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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80 余年来，离合词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应用研究成果卓著，主要包括汉语教学、

词典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等三方面内容。研究视角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有所深化，研

究方法推陈出新。通过总结归纳，我们发现，目前许多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处理，主

要体现在：宏观描写较多，微观探究较少；静态探讨较多，动态分析较少；问题探讨

较多，实践验证较少等。由此，本文认为以下研究内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离合词

的微观探究；第二，离合词的动态研究；第三，离合词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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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re than 80 years, the problem of separable words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applied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outstanding, mainly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Chinese teaching,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been deepene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innovated. Through summarization, we found that many 

problems have not been well dealt with at present, mainly reflected in: more macroscopic 

descriptions, less microcosmic explorations; more static discussions, less dynamic analysis; 

more problem discussions, less practical verification, etc.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tent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first, the microcosmic explo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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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ble words; second, the dynamic research of separable words; third,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separabl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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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陈望道先生在《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首先关注到离

合词的现象，至今已有 80 余年的研究历史。离合词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的

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步探索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70 年代

末）；第二阶段为扩展拓深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离合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良好的解决。

在当今的研究背景下重新审视离合词的研究，总结成果，反思不足，有助于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本文主要关注离合词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从汉语教学、词典

编纂及中文信息处理等三个方面做一详细的梳理和评述，以求更全面地了解目前的研

究状况，进而为今后的研究寻找一些新的方向。 

 

离合词教学相关研究 

离合词无论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还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都是关注的重点。 

 

国际中文教学 

离合词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习得偏误研究、教学方法研究和教材

编写研究三类。 

 

习得偏误研究 

对离合词习得顺序的研究集中于两类：一是从离析类型着眼探讨留学生习得离合

词各类离析形式的顺序。马萍（2008）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得到留学生习得各类离析形

式的难易顺序：VVO>VC3O>VPO>VC1O>VM3O>VC2O>VM1O>VM2O>VC4O>OV1。

林才均（2015）使用诱发语料和自然语料，依据准确率标准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

归纳出泰国初级水平学生习得离析形式的顺序：重叠>介词搭配>插入修饰成分>插入

补语>语素脱落>V 的重复>名语素前移>词性偏误>插入助词。二是从动宾语义关系着

眼探讨留学生习得动宾离合词的顺序。何清强（2014）通过接受性和产出性测试，发

现留学生对汉语动宾结构的习得顺序与动宾的语义关系具有显著相关性，遵循“受事-

处所-工具-施事”的顺序。 

对留学生使用离合词的偏误研究主要包括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国别化偏误

分析和不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非国别化偏误分析两类。 

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离合词偏误分析，以对亚洲地区中文学习者的研究为

主。偏误语料大多来自语料库或教学实例，实证研究较少。 

日本学生在学习动宾格（即离合词）时会在插入“着、了、过”、重叠、带宾、插

入补语等形式上产生偏误（李大忠，1996）；而日语中与汉语离合词同形的很多词不

能分开使用可能导致日本学生在离合词习得上产生偏误（韩越，1999）。韩国学生常

将离合词误作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进而产生偏误，离合词由什么介词引导是教学的

重点（肖奚强，2000）；离合词与介宾短语的搭配使用及插入时量成分的离析形式对

韩国学生来说较难掌握，教师应加强训练（杨峥琳，2006）。林美淑（2005）、元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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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2010）、崔智娟（2014）等也采用问卷调查做过类似研究。印尼学生离合词的习

得受到离合词分用规则泛化、工具书/教材处理不当等的影响，大部分离合词的意义在

印尼语中用单纯词表示，“应该基于语言的对比寻找适合印尼学生离合词教学的方法”

（萧频、李慧，2006）；印尼华裔学习离合词也会产生“分离使用错误”，受到母语、

目的语及学习环境的影响（孙嘉琪 2018）。泰国学生会出现“离合词误用为及物动词”

