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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词的词法模式研究

曾　立　英

[摘　要] 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的统计发现 ,三字词的构词具有一些比较固

定的词法模式 ,该模式中那些能产性强的语素在构词时形成了一种“类义功能” ,在语法结构上

也可以单独切分 ,称之为“部件词”。“部件词”包括 26个接头词 ,185个接尾词 ,考察部件词构

词时的词性 、义项 、词频等 ,有利于进一步分析部件词意义的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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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字词构词的词法模式

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①中 8万多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并按照“词语正序”

和“词语逆序”两种方式进行统计 ,发现在以“词语逆序”的方式构成的词库中 ,词语的后字构词有一些很

有规律的现象。如有一些语素经常出现在词尾 ,形成了一些比较凝固的词法模式 ,如“XY人 、XY 法 、

XY热 、XY期 、XY费 、XY派 、XY卡 、XY迷”等结构 。我们还将这些语素在构成三字词时的情况与构

成二字词时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考察 ,发现三字词的构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规则性。

分别考察“X法”和“XY法”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中的构词情况 ,发现“法”构成二字词

时 ,词性多样 ,遍布于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区别词 、副词及简称等 ,如“写法 、执法 、合法 、非法 、依法 、高法”等;

而“XY法”构成的三字词总共 94个 ,其中属于名词词性的词就有 92个 ,如“出版法 、律师法 、障眼法”等 ,

“法”位于词尾构成的三字词词性趋同。另外 , “期 、费 、派 、卡 、热”等语素位于词尾构成三字词时也出现和

“法”类似的情况 。由此 ,我们可以认识到三字词构词时的一些规律 ,主要表现在有些能产性强的语素构成

三字词时词性趋同 ,词的结构以定中式居多 ,词的意义可以从字面意义推测等 。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能产性强的语素在构成三字词时形成了一种“类义功能” 。“热”在构

成三字词时 ,在形式上形成了“XY热”的词法模式 ,在意义上也有一种聚合功能 ,如“股票热 、回归热 、电

脑热”等 ,这些是比较新的词 ,是按照某种造词模式创造出来的 ,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新兴的行业 ,还可

以另造新词。正是有了这种比较凝固的词法模式 ,新词才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何谓词法模式? 董秀芳认为词法模式具有以下特征:(1)其中一个成分具有固定性 ,另一个成分具

有语法类别和语义类别的确定性。(2)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固定 。(3)整体的意义基本可以预测[ 1]

(第 101 页)。

我们认为词法模式的形成应有两方面的基础 ,在形式上有一些固定成分 ,在意义上 ,有这个模式所

凝聚的整体意义 。因此 ,我们把汉语中具有一定规则性的产生词的格式称为词法模式 ,如“XY 期” 、

“XY 法” 、“XY热”等三字词的格式 ,这些格式中有一个成分固定 ,词义比较透明 ,结构关系为定中式。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3 卷　

例如“XY期”表示“某一个具体的时段” ,以这个模式构成的三字词比较多 ,如“采收期 、经销期 、低潮期 、

巅峰期 、合同期 、繁荣期”等 ,调查 1998年和 2000年的《人民日报》的语料 ,发现“XY期”模式构成的三

字词共 312个 ,说明这种词法模式的能产性还是很强的 ,有研究的价值。

三字词的词法模式具体有哪些 ,它的构成有哪些规则 ?笔者从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

的逐条分析出发 ,认为三字词的词法模式主要可以从构成成分和语义类别两个方面来探讨。

二 、词法模式中的“部件词”

三字词的词法模式中有一些成分比较固定的词 ,如“XY 法” 、“XY 期” 、“XY 热”中的“法 、期 、热”

等 ,这一类词形式上比较固定且能产性强 ,我们把这些构词成分称之为“部件词” 。部件词的抽取有助于

三字词词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识别 ,因而对部件词的研究实际上也蕴含了对词法模式的研究 。

