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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同义名词辨析一直是研究词汇语义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但传统的辨析方式和手段 在 实 际

效果上很难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体上还是沿袭一种基于意义的辨析路子，而意义是难以确

切把握的。本文尝试利用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角色描写体系初步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同义名词描写

框架；通过对３０余组同义名词进行描写，我们总结了若干条带有普遍性的关于同义名 词 语 义 差 异 的

规律，并展示了物性角色在同义名词辨析方面的优势；希望这种描写方法能最终应用到中文信息处理

和国际汉语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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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相当数量的同义词，对于母语学习者来说，他们能够比较清晰地掌握

这些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可是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如何能准确地辨析同义词成为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拦路虎”，是一道难以逾越而又不得不跨越的屏障。所以，近些年来，
无论是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都对同义词给予了比较多

的关注。比如，现有的几部较有影响力的同义词词典①，收录的同义词规模都在上千组，基

本上涵盖了较为常见的同义词组，是较为完备的工具书。国际汉语教学中对同义词的重视

更不必多言，吴琳（２００８）就指出：“同义词教学是中高级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重中之重，然而

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可见，如何探索并发展出一套比较完备的同义词辨析及

教学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同义词的整个系统中，同义名词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名词和动词是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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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词类范畴，名词作为一个开放的类，占据了词典里的大部分词项，在现代汉语词类

的成员数量中，占了三分之二左右（郭锐，２００２：２１０）②。可惜的是，之前我们对同义词的关

注大多集中在动词上，而对名词的关注力度则稍显不足。比如，刘春梅（２００６）就曾指出：“像
‘餐厅／食堂、波浪／波涛、船舶／船只’这样的表物同义词，至少教材和词典都还未曾问津。”而
与目前研究现状恰好相反的是，同义名词的辨析对于国际汉语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第二语言学习者会经常发生这样的偏误③：

（１）＊ 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一家宾馆的日本菜食堂，我吃了一杯拉面。（餐厅）
＊ 釜山挨着海洋。（大海）
＊（那个城市）因为公路很宽，没有交通堵塞的情况。（马路）

很显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学习者并没有掌握“食 堂－餐 厅／海 洋－大

海／公路－马路”这三组同义名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此外，同义名词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应用也不可小觑。袁毓林（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指出同

义表达形式对于语义搜索、问题回答等信息检索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机器来

说，要理解自然语言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而这又是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所以，如何形式化地、可操作地定义“意义”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同义表达形式就

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途径，只要机器能学会在若干同义形式之间自由地进行相互转换，就说

明机器本身已经理解词语的意义；不过，同义表达形式不是等义表达形式，同样，同义词也不

是等义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决定了在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同义

词词义相同的一面，也要注意区分相异之处。例如：
（２）ａ．那个厂家生产什么？ ｂ．那个工厂生产啤酒。
如果计算机预先存储“厂家／工厂”这一对同义词，那么就可以从文本中找到跟问句ａ中

的关键词虽然字面不同、但是意义相同的答句；但有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比如：
（３）ａ．那一带地区共有多少座工厂？ ｂ．？那一带地区共有３０座厂家。
如果文本中有“那一带地区共有３０个厂家”这句 话，计 算 机 仅 仅 知 道“个／座、工 厂／厂

家”是同义词恐怕还不够，它还要懂得“工厂”和“厂家”在词义上的区别，否则就会回答出ｂ
句这样并不太自然的句子，因为量词“座”一般并不修饰“厂家”。

本文主要探讨同义名词的词义辨析方法，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角色框架为理论参照

来多维度地考察同义名词之间的同和异。这样一种同义名词描写方式实质上是将词项放在

具体的组合义场中，通过搭配来比较同义词的异同，相比于传统的辨析方法在深度和广度上

都有所突破，并能对国际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传统的同义名词辨析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辨析同义名词一直是研究词汇语义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④。比如，张志毅、张庆

云（２００７：２１５）认为：名词同义词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所指的人或事物的语义特征上，还常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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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在郭锐调查的４３３３０个词中，名词有２７４０８个，占６３％。

例句取自刘春梅（２００６）。

之前的大部分文章著述讨论的都是辨析同义词的方法，涉及同义名词辨析的研究并不多。



域大小、普通和集合（词／词汇）、义位重点、陪义等方面的差别。周祖谟（１９５９：５０、２００６：４０）
指出辨析同义词，应从三方面入手：１．词义上的区别；２．风格色彩上的区别；３．用法上的区别。
符淮青（２００６：１１３－１１４）主张采用“种差＋类词语”的分析模式对同义名词进行辨析，但这种

