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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易混淆字词辨析（一）

———以期刊编辑稿为例

李　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字形相似但意义不同的形近同音字词极易混淆，在期刊编辑稿件中，发现形近同音字词错用混用现象非常普遍，这
些问题会造成其意思的误解和误导，甚至影响期刊的编校质量。因此，编辑应掌握常见的同音字词，注意辨析稿件中的易混

淆字词，并及时纠正，从根本上避免期刊语言文字方面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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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
要“推行规范汉字，规范使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保证

与提高书刊质量的需要，也是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

要求”，［１］字词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编辑出版工

作者担负着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任，作为期刊

编辑正确使用汉字非常重要。推行规范汉字，是编

辑语言文字素养中最为基本的一方面。然而，目前

期刊出版物错用汉字词的问题很多，笔者在编辑期

刊稿件中发现一些字的读音相同但意思不同，字形

相似但意义不同的形近同音字词极易混淆，如：“形

式”／“形势”“品位”／“品味”“中饱私囊”／“终饱私
囊”“做客”／“作客”“权利”／“权力”“记事”／“纪

事”“启示”／“启事”“淡薄”／“淡泊”“国是”／“国
事”“起用”／“启用”“推脱”／“推托”“仿造”／“仿
照”“蕴含”／“蕴涵”等。编辑不熟悉、不够认真仔
细，就很容易出现这些字词错用，造成其意思的误

解和误导，甚至严重影响学报的编校质量。因此，

编辑应掌握常见的同音字词，并注意加以区分。

本文选取了“做”与“作”“象”“像”与“相”“制

定”与“制订”“以至”与“以致”“反应”与“反映”

“必须”与“必需”几组编辑加工过程中经常用错的

易混字词进行探讨，以便它们在稿件中出现时能被

分辨清楚 ，同时，希望对作者撰写稿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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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作”与“做”的辨析

（一）“作”与“做”的义项

“作”与“做”通常读 ｚｕò，“作”的另一个读音
ｚｕō可以组成名词“作坊”或成语“装模作样”“忸怩
作态”“认贼作父”。“作”与“做”用法上既有相同

之处，又不能完全通用。依照《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２］１７６３“作”既可用做名词，也可用做动词。

“作”用做名词的义项是：创作的作品。如“大（杰）

～”。“做”只能用做动词。先比较两者用做动词
的异同。“作”用做动词有 ７个义项：①制造；劳
（操）作；②兴起；振～；③从事某种活动；～报告；④
当作；作为，认贼 ～父；⑤写作；创作，～画；⑥装出
某种样子，装模 ～样；⑦发作，药性发 ～。依照《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７６９“做”用做动词，有８个义
项：①制造；～饭；②写，～作业；③从事某种工作或
活动，～实验；④充当；担任，～媒人；⑤举行，～寿；
⑥结成（关系），～夫妻；⑦用做，～纪念；⑧装出
（某种模样），～作。对比“作”“做”的动词义项，有
部分相同义项较难区分，都有“写作”“从事某种活

动”和“装出（某种模样）”的义项；如：“当做”／“当
作”“看做”／“看作”“叫做”／“叫作”“称做”／“称
作”“比做”／“比作”“变做”／“变作”“算做”／“算
作”“换做”／“换作”，但它们的具体用法有些不同，
下面分别从相同义项与不同义项进行区分。

（二）“作”与“做”用法的异同

“作”和“做”的使用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

“作”与“做”的“写作”义项相同，用法习惯上不同，

如，“写作”习惯上写作“做文章”，而不用“作”；可

以写作“做文（曲），一般不用“做”。有时它们又是

通用的，如“做（作）习题笔记”。

“作”与“做”都有“装出某种样子”的义项，

“作”多组成比较抽象的词语，如“作态”“装模作

样”“做”多组成具体的词语，如“做样子（鬼脸）”。

“作”与“做”都有“从事某种活动”的义项，

“作”从事的活动多是“负面”的。“做”从事的活动

多是“正面”的，如，“作”大部分后接“～案（弊、恶、
废、梗、假、乱、难、孽、祟）”等构成贬义词，还有成语

“作威作福”。也有例外，如，“～保（答、伐、价、陪）
等构成褒义词，还有成语“日出而 ～”，属“正面”活
动。“做”正好相反，大部分后接：“～工（事、实验、
手术、调查、报告、学问、贡献）”等构成褒义词，都是

