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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篇文章通过比较“X视”式词语中一组轻视义近义词的使用频率，研究它们在程度量级方面的差异。

通过比较词典释义和实际句子表现，得出结论：这些词的程度与量级相关，程度越深，量级越高，表达

主观感情越强烈，反之亦然。这篇文章提供了这组动词的程度量级排序，从高到低分别为：蔑视 > 鄙
视 > 藐视 > 轻视 > 小视。将词汇同语法研究联系起来，从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表现分析近义动词，旨

在加深对这组轻视义“X视”式词语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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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a group of synonyms in the “X Shi (视)” style 
words, and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degree and magnitude. By comparing dictionary defini-
tions and actual sentence performa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degree of these words is re-
lated to their magnitude. The deeper the degree, the higher the magnitude, and the stronger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emotions, and vice vers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anking of the degree 
order of this group of verbs, from high to low: disdain > despise > spurn > contempt > underesti-
mated. Linking vocabulary with grammar research, analyzing synonymous verbs from their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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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ic features and syntactic expressions, aim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group of dis-
dainful “X Shi (视)” styl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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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X 视”式词语是指第二个语素均为“视”的两字词语，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为其中轻视含义的

一组词语。通过检索《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符合轻视义“X 视”式的词语有“蔑视”、“藐视”、

“鄙视”、“轻视”、“小视”5 个。这 5 个词语含义接近，构成了一个表示“轻视、看不起”的语义

场。把一组近义词归到同一线性序列之中，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组近义词之间的程度高低、语义轻重等差

异，这对近义词的研究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可帮助学习者从更深层次理解词语，更准确

地运用词语，从而减少词语误用现象的发生，这也是未来研究近义词辨析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现

代语言学词典》中有一个词条“Scalar Expression”，释义为“级差词语”，即涉及级差的词语[1]。级差

词语包含逻辑量词、量化限定词、量化时间词语、级差副词、级差谓词 5 种，对于级差的性质，分为强

度级差和方向级差[2]。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内部差异属于级差谓词的强度级差。文章中选取的这组

词均表示心理活动，为“轻视、看不起”之义，除“小视”外，其它 4 个词语均为兼类词，且不同词性

间含义相近。本文将对它们的动词用法进行探讨。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3]对这组词的解释分别为： 

蔑视：轻视；小看； 

鄙视：轻视；看不起； 

藐视：轻视；小看； 

轻视：不重视；不认真对待； 

小视：小看；轻视。 

方文一《同义词辨析》[4]对这组词的解释分别为： 

“轻视”指因人或事物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等而看不起，与“重视”相对； 

“藐视(渺视)”是“小看”的意思，比“轻视”程度深，指别人在学识、能力等方面有不足之处，不但不予以重

视，反而小看了它，或指事物无足轻重，容易处置，因而小看了它。也可以和“重视”相对； 

“鄙视”指从本质上把人或事物看得很低劣，程度更深； 

“蔑视”是对道德品质等方面的低贱表示轻蔑、唾弃的态度，感情色彩比“轻视”、“藐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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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崇《同义词辨析词典》[5]对这组词的解释分别为： 

“轻视”着重指不重视，不认真对待，认为没价值而看轻，看不起，带贬义。可带动态助词“了”“过”，一

般不带“着”。可受程度副词修饰； 

“藐视”着重于小看，视为渺小； 

“鄙视”着重于看不起，认为粗俗、低下； 

“蔑视”小看，着重于不放在眼里。语义较重。 

近义词词典中均未查询到“小视”的具体含义，这和该词在句中使用时绝大多数置于否定词“不可/
不容/不可”后使用的特殊语用情况相关。通过进一步检索这几个词的释义，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组词语

的释义几乎等同，词典释义采取相同词语释义的方式，如“藐视”“蔑视”都用“小看”进行释义，“鄙

视”释义为“看不起，粗俗，低下”也是“小看”之意。从词典释义我们看到了这组近义词语的相似之

处，但显然它们在使用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有些语境中不能互换，那么相似度如此之高的这组轻视义

