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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些年来 ，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以及汉语教育事业的不断推广 ， 世界范围 内 的汉

语热在不断升温 ， 阿拉伯语为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人数也随之增加 。 但在习得过程当 中 ， 大

多数学生使用汉语进行 日 常交流和书面表达时 ， 他们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误 ， 而这

些偏误恰恰反映出 了汉语学习者从阿拉伯语不断 向 目 标语靠拢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很多情

况下 ， 阿拉伯学生会习惯性地把母语的语言规则套用到 目 的语的使用 中造成许多违反汉语

表达 习惯的偏误 ， 这不仅会导致学生的学 习效率下降 ， 而且在
一

定的程度上也会影响教师

教学的效果 ， 甚至会给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 。 通过收集到的资料笔者发

现 ， 偏误现象 已贯穿于外语学习 的整个过程 ， 相关的错误也体现在语言学习 的各个层面上 。

本文 以中介语和偏误分析理论为指导 ， 以对比分析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 以北

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语料库和学生的期 中 、 期末作文考试作为主要资料来源 ， 以阿拉伯学

生学 习汉语的过程中 出现的各类偏误为主要研究对象 ， 针对学生所出现的词汇 、 句法、 语

篇和标点符号的偏误进行 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 ， 并探究母语负迁移现象对阿拉伯学生的影

响 ， 归纳 了偏误类型并探讨其成因 ， 最后针对出现的这些偏误提出 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

在分析阿拉伯学生造成的各类偏误的过程中 ， 笔者根据不同类型的错误举出大量的例

子 。 本研究主要涉及到八个方面的 内容 ：

第
一

章为引 言部分 ， 在此笔者阐述 了研究背景 、 研究 目 的和意义 、 研究方法和研究 内容

等 ， 概述 了 国 内外对偏误现象的研究现状 。

第二章在偏误分析理论的指导下 ， 将阿拉伯学生汉语学 习 中 的词汇偏误分为搭配不当 、

词性混淆 、 近义词 的混用 、 遗漏 、 错序等类型 ， 并进行归纳与分析 。

第三章对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句法时造成的偏误进行全面的分析 ， 在此笔者主要从句子

成分和句式偏误两大类入手 ， 将偏误归纳为定 语层面 、 状语层面 、 补语层面 、 被字句 、 疑

问句 、 比较句等其他句式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

第四章主要分析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学习语篇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偏误 ， 这
一

部分主要涉及

到指称偏误 、 省略偏误 以及关联词偏误三个层面 。

第五章笔者主要对阿拉伯学生学 习 汉语标点符号时 出现的偏误情况进行 了 整理和收集

并将相关的偏误类型分为书写形式 、 符号的误用 、 符号的空缺和 多余四大类 。

第六章对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习得中造成偏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 相关的 内容包括母

语负迁移 、 目 的语知识的过度泛化 、 文化因素的干扰和学习策略的不 良影响等其他因素 。

最后笔者基于第六部分的数据分析在第七章提出减少偏误的
一

些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思考

建议 ， 主要从引 导学生进行阿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 、 帮助学生增强对母语负迁移的

知识 、 培养他的汉语语感 、 改善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出发 ， 对外语学习 者 、 汉语教师和对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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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 出
一

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

笔 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引 起阿拉伯学生对语言偏误的重视， 提 高他们对这些错误的意识

， 同 时也希望能够对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同 ： 阿拉伯学生 、 语言偏误 、 词汇 、 句法 、 语篇 、 标点符号 、 原因 、 教学方法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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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 ｃ ｅｗ

ｉ

ｔｈ 

＂ ｂｅｉ

＂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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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ｆｉ ｆｔｈｃｈａｐ ｔｅｒ
，

ｔｈ ｅａｕｔｈｏｒ ｍａ ｉｎ 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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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ｃａｎｃｙ
ｅ ｒｒｏ ｒｓ ， 

ａｎｄｓｕｐｅ ｒｆｌｕｏｕ ｓ ｅｒｒｏ ｒｓ ．

Ｉｎｔｈｅｓ ｉ ｘ ｔｈｃ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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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ａｎａ ｌ

ｙ
ｚｅｓｔｈｅ ｉ ｎ ｆｌ ｕｅｎ ｔ ｉａ 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 ｉ ｎ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ｅ ｒｒｏｒｓ

ｄｕｒ ｉ ｎｇ
ｔｈｅ

ｐ 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ａｃ
ｑ
ｕ ｉ ｓ ｉ ｔ ｉ ｏｎ

 ，
ｉ ｎｃ ｌ ｕｄ ｉ ｎｇ

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ｔｒａｎ ｓｆｅｒｏ ｆ ｍ ｏｔｈｅ ｒ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ｖｅｒｇｅｎｅ ｒ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

ｇ
ｕａｇ

ｅ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 ｆ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ｆａｃｔｏ ｒｓ

，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

ｇ
ａｔ 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ｓｏｍｅ 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ｓ ｔ ｒａｔｅｇ ｉ ｅｓ ．

Ｆ ｉ ｎａ ｌ ｌｙ ，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ｅｆｏ ｕ 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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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１ 指 称偏 误 ＃９１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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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偏 误  ＃ １１５５．１书写形式 的 偏 误＃

１ １ ６  ５．１．１句号书写不规范而 造 成 偏误

＃ １ １ ６  ５．１．２省略号书写不
规

范 而 造 成偏误

 ＃ １ １７ ５．１．３引号书写不 规 范 而造成

偏 误 ＃１１７５． １ ． ４分

号 书写 不 规 范而造成偏误  ＃ １１８

 ５ ． ２  标 点符号的误用＃ １ １ ９

５ ．２ ． １ 句 号的误用＃１１ ９ ５．

２ ．１ ． １ 逗 号误用成句号＃ １ １９

５ ． ２ ． １ ．２ 感叹误用成句号  ＃１２０

 ５ ．２ ．１．３问 号 误 用成句

号 ＃ １２ ０  ５．２．１．４  冒 号误用

成 句 号  ＃ １２ ０５．２．２  逗 号的误

用 ＃ １ ２１ ５．２．２． １  顿号误

用 成 逗 号  ＃１ ２１５．２． ２ ．２句

号 误用 成逗 号＃１２１  ５．２

． ２． ３  分 号 误用成逗号＃１ ２ １５．２．２．４问号误用成逗号＃１２２５．２．３顿号的误用＃１２２５．２．３．１逗号误用成顿号＃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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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３ ．２ 句号误用成顿号  ＃１２２

 ５ ．２ ．４分号的 误 用＃１

２ ３ ５ ． ２ ．４．１逗号误 用 成分号

＃ １２３ ５．２．４．２  句号误用

成 分号  ＃ １２３５． ２ ．５书

名 号的 误用 ＃１２３ ５ ．２．６

 感叹 号的误用＃１２ ４ ５．

３  标 点 符 号的空缺＃ １ ２４

５ ．３ ．１ 逗号的空缺  ＃１２４

 ５ ．３ ． ２ 冒号的空缺＃１２ ５  ５ ．３．２

． １  提示 性的 话语
后

面
不 加冒

号
 ＃

１２６ ５． ３ ．２．２

 动 词 “说 ”“问”后而 不 加冒号

＃ １ ２ ６  ５ ．３．３ 句号的空 缺 ＃１２

６   ５． ３． ３．１遗漏段尾句的 句 号＃１

２ ６ ５ ． ３．３．２  遗漏段中

句 末的 句号  ＃ １２６ ５ ． ３．４

引 号的 空缺 ＃ １２７ ５ ． ３．４．

１  空 缺 双 引号 ＃１２ ７ ５．

３ ． ４ ．２ 空缺右引号 ＃ １２７

 ５． ３．５顿 号的空 缺 ＃１２

７  ５ ． ３． ６书名 号 的空缺

＃ １２ ８   ５ ．４标点
符

号
的多

余
＃１

２
８

 ５．４． １ 逗 号 的多余

 ＃１ ２ ８  ５．４．１
．

１


出
现

在连
词

“和”“以及 ” “而”之

前 的逗 号  ＃１ ２８５．４．１． ２ 出现在

助 词“ 等” 和“ 等等”之前 的 逗号＃

１２ ９  ５ ．４． １ ．３逗

号多余 的其他情况＃１２９５．４．２书名 号 的 多余

＃ １ ３ ０５．４ ． ３ 句号

的 多 余＃１ ３０第六章 阿拉伯学 生学 习 汉 语中产

生 偏 误 的原因分析＃１３ １ ６．

１ 母 语 负 迁移＃１３１６． ２  日的语

知 识 负 迁移（过度泛化） ＃１３ ３  ６．

３  文 化 因 素的负迁移＃１３６   ６．４

 学 习 策略 和交际策略的影响  ＃ １３８

  ６ ．５ 学习环境因素的 不 良影响

＃１４ １６．５．１汉语教师方面的原因＃１４１  ６．５．２教材方面的影响＃１４１６．５．３教学方面的影响＃１４３第七章针对阿拉伯学生汉语学习偏误现象的教学建议和对策＃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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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１ 对教师提 出的建议 ＃ １４４

７ ． １ ．１引导学生进行阿汉两种语言 系统的对 比 分析＃

１ ４ ４  ７．１．２正确对待母语负迁移与调 动 其正迁移

 ＃ １ ４ ５ ７．１．３ 合 理设置课堂教学 ， 营造语言

环 境 ＃１４６  ７．２  对学生提

出 的建 议  ＃１４６ ７ ．２．１提高 阅 读能力，

培 养汉 语语 感 ＃１４６７．２．２  培养自我

评 价 的 意识和能力＃１４７７ ． ３对教

材 和 教 法 的 策略和建 议 ＃１４ ７ ７．

３ ． １  对 教 材 编写的建议＃１４７ ７． ３ ．１．１

 要 注 意 教 材编 写的准确性＃１４８  ７．３．

１ ． ２ 注 重教材
释

义 的完整性＃１４ ８  ７ ．３．

２注 意把一些内 容 纳入到教

学中去＃ １ ４ ８

第 八章结 论 ＃１５０参考文献＃１５１致谢＃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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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１ ． １ 选题背景

Ｃｏｒｄｅｒ （ １ ９６ ７） 把语言错误分成了失误 （ ｍ ｉ ｓ ｔａｋｅ ） 和偏误 （ｅｒｒｏｒ ） 两种类型 。 失误指的

是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偶然产生的 口误或笔误 ， 这种错误不成系统的 ， 学生能 自 己检查出来

并加 以纠正 ，

一

般是母语者和非母语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 偏误指的是学生对 目 的语的某

些语言项 目 的正确形式或规则的偏离 ， 这种错误具有规律性的 ， 是 自成系统的 ，

－

般外语

学习考难以 自 觉发现并加 以纠正 ， 因此经常会重复发生 。 鲁健骥 （ １ ９９９ ） 在 《对外汉语教

学姐考集 》

？

书 中指 出 ：

“

学习外语的人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吋 ， 从整体上说 ， 他所使用 的

形式与所学外语的标准形式之间总有
一

定的差异 ， 这表现在语言 的各个Ｍ面上—— ｉＨ字法

的 、 语荇的 、 语法的 、 词汇的 、 篇章的 、 语用 的 。 我们把这种差距叫做
“

偏误
” ”

。 基于 以

上的观点 ， 笔者与阿拉伯 留学生进行汉语 Ｕ 语交流时发现 ， 在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常

常会出现各类偏误 ， 其中最常见的有 ： 词汇的搭配组合能力 比较弱 、 学生使用 的简单句 比

较多 、 句子与句子之间缺乏连接成分 、 语篇不连贯 、 标点符号的书写和使用不规范等等 。

阿拉伯学生的汉语作文中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这样或那样的病句 ， 如 ：

＊我们今天晚上吃饭
一

起 。 （ 句子成分的错序 ）

＊我昨天参观 了 

一

个老朋友 。 （词汇搭配不 当 ）

＊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去爬长城 ， 到 了之后发现去长城的人很 多 。 （ 指示照应的误用 ）

＊下课之后我们打算去动物园 ． （句 号书写不规范 ）

这样的句子不仅 出现在汉语学习者的初级阶段 ， 到 了 中 高级阶段吋 ， 类似的偏误也屡见

不鲜 。 正因为如此 ， 研宂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造成偏误这个 问题早就引起 了 笔者的Ｍ视

和关注 。

Ｉ
ｔｊ于受到母语的影响 ， 大多数学生的大脑里 己经对母语的各种规则和表达习惯形成了

一

种 固定模式 ， 常常会借助阿拉伯语知识来解决 目标语上的学习 困难 。 而很多情况下 ， 他们

不会注意阿汉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

一

般他们 以阿拉伯语思维方式来处理汉语学习 中的

问题 ， 结果就造成 了各种各样偏误 。 在此基础上 ， 作为
一

名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 ， 而

根据我的外语学习经验 ， 我个人认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 留学生造成的偏误是
一

种值得关

注和研究的现象 。 如今 ， 不少研究表明 ， 在第二语言 习得中学生产生的不符合 目标语表达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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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偏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习质量和效果 。 这种影响早就 引起了语言学界不少研宄者

