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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抽象词“影响”的语义韵性质
———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和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技术

方清明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中国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运用语料库对语言结构、单个词语等进行实证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语言学发展的一
个重要趋势。尽管学界已经对“影响”的语义韵现象有所探讨，但是在定量定性方面都存在较大问

题，甚至是错误。例如并非有些学者所论，“影响”作出褒义偏移的情况居多，“有影响”也并非是最

高频的搭配。本文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和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软件重新论述“影响”的语义韵性质。统计
显示，“影响”的语义韵表现非常复杂，有４１．６％的“影响”用于消极意义；有３９．２％的“影响”用于中
性意义；而只有１５．６％的“影响”用于积极意义。从搭配类型和搭配频率两个方面来看，“影响”用
于消极意义都占优势。另外，口语对话里，“影响”绝大多数用于消极意义。“影响”表现出较多的

消极意义并不违反“乐观假说”语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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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学界对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多有研究。吕叔湘的《中性词与褒贬义》（１９８３）开风气之
先。邹韶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邹从具体现象、偏移类型、偏
移原因等方面持续深入探讨了该问题。吕禾（２００２）、王碧辉（２００９）、修丹丹（２０１０）、胡英彬
（２０１２）等都在邹先生的框架下进行了相关研究。

其中，修丹丹（２０１０）对“影响”的语义偏移现进行了考察，她认为：１）“影响”在人们的具体运
用中，语义发生偏移时，向褒义作出偏移的情况较多，“影响”在特定的结构中偏向积极意义，归根

结底是由“乐观假说”的语用原则决定的（Ｂｏｕｃｈｅｒ，１９６９）。２）“影响”作出褒义偏移的情况居多，人
们更愿意接受积极意义的“影响”。修丹丹的上述结论主要来自于以下统计数据的支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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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修丹丹（２０１０）对“影响”的相关统计数据

“影响”１１４个用例里的语义偏向分析

１ 消极修饰显贬义 ３例 ２．６％

２ 语境显贬义 １２例 １０．５％

３ 中性 ６０例 ５２．６％

４ 积极修饰显褒义 ４例 ３．５％

５ 语境显褒义 ３５例 ３０．７％

“有影响”１０３个用例里“影响”的语义偏向分析

１ 语境显贬义 １１例 １９．４％

２ 中性 ２０例 １０．７％

３ 语境显褒义 ７２例 ６９．９％

　　说明：表１数据引自修丹丹（２０１０：１１；２５），数据照实摘录，表格形式为我们所加。

对于修丹丹（２０１０）所得结论，我们从语感上难以接受，为何“影响”向褒义作出偏移的情况较
多（褒义３４．２％，贬义１３．１％）。而我们的直觉是“影响”的消极用法非常普遍，如“影响学习、造成
影响、严重影响”等都是消极的。“影响”的语义偏移情况到底如何，是倾向于积极还是倾向于消

极？我们认为有重新论证的必要，“影响”这类语义韵复杂的词汇，需要全面细致地描写，这样能够

为其它类似词语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在语料库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１）
基于更大规模的语料数据统计“影响”的语义韵（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ｏｓｏｄｙ）［１］情况；２）利用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软
件详细探讨“影响”的搭配，细致分析“影响”的消极语义韵、中性语义韵、积极语义韵；３）总结“影
响”的语义韵性质。

二、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影响”的语义韵分析

（一）“影响”的１０００例语义韵分析
修丹丹（２０１０）从１１４个用例里归纳出“影响”的语义偏移情况，但是我们并未见到这１１４个用

例的全貌。［２］鉴于“影响”语义韵的复杂性，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利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标注语料

库”（共计２０００万字）发现，“影响”是一个非常高频的词汇，总排名 １７１位，出现 ６１０３次，频率为
０．０６３９％。我们利用语料库自带的页码转换功能（每页５０个用例），随机抽取不重复页码２０页，共
计１０００个用例。从随机概率来看，我们认为这１０００个用例能够代表“影响”的整体使用情况。相
关分析见表２：

表２　１０００例“影响”的语义韵分析

序号 语义韵类别 用例数 百分比

１ 消极语义韵 ４１６ ４１．６％

２ 中性语义韵 ３９２ ３９．２％

３ 积极语义韵 １５６ １５．６％

４ 语境不足 ３６ ３．６％

合计 ——— １０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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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表２进行宏观分析可以发现，我们考察“影响”的语义韵表现与修丹丹（２０１０）的结论完全不
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修丹丹认为“影响”向褒义作出偏移的情况较多（褒义 ３４．２％，贬义
１３．１％），而我们的统计显示，“影响”的消极语义韵位列第一，达到４１６例，占总数的４１．６％，而积极
语义韵仅为１５６例，占总数的１５．６％。需要说明的是，表２里“语境不足”的用例有３６例，例如：

