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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汉语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会说不能写，能聊看不懂”。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二语学习者缺乏语体意识，对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不甚了解。

汉语的语体大致可分为正式的书面语体和非正式的口语语体。不同语体的特征又体现在语

音、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诸多方面。本研究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从词汇的角度考察汉语

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习得情况。

2  概念界定及相关文献回顾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笔语”与“口语”

“笔语”与“口语”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笔语”是笔头语言，是指用纸笔书写的形式在书

面上记录下来的语言材料，如作文、日记、书信、留言等。“口语”是口头语言，是指用口头表

达的方式输出的语言材料，如访谈、录音等。“笔语”与“口语”是从语料来源的角度对语言材

摘要

本文基于两大自建语料库——“外国留学生汉语笔语语料库”和“汉语母语者笔语语料库”，从

完全书面语词汇、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语气词这三个参数考察了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

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情况，并与汉语母语学习者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1）中高级水平汉

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的书面化程度远不及汉语母语学习者。（2）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

语词汇的书面化程度高于中级水平学习者。（3）与中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相比，高级水平汉

语二语学习者在完全书面语词汇的使用数量上增长较为显著；而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在第

一 / 第二人称代词和语气词的使用数量上均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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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的分类。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访谈、录音虽然后来被用纸笔的形式转写记录下来，但究

其根本，其语料性质仍为口语语料。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笔语”语料均为学生以纸笔书写的方

式写成的作文。

2.1.2“书面语”

语体是“一种言语体式”（黄伯荣、李炜，2016），是“由语言运用特点所形成的体系，是

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袁晖、李熙宗，2005）。在现代汉语有关语体的研究中，张弓的《现

代汉语修辞学》最早把语体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之后多本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如：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等大都沿用了“二分法”这一分类方

法。也有学者采用了“三分”的分类系统（冯胜利，2018），在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中间加入了

中间语体。

本研究所说的“正式的书面语体”就是指“二分法”中的“书面语体”，即在相对正式的

场合中使用的、以书面表达为典型形式（主要为书面语词和书面语句式）的一种语体。

2.1.3“现代汉语书面语”

现代汉语书面语是在相对正式的语言环境中使用的、以书面表达为典型形式的一种语体，

现代汉语书面语具有典雅、规范、庄重的风格特点。跟口头语体相比，作者在生成书面语体的

过程中，通常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因此，在词语方面，正式的书面语体往往选择典雅、庄重的

词语；在句子方面，书面语体也更加完整、规范。

2.1.4 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

“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言之，本研究的目标是考察汉语二语

学习者在以纸笔书写的方式写成的作文中书面语体词汇特征的表现情况，也可称之为“书面化

程度”。

2.2 相关文献回顾

2.2.1 二语词汇语体特征衡量参数的相关研究

在英语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学者们对词汇语体特征的考察集中在作者 / 读者显现度（Petch-
Tyson，1998 ；文秋芳等，2003）、不同词频等级的词汇分布（Cobb，2003 ；文秋芳等，2003）、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使用的多寡（文秋芳，2009 ；潘璠，2012）等方面。研究普遍表明我国英

语学习者作文中存在明显的“口语化”倾向。

在汉语语体研究领域，冯胜利等（2008）提出把嵌偶词、合偶词、书面语句式、《汉语水

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丁级词作为衡量词汇语体特征的参数，研制出了测量庄雅度的公式。

他首次从量化的角度探讨了汉语二语学习者词汇的语体问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郭锐（2002）
研究发现现代汉语语气助词、叹词、拟声词具有明显的口语语体色彩。宋婧婧（2013）基于大

规模的有声媒体和平面媒体语料库，对口语和书面语词汇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口语中更

多地使用了代词和语气词。马明艳（2017）以语气词、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介词为参数采用

语料库数据对比分析的方式，考察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作文的词汇使用状况。冯胜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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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研究表明汉语中的单双音节对应词在语体上具有对立属性。王用源、陈宇豪（2023）从