积极向上的活动。“作”与“做”在这一义项上有时

也可通用，如，“做／作报告（调查研究、贡献、媒）”。
当有“充当；担任；当作；作为”的义项时也可以通

用，既可写作“做编辑（主语、会议主席、主人、教材、

原料）”，也可用“作”组词。应当注意的是，“‘做’

的‘充当；担任’义项与‘作’的‘当作；作为’义项虽

有相近之处”，但不能把动词“作为”误写误用为

“做为”，如“做为国家标准……”应改成“作为国家

标准……”。

“做”有“制造”的义项，即指制作具体的物件，

如，“～零件（家具、饮料、垄沟）”“作”除组词为“制
作”外不能组成有“制造”义项的词。“做”有“举行

家庭的庆祝或纪念活动”的义项，而“作”没有。如

“做寿”等，而不能说“作寿”。“做”指制作的技术

或质量时可以组成“做工”，不能说“做工”。

“做”有“结成某关系”的义项，而“作”没有。

“做”可以后接“做朋友（同事、对手）”组词，而不能

组成“作朋友（同事、对手）”。“作”有“起”的义

项，而“做”没有。“作”可以组成“振 ～”“一鼓 ～
气”，而不能用“做”。“作”有“发作”的义项，而

“做”没有。“作”可以组词“～呕（怪），“做”不能
组成相应的词。“做法”与“作法”指处理事情或制

作物品的方法时通用。我们还可以通过“作”与

“做”的组词的规律来辨别。

（三）“作”与“做”组词的规律

“作”与“做”都可以充当单音节动词：“作”可

组成“作调查（动员、总结、贡献、决定）”等；“做”可

以组成“做活（事、寿、饭 、主 、伴、媒、买卖、手术

、早操 、礼拜 、满月、练习、衣裳、醋熘鱼、大衣柜、

记号、文章 、主人 、保姆、资本 、挡箭牌）”等。

“做客”通用“作客”，现在一般写作“作客”。“作”

与“做”都可组成“～法”，但“作法”与“做法”义项
不同。“作法”有名词和动词两个义项：“作”的动

词义项：旧指道士等施行法术。如，“作法术”“作”

的名词义项：写文章或绘画等的方法，如，“小说作

法”。“做法”只有名词义项：办事或制作物品的方

法。如，“～不当／这道菜的～很简单”。
具体区分还可以根据“作”“做”后面接的词语

的词性判断。当后面接的词语的词性是动名词做

宾语时，一般用“作”。如，“～贡献（调查、考察、研
究、分析判断、推断、概括、检查、比较、评价、介绍、

答复、解释、印证、鉴定、实验、示范、提示、辩护、删

节、反应、记录、统计、安置、处理、发挥、决定、交代、

联系、让步、挣扎、牺牲、贡献、准备、打算、抉择、补

充、动员、斗争、改进、宣传、表演、讲话、指示、汇报、

修改）”。当后面接的词语的词性是名词做宾语时

一般用“做”。如，“～买卖（体操、游戏、准备活动、
道场、家务、学问、木匠活、好事、生意、手脚、手术、

作业、文章、结论、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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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象”“像”与“相”的辨析

（一）“象”“像”与“相”混用社会成因

“象”“像”与“相”同音都读 ｘｉàｎｇ，“象”“像”
形近，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便于群众使用规范

的简化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分别在１９６４
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将“像”作为“象”的繁体字

处理，１９８６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就“象”
“像”“相”用法作出过一些规定和调整。［３］８６确认“

像”为规范字，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但是并未

对其用法作明确分工和说明。［４］因此，１９９０年又补
充作出了“象”“像”“相”用法的意见”的规定。［５］规

定：在作形状，作名词性词素构成的复合词时用

“象”。“象”“像”“相”的并存使用由来已久，如何

正确使用“象”“像”“相”等类似的同音近义词，还

需要社会各界及语言文字专家的重视。

（二）“象”“像”与“相”义项及用法的异同

要区别“象”“像”与“相”，可先比较三者的义

项，依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４３７“象”除了可组

词“大象”外，还有名词和动词两种义项：名词义项

指形态和样子。如，“现（形、迹、假、表、物、景、印、

意、气、天、星、浑、蚀、体、危、心、想）～”等。动词义
项指模仿；仿效。依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４３８