的情况（卿雪华、王周炎，2011）；中高级泰国学生的离合词偏误主要表现为助词“了、

着、过、的”的残缺、修饰宾语时错位、用于被动句、扩展形式错误、插入成分错位等，

受到母语、目的语、学习者学习策略、教师教学因素等影响，建议加强本体研究、凸

显在教材中的地位、提高教师素质、克服畏难心理等（兰海洋，2011）。越南留学生

在不同离合词结构类型以及不同水平阶段均有不同表现，成因也不尽相同，建议加强

总结复习、突出个性、反复巩固、加强汉越对比、注重课堂体验等（李丽丽、陈碧银，

2012）。阮氏怀芳（2016）、阮李威欣（2019）也做过类似研究，并给出了具体的教

学设计。 

不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非国别化偏误分析主要基于语料库或教学实例，但

也出现采用实验手段的研究。 

基于语料库。相关研究较多。刘穆楠、金前文（2011）发现留学生使用离合词时

易在插入“助词、补语、量词”及反序等方面产生偏误，建议采用“逐一学习、掌握特殊

用法、多接触本族人的语言材料、逐渐积累及重视离合词语用功能”等习得策略；杨帆、

韩威（2016）则概括出留学生习得离合词时极易出现带宾语、组合关系误用等七大偏

误类型，归纳偏误原因来自母语负迁移、过度泛化、教学因素等，并提出“结合场景进

行语块教学、与一般动词对比教学”等策略。覃丽娜（2012）、李银霞（2015）等做过

类似研究。李春玲（2016）和李春玲、韩晓明（2019）分别分析了“见面”类离合词 2和

“着迷”类离合词 3 的偏误情况，总结出“单一偏误”和“混合偏误”等类型，并从教师和学

生两个层面指出产生原因。 

基于教学实例。王瑞敏（2005）基于自身教学实例将动宾式离合词的偏误类型概

括为“应该‘离’而没有‘离’”“‘离’了但插入成分处理不完善”“‘离合词’其他形式的偏误”等

三类，概括原因为研究不充分、教材处理模糊、教学安排不当、过度泛化等，并提出

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李春玲（2014）也基于教学中所收集的语料，结合偏误，讨论

了双音节动宾离合词及其合用离合式和省略离合式的教学，指出初级阶段只需说明“是

什么”，中高级阶段则要讲清楚“为什么”。 

基于实验手段。何清强（2009a：70）指出“分离度越高，发生偏误的概率也就越

高”，并通过接受性和产出性测试实验，论证了不同分离度 4 对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

宾式离合词所存在的影响：“分离度越高，接受性习得越容易，产出性习得越难；分离

度越低，接受性习得越难，产出性习得越容易”。何清强（2009b）又采用测试性实验，

发现“A 类偏误率显著高于 B 类偏误率”5，受到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及教师和教

学等影响，建议“教学中应该把重点放在预防和减少 A 类偏误上”。 

综上，当前对离合词的偏误分析仍以传统方法为主，借助语料库所进行的偏误研

究也多是针对较易获取的书面写作材料，对留学生在口语使用中的偏误情况则关注不

够。此外，虽然针对离合词的偏误研究较为丰富，但可以发现相似的重复性的工作较

多，新进展较少，采用实验手段进行的研究也比较匮乏。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偏

误分析结果也未能很好地体现出国别化和独特性，由此得出的教学建议针对性和操作

性都不强，离合词的教学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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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研究 

离合词的教学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学界对如何教授离合词也做了一些探

索，主要包括“循环-递进”教学法和“构式-语块”教学法两类。 

“循环-递进”教学法指的是教学中将语法点分散到各阶段但又保持衔接性的一种教

学方法。离合词教学可以采取循环递进复式教学法，根据语法教学进度和学生理解程

度将离合词离析形式的教学分散到各个阶段。刚遇到离合词时，只需点明其用法特殊，

无须拓展，待出现某个语法点之后再择机讲练相应的离析形式，同时注重保持教学的

连续性，对已教过的离合词的离析形式进行跟踪教学，不断巩固（吕文华，1994；周

上之，2001；王燕明，2011；李银霞，2015）。周琳、李彬鑫（2015）通过测试实验

证明了“循环递进式”教学模式优于“同步式”，对离合词习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符合

留学生的认知学习过程，建议采用循环递进式教学法来教授离合词，并认为这种教学

法可以贯穿离合词及其离析形式的整个教学过程。但各部分如何安排和衔接仍是一个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有待实践来检验。 

“构式-语块”教学法是建立在“构式-语块”分析法基础上的、面向第二语言句法教学

的一种新方法（苏丹洁、陆俭明，2010）。离合词教学可以采取“构式-语块”教学法，

将离合词看作一个词块，将‘离合词块-构式’看作离合词语音、语法和语用的载体，运

用‘词块-构式’教学法进行化整为零的教学”。李春玲（2016）运用“构式-语块”教学法

对“见面”类离合词的教学顺序、教学步骤等做了说明；王俊（2018：200）则通过教学

实验证明了离合“词块-构式”教学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种教学法是针对特定离合词