语体语法的视角提取了 10 项评价语体正式度的特征指标，构建了语体正式度的测量模型，其中

与词汇语体相关的指标有词长、嵌偶词词频、合偶词词频、词汇复杂性、动态助词词频这 5 个指标。

综合以上与词汇语体特征有关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衡量词汇语体特征的参数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1）直接参数。直接参数是指具有书面语特征的词汇。直接参数是衡量词汇语体特

征最直观、最有效的参数。冯胜利等（2008）提出的参数中的嵌偶词、合偶词、书面语句式就

是直接参数。（2）间接参数。间接参数是衡量词汇语体特征的补充性参数。通常是某些特殊的

词类或词汇的频度分布。如：语气词、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介词、叹词、拟声词、动态助词、

词长、不同词频等级的词汇分布等。

在已有的研究中，仅有冯胜利等（2008）的研究涉及到了直接参数。这一研究引发了我们

的思考，现代汉语中具有书面语特征的词汇不仅限于冯胜利等（2008）所提出这些特殊词语和

句式。如果能把这部分词汇相对穷尽，归纳出具有典型书面语特征的现代汉语词汇，将在一定

程度上推进现代汉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研究。现代汉语有关书面语词汇的专门工具书以及一些

权威工具书中标注有 < 书 > 的词语也是具有典型书面语特征的词汇。本研究拟在搜集这些资料

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具有典型书面语特征的词汇，我们称之为“完全书面语词汇”，将其作为

本研究衡量词汇书面语特征的重要参数。“完全书面语词汇”的选取过程见下文。

在已有关于词汇语体特征间接参数的研究中，以汉语二语学习者为考察对象的仅有马明艳

（2017）的研究。这项研究选取语气词、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介词为参数进行考察。由于介词

是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的易错点，因此在我们搜集到的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料中，学习者出现

的介词偏误相对较多。为了避免学习者偏误对词汇语体特征的考察产生影响，我们舍弃了介词

这一参数。在间接参数中，本研究拟选取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语气词来考察第二语言学习者

词汇的语体特征。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衡量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三个参数：（1）完全书

面语词汇；（2）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3）语气词。

2.2.2 词汇语体特征测量方法的相关研究

在冯胜利等（2008）研制出的衡量语体庄雅度的公式中，我们发现作者直接把嵌偶词作为

测量语体庄雅度的参数，这样稍有不妥。因为从冯胜利（2006）在《汉语书面语初编》一书中

对嵌偶词的定义来看，嵌偶词是单字词，作者在书中举例：“暗”“备”“错”“力”为嵌偶词，

嵌偶词仅在组成特定的双音词时才具有较强的书面语特征，例如：“错”在组成“错杀”“错认”“错

砍”时才具有较强的书面语特征，而在组成“错误”时并无明显的书面语特征。所以直接把“嵌

偶词比例 = 嵌偶词出现次数 / 字数”作为测量语体庄雅度的公式之一，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如

果只是把“错”这样的单字词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很多类似“错误”这样的虽然包含嵌偶单字

“错”字，但是却没有明显的书面语特征的嵌偶词会被计算在内，这样并不能反映语体的正式度。

因此，分子改为“嵌偶词所组成的书面语词汇的出现次数”更为合适。与之对应的分母，应改

为与分子单位一致的词汇单位——“词形数（即不重复出现的词的数量）”。因此，该公式改为“嵌

偶词比例 = 嵌偶词所组成的书面语词汇的出现次数 / 词形数（即不重复出现的词的数量）”较为

合适。

还有学者对比了不同语料库中语料的语体特征，调查了某些词类在几种语料中的差异。如

马明艳（2017）以“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北京口语语料库”为

语料来源，通过检索的方式对比了语气词、人称代词、介词在这三个语料库中分布，进而得出

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作文存在“口语化”倾向的结论。在这一研究中，作者选取的“北京口语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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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采用谈话和录音的方式收集了 500 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口语语料。作者将这一语料与