分析模式依赖于对词语意义的正确把握。总体看来，传统的同义名词辨析虽然也涉及到词

语搭配方面上的差异，但没有交代应该从哪些方面对名词的搭配组合进行考察，缺乏一种可

操作性的手段。它们更加注重从意义上对同义名词进行区分，但由于不同的词典编写者对

于词义的认识有所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了同一个词条会出现不同的释义结果，所以，又可能

会带来词义鉴别上的麻烦。符淮青（２００６：１１４）对此就曾评论到：“从释义说明的内容很难看

出这些词词义的细微差别，甚至还可能有误解。”
另一方面，单纯的意义辨析虽然对于有一定汉语水平的母语者来说是有效的，但是，如

果将这种意义辨析应用到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之中，效果则不一定特别明显，因为对于二

语学习者来说，词语之间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是难以分辨和把握的。如果从词语的组合搭配

方面入手，通过不断向他们灌输常见的组合搭配形式，使之成为心理词库（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ｘｉｃｏｎ）
的一部分，实际运用时只需要将特定的组合形式从词库中调动出来，这样一种基于分布的辨

析路子对于二语学习者辨析同义名词可能更为快速和有效。
此外，即使是近些年在同义名词辨析中使用比较普遍的义素分析法（又称为“语义特征

分析法”）也不断受到诟病。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就曾对义素分析法产生了质疑（张

敏，１９９８：６０），比如，按照义素分析法，英语ｂａｃｈｅｌｏｒ（单身汉）的意义应该分解为［＋成年］、
［＋男性］、［＋未婚］，但是，承担着抚养孩子义务的离婚男子、未娶正室却已纳妾的旧式中国

男子、任何一个离婚或丧偶男子，操英语者在是否可以将他们称为ｂａｃｈｅｌｏｒ的问题上并不

确定。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语义特征来限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按照这样的分析，需
要有多少语义特征？语言分析真的需要数量如此多的语义特征吗？找出这么多的语义特征

对描写语言真有什么好处吗？”（王洪君，２０１０）此外，王洪君（２０１０）还指出，区别性特征的语

言学价值在于能够反映成分在组合搭配中的活动能力，特征分析绝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不
是为了更琐碎而分析，而是为了以少驭多，为了说明上级单位组合时活动方式的成组性。可

见，义素分析法还是一种基于词义的描写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词语的组合搭配能力；如

果将其应用到同义名词辨析之中，其结果和原来的基于意义的辨析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

是以一些较为简洁的二元对立组呈现其语义差异，其实质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能起到的区

别作用非常有限。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同义名词的辨析，不仅需要关注意义方面的差别，更需要照顾

到用法方面的差异；从语言运用的层面上看，后者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尤其是

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在意义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将学习重心转移到词语的用法、搭配上，从搭

配中发现同义名词之间的差异，进而再去探究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这种方法可能更

有利于二语学习者简单、快速地学习并掌握同义名词，同时也能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一定的

便利。

三　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角色及其扩展描述

物性结构（Ｑｕａｌｉ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教授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等人倡导的生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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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理论（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ＧＬＴ）中 的 核 心 内 容，它 旨 在 回 答 这 样 一 个 语 言 学 问

题：同一个词和不同的词组合会产生哪些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比如，英 语 中“ｇｏｏｄ”与“ｃａｒ／ｍｅａｌ／ｋｎｉｆｅ”等 组 合 形 成“ａｇｏｏｄ　ｃａｒ／ａｇｏｏｄ　ｍｅａｌ／ａｇｏｏｄ
ｋｎｉｆｅ”，若细细体味，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词组中“ｇｏｏｄ”的含义并不相同，分别为“开起来好、
味道好、切东西好”。基于上面这种有趣的语言现象，同时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Ａｒ－
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ｆｏｕ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启发，生成词库

理论设计了一套词项物性结构的描写框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语义知识：
（１）构成角色（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描写一个物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

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重量（ｗｅｉｇｈｔ）、部分与组成成分等；也指物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

组成其他物体；
（２）形式角色（ｆｏｒｍａｌ　ｒｏｌｅ）：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

包括方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大小（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形 状（ｓｈａｐｅ）、维 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 颜 色

（ｃｏｌｏｒ）等；
（３）功用角色（ｔｅｌｉｃ　ｒｏｌｅ）：描写对象的用途（ｐｕｒｐｏｓｅ）和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主要包括

两种，一种是直接功用角色（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ｌｉｃ），人可以与某物发生直接联系，如ｂｅｅｒ的功用

角色是ｄｒｉｎｋ；另一种是间接功用角色（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ｌｉｃ），指某个事物可以用来协助完成某

个活动，如ｋｎｉｆｅ的功用角色是ｃｕｔ；
（４）施成角色（ａｇｅｎ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描写对象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如创造、因果关系等。

