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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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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 点
”

与
“

指 指 点 点
”

是 两 个词 ，但汉语词 典都没 收入
“

指 指 点 点
”

。
二者 的 本 义

都是
“

用 手指 或 其他物 点 示
”

，但前者 的 本 义和表 示 正 面
“

评说 、指 责
”

的 引 申 义 已 经 缩 小 和 转移 ，

其 中 心 意 义 为
“

指 示 、 点拨
”

。 后 者在本 义 以 外 的 一 个 重要 意 思 是
“

在 一 旁 或 背 后 说人 的缺 点 或

错误
”

。

“

指 点
”

的 重 叠 式 为
“

指 点 指 点
”

， 它 的 后 面 可 以 直接加 宾语 ， 而
“

指 指 点 点
”

后 面 一般 不

能 直接加 宾语 ， 其 宾语要 用
“

对
”

、

“

朝
”

等介词 引 入 。

［关键词 ］ 指 点 ； 指指 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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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高级 口语教程 》上册 （杨寄洲等编著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第三课课文 《笑谈扎儿 》有

这么一段话 ：

？ 作者简介 ： 朱锦岚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 向 为对外汉语教学 。



“

指 点
”

与
“

指 指 点 点
’ ’

６ ９

“

那是一 个 小 山村 ，
人们 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黄 头发 、蓝眼睛 的 老 外 ， 所

以我一 到 ， 大人孩子都 围过来看 ，

尤其是孩子 ，我走到 哪儿他们就跟到 哪儿 ， 指

指点 点 ，说说笑笑 。

”

关于
“

指指点点
”

， 编者在生词部分给 出 的是
“

指点
”

，英文注释是
“

ｐｏ ｉｎ ｔｏｕ ｔ

”

。 这就产生

了两个疑问 ： 第一 ，

“

指点
”

是否覆盖课文 中 这个
“

指指点点
”

的 意思 ？ 第二 ，

“

指点
”

有多个义

项 ， 本课把它 翻译成
“

ｐｏ ｉ ｎ ｔｏ ｕ ｔ

”

是否与上下文契合 ，会否给学习 者带来不必要 的 困难 ？ 后者

涉及汉语教材 的外文注释原则 ， 笔者 已 有文章讨论过 ， 本文不再赘述 ， 然而前者值得我们研

究一番 。

２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的历史

汉语词汇衍生 的方式可 以 归纳为 四类 ， 即音义相生 、语素合成 、语法类推和修辞转化 （李

如龙 ２０ ０ ４ ） 。 语素合成就是从单音词发展为多音词 ，是
“

各种语言 的词汇发展的共同 规律
”

。

“

指点
”

显然是由 动词
“

指
”

和
“

点
”

慢慢发展 、 整合 、浓缩而成 。 依据 《 汉语大词典 》和 《辞源 》 ，

“

指点
”

有三个义项 ，第一个义项是
“

用手指或其他物点示
”

， 如李 白 《相逢行 》的
“

金鞭遥指点 ，

玉勒近迟 回
”

。 第二个义项是
“

评说 、指责
”

， 如晋代葛洪 《抱朴子 ？ 正郭 》的
“

硕儒俊士 ， 未或

指点 ， 而吾生独评其短
”

。 唐 白 居易 《东南行 》的
“

时遭人指点 ，数被鬼揶揄
”

。 再如毛泽东 《沁

园春 ？ 长沙 》词
“

指点江山 ， 激扬文字 ，粪土 当年万户侯
”

。 第三个义项为
“

指示 、点拨
”

， 例如

白 居易 《小童薛阳 陶 吹蹙篥歌 》的
“

指点之下师授声 ， 含嚼之间天与气
”

。

第一个义项是
“

指点
”

的本义 ， 第二 、第三个义项是 引 申 义 ， 三个意思都不包含附加色彩 。

从《汉语大词典 》提供的上述例子看 ，作为
“

评说 、指责
”

的
“

指点
”

没有像 《现代汉语词典 》 （ 以下

称《现汉 》 ）等工具书所说的
“

在一旁或背后说人的缺点或错误
”

的猥琐 ，相反有时却是大气磅礴

地如毛泽东那样
“

指点江山
”

。 《现汉 》对《汉语大词典 》中
“

指点
”

的第一 、第三个义项做了归并 ，

第二个义项却解释为
“

在旁边挑剔毛病 ；在背后说人不是
”

