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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真”是形容词，指的是心地单纯，是一个可用于褒义和贬义的中性词。从“天真”的词语结构来看，

难以直接断定其现代意义和其两个语素之间的具体联系。“天真”诞生于上古，最初是词组和名词，表

示精气、人的本性或神仙的名字等。沿用了数代之后，于清代演化为一个形容词，表示纯真，沿用至今。

“天真”从最开始的意义演化为如今仅有的“单纯”义，语言内部要素变化、组合义促使的语义脱落、

认知的主观化是其最重要的动因，重新分析及句位调整、语义类推、和谐转化是其最主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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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zhen”, a Chinese adjective, denotes the quality of having a simple heart. It is a term that can 
be used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xts. The etymology of “tianzhen” presents challenges in 
determining its precise modern meaning and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two mor-
phemes. Originally, “tianzhen” was a phrase and a noun in ancient times, representing the essence, 
human nature, or the name of a deity. Over time, it underwent semantic evolution and became an 
adjectiv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ignifying innocence. This meaning persists in contemporary 
usage. The motivation of lexicalization of “tianzhen” can be attributed to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changes in linguistic elements, the loss of semantic connections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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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s,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processes. The primary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is evolution in-
clude reanalysis, adjustment of sentence position, semantic analogy, and harmonious transform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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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的“天真”是形容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1]有两个释义：一个是心地单纯，性

情直率，没有做作和虚伪；另一个是头脑简单，容易被假象迷惑。“天真”整体而言是个中性词，但前

后两个义项分别具有弱褒义和弱贬义的语感。“天真烂漫”、“天真无邪”属于弱褒义，“过于天真”、

“太天真”这种表达属于弱贬义。“天真”表示单纯的语义定型后，“天真”在不同场合的褒贬用例差

别不大。 
“天真”意为单纯、简单，其内部意义并无法通过“天”和“真”的直接组合关系判断得来，故“天

真”一词定是经历过历史的演化才获得了如今的基本义。下文将讨论“天真”一词从上古到中古、近古，

乃至到现代的词义演变过程，并分析“天真”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 
“天真”在古代可以表示天神或天仙，例如“得补吾洞中之职，面对天真，游行圣府，自计天下无

胜此处”(南梁·陶弘景《周氏冥通记》卷一)；“天真”还可以专指道教神仙天真皇人，例如“自天真以

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隋书·经籍志四》)。下文对“天真”一词的考察重点基于从自

然、本原之义到单纯、朴素之义这一条基本脉络，所以和此线索没有关系的上举的意义，在下文便不再

详细讨论。 
词汇化是有些词语表达(lexical expression)失去其透明度(transparency)，而演化成不能从字面意思推测

出其真正意义的词组[2]。词汇化也是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经过期刊文献检索，汉语

学界的词汇化研究多聚焦于口语中的常见词组，目前对“天真”的历时考察并没有针对性的研究，本文

探讨的词汇化包括“天真”由词组到名词再到形容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即原始阶段到成熟稳定阶段。 
本文引用语料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央研究院中古/近古汉语

标记语料库。 

2. “天真”的词汇化历程 

(一) 上古时期：“天真”的原始阶段 
“天”的甲骨文字形貌似站着的人并突出其头部，本义是人的头顶，《说文解字注》[3]：“天，颠

也。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天”的引申义指代天空，与“地”相对，如《敕勒歌》：“天

似穹庐，笼盖四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天”最重要的基本义都是天空。 
“真”的构型和本义至今学界未有定论，只能判断“真”古代的基本义应是本质、本性，例如《庄

子·秋水》：“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又如《汉书·杨王孙传》：“欲裸葬，以反吾真”，指的

是未经人为的事物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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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的“天真”是词组，意为“天之真”，即天的本原、本性。《庄子·渔父》：“礼者，世

俗之所为也；真者，故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於俗。”此处的“法天贵真”

把“天”和“真”并列为同一聚合类，可以说明此处的“天”和“真”是作为名词来处理的。 
“天真”作为词组始见于《黄帝内经》中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其中将“上古”和“天真”并

列而论。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4]中说：“上古，谓所生之来，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

其意为“上古”和“天真”来源于人的真精，要延长人的寿命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肾中之真精。何谓“天

真”？《道德经》：“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黄庭经·仙人》：“积精累气

以为真。”故“真”即“精”，也就是精气，“真”是“精”的高级形式。所谓“天真”，就是“真”

