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3), 1051-1054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3144  

文章引用: 董子畅. 基于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刷”字的义项分布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3): 1051-1054.  
DOI: 10.12677/ml.2023.113144 

 
 

基于语料库对现代汉语“刷”字的 
义项分布研究 

董子畅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29日 

 
 

 
摘  要 

本文将现代汉语中“刷”字的义项分布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对“刷”字的义项分布进

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现代汉语中“刷”字的义项分布进行了重新概括描写，提议在《现代汉语词典》

等中文类词典对“刷”字现有释义的基础上增收“依靠、凭借”、“大量使用、花费”两个新的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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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 “Shua” in modern Chinese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uses the corpus metho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 “Shua”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nd re-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 “Shua” 
in modern Chinese. It is proposed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definitions of “Shua”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such a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wo new meanings “rely on” and “use a lot or spend 
too much to do something” should b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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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说文解字》中“刷”字被阐释为：刷，刮也。礼有刷巾[1]。“刷”作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动词

之一，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以下简称《现汉》)为代表的汉语类词典中，“刷”字有 2 个读音，

5 个义项：<名>1. 刷(shuā)子：牙~|板~。2. <动>用刷(shuā)子清除或涂抹：~牙|~鞋|~锅|用石灰浆~墙。3. <
动>除名；淘汰：他不守劳动纪律，让厂里给~(shuā)了|他报名参军，因视力不合格被~了下来。4. <拟声

词>形容迅速擦过去的声音：风刮得树叶子~~(shuā)地响|~~地下起雨来。5. <动>挑拣：打这堆梨里头~(shuà)
出几个好的给奶奶送过去[2]。 

本文对以《朗文中阶英汉双解词典》为代表的英汉词典中“刷”字对应的英文 brush 和 swipe 包含的

7 个义项与以《现汉》为代表的汉语类词典中“刷”字的 5 个基本义项进行了对比。同时，依托北京大

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平台，对“刷”字的相关语料进行了搜集、整理、筛选、分类和标注，

初步建立起“刷”字的义项分布语料库。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刷”字的义项分

布进行重新描写，并发现了“刷”字的两个新的义项，建议在以《现汉》为代表的汉语类词典中为“刷”

字添加“依靠、凭借”、“大量使用、花费”两个新的义项。 

2. 《现代汉语词典》中“刷”字的义项分布情况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平台是面向语言学本体研究、语言教学

研究、文学文化研究设立的较大规模语料库，目前涵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当代汉语、汉英句对齐的

平行语料等各类型语料，包括来自网络、新闻、报纸、现当代文学、影视作品等 12 种类型的语料，规模

超过 7 亿汉字。该语料库检索系统以汉字、字母、标点符号等在内的字符为基本索引单位，为使用者提

供普通查询、批量查询、高级查询等多种语料检索方式[3]。 
“刷”字在 CCL 语料库中共有 15,992 条语料，其中当代语料 15,779 条，现代语料 213 条。李仕春

认为，相对于过去靠人工搜集语料，用语料库技术搜集语料的优势在于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搜集到几百

万字的语料，这在词典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的方法论意义[4]。因此，本文根据戴伶伊和李仕

春中介绍的义项的标注分类方法以及 Access 数据库的建立和语料筛选方法[5]，建立了“刷”字的 Access
语料库，并在语料库中按比例抽取了来源和类型不同的语料 10,000 条，语料字数达 40 万余字。依据此

语料库，对“刷”字的义项分布情况进行重新分析，发现“刷”字已有的义项分布在所建立的语料库中

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义项 1：<名>刷子：牙~|板~，此义项为“刷”字的名词义项，该义项释义为刷子[2]。在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中有 1065 条，占比为 10.65%。但本文认为，该义项的解释过于简单笼统，应阐释具体什么样的

事物为刷子。因此，建议修改该义项为：刷子，指用毛发、棕榈丝、塑料丝或金属丝等制成的，用来清

除污垢或涂抹膏油等，一般为椭圆形或长方形，一般带有手柄，如：牙~|板~。在语料库中的例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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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还是这几句老话：“赶火车！赶不着，要误事！”我忙忙的拾夺这个，归折那个，什么牙刷

啦，笔啦，日记本啦，皮夹子啦……都来了。(俞平伯《冬晚的别》) 
2) 鞋、袜、牙刷，纸张什么的，我看出来，都比重庆的相因着不少。(老舍《青蓉略记》) 
3) ……伸出憔悴的手来，敏捷地把手中犬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

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沈从文《街》) 
义项 2：<动>用刷子清除或涂抹：~牙|~鞋|~锅|用石灰浆~墙[2]。该义项在所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中

有 5890，占比为 58.9%。但该义项的释义较为片面，“刷”作为一个动词在此义项中应还有“清洗”这

一重要的释义，如“刷锅”“刷碗”“刷盘子”等，意思均为将物品清洗干净。因此，建议将此义项修

改为：<动>用刷子清除、涂抹或清洗：~牙|~鞋|~锅|用石灰浆~墙。该义项在语料库中的例句有： 
1) 黑娃用泔水饮了牛，再把桶送过来，对着正在洗锅刷碗的小女人说：“娥儿姐，我黑间来。”(陈