“X 视”式词语的差别在哪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2. 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构词分析 

“蔑视”“鄙视”“藐视”“轻视”“小视”这 5 个词语均是由两个语素构成且第二个语素均为“视”

的偏正式合成词。词语在入句前，本身就具有包含潜性的量。“汉语有些语素本身就能标示其参与构成

的词的量级特征，从而使该词‘天生’就属于某一特定的量级([6], p. 29)。”由于轻视义“X 视”式词语

的构词方式及其第二个语素均相同，如欲检验它们之间的量级差异，我们首先可比较该组词语的第一个

语素，即“蔑”“藐”“鄙”“轻”“小”的语素义。这 5 个语素构成轻视义“X 视”式词语时，被《新

华字典(第 12 版)》[7]选取的义项分别为： 

蔑：看不起，轻视； 

鄙：轻蔑； 

藐：小； 

轻：认为不重要； 

小：轻视，看不起。 

从所选义项看，这 5 个语素或多或少包含“轻视”义。“鄙”较“藐”感情色彩更强烈，“蔑”较

“轻”感情色彩更强烈。接着，我们从声调着手，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
去声(四声)四种声调，这 5 个语素中，“蔑”为去声(调值{51})，调值由 5 降为 1，语音通达顺畅，掷地

有声，相较于另外 4 个语素，更易传达、表现出较强烈的语气和感情色彩。由此，我们进行初步推测，

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中，“蔑视”程度量级最高，接着依次是“鄙视”“藐视”“轻视”，“小视”

最低。 

3. 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与不同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情况考察 

所选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中，除“小视”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外，其余 4 个词均可受程度副词修

饰。陈光(2010)在总结前人对程度副词研究的基础上，将程度副词按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成 7 级([6], p. 81)。 
其中，“蔑视”“鄙视”“藐视”“轻视”这 4 个词语均可以受到 4~7 级程度副词修饰，且“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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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轻视”可以受所有级别程度副词的修饰 1。如例(1)~(4)： 

(1) 他虽然平日对宗第的武艺、胆气和机警都很信得过，但是也怕宗第过于蔑视敌人，可能一时粗心，出现“万

一”。(姚雪垠《李自成》) 

(2) 我们没必要太过鄙视或担心这些不雅的生理现象，而是应该正视问题，通过保持健康来解决尴尬状况。(网

络语料) 

(3) 更主要的因为我国的传统教育过于轻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恰恰为

此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科技文献) 

(4) 他以极冷漠的目光注视着罗恩。他非常藐视他。(朱迪·麦菲拉罗《王位继承人》) 

其中，“轻视”所能搭配的程度副词范围最大，可以受所有超高级程度副词修饰。如(5)~(7)： 

(5) 不要过分轻视对方，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柳残阳《断肠花》) 

(6) 传统教育过于轻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恰恰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科技文献) 

(7) 还要追加的话，太过轻视与 Master 之间的联系的自己的天真实在太可笑了。 ( 奈须蘑菇

《Unlimited-Blade-Works》) 

表 1 为该组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与不同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情况： 
 
Table 1. The combination of disdainful “X shi (视)” word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egree adverbs 
表 1. 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与不同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情况 

能否副词级别 
能否组配词语 超高级 最高级 极高级 甚高级 高级 中级 低级 

蔑视 几乎不能 部分能 几乎不能 部分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藐视 几乎不能 几乎不能 部分能 大多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鄙视 部分能 大多能 部分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轻视 都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都能 

小视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从上表得知，“蔑视”“藐视”可以与所有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但是与部分较高程度的副词组配

