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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核心词及其类型!

!

赵世举

摘
!

要!所谓核心词"就是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但对其性质$范围$标准等根本问题的

认识"分歧颇大#主要症结在于把核心词绝对化了"忽视了其相对性和多样性#其实"核

心词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从语言基础来看"有单语核心词$多语核心词和全语核心词%

从存在状态看"有语言核心词和语用核心词%从时间维度看"有共时核心词和历时核心词%

从语域看"有通语核心词和方言核心词%从词汇地位看"有轴心核心词和边缘核心词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核心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关键词!核心词%常用词%高频词%基本词汇

在任何语言的词汇系统中"词都不是等价的#不同的词往往在地位$功能$价值等方

面具有差异性#有些词地位高$功能强$用途广$价值大"它们构成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这些词该怎么称呼/ 依据什么标准来确认/ 可谓见仁见智#不

同的人由于视角不同"或依据的标准不同"或采用的筛选方法不同"因而确认的范围及具

体对象也就不同"所叫的名称也各异#已有的关于&基本词汇'$&常用词'$&高频词'$&核

心词'的研究大体与此相关"但它们各有侧重"并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从总体上看"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在理论上还较为模糊"实践上也有困惑"颇有争议#其主要症结在于"对词

汇核心部分的认识有些绝对化和片面性"忽视了其相对性和多样性"因而当不同学者立足

点不同$判断标准不同时"自然就出现了不同看法"得出了不同结论"随之也就难免各执一

端"是己而非他#

其实"上述相关研究并不相互矛盾"只是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标准对不同性质的重

要词汇所做的不同考察而已"各有其旨趣和价值#不过问题在于"有些研究毕竟只是某一

视角下的局部性研究"或对重要词汇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并非对词汇核心部分的全面认

识"因而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和全面的涵盖力#

我们认为"词汇的核心部分是相对的"并没有固定的范围和绝对的对象#在不同的条

件下"词汇的核心部分是不同的"不能一以定之#我们把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常用度

高$分布面广$稳定性强$流通域宽$组合力强的那些词叫做&核心词'#之所以叫核心词"

意在表明它与其他词相比较处于核心地位"是词汇中最重要的部分%自然也表明它的作

用$价值比其他词更大#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核心词'这一概念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

设!它是整个词汇系统或词汇系统中某个局部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于&非核心词'而言的#

这也是我们讨论核心词的前提和基础#

!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

"山东大学+大会上报

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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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确认核心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综合不同的条件来筛选#不过一般来说"无论是哪类核心

词"大体都有如下共性特征!

*

!

+常用度高#即经常被不同的人所使用#

*

#

+分布面广#可在不同语体$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中使用#

*

)

+稳定性强#即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稳定"而非昙花一现#

*

'

+流通域宽#通行于同一语言集团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中#

*

O

+组合力强#能较自由地与其他词语进行较广泛的组合#

以上几点既是核心词的基本特点"也是筛选核心词必须依据的因素和条件#据我们初步考察"核心

词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主要层次和类型!

一$从语言基础来看"有单语核心词$多语核心词和全语核心词

基于不同语言基础的核心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是以一种语言的词汇为对象来考察其核心

词"有的则基于多种语言"甚至跨语族跨语系来提取不同语言的共有核心词"还有的采取各种手段试图

探寻人类所有语言的共有核心词#这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核心词#

*一+单语核心词

即某一种语言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比如汉语核心词#

单语核心词实际上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一种语言的跨时空核心词"也可以指一种语

言某一类型的核心词#例如&汉语核心词'"作为跨时空概念"指汉语词汇系统中历代共有的$并且共同

语和各方言兼具的核心词汇#对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汉语核心词"目前还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汉语

核心词更多的是用来指汉语某一类型的核心词"即从不同角度出发筛选出的核心词#例如(尔雅)的(释

诂)(释言)篇中所收录的词语大多属于上古汉语核心词%当代一些学者所研究的汉语基本词汇中的重要

词汇"也具有核心词的性质"类似的研究成果如郑林曦等所编(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

!"O"

年+"何克抗

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

!"%(

年+等#另如英国语言学家奥格登
#&

世纪
)&

年代研制的(基

础英语词汇表)$韦斯特
!"O)

年编制的(英语通用词表)"属于英语核心词的一类%

!")O

年加拿大学者贝

克编纂的(法语词汇手册)"

