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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同义词的体认差异与语用分化
——以“减肥”和“瘦身”的语用合理性辨析为例

于海燕

（盐城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概念和意义的本质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主体与现实世界直接的体验方式构成了概念结构中的基础范畴，同义词的语

义差异源于主体在体验过程中经验感知的心理偏差，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差异与概念形成的认知过程和方式有关。本文分析“减肥”和“瘦

身”这组同义词的体认过程的心理偏差，通过对“肥”和“瘦”的语义、体验过程的文化心理阐释这两个词语的体认差异和使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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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两个词具有相似和相同概念这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概

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

才能被理解。当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进行体认的时候，由于受知

识结构、地域差异等的影响，会形成具有不同表征形式的同义词。

本文从主体与对象的体认互动过程分析“减肥”和“瘦身”概念

形成过程和词义差异。

二、“肥”的概念体认与语义变化

（一）主体对“肥”的概念感知

主体对“肥”的概念体认与“脂肪”有关，“肥”的本义就

是脂肪多、肉多，而“脂肪多”又与体态丰腴有关。《说文解字·肉部》

有“肥，多肉也。”“肥”用来表明人的身材体态丰腴，脂肪多

的外在体貌在古代汉语中是它的惯用法。通过概念的隐喻，主体

在词汇的使用过程中又把“丰腴”义应用到其他事物中，由描写

人的体态特征引申到说明动物以及其他。“肥”在《汉语大字典》

里共有 14 个义项，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肥”由本义指人脂肪多，

肉多，超越表示人的范围，扩大到表示动物的肥胖，土地的肥沃等。

由这些本义引申指收入多，富裕，（植物）茁壮，（衣服）等又

宽又大，不正当的财物等。“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 9 个

义项，这 9 个义项和《汉语大字典》中的义项基本上对应。但在《现

代汉语词典》中有一项特别做了说明：“肥”含脂肪多（跟“瘦”

相对，除“肥胖、减肥”外，一般不用于人）。可见，发展到现代，“肥”

表示人体态特征丰腴的义项被排除掉了，而由本义引申出来的其

他义项在语言中却被广泛使用。而只残存了“肥胖”并用和“减肥”

这两个词语来保留本义。

语言发展中，主体对“肥”的经验认知也发生演变，“脂肪

多”经验感知消失，“肥”的本义被另外一个同义词“胖”取代。

据考证发现，“胖”字在金末元初产生了“肥胖义”，而“肥胖义”

只是它的引申义中的一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胖”只有一

个义项：胖，（人体）脂肪多，肉多（跟“瘦”相对）。表示“肥

胖义”在上古和中古用“肥”，在近现代用“胖”。由于语言中

同义词的丰富存在，致使语言表达更加精细、精准，而“肥”和“胖”

在共同存在的初期都属于表人体丰腴特征的语义场内。根据栗学

英的考证“肥胖”并用出现的元代，直至明朝前期“胖”和“肥”

的使用才逐步分化。“胖”在明朝时期对人体征的描写运用的频

率上胜过了“肥”的使用。最后，在北方方言中“胖”最终取代

了“肥”成为现代汉语中用来形容人丰腴、脂肪多的主要词语。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而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

础方言，所以“胖”用来指人的丰腴义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但是根据《汉语方言大字典》我们会看到：“肥”的肥胖义在某

些方言区，比较典型的是粤语、闽语、吴语中还继续存在，如“肥

仔、这个人好肥”等等。在北方绝大多数人是会忌讳说“人肥”的，

“人肥”有着贬损侮辱的嫌疑。由此可见，“肥”在语义发展中

出现了一个表示含有贬义的语义特征。“胖”的出现就解决了“肥”

的贬义色彩带来的不良后果，成为不同地域人际交流的常用词语。

“胖”分担了“肥”的一个义项，这样“肥”就专司其职，作为

动物脂肪多的代表。

（二）“肥”和“胖”并存的体认理据

“胖”的语义变化体现了主体认知心理的转移，“胖”的本

义与“脂肪多”义无关，而是与祭祀有关，《说文解字·半部》：“胖，

半体肉也。”“胖”的本义指的是祭祀用的半体牲。在金末元初“胖”

的语义出现在“人类脂肪多”的语义场中，但是仅现“肥胖、胖壮”