时受限，如“蔑视”不能与“过(分/于)”、“绝顶”、“无比”搭配使用，“藐视”不能与“相当”、

“真”、“非常”搭配使用；“鄙视”和程度副词组配时同样受到限制，但是显然限制更小，仅不能与

“过(分/于)”、“绝顶”搭配使用，这表明它的量级弹性相对而言更有限度；“轻视”是最自由的，可

以与所有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这表明它的量级是具有弹性的，既可以增量，也可以减量；“小视”受

程度副词修饰的用例为 0 个，由此可得出结论，“小视”几乎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通过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与不同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情况来看，“蔑视”“藐视”“鄙视”的程

度量级相对更高，其中，“藐视”“鄙视”与不同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情况与词典释义有一些出入，我

 

 

1在《现代汉语量级范畴研究》一书中，陈光将程度副词按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成 7 级：1) 超高级(过分、过、过于、太过；太)、
2) 最高级(极端、极其、绝顶、无比；最)、3) 极高级(分外、够、极、死、万分、异常、尤其；特别、格外、太)、4) 甚高级(大、

老、相当、真；非常、十分)、5) 高级(挺、怪、蛮、很)、6) 中级(比较、较)、7) 低级(还、有一点儿、有些；稍微、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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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推测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二者词典释义较为接近；“轻视”虽然可以与所有等级的程度副词组配，

但它的程度量级并非最高，而是由它本身含义的客观性决定的。实际上，“蔑视”“藐视”“鄙视”的

程度量级应高于“轻视”。虽然“轻视”的搭配情况较为特殊，但是总体来说，这 5 个词语的量级依旧

相对是固定的，大致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动词程度量级越高，其越难以同更高级的程度副词进行组配。 

4. 轻视义“X 视”式词语对于肯、否定句式的选择倾向 

学界存在自然语言的肯定和否定公理：“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只能用于否定结构；语义程度极大

的词语，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之中。”[8]此
外，一般情况下，表达相同含义的句子，肯定句式语义较否定句式重。“蔑视”和“小视”处于该量级

连续统的两端，多数情况下，“小视”用于否定句中，其他词语均是既可以用于肯定句，也可以用于否

定句中。下图为 CCL 语料库和 BCC 语料库中该组词语肯、否定式的大致使用情况统计(见表 2 和表 3)： 
 
Table 2. The usage of members of the disdainful “X shi (视)” style words in the CCL corpus (unit: times) 
表 2. 轻视义“X 视”式词语成员在 CCL 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单位：次) 

词语 
次数 蔑视 鄙视 藐视 轻视 小视 

使用总次数 1428 880 667 2007 388 

肯定形式 1422 870 653 1956 35 

否定形式 6 8 14 51 353 

肯定形式所占比例 99.6% 98.9% 98% 97.5% 9% 

 
Table 3. The usage of members of the disdainful “X shi (视)” style words in the BCC corpus (unit: times) 
表 3. 轻视义“X 视”式词语成员在 BCC 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单位：次) 

词语 
次数 蔑视 鄙视 藐视 轻视 小视 

使用总次数 3590 16,937 1971 7060 1072 

肯定形式 3581 16,852 1957 6985 39 

否定形式 9 85 14 75 1033 

肯定形式所占比例 99.7% 99.5% 99.3% 99% 3.6% 

 
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中的成员在选择肯定、否定句式时的倾向性基本上符合以下规律：这 5 个词

语越靠近“蔑视”一端，即量级越高，同时更倾向用于肯定句中；除“小视”外，其它词语具有较强的

用于肯定句的倾向；量级最低的“小视”在句中绝大多数情况下表达否定含义，受到否定词“不”的限

制。 

5. 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量级差异 

这里引入两个概念。一是“连续统”(Continumn 或 Continuity)；二是量级(Magnitude)。“连续统”

原本为数学及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认知语言学家借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运用于语言学研究中。

上世纪 90 年代末，吕叔湘曾在他的论文中提到“连续统”一词：“我们在对有些对象分类时并不能都做

到二分，二分仅能得到两个端点，两个离散的点，却忽视了很多中介(中间)状态，或者说过渡状态。……

总起来看，(这些对象)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分类，即连续统”[9]。通过这一描述，可归纳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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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统”是在某个性质上具有连续量变的一组元素构成的群体。如果把“统”理解为系统、集合，那