!"O'

年法国基础法语研究中心古根内姆等研制的(基础法语)词表%

!"$'

年"

德国学者普菲费尔编制的(基础德语*口语+词表)等#

*二+多语*或跨语+核心词

即多种语言共有的核心词"是不同语言词汇的共核#这类核心词必须通过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

究才能确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界所构拟的亲属语言共有原始词汇大体属此类#例如俄罗斯学者多尔戈

波尔斯基于
!"$'

年筛选出的北欧语言
!O

个核心词%美国学者马提索夫
!"(%

年提出的东南亚语言*藏

缅语+的
#&&

词%我国学者郑张尚芳
!""O

年提出的(原始华澳语三百核心词*征求意见稿+)%黄布凡

!""(

年提出的(藏缅语
)&&

核心词词表)%江荻
#&&&

年提出的(汉藏语言语义词表)*

#&&

词+%美国学者

伊通
!"'&

年编纂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比较频率词表)%新西兰学者从大约
""%

种太平洋诸语

言中提取的
#!&

个最基本词等!

#

*三+全语核心词

即人类所有语言共有的核心词#这是一个假设性存在"因为目前还没有"事实上也难于得到充分性

验证"而且这种意义上的&词'本来就是一种宽泛的界定#但也不乏研究成果"例如美国莫里斯,斯瓦迪

士在
#&

世纪
O&

年代初为推算语言的发展年代"运用统计学等方法"主要依据印欧语言所研制的(二百

词表)*后来修订为(百词表)+大致属此类#它的选词原则是!&1语素项目必须是世界共同的"非文化方

面的"容易辨认的广阔概念"在多数语言中有一个单词可以对应的0"也就是选择一些与不同的生活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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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同的物质文化条件无关$不易受另一语言影响的基本词根语素#'

!该词表经过了汉语和非洲科普

特语等语言的初步检验"后来众多学者利用它来研究各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其普适性不断得到验证"

因而成为国际上被广泛认可和使用的准全语核心词表#此外"美国学者伯林和凯通过对近百种语言的

比较研究"提取的
!!

个共有颜色词"

"也大体具有全语核心词的性质#

二$从存在状态看"有语言核心词和语用核心词

语言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静态符号系统"一种是动态运用#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下"核心词也

是不同的#我们把静态语言系统的核心词叫语言核心词"把动态运用状态下的核心词叫语用核心词#

*一+语言核心词

即语言系统在非使用状态下的核心词#它是静态词汇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它决

定一种语言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语言核心词具有抽象性和稳定性#

所谓抽象性"即语言核心词是对客观对象高度概括的抽象符号"而不与任何特定对象相联系#例如

&人'"并不指任何特定的人"而是对人类共性特征的抽象"指&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

物'

#

#

所谓稳定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共时层面"语言核心词不受语境影响"基本上是固定的"尽管

不同的语用范畴有不同的语用核心词"但各类语用核心词都是以语言核心词为基础和主体的%从历时层

面看"虽然词汇系统也会演化"但其演化是渐进的"在一定时期内"其核心词也总是相对稳定的"即使稍

有变化"其主体部分还是稳定不变的#也正是由于语言核心词的稳定"才保证了语言的传承$发展和语

言交际的顺利进行#

对词汇核心部分进行的泛时空研究涉及的大都是语言核心词#例如英国学者斯达伯司研究的核心

词"大体上就是语言核心词#他提出了判断核心词的十二条标准$

!

*

!

+在含义上是中性的#具有纯概念的$逻辑的$认识的和陈述性的意义"不具有观点$感情或判断

上的含义#

*

#

+不带文化色彩"不受文化的约束#

*

)

+在使用上也是中性的"不暗示或隐含上下文的内容#

*

'

+在会话的场合方面也是中性的"它们不受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的限制#

*

O

+在总结性的表达中人们往往优先选用核心词#

*

$

+一般更具类别性"它常常在一些构成上下位关系的词群中充当其中的上位词#

*

(

+相对于其他词语"核心词是更一般化的词"所以核心词常常可以用来替代非核心词"而反过来则

不行#

*

%

+核心词可以用来定义非核心词"反之则不大可能#

*

"

+在语义类型或功能相同的一组词中"核心词一般有较强的组合能力"非核心词相对而言其搭配

要受到更多语义和句法上的限制#

*

!&

+由于核心词更具一般性"所以它们在扩展方面的特点必然是!生成新义的能力更强#

*

!!

