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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双音释词词量及提取方法

—对《现代汉语词典 》双音同义释词 的量化分析

苏新春 孙茂松

提要 一种语言 中最重要的词语有多少
,

是认知科学
、

语 义学
、

词典学中的重要命题
。

本

文提取出《现代汉语词典 》中单义的双音释词 例
,

根据频 次与释词位置进行加权
,

再 用 同

释词
、

转释词
、

同素词三种方法来进行 系联
,

提取 出 了 条常用释词
。

发现释词频率高
,

释词

位置靠前的一般都具有通用性强
、

词 义覆盖面广
、

语义位置重要的特点
。

关键词 同义词 释义语言 词频 《现代汉语词典 》

一 同义释词的范围与选择标准

汉语语义系统中的核心词语有哪些
,

这是当前汉语词汇学界
、

语义学界
,

也是中文信息处

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

大家给予的定名有所不同
,

有
“
义原

”

说 董振东
、

董强 。
, “

定

义原语
”

说 张津
、

黄昌宁
, “

元语言
”

说 李葆嘉
。

诸说各有所重
,

但所探讨对象的

基本语义特征却大体相同
,

就是它们都处在语义系统的核心位置
,

义域范围大
,

覆盖面广
,

幅射

其他词语的力量强等
。

拥有了这样一套词语
,

就具有了对整个语言的解释力
,

就能涵盖这一语

言的所有词语
。

本文使用 了
“

释义语言
”
的术语

,

不仅因为它利用的材料来 自于词典释义
,

还因

为它希望能用这套有限的词语来达到完整释义的 目的
。

《现代汉语词典 》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一

部语文词典
,

它对词语的精确释义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推崇
,

而且它的释义是在非 自觉地使用

有限释义语言的习惯下形成的
,

因此用它来作为本研究的材料就更显其价值
。

为了在一开始就使这一探索性的工作更清晰些
,

我们先撇开词典中所有定义
、

说明式的释

义
,

只探讨同义词对释的现象
,

并只限于双音单义词的同义词对释
,

以便更好地发现它们的语

义特征与语义关系
。

《现代汉语词典 》 对同义词对释的运用有较严整的表述形式
,

如

【按脉 诊脉
。

按 无例 句

【黯淡 】暗淡 色彩一
。

按 释义与例 句之间用 “ ”隔 开

【弃言 】书 序言 序文
。

按 标示 了 方
、

书
、

一儿 等词 义特征

【充塞 】塞满 填满 库房里一着杂乱物品
。

按 有两个释词
,

之间用“ ”隔开

以上是同义词对释的基本形式
。

有的是多种形式的交错使用
,

但只要具备了以上特点的

都在本文的统计范围之列
,

如

【熬心 】方 心 里不舒畅 烦 闷
。

按 两个释义单位 中只有一个双音释词

【充斥 】充满 塞满 含厌恶意 不 能让低质量的商品一 市场
。

按 第二个双音释词使用 了

括号补充释义



【奉 达 】敬 辞
,
告 诉 表达 多用 于 书信 特此 一

。
按 前 面有 词 语属 性 的说 明

【风 帆 船 帆 令鼓 起 生 活的 一
。

按 比喻 性 例 句

本 文把 同 义 释词 界 定为 它 是 一个 具 有 较明 确 独立 性 的 双音 同 义词 释 义单 位

。
《现 代汉 语

词典 》中 的 双音 同 义 释词 在 不同 语 境 中

,
有 着 不 同 的诊 释 价值

,
与被 释 词 的词 义 亲 疏 关 系也 不

一 样

。
用

“
外 圆黑 底 阿拉 伯 数字

”
表 示 义项

,
义项 与 义项 之 间有 着 较 明显 的 差异 性

,
各 自 独立 地

存 在 用
“,”

