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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語詞彙語義學國際研討會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Workshop, 簡稱 

CLSW) 由兩岸三地的學者聯合提倡，致力推動漢語詞彙語義學和相關領域

的學術研究和應用開發，在語言學的領域頗負盛名。每年的研討會，都可

看到學者最新的發表及當前研究的趨勢走向。本次出國計畫為筆者運用校

務基金科技部結餘款之經費，並發表目前執行科技部計畫的階段性研究成

果。本報告針對研究會內容提出心得與建議，包含當前研究議題的掌握及

論文載具之型態等。

關鍵詞：漢語詞彙語義、假雙賓動詞、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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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是參加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十七屆漢語詞

彙語義學國際研討會 (CLSW 2016)」，此會為漢語詞彙語義學領域知名的

會議之一，主要探討理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和詞典計算機

編纂等。此次為筆者第一次參加該類型的會議，很幸運的投稿論文被接受

為海報發表，由於這次發表的論文有部分討論到漢語中假雙及物動詞的語

義部分，因此希望藉著這個研討會，獲得一些專家學者的回饋，好讓論文

內容更加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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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依據研討會議程，筆者參與行程如表 1所示。

表 1 出席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備註 

5/20 星期五 去程、觀摩海報論文發表、聽取分組論

文發表、晚宴 

5/21 星期六 參加專題演講、聽取分組論文發表、發

表海報論文、閉幕式 

5/22 星期日 回程 

雖然此次會議從星期四下午就開始開放註冊報到，不過因為筆者因為

星期四下午有四堂課，無法請假，便決定搭乘半夜的夜車，再搭隔天一早

的飛機到新加坡開會，到新加坡大概是中午左右，不過再加上機場到南洋

理工大學的路程，到了學校都下午三點左右了。趕緊報到領了名牌和資料

後，正好趕上茶敘時間，此時段剛好也是海報論文發表的時間，所以走廊

上聚集了許多的學者，大家邊享用茶點邊交流意見。在這些海報中，筆者

發現，最近漢語研究的主題除了有地方語言的關注外，另一個焦點似乎是

在兩岸語言使用上的比較。例如有一個海報主題就探討「這樣子」在兩岸

三地漢語中使用的情形，作者指出在台灣和香港，常說「這樣子」，但是在

中國卻是使用「這樣」或「這個樣子」，雖然有些微的差異，但是這三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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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用法上是類似的。這般細膩的觀察筆者覺得非常值得學習。另外在茶

敘時間也遇到了好幾個認識的臺灣學者，例如像美國夏威夷大學的謝信一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的吳俊雄教授、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洪嘉馡教授等，

筆者很高興能和諸位學者在異地相遇。

茶敘完的時間是第一天最後的分組論文發表，共分為三個場次，每個

場次有三篇到四篇的論文發表，筆者參加的是 A 場次，共聽取了四個論

文報告，分別是「《現代漢語詞典》多字條目  “對” 處理評析」、「The 

Motivated Topicalization and Referentiality of the Compound Nouns in 

Chinese」、「Bilingual Children’s Use of  “ná” Verbs in Singapore Mandarin」

和「The Polysemy of Chinese Action Verb “Da”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每個報告都非常有趣，其中筆者印象深刻最感興趣

的是第二個報告，因為該報告討論到漢語中一些詞彙固定的說法，例如像

我們會說「紙張粉碎機」，但不說「*粉碎紙張機」，除非我們說「粉碎紙張

的機器」。作者指出這樣的固定說法似乎和漢語本身的特性有關，漢語本身

就是一個主題顯著的語言，因此當我們說「紙張粉碎機」時，「紙張」本身

就是這個名詞組中的一個主題，而且這邊的受詞主題也是一種為了指稱而

經歷種類化過程所形成。筆者一直以來有興趣的研究主題便是漢語的主

題，因此這類的討論特別能引起筆者的注意。

白天議程結束後，晚上還有主辦單位招待的晚宴，就在南洋理工大學

校內的「桃苑」餐廳舉辦，晚宴與會學者享用精緻的新加坡在地美食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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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說地，筆者旁邊剛好坐了國立中正大學的吳俊雄老師和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的蕭惠珍老師，三人談到好多學術上、生活上有趣的事，整體氣氛非常

地愉快。晚宴結束後，筆者就回到南洋理工大學提供的在校內的行政中心

旅館休息。

第二天早上的會議議程主要是兩個演講再加一個分組研討。第一場是

Keynote Speech，演講者是新加坡資訊通信研究院的 Rafael E. Banchs 博

士，題目是「Continuous Space Models and the Mathematics of Semantics」，

本演講主要是用一個連續空間處理的模型，來處理自然語言的語義認知過

程。雖然演講內容很豐富，不過筆者必須承認，Banchs 博士的研究領域和

筆者的研究領域太不相同了，因此有很多地方筆者都似懂非懂的，只能說

隔行真的是如隔山啊！ 

還好休息茶敘之後，接下來是國立中正大學吳俊雄教授的 Invited 

Speech，終於回到筆者比較熟知的領域。吳俊雄教授的演講題目是

「Manifestation of Certainty in Semantics: The Case of Yiding, Kending and 

Duding in Mandarin Chinese」，筆者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雖然乍看

之下，「一定」、「肯定」和「篤定」好像沒什麼差別，都是表使用者的確定

態度，但是其實還是有所不同，像我們可以說「張三一定是小偷」或「張

三肯定是小偷」，但卻不能說「*張三篤定是小偷」。為了解釋像這樣子的差

別，吳俊雄教授分別提出三個語義區別來說明這三個副詞的細微語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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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且用許多語料庫的例子來做實證。聽完了這個演講，筆者覺得這真