和离析形式的具体教学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否对所有离合词和离析形

式均有效，还需进一步验证。 

 

教材编写研究 

教材中如何呈现离合词对离合词的教学来说至关重要。部分学者分析偏误产生的

原因时会提及教材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但大多较为简单。 

有的学者直接考察教材中离合词的呈现情况并给出建议。高书贵（1993）分析了

现行教材对离合词的处理情况，并建议指明汉语离合词的 V+O 结构形式，且作为语法

点引入教材进行重点处理等。刘春梅（2004）针对以往教材中对离合词一贯回避的做

法，着重从生词表处理、词语搭配与扩展、课后增加相关练习、适当引入有关离合词

的语法点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改进离合词的编写。方清明（2007）发现《发展汉语》系

列中 7 部教材基本上不给离合词标注词性，建议采取“A（B）”的特殊标注方式。李银

霞（2015）认为教材中需要改变离合词练习量不足的现状，设计合适充足的课后练习，

同时也要考虑内容的趣味性和方式的多样性，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离合词的扩展用

法。教材如何处理离合词直接影响学生对离合词的习得。当前这方面的研究考察范围

太小，考察的教材太少，还需加强。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离合词教学研究，以维吾尔族学生为主，且多是偏误研究。

李炳生（1996）结合维吾尔族学生学习动宾、动趋和动结三类离合词时出现的问题，

提出对民族学生的离合词教学应该讲清规律，并提醒他们不能随意拆词。吕亚梅

（2001）把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出现的离合词偏误概括为“把离合词当成了一般动词

用”“对离合词的扩展形式、重叠形式的用法不清楚”，由教材和教师讲解造成，建议教

材做特殊处理，教师及时归纳整理、分层分阶段教学。沙吾丽·库尔班别克（2002）基

于教学实例，张国云（2007）基于调查问卷，崔新丹（2011）基于语料库也做过类型

研究。这些研究的思路和结论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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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词词典编纂相关研究 

词典作为工具书，在母语教学和国际中文教学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词典

中如何处理离合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内向型词典对离合词的处理 

“内向型词典主要是面向本族语者用户群体编纂的学习型词典，风格上偏重词语的

准确释义”（蔡永强，2016：22）。目前对内向型词典中如何处理离合词的探讨多集中

于对《现代汉语词典》（简称为《现汉》）的考察与分析。 

标注方面，主要关注拼音标注，较少关注词性标注。程荣（1995）肯定了《现汉》

中使用“//”标注离合词的作用，但也指出存在“能够插入成分的离合词却未做标注，不

能插入成分的词却被标上了‘//’等问题，应为音形相同、意义有联系的离合词和名词分

立词目。 

收词方面，主要关注收词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孟凯（2016）指出部分离合动词

被《现汉》（第 5 版）收录的原因：词义发生部分引申、属专业用词或有专门化倾向、

彰显词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搭配有限、共现频率和使用频率都较高等。商艳玲（2015）

量化考察了《现汉》第 5/6 版中多义离合词的收录情况，发现第 6 版较第 5 版收录条数

增加，指出离合词存在逐渐增多的趋势。姜德军（2017a）指出《现汉》第 1~6 版中收

录离合词标识上存在疏漏或过度现象，收词增减主要源于用字问题，建议编纂时详尽

考察离合词的离散形式及其出现环境，同时注意离合词的同一性。廖虹（2019）考察

了《现汉》（第 7版）中所收录的 3957个离合词，发现这些离合词具有“以动词为主，

包括部分方言词汇、口语词汇以及文言词汇；使用频率较低；插入成分单一；有多个

义项”等特点。 

条目设立方面，主要关注分立条目的依据。王楠（2002）提及《现汉》（修订本）

中离合词与其同形词目的问题，包括意义上有联系和无联系两类，指出对这两种情况

的标示应该有所区分。刘哲（2002）发现《现汉》（第 3 版）将离合词和跟它形式相

同而且意义密切相关的非离合词设立为两个不同词条，模糊了多义词和同音词的界限，

指出对于可分为两个词且意义没有差别的离合词没必要分立条目。 

 