两例，“肥”和“胖”并列使用构成一个并列式的复合词。

随着主体经验感知的不断发展变化，“肥”的本义在逐渐减弱，

其他义项的使用在不断扩大，同时，“胖”分担了“脂肪多”的

语义范畴，使“肥”从这个义项中得到解放，语言中同义词替换

是语言发展的重要现象。根据现代社会的语言习惯，用于对人的

描写时，“胖”这个语素具有显著性，因此整个复合词就偏向于“胖”，

而称人“胖”又符合现代汉语特点。那么，“肥胖”的并用从构

词规则上就可以看作是由并列式复合词向偏义式复合词转变。

（三）主体对“肥”的经验感知

“减肥”是当今社会广泛流行的一个词。林金强认为，“减

肥”也是个通过简缩而形成的复合词。《诊断学大辞典》认为肥胖，

体重超过正常标准 20% 即为肥胖。为了得到健康，许多人减掉多

余脂肪、消除肥胖，人们因此造出了“减肥胖”这个新复合词。

但是“减肥胖”不符合汉语双音造词的特点，另有汉民族尚偶心

理对汉语影响和制约作用，因而使用频率高的复合词就容易产生

简缩形式——减肥。

就近取舍是汉语缩略常用的造词方式，“减肥”符合就近原

则取舍，而留下的“肥”也是对其本义的语义残留。现实生活中

确实存在很多有肥胖特征的人，所以现象的存在加强了的词汇的

稳固。“减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采取节制饮食、

增加锻炼等方法减轻肥胖的程度。减肥，就是减少体重 ，通过各

种方式，例如运用药物，饮食、运动、中医经络，心理疗法等来

达到减少身体脂肪堆积的一种现象。“肥”在交际中略含贬义，

可能会引起一些交际上的不愉快，语言使用需要“减肥”的同义

词语来代替，“瘦身”就应运而生，表达更为合理的意义。

三、“瘦”的经验感知与“瘦身”的审美心理

（一）“瘦”的经验感知

主体对“瘦”的经验感知与“肌肉不丰满”相关。《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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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瘦，臞也。”“臞”在《说文解字》中：“臞，少肉也。从

肉，瞿声。”“瘦”本义指肌肉不丰满。在《汉语大字典》中瘦

有 9 个义项，其语义内涵在指肌肉不丰满这一义项中与“肥”相对。

“肥瘦”在描写人的外在形体特征上是一组相对反义词，后来“胖”

的出现是对“肥”的语义排除，“胖瘦”作为专指人的体态特征

的一组词。而“瘦”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义项不断扩充，由本义引

申出了其他 8 个义项，因此，主体对“瘦”的经验感知也发生扩张，

可以用来指物的细小、瘦弱，有稀薄、稀微、贫瘠、贫穷义；由

形容词的使用延伸到用做动词用，含有减损，消瘦义。这些由“瘦”

的本义引发的转指义的生成方式同“肥”的转指义的生成相同。

可见，通过对“瘦”和“肥”的语义认知可知概念的形成是从认

识和自己紧密相关的自身开始，向四周辐射延展，引申到外界事

物上，因此主体对对象的体认是概念形成的来源。“瘦”在历史

的使用中由“指人”到“指物”，义项在不断地扩大，与它相对

的“肥”在发展中分出了“指人”的本义，而“瘦”却没有变化，

自古至今，一直可以人和物同用。“瘦”和“肥”作为一组相对

反义词在发展中呈现了不对称现象。

（二）“瘦身”的体认心理

在主体的经验感知中经常认为“瘦身”就是“减肥”，其实不然，

“瘦身”与“减肥”的经验感知并不相同。先不考虑“减肥”本身

所略有的贬义色彩，“减肥”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减少身上多余的肌

肉和脂肪。由于肥胖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兴起了为健康而

做的“减肥”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减肥”的要求也

不仅仅是为了健康问题减轻体重，减少体重也是为了塑造一个完美

的体型，尤其是现代年轻女性对于身材的要求已经达到了更高的要

求，经常不算胖的身材却还觉得自己的肉太多而需要减掉这些脂肪。

既然是为了塑造完美的体型，本身含有贬义色彩的“减肥”

