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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据实际语料对语言进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即便从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语料库布朗语料库建成至今，也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功能的不断增强，利用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在技术条件上
已经逐渐成熟。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内省法研究的局限。
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步尝试利用报刊、小说等素材，对语言现象进行实证性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
科研成果。
　　综观该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语料库研究法的有效性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同，在实际的研究
活动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但是，毋庸讳言，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尤其是相对于英语语料库在架构、内容和研究手段方面的日臻充实、完善，日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
无论是在研究理念，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无疑是较为落后的。
　　首先，缺乏经过周密规划、语料来源广泛、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大型日语语料库。
只有在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下，语料库才有可能具备较好的平衡性和代表性，全面、忠实地反映语言的
本来面貌。
为此必须进行科学规划，并在语料的选择、录入、校对以及后期维护方面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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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语语料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实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语料库在语言研
究中的具体应用。
内容涉及语料库研究的学科定位、理论意义、日语语料库建设的现状与不足以及语料库的设计规划等
方面的诸多问题。
在此基础上，运用语料库信息自动处理技术，实现了语料自动赋码、信息自动筛选和提取等各项功能
，并结合具体研究课题，对其进行了实践和拓展。
　　《日语语料库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翔实，紧贴语言研究的实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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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由于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以上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
存储于计算机内的大量实际语料对语言现象进行考察，涌现出大量基于语料库（corpus）的研究成果
。
这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硬件性能不断提高，海量存储设备逐渐普及，软件在易用性方
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研究者进入的门槛。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于实际语料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在大量现有的出版物或口语素材中检索包含某种语言现象的
实例。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分析和统计，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客观规律。
因此，从本质上看，都属于实证性研究方法。
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实证性研究已经产生了许多成果，在语法、词汇以及句法等各个领域奠定了自
己稳固的地位。
　　对于这种建立在观察分析自然语言现象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来说，语料库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础
。
实证性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广受推崇也使得语料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逐渐成为研究者
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语料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rpus，意为“资料的总体”。
英语中的corpus一词继承了拉丁语的原意。
但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料库显然不再是简单的资料的集合，它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Crystal（1991）认为，语料库是语言资料的集合，其资料来源既可以是书面语篇，也可以是话语
的记录脚本。
Sinclair（1991）将语料库定义为对自然发生的语篇的收集，目的在于描述一种状态或某种语言中的变
化。
Bmer（1998）认为语料库是对自然语篇大宗的、有原则的收集。
顾日国（1998）则将语料库定义为放置语言材料的仓库，存放在计算机里的原始语料文本或经过加工
后带有语言学信息标注的语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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