的广泛关注 ， 成为 了语言学界研宄的
一

个热点话题 。

１ ．２ 研究 目 的和意义

１ ．２ ． １ 研究 目 的

基于前人对语 Ｈ 偏误进行的研宄笔者发现 ， 大部分研宄都停留在外语学习 中 的错误描述

上 ， 并没有提 出较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有针对性的对策 。 在此笔者对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

过程当 中所造成的各类偏误进行
一

项研究 ， 调沓阿拉伯语母语者常见的词汇、 句法 、 语篇

和标点符号等其他语言层而上的典型错误 ， 试图通过这篇文章能找 出
一

条切实可行的合适

阿拉们学生习 得汉语的策略和 ］Ｈ确的学 习方法 ， 尽可能地在学习实践中改善阿拉伯学生的

综合运用能力 。 基干此 ， 笔者对阿拉伯汉语学 习者在学习 目 的语时 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 ，

芥通过分析找到偏误产生的原因 ， 最后再利用找到 的原因在教学中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

策略 ， 力求把阿拉们学生的偏误降低到最低最少 ， 从而达到既提高汉语老师的教学效果又

激发汉语学 ＞Ｊ者的学 ＞Ｊ 兴趣 、 自信心和热情的 Ｈ 的 。

通过对阿拉伯 学生所造成的偏误进行的分析与探究 ， 本研宄预期实现以下几个研宄 目标 ：

１ ） 挖掘并概括 出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时 出现错误的根源 。

２ ） 帮助阿拉伯学生避免出错或将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

３ ） 督促学生随时用汉语进行思考和表达并增加 Ｒ 的语的输入量。

４ ） 引 导学生正确地利用母语而克服汉语作文中母语表达习惯的负面影响 。

１ ．２ ．２ 研究意义

如今 ， 在大多数阿拉伯 国家 ， 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了
一

个很普遍的现象 。 作为
－

门外语 ，

汉语越来越受到不少阿拉伯 国家的广泛关注 。 但根据 目 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现状 ， 虽然阿拉

们学生学 习汉语 己经很长时间 了 ， 尽管他们积累 了
一

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 ， 但是汉语水

平和语言使用 能力往往达不到要求 ， 很 多学生仍然不能用 己经掌握的知识进行 自 由对话或

写 出
一

篇符合汉语语言规则的文章 ， 能用地道的汉语表达 自 己思想的学生还是寥寥无几。

在大多情况下 ， 等阿拉伯学生用汉语词汇 、 句法和语篇进行交流时 ， 他们难免造成各类偏

误 。

在 习得汉语的过程中 ， 阿拉伯学生出现的偏误不仅会严重影响对外汉语老师的教学效

率 ， 而且会使学 习者无法使用顺畅的语言恰绉地进行 口语和书面语交流 ， 更严重的是会打

击 了他们学习 外语的那份 Ｓ信 ， 挫伤 了他们学习热情 。 从不同语言层面上的偏误来看 ， 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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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的资料显示 ， 阿拉伯学生的错误体现在词汇 ， 如搭配不当 、 选词不准确 ， 错序和近义

词混用等偏误 ； 句法层面 ， 学生使用复合句有困难 ， 掌握不 了
一

些特殊的汉语句式等 ； 语

篇 ， 如阿拉伯学生不能正确使用语篇的衔接手段 ， 如对照和省略等 、 文章的逻辑性常常存

在问题 ， 语篇缺乏连贯性等 ； 标点符号 ， 学生无法正确使用
一

些点号 、 书写形式不规范等 。

其实在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笔者发现 ， 大多数学习者对母语的依赖性比较大 ， 为 了能够

避免出错 ， 他们
一

般通过用阿拉伯语思考后转化成汉语的方式来学习 ， 这也是偏误产生的

原因所在 。

因为在我们阿拉伯 国家 ，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师对学生造成的偏误并没有足够

的重视 ， 在他们进行汉语课堂教学时 ， 更没有针对这个 问题提出完善的 、 系统的改善措施

和教学方法 。 正因为如此 ， 笔者认为帮助阿拉伯学生减少语言偏误 、 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和汉语写作能力 ， 应该成为广大阿拉伯 国家汉语教学研宄者的重大课题之
一

。

如今 ， 在我们整个阿拉伯地区 ， 由于教学任务比较多 以及课堂教学中 的吋间安排得不

合理 ， 绝大多数汉语老师
一

般很少跟学生讲语言偏误对学习外语的影响 ， 学生则也不会意

识到 自 己所造成的
一

些偏误 ， 这当然会影响外语习得的效率 。 因此 ，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阿

拉伯学生造成的偏误进行深刻的分析与研宄 ， 这也对汉语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１ ．３ 研究内容

本研究内 容共分为八个部分 ， 第
－－

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宄意义 ， 研究 内容

和研究难点 ， 包括语言偏误在国 内外的研宄现状等等 。 第二部分对词汇层面上造成的偏误

进行深刻的分析 ， 而把这些偏误分为搭配不当 、 词性混淆 、 近义词的混用 、 遗漏 、 错序等

类型 。 第三章分析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句法时造成的偏误 ， 在此笔冇主要从句子成分和句式

上的偏误两大类入手 ， 将偏误归纳为定语层而 、 状语层面 、 补语层而 、 比字句 、 疑 问句 、

比较句等其他句式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 第四 章主耍分析阿拉伯汉语学习者学 ；ｙ语篇的

过程中所造成的偏误 ， 这
？

部分主耍涉及到指称偏误 、 省略偏误 以及关联词偏误三个方面 。

第五章笔者主要对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标点符号吋出现的偏误情况进行 了整理和收集并将

相关的偏误类型分为书写形式 、 符号的误用 、 符号的空缺和多余四大类 。 第六章阐述与分

析阿拉伯 留学也汉语习得中造成偏误的原因 ， 主要包括母语的负面影响 、 目 的语知识的过

度泛化 、 学 习策略的不 良影响和文化因素的千扰等其他因素 。 第七章笔者基于第六部分的

数据分析在第七章提出减少偏误的
一

些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思考建议 。 最后
一

部分是本研宄

的结论 ， 在此笔者对全文的 内容做出
一

个归纳 ， 并提出最后的总体看法 ， 指出里面的不足

之处和前人遗留未予解决的
一

些问题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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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

１ ．４ ． １ 研究方法

基Ｔ第二语亩 习得理论研究 、 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 ， 笔者通过北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收集到阿拉伯 学生的作文材料样品 ， 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来 自 阿拉伯 国家的

汉语初学者的期 中和期末写作考试 ， 还行本人给学生设计的
－

些作文题 目 ， 如
“

谈谈你的

周末计划
”

、

“

你的爱好
”

、

“

你的朋友的生 １ 丨 晚会
”

等 。 Ｕ ：他们在不使用任何学习 工具的情

况下 ， 用汉语进行写作 。 笔者通过这些方法来探宂阿拉伯学生在学 标语吋造成偏误的

原闪 ， 并对这呰偏 误进行 了分析
１

ｊ ｉ
ｎ纳 ， 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 力求给汉语学习者提供指

导和帮助 。

笔者把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下儿个方面 ：

１ ） 语料痄

通过北京语 ＶＴ大学 Ｕ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网站下载 了阿拉伯学生
一

些范文的写作其中有

来 闩沙特的
“

阿災德
”

同学和来 向约旦的
“

林娜
”

同学的作业 ， 包括来 自 苏丹 、 埃及 、 突

尼斯等其他阿拉伯 丨甸家的作文 。 笔者也对我们学校来 自 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设计
一

些作文
“

考

试
”

， 收集到他们不少相关的材料 ， 然后根据结果进行分析 ， 得 出理论 。 与此同时 ， 有时候

也会让他们把
一

些阿拉伯语句子翻译成汉语 ， 反之亦然 。 笔者认为采取类似的方法会帮助

阿拉伯学生减少学 习 外语时所产斗．的偏误 ， 使他们积极地摆脱母语的干扰、 了解产生偏误

的基本原因 、 培养 ｇ 的语的语感等 。

２ ） 文献研宄法

笔者收集 、 整理并分析前人在研宄语吉偏误过程中发表的文章 ， 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与

杳阅阿拉伯 留学生．的作文 、 课堂练习和课下老师布置的作业等资料 。

３ ） 对比研宂法

通过所收集的资料进行阿拉伯语与汉语的对比分析 ， 找出这两种语言在词汇 、 句法 、

语篇和标点符号等敁而的差异 ， 并对这些不 同之处进行分析 ， 让学生意识到和 丫解不同语

Ｓ 的表达习惯 ， 帮助他们提升对这些偏误的分析能力 。

４ ） ！
） ：

丨纳总结法

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归纳与整合 ， 将阿拉伯母语者 习得汉语过程中造成的偏误分

类列举 ， 然后对每种错误的相关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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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２ 研究难点

作为
一

名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学习者 ， 笔者早就对学生学习 外语的过程中造成偏误

这
一

方面的研宄产生 了兴趣 ， 这个问题不仅与我的专业有密切的关系 ， 而且这几年来在第

二语言 习得领域中也 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重视 。 但在中 国做类似的研宄笔者难免会遇到
一

些障碍 。 笔者总共遇到 了两大难题 ：

其
一

， 与研宄对象有关的 ， 虽然在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笔者收集到大量的资料 ， 华

中师范大学来 自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比较多 ， 但大部分同学都对汉语语法规则 、 句子结构 、

语篇衔接手段、 标点符号正确使用方法这类的 问题不太重视 ， 专 门研宄汉语语言的阿拉伯

学生人数也比较少 ， 大多说学生在中 国学习 四年汉语 ， 然后换其他研宄方向 。

其 ：
， 研宄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时造成偏误的学者几乎是

一

片空 Ａ ， 参考的资料也没

有多少 ， 这不仅对收集资料的过程造成影响 ， 而且在
一

定的程度上制约着我的研究的顺利

进行 。 笔者在这
一

方面下 ／不少功夫 。

１ ．５ 研究对象与语料来源

１ ．５ ． １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宄对象是来 自阿拉伯 国家的成年汉语学 习者 ， 包括突尼斯 、 阿尔及利亚 、 约旦 、

也 门 、 苏丹 、 埃及等其他国家的学生 。

１ ．５ ．２ 语料来源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当 中笔者主要借鉴和参考来 自不同途径的材料 ， 其 中有 ：

１ ） 北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 的阿拉伯语 母语者的作文材料 。

２ ） 《 中 園知网 》 、 《知 网空间 》 和 《ｍａｘ 上传文档投稿 》 网站上前人发表的与语言偏误有

关的优秀文章 ， 包括硕士和博士学 的优秀论文 。

３ ） 华中师范火学 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语言进修班的初中级班学屯的作文 ， 包括课外老师布置

的作业 、 期中和期末考试的资料 。

１ ．６ 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１ ．６ ． １ 国内的研究

１ ．６ ． １ ． １ 词汇层面上的研究

国 内关于语言偏误的研宄虽然起步得较晚 ， 但研究的范围也显得很宽泛 。 鲁健骥 （ １ ９８７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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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介语 出发 ， 在 《外 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 》

一

文中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词汇时

产生偏误的原因进行 了分析 ， 并把偏误分成四种大类 ： 搭配上有区别 ； 相互对应的词语感

情与语体色彩有差别 ； 目 的语与母语词之间意义上有交叉 ； 词语用法上有区别 。 鲁健骥的

文章是 中 国偏误分析早期研究的代表 ， 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 后来引发

了 国 内
一

系列 的相关研宄 。 陆庆和 （ ２００６ ）
？
在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 中分析 了外国留

学生学 习汉语时的词汇偏误 ， 认为这些偏 误主要表现在对词语的实用和理解 ， 而造成偏误

的相关原因主要来 自语际的千扰因素 （母语 ） 和语 内 的干扰因素 （ 学生不 了解词语的意义

范畴和搭配关系 ） 。 沈履伟 （ ２００２ ）
？

在他的 《高级阶段汉语词义教学的几个问题 》
…

文中 ，

根据他 自 己的实际教学经验 ， 探讨 了 词义教学在词ｒ教学中 的ｍ要性 ， 认为高级阶段的词

义教学 ， 首先应该特别注意外语习得者的母语文化 。 其次词义教学应该 交际密切结

合 ， 同时也要 引 导学生从词义阐释方面思考 Ｍ题 。 张永芳 （ １ ９９９ ）
？

《外 国 留学生使用汉语

成语的偏误分析 》
－

文 中对留学少使川汉语成语时 出现的偏误进行语义和语法上的分析 ，

概括汉语学 ＞Ｊ者使用成语时造成偏误的甚本说 为对外汉访成语教学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

杨满生 （ ２００６ ）
？
在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琐议 》 也从教学总体设 汁和原则角度探讨过词汇教

学 ， 针对相关的偏误提出建议 。 词ｒ教学也被视为足语言教学ｍ要组成部分 。 胡明场 （ １ ９９７ ）

？
曾说过 ：

“

语言 由词语组合而成 ， 离开 了词语也没存语靑 。

”

