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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化统计的通感式复合词通感模式分析

刘志芳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语言词汇层面的主要体现是通感式复合词.在选取典型语料的基础上,运
用单、双因素方差分析法,深入分析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量化统计结果显示,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主要包

括:(1)视觉是通感引申过程中最大的源域;(2)听觉是通感引申过程中最大的目标域;(3)通感引申规律基本遵循“视
觉→肤觉→味觉→嗅觉→听觉”的排列顺序,但是个别感觉之间存在双向引申关系,如视觉和肤觉之间存在大量的

双向引申的例子;(4)各感觉作为通感引申源域的数量与感觉类形语素数量成正比,即含有形语素数量越多,成为最

大源域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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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释义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使各种感官产生的感觉互相沟通,互相

转化,产生新奇的效果”[1].通感作为一种描写手法最早是由钱钟书先生引进文学研究领域的.通感修辞在语

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文字等子系统中都有体现,通感在语言词汇层面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两种,一个

是“通感生义”,即通感引起的词义变化,也就是一个词从本义通过通感方式产生了引申义.运用“通感生义”
方式产生的词就叫作通感词.另一个是“通感造词”,即运用通感方式组成复合词,通感造词的结果是形成通

感式复合词.通感式复合词由两个从本义或基本义来说来自不同感觉域的形语素组合而成,大多为形容词.
通感式复合词作为通感修辞在语言词汇层面的典型成员,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前人对通感式复

合词的研究大多为定性的研究,往往从通感式复合词的结构特点、语义特征和语义演变等角度展开.在前人

研究基础之上,力图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以典型语料为数据来源,深入分析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
量化统计法,因其客观性、直观性、系统性等特点,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诸领域中已被广泛使用.随着人们

对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法的重视,量化统计法在人文社科研究的各领域中也呈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语
言学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来说,是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语言学下辖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各

领域都非常重视量化统计法.运用量化统计法可以较为直观地分析语言各子系统的属性,真正实现定量与定

性的结合.苏新春[2](2007)指出计量研究是语言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结构、分布、使
用、变迁等要素进行数量分析来揭示语言的状态、性质与特点的一种方法.计量方法特别适用于词汇,因为词

汇具有以下3个特点:词语数量庞大;词语载体明显,词形清晰;组合关系复杂[3].前人对词汇的计量研究,为
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研究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提供了保障.

1 方差分析法

1.1 方差分析的特点和使用条件

方差分析法(AnalysisofVariance,简称ANOVA)是1918年由R.A.Fisher首次引入的,是一种检验

两个以上方差的正态总体均值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的统计方法.它是对多种效应同时作用的测量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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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各种因素对研究对象的特定指标影响大小的方法.方差分析以测量数据为基础,而数据通常由试验获

得.在试验中,将要考察的研究对象的特定指标称为试验指标,影响试验指标的条件称为因素,因素所处的状

态称为水平[4].若试验中只有一个因素在变化,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对试验结果所做的这种方差分析称为

单因素方差分析.若试验中同时有多个因素在变化,此时进行的方差分析称为多因素方差分析.
设X 为一随机变量,若E[X-E(X)]2 存在,则称这个值为X 的方差,记为D(X),即D(X)=E[X-

E(X)]2.又称 D(X)为X 的标准差或均方差[5].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就是将试验指标值的方差分解成条

件变差与随机误差,然后将各因素形成的条件变差与随机误差进行比较,评价由某种因素所引起的变异是否

具有统计学意义.方差分析的使用条件:被检验的各个总体都服从正态分布;各个总体的方差相等,具有方差

同质性;变异是可以分解的和可加的,总变异可以分解为几个不同的、独立的来源.
1.2 单因素方差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目的是判断因素A 对指标X 是否有影响,若有影响需要进一步指出A 的哪个水平对

X 最有利.设单因素A 有r个水平A1,A2,…,Ar,在水平Ai(i=1,2,…,r)下进行ni 次独立试验,样本值为

xi1,xi2,…,ximi
,它们来自均值分别为μi 且具有相同方差σ2 的正态总体N(μi,σ2).其中μi,σ2 均未知,在不

同水平Ai 下的样本之间相互独立.单因素方差分析步骤如下.