可以说，这四种物性角色展示了名词指称的实体所涉及的百科知识，极大地丰富了名词

的语义内涵，较之以往的名词语义描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对于深入刻画名词的语

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名词的基本认识和所关切的内容。上述四种角

色都是名词所涉及的基本角色，有着很强的心理现实性。受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的这套物性角色的

启发，袁毓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通过对大规模真实文本中的名词跟相关动词等的搭配关系和选择

限制进行调查后发现，Ｐｕｓｔｅｊｏｖｓｋｙ的四种物性角色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名词跟动词等的搭配

限制，于是对物性角色框架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扩展描述，将物性角色的总数增加至１０个，除
了上面的四个物性角色外，其余六个分别是：单位、评价、行为、处置、材料、定位⑤。通过这

十种物性角色，我们可以对名词的语义进行更加全面和细致的描绘。
依据袁毓林（２０１４）对于十种物性角色的定义，我们可以通过检索语料库确定每一种物

性角色所包含的对象和成员。一般来说，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是共有的、必须的，其余物性

角色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说，给出任意一个名词词项，我们都可以为它描写刻画相应

的物性角色。这十种角色都是与名词自身密切相关的；换言之，要想对一个名词有全面的认

识和掌握，仅了解名词本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掌握某个名词的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这

个名词的使用环境，即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用它；而究竟该怎么去用，则需要依靠该名词

和其他词的搭配情况。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有条理的、系统的、完备的词汇描写方法可以应

用到同义名词的辨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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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受篇幅限制，本文未给出每一种物性角色的定义，详细内容可以参看袁毓林（２０１４）。



四　关于同义名词描写框架的设想

一个较好的同义词的辨析框架，不仅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快速、准确地掌握同义名词

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能够面向计算机，服务于中文信息处理。为此，我们参考了欧洲多语言

句法－语义词库ＬＥ－ＳＩＭＰＬＥ的描写框架，并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改，使之能够满足汉语同义

名词辨析的需求。

ＳＩＭＰＬＥ是由ＥＣ　ＤＧＸＩＩＩ资助的一个大型的语言工程项目，旨在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来

描写 欧 洲 十 二 种 语 言 的 语 义 词 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ｌｅｘｉｃｏｎ）信 息⑥，所 涉 及 的 内 容 包 括 本 体 类 型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论元结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语义框架（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等。在ＳＩＭ－
ＰＬＥ所创建的模板结构中，共包括１７个不同的条目，内容涵盖了词项的语义信息和句法配

置信息，从而达到对词项较细的颗粒度描写，为下一步建立大规模的欧洲语言资源库和语言

工程应用提供可靠的基础⑦。
将上述面向语言工程的语义描写模型应用到同义词的辨析之中，会拓宽同义词研究的

深度和应用性。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结合袁毓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对于物性角色的扩展描述，
我们对ＳＩＭＰＬＥ模型做出修改，建立了一个适用于描写汉语同义名词的框架体系，从而为

国际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提供服务。经过我们改动后的描写框架如下表所示：
表１　同义名词词条描写框架

词条 需要标注的对象

义项标号 《现代汉语词典》中相应义项的标号；如果仅有一个义项，则无需标号

拼音 标注词条的拼音

感情色彩 标注词条的感情色彩（褒义、积极、中性、消极、贬义）

义域 标注该名词所在的语义场信息；可以参考《同义词词林》的三级分类体系

词典释义 标注《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该词条的定义

述谓结构 描写该名词的降级述谓结构；如果无，则不描写

论元选择限制 描写具有降级述谓结构的名词所携带的论元的相关信息

形式角色
描写名词的分类属性、语 义 类 型 和 本 体 层 级 特 征，可 以 参 考 Ｈｏｗｎｅｔ、ＷｏｒｄＮｅｔ
语义资源以及北大计算语言所《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等标注语义类⑧

构成角色
描写事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组成其他事物；还可以描写根据若干属性
特征对该名词所指称事物的分类

材料角色 标注构成事物的材料信息

单位角色 标注名词所指称事物的计量单位，包括度量词、名量词、动量词、时间量词等

评价角色 标注名词所指事物的主观评价、情感色彩信息（多为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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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这十二种语言分别是加泰罗尼亚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瑞典语。

关于ＳＩＭＰＬＥ的介绍及其所创建的模板结构，可以参看Ｌｅｎｃ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现代汉 语 语 义 词 典》网 址：ｈｔｔｐ：／／ｋｌｃｌ．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０／ｓｅｅｋ／ｃｃｌ＿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ＨｏｗＮｅｔ网 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ｋｅｅｎａｇｅ．ｃｏｍ／ｚｈｉｗａｎｇ／ｃ＿ｚｈｉｗａｎｇ．ｈｔｍｌ；ＷｏｒｄＮｅｔ网址：ｈｔｔｐ：／／ｗｏｒｄｎｅ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