来自先天化生，或者说是由先天禀赋而来。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天真”便是泛指一切生命之源。《上

古天真论》主要讲的是肾气，故“上古天真”的涵义应是生命来源于真精。《医宗金鉴·订正伤寒论注·辨

少阴病脉证并治全篇》也提到了“天真”：“人参秉中和正气，甘温大补，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

垂绝之生气。” 
由此可见，最初的词组“天真”应用于医学当中，理解为“天来源于真”，即作为生命起源的精气，

是名词性词组，“天”和“真”均是独立的词，所以此时的“天真”还不是词。 
(二) 六朝以后：“天真”词汇化的形成阶段 
汉语的复合词经历了一个从词复合到词根复合的转变[5]。六朝时期，“天真”词汇化为名词，意为

天然的性质或不受拘束的品性，即事或物的本性、本原。如下例： 
1) 不遣一法，不得一法，不修一法，不证一法，性净天真，而谓大道乎。(《宝藏论》) 
2) 永世孝友之至，发自天真，皎洁之操，曾非矫饰，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渑自辨，

馀息惟存，视阴无几，终始之托，方寄祁侯。(《全梁文》卷四十三) 
这个时候的“天真”用例还以指代天神、天真皇人为多，至唐五代，“天真”表示本性、本质的用

例逐渐增多，如： 
3) 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於心。(《佛经·禅源诠序》) 
4) 此道天真，本无名字。只为世人不识，迷在情中，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黄劈山断际禅师

传心法要》) 
5) 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 
6) 安得遗耳目，冥然反天真？(白居易《题赠定光上人》) 
7) 陶谦任天真，其性颇躭酒。(王维《偶然作》诗之四) 
8) 玉人贪睡坠钗云，粉消妆薄见天真。(冯延巳《忆江南》词之一) 
以上的“天真”均意为天性，即用“天之真”来代表自然本原与无拘无束的品性，故此处的名词“天

真”的内部结构应为定中偏正结构。 
两宋时期，除了以神仙的意义常见于佛经当中，“天真”还经常出现在诗词当中，如： 
9) 铃齐无讼宴游频。罗绮簇簪绅。施朱傅粉，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柳永《少年游·铃齐无讼宴

游频》) 
10) 万顷湖光一片春，何须割破损天真。(杨万里《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之

十五) 
出现在诗词中用“天真”，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古人重视无拘无束的天性解放，而“天真”有一定

的崇尚自然、追求美好的色彩，适合在诗词中生动地描写本我和抒发作者的内心感受。元代语料较少，

绝大部分“天真”是和神仙相关的佛经常见用语。至明清二代，小说兴起，“天真”这个具有古典韵味

的词出现在很多小说当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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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者道：“小的们，你说那里话！我保唐僧的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

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来家看看，送我来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这件事，你们却都要仔细看守家

业，依时插柳栽松，毋得废坠，待我还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功成之后，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

众猴各各领命。(《西游记》第三十一回) 
12) 一任光阴付转轮，平生嗜酒乐天真。笑吞竹叶杯中月，香泻桃花瓮底香。彭泽县中陶靖节，长

安市上谪仙人。羊角半山千日醉，直眠无底洞通神。(《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二十六回) 
13) 王道从来先是仁，妄加征伐自沉沦。趋名战士如奔浪，逐劫神仙似断燐。异术奇珍谁个是，争

强图霸孰为真。不如闭目深山坐，乐守天真养自身。(《封神演义》第三十八回) 
14) 更有制鱼良法，能使鲜肥迸出，不失天真。(李渔《闲情偶寄·饮馔·肉食》) 
大致到清代初期或中期，“天真”用于表示“本性”的用法就逐渐减少了。 
作为名词的“天真”，除了上述最常见的基本义之外，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名词

用法。 
第一个是用“天真”指代帝王的容颜，如唐代李德裕《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赞》：“爰命彩

绘，载模天真”。“真”在现代也可以表示人物的肖像，如“写真”、“传真”等。在唐代也有对应的

用例，如范摅《云溪友议》卷上：“楚材得妻真及诗范”。帝王也经常跟“天”、“龙”等词挂钩，所

以这里的“天真”就是“天子/君王的容颜”。 
第二个用法是“天真”表示双眉之间的角。明代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一：“紫薇夫人诰：仰和天