另外两个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了对比。我们认为这一语料库与其他两个语料库的语料性质差别

较大，不适合直接对比。

在汉语中，用文本形式呈现的语料通常有两种：一是采集的语料本身就是用纸笔的形式书

写的，这类语料后来被以文本的形式录入电脑，这是典型的笔语语料。二是采集的语料本身是

以录音的形式存储的，后期通过软件或人工把录音转写成了文字录入电脑。这类语料虽然从最

终的呈现形式上与第一种语料相同，但从其来源来看，其本质是仍然是口语语料，这类语料我

们可以称之为“笔语化的口语语料”。马明艳（2017）选取的“北京口语语料库”就属于这种类型。

因此，马明艳（2017）所选取的“北京口语语料库”与其他两个语料库的语料不是同一性质的语料，

可比性不强。

综上所述，以往面向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汇语体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所涉及的笔语

词汇书面语特征的参数较为单一，要么只选取直接参数，要么只选取间接参数，尚未看到将直

接参数和间接参数结合起来综合衡量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多维度研究。在衡量书面语词汇的

直接参数的选取上，已有研究仅限于嵌偶词、合偶词、书面语句式等相对零散的参数，缺乏对

已有书面语词汇大规模、穷尽式的筛选和综合。在已有采用间接参数开展的研究中，在进行对

比研究时，选取的对比语料库中的语料规模、语料性质不一致，缺乏同质性。因此，基于大规

模语料库，多维度考察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研究很有必要开展。

2.3 研究目标

本研究拟以两大自建语料库——“外国留学生汉语笔语语料库”和“汉语母语者笔语语料

库”为语料来源，运用对比的方法，考察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各个参数在两大语料库中的差异，

进而考察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使用情况及其与汉语母语学习者的

差异。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大问题：

第一，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在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三个参数——

完全书面语词汇、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语气词上的分布有何差异？

第二，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三个参数——完全书面语词汇、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语气词的发展趋势如何？

3  “完全书面语词汇”的选取及相关问题说明

3.1 现代汉语“完全书面语词汇”的选取

无论在汉语中还是英语中，相邻语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但是典型的书面语体和典

型的口语语体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Biber（1988）认为，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形成了一个连续统，

其他的语体都处在从口语语体到书面语体的连续统上。虽然连续统是渐变的，相邻的语体差异

是模糊的，但是位于连续统两端的语体差异显著，界限清晰。冯胜利（2010）认为“语体必两

极对立而后存”。曹炜（2003）就把书面语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完全书面语词，一类是不完全

书面语词。完全书面语词汇相对封闭，有据可查，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完全书面语词可以作

为衡量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重要参数。现代汉语中有关书面语词汇的工具书和词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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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 < 书 > 的词汇是确定完全书面语词汇的重要依据，它们也让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计量分

析成为可能。

我们查找了各大现代汉语书面语词表，对工具书中的书面语词汇进行了汇总。目前查找到

的工具书和词表如下：

表 1. 书面语词汇工具书

工具书 编著者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词条范围
不重复的词条
数量（个）

《中华书面语词典》 王安节、鲍海涛
吉林文史
出版社

2003 所有词条 3305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 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

2006
嵌偶词组成的
双音词，合偶
词

1153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商务印书馆 2012 标 注 < 书 > 的
所有词条

5559

我们首先将以上工具书中所列书面语词汇录入 excel 表格。对于以下几种情况，在录入时

进行了特殊处理：

（1）词的前后有一定使用条件的词条。例如：毕，只有在动词后面单用，才是书面语；对

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录入时，将其录入为“V+ 毕”。

（2）一些词有多个词性，仅用作某种词性时方为书面语词。如：“及”只有做连词时才是

书面语词，而由“及”组成的词——“及时”“来得及”等并非书面语词。再如：“左右”在用

作动词时才是书面语词。由于我们的语料都经过了词性标注，因此检索时，软件只识别其用作

书面语词的词性。

经录入、筛选、去重后，我们发现工具书和词表中涉及的书面语词汇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完全书面语词或短语，如：聆听、绝伦、劳顿。该类型占绝大多数。