外向型词典对离合词的处理 

“外向型词典是专门针对非本族语用户群体编纂的学习词典，风格上偏重实用性释

义和多层次配例”（蔡永强，2016：22）。当前对外向型离合词学习词典的研究主要是

以内向型词典为蓝本，将二者进行对比考察与分析。 

研究较为全面的，如郑林啸（2010）从词性标注、释义、扩展形式和合用形式等

四方面考察了9部词典 6中“洗澡”的处理方式，提出“将离合词标注为短语词、采用‘完

整句释义法’、区分‘扩展’和‘合用’并分别配例”等建议。金美虹（2017）以《现

汉》（第 6 版）和《商务馆学汉语》为参考，从标注、释义、翻译、配例等方面比较

了两本中韩词典中离合词的处理情况，发现存在“拼音和词性标注不统一、误标词性、

缺少‘离’的用法、例句翻译不准确、例句不常用或不符合汉语习惯、离析形式不全”

等问题，建议编写针对性强的适合韩国学生的中韩词典。 

收词和标注方面，姜德军（2017b）统计了四部离合词学习词典 7 及几部《现汉》

中的离合词数量，指出这些词典在标识方面存在标识过度和标识不足等问题，强调要

加强对离合词特点的研究，不断优化词典编纂工艺。韩晓明（2021）发现部分离合词

学习词典存在“缺少收词标注、收录非离合词和使用频率极低的离合词、遗漏使用频率

较高的离合词、未标注拼音和词性”等问题，并结合用户调查，给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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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方面，郑林啸（2012）以“洗澡”为例探讨了 9 部词典在离合词释文方面存在

“释文模糊、用超纲词或英语释文、用法提示和释例不全面、未将此类词的‘离’‘合’

两类用法分别进行注释”等问题，并提出建议。董婷婷（2012）也对比分析了《现汉》

（第 5 版）和《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在离合词释义上的差异，归纳后者在释义语言、

内容和配例方面的创新之处，提出“将‘合’‘离’分开说明、适当渗透汉语文化语用知识、

明显提示离合词不带宾语”等建议。韩晓明、王海峰（2023）详细考察了四部外向型离

合词学习词典的释义和用法部分，寻找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用户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需求，提出建议。 

配例方面，姜德军（2017b）指出四部离合词学习词典及几部《现汉》配例上存在

“举例不够齐全、举例次序不统一、配例有讹误”等问题。李敏、贺敬坤（2015）对比

分析了《现汉》和《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中离合词的释义配例，认为后者配例数量更

多，更加注重提供典型语境和语法信息，体现了通过示例引进语法信息这种学习词典

的编纂趋势。 

综上，内向型词典和外向型词典对离合词的处理都存在一定问题，很多程度上是

因为当前还未完全认清离合词的真实面貌，尤其是对离合词的使用环境、离析条件、

语用功能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急需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来促进离合词词典的编

纂。 

 

中文信息处理中离合词相关研究 

着眼于中文信息处理的离合词研究主要关注离合词的切分、标注、判定、识别、

消歧，机器翻译系统中的离合词处理及离合词相关系统构建等方面。 

 

离合词的切分或标注 

离合词是计算机自动分词和标注的难点。薛宏武（2015）指出离合词分离是无标

记的句法现象，只要句法语义需要，就可分离为短语，认为对其进行切分、标注跟对

规范句子的处理一致。郭锐（2002：315）认为“离合词无论是合还是离，一律作为一

个切分单位，中间隔有其他成分时，看作不连续词，应与词类标注结合做切分分析，

如‘洗/v- 了/u 一/m 个/l 澡/-v’”8。周卫华（2009）认同郭文的观点，主张在对文本进行

分词和标注时，应该把离合词看作一个分词单位，使用专门的符号将离合词的扩展形

式标注出来。 

 

离合词的判定或识别 

学者采用多种方法不断优化离合词的判定程序或识别算法。周卫华、胡家全

（2010）建议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建立离合词词库，描写其扩展形式和相应参数，

