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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容词 是人类使用 语言沟通感情的 主要工具之一 ， 人们总是希望把心 中 的

感 受 、 情感准确而形象地表达 出 来 ， 这使得形容词成 为 每种语言必有 的成分 ，

在句 子 中 发挥重要的信息功 能 。 然而每种语言 的形容词 在句法 、 语义和语用 方

面的表现又不尽相 同 。

通过考察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形容词 ， 我们 发现两种语言 的形容词词类划分

并不完全一样 。 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语法功 能和特征不 同 ， 同 时两种语言

形容词 的分类也不 同 。 而现在普遍的形容词规划是两种语言 的不少 学者 的研究

和争论的成果 。

本研究 以语言对 比 的理论和 方法为基础 ， 采用 描写 与 解释法 、 定性 与定量

法 、 统计法 ， 深入细 致和认真地分析语料库 ， 并考察汉语和 阿拉伯语 中形容词

作定语和状语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 、 程度差异 ， 迗成 以 下的成果 ：

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 ， 跟 中 心语的位置是相反的 ； 汉语 的

形容词是前置 的 ， 而阿拉伯语的形容词是后置的 。

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可 以 带 两个 以上 的形容词修饰 中 心

语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时 ， 一般 带有语言标志 “ 的 ” 、 “地 ” ； 而 阿拉伯

语形容词做定语和状语时 ， 重视跟 中 心语保持 “ 四 同 ” 性 、 数 、 格 、 指 的一

致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时 ， 可 以使用 重叠式或者附加程度副词表示程度

的差异 ； 而阿拉伯语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时 ， 主要 靠 “派生名 词 ” 本身 的词形

变化表示程度的差异 。

根据 以上 的结论 ， 本文指 出 两种语言 中形容词 的不 同 之处 ， 以便进一步理

解和掌握汉语和 阿拉伯语 的不 同 特征 ， 并希望本文的研 究有助于汉语学 习 者和

阿拉伯语学 习 者正确 区分和准确使用 形容词 。

关鍵词 ： 汉语 阿拉伯语 形容词 定语 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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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研究的 目 的和研究的意义

汉语 国 际教育 专业 的研 究方 向 很 多 ， 包括语 言本体研 究 、 教 学理论 与 实

践 、 语言 习 得的心理学维度 、 跨文化交流 、 语言对 比等 等 。 语言对 比一直是二

语 习 得研究领域 中 的一个重要 内 容 。 语言对 比分析研究是 两种语言发挥各 自 的

特征和功 能 ， 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机会 。 潘文 国先 生 曾 经说 ： “本来 ， 对 比研究

天生就是为教学与翻译服务的 ， 可 以说 ， 自 从有 了 外语教学和翻译 ， 人们就在

那里从事 自 觉不 自 觉 的对 比 。 ” 在第二语言的 习 得的过程 中 ， 学 习 者的 第一语

言即母语的使用 习 惯会直接影响第二语言的 习 得 ， 并对其起到积极促进或消极

干扰的作用 。 语言对 比理论认为 ， 为 了 帮助 学 生预 防母语负迁移 ， 减少外语使

用 的偏误和错误 ， 首先必须研 究母语和外语之 间 的不 同 结构和形式 ， 然后预测

到 学 生学 习 某一 门 外语遇到 的 困 难 ， 最后按照语言对 比分析的结果编写教材 、

设计教案 、 选定教学方法 。

形容词是语言上沟通感情的主要工具 ， 因此是每种语言必有 的成分 。 使用

语言 时每个人都希望把心 里的感 受 筒单而准确地表达 出 来 ， 而在句 子 中 使用 形

容词是最便捷的方法 。 如 “今天我去散步 ” 没有任何形容词 ， 只是表示人的动

作 ； “今天天气很好 ” 虽然仅仅使用 了 “ 好 ” 这个十分简 单 的一个形容词 ， 但

是却把说话人 的感 受 筒 明扼要地表达 了 出来 ， 说话人提到 “ 天气很好 ” 表 明 他

开心 、 舒服 ， 而 这必定在一 定程度上影 响他 的 日 常 的 活动 ， 如 出 去散步 、 工

作 、 见朋 友等等 。 说 出 两个句 子 的 时候 ， 语气应该是不一样 的 ， 第一个句 子仅

含有平 常 的 陈述语气 ， 而 第 二个句 子 带有积极 的 描述语气 。 阿拉伯语 也是这

样 ， 句 中有形容词 能领受到说话人的 “情意 ” 。

本文拟 以语言对 比 的理论和 方法为 基础 ， 以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为分析

对象 ， 考察 两种 语言 中 形容词做定语和状语 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 、 程度差

潘文 国 对 比研究 与对外汉语教学一兼论对 比研 究 的三个 时期 、 三个 目 标和 三个层面 暨南大学

华文学 院 学报 ，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异 ， 提 出 两种语言 中 形容词 的不 同 之处 ， 以便进一步理解和 掌握汉语和 阿拉伯

语的 不 同 特征 。 希望本文 的研 究有助于汉语学 习 者和 阿拉伯语学 习 者正确 区 分

和准确使用形容词 。

理论框架

对 比分析理论

对 比分析 （ 产 生于 世纪 年代 ， 兴盛于 年

代 。 语言对 比一直是二语 习 得研 究领域 中 的一个重要 内 容 。 对 比分析的初衷是

为 了 在第 二语言教学 中 预测 学 习 者 的难 点 ， 预防学 习 者 的语言偏误 ， 从而提高

第 二语言教 学 的效 率 。 在 《跨文化语言 学 》 （

中 ， 系 统地 阐 述 了 对 比分析 的 内 容 、 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

认为 ， 在第二语言 习 得过程 中 ， 学 习 者会把母语的特征迁移到 目 的语 中 ，

因 此 ， 对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进行 系 统对 比 ， 可 以预测和描写可能 引 起和不会 引

起 困 难的地方 。 提 出 的对 比研 究体系 包括音位 、 语法 、 书 写 、 文化等 方

面 ， 当 时其 中 语音 、 语法对 比 比较 多 。

语言对 分析研究是两种语言发挥各 自 的特征和 功 能 ， 相 互沟通和交流 的

机会 。 对 比分析包括描写 、 选择 、 较 、 预测 四个步骤 ： （ 一 ） 描写 ： 是对 学

习 者 的母语和 目 的语两个语言系 统进行细 致描写 ； （ 二 ） 选择 ： 是结合偏误找

出 造成 学 习 者学 习 困难的语言项 目 ； （ 三 ） 比较 ： 对选择好的语言项 目 进行细

致的分析对 比 ， 找 出 共 同 点和不 同 点 ； （ 四 ） 预测 ： 是在对 比 的基础上对学 习

者在学 习 过程 中 可能在 哪些方面 出现错误进行预测、

语言对 比理论认为 ， 为 了 帮 助学生预 防母语负 迁移 ， 减少外语使用 的偏误

和错误 ， 首先必须研究母语和外语之 间 的不 同 结构和形式 ， 然后预测到 学 生学

习 某 一 门 外语遇到 的 困 难 ， 最后按 照语言对 比 分析 的 结果 编 写教材 、 设计教

案 、 选定教学方法 。

王建勤 第二语言 习 得研 究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第 页 ）

王建勤 第 二语言 习 得研 究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第 页 ）

王建勤 第二语言 习 得研究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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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 内容 、 方法和语料

研究的主要 内容

吕 叔湘先 生 曾 经强调 ： “要认识汉语的特 点 ， 就要跟非汉语 比较 ， 要认识

现代汉语 的特 点 ， 就要跟古代汉语 比较 ， 要认识普通话的特 点 ， 就要跟方言 比

较 ” 。 本文 以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形容词 为研 究对象 ， 通过对两种语言形容词 的

定语 、 状语的语法功 能进行分析和详细论述 ， 总 结 出 两种语言形容 的共 同 特征

和不 同 之处 ， 为 学 习 和掌握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形容词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

一 、 序言 ： 主要介绍本论文研究 的 目 的和 意义 ， 理论框架和研 究 的 内容 、

方法和语料 。

二 、 研究现状 ： 回 顾有关汉语形容词 的研 究现状 、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研究

现状 、 汉语和阿拉伯语定语和状语的对 比研究现状 。

三 、 汉阿词类系 统及形容词界定 ： 主要笼统地介绍汉语和 阿拉伯语词类 系

统的特征 ， 详细地解释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界定和分类 。

四 、 汉阿形容词 作定语的对 比 ： 主要描写汉语和 阿拉伯语定语的界定 ， 包

括两种语言 中 定语的定义和功 能 。 另 外 ， 考察与分析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

定语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 、 程度差异 。

五 、 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对 比 ： 主要描写汉语和阿拉伯语状语的界定 ， 包括

两种语言 中 状语的定义和 功 能 。 另 外 ， 考察和分析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作状

语 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 、 程度差异 。

六 、 结论 ： 对全文进行概括性总结 ， 并提 出展望 。

研究的方法

方法对及 时快速 的完成论文的研 究 与写作具有重要意义 ， 通过深入细致和

认真的分析 ， 论文拟采用 以下的研 究方法 ：

吕叔湘 通过对 比研 究语法 语言教学 与研究 ，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描写 与分析

本文 的研究 以语法为 对 比 的语言层面 ， 以形容词 为 对 比 的语言单位 ， 以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 的形容词分类 ， 形容词 作 为 定语和状语成分 的语序特征 、 表