施成角色 标注名词所指事物的来源和形成途径（多为动词）

功用角色 标注名词所指事物的用途（多为动词）

行为角色 标注名词所指事物的行为动作（多为动词）

处置角色 标注施加于名词所指事物的行为动作（多为动词）

定位角色 标注以名词所指事物为坐标确定的方向和位置（多为介词和方位词）

同义词集 标注与该名词同义的常用名词；可以通过查询相关的同义词词典获得⑨

多义性 标注该名词可能存在的若干不同义项；可以参考《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

　　可以看到，上述的描写体系涵盖了与名词关系密切的一些重要的语义信息，这可以服务

于信息抽取、词义消歧、同义词辨析等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不过，与ＳＩＭＰＬＥ建立的描写框

架既关注词条的语义信息、同时也囊括词条相关的句法配置信息不同的是，在上述构建的体

系中，我们只对名词的语义信息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刻画，而不做句法配置上的描写。
如果将来还有更进一步的需要，可以按照袁毓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设计的描写框架，再把相关的

句法配置增添进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句法－语义描写体系。此外，框架中还可以增加另

外一些信息，这由实际需要而定。比如，可以增加与汉语词条相对应的英语翻译，可以增加

词条的词频信息，还可以增加词条自身所携带的隐喻、转喻信息（如描写“北京”时，就可以增

加“常常指代中国政府”这一条额外的转喻义）。
总之，基于上面的同义名词描写框架，我们可以为每一个名词建立一个内容丰富、信息

详实的语义资源库，并利用名词描写框架对相关的同义名词进行比较，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

同义名词在相关语义栏目上的共性和差异。

五　从物性角色观察同义名词的语义差别

利用北大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和我们建立的同义名词描写框架，通过对３０余组同义

名词进行辨析，我们从中抽象出了一些高层的、带有普遍性的语义差别，列举如下。
（１）形式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具有不同的突显意义。比如，事业ｖｓ．产业，都是领域

类名词，它们的意义之间有交叉部分，《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以下简称《现汉》）对“事业”
的释义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对

“产业”的释义 是：“构 成 国 民 经 济 的 行 业 和 部 门”。相 比 较 而 言，“事 业”的 义 域 要 宽 于“产

业”，“产业”的一些物性角色也适用于“事业”；同时，“事业”的语义类是一种社会领域，“产

业”的语义类是一种经济领域，“事业”突出的是社会效益，具有公益性、福利性和非盈利性特

征，而“产业”突出的是经济效益，具有盈利性、经营性和市场竞争性特征，这种差别导致了它

们在物性角色上又存在不少区别。又比如，工厂ｖｓ．厂家，《现汉》对于“工厂”的释义为：“直

接进行工业生产活动的单位，通常包括不同的车间”，对“厂家”的释义为：“指工厂”。可见，
“工厂”和“厂家”的义域范围有交叉，它们在物性角色上有共同之处；同时，“工厂”的语义类

是一种处所，突出自身作为建筑的实体属性，而“厂家”的语义类是一种机构，突出自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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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比如：朱景松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刘 叔 新 主 编《现 代 汉 语 同 义 词 词 典》
（第四版），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１；程 荣 主 编《同 义 词 大 词 典》，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２０１０；梅 家 驹、竺 一 鸣 等 主

编《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６。



组织单位的抽象属性，这导致了它们在物性角色上又存在诸多差别。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公

民ｖｓ．人民ｖｓ．人们、成果ｖｓ．后果、奥秘ｖｓ．秘密等同义名词组。
（２）构成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不同的属性特征。名词的构成角色通常反映事物的

构成和分类，比如，事业ｖｓ．产业，“事业”的构成角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事业）、革命（事

业）、改革开放（事业）”等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和政治性，而“产业”的构成角色“工业

（产业）、农业（产业）、石油（产业）、能源（产业）”等具有鲜明的经济性、生产性和盈利性，不

过，这些词语仍能与“事业”搭配，是因为我们注重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服务性功能。一些本身

无所谓公共性质或生产性质的词语，如“电影、运输、旅游、保健”等，与“事业”搭配时强调非

经济性，与“产业”搭配时注重经济性。以“电影事业／电影产业”为例，北大ＣＣＬ语料库中与

“电影产业”共现的名词一般是“集团、公司、市场、票房收入、资金、资本、营销策略、市场经

济、竞争力、市场体系、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点”等，动词一般是“发行、开放、接轨、投资、商业