以便在识别动宾短语时排除离合词扩展形式的干扰。肖升等（2014）借助依存分析确

定了适用于自动判定离合触发词 9的 6 条规则，据此实现判定算法，并基于语料库和词

典进行半自动化实验证明了此方法的效率。臧娇娇、荀恩东（2017）则从离合词内部

入手形式化地表示离析形式，总结自动识别的规则，设计出自动识别算法，效果显著。

道吉仁青、安见才让（2018）提出基于正则表达式识别藏文离合词 10 的算法，并使用

句子进行了验证，准确率高达 99.89%。芦琪、李治平（2019）则基于语义分析动宾离

合词进入“V1OV2得怎么样”结构的准入条件，设计出 VO 进入“V1OV2得怎么样”结构的

辅助算法及判定程序。周露等（2023）采用字符级序列标注方法来解决二字动词离合

现象的自动识别问题，并提出 BERT_MASK+2BiLSTMs+CRF 模型，比当前性能最优

的离合词识别模型提高了 2.85%的 F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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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词的消歧 

离合词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歧义主要包括发音歧义和词义歧义两种。戴国

徽、曹奇英（2011）采用“‘分词→单字’离合匹配”等方式，解决了离合词长距离约束使

多音字发音歧义的问题，并通过测试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张振景等（2016）采用

SVM 模型中的线性支持向量机方法对离合词进行词义消歧，经过“提取文本特征→转

化向量→设计特征权重”等多重步骤实现优化，利用语料库进行训练测试，证明了这一

方法的有效性，有助于提高词义消歧的正确率。 

 

机器翻译系统中的离合词处理 

离合词是汉英机器翻译中汉语自动分析的难点。刘群、俞士汶（1998）指出英译

处于“合”的离合词时，要把它当作词来处理，而在“离”时则当作短语来处理。王海峰

等（1999）基于对大规模语料库中离合词的统计分析，给出 BT863 汉英机器翻译系统

中离合词的处理策略和实现过程。傅爱平（1999）提出把字作为汉英机器翻译源语句

法分析的起始点，使词和词组的识别与句法分析同时进行，并以离合词为例具体说明

识别的方法，解决自动分词的困难。史晓东（2002）在分析离合词的分类、用法和翻

译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离合词的机器翻译策略，在句法分析上总的原则是“根据类型分

而治之”，在意义表达上“暂时采用句法结构加上属性的方式”，并基于实例进行了对比

验证。周卫华（2009）认为细致清楚地罗列所有离合词的扩展情况，归纳离合词的扩

展程序，建立汉英动宾式离合词典等手段能够大大帮助机器翻译系统识别出句子中哪

些是合，哪些是离。 

 

离合词相关系统构建 

离合词给智能输入也带来了挑战。刘来旸等（2001）利用离合词自身可离合的特

点来区分同音词，以优化汉语智能输入系统的设计。部分学者也基于汉语教学尝试构

建离合词学习系统，以服务于离合词的教与学。杨泉（2011）基于语料库归纳出留学

生易出现的离合词偏误类型，结合离合词的性质、特点，分析产生原因，给每种偏误

编写纠错规则，并使用 Matlab 语言构建了计算机自动纠正留学生离合词偏误的系统。

郑美平（2016a、2016b）利用布尔表达式和正则表达式总结了离合词分离形式和偏误

形式的计算机判定规则，设计出留学生离合词学习系统并使用 Visual Fox pro.工具进行

实现，辅助留学生的离合词学习。 

 

成就与不足 

学界对离合词及其离析形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下面从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

评述。 

 

取得的成就 

离合词应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扩大。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入，离合词的

研究视角得到扩展，从对离合词单纯的理论探讨扩展到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上来，

汉语教学、词典编纂、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离合词研究呈现出上升之势。研究视角

的扩展助力离合词的应用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第二，研究内容深化。离合词应用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如教学方法上，研究者

将前沿的理论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来，并通过实践验证说明方法的可行性，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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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词的教学；再如中文信息处理方面，不断优化算法策略，获取最优效果，构建学

习系统，使离合词的应用研究不断向深拓展。 

第三，研究方法更新。单纯的描写和解释已无法满足现有研究的需求。学界尝试

将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解决语言学

的问题。如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研究，语料更自然、更真实，结论也更充分、更客观。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教学实例、采用实证方法等也实现了创新。 

 

存在的问题 

离合词应用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描写较多，微观探究较少。离合词的结构不一、类型多样，内部差异

较大。目前学界虽然已经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但现有的应用研究更关注离合词的宏观

描写，缺少更为细致深入的基于分类的探讨。如对离合词教学问题的探讨，大多只关

注到其中的一部分离合词或集中在几类离析形式上，却将结果推广到离合词整个群体

或所有离析形式上，提出的教学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静态探讨较多，动态分析较少。当前的应用研究结果可操作性低，可实践

