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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词典标注词类是科学性原则的需要,也是实用性原则的需要。 但由于汉语词类的复杂性,不同词

典对同一词的词类标注存在差异,兼类词的标注差异尤为突出。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和《现代汉语规

范词典》(第 3 版)中标注的兼类词为研究对象,对两部词典中的兼类词标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义项多少、义项分合、词的同一性等是导致两部词典兼类词标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判断兼类词的

词类时既要注意将句法语义相结合,又要注意参考兼类词在语言中的实际运用,词类标注与释义、配例也应该

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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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典标注词类,既可以充分发挥词典的工具

性,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词语的用法,又能够保证

词典的科学性,词语分条立目、释义、配例等都离

不开词类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1](以
下简称《现汉》) 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第 3
版) [2](以下简称《规范》)是国内较为权威的两部

汉语语文词典,但由于“现代汉语中,区分词与非

词,划分词类,是很繁难的工作,很多情况下难以

做到‘一刀切’” [1]10,两部词典在词类标注,尤其

是兼类词的标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郭宝清较早

关注两部词典的词类标注差异,对两部词典 M、P
两个音序的词类标注情况进行考察,归纳了分歧

类型[3];林玉山穷尽性考察了两部词典词类标注

的分歧情况,并对“同一词的同一义项两部词典

标注的词类完全不同”的词应属的兼类提出自己

的看法[4];汪锦绣对两部词典中的形名兼类词的

标注情况分歧进行了对比分析,对词典兼类词标

注提出建议[5]。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专门以两部词典兼类标

注有分歧的词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较少,且更多是

对某一类兼类词进行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 鉴

于此,本文以两部词典中词类标注有差异的双音

节动名、动形、名形兼类词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

地考察它们相互兼类的分布情况,归纳差异类型,
分析差异原因,并提出对词典兼类词标注的建议,
以期为词典中的兼类词标注提供参考。

　 　 一、《现汉》与《规范》兼类词标注的差
异的类型

　 　 关于兼类词的判定标准,学界基本已经达成
共识,在此不再赘述。 但由于并不是词典中标注

两种或两种以上词性的词都是兼类,所以在确定

兼类词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需要儿化后才具有另一种词性的,不看

作兼类词。 如:
　 　 【有劲】 ❶( ~儿)有力气:这人真 ~ ,
能挑起二百斤重的担子。 ❷ 形 指兴致

浓;有趣:几杯酒下肚,大家聊得更 ~ 了 |
今天的球赛真精彩,越看越 ~ 。 (《现

汉》)
　 　 二是《规范》中没有分条列出、而是在不同义

项之间用“○”隔开的同音同形词,不在考察的范

围内。 如:
　 　 【包金】❶ 动 在银、铜等金属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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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外面包上金质薄片,使外观上像纯

