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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ＮＬＴ检索系统的词语搭配对比

———以指向动词“めざす”和“ねらう”为例

和　佳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外语系，云南 丽江 ６７４１００）

摘要：区分日语指向动词“めざす”和“ねらう”可以利用ＮＬＴ检索系统分析词语搭配。从共现频数、ＭＩ值和ＬＤ

值看，两者的显著搭配名词有“向上”“
$

大”等。与“めざす”显著搭配的名词有“
%

现”“取得”等，体现了和动作

主体的关联性和志向性，且几乎没有贬义词。与“ねらう”显著搭配的名词有“
&

果”“命”等，体现了限定性和加

害性，包括中性、褒义和贬义词。利用ＮＬＴ检索系统了解近义词的词语搭配异同能够为学习者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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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Ｔｈｅｎｏｕｎｓ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めざす”ａｒｅ“
%

现”“取得”，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ｍ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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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ａｎ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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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语言分析的方法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
主要依靠人们对语言现象的主观分析与评价。而基

于语料库的方法则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可

以利用语料库得出的定量信息对语言现象进行分

析、评价。语料库语言学是以语料库为基础对语言

进行客观描述，研究语言运用的新手段。严格来说，

语料库语言学不是一个新的学科，而是一种新的研

究方法。［１］换言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已成为

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

日语中存在大量的近义词，日语的近义词对学

习者来说习得困难。特别是在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

动词，因为其包含很多意思，所以要完全正确地使用

动词的近义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日语中属

于近义词，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思う”和“考える”，

经常会出现误用。词汇是许多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主

要障碍之一。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研究［２］发现，词

汇错误比语法错误多。教师能否让学习者准确掌握

近义词意义的异同，是词汇指导中关系到日语能力

提升的重要事项。［３］

词语搭配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早

提出了词语搭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一词的是 Ｆｉｒｔｈ（１９５７：



１９５）。［４］词语搭配一般表示词组关系，即词和词的
组合关系，是根据一般语法规则共起的词和词的惯

用关系。［５］词语搭配是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处于

现代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地位。［６］

很多研究都利用语料库研究词语搭配，以便更好

地区分近义词。比如，部田（２００９年）［７］、川口（２０１２
年）［８］、木山（２０１３年）［９］、佐々木（２０１４年）［１０］等，都
是利用语料库对句型、助词、动词词语搭配等进行了

研究。但是有关“めざす”和“ねらう”研究的资料不

多，故本文以它们为研究对象，利用日语语料库的检

索系统ＮＬＴ考察日语指向动词“めざす”和“ねらう”
的词语搭配，试图探讨两者的异同。

一、ＮＬＴ检索系统及相关数值

ＮＬＴ全称为“ＮＩＮＪＡＬ－ＬＷＰｆｏｒＴＷＣ”，是以
“筑波ウェブコ'

パス”（ＴｓｕｋｕｂａＷｅｂＣｏｒｐｕｓ，简称
ＴＷＣ）为母体的检索系统。该语料库系筑波大学从
日语网站收集语料构建而成，容量约为１１亿词。该
检索系统于２０１３年公开，检索利用国立国语研究所
和Ｌａｇｏ言语研究所共同开发的语料库检索系统
ＮＩＮＪＡＬ－ＬＷＰ（ＮＩＮＪＡＬ－ＬａｇｏＷｏｒ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ｒ）。此
外，以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制开发的容量约为１
亿词的大型语料库“现代日本语书き言叶均衡コ

'

パス”（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Ｗｒｉｔｔｅｎ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简称 ＢＣＣＷＪ）为母体的检索系统“ＮＩＮＪＡＬ－
ＬＷＰｆｏｒＢＣＣＷＪ”，简称 ＮＬＢ（ｈｔｔｐ：／／ｎｌｂ．ｎｉｎｊａｌ．ａｃ．
ｊｐ）也属于利用相同系统的检索软件。

利用ＮＬＴ检索系统可以用来全面检索名词、动
词、形容词、连体词、副词以及语法标记的搭配关系。

（网址为：ｈｔｔｐ：／／ｃｏｒｐｕｓ．ｔｓｕｋｕｂａ．ａｃ．ｊｐ）。所使用的
形态素解析器为：ＭｅＣａｂ０．９８＋ＩＰＡ词典 ２．７．０，
系受关系解析器为ＣａｂｏＣｈａ０．６０。