真，俯按山源。天真是两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这里的“天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名称谓，

它的取名是有道理的。依上例，“天真”对应“山源”，“天”对“山”，“真”对“源”，“真”本

有“本原”之义，故“真”和“源”应属同类聚合。“天真”和“山源”，命名思路就是天的本原和山

的源头。 
(三) 清代：“天真”词汇化的稳定阶段 
清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继明代之后又一个小说创作和传播的高峰时代，在文学艺术取得丰厚成就的同

时，语言也发生了比较丰富的变化。 
“天真”在清代演化出另一个意义，那便是从名词转变为形容词。“天真”变化为形容人单纯、质

朴、真诚，而且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地出现在清代小说当中，如： 
15) 李玄听了这话，却是一笑一惊。惊的是山野老人有此见解；笑的是那小儿一派天真，令人可爱。

(无垢道人《八仙得道传》第零一九回) 
16) 姊姊笑道：“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稚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

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莫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四十二回) 
17) 这萍儿是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儿，天真未泯，憨态可掬。(许啸天《明代宫闱史》第七十四回) 
18) 恨我自己命苦，我母亲不曾替我生个这样的妹妹，朝夕伴着我，使我多保全我自己一点天真。(向

恺然《留东外史》) 
19) 孔式仪向马仁道：“此人‘天真烂漫’可以足当。”(坑余生《续济公传》第一百二十六回) 
20) 年已七旬，天真烂漫，若童子然。夏月葛衣摇扇，与群儿嬉，或上树扑枣，童子环啖之。(余金

《熙朝新语》卷十二) 
在《七侠五义》《三侠剑》等清朝小说中，“天真烂漫”用例较多，如： 
21) 包公见他天真烂漫，不拘礼法，只要合了心就乐，便道：“三义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夤夜

之间，哪里寻找？暂且坐下，我还有话问你。”(石玉昆《七侠五义》第四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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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怜艾虎小孩子天真烂漫，他也跟了来，还背着包袱，想是我应换的衣服。若能够回去，倒要

多疼他一番。(石玉昆《七侠五义》第七十六回) 
23) 恨的是邱三爷有眼无珠，不识贤愚好歹，收下这样败坏门户的淫贼；气的是傻小子贾明天真烂

漫，不知人情事态，到处惹祸。(张杰鑫《三侠剑》第三章) 
24) 寨主闻听，贾明说话天真烂漫，不知道南北，老寨主也乐啦，遂说道：“明儿不要胡说，那是

你的表妹，乃是姑娘。”(张杰鑫《三侠剑》第五章) 
“烂漫”的意思是颜色鲜明而美丽，如韦庄《庭前桃》：“曾向桃园烂漫游，也同渔父泛仙舟”。

和“天真”结合之后，才增添了“坦率、自然”的引申义。 
“天真烂漫”一词来自宋末元初画家龚开的《高马小儿图》：“此儿此马俱可怜，马方三齿儿未冠。

天真烂漫好容仪，楚楚衣裳无不宜”。“天真”指的是自然、不做作，“烂漫”指的是美好、明快，这

个成语的典故中“天真烂漫”是用来形容画得纯真自然、生气勃勃，即“自然、朴实，又不失华彩，生

动”。 
“天真”最开始还不是形容一个人的单纯和真诚，而到了清代逐渐演化为了此义。这里可以看到，

“天真”加“烂漫”的联合结构成语不仅结合出了二者原先没有的意义，还在后来的发展中给两个双音

节词各自注入了完整的结构义。于是在清代，“天真”的意义开始过渡到等同于“天真烂漫”，原先表

示“天性、自然”的意义渐渐褪去；“烂漫”则是在保留了颜色绚丽的义项的同时引申出了“单纯、坦

率”的意义。从一定角度上讲，这个时候的“天真”和“烂漫”在形容人的纯真性格方面是别无二致的，

只不过“天真”的用例要多于“烂漫”。 
“天真烂漫”和“天真”的新义几乎是同时间段出现的，笔者认为并不能解释成是“天真”新义影

响了“天真烂漫”，是因为“天真”和“烂漫”表示单纯的用法是一起出现的，也有“烂漫天真”的用

例，“天真”和“烂漫”同时新生了表单纯的意义然而去影响“天真烂漫”这个词，这种可能性是极低

的。所以应是“天真烂漫”发生意义改变后才分别影响了“天真”和“烂漫”，这样更解释得通。 
总的来说，“天真”新生的形容词义来源于曾经和“烂漫”组合而成的成语，到了清代，“天真烂

