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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信息处理（后为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普教授，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步
入了中文信息处理工作的领域，当时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与计算机系的一些老师一起利用计
算机编纂文学名著语言资料索引，以供汉语研究和汉语辞书编纂之用。
1983年第一本为计算机编纂的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骆驼祥子）逐字索引》问世，吕叔湘先生还
专门为之写序，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他真正专注动态语言更新研究，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引发他从事这一研究的，是日本语言学者引例看重所引文本的印数、发行量、销售排行榜上的位置之
举。
他开始意识到关注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重要。
　　1986年他由武汉大学转到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任教，由他实际主持北京语言学
院刚成立的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成立的第一年学校聘请北京大学马希文教授任所长）
，从事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教学工作。
这使他能更多地了解国际上和中国国内自然语言处理的进展情况，也更有条件来思考动态语言知识更
新的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向学校提出建立“大规模现代汉语动态语料库”计划，以进行语言动态更新的
研究。
此计划得到北京语言学院领导和校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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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是北京语言大学张普教授的第三部个人选集，收录了他的与“动态语
言知识更新”研究有关的论文19篇，附录7篇。
从第一篇发表到最后一篇写成，跨度10年。
但是，如果从有想法算起，到付诸实践，到将阶段论文结集出版，前后却历经25年（参见前言）。
26篇论文分为5个部分：　　第一部分思考篇（5篇）　　第二部分控制论篇（4篇）　　第三部分理论
篇（4篇）　　第四部分应用篇（6篇）　　第五部分附录篇（7篇）　　五个部分涉及作者在总结上个
世纪国内外语言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对新世纪的语言资源研究的深入思考，并分别论述了对“动态语
言知识更新”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实践和相关的研究与成果。
在此期间作者负责建立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特别是建立了以“动态语言知识更新”
研究为主要目标的“DCC博士研究室”，DCC即为英文DynamicCirculatingCorpus（动态流通语料库）
的缩写。
同时在此基础上，在教育部语信司和北京语言大学的领导与支持下，建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的第一家分中心——平面媒体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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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普，男，196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
　　曾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教授《现代汉语》、《汉语信息处理概论》等课程。
研究涉及汉字编码、汉字字形库建造，汉字部件分析统计、汉语语料库的建设、汉语自动分词、汉语
古籍整理研究现代化等领域。
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主要从事普及型汉字输入方法研究、汉语信息处理术语国家标准研制、汉字部件
国家标准研制、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语义分析、多媒体光盘评价、汉语教学课件制作、网络远程汉语
教学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汉语信息处理研究》、《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文集》等，主编《中华小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卷》
、《对外汉语教学与现代化教育技术》等。
　　近10年来致力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提出了“共时中有历时和历时中
有共时”的“相对时间观”以及计算机的“语感模拟”等创新观点，在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的理论、
方法论、实践方面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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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部分 思考篇关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几点理论思考关于语感与流通度的思考关于网络
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信息处理用语言知识动态更新的总体思考关于汉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思
考第二部分 控制论篇控制论与语言学的关系极其密切——主持人的话关于控制论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
的思考关于种族信息量的测定与语感模拟关于“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第三部分 理论篇语言信息处理
领域的一个新的命题——主持人的话论历时中包含有共时与共时中包含有历时关于动态语言知识更新
与流通度问题当前字、词、语量化研究的五个深化方向第四部分 应用篇1997中文报纸媒体流通度分析
流通度在IT术语识别中的应用分析——关于术语、术语学、术语数据库的研究基于DCC的流行语动态
跟踪与辅助发现研究“突发事件”专题解读——兼评“2004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发布2005新增
“教育类”“安全专题”“联合国专题”解读——兼评“2005春夏季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字母词
语的考察与研究问题第五部分 附录篇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关于“监控语料库”的评述古代汉语语料库
建设现代汉语语料库建设汉语字频和词频研究论多媒体技术在语言信息处理中的作用语言的多媒体性
与多媒体语言知识的作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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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习性原则应该成为确立语法规范的根本原则。
”②（邹韶华）　　上述见解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经过社会大众的“约定”而最后“俗成”，是语言发
展的“社会习惯”、是一种“习性原则”、是遵循的“最惯用的‘规律”’，一旦俗成之后的力量强
大，甚至“不可逆转”。
　　我在《关于汉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中也提出：　　“语感说到底就是人们对语言
的空间状态和时间状态的一种内化的把握，是对语言的空间感的认知和时间感的认知。
空间感是对要素与关系的感觉，或者如我们常说的，是对语言的理据性的感觉；时间感是对要素与关
系的流通度或者说是成熟度的感觉，如通常我们所说，是对‘约定俗成’程度的感觉。
”　　在《关于种族信息量的测定与语感模拟》中我还说过：“语言的发展正是遵循这样的规律，个
人创造的词语不被公认，就只能是对个人有用的信息，别人视为‘生造’；一旦逐步为大家接受和使
用，就视为是‘约定俗成’；如果编入词典，进入词表，就可能成为典范。
”“语言之所以能作为交际工具，既保持一个系统的稳定，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不断
更新，约定俗成是极其重要的调节机制。
是约定俗成使语言保持了‘内稳态’④，控制了语言的‘新陈代谢’，使语言具有了生命力。
我认为：从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对语言约定俗成的认
识，以及应该给予这一理论的重要性评价都还远远不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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