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012

3

4-,

5

67489271:,4;2+<4=

>

!

6)74-.6742,72<

"

?).@!"

#

A)@#

#

B27@$%&'

文章编号!

!"#$8$%&!

"

'(!&

#

("8(&!'8(&

收稿日期!

$%&'C%EC&#

基金项目!朱
!

佳"

&FEFC

#'女'浙江上虞人'硕士'主要从事法律英语词汇方面的研究)

法律英语中形容词搭配及其模糊性探讨

$$$基于
\O0

语料库的
74136>1CD4

个案研究

朱
!

佳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D

"

!!

摘
!

要!形容词因其模糊性特征在法律英语的研究中极少被关注&文章依托美国法典!

:6H

"语料库#对高频形

容词
+2-<),-d.2

做了名词搭配(形容词并列两个方面的分析%从法律文体模糊性的特点出发#引入了法律文本)授权

的工具*的本质#在语义层面论述了以
+2-<),-d.2

为例的高频形容词在法律英语中存在并且平衡模糊性和准确性的

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律英语%形容词%搭配%模糊性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志码!

N

!!

%法律英语"

R2

5

-._,

5

.4<1

#&作为一个具有规约

性的民族语言的社团分支'是普通法国家以普通英

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

&

+随着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频率的提高'法律英语业已受到

学术界以及法律界人士的关注)法律英语文本的语

言特点形成了法律英语高度的专业化特征'主要表

现在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

*

$

+作为英语语法研究内

容之一的词法"

X)+

V

1).)

5>

#主要研究词的形态变

化及其在句中的作用)

*

!

+中国知网中有关%法律英语

词汇特点&的论文自
$%&%

年到
$%&'

年
E

月初有近

&'%

篇'分别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四大类

词性)其中'动词主题包含情态动词(动词名词化(

动宾搭配(非谓语动词等视角'以情态动词占主要份

额"近
E'U

#)名词相关的论文则整齐划一地探讨

了法律英语中名词化的特征)极少几篇副词主题的

论文涉及增强语的语义属性及词语搭配)形容词主

题则是基于语料库的分析'研究了海事公约中一系

列高频形容词的翻译'以及形容词名词化现象)由

上可见'在法律英语的研究领域'名词化(情态动词

是词汇层面讨论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英语

文本中其余几类词性'诸如!形容词(副词等可以被

忽视)然而实践中此类论文在法律英语相关的论文

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本文试图依托
c2<=.-TO,=2+,-=4),-.

语料库中的

子语料库美国法典"

:,4=2L6=-=2<H)L2

'

:6H

#'以形

容词
+2-<),-d.2

为例'在文体特征的词法层面研究该

词在美国法律文本中的使用情况及特征'以期有别于

以往研究已充分涉及的名词化(情态动词等主题'探

讨高频形容词在法律英语中特有的语义作用)

一%法律英语中关于形容词和模糊性的研究

法律英语中的形容词较其他文体要少)廖学全

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法律英语强调准

确性而并非语言的华丽'而英语中大部分的形容词

不能实现法律英语表达的准确性)

*

!

+结合语法中英

语的形容词分类!

-

#表示强化$

d

#表示限制$

7

#能自

我衡量$

L

#能客观衡量$

2

#表示年龄$

/

#表示颜色$

5

#从名词派生的且表示物质$

1

#从名词派生出的且

表示出处或风格)廖学全进一步指出!法律英语中

的形容词主要对所修饰的词汇起到限制作用'其余

则具有强化功能)

*

!

+其中用于强化的形容词属于增

强语'起到加重所修饰词汇的语意的作用)

+2-<),-d.2

一词就是法律英语增强语的一个典

型)该词在梅林科夫的1法律的语言2"

912R-,

5

*-

5

2



)/=12R-T

#中屡次被提及'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在讨论法律语言的准确性以及模糊性特征的时候'

书中特别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形容词!

+2-<),-d.2

'

<*d<=-,=4-.