邢红兵 （ ２００３ ）
？

《留学斗：偏

误合成词的统计分析 》 把汉语学 ＞
？ ！者的合成偏误分析分成了新造词 、 语义相关语素 、 语素

顺序错误 、 使用语义无关语素或增加减少语素 、 其他错误五种类型 ， 并对这些偏误进行详

细的分析 。 上面这些研宄成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词汇偏 误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 并为整个

教学过程提供了指导 ， 这也是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参考的依据之
－

。

１ ．６ ． １ ．２ 句法层面上的研究

这方面国 内研宄起步得比较早 ， 而其屮最为突 出 的是北京语 ＃大学的鲁健骥
＠
先４

－

： 。 在

他 １ ９９４ 年发表的 《外 国人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

？

文中把以英语为母 的汉语初学者在学习

语法时所造成的偏误按其性质分为遗漏 、 误加 、 误代 、 错序四种类沏 。 后来不少学者对汉

英两种语言在句法形式上的差异进行 了系统的对比 ， 如连淑能 （ １ ９９３ ） 、 何善芬 （ ２００２ ）

？
和

潘文国 （ ２０ １ ０ ）

？
等 。 也有其他研宄者探宄 了汉语在句法层面上对英语学习所带来的负面影

①
鲁健冀 ． 外 国人学 习汉语的 词语偏 误分析 ［Ｊ ］

． 语 言 教
学

与研究， １ ９ ８７（ １ ） ． ②

陆
庆和（ ２ ０ ０６） 《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

Ｍ
］ ． 北 京： 北 京大学出 版社， ２ ００６ ③

沈
履伟． 高 级阶段汉语词义教学的几个问 题［ Ｊ］ ． 天 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１ ９ ９９， （４ ） ． ④

张
永芳． 外 国留 学生使用汉语成语的偏误分析［ Ｊ］ 语 言 文 字应用， １９ ９ ９（３ ）．  ⑤杨

满
生．对 外 汉语词汇教学琐议．［ Ｊ ］ ． 北 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２ ０

０３，  ６． ⑥胡

明
场 对外 汉语教学中词 汇教学的若干问题，《 语 文字 应用》１期 （ １ ９ ９ ７ ）  ⑦邢红

兵
．留学 生 偏误合成词的统计分析［Ｊ］ ． 世 界 汉 语教学，２０ ０ ： ３ （４）  ⑧鲁

健
骥．外国 人汉语语法偏误分析［Ｊ ］． 北 京 ：语 言 教 学 与研究，１ ９

９ ４ ⑨何

善
芬．汉 英 语言对比研 究［Ｍ ］． 上 海 ：上 海 外语教育出版 社 ，

２００ ２ ⑩潘文国

．汉英 语 言对比概念［Ｍ］ ．北 京 ： 商务 印 书馆，２０ １ 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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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其中最为突出 的有 ： 李红 （ ２００２ ）
？
也提出过 ：

“

母语迁移见于中 国英语学习者习得英

语反身代词的整个过程
”

。 句法方面的研究也包括 肖奚强 （ ２００５ ）
？
在 《外国学生

“

除 了
”

句式使用情况的考察 》
一

文中 ， 分析 自然语言和中介语的
“

除了
”

句式的构成 ， 而提出相

关句式的教学分级 。 吕腮菊 （ ２００８ ） 也同样在他发表的 《浅析初学汉语外国人的语法偏误 》

？
－

文中总结了英国汉语学习者容易 出现的语法偏误问题 ， 并指出遗漏 、 误加 、 搭配 、 错序

和特殊句式用错是造成外语学习者出现偏误的原因 。相关的论文也有李大忠 （ １ ９９６ ）的 《

“

使
”

字兼语句偏误分析 》 ， 刘苏乔 （ ２００２ ） 《表比较的
“

有
”

字句浅析 》 。

戴炜栋 （ １ ９９４ ）
？
也 曾提出过 ：

“

用母语的语法组织外语的句子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

完成的外语任务越难 ， 对母语的依赖性就越大。

”

申小龙 （ ２００３ ）
？
也研宄过汉语和英语句

子的语序而总结 出 ：

“

汉语的组合在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 ， 不依靠语法形态标志来连接语

言成分 ， 不具有时态 、 语态 、 性 、 数 、 格等词性变化 ， 而只是讲宄逻辑意义的通顺。

”

徐烈

炯和刘丹青 （ １ ９９８ ）
？
把话题看作

一

个句法结构概念 ， 他们认为汉语普通话属于 ＴＳＶ０ 型语

宵 （ Ｔ 代表话题 ） ， 英语属于 ＳＶ０ 型语言 。

以上研宄表明 ， 国 内对句法偏误分析的研宄成果逐渐增多 ， 这意味着偏误分析不再只局

限于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活动 ， 而且也对出现在课外活动中的偏误进行全面的分合研宄 ， 这

对后面的偏误研究者提供更多 的借鉴意义 ， 更对 日后对外汉语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６ ．２ 国外的研究

国 际社会对外语习得者造成偏误的研宄更加全面 ， 相关的著作也很多 。 这几年来 ， 不 同学

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语言偏误进行 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 而获取了许多成就和成果 。

１ ．６．２ ． １ 句法层面上的研究

在他的著作 《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ｎ ｓ ｆｅｒ 》
－？

书中 ，
０ｄ ｌ ｉ ｎ（

２００ １ ）

？
从句法层面阐述了 因母语

负迁移而造成的偏误 ， 他提到过 ：

“

在句法上 ， 语际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很明显 ， 包括词序 、

关系从句 、 冠词和动词词组 。

”

Ｃｈａｒ ｌ ｅｓＦｒ ｉ ｅ ｓ（ １ ９４５）

？
曾说过 ：

“

在外语教学课堂背景下 ，

学习者的母语对他们 Ｒ 的语的学习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 ， 而母语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会经常不

知不觉地迁移到学习＃ ， 特别足初学者的外语学习 中去 ， 这是学习者初学阶段的必然特征

Ｌａｄｏ （ １ ９５ ７ ）

？
在他的 《跨文化语言学 》

一

书中也指出过 ：

“

如果 目 的语中的知识与母语相似 ，

①李红 ． 中国英语 学习者反身代 词习得 中的迁移作 用
［
Ｊ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２００２（ ２ ） ： １ １ ６
－

１ ２４ ．

②

肖 奚强 ． 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 ［Ｊ ］ ． 世界汉语教学 ， ２００２（ ２） ③

戴
炜栋， 朿 定芳． 对比分析， 错 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中的 若干问题［ Ｊ

］
．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１ ９ ９４（５ ） ④

中

小龙． 中 国 句型文化［ Ｍ
］

．
哈 尔滨： 东 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１ ９ ８８⑤

徐
烈炯、 刘 丹青． 话 题的结构与功能［ Ｍ

］
．

上 海： 上 海教育出 版
社

，１９ ９ ８ ⑥Ｏ

ｌ
ｄｉ ｎ． Ｔ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Ｔ ｒａｎｓｆｅ ｒ： Ｃ ｒｏ ｓｓ－Ｌ

ｉｎ ｇｕｉ
ｓ ｔｉ ｃ Ｉ ｎ ｆｌ ｕ ｅ ｎｃｅｉ ｎ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 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Ｍ ］
．

Ｓ
ｈ ａｎｇｈａｉ：  Ｓ ｈａｎｇｈａｉＦ ｏｒｅｉｇ ｎ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 ｎＰ ｒｅｓｓ，２
０
０１： ８ ７ －９

０

． ⑦

Ｆ
ｒｉ ｅ ｓ， Ｃ． Ｔ ｈｅｔ ｅ ａｃｈｉｎ ｇａ ｎ

ｄＬ ｅａｒｎｉｎ ｇＥ ｎ
ｇｌｉ ｓ ｈ ａ ｓａ Ｆ ｏｒｅｉｇ ｎＬ ａｎｇｕａｇ ｅ［ Ｍ ］

．
Ａ

ｎｎＡ ｒｂｏｒ： Ｕ 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 ｏ ｆ

Ｃｉｃ ａｇｏＰ ｒｅｓｓ，
１ ９

４ ５： ３ ０－３
３

⑧

Ｌ
ａｄｏ，Ｒ

．
Ｌ ｉ ｎ ｇｕ

ｉ
ｓ ｉ ｔ ｉ ｃ ｓ ＡｃｒｏｓｓＣ ｕｌｔ ｕ ｒｅｓ： Ａ ｐｐ ｌｉ

ｅ ｄＬ ｉｎ ｇｕｉｓ ｉｔ ｃｓｆ ｏｒ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Ｔ ｅａｃ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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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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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学 习 者 学 起 来会感 到 很 容 易 ； 如 果 与 母 语 不 同 ， 则 学 起 来会 觉得 很 闲 难
”

Ｆｒｅ ｅｍａｎ （
１ ９７６ ）

？
也对母语为 日语的学生学习英语冠词时母语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 他总

结道 ：

“

日语中没有冠词这
一

语法范畴 ， 因此同母语中有冠词的学习者相 比 ， Ｈ 本学生在学

习冠词时没有参照物 ， 更容 易犯错误 。

”

其实 ，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也 比较多 ， 但在此笔者只

参考了 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 。

１ ．６ ．２ ．２ 语篇层面上的研究

与语篇有关的研宄也不少 ， 其中最为突 出 的行 Ｒａ ｉ ｍｓ （ １ ９８ ３ ）

？
， 在他的 《 Ｔｅ ｃ ｈｎ ｉ ｑ ｕ ｏ ｓｉ ｎ

Ｔ ｅａｃｈ ｉ ｎｇ 
Ｗｒ ｉ ｔ ｉ ｎｇ 》

一

书中指出过 ：

“

学习者在外语的写作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助于母语的思

维方式 。

”

乌扎瓦 Ｕ ｚａｗａ 和卡明 ＣＵｎｍ ｉ ｒｉ ｇ （ １ ９８９ ）

？
两位语言学家也对 以 日 语为第 ： ：语言的美

国学生进行研宄发现 ， 在他们用英语进行 日语写作时 ， ８０％的学生都会求助 Ｔ
？

母语的语篇结

构完成任务 。 Ｋａｐ ｌ ａｎ （ １ ９６６ ） 

？
也认为 ：

“

母语文化思维和知识会影响到二语学 ＞」者的 语篇组

织 。 学习者用第二语言进行写作时 ， 通常会受到他们母语所固街 的语篇结构模式的制约
”

哈里德 （ 丨 丨ａ ｌ ｌ ｉ ｄａｙ ） 和 哈桑 （ Ｈａｓａｎ ）（ １ ９７ｆｉ ）
？
在 《 Ｃｏ ｈ ｅ ｓ ｉ ｏ 丨 １ｉ ｎ 丨 ｉｎｇ ｌ ｉ ｓ ｈ 》

一

书 中指出 ：

“

衔接之所以能使
一

段话成为语篇 ， 就在于通过语法和词汇等手段 ， 把结构上彼此毫无联

系的句子粘着在
一

起
”

， 他们在这本书 中把衔接手段的种类 以及在语言学研究中所站的地位

做 了更加全面、 更加系统的阐述 。 ＶａｎＤ ｉ ｊ ｋ 也把语篇的连贯看作
一

个 （狹义的 ） 语义概念 ，

是语篇 内部成分之间线性的和层级性的语义关系 。 Ｒｅ ｉ ｎｈａｒ ｔ ａ ９８０ ）

？
和 丨ｉｈ ｒ ｌ ｉ Ｃ ｈ （ １ ９９０ ）

？
也 ．

研宄国语篇中 的衔接手段而提出过 ：

“

具有显性连贯的语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 衔接 、

一

致

性 、 相关 。

”

在他研宄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在衔接层面的差异 ， Ｌｅｇｇｅ ｔ （ １ ９９ １ ）

？
也提到过 ：

“

英语常用八种方式取得段落的连贯 。 如 ？

． 时间顺序 、 空间顺序 、 从
？

般到特殊或从特殊

到
一

般 、 层递 、 比较和对比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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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词汇层面上的偏误

随着语言研究领域的逐渐深入 ，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在外语教学中 的重要性 ， 不少

语言学家对词汇起到的作用进行相关的研宂 。 如英 国著名 的语言学家 ＧｅｏｒｇｅＷ ． Ｗ ｉ ｌ ｋ ｉ ｎ ｓ ．

（ １ ９ ７２ ） 在其 《语言教学中 的语言学 》 中 曾提出过 ：

“

如果没有语言和语法 ， 还可 以传达
一

点点信息 ， 但是如果没有词汇 ， 那就什么信息也传达不 了
”

。 Ａ ｌ ｌ ｅｎ＆ Ｖ ａ ｌ ｌ ｅ ｔ （ １ ９７２ ）

曾 说过 ：

“

无论是哪种 Ｈ标语 ， 词汇在所有语 教学中都是重要因素 。

”

博林格则也 曾提出

过 ：

“

任何
一

个掌握了
一

门外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 ， 主耍时间都是花在掌握这门语言的词汇

上而的
”

。 同样 ｋ ｖ ｃＵ 也说过 ：

“

间汇足语 言产出 的驱动力
”