金制品 ▷ ~ 佛像 | ~ 后的镯子更漂亮。

○❷ 名 包银。

　 　 这里的“包金”尽管没有分条列出,但却是同

音同形词,所以不能看作是动名兼类词。
　 　 通过对两部词典中兼类词标注情况的穷尽性

考察,发现标注一致的兼类词共 1555 个,标注不

一致的名、动、形兼类词 773 个,其中动名兼类标

注不一致的 410 个,动形兼类标注不一致的 191
个,名形兼类标注不一致的 172 个,具体差异类型

见表 1。

表 1　 《现汉》与《规范》兼类词标注的差异类型

兼类类型 两典词类标注情况 数量 例词

动名兼类

《现汉》动名兼类,《规范》单动 77 谈吐、当差、扎染、烙花

《现汉》动名兼类,《规范》单名 31 戏言、密告、伪作、卧底

《规范》动名兼类,《现汉》单动 197 申请、批复、判决、伴奏

《规范》动名兼类,《现汉》单名 105 根雕、巡捕、盈利、冻伤

动形兼类

《现汉》动形兼类,《规范》单动 61 为难、搞笑、执行、高涨

《现汉》动形兼类,《规范》单形 40 卷曲、迷乱、昌明、坚强

《规范》动形兼类,《现汉》单动 43 接近、节省、固定、足够

《规范》动形兼类,《现汉》单形 47 荣华、头疼、眼红、愉悦

名形兼类

《现汉》名形兼类,《规范》单名 71 八卦、海量、铁血、痛痒

《现汉》名形兼类,《规范》单形 27 芬芳、蛮荒、靛青、景气

《规范》名形兼类,《现汉》单名 28 奥妙、显达、强梁、余裕

《规范》名形兼类,《现汉》单形 46 传奇、好心、家常、苦难

　 　 二、《现汉》与《规范》兼类词标注差异
的原因

　 　 (一)义项数量多少不同造成的标注差异

　 　 两典收录义项的多少不同是造成兼类词标注

差异的最主要原因,约占总数的 57. 83% 。
　 　 1. 收词原则不同导致义项数量不同,进而造

成标注差异

　 　 《现汉》在“一般语汇之外,也收了一些常见

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

语、旧意义,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以及

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 [1]6;《规范》 “原则上不收

未稳定进入普通语文生活的专业词、方言词和现

代汉语中已不使用的文言词” [2]22。 两典收录方

言、文言义项的原则不尽相同,若方言、文言义项

与普通话常用义项构成兼类词,则会导致两典兼

类词标注结果不一致。 如:

　 　 【巴结】❶ 动 趋炎附势,奉承讨好。

❷ <方> 形 努力;勤奋。 (《现汉》)

　 　 【巴结】❶ 动 趋炎附势,奉承讨好。

(《规范》)
　 　 2. 某一义项一部词典收录,另一部词典未收

录造成标注差异

　 　 (1)动形兼类

　 　 这类动形兼类的标注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

收录由形容词义引申出的“使动义”。 例如:

　 　 【昌明】❶ 形 (政治、文化)兴盛发

达:科学 ~ 。 ❷ 动 使昌明: ~ 文化 | ~ 大

义。 (《现汉》)

　 　 【昌明】❶ 形 (政治、文化)兴盛开

明 ▷政治 ~ |文化 ~ 。 (《规范》)
　 　 “昌明”本义为形容词,引申出动词性的使动

义,可以带宾语,从该词在语料中的分布情况看,
其动词性用法的分布概率较高,应该处理为动形

兼类。 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弯曲” “坚强” “强
健”“舒缓”“松弛”“愉悦”等。
　 　 (2)形名兼类

　 　 这类形名兼类的标注差异主要表现为,是否

收录从形容词义引申出的名词义,引申出的名词

义多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实体”。

　 　 【疑难】❶ 形 属性词。 有疑问而难

于判 断 或 处 理 的: ~ 案 件 | ~ 杂 症。
(《现汉》)

　 　 【疑难】❶ 形 疑惑难解的 ▷ ~ 案

件。 ❷ 名 疑惑难解的问题 ▷破解 ~ 。

(《规范》)
　 　 (1)(2)两类的本义多为形容词,动词、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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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最初只是临时活用,随着使用频率的不断上

升逐渐固定下来。 词典在是否收录其引申义上标

准不一,一部词典内部也没有贯彻统一的标准,有
时仅收录形容词本义,有时将其引申出的动词或

名词义项一并收录,进而导致兼类词标注的分歧。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以借助语料库统计词典未收

录义项在语料中的分布概率,若分布概率较高,则
应单独分立义项并标注词类。
　 　 (3)动名兼类

　 　 两典动名兼类的标注差异主要集中在表“动
作、活动、现象、变化”等语义类,尤以活动类占比

最高,活动类兼类词包括心理活动(如“感悟”“想
象”“希冀”)和社会活动两类,社会活动中,言说

类(如“申请” “回答”)和写作类(如“股评” “校
注”)分歧较大。
　 　 (二)义项分合造成的标注差异

　 　 词典义项的分合情况也会导致兼类词词类标

注的差异,约占总数的 25． 30% ,主要有以下两种

情况。
　 　 一是虽然有些词已经产生新的语法功能,但
其意义未发生明显变化,《现汉》通常不分立新的

义项,《规范》则分立新义项并按照语法功能标注

词性。 如“节省”“节约”,本义是动词,能带宾语,
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且两种语法功能不能同时实