'

<-=4</-7=)+

>

'称它们%嚣张

地炫耀其不准确性&

*

"

+

!'$

)这些形容词在现实中常

常不被纳入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视野'因为%长久以

来这些词已经成为那些被描述为准确的法律语言的

一部分'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不准确才是它们存在

的唯一理由&

*

"

+

!'$

)

中国知网中探讨%法律英语模糊性&%准确性&的

期刊论文一般遵循如下思路!将模糊性和准确性一

并对照讨论'分析了模糊性形成的主观以及客观因

素(列举汉英法律文本中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模糊含

义的词汇等)例如'林海认为法律英语的模糊性是!

-

#法律英语概括性的要求$

d

#语言本身特点的规约$

7

#具有民族(文化(政治(地理等差异性)在特定情

况下使用可以使表义更加严密周全'特定语境中增

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适用于不宜直言的事实(情

景'出于礼貌等语用功能等)

*

'

+杨丹综合探讨了模糊

性法律语言的语用功能!

-

#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

营造融洽的交际氛围$

d

#增强语言表达的概括性'

补充空缺$

7

#使法律英语更加准确以维护其正义性

等)

*

#

+这种对模糊性的探究涉及面较广'而全景式的

研究视角'无论是从语义或者是语用层面'得出的结

论无外乎是模糊性与准确性的存在即合理)相对而

言'针对某一核心词汇做出深度解析的论文相对缺

乏)形容词在这些论证中往往被一笔带过'主要被

用于论证与准确性对立的文体的模糊性'或者根本

未被涉及)

法律英语的正式性主要体现在专业性表达方式

的使用上)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法律英语在用词方

面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频率特

征!某一词汇在法律英语中出现的频率要比在普通

英语中高得多'这被认为符合法律英语正规(严肃的

文体特征)

*

E

+

%对增强语的使用容易导致模糊性'但

这类词在法律英语中的重现率较其他形容词要

高&

*

!

+

)本文的研究对象
+2-<),-d.2

一词虽然不是

专用术语'却属于在法律英语文本中高频出现的形

容词范畴'其使用频率高于普通英语'而且具有一系

列高频率的固定搭配词汇)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

法律英语正规性的文体特征'因此法律英语中的形

容词具有研究价值)

二%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料库的运用在法律

英语研究的地位日渐突显)兼具%法律英语&和%语

料库&主题的论文主要关注了这两个层面结合下的

情态动词(翻译等方面的应用$以及增强语(文体特

征(特殊词汇(英文原创合同和英译合同的语料库研

究方法)其余若干篇硕士论文涉及了语料库中的形

容词翻译以及动词(形容词(名词的研究)总体而

言'研究涉及的语料库主要涵盖!绍兴文理学院创建

的中国法律法规汉英平行语料库"包括大陆(香港和

台湾三个子语料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建的法律

语料库"包括法律英语语料(平行语料库#(香港大学

创建的英汉平行语料库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

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有理论假设又有实证研究的

新途径)&

*

D

+鉴于其科学性和指导性'语料库日益成

为主流的研究工具'帮助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启发其

在法律英语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语料库的研究成

为新兴的发展方向'它对应用者也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语料库方法提供了一个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接

口)语料库分析立足于语词的频数'须把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的使用结合起来'既要依赖于

词频分析的手段'也要依赖语词检索的手段)&

*

F

+因

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参照项)

本文基于
c2<=.-TO,=2+,-=4),-.

其中一个子语

料库...

:6H

语料库采集数据'在
$%&'

年
E

月
"

日检索
+2-<),-d.2

一词的过程中'总共获取
#$%D

个

含有目标词的文档)其中一些文档中目标词出现数

次'故本文中数字表示目的词在该语料库中出现的

词条数目)按照其总的出现频率'本文选取了前

'%%

个文档中含有
+2-<),-d.2

的共
#%F

个词条进行

分析'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

"一#与
'()*+,)-.(

搭配的词汇

图
&

罗列了取样文本中与
+2-<),-d.2

搭配出现

频率居于前十位的词汇)在此基础上'将取样文本中

和
+2-<),-d.2

搭配的全部词汇分成四类!