。 我们认为 ， 归并
“

指点
”

的第一和第

三个义项 ，忽视了词义的发展和分化 。 把本来光明正大的
“

评说 、指责
”

说成是
“

在旁边挑剔 ，在

背后议论
”

就更没有道理 了 。 然而编者似乎也意识到无法把
“

在旁边挑剔 ， 在背后议论
”

按在
“

指点
”

身上 ，举的例子竟然是
“

自 己不干 ，还在那里指指点点
”

。 《应用汉语词典 》的例句是
“

少

不得遭人？
Ｉ
他老是这么指指点点 的

”

。 我们认为
“

少不得遭人指点
”

的
“

指点
”

是
“

评说 ， 指

责
”

，没有在背后议论之意 。 在背后议论的意思似乎非
“

指指点点
”

不能承担 。

近代 以来汉语
“

创造 了一些 四字格成语 。 和 以前 的成语相 比 ， 内 容没有那 么 浓缩 ， 语言

手段则 比较 口 语化
”

。 如
“
一干二净

”

等 。 这种词汇衍生方式 叫 修辞转化法 （李如龙 ２ ００ ４ ） 。

我们有理 由 相信 ，

“

指指点点
”

的格式是 由
“

指点
’ ’

通过修辞转化而来 的 ， 它可 以换成
“

又指又

点
”

、

“

连指带点
”

等格式 ，反映
“

指
”

和
“

点
”

的 动作多而连贯 。 类似 的说法还有
“

说说笑笑 、吃

吃喝喝 、敲敲打打 、推推拉拉
”

等等 。 这些转化后 的词语富有 口语色彩 ， 正是其浓郁的 口语色

彩 ，

“

指 指 点 点
”

大 量 出 现在清代 以 后 的 小说里 ， 北京 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 给 我 们 提供 了 例

证 ， 如 ：

① 秋谷站在 那里 ， 指指 点 点 的 解说给他们 听 。 （ 清张春帆的 小说 《 九尾 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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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小 宝 却见他满 身 土 气 ， 牛屄倒 吹得 一塌 糊涂 ， 娘姨等人都在他 背 后 指 指 点

点 的取笑 。 （ 同 上 ）

３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的分野

一种语言的词汇总是处在演变 当 中 ， 词是音和义的结合体 ， 词 的演变既表现在它的声音

上 ， 也表现在它的意义 的演变上 （ 高名 凯 、石安石 １ ９ ６ ３ ） 。

“

词义 的演变 ， 就词 的某个意义本

身的演变来说 ，有深化 、扩大 、缩小和转移等情况 ； 就一个词所具有 的 意义数 目 的演变来说 ，

有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 。

”

笔者査 阅 ＣＣＬ 语料库发现 ，

“

指点
”

的三个义项 中 ， 作 为本义 的第

一个义项和作
“

评说 ， 指责
”

的第二个义项 已 经大大缩小 ， 而作
“

点拨 ， 指教
”

的第 三个义项却

大大深化和扩大 了 。 语料库共有 １ ８ ５ １ 个
“

指点
”

的例句 ，粗略统计有约 １４ ８ ０ 个含有
“

点拨 ，

指教
”

之意 ， 占 ８ ０ ％ ， 剩下 的 ２ ０ ％ 由第一和第二个义项平分 。

我们让在校大学生用
“

指点
”

造句 ，

一共有 ２ ０ 个人参加 ， 每人造 ２ 个句子 。 结果毫无例

外 ， 他们用 的都是
“

指点
”

的第三个义项 ， 例如 ：

③ 这个 问题我 不 明 白 ，请你给我指 点一 下 。

④ 你 可 以 让老 师 指 点一 下你 的论文 。

⑤ 经过师傅的 指 点 ，他成 了
一 名 武林 高 手 。

⑥ 对他 的 指 点 ， 我很感谢 。

笔者调查 当代作家池莉 、苏童和刘震云 的 多部作 品 ，结果与语料库相 同 ，作为
“

点拨 、 指

教
”

的
“

指点
”