（１）这种情况同样也会影响到个体学习的速度。
（２）同时，也受个人的经验所影响。
我们认为上述用例里的“影响”应该有语义韵倾向，但是由于缺少上下文语境的支持，我们无

法确定，因此照实记录。好在此类用例数量不大，不至于影响本文的相关分析。

（二）“影响”的词簇分析

我们利用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的“词簇”（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ｚｅ）功能［３］，以“影响”为节点词，检索相关词簇情

况，见表３：

表３　以“影响”为节点词的词簇分析

序号 词簇 频次 序号 顺次 频次

１ 会影响 ２５４ １８ 不良影响 ３１

２ 影响到 ２１５ １９ 发生影响 ３１

３ 有影响 １８１ ２０ 产生影响 ３０

４ 影响下 １７６ ２１ 社会影响 ２９

５ 直接影响 １７２ ２２ 影响人们 ２８

６ 影响了 １７１ ２３ 教育影响 ２８

７ 相互影响 １０３ ２４ 不利影响 ２７

８ 思想影响 ７０ ２５ 巨大影响 ２６

９ 严重影响 ６９ ２６ 影响作用 ２６

１０ 受到影响 ５７ ２７ 什么影响 ２５

１１ 重大影响 ５１ ２８ 都会影响 ２２

１２ 从而影响 ４９ ２９ 因素影响 ２１

１３ 互相影响 ４８ ３０ 并不影响 ２０

１４ 影响生产 ４０ ３１ 环境影响 ２０

１５ 能影响 ４０ ３２ 重要影响 ２０

１６ 影响力 ３８ ３３ 不会影响 １９

１７ 受影响 ３７ ３４ 可能影响 １９

　　说明：表３仅显示次数≥１９的情况，一共有３４行，情况比较复杂。另外，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２．４ｗ“词簇”功能不能直接显

示跨距搭配，所以跨距搭配的情况需要另外讨论。

对表３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会影响”、“影响到”的频率都比“有影响”高，后者并非最高频的搭
配。“会影响”、“影响到”并非传统研究所认为的固定搭配，语料库语言学称这类现象为多词单位。

关于“多词单位”，由于研究目的、范围等的不同，学术界对其的理解、界定一直存有争议。如文献

中经常出现的术语还有多词序列、多词表达、语块、预制块、固定语、习语等等。我们认为多词单位

的基本特征大致如下：１）必须是两个或多个词语的高频复现，例如从操作层面来看，像北京大学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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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Ｌ语料库的规模，如果某多词单位超过１０００次用频，那么可以看做高频多词单位。偶现的词汇
序列不能看做多词单位。偶现词汇序列对研究无多大意义，应当排除。２）多词单位应该负载着较
为稳定的意义，在联系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意义可以是程序性的语篇意

义；也可以是具有实际内容的语义意义。３）多词单位的表现形式可以连续的词语序列也可以是非
连续的词语序列。它不以心理凸显性和结构良好为界定标准，不聚焦于固定词组，而是涵盖了大量

各种各样的复现词语序列（卫乃兴 ２０１１：３１０），多词单位可以是跨层结构，如“的话、的时候、有的
是”等。４）多词单位是对词语组合关系的研究，重视词语组成的由左至右的横向序列关系。５）多
词序列存在典型与否，越是高频的多词序列其固定度越高，其对节点词的预见作用也越高。后文将

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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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如不及时解决就会影响经济建设。
“能影响”则无明显的语义韵倾向，可以是积极的，如例（１０）；可以是消极的，如例（１１）。
（１０）高尔基说得好：“我所理解的‘美’，是各种材料———也就是声调、色彩和语言的一种结合

体，它赋予艺人的创作以一种能影响情感和理智的形式”。

（１１）用老乡的炊事用具，不能影响人家做饭。
为何“会影响”的用例是“能影响”的 ５倍多，并且为何“会影响”表现明显的消极语义韵，而

“能影响”则不呢？渡边丽玲（１９９８：４８１）指出，从实现与发生的可能性来说，“会”可以表示非期待
的行为，而“能”不行，如：

（１２）ａ．会失败　会冻死　会来讨债　ｂ．能失败　？？？能冻死　？？能来讨债
上述用例说明，“会”可以是非期待的，因此“会”与“影响”组合时具有语义相宜性，语义韵和

