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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词的多义性是人类语言基本且普遍的特征" 基于语言模体框架对英汉多义词模体进行基本的数据统计!探

索两种语言多义词模体的计量特征!讨论英汉语中与多义词相关的语言个性特征!表明!英汉多义词模体符合齐普夫*

曼德布洛特分布!英汉多义词高阶长度模体遵从混合负二项分布'语言模体框架下的多义词对比分析能揭示英汉语的诸

多个性特征'英语多义词在意义上比汉语多义词具有更高的灵活度!在理解上具有更大的上下文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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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本文所用的数据资料有两类% 第一类是传统

意义上的词典#其用途主要是从中抽取出词及其

义项数目#从而形成英汉义项词典% 其中#使用的

英语词典为&美国传统词典"第四版$'".=$>0$,Q

/8(" J$,/'()$U/8'/+"(,@$#共计 1) 0*) 个词条(使

用的汉语词典为)现汉*#包含 0* 106个词条% 第

二类是文本语料库#其用途是从真实文本中构建

对应的英汉语多义词模体% 英语语料是英语国家

语料库"TFOZJ'M'LF PCM'&.CGS&J\NL$的一个样本#

共计! 1*1 !$*个词#汉语语料是人民日报"#33*

年$标注语料库的一个样本#共计 ! )"# )## 个

词% 所有语料均以篇章为单位抽取入库#英语语

料使用 EMC.H&J% UXE TC??OJ进行词性标注处理#

汉语语料已经包含相关信息#无需另行标注%

一4语言中的模体及其构建

模体是计量语言学中的概念% 计量语言学是

以真实语料为基础+用精确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结

构与发展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它主要关注

单位"N.'M$+属性"\J&\OJMR$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JOGCM'&.$#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揭示语言现象背

后的规律% 自 #3") 年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

"A(_(['\H$有关语言统计的著作出版以来#计量

语言学历经 *$多年的发展#为现代语言学的科学

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计量语言学有两种互补的研

究路径!聚量分析 "C.CGRL'L&HGC.?NC?O'. MFO

>CLL$ 和序列分析 "C.CGRL'L&HGC.?NC?O'. MFO

G'.O$

#

#前者把语言单位看作统计上独立的无序

变量#后者则认为语言单位的序列是一个与之紧

密相关的特征$

% 长期以来#由于聚量分析的研

究路径占据着统治地位#大多数计量语言学研究

通过运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来反映语言中的

)群体现象*#忽略了语言单位和结构在线性序列

上的行为和特征% 直到近些年#序列分析的研究

路径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在此过程中#语言模

体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语言模体是德国计量语言学家莱茵哈德/科

勒"<O'.FCJ% _yFGOJ$于 !$$0年提出的一个用以表

示语言序列行为和特征的概念#最初被称作)片

段*"LO?>O.M$#后又改称为)序列*"LODNO.-O$#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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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杨江#等!英汉多义词模体的计量特征