-

#费用$

d

#时

间$

7

#用作表语$

L

#其他'进一步得出图
$

'以突显前三

项所占的高额比例)由图
&

可见'

:6H

语料库中被

+2-<),-d.2

修饰'且居于前十位的高频率词汇中表示

-

#费用(

d

#时间(以及
7

#用作表语的三类表述占据了

主要份额'分别占
&DU

(

&$U

和
&%U

)其中%费用&一

项包括%

7)<=<

&%

2W

V

2,<2<

&%

-==)+,2

>

3

</22<

&%

/22<

&

%

V

+472<

&五种相近的表达方式$%时间&一项由%

=4X2

&

%

V

2+4)L)/=4X2

&%

V

2+4)L

&三种相关的表达方式相加而

成)除去充当表语的情形'

+2-<),-d.2

一词在取样的

法律英语文本中主要用于修饰名词%金钱&和%时间&'

尽管被修饰的这两个名词存在多个变体)实际法律

!&'

第
#

期 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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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中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也正是%金钱&和%时间&'

因此图
&

和图
$

的统计结果完全吻合了法律事务极

具商业性以及追求效率的行业本质)

图
&

!

:6H

中与
+2-<),-d.2

搭配出现频率前十位的词汇

图
$

!

:6H

中与
+2-<),-d.2

搭配的前三位高频词汇所占比例

对比其他次高频的搭配名词!

2//)+=

'

+-=2<

'

)

VV

)+=*,4=

>

'

7-*<2

'

,)=472

'

+2<2+;2

'

)//2+

'

71-+

5

2

'

<=-,L-+L

'

L4.4

5

2,72

'

<=2

V

<

'

X-,,2+

'

,*Xd2+

'

-<<*+-,72

'

=2+X< -,L 7),L4=4),<

'

V

+27-*=4),<

'

V

+)<

V

27=<

'

2W=2,<4),<

'

7)X

V

2=4=4),

'

L4<7+2=4),

'

V

+)W4X4=

>

'

+*.2<-,L+2

5

*.-=4),<

'

;-.*2

等'包括%金钱&和%时间&在内的名词绝大多数属于

抽象名词)换而言之'形容词
+2-<),-d.2

在法律文

本中修饰的往往是抽象名词)用一个具有模糊性的

形容词去限制修饰另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抽象名词'

获得的语义功能究竟是否会产生去模糊性的效果

呢/ 虽然在
+2-<),-d.2

单独使用时'其所指极具模

糊性'但其在法律文本中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当

+2-<),-d.2

以某一种形式和另一个词结合在一起来

使用时'%人们认为词与词的搭配使用会给词义带来

变革'会使狂野无羁的词变得驯服而有目的

性&

*

#

+

!'!

)梅林科夫曾以
+2-<),-d.2L)*d=

为例'说

明%当它们被如此频繁地重复'人们认定它们一定有

某种确定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下'

+2-<),-d.2

变成准确

的了&

*

"

+

!'!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此处梅林科夫两次

借用一般大众的视角"%人们&#分析了法律文本中

+2-<),-d.2

一词与其自身的模糊性相对的%准确性&)

"二#形容词并列

在总共
#$%D

篇文档中'出现多个形容词与

+2-<),-d.2

并列的现象也值得关注)更为确切地

说'此处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由连词%

-,L

&连接

+2-<),-d.2

和其他形容词共同构成的并列词组)其

在文本中充当了以下两种语法功能的其中一种!

-

#

位于系动词之后'充当表语$

d

#充当形容词'用于修

饰名词)此处本文不再细分'而是将两类都纳入%形

容词并列&的范畴)所有与
+2-<),-d.2

并列的形容词

在表
&

中进行了罗列)再则'此类并列结构在法律文

本中存在两种形式!%

+2-<),-d.2f-,Lf-L

3

@

&以及

%

-L

3

@f-,Lf+2-<),-d.2

&'并且在文档数量上也较

为均衡"

'&%

!

