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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韩礼德反对索绪尔和乔姆斯

基所作的语言与言语、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二元区分，主张语言系统是语言实例的总体，为语料库研究奠定坚实的理

论基础。本文探讨韩礼德的基本语言观及其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定性与定位、语法系统中的概率与语料库中频率之间的

契合和韩礼德关于应用语料库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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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 and Corpus Linguistics
Zhan Hong-wei Zhu Yong-sheng

(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Corpus linguistics focuses on authentic language facts，investigating the forms，meaning，and functions of language． Halli-
da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pus linguistics，who disagrees with the dichotomies such as the Saus-
surean langue and parole，Chomskyan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erformance，and views language as system，the sum of
instances． Thi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rpus linguistics． Halliday emphasizes the theoretical pursuit of corpus
linguistics by arguing that frequency in text is the instantiation of probability in the grammar． This paper discusses Halliday's view
of language，and his opinions on the status of corpus linguistics，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corpus-based research，and propositions
on applying corpora to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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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韩礼德看来，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研

究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是共生和联合增效的

关系( a symbiotic and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 Hal-
liday 2006: 29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相结

合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系统与语料库———探

究其联系》( System and Corpus: Exploring Connec-
tions) 。这是第 29 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

( 2002 年 7 月在利物浦大学召开) 的论文集，于

2006 年由Equinox公司出版。除引言以及结语外，

该文集共收入论文 12 篇，围绕 3 个主题: 系统功

能语法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关系、语料库语言学中

理论模型的发展和语料库对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

贡献。
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学科理论基础是弗斯

( J． Ｒ． Firth) 的语言学思想，包括弗斯本人的学说

与新弗斯学者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系统功能语言

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韩礼德 ( 2005 /2007) 从系统功能语法

的角度对科技英语语体进行系列研究，提出以语

法隐喻为核心的理论模型，对分析以语料库为基

础的语体差别极具指导意义，十分引人注目 (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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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春 2009: 19 ) 。本文探讨韩礼德的基本语言观

及其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定性与定位、语法系统中

的概率与语料库中的频率之间的契合和韩礼德关

于应用语料库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的构想。

2 语料库和基于语料库的语法研究
现代意义的语料库是计算机技术在语言研究

领域的应用，它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发展。
“语料库指在随机采样的基础上收集有代表性的

真实语言材料的集合，是语言运用的样本”( 杨惠

中 2002: 9) ，是按照一定的采样标准采集而来的、
能够代表一种语言或某语言变体的电子文本集

( 梁茂成等 2010: 3) 。
1964 年，世界上第一个语料库———布朗语料

库在美国诞生，随后多个语料库相继建成，语料库

的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很多学者运用语料库

描述语法，其代表性的成果是 Biber 等 ( 1999 ) 基

于 BNC 语料库主编的《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

法》和 Sinclair( 2005) 基于 COBUILD 语料库( Col-
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 主持编写的《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语

法》。最为经典的是 Quirk 等基于 SEU 语料库编

写的《英 语 语 法 大 全》( 1972 ) 。此 外，Kennedy
( 1998) 也对语法描写作过综述。上述语法研究

语料详实，数据准确，覆盖范围广，具有一定的意

义，至少可作为语法教学的指导和参考。但是，也

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语料库分析不应当为数据

而数据，为统计而统计。语料库的作用不仅仅是

为统计分析提供有限的代表性数据，它还可以提

供真实的语料，便于语言学家从功能和语篇的视角

进行语法研究。( Mair 1991: 80) 所以，基于语料库

的语法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数据描述层面，必

须结合一定的语言理论，提升语法描写的理论高

度。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往对语料库研究

的理论基础和语言观缺乏统一的认识。

3 语言系统和语言实例的统一
语料库所收集的真实语言材料的价值似乎毋

庸置疑，但在乔姆斯基理论的背景下，语料只能作

为语言行为 ( language performance) 的集合，不能

反映真正的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他

认为语料库永远也不会成为语言研究的有用工

具，因为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寻找语言能力而

不是语言行为。语言能力是所有本族语者可以理

解并且说出从来没有听过的句子的能力，是人人

都共有的、内在的语言知识。语言行为只是语言

能力在特定场合下的表现，它是支离破碎的，不能

反映语言能力的实际情况。语言行为受到很多外

部事物的影响，说话人是否饮酒和说话时的环境

等都会对语言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乔姆斯基认

为语料库充其量只是对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
语言行为即言语的一种收集，这些数据无法指导