么这个“连续统”(即这个集合中的元素)就在某个性质上具有连续的量变。将此概念引入本文，可以用于

描述“蔑视”“鄙视”“藐视”“轻视”“小视”这组近义词之间的量级关系。“量级”包含两个息息

相关的子范畴，即“量”和“级”。“量”是客观物质世界的重要属性之一，世间万物均有“量”，实

物有量，动作、性质、状态也有“量”。语言中性质、状况等具体意义，其后潜藏一条高度一致的线索

——表现为不同语言形式的数量；量的比较和差别则有“级”，语言单位既有量的内涵，同类性质、同

一序列各表义单位之间涵量上的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级别，这样便有了“级”的意义范畴。“在以往对

某些与量级问题相关的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中，如何比较、跟谁比较比较什么等等问题，常常因为其中

的道理‘太简单’而被忽略了，而轻易为‘语感’所取代。”([7], p. 5)实际上，语言中也存在量级，但

由于语言具有抽象性，人们常常无法像把握实物量级一样衡量语言具体的量，因此学者常以一种宽泛的

标准看待并探讨语言世界中的量级。 
近义“X 视”式词语的 5 个成员都表示“轻视、看不起”之义。除“小视”外，“蔑视”“鄙视”

“藐视”“轻视”四词后一般跟某人、某物或某件事作为宾语。 

5.1. “蔑视”“鄙视”“藐视”——程度量级高 

该组轻视义“X 视”式词语中，“蔑视”“鄙视”“藐视”在句中具有很强的语义表现。其中，“蔑

视”程度量级最高，“鄙视”“藐视”程度量级次高。 

5.1.1. “蔑视”程度量级最高 
“蔑视”通常正面使用，意味着主语对宾语表达出十分强烈的轻视义，其后搭配的宾语大多含有负

面或贬义色彩。例如： 

(8) 马林生心中冷笑不止，对儿子施展的拙劣的笼络手段极为蔑视。(王朔《我是你爸爸》) [10] 

(9) 在各地声讨苏修叛徒集团的集会上和游行示威中，我国亿万军民对一小撮苏修反华小丑们极端蔑视。(人民

日报 1969 年 03 月 06 日) 

(10) 1975 年冬回到延家川后，延永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母亲，没想到，回报他的是一阵怒骂和蔑视：“不

要再羞你先人了！你家坟头就没埋下那鬼！”(1994 年报刊精选) 

例(8)宾语“拙劣的笼络手段”含贬义，“冷笑”传达出讥讽、轻蔑、不满意等情绪。主语马林生对

儿子“拙劣的笼络手段”冷笑不止，的内心有强烈的情感需要宣泄。因为有强烈的意念作为支撑，因而

“他用尽全身力气扑向河岸。”例句中含有他隐含的强烈主观感受；例(9)说话人认为，有人蔑视他们是

出于嫉妒。“嫉妒”表示一种心理状态，充满感情色彩。句中“蔑视”基于“嫉妒”，“蔑视”则也传

达强烈的主观情绪；例(10)中“怒骂”和“蔑视”并列，“母亲”的激烈言辞传递出十分强烈的感情色彩。

概括地说，“蔑视 + 宾语”实际上传达出主语对宾语的强烈主观感受。可以说，“蔑视”是该组表达“轻

视”含义词语中语义程度最深的。 

5.1.2. “鄙视”“藐视”程度量级次高 
首先，“鄙视”语气较重，表示轻蔑、看不起，把宾语看得十分卑微，甚至卑劣，带有厌恶之意。

例如： 

(11) 在阶级社会中，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脑力劳动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统治阶级鄙视

体力劳动，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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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德国一个穷音乐师的家庭，……，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他鄙视豪门，攻击市侩，