现,但意义上没有较大差别。 《现汉》因“受程度

副词修饰后,意义变化不明显,难以分立出新的形

容词词性的义项” [6] 而标为动词,《规范》则因其

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而标为动形兼类。
　 　 二是词典释义过于概括,有时将词的本义和

引申义合为一个义项,没有根据各自的语法功能

分别标注词性。 例如:

　 　 【锦绣】❶ 名 精美鲜艳的丝织品。

❷ 形 属性词。 美丽的或美好的。 (《现

汉》)

　 　 【锦绣】 名 精美鲜艳的丝织品;多

用来比喻美好的事物。 (《规范》)
　 　 通过对 BCC 语料库中包含“锦绣”的例句进

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锦绣”的本义和比喻义语

法功能差别较大:前者经常充当定中结构的中心

语或主、宾语,是名词的典型用法;后者一般只能

作定语,可以归为形容词的附类属性词。
　 　 (三)对同一义项的词性标注不同造成的标

注差异

　 　 有时两典在某一义项上释义相同,但词性标

注不同,这种情况导致的兼类词标注差异约占总

数的 14． 46% ,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1. 标注词性时未考虑词的语法功能而导致标

注差异

　 　 例如:

　 　 【固定】❶ 动 不变动或不移动(跟

“流动” 相对)。 ❷ 动 使固定。 (《现

汉》)

　 　 【固定】❶ 形 不变动或不移动的。

❷ 动 使固定。 (《规范》)

　 　 “固定”表示“不变动或不移动”时,通常作定

语,能够作谓语中心语,并能受程度副词和否定副

词修饰,是形容词的典型用法,所以《规范》的标

注更合理。
　 　 2. 两典处理“概念义”的分歧导致标注差异

　 　 这一类主要集中在体育(如“摔跤” “射击”
“游泳”)、哲学 (如 “实践” “认识” “客观” “主

观”)、逻辑(如“归纳”“演绎”)等领域,《现汉》通
常不单独分立义项,根据意义标注为动词或形容

词;《规范》则单独分立概念义,标注为名词。 例

如:

　 　 【射箭】 动 ❶(—∥—)用弓把箭射

出去。 ❷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在一定的

距离外用箭射靶。 (《现汉》)

　 　 【射箭】❶ 动 利用弓的弹力把箭射

出去。 ❷ 名 竞技体育项目,按照规定把

箭射向目标,以中(zhòng)靶环数计算成

绩。 (《规范》)

　 　 【主观】 ❶ 形 属性词。 属于自我意

识方面的(跟“客观”相对,下同)。 ❷不

依据实际情况,单凭自己偏见的。 (《现

汉》)

　 　 【主观】❶ 名 哲学上指属于人的意

志、精神方面的东西 (跟 “客观” 相区

别)。 ❷ 形 不依据实际情况,单凭自己

愿望出发的。 (《规范》)
　 　 3. 词类的多功能性导致标注差异

　 　 汉语的词类具有多功能性,某些语法功能名

词、动词、形容词都具备,单纯通过语法功能来确

定词类就有差异。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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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个儿】❶ 动 生物长到跟成熟时

大小相近的程度。 ❷泛指事物具备一定

的形状。 (《现汉》)

　 　 【成个儿】❶ 动 生物长到跟成熟时

大小相差无几的程度。 ❷ 形 比喻具备

应有的的形状。 (《规范》)
　 　 “成个儿”的义项❷一般只作谓语中心语,且
只和否定副词“不”搭配,该语法功能形容词和动

词都具备。 但“成个儿”和否定副词“不”搭配时,
“不”否定的是客观的状态,而非主观的意愿,处
理为形容词似乎更合适。
　 　 4. 词性标注和释义、配例不匹配导致标注差

