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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近义词组在一定语境下可以互相替换，这对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正确使用造成一定影响。文章以“粪”

和“屎”这组近义词为研究对象，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粪”和“屎”的词义演变机制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二者历史上是在语境吸收的语义演变机制下成为近义词组，发展到现代汉语时期，在语用功能

的影响下又各自衍生出新的义项，由此这组近义词相互交叉，同时又相互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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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synonym groups can replace each other in a certain context, it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ir correct use in daily life. Taking the group of synonyms “Fen” and “Sh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Fen” and “Shi” from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imen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y have become synonym groups under the 
semantic evol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ontextual absorption in history. To the modern Chinese 
period, the two have derived new mean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agmatic function, so this 
group of synonyms intersect and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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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近义词组，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由于难以辨认，常常会出现混用、甚至

误用现象。文章以“粪”和“屎”这组近义词为研究对象，二者在一定语境场合中可相互替换，并且在

言语交际中存在混用现象。 
因此本文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二者词义演变机制进行考察，具体从其句法分布、共现关系、语

义特征、语用功能等多方面进行分析[1]。借助对“粪”和“屎”的使用语境差异进行梳理和分析，由此

反思当前语言交际中的近义词混用现状，进一步扩展近义词研究的范围，丰富近义词研究成果。此外，

也有利于实际语言交际中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词语。 

2. “粪”和“屎”的共时语义研究 

2.1. “粪”的本义 

“粪”在《说文》中许慎解释其本义为“ ，弃除也……从廾推 粪采也，合三字会意”，根据

甲骨文字形“ ”其本义也是显露的，手部的动作很明显，即“人手持畚箕把秽物倒掉”所以“粪”本

义是作为动词。根据篆文字形许慎认为“粪”是从“ ”。“ ”在《说文》中解释为“箕属，所以

推弃之器也。凡‘ ’之属皆从‘ ’”。但是根据《说文新证》从甲骨文字形出发来看这一类字，

“ ”和“箕”的初文在字形上发生了混淆。“ ”的甲骨文为“ ”，按照《新证》中的注解为“捕

兔、鸟的有柄网子”[2]。而“箕”甲骨文为“ ”，更符合“粪”在甲骨文中的构件。因此许慎的从“ ”

应该为“从 ”，所以“粪”本义应为“拿着畚箕扫除秽物”。 
在《礼记》中有记载“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乡而

扱之。”，由此可见扫除秽物是以用箕，所以“粪”应为“扫除”的意思，与许说相合。“粪”是现在

简写的字形，而此前“糞”为隶变以后的字形，从该字形可见容易误以为是由“ ”中间部分演变而来

的，这是依样隶定的结果。 

2.2. “屎”的本义 

在《说文解字注》以及《说文系传》中，许慎、段玉裁以及徐楷根据他们所能见到的大篆字形对“屎”

作出的注解是“从艸胃省”。许慎他们所看到的篆文为“ ”，和“胃”的篆文在形体上相近“ ”[3]。
但是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屎”的甲骨文为“ ”，从人，四点由人胯下出代表示粪便，文字所反映

的信息为“人正在排泄”，“排泄物”即为“屎”，因此“屎”最初是名词。 
综上所述，“粪”和“屎”在最初的意义上不存在交叉相混之处，但“粪”在词义发展的过程中由

于人们认知上的处理，“粪”由“清理秽物”这个陈述动作出发逐渐成为“秽物”的指称义，由动词义

发展出名词义。在一些方言中也存在名词活用动词的用法，例如在徐州方言中“腿”本来作为名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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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日常口语中可以说“我腿着来的”将“腿”活用为动词义。因此“粪”的词义发展，符合人们的认

知心理顺序。接下来将从历时的角度考察“粪”是如何与“屎”的词义发生交汇、竞争和并存的。 

3. “粪”和“屎”的历时语义演变 

3.1. 先秦两汉之前“粪”和“屎”的语义发展 

借助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1语料库，统计出在先秦两汉之前文献中“粪”总共出现 99 次，其中作

