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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功能论与学习型词典的编纂 

——《界于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词典学：学习型词典通论》述评 

 

胡文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词典学中心， 广州 510420，广东） 

 

 

Sven Tarp 是丹麦 Aarhus 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教授，现代词典功能论（Function 

Theory）的创始人。他长期从事学习型词典、专科词典方面的理论研究，并主编、参编多

部词典，本书是对词典功能理论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探索，极具理论和实用价值。 

 

1. 内容简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描述本书的写作背景及系统构建学习型词典通论的必要性。第二章

作者回顾了词典学在哲学、科学界的地位，并讨论了其学科归属问题。作者认为词典学是一

门强调经验积累的应用型学科，理应与文学、语言学并列。在词典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别

几组概念：普通概论与专门理论（针对整个词典学界还是某一特定分支）；整合类与非整合

类理论（是否融入了普通词典学理论）；默观型（contemplative）与转换型（transformative）

理论（是源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还是经过加工改造）。在第三章，作者简要回顾了词典理论

的传统研究范式。任何现代理论的提出都是立足于前人的研究，现代词典功能观也不例外，

它是在批判和反思前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融聚而成。 

第四章描述了现代词典编纂的功能观。作者首先回顾了功能观的起源、及其蕴涵的普遍

原则。功能观不同于 Wiegand 的传统观，其关注焦点已经从现实中的词典用户和使用情景

转变、提升为潜在的词典用户及其所处的社会情景。此外，作者还分析了词典功能观的组构

成分（包括潜在的用户情景、用户特征、用户需求以及词典功能）和交际过程中的具体阶段

划分。其次，作者阐释了词典功能观，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对特定的词典相关需求的满足，

而这种需求存在于那些居于词典情景外的潜在用户中”。之后，作者分析了词典数据库并将

其划分为两类：基本数据库（与词典功能相关）和次生数据库（与词典用法相关）。最后，

作者谈到了词典类型学。在批判分析 Landau、Wiegand、Haim 等人相关研究后，作者根

据其功能将词典划分为三类：交际词典、认知词典以及交际认知词典。 

第五章是关于学习型词典的理论构建。作者认为学习型词典理论在本质上是居于普通词

典理论与专科词典理论之间。在回顾近 70 年的相关文献后，作者指出该类研究对学习型词

典的定义普遍存有概念模糊的通病。由此，作者建议将学习型词典定义为“旨在满足学习者

对词典相关信息需求的词典，而这类信息需求主要源于特定的外语学习过程中”。 

其次，作者回顾了语言知识、语言技能与交际的关系，并指出语言技能与交际之间呈双

向互补关系，即交际能提高语言技能，而语言技能的提高又能保证更好的交际效果。最后，

作者将学习场景分为交际和认知场景，并分析了他们与词典需求的关系。交际场景主要包括

对外语的理解、产出（是否需要母语的中介转换）以及用外语进行翻译（包括译入与译出）。

对于认知场景，作者将其细分为系统性（systematic）和偶发性(sporadic)认知场景。前者

强调学习过程的系统性，如学习者选择课程或使用特定教材，而后者则缺乏这些条件，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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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第六章是学习型词典的结构研究，这是本书的核心和关键。在理论思辩和抽象概括的基

础上，作者对学习型词典的组构成份进行了分类描述。在立目方面，学习型词典应着重考虑

词典的收词量、立目标准以及选词立目的经验基础。释义是词典的核心和灵魂，因为“词典

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词义”。（Béjoint 2001：6）对于传统的释义研究，作者认为他们

在方法论上陷入了误区：没有考虑在词条框架内如何满足用户对意义表征的需求。传统研究

倾向于将释义进行条块分割并予以单独处理，但这种武断的分割忽略了对组构成分间相互关

系的研究。由此，作者建议立足于用户情景来系统构建新型的释义理论。 

关于语义关系，作者认为传统语义关系的次范畴分类（派生关系，同、反、上下义关系，

语义场归并等）有太多的重复。当用户习得外语词汇或用外语进行自由产出时，应根据不同

场景来选择学习型词典。此外，作者建议在纸质学习型词典中以五种形式来展现语义关系：

独立词条、纲要词条（其它词条以参见的形式指向该词）、中观结构、词目清单（通过字母

顺序或词典内参来获取信息）、分类词典（通过字母顺序或词典间的参见来获取信息）。 

关于构形形态，作者认为当用户用外语进行自由产出、将文本翻译成外语或者系统学习

语法知识时，形态知识极具重要意义。而关于语词组构，本文主要涉及复合词的构词原则。

鉴于用户情景的特殊性和层次性，作者主要从外语的接受、产出、翻译以及对词汇语法知识

的习得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关于句法结构，作者首先区分了语法书和词典在语法描述方面的差异。传统观点认为语

法书主要处理语言普遍准则，而词典则针对个别语法现象，属于细节性的描述。作者建议新

型学习型词典应该将以上两点合二为一，即单一词条不仅包含词目特有的句法特征，也应反

映某些普遍的句法模式。其次，作者还分析了词条的信息加工过程。对于学习型词典，我们

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描述词条的用法特征：显性的标注和规则描写（minirule）、隐性例证以

及隐性语义说明。事实上，以上三种方法在词典编纂中常常组合使用。再次，作者分析了词

典在语法描述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最后是关于词典语法信息，作者认为提供语法知识的信息

量取决于用户类型。通过对现有学习词典中句法结构的深入分析，作者对未来学习型词典的

句法描述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于词的组合，作者认为词组构成部分句法特征（包括普遍特征和区别特征），但其区