是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研究案例，而且根據吳俊雄教授本人說法，

這三個副詞還只是他一個大計畫下的三個小項而已，像這樣的研究筆者覺

得非常值得學習，期盼那天自己也可以有這樣的研究構想。

接下來午餐前的分組研討，筆者參加了 C 場次的論文報告。這個場次

也有四篇論文報告，分別是「副詞 “都” 的計算機語義識別」、「漢語模態

義標注框架研究及其應用淺析」、「Affective operator “you (有)” and its 

related changes」和「構式情感特徵初探」，這四篇論文都算和語言庫有關

的研究。其中筆者覺得第一篇論文最有意思，因為在漢語語言學中，副詞

“都” 其實有大量的句法和語義的文獻，不過這些都算是理論上的，本篇論

文則是運用了語料庫對 “都” 進行實際語用頻率上的統計，筆者認為這是

一個非常有用的研究，可以和之前 “都” 的理論分析相互對應，非常具有

實用價值。

在會場外用完自助午餐後，來到最後一場的 Invited Speech，是東山師

範學院的金澎教授主講的「Integrating Character Representations into Chinese 

Word Embedding」，金澎教授提出，雖然漢語不像印歐語系一樣，沒有什麼

詞彙屈折變化，不過還是有可能從漢字本身，來找出漢字出現在字彙中的

嵌入規則。而且在找尋同義字的測驗上，採用這套方法的受試者明顯會在

速度上快很多，尤其是尋找低頻的字彙上面，會有顯著得成長。這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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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新興的語言處理模式，非常值得後續的研究與討論。

演講之後，就是下午的茶敘時間，同時也是第二天的海報時間，筆者

的海報論文就是在這時段發表。因應大會要求，筆者在午餐結束之後就已

經把海報布置完畢。和筆者同場的海報論文大概有十五來篇左右，筆者的

論文主要是探討漢語中的假雙賓動詞如「塗上」、「倒入」這類的動詞，並

指出在先前文獻中對該類動詞的句法分析不盡完整，因為從語料庫的資料

我們可看出，其實這類動詞的句法表現還挺複雜的，因此筆者將假雙賓動

詞的語義和句法搭配重新做了分析，希望能拋磚引玉，帶出更多的相關研

究。很感謝在論文發表現場，有好幾個學者提供意見，讓筆者有更多努力

的地方。例如雖然筆者覺得假雙及物動詞這個動詞標記似乎在漢語動詞分

類中不是必要的，但是有學者建議筆者，其實此分類可以保留，因為從筆

者的研究中顯示，這些動詞像「塗上」、「倒入」的確有其特殊性，因此需

要一個特別的標籤將他們與一般的雙及物動詞做區分。 

之後便是此研討會最後一場次的分組研討，筆者參加的是 C場次的論

文發表，本場次也是有四篇論文，分別是「 “什麼” 在反問句中的性質與

相關問題」、「Domain Restrictor Chufei and Relevant Constructions」、「The 

interaction of semantic and orthographic processing during Chinese sinograms 

recognition: An ERP Study」和「A Corpus-based Study on Near-synonymous 

Manner Adverbs: “yiran” and “duanran”」。筆者印象最深刻的論文是第四篇

的討論近義詞的論文。這兩個方式副詞「毅然」和「斷然」看起來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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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不過和之前吳俊雄教授的演講一樣，這兩者其實還是有差別。作者

藉著檢驗兩者出現的句子結構、共現詞、連接詞、介系詞和名詞，提出一

個區別兩者的方式。可能因為聽了之前吳俊雄教授對近義詞的討論，之後

對這種類似的研究就特別感興趣了。

最後在本次會議的閉幕式上，大會頒發了本次會議的相關最佳論文

獎，並且預告了 2017年會議舉辦時間和地點。接著在對該會議工作人員的

感謝聲中，本會議完美地畫下了句點。筆者隔天中午即搭乘飛機返回臺灣，

結束此次會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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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綜合上述，筆者出席本次研討會之心得與建議，分項說明如下。 

1. 對於漢語研究新議題與方法的學習

在此次研討會中，筆者覺得有兩個未來漢語研究的大方向可值得參考：

一個是不同地區漢語使用上的差異研究；另一個是漢語近義詞的差異研

究。筆者在這次會議中聽取了好幾個學者的豐碩研究成果，也覺得這些研

究非常的有參考價值，雖然在這裡都是理論上的分析，不過以後也可以應

用在如對外華語教學上面，像告訴外國學習者，兩岸三地有那些相同相似

或不同的詞彙用法，或者在近義詞的使用上，要注意的事項等。筆者相信

這樣的應用才能讓理論與實證相輔相承，也是一個身為語言學家應該要承

擔的責任。 

2. 使用隨身碟裝載會議論文電子檔

本次研討會在會前已經請與會者繳交會前論文，而且在領取會議資料

時，就把論文電子檔放在一個隨身碟裡面發給與會者。筆者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環保也很簡便的方法，因為這樣就不需浪費紙張，對與會者來說，也

不用帶著一本論文集坐飛機，增加行李重量。另外該會的隨身碟上面還印

有「COLIPS CLSWS 2016」的標示，其實也算是一種紀念品，之後這個隨

身碟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比論文光碟更加實用。因此筆者非常推薦研討

會使用這種方式來發放論文集給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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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附錄一 論文錄取通知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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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表論文海報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