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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学视野下的意义研究及哲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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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对意义的研究,语料库语言学认为意义蕴含于语言使用之中,在意义解读

中必须考虑词语所出现的语境。在哲学研究中理性主义强调逻辑推理的作用,而经验主义认为构建理论应建立在

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语料库驱动的短语学研究关注对真实语料的考察,探索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单位。意义单位一

般由具有确定意义的短语来实现,短语被视为词汇和语法的界面。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框架中,意义单位是词

汇和语法共选关系的体现,形式和意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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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对语言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意义的解读方式和哲学流派的发展有着深刻渊源。20世纪以来

语言哲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模式,一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句法语义分析模式,二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代

表的语用学分析模式,三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理想语法构造模式。随着句法分析模式走向衰落,研究者愈

来愈重视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弗斯认为意义体现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词语的意义不是封闭自足的,词语

意义会影响出现于同一语境的其他伙伴,语境论根据语境因素考察语句的意义,而不将意义研究囿于语言的逻

辑关系[1]。语境论思想为后来的学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影

响了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改变了传统的语言研究范畴,为探讨语言交际中的意义单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通过分析真实语言数据,抽象归纳出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共选理论关注形式和意义的

互选关系,认为词语之间的共选模式体现相应的意义,某些句法结构常常和特定的意义有关。辛克莱通过观察

大量数据对意义单位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认为它是词汇和词汇、词汇和语法共选关系的体现[2]。语料库研究支

持形式和意义的整体性,认为意义单位往往由整体性短语来实现。我们在研究语言时,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言的

形式,而不考虑其意义和功能,语言的意义、结构和功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语料库驱动的短语学研究认为,短
语单位表达了较为完整的意义,是语法与词汇、语义和语用的界面,这一视角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范畴。

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哲学领域中的两大理论阵营,二者的分歧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认

识的起源上,理性主义强调理性和推理的作用,认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是先天的,可以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

而得到。经验主义则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强调经验的作用以及大脑进行概括抽象的能力,贬低理性

认识的作用[3]。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渗透到人类的各个知识领域,对语言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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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派在对意义的研究中采用了不同方法。在理性主义对意义的研究中,人工语言学派注重对语言进行逻

辑分析,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对自然语言进行人工分析,由于语言的意义常常是含混不清的,有必要进行形

式化构造,通过逻辑组合运算消除语言中的模糊因素。日常语言学派则遵循经验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

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言运用中的错误在于人们不了解词语的确切涵义。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哲学的两大主要理论框架,它们的斗争和妥协伴随着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对语言研究和意义解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宾斯指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
以不同的形式贯穿整个语言学历史”[4]。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学理论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点,但理性主义

和经验主义仍然呈现对立的局面。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化生成语法学派坚持理性主义,认为人脑天生具有

语言习得机制,语言学家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来构建语言理论,他们认为普通人的言语千差万别,不能成为

理想的研究对象。但生成语法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仅仅依赖直觉或内省数据来归纳理论无异于闭门造车,
而经验主义认为构建理论应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在研究中要尊重从生活中获得的真实语料。随着人

类认识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验主义学派和理性主义学派的观点也在相互渗透,两者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

的一面,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种学说一方面各自发展,另一方面不断融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分歧又

相互补充。语料库语言学研究遵循经验主义,注重可以观察的真实数据,但并不排除研究者在解读数据时对

理性的依赖,在对意义进行阐述时强调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使用之中。
在研究方法上,人类用于语言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另一类是自下而上。

一般来说,“上”指抽象的语言学理论,“下”指真实的语料数据。传统语言学研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根
据预设的理论框架来确定研究步骤并搜集证据。语料库语言学则主要依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观察和处

理数据来探索理论问题。关于语言学的研究数据,根据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可以将数据分为三种类型:内省数

据、诱导数据和观察数据[5]。传统语言学研究主要依赖内省数据,研究者通过思考语言经验构建理论,研究

的焦点是语言中的聚合关系,将语法范畴作为语言描述的起点和重中之重。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依赖

于自身的语言直觉,数据由研究者自己提供,常常因其缺乏客观性而受到质疑。诱导数据主要指研究者通过

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如实验、问卷调查等方法,这种数据在实验心理语言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是,它
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往往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而且诱导数据有时不够真实自然。要想对语言进行科

学系统的研究,必须依赖大量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语料,也就是较为客观的观察数据。
观察数据主要指语言研究者作为观察者所收集的真实语言材料,数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代表性,当前

语料库研究者所普遍采用的数据属于观察数据。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料库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先进的

检索软件相继问世,语料库数据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语料库语言学一般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