语言学家获得语言能力的模型( McEnery，Wilson
2001: 5 － 13) 。

韩礼德反对乔姆斯基有关语言能力与语言运

用的二元区分，也批评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 lan-
gue /parole) 的二元区分 ( Halliday 1991: 63 ) 。语

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二元区分在语言体系和语言

实例间打下巨大楔子，使得真实文本研究在语法

描述和语言理论构建中不能起任何作用。语言与

言语的二元区分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使得

人们将语言和言语看成两种不同的现象。韩礼德

认为，语言学只研究一种现象，那就是语言现象，

区别在于语言观察的视角和深度不同，那就是语

言系统( language as system) 和语言实例( language
as instance) 。韩礼德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

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是看待同一现象的两

种不同方式。我们可以把具体语境下的语言实例

看作天气事件，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气候”的大

视角去观察和研究某种语言提供的整个意义系统

和资源。因此，语言系统和语言实例之间是整体

和个别的关系: 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具

体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则是运用系统表达意义的实

例。( Halliday 1992: 61 － 77)

语料库由若干语篇组成。黄国文 ( 2006 ) 认

为语篇由一个以上的话段或句子构成。王振华认

为语篇是一个系统，由“三个要件”和语篇实现的

社会目的组成。他把语篇定义为“文本 /话语生

产者通过文本 /话语( 产品) 及其消费者的互动来

实现社会目的的系统”( 王振华 2008: 71 ) 。根据

韩礼德的理论，语篇与系统是并协与互补的关系，

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如

同实例与系统的关系，语篇是系统的示例，系统是

语篇的潜势( Halliday 2008: 83 ) 。韩礼德( 1992 )

还告诉我们，在语言研究中，语言实例的观察者

( instance-observer) 就像天气记录员，从语篇中得

出每天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及其变化等信息;

语言系统的观察者( system-observer) 类似于气象

学家，根据总体的概率，对特定地区的全部天气情

况进行建模或模拟。韩礼德的“气候和天气”的

比喻非常恰当，给出方法论的启示是: 小处着手，

大处着眼，既要从微观入手，也要着眼宏观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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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理解为语言现象是语言理论的基础，语

言理论建构必须源于对大量真实语料的观察。韩

礼德将语言系统和语言实例视为同一语言现象，

使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严格界定为真实的语

言，有助于型式、规律和意义方面的研究向深度推

进，也有助于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和总体发展。
根据弗斯的思想，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性
格、思想、交际意图、语外物体和行为等组成一个

整体，不可分割。韩礼德继承弗斯的思想，将语言

视为社会符号。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也视语言为社

会现象( Teubert 1999: 4) 。

4 韩礼德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定性与定位
对于语料库语言学是理论还是方法的问题学

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不少人把语料库语言学与

理论语言学作出区分，互为对立。他们认为，语料

库只是工具而已，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韩礼德

的观点非常鲜明，他多次提到语料库语言学的重

要性及其对理论建构的作用 ( Halliday，Matthies-
sen 2004: IFG3 ) 。韩礼德认为，语料库语言学是

一种高度理论化的工作( 至少有这种可能) ，基于

语料库的研究已经开始改变人们对语言中的词汇

及词汇型式的认识，它还影响着人们对语法的认

识，这些影响都是非常有益的 ( Halliday 1993 ) 。
韩礼德认为语料库语言学将数据收集与理论论述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发生质

的变化( Tognini-Bonelli 2001: 1) 。
2002 年，韩礼德出席第 23 届国际英语语料

库语言学年会( ICAME 2002) 。在大会发言中，他

强调口语语料库对语法理论的重要性。这一思想

发源于弗斯，早在 1935 年他就认识到话语研究的

价值。他说，“话语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及语言的运作”( Firth 1957:

32) 。口语语料库含有大量真实的数据: 自然发

生的话语。韩礼德认为，这些无意识的话语活动

最能体现语言的本质，即意义发生的潜势( Halli-
day 2002: 175 ) 。他高度重视口语语料库的定量

研究，籍此可建立大规模的频率型式，描述语言的

特征———用布拉格学派的话说就是“特征学”。
口语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主要资源，对语言的词

