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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用 语 义 学 的 有 关 理 论 进 行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曾 小 红

提要 本 文从译义场 (上下 义关 系 ) 、 语义特 征分 析 和词 项搭配

等 方 面 讨 论了 将

语义

学
的 有 关 理论和 研究 成 果 应 用 于 对外 汉语词汇教学 。

认为 运用 这些 方法可以帮


助学 生更好的 理解 和 记忆词汇
,

有
利

于
扩大

学
生 汉语词汇

量
, 能 较好地

帮
助

学 生 掌 握

同

义
词 和 近义

词 的 实
际

应 用 。


词 汇是 组成 语言 的 三大 要素 ( 语音 , 语法 , 词 汇) 之

一

,
是

构
成 语言 的

“

建 筑 材 料

”

, 是


语 言 表 达意 义的 主 要 单 位 , 在 语言 学
习 中 起着 举 足轻

重
的

作 用 。 著 名 语言 学 家 Wilk in s 曾


这样强 调 词 汇的 重 要性, 他 认为 :

“
	

w i
t h o u t

 g

r a mma
r  v e r

y  

l
i

t t l
e  c a n

 b
e  c o n v e

y

e
d

,  

w
i t h

o u t


v o c a b u l a r

y  

no t h
i

n

g  

c a n  b e  c o n v e

y

e d .

"

( 没 有 语 法 只
能

传
达 很 少 的 信 息 , 没 有 词 汇则 什 么

也

无法表

达 ) (
Wil k in s  1 9 7 2 : 1 1 1

) 。


从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起 , 国 外 语 言 学家 及 语言 工作 者 对 词 汇 教 学产生 了 越来越 浓 厚的


兴趣, 词
汇教 学 得 到

了
应 有 的 重 视 。

M ic h a e lWa l l a c e 曾 指 出

“

从 某 种 意 义
来

说 , 学

一

门 外 语


主要是学 这 种 语 言 的 词 汇 。 在 说外 语时 找 不到 表 达思想 所需 的 单 词是最令 人沮丧的 感 受。

”


(

W a l l a c e
 1

9 8 2
:

9

) 。 可 见 ,
词 汇量 的 大 小 对 词 汇的 理解 和 运用 正确 与 否也能 直 接 影 响 思想 的


交流
和 信

息 的
传

达 。 另
一

方 面, 词 汇 教 学也应

“

与 时 俱 进

”

。 而将 语言 学 、 语 义 学 、
词 汇 学 等


领 域 的 有 关 研 究 成 果
运

用 于 词 汇 教 学 是
提

高 外 语 词 汇
教 学 效 果 的 必 然 之 路 。


一
、 将 语义场 的 有 关 理论运用 于对 外 汉 语词 汇教 学
关于语 义场 理论, 我 们 可

以
追 溯 到 十 九 世纪

中 期 的 普 通语言 学的 奠 基人、 德 国 语言 学


家 洪 堡 特 (
W. H umb o l d t

) , 但 是 真 正提 出 语义 场 概念 的 是 二十 世 纪三十 年 代 的 德 国 和 瑞 士


的

一些结 构 主 义 语言 学 家 , 如 伊 普 森( Ip
se n) 、 乔 利 斯 ( J

o l l e s
) 、 波 尔 齐格 ( P o rz i

g ) 和 特 里尔


( J
o s t T ri e r

) 等 。 语 义 场 理论

“

认 为

一

门 语 言
的 词 汇

并
不 是

一

连
串

互 不 相 干 的 词 项 ( 像 词


典中 所显示 的 词 条 那 样 ) , 而是被 组编 成 区 域 或 场 , 这 个 场 内 的 词 汇在 许 多 方 面 互相 联


系 , 相 互理解 限 定

”

(
C r

y
s ta l 1 9 8 0 : 3 1 6

) 。 从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 ,

一
门 语言 的 词 汇应 该 看 做 是


一组相 互联 系 的 网 络 , 即 语 义 相 关 的 语义网 ( s emanti c  ne two rk
)  0 通俗 地说, 语义 场 (

s e
-


mantic  fi e l d ) 就是 词汇 或 词 义的 若 干 单 位 所共 处 的
一

个 范 围 ,
在 这个范 围 中 , 那 些单 位 聚


合 成一个有 某 种 语 义关 系 的 群 体 ,
所 谓 某 种 语 义 关系 是 指 上下 义关系 、 同 义 关系 、 反 义关


系 、 顺 序 关 系
、

部 分 之 间 的 关 系 , 或 者类 别 之间 的 关系 等 等 。


语义 场 理论(
th e o r

y  
o f  s emantic  fi e l d s

) 是 现代 语义 学 和 词 汇 学 中 的 重 要理论。 在 研究
语义场 理论 的 过 程 中
,

语 言 学 家

一方面 不断 丰 富 和 完
莕

这

一理论、 另

一

方 面
又

积 极 地 将 这


一 理 论
作

为 进

一

步 分 析 语 言 现 象 的

工 具 。 时 至今 日
, 人们 已 将 这一理

论
广 泛应

用
于多 个


领 域 , 语言
学

与 计 算 机科 学 是其
应

用 的 两个 主 要领 域 。 同 样 , 我
们

完 全也可 以 将 其
运用到


对外 汉语 教 学 之 中 , 通过 各
类

语义
关

系
,
从整 体

上
掌 握

一

个 语义 场 内 的 若 干 单位
, 可 以 取


?