表 示这 几 个释 词 解 释的 是 同一 个 义项
,
它们 之 间 的联 系相 当 近

,
合 起来 成 为一 个 释

义 单 位
,
共 同来 说 明被 释 词 用

“”
表示 这 几个 释 词解 释 的 也是 同 一个 义 项

,
但 之间 有 着 较明 显

的独 立性
,
是分 别
、
依 次地 说 明被 释 词

。
第 一 种 和第 二 种都 不 在本 文 的论 述 范 围

。
本 文分 析 的

对 象 是《现代 汉 语 词典 》中的 单义 词
,
并 有 较 明显 独立 性 的 双音 释 词

。
我们 先 用 语 言 对《现代 汉 语词 典 》数 据 库进 行 条件 设 定

,
把 所有 符 合 以上 释 义特 征 的

词 语 从数 据 库 中调 出

,
再 进行 人 工干 预

,
把

‘
, 口子

’
】量 词

,
指 人 你 们家 有 几 一

”、“
【绝早 】极

一
早

动 身

”
这样 自由 词组 式 的双 音 结构 剔 除 在外

,
得 出 同 义 释词 例 条

。
《现代 汉 语 词 典》全

书 双 音节 词 目 余 条

,
单 一 义项 的 余 条

,
同义 释 词 例约 占

。
二 同义 释 词的 统 计 与分 析

《现 汉 》对一 个 单义 词 使 用的 释 义单 位 最 多有 个
,
如

【便 当】方便 顺 手 简 单 容 易 这里 乘 车很 一 】东西 不 多
,

收拾 起 来很 一
。

这里 使 用 了
“
方 便
”、“

顺 手
”、“

简单
”、“

容 易
”