后定名为)模体*">&M'H$并使用至今!"#

% 科勒关

于语言模体的灵感来自音乐领域对乐谱中音符时

值的频数进行研究时所定义的)e

2

>&M'Q*概念$

#

它与文学领域表示文学作品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因

素即)母题*">&M'H$并不相干#也与生物学中表示

蛋白质或bP7的一个特征序列的)基序*">&M'H$

没有渊源% 语言模体的提出#为计量语言学从横

向组合关系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语言问题开辟了一

条崭新的道路% 模体不仅是计量语言学中一个新

兴的)语言单位*#而且为计量语言学研究引入了

新的研究思路#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

研究领域#由此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语言模体是表征一类语言单位特定计量属性

的最长的连续等同或递增数值序列%

% 这是语言

模体的一般性定义#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对其再

稍作说明% 具体而言#这里的)语言单位*通常指

音素+音节+词+短语+句子等能在时间或空间上依

线性顺序展开的语音和语法单位#)计量属性*则

多指频次+长度+距离+位置+组分等依附于某一语

言单位之上的可度量的性质#如音素频次+词长

"词所包含的音节数量$+句法距离"句法树中子

节点到父节点的距离$等% 由此#基于不同的计

量属性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语言模体% 例如#

)频次模体*"e

2

>&M'H$是语言单位频次的最长连

续等同或递增数值序列#)长度模体*"d

2

>&M'H$是

语言单位长度的最长连续等同或递增数值序列%

此外#)多义模体* "U

2

>&M'H$涉及的是语素或词

的义项值#而)多文度模体*"T

2

>&M'H$考察的是语

素+词或者句法结构的多文度"\&GRMOKMNCG'MR$% 定

义中的)数值序列*是依据给定的语言单位属性

获得的一串数字#是数值化的属性信息#一般用圆

括号分隔% 这串数字的特点是按非递减的方式排

列#并保留了原有语言单位之间的分隔和顺序关

系#因而其长度既是序列中数字的个数#又等于原

始语言单位的数目% 数值序列中数字的个数即为

模体的长度% 我们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模体构成

的分组模体序列为模体组% 下面以两个句子实例

阐释语言模体的构建过程%

"#$EN--OLL-&>OLM&MF&LOVF&%O%'-CMOOQOJR=

MF'.?M&MFO'J\CLL'&. '. G'HO(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亿农民的富

足+稳定至关重要%

表 #是英语例句的词长模体组#词的长度按

音节计数#据此#句中每一个词的长度属性都获得

了一个对应的数值% 换句话说#词对应的数值表

示了该词的音节长度信息#整句"表 # 第 # 行$由

此转换为一个数字序列"表 # 第 ! 行$% 比较相

邻数字的大小#在所有递减处进行分割#用分隔符

表示分割的起止位置#依次得到)"!$+ "#

2

#

2

#

2

#

2

"

2

"$+ "#

2

#

2

!$ +"#

2

#$*共计四个模体#该句

的词长模体组则为)"!$ "#

2

#

2

#

2

#

2

"

2

"$ "#

2

#

2

!$ "#

2

#$*"表 #第 "行$% 表 !是汉语例句的

表 #4例句!#"的词长模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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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例句!!"的多义模体组

农业 是 国民经济 的 基础 # *亿 农民 的 富足 + 稳定 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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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多义模体组#由六个不同模体构成#各词语的

义项值依据)现汉*给出#所有标点均忽略不计#

最后按定义形成分组的+属性值非递减的模体以

及整句的模体组%

模体可以基于传统的语言单位来构建#小到

音素#大到句子甚至超句单位都可以形成模体%

基于传统语言单位定义的某个类型的模体#通过

真实语料的生成#转换成一个个新的语言单位#可

以在计量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将其按照传统语

言单位的方式来观测+处理和分析% 同时#语言模

体可以为任何语言属性所定义#不论是易于计量

的属性还是难以计量的属性都能得到较好+有效+

灵活的处理% 从选定语言单位和计量属性#到定

义符合预定研究目标的语言模体#再到通过话语

或文本构建实际模体的过程#称为模体的操作化

"&\OJCM'&.CG'LCM'&.$%

作为一个新的)语言单位*#模体具有四个优

势特征!