 7 8  

?




,

一

举 数得
、

事 半
功 倍 之 功 效 。 本 文 以 《汉语教 程》 (北京 语 言 文化大学出 版 社


1 9 9 9
年 ) 生词 表所列 词 汇 分 析 了 在 对外 汉语词 汇 教 学 中 如 何 运用上、 下 语 义 关 系 帮 助 学


生 掌 握 汉 语 词 汇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有 效
地

扩 大 词 汇 量 。
上、 下 义 关 系
是 语 义 场 理 论 的 核 心 , 是探讨表示类 概 念( g

e nu s
) 的 词项和表示概念


(
s

p
e c ie s ) 的 词项之间 的

一
种 纵向 关系 和 聚 合 关系 ( p

a r a d i g
ma t i c  r e la ti o n s

) 。 例 如
k ins h i

p


( 亲 属 关系 )
一词和

mo th e r
( 母亲 ) ,

f a th e r
( 父亲 ) ,

b r o t h e r
( 兄弟 ) , c o u s in

( 堂兄弟 姐妹 ) 等 词
之间 就 具有 这样
一

种 关 系 。 其 中 k in s h i
p 是 表 示 类 概 念 的 词 , 在 语义 学 中

称
为 上义

词 (
su

-


p
e r o r d in a te

) ;而mo t h e r , fa th e r
,

b rot h e r
,

c o u s i n
这 组词表 示种 概 念 , 在 语 义 学 中 称 为 下 义 词


( h
y p

o n
y
m)

,
它

们
之 间 的 语义

关
系 是

上下义 关系 (
h

y p
o n

y
m

y ) , 即 上义 词 的 意 义包含 了 下 义


词 的 意 义。 上下 义 是
一

个 相 对的 概念 。 某 个词对某
一组下 义词 来 说 , 它 是 上义 词, 然

而
对


另

一

个
上义词

来 说, 它 又是
下

义词。


在 具体 的 对外 汉语 教 学 中 ,教师 可 从每 课选
一至二个 或 数 个 上义 词 或 下义 词, 布 置学


生去 找 出 相 应 的 下 义 词
或 上义词

, 然 后 在 课堂 上作

一
定 的 练 习 和 解 释 。 这种 作 法,不仅 有


利 于调 动 学 生自 学 的 积 极 性 , 而且对于学生理解 和 掌 握 相 关词 汇具有 很明 显的 作 用 。 在
此基础 上
,
词汇量

也
在 不 知 不觉 中 得 到 扩 展和 加 强。


实 例
1


以 《汉语教程第 二册( 下 ) 》 第 四 十 六课的

“

植 物

”
一

词 为 例 。

“

植 物

”

是 一 个 上 义 词 ,


其下 义 词 有 很多 。 在 该 教 程
中

生 词 表 中 出 现 的 相 关 词 汇 有
:

水 果(
3 9 1

)
、 菜 (

4 1
、

2 4

)
、 竹 子


(
5 3 ) 、

鲜 花 (

4 0

)
等 等 。 如 下 图 所示:


*
^

(
3 9

) 鲜 花
(

4 0
)  花

(
5 1

) -

(
4 1

) 花 生
(

4 2
)


橘 子
(

9
)

、 苹 果 ( 9 ) 、 草 莓 ( 9 ) 、 梨 	白 薯 (
4 1

)
、 西红神( 3 9 )


⑷、
葡 萄

⑷ 、 桃( 9 ) 、 西 瓜 (
9

) 、


麥 (
4 9

) 、 梅 ( 5 3 )


实 例 2


再以 《汉语教 程 第 三册(下) 》 第 10 0 课中 的

“

橘 黄

”

这 例 。

“

橘
黄

”

是 一

个
下 义 词 , 其


上 义 词 是
“

黄

”

;第 八十 五课 的

“

粉 色

”

为 例 ,

“

粉 色

”

与

“

橘
黄

”
一

样 是

一

个 下 义 词
, 其

上
义


词 是

“ 红
色

”

, 与 其 同 为

“

红
”

的 下 义 词 还
有

“

橙
红

”

(第
八十 九 课 ) 、

粉
红 、 水 红、 大 红等 。 而


“

黄

” “

红
”

等 作 为
上

义 词 的 同 是 又 都 是

“

颜 色

”

的 下 义 词 。 如 下 表所 示 :


M
(

1 5
)

红
(

I S
)

白 色
(

2 7
>  绿

(
I 6

)  3 ￡(16 ) 黄 (1 5 、 3 0
)

黄 色 ( 4
7

)


橙
红 ( 8 9 ) 粉

红
(

8 5
) 粉 色 (

8 5
)  7 j

c 红	 橘
黄 ( 1 0 0 ) 金 ( 4 6 )


?
 7 9  

?