化、操纵、融入、进军国际、合作”等，这些与之共现的名词和动词通常都出现于用来描述市场

经济的句子中，具有极强的经济属性，这说明“电影产业”词语本身具有经济意味；而这些名

词和动词无一与“电影事业”共现，说明“电影事业”词语本身具有非经济性。再比如，奥秘

ｖｓ．秘密，“奥秘”的构成角色包括“宇宙（奥秘）、恒星（奥秘）、太阳（奥秘）、自然现象（奥秘）、
发光（奥秘）、生理（奥秘）、微生物（奥秘）、遗传（奥秘）”等，而“秘密”的构成角色包括“经济

（秘密）、军事（秘密）、外交（秘密）、政治（秘密）、商业（秘密）、核（秘密）、国家（秘密）、通信（秘
密）”等，从构成角色可发现：“奥秘”具有描述自然界客观事物的特征，而“秘密”倾向于描述

人为造成的结果。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变故ｖｓ．事故、场合ｖｓ．场所、分界ｖｓ．分野等同义名词。
（３）材料角色的不同反映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在所用材料方面的差异。比如，灰ｖｓ．灰

尘，它们共有的材料角色都可以是“细土”，但“灰”还可以是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它的材料角

色包括“碳、烟、柴、纸、骨”，这些都不是“灰尘”的材料角色。又如，钱ｖｓ．钞票，“钞票”的材料

角色是“纸”，但“钱”的材料角色可以包括“铜、金、银”等合金材料。
（４）单位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在构造、形状等方面的差异。比如，

边疆ｖｓ．边界，“边界”可以受量词“段、条”修饰，是因为“边界”具有线性的特征，但“边疆”具

有面的特征，所以不能受其修饰。再比如，工厂ｖｓ．厂家，“工厂”可以受“座、片、间”修饰，而

“厂家”却不行，这是因为“工厂”具有处所、实体性质，而“厂家”是一个机构。类似的情况包

括公民ｖｓ．人民、顾客ｖｓ．客户、木头ｖｓ．木材、思路ｖｓ．思绪等同义名词组。
（５）评价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的不同感情色彩和性质。王治敏等（２００５）指出：词语

蕴涵的情感色彩对与其共现词语有所限制，与其共现词语往往也要求具有统一的情感色彩。
比如，工厂ｖｓ．厂家，“工厂”的评价角色“锈迹斑斑、简陋、豪华、空荡、拥挤、废弃、花园式”都

不能用来修饰“厂家”，是因为这些形容词都是用来描述物质实体的特征，而不能修饰抽象事

物。又如，人民ｖｓ．人们，“人们”的评价角色“违法、险恶、不安好心、粗鲁、贪婪、不忠诚”等含

有贬义色彩，不能用来描述含褒义色彩的“人民”，否则就会出现感情色彩的不协调。类似的

情况还包括成果ｖｓ．后果、边疆ｖｓ．边境、场合ｖｓ．场所、气候ｖｓ．天气等同义名词组。
（６）施成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的不同来源途径。比如，公民ｖｓ．人

民，“公民”作为一种身份，施成角色可以是“做、作为、身为、当、成为”，但“人民”不表示身份，
因此没有这样的施成角色。又如，工厂ｖｓ．厂家，因为“工厂”是一个物质实体，所以它的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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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包括“建造、投资、兴建、盖”等，而这些角色都不能适用于表机构义的“厂家”。类似的情

况还包括成果ｖｓ．后果、奥秘ｖｓ．秘密、处境ｖｓ．地步、高潮ｖｓ．热潮等同义名词组。
（７）功用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在功能和用途方面的差异。比如，事

业ｖｓ．产业，虽然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求，但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事业”
更加强调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注重社会效益，以公益性为基本属性，以

服务性为基本功能；而“产业”更加侧重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和促进作用，注重经济效益，以

盈利性为基本属性，以拉动经济为基本功能。这种差异导致“事业”和“产业”在功用角色方

面存在一些差异，“产业”的功用角色集中在社会经济方面，在语料中一般与“增加收入、开辟

财源、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等含有经济性意味的词语搭配；而“事业”的功用角

色集中在社会生活方面，在语料中常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等社

会性意味较强的词语搭配。又如，契约ｖｓ．条约，“契约”的功用角色体现为经济领域的“确定

租赁关系、证明出卖或抵押等关系”，而“条约”的功用角色则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文化领域“促
进人权、保护人权、确定合作关系”等。

（８）行为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在发展、变化方面的差异。比如，思

路ｖｓ．思绪，虽然它们的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因为“思绪”强调人思考的头绪，是一种动