漫”的词义从形容画中人物的传神生动演化为形容人的单纯质朴，“天真”便也引申出了相同的涵义。

而由于这个涵义的使用次数逐渐增多和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原先的“本质、本原”之义便渐渐被人淡化

了，直到消失。 
从清朝、民国时期开始直到现当代，“天真”的形容词义被相习沿用了下来，如下例： 
25) 人人无虚伪，个个尽天真。(续范亭《休养不到一年身体大进喜赋》) 
26) 此外，他还有一副天真、常挂的笑容，在中年人间很少见。(林语堂《风声鹤唳》) 
27) 她的天真、愉快的脸上现出了惭愧的表情。她的恳切的眼光在等候琴的回答。(巴金《秋》) 
28) 于北蓓天真无邪的举动使我对那一夜的真实细节只留下模糊的记忆，却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温馨

印象。(王朔《动物凶猛》) 
同时，“天真”还从只能做定语和谓语的基础上，扩展出了做状语的用法，如： 
29) 达玉琴天真地笑了一会儿。栗晚成也笑，但笑得不起劲。(老舍《西望长安》) 
30) 孙小姐天真地问：“为什么鬼长不大的？小孩子死了几十年还是小孩子？”(钱钟书《围城》) 
31) “姑姑，你也喜欢流星吗？”你天真地问我。(谢冰莹《流星》) 
32) 这使我那粗心大意的祖父茅塞顿开，他极其天真地以为明白了一个真理，他感到那些妙手回春

的郎中，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无非是割一堆青草像喂羊一样去喂病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以上便是“天真”的词汇化过程，下表 1 作为总结(其中“*”表示该意义不在“天真”今义演变历

史的脉络之上，下文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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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of “tianzhen” 
表 1. “天真”的词汇化过程 

 意义 语法性质 朝代 

天真 1 生命本源的精气 名词性词组 先秦至汉 

天真 2 天然的性质或事物的本原、本性 名词 六朝(南梁) 

 天神、天仙* 名词 六朝(南梁) 

 天真皇人* 名词 隋 

 帝王的容颜* 名词 唐 

 两眉之角* 名词 明 

天真 3 单纯、朴素、真诚 形容词 清 

3. “天真”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 

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有很多类型，一般来说一个词演化的动因有很多个，也有一定数量多的机制发

挥着作用。以下选取三个和“天真”词汇化关系最密切的代表性语言现象，讨论“天真”演化的三个最

主要的动因和机制。 
(一) 结构关系和句法功能的变化 
“天真”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其语法性质每一次发生改变，都和词语内部结构关系和句法功能的

变化有关。 
作为名词性词组的“天真 1”，两个词之间的结构关系应为定中，具体涵义是“作为生命本源的精气”，

“天”即“生命之源”。此时的“天”和“真”都完好地保留着原始的意义，“天”为自然，“真”为

精气。 
凝固为名词的“天真 2”指的是天然的性质、事物的本质或不受拘束的品性，两个语素之间的结构关

系为定中。“天”表示自然的、天生的、不加人为约束或干预的，“真”表示本心、本原，合起来理解

便是“最自然的、源于本心的品性”。由于“天”有天然之义，扩展出可以表示神圣的、至高的；“真”

有本性之义，扩展出可以表示纯粹的、原始的，所以“天真”又被用作表示神仙及神仙名字等。名词的

“天真 2”，可以以专有名词的形式做主语和宾语等，也可以以“本性”的意义充当所有名词句法成分。 
形容词的“天真 3”的内部结构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应为状中关系，意为“像天一样的真”(参

考“天大”中“天”作状语，意为“很”)，即“如同本原般的品性”。由于演化为形容词，“真”成为

了整个词的主要意义所在，“天真”的语义侧重点明显在于“原原本本”。作为形容词，“天真 3”经常

做定语和谓语，至近现代还可以做状语，每一次句法功能的改变或扩展都是使“天真”发生演化的潜在

动因。 
内部结构关系从定中到状中，体现出了“天”所承担的涵义的演变和“真”的“性”之义越来越被

重视；句法功能从名词性演化为形容词性，意义略虚化的同时扩大了意义的覆盖面(从表示本性到表示纯

真的本性)，所以语言内部要素的变化是“天真”演化的动因之一，重新分析和句位调整是“天真”演化

的机制之一。 
(二) 词义吞并 
“词义吞并”是转喻的一个小类，它是词义变化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指的是一些复合词或词组，