+核心词能构成更多的复合词#

*

!#

+核心词并不是简单无序的堆积"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例如"核心词通常有明确的反义词

与其对应"非核心词则不太容易联想出与之对应的反义词#

以上这些大体上反映了语言核心词的一般特征#

*二+语用核心词

即语言在运用状态下*亦即言语中+的核心词"也可叫言语核心词#语用核心词是动态的"因使用领

,

O$

,

!

"

#

$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页#

这
!!

个颜色词及其层级是!黑$白%红%绿$黄%蓝%棕*褐+%紫$粉红$橙$灰#

(现代汉语词典)*第
$

版+"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页#

翟颖华!(核心词研究述评)"载(长江学术)

#&!#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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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语体$运用目的等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同一种语言的口语核心词和书面语核心词往往就有不同#

有学者对英语的情况进行过较具体的研究"并在(朗曼当代英语词典)*第三版"

!""O

+的相应词条中做了

标示#

语用核心词又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可再分为一般交际核心词和特定语用核心词#

!F

一般交际核心词

一般交际核心词"指人们日常基本交际使用最频繁$用途最广泛的重要词汇#这类核心词较为稳

定"是词汇最基础的部分"大体上与语言核心词的主要部分相交集#例如前面提到的奥格登的(基础英

语词汇表)"就被认为是&通向通用英语的基础'%

!"O)

年韦斯特的(英语通用词表)"也同样强调其&通

用'性质"据称"掌握了这些词"就可以读懂
%&f

的文献#一般频率词典$常用词词典$通用词词典所收

录的主要词汇都是一般交际核心词#

#F

特定语用核心词

特定语用核心词"指基于不同领域$针对不同对象$服务不同目标所使用的核心词#这类核心词类

型繁多"千差万别"这里略举数端#

*

!

+语言教学核心词

即出于语言教学的需要筛选的核心词#我国古代精选汉字编纂的识字课本"如上古时期的(史籀

篇)及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等"就类似于这种性质#国外最初的核心词研究"也主要是出于教学的

需要"如德国凯丁编纂的(德语频率词典)*

!%"%

年+"美国桑代克编纂的(教师两万词词书)*

!"#!

年+等#

语言教学核心词"因服务于不同教学对象"有母语教学核心词和非母语教学核心词的区别#这两者

有明显的不同"因为母语教学对象"都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教学大都在母语环境中进行"而且兼有全面的

语文教育乃至人文教育的任务%而非母语教学的对象"一般缺乏语言基础"大多在非目标语环境中进行"

一般也未必要求兼具全面的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任务"而且通常要借助学习者的第一语言来辅助教

学"难免会有第一语言的干扰和跨文化的障碍"因此"在核心词的筛选上往往就会有差异#

母语教学核心词!一般以学习者第一语言的语言核心词为基础进行筛选"它既是一种语言最重要$

最基础的词汇"也是学习者应该掌握的最基本词汇"是进一步学习和运用的基础#例如郑林曦等所编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就是运用统计方法筛选出的普通话核心词汇"所选词语都是&日常生活和文化学

习上最常用的"这三千多个词在一般读物中常用率约在
(&f

以上--可以供学习普通话和学习文化以

及编辑教材等方面参考'

!

"国家语委
#&&%

年发布的(语文新课标教材
)&&&

基本词语表)等#

非母语教学核心词!就是供第二语言4外语教学使用的最重要词汇#这类核心词的筛选除了考虑具

体词汇在词汇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之外"也要考虑跨文化交际因素"因而跟母语教学核心词往往有差异#

不过"其主要部分是相同的#

国内外关于非母语教学核心词的研究较多"已有不少成果#我国的相关研究始于
#&

世纪五六十年

代"并且先后研制了不少供教学或水平检测使用的词表#尽管筛选标准不尽一致"做法不同"名称也各

异"但多数词表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核心词的基本面貌的#例如
!"$'

年原北京语言学院的(外国学生

用四千词表)%

!"%%

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词汇等级大纲)%

!""#

年国家汉办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

年杨寄周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

纲,词汇大纲)%

#&!&

年国家汉办又推出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翟颖华
#&!#

年

推出的(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汉语核心词表)

"等#非母语教学核心词具体选取多少为宜/ 多数人

主张在
!&&&JO&&&

词之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供学习者使用的核心词'"为八种语言各

选取了
O&&&

个左右的词#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学习节目确定的核心词为
!O&&

个#

语言教学核心词"因服务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又有基础教学核心词和主题教学核心词的不同#

,

$$

,

!

