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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视角与方法：二语搭配研究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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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搭配的界定和对搭配特征的理论探讨，到运用各种实证研究手段考察学习者搭配产出的能力及特

点，再到现今对搭配习得过程的探究，二语搭配研究在问题、视角、方法诸方面皆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今后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一是综合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搭配习得过程进行多角度研究；二是扩充考察对

象、内容及语料类别，对学习者搭配产出进行系统化研究；三是从语义、句法、语用、语域等层面对搭配的界

定及特征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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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英国语言学家 Ｆｉｒｔｈ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正式
提出“搭配”这一术语以来，搭配研究已走过了半

个多世纪的历程。二语习得领域的搭配研究也不

断深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研究史层面

来看，学界在二语搭配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以下三

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搭配的界定和特征；其二，学

习者的搭配知识及使用情况；其三，搭配的习得过

程。本文拟对此逐一进行梳理，辨明其间的历史

演进脉络，探寻其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一、搭配的界定和特征

在二语搭配研究领域，研究者首先要涉及的是

搭配的界定问题。由于研究目的及理论倾向的不

同，搭配的界定常有异议，尽管如此，仍可将其归纳

为两大倾向，即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和短语学方法

的界定。（Ｎｅｓｓｅｌｈａｕｆ，２００５年）［１］

（一）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

这种界定方法可以追溯到Ｆｉｒｔｈ［２］。之后，Ｈａｌｌｉ



ｄａｙ［３］ａｎｄ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４］对此加以发展、深化。
在 Ｆｉｒｔｈ看来，搭配是词与词的结伴使用，词的

意义可以通过搭配来表现，这从他的著名论断“由

词的结伴可知其词”中即可获知。Ｆｉｒｔｈ将搭配看
成是共现的词的序列，序列的长度范围从 ２个词
到１５个词之间。他还试图将搭配分为不同的类
型，如习惯性搭配、更为有限的专业搭配、独特的

搭配及非常规搭配，不过他并未对此做更明确的

界定和区分。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将搭配看成是“在某个特定距离内，通
过可共现概率来计算的词项间的组合关系”。这就

明确地将搭配界定为组合关系，此乃对 Ｆｉｒｔｈ“结伴”
说的进一步阐释，而其所提出的概率计算方法则是

对Ｆｉｒｔｈ理念的具体化。他还以词项指代具有所有
派生形式的词素，并引进了“节点词”“搭配词”及

“跨距”这三个术语，且主张从语料库提取搭配例

证。事实证明，这些术语是搭配操作的基础，也是后

继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将Ｆｉｒｔｈ对搭配的创见应用于其领导的
ＯＳＴＩ工程及ＣＯＢＵＩＬＤ工程之中。他将跨距确定为
＋／－４———即节点词左右两边的四个词之间的距
离，这进一步扩展了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理念。在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的
观念里，搭配是文本中的两个词在跨距内的共现。

他还具体区分了两类搭配，即“显著搭配”和“随意

搭配”。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和其他研究者还就计算共现词为显
著搭配的具体规则做了进一步研究。

（二）基于短语学方法的界定

Ｃｏｗｉｅ曾就此议题展开过梳理和辨析。［５］这一
观念下的搭配研究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早期Ｐａｌｍｅｒ
所做的工作。Ｐａｌｍｅｒ对外语学习中他所认为的搭
配进行了分类罗列，指出搭配学习的重要性及方

法，但并未给搭配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之后，更多

关于词的组合之多样性的理论，来自于前苏联 Ｖｉ
ｎｏｇｒａｄｏｖ和 Ａｍｏｓｏｖａ所做的工作。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将词
的组合分为习语（ｐｈｒａｓ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ｓｉｏｎｓ）、不可分词
组（ｐｈｒａｓ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ｉｅｓ）和 搭 配 （ｐｈｒａｓ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ｓｏｖａ进一步将搭配分成两个子
类：一是 ｐｈｒａｓｅｍｅｓ，粘着词的比喻义项只存在于与
单个搭配词的连用中；二是 ｐｈｒａｓｅｌｏｉｄｓ，粘着词的
比喻义项存在于与几个其他词项的连用中。要