二是书面语组合，例如：备 +V ；避 +N ；遍 +V。

三是书面语关联搭配。例如：为……所困；以……为乐。

统计显示以上工具书中所列不重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共计 9046 个，其中完全书面语

词 8980 个，词语组合 63 个，关联搭配 3 个。这些词汇形成了《现代汉语完全书面语词汇总表》。

综合前文论述，本研究最终确定了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的测量参数、测量单位及计算方法。

可用下表表示：

表 2. 汉语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测量参数及计算方法

测量参数 测量单位 计算方法

参数 1 ：
完全书面语词汇

《现代汉语完全书面语词汇总表》中的完
全书面语词、书面语组合、关联搭配的
产出数量

百万语料中出现的次数

参数 2 ：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产出数量 百万语料中出现的次数

参数 3 ：
语气词

语气词的产出数量 百万语料中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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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类参数中，参数 1 为正向特征，参数 2、参数 3 均为负向特征。我们的基本假设是：

参数 1“完全书面语词汇”在语料中出现的数量越多，比例越大，学习者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

征就越显著。参数 2“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和参数 3“语气词”在语料中出现的数量越多，学

习者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就越不显著。

3.2 词汇语体特征分析软件的设计及分词软件的选取

本研究请专业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设计了面向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研究的词汇分析软件。

对于《现代汉语完全书面语词汇总表》中的第一种类型——“完全书面语词”实现直接检索覆盖；

对于第二种类型——“书面语组合”和第三种类型——“书面语关联搭配”，通过词性标注，设

置检索条件，实现检索和覆盖。

在软件设计过程中，分词问题是影响词汇统计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对多家较有影响的分

词软件进行了试运行，综合考虑分词数量和分词正确率等因素，最终选用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开发的分词软件作为本研究的分词工具，在此基础上对分词结

果进行了人工校对。

3.3 语料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包括汉语二语学习者的笔语语料和汉语母语学习者的笔语语料。

本研究使用的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料来自于自建语料库——“外国留学生汉语笔语语料库”。

该库所采集的语料均为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平时的习作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状态下的

作文。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所采集的语料要求必须是学习者独立完成的、且

未经他人指导和修改的原始语料。截止目前，语料库规模已达到 4628 篇，约 188 万字。目前语

料库中的学习者来自印尼、泰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蒙古、

老挝、柬埔寨、俄罗斯等 42 个国家。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以学时为标准进行划分，初级水平学习

者的学时少于 960 小时，中级水平学习者的学时在 960 ～ 1920 小时之间，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学

时在 1920 小时以上。我们从自建的“外国留学生汉语笔语语料库”中选取了 16 岁以上的中高

级水平学习者的语料 100 万字，共计 2146 篇。

本研究使用的汉语母语学习者语料来自于自建语料库——“汉语母语者笔语语料库”。该语

料库中的语料均为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生所写的课堂作文及考试作文的原始语料。截至目前，

语料规模已达 200 万字。我们从中选取了高中三年级学生的语料 100 万字，共 1600 篇。为避免

文章体裁对两类学习者词汇使用的影响，我们从两大语料库中选取的文章均为记叙文。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和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作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的考虑：一是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作文和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作文中的语言已经基本

成熟。二是这两大语料库中语料产出者的年龄相近，思想深度与思维能力相当，在写作内容上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虽然这两类学习者在汉语写作水平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本研究关注的焦

点是，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在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上的异同。从这两

类语料大致可以看出两类学习者的差异，能基本满足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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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情况对比

4.1 完全书面语词汇在两大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对比

完全书面语词汇包括书面语词、书面语组合、书面语关联搭配这三种情况。我们分别对此

进行了考察。

4.1.1 书面语词的使用情况对比

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学习者书面语词的使用状况如下表：

表 3.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书面语词覆盖情况

学习者
书面语词
使用数量（个）

《书面语词汇总表》中书面
语词总数（个）

使 用 比 例
(%)

