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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传统语言学中, 人们将词汇和语法视为构成语言的两个基本部分。其中, 语法的地位远远高于词汇。然

而, 这种划分并非由语言属性决定, 而是研究方法的不足造成的。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证明, 语言系统中的词汇与语法

是一个整体, 具有一体性。本文主要呈现语料库语言学框架中词汇与语法关系的研究成果, 旨在说明词汇与语法的一体

性和词汇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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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ditiona lly, g ramm ar and lex is are taken as tw o basic distinctive categories, w ith g ramm ar g iven pr io rity ove r lex is. Actua

lly, th is div ision of gramm ar and lex is is not based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but caused by the inadequacy o f them eans o f stud

y ing language in the pre com puter ag e. The developm ent o f com puterized corpus linguistics has prov ided m assive ev idence for the

interdependence of lex is and grammar. In th is pape r, w ew ill explo re theor ies concern ing lex is and g ramm ar, e. g. S incla ir s Lex i

ca lG rammar, Hunston and F ranc is s Pattern G ramm ar, B ibe r et a l.  s Lex ical Bundles, H oey s Lex ica l Pr im ing and G r ies and

Ste fanow itsch s Co llostructional Ana lysis, and support the v iew tha t lex is and gramm ar are inseparab le and lex is shou ld be rega r

ded as the center o f attention in linguistic research.

K ey words: lex ica l g ramm ar; pattern g ramm ar; lex ical bund les; lex ical prim ing; co llostructiona l ana lysis

1 引言

在传统语言研究中, 词汇和语法是语言构成的两个

基本部分, 语法的地位远远高于词汇。这种语言观认为,

语法是一个基本框架 ,词汇是满足框架的一系列选择 ,两

者的关系呈 !空位 -填充∀模式 ( S incla ir 2004: 169)。换

言之,词汇是构建语言的材料, 语法是语言构造的规则。

人们利用语法规则和词汇来生成和理解无限语句, 语言

使用是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的创造性活动。然而, 上述区

分并非由语言的属性决定, 而是研究方法不足造成的后

果。近年来, 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促使语言学家重新审

视词汇与语法的关系, 词汇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分支, !语言意义成为研究的中心∀ (李洪儒 2005:

43)。下面, 本文将介绍 S incla ir的词汇语法理论, H unston

& Franc is的模式语法理论, B iber等人的词块研究, H oey

的词汇触发理论以及 Gr ies & Ste fanow itsch的搭配构式分

析, 旨在揭示词汇和语法的一体性, 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

从整体角度予以解读。

2 词汇与语法关系的再思考

2. 1词汇语法理论

首先须要说明的一点是, 本文所说的词汇语法理论

是 S incla ir( 2004)提出的 !词汇语法∀ ( lex ica l g ramm ar),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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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韩礼德 ( 1961)所说的词汇语法 ( lex icog ramm ar)。