部件词在构成三字词时相当于一个“造词模子” ,可以生成很多的词语 。董秀芳认为:“汉语词库中

不仅存储一些高频词 ,而且同时存储一些高频语素 ,因为这些语素是构词要件 ,是词法规则所作用的对

象。”[ 1](第 42 页)因此 ,我们有必要把这些高频语素和高频词都挖掘出来 ,作为造词的重要“部件” ,分析

词的构成 。我们认为 ,词法研究的目标不仅仅是语言中现实的词的集合 ,也有语言中可能的词 ,即研究

合法的词的生成规则 。

如现代汉语中以“人”为词尾构成的词 ,能产性比较强 ,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词库中以“人”为

词尾构成的三字词有 161次 ,其中有 155次是“2+1”式的“XY 人”结构 ,例如“湖北人 、证婚人 、纳税人 、

年轻人 、庄稼人”等 ,都是表示某种类别的人 ,基本上是定中结构 ,其中“湖北人 、美国人”等是由“地名+

人”的词法模式所构成的 ,表示“出生在某地或居住在某地的人” , “出生”或“居住”的含义就是词法模式

所赋予的。该模式作用力最强 ,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平行周遍性[ 2]
(第 355-365 页),由此 ,可以生成和理解

“湖南人 、德国人”等很多词。

我们注意到“XY人”模式中 , “人”是位于词尾的 ,那么“人”位于词首或词中时 ,有没有“XY人”的规

则? 我们调查《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词库 ,发现“人 XY”和“X人 X”两种结构共有96次 ,如“人才库 、

人工湖 、大人物 、人贩子 、二人转 、人行路”等 ,其中“人”的意义比较分散 ,有指“人才”的 ,有指“人工”的 ,

有指“人物”的等等 ,语义上不能形成一种类聚 ,所以不宜将“X人 X”和“人 XY”看作词法模式 。

像“XY人”之类的词法模式还有很多 ,如“XY队 、XY店 、XY 山 、XY鱼 、XY油”等等 ,如“探险队 、

足球队 、医疗队”等 , “XY队”也能形成表示“某种群体”这样一种词法模式义
②
。调查了《现代汉语语法

信息词典》词库 ,发现“店”位于词尾的三字词共 36个 ,如“食品店 、服装店 、夫妻店 、代销店”等;“店”位于

词首的三字词只有 1个 ,即“店小二” ;“店”位于词中的三字词没有。从词频上考虑 , “店”位于词尾时 ,因

构词能力强 ,可形成一种“XY店”的词法模式 ,表示“什么类型的店” ,是定中结构。

类似于“XY店”的词法模式 , “XY山 、XY鱼 、XY 油”的构词能力也较强 ,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

典》中它们的词频分别为 37 、40 、52个 ,它们的结构关系也基本上是定中式③ ,中心语为“山 、鱼 、油” ,中

心语决定了“五台山 、武昌鱼 、食用油”这些三字词的整个组合的“类”范畴 ,是名词性的 ,表示某种类型的

山 、鱼 、油等。

我们把“XY人 、XY山 、XY鱼 、XY油”中的“人 、山 、鱼 、油”等成词语素也列为部件词 ,一是重视这

些语素在词中的位置 ,它们在词尾时才能凝固成词法模式 ,具有一定程度的定位性;二是强调这些语素

的构词能力强;三是为了说明这些语素也能像“词缀” 、“类词缀”一样 ,形成某些词法模式;第四是为了说

明这些语素在整个组合中具有一种“类义功能” ,因此我们把具备这些条件的语素称之为“部件词” 。

三 、基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部件词提取

三字词中究竟有哪些词可以称为部件词 ,我们在第 2节中已考虑到首先基于词频选取部件词 ,认为

构词词频高 ,是成为部件词的必要条件。我们首先基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8万多词的词库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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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字词的提取 ,共有 13 778个三字词 ,组成“三字词词库” 。根据部件词在三字词的定位情况 ,我们分