占绝对多数 ，例如 ：

⑦ 在李 大 夫 的 指 点 下 ， （段 莉 娜 ） 远远地观 察惶 然 寻找过 来 的 康伟 业 。 （ 池

莉
一

来来往往 ）

⑧ 绮云认为她看见 的就是传说 中 指 点迷津的佛光 。 （ 苏 童
一

米 ）

⑨ 收购 站 里 的店 员 们指 点 着诗凤 ，进去喊一 声 他就听见 了 。 （ 苏童
一

＜ｈ 莫 ）

⑩ 只要我依从命运的 指 点 ， 总 能找到 他们 。 （ 苏 童
一

我 的 帝王 生 涯 ）

？ 我挽救 了 自 己 ， 却永远无 法 为 那 些 淳 朴 而 愚钝 的 人群指 点迷 津 。 （ 苏 童
一

我 的 帝 王 生 涯 ）

？ 老人们 向 販 夫走卒和妇 人孩 子 指 点 着 天 空 中 那颗 神秘 的 太 白 金 星 。 （ 苏

童
一

武 则 天 ）

？ 我 不 会忘记 ， 两 个 可 怜 的 白 头 宫 女 ， 是她们 的 亡魂指 点 我走 到 今天 。 （ 苏

童
一

武 则 天 ）

？ 百姓们从 山 川 平 原 上遥望 长安指 点洛 阳 。 （ 苏童
一

武 则 天 ）

例句？和？用 的是
“

指点
”

的本义 ，其他例句 的
“

指点
”

都是
“

指教 、点拨
”

的意思 。

“

指指点点
”

与
“

指点
”

在本义上是同义词 。 在演变 的过程 中 ，

“

指点
”

的本义逐渐转移到



“

指 点
”

与
“

指 指 点 点
”

７ １

“

指指点点
”

身上 ， 而它 自 己则主要承担
“

点拨 ， 指教
”

的任务 。
ＣＣＬ 语料库共有 １ ７ ６ 个

“

指指

点点
”

的例句 ，承担本义的约 占 ４ ０％ ， 例如 ：

？ 邻舟和桥上 的人在 旁指指点 点 出 主意 ，仿佛有喧哗声 传 来 。

？ 一位 男 士 叫 过服务 小姐指指 点 点 ， 小姐心领神会 。

？ 非 洲 青年凭栏俯瞰 ， 指指 点 点 ， 这里是永久船 闸 ， 那里是 大 坝 。

“

指指点点
”

在本义的基础上又派生 出
“

背后议论
”

（ 同 方言
“

指指戳戳
”

） 的意思 ， ＣＣＬ 语

料库 中
“

背后议论
”

的例子约 占 ５ ０％ ，例如 ：

？ 父 亲 受 不 了 别 人在 大街上 的谩 骂 和指指 点 点 ， 常 常 暗 自 流 泪 。

？ 从我一记 事 ， 就特 别 自 卑 ， 总 怕 别人指指 点 点 ， 长 这 么 大没有一 个朋 友 。

？ 有人在 背后指指 点 点 ，说她是怪人 。

大学生笔下 的
“

指指点点
”

都带贬义的色彩 ，例如 ：

？ 对别 人指指 点 点是不礼貌的 。

？ 被人在 背后指指 点 点 的 感 觉很不好 。

？ 大街上 ， 大 家对那 个 穿 着奇怪的人指指 点 点 。

？ 小 李 家 的保姆 总是对 家里 的 客人指指 点 点 ， 让人家很不舒服 。

？ 最受 不 了 旁人指指 点 点 、 风 言 风语 了 。

文学作 品 中也呈现 同样的面貌 ，例如 ：

？ 他们 凭 窗观望 ， 朝 我和 燕 郎 指指 点 点 ， 嘲谑讥讽或 者横加评判 。 （ 苏 童
一

我

的 帝王 生 涯 ）

？ 我管不 了她的脏事 ，

……这下好 了 ， 米店 又要让人指指戳截的啦 。 （ 苏童
一

米 ）

由 此可 以说 ，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在本 义上 （

“

用 手指 或其他物 点 示
”

） 是 同 义词 ， 而
“

指点
”

的本义 已经弱化 。

“

指 点
”

的
“

评说 ， 指 责
”

义也 已 缩小或转移 ，

“

指 点
”

的 中 心 意 义

是
“

点拨 ， 指教
”

， 因此
“

指点
”

往往为受事者所乐意接受 。

“

指指点 点
”

有两个义项 ，

一个是

本义 ， 另
一个是 引 申 义

“

在背后或旁边议论 、挑剔别 人 的错误或缺点
”