法,通过对真实语言数据的观察来抽象出语言研究的范畴和理论。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对使用何种

数据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种观点主张语料库只是众多数据中的一种,可以和其他数据互相补充,属于温和

的经验主义,而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数据都应该从语料库中提取。以辛克莱为代表的语料库语言学家

反对在研究中使用内省数据,认为语言研究应该建立在可验证的语料基础上,提出要尊重语料库数据,因为

它们是语言使用的原材料[2]。辛克莱强调数据的大数量性,认为只有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观察才能得出可靠

的结论。大型语料库可以提供频数、概率等统计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语言的分布特点考察其核心用法,
传统研究中的一些理念会逐步被新的研究范畴所替代。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快速获取大量数据,通过在线检索大型语料库,我们能够获得词语的统计

信息和出现的语境。在大数据时代语言研究不能依赖直觉,使用脱离语境的句子,对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必

须基于真实自然的语言数据。比如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 (CorpusofContemporaryAmericanEng-
lish),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英语语料库(http://corpus.byu.edu/coca/),研究者和学习者可以免费使

用,它所提供的信息使学者能够从多维视角进行语言意义的探究和解读。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语言分析的

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于语言直觉的使用和依赖也在逐步减少。在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下的意义研究中,我
们应该在文本之内寻求证据,脱离了文本进行意义解读只能是舍本逐末。在构建理论时学者们要分析语料

库所提供的真实数据,根据文本自身形成的参照体系进行意义的解读,不能脱离语境考察语言的形式,要综

合考虑语言的意义及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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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选理论下意义与形式的关系

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和大型语料库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海量数据,语料库软件可以快速处理各种数据,研究

者不再需要依赖内省数据来考察语言使用的特点。语料库语言学遵循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认为只有

通过观察大量数据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在语料库研究中,研究者根据从语料库中提取的相关语言材料,分
析语言的形式、意义和功能。语料库检索软件可以快速计算数据信息,从而揭示语言的核心用法。对意义的

研究不仅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语料库语言学所关注的焦点。关于形式和意义、语法和词汇的关

系,自索绪尔区分聚合和组合的概念后,语言学界对二者孰轻孰重一直有不同观点。聚合轴强调语法关系的

作用,组合轴则关注词语的横向组合以及这些组合如何实现意义。传统语言学重视聚合关系,将语法置于语

言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语言由语法与词汇两部分构成,语法是语言构造的规则而词汇是构建语言的材料,
语法的地位高于词汇。传统语言学将语法和词汇、形式和意义割裂开来,这种观点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

语料库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使研究者开始重视组合关系,通过先进的索引工具和从语料库提取的真实数

据,我们可以观察词语出现的语境,分析典型的词语搭配和形式特征,提取语料库中高频出现的短语。语境

成为考察意义的重要因素,语言的意义应该根据语境不同进行相应的解读,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
在语言交际中,多数情况下意义并非由孤立的单词来实现,由多个单词组成的词项是语言交流的基本单位。
词项反映了词汇和语法的共选关系,体现出意义单位的短语取向。在辛克莱的研究体系中,语言在横向与纵

向上具有同等的意义潜势,其中组合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词语之间的共选关系。他强调形式和

意义的对应关系,认为两者之间从根本上讲并没有区别,“意义和句法是相互联系的”[2],语法和词汇之间没

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比如,enjoy后面接动词-ing形式,这一描述既可以视为词汇特点也可以归纳为语法特

征。此外,形式和意义在实际使用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常常具有对应关系,某个结构一

般实现特定的功能。无论是词语、搭配还是语篇,意义都存在于一定的形式之中。韩礼德认为,词汇是最精

密的语法,词汇和语法处于同一个连续统,都是构建意义的源泉,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6]。在词汇和语法

的连续统之间存在许多兼有词汇和语法特征的固定或半固定结构,如多词单位、词汇短语、预制复合结构、词
串、公式化序列等。虽然这些术语名称各异,但指的都是高度惯例化的词语组合。它们兼具词汇和语法特

征,一般具有较为完整的意义。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中,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是统一的整

体,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使用中得以体现。
语料库研究者提出共选理论,关注词汇与词汇、词汇与语法的共选关系,认为形式和意义互相选择,特定

的句法结构常常和某些词语有关,词与词之间的共选模式与意义直接相关[2]。语料库研究支持形式和意义

的一体性,认为意义单位由整体性短语来实现。在分析大型语料库提供的海量语料基础上,霍斯顿和弗朗西

斯提出用型式语法描述英语词汇和语法,认为词语常常出现在特定的型式之中,型式和意义没有泾渭分明的

界限。在型式语法的框架下,型式指与词语有对应关系并且能够体现意义的结构,某一型式一般映射着相应

的意义,具有相同型式的词语共享特定的语义特征[7]。通过观察语料库中的大量实例,型式语法提取了语料

库中高频出现的型式及其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在外语学习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型式语法推动了短语学研