其中一个成分的意义吞并了其他成分的意义而成为整个语言单位的意义[6]。上文提到，“天真”表示单

纯之义源于“天真烂漫”的意义替换，从广义上讲，这是“天真”作为固定词组(成语)的部分的原始意义

被整体的意义所吞并，其中“烂漫”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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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例子如“世界”，“世”原指时间，“界”原指空间，二者结合后的意义包括了时间和空间。

后来“世界”中时间的意义消失，整体表示空间。在历史演化中，“世”慢慢增添了空间的意义，表示

世界、天下，如“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杂说》之四)、“得此，则黄白有种，无藉于世矣”

(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葛岭仙迹》)。所以，“世”在“世界”的影响下，虽然本义没有被替换，但也

增添了由组合义带来的新义。“天真”、“烂漫”同理。 
“天真”由原来的“本性”之义，转化成了“单纯”之义，其中的语义类推发挥着十足的作用，由

此可见，组合义促使原语义脱落(或替换)是“天真”演化非常重要的动因。 
(三) “天性纯良”的认知发展 
“性”指的是人或事物具有的能力、品质、思想等，古人对“性”的理解各有不同，如《礼记·中

庸》：“天命之谓性”；《荀子》：“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白虎通》：“五性者何？

仁义礼智信也”……《说文解字》中提到，“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提到“性”是人的本性。关于天性

的说法，孔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自古以来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认

为人性本善，即一个人刚生出来的固有属性就是纯真、善良的。 
“天真”从表示天性到表示纯真的性格，和人们的认知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在“天真”表示“单

纯”之前，它是一个中性十足的客观抽象概念，指的就是人们的内在品质、品性。当人们的认知发展到

一定程度，比如普遍认为“天性纯良”、“任何人的本性都是纯真善良的”的时候，“天真”代表的就

不只是毫无感情的人性了，而是每个人出生时便具有的、一直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至纯至善的本性。这

是一种认知的主观化[7]，当人们认为天性纯良的时候，“天真”就开始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单纯与

真诚，然后在高频率的使用过程中配合其他相关因素完成句法功能和语义内涵的转变。从演化机制上看，

这是一种和谐转化，是一种不经意间的和谐过渡，既反映了认知的更新，又普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达

到了语义上的协调。 
同样规律，“天真烂漫”由形容画中人物的自然和生动演化为自由不羁、坦率纯真，也是认知因素

的发展所影响的。受此影响，近代也出现了“天真无邪”的说法(顾笑言《正月十八吃元宵》)，“无邪”

即没有不正当的念头。 
自清代“天真”的单纯义产生后，不仅多见于褒义语境，也常见于贬义语境或中性语境。这也体现

了人们不止看到了“纯真”的正面，也看到了其反面。物极必反，过于天真就是幼稚、无知，从不同感

情色彩的“天真”用例中可以看到古人高维的辩证智慧。 
综上所述，语言内部要素的变化、语义脱落和主观化，是“天真”演化的重要动因；重新分析及句

位调整、语义类推、和谐转化等机制在“天真”的演化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黄帝内经》大概成书于汉代，说明汉代之前就出现了“天真”的词组，意义是生命之源的精气。

后来“天”和“真”这两个词化为语素结合成复合词，表示天然的性质、事物的本原和指代不受拘束的

人的品性，从六朝到清代用例越来越多。同时，“天真”在这期间又被用作表示神仙、天真皇人、帝王

容颜、两眉之角等。清代小说中重新解构了“天真烂漫”一词后，“天真”原先的语义逐渐消失，取而

代之的是“单纯、质朴、真诚”之义，被广为使用和接受，沿用至现代汉语。 
“天真”的词汇化有三个最重要的动因：第一，语言内部结构关系和整个语法单位功能的变化推动

“天真”词义重构；第二，“天真烂漫”的组合义促使“天真”语义脱落和替换；第三，人们认知的主

观化使“天真”的语义转变更加成熟。 
“天真”的词汇化中有三个最主要的机制起着作用：第一，词语深层意义的重新分析和句位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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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天真烂漫”的语义进行类推；第三，随着认知发展自然而然的和谐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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