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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 like、love的语言差异性探究

——一项基于英汉语料库的调查与对比分析

宋 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011

摘 要：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对 like 和 love 两个词汇进行检索。通过统计它们在语料库的不同语域

中的词频分布差异，观察检索行中所呈现的不同搭配关系、类联结和语义韵等语言特征以理清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

该方法能够对传统的词汇辨析起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近义词；类联结；搭配；语义韵；语料库

On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of Verbs--Like and Love: An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English-Chinese Corpus

Qi So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011

Abstra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rpus linguistics. The words like and love are retrieved respectively. By counting
the difference of 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 domains of the corpu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can be
clarified by observ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such as different collocations, class associations and semantic rhymes presented
in the retrieval lines. This method can supplement the traditional word discrimination effectively.
Keywords: Synonyms; Colligation;Collocation;Semantic prosody; Corpus

1 引言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分析

方法正在兴起。与传统方法相比，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可

以为语言学家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因其重视经验数据，

并帮助研究者发现仅凭直觉可能察觉不到的差异。本文

的目的是采用语料库的方法来发现两个同义词（like和 l
ove）在类联结、搭配和语义关系方面的差异。

2 文献综述

在牛津词典（2005）中，同义词被定义为与同一语

言中另一个词或短语的意思完全或几乎相同的一个词或

短语。但这些对等词可能会很容易误导人，因为同义词

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表达不同的内涵。基于语料

库的分析特别适合于揭示系统差异，从语域差异到与其

他搭配的关联。

具体来说，语料库作为一种语言主体，提供了真实

的文本，这些文本被用来代表一种特定的语言。此外，

基于语料库的分析广泛使用计算机对语言特征进行定量

测试，如频率和互信息，除了语料库的语言特征外，语

料库中还存在着非语言特征，如由语域和时间段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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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

在意义比较方面，Sinclair（2004）提出，作为意义

单位的一个词与其周围的其他词是相关的。在语料库中，

我们可以从它所提取的话语中找到意义。

3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差异性探究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方法来

研究两个同义词 like 和 love。基于 Sketch Engine、BY
U-BNC 和 Just The Word这三种在线语料库工具，分析

其在体裁、类联结、搭配和语义韵律方面的差异。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是英国英语语料库中的黄金

牛津词典标准，它具有较大的规模、注释水平和可用性

（Anderson & Corbett，2009，p.10）。BNC Web提供

标准的一致性查询，包括友好的搭配界面。在 Sketch E
ngine 中，BNC 也是一个子语料库，Sketch Diff 函数在

一个简单的设置中提供了不同的搭配。Just Word基于 B
NC 提供了频率综合。具体分析和理论依据如下。

3.1 like和 love在语料库不同语域中的词频分布差

异

本研究对文本类型中的特定领域进行测试，图 1和

图 2 分别从原始频率和相对文本类型频率两个方面对 li
ke和 love进行了不同语域中的词频分布差异比较，在词

条栏中以动词的形式输入“like”和“love”，频率限制为 5。
REL（%）（相对文本类型频率的数字）指的是查

询结果的相对频率除以特定文本类型的相对大小。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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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纯科学的书面英语中，like 的使用

频率是整个语料库的 3.4 倍，在应用科学中是整个语料

库的 2.1倍。而 love在真诚和责任感方面更甚于 like。L
ike 和 love 之所以在文本特定区域有如此显著的差异，

主要原因是在于其搭配方面。

图 1 The Genre of like

图 2 The Genre of love

3.2 like和 love的语义韵差异

选择动词的引理来分析这两个词的语义韵律，在所

选单词之后（右边）的单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表格

1 是“love”在 100个字母顺序随机索引。应该注意的是

在搭配部分分析，短语“be loved by sb. ” 为“v+ pr
ep+ obj.”模式，虽然“love sb.”与“v + n”模式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搭配将被分析为带有介词的模式。

在“v+ prep+ obj”模式中，介词 by 占了 17 个索

引，说明 love 的方式，而介词 by 解释了某物所在的通

道获得的。

like 的一致性也按字母顺序排序。可以发现 like 更

多与具有积极意义的名词。下图展示了 like的语义韵、

频率和相应的百分比。综上所述，like 总体上具有积极

的语义韵律。



教育与学习 4卷 8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205

表格 1 Sematic prosody of like

3.3 like和 love的搭配关系差异

第一部分将重点关注“v + n”和“v + prep + obj”
的模式，将选择名词标签，看看与给定名词的搭配高频

率。在搭配的意义上，在考虑语料库大小的情况下，一

起来测量搭配强度（McEnery，XIAO，& Tono，2006
年，p.56）。

尽管在意义上有明显的相似性，但每个动词的典型

搭配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出，like 更多的

是与物质形式的东西搭配，尤其是表示承认的东西，而

love 更多的是带有抽象概念的偶然性的东西，也需要时

间和精力来获得。结果表明，like 多用于物理意义上，

而 love多用于隐喻意义上。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副词的搭配。描述获得的副词可

以分为方式副词、时间副词和地点副词。常用的描述增

益的副词有程度副词（稳定的、实质性的、相当的）和

频率副词(迅速的、逐渐的)。这一发现与名词搭配部分

的搭配差异相对应。

3.4 like和 love的类联结差异

在动词方面，like和 love作为动词被归类，见图 3。

图 3 The colligation of like

图 4 The colligation of love

研究发现，“like”和“love”主要与宾语名词、名

词主语和副词搭配，这两个词在“v”和“v. + adv”格

式中具有相似的出现频率。但是，类联接的不同之处在

于“subj + v”和“v.+ prep + object”，这表明在被动

语态中“love”的使用频率更高，其原因也将在搭配部

分进行分析。
4 结论

从语料库分析可知，like 和 love这两个动词同义词

在语域、类联结、搭配、语义韵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

名词与取得搭配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在纯科

学和实践性科学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带介词的被动语态

格式在 love中的使用更为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like”与“love”这两个动词同义词在纯科学和实用学

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原因。一般来说，like 有混合或中性

的语义韵。动词形式 like 更多地与抽象名词搭配，大部

分带有积极的语义韵。这些发现可以在词典编辑、英语

教学和翻译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牛津词典”虽然尝试在释义中引入搭配信

息，但没有增加语义韵。McGee（2012a）还指出，无论

是基于语料库的词典还是非语料库词典，与词相关的重

要语义韵信息并不总是被记录下来，尤其是词的语义韵

的差异

第二，在语言教学中，通过提供同义词来向学习者

解释意义的传统做法应该谨慎使用，因为同义词的搭配

行为和语义韵律通常不同。在数据驱动学习方面，作为

一种归纳的语言学习方法，鼓励学习者成为语言研究者，

探索语料库，寻找语言问题的答案，比如比较同义词（M
cGee，2012b）。但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语言问题的答

案往往不同（McGee，2012b）。研究表明，利用在线语

料和语料库可以提高英语学习者对同义形容词的认识和

应用，但学生在学习语料库之前必须接受全面的归纳技

能训练。

第三，本研究还从语言用法，特别是语义韵的角度

出发，对英汉近义词的搭配和语义韵进行了跨语言分析。

对比分析表明，汉语的语义韵和语义偏好在汉语中和英

语中一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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