现手段和程度差异为对 比 的 内容 。

定性与定量

本文首先搜集关于 阿拉伯语和汉阿对 比研究 的汉语 资料 ， 其次搜集 了 关于

阿拉伯语形容词研 究 的 阿拉 伯 语 资料 ， 再次搜集 了 关 于汉语形容词研 究 的 资

料 ， 最后搜集 了 汉语和其他语言形容词对 比研究 的资料 。

统计法

本文 以 阿拉伯语小说 《 乡 村检察官手记 》 的原著和汉语翻译版为 主要的材

料 。 以 郑怀德 、 孟庆海的 《汉语形容词用 法词典 》 和 北京大学 语料库 为语

言 的参考材料 。

分析对 比

本文分析与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关于形容词 的参考文献和语料库 。

研究的语料来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阿拉伯语小说 《 乡 村检察 官手记 》 的原著 和翻译版 作

为语料分析 ， 同 时利用 北京大学 语料库和郑怀德 、 孟庆海编 《汉语形容词

用 词典 》 （ 。

因 为 汉语和 阿拉伯语 中 定语和 状语成分的语序 、 屈折和程度有所不 同 ， 所 以 不是所有 的 阿语定

语和状语都可对译为 汉语的定语或状语 。 笔者在分析的过程 中 ， 只针对两种语言定语和状语对

译的句 子 。

乡 村检察官手记 开罗 ： 埃及 的家 ，

杨孝柏 乡 村检察官手记 北京 ：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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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虽然汉语和 阿拉伯语 的语言对 比研 究前人早就有 累 累 硕果 ， 但是这类 的研

究相 比汉英之 间 或 阿英之 间 还是非 常 薄 弱 。 近年来 ， 中 国 和 阿拉伯 国家的经济

关 系 有所发展 ， 两个 国家 的大学 生对 学 习 汉语和 阿拉伯语越来越感 兴趣 ， 人数

日 益增 多 。 来华 留 学 的 阿拉伯人年年增长 ， 也 出现 了 有关于 阿拉伯 学生 的对外

汉语教学 的研 究 ， 虽然 出 现得 比其他 国家 的研究稍徵晚 ， 而且研 究还不够多 ，

还不够深入 ， 但是至少奠定 了 后人研究 的基础 。

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现状

郭锐 （ 认 为 ： “ 只 要决定形容词 的语法性质是否饰词性 的还是谓词

性的 ， 形容词 的划界 问题就容易解决的 。 ” 他还指 出 ， 目 前汉语语法世界基本

上 已接受朱德 熙 （ 的分类方案 ， 把谓词性属性词看成形容词 ， 而把饰词

性属性词看成 区别词 。

朱德 熙 （ 认为 ， “ 我们 可 以把形容和 动词 分别定义 为 ： （ 凡 受

‘很 ’ 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 （ 凡不受 ‘ 很 ’ 修饰或能带宾语

的谓词是动词 。 ” 他还把形容词分为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两类 。 他也提 出

了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的不 同语法意义和用 法 。

吕 叔湘 （ 对 阳 朔 的 《海市 》 中 出现的形容词做 了 一个分析 ， 他是按

照形容词 的 筒单形式 、 简单形式加 和各种 重叠式三个形式 ， 考察形容词 不 同

的形 式和 不 同 的功 能之 间 的关系 。 吕 先生从来没提 出 过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

词 这 两种形容词分类 ， 他 总是把形容词分为 单音 节形容词和双音节形容词 ， 文

章倒数第二段他补充解释单音节和双音 节指 的不 同 词形 的形容词 ， 还加 了 第 三

类 多 音 节 的形容词 。

郭锐 形容词 的类型 学和汉语形容词 的语法地位 汉语学 习 ， 第 页 ）

郭锐 形容词 的类 型 学和汉语形容词 的语法地位 汉语学 习 ， 第 页 ）

朱德熙 朱德 熙文集 （ 一 ） 北京 ： 商务 印 书 馆 ， 语法讲义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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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国宪 （ 指 出 ， “ 马 建忠 （ 等 国 内 多 数语法学家尽管在形容

词 的次范畴分类上不尽相 同 ， 但他们都认为 汉语形容词是一个独立 的词类 。 ”

张先 生按照 意象与 语用 意义 的 系 联把形容词分为 三类 ， 第 一类 ， 性质形容词

断定 ） ； 第 二类 ， 状态形容词 （ 描绘 ） ； 第 三类 ， 变化形容词 （ 陈述 ） 。 他

从量性 、 连续性 、 恒定性 、 定语特征和韵律特征考察现代汉语形容词 。

由 以上观 点 可 以看 出 ， 汉语语法学家认定形容词是一个独立 的词类 ， 而他

们对形容词分类和语法性质 的观 点 不一致 。 本文 以朱德熙先 生对形容词 的分类

和语法功 能为基础参考 。

阿拉伯语形容词的研究现状

认为 ， “ 我们应该结合形态和功 能或者结构和意义

重新分类 阿拉伯语 的词 ， 因 此他把阿拉伯语 的词分 为 种分类 ： 名 词 、 形容

词 、 动词 、 代词 、 、 副 词 、 。 ” 他从功 能 、 形 态 、 词 型 、 屈折 、 动

作 、 时 间 和其他特征对 比形容词跟名 词和动词 ， 证 明形容词应该成 为 单独的词

类 。

概括 了 语言学家从古代的 阿拉伯语言学家

西伯威确 立 阿拉伯语语法基本体 系和理论 、 把词分为 名 词 、 动词和虚词 ， 然后

后 一代语法学家遵循他的说法没有给形容设定单独 的词类 ， 到新一代的 阿拉伯

语言学家按照西方的语法学重新分词类 ， 还有研 究 阿拉伯语语法的 欧洲语言学

家 的不 同观点 。 作者主要把德 国语言学家 关于阿拉伯语

语法学家设定的名 词和形容词 的一 篇论文翻译成 阿拉伯语 ， 对 它做 出 评价 ， 纠

正作者对古文的误解 。 他通过对另外一个德 国 学者 著作 的 《西

伯威 的语法术语 》 的分析 ， 发现西伯威是按照现代人认 出 的 “ 分布理论 ” 而设

定的词 类系 统 。 他 当 时没有给形容词确 立单独的词类 ， 因 为形容词 在很 多 结构

中 可 以代替名 词 。

张 国宪 现 代汉语形容词 的 的典型特征 中 国语文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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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指 出 阿拉伯语法学家经常把 “形容词 、

“形容 和 “ 定语 混用 ， 把形容词分为 词 法性的形容词和语法性

的形容 词 。 作者 认 为 ， “ 我 们 不 能 把 阿拉伯 语 的 形容词 当 作 西 方语言 中 的

而分 它 为 独立 的词类 ， 因 为 阿拉伯语具有 不 一 样 的语言结构和 意

义 。 ” 然后 ， 从阿拉伯语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学 两个角 度 中 的单词 、 词 、 词 素

和结构考察阿拉伯语的形容词 ， 并发现从单词和词 素 的方面阿拉伯语形容词 主

要是主动 式 名 词 、 被动式 名 词 、 半 主动形容词 、 比较名 词 和张大式名 词 五种

类 。 他从这 两个角 度还分析 了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语法功 能 。 最后 ， 提 出 不 同 形

式 的形容词 的不 同语义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 以知道古代 的 阿拉伯语语法 学家西伯威设立 了 阿拉伯语

的词类系 统 ， 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分析的基本原 则 。 这引 起 了 后代 的 阿拉伯语

语法学家对于词类划 分尤其是形容词 的争论 。 有不少 阿拉伯语言学家依据西方

的语言理论重新划分阿拉伯语 的词类 ， 特别是 先生设定的新 的

词类系统 。 笔者不赞 同 他的划 分 ， 因 为他把一部分的派生名 词 归于名 词 、 另 外

一部 分 归 于形容词 ， 派生名 词原来是 由 三字母的 词根派 生 出来 的名词 ， 都具有

名 词 的特征 ， 可能意义和功 能有 些 区 别 ， 但是派生名 词还是名 词 ， 由 此这五种

形容词性 的派生名 词应该归于名 词组成形容词 的小类 。

中 国 阿拉伯语学家纳忠 （ 曾 经 比较详细地介绍 了 阿拉伯语的词类体

系 和句 法功 能 。 在词 的分类部分 中 ， 他也认定 了 阿拉伯语形容词 作 为 名 词 的小

类 ， 限制 它在能起修饰名 词 作用 的派生名 词 的范 围 。 他 的 问 题是把形容词和定

语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 ， 他所指 的形容词很多 时候是定语的语法功 能 ， 而不

是作为小词类的形容词 。

传统语法和现代语言 学 中 的 阿拉伯语形容词 阿尔及利 亚 ： 拉赫蒂 日 巴别 呐大

学 ， 第 页 ） 。

张大式名 词是表示夸张意义 的名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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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阿拉伯语关于定语和状语的对比研究现状

李京效 （ 通过汉语和 阿拉伯语定语的对 和调查 的统计 ， 发现 阿拉

伯 留 学 生使用 汉语定语 的 主要偏误是定语与 中 心语位置关系 以及 “ 的 ” 作 为 汉

语定语结构标志 。

魏志宽 （ 比较 了 汉语和 阿拉伯语的状语 ， 调 查统计并分析汉语状语

教学的难点 ， 并预测 了 使用汉语状语的偏误 。

关锐 （ 从翻 译 的 角 度 ， 分析 阿拉 伯 语 中 含有 “ 的 ” 、 “ 地 ” 和

“ 得 ” 的不 同 表达方式 。 他指 出 ， “ 阿拉伯文里没有 的 ’ 这个词 ， 但是有可

以构成 ‘ 的 ’ 字 结构 的单词 、 词组 、 句 子 ” 。 他还强调 阿拉伯语的状语主要用

来描述动作发 生 时 ， 动作 主动者或被主动者的状态 ， 以及周 围外界的状况 ； 而

汉语的状语则表示状态 、 程度 、 时 间 、 处所等的修饰 。

就 目 前 的文献来看 ， 阿拉伯语和汉语对 比类似 的文章不 多 ， 尚 未有人从形

容词 的概念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 ， 本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 。 本文 的

