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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世界上，不管哪个民族，只要有自己的语言，那就一定有自

己独特的颜色词。①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五彩缤纷的，人们不可能

对世界没有颜色的感知。现在很多语言都有丰富的颜色词汇，但

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如此。大家都知道，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

性的。……人类为了使自己的语言能传到远方，能传于后世，经

过长期摸索，发明了记录语言的文字。……因为文字把语言记录

下来，今天说的话，明天听不到，但可以看到；古人说的话，现

代的人听不到，但可以看到；……因此，文字弥补了语言的缺

陷，扩大了语言的职能，成了人类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②　
颜色词是随着人们描绘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交流丰富的感情而不断

产生的，尽管历来对颜色词的产生与发展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
但我们今天通过现有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我们的先民是如何用

文字来记录他们对颜色的感知的，从中也能看出一些基本规律：
从具体的物象到抽象的颜色词；再由抽象的颜色词到具体的物

象；再由具体的物象再次抽象而延伸并应用到各个领域，产生出

众多的含有颜色意义的新词新语。颜色词作为语言词汇中的重要

３

①

②

在汉语中，颜色也称色彩，它们是一对同义词，通常可以互用。不过，我们认

为称颜色比称色彩更能体现汉语的特色，具有更丰富的国俗语义，所以本编主要用 “颜
色”一词。

马学良：《语言学概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０７页。



词类，本身就有其产生、发展甚至融合的历史演变过程。所以对

颜色词的研究不只是就词论词，平面地分析其意义、用法的异

同，还应当从时间上考察其纵向的传承，从空间上探索其横向的

联系。这 “无论对汉语词汇史本身的研究还是对汉语与邻近语言

的历史比较来说”①，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对当今如火

如荼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

用。
如果我们对颜色词不探其源，那么对含有颜色意义的词或语

就有可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而导致望文生义。在对外传

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候不能尽职，在接受外国文化的同时，
也没有一种比较语言的眼光，而只管拿来与我们的文化一对一，
这样也会闹出笑话。各民族有各民族表达颜色的方式与词汇，各

民族也有各民族对颜色的不同联想与引申，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语

源与不同的文化渊源。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大量的外国信息涌进了中国大地，同

时，中国的大量优秀的文化也正被国外认同与接纳，为了促进文

化的交流与发展，我们应该主动把我们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向世界

展现与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也要向世界证明：黄皮肤

的中国人是智慧的象征。对颜色词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

解与接受外国信息，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丰富华夏民

族的语言与文化。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颜色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

果，其中有两位先生的文章很经典：一位是张永言先生，他的

《论上古汉语的 “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对我们启

示很大，本书也引用了张先生很多的现成材料，在此表示深深的

４

① 参见张永言：《论上古汉语的 “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见 《语文

学论集》，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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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意。另一位是张清常先生，他的 《颜色词研究提纲》一文也对

我们启发颇多，在此一并致谢。其他研究颜色词的文章以及硕士

学位论文也不少，甚至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北京大学李红印

的博士学位论文 《现代汉语颜色词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从语

义角度对现代汉语颜色词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他多数研究的

面都显得太窄，所以我们试图从通论的角度来探讨颜色词。尽管

此前也有人想从通论的角度来谈颜色词的用法，但我们所见的大

多数文章都研究得不够深入，尤其不能从颜色词的历史发展的角

度讨论问题，只是泛泛而谈。
我们首先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来考察 “五色词就是古汉语基

本颜色词”这一观点，并探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且举例说明其

本义。其次探讨了五色词的语义场。再次探讨了颜色词在汉语言

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从历史文献方面来谈的。另外，虽然从英

汉对照的角度来研究颜色词的文章有很多，但我们所见到的文章

多数都是简单的排比对照，很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比较研

究，而且其中很多文章都采用英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方式，而我

们则相反，主要以汉语为主，与英语进行适当的比较，以突出汉

语特有的语义，即汉语颜色词的国俗语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归纳总结了汉语颜色词的一些特点。最后，我们也试着把颜