《汉语 教程 第 三册(上) 》 (本文 实 例 所引 用 的 教材 均 为 北 京语言 大学出 版社出 版的


对外 汉语本 科 系 列 教 材 语言 技 能 类 《汉语教 程》 ) 第 八十 九 课的

“

星
”

为 例 ,

“

星
”

天
文 学

上


指 宇 宙 间 能 发 射 光 或
反

射 光 的 天 体 。 如 以

“

星
”

为
上

义 词 , 其
下

义 词可
由 恒

星( 如 太 阳

-


8 9 课) 、
行 星 (地球 ) 、 卫星 ( 9 3 课) ( 如 月 亮 ) 、

慧
星 、 流 星 等 组成 。 如 以

“

星
”

为 下 义 词 , 上


义 词 则
是

太
阳 系

, 太阳
系 的

上义词
又

是
宇

宙 。 如 下图 所 示:


银 河系 星座 太 阳 系 慧 星 天 体


太 阳 (
8 9

)
月 亮 行星 星星


水 星 金星 地球
(

8 9
)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 王星 冥 王星


对于那 些在 词 汇表 上没有 出 现(如 实例 3 所列 ) 或 者其 他
一些与 此主 题相 关 但 学生


没 有想 到 的 而在 阅 读 中 出 现频 率 较 大 的 超纲 词, 教 师 可 以 根据 需 要, 将 这些汉语词 的 英 文


对应词写 在 黑板 上, 再给 出 其汉语
词 汇。 在 教师 给 出 的 这些词汇 或 短语中 , 有 些在 阅 读 中


经常 遇到 并 属 于学 生可 认知 范 围 之内
,

只 是他 们
无法立即 输出 ;

而
那

些
学

生只
知 道英 语词


汇
概念而不

知 道 汉语对 应 词 汇的 词
, 据 反映 , 以 这 种 以 语 义网

络 联 想 的 方 式 呈现后
便

更
容


易 掌 握记忆 。 总 而 言 之 ,
这

样的 方 法 使 学 生 通过 联 想 把 学 过 的 同 类 词加 以 归 类 , 起 到 复 习


巩固 的 目 的 , 同 时 也学 到 了 新 词 汇 。 当 然 , 除 此之外 , 还应
鼓

励 学 生多 听
、 多 写、 多 阅 读 , 通


过语境 等 来 扩 大
、 巩固 词 汇 量。 另 外, 用 上述 方 法进 行 全 面 统 计 , 我 们 可以 更 直 观地发 现


教 材在 词 汇 编 排 上的 缺 陷 , 有 助 于教材 修 订和 编 写 。


二
、 语 义 特 征 分 析 及 其 在 对 外

汉 语 词 汇 教 学 中 的 运 用


在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中 还 有

一

类
关 系 是 教 学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

那 就 是 同 义 关 系 ( 同 义


词 、 近义 词 ) , 而语
义

特 征 分
析 可

以 很好 地指 导同 、 近 义词 的 教 学 。
语义 特 征 (
se ma nti c  fe a ture

) 分 析 是成分 分 析的

一
部 分。 英 国 语言 学 家 约 翰 莱 恩斯


( J o h n L y
o n s

) 认为

“

这 种 对 单 词 和 短 语 的 意 义 的 描 述 是 基 于 以
下 论 点

: 每 个 词 义 可 以 通过


一组较笼统 的 语义 成 分 或 语 义特 征 进 行 分 析 , 词 汇中 的 不 同 的 词 项 共 同 具 有 某

一些或 全


部 特 征 (
L

y
o ns l

9 7 7
:

3 1 7
) 。

”


英
国

语 言 学 家 乔 弗 雷 李 奇
(

G e o fl f e r

y  

L e e c h

)
认 为 成 分

分
析 是

“

以 语 义 场 为 前 提 对 词 义


进 行 有 规 则 的 研 究

”

(
1 9 7 4 : 5 3

) , 是

“

把

一

个 词 的 意 义 剖 析 到 它 最 终 的 对 比 成 分
”

(
1 9 7 4 :


9 1 ) 。 帕 尔 玛 (P a lme r
)认为 成分 分 析最 显著 的 特 点 是 通过 两项 对 立(

b ina r
y  

o
p p

o s ite s
) 进


行 分 析 (
? 《 1 1̂: 1 9 7 6

:
1 1

1
)

。
乔

弗
雷

李 奇 (
L e e c h

) 还提 出 用 对比 原则 (th e
 p

ri nc i
p

le  o f  c ont
-


ras tiv e ne s s ) 进 行 描 述(
L e e c h  1 9 7 4

: 9
) 。 例 如 , 对名 词 的 描 述, 可 以 从是人或 非 人、 有 生 命


或 无 生 命
、 男 性 或 女 性 、 成 年 或 非 成年 、 抽

象
或 具

体 等
范 畴 进 行 语 义

分
析 。 通常 把 语义特


征 置于括号 中
, 用

正
号

表
示 它 所具有

的
特

征 , 用 负 号
表

示 它 不具
有

的
特

征 。


?
 8 0  

.




