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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介语(Interlanguage)指的就是介于母语和学习者要学习的

目的语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Selinker，1972)， 是二语

习得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汉英中介语产生于母语为英语、目

的语为汉语的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是中介语的一种变体——也

是中介语的一种具体形式，研究汉英中介语有利于揭示英语为母

语的学习者进行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规律，语言教学工作也得以

科学地进行。而中介语语料库则是中介语理论研究实践的一种方

法，通过建立起中介语语料库的系统研究，方便我们探知二语

习得的发展过程。为梳理该领域研究现状，探寻其发展方向，

笔者以“中介语语料库”为关键词在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论文后，多方筛选得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篇目，本文拟利

用检索结果，从中介语理论简介、汉语语料库发展、语料库建

设存在的问题、针对语料库建设的建议以及语料库以后的研究发

展方向来综述当前国内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情况。

1　中介语理论简介

中介语(Interlanguage)的定义最早是由Selinker在1969年

提出的，这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早在1972 年Selinker 发表了“Interlanguage”，论文中初次

引用了中介语的概念，并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与介绍。与此同

时他点出，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无意识地建立起一个

不仅依赖于母语，但又异于母语也异于目的语的一种介于两者之

间的语言系统。根据他的定义标准，中介语既可以看成学习者在

学习二语时在某一阶段中出现的认知目的语的方式和结果的特征

系统，即一种特定、具体的中介语言，也可以视为反映所有学习

者在整个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认知发生和发展的特征性系统，即

一种普遍、抽象的中介语语言体系（Interlanguage Continuum）。

他还指出“中介语这个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从阶段到过程的双

重系统和庞大体系”,即“母语→中介语→目的语”系统中的一个

必然过程。在这个系统中学习者以母语为起点经过中介语达到目

的语水平，还指出中介语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中介语是第二语言认

知中的必由之路。

2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自1995 年国内第一个“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成后，中

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便相继建成大小不一、规模不等、涵盖内容

广泛的各种语料库：“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外国留学生语法信

息偏误库”、“汉字偏误标注的汉语连续性中介语语料库”、“东南

亚华裔留学生作文语料库”、“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

“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小型外国学生汉语口语语料

库”、“外国留学生口语语料库”、“汉语学习者汉字偏误数据资料

库”、“韩国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多层偏误标注的国别化

汉语中介语动态语料库”等。而张宝林，崔希亮曾在2013年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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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深入，有关中介语理论的研究日益丰富，当前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无疑是其中的热点话
题。在学者提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这个概念后，学界便对此开展了不少研究。本文大致梳理介绍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发展，指
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过程中显现的特点、当前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建设的建议，以此介绍当前国内的中介语语料库的发展
趋向。

【关键词】中介语；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综述

建设的“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目前已经建设成1.0版面向全

球免费开放使用。

3　语料库建设的特点

张宝林，崔希亮（20 1 3）指出：第一，口语语料库的建

设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第二，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也已亟需建

设。第三，除针对学习者国别化、多母语背景化的语料库之

外，还有针对单一国别、某单一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的中介语语

料库。第四，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中介语语料库建设的影响

与推动下，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也已经开始。

第五，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是在国外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和

国内外母语语料库建设的影响下开始和发展起来的，但其主阵地

始终在国内。第六，学界对语料标注模式的研究逐渐深入。

4　当前语料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张宝林（2 0 1 0）在建设初期，就指出：“语料库数量少

且规模小，语料库的语料不全；语料库建设缺乏统一规则与标

准，建库实践过于随意；语料库功能不完善；语料标注效率低，

标注质量差；各高校之间独立建设的语料库资源不能共享”。

张宝林，崔希亮（2013）在观察一些新建立的语料库后提出

评价，指出：汉语的中介语语料库整体间设计水平高低不一；各

语料库之间发展不均衡；关于语料库本体的研究贫乏；语言本体

研究不足以支撑；大部分语料库建成后不对外开放使用，未能发

挥其该有的作用。郑通涛，曾小燕（2016）则认为：汉语中介语

语料库建设未能体现跨学科的特点，应多层次吸收利用其他学科；

缺乏经典且贴近生活的口语语料资源；语料数据来源存在局限性；

缺少建立学习者的历史语料库。

张宝林（2020）之后总结了当前中介语语料库发展的现实情

况，指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书面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之间建

