常

见，如 “ ／佻 ”“ 福／祜福”“ ／ ”

等，且语序不稳固，如富贵／贵富、戚 ／ 戚等。
各语素序列一旦稳固并广泛使用，就会逐渐固定成

词，如 “戚忧”的运用自中古之后逐渐取得优势

并最终演变为复合词。清华简新见的同义连用指战

国以前的商周、春秋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皆未见，

或者与传世典籍含义有别的词语。我们列举清华简

中新见的同义连用词语，重点分析其简文中的语

境义。

１昵因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未发现 “昵因”同义连用

者，皆是单用表示亲昵。《书·说命中》：“官不及

私昵，惟其能。” 《左传·襄公二年》： “若背之，

是弃力与言，其谁 我？”杜预注： “ ，本又作



昵。”“因”有亲近之义，《论语·学而》：“因不

失其亲，亦可宗也。”孔安国曰： “因，亲也。言

所亲不失其亲，亦可宗敬。” 《仪礼·丧服》：“继

母之配父，与因母同。”郑玄注： “因，犹亲也。”

“昵”“因”皆为亲近义，同义连用时修饰名词中

心语。清华简玖 《治政之道》简 ３８： “彼其匿

（昵）因迩臣致献 ［言］以忠爱之。”整理者注释：

匿因，又见于本辑 《乃命二》 “乃命匿

（ ）因群父兄昆弟”。 ，亲近。 《左传》

闵公元年：“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

乱，霸王之器也。”章炳麟 《春秋左传读》卷

一：“因，亦亲也。” 、因同义连用，形容

词，亲近。［２］１４３－１４４

清华简 “昵因”的构成语素凝固性不强而不

成词，我们可视其为同义连用词组。在传世文献

中，与其相当的形容词有 “亲昵 （亲昵）”，如

《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 “庶人工商皂隶牧圉，

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春秋左传·昭公三十

二年》：“我一二亲昵甥舅，不皇启处，于今十年。”

２岂庸
表疑问的双音节词 “岂庸”在清华简中仅见

一例，传世典籍中未见该词。清华简柒 《越公其

事》简１３：“今我道路修险，天命反侧。詔 （岂）

甬 （庸）可知自得？”整理者注释为甬读为庸，与

“岂”同义连用。［３］１２１ “岂庸”皆表示岂可、难道。

先秦典籍中有 “其庸”“岂巨”等疑问副词同

义连用情况，如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其庸可

冀乎？”杨伯峻注：“其、庸二字之用法俱同 ‘岂’，

此是同义虚词连用。…… 《荀子·王制篇》 ‘岂渠

得免夫累乎’、《正论篇》‘是岂巨知见侮之为不辱

哉’之 ‘岂其’、‘岂渠’‘岂巨’连用也。”“巨，

亦岂也，古人自有复语耳。或言 ‘岂巨’，或言

‘岂遽’，或言 ‘庸讵’，或言 ‘何遽’，其义一而

已矣。”［４］《楚辞·哀时命》： “愿舒志而抽冯兮，

庸讵知其吉凶？”疑问副词的连用，使诘问语气更

加强烈。

３瞻顾
《玉篇》：“顾，瞻也。” 《楚辞·离骚》：“瞻

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瞻顾”当是瞻前

顾后之省，清华简拾 《四告》简２７：“狱讼无得
（瞻）顾，蝕于非彝。”瞻、顾皆表察看、观察。

４郁怨

清华简玖 《治政之道》简４２有一字作 ，整

理者释文隶定为 ，马晓稳释作葉［５］，就字形而言

皆可从。因为该字所从邑与?形近，有时可通用。

如 《包山楚简》简１４５“ 犬”读作 “颯犬”，上

博 《 衣》简６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５ 皆
作宛，读为怨。《治政之道》简４２：“夫乱者乃违

心 （怨），不辑君事以辱其君。”“葉”可读作

“郁”［６］，训 “怨”；楚简中常用 “秚”之异文如

“ ”“ ”表示怨恨。因此，“郁怨”同义连用，

皆训 “怨”。

５摄饬
清华简玖 《治政之道》简２５： “ （摄）

"