反抗贵族，因而受到排斥，结果生计也成了问题。(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3) “父亲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还是他的身教，他鄙视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时时流露出对社会对国家前途的

关注。”(1994 年报刊精选) 

以上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语所鄙视的对象均是以自身作为参照，在其看来，宾语的某些行

为、特征令其厌恶。可以看出，“鄙视”也是强调主观感受。例如，例(11)中阶级社会存在阶级对立，呈

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以优越自居，觉得体力劳

动者地位低下，从而以轻视、看不起的态度对待体力劳动者；例(12)中约翰·克利斯朵夫出身贫寒，鄙弃

豪门。而豪门作为寒门的对立方，是决不受他待见的；例(13)“父亲”鄙视“醉生梦死的生活”。在主语

看来，“鄙视”后的宾语均是负面的，令人厌恶的。 
其次，藐视，强调居高临下，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认为某种事物十分卑微、渺小，没有价值或

令人厌恶，从而对其加以轻视和嘲笑。“藐视”放在句中时，宾语如同被主语可视地缩小了。例： 

(14) 他藐视死神，顽强地抗争着，可无情的病魔还是把他扳倒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1994 年报刊精选) 

(15) 此时，记者站在黄河岸边高高的山颠，耳畔又响起伟人的声音：“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

(1994 年报刊精选) 

(16) 有些比较好的黑人藐视自由，他们也同自己的白主人一起在吃大苦……现在却都留在白人主子家，干过去

下等黑人干的体力活。(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以上三例，例(14)中“死神”给人以巨大的阴暗气息，例(15)中“黄河”给人宏大、壮阔之感，例(16)
中“自由”给人广阔、酣畅之感，这三者在读者眼里均是巨大的事物，但在作了“藐视”的宾语后，它

们的形象好像无形之中被缩小了。因此，主语对宾语表达的态度更偏向小看，即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5.2. 主导词“轻视”——程度量级居中 

“轻视”语义程度居中，可用于口语、书面语体，适用范围广泛，使用频率较高。着重于表示主语

把宾语看得不重要，因此不认真对待宾语。“轻视”一般不含有特别的感情色彩，视具体语境而定，特

殊语境下可能增加临时性意义。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轻视”同其它几个词的解释看，词义并

没有什么差异。之所以说“轻视”语义程度低，是因为从语用来看，“轻视”所能表现出得感情色彩和

语义程度较前文提及的几个词低。例如： 

(17) 目前，一些企业中存在着重生产、轻环保，重经济效益、轻视环境效益的思想。(林帼秀《企业环境管理》) 

(18) 他批评布什政府中主张单边主义的人，过分重视军事实力，轻视“软实力”，轻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文

汇报》2003 年 5 月 14 日) 

例(17)客观陈述“一些企业中”存在“轻视环境效益的思想”等的客观现象；例(18)客观描述“布什

政府中主张单边主义的人”存在的问题。这两例均是客观陈述，传达出“轻视”更偏向表达客观的含义，

从该词中难以提取到强烈的感情色彩。 
“轻视”在句中是否含有主观情感，由语境决定。在特定语境中，“轻视”也能传达出主语对宾语

的主观情感。如例(19)，“轻视”词义中就增添了[+厌恶]这一义素： 

(19) 李四爷对高第比对桐芳更轻视一些，因为高第是大赤包的女儿。他又倔又硬的回答出一句：“穷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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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这一下子断了根，绝了后！”(老舍《四世同堂》) 

5.3. “小视”的否定意味——程度量级最低 

与其它几个词语不同的是，“小视”一般用在否定句中，极少用于疑问句和肯定句中。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检索出的 388 条有效语料中，仅有 10 例用于肯定句中；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检索出的

1072 条有效语料中，仅有 39 例用于肯定句中，用于疑问句的例句不足 10 例。从 CCL 语料库和 BCC 语

料库的检索结果看，“小视”所在句大多为否定句，出现在疑问句和肯定句的情况很少见。“小视”在

否定句中大多受“不”“别”“没”等否定副词限制，构成“不容/不可/不能 + 小视”或“小视不得”