之，以上这些研究者将搭配视为多词组合中的一

种，认为其前提之一是符合句法，与其他词的组合

区分开来的唯一标准是搭配的意义。

这一理论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传入西方，并在
８０、９０年代兴盛起来。在这期间，西方的研究者继
承了前苏联研究者对搭配的界定；而更将意义标准

明确化，并增加了另一标准，即搭配词的可替代性。

如Ｃｏｗｉｅ将多词组合分为复合词和程式语，并把搭
配视为复合词的一种。他对复合词的分类主要基于

两个相互作用的标准，即语义透明性的标准和可替

代性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对自由组合、限制性搭

配、比喻性习语、纯习语这四种类型的组合进行了

区分。

Ｂｅｎｓｏｎ从另一个角度对搭配进行了界定和分
类。他将搭配定义为“固定、可辨认、非成语的反复

共现的短语或框架”。并根据搭配组合词的词类将

搭配分为语法搭配和词汇搭配，前者指包含一个主

导词（名词、形容词、动词）和一个介词或语法结构

（如不定式或从句）；后者一般不包括介词，主要由

名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构成。［６］

（三）搭配的特征

不同的界定标准必然会带来对特征的不同体

认，如：在基于频率方法的界定中，共现的概率性是

搭配的一个特征，而在基于短语学的界定中，句法性

成为搭配的特征之一。但在这当中，搭配的任意性

始终受到较多的关注。

在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看来，搭配具有

任意性。例如，Ｂｅｎｓｏｎ（１９８９年）认为：“搭配不仅
应被定义为反复共现的词的组合，而应将其定义为

任意的反复共现的词的组合。”［７］卫乃兴（２００２年）
也持相似的观点，“词语搭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习惯性或常规性的词语行为方式，……毋庸置疑，因

循性是词语搭配的最重要属性之一。正是这种因循

性，使得搭配显得有点无规律可言，试图以各种途径

界定和探讨词语搭配的语言学家感到头痛。”［８］此

外，还有前文提及的 Ｃｏｗｉｅ也用替代的任意限制作
为搭配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相关讨论和解释，

“任意性”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从跨

语言的视角出发，它指在表达同一概念或言语行为

之时，不同语言间所使用的搭配是有差异的，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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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无法预测或者说是任意的；其二，就语言内部

层面而言，指搭配不遵循句法和语义规则；其三，从

语言加工、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指学习者对搭配的

接触和储存是以预制件语块的方式进行的。

搭配具有任意性这一观点，相当一段时期被广

泛认可，一些学者曾据此提出应把搭配作为一个整

体加以教授。但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语料库分析方法

的兴起，它逐渐受到质疑。一些研究者认为很多搭

配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可以通过词的具体的语义、语

义韵、隐喻特征等来进行分析。Ｌｉｕ（２０１０年）以认知
分析的方法，通过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ＣＯＣＡ）和
搭配词典，考察了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ｏｒｋ，ｔｒｉｐ等名词搭配的
动词，并循此指出“参考资料和教学资料里的大部

分搭配，甚至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任意性的搭配，实际

上都是受语义激发的”［９］。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１年）通过语
料库研究手段，考察了商务英语语域内动词和名词

的搭配行为。［１０］该研究结果显示，搭配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任意现象，这些词项的搭配行为很大一部分

可以通过考察影响这些搭配方式的语言特征和过程

来加以解释。

二、以搭配习得结果为中心的研究

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的
重心转向二语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及其使用情况，尤