为名词解有 44 次，其余“粪”都作为动词义。可见在先秦两汉之前，“粪”已经名动兼有了，但是名词

义使用频率相比之动词义较低。 

3.1.1. “粪”作为动词 
通过考察文献资料，发现在上古时期“粪”作为动词义的使用频率较高，但作为名词义“秽物”以

及从“秽物”引申出的比喻义“废物”的词义也十分凸显。这是先秦词汇的特点之一，即词的兼类现象

较为普遍，因此“粪”从一开始的表示动作的词兼用为表示对事物的指称符合人的认知心理。下面从所

搜集到的具体语料对“粪”的词义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 
(1)《荀子·致士》：“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 
(2)《说苑·建本》：“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曲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

欲。何谓粪心？” 
(3)《荀子·富国》：“刺屮殖谷，多粪肥田。” 
(4)《荀子·强国》：“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 
(5)《说苑·贵德》：“辟地垦草，粪土树谷。” 
(6)《中论·亡国》：“酒醴如滫涤，肴馔如粪土。” 
以上所列举的例字“粪”都作为动词义，其中(1)(2)属于“粪+名词”类，例(2)为“粪 + 指示代词 + 

名词”，该句借用拈连的修辞手法，取“粪”的“浇灌”义，既可以“粪人田”又可以“粪其心”。(3)(4)
属于“副词 + 粪”，“粪”最早常与副词共现可见其动词属性凸显。(5)(6)在形式上与(1)(2)为同类型都

为“粪 + 名词”，这里列举出来主要是为了和后来作为名词的“粪土”相区分，在这里“粪”和“树”

“滫涤”相对而言，“树谷”指栽种谷物，“滫涤”是说浸泡淘洗，因此“粪”与前文词性应该保持一

致。 

3.1.2. “粪”向名词过渡 
据统计在先秦两汉之前“粪”作为名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已经占所统计语料的 44%，是不可小觑

的数目。可见上古词类的兼用现象十分普遍，对于其词性的把握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根据语料的梳理可

以从中找出“粪”的历时演变线索。下面是“粪”在先秦文献中作为名词的使用语境。 
(7)《孔子家语·致思》：“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 
(8)《论衡·率性》：“厚加粪壤。” 
(9)《论衡·非韩》：“利欲不存于心，则视爵禄犹粪土矣。” 
(10)《文始真经·阴生》：“市人厌苦，以粪洒之。” 
(11)《越王勾践五年》：“夫斫剉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 
“粪”作为动词时，“粪土”“粪壤”等都倾向分析为动宾结构的短语“粪/土”，而根据上述文献

可知“粪”开始逐渐出现名词的用法，这是基于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粪土”“粪壤”发生了词汇化，

由动宾短语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词。例(7) (8) (9)中一方面由于“粪土”“粪壤”常常作为线性组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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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汉语韵律结构[4]的影响，经常将“粪土”“粪壤”作为一个音步来处理，由此逐渐变为一个词，如

“思虑/弃之/粪壤”“厚加/粪壤”“则视/爵禄/犹/粪土”。另一方面是受到与之共现成分的影响，如(8)
“厚加/粪壤”中，“加”有施加的意思，“粪”有“施肥”的意思，二者的共性为都有“加之上”的语

义成分，由于受到音步的影响，“粪”其中的“施加”义向前转移到“加”上，而其作为“秽物”的意

义更加凸显，由此完成重新分析，“粪”作为名词的性质也就凸显出来。 
在例(10) (11)中“以粪/洒之”“除/粪”，“粪”在句中充当宾语成分。“粪”在作动词义时也常与

“除”“洒”等词共现构成同义复合词，例如“粪除”“粪洒”等。但“粪”在作为名词义时，“粪”