从语料库的规模来看，“现代日本语书き言叶均

衡コ
'

パス”采用严密的统计方法采集数据，所以会

受到时间、资金方面的制约，相比之下，“筑波ウェブ

コ
'

パス”利用网络收集文本，则没有这方面的制约。

和容量１亿词的语料库相比，容量１０亿词的语料库
包含了更多有用的语言信息。［１１］

参考井本亮 （２０１３年）［１２］、赤
(

川 （２０１４
年）［１３］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共现频数、ＭＩ值和 ＬＤ
值，分析词语搭配情况。频数指要统计的语料库中

所有类符出现的频率，对频数的统计分析是语料库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频数１０以上得不到结果的
可以设定为频数２０以上。［１４］１９

共现词显著性的测量方法通常有两种：ＭＩ值和
Ｔ值①。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比较共现词的观察频

数和期望频数的差异来确定搭配序列在语料库中出

现概率的显著程度。［１５］ＭＩ值（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互信息值）表示的是互相共现的两个词中，一
个词对另一个词的影响程度或者是一个词在语料库

中出现的频数所能提供的关于另一个词出现的概率

信息。［１６］ＭＩ值的计算公式为：
ＭＩ（ｘ，ｙ）＝ｌｏｇ２［Ｐ（ｘ，ｙ）／Ｐ（ｘ）×Ｐ（ｙ）］＝
ｌｏｇ２［Ｆ（ｘ，ｙ）×Ｎ／（Ｆ（ｘ）×Ｆ（ｙ）］．

基于语料库的词语搭配研究中通常把 ＭＩ值等
于或大于３的词作为显著搭配词。［１７］

ＮＬＴ检索系统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数据是 ＬＤ
值。ＬＤ值是ｌｏｇＤｉｃｅ系数，取的是Ｄｉｃｅ值（语言表现
中分析共起关系常用的统计值之一）的对数。用于

词语搭配的统计处理。从共起频数、节点词的频数、

搭配词频数等３个变数得到的统计值，按照降序排
列，可以得到比 ＭＩ值更接近单纯频数的结果。［１４］

２０ＬＤ值越大，表明词语搭配约显著。［１４］３３

ＮＬＴ检索系统的 ｌｏｇＤｉｃｅ以 ＳｋｅｔｃｈＥｎｇｉｎｅ在线
语料库索引工具为基准。ＬＤ值的计算公式为［１８］：

ｌｏｇＤｉｃｅ＝１４＋ｌｏｇ２（２×｜Ｘ∩Ｙ｜／｜Ｘ｜＋｜Ｙ｜）．

二、两者的异同对比

（一）基于词典的对比

　　《广辞苑》［１９］对两者的解释为：
めざす：１．めあてとしてその方を见る。

太平记三「
!

·すとも知らざる暗き夜に」

２．目标とする。めがける。ねらう。「北
极点を

!

·す」「政治家を
!

·す」

ねらう：１．あるものに目をつけ、手に入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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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Ｔ值是根据假设检验中的ｔ检验计算得来的。假设检验主要通过检验某一样本的平均数与正太分布总体的平均
数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来判定该样本取自总体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否由偶然性造成。



ようとして机会を待つ。万八「この冈にを鹿

踏み起て窥
!

·ひも右もすらく君ゆゑにこ

そ」。「すきを
!

·う」

２．目标に命中させようした构える。杀そ
うとして机会をうかがう。平家一一「九郎大

夫の判官を射落さんと
!

·はれけれども」。

「的を
!

·う」あることがらを目标とする。

「俗受けを
!