究的发展,短语单位是意义和结构的界面,我们在使用语言时选择的单位常常是高频短语,如:tosumup,

broadlyspeaking等,这些短语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提取,具有意义的完整性和无歧义性。这一观点受到心理

语言学研究的支持,霍伊提出词汇触发理论,认为词汇是复杂的、系统的,语法是词汇结构的产物[8]。在这一

理论中,搭配被视为构成语言自然性的关键因素,搭配的产生和词汇触发有密切的关系,语法和词汇选择都

由触发控制,人们根据头脑中的网络模式运用词语。根据词汇触发理论,词汇的意义和词汇网络、词语搭配

密切相关,这里的词汇网络和共选理论的主张在实质上异曲同工。
在共选理论的视域下,词语的选择会影响在同一语境内其他词的选择,不仅对词语产生意义上的传染,

而且执行重要的语用功能。语料库语言学在意义解析的过程中,发现某些词语会吸引具有相似特点的搭配

词,沾染上搭配词的态度意义从而形成特定的语义韵。语义韵通常分为三类:消极语义韵、中性语义韵和积

极语义韵[9]。语义韵体现了意义表征中的共享机制,在一定情景中共现的词语不仅分享相邻伙伴的意义,而
且共同实现某种交际目的,反映了说话者对讲话内容的情感态度。语义韵拓展了意义研究的范畴,是语料库

语言学对意义研究的重要贡献,它既考虑了语义特征又关注语用功能,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对说话对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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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这一发现对外语教学带来了有益的借鉴,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不能局限于掌握词语的语义特点,而且

要了解词语搭配所传染的氛围,恰当地实现特定话语目的。词汇和典型搭配词共同出现结为伙伴,传达特定

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在储存和提取语言时,一般以语言中的预制块件为单位,这些短语在语言交际中具有重

要功能,影响语言产出的流利性、地道性等关键因素。
三、短语学视野下的意义研究

对语言意义的研究要涉及多个方面和维度。利奇认为,一个词汇通常具有七个方面的意义,包括理性意

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10]。对语言意义的解释是一个复杂的现

象,我们在研究意义时要考虑多种因素。在对意义的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不同,它不去寻求

语言使用之外的理想语言,也摒弃形式化算法和逻辑公式,认为语言的意义只能用语言来描述。语言运用是

一种社会行为,语言在交际中呈现意义并在使用中产生各种关系,比如词语的搭配关系或词类的共选关系,
可以说意义体现于多个词及其语法结构共选构成的短语之中。语料库研究者重视对文本的解读,认为所有

意义和知识都存在于文本之中,无论是词语搭配还是多词序列组成的意义单位,其意义都要通过所出现的语

境来解释,根据关联文本来证实,因此话语的意义存在于文本内部,不能依赖外部标准来解释或验证意义。
制约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是语法规则和词汇选择。辛克莱提出英语词汇选择的两大规则:开放选择原

则和习语原则[2]。开放选择原则认为语篇构成是大量复杂选择的结果,语言使用者通过语法规则来构造语

言。习语原则指语言使用者掌握大量预制短语,它表明语言使用的短语倾向,认为词语通过组合在具体的语

境中获得确定的意义。词语意义的确立往往依赖于在使用中与其他词语的共现,即词语只有处于一定的语

境中才能消除歧义,因此对意义的研究不能脱离语境。由词语搭配或多词序列构成的意义单位,在解读中必

须通过所出现的语境及关联文本。意义单位是文本中最小的、单义性的、无歧义的单位,而单义性是意义单

位的基本属性[11]。意义单位是具有结构模式的“词项”,词项可以是单个词、复合词、短语甚至习语,以词项

为单位更有利于意义研究。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文本是意义的唯一来源,我们无法通过任何外部的标准

来确定意义。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际的文本或对文本的解释,对作者意图的解读只能通过对文本的

分析来进行。因此,所有的语言事实和对意义的解释都存在于文本之中。
如上文所述,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应基于语言内部证据,根据文本包含的语境信息进行释义,我们无法在

语言之外寻求意义的逻辑分析。在短语学对意义单位的研究中,可以采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分析以下内容:
词语搭配选择,类联接选择,语义趋向分析和语义韵分析。搭配选择指词语的共选关系,类联接属于语法的

共选关系,语义趋向考察词语的语义特征,语义韵则关注说话者的态度、评价及功能的实现。这一研究方法

兼顾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结合起来。在传统的意义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分