汉语二语学习者 1554 8980 17.3

汉语母语学习者 3008 8980 33.5

在 100 万字的汉语二语学习者的笔语语料中，学习者使用的词形数（即不重复出现的词的

数量）共有 20913 个，其中汉语书面语词共使用了 1554 个，书面语词的使用数量占全部词形数

的 7.4%，占《书面语词汇总表》的 17.3%。

在汉语母语学习者 100 万字的语料中，母语学习者使用的词形数共有 29107 个，其中汉语

书面语词使用了 3008 个，书面语词的使用数量占全部词形数的 10.3%，占《书面语词汇总表》

的 33.5%。通过表 3 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在书面语词的使用数

量上有较大差距，相差将近一倍。可见，在本研究考察的两类笔语语料中，汉语母语学习者书

面语词的使用比例相对较高，二者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

4.1.2 书面语组合的使用情况对比

同样，我们对归纳出来的《完全书面语总表》中的第二类——书面语组合（如：备 +V ；避

+N ；遍 +V）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 4.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书面语组合覆盖情况

学习者 书面语组合使用数量（个）
《书面语词汇总表》中词语
组合总数（个）

使用比例 (%)

汉语二语学习者 28 63 44.4

汉语母语学习者 35 63 55.6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语二语学习者对书面语组合的使用状况与汉语母语学习者有一定差距，

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的词语组合的数量约为汉语母语学习者的 80%。

对于《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总表》中的第三类——书面语关联搭配，在这两类语料库中均

未出现。在此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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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在两大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对比

我们对两大语料库中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出现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表 5.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出现次数对比

学习者 我 我们 你 你们 合计

汉语二语学习者 29846 4618 4111 736 39311

汉语母语学习者 11681 3325 4304 150 19460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汉语二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出现次数明显多于汉语母语学

习者，汉语二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总数约为汉语母语者的 2 倍。按照使用频次，

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的人称代词从多到少依次是：我 > 我们 > 你 > 你们；而汉语母语学习者使

用的人称代词从多到少依次是：我 > 你 > 我们 > 你们。可见，汉语二语学习者优先使用第一人

称代词，汉语母语学习者优先使用单数人称代词。

4.3 语气词在两大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对比

表 6.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语气词的出现次数对比

学习者 吗 啊 吧 呢 合计

汉语二语学习者 639 357 545 617 2158

汉语母语学习者 672 628 593 584 2477

研究表明：汉语母语学习者的语料中语气词的使用数量略多于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使用数量。

郭锐（2002）研究发现语气助词、叹词、拟声词具有明显的口语语体色彩。宋婧婧（2013）
基于大规模的现代汉语有声媒体和平面媒体语料库，对口语和书面语词汇进行了定量研究，研

究发现口语中使用了更多代词、语气词。这两项研究均表明，在汉语母语者的语料中，代词和

语气词具有较强的口语语体特征。马明艳（2017）对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作文的词汇使用状况

的研究表明，语体越正式，语气词的使用数量越少。

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不同呢？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汉语母语学习者在书

面作文中，尤其是本研究所选取的记叙文的写作中，存在口语化的倾向，因此，汉语母语学习

者的语气词使用相对较多。

4.4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对比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在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上有何异同呢？这两类学习者

在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三个参数上的表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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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汉语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书面语特征对比图

