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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与语言能力

 加拿大语言教育专家Jim Cummins教授将语言能力分为生

活语言能力(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略

为BICS)和学习语言能力(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略为CALP)。

 生活语言能力是指在基本的人际关系中沟通的语言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指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基础对话能力，

也称为基本交流语言能力。

 学习语言能力是指在学校学习各种科目所必需的语言能力，

具体指在进行学科学习时所需要的以读写为主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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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言能力的掌握

 生活语言能力（BICS）2年就能获得，而学习语言

能力(CALP)至少需要5-7年。

 掌握学校教育所需的学习语言能力需要更长的时间。

 生活语言能力，母语者之间（第二语言也？），个人

差别不大。但是学习语言能力，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体现在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发表能力、应用能

力等方面。

 BICS和CALP能力的获得，与词汇的质与量相关性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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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分类新视角

 词类三分法：生活词汇、学习词汇（academic
word）、文化词汇。

 学习词汇可以理解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所必需的

词汇。在英语教育领域，Averil Coxhead关于

Academic Word List（以下简称AWL）的研究广为

人知，但AW的性质、特点如何？

 日本学者指出，日语的学习词汇与汉字词的知识

密切相关（有哪些，如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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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间的同形词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2021）11092词中同形词3700余；

 沈国威（2019）列出7700余条；

 施建军（2019）收录了近12700条；

 中日同形词与韩、越语的关系→东亚同形词

 学习词汇与东亚同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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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作为东亚共通国际词

 东亚：地理的空间，同时也是广域的知识文化共

同体（汉字文化圈），具有共同的古典和价值体

系。

 共通：书面语层面的互通（笔谈的可能性）；现代

以前，日韩越存在着社会性双语制度

（diglossia） ；

 学习：现代教育场景内的知识获得行为；

 国际：东东互译、东西近代概念接榫的词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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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基本形态

 学习词汇的基本形态为二字，现阶段是二字向三

字过渡？二字词原则的具现方式：

 日语：和汉相通（韩语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新概念用二字词译出，为已有的和语配上一个（组）

意义相同的汉字词

 汉语：单双相通

新概念用二字词译出，为已有的一字词配上一个（组）

意义相同的二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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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一字不成词

 二字词的优点：可以表示修饰关系（定中、

状中、动补）；可以采用并列结构（凑音节）

 科学叙事与二字词：科学叙事要求精密，

还需“说得出，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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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特质

一、同形：以《康熙字典》的字形为典范；

二、同音：历史上的可复原性（可类推性）；

三、同义：概念义的外延与内涵的一致性；

四、同译：对于英语，具有相通的译词

14



15

同
形



16



17

1819 1865



同音

汉语 韩语 日语 越语

大学daxue daigaku
教室jiaoshi kyoshitsu
科目kemu kamoku
基础jichu kiso
讲义jiangyi kogi
辞典cidian jiten
文具wenju bungu

18

能听懂吗？



同义

 1878年的日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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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译

No. 英语 译词

1 philosophy
2 government
3 study
4 correct
5 excellent
6 classroom
7 professor
8 literature
9 easy
10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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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研究内容

1、定量，中韩日越分别有多少？

2、定性，作为基本词汇与标准译词的性质

3、溯源，来自哪里？形成史（动机与机制）

4、辨异同，意义·用法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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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量：学习词汇的范围与数量

 学习词汇在中日韩越四语是何种状况？最大公约

数？

 中 日韩越；

 日 中韩越；

 韩 中日越；

 越 中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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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研究：学习词汇与基本词汇

 词汇在近代以后的“基本词汇化”问

题；

 学习词汇在现代东亚四语词汇体系中

的国别“基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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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词汇化

 什么是基本词汇？（三大性质？）

 稳定还是与时俱进？

 基本词汇大规模的更替：日语1890-1910；汉

语1910-1930

 为什么会发生基本词汇化？

 基本词汇的生成机制：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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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多名型

 人们更倾向于用不同的名称称呼相同的、相似的
事物；

妻子
爱人、老婆、媳妇、太太、夫人、内人、内
子、孩子他妈、老伴、贱内、拙荆、糟糠

大
巨大、伟大、宏大、庞大、硕大、偌大、宽
大、广大、高大、魁梧、魁伟、硕大无朋

改

1、改变、变更、更改、改换、换、变；2、
改正、纠正、更正、拨乱反正、改邪归正、
迷途知返、改过自新；3、修改、改进、改善、
改良、改革、涂改、篡改、改造



一物多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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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词汇化的问题

 基本词汇化的动机：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

 一物一名（同类词）：类名的增加及具体化

 一物多名（同义词）：形成新的难易序列

 基本词汇化的实质：

 在同义词群中选一个代表，即Prototype（原型、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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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词汇化个案：优秀与优美