) (
+ 男 性 ) (

+ 未 成 年 )


女 孩 子=
( + 人)

?
(

一

男 性 ) ( + 未成 年 )


由 于成 分 为 词 义 的 描 述开辟 了 新 的 研究 领 域 , 而这种 描 述恰好与 传 统 的 词 典上的 释

义不同 ,近年 来 国 外 语言 工作 者 对 此表 现出 极 大 的 兴 趣

,
并 已 有 人把 这 种 方 法运

用
于外 语


教学 中
。

据 我 们 的 初 步 统 计 , 《汉语教程》 第 三册上 (对外 汉语本 科 系 列 教 材语言 技 能 类'


北京 语言 文 化 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7 年 ) 就 有 三十 多 组 同 义词 群 , 近 百条 同 义词 和 近义词以 及

相 当

数 量的 多 义
词 。 需要与 学生强调 的 是 : 汉语

言
中

,
在 语

义
上

奄 无
区

别
、 可在 任 何 上下


文 中 互相 替 代 的 绝对 同 义词 (
a b s o lute  s

y
no n

y
ms

) 寥 寥 无几, 而绝大多 数 的 同 义词是
相 对同


义词 (
re

l
a

ti
v e s

y

no n
y
ms

)
,
也就是基本意义相 同 或 相 似 的 词 。 但 学生 们 往往 不加 区 别 地使


用 ,
其 主要的 原

因
是

: 他
们 只 知

道

一些英文或
中 文 释义, 并 没有 掌 握 同 义词 之间 在 概 念意


义、 内 涵 意 义 和 搭 配意 义等 各 个方 面的 细 微 的 语义 差 别 。


分 析 同 义 词 之 间 的 细 微 的 语 义 差 别 、 讲 解 它 们 的 确 切 含 义 及运用是对外 汉语 词汇教

学 的 难点 。 借 助 于语义 场 和 语义 成分 分 析 法, 我 们 可 以 深入到 语义的 微观层次 , 在 教 学中


启 发 学生对语义 的 领 悟和 理解 , 培 养 他 们 对同 义 词 、 近义词 进 行 辨别 的 能 力 。


接 下来 , 我
们

将 从 概 念 意 义、 内 涵 意 义 和 词 项 搭 配三个 方 面来 辨 析 同 义词和近 义 词之

间 的 语义特 征 。


1

)
从 概 念 意 义 区

别
同 义 词 、 近义词之间 的 语义 特 征


概念 意 义 (
d e n o tati o n ) 或 外延意 义 实 际 上 就 是 词 典对词 所下的 定 义, 是词义的 核 心

,


它 直 接
地、 明 确 地表 示所指 对象

,
是词义的 基

本
语 义特 征 。 概 念 意义 乔 弗 雷 李 奇 ( G e o ff e r

y


L e e c h ) 称之为 理性 意 义(
c o nc e

p
tu a l  me a n in

g ) , 

“

被
普

遍 认 为 是 语 言 交 际 的 核 心 因 素

”


(
L e

e
c

h
l 9 7 4

:
9

) 0


那 些 在 学 生 们 看 来 基 本 意 义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同

义 词 或 近 义 词 (
a n a l o

g
o u s  wo r d s o r  ne a r


s
y

n o n
y
ms

)
在 语 义 范 围 (

r a n
g

e  o f  me anin
g ) 和 语义强 度 (

in te ns it
y  

o f  me anin
g ) 方 面构 成 细 微


的 语 义差别 。


A 、 从 语 义
范

围
区

别
词 的 基

本
语 义 特 征


实 例

4


“

结 果

”

、

“

成
果

”

和
“

后 果
”


《现代 汉语词 典 》 (2 0 0 2 年 增 补 本 , 以 下简 称 《现代 》 )对这 三个词 的 解释分 别 是:


结 果 : 在

一

定 阶 段, 事 物 发 展所达到 的 最 后 状态: 优良 的 成 绩, 是 长期 刻 苦 学
习

的

~
/


经
过

一番争 论,

~
他 还是让步

了 。
成果:
工

作 或 事 业的
收

获 : 丰 硕~
劳 动

~


后 果: 最后 的 结 果 (多 用 在 坏 的 方 面) : 检 查 制 度 不
严 ,

会 造
成

很 坏
的

~
。
这三个 词 都 是指 最后 的 状 态 , 这 是 它 们 的 共 同 点 , 但 三者 的 范 围 是不同 的 。 可以 说


“

结 果
”

是 个 中 性 词 , 范围 最大 , 指 任 何

一
种 事 物 发 展所达到 的

任
何

一种最后状态 (可以 是

期 待 的 也可 以 是 与 期 待 相反 的 ) ;