汇语法层面进行理论论述，进而对语言系统的整

体进行理论论述。
韩礼德对比多种口语语料库，发现当今的口

语语料库在转写和标注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转

写就是转化，转化就是转换”( 同上: 164 ) 。在口

头语言中，话语的旋律和节奏都是能够表达意义

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口语转写时被丢失。韩礼德

建议，“所有的口语转写应当对韵律特征加以系

统的标注。这些特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

至少在某些语言中，语调和节奏能够系统地表达

意义”( 同上: 163) 。
在韩礼德看来，语料库并不仅仅是语言实例的

仓库，也“是各种表义行为的宝库 ( a treasury of
acts of meaning) ，其探索和研究的视角绚丽多彩，

包括量化的方法”( Halliday 1996) 。

5 纵聚合系统、词汇语法、搭配与类联接
关于语料库研究的语言单位，最基本的是词

语，后来扩展到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语义韵和

短语趋势等。语料库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语言

系统中词汇和语法不可分。这与韩礼德的词汇语

法( lexicogrammar) 观点不谋而合。早在 1961 年，

韩礼德就认为词汇和语法是互相联接交汇的连续

体，具有不同的精密阶。语法学家的梦想是，把所

有的语言形式都转变为语法，这样词汇就是最精

细的语法。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并

协与互补关系之一。( 同上 2008 ) 例如，英语中

表示否定的意义有多种体现形式，可以是语法形

式( not ) 、词 素 ( un-，unhappy ) 、半 语 法 化 形 式

( hardly) 或词汇( refuse) 。
语料库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搭配，也

是源于弗斯提出“由词的结伴可知其词”( Firth
1957) 。语料库中的意义是语境( 上下文) 中的节

点词( Key Word in Context，KWIC) 与其搭配词所

形成的联接模式。据考证，基于文本从统计学视

角研 究 搭 配 始 于 韩 礼 德 ( 1961 ) 。在 韩 礼 德

( 1966) 中，更明确提出 node ( 节点词) 、span ( 跨

距) 、collocate ( 搭配词) 这一组语料库语言学术

语。其后，辛克莱尔( Sinclair) 对韩礼德的搭配观

进行深化研究。语言潜势本质上是一种纵聚合系

统，即一套带有准入条件的选择系统 ( Halliday
1993: 94) 。选择系统的实现是通过词汇语法层，

而介于物质维度和意识维度之间的词汇语法层的

选择潜势系统是一个弹性空间 ( 同上 2002: 359 －
364) 。词汇语法构建现实的动态弹性选择过程:

一是语境决定词汇语法选择的社会性; 二是在特

定语境下词汇语法的选择性。系统功能语法所指

的意义即词汇语法在特定语境下的系统选择，这

与语料库中的节点词本质上是一致的。

6 语法系统的或然性与语料库中的频率
系统功能语法强调聚合性，系统网络中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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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有或然性( probability) 。早在现代语料库诞

生之前，韩礼德既已形成语法系统的或然性思想。
20 世纪 50 年代，韩礼德在弗斯等著名语言

学家的指导下，对我国《元朝秘史》的语言结构进

行定量分析，其目的在于证明语言结构在语篇中

出现的频率正体现出语法系统中的概率问题( 胡

壮麟 2000 ) 。韩 礼 德 在“现 代 汉 语 语 法 范 畴”
(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 一文

中，给主要系统标注概率。中间概率是1/2，较高的

概率是1/2+ ，1－ ，1 ( 表示有可能、较肯定、肯定) ，

相对 应 的 低 概 率 是1/2－ ，0 + ，0。如: 在 汉 语 的

“体”( aspect) 系统中，在带“了”表中性语气的小

句中，“了”不位于句尾的或然率为1/2+。这些概率

的依据是韩礼德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收集的小型汉

语口语语料库。( Halliday 1956: 210)