重 点是通过分析形容词 的词 类 问 题 ， 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作定语和状语

的不 同结构和特征 ， 最后为 达成最好的教学效果给 出 一些建议 。

关锐 汉语一阿拉伯语精准翻译初探 北京 ： 外文 出版社 ， 第 页 ）

关税 汉语一阿拉伯语精准翻译初探 北京 ： 外文 出版社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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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阿词类系统及形容词界定

汉阿的词类系统

提到 世纪语言学家把语言按照词语

派 生法分 为 三类 ： 孤立语 、 枯着语 、 屈折语 。 语言 学家把汉语归 为 孤立语 ， 而

阿拉伯语则属 于屈折语 。 作者如此 比较汉语和 阿拉伯语 ： “ 孤立语是在结构上

的词 原形或者词根不变 的一种语言 ， 句 子 中 词语之 间 的词法和语法关系决定于

词序 变化 ， 而不是取决于词 汇的形态变化或者造句 法 。 汉语是属于这种语言 ，

代词 “ 我 ” 的词形不像阿拉伯语的 “ ” 按照语法和词法状态而变形 ，

它却 是按照语法功 能而 改变 自 己 的句 法位置 ， 例如 ： 如果说 “ 我吃 了 ” ， 阿拉

伯语 丨 ” 变成 “ ” （ — “ 丨 ” ； 如果说 “他爱 我 了 ”

它 也 变 成 — ； 如果 说 “ 我 的 书 ” 它 还 变 成

— ， 强调就加 但是汉语里说

“ 我 的 书 ” — 也 ” （ “ 他 爱 我 ”

、 强调 的话 “ 我我 ” — “ ” 。 ”

词 类的依据是词 的语法功 能 、 形态和 意义 ， 主要是词 的语法功 能 。 由 于汉

语和 阿拉伯语属于不 同类 型 的语言 ， 两种语言 的 词类和语法功 能会有一些 区别

和特征 。 以下 的 内 容概括两种语言的词类系统和语法功 能 。

汉语的词类系统

朱德 熙 （ 曾 经指 出 ， “ 汉语不像 印 欧语那样有 丰 富 的形态 。 因 此给

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 ， 只 能根据词的语法功 能 。 ”

黄伯 荣 、 虞序 东 （ 指 出 ， “ 词 的 语法功 能指 的 是词 与 词 的组合 能

力 ， 有 以 下三种表现 ： （ 词 在语句 里充 当 句 法成分的 能 力 ， 即词 的职务 ；

实词 与 另 一类实词 的组合能力 ， 包括这一类能不能跟另 一类实词组合 ， 用

“ 我我 ” 这个例 子可能不符合汉语的 习 惯 。

阿拉伯语的功 能和特征 开罗 ： 瓦赫现 书馆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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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方式组合 ， 组合后 发 生什 么 关 系 ， 等 等 ； （ 虚词依附实词和 短语 的 能

力 ， 包括虚词 与什么实词结合 ， 表示什么语法意义等等 。 ”

汉语的语法系 统属 于 “分析性语言 ” ， 词类和句 子成分不存在 简单的一一

对应 的 关 系 ， 比如汉语 的 名 词 主要 充 当 主语和宾语 ， 但是 它可 以充 当 其他成

分 ， 如 美 国 地 理 （ 作 定语 ） 、 他 四 川 人 （ 作 谓 语 ） 、 历 史地看 问 题 （ 作 状

语 ） 。 因此 ， 汉语的词类主要 以结合意义和功 能 为 主要依据 。 汉语 的词类系 统

分为 实词和虚词 两大类 ：

实词 ： 包括 ， 名 词 、 动词 、 形容词 、 区 别词 、 数词 、 量词 、 副词 、 代词 以

及特殊实词拟声词 、 叹词 。 这种 词类是 能够单独充 当 句 法成 分 ， 也有词 汇 意

义 。 大部分实词在结构组合时的位置是不 固 定的 ， 可 以在前 ， 也可 以在后 。 实

词从语法功 能 的 角 度 ， 又分 为 体词和谓词 ， 体词 的主要语法功 能是做主语 、 宾

语 ， 一 般不作谓语 ； 谓词 的 主要 功 能是作 谓语 ， 同 时也 能做 主语和宾语 。 虚

词 ： 包括 ， 介词 、 连词 、 助词 、 语气词 。 这种词类则 不 能充 当 句 法成分 ， 只 有

语法意义 。 虚词跟其他实词组合时的位置相对 固 定的有 的只 能在前 ， 有 的只 能

在后 。

阿拉伯语的词类系统

阿拉伯语是一种 屈折语 ， 阿拉伯语词是 由 辅 音 字母和元音或者表音符号构

成 的 ， 辅音 字母是词根 ， 用 派生 法加元 音词义会有稍徵变化 ， 比如 阿拉伯语 中

“ 写 ” ， 词 根 （ 、 主 动 动 词 、 被 动 动 词

、 施 事 名 词 （ 、 受 事 名 词

等等 。 前面两个动词是 由 表音符号的 变化而 改变动词 的性质 ， 后面

两个例 子是 由 元音 的增加而变成名 词 。 这是阿拉伯语的 美妙 ， 辅 音 字母指定词

原来 的 意思 ， 而元音 改变 同 意词 的状态和性质 ， 比如说施事名 词 、 受事名 词 、

形容词 ， 过去式 、 未来 式 ， 另 外表 音 符 号 的 变 化 改变 部 分 的 意 思 ， 比如 主 动

式 、 被动式 、 主动式名词和被动式名 词等 等 。

黄伯荣 ， 廖序 东 现代汉语下册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 版社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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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的词类主要分为 三个大类

动词 ， 就是表示在一定时 间 范 围 内 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的

词 ， 例 （ 他 ） 去 了 — 过 去 式 动 词 妳 ） 学 习

—现在式动词 你 ） 坐下吧 —祈使语 气动词 。

名 词 （ ， 表示人 、 事物 、 地点或抽象概念的名 称词 的词 ， 词根也

是名 词 ， 例 ： 男 人名 太 阳 学 科

。 阿拉伯语名 词 的范 围 较广 ， 名 词 的 范畴包括 ； 代词 我 、

数词 一 ■ 、 形容词 新 的 、 时空 副 词 在 的上面

虚词 ， 就是没有完整独立意思 的 、 不 能独立使用 的词 ， 例 ：

表示达成 目 的或者到 达某个地方 。

另外 ， 阿拉伯语词类还有一个语法特 点就是形态变 化性 、 数 、 格 、 指和 时

态 决 定 词 的 形 态 ， 例 如 “ （ 他 ） 写 ” “ —工 ” “ （ 她 ） 写 ”

“ ￥ ” （ “ （ 他们 ） 写 ” “ 译 “ “ （ 她们 ） 写 ”

“ ” “ （ 他们俩 ） 写 ” “ ” “ （ 她们俩 ） 写 ”

“ 译 ” （ 。 动 词 主 要有 形 、 格 、 时 、 态 的 变 化 ， 形有 两 种 ： 定形

和 变 形 ； 格有 三种 ： 主格 、 宾格 和 切 格

； 时 和 态 合 并 成 “ 时 态 ， 它 有 现 在 时 和 过 去 时

― ， 将来时是现在时的小类 ， 还有另 外一种是命令式动词 。

名 词 主 要 有 性 、 数 、 格 、 指 的 变 化 ， 性 可 分 为 阳 性 （ 和 阴 性

； 数可分为 单数 、 双数 和 复数 ； 格可分为

主格 、 宾格 （ 和 属格 （ ； 指 可 分 为 泛指 （ 和 确 指

纳 忠 阿拉伯语基础语法 册 北京 ： 外语教学 与研 究 出版社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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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阿形容词的词类界定

指 出 ， “ 形容词 的语法类型 与 时态表达手段相关 ：

第 一 ， 如果一种语言有一个开放塑 的名词性形容词类 ， 它一定有屈折形态表达

的 时态 ； 如杲一个语言有屈折形态表达的 时态 ， 它一定有一个开放类 的名 词性

形容词类 ， 如英语 。 第 二 ， 如果一种语言有一个开放型 的动词 性形容词类 ， 它

一定没有屈折形 态表达 的 时态 ； 如果一个语言没有屈折形态表达 的 时态 ， 它 一

定有一个开放类 的动词性形容词类 ， 如汉语 。 ” 阿拉伯语也属于屈折语言 ， 形

态特别 丰 富 ， 因 此 ，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语法类型属于上面提 出 的 第一种 。

由 于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 为 一种词类的 划 分和分类本身 引 起 了 许 多 学