“

成 果

”

是 结 果 中

“

好

”

的

一 一

部 分
, 是人们 期

待
的 结 果;


“

后 果
”

是 结 果 中

“

坏

”

或

“

不 好
”

的

一 部 分 , 常 常 是 人 们 所 不 期 待 的 。 他 们 的 关系 如 下图


所 示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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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这 样做 的 结果是 好 是坏 , 谁 都 无法 预料。
例( 2 ) 钟军长并非不能 容忍自 己 的 部下打败战 ,他不能容 忍 的 是失 败带 来的 后 果。


例( 3 ) 对已 经取得的 建设成果和 宝贵 经验,我们 要十 分珍借。


B 、 从 语义强 度 来 分析 语义特 征


实 例 5


“

高
兴

”

、

“

开 心 (
9 4

)

”

、

“

兴 奋 ( 8 7 )

”

、

“

欣
喜

(8 6 )

”

为 形 容 词 同 义 语 义 场
,

其 中
以

“

高


兴
”

为 主 导 词 。
这四 个 形容 词 都 表 达 同
一概念“

愉
快

”

,
语

义 强 度
的 不 同 构 成 了 它

们
语 义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

“

高
兴

”

语 义 最

一

般 ,
最 常 用

,
表 示 精

神
愉 快 , 有 时 不一

定 流 露 出 来 ;

“

开
心

”

指
心

情 快


乐 舒
畅 , 常 表 现 在 表

情 语 言 行 为 上 。 例 如

“

同 志 们 住 在

一 起 , 说说
笑 笑

, 十 分 ( 《现
汉》 ) 。

“

兴 奋

”

指 因 为 高 兴 而 振 奋
;

激
动

。 感 情 受 到 刺 激 而冲 动 , 有
明

显
的

表 情 或 举 止流


露 。 例 如

“

听 到 这 个 好 消 息 , 大
家

都

~

得 跳 起 舞 来

”

。

“

欣
喜

”

指 十
分

快
乐 ,

欢 喜 的 感 情 流


露 出 来 , 程 度 最 深 。 例 如

“
 ~

若 狂
”

。 我 们 可 以 通过 下 图 表 来 描 述它 们 各 自 的 语 义 特 征
,


同 时 对 比 出 它
们

的 语 义 强
度

。

	


词 语


高 兴 开心 兴 奋 欣 喜


语 义特征\	
心情 愉 快	+	+	+	+


不流 露

	

+

	

+

	


流 露	+	+	+	+


有 冲 动 的 表 现

	

+

	

+


可 能 失 控	I +


因 此,

“

高
兴

” “

开 心
” “

兴 奋
”

和

“

欣
喜

”

四 个 词 之 一

间 愉 快 的 程 度 对 比 可 用 标 尺 粗 略


地 加
以

表 示 :


髙 兴  开 心 兴 奋  欣軎  <


程度

一

般	程 度 很 髙

1


例 句 :


例 (
4

) 姑 娘嘴 上虽然 什 么 也没 说, 伹她心里其实 很高 兴。
( 王 朔 《看上去 很 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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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枪枪探头 探脑, 跃跃欲试, 嘴 里高 兴 得出 小 声?
.笨


蛋 , 我
在

这 儿呢 。 (王朔 《看上去 很 美 》 )


例 ( 6 ) 她开 心地往里边走 , 看到 谁 就 叫 谁 的 名 字 。 ( 王 朔 《看上去 很美》 )


例( 7 ) 我们 很兴奋地去 找 正在 扔 沙包 的 女孩 ,
一个推

一个往她们 身 上撞。 ( 王朔 《 看
上去 很美 》 )
例( 8 ) 儿子以 全县第一名 的 成绩考上重点 大 学 的 消 息 令这对老夫 妻 欣喜若狂。
(

王


朔 《 看 上去 很美 》 )


2
) 从 内 涵 意 义 来 区 别 同 义 词 之间 的 细 微差 别


内 涵 意 义 (
c o n no ta ti o n ) 指 的 是 词 的 隐 含的 意 义 (

im
p

lie d  o r  s u
g g

e ste d  me aning ) , 包括 词

的 语

体
色 彩 (

t h e  s t
y

l i s t
i c  

c o l o u
ri

n
g ) 和

感 情 色
彩 (

emo tiv e  c o l o ri ng ) 等 。 它 是概 念意 义以 外


的 意 义。 乔 弗 雷 李 奇 (
L e e c h

) 认为 , 内 涵 意 义对语言 来说是附 加 部 分
,
而不是语

言 的 基本

部

分
。 这种 附 加 意 义 是人们 对该词 所指 的 人或 事 物 所怀的 情感或 所持 的 态 度 。 有 些同 义


词的 概念 意 义 相 同 但 内 涵 意 义 不同 , 构 成
了

它
们

之间 细 微的 差别 。 在 词 汇教 学中 , 应 讲解

同 义 词的 内 涵

意 义, 主 要 是 语 体色 彩 和 感 情色 彩 意义, 使 学 生能 在 合 适的 场

食
使 用这 些


词。


接 下来 , 我 们 分 别 从语体 色 彩和 感情 色 彩 来 举例辨 析同 义词 或 近义词之 间 的 差别 。


A 、 语
体

色 彩 或 文 体 意 义 是

“
一 段 语 言 所 表 示 的 关 于

使 用 该 段 语 言 的 社 会 环 境 的 意


义
”

