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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中级教材中文化词语收词的

定量研究

　

提要　

关键词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学科内部，关于语言教学与文

化教学的关系，学科内部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语言教学不能代替文化教学；另一方面，语

言与文化的交叉关系又决定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不能完全分割。”

（张英，１９９４）
而目前学界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定量研究成果甚少，林国立（１９９６：５８６３）提出：

“文化因素既然是依附、隐含在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主要是词汇系统、语用系统中，且在言

语交际中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就可以从文化因素所依附的语

言形式入手，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处理。”林国立提出的文化定量研究，近十年来未有专

题论文加以实践。本文在借助文化学、词汇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对中级汉语教材中文化词

语的呈现情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一　相关说明

（一）教材选取

《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①、《登攀—中级汉语教程》②、《博雅汉语》（中级冲刺

篇）③、外国留学生系列本科教材中的《汉语精读课本》④，当下使用普遍、广泛，具有代表

性。参考四部教材均属于系列教材，在基本框架、主体内容上相似，词汇的量比约为

９∶１０∶８∶７（词汇分别是２３２３、２５２２、１９８２、１７７３个），为此，这四部教材在本研究选取之列。
（二）文化词语的选择标准

文化词语界定方面主要采用“文化内容说”，即认为除了蕴含独特文化意义的词语

外，词汇中能反映的中华民族文化内容的词语也属于文化词语，如表现中国独有的人名、

地名、物态文化、心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词语。（赵明，２００９）文化词语和一般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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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在于文化词语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而一般词语则具有表层的概念

义”。（常敬宇，１９９５：３）本研究所选用的文化词语，从词性上看，一般是指实词（如“茬”）
及由实词词素构成的动词性结构（如“找茬”、“穿小鞋”），从意义上看，必须是包含中国

独特文化特色的、从字面意义上难以理解的词语。它们或表现汉民族特有的事物，或体现

汉民族的生活习惯、理想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

二　教材文化词语收词的基本情况

（一）数量特点及形式特征

我们对教材中的文化词语进行了统计，主要涉及历史、人文、典故等方面，如跟历史背

景相关的“负荆请罪（超）、叫花子（超）”，跟经济有关的“按劳分配（丁）、按劳取酬（丙）、

劳务市场（乙）”，跟亲属称谓相关的“舅舅（乙）、姨妈（乙）、外祖母（乙）”等。结果如下：

１１２ １００５ １１．１４４３％

２３３ １３１８ １７．６７８３％

１４３ １２３４ １１．５８８３％

１９０ １２８８ １４．７５１６％

１４６ ７７３ １８．８８７５％

２７２ １２０９ ２２．４９７９％

５６ ８３４ ６．７１４６％

１２７ ９３９ １３．５２５０％

　　四套教材共收入文化词语１２７３个（排除共选词），仅占生词总数的１４．８０２３％。其中
《精读》收入文化词语比例只有１０．２０８７％，《桥梁》、《登攀》两套级教材收入文化词语比
例也不超过１３．２０３８％。收入文化词语比例最高的是《博雅》，超过了教材总词数的１／５；
收入文化词语比例最少的是《精读》，《精读》上册仅收录文化词语５６个，约占生词总数的
７％，显得过少了。从这些数字统计可以认为，中级对外汉语教材中收入的文化词语并不
能满足教学需求。

（二）文化词语所反映的文化内容

１．各部教材所选取文化内容的侧重点
《桥梁》中出现了一些文化专名及传统文化词汇，如：“崔莺莺、红娘、喜事、小脚、一路

平安。”

《登攀》全面地介绍传统文化，词汇量也较多，如：“和氏璧、完璧归赵、宰相、丫头”等。

此外，《登攀》也选取了相当数量的地名如：“终南山、西岭、日观峰。”

《博雅》出现的文化词语在四部教材中最多，如“城隍庙、成器、秉烛夜游”等等。《博

雅》同时出现了一些民俗词语与少量饮食文化词，如：“婚丧嫁娶、求签、火爆、白干儿、粽

子。”