态的过程，所以行为角色包括“停留、流动、飞向、集中、越过、驰骋、进入、回荡、纷至沓来、萦

绕、遨游”等，而“思路”强调思考的条理脉络，是一种静态的状态，所以就没有这些行为角色。
又如，言论ｖｓ．舆论，“舆论”因为强调的是一种新闻主体，行为角色包括“谴责、反对、监督、支
持、赞誉、称赞、评论、认为、主张、猜测”等，而“言论”是主体发表的看法和意见，所以就缺乏

这些行为角色。
（９）处置角色的不同反映同义名词所指对象和事物在跟人的关系方面的差异。比如，工

厂ｖｓ．厂家，因为“工厂”是物质实体，处置角色有“毁坏、没收、搬迁、捣毁、摧毁、轰炸、毁坏”
等，这些都不能适用于“厂家”。又如，奥秘ｖｓ．秘密，因为“秘密”的人为性，其处置角色包括

“保守、出售、侵犯、出卖、严守、保护”等，而“奥秘”倾向于描述自然界事物，所以没有这些处

置角色。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场合ｖｓ．场所、气候ｖｓ．天气、食物ｖｓ．食品、药材ｖｓ．药品等同义

名词组。
（１０）定位角色的不同反映人或其他事物跟名词所指对象的不同位置和方向 关 系。比

如，雨ｖｓ．雨水，“雨”的定位角色包括“里、前、后”等，“里”反映“雨”的空间方位特征，这是“雨

水”也具有的，而“前、后”反映“雨”的时间方位特征，这是“雨水”并不具备的。又如，饭ｖｓ．米
饭瑏瑠，“饭”的定位角色包括“里、下（面）、上（面）、前、后”，“里、下（面）、上（面）”反映了“饭”的

空间方位特征，这是“米饭”也具备的，但“前、后”不能与“米饭”搭配，说明“米饭”并不如“饭”
那样具有时间方位特征。

符淮青（２０００）提出：“同义词的同异，包括词位义、应用中的词义变化、用法的不同，都是

在组合中实现的。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观察同义词本身并

不能清晰地洞察它们之间的同异，通过组合分布能够对词项的特征有更深刻的认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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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角色描写框架，我们可以列举同义名词在诸多方面的同和异，从而能更深层次地揭示同

义名词在组合过程中的一些语义特点。

六　从物性角色归纳同义名词的语义特点

上一节主要是以物性角色为窗口，从微观上观察同义名词之间的语义差别，并抽象出若

干条具有普遍性的语义规律，这种观察基本上属于一种横向的视角。本节将继续以物性角

色为窗口，从宏观上纵向归纳同义名词的语义特点，同时反映同义名词在物性角色上的差别

和联系。
（１）域概念的一致性是同义名词与不同词语进行组合搭配的基础。认知语言学认为句

子中相关词语要保持“域的概念单一性”（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ｍａｉｎ），即所有成分都必须

放在一个 域 中 来 理 解，否 则 就 会 发 生 隐 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 转 喻（ｍｅｔｏｎｙｍｙ）现 象。（Ｃｒｏｆｔ，

１９９３）在一个词汇或短语结构的内部，“域概念一致性”原则同样有效，比如，事业ｖｓ．产业，在
构成角色中，“产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与它搭配的通常是在经济领域涉及商品生产的一些词

语；能与“事业”搭配的一些词语虽然也涉及物质生产领域，但“事业”的公共性特征会使它们

原本的经济属性弱化，比如，词语“工业产业”中的“工业”强调其对于社会、企业的经济拉动

作用，但“工业事业”中的“工业”则注重其对于社会的公共服务性功能；在施成角色中，涉及

商品生产行为的“开发”能与“产业”搭配，而很少与“事业”搭配。又如，工厂ｖｓ．厂家，因为

“厂家”处于抽象的机构域中，所以要求与它搭配的物性角色也必须处于该域之中，如果是物

质实体域的词语，就不能与之搭配，比如“＊盖厂家、＊修建厂家、＊锈迹斑斑的厂家、＊空荡的厂

家、＊毁坏厂家、＊没收厂家”等。
（２）同义名词与其组合搭配的不同词语在属性上具有相似性。比如，产业ｖｓ．事业，“产

业”的单位角色“串”，其语义和形状属性能够描述“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特征———呈现地理分

布上的集聚或者传递性影响，而“事业”一般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所以“串”很少与“事业”组
合。又如，边疆ｖｓ．边界，“边界”的特征是线状，所以能被单位角色“段、条”、评价角色“清晰、
漫长”修饰，但“边疆”的特征是面状，修饰它的评价角色通常是“辽阔、广大、广阔、广袤、宽