谐，导致“会影响”绝大部分表示消极语义韵。

（三）“影响到”与“影响了”的消极语义韵倾向

统计发现，“影响到＜２１５＞”。从词性来看，“影响”具有名词和动词用法，但“影响到”一定是动
词用法，因为“到”是动词专职标记。对这２１５进行了详尽分析发现，８５％为消极语义韵，１４％为中
性语义韵，仅有１％为积极语义韵。消极语义韵的用例如（１３）和（１４）。

（１３）在眼前的只有父亲同母亲，父亲正为时局影响到金融发着愁，母亲则恐怕兵乱闭市，在那
里打算买点腌鱼咸肉，他们两个什么也不吩咐他，给与他。

（１４）例如精密机械制造工厂与在生产过程中排出大量灰尘的工厂（水泥工厂、发电厂及过磷酸
钙制造厂等）为邻，就会使得制作精确仪器的技术操作上发生困难，有害地影响到这些仪器的质量。

在语料库里，“影响了＜１７１＞”，其中“了”也是动词专职标记。我们对这１７１进行了详尽分析发
现，９３％为消极语义韵，５％为中性语义韵，仅有２％为积极语义韵。消极语义韵的用例如（１５）和（１６）。

（１５）家庭出身不好就影响了阶级觉悟，阶级觉悟低就影响了对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敏感。
（１６）他想，人们劳动了一天，本应当吃完饭休息，现在竟因为买东西影响了睡眠，这怎么办呢？
（四）“受……影响”跨距搭配的语义韵分析

统计发现，“受（到）……影响”跨距搭配共计７０８例，我们抽样考察前１００个用例，发现消极用
法６９例，积极语义韵８例，中性１６例，语境不足７例。消极语义所占比例达到６９％，例如：

（１７）尽管社会上还存在着“哄孩子没出息”的偏见，但是，只要自己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就决不
要受偏见的影响。

（１８）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有些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贪
生怕死，投敌变节者有之；贪图安逸享受，害怕艰苦生活，脱离革命队伍者有之。

另外，我们观察到“受到影响”紧邻搭配共计５７例，“受影响”紧邻搭配共计３７例，它们无一例
外地都表现出消极用法，例如：

（１９）艾滋病的冲击，使许多国家的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生产受到影响。
（２０）根据当时对人口增长率为２０‰的估计，马寅初细细算了一笔账，吃惊不小：中国人口如以

这个比例无限制发展，新增人口将吃掉本来就少的国民收入，那么资金积累、发展生产力、加速工业

化甚至国家富强都因此受到影响。

（五）“影响＋Ｎ”类连接模式的消极语义韵倾向
当“影响”后直接带名词性宾语时，一般都表现出消极语义韵，如例（２１ａ）。相比之下，“影响”后

带程度性补语时却没有类似现象，如（２１ｂ）里的用例可以是积极的，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消极的。
（２１）ａ．影响工作　影响健康　影响身体　影响形象　影响家庭　影响睡眠　影响食欲

影响他的未来　影响我们的感情　影响大家的情绪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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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影响重大　影响深远　影响恶劣　影响太坏了　影响太大了
（六）小结

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表４，该表说明“影响”的消极语义韵非常突出。修丹丹（２０１０）认为“影
响”向褒义作出偏移的情况较多，而我们的数据再一次说明她的论断是错误的。

表４　“影响”的典型消极语义用法

项目 消极用法百分比

造成……影响 １００％

会影响 ９７％

影响了 ９３％

影响到 ８５％

受……影响 ６９％

四、“影响”的积极语义韵与中性语义韵分析

（一）“影响”的积极语义韵分析

我们对语料库里１２９例“有影响”进行了穷尽分析，如表５：

表５　１２９例“有影响”的语义韵分析

序号 语义韵类别 用例数 百分比

１ 消极语义韵 ２３ １７．８％

２ 中性语义韵 ３３ ２５．６％

３ 积极语义韵 ７０ ５４．３％

４ 语境不足 ３ ２．３％

合计 ——— １２９ １００％

我们先分析“有影响”的消极语义韵，全部２３例里，有２０里都用于“对……有影响”跨距搭配，如：
（２２）这倒是个问题，没有窗户，空气不好，阳光不足，对健康有影响！
（２３）三班制工人中需要连续六天作夜班，对工人身体健康有影响；实行四班三运转，工人两天