"#$分割有穷性% 模体是一串数字序列#同

质的模体随着话语或文本的延展从第一个原始语

言单位开始构建#到最后一个单位结束% 由此#任

何话语或文本都能被穷尽地分割为若干个模体%

模体的生成一般以具有完整意义的话语和文本为

单位%

"!$分割无歧性% 模体获取的是语言单位的

一类计量属性#用数值进行表征#避免了模糊性%

一个语言单位的后继在数值上要么大于等于当前

单位#要么小于当前单位% 符合前一种情形的#该

后继包含在当前模体中(符合后一种情形的#则它

是一个新模体的起始% 话语和文本的第一个单位

没有前驱#是第一个模体的开始(最后一个单位没

有后继#它既可能是最后一个模体的结束#又可能

是长度为 #的最后一个模体%

""$尺度可变性% 模体尺度的可变性在于其

定义是能够重复使用的#因而可以在已有模体的

基础上定义新的模体% 例如#我们可以在例句

"#$的词长模体上继续定义新的长度模体#形成

如下模体组!)"#

2

0$+ ""$+ "!$*#其中的)#+0+

"+!*分别为原有四个词长模体的长度(还可以在

例句"!$的多义词模体上定义新的频次模体#即

为原有六个不同模体赋予频次数值后再形成模

体% 这种形式的模体称为)高阶模体"F'?FOJ&J%OJ

>&M'HL$*% 高阶模体以高阶的长度模体和高阶的

频次模体最为常见#其第一阶构筑在语言单位的

属性上#其余阶则基于长度或频次而形成% 模体

的阶数和模体的数量成反比#即模体的阶数越高#

得到的模体数量就越少%

"6$分布规律化% 与其他传统意义上语言单

位类似#模体的频数与其频数秩"序号$的分布符

合齐普夫,曼德布洛特"['\H

2

IC.%OGYJ&M$定律%

分布定律描述了语言结构在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

中的定量特征#特定分布定律的不同参数则体现

了不同语言结构和属性的差异%

在科勒关于模体的定义中#句子边界被打破#

模体可以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 不论一个

篇章包含多少个句子#理论上都可能只被表示为一

个多义词模体组!起始于篇章的第一个词#结束于

篇章的最后一个词#所有的标点符号都被忽略% 与

这种处理方式不同#本文为模体增加了两个约束条

件!"#$任何模体必须在一个句子结尾处停止("!$

文本标点是模体序列的构成成分% 理由有二!其

一#科勒关于语言模体的灵感来自于 Z&J&%C对乐

谱中音符持续时长的描写!

#我们认为#语言毕竟

与音乐不同#音符序列是连续的#而话语有自然停

顿(其二#将话语中的停顿如实地在模体序列中反

映出来#更符合语言的真实情况% 例"#$+"!$的多

义词模体序列已经包含了上述约束条件%

我们编制了程序从文本语料库中分别构建英

汉多义词模体% 表 "是两种语言多义词模体的一

些基本信息%

表 "4英汉语多义词模体基本信息

语言 词数 句子序列 模体例数 模体型数 模体平均长度 义项均值

英语 ! 1*1 !$* #!3 "6# # 6#6 1)1 1! 1"6 #(31 6(1)3 3

汉语 ! )"# )## #$# $3) 3*3 66$ 3 "0" !())* ) !(66$ 6

44由表 "可知#尽管所使用的英汉语语料规模

在词和句子数量上基本相当#但两种语言所产生

的多义词模体数量具有较大的不同!英语多义词

模体例数较汉语更多% 这和模体的平均长度相

6)#

!

_yFGOJ<()d'.?N'LM'-I&M'HL*#&$W5$"8$9/" C(")5()$("; .$H'(ZOJG'.! %OAJNRMO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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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杨江#等!英汉多义词模体的计量特征

关#即模体平均长度与例数成反比!给定相同词数

的语料#模体平均长度越大#则例数越少% 表中两

种语言模体平均长度的差异性也较显著%

表 "中两种语言表现的最显著差异是模体型

数"绝对数量$% 一种更为科学的比较方式是不

仅考虑模体型数#还同时参考对应的例数#这里我

们借用语料库语言学中常用的型例比"MR\O+M&/O.