个 释 义 单位
。

本 文把 第 个 释义 单 位 称 之

为

“
释 词一

”,
其 余依 次 为

“
释词 二

”、“
释 词三

”、“
释 词 四

”。
个 例 词 中所 有 四 个 释词 位 置 的

双 音词 语 加 起来 一 共是 。个 次

,
不 重 复 的词 语是 个

。

⋯
⋯⋯

宗
⋯骂飞黑摆侧

处 在 不 同位 置 的释 词
,
它 们在 构 成 词语 之 间 的同 义 关 系时 所 起 的 作用 是 不 同 的

。
释 词一

显 然要 比 位 于后 面 的词 语 重要
。

愈是 位 于 前面 的 词 语
,
它 们与 被 释 词 愈贴 近

,
同 义 程 度愈 高

。
因 此

,
在统 计 同 义词 的 亲疏 关 系时

,
我 们 对 不同 释 义 位置 的 同 义词 采 取 了 加权 的 方 法

,
以 便它

们 的词 义 关 系能 以 适当 的 形式 显 示 出来

。
加权 为 递 减法

,
即只 有 一 个释 词 的 与位 于 释 词 一 的

均 为 分

,
释 词二 为 分

,
释词 三 为 分

,
释 词 四为 分

。
这 样 把 每 一个 释 词 处在 不 同 位 置上

的 得分 相 加

,
就 得出 了 这个 词 语 的权 数

。
例 如

“
聚 集

”,
它 位 于 释词 一 出 现 了 次

,
位 于 释 词二

出 现 了 次

,
这样 它 的 得分 就 是 又 又 一 分

。
条 同 义 释词 的 平均 分 值 为

。
得 分 的数 段分 布 如 下

⋯
二’
⋯⋯羹粽攀窦 ⋯



示意图表明
,

得分最集中的在 至 分
。

分的达
,

占到一 半略多
,

其次是 分
,

为

例
,

再加上 一 分的 例
,

合起来共有
,

占总数的
。

它们基本上属于释词一

或释词二
,

且只释词一次
。

这样低分值
、

低频率使用的释词对说明同义词之间的类聚关系价值

不太大
。

而 至 的得分
,

显示它们充当释词的次数基本上在 次
。

这样的词共有 个词
,

占总数的
。

值得注意的当然是释词 出现次数多
、

分值高的词语
,

以 分 包括 分 来划

界的话
,

在这个范围的词语有 条
,

占总数的
,

它们充当释词的次数起码在 次以上
。

这三部分词语可依次称为“
释义低频词

” 、 “

释义中频词
” 、“

释义高频词 ” ,

图示如下

释义高频
词

释义中频

峨 檬
释义低频

问
了

对本研究来说
,

最有价值的是只占 的那 条
,

从宽的话则可把分值在 一 之间的

条词包括进来
。

对词典释义语言常用词量的提取来说
,

这是很重要的一份材料
。

为了有

效地对比
,

下面的统计是将三种频度的释词放在一起进行
,

以便清楚地看到不同频度词语的状

况
。

释词充当词 目的调查
。

作作作为《现汉 》词 目目

释释义低频词词 条条

释释义中频词词 条条

释释义高频词词 条条

释词是来 自于词典的释义语言
,

而观察这些释词是否又充当了《现汉 》的词 目
,

可以达到两

个 目的
,

一是看这些释词的稳定性如何
,

二是可以看到同义词之间的互释情况
。

从上面的数据

可以看到
,

这三部分释词总的来说稳定性都相 当高
,

但仍有所差异
,

即同义释词出现的次数愈

多
,

表明它充当
“
词

”的机率也就愈高
。

没有充当词 目的大都为以下几种情况 释词归人了

单字头
,

如
“
革葬

、

蹦子
、

鱿鱼
、

鳍鱼
、

袖子
、

蟋蟀
、

慑懦
、

蜕螂
、

猪荆
”

等 明显是词组的
,

如
“

被

骗
、

办完
、

奔向
、

变胖
、

变瘦
、

别想
、

别动
、

含有
、

冲出
、

出声
、

云里
、

搓澡
、

打死
、

摘取
、

摘去 ”

等

构词词素浅显的
,

如
“
纯金

、

高楼
、

公马
、

公鸡
、

公驴
、

公牛
、

鸡蛋
、

活猪
”

等
。

词语常用度的调查
。

在在在《频率词典 》中出现现

释释义低频词词 条条

释释义中频词词 条条

释释义高频词词 条条

这项调查使用的材料是《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中的 条常用词
。

这部词典对词语的切

分与常用性的认定
,

带有中文信息处理的性质 苏新春
,

但由于它调查语料量适中
,

统计

方法科学
,

所得出的数据相当可信
。

本调查可以观察到充当释词的机率高低与使用频率高低



之间的关系
。

通过统计数字的对比
,

可以清楚地看到高
、

中
、

低频的释词在《频率词典 》中所 占

的比例有着明显的递减趋势
。

由 到
,

再到
,

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递减阶

梯
。

下面再看高频释词
、

中频释词
、

低频释词在《频率词典 》 条中每千条的分布情况
,

第

条是使用度排名最前的
,

第 条是排名最后的
。

数据显示
,

三种释词在使用度高低不同的

词中逐段分布的差异也很明显
。

高频释词有 的词出现在前 。。 词 中
,

而低频释词只有
。

这种差距直到第 条左右才逐渐消失
。

这说明在《现汉 》中释词使用得愈多的词

语
,

在《频率词典 》的常用词中占的比例也愈高
,

位置也愈靠前
。

二者使用 的方法虽然不一样
,

却显示出相同的词语规律
,

在其中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
。

高频释词
一翎 中频释词

低频释词

才 尹 尹 尹 尹 尹 声 尹 扩

语法属性的调查
。

这项调查反映释词语法属性的分布
,

可以观察到充当释词的机率高低与语法属性分布有

何种联系
。

下面只统计位于释词一位置上双音同义释词的词性
,

不算重复的有 个词
,

按

重复算是 词次
。

词次的词性分布如下

动动动动 名名 形形 副副 连连 其他他

词次次

这项调查还做得比较粗糙
,

如只统计了释词一的词性
,

而未能统计所有释词的词性
,

而更

多的是受到语料的限制
,

如释词的词性模糊
,

有两可的现象
, “【依据 】根据

”可作动词也可作介

词
, “
【回佣 】回扣 ”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 又如有的释词兼有两种词性

, “

【为伍 】同伙 做伙伴 羞

与一 ”