'#%

#'因此不难得出结论!

+2-<),-d.2

一

词在并列形容词结构中的位置较为灵活'即可能出现

在连词%

-,L

&之前或者之后$但某些词组则显现出固

有的排列顺位'一些个例在表
$

有所体现)

表
!

!

\O0

中和
74136>1CD4

连用的形容词统计

位次
与

+2-<),-d.2

构成并列

结构的形容词
频数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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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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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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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4-=2 '"

' -7=*-. !$

#

V

+-7=47-. $$

E

V

+*L2,= $&

D ,),L4<7+4X4,-=)+

>

&D

F -L2

J

*-=2 &'

&% 2

J

*4=-d.2 &"

&&

V

+)

V

2+ &&

&$ 7*<=)X-+

>

$

L4.4

5

2,= E

&! =4X2.

>

#

&" -;-4.-d.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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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

/)+2<22-d.2

$

5

))L/-4=1

$

.-T/*.

$

)+L4,-+

>

"

&#

d),-/4L2

$

7)X

V

2=4=4;2

$

2W4<=4,

5

$

4XX2L4-=2

$

.4X4=2L

$

V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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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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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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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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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2

$

-//)+L-d.2

$

7)X

V

-+-d.2

$

7),;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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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27=

$

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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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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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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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

$

V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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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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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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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

V

.2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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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3

*<=2L

$

-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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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4-=2

$

-//)+L-d.2

$

-..)7-d.2

$

-..)T-d.2

$

-+=47*.-d.2

$

-*=1)+4K2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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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L2,=4-.

$

7))

V

2+-=4;2

$

7)<=C2//27=4;2

$

"

,)=

#

L2=+4X2,=-.

$

L*2

$

27),)X47

$

2//27=4;2

$

2//4742,=

$

2.4

5

4d.2

$

2,/)+72-d.2

$

2<<2,=4-.

$

2<=-d.4<12L

$

2W

V

2L4=4)*<

$

/.2W4d.2

$

/2-<4d.2

$

5

2,2+-.

$

4,-L;2+=2,=

$

.2

5

-.

$

X2-,4,

5

/*.

$

,-=*+-.

$

)d

3

27=4;2

$

V

+-7=47-d.2

$

V

+2L47=-d.2

$

V

+)d-=4;2

$

V

+)

V

)+=4),-=2

$

+27);2+-d.2

$

+2X*,2+-=4;2

$

+2<

V

),<4d.2

$

<-=4</-7=)+

>

$

<742,=4/47-..

>

$

<)*,L

$

<

V

274/47

$

<

V

274/42L

$

<*//4742,=

$

<*4=-d.2

$

+2

5

*.-+

$

=

>V

47-.

$

*,L2+<=-,L-d.2

$

*<-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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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74136>1CD4

在并列形容词中的位置情况比较

词组 频数 词 组 频数

/-4+-,L+2-<),-d.2 &!D +2-<),-d.2-,L/-4+ '

3

*<=-,L+2-<),-d.2 #& +2-<),-d.2-,L

3

*<= '

,272<<-+

>

-,L+2-<),-d.2 "F +2-<),-d.2-,L,272<<-+

>

&!&

-7=*-.-,L+2-<),-d.2 !& +2-<),-d.2-,L-7=*-. &

4XX2L4-=2-,L+2-<),-d.2 ! +2-<),-d.2-,L4XX2L4-=2 %

V

+-7=47-.-,L+2-<),-d.2 & +2-<),-d.2-,L

V

+-7=47-. $&

V

+*L2,=-,L+2-<),-d.2 & +2-<),-d.2-,L

V

+*L2,= $%

,),L4<7+4X4,-=)+

>

-,L+2-<),-d.2 & +2-<),-d.2-,L,),L4<7+4X4,-=)+

>

&E

!!