JCM'&$来考察这一差异% 通过计算#英汉语多义词

模体的型例比分别为 )(#6# #j和 $(360 "j#差异

非常显著% 模体型例比反映了语言中模体的丰富

度!比值越高#该语言中的模体就越丰富#意味着

多义词在组合关系上具有更大的变化性% 可以

说#英语多义词的组合变化远远高于汉语%

词的义项均值本身和多义词模体并无直接+

必然的联系#然其与语言的属性有关% 考虑到后

文的讨论要涉及两种语言特征的比较#因而将其

呈现在此% 数据显示#英语词的义项均值几近汉

语的两倍% 与英汉义项词典中词的义项均值"分

别为 "(61$ #和 #("6* 3$相比#二者的数值均有了

较明显的增长#说明真实文本中多义词的使用有

一定的活跃度% 另一方面#由于英语语料中词的

义项均值与单义词的义项值 #相比有较显著的差

异#因此英语多义词的使用占据绝对优势#而汉语

语料中该数值与 #相比差异不太显著但又具有一

定的区分度#因此汉语多义词和单义词的数量大

致相当% 此外#从汉语词的义项均值 !(66 与汉语

多义词占 63j的关系推测#义项均值 !() 或许是

一种语言多义词与单义词占比平衡的)支点*%

二4英汉多义词模体的分布特征

传统的语言单位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最

著名的是齐普夫定律!文本中词的频数"HJODNO.=

-R$与其频数秩"即排列序号#JC./$之间具有反比

例关系% 语言模体作为一种具有适宜计量+聚焦

组合等优势的)语言单位*#其分布特征也可能存

在普遍性的规律% 科勒在研究模体分布定律时#

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语言模体在分布上同传统

的语言单位相似#均遵从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

定律% 他对意大利语文本中词的音节长度模体进

行了验证#实验结果支持上述假设!

% 本节探讨

多义词模体的分布特征#以进一步验证科勒的假

设%

我们使用7GM>C.. e'MMOJ软件""(# 版$

"进行

统计分析#该软件内置的 !$$ 余种分布函数能自

动拟合输入的各类数据% 由于从英语语料库中获

取的多义词模体数量太多"详见表 "$#超过了

7GM>C.. e'MMOJ所能处理的上限#我们从该库中进

行二次抽样#得到一个由 "0! 16) 个词组成的较

小样本语料库#重新组建英语多义词模体% 本节

实验所用的实际数据如表 6和表 )所示%

表 64 二次抽样后的英语多义词模体的 JC./

2

HJODNO.-R

分布!排名前 !$位"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 "#$ #! 1)0 ## "#$$ ! $3*

! "!!$ * 6!1 #! "#0$ # 3*0

" "#

2

#$ 6 $00 #" "6$ # 30*

6 "!#$ " #$) #6 ""$$ # 3!1

) "*$ ! *3" #) "!0$ # *1!

0 "!3$ ! ))! #0 "3$ # *$!

1 "0$ ! !#$ #1 "1$ # 0$$

* "##$ ! !$) #* "#3$ # 61*

3 "#!$ ! #1" #3 "#6$ # 600

#$ "#)$ ! #"0 !$ ""$ # 6"!

表 )4 汉语多义词模体的JC./

2

HJODNO.-R分布!排名前 !$

位"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 "!$ 01 )36 ## ")$ #1 1!$

! "#$ 60 )6$ #! "#

2

#

2

!$ #0 0#3

" "#

2

#$$ 6# 36! #" "#

2

6$ #) 1#$

6 ""$ "0 3$$ #6 "0$ #6 $!"

) "#

2

!$ "0 )*1 #) "#

2

0$ #" 0*3

0 "#

2

#$ !3 "1) #0 "#

2

)$ #" 06*

1 "6$ !6 )06 #1 "*$ #! 30!

* "#

2

"$ !! 103 #* "#

2

#

2

#$ ## !)3

3 "#

2

*$ !$ )1! #3 "!

2

#$$ #$ *31

#$ "#

2

#

2

#$$ #* 031 !$ "#

2

#6$ #$ *"1

7GM>C..e'MMOJ输出的结果表明"根据 <和 2

!

值$#英汉语多义词模体的 JC./

2

HJODNO.-R数据均

符合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分布% 数据拟合结果

的详细信息如下!

"#$英语

参数估计!(

k

#($*) !#6

k

#(#3) )#"

k

#33) 6#

))#

!

"

_yFGOJ<()d'.?N'LM'-I&M'HL*#&$W5$"8$9/" C(")5()$("; .$H'(ZOJG'.! %OAJNRMOJ#!$#)# \\(*3

2

#$*(

FMM\L!++VVV(JC>

2

QOJGC?(ON+L&HMVCJO

2

.ON+L&HMVC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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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检验结果![

!

k

1 1""(661 !#A"[

!

$

k

$($$$ $#

UL

k

#0 0""#<

k

$($6!#2

!

k

$(3)* 0(

"!$汉语

参数估计!(

k

#()11 )#6

k

1(3)! 6#"

k

3 "0"#统计检验结果![

!

k

## 13!(31"#A"[

!