色词的研究成果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重点探讨了

对外汉语中颜色词的教学与研究，其核心就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要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

５



第一章　以五色词为中心
的古汉语颜色词

　　张清常先生说：“汉语的颜色词和语到底有多少，我想似乎

应该清算一下，做到心中有数。有这样一笔细账，然后谈语言，
谈文化，谈民族心理……才踏实可信。”①　如果真要 “清算”，首

先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确定基本颜色词，进而分类研究。一般认为，现代汉语

基本颜色词有１０个，即黄、白、红、绿、蓝、青、紫、黑、灰、
褐。②　古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有哪些呢？我们认为，古代汉语的
基本颜色词有５个：青、赤、黄、白、黑，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是颜色词总数的调查统计。对古代汉语颜色词的调查统计
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人对古汉语颜色词
作出全面统计。我们拟以五色词为中心，对汉语单音节颜色词作
初步调查统计。

６

①

②

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续集），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７～８８页。
对于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数量的说法存在一些分歧。美国人类学家柏林 （Ｂｒｅｎｔ

Ｂｅｒｌｉｎ）和语言学家凯 （Ｐａｕｌ　Ｋａｙ）合著的 《基本颜色词：其普遍性和演变》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ｌｏｒ　Ｔｅｒｍｓ：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书中提出了１１个基本颜色词范畴

（ｗｈｉｔｅ／ｂｌａｃｋ→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ｙｅｌｌｏｗ→ｂｌｕｅ→ｂｒｏｗｎ→ｐｕｒｐｌｅ／ｐｉｎｋ／ｏｒａｎｇｅ／ｇｒｅｙ），这１１个

颜色词在不同的语言阶段出现时有着严格的演变顺序，即若某种语言有符号 “→”后的

词，那就一定有其前的词。据此，姚小平 （１９８８）考察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阶段，
并得出自殷代至清末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史，其中归纳出的现代基本颜色词为：黑、
白、红、黄、绿、蓝、紫、灰、棕、褐、橙。而李红印则提出了９个现代汉语基本颜色

词：红、黑、白、灰、黄、绿、蓝、紫、褐。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讨论过，我们则

综合各家之说，暂时归纳为这１０个。



上　编

汉语颜色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第一节　五色词是古汉语基本颜色词

一、历代文献之基本颜色词

汉语中的颜色词很丰富，我们该从何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呢？
这需要划定一个范围。甲骨文中已有朱、赤、白、黑、黄、绿、
丹、红等字，其中有的记录的是颜色词，有的用于文字假借。华
夏先民最初使用的颜色主要是红色与黑色，出土陶器等文物可以
为证。红与生命相联，黑色象征吉祥，人们对之有所偏好，尤其
在周秦时代，红、黑大受重视，史载周尚赤，秦尚黑，因而这两
个系列的词特别多， 《广雅》收赤色系列词１３个，还未全部包
罗；黑色系列的则多达３０个。“卜辞金文中表示红色的词较多，
有赤、朱、丹、彤、!、熏 （熏为绛色）。由此看来，中国人自
古就喜欢大红颜色。表示黑色的词有玄、幽、旅。表示本色未染
的词有叔 （素）。此外，有帛 （白），有黄，有青。”①　不管具体
先用哪种色，我们可以推断出 “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词在我国古代被视为五种正色，是汉语中基本的颜色词。“在颜
色科学领域中，中国自远古 （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至今一直不变
地认为一切颜色是由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 （现代色度学
称为基色）合成的。”②

五色词之确定与五行学说密切相关。“一般都承认，五四以
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
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
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③
《书·洪范》讲五行说：“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７

①

②

③

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续集），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８～８９页。
转引自张永言：《论上古汉语的 “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载 《语

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８页。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见向乃旦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７页。



而融入了阴阳消长及生克思想的五行学说之形成还是经历了一个
较长的时期，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