·う」

通过上面的定义，笔者将两者的共同意义归纳

为“以…作为目标”。区别是：“めざす”还可以指朝

目标看，“ねらう”主要强调为了实现目标而作准

备。可以指看到某物，等着到手的机会或者为了命

中目标准备好；寻找杀人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字

典中对“めざす”的解释使用了“ねらう”。《日本国

语大辞典》等词典的解释，对“ねらう”的解释很详

细，但是查找“めざす”出现的解释是“めがける、ね

らう”。查找“ねらう”，出现的解释是“めざ

す”。［２０］词典的描述就是“定义的来回兜圈子”［２１］。

除了国语辞典以外，一些日英词典，比如研究社《新

和英大辞典》、小学馆《プログレッシブ英和中辞

典》的 ａｉｍ，白水社《现代スペイン语辞典（改订
版）》的ｐｒｅｔｅｎｄｅｒ的译语，把“めざす”、“ねらう”写

在一起。［２２］

这样的解释不利于学习者掌握它们的意义及区

别，以下通过ＮＬＴ检索系统再来看两者词语搭配的
异同。

（二）基于ＮＬＴ检索系统的对比

在ＮＬＴ检索系统输入“めざす”，系统显示的频
数为１５７４４３。具体类型包括：名词 ＋助词 ＋めざ
す；名词＋复合助词＋めざす；めざす ＋名词；めざ
す＋助动词；めざす ＋复合动词；近接动词① ＋めざ
す；めざす＋形容词；副词 ＋めざす；形容词连用形
＋めざす；未分类等１０类。“ねらう”显示的频数
为３８０５９，具体类型与“めざす”完全相同。本文只
考察两者“名词＋助词＋节点词”这一类型的用法。
其中，助词包括“が、は、も、の、を、に、へ、で、と、か

ら、まで、より”等，本文选取频数最高的“を”为研

究对象。结果显示，“めざす”和“ねらう”的频数分

别为１５７４４３和２５７５９。
分别点击“をめざす”、“をねらう”后，系统出

现节点词的词汇搭配、共现频数、ＭＩ值和ＬＤ值。笔
者将共起频数排在前３０的ＭＩ值和 ＬＤ值分别进行
统计，总结为下表１和表２。

表１　节点词“めざす”共现频数前３０位的ＭＩ值和ＬＤ值

序号 をめざす 频度 ＭＩ ＬＤ 序号 をめざす 频度 ＭＩ ＬＤ

１ こと １１４７１ ３４１ ５２８ １６ 企业 ９８７ ４２３ ５７７

２ 向上 ３４７１ ８４７ ９０５ １７ 家 ９７８ ３８２ ５４４

３
%

现 ３０３５ ８５８ ８９７ １８
)

展 ９５２ ６７９ ７２５

４ 化② ２６１９ ５６８ ７２１ １９ 者 ８７３ １６９ ３５１

５ づくり③ ２３７８ ７５５ ８３４ ２０ 确立 ８１１ ８６６ ７５０

６ 一般④ １９７４ １６４ ３５０ ２１ 士⑤ ７７１ ４８７ ６１３

７ 育成 １７４９ ８１８ ８３０ ２２ 师⑥ ７５８ ６１７ ６８１

８ 地域⑦ １４５４ ０７１ ２５８ ２３
$

大 ７１０ ６０７ ６７１

９ 取得 １４５０ ７６４ ７９４ ２４ 何 ７０６ ６８４ ６９８

１０ 作り １２５８ ６９９ ７５７ ２５ プロ ６９８ ２７４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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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近接动词是指该动词和前后３·５个词以内的共起动词的类型。
指在名词、动词、形容动词等后面加“化”构成名词，如：三年後に