析单个词语的意义,而在语料库研究中意义单位常常由短语来实现。语言使用中许多短语倾向于在特定语境

内高频出现,反映了使用者的态度或评价意义。我们以idea为例,观察以下例子来归纳它所构成的意义单位:

1)withoutthefaintestidea          2)Ididn’thavethefaintestidea
3)didn’tseemtohavetheslightestidea 4)Ihaven’tgottheslightestidea
通过分析这些例子,可以发现节点词左边常出现faintest、slightest这样的形容词。进一步观察可知,

thefaintestidea常出现在nothavethefaintestidea这一短语中。如果我们将thefaintestidea视为搭配内

核,其左边高频出现的动词是have,在语义上常和not这样具有否定含义的词语共现,换言之,它常常出现在

“nothave+ 名词”这一结构中,表达否定含义。我们可以把 “donothavethefaintest/slightestidea”当作一个

扩展意义单位,它兼具语法特征和语义信息。扩展意义单位是一个集形式、意义、功能于一体的概念,不仅涵盖

具体的词汇与语法特点,也包括说话人的意图与态度。语料库驱动的短语学研究表明,语言的意义和形式不可

分离,无论是语言研究还是二语习得,在对意义进行分析时都要考察词语的语境,关注词语构成的高频短语。
语料库研究方法挑战了以前的语言理论和范式,对传统的语法范畴提出质疑,认为词汇和语法、结构和

意义之间没有截然界限,词汇和语法互相选择,结构和意义互为映射。由于意义单位常常由半固定短语实

现,储存大量常用的短语是地道流畅表达的关键。高频短语具有重要的语用功能,比如组织语篇、维持社交

关系,它们具有较为完整的意义,可以作为现成的结构整体提取,有助于提高语言输出的自然性和流利性,因
此在外语教学中应将常用短语置于核心位置。教师和学生通过提取索引行,观察词语的搭配、类联接以及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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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结合语境归纳词语所在的意义单位,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探索式学习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分析水

平。短语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应用于外语教学,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意义单位模型的构建对翻译

对等关系的探索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研究者可以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证据来考察翻译中的对等单位。在关于

翻译对等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只关注词语对等,还要考虑搭配、语义趋向和语义韵方面的和谐关系[12]。语料库

研究表明,节点词倾向于与具有特定语义特征的词语共现,构成的常用短语反映了说话者的情感态度,对语言

的交际效果产生很大影响。在翻译活动中选择对等单位时应考虑到词语的语义氛围,考察词语的语境信息及

构成的高频短语,尽量避免原文和译文的语义韵冲突,力图两种语言在意义的表达和功能的实现上较为一致。
四、结语

语料库语言学遵循哲学领域中经验主义的研究路线,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以大量自然发

生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真实语言数据的观察来抽象出语言研究的范畴和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表明词

汇和语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式和意义互相映射,在语言使用中人们一般以整体性短语为意义单位。语料

库语言学重视对文本的解读,认为对意义的研究不能脱离语境,意义在具体使用中得到体现,语义和功能被

视为表达意义的连续体。在语料库驱动的短语学研究框架下,我们可以从词语的搭配、类联接、语义趋向和

语义韵方面分析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单位,意义单位反应了词汇和词汇、词汇和语法的共选关系,经常由固定

或半固定短语实现。在共选理论视域下,短语单位体现了意义和结构的映射关系,是词汇和语法、语义和语

用的界面。短语学研究表明掌握大量短语可以提高语言表达的地道性和流畅性,二语学习者储存丰富的短

语有助于成功实现交际目的。语料库语言学以其可靠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在对意义的解读中提出了新的研

究范式,推动了短语学的发展,丰富和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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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MeaningfromthePerspectiveofPhraseologyanditsPhilosophicalOrigin

SunH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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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udyofmeaningisoneofthecentralissu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Corpuslinguisticsmaintains
thatmeaningliesintheuseoflanguage,andcontextshouldbetakenintoaccountintheinterpretationofmeaning.Inphilo-
sophicalstudyrationalismstressestheroleoflogicalreasoning,whileempiricism maintainsthattheconstructionoftheory
shouldbebasedonauthenticfacts.Thecorpus-drivenstudyofphraseologyobservestheauthenticdatatoexploretheunitof
meaninginlanguageuse.Theunitofmeaningisrealizedbythephrasewithunambiguousmeaning,andphraseisregardedas
theinterfacebetweenlexisandgrammar.Undertheframeworkofcorpuslinguistics,theunitofmeaningreflectstheco-selec-
tionoflexisandgrammar,integratingformand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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