， 而且这个意思 的 使

用频率略高于本义 的使用频率 ， 所 以 ，

“

指指点 点
”

往往 是不礼貌 、 不 客 气 的 行 为 ， 往 往 为

受事者所排斥 。

此外 ，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在句法上也显著不 同 。

“

指 点
”

后面可加许多成分 ， 像宾语 、

补语等等 ， 如
“

指点我们
”

、

“

指点 出路
”

、

“

指点迷津
”

、

“

指点 了
一番

”

、

“

指点他读书
”

、

“

指点清

楚
”

等 。 而
“

指指点点
”

后 面一般不能加宾语 ，

“

指指点点
”

的宾语往往要用
“

对
”

、

“

朝
”

等介词

引 人 ， 如
“

对其他 国 家 的人权指指点点
”

、

“

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或讥或笑
”

等 （本段例子均来 自

ＣＣＬ 语料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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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留学生学 习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的情况

以汉语为母语者 ，对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的异 同 习 而不察 ， 工具书不恰 当 、 不统一的诠

释对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 那么 ， 留学生怎么样呢 ？ 他们除 了受到上述差异 的 困扰 ，

是否也受到工具书 的误导呢 ？ 我们调查 了 已 经学过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的七位美 国学生 ，

得到例句如 ：

＠ 他打 的 中 国 功 夫有一 点 不 标 准 ， 应 该请师傅给他指 点 一 下 。

？ 我们 开 车 去成都 的 时候迷路 了 ，要停下 来请 当 地人指 点 方 向 。

⑩ 他经 常要算命的给他指 点迷津 。

？ 你给我指 点指 点吧 ， 我这一 生真 不 知道做什 么 。

？ 我 不 知道该 怎 么做 ，请给我指 点一 下吧 。

？ 他迷路 了 ， 能 不 能给他指 点 一 下 ， 该 怎 么 走 ？

？ 老板常 常会指点 、 帮 助 员 工改善 自 己 的表现 。

？ 总统不 是什 么 都知道的 ，每天都有人指 点他 ／她 。

？ 法 师给我 的 指 点 不 好 ， 结 果我到 了 更糟糕 的 地 步 。

？ 小 明 的 功 夫之所 以 打得那 么 好 ， 是 因 为 王教练每天都指 点他 。

？ 在人 面 前 他是 个很客 气 的 人 ， 可是在人 背 后 他 就很 不 客 气地指 指 点 点

别人 。

？ 那 位 小 朋 友 穿 的 衣服有 点 奇 怪 ， 所 以 别 的 同 学 每 天 都 一 直 指 指 点 点批

评他 。

⑩ 小 朋 友们 一 直指指 点 点地嘲 笑 着我 。

＠ 你 不要指指 点 点 的 ，很不礼貌 。

？ 上课的 时候我犯 了

一 个错 ， 因 此所有的 同 学都对我指指 点 点 。

？ 我说笑话 的 时候把 笑话说错 了 ， 大 家都指指 点 点我 。

？ 我 不喜欢别人在很 多 人面前指指 点 点我 的错误 。

？ 我在路上散步 的 时候 ， 因 为 人们 可 能没看过像我这样 的 老 外 ， 别 人会 常 常

跟着我走 ， 指 指 点 点 。

？ 他很兴奋 ，

一直指指 点 点 。

？ 当 我 不 知道 用 中 文 怎 么 说 时 ， 就指指 点 点 ， 让 别人 明 白 我 的 意 思 。

？ 摔倒 了 以 后他 觉得很难堪 ， 再说周 围 的人
一味地指指 点 点 。

？ 看 到 老 师他们 指指 点 点在地上 的 东 西 ，我也走过去看 了

一看 。

由 上面的例句可 以看到 ， 留学生能准确地掌握
“

指点
”

的词义和句法规则 ，但是在使用
“

指指点点
”

时 出现 了较多 的偏误 。 例 句？ 、 ＠属 于不理解
“

指指点 点
”

的语义而犯 的错误 。

“

指指点点
”

的两个主要意思是本义和
“

在旁边挑剔毛病 ，在背后说人不是
”

，例句 中使用的显

然是后者 。 既然是在
“

旁边
”

和
“

背后
”

就不是一个 当面锣对面鼓的行为 ， 然而
“

批评
”

、

“

嘲笑
”

一般是不 回避 的 、 面对面的行为 。 所 以 ， 例句？宜改为
“

指指 点点地议论他
”

