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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在中高级阶段汉语学习中的词汇偏误分析

田　　　　　禾

Ⅰ　引言

　　汉语词汇的学习对于日本学生来说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学生的一些有利因素，尤其是在语

义相同的情况下，日汉同形词无疑免去了重新记忆理解的过程，可谓是得天独厚。但是事物

总是有两方面的，语义用法相同的同形词的存在也使日本学生往往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词语不

求甚解，想当然地按照日语甚至是自己的理解去使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误用的情

况。本人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单纯从字面上看很容易混同为相同感情色彩的如“享受/

享乐”，“出售/出卖”。 前者是中性词，后者多用于贬义。“享受生活”、“贪图享乐”、“出售

产品”、“出卖朋友”等等的褒贬义也由此产生。施建军(2020)利用logDICE值计算的方法，

对日中同形词内部的意义和用法差异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指出“就中日同形词本身来讲，

真正的同形同义词很少，同形异义词也不多，而大量的是意义和用法似是而非的同形近义词”。

在初级阶段，由于学生接触的仅限于一些常用词汇，教师的讲解和教材的限定使学生在出现

词汇理解错误时会得到及时的纠正，而到了中高级阶段，各人自学增加词汇量成为主要的学

习渠道，教师纠正或者说在教室里当面问答中出现词汇使用错误的机率会大幅度降低，使得

学生无意识中将一些词汇理解错误隐藏并一直固定下来。

　　本文在针对神户某中文专业四年级写作课进行的词汇偏误分析中1）发现，中高级程度的

日本学生对于实词的掌握整体来说比较扎实，在句法位置和句型选择上基本没有问题。问题

主要出现在凸显消极/积极语义的词汇使用上。以下是学生的部分误用实例。

　　(1)　Go To 营销活动造成了9月份该地区酒店饭店住宿率回升。

　　(2)　这只小狗是跟妹妹同月同日诞生的。

　　“造成”、“诞生”其辞汇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正如王治敏等(2005)文中所说的，

“大多数词语虽然无法说出它们的褒贬，但在语言环境中可以表现出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

的情感倾向”。文中以“陷入”为例，指出这个词“在感情色彩方面并无贬义色彩。但是在

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往往要求其共现词语含负面、消极的因素”。也就是说，从情感色彩的角

1） 语料来源于45名学生的10次不同体裁不同题目的各500字作文，共计 22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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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观察，很多词汇对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其他词语有一定的语义色彩要求。与此有关的搭

配规律的研究不多，而其中的汉语学习者的误用情况更是很少被提及。有别于词汇本身的褒

贬义研究，本文尝试从语用角度来分析日本学生对于共现成分有情感色彩要求的词汇的误用

实例，为行文方便称其为“情感色彩主导词”，找出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误用这类词

汇的一些总体规律，将其中一部分典型的主导句子{消极/积极}情感特征的词汇的使用条件

进行归纳，以期为中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Ⅱ　{消极/积极}情感色彩主导词汇的误用类型

１．语义色彩的指向

　　李斌 陈小荷(2009)在以往的词汇褒贬义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褒贬指向”的概念。在“态

度持有者”的框架中引入“说话人”，更准确地描述出“说话人”“施事”“受事”“与事”四

种语义角色在<评价者-褒贬态度-褒贬对象>关联中的位置关系。比如文中所举的“歌功颂德”

一词，在句子“一些文人为袁世凯歌功颂德”中的褒贬语义指向分别是 ：施事“一些文人”

对与事“袁世凯”的褒扬，以及说话人对施事和与事的贬斥。

　　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对于施事和受事以及与事的语义关系还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都在句

子中出现，即使是词语所附加的褒贬色彩也较为明显。而对于“说话人”这个通常不出现在

句子表层的语义角色，不管是教科书还是词典，在对词语的解释中也鲜有提及，因此即使句

子是学生自己写的，也往往意识不到某个词汇所带有的语义色彩是来自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对于类似上文中提到的“歌功颂德”一词，日本学生能够理解文人对袁世凯做了什么，但并