设地不够平衡，也就是口语语料库少书面的多；现在还未建成基

于多模态理论的语料库；建库时选录与标注语料的方法不够客观

不够科学；汉语中介语研究中存在僵化现象。当前语料库的建设

与研究亟待新的理论、思路与方法来指导与突破目前建设遇到的

瓶颈。对这些问题，学界十分关注，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5　针对语料库建设的建议

5.1库别建设的建议

王韫佳，李吉梅（2001）提出设想建立“汉语中介语语音语

料库”的的基本框架，试图建立一个专门收录语音层面的中介语

语料库。

甘瑞瑗（2005）则提出建立“国别化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国

别化”就是要“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

与研究”。经国别化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为国别化教学大纲的设

计、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国别化词典的编撰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

据，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提供了稳重的多维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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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张宝林，崔希亮（20 1 3）提出建设和研究“全球汉语中

介语语料库”，为解决库之间发展不均衡以及兼顾便捷性原则，

而设想建设全球统一的语料库，如今已成为现实。

5.2各库建设的普适性建议与原则

为了建设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储诚志，陈小荷

（1993）提出建设的目标：语料的内容系统且全面；库规模大,

语料数量充足；语料来源散布均匀,代表性强；库信息完备,加

工细致；用户界面友好,检索便捷；软件系统具有的开放性和可

维护性，使得系统中的语料处理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可以随时处

理、分析新的语料，不断地扩充库容量。

张瑞朋（20 1 2）提出语料的收集要有“真实性”与“连

续性”。张瑞朋（2013）再次强调语料库的语料属性必须具有

真实性、平衡性。平衡性指国别与层级的平衡性。

肖奚强、周文华（2014）提出汉语中介语语料标注的全面

性应该从标注的广度、深度、角度和准确度四个维度来思考，

以此来确定语料的类别方便查阅。

周文华（2015）认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要具有多样性，多

样性是指语料库内部属性的多样性以及外部属性的多样性。其中，

语料库内部属性的多样性主要涉及文本产出者和文本属性两方面。

同时，也提到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外部属性的多样性，主要是涉及

语料库文本类型的多样性和文本时间跨度的多样性两方面。最后，

说明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层次性也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述，一

是语料库文本的层次性，二是语料库功能的层次性。

李桂梅（2017）提出“影响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平衡性的关键

因素有：语料采集、语料类型、比例组合”。从“语料采集方面”、

“语料属性标注”“确定入库语料”方面采取措施来实现整体语料

库的平衡。

颜明，肖奚强（2017）提出建库必须考虑语料的全面性与

代表性及语料的同质性与可比性之间的关系；在建设中介语语料

库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建设可资对比的学习者母语语料库、汉

语本族语者语料库、教学输入语言即教材语言语料库等，对比

的视角要求对比的材料具有同质性。

张宝林，崔希亮（20 1 5）提到建库的原则与全面性、可

行性、区别性；提出建库的标准流程、收集与录入标准，语

料标注的原则。

郑通涛，曾小燕（2016）提出新一代的语料库设计原则：

利用词网技术：描述学习者特征；社会语言学特征。新一代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原则：真实性原则；广泛性原则；历史

性原则；跨学科原则；课内外原则；全媒体原则；无障碍共

享原则。

这些原则总结了前人所做的研究与建议，为后面的中介语语

料库建设与发展指引着方向。

6　语料库的研究发展方向

张宝林（2020）在第77 期《华文教学与研究》中发文：

他从有“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这个概念，到酝酿与着手阶

段算起，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前前后后经历快三十年的风

雨。期间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

积极地促进了基于语料库开展的汉语教学的习得研究，“使研究

范式从小规模、经验型、思辨性研究演变为基于大规模真实语

料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结论

具备了客观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从“研究需求”、

“口语语料选择与转写”、“国别化口语语料库建设的意义”、

以及“学习者语料库如何服务于教学应用”等方面，探讨了二

语学习者语料库建设的一些前沿性、迫切性的问题。

7　结语

中介语语料库在我国学界内的应用，将成为一种趋势，当

前学术界对于建设各种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呼声此起彼伏，基于

语料库的研究也不断增多，无论是在中介语理论发展方面，还

是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语用、认知心理方面，汉语语料库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随着趋势，语料库将建设成多

种多样，无论是进行国别化建设，还是进行语音、词汇、语

法、语用等分类别的建设，还是进行初级、中级、高级这种

分层次的设计，都无疑会极大地便捷学界研究中介语，极大地

有利于中介语在国内的本土化研究。

同时也希望中介语语料库能按照学界给出的建议与原则来科

学合理地建设，避免费时费力以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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