《精读》介绍传统文化的同时，重视当代社会的实用性，列出较多的与社会经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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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词如：“乡镇企业、市场经济、脱贫致富。”

２．个别词目分析
另外，各套教材均有少量不适合在汉语教材中出现的文化词语，如下表：

　　《桥梁》、《登攀》均出现了一些方言词及过于生僻的词（人名、地名），如“”是吴方
言词，“埋单”是粤方言词；部分生僻人名如“叶秋红”，指“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女共产党

员”，容易引起日本学生的反感。

《博雅》、《精读》均出现了一些反映中国封建文化的词汇，如《精读》中作为第三人称

含义的“大爷”，在现在大多用作贬义。因为告别了封建社会，人人讲平等，不太用的着派

头十足的“大爷”；“驱邪”指“（用符咒等）驱逐所谓邪恶作祟的东西”，是一种典型的迷信

行为。

三　文化词语等级分布、超纲词、共选词，兼与《汉语词汇等级大纲》比较

（一）四套中级教材文化词语等级

《汉语词汇等级大纲》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我们同时对《大纲》中所收的

文化词语进行了统计：

％ ％ ％ ％
％

１４ ０．１６％ ３９ ０．４４％ １２１ １．３６％ ２７１ ３．０７％ ４４５ ５．０３％

　　《大纲》共收录文化词语４４５个，只占大纲所收８８２２个词语总数的５．０３％，不仅比例
小，且有不少过时词语，如“公社（丁）、国库券（丁）、粮票（丁）”，不合适收录教材的词语

“鬼子（丁）、抗战（丁）、根据地（丁）”等，而我们感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挤牙膏”、“卖关

子”、“给红包”等词，《词汇大纲》却未收录。从《词汇大纲》中文化词语的等级分布可以

预测，现有汉语教材中的词语，必定有许多超纲词。

我们再统计一下四部教材中文化词语等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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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３４５
０／

０．００００％
４／

０．１５９４％
２１／

０６．０８７０％
２５／

０７．２４６４％
２９４／

８５．２１７４％
３４０／

９８．５５０７％
３１９／

９２．４６３８％

３３３
２／

０．０６０１％
１１／

０３．３０３３％
７／

０２．１０２１％
２２／

０６．６０６６％
２９０／

８７．０８７１％
３１９／

９５．７９５８％
３１２／

９３．６９３７％

４１８
１／

０．２３９２％
３／

０．７１７７％
１１／

０２．６３１６％
２８／

０６．６９８６％
３７５／

８９．７１２９％
４１４／

９９．０４３１％
４０３／

９６．４１１５％

１８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３／

１．６５７５％
１１／

６．０７７４％
５２／

８．７２９３％
１１５／

６３．５３５９％
１７８／

９８．３４２５％
１６７／

９２．２６５２％

　　从以上表中可知：教材中的文化词语等级验证了我们从《词汇大纲》中得出的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四部教材中甲、乙级词所占比例过小，而丙级以上词数占到 ９８．
５５０７％、９５．７９５８％、９９．０４３１％、９８．３４２５％。而在丙级以上词数中，超纲词比例最多，其次
为丁级词、丙级词。可以认为，中级精读教材中文化词语绝大部分是超纲词。《汉语词汇

等级大纲》收录乙级词２０１８个，丙级词２２０２个，丁级词３５６９个，其中乙级以上词８８２２
个，乙级词∶丙级词∶丁级词比率约为１∶１∶１．７，我们统计的四套教材所收录的文化词语乙
∶丙∶丁级词比率远远达到不了这个基准，丙级词收录的严重不足及在收词上的差异，说明
目前中级汉语教材在编写中选词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较为随意的状态。《词汇大

纲》仅作为一个参照，而没有起到制约的作用。

（二）超纲词

杨德峰（１９９７）曾选定几部有代表性的汉语教材，拿其中的生词部分和《词汇等级大
纲》对照，发现超纲词都在５０％以上。据此，杨德峰认为现有的综合课教材尤其是中高级
精读教材超纲词的比例较大。我们也对本文选取的四套教材进行了抽样统计，发现超纲