再如有的是例句词性的并有
, “【援助 】支援 帮助 国际一 经济一 一受难者

” , “

【祝贺 】

庆贺 一你们超额完成了计划 】向会议表示热烈的一 ” ,

均为名动两用
。

但这个初步调查还是有

价值的
,

它清楚地显示了使用同义词释义的主要所属词类
,

在数量的多少上依次表现为
“

动

名一形 副 连 ” 。

三 同义释词的语义特征与义类归纳

同义释词起着其他词的词义参照物的作用
,

充当同义释词的次数愈多
,

显示它们关涉到的

词义对象也就愈多
,

适用面愈广
,

常用度愈高
。

词汇学理论上有这样一条重要规律
“
词的意义

范围是以它的同义词 包括文体同义词和意念同义词 为界限的
。

不知道一个词的同义词及其

相互界限就很难掌握一个词的意义 ,’李友鸿
。

根据充当同义释词的多寡可以判断一个

词的义域广狭
。

当一个词较经常地被用来作为其他词的同义代替物出现时
,

其实它也就取得



了这类同义词的代表者的身份
,

即这类词语的主题词
、

核心词
。

“
它的周围聚集了同义词群的其他成员

,

它的意义对于其他成员都是共同的
,

⋯⋯核心词

的重要作用
,

是联系本组同义词成员 的纽带
,

是限定本组同义词范围的尺度
。

加人同义词群的

每一个成员
,

都必须跟其核心词 或其中的一个意义 具有同义关系
,

否则便不能加人
。

这样
,

同义词群不仅有了核心
,

而且有了范围
,

就会形成一个封闭式的系统
” 张志毅

。

同义词

释义是 由已知到未知
,

由熟知的词语来把握未熟知的词语
,

在它的背后
,

能够清楚地再现出同

义词之间的语义联系
,

反映出同义词群中首词 的语义特点与语义作用
。

本文对《现汉 》同义词

群进行系联时
,

使用 了三种方法

同释词
。

指许多词用了一个共同的释词
,

这个释词往往就是同类词语中的主题词
、

核心

词
、

广义词
。

下面试以两组词为例

第一组
“
聚集 屯聚

、

汇合
、

汇拢
、

汇集
、

荟萃
、

骄闻
、

凑集
、

萃聚
、

集拢
、

聚拢
、

凝集
、

虞集
” 。

“
聚集

”

解释了 个词
,

具体显示如下

【屯聚 】聚集 人马等 一大量兵力
。

【汇合 水流 聚集 会合 小 河一成大河令人民的意志一成一支 巨大的力量
。

【汇拢 】聚集 聚合 几股人群一在一起 一群众的意见
。

汇集 聚集 一材料 把资料一在一起研究 游行队伍从大街小巷一到天安 门
。

也作会集
。

【荟萃 英俊的人物或精美的 东西 会集 聚集 一一堂 人才一
。

【骄阂 】 书 聚集 罗列 众 多 士女一
。

也作骄填
、

骄田
。

【凑集 】凑在一起 聚集 人烟一 一技术力量
。

萃聚 】 书 聚集 群英一
。

集拢 聚集 场 院 中一 了一群人
。

【聚拢 】聚集
。

【凝集 】凝结在一起 聚集 心 中疑云一 诗篇一着诗人对祖国的真挚感情
。

【糜集 】 书 聚集 群集
。

由此可以概括出
“

聚集
”

是这一组同义词的主题词
,

它具有词义宽泛
、

适用对象多
、

涵盖面

广
、

使用频度高
、

常用性强的特点
。

而其他 词在词义上都有或雅俗
,

或狭小
,

或僻用的特点
,

用
“ 聚集

”
来作它们的释词

,

显义作用相当明显
。

而例句的出示则有效地克服了用广义词释狭

义的种种不足
。

如中胜的表义
“

屯聚 ” 、“
集拢 ” 、“ 聚拢 ” 、 “

汇合
” ,

褒扬性的表义
“

荟聚 ” 、 “

荟萃
” ,

只与思维
、

心理
、

感情等搭配的
“

凝集
” ,

既可与人也可与物搭配的“ 汇合
” 、 “

集拢
” 、 “ 聚拢

”