一倒班，受到工人的欢迎，应当积极推广。

上述用例中的“对……有影响”跨距搭配都显示消极意义。实际上，吕叔湘（１９８３）已经指出
“这对你的升学有影响”里的“影响”跟“有”连起来用就有贬义。吕先生所举用例恰好是“对……

有影响”跨距搭配。

积极语义韵的７０例里，“有影响”绝大部分充当定语，经常构成如“最有影响的、颇有影响的、
很有影响的、较有影响的”等表达，例如：

（２４）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最博学的佛学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当时佛教的
领袖。

（２５）海明威是２０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２６）后者如美国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主张：“语言使一个人给予刺激（Ｓ）时，另一个

人能作出反应（Ｒ）”把语言过程看成是机械运动。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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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里，因为格式或者句法位置的不同而引起词语语义、语用的不同，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

现象，“有影响”的语义韵分裂并不是孤例，如：

（２７）ａ．大大地请一次客。｜写得大大的贴在墙上。
ｂ．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眼睛大大的，像个洋娃娃。（朱德熙 １９８０：３７）

（２８）ａ．我知道，若想进入这家有实力的公司，必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ｂ．你一定要来。

（２９）ａ．他有条件上大学。｜ｂ．上大学是有条件的。
例（２７）是朱德熙先生的用例，朱先生指出“大大地／的”做状语、补语有加重、强调的意味，而做

定语、谓语反而表示一种轻微的程度。例（２８）“一定”充当定语与充当状语时的意思不尽相同。例
（２９ａ）“有条件上大学”是指家庭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宽裕等，指“能上大学”。而（２９ｂ）“上大学是
有条件的”则是指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参加高考”等就可能是“上大学”的前提条件，这时

候说“上大学是有条件的”。（２９ｂ）可以扩展为“上大学是有条件的，不是人人都能上的”。“有影
响”的语义韵是分裂的，当其充当定语时，多为积极语义韵；当其用于“对……有影响”跨距搭配时，

多为消极语义韵。

统计发现，与名人相关的“影响”多表示积极语义韵，如例（３０）是培根对大学创办所带来的“影
响”，例（３１）是相关事物对童年邓颖超成长的“影响”，它们都表现出积极倾向。另外，“广泛影响、
积极影响、重要影响、深刻影响、深远影响”也都多表示积极语义韵。

（３０）培根的建议，对英国以及欧洲的大学创办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３１）这给童年的邓颖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她以后的成长发生了有益的影响。
（二）“影响”的中性语义韵分析

修丹丹（２０１０）未对“影响”的中性语义进行分析，尽管中性语义韵的比例在其统计数据里位居
第一，达５２．６％。我们统计的１０００例里，“影响”中性语义韵达３９２例，数量较多。对这些用例进行
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特点，第一，从描述对象来看，当人们客观描述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相互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时，一般来说是中性的，例如：

（３２）在气候影响下，干湿交替，融冻变化，加上植物根系的穿插，逐渐形成具有蓄水性能的团
粒结构，成土母质就发育成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壤层。

（３３）纬度地带性的产生，主要是太阳辐射受地球球体形状影响，从赤道向两极递减的结果，也
就是说纬度地带性是以热量为基础的。

以（３２）为例，气候是客观的，植物、成土母质等也是客观的。当人们以置身事外地视角来描述
这些客观事物之间的变化时，所论及的“影响”也多是中性的。我们检索语料库发现，谈及客观事

物的“相互影响”和“互相影响”，基本是都为中性语义韵。

第二，当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时候，特别是谈及正反两方面的时候，此时的“影响”多为中

性语义韵，如：

（３４）它直接影响我们的干部能不能得到战士的尊重和信任，能不能造成一个干部战士亲密团
结的局面。

（３５）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
以（３４）为例，其中“影响”的结果是“能”还是“不能”两个方面，所以它是中性的。

五、余论与结论

（一）自然口语里“影响”的消极语义韵使用频率更高

·３４６·



海外华文教育 ２０１６年

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倡分语体进行研究（陶红印 １９９９；方梅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张伯江 ２００７等），不同
的语体对语法的表现有不同的体现和限制，只有分别研究，才能更接近语言真相。正是基于这种理

念，我们对自然口语会话体里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们分别统计了三种语料，共计３１例，仅有１
例是中性的，其他３０例都是消极的，如（３６）至（３８）。这说明，在口语里“影响”的消极语义韵使用
频率比在书面语里还要高。用原本中性的“影响”取代真实的消极意义，久而久之，“影响”浸染上