不理解写下这句话的人的贬斥态度。问卷显示，30名学生中认为这句话含有消极语义的比例

是0％，而认为是积极语义的是28人，占93％，另有2名认为是客观叙述。由此可见，中高级

阶段的日本学生对于“说话人”不出现在句子里边而通过句子中的某个关键词语表达出积极

或消极的主观态度这一点还没有理解，那么当然在使用时就会出现超出其所要表达的基本语

义的非本意的褒贬色彩。

　　从误用的实例来看，中高级阶段的日本学生出现的绝大多数的词汇偏误都集中在脱离句

子表层的表达说话人主观情绪色彩的词汇运用上,其中一部分可以明显地从关键词语与前后

成分不适当的语义搭配中发现问题,如误用例(1)和(2)。前者使用了需要消极语义配合的“造

成”，而其后跟随的语义有明显的积极义，二者产生矛盾，句子显然是不合格的。后者使用

了在汉语中通常用来指别杰出人物的“诞生”来搭配动物和家人，未满足该动词所要求的足

够内涵匹配，产生“大词小用”的偏误。

２．不同情感色彩主导词的搭配偏误倾向

　　从上文提到的两个误用实例来看，要求消极语义共现的词汇与要求积极语义共现的词汇

在使用中发生的偏误都是由于对“说话人”的语义角色理解不够而产生的，这是情感色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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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词偏误的共同点。表现在句子层面上主导消极语义搭配的和主导积极语义搭配的词汇使用

偏误各有不同特点。

２．１消极义主导词的主要偏误类型

　　一些二价动词通常要求其后出现的成分表示消极语义，如：

　　(3)　他不负责任的言论造成了严重后果。

　　(4)　连续加班导致身体消耗过度。

　　(5)　他们不惜编造谎言来增加选票。

　　(6)　他们的船在台湾海峡遭遇特大台风。

　　(7)　有人散布流言，蛊惑人心。

“造成/导致/编造/遭遇/散布”这几个动词后头的成分都表示不愉快的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词典对一些词汇的语义解释中会明确对情感色彩的要求，如《现汉 第6版》对“造成”词条

解释为“引起；形成(多指不好的结果)”。对“遭遇”词条解释为“碰上；遇到(敌人、不幸

的或不顺利的事等)”。“散布”更是直接说明“多含贬义”。虽然词汇的选择受使用者个人的

语言习惯影响会多少有些不同，但使用频度可以描述出一个词汇的大致倾向。如果日本学生

对某一词汇的使用偏离了其语义色彩的通常情况，句子的合格度就会明显降低。误用实例中

总数最高的正是以上5个动词，如：

　　(8)　对女生的重视造成了女性科学家的人数比以前多起来。

　　(9)　大家的努力终于导致我们队进入了决赛。

　　(10) 面试之前我把我要说的内容编造好，练习了很多遍。

　　(11) 现在还年轻，以后会遭遇很多人，一定会有新的爱情。

　　(12) 他在各个地方散布自己的思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其中“造成”不论是总数还是误用比例数都很高。“散布”的误用总数是第5位，但误用

比例数达62％，仅次于“造成”。这当然主要碍于本文的资料基数小，不过也说明使用频度

低的词往往更不容易把握其感情色彩，出现误用的可能性更高。相比之下“遭遇”的误用比

例最低，这也是因构成词素“遭”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能够提醒学生注意到语义色彩，并且同

一语素构成的“遭到”“遭受”等其他常用词的存在也使学生能够类推出其消极语义。而从

汉语本身来看，每个词的消极语义的程度也有差异。

　　与“造成/遭遇/散布”不同，《现汉第6版》并未标注“导致”有与消极语义有关的信息，

仅仅释义为“引起”。确实，在一些科技资料中，比如说“持续加温可导致温度上升”这样

的客观叙述并没有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但像例（9）句子中有了“努力”等积极语义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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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难接受“导致”出现。可以说，“导致”对其后匹配消极语义的要求还不严格，在某些

特定语境中也允许非消极语义出现。这一类倾向于使用消极语义的词语对于学习汉语的日本

学生来说就更不易掌握了。

　　同样，“编造”的义项不止一个，只有释义为“捏造”的义项才具有明显的贬义。如果是“编

造谎言”这样有明显贬义的词语出现其后，学习者也不会产生误解。但是，如果只是“理由”

等中性词，学习者往往意识不到“编造理由”中含有的贬义，而只是理解为组织语言、理顺

逻辑的意思。误用例（10）如果不是了解自己的学生只是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而进行的事先练

习，势必会误解为捏造履历、美化自己。对于这样“实非本意”的误用句子，往往不容易发

现。因为单纯从句法上来看句子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这类情况不是句法上的误用，而是语用

层面的误用。

　　以上分析表明，从二价动词的误用情况来说，基本上有两大类：一是句法上的误用，具

体表现在动词后边出现的内容带有积极语义，与动词所要求的消极语义不符，句子无法成立。

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所带有的消极语义色彩强烈，不存在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情况。另一大

类是语用层面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所涉及的受事不含感情色彩，虽然从句法角度看句子

成立，但因动词的消极语义使得整个句子具有违背说话人意图的消极色彩，所传递的消极信

息引起误解，句子在更广的语境中也显得格格不入。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往往是同时具有