(1)计算总偏差平方和及其自由度.计算试验的N =∑
r

i=1
ni 个数据的总偏差平方和.ST =∑

r

i=1
∑
ni

j=1

(xij -

x)2,x=
1
n ∑

r

i=1
∑
ni

j=1
xij,fT =n-1,对ST 进行分解可得ST =SE +SA,其中SE =∑

r

i=1
∑
ni

j=1

(xij-xi·)2,xi·=

1
n∑

ni

j=1
xij,fE =n-r,SA =∑

r

i=1
∑
ni

j=1

(xi·-x)2,fA =r-1,上面两式中,SE,SA 分别称为误差平方和及效应

平方和,fE,fA 是相应的自由度;

(2)计算均方MSE =
SE

fE
,MSA =

SA

fA
;

(3)计算F 统计量的值:F=
MSA

MSE
~F(fA,fE)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查表得Fα(fA,fE);

(4)比较F 与Fα(fA,fE),若F>Fα(fA,fE),则认为组内与组间有明显差异,否则认为组内与组间无

明显差异.
实际问题中,如果影响指标X 的因素不止一个,需要考虑双因素方差分析,分析方法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步骤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1.3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基于方差分析法的统计特性,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会用到方差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

行定量统计.前人主要将方差分析法应用到对环形激光陀螺仪噪声的性能评估[6]、对重点审计对象的遴

选[7]、对通货膨胀风险下关于累积阶段的固定缴费养老金的研究[8]、对汉语感官词的语义语法研究[9]等问

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运用方差分析法对现代汉语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进行量化统计具有可行

性.一方面,通感一般发生在两个具体的感觉域之间,通感式复合词内部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所属的感觉域

是源域,通感式复合词语义所属的感觉域是目标域.通感发生时,总会从源域向目标域发生通感隐喻.通感的发

生到底是受源域影响还是受目标域影响,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方差分析法中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可以解决这

一问题.另一方面,发生通感的五种感觉视、听、肤、味、嗅之间的通感模式是研究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从哪种具

体感觉域向另一种具体感觉域发生通感隐喻.在分析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时,主要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2 研究过程

2.1 通感式复合词的界定和提取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来源,运用形式标准和语义标准提取出现代汉语层面的通感式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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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114个.提取结果如下:
暗淡、黯黑、白嫩、白润、苍凉、苍润、长圆、敞亮、沉寂、沉静、沉重、澄碧、粗大、粗浅、脆亮、大方、大红、淡

薄、淡青、干瘪、干冷、高寒、高明、高燥、光滑、光润、光鲜、寒苦、寒素、寒酸、寒微、黑暗、红润、厚重、滑腻、灰
暗、晦涩、昏沉、昏黑、昏黄、浑厚、尖酸、坚苦、苦寒、苦涩、宽松、冷淡、冷寂、冷静、冷清、明白、明澈、明黄、明
锐、明细、嫩红、嫩黄、嫩绿、浓厚、浓重、平白、平淡、平滑、平静、浅白、浅明、青涩、轻薄、轻淡、轻微、清白、清
脆、清淡、清高、清寒、清寂、清静、清苦、清冷、清凉、清亮1、清亮2、清冽、清明、清馨、热辣、热闹、柔细、溽热、深
重、素淡、酸软、甜润、温厚、温柔、温润、温馨、乌亮、细嫩、细腻、细软、细润、纤柔、鲜红、鲜亮、鲜明、鲜嫩、香
甜、响亮、圆滑、圆润、燥热、直白、重大

主要通过对114个词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语义分析,研究其语义引申规律.所谓语言层面指的是语

言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在语言层面分析通感式复合词的语义,主要是依据词典释义静态地分析其语义特

点,适当考察其动态的语义变化.所谓言语层面指的是在语言的使用中考察通感式复合词的语义变化,依据

现代汉语层面的典型语料,分析其语义变化规律.当然对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语义分析也不是截然分开