忠实《白鹿原》) 
2) 给孩子洗澡、理发、剪指甲、洗衣服、刷鞋……一连几天下来，汪秀丽头疼欲裂，眩晕恶心。(《人

民日报》1995 年版) 
3) 曾师傅解释说：“油漆家具跟刷墙一个道理，墙壁要先铲掉浮灰，补腻子找平，然后才能开始刷

涂料，旧家具油漆之前也要先打磨才能上漆，上了底漆后，要等干透了才能上面漆，面漆又得刷三四道，

这样才能保证质量。”(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义项 3：<动>除名；淘汰：他不守劳动纪律，让厂里给~了|他报名参军，因视力不合格被~了下来[2]。

该义项在所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中有 1350 条，占比为 13.5%。该义项的释义概括的较为笼统，不应只是

简单的理解为“淘汰”，建议将该义项修改为：<动>因自身或外界因素被组织、机构或单位除名；淘汰：

他不守劳动纪律，让厂里给~了|他报名参军，因视力不合格被~了下来。该义项在语料库中的例句有： 
1) “你们知道吗？为了选出这支国家队，我们刷下去了差不多半支球队，但我们的球员不知道珍惜

这样的机会，”姚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痛心疾首。(新华社 2004 年 8 月份新闻报道) 
2) 留守处只剩下一个上尉军需官，一个老年上校副官长，一个跛脚中校副官，以及两班新刷下来的

老弱兵士。(沈从文《老伴》) 
3) “自从政府迁到南京，你爸爸就教人家给刷下来了；虽然说咱们没有挨过饿，可是坐吃山空，日

子还长着呢，将来怎么办？”(老舍《四世同堂》) 

3. 依据语料库，对“刷”字新义项的分析 

在所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库中，除了上述“刷”字在《现汉》中现有义项的语料共 8305 条，还有

1695 条语料不属于上述义项范围，占所有语料的 16.95%。通过对这些语料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本文

认为这些语料中“刷”字的义项可以总结归纳为“依靠、凭借”、“大量使用、花费”这两个义项，具

体例句及理论分析如下： 
义项 4：<动>依靠或凭借事物或个人内在品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脸|~卡|~存在感。该义项在所

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中有 955 条，占比为 9.55%。该义项的例句如下： 
1) 此间报道说，作为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中银香港有可能率先发行首张人民币信用卡，而未来一至

两个月，装有中银香港刷卡机的商户也可接受持有银联卡的游客在港刷卡消费。(新华社 2003 年 12 月份

新闻报道) 
2) 商场购物、去银行取钱、乘高铁坐飞机……各种日常业务，“刷脸”“刷眼”都可能完成。(《人

民日报》2017 年 2 月 27 日) 
3) 首先，在日本看来，介入南海有助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刷存在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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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9 日) 
义项 5：<动>大量使用物品、消耗精力、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做某事：~礼物|~装备|~爱心。该义项在

所抽取的 10,000 条语料中有 955 条，占比为 9.55%。该义项的例句如下： 
1) 据报道，涉事男子为某直播平台主播；他已承认此事，目的是为了增加粉丝数和观看量，让“粉

丝多刷礼物”。(《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7 日) 
2) “别提了，游戏出了纰漏，被玩家发现了一个大的 BUG，几个服务器都开始疯狂刷钱刷装备，游

戏的秩序混乱了，我们加班加点在解决……”(六六《双面胶》) 
3) 只要用户再次联网，这些信息就会泄露，而不良 APP 会用这些做“伪单”来刷钱。(《人民日报》

2016 年 8 月 15 日) 
张志毅、张庆云在《词汇语义学》一书中认为：“任何词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立的。词无论是处于

组合状态，还是聚合状态，词义及其中要素价值都受制于语言结构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差

异性[6]”。“刷”字作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动词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刷”

字有了更多的搭配和组合，也就衍生出了新的义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刷卡”、“刷脸”、

“刷二维码”等搭配，将“刷”字和具体的事物相结合就产生了我们要“依靠、凭借”这些事物来处理

事情，解决问题。因此，建议为“刷”字增添“依靠、凭借”这一新的义项。 
Langacker 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概念内容，而且还取决于识解这一内容的特定方式[7]。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网络平台、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人们识解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

报道中，在主播直播间对主播的打赏屡见不鲜，人们将“刷礼物”、“刷爱心”作为一种潮流新词。除

了“刷”具体的钱和礼物等，抽象名词也可以被“刷”。例如，“刷存在感”、“刷氛围感”等。因此，

建议为“刷”字增添“大量使用、花费”这一新义项。 

4. 小结 

综上所述，根据对自建语料库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刷”的释义应调

整为：1. <名>刷子，指用毛发、棕榈丝、塑料丝或金属丝等制成的，用来清除污垢或涂抹膏油等，一般

为椭圆形或长方形，一般带有手柄，如：牙~|板~。2. <动>用刷子清除、涂抹或清洗：~牙|~鞋|~锅|用石灰

浆~墙。3. <动>因自身或外界因素被组织、机构或单位除名；淘汰：他不守劳动纪律，让厂里给~了|他报

名参军，因视力不合格被~了下来。4. <动>依靠或凭借事物或个人内在品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脸|~
卡|~存在感。5. <动>大量使用物品、消耗精力、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做某事：~礼物|~装备|~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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