别提取“接尾词”和“接头词” 。

(一)三字词的“接尾词”

我们对前面所介绍的“三字词词库”进行了逐一分析之后 ,对这 13 778个三字词的位于词尾的词进

行了再次抽取 ,共有 1 539个字 ,把这 1 539个单字在数据库中按照构词频率排列 ,建立三字词的“接尾

词词库” 。

这 1 539个字按构词频率由高到低排列的前 50位分别是:子 、性 、机 、器 、学 、人 、员 、化 、会 、品 、者 、

儿 、率(lǜ)、法 、费 、家 、病 、部 、表 、剂 、线 、权 、车 、力 、量 、站 、队 、式 、室 、花 、片 、物 、纸 、生 、业 、体 、石 、头 、词 、

面 、期 、书 、场 、油 、图 、素 、炎 、点 、虫 、院 ,这前 50个字的构词频率都在 53次以上 ,其中前 21个字的构词

频率都在 85次以上 。

我们还对位于词尾的 1 539个字的构词频率由低到高进行了排列 ,这排名后 50位的单字分别是:

妻 、浅 、签 、千 、传 、汽 、喘 、棋 、脐 、喷 、凄 、抢 、谱 、浦 、泼 、坪 、频 、篇 、屁 、春 、皖 、戚 、卿 、染 、犬 、醛 、丑 、趣 、渠 、

黢 、屈 、出 、欠 、囚 、川 、沁 、勤 、储 、怯 、俏 、瞧 、黜 、蟆 、跑 、除 、曼 、朦 、氓 、闷 、搭 ,这 50个字的构词次数都是

1 ,甚至于到 527个字的构词频率都是 1。这些字构词能力极弱 ,就不能作为部件词了。

成为三字词的部件词不仅要求构词词频比较高 ,还要求在语法结构的切分上能独立构词 。如“物理

学”和“伪科学”中都有“学” ,但是“物理学”中的“学”指的是“指某种学科”义 ,可以构成“货币学 、档案学”

等词 ,而“伪科学”中的“学”首先和“科”合成“科学” ,然后和“伪”这个语素构成三字词。从切分上说 ,如

果对“伪科学”采取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话 ,是“伪/科学” ,而不是“伪科/学” , “学”并不是这个三字词的“直

接成分” ,所以我们把“物理学”中的“学”当作是三字词的部件词 ,而不把“伪科学”中的“学”作为该三字

词的部件词。

因此 ,确定三字词的部件词 ,必须分析词的结构。若有一个三字词 ABC ,只有当 C 是被独立切分的

时候 ,C才可能是部件词 。如对 ABC 采取直接成分分析法 ,ABC被切分为“AB/C”时 ,C才可能是 ABC

的部件词 ,如“视力/表 、体检/表 、除臭/剂 、清洁/剂”中的“表 、剂”是部件词 。若 ABC 被切分为“A/BC”

时 ,C 就不能被看作是三字词的部件词 ,如“女/主人 、光/化学 、伪/科学 、总/动员 、肝/硬化 、黑/社会 、副/

产品 、电/功率 、零/利率”等中的“人 、学 、员 、化 、会 、品 、率”等就不是以上所举的三字词的部件词。

我们对按照词频排列的三字词“接尾词词库” ,采取切分的分析法 ,提炼出部件词 ,得到按词频排列

的部件词表 。根据这个部件词表 ,去处理《人民日报》1998年和 2000年已标注的语料库 ,补充少许有典

型意义的部件词 ,进一步筛选部件词。最后筛选了 185个接尾词 ,如下所示:

班 、办 、病 、部 、菜 、层 、厂 、场 、池 、处 、船 、村 、带 、单 、党 、岛 、地 、点 、店 、调 、度 、队 、额 、儿 、法 、

犯 、方 、房 、费 、风 、服 、感 、工 、股 、关 、观 、官 、馆 、管 、鬼 、国 、户 、花 、化 、会 、货 、机 、级 、集 、籍 、计 、

记 、剂 、夹 、家 、价 、间 、件 、江 、奖 、匠 、街 、节 、界 、金 、局 、剧 、军 、卡 、科 、课 、口 、库 、款 、狂 、栏 、佬 、

类 、力 、连 、量 、林 、令 、楼 、录 、路 、率(lǜ)、论 、们 、迷 、面 1 、面 2④ 、能 、年 、牌 、派 、盘 、旁 、棚 、片 、票 、

品 、瓶 、期 、气 、器 、枪 、桥 、球 、区 、曲 、圈 、权 、券 、群 、热 、人 、日 、赛 、色 、山 、商 、社 、生 、省 、师 、石 、

史 、市 、式 、室 、手 、书 、术 、树 、数 、税 、所 、台 、坛 、体 、厅 、头 、图 、团 、网 、委 、舞 、物 、席 、系 、险 、县 、

线 、腺 、箱 、鞋 、心 、星 、形 、型 、性 、学 、炎 、药 、业 、仪 、于 、员 、园 、院 、月 、展 、战 、站 、者 、证 、症 、值 、

制 、状 、子 、族 、组 、罪

调查这 185个接尾词 ,发现这些词大部分是常用词 ,如“班 、病 、菜 、厂 、船 、村 、党”等等 ,属于认知语

言学中的基本层次(basic-level)范畴 ,所以以这些语素构成的词很多 。

另外需注意的是 ,部件词有单音节的 ,也有双音节的。如“X巴巴 、X油油 、X灿灿 、X 乎乎 、X光光 、

X溜溜”等叠音的后缀 ,还有“分子 、主义”等双音节的部件词。

(二)三字词的“接头词”

为了调查三字词中的“接头词”的情况 ,我们按上一小节所操作“接尾词词库”的操作方法同样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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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的三字词中的“接头词” ,按照词首的构词频率由高到低建立“三字词

的接头词词库” 。

我们在接头词词库中 ,提取按构词频率由高到低排列的 50个语素 ,它们分别是:大 、电 、小 、老 、水 、

打 、中 、地 、白 、保 、发 、工 、黑 、高 、一 、生 、自 、三 、外 、不 、红 、分 、黄 、天 、无 、公 、防 、金 、出 、人 、马 、文 、单 、太 、

热 、主 、花 、交 、核 、多 、总 、冷 、通 、海 、火 、上 、开 、反 、有 、二 。这些字的构词频率都在 35次以上。其中有些

语素 ,如“大 、小 、老 、水 、打 、地 、白 、一 、二 、黑 、三 、红 、黄 、天 、人 、热 、花 、冷 、海 、火”等是在 Sw adesh(1952)

的 207个基本词汇表中体现的 ,Sw adesh的基本词汇表是基本词汇库的原型 ,这个词表以概念上的必然

性为其定义基准
[ 2]
(第 61-72 页)。我们上面按词频排列的高频语素 ,如“电 、核”等语素 , Sw adesh 的基本

词汇表没有也是正常的 ,因为社会在进步和发展 ,语言中的词汇也在发展。

位于词首的部件词的确认 ,不仅要看词频 ,还要看部件词构成的三字词的结构 ,对结构的分析主要

采取切分的方法 。如“电”位于词首的频率虽然很高 ,但是构成的三字词A BC的结构有很多是 AB/C式

的 ,如“电视机”的切分是“电视/机” ,说明“XY机”是该词的词法模式 ,而 “电 XY”不是“电视机”的词法

模式 ,这是从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角度来考虑的 。确定一个语素 A 是不是三字词 ABC 的部件词 ,可以从

语素的组合层次来看 ,A 应该被独立切分 ,形成 A/BC式的格局。

考察了上面所提到的“三字词中位于词首的构词频率最高的前 10个语素” ,发现“水 、中 、地 、白 、保”