"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内容说明)"文字改革出版社
!"O"

年#

翟颖华!(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汉语核心词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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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学核心词!是为满足最基本教学目标和日常最基本运用而筛选的重要词汇#这些词汇其实

就是一般交际核心词汇#例如
!"%%

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组织研制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

纲,词汇等级大纲)中的甲级词表"有学者对国内
!#

套对外汉语教材用词情况进行抽取编制的(前

!O&&

条高频词语表)

!

"普菲费尔编制的(基础德语*口语+词表)#有学者提出的&最低词汇量'"更应属

于基础教学核心词#例如北京语言大学编制的(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词汇表,初等阶

段词汇*最常用+)为
($'

个词"史有为等主张最低词汇量以
O&&J$&&

之间为宜"

#国家汉办(汉语国际

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设定的普及化等级词汇中的&最低入门等级词汇'

O&O

个"这些都属于基

础教学核心词"适用于语言的起步教学#

主题教学核心词!是针对特定学习目的或服务特定教学对象的需要而筛选的核心词#这类核心词

主题集中"关联性强"明显体现出语言交际的实用性$学科专业的一致性和教学对象的针对性#如上海

师大研制的(旅游汉语词汇大纲)"根据&旅游图式'选取汉语旅游核心词汇
'$('

条%国家汉办和北京大

学联合制定的(商务汉语考试大纲)中的(商务汉语常用词语表)"针对商务目的收词
#'O(

个#另如埃伊

诺阿,拉腊尼亚加,多明盖斯等编(商务西班牙语词汇)"服务于特定教学对象的(剑桥少儿英语词汇

表)等#

*

#

+辞书释义核心词

词汇是巨量的$开放的"但人们都希图运用有限的词语来解释无限的词汇"这就形成了释义核心词#

也就是
=36?.

9

所说的&能定义词典中所有其他词汇的一套语义原语'

#

#释义核心词也是&元语言'研究

的内容之一"苏新春*

#&&)

+称之为&释义元语言'#

06.+KC6@S3

论述说!

!

+任何语言的词典中都存在不可

定义的词"它们的数量较少"自成系统"它们的作用是用来定义其它的词语#

#

+不可定义的词是可列举

的"语言中的其它词可以用它们来定义#

)

+不可定义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虽然各有所不同"但却是相互

对应的"在语义上是等价的#因此"不可定义的词在各种语言中可视为&普遍词汇'

$

#释义核心词最突

出的特点是通用性$简明性和有限性#

对于辞书释义核心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有不少成果#例如韦斯特等所编(英语教学

词典)*第
'

版+选用了
!'"&

个词"用以解释
#'&&&

个词项%(朗曼当代英语词典)选用了
#&&&

个词"用以

解释
O$&&&

个词项"连用例用词也在其中#我国在辞书释义核心词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

年张津$黄昌宁筛选出&定义原语'

)%O(

条%

%李葆嘉提出了&释义元语言系统'概念(

%苏新春提取出释

义元语言
'&&&

条)

#安华林提取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元语言近
)&&&

个&词元'

*

#

*

)

+专科核心词

指一定专业领域词汇中的最重要词汇#它反映一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和相关的重要事物及现象"

主要为一定的学科专业$行业领域服务#前面提到的(旅游英语词汇
#&&&

)$(剑桥商务英语核心词汇)

等收录的词汇"也可看做专科核心词#另如原苏联学者别列斯涅夫等编纂的(德语畜牧学频率词典)*收

词
#&O&

个+"阿列克谢耶夫和图里金娜合编的(英俄频率词典
J

最低限量的新闻词汇)

+等#

*

'

+专库核心词

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筛选的封闭性专用核心词#这类核心词针对性强$功能明确#手机$翻译器$

学习机等电子终端产品的内置词*字+库即属此类#例如网易公司推出的有道手机词典内置的本地词

库"提供了常用中英文词汇"可满足离线查词的基本需要#

,

($

,

!