的,有时也需要针对具体考察对象,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词义具有概括性,语言层面的词义是从语言实际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词的一般用法,具有概括性、客观性

和抽象性.言语层面的词义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会被具体化和主观化.也就是说,概括的语言层面的词义在言

语层面会因交际的需要而出现不同的变体.在言语层面分析通感式复合词的语义,就是要从实际语料中发现

其语义变体,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2 感觉域之间投射规律的分析

在分析通感式复合词通感引申模式之前要明确统计的基本步骤.首先分析单义词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

面的通感引申规律,然后分析多义词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通感引申规律.在统计时,单纯词以本义所属

感觉域为源域,以引申义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所属的感觉域为目标域.复合词以其内部两语素本义或基本

义所属的感觉域为源域,以复合词词义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所属的感觉域为目标域.如果复合词内的语素

义不存在兼属情况,则以语素基本义所属的感觉域为源域,如果复合词内的语素义存在兼属情况,则以语素

本义所属的感觉域为源域.
114个通感式复合词中有22个广义通感式复合词的词义在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均为两个语素所属语

义域的上级感觉域,也就是说,词义所属的感觉域与语素义所属的感觉域之间存在属种关系,无法构成通感

引申,因此予以排除.对92个发生通感引申的词语的通感引申方向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通感引申方向

Tab.1 Synaestheticextensiondirection

通感方向 数量 通感方向 数量 通感方向 数量 通感方向 数量

视→听 23 肤→视 22 味→视 5 嗅→视 0

视→肤 20 肤→听 17 味→听 3 嗅→听 0

视→味 5 肤→味 5 味→肤 3 嗅→肤 1

视→嗅 7 肤→嗅 5 味→嗅 3 嗅→味 1

  从表1可知,除了听觉外其他4种感觉都会向其他感觉域发生通感引申,其中又以视觉和肤觉之间的通

感引申,以及视觉向听觉的引申和肤觉向听觉的引申居多.嗅觉作为源域,只向肤觉和味觉发生通感引申,没
有向视觉和听觉的通感引申.一方面是因为所选语料中表肤觉和视觉的语素较多,表听觉和嗅觉的语素较

少,通感引申的源域数量与语素数量成正比.另一方面可以从心理学对感觉的分类加以解释,心理学按照感

觉的重要性将其分为视觉、听觉和其他感觉,其他感觉包括皮肤感觉、嗅觉和味觉,还有内部感觉[10].其中视

觉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感觉,在人类获得的外界信息中,80%来自视觉.肤觉和味觉都是人体相应器官与物

体或物质直接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听觉和嗅觉的产生是人体相应器官与物体间接接触而产生的,与肤觉和味

觉相比具有不稳定性.
根据表1的内容可以得出表2,表2反映了5种具体感觉作为源域和目标域的情况.其中视觉是最大的

源域,听觉是最大的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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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种感觉作为源域和目标域的分布表

Tab.2 Thedistributionsoffivesensationsassourceandtargetdomains

类型 视觉 听觉 肤觉 味觉 嗅觉

源域 55 0 49 14 2

目标域 27 43 24 11 15

  从表2可知,5种具体感觉作为源域的可能性由大到小分别是视觉,肤觉,味觉,嗅觉,听觉,作为目标域

的可能性由大到小分别是听觉,视觉,肤觉,嗅觉,味觉.从现有语料来看,视、听、肤、味、嗅5种具体感觉在作

为源域和目标域时,没有特定的规律可循.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出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模式,有必要对其进

行量化统计.运用统计学中的单、双因素方差分析法能够较清晰地反映出通感式复合词的源域和目标域对通

感机制的影响,也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出5种感觉域在通感引申中的地位和作用.
2.3 双因素方差分析

在通感引申中主要涉及源域和目标域两个因素,因此首先要对通感式复合词做双因素方差分析,从数据

中分析出源域和目标域两个因素哪个对通感式复合词的影响较大.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在分析时主

要用Excel数据中的数据分析功能进行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在进行方差分析之前,先要把表1转换为方差分析表,即表3.