等不是构成三字词的部件词 ,而是构成二字词的部件词 ,如“水烟斗 、水利局”的切分分别是“水烟/斗 、水

利/局” , “中心词 、中介人”的切分分别是“中心/词 、中介/人” ,“地形图 、地区性”的切分分别是“地形/图 、

地区/性” ,“白斑病 、白日梦”的切分分别是“白斑/病 、白日/梦” , “保温层 、保健员”的切分分别是“保温/

层 、保健/员” ,也就是说 , “水 、中 、地 、白 、保”在词中没有被独立切分 ,不是部件词。而“大 、小 、老 、打”等

可以说是构成三字词的部件词 ,如“大/丈夫 、小/花脸 、老/病号 、打/下手⑤”等 ,因为这些三字词的切分

格局是 A/BC 式 , A被独立切分 ,且 A 的构词频率高 ,所以 A 可以被提炼成为部件词 。

我们对按照词频排列的三字词“接头词词库” ,采取统计分析和切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提炼出部件

词 ,并在语料库中进行了检验 ,最后筛选了 26个接头词:

副 、打 、第 、多 、泛 、类 、超 、无 、非 、代 、半 、老 、不 、总 、反 、软 、可 、零 、相 、伪 、第 、单 、负 、大 、老 、小

这些接头词构成的三字词的词性有很多是区别词(b)和名词(n),如“副厅级 、超薄型 、半自动 、多层

次”等是区别词 ,“代厂长 、总书记 、零距离”等是名词。有一些接头词本身是动词 ,如“超 、反 、无”等 ,在构

词时由于使用频度高 ,渐渐向类词缀转化。另外 ,有一些接头词也可以说是和英语的前缀相对应的 ,如

“超 、反 、不”等 ,下面以“超”为例来说明中文构词和英文的对译。

汉语中的“超”可对应于英语的 hyper-, ult ra-, over-等词缀 ,比如“hyperno tion(超概念), hyper text

(超文本),hyperacoustic(超声波), supe rg iant(超巨型的), supernatural(超自然的), superior(超一流),

ul traportable(超便移式), ul trasonic(超音速的), ult rafast(超速的), ult racytochemist ry(超显微生物化

学), overw eigh(超重), ove r age(超龄的)”等 ,这些现象说明从外语翻译的外来词也对形成部件词产生

了一定影响。语言在发展 ,汉语新词语的构词过程正兴起“词缀化”倾向 ,而这些词缀又不是真正的词

缀 ,先纳入部件词的考察范围 。

四 、单音节部件词构词的类义功能

单音节部件词 ,包括接头词和接尾词 ,具有“类义功能(function of class meaning)” 。有一些学者谈

到过“类化作用” ,如朱亚军[ 3]
(第 25 页)、王洪君 、富丽 [ 4]

(第 6 页),认为“类化作用”指的是词缀 、类词缀和

“助字”有决定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的类范畴 。我们这里所说的单音节部件词的“类义功能”指的是 ,部

件词在某一个义项或几个义项上构词能力强 ,构成的词形成一组表示某一种“类别”的意义相关的“词

群” ,在语法结构上也有决定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的类范畴作用 。

有的语素有可能有几个义项 ,究竟是在哪一个或哪一些义项上这个语素能成为部件词 ,这就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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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的义项问题 。比如“法” ,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有 7个义项 ,我们认为在 2个义项上“法”可以形成词

法模式 ,这 2个义项我们分别归纳为“在某一个领域具体的法规”和“方法 、方式” ,形成的三字词组合分

别有“广告法 、票据法”和“结合法 、嫁接法”等 ,语法结构都为定中式。

有的同音语素不只一个义项 ,义项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可以设同形 1 、同形 2等 。如以“族”为语素