。 ｆｔ然教学法的侣导人特雷西

也指 出过 ：

“

词Ｃ学习对干理解语言和 Ｖｆ语输出都至关Ｍ要 ， 存 了足够的词汇量 ， 即使对结

构的 了解几乎等于零 ， 也 可 以理解和说出大量的第 ： ：语言
”

。 山此可见 ， 在任何
一

种语言 习

得 勺使用过程苗 中 ， 词汇具苻极其ｍ要的作用 。 ｗ此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词汇是制约学

＞
Ｊ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 ， 也楚语 良Ｍ面的最活跃的 、 最基本的重要成分 ， 没有足够的词汇

量学生就无法表达 自 己的思想 。

众所周知 ， 母语词汇量的扩大是
一

点
－

－

滴地积累 ， 那么 ， 目 的语的词汇量同样也是点

滴积聚起来 。 但学习外语的过程涅 中学生不会等到习得足够的词汇量后才能开始跟别人交

流 ， 而要通过交流中
一

步
一

步地扩大与积累词汇量 。 但处于初级阶段的学生 ， 因为积累 的

词汇仍受限制的 ， 等他运用外语进行 日 常沟通时 ， 他就感到力不从心 ， 此时 ， 他往往会采

用 自 己最熟悉的语言


母语即阿拉伯语 。 Ｃｏｒ ｄ ｅ ｒ（ １ ９ ７８ ） 也 曾指出过这个问题 ：

“

当学

习者表达思想碰到 困难的时候 ， 他会运用 母语来弥补 Ｈ 标语的不足 。

”

但采取这样的学习

策略学生难免 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误 。

由于阿拉伯语与汉语两种语訂的社会文化背景Ｗ所不同 ， 所 以两者都有各 ｆｔ 的特定词

汇 、 成语等方而 。 这些表达独特民族的词汇在其他语 Ｎ Ｍ面姑找不到对应的 。 根据前人的

相关研宄 ， 依靠母语解决外语 问题 已经变成 了外语学 习过程屮 的
一

种普遍现象 ， 无论是作

为
？

个学 策略还是偏误产生的 ， 不少外语学 习者会无知无觉地使用母语的词汇造成不同

程度的偏误 。

通过分析 ＨＳ Ｋ 动态作文语料中所收集到的资料 ， 包括阿拉伯学生的期 中和期末考试的作

文笔＃发现 ， 虽然有些单词在表面上是有对应的 ， 但其文化 内涵并不完全相 同 ， 这些文化

负载词在
一

定 的程度上会很容易迷惑外语学习者 ， 让他望文生义 。 为 了能够克服这方面的

困难 ， 大多数学生会借用阿拉伯语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 然后将母语词汇套用在汉语的使用

上产生错误 。 与此同吋 ， 因为学虫早就受到母语词汇的影响 ， 能准确有效地把握 目 的语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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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也不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 更别说能够 了解这些词汇的不同象征意义或者相关的褒贬意

义 。

另外 ， 来 自 阿拉伯地区的学生开始接触汉语之前 ， 他们大脑里 已经形成 了 比较完善成熟

的阿拉伯语体系和
一

定的思维模式 ， 因此母语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对汉语词汇的积累产生负

面的影响 。 对许多对外汉语老师来讲 ， 学生掌握的词汇量的大小 以及运用词汇的熟练程度

能或多或少衡量汉语语言水平的Ｍ要尺度 。

本文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基础上 ， 对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的偏

误进行 了分析与探讨 ， 试图找 出产生这些偏误的原因 ， 从而帮助阿拉伯学生摆脱以及减少

可能会出现的错误 。

本文将要从搭配不当 、 词性混淆 、 错序 ， 近义词的混用等方面来分析阿拉伯学生学习

汉语词汇时所造成的相关偏误 。

２ ． １ 搭配不当

在其著作 《语义学 》 中 Ｌｅ ｅ ｃｈ（ １ ９８３ ） 曾指出过 ：

“

搭配意义是
一

个词常常与另外
一

个

词同时出现来传递意义 ， 这
一

词必须与别的词搭配在
一

起而产生相应的含义 英国著名 语

义学家利奇 （ Ｇｅｏ ｆ ｆｒｅ ｙＬｅ ｅ ｃｈ ） 也认为 ：

“

搭配意义是 由
一

个词所获得的各种联想构成的 ，

而这些联想则产生于与这个词经常同吋 出现的
一

些词的意义
”

。 可见 ， 词汇搭配是
一

种结伴

关系 ， 也就楚说某个词的搭配意义应该通过另外
一

个单词相结合而产生 ， 而不是随便的词

义对应的关系 。 任何
一

门语言屮 ， 每个词都会有约定俗成的搭配范围 。 在阿拉伯 语和汉语

中 ， 词汇的搭配组合往往是各不相 同的 ， 所 以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 ， 阿拉伯学生不能机械

地把阿拉伯语的搭配硬搬到汉语中 去 。 其实阿拉伯语里面的词语搭配比汉语还复杂得多 ，

其中有 以动词为中心的搭配 、 以形容词为中 心的搭配 、 以名词为中心的搭配等等 。 在学习

汉语词汇时 ， 阿拉伯学生所造成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他只从语义着眼逐字逐句转换 ， 不考虑

目 标语的语言 习惯 ， 更不注意词与词之间的可搭配 和兼容性 ， 因为如此 ， 学生会很容易

造成各种搭配不浩的偏误 。

通过分析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的资料笔者发现 ， 阿拉伯学虫学习和使用汉语词汇的

过程当 中 ， 词汇搭配错误类型共有 ４ 类 ： 动宾搭配不当 、 主谓搭配不当 、 定 中搭配不当和

关联词搭配不当 。 下面笔者根据收集到的偏误用例的多少 ， 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将这些偏

误统计如下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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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
￥
成搭配不当偏误 统计 ：



动宾搭配不 当 主谓搭配不当
｜

定 中搭配不当 ｜

关联词搭配不当

总数量


１ ６

偏误用例


７



３


３


３


占总数的 比例


４３ ． ７ ５％


１ ８ ．７ ５％


１ ８ ．７ ５％


１ ８ ． ７ ５％


２ ． １ ． １ 动宾搭配不当

＊（ １ ）
？
今天是周末不上课 ， 我帮妈妈收拾房 间 ， 我打扫桌 丫

？

和洗椅子 。

＊（ ２ ） 上个月 我们三个人去北京参观
一

个朋友 。

＊（ ３ ） 今天晚上要跟我的中国朋友
－

起去参观表演 。

上面例句 （ １ ） 中 的动词
“

打扫
”

和
“

洗
”

与充当宾语成分的名词
“

桌子
”

和
“

椅子
”

搭

配不当 。 汉语 中
一

般用
“

清理
”

或
“

擦
”

来搭配使用 ， 这样才符合汉语的正确表达方式 。

例句 （ ２ ） 和例句 （ ３ ） 中的动词
“

参观
”

不能与
“

朋友
”

，

“

表演
”

搭配使用 。 动词
“

参观
”

指的是对各种情况加 以比较观察 ， 现指实地观看 ， 比如
“

参观博物馆 、 故宫 、 景点
”

等等 ，

但不能与人
一

起搭配 ，

一

般我们说
“

看望
一

个朋友
”

，

“

参加表演
”

等 。 因为动词
“

打扫
”

和
“

洗
”

在阿拉伯语里面都可以用动词
“

ｃＵｊ

”

（打扫 ， 洗 ） 来对应 ， 所以阿拉伯

学生会按照母语中的表达习惯完成句子而造成偏误 。 因此 ， 上面的例句应该改成 ：

（ １ ） 今天是周末不上课 ， 我帮妈妈收拾房间 ， 我擦好枭子和椅子 ／把桌椅清理干净 。

（ ２ ）１
■

．个月 我们三个人去北京看银 个朋友 。

（ ３ ） 今天晚 丨＞要跟我的 中 国朋友
…

起去参加 ／＃表演 。

又如 ：

＊（ ４ ） 在我们国家 ， 小孩子不到五岁就开始学幼儿园 。

＊（ ５ ） 到 了 上海 以后 ， 我认识 了南京路 ， 外滩和革命 博物馆 。

？
注 ：

＊（ ） ： 前面带钌里兮的例句是学４：写 Ｉ
Ｉ

！來的病句

〇 ： 不带ａ ｙ的足笔者修改后的句 了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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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⑷ 中 的动词
“

学
”

不能和
“

幼儿园
”

用在
一

起 ， 这样的动宾搭配是错误的 ，

“

学
”

后面的宾语不能是地点名词 ， 而应该是表示具体的学习 内容 ， 如
“

学阿拉伯语
” “

学数学
”

“

学滑冰
”

等 。 例句 （ ５ ） 的错误也 同样与动词
“

认识
”

后面的宾语有关的 ，

“

认识
”

的宾

语
一

般是客观的抽象事物或有生命的人 ， 而不能使用具体的无生命的事物 ， 可以说
“

我认

识他的弟弟
”

，

“

她认识到 自 己的错误 。

”

所 以上面两个偏误要纠正为
“

开始上幼儿园
”

和
“

参

观 了南京路 ， 外滩和革命博物馆
”

。 再看 ：

＊（ ６ ） 他不尊重别人 ， 他小的时候没有学礼貌 。

＊（ ７ ） 明天是星期天 ， 我跟我的朋友安排好 ， 看 电影后 ， 要
－

起走人民广场 。

例子 （ ６ ） 中的
“

学礼貌
”

也是动宾搭配不当 的偏误 ，

“

礼貌
”一

词不能与动词
“

学
”
…

起

搭配 ， 可以说 ，

“

讲礼貌
”

，

“

学礼仪
”

等 。 在例子 （ ７ ） 当 中 ，

“

走
”

是不及物动词 ， 所以后

面不能出现地点宾语 ， 应该用动词
“

参观或逛
”

来替代 。 阿拉伯学生之所 以造成类似的搭

配不 当 的偏误 ， 是因为他把母语里面的 （没有学礼貌 ） 和

（走人民广场 ） 直接翻译成汉语 ， 他简单地使用 了母语中 的表达 习惯来造句 ， 结果造成 了

以上的偏误 。 句子要纠正为 ：

（ ６ ） 他不 尊重别人 ， 他小的时候没有讲礼貌 。

（ ７ ） 明天是星期天 ， 我跟我的朋友安排好 ， 看 电影后 ， 要
一

起逛人 民广场 。

２ ． １ ．２ 主谓搭配偏误

＊（ ８ ） 他态度越来越還亮 。

＊（ ９ ） 我跟我的中 国朋友之间 的关系很漂亮 ， 我们
一

直互相帮助 。

句 （ ８ ） 和句 （ ９ ） 中学生使用形容词
“

漂亮
”

修饰
“

态度
”

和
“

关系
”

， 这种搭配是不

恰当 的 ，

“

漂亮
”一

词
一

般用于描述长相 ， 如 ：

“

他的女朋友越来越漂亮
”

。 在阿拉伯语中 ，

形容词
“

好
”

和
“

漂亮
”

都含有美好的意思 ， 基本上都可 以替换用 ， 但因为汉语学习者没

有注意之间的本质 区别 ， 再加上处于初级阶段的学生对
“

好
”

和
“

漂亮
”

两个词的修饰对

象不是很 了解 ， 他就随意地把 和 分别翻译成
“

漂亮的态度
”

和
“

漂

亮的关系 。 所以句子应该改成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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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他的态度越来越ｆｉ 。

（ ９ ） 我跟我的 中 国朋友之间 的关系很赶 ， 我们
一直互相帮助 。

用形容词
“

好
”

来修饰
“

态度
”

和
“

关系
”

这样的搭配会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 又如 ：

＊（ １ ０ ） 老师给我们很多作业 ， 我这几天学习压力越来越畫。

“

压力
”－

词
一

般与形容词
“

大
”

搭配 ， 而
“

多
”

用于描述数量大 ， 如 ：

“

我们学校

的 留学生越来越多
”

。

“

大
”

则
一

般形容的是具体事物或体积等 ， 也可 以修饰抽象的事物 （压

力 ， 影响 ） 等 。 阿拉伯语中 的 （压力 ） 可 以用
“

多
”

来形容词 ， 阿拉伯人常常说

（很多压力 ）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造成主谓搭配偏误的原因所在 ， 因此句

子应该改为 ：

（ １ ０ ） 老师给我们很多作业 ， 我这几天学 习压力越来越大 。

２ ． １ ．３ 定中搭配不当

＊（ １ １ ） 那天晚上 ， 附近 的广场 已经站满 了数万名来看表演的人群 。

＊（ １ ２ ） 我
一

生中最大的爱 。

＊（ １ ３ ） 对我来说踢足球是最精彩的运动 。

定屮搭配不沩指的是充当定语的成分与作 屮心语的成分被学生错误地搭配使川 。 其实

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定 中搭配屉面上也存在着差异 。 以上三个例句也反映出阿拉伯学屯对这

个 问题的 了解不够深入 。 例句 （ １ １ ） 中 的定语
“

数万名
”

己含有人数很多的意思 ， 所 以后

面的 中心语不要加表复数的词语
“

人群
”