了更多的消极意义。这是“影响”消极语义韵比重偏高的本质原因。

（３６）（背景：台湾青年谈开摩托车）我们这样开车喔…我们可能…我们影响算小的，好不好，我
们可能我没办法。（语料引自“台湾政治大学口语语料库国语语料”）

（３７）夏：我二十多年的心血，就，就这样被他毙了？
刘：坐下吧你。真是。你这样对孩子影响可太不好了啊！我告诉你啊，小雪可也在那跟

你学着打拳呢。你是一家之主，是我们的顶梁柱，你得给我们做点儿榜样啊！（语料引自

“家有儿女”的２０集转写材料）
（３８）余：问题不在这儿。这要是真有个外宾在场，影响多坏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中国人

都这么粗野。（语料引自“编辑部的故事”）

（二）英语里ａｆｆｅｃｔ的消极语义韵表现
郭放、李文中（２０１１：５５－５６）认为“在词语搭配和语义韵方面，ＢＮＣ中 ａｆｆｅｃｔ的主语涉及政治、

经济、医学、环境、法律等领域，且都属于消极词汇。和ａｆｆｅｃｔ搭配频率最高的副词是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ｂａｄ
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ｗｏｒｓｔ、ｓｅｖｅｒｅｌｙ等等。所以ａｆｆｅｃｔ呈现出消极语义韵”。“影响”与 ａｆｆｅｃｔ是对译词，这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影响”的消极语义性质。

（三）如何看待“否定＋影响”的语义韵性质
汉语学界一般以词为据点探讨语义偏移现象。如修丹丹（２０１０）认为“没影响”里的“影响”是

消极的，因为“没影响”一般是指“没有坏的影响”的意思。例如：

（３９）但这些又始终没有影响陶渊明的理想抱负与“大济于苍生”，为祖国，为人民的美德善行
连在一起，尤其是在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更是这样。

在修丹丹看来，例（３９）里“没有影响陶渊明的理想抱负”里的“影响”当属消极语义倾向。这
确实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考虑“Ａ没有影响Ｂ”整个用法的话，我们能够看出“Ａ没有影响Ｂ”具有
积极语义倾向。正如Ｓｔｕｂｂｓ（２００７）所论，语义韵实际上是话语韵。这样看来，基于汉语传统“中性
词语义偏移”模式的研究，重视的是词语本身的语义倾向；而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语义韵研究则重

视词语搭配的语义倾向。二者都基于词语，但是所阐述的结果并不尽相同。对于这种差异，我们从

邹韶华的相关论述里也可以看到很多，如：

（４０）他确实没劲儿。（“劲儿”偏向“大”，褒义）
（４１）那粮站的位置落得不是地方。（“地方”偏向“合适的地方”，褒义）
（４２）洪达不够朋友。（“朋友”偏向褒义）（引自邹韶华 ２００４：１；７；２６２）
上述用例从词语来看，都是偏向褒义，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用于否定句中，整个话语却是消

极的。因此在探讨词语语义偏移时或语义韵倾向时，由于基点的不同，统计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可

以说，这两种统计各有利弊。基于词语语义偏向，探讨的基点“词语”不会变动，相对稳定；但是却

忽视了语言的话语性质和篇章性质。基于语义韵的研究，需要考虑由“词语”构成的格式、多词单

位的语义韵倾向，对话语性质和篇章性质的把握较为有利，但是前提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挖掘该词

语的构成格式与多词单位。传统研究无法真正做到对多词单位的穷尽挖掘，而语料库语言学可以，

因此本文倾向于语料库语言学和语义韵的视角。

（四）消极语义韵的“影响”并不违背“乐观假说”的语用原则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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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丹丹认为“影响”在特定的结构中偏向积极意义，归根结底是由“乐观假说”（Ｐｏｌｌｙａｎｎａ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５］的语用原则决定的。我们的结论与修丹丹的不同，我们认为“影响”的消极语义韵大大
多于积极语义韵。那是否意味着消极语义的“影响”就违背“乐观假说”的语用原则呢？如果按照

汉语传统的研究，即中性词“影响”在语用中发生了偏移，偏向了消极意义，那么似乎可以认为“影

响”违背了“乐观假说”原则。但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来看，“影响”表现出消极语义特征恰恰

是遵守了“乐观假说”的语用原则。例如，人们不直接说“你打扰我了｜你烦死我了”，而采用“你影
响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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