使用频度较低的作为中性词的义项或者使用场合。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虽然二价动词涉及

两个名词性成分，不过，在情感主导词的偏误中，都是与受事有关的，没有发现与施事有关

的误用。

２．２动词以外的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

　　不仅限于动词，误用实例中还发现了关联词等其他词性的与情感色彩有关的偏误。关联

词主要是“其实”和“实际上”的误用，如：

　　(13) 在这首歌里，尾濑是个好地方，其实也是风景优美。

　　(14) 这家公司规模很大，实际上在全球排名很前。

相原先生主编的『中国語類義語辞典』（2015）中对于这两个词的异同做了如下解释：

“其实”は全文を受けてそれに対する反論，修正，補充を加え，多く逆接の語気をもつ。つまり話し手が

自分の思うことを前面に出した言い方で、その述べる内容は必ずしも事実と合致するとは限らない。

“实际上”は後文に述べられた状況が事実であることに重点があり，「ほんとうは」，「間違いなく」といっ

たニュアンスを含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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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两个对比性例句分别是：

　　原文例句2) 你还不了解他，其实（/＊实际上）他人很好。

　　原文例句4) 原定计划是三个月完成，实际上（/＊其实）只用了两个月。

方清明(2013)指出，“‘实际上’与‘其实’本质差异在于前者常用于独白体，是自言性标记；

后者常用于对话体，是非配合性互动标记”。这两个词一直是近义词辨别的难点之一，即使

是汉语母语者也会出现误用，更何况是日本学生。误用例（13）使用了“其实”，却并没有

对前半部分做出转折或者补充修正，学生要说的是，尾濑这个地方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确实

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而由于没有掌握“其实”对消极语义的要求，让句子变得不伦不类。

例（14）就更复杂一些，如果单看这一句也不好判断对错，因为“实际上”也可以跨越几个

句子与更远在的前边出现的叙述呼应。比如说如果前边有类似“我之前对这家公司兴趣不大，

没怎么了解，后来才听说，”这样的叙述，那么即使没直接接着也还是符合句法要求的。可

以说（13）是句法层面的误用，而（14）是语用层面的误用。

　　另有一些个别贬义的形容词发生的误用也与说话人的情感色彩有关。日语中有「頑固お
やじ」的说法，中高级水平的日本学生也学了“顽固”这个词，由于没有充分意识到中文用

这个同形词所带有的来自说话人的贬斥之义，往往会发生语用层面的误用，如：

　　(15) 他虽然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性格很顽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治敏等(2005)文中也恰好提到了中文的“固执’和“顽固”在情感色彩等级上的差异，指

出“都表示负面色彩，但两者有不同程度的差别，‘顽固’相对于‘固执’贬义的程度更深

一些”，并将两个词分别等示为：固执【+负面】；顽固【+负面+贬义】。从误用(15)的前后文

来看，作者对句子中的评价对象“他”是抱有好感的，并不是要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而由

于误用了来自说话人情感的消极义主导词，使句子凭空增加了不必要的信息，也与后头出现

的语句在情感色彩上不一致。

２．３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类型

　　余翌珍(2004)中也提到了日语跟汉语的同形词“诞生”在感情色彩方面的不同。指出虽

然这个词在日语跟汉语中都有原始义和引申义，但不同于日语，汉语的这个词“不能用在自

己儿孙或动物及昆虫身上”。汉语的“诞生”一词“除了‘用于政党，团体，国家’以外，

还能用于‘其他重大事物’。—或用于体坛、影坛新星的出现，或用于科技新成果的出现，

或用于某地区某国家的一个年度中婴儿出生的总数等等。但无论如何也不会用于一处住宅区

的建成或一个普通人家婴儿的出生。”

　　由此可见，对于“诞生”一词的误用主要是受日语的影响，日本学生没有意识到汉语这

个词对其所关联的名词在内涵上的匹配要求。实际上，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主要是这样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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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含量不对等而产生的。比如：

　　(16) 那天是奶奶的85岁华诞，我给她拍了视频。

　　(17) 他的汉语水平又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学生们努力自学，常看中国的新闻，刚掌握的一些词语还不能准确运用，在提交的作文中常

能看到以上两例这样的误用句子。比如“华诞”一词的产生就与调查实例的时间有关，2019

年秋学期刚好是中国70周年纪念，网上出现很多庆祝文章，标题使用“华诞”，学生看到并

尝试使用而出现偏误比较集中的情况。可以说这一类的偏误有时间性，也与所调查的学习者

接触的学习资料有关，具体词语无法穷尽，但是作为积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类型是有借鉴意义