者的争论 ， 本文先介绍两种语言 中形容词 的界定和分类 。

汉语形容词的界定和分类

近年 以来 ， 有不少 国 内 外学者研究汉语形容词 的词类地位 ， 经过传统语法

和现代语言理论的不 同 分析方 法之后 ， 现在汉语形容词 的 词 类地位是被大家共

同 认可 的 。 学 者们基本上一致认 为 ， 形容词 指 的是表示性质和状态 的一种 实

词 ， 可 用 于 描 写 人 或 事 物 的 形 态 、 性 质 或 动 作 、 行 为 的 状 态 （ 朱 德 熙 ，

吕 冀平 ， 那福义 ， 张 国宪 ， ， 但具体分类 因

观察角度 的差异而不尽相 同 。

朱德 熙 （ 提 出 两种标准来划分动词 和形容词 ， 第一 ， 前边能不 能加

“很 ” 第 二 ， 后边能不能带宾语 。 通过考察动词和形容词 ， 发现凡受 “很 ”

修饰不 能带宾语 的谓词是形容词 。 后来 ， 他又提 出 一些词 的例 子可 以做动词 和

形容词 的兼类 ， 比如 “ 委屈 ” 、 “宽大 ” 、 “端正 ” 和 “死 ” 。 另 外 ， 他指 出

形容词 的重叠式不 能受 “ 很 ” 或者其他表示量 的 副词 的修饰 ， 并把这种重叠式

形容词看成形容词 的 一类 ， 叫 作 “ 状态形容词 ” ， 而形容词原来 的形 式 叫 作

“性质形容词 ” 。

郭锐 形容词 的类型 学和汉语形容词 的语法地位 汉语 学 习 ， 第 页 ）

随着 时代 变化 ， 现在名 词前加 “ 很 ” 的情况 巳经被接受 了 。 比如 “很阳 光 ” ， “很水 ” ， 阳光

名 词形容词化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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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 的是 ， 有一些形容词 可 以 带宾语 ， 而语法学界对这个 问 题有 两种

意见 。 一种 意见认为形容词 带宾语是形容词 固有 的句 法功 能 。 一种 意见认为形

容词 不 能 带 宾语 ， 带宾语 的 形容词 ， 不 再是形容词 而 是及物 动 词 。 胡 明 扬

针对这个 问 题而考察 了 “形 宾 ” 的各种情况 ， 看看有没有规律性 ， 统

计 了 “形 宾 ” 的各种用 法后 ， 发现 是使动用 法 ， 但是还有 的用 法一

时还找不 到 可 以 筒 单清楚地加 以概括 的规律性 。 他又统计 了 性质形容词 带宾

语 ， 统计结果 占 ， 这么少数的形容词 ， 可 以兼动词 ， 也不会引 起混乱 。 阿

拉伯语派生名 词形容词也具有这个语法特征 。

总之 ， 现代汉语形容词 的语法特点是 ： （ 多数能够受否定副词 “ 不 ” 和

程度副词 “很 ” 的修饰 常作谓语 、 定语和补语 ； （ 不能带宾语 ， 少

数形容词 能 带宾语和动词兼类 ； （ 部分形容词 能够重叠 。 汉语形容词 能充 当

定语 、 主语 、 谓语 、 状语和补语的语法成分 。

形容词 包括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两类 ：

性质形容词 ： 包括单音节形容词 （大 、 红 、 快 、 好 ） 和一般的双音节形

容词 （ 大方 、 干净 、 漂亮 、 体大 ） 。

状态形容词 ： 包括一般重叠式 （ 单音节 ‘ 儿 ’ 和双音节形容词 重叠

式 、 形容词重叠的 式 、 带后缀的形容词 （ 式 、 里

式 、 不 式 ） 和合成词 的 “很 、 挺 形容词 的 ” 形式 。

从上面 的形容词 分类 ， 我们 可 以 看 出 来汉语形 容词 按照 语法 意义分 出 来

的 。 性质形容词表示单纯的属性 ； 状态形容词 带有 明 显 的描写性 。

随着时代的 变化 ， 现在 名 词前加 “很 ” 的情况 已经被接受 了 ， 比如 “很 阳 光 ” 、 “很水 ” ，

阳光名 词形容词化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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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形容词的界定和分类

阿拉伯语形容词被看作是名 词 的一部分 ， 因 为 它可 以在名 词 后边起形容词

作用 ， 又可 以单独作 为名 词使用 。 这说 明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语法功 能不限制于

作定语 ， 而能做句子的其他成分 ， 比如说起语 、 主语 、 谓语 、 宾语和状语 。

曾 经标 出 阿拉伯语法学家经常把 “形容词 ” 、

“形容 和 “ 定语 混用 的 问 题 ， 确实这个 问 题 也影响 了 不少 的 中

国 的 阿拉伯语学者在解释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针对性 ， 他们经 常不 自 不觉把形容

词作为 一种词类和形容词 作为 定语的语法功 能混杂在一起解释和分类 。 这个 问

题导致暂有的形容词分类的 中 文资料有所不 同 ：

纳 忠 （ ： 解释形容词 的词类定义为 能起修饰名 词作用 的各种派

生名 词 的统称 ， 而在讲解形容词作为 单词定语的 时候 ， 说 明 可 以 作形容词 的六

中 派生名 词都可 以作定语 。

常 思 （ 把 名 词 根据 其 作 用 分 为 形 容词 （ 和 被 形 容 词

两大类 。 形容词 是修饰其前 的 名 词 ， 说 明 该名 词 具有某种 特性 的

词 。 被形容词是承受形容词修饰 ， 表 明 其本身具有形容词所修饰 的某种特性的

词 。 阿拉伯语名 词 中 ， 有八种 名 词可做形容词 ： 主动名 词 、 被动 名 词 、 半主动

名 词 、 夸大名 词 、 比较名 词 、 可起修饰作用 的词根 、 内 涵 比喻性 的原 生名 词和

从属名 词 。

关锐 （ ： 形容词是 由 派生名 词构成 的 。 派 生名词 包括 ： 主动名

词 、 被动名 词 、 半主动名 词 、 比较名 词 。

周文 巨 、 陈杰 （ ： 形容词只有包括 四个分类 ： 主动名 词 、 被动

名词 、 半主动名 词 、 比较名 词 。

笔者建议把阿拉伯语形容词分为 两类 ： 一般的形容词和 起修饰作用 的形容

词 ， 一般的形容词 包括主动名 词 、 被动名 词 、 半主动名 词 、 张大名 词和 比较名

起语是名 词 句 中被 陈述 、 被说 明 的主格 （或处于主格地位 ） 的名 词或名 词性短语 。 “ 起语 述

语 ” 是名 词 句 的最基水句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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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五个派生名 词 起修饰作用 的形容词 包括这五种派生名 词和其他的名 词 。 因

为 这五 种 派 生 名 词 除 了 起修饰作用 （ 作 定语 ） ， 还 要做其他 的句 法成 分 （ 起

语 、 主语 、 宾语 、 状语和谓语 ） 。 更值得注意 的事 ， 这五种派生名 词在一定 的

条件下 ， 可 以起动词 的作用 后面 带着主语或者宾语 ， 这相 当 于汉语 的一些形容

词有 时候起动词 的作用 ， 后面带着宾语 。 为 了 避免这种 混用 ， 本文依循

提 出 来的单词作 为形容词 的分类 ， 包括上面 的五个派生名词 ， 也

是被很多 阿拉伯语语言学家共 同 认可 的形容词分类 ：

主动名 词 ： 是 由 主动式动词派生的形容性名 词 ， 它指 明该

动词所表示 的动作或行为 的非 固 定性的进行者 ， 或该动词 所表示 的某种状态非

永久性的具有者 。 其结构包括 ，

由 三 母 简 式 动 词 派 生 的 主 动 名 词 词 式 一 般 为 ’ 、

、 式 ， 例 如 “ 作 家 ” 、 羊」 “ 猎

人 ， ， 、 “ 法官 ” 。

非三母 筒 式动词 的主动名 词 由 该动词 的主动式现在动词派 生 ： 将

其词 首现在 字 母换成 带合 口 符 的 ， 再将 倒数第 二个字母 改成齐齿符 ， 例 如

“ 说 话 ” “ 说 话 的 人 ” 、

“ 主持 ” “ 主持 的人 ” 。

被动名 词 ： 是 由 被动 式 动词派生的形容词 性的名 词 ， 它

指 明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行为 的非 固定的承受者 。 其结构 包括 ，

三 母 简 式 动 词 派 生 的 被 动 名 词 词 式 为 、

、 、 、 式 ， 例 如

“被打开 ” —芒 “ 敵开 的 ” 、 “ 说 ” —

“ 所说 的 ” — “ 被说 的 ” 、 ：口 （ “ 卖 ”

阿拉伯语名 词根据其词源 ， 可分为 原 生名 词 和派 生名 词 ； 。 原 生名

词本身 就是词 源 ， 而大量存在 的是派 生名 词 ， 即 以 它次 为 源 ， 经过增 、 删或更换适 当 字母而又

保持其基本 内 涵所构成 ， 例如 作家 ） 、 书 信 ） 、 一 （ 书 桌 ） 、 图 书

馆 ） 等

三母筒。 式动词是有 三个基本字母构成 的动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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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卖 的 ” — “ 被 卖 的 ” 、 “ 被人满