性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并未关注到离析形式常产生于口语条件中这一重要因素（王

燕明，2010；刁晏斌，2016；王俊，2018），直接从口语语体着手的动态研究极少。

但是，如果不从离析形式的产生环境之中去探讨离合词的相关问题，难以切实解决离

合词的应用问题。与离合词教学、词典编纂直接相关的是离析形式的特征、功能等问

题，但是目前直接对口语语体中离析形式的特征、功能等进行的动态研究还较少，也

未得到能够应用于实践之中的成果，急需加强对离合词相关问题的动态探究。 

第三，问题探讨较多，实践验证较少。针对离合词应用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观察、

分析层面，对于研究成果如何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去等实际性问题还未得到很好的回

答，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纯问题探讨较多，实践验证较少，应用价值不足；二是即使

源于实践，最后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实践问题，研究与实践脱节。离合词在汉语教学、

词典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中都是难点，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仍未有突破。 

简而言之，目前的离合词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很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且

这些问题对推进离合词的进一步研究至关重要，还有待我们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结论与展望 

80 余年来，离合词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汉语教学、

词典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等三方面内容。尽管目前离合词的应用研究视角不断扩大、

内容有所深化，方法推陈出新，但许多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处理。由此，本文认为以

下研究内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加强离合词微观探究。离合词的离析类型、离析频率和离析韧度分别体现

离合词的分离度、离析度及延展度（韩晓明，2022），各离合词在这些指标上均存在

较大差异。同时，具有离析形式是离合词最大的特点。而每种离析形式之下又包括很

多子类，各类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离合词汉语教学、词典编纂、中文信息处理等

方面的应用探讨都需做好分类，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做好精细化的考察和分析。 

第二，加强离合词动态研究。离合词的应用研究应该关注离析形式具有较强口语

性这一语言事实，将离析形式置于口语语体之中进行相关问题的考察，以明晰离合词

在实际使用中的真实面貌。例如，教学中如何处理离合词的使用场景、词典编纂中如

何安排离合词的配例、中文信息处理中如何构建离合词翻译系统等，都需要关注不同

离合词的具体使用环境、特征、功能，同时随使用者、使用场景不同做出准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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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离合词实践研究。对离合词相关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问题探讨的层

面，探讨的结果还应该对离合词的应用实践有一定指导。当前的离合词应用研究仍然

应该把握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一要义，做好验证性研究。部分中文信息处

理中的离合词研究在此方面做得较好，通过测试验证了程序或算法的有效性。但教学

和词典编纂方面的建议大多未进行实践验证，缺乏可操作性，亟待加强。 

 

注释 

1. 马萍（2008）对动宾式离合词的扩展形式进行了整合编码：V+着/了/过/的+O

（VPO），V+补语+O（VCO），V+定语+O（VMO），倒装成 O-V（OV），重叠

（VVO）。其中，VCO 又包括 V+得了/不了/得/不得+O（VC1O），V+趋向补语+O

（VC2O），V+数量/时量补语+O（VC3O），V+动词或形容词构成得单音节补语+O

（VC4O）；VMO 又包括 V+形容词+O（VM1O），V+代词+O（VM2O），V+什么+O

（VM3O）。 

2. 指需用介词“跟、和、同、与”介引离合词论元的离合词。 

3. 指具有[+对象]语义特征且在语用当中一般用介标“对”介引相关论元的离合词。 

4. 分离度越高，发生偏误的概率也就越高（何清强，2009a）。 

5. 跟动宾式离合词的“动”语素相关成分的偏误为 A类偏误，跟“宾”相关成分的偏误为

B 类偏误（何清强，2009b）。 

6. 包括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编写的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较大影响的词典 6部，动词

用法词典 2 部，离合词用法词典 1 部。 

7. 《现代汉语“离合词”用法词典》（杨庆蕙主编）、《现代汉语离合词学习词典》（王

海峰等编）、《汉语常用离合词用法词典》（周上之主编）、《边听边记 HSK离合词》

（高永安编）。 

8. 其中的“v-”和“-v”分别表示一个不连续动词的前后部分，两部分合成一个“v”。 

9. 由于离合词多为动词，因此在中文事件抽取中，表征事件的触发词也很可能是离

合词，该文将这类触发词统称为离合触发词（肖升等，2014：11）。 

10. 文中未对藏文离合词与汉语离合词的区别做更详细的说明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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