根据五行学说，颜色分为 “正色”与 “间色”两类。明代杨
慎指出：“五行之理，有相生者，相克者，相生者为正色，相克
者为间色。……木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
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
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
也。甲乙合为绿，则绿者青黄之杂，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为
碧，则碧者青白之杂，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而为紫，则紫者赤
黑之杂，以土克水故也。此五行之间色也。”①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周易·系辞》）形与色是事物的重要表征，也是人类认
识事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每个民族的语言中，颜色词是非常活
跃的词汇之一。在汉语颜色词中，被称为 “正色”之 “五色”词
是最活跃的颜色词。 “五色”之名常见于古代典籍， “五色”指
青、赤、黄、白、黑。

《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孔颖达疏引 《韩诗外传》云：
“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
土。”“五色”即青、黄、赤、白、黑。其实，《书·禹贡》本文
已明确提到了，文中在叙述九州岛土色时，只用了五个颜色词，
“厥土惟白壤”（冀州）、“厥土白坟”（青州）、“厥土黑坟”（兖
州）、“厥土赤坟”（徐州）、“厥土青黎”（梁州）、“厥土惟黄壤”
（雍州）。② 《周礼·冬官》也明确地说：“画缋之事，杂五色。东
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
地谓之黄。”其他例证如：

“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疏：“五色，谓青赤
黄白黑，据五方也。”（《礼记·礼运》，第１４２３页）

“五色成文而不乱。”疏：“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声，

８

①

②

［明］杨慎：《升庵集》卷六十六 《正色间色》，《四库全书》本。
本编所引经书以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影印本 《十三经注疏》为准，以下不一

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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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商角徵羽，相应成文如青黄相杂，故云五色也。” （《礼
记·乐记》，第１５３６页）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疏： “青黄赤白黑也。” （《左
传·桓公二年》，第１７４２页）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

疾。”杜注：“辛色白，酸色青，咸色黑，苦色赤，甘色黄。”
（《左传·昭公元年》，第２０２５页）

《逸周书·作雒》有东青、南赤、西白、北骊、中黄，以
“骊”（黑色的马）代 “黑”则是古文献中的特例。

在汉语中，五色与五行是互为表里的，五色就是对五行的形
象表达。五色与五行、方位、季节、气味等观念都有对应关系，
下面我们列一简表以明之 （见表１）：

表１

五色词 五行 方位 季节 气味 器官 五声 ……

青 木 东 春 酸 肝 角 ……

赤 火 南 夏 苦 心 徵 ……

黄 土 中 季夏 甜 脾 宫 ……

白 金 西 秋 辛 肺 商 ……

黑 水 北 冬 咸 肾 羽 ……

有学者对 《诗经》《尚书》《周易》《左传》《论语》《孟子》
《墨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楚辞》《礼记》《史记》《论
衡》１４部上古典籍中用于表示颜色的词作了统计，青、黄、赤、
白、黑五色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颜色词。①

二、字书之基本颜色词

上古时期，人们为不同颜色的同类事物造不同的词。

９

① 参见徐朝华：《上古汉语颜色词简论》，见 《语言研究论丛》（第八辑），南开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页。



《说文·马部》中就收有先民为不同颜色的马所造的２６个

词：

１．骐，马青骊文如博"也。

２．駽，青骊马。

３．，马一目白曰二目白曰鱼。

４．骊，马深黑色。

５．騩，马浅黑色。

６．，马赤色。

７．骝，赤马黑毛尾也。

８．騢，马赤白杂毛。

９．骓，马苍黑杂毛。

１０．骆，马白色黑鬣尾也。

１１．#，马阴白杂毛黑。

１２．骢，马青白杂毛也。

１３．驈，骊马白胯也。

１４．駹，马面颡皆白也。

１５．騧，黄马黑喙。

１６．骠，黄马发白色，一曰白髦尾也。

１７．駓，黄马白毛也。

１８．驖，马赤黑色。

１９．，马头有发赤色者。

２０．馰，马白额也。

２１．驳，马色不纯。①

２２．，马后左足白也。

２３．﨎，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

２４．驔，骊马黄。

０１

① 《尔雅·释畜》：“骝白，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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