%

用化を目指すそうだ。

指在名词后面接续“づくり”的形式，如：まちづくりを目指します。

指除了人名、地名、组织名等以外的固有名词。

指在名词后面接续“士”的形式，如：保育士を目指す皆さん。

指在名词后面接续＂师＂的形式，如：看护师を目指す方へ。
指一般的地名、国名等。



续表１

序号 をめざす 频度 ＭＩ ＬＤ 序号 をめざす 频度 ＭＩ ＬＤ

１１ 社会 １２３０ ４１９ ５８０ ２６ 解
*

６８６ ６３６ ６７９

１２ 合格 １１８６ ７７５ ７７７ ２７ 成长 ６５５ ５９４ ６５９

１３ 构筑 １０９２ ７９３ ７７３ ２８ それ ５９９ ５４９ ６３１

１４ アップ １０５２ ７６４ ７６２ ２９ 完成 ５７７ １６５ ３４３

１５ 上 １０１６ ３４１ ５１０ ３０ 改善 ５１９ ６９８ ６６９

　　注：节点词频数：１５７４４３；搭配名词种类：６３４１。

表２　节点词“ねらう”共现频数前３０位的ＭＩ值和ＬＤ值

序号 をねらう 频度 ＭＩ ＬＤ 序号 をねらう 频度 ＭＩ ＬＤ
１ こと ９４７ ２１３ １７０ １６ 利益 １７４ ６２２ ５４６
２

&

果 ７８０ ６６７ ６１４ １７
$

大 １７２ ７１３ ６１４
３ 一般① ６９０ ２４５ ２０１ １８ チャンス １６９ ７５７ ６４１
４ 命 ５４５ ６９６ ６３５ １９ 机会 １５９ ５８３ ５１３
５ それ ３５８ ３２８ ２８３ ２０ 优胜 １５８ ９０１ ７０４
６ 化② ２６５ ４７０ ４１９ ２１ 人 １５１ １０７ ０６３
７ ところ ２４５ ３８６ ３３８ ２２ 鱼 １４７ ６４３ ５５８
８ 人名 ２３２ ０６２ ０１９ ２３ 获物 １３８ １０６５ ７２６
９ とき ２１８ ２６８ ２２３ ２４ 向上 １３４ ６１０ ５２９
１０ 者 １９０ １８２ １３７ ２５ 得点 １３０ ８７２ ６７６
１１ 受け １８６ １００８ ７５１ ２６ の③ １２８ －０３０ －０７３
１２ アップ １８０ ７４１ ６３５ ２７ 日 １２５ ２１０ １６４
１３ そこ １７７ ４５９ ４０５ ２８ 何 １２４ ２５７ ２１０
１４ 地域④ １７６ －００１ －０４４ ２９ タイミング １１９ ７０７ ５９１
１５ 隙 １７５ ８３２ ６８４ ３０ これ １１５ １６１ １１６

　　注：节点词频数：２５７５９；搭配名词种类：４０４１。

　　 从上面的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めざす”和
“ねらう”有一些搭配相同的名词，如“こと”“向

上”“化”“一般”“地域”“アップ”“者”“$大”“何”

“それ”等。只能和“めざす”共起的名词有：“取

得”“作り”“社会”“构筑”“家”“师”“プロ”“完成”

“改善”等。只能和“ねらう”共起的名词有：“命”

“者”“受け”“そこ”“隙”“チャンス”“机会”“鱼”

“获物”“得点”“何”“タイミング”等。从搭配名词

的种类看，“めざす”的搭配名词种类为６３４１，“ね
らう”的搭配名词种类为４０４１，“めざす”的后续名
词种类多于“ねらう”。从搭配相同的名词来看，

“こと”与“めざす”和“ねらう”的共现频数都是最

高的，但两者却相差甚远，分别为 １１４７１和 ９４７。

“向上”与“めざす”的共现频数３４７１，与“ねらう”
的共现频数只有１３４。“めざす”接续“一般”、“地
域”的共现频数分别是１９７４和１４５４，大于与“ねら
う”的共现频数６９０和１７６。此外，像“アップ”“者”
“
$

大”“何”“汗”与“めざす”和“ねらう”的共现频

数分别为１０５２和１８０；８７３和１９０；７１０和１７２；７０６
和１２４。可见，两者虽然搭配的名词相同，但是与节
点词的共现频数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めざす”

搭配名词的共现频率明显大于“ねらう”的共现

频率。

但是，仅根据共现频数的高低，研究者还无法确

定每一个共现词是否为显著搭配词。还需要运用统

计测量的方法，检验每一个共现词与节点词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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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指除了人名、地名、组织名等以外的固有名词。

指在名词、动词、形容动词等后面加＂化＂构成名词，如：三年後に
%

用化を目指すそうだ。

指在在动词、形容词、代词等后面接续＂の＂的形式，如：自动延长がないのを狙え！
指一般的地名、国名等。



相互预见和相互吸引程度。［１６］所以，接着需要分析

ＭＩ值和ＬＤ值的情况。
ＭＩ值主要是通过测量共现词的非随机性来体

现词语搭配的显著性。ＭＩ值可以清楚表现共现词
间的相互吸引程度，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把哪些词

作为节点词的可能搭配词而重点加以研究。［１６］ＭＩ
值作为统计指标之一，越具有代表性的词语搭配，其

ＭＩ值越高。［１４］６ＬＤ值也是如此。鉴于 ＮＬＤ检索系
统是以大型语料库为母体，故本文将 ＭＩ值和 ＬＤ值

≥５的词视为显著搭配。上表１中，“めざす”后续
“こと”的频数最高，ＬＤ值为５２８，但ＭＩ值为３４１，
不视为显著搭配。“向上”“

%

现”“化”“づくり”的

ＭＩ值和 ＬＤ值均大于 ５，且频数高，可视为显著搭
配。“一般”的频数为１９７４，但 ＬＤ值为３５，但 ＭＩ
值只有１６４，小于３，不视为显著搭配。使用同样的
方法检验表２后可以得知：与“めざす”和“ねらう”
均属于显著搭配的名词有“向上”“アップ”“$大”。