随着信息技术在语料库研究中的应用和发

展，语料库的规模越来越大，数据检索和处理技术

越来越高明。这些条件为语法系统的或然性研究

提供便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COBUILD 语料

库项目中，韩礼德与他人合作完成其中的部分课

题，对英语的限定性小句的归一性和主要时态做

量化研究( Halliday，James 1993) 。这一研究的出

发点是韩礼德提出的假设: 语法结构的概率分布

有两种情况，有些系统中的选择机会是均等的

( equi systems: 0． 5: 0． 5) ，无所谓标记与非标记性

的结构; 有些系统中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 skew systems: 0． 9: 0． 1 ) ，频率高的是非标记性

的。韩礼德提出假设概率的依据有两个，一是香

农的信息理论 ( Shannon，Weaver 1963 ) ，二是根

据对语言例证的手工统计。例证材料是现代英语

不同语料的语篇中的若干语法系统，各 2000 例。
通过对 COBUILD 语料库中的数据分析，语法系统

的概 率 分 布 假 设 基 本 证 实，其 结 果 如 图1 所 示

( Halliday，James 1993) 。

图1 英语的限定性小句的归一性和主要时态

语料库中的频率还可用于语域研究。韩礼德

认为，语域变化体现为语法概率的变化。对于某

一特定语法系统，我们可以调查它在不同语域中

的使用频率分布( Halliday 1992: 84) 。Halliday 和

Matthiessen ( 1999 ) 通过对菜谱和天气预报的分

析，发现两种语域中最突出的语法系统分别是祈

使语气和将来时态。
韩礼德在语料库研究的思考和实践中还发现

和总结出若干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1 ) 根

据系统功能语法的精密阶，调查各种语法系统在

语料库中的总体频率; ( 2 ) 对于某一特定语法系

统，调查它在不同语域中的使用频率分布; ( 3 ) 同

一系统中的前后两次选择是否有影响; 如果有的

话，概率是多少; ( 4) 调查语篇的复杂化趋势的体

现方式; ( 5) 调查两个同步系统的关联程度( sim-
ultaneous systems) ; ( 6) 条件概率如何影响语言的

历时变化; ( 7) 语法系统中，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

模型，其对所有的概率分布进行概括。( Halliday
1992: 83ff)

其中问题 ( 4 ) 涉及到语篇发生学 ( logogene-
sis) ，与 phylogenesis 和 ontogenesis 相对应，研究语

篇产生的动态过程。韩礼德发现语篇有复杂化的

趋势: 随着语篇的展开和深入，它的复杂程度会增

加( 同上: 85 ) 。测量语篇复杂程度有多种指标，

包括词汇密度、名词链的长度、每个句子中嵌套小

句的数量以及语法隐喻( 朱永生 2006，朱永生 严

世清 2011: 26 － 37) 。韩礼德提出假设: 随着语篇

的展开，语法隐喻也会增加，至少在某些语体中存

在这种现象( Halliday 1992: 87) 。例如:

① how glass cracks
the stress needed to crack glass
as a crack grows． ． ．
glass fracture growth rate( Halliday 1992: 87)

7 结束语
韩礼德从事语料库研究的实践给我们树立良

好的典范。韩礼德在基于语料库与语料库驱动的

语料库语言学两条路径上都有重要影响。他有关

“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的观念更有助于对语

言现象的阐释( 许家金 2012) 。韩礼德主张语言

系统是语言实例的总体，从语言观的层面将语料

库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真实的语言。韩礼德

还旗帜鲜明地指出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性和理论

性，语料库中的频率体现出语法系统中的概率，强

调语料库研究的理论高度，提高语料库语言学的

学科地位。韩礼德尤其重视口语语料库的作用，

4

2017 年 詹宏伟 朱永生 韩礼德与语料库研究 第 4 期



基于语料库的口头话语分析应该成为今后语言研

究的方向，它可以揭示词汇语法层面的理论，乃至

整个语言系统的本质。
韩礼德( 2006) 在后记中提到，语料库的发展

正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语言学家的语料短缺问

题，但由于语料库中呈现的是词和词串，而不是语

法范畴，这对于词汇学家来说是“友好的”，而对

于语法学家而言就极其“不友好”。如果能克服

这些难点，语料库应用于语法研究的前景还是乐

观的。此外，语言系统中的 3 种并协与互补关系:

词汇和语法，口语和笔语、系统与文本，也是今后

值得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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