的。总体来说，相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积极义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都是因所属名词

的语义色彩程度不够而产生的情感程度不匹配，基本上是语用上的偏误。

Ⅲ　误用原因

１．来自日语的语际干扰

　　不管是动词还是其他词类所发生的偏误，也无论是消极义还是积极义，主要原因在于学

生对于主导词的语义理解不够准确。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日语的同形词对汉语的情感色彩的干

扰。如前文提到的“诞生”“顽固”，都是由于日语同形词的褒贬色彩与汉语不同而造成的偏误。

一个是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所含有的积极语义未达到“诞生”所要求的较高等级，出现“大

词小用”现象；另一个是说话人并没有对所涉及的评价对象进行贬斥的意图，使用的消极义

主导词超出了必要等级。不够或者超出都与日语的语际干扰有关。那么，只要弄清楚了日语

跟汉语的同形词在情感色彩上的差异，就可以避免出现偏误。

２．规则转换的结果

　　来自日语的语际干扰只是偏误原因的一部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汉语这些词语本身。

有些词语的构成语素中含有明显的褒贬义，起到了提示作用，这类词语就基本上不会出现情

感色彩上的使用偏误。而对于一些从字面语义一下子看不出来褒贬义的词语，比如说“导致”，

为何其后通常都跟着消极义的内容，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可以考虑。

　　一是构式固化。陈西、束定芳(2020)在谈到一个构式的固化过程时认为，关联的常规化

是“通过重复的认知活动使得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在个人思维中产生新的联结，帮助言语使用

成为常规的语言表达”。所有的消极义/积极义主导词都可以从情感色彩的角度构成一个具体

的情感表达构式，比如主导词是二价动词的消极义构式可以表示为【说话人 ：情感色彩{评

价对象S，主导词V，「－」O}】，即说话人发出的情感色彩在句子中由评价对象施事、二价动

词、消极语义的受事构成。这个构式在未完成之前，受事部分并没有类别限制。之所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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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事的语义限定是由于主导词通常与这类语义的受事匹配，渐渐使得受事部分只能接受消

极义类型，进而固化为整体的消极义情感色彩构式。陈西、束定芳(2020)文中也提到，这种

表现出较强个人主观意愿的主观化过程在众多学者论文中也得到验证。王治敏等（2005）对

“陷入”一词的调查也说明，两个月中人民日报33次出现，与其共现的词语均表示负面语义，

这样的使用频度将该词固化为一个典型的具有消极、负面情感色彩属性的词。那么，“导致”

也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其后总是较高频度地出现消极义的内容，最终使其限定为只能后接消

极语义。但是还是要追问下去，为什么“导致”会频繁接受消极语义的受事，或者说是什么

原因使消极语义更容易成为“导致”的受事呢？不妨从组成这个词的两个单字的原始语义来

分析。

　　“导”是引导之义，表“带领”的意思。“致”是“到达”。出自司马光《太子太保庞公

墓志铭》中的一句“乃敢导致於朝廷耳”，就是导引到达的意思。从中看不出来有什么贬义。

仔细琢磨毕竟汉语的每个词都是由汉字组合而成的，情感色彩的诱发还是源自其中的某个汉

字原本的意思。“致”有“送达”义，“致命”原本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又有了让对方失

去生命的意思。有了这样的极端语义，“致”就带上了一种违背意愿的消极色彩。比如“致使”

的后头也通常是不希望发生的结果，“致使房屋倒坍/致使工作出现出了差错/致使他的病情

更加恶化”等等。可以说，由于语素之一“致”所含有的消极情感色彩，“导致”也倾向于

容纳消极语义的词语而拒绝与本身情感色彩矛盾的积极语义。在频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固

化为一个只接受消极义情感色彩的主导词，反过来又影响了受事的情感色彩，比如：

　　(18) 导致今天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

　　(19) 你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自己不想一想吗？！

上边这两个句子中跟在“导致”后边出现的词语并没有贬义，但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不好的

现状、不好的结果。这说明“导致”作为消极义主导词已经完成固化，可以说是“实现性规则”

转化为“构成性规则” 2）的一种体现。沈家煊(2016)指出，这两种规则可以互相转化，这正

好说明由单个具体的消极义词语使用频度的增加而形成的“导致”作为情感色彩主导词的语

义特征，反过来又使得中性词语在充当其受事之后自动变为消极义。

　　像“遭遇”这样有较为明显的消极义语素构成的词汇比较容易理解，“导致”寻根究底

也能找出原本语义中包含的情感色彩。那么，“造成”“编造”“散布”的消极义又是怎样来

的呢？既然语言除了表述命题义以外还要传递说话人的情感信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必定是