$

k

$($$$ $#UL

k

3 ")3#<

k

$($## 3#2

!

k

$(33# 1%

上述结果中字母的含义为!(#6是齐普夫,

曼德尔布罗特分布的参数#. 是模体型数% [

! 代

表卡方#A"[

!

$ 代表卡方概率#UL表示自由度#<

是差异系数#<

k

[

!

+P#其中 P为模体例数(2

!

为决定系数%

图 #和图 !是两种语言数据拟合的双对数坐

标图%

图 #4 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分布拟合英语多义词模体

的双对数坐标图

图 !4 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分布拟合汉语多义词模体

的双对数坐标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英汉语多义词数据集都

是大样本#导致卡方检验"-F'

2

LDNCJOMOLM$的失

效% 拒绝卡方检验的原因出于以下两个事实!

"#$卡方检验值随着样本数据量的增长而呈线性

增长("!$语言研究中的样本数据往往是非常大

的!

% 因此#上述结果数据中的 [

! 以及 A"[

!

$的

值在这里没有统计价值#评价拟合优度"?&&%.OLL

2

&H

2

H'M$的指标应采用差异系数 <"-&OHH'-'O.M&H

%'L-JO\C.-R$%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差异系数具

有广泛的接受度#有不依赖于自由度的优点% 通

常而言#差异系数越小#拟合优度则越好(当 <q

$($! 时#可以认为是一个良好的拟合#而当

<q$($#时#则是一个非常好的拟合"

% 此外#在

假设检验中#决定系数2

!

"-&OHH'-'O.M&H%OMOJ>'.C=

M'&.$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指标% 决定系数用来

表示数据与统计模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好的拟

合#但参考这一指标的前提是差异系数在拟合优

度上具有良好的表现% 据此#观察上述检验结果

数据可知#对于汉语多义词的 JC./

2

HJODNO.-R分

布而言#根据 <和 2

! 统计量#我们判断这是一个

良好的拟合结果% 对于英语而言#其拟合的结果

可以接受#因为其差异系数"<

k

$($6!$与 $($!

相距很近#差异较小#其决定系数"2

!

k

$(3)* 0$

则表明这是一个较优的拟合% 综合上述情况#我

们认为英语多义词模体的 JC./

2

HJODNO.-R数据符

合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分布#观察图 # 的拟合

结果对数坐标图也能获得直觉上的认识#证明了

上述判断的合理性%

与此前在其他类型的语言模体研究中获得的

结论相同#英汉多义词模体在分布上具有普遍性

规律#均遵循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分布% 我们

从多义词模体的角度论证了科勒提出的假设#完

善了语言模体在词的多义性上的分布特征#其更

深远的意义#或许在于至少从一个方面论证了多

义词模体的语言单位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

可能将多义词模体运用到与多义词相关的传统语

言学研究领域中#或开展并行研究以相互对比和

验证#或从事独立研究以探索新的语言规律% 本

文以下的内容即分别从这两方面展开#并试图展

现多义词模体的潜在应用价值%

0)#

!

"

7.M'-

z

A# AĴRYO/ U# EMC%G&YOJc()ICMFO>CM'-CG7\O-MLC.% I&%'H'-CM'&.L&HeN-/.LAO.OJCG'̂O% U&LL'&. b'LMJ'YNM'&. "AUb$*#R5("'/'(Q

'/3$C/")5/9'/89! >" F"'$,"('/+"(7J(";6++-(ZOJG'.! %OAJNRMOJ# !$$)#\\(#)*

2

#*$(

7.M'-

z

A# AĴRYO/ U# EMC%G&YOJc()ICMFO>CM'-CG7\O-MLC.% I&%'H'-CM'&.L&HeN-/.LAO.OJCG'̂O% U&LL'&. b'LMJ'YNM'&. "AUb$*#R5("'/'(Q

'/3$C/")5/9'/89! >" F"'$,"('/+"(7J(";6++-(ZOJG'.! %OAJNRMOJ#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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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英汉语多义词模体的长度

语言模体在粒度"?JC.NGCJ'MR$上具有可伸缩

性#这也是其与传统语言单位相比具有的一大优

势% 换言之#语言模体的同一定义可以重复使用#

在某个语言模体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其他类型的模

体!