意 ” — “ 被人 喜 欢 的 ” 、 三 “ 被邀请 ” —

“被邀请的 ” 。

由 非三母简 式动词派生 的被动名 词 ， 将其被动式现在动词词 首 的

现 在 字 母换 成 带 合 口 符 的 ， 再 将 倒 数 第 二 个 字 母 改 成 开 口 符 ， 例 如 ：

“被尊敬 ” — “被尊敬的 ” 。

半主动名词 ： 是 由 不及物动词派生的 、 表明 固

有属性 的形容词性名 词 ， 是该动词所表示的状态 、 性质 的具有着 。 三母简 式动

词派生的半主动名 词词 式很 多 ， 主要有 红色 的 ” 一 ：！ 式 （

式 ） 、 “饱食 ” — 式 （ 式 ） 、 “俊俏

的 ” 一 式 （ 式 ） 、 色￥ “ 勇 敢的 ” 一 」式 （ 式 ） 、

！ ■ “ 胆怯 的 ” 一 丨七式 （ 式 ） 、 “ 困 难

的 ” 一 式 （ 式 ） 、 ： “ 空虚的 一 ： 式 （ 式 ） 、

“ 自 由 的 ” 一 式 （ 式 ） 、 “ 高兴 的 ” 一 式

、 “ 纯 洁 的 ” 一 式 （ 式 ） 、

“吝啬的 ” — 式 （ 式 ） 。

张大名 词 ： 是 由 三母 简 式 主动 名 词派 生 的表示夸张 意

义 的名 词 ， 常见有下 列 的 五种词 型 ， 旅行家一 式 （ ’

式 ） 、 丨士 “壮士 ” — 式 （ 式 ） 、

仇敌 式 （ 式 ） 、 “无所不知 的 ” 一 式 （ ’

式 ） 、 “小心翼翼 ” 一 式 （ 式 ） 》

比较名 词 ： 是 由 三母 简式 动词派 生 的一种形容性名 词 ，

表示 两个人或 事 物具有 同 一 特性 ， 其 中 一个 比 另 一个更 为 突 出 。 它 只 有

阴性 为 一个词 式 ， 例 如 ■ 丨 “ 最

大的 ” 。

从上 面 的 分类 ， 可 以 看 出 来 每个派 生 名 词有不 同 的 结构 和 意义 。 作 为 概

括 ， 主动名 词形容动作 的进行着 的非 固 定性和持续性 ； 被动名 词形容动作 的承

受者的非 固 定性和持续性 ； 半主动名词形容人或物具有某种经常 的 、 固 定 的属

性 ； 张大名 词 道染夸大动作 的进行 ； 比较名 词形容两种事物的性质 、 状态程度

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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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介绍 的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 的界定和分类 ， 我们 能知道 ， 虽然汉语

和 阿拉伯语的形容词属 于不 同 的分类 ； 汉语形容词 是一个大词类 ， 而阿拉伯语

形容词 则 是一个小 词类 ， 但是基本上 两种语言 的形容词 能充 当 同 样 的句 法成

分 ， 比如定语 、 状语 、 主语 、 起语 、 谓语 、 宾语 。

至于补语 ， 阿拉伯语 中 本来没有朴语的语法功 能 。 伊斯拉 阿 卜 杜 赛义德

哈桑 （ 分析阿拉伯语学 生使用 汉语补语的偏误的 时候 ， 曾 经表 明 ： “ 由

于 阿拉伯语没有补语 ， 因此 ， 补语使用 不 当 是阿拉伯学生最 常见 的偏误 ” 。 本

研究主要考察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的两个语法功 能 。

】 伊斯拉 阿布杜 赛义德 哈桑 阿拉伯学生学汉语语法使用 不 当 举例 世界汉语教学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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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阿形容词作定语的对 比

王还 （ 指 出 ， “ 在 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 时 ， 一定要注意三个 问 题 ：

第一 ， 分清语法概念和一般 的思维概念 ； 第 二 ， 同 一语法术语在 两种语言 中 所

代表 的 内 容不 会完 全相 同 ； 第 三 ， 同 类词在 不 同 语言 的 句 子 中 功 能 不完 全相

同 。 ”

本章介绍汉语和 阿拉伯语 中 定语术语的不 同 的定义和不 同 的 功 能 。 后来 ，

我们 再次针对本研究 的对象 “形容词 ” ， 来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定语

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和程度差异 。

汉阿定语的界定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 把修饰成分总称 为 “修饰语 ” ， 下面分 ：

名 词 的修饰语 ， （ 动词 的修饰语 ， （ 形容词 的修饰语 。 （ 相 当

于定语 ， （ 和 （ 合在一起相 当 于状语 。 我们先看第一种修饰语 定语 ”

在汉语和 阿拉伯语 中 的不 同 定义和功 能 。

汉语定语的定义和功能

朱德 熙 在 《 语 法讲义 》 中 指 出 汉语 定语 “ 特 别 是体词 性 中 心 语 的 修饰

语 ” 。 修饰名 词 的定语是最典型 的 ， 定语也可 以修饰数词 、 数量词和动形 的名

词化 ， 这些是例外的 。 本文只针对典型 的修饰名 词的定语 。

汉语能够充 当 定语的语言单位包括词 （ 实词 ） 和短语 两类 ， 例 如冰雪 、 神

奇色彩 、 男演员 、 一片绿洲 、 微型 电脑 、 戴眼镜 的老汉 、 人 多 的地方 。 从这些

例 子 ， 可 以 看 到 汉语 中 实词 作定语 包括名 词 、 数量词 、 形容词 、 动词 、 代词

等 ， 大部分实词都 能作定语 。 短语作定语包括联合关 系 短语 、 偏正关系 短语 、

动宾关系 短语 、 补充关系短语 、 主谓短语 、 联动短语等 。

根据定语和 中 心语之 间 意义上 的关系 ， 可 以把定语分为 限制 性定语和描写

性定语两大类 ， 限制性定语包括名 词 、 代词 、 形容词 、 动词 ， 限制性定语表示

黄伯荣 ， 廣序 东 现代汉语下册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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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语所代表的事物分类 ； 描写性定语主要包括形容词 的重叠式和 带辅助成分

的形容词 ， 描写性定语表示事物的状态或情况 ， 也带着不 同 的感情色彩 。

汉 语 定 语 的 语 言 标 志 是 “ 的 ” ， 定 语 和 中 心 语 的 组 合 ， 有 的 必 须 加

“ 的 ” ， 有 的不能加 “ 的 ” ， 有 的可加可不加 。 加 不加 “ 的 ” ， 要看定语的词

类 ， 也要看定语 中心语的音节 多少 ， 以及其 间 的语义关系 。

汉语 多 层定语的次序 总是按逻辑关系来排列 ， 跟 中 心语关 系越密切 的定语

就越靠近 中 心语 ， 是这 样 的 顺序 ： （ 表示 “ 谁 的 ” 表示 “ 什 么 时

候 ？ ” 或 “ 什 么地方 ？ ” 表示 “ 多 少 ？ ” 表示 “ 怎样 的 ？ ”

表示 “ 什么样 的 ？ ” 表示 “什 么 ？ ” ， 例如 他的 （ 一件 （

刚 买的 （ 新 （ 羊皮 （ 夹克也拿来 了 。 在这个结构 中 ， 最灵活的定语是

表示 “ 多 少 ？ ” 的量词短语 ， 位置可 以 改棹的 。

阿拉伯语定语的定义和功能

阿拉伯语 中所谓 “ 定语 指的是名 词 后面表示人或物 的 特征 、 性质 、

数量 、 从属 等 的修饰语 ， 也可 以称 为 “形容语 ， 而前面 的名 词被称 为

“ 被形容词 。 阿拉伯语 的 定语是 同 格 的 ， 定语必须遵循前面 名 词 的

性 、 数 、 格 、 指等 ， 也就是定语跟 中 心语必须保持一致 。

值得注意 的是 ， 阿拉伯语 中 的定语结构不像汉语 的定语结构属 于偏正结构

。 在 阿拉伯语 中 定语结构 和正偏结构 是

两种不 一样的概念 ， 定语结构是被修饰语和修饰语 的 这 么 一个结构 ， 修饰语

定语 ） 是被修饰 语 （ 名 词 ） 的 同 格 ， 必须跟 名 词 保持一致 的性 、 数 、 格 、

指 、 式 等 ； 正偏结构 由 正次和偏次 两部分构成 ， 正次均为 泛指名 词 ， 偏次可 以

是确指名 词也可 以是泛指名 词 ， 但是处于属格地位 ， 偏次的作用 主要是说 明 正

次 ， 使含义更为 明确 。 例如 老师的 书 （ 偏正结

构 ） — 新书 （ 定语结构 ） 。 这两个例 子说 明 阿

汉语 中 定 中 、 状 中 的短语结构是属于偏正短语结构 ， 汉语 的偏正结构 由 修饰语和 中 心语 两部

分组成 ， 修饰语在前头 ， 描写 或限制后头的 中心语 ， 其 间 的关系 是修饰 关系 。

阿拉伯语 中 篇次和正次的顺序正好跟汉语相反 ， 所 以在阿拉伯语 中 我们把偏正组合翻译成 “ 正

偏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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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 的定语除 了 和 中 心语的意义联系 之外 ， 还要和 中心语倮持必定的结构联