异

　 　 例如:

　 　 【钢铁】❶ 名 钢和铁的合称,有时

专指钢。 ❷ 形 属性词。 坚强的;坚固

的。 (《现汉》)

　 　 【钢铁】❶ 名 钢和铁的合称,有时

专指钢。 ❷ 名 比喻稳固、坚强 ▷ ~ 意

志。 (《规范》)
　 　 《规范》义项❷的释义中,“稳固” “坚强”皆

为形容词,结合词典配例和语料中的具体使用来

看,该义项一般只作定语,词性标注为名词,实属

不妥。
　 　 (四)对词的同一性问题处理方式不同导致

的标注差异

　 　 对于词的同一性问题,两部词典的处理方式

不同也会导致兼类词标注差异,这一类占总数的

2． 41%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 短语收录与否导致标注差异

　 　 “有的条目本义是动词性的,但因为这个本

义是词组,《现汉》没有收,只收了由它演变来的

形容词的转义” [6];《规范》通常将其本义一并收

录,并标注词性。 例如:

　 　 【养眼】 形 看了美丽的风景、容貌

等使人视觉愉悦。 (《现汉》)

　 　 【养眼】 ❶ 动 滋补养护眼睛。 ❷

形 形容人或事物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

产生愉悦感。 (《规范》)
　 　 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把稳、怕人、扎手、大
治”等。

　 　 2. 同形词的判断标准不同导致标注差异

　 　 有的词,一部词典处理为兼类,一部词典处理

为同形词。 例如:

　 　 【上线】 1 动 ❶把问题上升到政治

路线的高度。 ❷ 达到录取分数线。 ❸
网站开始运营,接入互联网。 有时也指

上网。 (《现汉》)

　 　 【上线】 2 名 上一级联络人(跟“下

线”相对)。 (《现汉》)

　 　 【上线】❶ 动 把一般问题提到政治

路线的高度去评论或处理。 ❷ 动 指在

招生或招聘考试中成绩达到了录取分数

线。 ❸ 动 投入生产线。 ❹ 动 上网;泛

指加入某系统或网络。 ❺ 名 指某集团

中某成员的上一层与之有直接关系的人

(含贬义)。 (《规范》)
　 　 3. 语音形式不同导致标注差异

　 　 有些词,两部词典在某一义项上的语音形式

不同,导致标注差异,主要有两种情况。
　 　 (1)儿化

　 　 【磕碰】 动 ❶东西互相碰撞。 ❷<

方>人和东西相撞。 ❸比喻冲突。 (《现

汉》)

　 　 【磕碰儿】 名 ❶器物上碰伤的痕迹。

❷比喻受到的挫折。 (《现汉》)

　 　 【磕碰】❶ 动 人与物或物与物互相

碰撞。 ❷ 动 比喻人与人发生矛盾。 ❸

名 比喻受到的挫折。 (《规范》)

　 　 (2)轻声

　 　 【编辑】 biānjí 动 对资料或现成的

作品进行整理、加工: ~ 部, ~ 工作。

　 　 【编辑】 biān· ji 名 ❶做编辑工作

的人❷新闻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的中级

专业职称。
　 　 《现汉》中“编辑”两种词类的语音形式不同,
处理为同形词,而《规范》中没有轻声音节,两种

词性都读原调。

　 　 三、词典标注兼类词应注意的问题

　 　 (一)明确义项确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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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典在词类标注时都“按照词的义项分别标

注词性,每个义项是特定的使用单位,具体的词性

必然体现在义项的功能上。 如果一个词有兼类的

功能,只能分别体现在不同的义项上” [2]18。 根据

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典在义项确立标准

上的分歧是造成兼类词标注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在确立义项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兼类词在确立义项并标注词性时,需要同