(
L e e C h l 9 7 4 :

1 4 ) 。 近代 语言 学 家 从语体 角 度 来 分析同 义词。 不同 的 同 义词出 现在 不

同 的 语 体 中 带 有 语 体 色 彩 。 根

据
词 的 语

体
色 彩 , 我 们 可 以

分 为 正式 用 语(
fo rma l

) 和 非 正

式用 语(

in forma l ) 。 带 有 正式 文 体 意义的 词主 要是书 面词 (
l iteral wo r d s ) 或 称 文言 词


(
l e arne d  wo rd s ) 和 术 语( tec h n ic a l  te rms

) 。 非 正式 文体 意 义的 词 语 有 标 准与 次 标 准 之 分。


标 准 的 非 正式 用 语为 口 语词(c o l l o
q

u ia l ism) 。 次 标 准的 非 正式用 语有 俚语(
s l a n

g ) 、 俗 词


(
vul

g
a ri sm

) 、 行 业词 语( p
r o fe ss io na l ism) 和 隐 语( a r

g
o t ) 。 许多 词 在 语体 上都 是成对 的 , 如 :


“

吃
住

”

与

“

膳 宿

”

。


实 例
6


“

活 儿 (

8 2

)

”

与

“

工
作 (

1 6
)

”


"

活 儿 (

8 2

)  

”

、

“

工
作 (

1 6
)  

”

这
二

个 词 都
可 以 用 来 指

一 个 人 所
做

的 事 情 或 从
事

的 职 业 。


“

活
儿

”

与

“

工
作

”

在
教 材 的 单 词 表 中 的 英 文 翻 译

都
是

“

w o
r k

”

, 但它 们 在 语体 上带 有 不同 的


色 彩 。

“

活 儿
”

 口 语 化 程 度 很
高 ,

“

工
作

”

中 性 , 既可 作口
头 用 语也可作 笔 头 用 语, 既 可用 于


非 正式 的 场 合 , 又可用 于正式 场 合 。 二
者 的 异 同 如 下 图 所 示 :

	
一

活 儿 	 工
作


	

+

	

+

	

体 力
劳

动


_

	 +  
—

 脑 力 劳 动


+	 正 式
用

语


+	 +	 非 正 式 用 语


	

+

	

+

	

口
头 用 语


+	 书 面 用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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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 9 )

他 停下手 中 的 活 儿, 问 我 找 他有
什 么 事 。


例 (
1 0 ) 推广 普通话是一项非 常 重要的 工作 。


B 、 许 多 同 义 词的 概 念意 义并 没有 明 显 地表 示爱 憎 或 褒 贬,
但

是 由
于

它 们 的 内 涵 意 义


而出 现了 感 情 色 彩 。 根 据 感 情 色 彩 上的 差 异 , 同 义 词 可分 为 贬 义词 (
d e r o

g
a to r

y ) 和 褒 义 词


(
a

p p
r e c ia to r

y ) 。 例 如 :

“

详
细

”

(褒 ) 、

“

仔 细

”

(
中 ) 和

“

烦 琐

”

( 贬 ) 等 。


实 例 7


“

忌
妒

(

9 2
)

”

与

“

羡 慕 (
7 3

)

”


“

忌 妒

”

在 教 材 中 的 英 文 翻 译 是

“

b e

 j

e a l o u s  o f

”

,

“

羡
慕

”

在
教

材
中 的 英

文 翻
译

是

“

e n-


v

y

"

0
但

在
英

语 中 ,

"

e n v

y

"

也 可
以 表 示

"

b e

 j

e a l o u s  o r

?

的 意 思 。 如 果 在教 学 过程 中 不将 二

者 明 显不 同 的 感 情 色 彩 加 以 区分 , 学 生 很容 易 误解 为 完 全等 同 的 两个 词 并 在 使 用 时 发 生
偏误。 因 此, 向 学 生解 释 淸 楚"忌妒

”

是 贬 义 词
而

"

羡 慕
”

是
“

褒 义 词

"

( 或 中 性) 是 非 常 有

必要 的 。


例 句 :


例 (
1

1
) 他忌妒谁就会 故意

刁 难谁。


例
(

1 2

)
我 真 羡 慕 你 有 这 样 一 位 好 老 师 。


3  ) 词 项 搭 配( 1  e x ic a l c o U o c a tio n) 理论及其在 词 汇 教 学 中 的 运用

由 于 词 的 参 照 没 有 确 定 的 标 准 , 词 义 从 根 本 上来说是 模 糊 的 (

fim
y )  ( L e e c h l 9 7 4

:


1 1
9

)
,

例 如

“

冷

”

和

“

热

”

,

“

早 晨
”

和

“

早 上
”

都
是 相 对 模 糊 的 概 念 。 语义分 析 并 不 适 合 所有


的 词 汇。 如 在 概 念 意 义 或 内 涵 意 义上都 无法区
别 词 义 的 情 况 下, 我

们
可 求 助 于 搭 配 意 义 。
正如 乔 弗 雷 李 奇 ( L e e c h

) 所 说的 , 其 他 类 型 的 意 义具有 普 遍 性 , 而搭 配意 义 却 是 各 个 词所

具有 的 特 异 性 (

1 9 7 4 : 1 7
) 。


搭 配 这
一

概 念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语言 学 家 约 翰 费 斯 ( J . R - F irth ) 于上个 世 纪五十 年 代 提


出 的 。 他 认 为 , 理解

一

个 词 要 看 它 的 结
伴

关 系 (Y o u  k no w a  wo r d  b
y  

th e  c om
p

a n
y  

it k e e
p

s ) ,


语义 学 家 称 之为 词 与 词 之 间 的 横 向 组合 关 系 (
s

y
nta

g
ma tic  r e l a tio n

)  0 语言 学 家 从 共 现 限 制


(
c o o c c u rr e nc e  res tri c tio n s

) 和 选 择 限 制 (
s e l e c ti o n a l  res tri c tio n s

) 角 度 来 研究 这 个问 题。 共 现

指 的 是 个别 词项经常 共 同 在

一起使 用。 费 斯(
F irth ) 以 a s s

( 驴 )

一
词 为 例 ,

a s s 经
常 与

一些

形 容 词

一

起 使 用 , 如 (
傻

) ,
o b s t

i
na t e

( 固 执 ) ,
s tu

p
id

( 愚 蠢 ) ,
a wfo l

( 可怕 ) ) 等 。 费 斯

(

F irth
) 认 为 ,

这
种 结 伴 关

系 是词义的

一
部 分 ,

即
来 自 语义上的 约 定 俗 成。 这 种 约 定 俗 成


被 称 为 共 现 限 制 。 英 国 语义学 家 克 鲁 斯 ( D . A . C ru s e ) 认为 , 选择限 制 指 由

一个词项 命 题

意 义 特 征 所决 定 的 逻辑 上不可避 免的 伴 随 物 。 例 如 动 词

d ie
( 死)

一
词 ,

它
的

语
法

主 语语

义上

的 限
制

可
从 下面

例 句
中

看
出

:


A r t h u r  d i e d .


T h e  a s
p

i d i s t r a  d i e d .


?  T he  sp o on d ie d .


?  A rth ur
'
s ex am re su lts d ied .


可 以 说 死的 东 西 是 ( a ) 生物 , (b ) 活 的 ,
还

可 能 必须 是 (
c

) 不能 永 存 的 , 例 如 , ?  

"
T h e


ang el d ie d ( 天 使 死了 )

”

就 不 适
合

, 因 为

“

天

使

”

是
永 存

的 。 所 以
,

“

生 物 的

”

、

“

活 的

”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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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语 义
特 征 是

d i e
意 义 的

逻
辑 先 决 条

件 , 即 如 果 没 有 这些 语义特征 就 不能 和


d i e 词连
用

。 这类 逻辑 上必备 的 语义同 现限 制 , 我 们 称 之为 选择限制
(

C r us e  1 9 8 6
:

2
7

8
) 。


词 项搭 配主 要 有 三种 限制 条件 :

“

第

一

、 某些搭 配完 全是 根 据 词项 的 意 义。 例 如 不可

能 有

“

蓝 牛

”

这 样
的 搭 配 。 第 二、 某

些 限
制

是 根 据 词 的 搭 配
范

围 , 即

一个词 可能 与

一组具

有 某 些共

同
语 义 特 征的 词一起连 用 。 这 就 说 明 了 为 什 么 我 们 不能 说

“

英 俊
的 女 人

”

, 而且

一

般 也不能 说

“

漂 亮 的 男 人
” ③

。 第 三、 某 些 限 制 是 最 严格 意 义上的 限 制 , 既 不是 词 义的
,


也不 是词 的 搭 配范
围 上的 限 制 , 如 男

、
女 限

于 跟
“

人
”

搭
配 , 如

“

男 人
”

、

“

女 人
”

, 而不说“

男


狗

”

、

“

女 狗

”