系 。 偏正结构具有从属关系 ， 而定语结构具有一种性质 的关系 。

王有 勇 （ 把 阿拉伯语 的定语 与被形容语 意义上的 关系分为 三种 ： 第

一 ， 定语限制被形容语 ； 第 二 ， 定语修饰被形容语 ； 第 三 ， 定语附加的感情色

彩 。

阿拉伯语定语最普遍的 两种类型是真正定语和 因缘定语 。 凡直接说明 被形

容语本身 的特征和性质 的定语被称作真正定语 ； 而 间 接说 明被形容语 ， 阐 述与

之有关 的人或事物 的特征和 性质 的 定语则 称作 因缘定语 。 例 如

好男 人是尊敬的人

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是被尊重 的 。

阿拉伯语定语可 以 由 词 、 短语 以及句 子充 当 ， 词 只有名 词 才 能充 当 定语成

分 ， 也不是所有 的 名 词都 能做定语 ， 名 词作定语主要有起形容词 作用 的派生名

词 、 指示名 词和数词 ； 短语作定语主要有 时 空短语和介词短语 ； 句 子作定语主

要有用 句 子修饰泛指名 词和用 句 子修饰确指名词 的 两种 ， 但这种定语有一特点

是 中 心语和定语从句之 间 必须带一个代词 ， 它的性和数要和 中 心语一致 。

但是 ， 词 定语和 短语定语不 丰 富 ， 句 子定语形 式 丰 富 ， 与 汉语 的 情况相

反 。 传统的汉语语法一般认为 汉语没有 句 子做定语的情况 ， 但也有学者指 出 主

谓短语做定语 的情况可 以看作是汉语 中 句子做定语 。 无论在 阿拉伯语 中 还是在

汉语 中 ， 定语都是 中 心语的修饰语 ， 对句 中 的名 词性成分起修饰作用 ， 这种修

饰作用 包括限制和描写 两种语法作用 。

汉阿形容词作定语的特征

本文主要考察语料库 《 乡 村检察官手记 中 含有形容词作定语成分 ， 所统计

的 阿汉对译的句 子 。 对 比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定语成分的一些特征 ，

并分为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和程度差异特征 。

汉阿形容词作定语的语序特征

这部分形容词作定语的语序特征分为 ： 形容词作定语的 “ 中 定 ” 结构的语

序 、 多层形容词作定语的 “ 中 定 ” 结构 的语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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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形容词作定语的 “ 中 定 ” 结构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一般放在 中 心语的前面 ， 构成 “定 中 ” 结构 ； 阿拉伯语

的形容词是相反的 ， 形容词 一般 出 现在 中心语的后面 ， 构成 “ 中 定 ” 结构 。 例

如 ：

译文 ： 我 自 己计度 ， 没关系 ， 这是个 简 单的案子 。

“案子 ” ） 中 心语 “ 简单 ” ） 定语

“ 简单 ” 定语 “案子 ” 中 心语

— 人 — 今

译文 ： 黑暗 中 我听到太皮税澄地的声 音 。

“ 皮靴 ” ） 中 心语 “ 大 ” ） 定语

“大 ” 定语 “靴 ” 中 心语

匕

译文 ： 这是一条企路 ， 两边都是干遮天 。

“路 ” ） 中 心语 “小 ” ） 定语

“小 ” 定语 “路 ” 中 心语

二 ） 多 层形容词作定语的 “ 中 定 ” 结构

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作定语 时 ， 可 以使用 两个 以上形容词 作定语 。 在这种

情况下 ， 汉语和 阿拉伯语可能会有一些规律或者语言标志 。 例如 ：

译文 ： 这时 ， 警察局长象发现 了 妥善的可喜的解决办法似的 叫 了 起来 。

“ 办法 ” ） 中 心语 “ 可喜 ” ） 定语 “ 妥

善 ” ） 定语

“妥善 ” 定语 “可喜 ” 定语 “ 办法 ” 中 心语

译文 ： 这些 窝棚 ， 象泥土 、 象天 空 、 象牲畜 的粪便似 的 ， 呈现 出 一 片灰黄

的土色 。

“ 它 的 颜 色 ” ） 中 心 语 “ 黄 ” ） 定语

“灰 ” ） 定语

“灰 ” 定语 “黄 ” 定语 “ 土色 ” 中 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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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于是 ， 其 中 有些人捐 了 一 笔款子 ， 置 了 一家整洁齐全的药房 。

“ 药房 ” 中心语 “整洁 ” ） 定语 “齐

全 ” ） 定语

“整洁 ” 定语 “齐全 ” 定语 “药房 ” 中 心语

’

？

译文 ： 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捐助 的这笔钱 ， 在这个县城里 ， 交给谁还 能 比交

给这位长着一部 生重的胡 子 、 拿着一 串 长长的念珠的长者更靠得住 。

“胡 子 ” ） 中 心语 “ 庄重 ” ） 定语 ；

“念珠 ” ） 中 心语 “长长 ” ） 定语

“ 庄重 ” 定语 “ 胡 子 ” 中 心语 ； “长长 ” 定语 “ 念珠 ” 中 心语

‘

译文 ： 一个紅头发盒颧 骨 的老太婆坐在旁边 ， 人家告诉他 ， 这是 “ 印度助

产士 ” 。

“老太婆 ” ） 中 心语 “红 ” 定语

“红 ” 定语 “头发 ” 中 心语 ； “红 定语 “ 颧骨 ” 中 心语

」

译文 ： 上述各项应注 明确 日 期和 时 间 。

“ 日 期 ” 中 心语 “ 明 确 ” ） 定语 ；

“ 时 间 ” ） 中 心语 “ 明确 ” ） 定语

“ 明确 ” 定语 “ 日 期和时 间 ” 定语

产 “’ ■ 产 』）

译文 ： 是的 ， 那 些伟 大的 、 神圣的 、 在我们人类生活 中 具有 重要作用 的 东

西 ， 如果 阁 割 了 它 的 “ 意义 ” ， 那 么 ， 在我们漫不经心 、 亳不在意 的眼 中 ， 除

了 是一个物体 、 石块 、 或 骨髓之外 ， 还能是什 么呢 ？

“ 东西 ” ） 中 心语 “ 伟大 ” ） 定语

“神圣 ” ） 定语

“伟大 ” 定语 “神圣 ” 定语 “ 东西 ” 中 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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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 挨打的女人穿着黑长袍跌跌冲冲地走 了 过来 。

“ 袍 ” ） 中 心 语 “ 黑 ” ） 定 语

“长 ” ） 定语

“ 黑 ” 定语 “ 长 ” 定语 “袍 ” 中 心语

阿拉伯语和汉语几个形容词修饰名 词 作定语的 时候 ， 一般会连续排列 ， 例

、 、 、 、 （ 。 但是 ， 汉语 中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一

般 带着 “ 的 ” 修饰 中 心语 ， 例 （ 、 （ 、 （ ； 而单音节形容词可 以直

接修饰 中 心语 ， 例 （ 、 ， 也可 以 带 “ 的 ” ， 例 （ ； 双音节形容的

“ 的 ” 字结构之 间 可 以用 顿号 “ 、 ” ， 例 （ 。

汉语 中形容词 作定语可 以修饰 两个 以上的 中 心语 （并列短语 ） ， 例 （ ，

阿拉伯语 中 形容词作 因缘定语也有 同 样 的特征 ， 例 （ 中 “ 红 ” ， 虽

然是描写前面的 中 心语 “ ” ， 但是 “红 ” 这个颜色性质是形容后面的 “头

发 ” 和 “觀骨 ” 。

汉语和 阿拉伯语 中 描写 一个人的 时候 ， 一般先形容其身体特征 ， 然后形容

其身上的附加东西 ， 例 （ 由 内 到外 。

汉阿形容词作定语的表现手段

形容词 作定语的表现手段包括 ， 阿拉伯语 中 形容词 （派生名 词 ） 和 中 心语

保持一致 的性 、 数 、 格 、 指 的特点 和汉语单音和双 音形容词 的不 同 结构 。 例

如 ：

■；

译文 ： 他用 茫然的眼 光看着 出庭的人 ， 几乎不相信听到 的判决是真的 。

“茫然 ” ） 阴 性 、 双数 、 属格 、 泛指

“ 楚然 ” 双音节形容词

？

译文 ： 莫非 因 为 它是一种安逸的 生活

“安逸 ” ） 阴 性 、 单数 、 主格 、 泛指

“安逸 ” 双音节形容词

译文 ： 因 为 能过安逸生活的人决不会去描述它 ， 而是去享受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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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逸 ” ） 阴性 、 单数 、 宾格 、 确指

‘ ‘安逸 ” 双音节形容词

译文 ： 看来 ， 复村长是藎 内 阁 手下的人 。

“新 ” ） 阳性 、 单数 、 主格 、 确指

“新 ” ） 阴性 、 单数 、 属格 、 确指

“新 ” 单音节形容词

译文 奥斯夫尔老头跨上 了 一头直毛驴 。

“灰 ” ） 阳性 、 单数 、 宾格 、 泛指 ；

“灰 ” 为 单音节形容词

‘ 人 ‘ 人 ￡

」二 过 少 ‘

译文 ： 一辆 大车载 着 一 大包一 大 包从开 罗 一家著名 的 大商 店 里偸来 的 棉

的 、 毛的大衣 、 短上衣 、 长裤 、 皮鞋等东西 。

”大 ” ）阴性 、 单数 、 宾格 、 泛指

“大 ” ） 阴 性 、 单数 、 宾格 、 泛指

“著名 ” ） 阴 性 、 单数 、 属格 、 确指

“大 ” 单音节形容词 “著名 “双音节形容词

— ， ； 」： 丨

… ‘ 、 上

译文 ： 再说 ， 这个 男 子或朴实的农 夫 ， 一 口 袋里也没块表啊 ， 也许一辈子

还没见过表 。

“朴实 ” ）阴性 、 单数 、 主格 、 确指

“朴实 ” 双音节形容词

译文 ： 这位学者可是个造诣很显的大学者呢 ！

“深 ” ） 阳性 、 复数 、 属格 、 确指

“深 ” 单音节形容词 ， “很深的 ” 状态形容词

汉语 中 ， 单音形容词作定语 ， 通常不加 “ 的 ” ， 例如红花 、 好主 意 。 但是

有 时候为 了 强调描写可 以加 “ 的 ” ， 例 如 ： 好 的 主 意 。 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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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加 “ 的 ” ， 特别是描写状态 的词 ， 例如通红的辣椒 、 优 良的传统 。 在 多 定语