H a lliday的词汇语法认为,语言的核心包含词汇和语

法两部分; 它们处于一个连续体 ( continuum )的两端, 从

相反视角审视同一现象,它们是构建意义的源泉 ( H a lliday

2008)。H alliday指出, !词汇系统不是用来填充语法确定

的一套空位 ( slots)的东西。词汇是最精密的语法 ( lex is

asm ost delicate g ramm ar)。换句话说, 只存在一个统一的

词汇语法 ( lex icogramm atical) 网络系统。随着选择越来

越具体化, 它们就越来越趋向于由词项的选择而非语法

结构选择来实现。但它仍属于一个单一语法系统的一部

分∀ (丁建新 2000: 433)。在 H a lliday看来, 词汇与语法

并无截然的分界线, 二者有量或难度的差别而无质的不

同, 它们都是构建意义的源泉。尽管 H alliday强调词汇语

法的不可分离性, 但他的词汇语法理论仍然强调在语法

框架中关注词汇模式 ,并非将词汇与语法一视同仁。

S incla ir的词汇语法认为, 词汇与语法同等重要, 词

汇是构建语言模式的出发点。他指出, 传统语言研究将

语言看成 !空位 - 填充 ∀ 模式, 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 同

时, 揭示了研究方法的缺陷和观察语言手段的不足。语

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证明, 意义的实现可以通过除语法范

畴外的其他手段进行。如 !否定∀的表达除了使用语法

否定 no, not方式外, 还可以 !通过半否定词如 ha rdly,

scarce ly, seldom等实现∀ ( Sinc lair 2004: 172)。可见, 能

够嵌入语法框架的词语并非只有词性限定, 某种语法意

义的实施也不是单单依靠句法形式。

S incla ir指出 ,构建语言意义的最基本单位是词项。

词项是由一个或多个词组成的语言单位, 通常与另一个

词项搭配来表达意义。词项概念来源于语料库语言学研

究的两大发现: ( 1)很多意义 (如果不是绝大多数 )通过

一个以上的词语实现; ( 2)比以往描述更具强度的词与词

之间的共选模式与意义有直接联系 ( S incla ir 2004: 133)。

这种由词项和共选关系组成的 !延伸式的语义单位∀ ( ex

tended un it of m ean ing )表现出语言意义单位的 !短语取

向∀,因为只有短语才能将传统语法和词汇统一起来。

语言使用受语法规则和词汇选择制约。S inc la ir总结

出英语词汇选择的两大规则: 开放性选择原则 ( open

cho ice princ ip le)和习语性原则 ( id iom princ ip le) ( S inc la ir

2004)。开放性原则 (空位 - 填充模式 )认为语篇是大量

复杂选择的结果 ( R m er 2009)。然而, 由于词语在篇章

中不是任意出现的, 因此开放性原则并不能为连贯选择

提供实质性约束。习语性原则指语言使用者掌握的大量

的半预制结构短语 ( sem i preconstructed phrases) ( R m er

2009), 它表明语言具有词组性倾向, 即词语不是孤立存

在的, 而是通过它们的结合而获得意义。例如, 短语 of

course由两个词组成, 但是其意义并不是 of和 course意义

的简单叠加, 而是形成意义转换单位 ( m eaning sh ift unit),

同时获得与副词 sure, perhaps, m aybe等相同的用法。

依据语料库的词汇语法理论, 将兼语法与词汇概念

为一身的短语从词汇学研究的边缘抢救回来, 赋予其核

心地位。这改变了重语法轻词汇的观念, 使词汇成为语

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 2模式语法理论

H unston和 F ranc is在 S incla ir词汇语法理论的基础

上, 提出模式语法 ( pattern gramm ar)理论 ( H unston & Fran

cis 2000)。该语法是以词组和语言模式概念为基础的关

于词汇和语法关系的理论,它以大量的语料为研究对象,

探讨词项与其构成的语法模式之间的关系。

所谓模式 ( pa ttern) ,既不是单个的词也不是空位语法

结构, 指的是经常与单词 (的意义 )联系在一起的词组,是

词汇与语法的结合体。模式的表现是词与词之间的连接

和意义单位的构成。以 V. + over+ N.结构为例, 介词 o

ve r紧跟动词, 其后接名词或名词短语, 三种语法成分共

同构成完整的意义单位, 形成诸如 figh t over Russia, tr i

um ph over Japan等模式 ( Hunston & Franc is 2000)。

模式与词汇是两个独立概念, 即某一模式仅与某些

限定词项一起连用, 而某一词项也仅与某些限定模式同

现。同 S inc la ir一样, H unston & Franc is也证明模式与意

义紧密相连的观点。他们认为, 词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

由于出现的模式的不同而不同; 共享同一模式的词汇使

其他词汇意义发生变化 ( H unston & Franc is 2000: 255 -

256)。这就是说, 模式可以用来帮助区分一个多义词的

不同意义, 也可以从发生在同一模式中的其他语义中获

得新意义。

此外, 意义与模式紧密相连; 语法和词汇是一个整

体; 语法可以线性解释, 也可以按成分构成解释; 语法的

多样性 (将意义角色考虑进语法词汇结构中 )是对传统普

遍语法的一种有效替换 ( H unston & Francis 2000 )。在交

际中, 词汇优先于语法。交际者不能通过选择语法结构