% 在多义词模体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其模体

的长度也就相应的确定了#可以基于英汉多义词

模体构造多义词的高阶长度模体% 本节所使用的

原始英汉语料资源如上表 "所示% 表 0列出了使

用频次最高的 !$个英语多义词模体%

表 04英语多义词模体的JC./

2

HJODNO.-R分布!排名前 !$

位"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序号 多义词模体 频次

# "#$ 3! 6$" ## "#$$ #0 !*0

! "!!$ 1) !$# #! "!0$ #) 3!6

" "#

2

#$ !0 3$* #" "3$ #) $))

6 "!#$ !! 06# #6 "#0$ #6 #*1

) "*$ !# "** #) "6$ #6 #$#

0 "##$ #3 *#6 #0 ""$$ #" 0"0

1 "!3$ #* *!) #1 "#"$ ## 16*

* "0$ #1 !0* #* "1$ ## )0)

3 "#)$ #1 $)6 #3 "#

2

!!$ ## !)0

#$ "#!$ #0 ""6 !$ ""$ #$ 1)6

拟合结果表明"根据 <和 2

! 值$#英汉语多

义词模体的长度模体分布均符合混合负二项分布

">'KO% .O?CM'QOY'.&>'CG%'LMJ'YNM'&.$% 拟合结果

的详细数据见表 1#两种语言的分布拟合双对数

坐标图分别见图 "和图 6%

图 "4 混合负二项分布拟合英语多义词的高阶长度模体

双对数坐标图

图 64 混合负二项分布拟合汉语多义词的高阶长度模体

双对数坐标图

表 14混合负二项分布拟合英汉语多义词模体的长度模体分布结果数据

语言 -

4

#

4

!

(

[

!

UL <

2

!

英语 0(3!* * $(0!1 $(**# " $($#0 3 330(#$3 * #) $($$1 # $(336 "

汉语 #(30# 0 $()1! " $($6" ! $(333 6 * ))!("*3 ! "6 $($$* 0 $(33! 6

44表 1中#-#4

#

#4

!

#(是混合负二项分布的参数#

[

!

#UL#<#2

! 是统计检验的结果% 同前所述#判断

拟合优度的指标是差异系数<和决定系数2

!

%

随机变量的混合分布是两种变化过程共同作

用的结果"

% 在语言学上#对这两种过程的一个

合理的解释是将其看作不同的多样性过程"%'QOJ=

L'H'-CM'&. \J&-OLL$

#$

% 就此处讨论的多义词模体

及其高阶长度模体而言#这两种多样性过程均与

多义词有关#其中一种过程可能表现为多义词模

体中多义词的多样性#另一种过程可能是多义词

的高阶长度模体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结果% 两种过

程共同作用#导致负二项分布的形成#但每种过程

在产生既定分布时所带参数有所不同#如表 1 中

英汉语的4

#

和 4

!

% 为了证明混合负二项分布是

1)#

!

"

#

$

_yFGOJ<()d'.?N'LM'-I&M'HL*#&$W5$"8$9/" C(")5()$("; .$H'(ZOJG'.! %OAJNRMOJ#!$#)# \\(*3

2

#$*(

7.%JO'Z# _yFGOJ<# PCN>C..# E()aNC.M'MCM'QOUJ&\OJM'OL&H7J?N>O.MCM'&. I&M'HL*#N$'=+;9("; >447/8('/+"9+:R5("'/'('/3$C/")5/9'/89(

ZOG?JC%O! 7-C%O>'-I'.%# !$#"# \\(""

2

6"(

7GM>C.. A()I&%OG'.?b'QOJL'H'-CM'&. UFO.&>O.C'. dC.?NC?O*#U/3$,9/:/8('/+" A,+8$99$9/" C(")5()$! D,(00(,(̀ C?O.! <&MM>C..# #33##

\\(""