， 这样的搭配是错误的 ，

“

人群
”

应该改成
“

人
”

或
“

参观者
”

等 。 在阿拉伯语中 ， 我们可 以说 （很多人群 ） ， 所 以阿拉

伯学生就把母语中 的相关表达习惯迁移到汉语使用上去 。 例句 （ １ ２ ） 中 的
“

最大的爱
”

也

是阿拉伯语里面常用 的
一

种表达 ， 人们常用 （ 巨大的爱 ） 来表示对某个人或某个

事物的感情 ， 我们
一

般用形容词
“

大
”

来修饰
“

爱情
”

这个词语 。 所以阿拉伯学生就把这

种习惯套用到汉语里面去 。 但在汉语里面 ， 人们
一

般用
“

深
”

来修饰
“

爱情
”

。 再看例句 （ １ ３ ）

中的搭配 ， 在此 ， 学生错误地用形容词
“

精彩
”

来修饰
“

运动
”

， 这样的搭配阿拉伯语里面

可 以接受的 ，

一

般我们说 （精彩的运动 ） 。 但汉语中 ， 形容词
“

精彩
”

的修饰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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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一

般是具体的事物包括展览 、 演讲、 比赛 、 电影等的优美和出色 ， 不能用来修饰运动 。

句中
“

精彩
”

与
“

运动
”

不能
一一

搭配 ， 因为这个句子不是用来形容运动的优美和 出色 ，

而是用来形容踢球这个运动的好处多 ， 使运动人员保持健康等等 ， 所以要使用形容词
“

好
”

比较恰当 。 句子需要改成 ：

（ １ １ ） 那天晚上 ， 附近的广场 已经站满 了 数万名来肴表演的人 。

（ １ ２ ） 我
一生 中最深的爱

（ １ ３ ） 对我来说踢足球是最好的运动

２ ． １ ．４ 关联词搭配偏误

关联词
－

般出现在复句 当 中把两个以上的分句连接在
一

起 。 与阿拉伯 语相同 ， 汉语中

的复句类型也分好几种 ， 包括表并列的关联词 、 表转折的关联词 、 表因果的关联词等等 。

在汉语复句ｆｆｉ ，

一

般分句 中 出现的关联同之间的搭配是比较固定的 ， 就表示转折关系的关

联词而宵 ， 如果前文出现 了
“

虽然或者尽管
”

等连词 ， 后面
一

定要与
“

但是 、 可是 、 却
”

等搭配使用 。 伹阿拉伯语中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用 的关联词也有所不同 ，

一

般会用其他连

接词来表示 。

表 ２ ： 阿 、

ｐ

Ｔ两种语 ？￥表示递进关
＾
和条件关系 的关联词的搭配差异 。



ｕｒｎ


阿拉伯语


不但 ． ． ． 而且不 还是

不仅 而且不是 ． ． ． ． 还是

表条件关系只要 ． ． ． 就只有 ． ． ． ． ． 就＞

可见 ， 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关联词搭配层面上也存在着差异 。 下面造成偏误的原因也是

汉语学习者的母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１ ２ ） 我觉得喝酒不但对他们的 身体不好 ， 还对别人的身体不好 。

＊（ １ ３ ） 只有你好好学习 ， 就可 以考过 ＨＳ Ｋ４ 级 。

汉语中表示递进关系的关联词也有各种各样的 ， 其中最常用 的有
“

不但…而且
”

这种

搭配 。 如果前小句中 出现 了
“

不但
”

后面不能用其他关联词 ， 只能用
“

而且
”

、

“

也
”“

还
”

才能表达淸楚 。 例句 （ １ ２ ） 中的搭配是错误的 。 根据上面的表格 ，

“

不但…还
”

这样的搭配

１ ４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是来 自于阿拉伯语表示递进关系的搭配习惯 。 例句 （ １ ３ ） 也是
一

样的 ， 阿拉伯学生按照母

语中 的
“

 （ 只有…就 ） 来表达 。 上面两个例句应该纠正为 ：

（ １ ２ ） 我觉得喝酒不但对他们的 身体不好 ， 而 且对别 人的身体不好 。

（ １ ３ ） 只要你好好学习 ， 就可 以考过 ＨＳＫ４ 级 。

后面的例句这也是个固定搭配 ， 两分句之间是条件结果关系 ，

“

只有
”
一

般跟
“

才
”

搭

配 ， 而
“

只要
”

后面只 能跟
“

就
”一

起搭配使用 。 又如 ：

＊（ １ ４ ） 她穿这件衣服王是不好看 ， 还是别 人会笑她 。

“

不但 ． ． ． ． ． ． 还是
”

这种搭配是选择句 的标志 ， 但在这个例子中 ， 学生想表达的不是选

择 ， 而是递进 。 可见 ， 该句子的前面部分 出现 了
“

不好看
”

表示感情基点 ， 递进说明
“

别

人会笑她
”

。 在此因为学生没有掌握好这种关联词的使用而造成偏误 。 例子要改成 ：

（ １４ ） 她穿这件衣服不仅不好看 ， 而且别 人会笑她 。

２ ．２ 词性混淆

词性是指词在语法上的区别特征 ， 在外语学 习 的过程中 ， 因为不少学生从未考虑单词

的词性和语法功能而简单地从词义对应的角度 出发使川词汇 。 其实词性偏误也同样成为汉

语学习者的
一

个？难点 ， 更是我们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
－

个很明显的表现 。 在外语习得

时 ， 只有掌握好词性 ， 才能正确运用词语 ， 写 出完整的句子 。

通过分析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 的阿拉伯学生的写作笔者发现 ， 有很多学生只注重词

ｒ的意义 ， 而忽略 了语法的意义 ， 造成各种各样的词性偏误 。

表 ３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词性混淆偏误统计
名词 误用为形容词 名词误用为动词动词误用为形容词 动词误用为名 词

偏误总计


１ ４

偏 误用例


２



６


３

 ３



占总数的 比例 １ ４ ． ２８％ ４ ２ ． ８５％ ２ １ ． ４２％ ２ １ ． ４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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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 １ 名词误用为形容词

＊（ １ ５ ） 年轻 出 国旅游 。

＊（ １ ６ ） 他每次冋答 问题冋答不正确 ， 他很笨蛋。

例句 Ｕ ５ ） 中的偏误是阿拉们学也对
“

年轻
”

这个 同掌握得不是很牢 固 ， 他分不清

楚该词语耍充当什么成分 。 根据 《汉语大辞典 》

？
的解释 ，

“

年轻
”

是
一

个中性的词语 ， 指

的是年纪不大 （ 多指十七八岁東三十岁 出头 ） ， 强调年龄处于较小的状态 。

一

般出现在句子

中充当形容 间成分 ， 如
“

他很年轻
”

、

“

年轻的护士轻声走进屋来
”

等 。 但
“

年轻
” ？

般不

能做名词 。 因为阿拉伯语Ｍ而 （年轻 ） 既 可 以作名 词 ， 也可 以作形容词 ， 所以学生

受到母语的影响而造成词性混ｍ 的偏误 上面应该把
“

年轻
”

改成
“

年轻人
”

才能表达淸

楚 。 Ｕ ６ ） 句中 的
“

笨蛋
”一

词 ， 足
－

个名词 ， 通常指咎力 、 智商不高的人 ， 智力低下的 。

而
“

笨
”

是形容 ｉｎ ｊ ， 指的楚记忆力很差 ， 理解能力不强 。

在汉语中 ， 副词
“

很
”一

般用来修饰形容 词 ， 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修饰名词 ， 如很女孩、

很 乡村 、 很农民 、 很绅士 、 很西方等等 ， 可参看 （孙娟 ， 《很 ＋名 词构式研宄 》 ） ， 但总体来

说它修饰的名 词打限 。 上面例句 中的
“

笨蛋
”？

般不能受副词
“

很
”

的修饰 ， 因此这句话

要改为
“

很笨
”

才能符合汉语的表达 习惯 。 两个例句要改成 ：

（ １ ５ ） 年轻人 出 Ｗ旅游 。

（ １ ６ ） 他每次间答 问题问答不 正确 ， 他很筮 。

２ ．２ ．２ 名词误用为动词

＊
（ｎ ）他们在咖啡馆里谈话

－

件事 。

＊
（ １ ８ ） 通过 ５ 年的幸苦工作 ， 他终 Ｔ

－

建筑 了

一

家酒店 。

＊
（

１ ９ ） 他摄影 了很多 ｆ 丨然风贵 。

＊
（２ ０ ） 我很快拿 出我的照相机摄影这棵树 。

现代汉语词典为
“

谈话
”

这个词语的解释有两种 ；

一

是两个人或许多人在
一

起说话 。 二

是用 谈话的形式发表的意见 （多为政治性的 ）

？
。 根据上面的阐述

“

谈话
”

既可以作动词 ， 如

①
ｗｗｗ ．ｈｙｄｃｄ ． ｃｏｍ／ｃｄ／ｈ ｔｍａ／２３ ７７６ ．ｈｔｍ（在线 词典）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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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一

边等着
一

边互相谈话
”

， 也可以作名词
“

这次谈话持续的时间很长
”

。 例句 （ １ ７ ）

中 的
“

谈话
”

后面出现了
“
一

件事
”

作宾语 ， 所 以在此不能当名词使用 ， 应该改成
“
一

边

喝咖啡
一

边互相谈话
”

或
“

他们在咖啡馆里谈着
一

件事
”

等 。

“

谈话
一

件事
”

这样的说法是

阿拉伯语里面的 的逐字逐句的翻译 。 例句 （ １ ８ ） 的
“

建筑
”

和
“

建
”

都有

（成立 、 建立、 创设 ） 的意思 。 但从词性角度来看 ， 两个词也存在着区别 ，

“

建筑
”

是名词 ，

“

建
”

是动词 。 句子中的宾语
“

酒店
”

前面需要用
一

个动词来充当谓语 ， 所以应该用动词

“

建
”

更恰当 。 阿拉伯语里面的
“

冯
”

含有
“

建筑和建
”

的意思 ， 所以学生混淆 了 二者的

词性造成偏误 。 再看例句 （ １ ９ ） 的偏误 。 在汉语中 ，

“

摄影
”

是兼类词 ， 既可 以当动词也可

以 浩名 词 ， 是指使用某种专 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 。

“

拍
”

则是做动词 ， 意思是用照相

机或摄影机把某个人或某个事物的形象照在底片上 ， 是表示动作 。 当
“

摄影
”

作动词时 ，

它会与动词
“

拍
”

出现用法上的差昇 。

“

拍
”

后要加宾语 ， 仴
“

摄影
”

后不跟宾语 。 因为上

面两个例子都 出现 了 宾语
“

很多 自 然风景
”

和
“

这棵树
”

， 所 以应该改为
“

拍
”

。 值得提出

的是 ， 在阿拉伯语 中 ， 这两个词都可 以用
一

词来替换的 ， 所 以受到母语影响的汉

语学习者会很容易 出错 。 上面三个句子要改成 ：

（ １ ７ ） 他们在咖啡馆里谈着
一

件事 。

（ １ ８ ） 通过 ５ 年的幸苦工作 ， 他终于建 了
一

家酒店 。

（ １ ９ ） 他拍 了很多 自然风景 。

（２ ０ ） 我很快拿出我的照相机拍这棵树 。

又如 ：

＊ （２ １ ） 我信心地告诉 內 己 ：

“

这个 问题不难 ， 我 Ｚ
、Ｖ：该可 以解决

”

。

＊
（２ ２ ） 他们愿Ｍ ｉ 卜＿她赢 。

例句 （ ２ １ ） 中 的
“

信心
”

是名词 ， 是指对行为成功及其相应事物的发展演化犹如预盼的

信任程度
？

。 如 ：

“

她对 自 己的成功有很大信心
”

。 但
“

自信
”

是动词 ， 指的是在 自我评价上

的积极态度 。 学生之所 以没理解
“

信心
”

的词性 ， 都是因为他只从表面上 了解了该词语的

意思 。 同样 ， 例句 （ ２２ ） 中的
“

愿望
”

是名词 ， 意思是对某
一

特定物或情感的欲望 、 向往

或强烈倾向性 。

“

祝愿
”

是动词 ， 形容某个人对事物的
一

种迫切的意愿心态 。 该句子缺少充

当谓语动词的成分 ， 因此名词
“

愿望
”

要改成
“

祝愿
”

。 阿拉伯学生之所 以造成类似的偏误 ，

是因为他的母语里面可 以用 代替
“

信心
”

和
“

自信
”

这两个词语 ， 同样 ，

“

愿

①
ｈ ｔｔ

ｐ
ｓ ： ／／ｂａ ｉ ｋ ｅ ． ｂａ ｉ ｄｕ ． ｃｏｍ／ ｉ ｔｅｍ／信心 ／９３ ００６ １ ？ ｆｒ

－

ａ ｌａｄｄ 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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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和
“

祝愿
”

都可以用阿拉伯语的 来表达 。 更重要的是 ， 在阿拉伯语中 ， 这两

个词既可以作动词 ， 也可 以作名词 ， 因此学生就按照 自 己母语的表达方式错误地把
“

信心
”

