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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搭配研究由来已久。
但对搭配给予集中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Firth提出“collocation”之后。
对搭配的定义因人而异，有严式和宽式之分。
受Firth学术传统的影响，欧美搭配研究多注重半自由和半固定的词语组合。
本研究采用广义搭配观，涵盖自由搭配、限制性搭配和固定搭配等各种类型的组合方式，目的是要通
过观察、描写和解释词语的搭配行为，揭示词语的组合规律、合格的依据、限制的条件以及限制条件
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对搭配研究成果全面总结和对各大流派进行扫描式综述的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语言观、搭配观和理论框架。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我们采用了音义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语言的符号和关系本质属性出发
，将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归纳为语法意义，将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归纳为词汇概念意义，将符号与
使用者主体的关系归纳为修辞意义，并将语义决定词语搭配的立场贯彻始终。
   论证围绕着这三类意义进行。
我们首先以性、数、格、人称四个语法范畴为例，讨论了语法意义对词语搭配的制约作用。
讨论表明，语法意义是词语搭配的重要条件，但因抽象层次过高，语法意义只是词语合格搭配的必要
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
要充分解释词语搭配的合格关系，就需要考虑词汇的概念意义。
进入真实动态的日常话语，词汇意义也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在追求表意效果的作用下，使用者主体不仅需要考虑语体和语境对词语选择的制约，往往还会突破系
统内部的语义限制规则，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因此表情功能对词语搭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能颠覆表
意功能，此时修辞意义成为充分条件。
结论之一是: 核心句的词语搭配受约于语法意义、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但语法意义服从词汇意义，
而词汇意义又服从修辞意义。
   在论证过程中，我们既采用了心理逻辑的理据，又采用了社会规约的理据作为解释搭配产生的根本
原则。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和社会交际的工具，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原则是重合的。
但当心理逻辑与社会规约发生冲突时，词语搭配最终遵循社会规约的最高原则。
   在讨论常规搭配和超常搭配的过程中，我们还分析了语言规范与言语创新的关系。
超常搭配是建立在相似和相关基础上的言语创新。
创新项目被社会群体重复使用而得到全民公认后能够进入语言体系，成为新的规范。
因此规范与创新反映了语言结构与建构相互循环的历时发展规律。
   本研究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它说明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在教材编写中都应该分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搭配形式。
语言和言语的循环规律说明，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必须在大量的言语活动中建构。
本研究对词典编纂的启示是，词条的定义可以在搭配中得到验证。
一些被词典定性为单义的词条已经在社会群体的言语活动中发展出了多个义项。
这说明，词典编纂者有责任对新义项进行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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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1.1　引言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
（王德春1990：1；343）这一看似简单的定义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作为体系，语言内部各组成要
素之间必定存在纵横交错的关系，音和义的结合以及词汇语法的层次就是这个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
因素，语言的大小单位都是音义合体，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是音义结合的。
现代语言学理论都讲究音义结合，从Saussure（2001：84-85）的横向线性的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纵向聚合的联想关系（associative/paradigmatic relation）可以看出词语与记事语的组合同时
受约于形式和意义。
他的两个著名比喻也很好地说明了语言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密切关系，他将意义和形式比作化合物，
如水的两种构成成分——氢和氧；此外，他还把它们比作一张纸的正反面。
认为“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间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ibid：111）。
在语言中，音和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结合体。
　　关于横组与纵聚合的关系，虽然学术界使用的专业术语不尽相同，但看到问题的实质却基本相同
。
Jackobson（1987：98-99）采用了“组合”（combination）和“选择”（selection）的说法，而Lyons
（1995：124）则采用的是“组合关系”和“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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