  表3中以听觉为源域的第2行和以嗅觉为源域的第

1列和第2列数据为0,说明在目前搜集到的语料中没有

以听觉为源域的例子,也没有以嗅觉为源域、视觉和听觉

为目标域的例子.表3是分别以5种感觉域为源域和目

标域组成的正方形矩阵,它的对角线分别是5种感觉内

部的互通,无法构成通感,因此没有数据存在.为了计算

的方便,把该对角线中的数据记为0.通过Excel的数据

分析功能得到了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相关数据(见
表4),同时还需要参照无重复试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

(见表5).

表3 方差分析表

Tab.3 ANOVAtable

源域s
目标域t

视觉 听觉 肤觉 味觉 嗅觉

视觉 - 23 20 5 7

听觉 0 - 0 0 0

肤觉 22 17 - 5 5

味觉 5 3 3 - 3

嗅觉 0 0 1 1 -

表4 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统计表

Tab.4 Statisticaltableofanalysisofvariancewithoutduplicationoftwofactors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crit

行 549.2 4 137.3 3.482562 0.031501 3.006917

列 124 4 31 0.786303 0.550668 3.006917

误差 630.8 16 39.425

总计 1304 24

表5 无重复试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4]

Tab.5 Two-factorANOVAtablewithoutrepetitivetrials

偏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比

因素A SA r-1 MSA =
SA

r-1
FA =

MSA

MSE

因素B SB s-1 MSB =
SB

s-1
FB =

MSB

MSE

误差 SE (r-1)(s-1) MSE =
SE

(r-1)(s-1)
-

总和 ST n-1 - -

  从表4和表5的对比可知,表5对应于表4的前5列.其中表4第1列的“差异源”即“偏差”,行是源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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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A 的数据,列是目标域即因素B 的数据,因素A 和因素B 统称为组间差,误差是组内差.第2列“平方

和”与第3列“自由度”均具有加合性,即组间差与组内差之和是总和.第4列“均方”是“平方和”与“自由度”
的比值.第5列F 比是组间两因素均方与组内均方的比值,F 比是衡量源域和目标域两因素的重要条件.第6
列P 值是假定值,是一种在原假设为真的前提下出现观察样本以及更极端情况的概率.一般用X 表示检验

的统计量,当H0为真时,可由样本数据计算出该统计量的值C,根据检验统计量X 的具体分布,可求出P
值.在分析统计数据时,P 值一般和规定的显著性水平进行比较.第7列F 值是固定的数值,一般是在显著性

水平为0.05的情况下查表所得,这里F0.05(4,16)=3.01.
从表4的数据可知,源域的F 比>F 值,P 值<0.05;目标域的F 比<F 值,P 值>0.05.由此可见,通感

式复合词的源域对通感机制有显著影响,目标域对通感机制没有显著影响.
2.4 单因素方差分析

按照表4的数据显示源域对通感机制有显著影响,下面只需要从源域入手,分析其内部5种感觉哪一种

作为源域的可能性最大,哪一种作为源域的可能性最小.通过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得到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的相关数据,见表6.
表6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统计表

Tab.6 Statisticaltableoftheresultsofone-wayanalysisofvariance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crit

组间 686.5 4 171.62500 5.436906 0.006561 3.055568

组内 473.5 15 31.56667 - - -

总计 1160 19

  从表6可知,F 比>F 值,P 值<0.05,说明源域对通感机制有显著影响.下面先计算出LSD值,再来比

较源域5种感觉之间的LSD与LSD值之间的差异.LSD0.05= MSE ×(
1
n1

+
1
n2
)×t0.05.这里 MSE =

31.56667,n1=n2=4,t0.05 是固定值,可以通过查表得出.t0.05=2.1318.通过计算得出LSD0.05=8.4684.
由表7可知,标*的数据大于LSD值,表示以视觉为参照,视觉和肤觉之间无显著差异,听觉、嗅觉和味