和
“

愿望
”

当成动词使用 。 根据现代汉语的表达 习惯 ， 句子应该纠 正为 ：

（ ２ １ ） 我 自 信地告诉 自 己 ：

“

这个问题不难 ， 我应该 可以解决
”

。

（２２ ）他们祝愿让她贏 。

２ ．２ ．３ 动词误用为形容词

＊（ ２ ３ ）
一听到他的 声 音他就受惊地说 ：

“

爸爸 ｒ
”

丨 来 ／ ！

”

＊（ ２ ４ ） 这个 调皮的孩子告诉他的妈妈 ：

“

如采不给我災这个玩凡 我就从楼下跳下来
”

， 妈妈很受惊 。

＊（ ２ ５ ） 他很急着 。

《现代汉语词典 》 屮对
“

受惊
”

的基本解释是
“

受到突然的刺激或烕胁而宵怕
”

， 是做

动词 ， 而
“

惊讶
”

则是作形容词 ， 指的是觉得很意外 ， 很奇怪 ， 很惊异 的意思 。 例句 （ ２ ３ ）

中使用关联词
“
一

……就
”

把两个动词
“

听到
”

和
“

说
”

连在
一

起 ， 表示两件事情紧接着

发生 ， 在这样的表达中 ，

一

般第二个动词前面要用形容词来修饰 ， 而不能用动 词 。 句子 （ ２４ ）

中的
“

受惊
”

也是被错误地使用 ， 在这儿不能作动词 ，
；
５ ）外 ， 在这个句子Ｍ也出现 了程度

副词
“

很
”

，

一

般不能用于修饰动词 ， 在此应该用形容 词 ， 所以
“

受惊
”

要改成
“

害怕
”

更

正确 。 在阿拉伯语中 ，

“

受惊
”

这个词语可以用
“

⑷
”

来对应 ， 而大多情况下都是用于作

形容词 ， 有时候也可 以根据不 同 的语境当动词使用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很容易造成偏误的

原因所在 。 例句 （ ２ ５ ） 中 的
“

急
”

既可以 约动词 ， 也可以 当形容词 ， 指的是因为想很快达

到
一

个 目 标而心不安 。

“

着
”

是动作助词 ，

“

急
”

在这个例子中 当动词 ， 两个词在
一

起
“

急＋

着
”

是用来表示动作状态 ， 后面还需要加充当动词的成分 ， 如 ：

“

他急着回家 了
”

，

“

急着 向

前走
”

等等 。 而与
“

着急
”

有关的 《现代汉语词典 》 解释是
“

十分心急 ， 焦躁不安
”

，

－

般

作形容词 。 上面这句话是表示说话者的
－

种心理状态 ， 而不焙动作 。 另外 ， 句子里也用 了

程度副词
“

很
”

， 所 以后面应该用形容词 ， 即改为
“

着急
”

。 阿拉伯学生也是因为受到母语

中 的
“

的影响而造成偏误 ， 因为这个词在学生的母语里既可 以表示心理状态 ， 也

可 以表示动作状态 ， 可 以作动词也可 以 当形容讪 。 下面把三个例句改为 ：

（ ２ ３ ） 听到他的声音后他就惊讶地说 ：

“

爸爸回来 了 ！

”

（ ２４ ） 这个 调皮的孩子告诉他的妈妈 ：

“

如果不给我买这部屮机 ， 我就从楼下跳下来
”

， 妈妈很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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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５ ） 他很着急 。

２ ．２ ．４ 动词误用为名词

＊（ ２ ６ ） 虽然咖啡馆里面贴着
“

禁止吸烟
”

的象征 ， 但有很多人不文明 。

＊（ ２ ７ ） 墙上刻着
一

个很熟悉的书写 。

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 》 中 的描述
？

，

“

象征
”

可 以作动词 ， 指的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

种特殊意义 ， 如
“

火炬象征光明
”

，

“

橄榄枝象征和平
”

等 ， 也可 以作名词用来象征某种特

别意义的具体事物 ， 如
“

火炬是光明的象征
”

，

“

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
”

。 而
“

标志
”一

般多

州 】

？

充 ３名词成分 ， 指的足生活屮人们用米表明某
－

事物特征的记号 。 由此可见 ， 例句 （ ２６ ）

中 的
“

象征
”

足用错 丫 ， 因为
“

禁止吸烟
”

根本不含什么特殊的意义 ， 只是用于提醒别人

在某 些地方足不允许抽烟的 。 句子 （ ２ ７ ） 中 的
“

朽写
”

也是用错了 ，

“

书写
”

是写 ， 抄写

的动作 ， 而
“

字
”

指的是写 出来的文字本身 。 该句子 中学生想说明的是文字 ， 而不是动作 ，

所 以要改成
“

字
”

才恰当 。 造成类似偏误的原因是因为阿拉伯语里可 以用
一

个词来表达两

种说法 ， 就像
“

象征
”

和
“

标志
”

都可以用
一

词来代替 ，

“

书写
”

和
“

字
”

也可 以

用 来表达 ， 所 以阿拉伯学生常常会把
一

些汉语词语的词性混淆使用 。 正确的表达应

该 ：

（ ２６ ） 虽然咖啡馆里面贴着
“

禁止吸烟
”

的标志 ， 但有很多人不文 明 。

（ ２ ７ ） 墙上刻着
－

个很熟悉的字 。

又如 ：

＊（ ２ ８ ） 今天足他们结婚的 Ｈ 子 ， 希望他们永远祝福 。

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 》 的解释 ，

“

祝福
”

指的足祈求上帝赐福 ， 后来指祝人平安和幸

福 ， 可以作动词 ， 如 ：

“

我真心祝福你永远健康幸福
”

， 也可 以作名词 ， 如 ，

“

请接受我的祝

福
”

等等 。
ｆｆｉｉ

“

幸福
”－

？

词指的是
一

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长久的喜悦 ， 并希望
一

直

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
？

， 常常出现在句子 中作宾语 。 按照例句 （ ２８ ） 中 的语境 ， 说话者想表

达的是希望对方能够保持长久的喜悦 ， 因此在此需要用充当宾语成分的名词
“

幸福
”

， 而不

是
“

祝福
”

。 当然阿拉伯学生是受到来 自 母语的
一

词的影响 ， 这个词语在阿拉伯语

的用法 比较广泛 。 上面例句 （ ２８ ） 要改成 ：

①

ｈｔｔｐｓ ： ／／ｂａｉ ｋｅ ． ｂ ａｉ ｄ ｕ． ｃ ｏ ｍ／ｉｔ ｅ ｍ／象征／７ ９４８５②

ｈ
ｔｔ ｐｓ：／ ／ ｂａｉｋ ｃ．ｂ ａ ｉｄ ｕ ．ｃ ｏ ｍ／ｉｔ ｅ ｍ／幸福／１ ８ ８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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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 今天是他们结婚的 日子 ， 希望他们永远幸福 。

２ ．３ 近义词的偏误

汉语 中 的近义词尤为丰富 ， 这给我们外国 留学生在学 习汉语过程当 中造成极大闲难 。

一

个学生掌握近义词的多少和掌握的准确程度如何 ， 能或多或少决定着他语言水平的 高低 ，

通过分析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的阿拉伯学生资料笔者发现 ， 与词汇有关的偏 误有各种各

样的 ， 其中近义词 的使用错误是 比较突出 的
一

类 。 黄伯荣 、 蓼旭彩在 《现代汉语 》
？ －

书 中

曾提出过 ：

“

意义大同小异 ， 或考意义相同但附属色彩 、 用法 、 功能等不同的
一

组亂 也称

“

相对同义词
”

或
“

条件同义词
”

。

？

为 了能够精确地 、 具体地表情达意 ， 在任何
一

种语言 Ｍ都会存在大量意姐相近的近义

词和同义词 。 作为来 自 不 同体系的语言 ， 阿拉伯语和汉语也是如此 ，

一

般不能找不到绝对

对等的词汇 ， 即使相 同的词语 ， 在搭配方面或语义也会存在差异 。 因为阿拉伯学生的汉语

语感不太强 ， 再加上对 Ｈ 的语近义词的使用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

一般他们难 以 区分这些

词之间 的差异 。 近义词之间 的细微差异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忽略的难点 。

本文基于所收集到的材料根据阿拉伯学生近义词偏误的实际情况 ， 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 了

充分的分析 ， 而把这些偏误分为忽略范围的大小 、 忽略词义程度轻重、 忽略语体色彩不Ｎ

和词义的侧Ｍ不同 四种类型 。



表 ４ ：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近义词时造成偏误的情况统计


忽略范围 的大小忽略词义程度轻重忽略语体色彩不同 词义 的侧重不冋

总数量


１ ５



偏误用例


５



．４


４



２



占总数的 比例 ３ ３ ． ３ ３％ ２６ ． ６６％ ２ ６ ． ６ ６％ １ ３ ． ３ ３％

２ ．３ ． １ 忽略范围的大小而造成的偏误

在汉语 中 ， 近义词的细微差别和使用范围与不同 的对象有 了密切的关系 ， 这些差异可

以表现在不 同 的抽象事物和具体事物上 、 男人或女人 、 自 己或其他人 、 青少年或中老年等

方面 。 比如
“

英俊
”

和
“

俊俏
”

这两个词 ， 虽然在阿拉伯语中 ， 我们可以使用
“

＾ ｉ

”

（ ｅ ｌ ｅｇａｎ ｔ ）

①
黄伯荣 、 寥旭彩 ． 现代汉 语［

Ｍ
］

．
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 ２ ０１ １ ： ３２ ７．

２０



ｚ２Ｓ＼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 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一

个词来表达二者的意思 ， 但汉语中 的使用范围是有差异的 ， 从字而上看 ， 这两个词具有

容貌俊秀又有风度的意思 ， 但这两个词有男女之分 ，

一

般
“

英俊
”

用来形容超级帅的年轻

男性 ， 但
“

俊俏
”

用于形容很美丽的年轻女性。 又如 ；

“

时代
”

和
“

时期
”

两个词都含有
“

社

会或人生的某个时期阶段
”

， 阿拉伯语里面是没有差异的 ， 但从使用范围角度看 ， 汉语中也

存在着不能忽略的细微差异 ，

“

时代
”

表示的是时间很长 ，

一

般与历史上以经济 、 政治 、 文

化等状况而划分的某个时期
？

， 如
“

毛泽东时代
”

； 但
“

时期
”

这个词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

中的
一

段具有
一

定特征的 、 较长的时间
？

， 如 ：

“

青年时期是长费体的吋期
”

等 。 笔者对阿

拉伯学生使用汉语近义词进行分析发现 ， 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不少汉语学 习者会

写 出类似的句子 ：

＊（ ２ ７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 现在 人们斗． 活在
？

个 Ｍｆ

？的时期 。

＊（ ２８ ） 我们国家 的天ｆｉ跟中 国不
－

？

样的 。

就例 （２ ７ ） 而言 ， 闪为阿拉伯语里面
“

天气
”

和
“

气候
”

都可 以用
一

词来表达 ，

学生就把它们混淆使用而造成偏误 。 在汉语中这两个词语的使用范围有差异的 ，

“

天气
”

是

指某个区域在
一

段时间 内大气中发生的各种气象变化如 ．

？ 气压 、 风 、 雨 、 雪等 。 而
“

气候
”

指的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 ，

一

般以 雨量 、 Ｅ Ｉ 照 、 风云等这些特征来平衡的
？

。 在

上面这个例子当 中 ，

“

我们国家
”

是
一

个综合性的 ， 表示范围较广的短语 ， 而
“

天气
”一

般

用于较短的时间 内 ， 使用范围窄 ， 所 以此句应该改为
“

气候
”

。 因此上面两个例句要改成 ：

（ ２ ７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 现在人们生活在
－

个 关好的时代 。

（ ２８ ） 我们 Ｍ家 的气候跟中 国不
－

样的 。

洱看 ：

＊（ ２９ ） 爸爸说的话我都信任 。

＊（ ３０ ） 她穿的衣服的色彩很漂亮 。

例句 （ ２９ ） 中 ， 学生混淆 了
“

信任
”

和
“

相信
”

这两个词语而造成偏误 。 在汉语里 ，

二者都有同样的词素
“

信
”

， 都含有
“

不怀疑
”

的意思 。 但使用对象和范围也有差异的 。

“

信

①
ｈｔｔｐ ｓ ： ／／ｂａ ｉｋｅ ． ｂａ ｉｄｕ ． ｃｏｍ／ ｉ ｔｅｍ／时代 ／ １ １ ９９９９９２

②
ｈｔｔ

ｐ ： ／／ｈａｎｙ
ｕ ． ｂａ ｉｄｕ ． ｃｏｍ／ｓ？ｗ ｄ＝时期＆ｃ ｆ＝ｈ ｏ ｔ＆ｐ ｔｙｐ

ｃ ＝ ｚ ｉ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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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涉及交易或交换关系的基础 ， 觉得靠谱而敢于托付的意思 ， 对象可以是人或团体也可