词比例也不小，其中《桥梁》超纲３０．３５％，《精读》超纲１２．９２％。
从四部教材文化词语等级分布情况来看，已经不适合中级教材的水平要求，反而可能

更适用于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出现大量超级超纲词，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教材对文化词语的重视明显不够。

中级精读课教材生词的选取多依附课文，而课文选词多收话题制约。课文改写上有

一定的限制，造成选词难度加大。中级阶段的课文话题复杂度较高，课文难度比初级大，

容易造成教材编写者忽略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

第二，《词汇大纲》对文化词语重视不够。

文化汉语属于汉语特殊词语类聚，而《词汇大纲》是通用性的，是对外汉语教材选词

的“纲领性文件”，就此，我们认为，在对教材文化词语呈现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有必

要对《词汇大纲》的选词情况进行思考。《词汇大纲》的主要编制依据是七个词频统计词

典、词表和字表，都是１９９１年前出版的，因此《词汇大纲》的选词在词语的通用性方面确
实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之处：

１）《大纲》主要收录日常生活用语，较少把特殊词语类聚作为一个专用的类考虑进
来，即使收录等级也嫌偏高。如体现中华深层文化内核的词语：孝道（超）、团聚（丁）、天

长地久（丁）、儒家（超）等等；伦理和家庭等级观念的词语：传宗接代（超）、相夫教子

（超）、养老送终（超）、天伦之乐（超）；物质、辩证观念的词语：乐极生悲（超）、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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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等等。

２）词汇变化的系统性极强，而《词汇大纲》出版年代较早（１９９２年），目前生活中常用
的一些词语在《词汇大纲》编写年代是新鲜事物甚至还未出现。如：下载（超）、电汇（超）

等，而《大纲》收词的部分词条过于陈旧且缺乏趣味性，如毛泽东思想（丙）、反革命（丁）、

马克思主义（丙）、帝国主义（丁），而汉语教材出于趣味性考虑很难选择这样的词。

（三）共选词

４部教材有一定量的共选词语，但比例不太高。从词语等级来看，共选词语主要集中
在丁级词和超纲词语，等级相对集中。

４

／％ ／％ ／％ ／％ ／％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２０ ０％ 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４部教材共选词语（０个）：
３部教材共选词语（２个）：
丁级：海外

超纲：孔子

２部教材共选词语（２０个）：
乙级：姑姑

丙级：胡同、姥姥、普通话、个体户

丁级：除夕、和气、去世、乌鸦、灶、民事

超纲：玫瑰、字眼、抓阄、洋火、砚、广州、下海、门路

可以看出：

１）四部教材都有一定数量的共选词语，说明虽然编写者不同，但对教材中文化内容
的选择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具有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基础。

２）四部教材共选词语过少，且侧重点略有不同：４部教材共选词语没有，３部教材共
选词语２个“海外”、“孔子”，２部教材共选词也不多；这反映出中级精读教材文化词语选
词各行其是，这大概是由于《对外汉语文化等级大纲》尚未制定，使得教材选词无从遵循。

３）从共选词的等级来看，四部教材共选词更多集中于丁级词和超纲词，这再次印证
了我们之前得出的中级教材文化词语主要存于超纲词的结论。

四　结　论

（一）对外汉语中级教材文化词语在选词上分布的几个特点

１．文化词语收词数量不够
四部教材均是如此。个别教材文化词语收词不足１／１０，这反映出了当下汉语教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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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词语收词的“漠视”。一部文化词语收录过少的教材，不仅不能满足留学生了解中国

的渴求，更会令学生觉得教材枯燥、没意思。这不仅不能使留学生有效习得汉语，而且会

阻碍正常的学习进程。

２．收词主要集中于超纲词
按照《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刘英林主编，１９９６）的要求，初级对应甲

乙级词语，中级对应丙级词语，高级对应丁级词语。但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我们统计的

这四套中级教材中的丁级以上词语最高达９２．２６５２％；超纲词数量超过６３．５３５９％。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是《词汇大纲》文化词语收词严重不足的结果。《词汇大纲》