"

#

$

%

(

)

*

+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下编"商务印书馆
#&&(

年"第
#&O

页#

史有为!(对外汉语教学最低量基础词汇试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

#&&%

年第
!

期#

张津$黄昌宁!(从单语词典中获取定义原语的一种方法)"载(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年第
)

期#

张津$黄昌宁!(从单语词典中获取定义原语方法的研究及现代汉语定义原语的获取)*项目研究报告+"

!""$

年#

苏新春!(元语言研究的三种理解及释义型元语言研究评述)"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李葆嘉!(语义语法学理论和元语言系统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
"

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O

年#

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

冯志伟!(频率词典)"载中国百科网,百科词条,教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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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时间维度看"有共时核心词和历时核心词

词汇犹如生物的细胞"总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因此"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并非一成不变"

在时间维度上总会有不同的面貌"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性%不言而喻"核心词也会发生变化#大而言之"有

共时核心词和历时核心词之分#

*一+共时核心词

即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核心词#例如汉语核心词"简单来说"有古代汉语核心词和

现代汉语核心词之分%稍稍细分一下"有上古汉语核心词$中古汉语核心词$近代汉语核心词和现代汉语

核心词之分#还可以依据一定的条件做更细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例如苏培成在研究汉语基本词汇时把

现代汉语分为四个阶段!

!"!"J!"'"

%

!"O&J!"$O

%

!"$$J!"($

%

!"((J

现在!

#各个历时阶段的核心词

系统及其成员不尽相同#以具体的词为例"&王'$&曰'无疑是上古汉语核心词"但不是现代汉语核心词%

&计算机'$&电'无疑是现代汉语核心词"但不是上古汉语核心词#

前面所提到的国内外关于各种核心词的研究成果大多属于共时核心词"主要是现当代语言核心词#

汉语学界对于历史上的共时核心词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例如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对上古汉语核

心词有较多较系统的研究"吴宝安(西汉核心词研究)提取西汉核心词
%$$

个#

*二+历时核心词

即一种语言跨时代的核心词#这类核心词是词汇系统中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也是一般所谓基本

词汇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部分"一般变化不大#也可以叫做根核心词#正是由于历时核心词的存在"保

证了语言系统的稳定$传承和发展#

符淮青曾指出!&基本词汇是从古代到现代"在实际运用中必不可少的词"它们表达的是对于人们交

际最不能缺少的概念#'他列举了基本词汇的八种类型"

#其中使用频度高$分布面广$通行域宽$组合

能力强$且古今通用的词当为历时核心词#此外"古今通用的重要虚词也是历时核心词的组成部分#

要确认一种语言的历时核心词"首先必须对该语言各个历史时期的共时核心词进行系统研究"然后

抽取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共时核心词的交集部分"即为该语言的历时核心词#比如要确认汉语历时核心

词"就必须以先秦至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共时核心词为基础"从中抽取共有的部分#不过"历时核心词

也有相对性#还是以汉语为例!既有从先秦至当代的全程绝对历时核心词"也有某一时段内的相对历时

核心词"例如先秦至隋唐时期的历时核心词#一般而言"选取的时段越长"得到的历时核心词的数量就

越少#

四$从语域看"有通语核心词和方言核心词

由于地域和社会阶层行业的差异"语言往往都会形成通语和方言的差异#我国先秦时期就有&雅

言'和&齐语'$&楚语'等方俗之语的不同"汉代扬雄的(方言)就是上古汉语&通语'与&别国方言'的记录#

可以断言"通语核心词和方言核心词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性#

*一+通语核心词

就是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全体成员中通用的重要词汇#它是一种语言最重要的内核"为四方之民$各

色人等所常用#先秦所谓&雅言'中的重要词汇$(尔雅)所收录的主要词汇大体都是上古汉语的通语核

心词#扬雄(方言)中的训释词和无地域限定的&通语'$&凡语'大多属于那时的通语核心词#例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卷一+

娥$

女嬴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女嬴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

间谓之萒"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谓之姝"或曰礸#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

,

%$

,

!