基本词汇化现象与近代以后的同义词群的发达与词汇体

系的近代重构关系密切。田中牧朗曾考察过“优秀”的定型

和同义词群的形成。田中指出：杂志《太阳》（1896创刊）

使用的与“优秀”同义的词语有「優れる、卓越、卓絶、絶

倫、抜群、卓抜、優秀、秀でる」等。通过词频调查发现，

“最初只用「優れる」，不久加入进来。这两个词成为表达

优秀意义的基本词汇，处于中心位置，其他词语处于周边位

置”。

28



田中说汉字词「優秀」和日语固有词「優れ

る」之间形成了某种词义上的分工，并深深地进入

到词汇的基本部分，而意义相同的其他词语未能进

入词汇的基本部分。也就是说，「優れる」原来有

很高的使用频率，但是「優秀」战胜了其他词语，

迅速地获得了与「優れる」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在某一概念范畴里，如果

有复数的成员存在，就一定会发生竞争。在竞争者

获胜的词向该概念范畴的中心移动，败下阵来的词

语则退居周边。「優秀」正是竞争的胜利者。但是，

田中的议论没有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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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未涉及的两个问题

1、「優秀」的历史；

2、「優美」与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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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与“优秀”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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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中“优美”“优秀”的逆转

20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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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语料库中“优美”“优秀”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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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简单·简易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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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溯源

 学习词汇产生的动机

 造出法（来源）

 扩散与共享（环流）

37



学习词汇产生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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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近
代启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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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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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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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环启蒙》的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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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造出法

 旧词新用：意义上的更新和词频上的增加

 汉语的典籍、佛经、宋明的白话小说、善书等；

 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及其汉译西书；

 新造：如何造？中日在造词上是否有不同之处？

 中国本土文献与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书及明治以后的

翻译书及相关著述；

 跨语言接触：1.英华字典，one word对译二字；2.
日语词的固化“扩大、打开、想起”

 基本词汇化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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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扩散与环流

东亚共通学习词汇经过中日共创，后扩散到东亚，具体媒

介（路径）有三：

1. 人员的交往；

2. 英和辞典、术语词典等工具书；

3. 日本的学校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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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大辞典》与颜惠庆

 第一本冠以“辞典”的双

语工具书、具有近代性质

的英华辞典。

 编者颜惠庆（1877-1950），

是著名传教士颜永京之子，

1900年毕业于维吉尼亚大

学，回国后先在圣约翰大

学任教，后出任中华民国

外交部长、代总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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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大辞典》的
语言资源

*明治35年（1902）6

月1日刊行。神田乃

武、横井时敬、高

楠顺次郎、藤冈市

助、有贺长雄、平

山信合编／正文

1136页／縦149mm

*只显示对译词，不

加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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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辨异同研究：学习词汇的歧变

 名词：爱人

 动词：发展、发达

 形容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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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韩外语教研视角看学习词汇

 学习目的与学习词汇的关系；

 中韩比较研究与学习词汇的关系；

 近代词汇形成史：学习词汇的生成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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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的确认

 繁简：漢語-汉语

 异字：案语-按语

 同素逆序：绍介-介绍；惯习-习惯

 历史遗痕：纪念-记念；荣养-营养；植民-

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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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术语与一般词语

 1890年前后大量的术语集、专业辞典刊行，初步解决
了术语的问题；1890年以后“サ変動詞語幹；形容動
詞”遽增。国语辞典反映了这种情况。

 1891年『言海』（大槻文彦）四卷出齐，其后，

 『日本大辞書』（1893，山田美妙）

 『日本新辞書』（1895，三田村熊之介）

 『帝国大辞典』（1896，藤井乙男等）

 『日本新辞林』（1897，林甕臣等）

 『ことばの泉』（1899，落合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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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与现代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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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特点

 传统视角，相同、部分相同、相异；

 新的视角，词汇使用域（register）与搭配

（co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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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词汇的异化

 名词：爱人

 动词：发展、发达

 形容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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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意义及展望

1、学习词汇涵盖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地区，是东亚文化圈得

以形成的话语依托。其研究摆脱国家、语言、专业的羁绊，首次

从东亚整体的视角，用跨学科、跨语言的方法来审视东亚共同学

习词汇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基础作用，在学理研究方向上意义重大。

2、全面梳理学习词汇，确定其数量、考镜其源流，取得清晰明确

的认识，可以对东亚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有更清楚地掌握。

3、对学习词汇溯源的研究成果还可为东亚四国词汇史、近代概念

史、思想史等提供基本素材；“辨异同”的成果可直接用于东亚

四语相互间的外语教学。即重点施教、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对各

自的语文教育也有所启示。

64



小结

 学习词汇与王力先生的“国际词”高度重合。（《汉语史

稿》528页）

 现代汉语新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大大地丰富了
它的词汇、而且使词汇走向完善的境地。我们说
丰富了、是因为产生了大量新词以后、任何复杂
的和高深的思想都可以用汉语来表达；我们说完
善了、是因为词汇国际化、每一个新词都有了国
际上的共同定义、这样就能使它的意义永远明确
严密，而且非常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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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600页，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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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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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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