构成的能产性比较强的词群有两组 ,一组是如“布依族 、俄罗斯族”之类的词 ,还有一组是如“追星族 、工

薪族”之类的词群 ,第一组中的“族”是“种族;民族”义 ,第二组中的“族”是指“具有某种共性的一大类事

物或人”的意义 。

我们把第 3节中所介绍的 26个“接头词” 、185 个“接尾词”整理成了“部件词知识库” ,主要列举出

部件词的读音 、义项 、词性 、构词频率 、构成的三字词 、三字词的切分和语法结构 ,并参照刘源等的《信息

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及自动分词方法》[ 5](第 25-26 页)以及台湾中研院⑥的“接头词”和“接尾词”情

况于库中 ,便于对比说明 。

我们构建的“部件词”知识库 ,列出了每一个部件词的词性 ,构成的词是什么词性 。单音节部件词在

切分时 ,词性绝大部分标注为名词(n)、名语素(Ng)和词缀(k),三字词的语法结构以定中式和附加式为

主 ,如“安家费 、办公费 、艺术性 、可用性”等 ,部件词的词性在整个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 ,比如“安家费”中

的“费”是名词 ,决定了整个组合也是名词性的;“艺术性”的“性”是词缀 ,决定了整个组合是附加式的。

语素或词的读音对能否成为部件词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比如“地”构成的三字词在整个 5万多

条的三字词库⑦中共有 258条 ,形成“XY地”结构 ,如:

A组:举办地 、发案地 、主办地 、承包地 、油菜地 、生产地 、成长地 、碱场地 、流出地……

B组:长长地 、痴痴地 、呆呆地 、深深地 、闷闷地 、闪闪地 、生生地 、稳稳地……

这些三字词中 , A组“举办地 、发案地”中的“地”和 B组“长长地 、痴痴地”中的“地”读音和词性不一

样。A 组的“地”是名词 ,读“dì ” ;B组的“地”是助词 ,读轻声。像 A 组“举办地”中的词法模式是 XY地

(dì)” ,表示“地方(dì fang)(1)”⑧义 ,有 265个;像 B组“长长地”这种“XX地”的词法模式 ,第 1个语素和

第 2个语素重叠 ,构成状态词 ,共 20个 。

我们在部件词知识库中非常重视部件词的意义及构成词的意义 ,发现部件词构成词的意义具有透

明性 、规则性 ,因而词典不会全部收录这种构词方式构成的词 。由于部件词目前正处于能产活跃期 ,其

新生类推潜能是无限的 ,如“显示器 、充电器 、山寨版 、股票热 、二手车”等 ,因此任何一部词典 ,即使是大

型词典也不可能穷尽地收录部件词构成的所有词 ,而且不少部件词构成的词词频很低 ,如“减震器 、测程

仪 、引座员 、蛲虫病”等 ,它们是根据需要而临时创造的 。三字词中的“部件词构词”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

性和周遍性 ,是汉语新词得以出现的主要框架 。

通过我们对部件词意义的归纳 ,发现部件词的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下面 15类:

1.表示某种类型的人 ,这一类部件词比较多 ,如“犯 、鬼 、佬 、家 、户 、狂 、迷 、群 、商 、生 、手 、星 、员 、者 、

族 、佬 、人 、分子”等 ,这些部件词总是描写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类人 ,表示人的类别 。