来孤立地将词汇项填入语法结构。相反, 他们运用概念

去传递, 根据中心词项进行交际选择; 这些选择本身就是

对语言的流畅性和语法结构的合理性所进行的选择

( H unston & Francis 2000)。

总之, 模式语法理论是对 S inc la ir词汇语法理论的扩

展, 强调形式与意义密不可区分。同时,通过语料库研究

语法, 能够解决传统语言研究中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为

语法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径。

2. 3词块研究

语言实践证明, 人们使用词块, 如 in order to, as a re

su lt o f等来组织语言。统计发现,英语交际并不是仅仅通

过单词或固定短语实现的, 90% 的日常话语由那些处于

这两者之间的半固定 !板块 ∀ ( chunk) 结构实现 (杨玉晨

1999: 24)。也就是说, 这些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了的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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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结构才是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因此, 许多语言学家

认为, 词汇和语法密切联系, 词汇和语言结构是一个从完

全自由到完全固定的词汇组合的延续体, 在词汇和句法

之间存在许多同时兼有词汇和句法特征的半固定结构

(杨玉晨 1999: 24- 25)。学者们对这些语言构块使用了

不同术语, 如词汇化句子 ( lex ica lized sentence stem s),词汇

短语 ( lex ica l phrases), 预制复合结构 ( ready m ade com plex

units), 词束 ( lex ica l bund les), 程式化序列 ( form ula ic se

quence)等等。本文主要依据 B iber等人的研究,将半固定

结构这种语言现象统称为 !词块 ∀ ( B iber et al. 1999,

2004)。

词块指三个或三个以上词组成的, 在某一特定语域

里频繁成串出现的词列 ( B ibe r et al. 1999)。B iber等通过

研究口语语篇和书面语篇中反复出现的词的连续组合、

多词组合以及三个或者以上的词序来研究词汇与语法的

关系, 并对两者的关系持整体观的立场。要成为一个词

块,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1)频繁出现在某一语域中; ( 2)

出现在这一语域的多种篇章中。 B iber等指出, 在学术写

作中经常出现的词块有 in o rder to, one o f the, as a result

o ,f it is possib le to, on the other hand等 ( B iber et al. 1999:

994)。

实际上, 大多数词块都是结构不完整的意义单位。

此外, 词块常常超越传统语法范畴的界限, 如 as a result

o ,f it is im po rtan t to. 它们往往出现在一个小句或者短语

的边界, 最后一个词是第二个结构单位的第一个构成成

分 ( B iber et al. 2004) 。

B iber等人的研究表明, 词块是一个不同于能产性语

法结构的语言结构 ( B iber et al. 2004) ,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迄今, 词块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语域以及语篇类型的

差别, 确认语篇中有意义和有组织的单位, 研究本族语者

和非本族语者语言产出的差异等; 其实,词块研究成果还

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 比如语言教学等。现代词汇

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如何掌握这些大量的语言预制结

构, 如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语篇。

2. 4词汇触发理论

受 S inc la ir词汇语法理论的影响, H oey提出词汇触发

( lex ica l prim ing )理论。H oey认为词汇与语法是一个整

体, 词汇是研究中心。该理论 !将词汇与语法的角色与作

用相替换, 认为词汇是复杂的、系统的, 语法是词汇结构

的产物∀ (H oey 2005: 1)。

H oey通过大量语料阐发词汇触发理论。在我们的头

脑中存在着一个精密的、与特定语域或体裁相关的可能

共现的模式网络, 提取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心理词汇可

引发一系列语篇构建的期望。这就是说, 词汇是我们语

言能力的核心, 语法和词汇选择都由触发控制。

!单词在语篇中的触发使用, 是个人与世界接触的累

积和作用的结果。∀ ( H oey 2005: 13) 人们在语篇中自动地

在其使用模式中运用词语, 学习它们经常出现的语言结

构、语篇体裁或者语篇类型。我们所掌握的词汇的知识

完全依赖我们对该词的使用经验, 大量不同语篇类型的

语料可以成为发现词语使用的触发模式。

H oey将搭配 ( co llocation )提升为构成语言自然度

( na tura lness)的关键因素。搭配指 4个以上词语 ( words)