在句法中的位置由在“除”之前构成联合复合词向右扩展进入“除”之后与之构成动宾短语。 

3.1.3. “屎”作为名词 
与此同时，“屎”在上古文献的使用情况中语义较之“粪”相对单一，下面是“屎”在文献中的常

见用法。 
(12)《论衡·物势》：“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13)《论衡·商虫》：“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 
(14)《韩非子·内储说上》：“市门之外何多牛屎？” 
(15)《伤寒例》：“大满大实，坚有燥屎。” 
(16)《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证治》：“转筋入腹者，鸡屎白散主之。” 
(17)《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炼蜜和丸如兔屎大。” 
(18)《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烧犬屎，酒服方寸匕。” 
根据上述语料，“屎”在先秦文献中的用例义项相对于“粪”来说十分明确，是作为人或动物的排

泄物而言，不论大型小型动物都用“屎”。但在现代汉语中“粪”常与大型动物搭配，例如“牛粪”“马

粪”“猪粪”等，而“屎”常作为小型动物以及人的排泄物，例如“鸡屎”“鸟屎”“老鼠屎”等。根

据文献用例，在先秦之前的文献中无论是大型动物还是小型动物都常用“屎”，而“粪”仍处在过渡阶

段。 

3.2. 汉代之后“粪”与“屎”的词义交叉 

汉代之前“粪”主要作为动词“清除、粪扫”以及名词“秽物”。“粪”作为名词，共现词较单一，

仍处在由动词向名词过渡的阶段，常表现为活用，在形式上只是“粪”的句法位置发生了变化，与其共

现的多为“粪土、粪壤、除粪”等，仅仅从词形上看难以分辨其词性，与动词形式一致。但到了汉代之

后，“粪”作为名词的共现成分明显呈现多样性，且与“屎”的词义开始呈现交叉和相混的局面。 

3.2.1. “粪”的语义向“屎”扩展 
与先秦所收录的文献相比，汉代以后“粪”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根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统计

总共出现 436 次，这与该字的“俗”有关，先秦时期所收录的文献书面色彩较强，对于“粪”的使用较

少，形容人一般是自谦的时候使用，比如“粪土臣邕”或“粪土之息”。到了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白

话小说的数量增多，其中对于“粪”和“屎”的使用也并不像之前如此避讳。在汉代以后的语料中“粪”

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下面是具体语料。 
(19)《通典·守拒法》：“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礨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

火箭、蒿艾、狼粪、牛粪。” 
(20)《通典·多方误之》：“去虏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燃之。” 
(21)《通典·赤土》：“舟行十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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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登封人士》：“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 
(23)《通典·车师》：“唯以人畜骸骨及驼粪为验。” 
(24)《太平广记·畜兽》：“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 
根据对汉代之后“粪”的语料分析，“粪”已经开始与“屎”在义项上交汇，“粪”分担了一部分

“屎”的义项，开始出现“粪”作为具体的某类动物的排泄物，不再像之前“粪”作为概括性的土壤的

肥料，如上例中“狼粪”“牛粪”“马粪”等。但二者并未完全相混，而是存在一定分工的，如(21) (22)
中的“大鱼粪”“鼠粪”，虽然“鱼”“鼠”在常规认知中属于体型较小的动物，但在语境中借助修饰

词“大”将一般认知上的小型动物主观“大”化，因此可体现“粪”有专指“大型动物的排泄物”的语

义职能。 

3.2.2. “屎”发展出新的比喻义 
“屎”一开始便是作为具体某种动物的排泄物，“猪、牛、马、驴”等也常与“屎”搭配。但汉代

之后，由于“粪”在语义上有“大量”的意思，因此帮“屎”分担了作为“大型动物的排泄物”的语义，

但“屎”并未被“粪”完全取代。一开始“粪”作为名词有“肥料”义，将“屎”汇集为“粪”才可以

作为土壤的肥料。较之“屎”，“粪”在使用上也更加具有书面色彩，常用作自谦。而“屎”的语用功

能则更倾向于粗鄙，口语性更强，其语义色彩也由中性向贬义发展。下面是具体语料。 
(25)《西游记·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恐为众僧点污，就装风作怪，尿里眠，屎里