广”。
（３）同义名词共有物性角色取决于它们高层语义类的一致性，而区别性物性角色取决于

它们低层语义类的差异性。比如，“公民”和“人民”在高层语义类上都指人，但“公民”的低层

语义类是人的身份，而“人民”的低层语义类是复数概念的人群，这决定了它们在单位角色和

施成角色上存在差别。再比如，“财产”和“财富”的高层语义类都指钱财，但“财产”的低层语

义类偏向于物质钱财，而“财富”的低层语义类偏向于精神钱财，这种差别决定了它们在构成

角色和处置角色上有所不同。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顾客ｖｓ．客户、分界ｖｓ．分野、规律ｖｓ．规则、
过程ｖｓ．历程、时机ｖｓ．时刻等同义名词组。

（４）两个同义名词在很多物性角色上都体现出差异，有些物性角色的差异会蕴涵另一些

差异。比如，形式角色的差异会蕴涵其他方面的差异，以“工厂”和“厂家”为例，“工厂”的形

式角色是建筑，而“厂家”的形式角色是机构，这种差异导致了“工厂”的单位角色可以是“座、
片、间”，施成角色可以是“盖、兴建、建造”，评价角色可以是“锈迹斑斑、空荡、简陋”，处置角

色可以是“没收、搬迁、毁坏”，而这些都是“厂家”所不具备的。再如，施成角色的差异会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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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差异，以“药材”和“药品”为例，药材的施成角色包括“生长、盛产、种植”，“药品”
的施成角色包括“制、研制、制成、发明、开发”，这种差别导致它们在单位角色上不同：“药材”
的单位角色可以是“亩”，“药品”的单位角色可以是“盒、个、支”；也可以是处置角色的不同：
“药材”的处置角色可以是“采集、采挖、采用、加工、粉碎”，“药品”的处置角色可以是“试验、
验收”；也可以是评价角色的不同：“药材”的评价角色可以是“野生、天然、上等”，“药品”的评

价角色可以是“合格、过期、假冒伪劣”。
（５）名词的类会影响同义名词的辨析，不同类的名词在物性角色上的差异显著度有所不

同。比如，钱ｖｓ．钞票，“钱”的材料角色可以包括“铜、金、银”等合金材料，“钞票”的材料角色

是“纸”，它们在材料角色上的差异相比于其他物性角色来说可能更为显著。又如，场合ｖｓ．
场所，“场所”侧重于描述空间，它的施成角色包括“设立、建立”，处置角色包括“开放、恢复、
封闭、捣毁、申请、登记、监控”，这些都不适用于“场合”；“场合”侧重于描述情景，它的评价角

色包括“紧急、隆重、正式、死气沉沉、沉闷、喜庆”，这些也同样不适用于“场所”，它们在上述

物性角色的差异更为显著。
总之，物性角色描写体系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同义名词的描写方法，而且还是一种

观察同义名词语义差别和联系的视角。在组合搭配中区分同义名词的原则体现了形式和意

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相较于传统同义词辨析注重意义上的区别，形式分布无疑提供了更为可

靠的依据和手段。

七　物性角色描写体系与传统词义描写方法在同义名词辨析方面的差异及优势

传统的词义描写更多地关注词语本身的意义和内涵，这对于同义名词辨析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词典释义说明的只是词所代表的事物的一部分特征，其他特

征，特别是那些对本族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特征都省略了”。（符淮青，２００６：６４）若要达到对

词语的精细化描写，就需要全方位地对词语的概念结构进行考察。总结现有的几部较有影

响力的同义词词典，我们发现它们对于同义名词组描写的一般架构大致都是：１）标注词项的

词性和共同语义；２）分别描述词项的不同语义并列举几个句子加以展示。比如，对于“场合／
场所”的辨析，朱景松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的描写方式如下：

【同】名词。都表示特定的处所。
【辨】１．“场合”表示说话、办事的全部环境，包括处所、时间、在场的人物等。

（１）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２）她挺机灵，知道要应付这种场合，她还缺乏经验。
“场所”表示特定的处所。

（３）这儿是医院，公共场所。
（４）茶馆又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

２．“场合”多为泛指，甚至侧重指说话、办事的条件。
（５）在很多场合，他都会有上乘的表现。
（６）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去办，没有必要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安排解决。
“场所”表示供人活动的具体场所。

（７）希望大家今后常来，充分利用这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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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他们办公有办公地点，娱乐有娱乐的场所，住家专做住家之用。
这样一种描写方式存在以下几个缺陷：１）对于同义词相同点的概括比较简单，仅仅关注