“像”除了副词的义项，如，“好像”。另有动词和名

词义项，动词义项有两个：①跟某事相同或相似，使
用“像”如，“甲像乙”“像他那样工作和学习”“四不

像”“相像”“他俩写的字很像”；②如同，“像这种情
况真少见”。名词义项：比照人物或动物制成的图

画、雕塑等；如，“人（头、画、塑、肖、佛、偶）～”。
“像”具有名词义，但不一定专指“比照人物制作的

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

同或相似的图景。如，“图（录、摄、音、实、虚）～”。
“放像”具有动词义和介词义。“象”“像”名词义项

都有形态；样子，但“象”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

样子，物象都是原生的；“像”指以模仿、比照等方法

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样子都是复制的。

“相”是个多音字，表示“互相”和“亲自观看”

时读 ｘｉāｎｇ，这是不会跟“象”“像”混淆的，但读
ｘｉàｎｇ的时候，容易跟“象”“像”混淆。“相”，本义
为“察看”，与“象”“像”的含义没有共同之处。但

其引申出来的相貌、容貌、外貌义项，如，“面（扮、

照）相”“相貌”；表示坐、立等姿态的义项，如，“坐

（站、吃、睡）相”和复制“相貌”的“照相”，以及跟照

相相关的词语，却同“像”的含义相近，如，“照相”

“相纸（册、片）”。现在一般用“相貌”不写成“像

貌”；“照相”不写成“照像”；一般用“相纸”（片）不

写成“像纸”（片），因为“相”指人或物体的外观。

“照相”，是照出来的结果，是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

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像”表示用模仿、

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

　　三　“制定”与“制订”的辨析

“制定”与“制订”都读 ｚｈìｄìｎｇ，二者有着“制”
这一相同的语素，又同音，所以很容易被当作等义

词而混用。实际上，在意义和用法方面“制定”与

“制订”并不完全相同，先看“定”与“订”的义项，依

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３１３“定”与“订”在中古

时本不同音，演变为同音字后，才在约定义项上通

用，［２］７６都有确定义项，“订”着重商讨的过程，“定”

着重确定的结果。再看“制定”与“制订”的义项，

依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６９８“制定”的义项：确

定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城市规划；“制订”的义项：

创制拟定计划方案。“制定”主要用于“常规拟

定”，一般拟定计划、条例、章程等，就用“制定”。

“制定”与“制订”都有拟定计划的意思，“制定”指

定出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决定的，不可改变。“制

订”指经研究和商讨拟制，可以修订。“制订”是指

创制拟定，侧重于创制拟定的过程（如，制订计划）。

“制定”应用于表达有约束性的东西不但被创制，而

且强调规定确定实施的结果，侧重最终确定（如，制

定法律、制定规章）；“制订”多用于“创制拟定”，即

表达约束性的东西早已被创制，只是强调议论修订

的过程。“制定”与“制订”意义和用法的不同取决

于后一语素“定”和“订”。“定”着重最终确定的结

果，“订”着重商讨的过程。与“定”有关的词语多

由动词转化为名词，如，“定制”“定法”“定则”“定

科”“定律”“定计（确定的计划）”“定规”“定论”

等，几乎都由动宾结构词组转化为名词性偏正结构

词语，“定制”意义变为确定了的制度；与“订”有关

的词语多保持着动词性质，如“订讹”“订正”“订

顽”“订议”“订制”“订实”“订礼”等，则仍是动宾

或动补结构词语，“订制”仍为“制订”的动词义项。

因此，“制定”和“制订”的区别就是“定”和“订”的

比较。

　　四　“以至”与“以致”的辨析

“以至”与“以致”都读 ｙíｚｈì，都是连词，先看
“至”与“致”的区别，两字读音相同，但用法不同。

依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６９６“至”有到来，到达

极点的义项，“至”表示达到的最高程度，相当于

“最”。如，“至今（极、上）”等。而且“至”又含“至

于”的意思，比如，“甚至”也可说“甚至于”或“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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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至”“以至于”“乃至”都表范围、数量、