"

苏培成!(关于基本词汇的一些思考)"载(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
!""O

年#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第
!O(

页#



赵世举!试论核心词及其类型

也#*(方言)卷一+

上例中训释词&知'$&好'都是通语核心词"其中&好'还被明确交代为&通语'#

现代汉语普通话核心词是现代汉语通语核心词"为操现代汉语的人所通用#郑林曦等所编(普通话

三千常用词表)"翟颖华研制的(现代汉语通用核心词表)*收词
)&&&

个+大体属于现代汉语通语核心词#

奥格登的
%O&

词应属于英语通语核心词#

通语核心词也是个相对概念"既有严格意义的通行于整个语言集团的全域通语核心词"也有一个语

言集团内部只通行于若干方言区的区域通语核心词#这类核心词也古已有之"例如!

悼$?$悴$

!

"伤也#5伤6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汝谓之?"秦谓之悼"宋谓之

悴"楚颍之间谓之
!

#*(方言)卷一+

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

宋鲁语也#往"凡语也#*(方言)卷一+

其中的&伤'$&

#

'$&逝'$&适'为区域通语核心词"&徂'为方言核心词"&往'为全域通语核心词#

*二+方言核心词

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方言核心词!一是地域方言核心词"二是社会方言核心词#

地域方言核心词是指在同一个语言集团中通行于不同地域的核心词#例如汉语的北方方言核心

词$吴方言核心词$粤方言核心词等#刘俐李等编著的(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是目前见到的

关于方言核心词研究的最系统的成果#

社会方言核心词是指在同一个语言集团中通行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核心词#因职业$阶层$年龄$性

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都会形成自己的社会方言"因而在核心词

的构成上都可能有差异#

因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因此"无论是地域方言核心词"还是社会方言核心词"都由通语核心词和方

言个性核心词组成#方言核心词是通语核心词的基础"通语核心词是方言核心词的内核#

五$从词汇地位看"有轴心核心词和边缘核心词

语言的核心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并列集合"而是一个有规律分布的连续统#

!"!$

年法国速记专家

艾思杜发现"在一定量的文本中"词出现的频次与频序之积为一个常数"可表示为
4

+

,

+P]

*其中
4

表

示频次"

+

表示频序"

]

为常数+#后来经过美国物理学家贡东的进一步研究*

!"#%

+和美国语言学家齐

普夫的验证*

!")O

+"形成了著名的齐普夫定律"认定
]

*有学者记作
E

+是一个参数!

&

'

]

'

&F!

!

#这说

明核心词的地位并不是均等的"但又是有序分布的#

核心词在实际语料中的覆盖状况也表明它是一个连续统#(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显示"

!(O

个高频

词可以覆盖语料的
'"f

"

!#)&

个词可以覆盖
($f

"

)&&&

词可覆盖
%$f

"

O&&&

个词可覆盖
"!f

"

%&&&

个

词可覆盖
"Of

"

#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对
OFO$

亿词次*纯词语"不含标点$符号$纯西文$

纯阿拉伯数字$数字与西文混合式$网址+的语料统计显示"总共使用的词种达
##$!#(#

个"各词种的覆

盖率也明显不同"这里可把覆盖率在
%&f

以下的情况列表如表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少量的核心词具有很高的覆盖率"而且也呈不均等分布#

根据核心词在其连续统中的地位"可分为轴心核心词和边缘核心词两类#所谓轴心核心词"即处于

核心词连续统内中心部位的那些词"它们最具典型性"是词汇最重要的部分%所谓边缘核心词"是核心词

连续统内渐离中心$逐步临近非核心词汇的部分#就目前的情况看"从词汇地位角度研究轴心核心词和

边缘核心词的还极少#

,

"$

,

!

"

#

冯志伟!(齐普夫定律的来龙去脉)"载(情报科学)

!"%)

年第
#

期#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年"第
#(

页#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商务印书馆
#&&"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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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词种覆盖率简表

词种数 占总词种比例 覆盖率

O &F&& !&

)' &F&& #&

!&% &F&& )&

#(% &F&! '&

O"O &F&) O&

!!O" &F&O $&

##)& &F!& (&

'$'& &F#! %&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有如下主要看法!

*

!

+核心词具有相对性和多样性#有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核心词#

*

#

+不同类型的核心词"其确认标准不同"范围$数量及具体成员也不尽相同#

*

)

+核心词是连续统"其内部是有层级的#

*

'

+不同类型的核心词"其功能是不同的#

*

O

+不同类型的核心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需要"确立相应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提取核心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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