与“めざす”显著搭配的名词有：“
%

现”“づくり”

“化”“育成”“取得”“作り”“合格”“构筑”“
)

展”

“确立”“师”“何”“解
*

”“成长”“それ”“改善”等。

与“ねらう”显著搭配的名词有：“
&

果”“命”“受

け”“隙”“利益”“チャンス”“机会”“优胜”“鱼”

“获物”“得点”“タイミング”等。

井上（１９８３年）［２０］提出“ねらう”和“めざす”
的区别在于“意识到现在可能达成的对象”和“距离

主体较远，或者意识到现在不可能达成的对象”。

我们抽取ＮＬＴ检索系统中的例句来看：
１．そういう

&

果を狙いたい。

想得到那样的效果。

２．运动を长
+

きさせることを目指します。

目标是把运动坚持下去。

例句中“ねらう”修饰的名词“效果”不一定能

够达到，而“めざす”修饰的名词“把运动坚持下

去”，也不能断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井上

（１９８３年）的提法不够严谨。
从节点词“めざす”的显著搭配名词看，像“

%

现”“化”“づくり”“构筑”等体现了和动作主体的

关联性。如：

３．梦の
%

现を目指します。

目标是实现梦想。

４．５年後の法人化を目指す。

以５年后的法人化为目标。
５．持

+

可能な社会の构筑を目指す。

以构建可持续社会为目标。

像“师”“合格”“确立”表达了主体的志

向。如：

６．看护师を目指す理由は？
想成为护士的理由是？

７．试
,

合格を目指します。

目标是考试及格。

８．まずお客
-

との信
./

确立を目指し

ます。

首先以确立与客户的信赖关系为目标。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节点词“めざす”包含

了经过时间和努力，尽力到达目标的意思。［２３］

从节点词“ねらう”的显著搭配名词看，像“鱼”

“获物”“得点”等可归类为具体名词，体现了动词的

限定性。如：

９．小鱼を狙ってダイビングします。
瞄准小鱼跳下去。

１０．获物を狙っている-

子。

瞄准猎物的样子。

１１．ＴＯＥＩＣで高得点を狙うならこの教材！
想在ＴＯＥＩＣ取得高分，就用这本教材！
名词“命”的频度排第四位，ＭＩ值和 ＬＤ值均大

于５，接续“ねらう”指想要杀害，体现了加害
性。如：

１２．兄から命を狙われるのも当然です。
哥哥想要他的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节点词“ねらう”的对

象物既可以是像“夺命”这样的贬义词，也可以是像

“优胜”“向上”这样的褒义词，或者“受け”“チャン

ス”这样的中性词。而“めざす”的显著搭配中几乎

没有贬义词。

三、结语

利用日语大型语料库的 ＮＬＴ检索系统明确共
现频数、ＭＩ值和ＬＤ值，可以更好地掌握日语近义词
的区分。本文以指向动词“めざす”和“ねらう”为

研究对象，考察了接续名词的异同。通过对共现频

数、ＭＩ值和ＬＤ值的分析，可以得知与“めざす”和
“ねらう”均属于显著搭配的名词有“向上”“アッ

１３１第１期　　　　和　佳：基于ＮＬＴ检索系统的词语搭配对比———以指向动词“めざす”和“ねらう”为例



プ”“
$

大”。与“めざす”显著搭配的名词有：“
%

现”“づくり”“化”“育成”“取得”“作り”“合格”

“构筑”“
)

展”“确立”“师”“何”“解
*

”“成长”“そ

れ”“改善”等，体现了和动作主体的关联性和志向

性。这些名词几乎没有贬义词。与“ねらう”显著

搭配的名词有：“
&

果”“命”“受け”“隙”“利益”

“チャンス”“机会”“优胜”“鱼”“获物”“得点”“タ

イミング”等，体现了限定性和加害性。这些名词

包括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但是字典中对它们

的解释显得较为笼统，学习者不容易掌握。利用

ＮＬＴ检索系统了解近义词的词语搭配异同，能够为
日语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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