等 。 当 然 ,也存 在 难以 确 定 的 二可 情 况。


词 项 搭 配主 要 是词 的 语义 特 征 对 所 搭 配使 用 的 词的 限 制 。 第
一

种 限 制 难度 小 , 搭配

幅 度 较 大 。 第

二
种 搭 配 限 制 难 度 增 大 , 搭 配 槁 度 受 到 更 大 的 限 制 , 形成

典
型性搭 配。 第

三

种 限 制 特 别 严格 , 难 度 很高 , 搭 配幅 度 小 , 不 容 易 扩 展, 形成 的 搭 配比 较固 定 , 常 称 为 固 定


搭 配 (
fr o z e n / res tri c t e d  c o l l o c a ti o n

)  0 第 二、
第

三
种

限
制 都 不 容 易 掌

握

,
因 此在 教 学

中
应 把


重 点 放 在
典

型 搭 配
和

固 定 搭 配上。


实 例
8


“

珍 责 (
7 7

)

”

与

“

宝 贵
(

8 6

)

”


这 两 个 词 在 教 材 中 的 英 文 翻
译 都

是
“

p

r e c i o ^ t r e a s ur a b l e
)  

”

, 虽然 两者
都

有 价
值 高

、 重


要 、 不易 得 到 的 意 思
,
但它 们 在 使 用中

却
不 完 全 相 同 , 常 常 与 不 同 的 名 词搭 配。 如 下 图 所
示:


^
搭 配
		客 观色 彩

	

主 观色 彩


词项

经验 	时 间 	生 命 	文物	礼物


宝贵

	

+

	

+

	

+

	

+

	


珍 贵  I	I +


由 此可 见 , 形 容 词

“

宝
贵

”

修
饰 名 词 时 多

为 客
观 描 写 , 而“

珍
贵

”

修 饰 名 词 时 常
常

带 有


主 观 色 彩 。


另 外 ,
虚

词 的
搭 配教 学应

该
受 到

重
视 。 虚 词 是 汉语表 达语法关系 的 主 要手 段, 虚 词使


用 错 误会 影 响 汉语句 子的 正确 表 达。 从事 对 外 汉语教学 的 老 师 都 有 同 感
,
让学 生 掌 握 虚


词 的
各

种
用

法 需 要 很 长 的

一个过 程
,

它 不仅 涉 及 到
句 法

平 面还
涉

及
到 语

义 、 语 用
平

面 ; 不


过
,

如 果 我
们

在 教 词 汇 ( 虚 词 ) 时 就 有 意识地强调
一些相对固 定 的 搭 配或 留 学 生 容 易 出 错


的 搭 配,
一

定 会 得到 更 好的 效果。


看 下面 两个 例 句 :


*
例 (

1
3

) 约 翰 刚 刚 跟他 朋 友
那

儿 来 。


*
例 (

1 4
) 我 从朋 友 知 道 了 他 的 消 息 。
这两个 句 子都 来 源于 留 学 生 的 作 业, 其 中 的 问 题 是 处 于句 法平 面 的 搭 配错 误,是与 虚


词 有 关 的 搭 配错 误。


例 ( 1 3 ) 中 汉语是没有

“

跟 … …

那 儿 来

”

的 搭 配 形 式 的 。 当 宾 语 地点 时
,

通
常

由

“

从
”


弓 丨 出 ,
表 示 活

动
的

起
点 。 所以

“

跟
”

应 该 改 为

“

从
”

。


例 (
1 4 ) 中 当 表 示活动 起点 的 宾 语不是处 所词 时 , 要 加

“

这 儿

”

或

“

那 儿

”

, ( 下 转 第 9 0 页 )


?
 8 5  

?




。


注

①何 克 抗 : 《 建 构 主 义

——

革 新 传 统 教 学 理 论 的 基 础 》 , 电 化教 育 研究 ,1 9 9 7 ( 4 ) 。


②毛 新 勇
: 《 建 构主 义学习 理论在 教学 中 的 运用》 , 《 课 程、 教 材、

教 法
>

	 ,

1 9 9 9 .
 (

9

)

2 3 。


③王 光
明 、 王

合 义 : 《运用 建 构 主 义观点 谈
一

堂 好 课的 标 准 》 , 中
国

教 育 学 刊 ,
2 0 0 0 。


( 张灵芝 厦门 大
学 海 外 教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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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接

第

8 5
页 )该 句 中 的 宾 语“

朋 友

”

应 改 为

“

朋 友 那 儿

”

。
对于以 上两个例 句 , 如 果学
生

能 熟
记“

从 … …

那 儿
”

的 搭 配
, 知 道 用 它 来 引 出 活 动

地


点 的 语 法 意 义 就 不 会 出 现 这 样 的
偏

误
了 。


L 号中 的 数 字表 示 该 词  在 《 汉语 教 程 > 系 列 教 材 的 哪
一课生 词 表 中 出 现。 例 如 : 水 果

(
3 9

)
表 示

“

水 果
”


一

词 在 第

3 9 课 的
生

词 表 中 出 现 。 黄 (
1 5 、 3 0 ) 表 示

“

黄

”

宇 在 第

1 5

课
和

第

3 0

课 的
生

词
表 中

出
现 。


②不 包
括 在 书

面
中 引

运 口
头 语 的 情 况

。


③有 时 候 说

“

漂 亮 的 男 人

"

也 是 指 这 个 男 人 有 象 女 人 一

样 漂 亮 的 脸 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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