从两类学习者在笔语词汇的书面语特征上表现来看，在三个参数中，从柱形高度来看，汉

语二语学习者在直接参数——书面语词及组合上的使用数量约为汉语母语学习者的二倍。这说

明汉语二语学习者对书面语词汇的习得和使用状况远不及汉语母语者，汉语二语学习者的书面

语特征不够显著。在间接参数上，汉语二语学习者对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远高于汉

语母语者，而在语气词的使用上，汉语二语学习者略低于汉语母语者。

5  不同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体特征的使用状况

5.1 不同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完全书面语词汇的总体使用状况

完全书面语词汇包括书面语词、书面语组合、书面语关联搭配这三种情况。由于在语料中

只出现了前两种类型，因此，我们分别对中级、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词、书面语组

合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考察。

5.1.1 书面语词的使用情况对比

在 100 万字的语料中，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词的情况如下：

表 7.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词的总体使用情况

汉语水平 出现次数 书面语词总数（个） 总表中的使用比例（%）

中级 755 8980 8.4

高级 1260 8980 14.0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中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相比，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的书面

语词数量有较大增长。高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词约为中级水平学习者的 1.7 倍。可见，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汉语二语学习者对汉语书面语词的掌握情况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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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组合的使用状况

在 100 万字的语料中，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组合的情况如下：

表 8.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组合的使用情况

汉语水平 出现次数 书面语组合总数（个） 总表中的使用比例（%）

中级 19 63 30.2

高级 23 63 36.5

同样，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组合的使用状况与汉语书面语词的使用状况相似，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组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不过由于汉语书面语组合

的总数较少，因此，书面语组合的数量增长幅度不大。

5.2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表 9.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汉语水平 我 我们 你 你们 合计

中级 7285 1753 2328 288 11654

高级 7635 1596 1057 90 10378

从不同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总数来看，中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

数量高于高级水平学习者。

在这四个人称代词中，按照使用频次从高到低，中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代词数量依次为：

我 > 你 > 我们 > 你们。而高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代词依次是：我 > 我们 > 你 > 你们。

5.3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语气词的使用情况

表 10.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语气词的使用情况

汉语水平 吗 吧 呢 啊 合计

中级 188 218 289 97 792

高级 222 179 198 179 778

从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语气词的使用情况来看，中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语气词数量

略高于高级水平学习者。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气词使用数量出现了小幅

下降。

5.4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词汇书面语特征的变化趋势

表 11. 各参数在中高级水平学习者语料中的出现次数

汉语水平 书面语词及组合 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 语气词

中级 774 11654 792

高级 1283 10378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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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提高，在三大参数中，高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词及

组合上增加了 509 个，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减少了 1276 个，语气词减少了 14 个。由于语料中

出现的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数量均在万次以上，所以从中级水平到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

者使用的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数量虽然减少了 1276 个，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在这些参数上的发展趋势，我们用折线图表示

如下：

图 2.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特征变化趋势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本研究涉及的三个书面语特征的参数中，完全书面语词汇（书面语词

及组合）、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语气词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变化趋势不同。随着学习者的汉

语水平从中级迈进高级，学习者使用的完全书面语词汇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达到了 65.8%。可见，

中高级阶段是书面语词汇习得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和语气词的使用数

量均呈现下降趋势。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下降了 10.9%，语气词的使用数量下降了

1.8%。

整体来看，高级水平学习者的书面化程度高于中级水平学习者。

5.5 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汉语书面语词汇出现频次分布

语料库中学习者使用的汉语书面语词汇的频率也不一样，有些书面语词在语料库中出现得

较为频繁，有些书面语词汇却出现得较少。我们将语料库中书面语词汇（书面语词及组合）出

现的次数从高到低分为四个区间：100 次以上、10 ～ 99 次、2 ～ 9 次、1 次。在此基础上，对

中高级水平学习者汉语书面语词汇（书面语词及组合）的出现频次进行了分段统计，统计结果

见下表。

表 12. 中高级水平学习者汉语书面语词汇出现频次分布

汉语水平 100 次以上 10 ～ 99 次 2 ～ 9 次 1 次 合计

中级 5 106 310 334 755

高级 3 157 578 522 1260

增长率 -40.0% 48.1% 86.5% 56.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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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中级、高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词汇总数分别为 755 个、1260 个。