时间、程度加深加强。“致”有送达，实现、集中等义

项，可组成“致敬（富、力）”等词，但不能说“不致

于”。

再看“以至”与“以致”的义项，依照《现代汉语

规范词典》：［２］１５５８“以至”表示到，直到的义项，用于

时间、数量、范围的延伸与扩大。“以致”表示由此

而造成的义项，用于下半句的开头，表结果。“以

至”表示在时间、数量、范围、程度方面的延伸，有直

到、直至的意思。如，“熟练的技能是经十次、百次

～上千次的练习才获得的”。用在后一分句开头，
表示上述情况所产生的结果。如，“泉水很烫，～鸡
蛋都能烫伤”。“以至”含“甚至”的意味，所连接的

结果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以致”含“致

使”的意味，用在后一分句的开头，表示由于某种原

因造成某种结果，而且大多是不好的或说话人所不

希望的结果，“以致”表结果的贬义色彩是词义发展

演变的结果。参照《现代汉语八百词》：［６］在表示

结果时，“以致”强调原因，“以至”更强调程度深而

形成的强调程度。

　　五　“反应”与“反映”的辨析

“反应”与“反映”，都是动词，同音，都读

ｆｎｙìｎｇ，但词义不同，用法也不同，不能混用。据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２］１５８４“应”是多音字，除了

ｙìｎｇ还有 ｙīｎｇ的读音。“应”读 ｙìｎｇ时有呼唤、接
受、适应、对付及应验的意思。“映”有照射、放映的

意思。“应”与“映”单独使用时还是较易区别的。

组成“反应”与“反映”时容易混用。参照《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２］３６７“反应”的义项：一是指有机体受

到刺激而产生相应活动。如，“他服药后反应很强

烈”。二是指事情发生后所引起的意见、态度或行

动。如，“他的讲课反应良好”等。“反映”的义项：

一是指人或物体的形象反照，比喻客观事物的实

质。如，“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当前现实的社会”。二

是指告知，向上级或有关部门报告客观情况或意

见，如，“他反映的情况值得重视”。两者语法功能

不同：“反应”后面不能带宾语只能带补语以及事情

所引起的意见、态度或行动；“反映”可带宾语，如，

“反映情况、反映问题”等。

　　六　“必须”与“必需”的辨析

“必须”和“必需”是同音词，都读 ｂìｘūｎ，意义
相近。先看“须”和“需”的区别，“须”和“需”词性

不同，词义也不相同。“须”是能愿动词，也叫助动

词，表示人的意愿。如，“务须注意”“必须努力”。

而“需”是指需要。常用作动词，有时也用作名词，

表示需求、需要的意思。如，“按工作需要分配任

务”。再看“必须”和“必需”的义项，“据《现代汉语

规范词典》：［２］６７二者音同义近，都有“一定得有的”

意思。但区别是明显的。“必需”表示的是“一定

得有，不能缺少”的意思，说明某种事物特别需要。

而“必须”则表示“一定要”的意思，说明一定得这

样做；二者的词性不同：“必须”是副词，强调事情一

定得这样做，表示事理上和情理上必要，意思是“一

定要”。“必需”是动词，强调某种事物特别需要，

表示必不可少，意思是“一定要有”；二者的语法功

能有所不同：“必须”在句中只作状语，不能作谓语

和定语；修饰动词性的词或短语，如，“学习必须刻

苦”。“必需”可作句子的谓语，也可单独和别的词

语结合在一起作定语。

我们针对上述常见的几组同音词进行了辨析，

希望引起期刊编辑工作者的重视，避免出现这些相

关词语的混用。语言文字工作是编辑的基础性工

作，要较好地开展编辑工作，需要编辑提升自身的

语言文字素养，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文字功底，并在

编辑加工中总结和积累经验，一个好的编辑应熟知

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准确、规范地使用语言文字，

具有敏锐的语言文字洞察力，善于发现和纠正语言

文字错误，勤查词典，注意其中的释义和举例，并与

时俱进，动态地更新自己的语言文字知识。同时，

作者遣词造句，既要符合事理，符合词法语法规则，

又要符合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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