基本上是成功的，而《词汇大纲》作为一个规范性词表，不太可能包罗各个方面、各个层次

的词汇教学单位，所以需要在人为干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３．不同教材的共选词语极少
这反映了各部教材的选择各行其是。各种教材在运用或参考词汇大纲时，需要根据

教材的教学对象、目的、地域、时代等特点，在选词和确定词汇教学单位方面做些变通，提

高所学词汇的可应用性。

（二）对中级教材文化词语收词的建议

１．加大文化词语的收词量
从文化教学的阶段分配来看，“初级阶段交际文化因素主要反映在有关生活习俗范

畴。到了中高级阶段交际文化因素就转入‘具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词语’为主的范围。”（吕

必松，１９９６），因此，汉语中级教材应该适当加大文化词的收词量。
２．选取规范的文化词语
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选取规范的文化词语：

１）教材选词应考虑文化词语的常用度，尽量少选带有地域特征的词语。
中级汉语阶段关键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因此，要选择最规范的词语

作为语言材料。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汉语不同地域在语言词汇上也出现了一些差

异，即出现了大量方言词汇。汉语教材的词汇语料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成果，

而不应该出现较多的方言词。

２）思想不健康、导向不正确的文化词语应该禁选。
汉语教材所选用的文化词语应当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学生通过学习能够了解汉语

的巧妙，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同赵金铭（１９９７）所谈到：“以树立国人形象为
务，力戒渲染消极文化”；“多子多福”、“君君臣臣”、“万岁”、“牛鬼蛇神”之类的糟粕落后

的词语，应该严格地排出在教学范围之外，因为它们只是一种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并不

能全面地代表汉民族人的生活和思想。

３）“新”词中的文化词语需慎重选择。
新词新语是层出不穷的，有的固然是稳固在词汇层级里了，如“酷”；有的未必进入到

现代汉语一般词汇层面，比如“三转一响”这个词。“三转一响”反映出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精读》将这个词选了进来，明显过时了。

３．有必要进一步编写《对外汉语文化等级大纲》
教材编写应控制难度，其一就是控制词汇的难度等级。但从３．２可以看出，目前中级

精读教材中所收文化词语有大量超纲词；从３．３可以看出，４部教材的共选词语比例很
低，竟然没有一个生词为４部教材共选，甚至３部、２部教材共选的也极少。可见，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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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词各行其是，无统一标准。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认为，应尽快编写《对外文化汉语等级大纲》（以下简称《文

化大纲》），来指导教学需要。缺乏《文化大纲》的指导，是目前对外汉语教材对文化词语

处理有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制定“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又是一个极其复杂

的工程。仅就《文化大纲》的收词而言，哪些词语应该收入？哪些不能收入？收录的原则

和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词语的来源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１）以现实文化活动中使用的词语为重要来源
文化教材的目标是指导学生使用汉语进行文化交际，教材语料应来源于真实的文化

交际行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交际到底使用了哪些词语？例如，对一些文化交际案例进行

跟踪调查、录音转写等，这样得来的词语才是真正实用的词语。

２）参考并借鉴《词汇大纲》现有教材选用的词语
从前面统计中可以看出，这４部教材在选词上既有分歧又有交叉。其交叉体现在有

一定数量的共选词语和较为集中的等级，这可以作为编写《文化大纲》的参考，选入原则

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考虑：

１）教材共选词语应成为《文化大纲》的基本词语。教材共选词语反应的是日常生活
中和社会交际中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必需的词，是学习者在目的语交际和学习中占有重

要地位的词汇，因此，越多教材选用，越应入选，且应适当调整等级。

２）《汉语词汇等级大纲》中部分超纲文化词应适当降低等级，尤其是交际类文化词
语。如“占上风、吃醋”等文化词语，在中国社会交际中常用且已经进入现代汉语的一般

词汇层，而这些却都是《汉语词汇等级大纲》中的超纲词，因此这些词可以酌情调低等级。

具体怎样操作，还有待于深化研究。

注

①陈　灼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②杨寄洲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③赵延凤，张明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④李炜东，白　荃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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