从他们使用的书面语词汇的总数来看，高级水平学习者占绝对优势。在出现次数从高到低的四

个区间中，中级水平学习者产出的书面语词汇集中在出现频次为 1 次的这个区间，有 334 个词

汇仅出现了一次。可见，中级水平学习者使用的书面语词汇中低频次的词汇较多，书面语词汇

的产出整体上较为分散。而高级水平学习者的语料中，学习者产出最多的是 2 ～ 9 次的书面语

词汇，这样的书面语词汇有 578 个。可见高级水平学习者产出的书面语词汇相对比较集中，一

些书面语词汇开始不断重复出现。在“2 ～ 9 次”和“1 次”这两个频段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的

增幅较大，这说明高级水平学习者习得汉语书面词汇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证

明了他们的汉语水平较高。

总体来看，与中级水平学习者相比，高级水平学习者对书面语词汇的熟悉度在不断提升，

一些书面语词汇的使用频次明显增加，产出情况较好。

6  研究启示与建议

6.1 重视语体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李泉（2003）认为培养学生的语言

交际能力，其本质上说就是培养学生运用目的语语体的能力。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够在不同的场

合和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交际，离不开语体能力的培养。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学生

能否正确使用语体，是学生汉语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语体是区分学生汉

语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学生能在不同的场合正确得当地使用汉语的不同语体，那么这个

学生的汉语水平通常较高。因此，语体教学和语体研究在汉语二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汉语本体研究中，有关语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本体理论研究与汉语第二语言教

学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本体有关语体研究的成果并未应用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今后，

应重视汉语本体中有关语体的研究成果向汉语二语教学的转化。

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应该对“现代汉语书面语”进行明确的界定。现代汉语书面

语在词语方面，往往选择典雅、庄重的词语；在句子方面，也更加完整、规范。

在汉语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通常有这样的误区：他们以为只要把自己说的语言

记录下来，就形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在教学中，教师要提醒学生区分什么是口语语言的笔语化，

什么是真正的书面语。

在平时学生的习作中，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初中级水平甚至高级水平的留学生作文中普遍存

在的“我手写我口”的情况。这种作文基本上以口语化的词汇为主，语体意识淡薄。对于初级

水平的学习者，我们鼓励学生大胆写，勇于尝试使用学过的各种词汇。在写作指导中，从最常

见的词语搭配的角度入手，提醒学生注意不同词汇的搭配习惯和搭配条件，让学生体会到意思

相近或相关的词语在不同的组合和搭配中的不同语体功能，引导学生具有初步的语体意识。在

中级阶段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应该从词汇、语法等方面将具有书面语特征的语言要素

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让学生在写作和生活中能够正确区分和使用。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铺垫，

到了高级阶段，学生应该有明确的语体意识，并有较强的语体应用能力，能在不同场合的语言

表达和不同类型的文章中正确使用合适的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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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重视词汇的语体特征，分类制定语体词表

本研究表明：与汉语母语学习者相比，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书面语特征参

数的产出情况并不理想，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笔语词汇的书面化程度远不及汉语母语学

习者。

这一结果与汉语二语教学界对词汇语体特征的关注程度密切相关。在汉语二语教学中，有

各种各样的大纲。李泉（2003）认为“现有的各类语法大纲总的说来都缺乏语体意识。具体说来，

无论是词汇语汇还是句法格式句式（包括单句句式和复句句式）等都没有显示语体属性”。已有

的各类大纲以“通用性”的语法和“中性语体”的词汇的教学为主。在汉语二语学习者学习汉

语的初级阶段，首先要习得的应该是中性语体的词汇。但是到了中高级阶段，仍然只停留在中

性语体范畴，不注意词汇的语体特征，很难培养出可以应付各种场合且语用得体的学生。正如

Ｓ · 皮特 · 科德（1983）所言：“如果一个学生只懂得一种代码的所有用途共有的东西，那么他

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恰当地使用这种代码”。目前汉语二语教学界缺乏从语体特征的角度入手，对

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常用词汇，尤其是具有明显书面语或口语特色的词汇进行语体特征分类的词