2

60(

7GM>C.. A()b'QOJL'H'-CM'&. UJ&-OLLOL*#R5("'/'('/3$C/")5/9'/89! >" F"'$,"('/+"(7J(";6++-(ZOJG'.! %OAJNRMOJ#!$$)#\\(06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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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词高阶长度模体的一种合理的数学分布模

型#我们还需验证多义词模体中多义词的分布符

合负二项分布这一假设% 下面进行验证%

上述假设中论及的)多义词的分布*#是就多

义词的义项类型而言的#准确的说#是词的义项值

"类型$在一个模体中出现的频次情况#而且不排

除单义词% 比如#在多义词模体)"6

2

)

2

)

2

0

2

#)$*中#第一个词的义项值为 6#则该词属于义项

类型 6#该类型在模体中出现 #次#则其频次为 #(

同理#义项类型 0 和 #) 的频次分别为 #(义项类

型 )出现了 ! 次#其频次为 !% 其他所有义项类

型均没有在此例中出现#则他们的频次记为 $%

我们对所有出现在语料库中的词的义项类型

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除义项类型 #"即单义词

和标点符号的义项值$外#所有的义项类型均很

好地服从负二项分布% 表 *列出了英汉语多义词

模体中义项类型 "的分布情况%

表 *4英汉多义词模体中义项类型 "的分布数据

英语

频次类型 频次

汉语

频次类型 频次

$ # ")3 *$# $ *)$ *$$

# )6 $1) # #"# $)$

! *06 ! 1 !##

" #) " ")"

6 ! 6 #0

44表 3 和表 #$ 是两种语言的部分义项类型分

布拟合结果数据%

表 34 负二项分布拟合英语多义词模体中义项类型 !

2

0

的分布结果数据

义项类型
[

!

< UL

2

!

A #

! "($3 $($$$ $ # #($$$ $ $(333 1 # 6#6 1)1

" 6!(3* $($$$ $ # #($$$ $ $(333 0 # 6#6 1)1

6 #1"(0# $($$$ # # #($$$ $ $(333 0 # 6#6 1)1

) $(") $($$$ $ # #($$$ $ $(336 # # 6#6 1)1

0 )6#(#6 $($$$ 6 ! #($$$ $ $(333 1 # 6#6 1)1

表 #$4 负二项分布拟合汉语多义词模体中义项类型 !

2

0

的分布结果数据

义项类型
[

!

< UL

2

!

A #

! # **"()* $($$# 3 6 $(333 0 $(333 ! 3*3 66$

" 1$6(!6 $($$$ 1 ! #($$$ $ $(333 0 3*3 66$

6 #1#(#1 $($$$ ! ! #($$$ $ $(333 6 3*3 66$

) 0(13 $($$$ $ ! #($$$ $ $(316 * 3*3 66$

0 )3(0) $($$$ # ! #($$$ $ $(333 0 3*3 66$

44对义项类型 # 的拟合结果表明#其服从其他

类型的分布#但不符合负二项分布% 造成这个例

外情形的原因目前尚不可知#也许客观事实即是

如此% 这里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特使情况#鉴于其

他义项类型的拟合结果良好#其不影响整体的分

布情况#多义词模体中多义词的分布符合负二项

分布的假设得到证实%

至此#我们考察了多义词高阶长度模体的基

本计量特征#即其符合混合负二项分布% 这一宏

观特征在英汉语中是共同的#但从微观的角度审

视#可以发现两种语言中与多义词长度模体相关

的差异% 首先#就高频多义词模体而言"见表 6

和表 )$#英语中长度为 # 的模体占多数#而汉语

中长度为 ! 的模体在数量上有优势% 其次#汉语

多义词模体的平均长度"7Ud

k

!())* )$大于英

语"7Ud

k

#(31$% 就低频多义词模体而言#以频

次小于等于 #$的为例来说#两种语言的情况也基

本类似#但数值差异性更显著 "汉语的 7Ud

k

#"(0!" ##英语的 7Ud

k

1(!06$% 这些低频的多

义词模体在数量上约占汉语总模体数量的 #$j#

在英语中则占到了近 "6j% 最后#两种语言中的

最长多义词模体也有所不同% 英语中最长的模体

长度为 "*#其频次为 "3#汉语中最长的是 1"#仅

出现 # 次% 这些差异#有的将在第四节作语言学

上的解释#其余的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4基于多义词模体的英汉语言特征

对比分析

作为一项计量和对比研究#本文有两个主要

的研究目标!一是探索人类语言中多义词模体的

基本统计特征#二是通过多义词模体揭示语言中

与多义词相关的本质属性% 多义词模体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法和一个有效的手段来观察+认识和