等
。

这些词的例句凸现了该词的词义特点
,

也恰好反过来证明了这些词语词义范围狭窄的特点
。

把
“
聚集

”
组词语再放到《同义词词林 》中来考察

,

它们的分布情况是这样

一 屯聚
、

聚集
、

糜集
、

聚拢

一 糜集

一 荟萃
一 汇合

《同义词词林 》没有收录 的词有
“

汇拢
、

汇集
、

骄 闻
、

凑集
、

萃聚
、

集拢
、

凝集
” ,

但收了单字
“

聚 ” 、 “

集
” 、 “

凑
, , 、 “

汇 ” ,

这四个单字都在 一
。

由此可见
,

除了
“

汇合
”
一词外

,

其他 个

词都在第一层 类
“

现象与状态
” 、

第二层 类
“

事态 ” 、

第三层 类
“

集合 分散
”

之中
,

而且大部

分又在
“ ”

小类
。

《现汉 》中通过同义词释义反映出来的词群与《同义词词林 》的义类分布有着



相当贴近的对应关系
。

《同义词词林 》是一部语义分类词典
,

它建立在同义词的基础上
,

但又比

同义词的范围要宽泛得多
。

“

从总的方面来说
,

词群的组成与同义词的组成都必须以词 的基本意义相同为原则
,

这是

它们相同的部分 但是
,

词群的首词所带领的一群词 比同义词 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

这是由于词

群是以概念为单位
,

而同义词是以词为单位的
,

这是它们最根本的不同
。

⋯⋯词义分类词典的

词群大于词汇学中的同义词
,

它除了包括严格的同义词外
,

还包括一个上位概念所属的下位概

念的词 ”
鲍克怡

。

可《现汉 》中表现出来的首词是
“

聚集
” ,

《同义词词林 》的首词是
“

集合
” ,

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呢 可能与语义差异和语体差异都有关联
。

一是《同义词词林 》的分类选词更注重适用
,

更贴

近 口语化
,

二是它的分类是
“

同
”
与

“

异
” 、 “

正
”

与
“
反

”
的词语同处一类

,

而
“

集合
”
与

“

分散
”
形成

更工整的对
,

所以 的类名用 了
“

集合
”而不是

“
聚集

” 。

第二组
“

如果 假如
、

假若
、

假使
、

如其
、

如若
、

若是
、

设使
、

向使
、

要是 ” 。 “

如果
”

解释了 个

词
,

具体显示如下

【假如 】如果 一明天不 下 雨
,

我一定去
。

【假若 如果 一你遇见这种事
,

你该怎么 办

假使 如果 一你 同意
,

我们 明天一清早就 出发
。

如其 如果
。

如若 如果
。

若是 如果 知果是 他一不 来
,

咱们就找他去 我一他
,

决不会那么 办
。

【设使 】假使 如果
。

向使 书 如果 假使
。

要是 如果 如果是 一你想参加
,

我可以 当介绍人 这事一叫他知道 了
,

一定会发生争吵
。

把这一组词放到《同义词词林 》考察
,

发现这 个词全部属于 一 类
,

即第一层

类
“

助语
, , 、

第二层 类
“

联接
” 、

第三层 类
“

如果 那末
” 、

第四层 小类
。

现在来得出下面的结论就不难了
,

即《现汉 》用同义词释义串联起来的词群就是一个小的

义类
,

经常充当释词用的词就是这个义类的词首词
、

代表词
,

而 个高频同义释词就代表着

个小义类
,

这些高频词应该就是词典释义 中最经常用到的常用词
。

由被释词 的多少来透

视释词义域范围广狭的方法
,

以前苏新春
,

在讨论古汉语基本词汇的时候也尝试

过
,

这个方法相当可靠
。

转释词
。

指的是相互解释的词
。

可以通过转释词来找到词与词之间的联系
,

从而扩大

词群的联系范围
,

把一个个孤立的义类串联成一个大的义类
。

仍以“
聚集

”
组为例

。 “

聚集
”

是由
“

集合
”

来解释的
,

而
“

集合
”
又解释了

“

集聚
、

纠合
、

聚齐
”