时兼顾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

　 　 《规范》将有些能作动词宾语的形容词处理

为名形兼类,如根据“恐慌” “恐怖”能作“制造”
的宾语、“阔气”能作“摆”的宾语,将这种用法的

三个词都看作名词,忽略了汉语词的多功能现象。
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作宾语,所以不能因为在宾

语位置上就把它们看成名词。
　 　 有的词虽然意义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产生了

新的语法功能,而且该语法功能在语料中已占据

一定的比例。 对于这类词,不能因其意义变化不

明显而标注为单类。 以动形兼类词为例,若有的

动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或有的形容词能带宾语

表使动义,则应分立义项并处理为兼类,否则会混

淆动、形两个词类之间的最主要差别。 词典编纂

者将这类词处理为单类,可能受到“兼类只能是

少数”原则的影响,但这类词数量较少,即使都处

理为兼类也不会导致“词无定类”。
　 　 2. 动名兼类要考虑名词义项是动词的自指还

是转指,自指用法还要根据其在语料库中的分布

概率加以判断

　 　 动名兼类中,从“自指”和“转指”的角度来

看,若名词义项转指动作的施事、结果、工具,即名

词义项指称人或物等实体,则应分立名词义项。
例如:

　 　 【签证】 动 一国主管机关在本国或

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

签注、盖印,表示准其出入本国过境。
(《现汉》)

　 　 【签证】❶ 动 签署证件;特指一国

主管机关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

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签注、盖印,表示准其

出入本国过境。 ❷ 名 指办过上述手续

的护照或其他证件。 (《规范》)
　 　 “签证”的名词义转指动作的结果,即办理

“签证”手续后的证件,且语料中名词的分布概率

较高,由此看来,《规范》对“签证”的处理可能更

恰当。
　 　 若名词义项为动词的自指用法,在分立义项

时可以借助语料库,统计名词性用法在语料中的

分布概率,若分布概率已超过半数,则应单独分立

义项并标注词类。 例如:

　 　 【感悟】 动 有所感触而领悟(《现

汉》)

　 　 【感悟】❶ 动 受到感触或有所觉

悟。 ❷ 名 受 到 感 触 而 引 发 的 想 法。

(《规范》)
　 　 “感悟”的名词性用法如作主、宾语及定中结

构的中心语,在 BCC 语料库中的分布概率约为

77. 2% ,已远超动词性用法。 因此,虽然“感悟”
的名词性意义变化不明显,但其主要语法功能已

发生变化,处理为动名兼类或许更为合适。
　 　 3. 本义和引申义语法功能差别较大时,应该

分立为不同的义项

　 　 若词的引申义和本义语法功能差别较大,应
根据引申义的语法功能分立义项并标注词性。 例

如,若本义为动词(心理动词除外),引申义能受

程度副词修饰;或本义为名词,引申义一般作定

语,这样的情况词典应分立新义项。
　 　 (二)词性标注应与释义、配例相匹配

　 　 词典在处理兼类问题时,应注意词性标注、释
义和配例之间的相互匹配。 以“失神”为例:

　 　 【失神】 动 ❶疏忽;不注意:稍一 ~

就会出差错。 ❷形容人的精神萎靡或精

神状态不正常。 (《现汉》)

　 　 【失神】❶ 动 一时没注意,走神:车

工一 ~ ,便出了废品。 ❷ 形 形容人精神

不振,目光无神。 呆滞 ~ 的目光。 (《规

范》)
　 　 《现汉》中,“失神”的义项❷虽标注为动词,
但其释义是对人精神状态的描述,和形容词表达

的意义范畴更为接近,释语“形容”也多用于形容

词的释义中。 我们通过 BCC 语料库检索“失神”
的用例,发现“失神”多作定语、谓语,能受程度副

词“有些”的修饰,有时作状语,不能带宾语,符合

形容词的语法功能。 由此看来,《规范》对“失神”
的处理更为恰当。
　 　 (三)词典内部标注标准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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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典一旦确立了标注标准,一定要严格执行,
保证词典内部标注的一致性。
　 　 1. 同一义群的词标注应尽量保持一致