就不太适合现代人的追求了，因此，“瘦身”这个词提供了更好

的选择。从瘦身运动的方法上看既包括减轻重量来显瘦，还包括

通过各种方法来雕塑完美的体型，“瘦身”可能是一个人的体重

并没有改变，但是身材变得更削瘦，更完美了。美国学者理查德

× 舒斯特曼最早提出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对一个人的身体——作

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评

的、改善的探究。完美瘦削的体型是身体美学的一种探究追求，

同时也是健康的标志。因此，“瘦身”的含义要比“减肥”广泛，

并且比“减肥”的使用更合理健康。

从体验过程分析，表现就是把目的，感受或思想纳入一种感

官媒介中，使表现自己，向他人表情达意的人可以从中再度体验

到这种目的，感受或思想。“瘦身”就是一种能把具有追求美感

的情感体验传递给他人，并能在感官印象中体会得到。因此，“瘦

身”是一个符合中国人审美追求，又带有感官体验的，富有生命

力创造的一个具体的词语。“瘦身”一词在使用中逐渐扩大到对

其他事情的应用，如给故事“瘦身”，给商品、药物的包装“瘦

身”，给课表“瘦身”，给会议“瘦身”等等。这些情景对“瘦身”

的使用都是对事情、事物的缩减、剔除其多余的、不太必要的部分，

留下精华、简洁的部分，以使事物更具有实用性和效率。

（三）主体经验感知与“瘦身”的语用取向

主体的经验感知既是现实认知的前提，也是过往历史认知的

结果。不同族群的人们都置身于不同的、既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

环境之中，对社会文化的经验感知同样可以体现在词汇的概念系

统中。战国时期就有“楚灵王好细腰”的审美取向，汉代也有“燕

瘦”之美，魏晋之际，尚“瘦”的观念成为时尚所在。到了唐代，

盛唐的恢弘气势致使盛唐时期崇尚以胖为美的审美追求，到了安

史之乱后期，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审美也发生了变化，中唐以后，

“瘦”继续作为一种标准成为了一种追求。直至宋代，社会精神

萎靡，士人们心境上趋于淡薄，“瘦”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相契合，

因此，“瘦”是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追求。直至于后来的元明清

时期，一直把“瘦”作为彰显的特色。

时代的审美延续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进行强化。中国的文学

表达强调以象传意，肥、瘦作为一种视觉观感，是某些情感、境

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与他们概念的发展相关的不仅是他们的“内

在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在文化传统演进中所关联的“言

外之意”。 “瘦”经过文人的塑造在文艺作品中被赋予了忠贞、

忧国怀君、孤介、清高、志趣高洁等“言外之意”。因此，“以

瘦为美”，以“瘦”表意是时代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的一种折射。

“美”存在于人的感知经验之中，美的事物和判断不会超出

主体的美感经验，这也意味美不可脱离美感经验而出现。“瘦”

的语义和感官经验带给人的是一种清新之美，“瘦”所具有的文

化审美特征一直延续到今日。今日的女性大多追求着“以瘦为美”

的审美取向，而“瘦”本身就是对人的体态特征的一种极致追求，

“瘦身”在视觉印象中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文化传统能够在主体的心中留下印痕，这种文化心理能够让

“肥头大耳”“肥头肥脑”等词语引起抵触的心理反应，一些腐

败的形象就会闪现于脑中，词语的贬义色彩因此而发酵。瘦之所

以为人喜欢，其重要原因是瘦所代表的精神气质便是与低俗、奢靡、

污浊的绝缘。避开“肥”的义项，我们选择了在文化上盛行的“瘦”

来达到交际的目的。“瘦身”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时尚，在

审美倾向和文化心理的作用下，“瘦身”是符合人们心理审美的

一个词语，将会代替“减肥”被使用下去。

四、结语

身体和心智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身体对外界的经验感知必

然会在主体的心理空间中得到映射，语言是对认知经验进行的符

号化表达，主体认知处于现实世界和语言表达之间，依靠自身的

身体和心智参与了语言与世界的互动体验。“减肥”和“瘦身”

在减少身体脂肪，使人变得苗条这个语义场内是一组同义词，但

这组同义词是有差别的。“肥”在历史的语义发展中增添了贬义

的成分，为了使语言达到良好的交际沟通功能，我们在使用中要

避免使用这样含有贬义的词语，因此，“瘦身”成了对“减肥”

最好的替代。“瘦”这种审美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时尚，在社会文

化的影响下延续到现代，也是一种文化的继承，“瘦身”在这样

的背景下的诞生具有时代意义，因此，“瘦身”代替“减肥”是

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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