（饬）其兵甲，以戎力强而取之。”楚简中聂作 ，

如清华简壹 《楚居》简３“ 耳”，聂、摄音近可

通。《说文》 “摄，引持也”，段注：“凡云摄者，

皆整饬之意。”整理者注释 “ ，读为 ‘摄’，
"

，

当读 ‘饬’，整饬，修治。…… ‘摄’与 ‘饬’

同义。”［２］１３９摄饬即整顿、整饬。

６纠修
清华简陆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６：“老妇亦

将
#

（纠）攸 （修）宫中之政，门坎之外毋敢有

知焉。”整理者注释：“纠修，治理。《左传》昭公

六年 ‘纠之以政’，孔疏：‘纠，谓举治也。’ 《论

语·尧曰》‘修废官’，皇侃义疏：‘治故曰修。’”
［７］１０６纠修皆表治理。

７躬恭
清华简陆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７—８：“媚鮅

之臣
$

（躬）共 （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

乱大夫之政。”《礼记·缁衣》：“《小雅》曰：‘匪

其止共，惟王之邛。’”唐陆德明 《经典释文》：

“共音恭。皇本作躬，云：躬，恭也。”躬恭皆表

恭敬。

８ 嬖

清华简陆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１５：“是有臣
而为聉 辟 （嬖），岂既臣之获罪，又辱吾先君，

曰是其荩臣也？”在金文中，聉可读为迩， 《尚

书·尧典》“柔远能迩。”克鼎：“ 远能聉。”迩

与聉相对。辟可假借为嬖，如 《荀子·儒效》“事

其便辟”，杨絫注： “便辟谓左右小臣亲信者也。”

嬖同义连用，皆指宠溺，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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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戚惕
清华简陆 《子仪》简７：“是尚求? （蹙）易

（惕）之怍，处吾以休，赖子是救。”整理者注释：

“蹙，觉部清母，音近通用。《诗·小明》‘政事愈

戚’，毛传：‘蹙，促也。’蹙、惕近义连用。”［７］１３２

王挺斌 “?惕”读作 “戚惕”，指忧虑戒惧。［８］其

说可从。

１０违拂
清华简陆 《子产》简１６：“与善为徒，以悫事

不善，毋兹
%

（违）籷 （拂）亓事。”古文献中，

籷、拂相通，如 《广雅·释器》 “籷谓之枷。”王

念孙疏证： “籷之言拂也。”［９］《易·颐·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汉帛书本拂作籷［１０］。整理者

注释，“拂，《荀子·臣道》 ‘无挢拂’，杨絫注：

‘违也’。”违拂皆表违逆。

１１?
清华简伍 《汤处于汤丘》简３：“乃与小臣?
（谋）夏邦，未成，小臣有疾，三月不出。”

《广韵·志韵》：“?，谋也。”? 夏邦即谋划夏

朝国事。

１２弼持
清华简叁 《周公之琴舞》简３：“ （弼）寺

（持）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整理者注释：

“弼，纠正、辅佐。……寺，读为 ‘持’，扶持，

护持。”［１１］弼持皆表辅佐，辅政之义。

１３怡豫／
!

清华简柒 《越公其事》简４５：“其硚者，王见
其执事人则 （怡）胒 （豫） （

&

）也。”

《玉篇·心部》： “怡，悦也。” 《说文·心

部》：“胒，忘也，貃也。…… 《周书》曰：‘有疾

不胒。’胒，喜也。”又 “
&

，说也。”因此，怡、

豫、
&

皆表喜悦，与简４６“其落者，王见其执事
人，则忧戚不胒 （豫）”相对为文，怡豫与忧戚、

&

与不豫相对为文。整理者注释： “‘ ’，读为

‘怡’。胒，当读为豫乐之 ‘豫’。怡、豫，同义连

用。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近汉之世，

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

邪？’”［３］１３８那么怡豫
&

似或可读为 “怡豫／
&

”，

也属同义连属，皆表喜悦。

１４倾昃
清华简捌 《邦家处位》简１：“邦家处位，

（倾） （昃）其天命，抑君臣必果以度。”整理

者注释：“ ，即倾字，与 ‘昃’同义连用。……

倾昃，义为倾斜、不正。”［１２］指天命不正。又简７：
“或恩宠不袭， 无

'

，其征而不 （倾）

（昃）。”

１５耆?
《说文·老部》： “耆，老也。” 《尔雅·释

诂》：“?，寿也。”郭璞注：“?，犹耆也。皆寿

考之通称。”清华简壹 《皇门》简１： “朕寡邑小
邦，蔑有耆?虑事屏朕位……”简文中 “耆?”