　 　 例如:

　 　 【依靠】❶ 动 指望(某种人或事物

来达到一定的目的): ~ 组织 | ~ 群众。

❷ 名 可以依靠的人或东西:女儿是老人

唯一的 ~ 。 (《现汉》)

　 　 【依靠】❶ 动 仰仗、凭借 ▷ ~ 自己

的力量 | ~ 科技致富。 ❷ 名 可以仰仗、

凭借的人或事物▷他想找个 ~ |有了 ~ 。
(《规范》)

　 　 【依托】 动 ❶依靠:无所 ~ 。 ❷为达

到一定目的而假借某种名义: ~ 古人 | ~
鬼神,骗人钱财。 (《现汉》)

　 　 【依托】❶ 动 依靠①▷ ~ 自然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 ❷可以依靠的

人或事物 ▷以近海为 ~ ,积极发展水产

养殖业。 (《规范》)
　 　 “依托”一词,《现汉》标为动词,《规范》标为

动名兼类,而“依托”与“依靠”意义相近、语法功

能也较为接近,“依靠”两典都标注为动名兼类,
故《现汉》应为“依托”一词增标名词词性。
　 　 2. 词和短语的区分在词典内部应贯彻统一的

标准

　 　 对于本义是词组,后引申出词义的词,两典对

是否收录其本义标准不一,但在同一词典内部,应
保持统一的标准。 例如:

　 　 【把牢】❶(—∥—) 动 扶住;握紧: ~

扶手,别摔跤。 ❷(—∥—) 动 坚守;管

好。 ~ 财务制度。 ❸ 形 〈方〉 坚实牢

靠;稳当(多用于否定句)。 (《现汉》)

　 　 【把稳】 动 稳当;可靠:他办事很 ~。

(《现汉》)
　 　 “把牢”既收录了短语,也收录了词,而“把
稳”则只收录了词,没有收录短语。

　 　 胡明扬指出:“要彻底解决兼类问题还必须

同时解决诸如‘名物化’ ‘名词化’ ‘动名词’或

‘名动词’等等一系列有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

是不那么容易一下子解决的,但是也不是永远解

决不了的。 只要深入探讨下去,再多做一点具体

的分析工作,特别是要和句法分析密切结合起来

研究,相信迟早是会找到一种妥善而可行的解决

办法的。” [7]本文结合语料中的具体实例,对两典

标注有分歧的兼类词进行系统的语法功能考察,
依据考察结果对兼类词的词性进行判断。 研究结

果表明,依据语法功能分立义项标注词性,能解决

一多半的兼类标注差异,这对词典兼类词标注起

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在标注兼类词时,应注意将

句法语义有机结合,注意参考兼类词在语言中的

实际运用,注意保证词典内部词性标注标准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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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our country, the right to use the sea area belongs to private right.
However, the current circulation system of sea area use right has stro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lor and
lacks a response to the private right attribute of sea area use right. In the present market economy, this system
design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of sea area use right. The theories of numerus clau-
sus, equal protection, full use of property, and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ath framework for the perfection of circulation system of right to use the sea area. Therefore, we should re-
view and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right to use the sea area on the basis of real right to use the sea area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pert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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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agging part of speech in dictionaries is the need of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Howev-
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part of speech, the part of speech tagging for the same word in different
dictionaries may be different, especially for the multi-category word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multi-category words tagged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and Modern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
ary (3rd Edi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agging of multi-category words in the two dictiona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agging part
of speech in the two dictionaries is mainly due to the number of senses of entry,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senses of entry, and the identity of words. When judging part of speech of multi-category words, we should
combine syntax with semantics, refer to the actual use of multi-category words in language, and make the tag-
ging of part of speech match the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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