指事 。 但
“

相信
”

指的是互相信赖 ， 信任 ， 含有确信不疑的意思 ， 使用对象也包括人 、 团

体 ， 但不能指其他事物 ， 使用对象稍微小
一些 。 句子 （ ２９ ） 中 的 （爸爸的话 ） 是 （事 ） 而

不是 （人 ） ， 因此应该改成
“

相信
”

才正确 。 值得提出 的是 ， 阿拉伯语里面动词 （信

任 ） 可以代替这两个词 ， 根本不分对象和范围 。 由此可见 ， 阿拉伯学生出现类似偏误的原

因是母语干扰所导致的 。

再看例子 （ ３０ ） 中的
“

色彩
”

和
“

颜色
”

上的偏误 。

“

色彩
”一

词表示的是丰富多彩的

颜色 ， 色彩明Ｗ的意思 ，

？

一

般用于装饰 、 天空 、 美术作品 、 自 然景物等抽象的事物 。 但
“

颜

色
”

指的足通过眼 ， 脑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产生的
一

种对光的视觉效应
？

，
—

般用于具体

事物 。 这个句子中 的
“

衣服
”

是个具体的对象 ， 所 以应该用
“

颜色
”

而不能用
“

色彩
”

。 在

阿拉伯语中 ， 这两个词语没有区别 ，

－

般情况 ， 我们用 （颜色 ） 这个词来代替代替 。

以上两个例句可 以改为 ：

（ ２ ９ ） 爸爸说的话我都相信 。

（ ３０ ） 她穿的衣服的颜色很漂亮 。

又如 ：

＊（ ３ １ ） 昨天老师没有给我们布置作业就发布 下课 了 。

在汉语中 ， 动词
“

发布
”

指的是上级 政府或某个上级机关对下级单位或某个组织发命

令 ， 也可 以表示某个政府部 门 向记者发布新闻 （ 新闻发布会 ） 或发布
一

件大事等 ， 该词语

的使用是非常正式的 。 例句 （ ３ １ ） 中 的
“

下课
”

这个消息 ， 是我们天天都会经历的
一

件事

情 ， 更不需要用
“

发布
”

来表达 。 但动词
“

宣布
”

涉及到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广 ， 无论事情

大还是小都可 以使用 ， 搭配的对象也包括
“

结果 、 法令 、 消息
”

等 。 由此可看出 ， 例句 中

的
“

发布
”

是用错的 ， 应该改成
“

宣布
”

更恰治 。 在阿拉伯语中 ， 动词
“

灰卜
（宜布 ） 的

使用范围 比较广 ， 无论什么场合 ， 什么情况 ， 说话者什么地位都可以使用 。 例句 （ ３ １ ） 的

偏误应该纠正为 ：

（ ３ １ ） 昨天老师没有给我们布置作业就宣布下课 了 。

①
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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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忽略词义程度轻重而造成的偏误

词义轻重程度指的是两个意思相近的词语在表达相 同的意思时会存在轻重之别 。 如 ，

汉语中的
“

打破
”

和
“

摧毁
”

这两个词都含有某个东西受到损害的意思 ， 但二者之间也存

在程度上的区别 ；

“

打破
”

表示的程度比较轻 ， 东西还有可能会修复好 。 但
“

摧毁
”

表达的

意思是完全不可恢复的 ， 彻底破坏 ， 其程度也很重 。 又如 ， 动词
“

放弃
”

和
“

抛弃
”

都含

有
“

丢掉 ， 不坚持 ， 不要了
”

的意思 ， 但从词义角度看 ， 两者也有轻重之分 ，

“

放弃
”

词义

比较轻 ， 而
“

抛弃
”

不是
一

般的舍弃 ， 词义是比较重的 。 在运用汉语词汇过程当 中 ， 如果

阿拉伯学生不能辨析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 而随意地替换词汇 ， 他会造成不少偏误 。

＊（ ３２ ） 这次比赛他们输 了 ， 教练非常绝望 。

例句 （ ３ ２ ） 中 的
“

绝望
”

是学生用 的不恰当的词语 ， 別人
？

听就会觉得这个词语有点

过 丁
－

严茁 ， 即使 比赛输 了 ， 也不会完全失去 了信心 ，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的 。

“

绝望
”

的词义

程度 比较重 ， 表示没有任何
一

丝希望 ， 因此 ， 不能用于这个句子甩面 。 但
“

失望
”

的词义

程度比较轻 ， 指的是对某个事情丢去信心 ， 没有实现 目 标而感到不愉快 。 所 以
“

绝望
”

要

改成
“

失望
”

比较恰当 。 阿拉伯语里不存在类似的差异 ，

“

绝望
”

和
“

失望
”

两者都可 以用

“

Ｗ
’

（失望 ）

一

词来代替的 。 以上的例句可 以改为 ：

（ ３ ２ ） 这次比赛他们输了 ， 教练非常失望 。

再看 ：

＊（ ３ ３ ） 我跟你说这个机密 ， 请你别告诉别人 。

＊（ ：Ｍ ） 我盼望你能通过这次考试 。

在汉语中 ，

“

机密
”

和
“

秘密
”

， 也存在词义上的轻重之分 。

“

机密
”

是超级 ＿重要的事

情 ， 不足每个人都可 以知道的 ，

一

般是属于国家或团体的事情 ， 如 ：

“

保守 国家的机密
”

。

但
“

秘密
”一

间含有隐藏 ， 不为人知 的事情 ，

一

般属于
一

个人 ， （跟
“

公开
”

相对 ） 如 ：

“

我

告诉你
一

个秘密
”

。 由此可见 ，

“

机密
”

的词义程度 比
“

秘密
”

高 。 例句 （ ３３ ） 中说的是两

个人之间 的事情 ， 所以应该用
“

秘密
”

比较正确 。 当然阿拉伯语里面的
“

＞
”

（秘密 ） 可以

用来代替
“

秘密
”

和
“

机密
”

这两个词 ， 也不存在程度上的区别 。 又如例句 （ ３４ ） 中 的
“

盼

望
”

和
“

希望
”

， 在阿拉伯语中可 以用 （希望 ）

一

词来表达 ，
二者不含词义程度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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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意思 。 相反 ， 在汉语中 ，

“

我盼望你能通过这次考试
”

这个句子听起来有点别扭 ， 更不

符合木族人的语言习惯 。 该句 中的
“

盼望
”

使用不 当 。

“

盼望
”

指的是殷切地期望 ； 急切地

期望
？
的意思 ， 但

“

通过考试
”

是
一

件非常普通的事情 ， 根本不需要用这个词来表示对别人

的愿望 ， 而
“

希望
”

指的是期望达到某种 目 的或出现某种情况
？

， 可见 ，

“

盼望
”

的含义比

“

希望
”

要重
－

些 ， 前者的语意 比后者也要深
一

些 。 所 以 ， 句子中 的词要改为
“

希望
”

更

合适 。 两个句子需要改成 ：

（ ３ ３ ） 我跟你说这个秘密 ， 请你别告诉别人 。

（ ３４ ） 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次考试 。

又如 ：

＊（ ３ ５ ） 明天要去爬长城 ， 遏望你跟我们
一

起去 。

例句 （ ３ ５ ） 中的偏误和上述的句子
一

样 ， 在此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愿望你跟我
一

起去 ，

“

渴Ｍ
”

表达的程度比较深 ， 其含义也很重 ， 但 出现在这个句子中使用不当的 ， 所以应该

改成
“

希Ｍ
”

更准确 。 阿拉伯学生 出错的原因也归于母语中没有词义程度轻重之分 。 正确

的表达应该 ：

（ ３ ５ ） 明 天要去爬长城 ， 盖望你跟我们
一

起去 。

２ ．３ ．３ 忽略语体色彩不同而造成的偏误

语体指的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 ， 针对不同对象 、 不同环境 ， 使用语０进行交际时

所形成的常用词汇 、 句式结构 、 修辞手段等
一

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
？

。 语体色彩可 以分为书

面语体 ， Ｉ 丨 头语体 ， 场合正式与否的语体等方面 。

一

般书面语体 比较规范 ， 典雅 ， 常带文

言色彩 ， 口头语体 比较 自 然随意 ， 有时会带方言色彩 。 因为大多数汉语学 习者不会注意语

体风格色彩的不同 ， 他们会造成不少偏误 。

在使用 目 的语交流或进行写作时 ， 我们会面对不同 的语体和不同话语环境 ， 为 了避免造

成对方的误解 ， 我们尽量选择相应的词语 。 如 ．

？

“

妈
”

和
“

母
”

， 这两个词指的是亲属关系

一

种称谓 ， 也是基于爱情、 亲切 、 关心等之情的关系 ， 是子女对双亲中女性
一

方的称呼 。

①ｈｔｔ ｐ ｓ：／／ ｂａｉ ｋ ｅ． ｂａｉ ｄ ｕ．ｃｏ ｍ ／ｉｔｅｍ／ 盼望 ／ ４ ５ ３ ５ ５？
ｆ

ｒ ＝ ａｌａ ｄ 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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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语体风格的角度看 ， 这两个词也存在很大的 区别 ；

“

妈
”

显得亲密 ， 亲切 ， 但
“

母
”

显

得庄重 ， 不随便 。 所 以我们不能随意替换 ， 如 ：

“

需要是发明之母
”

，

“

失败是成功之母
”

绝

对不能说成
“

需要是发明之妈
”

或
“

失败是成功之妈
”

。

＊（ ３ ６ ） 来中 国 已经五个月 了 ， 我很怀念贫贫 、 妈妈 。

＊（ ３７ ） 毕业了之后要回 国 ，

一

边工作 ，

一边照拂我的父母 。

例句 （ ３６ ） 中的
“

怀念
”

和
“

想念
”

在阿拉伯语中没有什么 区别 ， 都可以用动词

（怀念 ） 代替 ， 而二者也不存在差异 。 但在汉语中这两个词在语体色彩上也有所不同 ，

“

怀

念
”

表示关心 、 思念 ， 通常用于 己经过去的事物 ， 带有庄重的色彩 ，

一

般多用于对已去世

的人的
一

种感情 。 但
“

想念
”
一

词 ， 指 内 心 中 自 发而在脑海中 出现的某个人的影子 ， 多为

对某拽人 ， 某个事情不能忘怀 ， 希望再次见到 。 如果对象是亲人或朋友最好不用
“

怀念
”

这个词 ， 应该改为
“

想念
”

更准确 。 例句 （ ３ ７ ） 中 的近义词也是
一

样的 ， 在阿拉们语里面 ，

“

照拂
”

和
“

照顾
”

都是 （ 照顾 ） 的意思 ， 但汉语中 ， 这对近义词在语体色彩上

有区别 ，

“

照拂
”
一

般是书面语色彩 ，
口语里不用 ， 指强调关心地对待 ， 多用于人 ， 但

“

照

顾
”
一

词 ， 书面语和 口语里都可 以用 。 该句子用
“

照拂
”

显得不妥当 ， 要改为
“

照顾
”

。 所

以两个例句要改成 ：

（ ３ ６ ） 来中 国 已经五个月 了 ， 我很想念爸爸 、 妈妈 。

（ ３ ７ ） 毕业 了之后要回 国 ，

一

边工作 ，

一

边遐题我的父母 。

再看下面的病句 ：

＊（ ３ ７ ） 他的父亲和妈妈都非． 常有名 的历 史学家 。

＊（ ３ ８ ） 他不上课不认真听讲 ， 老师要找他聊天 。

以上两个例子 ， 是
一

位来 自 苏丹的 同学因忽略语体色彩而造成的病句 ， 例句 （ ３７ ） 中

的
“

妈妈
”一

词多用于 口语里面 ， 是
一

种 当
Ｉ面的称呼 ， 而

“

母亲
”
一

般出现在较正式的场

合 ， 是带文言色彩的
一

个词语 。 因为这个句子当中 出现了

“

父亲
”
一

词 ， 所 以后面也要保

持
一

致 ， 而把
“

妈妈
”

改成
“

母亲
”

。 例句 （ ３８ ） 中 的动词
“

聊天
”

也是用错的 。 在汉语中

“

聊天
”

和
“

谈话
”

是指彼此的对谈 ， 是两个人以上之间 的交谈 ， 这两个动词多用于 口语 ；

“

聊天
”

指的是为 了消磨时间而去找别人谈天闲聊 。 但
“

谈话
”

的对象和 内容
一

般较为严

肃和 正式 。

“

他不上课不认真听讲
”

是违反课堂纪律的
一

种行为 ， 属于严肃场合 ， 所以应该

用
“

谈话
”

更恰当 。 所以上面两个例句应该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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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７ ） 他的父母都非常有名 的历 史学家 。

（ ３ ８ ） 他不 卜． 课不认真听讲 ， 老师耍找他谈话 。

又如 ：

＊（ ３９ ） 代表团会议结束 了之后 ， 他带他们去吃饭 。

在汉 ｆｆｉ中 ，

“

吃饭
”

和
“

就餐
”