觉与视觉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以肤觉为参照,听觉、嗅觉和味觉与肤觉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即听觉,嗅觉,
味觉,肤觉/视觉.而味觉、嗅觉、听觉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表7 词语源域各感觉的LSD比较

Tab.7 LSDcomparisonofsensationsinsourcedomains

类型 Xi Xi-X 听 Xi-X 嗅 Xi-X 味 Xi-X 肤

X 视 13.75 *13.75 *13.25 *10.25 1.5

X 肤 12.25 *12.25 *11.75 *8.75 -

X 味 3.5 3.5 3 - -

X 嗅 0.5 0.5 - - -

X 听 0 - - - -

  表4的数据反映出源域对通感机制有显著影响,由表7的数据得出“听觉,嗅觉,味觉,肤觉/视觉”的排

序,反映出视觉作为源域的可能性最大,其他感觉作为源域的可能性依次降低.听觉作为目标域的可能性最

大,其他感觉作为目标域的可能性依次降低.

3 结 语

本文主要是基于现代汉语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引申过程,在提取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单、双因素

方差分析的方法,得出汉语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引申模式.本研究中视觉类形语素相对于其他感觉来说,其
类型和数量都较多,因此视觉成为最大的源域.

现代汉语通感式复合词的通感引申规律可以从各感觉重要性的不同和可及性强弱两个方面来解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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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以感觉的重要性为主要决定因素.按照心理学对感觉的分类,感觉可以分为视、听、肤、味、嗅5类,其中

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人类对外界信息的获得80%来自视觉,接下来是听觉,然后是其他感觉,其他感

觉包括肤觉、味觉和嗅觉.正是因为视觉的重要性,人们为了表义的需要才会对视觉进行下位分类,如分为空

间类、颜色类、光线类和形态类等,每一个小类中都有较多的成员,所以视觉才是最大的源域.可及性强弱指

的是某种感觉的产生是否需要与物体直接接触,需要与物体直接接触的是可及性强的感觉,不需要与物体直

接接触的是可及性弱的感觉.5种感觉中可及性强的是肤觉和味觉,可及性弱的是嗅觉、听觉和视觉.肤觉和

味觉的产生需要感觉器官与物体直接接触,嗅觉、听觉和视觉的产生一般需要借助某种媒介物,如听觉的产

生需要借助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视觉的产生需要借助光波等.因此,肤觉是仅次于视觉的第2大源域.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词汇作为语言系统的子系统也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前人对词汇的研究

大都从单个词或一类词的词形和词义出发,定性地分析词的特点.所谓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也大多以词频统计

为主,其侧重点一般还是定性的分析.运用方差分析法研究通感式复合词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其通感模式的

问题,对于词汇研究来说,只有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才能更加客观和直观地为我们揭示某类词的词汇特点,
从而拓宽词汇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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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aesthesiamodelanalysisofsynaestheticcompoundwordsbasedonquantitativestatistics

LiuZhifang

(CollegeofLiberalArt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Asarhetoricaldevice,synaesthesiaismainlyembodiedinsynaestheticcompoundwordsattheleveloflexicon.
Onthebasisofselectinglanguagematerial,thisarticleusessinglefactoranddoublefactoranalysisofvariancetoanalyzethe
semanticextensionrulesofthesynaestheticcompoundwords.Quantitativestatisticsshowthatthesynaestheticpatternsofsyn-
aestheticcompoundwordsmainlyinclude:(1)visionisthelargestsourceareaintheprocessofsynaestheticextension;(2)

hearingisthelargesttargetareaintheprocessofsynaestheticextension;(3)synaestheticextensionrulesbasicallyfollowthe
orderof"visualsense-dermalsensation-gustatorysense-olfactorysensation-auditorysense",butthereisatwo-wayextension
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senses,suchasvisualsenseanddermalsensation;(4)Thenumberofsensationasthesource
domainofsynaesthesiaisproportionaltothenumberofsensorymorphemes,ie.,themoremorphemesthereare,thegreater
thepossibilityofbeingthelargestsourcedomain.

Keywords:quantitativeStatistics;synaestheticcompounds;synaestheti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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