卧。” 
(26)《金瓶梅·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 
(27)《金瓶梅·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一个猫儿碍着你吃屎？亡神也似走的来

摔死了。” 
(28)《金瓶梅·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他快屎口伤人！” 
(29)《红楼梦·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如今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

才疏远起来。” 
“屎”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引申出“嘲笑、贬低他人”的义项。如(26) (27)实则是月娘、潘金莲在

指桑骂槐地讽刺西门庆。“屎”除了作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如(28)“屎口伤人”是形容人嘴巴臭，说话难听。

在现代汉语中，人们也常使用“屎”来作为骂人的词，“狗改不了吃屎”“你们都去屎吧”。一方面在

汉语的文化语境里，用“狗”形容人常带有卑微贬义的意味，因此常用“狗屎”来骂人。其次，“屎”

和“死”因为音近的原因，也构成了一组近义词。“死”是尖音/s/，音感上听起来音高并且刺耳，穿透

力十分强。由于使用“死”程度过高，为了降低其痛恨程度，因此以“屎”替换，“屎”是擦音/ʂ/，在

语流上变得弱了些，由此“屎”在现代汉语中又承担了一部分“死”的语义。 
通过对“粪”和“屎”在历史上词义演变的梳理和分析，梳理出以下二者词义的异同： 

 
Table 1.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en” and “Shi” 
表 1. “粪”和“屎”的异同 

近义词义项 扫除 施肥 秽物 肥料 人的排泄物 动物的排泄物 大 多 骂人 

粪 + + + + + + + + - 

屎 - - + - + + - - + 

(“+”表示具有的义项，“-”表示没有的义项)。 
 

由上表 1 可知，“粪”和“屎”在语义上的交叉和区别便一目了然。前两个义项可以从词性上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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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粪”可以作为动词，这也是其本义的体现。相混之处是二者都属于“秽物”，但“粪”是具备

功能性的，即“屎聚之才可为粪”，因此在作为“肥料”义时，二者义项也是可以厘清的。主要的混淆

之处在于“屎”和“粪”都可以作为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因此可以根据“大”和“多”这两个语义特征

进行区分，从上表可知二者在“大”和“多”的义项中为互补分布，由此便可进一步对“屎”和“粪”

进行区分。最后一个义项是“屎”通过吸收语境义以及谐音发展出的新义，由于其发展的特殊性，“粪”

在此未与之交叉。 

4. 结语 

借助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粪”和“屎”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相互

混淆的。二者主要是基于语境吸收下的语义演变机制而互为近义词，又在语用功能的影响下各自衍生出

新的义项。由此这组近义词相互交叉，同时又相互区别。 
首先，文章从字形对二者在词性上进行判定，“粪”从字形上看具有动词属性，指“清扫秽物”。

而“屎”一开始便是作为名词，指“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二者词义明晰。其次，从具体文献用例对“粪”

与“屎”的历时语义演变进行梳理。考察跨度分为秦汉以前和汉代之后，在秦汉之前“粪”由于人的心

理认知因素的影响，开始由动词义向名词义过渡。但在具体文献用例中词义并未与“屎”相混，“粪”

主要是作为“施肥”“清扫”等义，并开始有向名词“肥料”义过渡发展的趋势。到了汉代之后，“粪”

逐渐发展出作为具体的“某种动物的排泄物”的义项，开始分担一部分“屎”的语义职能。但另一方面

由于“粪”的加入，使得“屎”有余力扩展新的语义。通过语境义的吸收以及谐音的影响机制下，“屎”

又为“死”分担出一部分职能，引申出“骂人”的语义。 
综上，词义的发展是呈动态演变的，在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推动，由此构成一系列近义词的

局面，如“粪”和“屎”、“屎”和“死”，但他们又承担着各自的主要语义职责。通过对“粪”和“屎”

的探讨一方面有利于为近义词族丰富语料，另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交际生活中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

用近义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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