2.表示“物件 、物体”的意义 ,如“件 、品 、体 、物”都有表示“物品 、事物”义 ,例如“件”的含义是“指总体

中可以分开一一计算的事物” ,如“焊接件 、加工件”等;“品”的含义是“物品” ,词频很高 ,有 107次 ,如“收

藏品 、滋补品 、洗涤品”等;“体”的意义是“物体” ,如“棱柱体 、立方体 、结晶体”等;“物”的意义是“东西;事

物” ,如“图腾物 、吉祥物”等。

3.表示某一类具体的事物 ,如“机 、菜 、厂 、场 、单 、店 、额 、房 、费 、国 、花 、会 、货 、籍”等 ,可以构成“锁边

机 、金针菜 、合资厂 、停车场 、承包单 、音像店 、赔偿额 、限价房 、保安费 、签字国 、迎春花 、招待会 、原装货 、

法国籍”等 。

4.表示某个地方 ,如“点 、处 、地”等 ,可以构成“创新点 、背阴处 、举办地”等。

5.表示事物的性质 ,有“化 、度 、气”等 ,如“普遍化 、舒适度 、书香气”等。

6.表示观点 、态度 ,有“论 、观 、感”等 ,可以构成“概率论 、工作观 、安定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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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示“部位或方面” ,有“方 、面”等 ,如“破产方 、黑暗面”等 。

8.表示“方法” ,有“术 、法”等 ,如“移植术 、结合法”等。

9.表示某个组织 ,如“班 、团 、军 、组 、党 、队 、股”等等 。

10.表示某个机构 ,如“办 、部 、处 、局 、科 、连 、所 、组” 等 。

11.表示时间 ,如“年 、月 、日 、周” 等。

12.表示处所 ,如“带 、地 、点 、关 、馆 、库” 等。

13.表示计量 、数量相关的意义 ,如“户 、集 、量”等 ,如“达标户 、摄影集 、生长量”等 。

14.表示某个特定领域 ,如医药领域的“病 、炎 、症 、药”等 ,可构成“肠胃病 、牙周炎 、不孕症 、特效药”等。

15.表示地名 ,如“楼 、路 、省 、市 、县 、村 、岛”等 。

本文基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对部件词的提炼 ,发现部件词构词具有“类义功能” ,这说明在

三字词的内部 ,实际上蕴含了语义驱动的原理 ,语义驱动着三字词的构词呈现出自己的规律 ,形成一系

列的词法模式。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了解部件词构词的模式 ,把我们所总结的“部件词”知识库中的规则

应用于现代汉语文本的分词标注中 ,在对语料测试的基础上改进规则 ,处理文本中含有“部件词”的词语

的外边界以及相关的歧义切分问题 ,将能加强对未登录词的词义及语法属性的判断 ,提高分词能力 。

注　释:

①　参照俞士汶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电子版数据库 , 5 万多词语于 1995 年底通过电子工业部的技术鉴

定 , 2001 年词语扩充到 7.3 万 , 2006 年又扩充到 80 685 个。

②　当“队”位于三字词词中时 ,共 5 例 , 如“总队长 、卫队长 、支队长”等 ,其中的“队”的意义在整个三字词的结构中 ,并不

凸显 ,凸显的是表示“官职”义的“长” 。

③　需要注意的是 ,“ XY 山 、XY鱼”结构并不一定都是定中式 , 也有例外 ,如“坐江山 、炒鱿鱼”等 , 但这些动宾结构的词

例毕竟是少数。“ XY油”也有“绿油油 、乌油油”等 6 例三字词 , 这正反映了 3.1 中所说的叠音后缀“油油” 。

④　“面”分为“面 1”和“面 2” ,是把义项“面条”等粮食作物和“部位或方面”分为两个词条来解释的 ,《现代汉语词典》也

是分为两个条目的。

⑤　“打下手 、打牙祭 、打折扣 、打主意”等三字词的结构都是述宾式 ,可以构成“打 XY”的词法模式 ,这一类结构在《现代

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数据库中有 45 个。

⑥　参照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中文词知识库小组的《“搜”文解字———中文词界研究与资讯用分词标准》 ,

1996 年 ,未刊。

⑦　这 5 万多条三字词词库 ,是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13 778 个三字词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 扩展《人民日报》 1998

年的经切分标注后的语料库中的三字词约 38 455 个 ,共形成 52 210 个三字词词库。

⑧　“地方(dì fang)(1)”指《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所列词义的第(1)个义项 ,即“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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