理解语言#但是#基于多义词模体究竟可以获知哪

些相关的语言本质属性这一问题#我们尚未述及%

以下是我们为回应此问题所做的一些努力%

基于前述对英汉语多义词的计量考察#我们

认为#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词在组合关系上具有显

著的灵活度和上下文依赖度的区别% 整体而言#

与汉语多义词相比#英语多义词的意义具有相对

较高的灵活度% 关于这一点#可以找到三个有力

的证据% 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平均义项值% 英语多

义词的平均义项值在静态的词典和动态的话语中

都大于汉语的多义词% 对两种语言在词汇语义演

变方面的历史考察也可以判断得知#在意义上#英

语的词相对开放#而汉语的词则相对保守% 其次#

英语多义词模体与汉语相比类型更多#具有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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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性#这是多义词多样化的一个表现% 另外#

英语的多义词模体在数量上多于汉语#在平均长

度上小于汉语% 我们认为#词义的灵活性与语言

的另一属性,,,复杂性"-&>\GOK'MR$相关%

另一方面#英语多义词比汉语多义词具有更

大的上下文依赖性% 我们深入考察了两种语言中

使用频次居前 !$位的多义词模体#获得了数据上

的支持% 汉语中这些高频多义词模体的长度绝大

多数为 !或 "#几乎全部起始于)#*#表明多义词

总是跟随在单义词后(类似的#绝大多数的多义词

后紧跟着一个单义词#形成)单义词2多义词2单

义词*的序列结构% 然而#英语中的情形却不相

同!绝大多数的高频多义词模体长度为 ##多义词

后常为单义词#其前则一般是一个义项值更大的

多义词#形成)多义词2多义词2单义词*的组合%

在语境中#词的意义是确定+具体+单一的#不管一

个词有多少个义项#在一定的语境中通常只使用

一个义项% 换句话说#语言使用者心理上对词义

静态+潜在的多项选择问题通过词与词之间动态+

现实的组合得到了解决% 对语言使用者而言#尽

管在语境中消除词的多义性是一个极其迅速的心

理过程#在理解语句的确切意义时#多义词与多义

词的组合所造成的理解障碍仍然是一个需要耗费

更多时间去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语境是

语言使用者寻求帮助的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通过

不断扩展上下文的窗口范围#才能获得对当前语

句的准确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英语

多义词具有比汉语多义词更大的上下文依赖度%

这一发现有望为二语习得+语言教学+歧义消解+

词典编撰等领域的研究带来有益的帮助%

结语

语言模体是计量语言学领域提出的一个新概

念#是从组合关系角度对语言的序列结构进行计

量考察的一个新的)语言单位*% 本文以多义词

为研究对象#对英汉语中的多义词模体进行了一

些基本的数据统计#探索了两种语言中多义词模

体的计量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英汉语中与多

义词相关的语言个性特征%

本文的研究表明!"#$英汉语多义词模体的

JC./

2

HJODNO.-R分布均符合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

分布#但分布参数各有不同("!$英汉语多义词模体

的长度模体分布均遵从混合负二项分布(""$对多

义词模体的长度模体的微观考察揭示了英汉语的

一些个性特征("6$英语多义词在意义上比汉语多

义词具有更高的灵活度(")$英语多义词在理解上

比汉语多义词具有更大的上下文依赖度%

本文在语言模体的框架下#首次研究了语言的

多义词模体% 毫无疑问#本文留下的未解问题和尚

未涉及的研究议题很多#篇幅所限#语言模体及其

相应研究方法不能展现全部效能% 未来的研究仍

将围绕多义词模体与传统语言学中的一些概念#如

词长+词性+句法位置等的相互关系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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