同义连用皆指年老人。汉 《四子讲德论》： “庞眉

耆?之老，咸爱惜朝夕，愿济须臾。”耆?指德高

望重之人。

１６ 告

清华简拾 《四告》简３１—３２：“爰兹用 （ ）

告，毋兴蝕朕心于常任，余安在辟司以崇懿德……”

《说文·曰部》：“ ，告也。”段注：“简牍曰

册，以简告诫曰 。册行而 废矣。”告、诰二字

同源，可指告诫，《国语·楚语上》：“近臣谏，远

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 《经义述闻》 “自告

者，自戒敕也。” 告皆表告诫。

１７枉违

清华简玖 《成人》简 ９： “晦朔 （枉）

（违），四维以 。”整理者注释： “ ，从走，

声，读为 ‘枉’。 ，形同 《说文》 ‘韪’字古

文，读 为 ‘违’。枉、违 同 义，此 皆 指 晦 朔

不正。”［２］１５９

１８氐降
清华简玖 《成人》简５：“我后，古天砥 （氐）

降下民，作寺后王、君公，正之以四辅。”整理者注

释：“砥， 《说文》 ‘礛’字或体，可读为 ‘氐’。

《说文》： ‘氐，至也。’……亦 ‘氐’、 ‘降’连

言。”［２］１５８ “天氐降下民”指天降下民。

１９弥笃／益耆
清华简中双音节同义连用词语较多，如 “复

返”“乱治” “骄纵” “谋图”等，但也有少数多

音节同义连用的现象，即双语素词的同义连用，如

“弥笃／益耆”，清华简玖 《治政之道》简 １３—１４

作：“闻命则服以可用，威以尔 （弥） （笃）

（益） （耆）。”其中 “弥笃益耆”，“弥笃”“益

耆”皆为偏正结构，“弥”“益”皆为副词，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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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形容词，表示 “更加”之义。如 《左传·

昭公十三年》：“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指晋文公

坚守志向更加笃诚。《颜氏家训·勉学》：“魏武、

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指二

人至年老时都更加专心学习。裘锡圭先生训 “耆”

有强义［１３］， 《广雅·释诂》： “
(

、劲、坚、刚、

耆……，强也。”王念孙疏证：“耆者，《逸周书·

谥法解》云： ‘耆，强也。’昭二十三年 《左传》

‘不懦不耆’，杜预注云： ‘耆，强也。’” “益耆”

即更强的意思。又如 “反背／欺诒”，清华简柒
《越公其事》简４２“凡越庶民交接、言语、货资、

市贾乃无敢反不 （背） （欺）巳 （诒）。” “反

背／欺诒”连言，皆指越民在交往、言语、买卖、
市贾中不敢违背诚信、不敢欺骗。

也有多个单语素词同义连用情况，如 “悚／惕／

畏／恐”等，清华简玖 《成人》简 １： “王则

（悚）替 （惕） （畏） （恐）”， “悚、惕、

畏、恐并言王对妖象之惶惧。”［２］１５７又如 “屯／圆／
满／溢”连言，皆指充满，清华简叁 《芮良夫毖》

简８—９： “兄弟慝矣，恐不和均，屯员 （圆）

（满） （溢），曰余未均。”

同义连用或是语境义的临时组合而后世未沿

袭，如 “违拂”“枉违”等，或是后世文献传承下

来发展为复合词，如 “倾昃” “瞻顾” “怡豫”

等。同义连用是并列式复合词产生的一个重要途

径。多义的单音节词在与同义词连用时，使其双方

含义都趋于一致，增强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清华简

属于战国楚简，同义连用是汉语单音节词向复音节

词发展的一个过渡现象，同义连用词义的探析，有

利于了解汉语词汇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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