等短语，表否定义。如： 

(20) 你也许会不在意一座普通的百龙滩水电站，但你绝不能小视它不凡的建设者——广西桂冠电力股份公司。

(1994 年报刊精选) 

(21) 至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科特迪瓦，没人敢小视他们，没人敢说他们不能像 3 年前的塞内加尔一样创造奇

迹。(《文汇报》2005 年 12 月 11 日) 

(22) 庸医粗疏马虎，会误人性命；伯乐相马以劣充优，会坑害百姓；而择才选人缺乏公正，则会误国殃民，损

害党的事业，万万小视不得。(《人民日报》1995 年 10 月 24 日) 

以上三例中，“小视”均用于否定句，且前都受否定副词限制，由此可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小

视”用于否定句中时，实际的语义指向更倾向于与之相反的“重视”义。上文几个例句的主语分别是“你”、

“人们”和“挑选者”，综观全句，这几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语应当重视其分别对应的宾语，即“不凡

的建设者”、“他们”和“择才选人这件事”。 
此外，“小视”用于疑问句和肯定句的例句如下： 

(23) 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敢小视今天的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经济带来多大的变化？(《文汇报》2002 年 12 月 22 日) 

(24) 他看着勤勤问：“你想知道什么，与我说好了。”原来，原来大智若愚的人是这样的。这些日子来，勤勤

小视了他。(亦舒《石榴图》) 

(25) 而阿卡耶夫自恃与西方在军事安全方面合作的成绩，小视了西方要求他进行政治变革和实行政权更替的决

心。(《文汇报》2005 年 3 月 29 日) 

例(23)为反问句式，改写为陈述句，则变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敢小视今天的技术进步会给未来

经济带来多大的变化。”实际上，该句的语义指向仍旧是“重视”义，即人们都应当重视科技进步给未

来经济带来的变化；例(24)中，作者借助勤勤的内心活动夸赞“他”“大智若愚”后，又说“勤勤小视了

他”，言外之意“他”的智慧不应被轻视；例(25)阿卡耶夫小视了西方对他要求的决心，言下之意是西方

的决心很强，阿卡耶夫不应轻视这一决心。 
进一步对上述例句逐一分析后，我们可以大致断定该组近义“X 视”式词语的量级差异。 

6. 结论 

本文比较和分析了“蔑视”“鄙视”“藐视”“轻视”“小视”这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词典释

义及入句表现，指出了它们在语义程度方面的区别，继而分析并比较了这几个词语的程度量级差异。轻

视义“X 视”式词语语义程度连续、差异模糊，不易将它们的语义明确区分，可以通过观察其入句情况，

及其伴随成分(如宾语)的特征来分析。马庆株(2002)曾指出，宾语限定动词的意义，对于明确动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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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动词的义项有重要作用[11]。总的来说，通过对该组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比较可知，词语的程度

量级越高，其传达的语气和情感越强烈。“蔑视”和“小视”分别位于连续统的两端，其它三个词处在

连续统的中间。“蔑视”的程度量级最高，它所包含的语义程度最深，表达的情感最强烈；“小视”的

程度量级最低，在句中使用时，“轻视”义大多情况下被削弱，常用于表达与其相反的“重视”义。 
概而言之，该组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语义程度由高到低为：蔑视 > 鄙视 > 藐视 > 轻视 > 小

视。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5 个动词在语境中所能传达出的感情色彩和语义程度，总的规律是：

在“主语 + X 视 + 宾语”结构中，轻视义“X 视”式词语程度量级越高，其语义程度越深，主语对宾

语表达出的感情色彩越浓烈。本文将词汇同语法研究联系起来，从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表现对近义动词进

行辨析并验证，目的在于加深对轻视义“X 视”式词语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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