限于篇幅'本文不考虑表
$

所示的排列顺位因

素'而是将两种形式综合统计发现!在并列结构中出

现的高频形容词
,272<<-+

>

'

3

*<=

'

-

VV

+)

V

+4-=2

'

-7=*-.

'

V

+-7=47-.

'

V

+*L2,=

'

-L2

J

*-=2

'

,),L4<7+4X4,-=)+

>

'

2

J

*4=-d.2

'

V

+)

V

2+

等均为
+2-<),-d.2

的近义或相关词

汇)这些形容词与
+2-<),-d.2

构成的并列词组体现

了同义重复的逻辑关系)法律用语在整个州(国家(

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做出一项规定'必须既要有达意

性'又要具备概括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孤立地来看'

上述并列结构中包括
+2-<),-d.2

在内的前后两个形

容词均具有模糊性$而一旦
+2-<),-d.2

和一个近义

形容词结合使用则适当地丰富了所修饰的名词的内

涵'方便了法条使用者对它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法律文本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要求)对同一

法条的理解'尤其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限定性(加强

性形容词'在法官(当事人以及各自的代理人等几个

层面可能得出不同版本)我们借用并列形容词结构

能够适度减少理解的分歧'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双方

当事人的习惯做法(公认的国际惯例以及当时的情

形等因素'对该法条加以综合考量'有助于得出较为

%准确&的理解)当模糊性结合了特定的事实(风俗(

习惯(法系等背景'含有
+2-<),-d.2

的并列形容词结

构在模糊性和准确性之间得到了平衡'从而使该法

条更好地体现了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结
!

语

从法律体系的广义视角分析'普通法被认为是

为模糊性而建立的)因为无论法律如何设计缜密'

也总会有特例存在'因而事物不可能太准确)%这种

灵活性反映在它的语言中'4

+2-<),-d.2

3这个词持久

不衰的盛行'00这些都是法律语言不准确的象

征&

*

"

+

"'F

)从语言层面分析'%法律语言很少是准确

的)对于少数的特例'也许是准确的$但作为一个交

际模式的整体不是准确的&

*

"

+

"'&

)至此'对法律语言

中模糊性存在的必要性提高到了话语交际的高度)

并且'在对词汇准确性的追求方面'语义学认为!单

词不止有一个意义'而是有很多意义)%只要法律还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更

好地使用(提炼'它就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

*

"

+

"#&

)

劳伦斯-

\

-弗里德曼在1法律的语言2的附录

评论1法律及其语言2一文中对模糊性作了更本质的

抽象!%模糊性有时是立法者刻意使用的一项工具)

法律文本中的概括性和具体性是用以在相互联系的

法律机构或个人之间分配自由裁量权(权力和权威

的语言工具&

*

"

+

#%F

)可见'法律文本中的模糊性并非

等同于%不准确&'而是一种形式的%授权方式&)

综上所述'存在于法律文本中的形容词往往自

身带有语义上的模糊性'其中一部分在文本中充当

增强语用于指称范围和程度中不明确的情况'是法

律文本不可或缺的成分)然而'语言是僵硬的'事实

是具体(生动的)知道法律语言中的准确性和意识

到总体上法律语言的不准确性'两者同样重要)在

意识到形容词单独使用时具有模糊性语义的同时'

我们还应关注在法律文本中形容词的特殊使用方式

所体现的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模糊性和准确性并不

是俨然对立的'而是相对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

是可以平衡的)以
+2-<),-d.2

为例!其在法律文本

中所修饰的高频名词高度吻合法律实务中%金钱&和

%时间&两个基本要素'真实地反映法律实务的本质$

另外一类高频出现的
+2-<),-d.2f

近义形容词的并

列结构增强了意思表达的准确性'保证了法条的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作为法律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

者'我们由此可以举一反三'重视各类词性在法律文

本中的作用'认真推敲其措辞'并且辩证思考语言的

模糊性和准确性'才能真正掌握这类专有文体的特

征'正确理解并且最终撰写出达意(合理'并且专业

的英语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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