其着意于对其间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原因进行分析。

在此过程中，不仅研究视域得以拓展，研究方法也多

有更新。

（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描述

１．基于经典错误分析方法的研究
最早用于调查二语学习者搭配知识及其运用情

况的手段，是传统的语言样本错误分析方法。其具

体的操作程序是仔细查看学习者的作文并收集搭配

方面的所有错误，对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产生错

误的原因。经典的错误分析范例，如 Ｂａｌｈｏｕｑ（１９７６
年）观察了阿拉伯英语学习者的词语使用错误［１１］，

又如Ｌａｆｏｒｅｓｔ（１９８０年）调查了意大利英语学习者的
词语错误［１２］，再如 Ｌｉｕ（１９９９年）分析了中国大学
生的写作范例［１３］。

搭配错误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

对此加以分析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教师可

借此了解学习者在搭配学习中的难点，寻找解决

的方法。但错误分析有其自身的局限（如片面性

和主观性），于是一些研究者转为采用各种搭配诱

导策略。

２．基于诱导策略的研究
这一研究是通过各种诱导策略———翻译、完形

填空、选择判断等———让学习者产出或识别经由

研究者选出的特定搭配，从而探究其搭配知识、搭

配产出的能力及搭配的发展特征，并提出相应的

教学建议。这方面的研究案例，如：Ｂｉｓｋｕｐ（１９９２
年）采用翻译的形式，研究荷兰和德国英语学习者

的搭配产出能力。［１４］ Ｂａｈｎｓ，Ｊ．和 Ｅｌｄａｗ，Ｍ．
（１９９３年）设计翻译、完形填空任务，考察以德语
为母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的动名搭配的产出性知

识。［１５］Ｈａｓｓｅｌｇｒｅｎ（１９９４年）运用较长的翻译样例
考察挪威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搭配产出情况。［１６］黄

强（２００２年）采用搭配能力测试和识别测试研究
学习者的搭配能力与其语言综合能力、搭配黏合

力之间的关系。［１７］

研究中各种诱导策略的使用，能更为有效地

了解学习者的搭配知识、产出能力、使用的策略以

及搭配发展的特征，这弥补了错误分析方法的不

足。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如，测试样本小，

诱导策略设计的信度、效度难以保证，分析带有主

观性，等等。

３．基于语料库分析手段的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分析手段的引进推动了这

一议题的研究。研究者能够运用任意产出的语言、

大量语言样本以及语料的对比分析来考察学习者正

确搭配和错误搭配的特点，并利用本族语者语料库

进行对比，找出学习者中介语与本族语在搭配词、搭

配结构的选择以及典型程度、搭配的语义特征等方

面存在的差异，探讨差异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教

学建议。

ＣｈｉＭａｎ－ｌａｉｅｔａｌ．’ｓ（１９９４年）较早采用这一
方法对学习者的搭配知识及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考

察了ｈａｖｅ，ｍａｋｅ，ｔａｋｅ，ｄｏ，ｇｅｔ等动词在以汉语为一
语的中高级学习者作文语料库中的搭配，重点分析

了这些动词的偏离搭配。［１８］其后，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９８年）
分析了法国高级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及英语本族语语

料库中以 －ｌｙ结尾的副词的搭配用法。［１９］濮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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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也采用相似的对比手段，从中国学习者语
料库（ＣＬＥＣ）与英语语料库（Ｂｒｏｗｎ＆ＬＯＢ）中抽取
ｌｉｓｔｅｎ，ａｄａｐｔ，ｓｅｒｖｅ这三个动词的语法形式和搭配型
式，比较其相似点和不同点。［２０］前文提及的 Ｎｅｓｓｅｌ
ｈａｕｆ（２００５年）用以德语为母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
的自由作文作为语料，从中抽取了２０００多个动名
搭配，不仅描述了学习者的总体使用情况，还分类分

析了各种动名搭配的偏离使用情况，深入探讨了各

种偏离搭配产生的原因，并考察了搭配产出与产出

环境、学习者接触英语的课堂时长及其在本族语国

家所待时间长短这三个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结果的归纳与分疏

上述三种基于不同方法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

的结论：二语学习者在搭配的产出及使用上皆存在

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搭配的产出知识落后于单个词的知识。

Ｂａｈｎｓ，Ｊ．和Ｅｌｄａｗ，Ｍ．（１９９３年）发现，虽然搭配只
占实词的２３．１％，但却占所有错误的４８．２％．

二是搭配使用不均衡。某些搭配，如一些核心

动词或一些增强词被过度使用，而本族语者常用的

搭配则很少使用甚至基本不用。［２１］

三是搭配错误率高。诱导研究已经表明学习者

总是无法写出所要求的搭配，而常会使用近义词项

或给出不合适的一语对等翻译及空白的搭配（Ｂｉｓｋ
ｕｐ，１９９２年）。

现有研究表明，学习者在搭配产出及使用上出

现的问题与若干因素相关：其一，学习者一语的影

响；其二，语内因素的影响；其三，学习者搭配意识的

影响。

三、搭配习得过程的动态研究

目前二语搭配研究大多关注习得的结果，对搭

配习得的动态过程却颇为忽略，至于如何才能更有

效地促进搭配的习得则更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探究

的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主

要通过实验定量研究来考察影响搭配习得过程的因

素，以及运用历时的定性研究验证某种教学方法是

否能促进搭配的习得或探寻学习者搭配习得的历时

发展特征。

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究搭配本身的特点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