别性特征（如搭配结构、隐喻模式、习语表达以及常用套语）则必须在学习型词典中进行说

明。当潜在用户关注外语的理解和接受性知识时，其组合应秉承“在规模允许范围内，组合

越多越好”的原则，这一点与词典的选词立目相似。搭配由于结构透明，因此在理解型词典

中无须单列说明。此外，为方便用户检索，搭配、隐喻、习语等应放在特定词目下相同的位

置，并置于最通用、常见的语场内。 

最后，作者谈到了单语基础词典（core dictionary）与双语词典的搭桥检索功能。作者

建议在双语词典的微观结构中融入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用户在产出过程中模仿、借用该类

信息。此外，在双语词条列表（宏观结构）中减少外语信息，使用户在外语信息残缺的情况

下多使用单语基础词典，增强其产出能力。 

第七章是对丹麦学习词典的回顾。通过分析调查，作者认为当前急需设计、编纂丹麦学

习词典，以帮助这些外籍学生提高丹麦语的理解、产出能力以及综合的词汇知识水平。 

第八章为总结。在对全书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词典的功能观极具开放性，

并处于拓展、完善的动态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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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述评 

该书是对传统词典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并立足于编纂实践而构建的创新型学习词典通

论，它在整体上表现出以下特征： 

2.1 批判基础上的继承 

批判是纲，它贯穿于全文，但批判也是原动力，它为新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和源泉。

首先，作者批判了主流的词典研究范式。Scerba 立足于 6 组对立概念进行词典类型划分，

但其研究体例仍然沿袭欧洲传统（依托语言学理论），这种传统模式妨碍了它的发展、壮大。

Hausmann 对学习型和求解型词典的划分意义重大，但他只关注词典用法，却忽略了对用

户的研究。Kromann 等人关于积极型－消极型词典的理论曾在欧洲词典学界备受推崇，但

作者认为其类型划分是对 Hausmann 理论的重复甚至倒退（因为后者更全面）。此外，该理

论主要面向双语词典，故无法类推到整个词典学界。Wiegand 确立了词典学的“独立学科”

地位，但却将词典用户需求狭义化了。此外，该研究范式也未曾摆脱语言学传统。其次，作

者批判了 Wiegand 的“词典功能观”。 Wiegand 对“词典功能”的定义未涉及用户类型、用户

需求信息以及词典的交际场景等。事实上，该定义还夸大了词典内容，进而助长基于词典数

据的默观型研究的泛滥，从而轻视、忽略了对词典潜在用户需求的研究。最后，作者还批判

了主流的词典学结构划分，认为它对结构成分之间的关联性阐述不够，其描述局限于形式层

面，未涉及词典功能，所以尚未形成一种纸质和电子词典通用、清晰简明的编纂结构体系。 

当然，现代词典功能观对传统词典研究范式、功能定义以及结构划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

作者对这些传统研究的全面抛弃。事实上，词典功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相关研究（尤其

Wiegand 的观点）继承、完善和推进基础上整合而成。Wiegand 所倡导的“词典学科的独立

观”、“建立词典通用理论的必要性”、“词典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对用户情景的重视”、“基于

用户需求的编纂目标”等观点都被现代词典功能观所吸收和借用。事实上，作者对词典功能

观的研究视野囊括了整个欧洲词典学理论，在综合分析、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功能

体系，所以其理论基础更扎实，逻辑推理更为严密。 

2.2 实用基础上的创新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真和内核，立足于词典功能观来构建学习型词典通论极具创新意

义。由于辞书编纂以应用为根本宗旨，所以作者所构建的词典功能观也非随意的空疏之议，

而是立足于编纂实际。 

首先，所构体系可及性强。可及性，又被称作“便取度”，指人们在生产和理解过程中从

大脑记忆系统提取某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程度（Ariel 1988）。无论是对学习型词典的类

型范畴化、参数重设以及词典用户情景的分类，作者的论述都表现出较强的可及性，分析透

彻、理解性强，符合用户的认知特征。如在描述学习词典的特征时，作者立足于 4 个范畴

（潜在用户、用户情景、用户需求以及词典功能）并设置了 13 个参数进行详细分析，具体

包括学习者母语水平、母语熟练程度、外语技能、异域文化知识等。将抽象理论重设为可及

度较高的独立参数，以此降低其认知阙限。此外，通过在潜在用户需求和编者之间寻求一个

最佳切入点，作者从用户视角不断增强其理论构建的可及性、接受性和应用性。 

其次，所构体系操作性强。在论及学习型词典的释义结构时，作者立足于三种用户情景

进行释义理论的构建：当用户出于对外语的理解性需求时，释义需考虑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初

级、中级和高级）以及对等词的分类等因素。当用户旨在习得外语词汇知识时，则需结合两

种表征手段（提供对等词与解释说明）来强化学习者对外语词汇知识的掌握，这对于中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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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学习者意义重大。而当外语直接用于产出时，释义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特定意义的核实、

确认并力争使表达更精确。通过对以上 3 种用户情景的分析，作者对词典释义各阶段的任

务和方法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指导，从用户分析到词条释义，渐次推进、纲举目张。 

总之，《界于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词典学：学习型词典通论》不失为一部词典编纂的经

典之作。该书不仅知识全面、视角新颖，而且结构清晰、例证丰富。通过对传统词典研究范

式的批判和继承，它创造性地构建了学习型词典的功能观，并在实用基础上的对其宏观、微

观结构进行完善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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