表并未出现。

本研究综合了本体研究中的书面语词汇表，研制出了《现代汉语完全书面语词汇总表》，

我们可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现代汉语中的完全口语词汇进行归纳汇总。在此基础上对完全书面语

词汇和完全口语词汇进行分级，在编写教材时，按照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将不同等级的书面语词

汇和口语词汇加入教材。日本仓石武四郎在《中国语辞典》(1963) 中把双语词汇分为 11 级。一

般语词为 0 级。从“文”到“古”分为上五级，从“俗”到“土”分为下五级。汉语第二语言

教学大纲在对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进行分级时，可参考仓石武四郎的分级方法进行调整。

6.3 加强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转换练习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高级水平学习者在记叙文的写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这

与二语学习者不了解汉语近义词或近义语素的文白对应关系有关。王永娜（2012）的研究表明

双音化不仅是“形态的标记”，同时也是“语体转换的手段”。在学生日常的作业中，我们也经

常发现一些“文白”混用的情况。如：“进行改”“举行会”“得成绩”。这种情况下，教师可引

导学生进行“组单为双”的练习，把“改”替换为“修改”，“会”替换为“会议”，“得”替换

为“取得”，逐步让学生感受到汉语词汇的音节特点与词汇语体的对应关系。

目前的汉语综合课、写作课、阅读课中均涉及到应用文（如：通知、告示、请假条、邀请函、

演讲稿）的教学。大部分教材一般只列出了基本格式，对应用文中具有明显书面语体特征的词

汇关注不够。应用文是汉语中比较典型的书面语体。这部分内容看似篇幅短小，但对学习者来说，

难度并不小。例如：张世涛，刘若云编著的《初级汉语阅读教程 I》中出现过一篇告示，内容如下：

告示

因线路维修，28 日（星期三）上午 8 点到下午 4 点停止电力供应，请大家互相告知。特此通知。

水电科  
2003 年 1 月 30 日

这篇告示突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一些书面语词汇。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

过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转换，化解难点。如在讲解这条告示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把偏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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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词语“因”“维修”“停止”替换成偏口语色彩的词语“因为”“修”“停”。通过这种“变

文为白”的操练，帮助学生理解告示的内容。为了强化应用文中书面语词汇的使用，教师还可

以引导学生进行反向练习。教师可以用口语词汇来叙述这条告示的基本内容，然后让学生改写

成较为正式的告示。通过“文”“白”的双向转换练习，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应用文中的书面语

词汇，同时让学生了解增减音节是改变词汇语体色彩的一种方法。

6.4 重视教材中词汇语体特征的标注与讲解

一般的汉语二语教材通常附有生词表。生词表一般只列出了拼音、汉语释义、英文释义、

词汇等级等。对于词汇的语体特征，鲜见标注。目前可及的教材中，仅有李晓琪主编《博雅汉

语》和冯胜利主编的《汉语综合教程》对典型的书面语词汇进行了标注。到了中高级阶段，词

义辨析是词汇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近义词辨析中，词汇的语体特征是区分近义词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者常常因为分辨不清词汇的语体特征而出现误用词语的情况。建议在生词后加入词汇语体

特征的标注，这样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正确使用词汇的能力。

在释义时，经常出现词汇意义对应但语体不对应的情况。例如，“亦”被翻译为“also”，“也”

也被翻译为“also”。这种翻译不加任何说明，对意义相近但语体不同的词，做同样的翻译处理，

这也会让学习者产生疑惑。

汉语中具有典型语体特征的词汇出现的形式是有限制的。对于只用于书面语的语言点，要

尽量避免采用对话的形式，而应该多采用转述类的练习形式。在编写课后练习时，也要考虑练

习所设定的语境，练习的语言点与练习形式在语体上应该互相照应，并提示学生注意一些语体

词汇的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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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wo self-built corpora, namely “The Chinese Pen Corpus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Pen Corpus for Native Speak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ritten features of 
pen vocabulary of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rom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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