， 例句⑩宜改为



“

指 点
”

与
“

指 指 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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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指点点地议论我
”

。 例句？ 、？为 同一个学生所作 ， 估计她没有理解
“

指指点点
”

的语义 ，

或者受到 了词典的误导 ，从而犯了语用错误 。 例句？应改为
“

他很兴奋 ，

一直手舞足蹈 。

”

例

句？应改为
“

比手划脚 （也可 以说
“

指手画脚
”

但这个词有歧义 ） ，让别人 明 白 我 的意思
”

。 例

句？ 、？ 、？ 、？是犯 了语法错误 。

“

指指点点
”

不像
“

指点
”

那样可 以 在后 面加宾语 ，

“

指指点

点
”

的宾语要用介词
“

对
”

、

“

朝
”

引 入 。 例句？应改为
“

对别人指指点 点
”

。 例句？应改为
“

对

我指指点点
”

。 例句＠应改为
“

对我 的错误指指 点点
”

。 例句？应改为
“

对 ／朝地上的东西指

指点点

５ 结语

“

指点
”

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词义 、句法上都不能覆盖
“

指指点点
”

。

“

指点
”

的 中 心意义

是
“

指示 ， 点拨
”

， 没有
“

背后议论
”

之意 ， 因 此多是褒义 ， 受事者常有
“

请求
”

、

“

感激
”

之举 。

“

指

点
”

是动词 ， 重叠式为
“

指点指点
”

。 它的后面可 以加宾语 ， 比如
“

指点我
”

、

“

指点画 画儿
”

、

“

指

点我 画 画儿
”

，也可 以加补语 ， 比如
“

指点一下
”

、

“

指点 了半天
”

、

“

指点得很好
”

、

“

指点不 了
”

，

还可 以加其他成分 。

“

指指点点
”

的意思 ，

一个是本义
“

用手指或其他物点示
”

， 另 一个是 引 申 义
“

在旁边挑剔

毛病 ，在背后说人不是
”

。 因此 ，作为 引 申 义一般不作为状语跟表示面对面行为的动词如
“

批

评
”

、

“

嘲笑
”

等连用 。 又 因 为是在
“

旁边 、背后
”

挑剔议论 ，所 以多含贬义 ， 受事者或者旁观者

对此常有
“

不礼貌
”

、

“

讨厌
”

等评价 。

“

指指点点
”

的后面一般不能直接加宾语 ， 其宾语要用
“

对
”

、

“

朝
”

等介词引 人 ， 比如
“

对他指指点点
”

。 但可 以接一些表示 时 间 稍长 的 时 间补语 ， 比

如
“

对他指指点点 了半天
”

。

如前所述 ，

“

指点
”

与
“

指指点点
”

只在本义上是 同 义词 ，但在 引 申 义上却大不相 同 ， 何况
“

指点
’ ’

的本义 已经弱化了 。

“

指点
”

的 中 心意义是
“

点拨 ，指教
”

，

“

指指点点
’ ’

的一个重要意思

是
“

在旁边或背后挑剔别人的不是
”

， 它们彼此不 能取代 ， 所 以说它们是两个词 。 然而 ， 现有

汉语类词典 ， 似乎没有一部收人
“

指指点点
”

。 也许二字词是被词典编著者作为主要 的 词汇

性单位予 以考虑 的 ， 四字单位常被人们视为成语 、惯用语 （周 荐 ２ ０ ０ ４ ） 。 问题是 ， 四字单位 占

总收人数 目 二十 四分之一的 《现汉 》未收
“

指指点点
”

， 笔者査 阅 的几部汉语成语词典也均未

收人 。 为此 ， 我们呼吁汉语词典承认
“

指指点点
”

的词语地位 。 退而求其次 ， 即使词典不立 即

将其收作词条 ， 汉语教材至少不要不加 区别地把课文 中 的
“

指指点点
”

弄成生词
“

指点
”

， 并译

作
“

ｐｏ ｉｎ ｔｏｕ ｔ

”

，从而误导学习者 。

在语言实践 中 ，

“

指指点点
”

的语义 比
“

指点
”

丰富复杂 ， 对 留学生来说在理解上有一定难

度 ； 句法上
“

指指点点
”

更有其 自 身 的特点 ， 尤其在 不能加宾语 这一 点 上 ， 学生最容 易 出 现

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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