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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及相关语言学问题”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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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侯晓斌）由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温端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及相关语言学问

题”日前结项。专家指出，把现代化的研究手段运用于传统文化资源研究，是汉语俗语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将推动汉语俗语研究的繁荣

和发展。 

     该成果指出，俗语可以根据叙述的内容和方式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表述语，即谚语，属于表述性俗语，表达某种推理和判

断，传授某种知识（含经验）。如“远水不救近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二是描述语，即惯用语，属于描述性俗语，描

述事物的形象、性质或状态。如“走后门”、“喝西北风”、“挂羊头，卖狗肉”等。三是引述语，即歇后语，属于引述性俗语，由

“引子”引出“注释”，表示某种形象、性质或状态。如“木匠的斧子———一面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等。 

     专家指出，这种分类标准与语类定性，在编俗语辞书时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创建俗语语料数据库，具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该成

果与同类成果相比，不仅规模大，而且体例、内容和方法上皆有所创新。在体例上，每种大全都分上下编，上编收通行于口语的，下编

辑录语料；上编，对比较难以理解的作提示性注释；下编，用“语出”表示语目的出处，例证见于古代（清代以前，含清代），尽量收

录；现当代重点收录名家名作里的例证；在该课题语言学问题的研究成果《俗语研究与探索》（论文集）部分，着重探讨了俗语及其属

类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为大全的编写和语料数据库的创建提供学术支撑；建立了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光

盘），该数据库由古代经史子集中的俗语，近代戏剧、小说中的俗语，现代名作中的俗语，口语中的谚语，口语中的歇后语和口语中的

惯用语6个部分组成。并设立了包括专书检索、语目音序检索、语目分类检索、语目任意字，以及语境任意字等多种检索手段。其中语

目任意字和语境任意字检索尤为方便，在课题计划中原来没有这部分内容，是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开发并增加的部分。 

     汉语俗语是历代群众创造并在口语中广泛流传的语言单位。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俗语富

有哲理性，涉及如何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的修养等方面的问题，是亿万人民世世代代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

晶，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既是集汉语古今俗语之大成的语言宝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 

     该课题最终成果的应用转化，将是创建我国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该库具有语料翔实丰富、收条规范、分类合理、检索方便等特

点，具有多方面的实用价值：一是为汉语俗语的专题研究和俗语类辞书的编纂提供资料。二是历代俗语为研究方言、历史语言、民俗文

化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汉语特点的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其他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从中采用所需语料。三是可以用来进行语频统

计。如对《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金瓶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专书使用俗语频率的统计，可为汉

语史研究提供资料；对现代汉语里通用俗语使用频率的统计，可为编写常用俗语词典提供依据。四是可以发现俗语在文本中形式上的标

志，为计算机的自动识别提供多种方法，如标注识别法（俗语前面多有“语曰”、“谚曰”、“鄙语曰”、“俗话说”、“常言道”等

标注）；标点符号识别法（如歇后语前后两部分之间多有破折号）；谐音识别法（如运用谐音的歇后语或惯用语，本字之后多注明谐音

字）；结构识别法（如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谚语和惯用语，前后多对称）等。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俗语语料数据库的长远建设，而且从

一个侧面提高了中文信息处理的技术水平。 

     该课题阶段性成果“汉语俗语语料汇编”以《中国谚语大全》（上下）、《中国惯用语大全》和《中国歇后语大全》为书名，于

2004年5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计700余万字。最终成果之一《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光盘），于2005年7月完成，1465万字，其

中数据库字数762万，附录三本“大全”字数703万。最终成果之二《汉语俗语研究》（论文集），于2005年5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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