再下去
, “

纠合
”又解释了

“

纠集
” , “

聚齐
”解释了

“

会齐
” 。

细列如下

【聚集 】集合 凑在一起 一力量 一资金 广场上一 了很多人
。

【集聚 】集合 聚合 人们一在老槐树下休息
。

【纠合 】集合 联合 多用 于贬义 一党羽
,

图谋不轨
。

也作鸿合
。

【聚齐 在约定地点 集合 参观的人八时在展览馆 门 口 一
。

纠集 】纠合 含贬义
。

也作鸿集
。

【会齐 】聚齐 各村参加集训的民兵后天到县里一
。



这样通过互训串联
, “

集合
、

集聚
、

纠合
、

聚齐
、

纠集
、

会齐
”
就与前面的词合起来成为有

个词的同义词群
。

而这 个词在《同义词词林 》中的分布也十分贴近
, “

集合
、

集聚 ”属 一

类
, “
聚齐

、

会齐
”属 一 类

, “

纠合
、

纠集
”属 一 类

。

如果只停留在一个层次的同义释词
, “

聚集
” 、 “

集合
” 、 “

纠合
” 、 “

聚齐
”
就成了四个不关联的

释词
,

它们的加权得分分别是
、 、 、 。

同素词
。

通过查找相同词素的方法来系联同义词词群
。

汉语复音词大部分是复合词
,

复合词的词义大都保留了词素的意义要素
,

因此
,

同素词群也就因为有同一词素而具有了某种

程度的相同词义成分的可能
。

上述
“

聚集
”

群
,

在 个词中共使用 了 个词素
,

它们是
“

集
” 、 “

聚 ” 、 “

拢
” 、 “

汇
” 、

“

合
” 、 “

纠
” 、“

萃
” 、 “

齐
” 、 “

会
” 、 “

屯
” 、 “

骄
” 、 “

虞
” 、 “

凑
” 、 “

闻
” 、 “

凝
” 、 “

荟
” ,

汉

字后面数字表示构词数
。

在 个同义释词 中
,

用这 个词素构成的词有 个
,

其中整个

词的词义属于“ 聚集
、

集合
”
类而又没有被上面的系联法所覆盖的词还有 个词

。

下面是这

个词的加权得分
、

《同义词词林 》中的义类分布及所解释的词语

集中 分 一 。 集注

会合 分 一 汇合
、

交会
、

交汇

聚合 分 一 汇拢
、

集聚

群集 分 一 。 糜集

会集 分 无 荟萃

通过以上同释词
、

转释词
、

同素词的三种系联方法
,

在 个双音释词中就串联起了同属
“
聚集

”义类的 个同义释词
,

其中属于高频释词范围的有 个
,

中频的 个
,

低频的 个
。

这

就给最终提取该义类的代表词
、

核心词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

这仅是一项示范性的工作
,

它显示

提取
、

概括词群的代表词
、

核心词的工作是可行的
。

这首先是因为这样 的词语是客观存在的
。

同属一个词群中的
“

同义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直接的
、

自由的指名意义
,

这种同义词不是

直接表示 自己的基本意义
,

而是通过语义上的基本词或称核心词来表示的
,

这核心词的指名意

义才直接通向现实
,

它是一连串相关同义词的基础
”

苏
·

维诺格拉多夫
。

同义词 同类

词的核心词总是会以种种方式体现出来
,

它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使用 习惯
,

存在于种种语言材

料
,

并总会在语用中首先受到人们的关注
,

成为常用词
、

高频词
。

这在成系统
、

大词语量
、

释义

规范的语文词典中
,

会表现得尤为鲜明
。

本文所作的只是提取词典释义常用词词量的初步工作
。

后续工作可 以从多方面深人
,

如

对高频与中频同义释词进行全面的义类概括 把分析对象从
“

单义
” 、 “

双音词
”

扩大到多义词
,

扩大到单音词与双音节以上的复音词 特别是对使用 了说明式
、

定义式释义词例的分析
,

从对

释式的常用词量延伸到定义式的常用词量的提取
。

目前所作的初步工作已显示了这一研究的

诱人前景
。

它不仅将形成提取常用释义词词量的方法
,

还将揭示汉语词汇中最富于阐释力
、

最

具覆盖力的核心词语系统
,

这类常用词量将为语言教学
、

教材编写
、

词典编纂
、

中文信息处理等

领域提供进一步开发的基础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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