的 句 子里 ， 为 了 避免加很多 “ 的 ” ， 有 时候可 以不加 “ 的 ” ， 才 能调整上下文

的 音 节 。 形容词 的重叠式 以 及 带辅助成分的形容词 作定语 时 ， 必须 带 “ 的 ” ，

例 如妥妥 当 当 的孩子 。 性质形容词都有 带 “ 的 ” 和不 带 “ 的 ” 两种格式 ， 例

如 ： 旧 书 日 的 书 、 干净衣服 干净的衣服 ， 状态形容词一般都带 “ 的 ” 。

阿拉伯 语 中 ， 派 生 名 词 （ 形容词 ） 作 定语 与 被修饰 名 词 的 关 系 可 以概括

为 ：

“ 四 同 ” 即 性 、 数 、 格 、 指 ： 上面 所 举 的 例 子都倮持这 四 同 的 一

致 。

非指人 的 复数 ， 定语 阴 性单数的形式 ： 例 （ 中 的 “ ” 和

。

指人的集体名词 ， 定语 阳性单数 。

两个或 两个 以 上属 于 同 类被 同 一个单词 定语修饰 ， 定语双数或 复

数 ： 例 （ 、 例 （ 。

两个或 两个 以上不 同性别 、 其 中 一个是阳性 ， 定语阳性 。

两个或两个 以上不 同 类 、 其 中 一个指人 ， 定语指人的名 词 。

五种形容词是阴性 、 阳 性通用 的 ， 但其数 、 格 、 指与被修饰 的名 词

相 一 致 。 词 式 为 、 、 、 士

、 。

汉阿形容词作定语的程度差异

阿拉伯语属 于形 态 比较丰 富 的语言 ， 而汉语 的形 态很难少 。 汉语形容词 ，

有 些 能重叠表示程度的不 同 ， 也 能受到程度副词 （ “很 ” 等 ） 修饰 。 阿拉伯语

用 “级 ” 的形态程度的差异 。 例如 ：

译文 ： 把厚厚的眼镜片架在鼻梁上 。

“厚厚的 ” ） 张大名 词 ；

“ 厚厚的 ” 重叠式 、 状态形容词

译文 ： 如今 审查 中 她 出庭具有 最重要的意义 。

“重要 ” ） 比较名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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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 附加副词 “最 ” ， 状态形容词

译文 ： 排在长长的 队列 里 了 。

“ 长长的 ” ） 张大名 词 ；

“长长的 ” 重叠式 、 状态形容词

从上面的例 子 ， 可 以看 出来 阿拉伯语形容词 中 的张大名 词和 比较名词一般

形容 最 高 的 程度 ， 就 相 等 于 汉语形容 词 附加程度 副 词 最 、 非 常 ” 等 ， 例

， 或者单音节形容和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 ， 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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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对比

状语 的 主 要功 能 是修饰动词 和形容词 ， 状语和 中 心语含有 一定 的 意义关

系 。 本章介绍汉语和 阿拉伯语状语的不 同 定义和功 能 ， 并研究和 考察汉语和 阿

拉伯语形容词 的语序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和程度差异 。

汉阿状语的界定

汉语状语的定义和功能

朱德 熙在 《语法讲义 》 中 指 出 汉语状语 ， “ 动词 、 形容词前边的形容词 、

副 词或者表示时 间 处所的词 ， 能 回答 怎 么 、 多 么 ’ 这类 问题的 ， 叫 作状语 ”

从朱德熙 的解释我们可 以知道 ， 汉语状语是 “ 动词 、 形容词 前面 的表示状

态 、 程度 、 时 间 、 处所等等 的修饰成分 ” ， 状语是修饰谓语的成分 。

状语有 两大类一类是副词性 ， 一类是形容词性 的 副词 的专职是做状语 ，

包括基本 副词 （ 程度 副词 、 范 围 副词 、 时 间 副词 、 处所副词 、 语气 副词 等 ） 和

副词性成分 （ 名 词加 “ 的 ” 转化成 副 词 、 动词转化为 副 词 、 动词 “有 、 没有 、

无 组成 的述宾结构 转化为 副 词 、 主谓结构转化为 副 词 ） 。 形容词做状语包括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 两类 。

从 以 上 的分类 ， 可 以把充 当 状语 的词类概括 为 副 词 、 形容词 、 名 词 和 动

词 ， 除 了 副词 和形容词 能充 当 状语的绝对性 ， 其他成分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才 能作状语 。

状语和 中心语 的组合是偏正组合 ， 状语跟 中 心语也成种种语义的关系 。 一

种表示描写 性 的 ， 描 写 动 作 的 变化 或情状 的 变 化 ； 一 种表示 限制性 的 ， 从 时

间 、 处所 、 范 围 、 对象 、 目 的 等方面进行限制 。

状 中 短语整体加 上状语 ， 就会 形成 多 层状语 。 状语 的次序 比定语 自 由 一

些 ， 多 层状语的排列顺序不太 固 定 。 大致的顺序是 ： （ 表示 时 间 的名 词或介

朱德熙 朱德 熙文集 （ 一 ） 北京 ： 商 务 印 书 馆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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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结构 ， 表示处所的名 词或介词结构 ， （ 副词 ， （ 形容词或动词 。

多 层状语的语序 也取决于谓语 内 部 的逻辑关 系 和表意 的 需 要 ， 大致的次序是 ：

条件 、 时 间 、 处所 、 语气 、 范 围 、 否定 、 程度 、 情态 、 对象 。

汉语状语 的 语 言标 志 是 “ 地 ” ， 状语 和 中 心 语 的 的 组 合 ， 有 的 必 须 加

“ 地 ” ， 有 的不 能加 “地 ” ， 有 的可加可不加 。 加不加 “地 ” ， 要看状语的词

类 ， 也要看状语 中 心语 的 音 节 多 少 ， 以 及其 间 的语义关 系 。 有 时候 ， 状语 带

“地 ” 具有强调和突 出状语的作用 。

阿拉伯语状语的定义和功能

阿拉伯语里 的 意 为 状语 ） 是动词 句 的一个附加成分 ， 用 来说

明 或描写动作发 生 时动作者或被动 作者 （ 主语或宾语 ） 的状态及外界情况 。 被

状语所修饰 的对象 ， 称 为状语主 、 状语主应是确指

的 ， 置于状语的前面 。 状语必须遵循状语主的性和数

阿拉伯语状语的 范 围 比汉语更广 ， 除 了 单词和定语能充 当 状语成分之外还

有句 子 （ 名 词从句 、 动词从句 ） 。 单词作状语包括 普通名 词 、 词根 、 派 生名 词

形容词 ） 、 复合词组 以 及正偏组合 ， 一般是泛指的名 词 ； 短语包括介词 短语

或者副词 短语 。 状语从句 中 要有一个系 词将从句 与 主句 相连 ， 这个系 词可 以是

连接字母 “ ’ ’ ， 也可 以是人称代词 。

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特征

高彦德 （ 总 结 了 关于 阿拉伯语状语的汉译的一些 问 题 ， 其 中 指 出 ，

派生名 词作状语 ， 一般译为汉语形容词 、 动词 等 ， 在句 中 作状语 ， （

带宾语的主动名 词 作状语 ， 表示施事者 的 目 的 、 意愿 ， 或表示施事者在动作之

后连续进行 的另 一动作 ； 汉译时 ， 经常将主动名 词连 同 其宾语译成一个分句 ，

作承接复句 的第 二个分 ， （ 带宾语的主动名 词作状语 ， 说明施事者动作的方

式或状态 。 汉译时 ， 经常译作连动 句 的前一个动词短语 ， （ 派生名 词 作状

状语主是动作状态 的主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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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有 两种译法 ： ①译作汉语定语 ， 修饰宾语 。 ②译作汉语兼语句 式 中 的 第 二

个 中 心词 。

就高彦德对阿拉伯语派 生名 词做状语的汉语翻译提 出 的翻译方法 ， 我们 能

看 出 来在翻译的过程 中 由 于 两种语言的句 子体系 不 同 ， 阿拉伯语句 子 中 形容词

派 生名 词 ） 做状语在翻译成汉语 时 ， 不 一定 能翻 译成汉语形容词 的 状语 功

能 。 这种巧妙的翻译方法 ， 成 为本研究在分析语料库 的过程 中 的一种局 限 ， 但

是笔者把语料库 中查到 的 形容词作状语的句 子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跟汉语对

译的 ， 另 外一部分是上面高彦德提 出类似 的句 子 ， 在汉语 当 中 没有相 等 的形容

词做状语的结构 ， 并考察和对 比 两种状语的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和程度差异 。