词性和意义上的共性，缺乏对词语其他方面，尤其是组合能力的关注；２）相异点概括得不够

简练，缺乏清晰性。比如，上面的【辨】中，１和２的内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只需

指出一点即可；３）对于相异点大多从意义方面给予区别，而未能真正触及使用层面的差异，
因此也未能清晰地指明不同词项的具体使用环境有何区别；４）对于词典的查询和使用者来

说，这样的描写方式不直观、不方便使用；５）由于这种描写方式和布局的随意性，缺乏系统和

规划，所以很难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物性角色描写体系旨在扩充词项的具体内涵，深化词项的知识结构，主张构建单个词项

的“本体知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从而为更加细致的语言描写和自然语言处理服务。正如第四节

中同义名词描写框架所展示的，将这样一种较大规模的描写体系应用到同义名词的辨析之

中，会较为清晰、全方位地展示同义词项之间的联系和差别，所涵盖的内容信息要远远超过

一般同义词词典的描写；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条条的语义信息被安排在一个具有层级性的结

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之中，并且明确地展示了词项的全部内容，可以直接并且有选择

性地服务于ＮＬＰ应用。
此外，就同义词词典编纂工作来说，物性角色的描写体系也应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近

些年来，关于二语习得中的词汇语义研究一直得到比较多的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

曾指出：要真正掌握一个词，需要掌握不同方面的词汇知识，这些不同方面的知识共同构成

了一个“词汇知识框架”（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虽然不同学者对于该框架所

应包含的具体内容看法不一，但一致认为应该包括：词的口语形式、词的书写形式、词的语法

行为、词的搭配形式、词的意义等等。这种词汇知识框架为同义词典编纂提供了良 好 的 依

据，但现有的几部同义词词典在某些方面的工作依然还很薄弱，尤其是关键性的词语的搭配

知识，它们无一能够详细而又全面地进行描写；所以，物性角色的描写框架提供了一个强大

的工具，可以利用它来全面地描写词语的组合搭配。另外，通过对北大ＣＣＬ语料库进行检

索，可以得到相对较为完整、可信的词语使用情况。这样一种基于语料库、全面而细致的条

目化描写方式可以为同义名词词典的编纂工作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从而为编出一本高质

量的同义名词词典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八　服务于中文信息处理和国际汉语教学的同义名词辨析的

可视化计算机操作界面的设想

　　哈工大信息检索实验室在《同义词词林》的基础上发表了《哈工大信息检索研究室同义

词词林扩展版》，并开发了一套在线的同义词查询系统，供用户查询与目标词同义的词语。
但这套系统只是罗列出较多的同义词，用户并不能从该系统中获取同义词之间的相关差异，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目前，市面上虽然已经出现了不少纸质本的同义词词典，且收词

数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在线版的同义词查询系统仍然寥寥无几，这可能一方面出于经费的

缺乏，另一方面因为整理同义词的任务量比较繁重。我们认为，针对同义词，应该主动出击、
各个击破，分别找到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不同词类词语的最佳描写方法，从而将其

利用到同义词的辨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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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本文，生成词库理论中的物性角色描写体系就是这样一种能对同义名词进行有

效辨析的方法，同时结合欧洲多语言句法－语义词库ＳＩＭＰＬＥ对于词条的描写，我们建立

了如第四节表１所示的同义名词描写框架，基本上涵盖了名词所有的语义信息，能较为全

面、多视角地对同义名词进行辨析。相对于传统的同义名词辨析方法，这样一种描写体系可

以更加方便地应用到计算机上，从而为设计一个可视化的计算机查询界面奠定基础。具体

来说，这种可视化界面的设计思路可以分为：１）当用户输入待查询词项时，计算机可以检索

出如第四节表１所示的具体词项的描写框架的信息；２）在描写框架中的“同义词集”一栏中，
用户可以点击其中一个同义词，计算机呈现该同义词的描写框架信息；３）在屏幕的侧栏可以

添加标识为两个同义名词比较的标签，用户点击该标签即可获得用名词描写框架展示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的图示化结构；４）设置相应的例句标签供用户点击查询同义名词所出现的真

实文本中的句子。这样一种同义名词辨析的可视化界面会给用户，尤其是汉语学习者提供

很大的便利，相较于传统的同义词词典，这种结构化的设计将词条的语义信息有规则地排列

起来，使查询者不仅能对某一具体词项的句法语义信息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对同义

名词之间的同和异有比较好的掌握；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清晰、简洁、有条理的展示界面无

疑能增加他们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认为：物性角色的描写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名词的窗口，利

用该体系不仅可以对单个名词进行描写，也可以对多个同义名词进行比较；在充分描写的基

础之上，进而将成果移植到计算机上，形成一个交互式的查询系统，可以最终服务于自然语

言处理和国际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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