响，这包括：搭配中节点词的位置；［２２］二语搭配与母

语搭配融合的程度；搭配的难易程度。［２３］

二是关注搭配的呈现方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

响，它包括：对以例句呈现多个节点词的单个搭配的

习得效果和以例句呈现一个节点词的多个搭配的习

得效果进行比较；对以例句呈现非近义词搭配的习

得效果和以例句呈现近义词搭配的习得效果进行

比较。［２２］

三是对比搭配的教学方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影

响，这包括：对比计算机辅助教学中以归纳方式教学

和以演绎方式教学对搭配习得效果的不同作用；［２４］

对比利用语料库教学和传统教学教授方式对搭配习

得的不同作用。［２３］

四是考察注意的模式对搭配的习得效果的影

响，这包括：考察学习者在隐性注意模式下是否能识

记搭配；［２５］对比阅读目标词、背诵目标词、学习搭配

规律以及学习搭配规律并提供反例这四种模式对搭

配习得效果的影响。［２６］

此外，有研究者对输入增显之于搭配习得的影

响进行了探究。［２７］一些研究还考察了不同任务对搭

配习得效果的影响。［２８］

定量研究之外，目前还有三个历时的定性研究

对搭配的动态习得过程进行了考察。

Ｙ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２００４年）将搭配的学习融
入到英语学习者的写作过程中，经过一个月的实

验之后发现，在写作过程及之后，学习者的搭配意

识确实有了增强，且学习者的写作质量也随着搭

配形符的使用而提高。［２９］Ｌｉ和 Ｓｃｈｍｉｔｔ（２００９年）
采取个案历时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一名在英国诺

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一年学习之后

的搭配习得情况。［３０］Ｙｉｎｇ和 Ｎｅｉｌｌ（２００９年）以２０
名在新加坡学习英语的中国成年学习者为研究对

象，考察ＡＷＡＲＥ搭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他们采
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试图了解学习者对搭配学习

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实践。［３１］

四、结语

现有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二语搭配的理

解，还让我们对二语搭配习得的发展特征及影响

因素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也不可否认，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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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未来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切入：

（一）放宽视野，应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不

同角度加强对搭配习得动态过程的研究。现有对重

形式教学下的搭配学习方式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关

于不同注意模式对搭配习得效果的研究也非常有

限。另外，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定量横断的实验方法，

缺乏历时的动态考察。

（二）对学习者搭配产出进行深入研究，并扩

大考察的对象、内容及语料类别，使研究更为系统

化。当前对二语搭配产出的研究数量颇多，其方

法也日益完善，但未将初级学习者纳入研究视野；

在内容方面，对形名搭配鲜有关注；研究者所运用

的语料多为学习者的书面语料，极少采用口语

语料。

（三）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理论，从语义、句

法、语用、语域诸层面对搭配的界定及特征问题进

行全方位的探讨。除此之外，还应以实证研究的

方法，考察搭配与其他多词组合在应用、习得上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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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为编码方式的语言，在借用与改造时则可以选用

其最具代表性的、重音所在的“Ｍａｇ”这一音节，以汉
字“美”作为声符，以“金”作为义符表示一种金属类

元素，由此构建出了“镁”这个形声字（亦可能将已

有的“镁”字赋予新的意义），使得音法层与文字层

得到了结合，转换成了适合汉语社团使用的记录方

式，从而扩展了借词手段，而且为类似的借词提供了

改造的思路，这是形声字对借词改造所起的重要

作用。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即便是纯粹的音

译词“沙发”“咖啡”等，也会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

色篇》所说的那样，产生“‘灼灼’状桃花之鲜，‘依

依’尽杨柳之貌”那样的听觉与视觉、书写与语音、

字形与意义相结合的浑然感，并最终成为汉语编码

方式的一部分，以此进行更广泛的语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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