能唤起共鸣的最朴素的语义联想。“制造并成型”这个描述物体已经彻底完成的语义引发出“无

法更改”的潜在要素，想改也改不了的结局一定是不希望出现的，因此“造成”的受事必然

是负面的既成事实。“编”和“造”都是动作者的心思加技巧的过程，其“加工”的要素被

2） 这两个规则的概念参照沈家煊(2016)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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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出来，从单纯的组织素材变成了巧妙地修改甚至无中生有。“散”与“布”的星星点点

到处都有的特点恰好符合人群的流动，而流言最是能够随着人的穿梭而传播开来的。可以说，

每个词，即使构成的两个字原本没有情感色彩，但组合起来之后，原始语义中的某个语义要

素被提取，吸引符合其语义选择限制的词语与其发生关联，先形成实现关系，进而转换为构

成关系，从而固化成一个构式。

　　以上分别分析了来自日语的干扰和汉语本身根植于词义的情感色彩的形成原因，还有一

点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同形的一个词在汉语中带有情感色彩，而在日语中没有呢？这主要是

同形词都来源于中文，词汇表达的命题义通常会保留下来而进入日语，而主观语义作为外来

语往往自行脱落，比如前文提到的“诞生”，在日语中只保留了出生义，而汉语的“诞”所

含有的“大”“从天而降”等程度的部分就脱落了。同时，汉语中往往还存在另一个近义词，

比如“出生”，二者的语用区分也强化了“诞生”的情感色彩。

Ⅳ　结语

　　本文对日本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出现的词汇在情感色彩层面上的搭配偏误进行了分析，以

二价动词“造成/导致/编造/遭遇/散布”为中心，指出句法和语用两种误用现象的不同特点。

对于其形成原因也做了尝试性解释。本文所提出的“消极义/积极义情感色彩主导词”作为

一个语义范畴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仅仅是从对外汉语的偏误分析角度观察到了一种

误用类型，还需要更多的语料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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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情感色彩的角度来观察，很多词汇对同一个句子中出现的其他词语有一定的语义色彩

要求。与此有关的搭配规律的研究不多，而其中的汉语学习者的误用情况更是很少被提及。

有别于词汇本身的褒贬义研究，本文尝试从语用角度来分析日本学生对于共现成分有情感色

彩要求的词汇的误用实例，为行文方便称其为“情感色彩主导词”，找出以日语为母语的汉

语学习者误用这类词汇的一些总体规律，将其中一部分典型的主导句子{消极/积极}情感特

征的词汇的使用条件进行归纳，以期为中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主要偏误类型主要选取了偏误集中的二价动词“造成/导致/编造/

遭遇/散布”为对象，发现基本上有两大类：一是句法上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词后边出现

的内容带有积极语义，与动词所要求的消极语义不符。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所带有的消极

语义色彩强烈，不存在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情况。另一大类是语用层面的误用，具体表现在动

词所涉及的受事不含感情色彩，虽然从句法角度看句子成立，但因动词的消极语义使得整个

句子具有违背说话人意图的消极色彩，所传递的消极信息引起误解，句子在更广的语境中也

显得格格不入。这类误用中的二价动词往往是同时具有使用频度较低的作为中性词的义项或

者使用场合。此外还发现，相对于消极义主导词的偏误，积极义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都是

因所属名词的语义色彩程度不够而产生的情感程度不匹配，基本上是语用上的偏误。

　　对于偏误原因也做了尝试性解释。提到了日语的同形词对汉语的情感色彩的干扰。如 “诞

生”“顽固”，都是由于日语同形词的褒贬色彩与汉语不同而造成的偏误。一个是句子中的名

词性成分所含有的积极语义未达到“诞生”所要求的较高等级，出现“大词小用”现象；另

一个是说话人并没有对所涉及的评价对象进行贬斥的意图，使用的消极义主导词超出了必要

等级。不够或者超出都与日语的语际干扰有关。另外从汉语的词汇构成角度，分析了词汇在

情感色彩层面搭配的原因。认为之所以形成对受事的语义限定是由于主导词通常与这类语义

的受事匹配，渐渐使得受事部分只能接受消极义类型，进而固化为整体的消极义情感色彩构

式。并认为，即使构成的两个字原本没有情感色彩，但组合起来之后，原始语义中的某个语

义要素被提取，吸引符合其语义选择限制的词语与其发生关联，先形成实现关系，进而转换

为构成关系，从而固化成一个构式。本文因语料资源所限，只能局限于几个特定词汇进行分

析，不妨作为为数尚少的同类偏误研究的一个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