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语序特征

这部分形容词作定语的语序特征分为 ： 形容词作状语的 “ 中 状 ” 结构 的语

序 、 多 层形容词作状语的 “ 中 状 ” 结构 的语序 。

一 ） 形容词作状语的 “ 中 状 ” 结构

汉语形容词作状语一般放在 中 心语的前面 ， 构成 “状 中 ” 结构 ； 阿拉伯语

的形容词是相反的 ， 形容词一般 出现在 中 心语的后面 ， 构成 “ 中 状 ” 结构 。 例

如 ：

译文 ： 我的助手局促不安地看 了 看我 。

“ 我的助手 ” 中 心语 “ 局促不安 ” ） 状语 ；

“局 促不安 ” 状语 “看 ” 中 心语

译文 ： 我默默地低下 了 头 。

接尾代词 “我 ” ） 中 心语 “沉默 ” ） 状语 ；

“默默 ” 状语 “低 ” 中 心语

译文 ： 他急忙从屋里 出 去 。

句 中 含有 “ 隐性人称代 词 ” “他 ” ） 中 心语 “ 急忙 ” ）

状语 ；

“ 急忙 ” 状语 “ 出 去 ” 中 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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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 的例 子可 以看 出 ， 阿拉伯语形容词作状语是修饰前面 的 的主语 （ 进

行动作的动作者 ） 的状态 ， 主语和状语之 间 可 以有其他成分 ， 例 （ 中心语和

状语之 间有 “介代结构 ” 。 中 心语也可 以是 内含人称代词是隐身 的名 词 ，

例 （ “ 内 含人称代词 ” 指的是 “ 他 ” 。

汉语形容词做状语则是修饰动作 的状态 （ 中 心语为 动词或者形容词 ） ， 状

语和 中心语的排序很 明确 ， 形容词 作状语和 中 心语之 间 可 以加入其他的结构 作

状语 ， 例 （ 形容词后面有一个介词结构 “从屋里 ” 。

一 ） 多层形容词作状语 的 “ 中 状 ” 结构

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作状语的 时候 ， 可 以使用 两个 以上形容词 作状语 。 在

这种 情况 ， 汉语和 阿拉伯语可能会有一些规律或者语言标志 。 例 如 ：

译文 ： 至于证人无疑是个乐宾 ， 枪响 了 之后 ， 他才胆怯地 、 迟迟疑疑地走

过去 。

内 含人称 代 词 “ 他 ” ） 中 心语 “ 胆怯 ” ） 状 语

“迟疑地 ” ） 状语 ；

“胆怯地 ” 状语 “迟迟疑疑地 ” 状语 “走 ” 中 心语

卢 』 ■匕

译文 ： 并用 一种不 自 觉 的发 出 的冷嘲热讽 的 口 气对他说 。

接尾代 词 “ 它 ” ） 中 心语 “ 可 笑 ” ） 状语

“冷酷 ” ） 状语 ；

“ 冷嘲热讽 ” 定语 “ 口 气 ” 中 心语

译文 ： 整个地方的人都在街上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 。

内 含人称 代 词 “ 她 ” ） 中 心语 “ 高兴 ” ） 状 语

“欢唱 ” ） 状语 ；

“兴高采 烈地 ” 状语 “跑 ” 中 心语

汉语形容词作状语的 时候 ， 可 以带 两个 以上形容词放在 中 心语的前面 ， 状

语之 间 可 以 带 “地 ” 字结构和顿号来标注每个状语 ， 例 （ ； 而 阿拉伯语两个

以上形容词 作状语一般连接排序在 中 心语后面 ， 不用 加其他的标志 。 由 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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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四 音节形容和成语 比较丰 富 ， 所 以翻译成汉语的 时候 阿拉伯语 的 两个状语的

意义可 以用 汉语 中 的 四 音节形容词或者成语来代替 ， 例 （ 、 （ 。

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表现手段

形容词作状语 的表现手段包括 ， 阿拉伯语 中形容词 （ 派生名 词 ） 和 中 心语

保持一致的性 、 数的特征 、 汉语单音和双音形容词 的不 同 结构 。 例如 ：

译文 ： 阿 卜 杜勒 马格苏德先生捧着一大叠案卷走 了 进来 ， 我

惊骇地说 。

“惊骇 ” ） 阳性 、 单数 、 宾格 、 泛指 ；

“惊骇 ” 双音节形容词

译文 ： 我 的话音未落 ， 警察局长就高 兴地站 了 起来 也顾不得听我说 了 。

高兴 ” ） 单数 、 阳性 、 宾格 、 泛指 ；

“高兴 ” 双音节形容词

山—

译文 ： 后面跟着个女人 ， 用 黑面纱蒙住 了 脸 ， 尖声 尖气地 哭叫 着 。

“大声哭 ” ） 阴 性 、 单数 、 宾格 、 泛指 ；

“ 尖声尖气地 ” 状语 “ 哭叫 ” 中 心语

？

译文 ： 我们默默地站在窗 口 愣住 了 。

“ 沉默 ” ） 阳 性 、 双数 、 宾格 、 泛指 ； “ 愣住 ” ）

阳性 、 双数 、 宾格 、 泛指 ；

“默默 ” 双音节形容词

从上面 的例 子可 以看 出 来 ， 汉语形容词作状语一般是双音节形容词 或者形

名 结 构 ， 例 （ ， 双 音 节 形容词 后面一 般 带 “ 地 ” 字 ， 例 （ 、 （ 、

。 阿拉伯语形容词 作状语 ， 格和指都不变 ， 形容词做状语一直保持宾格

和泛指 ， 但是性和数必须遵循 中 心语 ， 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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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阿形容词作状语的程度差异

例如 ：

译文 ： 昨晚我很早就上床 了 。

“ 早 ” ） 主动名 词 ；

“早 ” 单音形容词 、 附加 副词 “很 ” 、 状态形容词

译文 ： 回 到检察处 ， 我便疲惫不堪地倒在椅子上 了 。

“疲惫 ” ） 半主动名 词 ；

“疲惫 ” 附加副词 “ 不堪 ” ， 状态形容词 。

一

译文 ： 我久久地 、 忧愁地沉思着 ， 束手无策 。

“很久 ” ） 张大名 词 ；

“久久 ” 重叠式 、 状态形容词

从上面的例 子可 以看 出 ， 阿拉伯语形容词 中 主动名 词 、 半主动名词 、 张大

名词和被动名 词 能做状语 ， 而 比 较名 词 一般不 能 作状语 。 这些形容词本身 的 意

义有程度性 ， 比如说张大名 词 ， 所谓 的 “张大 ” 是对士 式 （ ’ 式 ） 的主动名

词词义做进一步渲染和夸大 。 相 当 于汉语 中 单音 节和双 音节 的性质形容词 的 重

叠或者附加程度副词 “很 ” 的作用 ， 还有状态形容词 的重叠和 附加程度副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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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汉语和 阿拉伯语形容词做定语和状语 的句法成分有很多 的不 同 之处 ， 主要

表现为语序特征 、 表现手段和程度差异 。 这 些特征造成 两种语言 的 学 习 者在学

习 过程 中 的一 些 困 扰 ， 尤其是学 习 汉语 的 阿拉伯语学 习 者 。 本研究通过考察 、

对比和分析 ， 得到 以下的结论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构 成 “ 定 中 ” 结构 ， 而 阿拉伯语则是 “ 中 定 “ 结

构 。

汉语形容词作状语构 成 “ 状 中 ” 结构 ， 而 阿拉伯语则 是 “ 中 状 ” 结

构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 能构成 “ 多 定 中 ” 结构 ， 而 阿拉伯语则是 “ 中 定 ”

结构 。

汉语形容词 作状语 能 构 成 “ 多 状 中 ” 结构 ， 而 阿 拉伯语则是 “ 中 多

状 ” 结构 。

汉语形 容词 作 定语 以 “ 的 ” 字 结 构 为 主要 的表现手段 ， 而 阿 拉伯语 以

“ 四 同 ” 为 主要的表现手段 。

汉语形容词作状语 以 “ 地 ” 字 结构 为 主 要 的 表现手段 ， 而 阿 拉伯语 以

“性 、 数 ” 的一致为 主要的表现手段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的程度差异主要体现在 “ 重叠式 、 程度 副词附加 ” 的

两种方式 ， 而 阿拉伯语的主要体现在派 生名 词 的 “ 词 型变化 ” 。

汉语形容词 作状语 的程度差异主要体现在 “ 重叠 式 、 程度副 词 附加 ” 的

两种方式 ， 而 阿拉伯语的 主要体现在派 生名词 的 “ 词 型变化 ” 。

根据 以上 的两种语言形容词作定语和状语的 区别 ， 我们 能预测到 阿拉伯 学

生在学 习 汉语 的过程 中 可能产 生的偏误和误用 ：

汉语形容词作定语或状语语序 的偏误

初级汉语 的 阿拉伯学 生一开始会 出现定语和 中 心语位置颠倒 的偏误 ， 这 时 ， 教

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 ， 必须操作不 同 的练 习 环节 ， 让学 生不 自 觉地调整和 掌握这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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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形容词 作定语或状语后面的 “ 的 ” 字 、 “地 ” 字 的误用

形容词 作定语和状语 ， 有 时候后面 带 “ 的 字 、 “地 ” 字 ， 而这是作定语或状

语 的 一种表现手段 。 在 学 习 汉语 的 不 同 阶段 中 ， 阿拉伯 学 生可 能 受 到 母语迁

移 ， 用 形容词作定语或状语造句 的 时候 ， 经常带着 “ 的 ” 字或 “ 地 ” 字 ， 而这

并不符合汉语的 习 惯 。 在教学 的过程 中 ，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有 意识地 改正 学 生

的 误用 ， 说 明 为 什 么 不 一样 的形 容词 会 出 现 带 “ 的 ” 、 “ 地 ” ， 或 者 不 带

“ 的 ” 、 “ 地 ” 的 习 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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