(而非词目 < lemm as > )之间的一种心理联系 ( H oey

2005: 5)。在交际中,搭配现象普遍存在, 搭配是语言的

特质, 触发 ( pr im ing)可以解释搭配的产生。

与上述学者相同, H oey也坚持词汇与语法整体论的

观点。但是, 他认为 S incla ir理论仅仅解释了语言的可能

性, 而非自然度。H oey从词汇出发, 分析词汇搭配的倾向

性以及使用模式。在他看来, 词汇是语言系统的基础,词

汇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但须要注意 , H oey的理论是以

新闻体裁为特定语料,因此部分结论难免有些偏激, 还须

要通过大量语料加以证明, 不过其观点已经将词汇研究

作为语言研究的核心,是对传统语言理论是一次颠覆。

2. 5搭配构式分析

搭配构式分析 ( co llostructional analysis) 是由G ries&

Ste fanow itsch将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的

一种研究方法, 它评估词素与构式之间的关联强度 ( co llo

structional strength) ( G r ies& S tefanow itsch 2003)。他们根

据涉及的单词和构式的各自频率以及它们的共现频率进

行交叉表格处理, 统计两者的关联强度 (杨晶 王勇

2010)。

该分析方法往往是以一个语法结构 (或构式 )为分析

对象, 调查词素与语法结构某一空位的倾向联系或限制

性。空位可以在不同层级的语言结构中出现。例如, 双

宾语结构有 4个空位, 即主语、动词、直接宾语和间接宾

语; 过去时结构有一个与发生在过去时间的动词相对应

的空位。

搭配构式分析是搭配分析 ( co llocational ana ly sis)的

一种扩展, 主要关注词项与语法结构之间是否在所有抽

象层面都存在显著关联 ( R m er 2009)。它具体包括: ( 1)

!共现词素或简单共现词素分析 ∀, 目的是评测词素与空

位在某一语法结构中的倾向性或限制性; ( 2) !区别性词

素共现分析∀,旨在估算词素对功能相似结构的倾向性;

( 3) !互为变化的共现词素分析 ∀, 旨在比较互为关联的

两个空位中词素之间的搭配强度 (杨晶 王勇 2010: 72)。

这种分析与其他搭配分析方法的不同在于, 它不评

测词与词之间的结合强度, 而是分析词语与语法结构之

间的结合强度, 因此更加注重句法结构。同时,搭配构式

分析采用以超几何分布 ( hyperg eom etr ic distribution)为基

础的 F isher准确测试法,这不同于以分布假设为基础的 t

scores, z scores, ch i square等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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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构式分析是对传统上单纯注重频率的语料库研

究方法的一种更新。它通过评估词素与构式之间的关联

强度来研究语言现象。该理论也再一次证明词汇与语法

的一体性。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陈述语料库语言学中词汇与语法关系研究

的 5个主要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是词汇与语

法的界面问题, 将词组以及短语单位看成语言的核心。

同时, 语料库语言学证明, 语言研究是体验性的, 以大量

自然发生的语篇为基础;语言共现现象 ( co occurrence)普

遍存在, 语料以及语料工具可以用来确认哪些词汇经常

在什么类型的语篇和语境中出现。对这类研究者而言,

数据和观察居于第一位,结论却是从属的。

虽然上述理论研究词汇与语法关系的维度不同, 但

是都认为词汇和语法是一个整体, 词汇与语法、模式 (结

构 )与意义 (功能 )呈现出一体性。词的意义以整体性短

语或构式形式存在。因此, 一体性或者整体性应该是语

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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