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异 ， 但
“

吃饭
”
一

般用于非正式场合

丨

？

． ， 足朋友们之前常用 的 ， 侃在庄重的和正式的情形上 ，

一

般中 国人用
“

就餐
”

。

“

代表团

会议
”

足个属于 Ｉ 丨 式的场合 ， 应该改为
“

就餐
”

。 阿拉伯语中 的
“

＆
”

（ ｅａ ｔ ） 是通用 的
一

个词 语 。 闪此句 ｆ需耍改为 ：

（ ３ ９ ） 代农 Ｗ
？

丨会议结柬 了之后 ， 他带他们去就餐 。

２ ．３ ．４ 词义的侧重不同而造成的偏误

词义的侧觅点不同指的是近义词的侧重点不相 Ｎ ，
－ －

般都是半同素的近义词 ， 如 ：

“

爱

惜 ， 爱护
”

、

“

寻找 ， 寻求
”

、

“

分析 ， 辨析
”

等 ， 这不仅是阿拉伯学生经常 出现偏误的方面 ，

这也是大多数外国 留学生最容易混淆的
一组词语 。 就

“

爱惜
”

和
“

爱护
”

而言 ， 这两个词

都ｆｒ有 同样的语素
“

爱
”

， 怛
“

惜
”

和
“

护
”

这两个语素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 ， 前者是指对

事物的珍爱和珍惜 ， 而后者是指对事物的维护和保护 。 这是不少学生难以理解的
一

个语言

现象 。

＊（ ４ ０ ） 护照上的照片被雨水淋 了 ， 已经无法辨别 。

“

辨别
”

与
“

辨认
”

之间的差异在于侧重语素所表达的意思 。

“

辨认
”

侧重于认 ，

一

般

要通过感觉器宵 （ 眼睛 ） 认 出某个事物 ， 多用于具体的对象 ， 如
“

上面的字难 以辨认
”

。 但

“

辨别
”

侧屯于别 ， 区分 ， 分别 ，

一

般情况 ， 对象为两个以上的 ， 如
“

他辨别 同学的声音
”

等 。 在此应 该用
“

辨认
”

更怡
＇

＿当 。 阿拉伯语里而不存在类似的差异 ，

“

辨别
”

和
“

辨认
”

都

可 以用
“

＞
”

（ 区分 ） 来表达 。 句子耍改为 ：

（ ４ ０ ） 护照 Ｌ的照片被雨水淋 了 ， 己经无法辨认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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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

＊（ ４ １ ）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 我的激动情绪
一

直安静不下来 。

可见 ，

“

安静
”

和
“

平静
”

这对近义词都带有
“

静
”

的语素 。

“

安静
”

表示动态 ， 侧重

于原来有声音的但现在没有 ， 如
“

图书馆很安静
”

。 而
“

平静
”

表示安宁 ， 侧重于没有骚扰

动荡 ， 如
“

平静的东湖
”

， 也可 以用来形容人的心情 ， 表示心情很平和 。 可见 ， 句 （ ４ １ ） 中

的
“

激动情绪
”

这个语境是与人的心情有关的 ， 因此应该用
“

平静
”

更准确 。 阿拉伯语里

面
一

般用 （ 安静 ） 这个词来代替 。 所以句子应该改为 ：

（ ４ １ ）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 我的激动情绪
一

直平静不 Ｋ 來 。

２ ．４ 遗漏

顾名思义 ，

“

遗漏偏误指的是由于在语词或句子中遗漏 了某个或几个成分导致的偏误
”

？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学生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遗漏某

些成分 ， 导致意思表达不准确 ， 不到位 。

＾
５ ： 卩可拉伯学生学习

巧
语时造成的遗漏偏误统计 ：



量 词
｜

动词
“

是
”

的
丨

副词遗漏
｜

意义 比较
“

虚
”

 ｜

需耍重复的成分

遗漏 遗漏 的成分被遗漏被遗漏

总数量 １ ５

偏误用例３ ４ ３ ２ ３

占 总 数 的２ ０％ ２ ６ ． ６６％ ２ ０％ １ ３ ． ３ ３ ２ ０％

比例 ｜

２ ．４ ． １ 量词遗漏

＊（ ４ ２ ） 我家有五 （ ） 人 ， 有爸爸 、 妈妈 、 姐姐、 哥哥和我 。

＊（ ４３ ） 这假期 ， 我要去哈尔滨看冰雕 。

①
鲁健骥 ， 《外 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 ， 语法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１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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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句 （ ４２ ） 和 （ ４３ ） 中 ， 阿拉伯学生之所以遗漏 了量词
“

Ｕ
”

和
“

个
”

， 都是因为他

的母语中没有这种表达方式 。 虽然阿拉伯语里也有量词 ， 但是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 在大多

情况下 ， 阿拉伯学生用汉语写作时会很容 易遗漏量词造成偏误 。 以上两个例句要改成如下 ：

（ ４２ ） 我家有五 口人 ， 有爸爸 、 妈妈 、 姐姐 、 訏哥和我 。

（ ４ ３ ） 这土假期 ， 我要去哈尔滨玢冰雕 。

２ ．４ ．２ 动词
“

是
”

的遗漏

＊（Ｍ ） 你的 －

Ｔ
？机什么牌子 ？

＊（ ４５ ） 她买的裙子什么颜色 ？

＊（ ４６ ） 他哪 国人 ？

＊（ ４７ ） 他淮 ？

例句 （ ４４ ） 中是学生遗漏 了动词
“

足
”

造成的偏 误 ， 这样的疑 问句足来 自 于阿拉伯 语

的表达 ＞』惯 ， 在此学生简直就是把阿拉伯语的疑问句词序迁移到汉语使用上而造成错误 。

句子 （ ４ ４ ） 和 （ ４５ ） 中 的偏误是
一

位只 完成 了
一

个学期的学生造成的 ， 看上去他还没有完

全掌握动词
“

楚
”

的正确使用 。 句子 （ ４６ ） 和 （ ４ ７ ） 中的错误逛刚开始接触汉语的学生从

阿拉伯语中翻译过来的 。 以上四个例句应该改为 ：

（ ４４ ）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 ？

（ ４５ ） 她买的裙子是什么颜色 ？

（ ４６ ） 他是哪国 人 ？

Ｕ７ ） 他是谁

２ ．４ ．３ 副词遗漏

＊（ ４８ ） 无论刮风还是 下雨 ， 他会准时到学校 。 （无论…都 ）

＊（ ４９ ） 我宁可呆在家 ， 不跟你们去 。 （ 屮 町
…也 ）

＊（ ５ ０ ） 虽然她不聪明 ， 他学习很努力 。 （ 虽然… ． 但是 ／可是 ／却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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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 ， 关联词
“

无论 ， 宁可 ， 虽然
”
一

般与副词
“

都 ， 但 ， 也
”一

起出现构成假

设 、 转折 、 递进等关系 。 但在很多情况下 ， 阿拉伯汉语学习者会遗漏句子中 的这些成分 。

虽然在阿拉伯语复句里也有这些词语 ， 但使用 的次数少 。 这些偏误也是阿拉伯学生受到母

语的影响而造成的 。 上面三个例句应该改成 ：

（ ４ ８ ）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 他都会准时到学校 ．

（ ４ ９ ） 我宁 可呆在家 ， 也不跟你们去 。

（ ５ ０ ） 虽然她不聪 明 ， 但学 习很努力 。 （ 虽然… ． 但是／可是 ／却 ）

２ ．４ ．４ 意义 比较
“

虚
”

的成分被遗漏

＊（ ５ １ ） 七午
一

起床去洗个澡然后吃早饭 。

＊（ ５ ２ ） 为 了学好汉语 ，

一

下课去找他的朋友聊天 。

例子 （ ５ １ ） 和 （ ５２ ） ， 学生遗漏 了关联词
“

就
”

而造成偏误 。 按照阿拉伯语的表达方式 ，

这个例子是没有错误的 。 但在汉语中
“
一

… …就
”

格式是
一

种凝固性结构 ， 如果句子中 出

现
“
一

”

这个词 ， 后面必须要加上
“

就
”

。 但因为阿拉伯语里面不存在类似的句型 ， 学生就

把它遗漏 了 。 所 以两个例句应该改为 ：

（ ５ １ ）Ｌ午
一

起床就洗个澡 ， 然后吃早饭 。

（ ５２ ） 为 了 学好汉语 ，

－

下课就去找他的朋友聊天 。

２ ．４ ．５ 需要重复的成分被遗漏

＊（ ５ ３ ） 他冇
一

本书 ， 也汉语词典 。

＊（ ５ ４ ） 她会说汉语 ， 也英语 。

＊（ ５ ５ ） 我看书 了 两个小时 。

句 （ ５ ３ ） 和 （ ５４ ） 中 出现的副词
“

也
”

只能修饰动词 ， 而不修饰名词 ， 应该重复动词

“

有
”

才能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 在阿拉伯语里面重复动词会使得句子显得很累赘 ， 这也是

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 。 例句 （ ５ ５ ） 中 ， 深受母语影响 的阿拉伯学生又遗漏 了句子中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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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复的动词
“

看
”

。 上面三个例句要纠正为 ：

（ ５ ３ ） 他有
一

本书 ， 也直汉语词典

（ ５ ４ ） 她会说汉语 ， 也会说英语

（ ５ ５ ） 我看书看 了两个小时 。

２ ．５ 错序

错序指的是由于句子中 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排错位置而造成的偏误
？

。 通过对 ＨＳＫ 动态

作文语料库 中 的阿拉伯学生汉语作文进行分析笔者发现 ， 词序上面的偏误 比 比 皆足 。 其实

偏误类型 比较多 ， 其中状语和定语偏误比率最高的 。 以下就是笔者对收集到的语料中 的错

序偏误进行分类和分析 。

＾
６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造成的偏误



充当状语成分错序充当定语成分错序

偏误总计


８



偏误用例


３



５


占总数的 比例 ３ ７ ． ５％ ６２ ． ５％

２ ．５ ． １ 充当状语的成分错序

＊（ ５ ６ ） 他刚来中 国学习汉语 ， 他会说汉语
一

点点 。

（ ５ ６ ） 他刚来中 国学习汉语 ， 他会说
一

点点汉语 。

＊（ ５ ７ ） 下课之后 ， 我等你在图书馆前面 。

（ ５ ７ ） 下课之后 ， 我在图书馆前面等你

＊（ ５ ８ ） 要跟你见面明天上午 。

（ ５８ ） 明天上午要跟你见面 。

由于阿拉伯语和汉语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 ， 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很火的差异 ， 语序也是

其中 的
一

种表现 。 从语法角度看 ， 语序在句子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虽然阿汉的基本语

①

ｈｔｔｐ
ｓ
： ／ ／ｗｗｗ．ｄ ｏｕ ｂａｎ． ｃｏｍ／ｎｏｔ ｅ／５５４１ ７ １ ３ １ ４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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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都是主语 ＋谓语＋宾语 ｓ＋ｖ＋ｏ 的形式 ， 但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是不 同的 ， 阿拉伯语句子中

的成分位置比较比较灵活 。 如 ： 表示地点或时间 的状语可 以 出现在首句 、 句中和句尾中 。

例如 ：

例 １

汉语 ：他在 图书馆看英文杂志 。

Ｃ ｌ

－ ｆｆｉ ） （状语 ） （动词 ） （定语 ） （宾语 ）

阿拉们语 ： 父４

他 蓿英 义杂志在阁 个）馆 。

（ Ｍ
－

：ｍ） （动 时 ） （ 定语 ） （状语 ）

例 ２

汉语 ：他买 了两本很有趣的书籍 。

（ Ｕ语 ） （谓语动词 ） （定语 １ ） （定语 ２ ） （宾语 ）

阿拉伯语 ：Ｊ
＊ｌＳＪ＾ ＇

他买 了两本书很有趣的 。

（ Ｋ语 ） （动词 ） （定语 １ ） （宾语 ） （定语 ２ ）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 ３ 中可 以看出 ，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成分排列顺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状语和定语上 。 例句 （ １ ） 中 的
“

英文
”

足做定语修饰中心语
“

杂志
”

， 按照汉语的语序 ，

应该把定语放在前面 ， 然后把中心语排后面去 。 但在阿拉伯语甩面 ， 定语 （ 英文 ） 要排在

（杂志 ） 后而 。 再＃例 （ ２ ） 的排列顺序 ， 在汉语屮 ， 如果句子出现数字和量词 ，

一

般要按

照这样的词序 ： 数量短语 ＋形容词 ＋名 词 ， 衍阿拉们语不同 ， 如果出现类似的句子结构 ，

一

般会把形容询排后面 。 洱如 ：

Ｍ ３

汉语 ：明天中午我在车站等你 。

（ 时间状语 １ ） （ 吋Ｎ壮语 ２ ） （主语 ） （状语 ） （动词 ） （宾语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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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Ｊ相 Ｔ伯 ＩａＬｕ ｒ＼ ｔｊ ｌ

ｊ
ｌｎＡ ｉＬｍ ４ Ｕ ＇ 』

明天上午我 等你在车站 。

（时间状语 １ ） （时间状语 ２ ） （主语 ） （动词 ） （宾语 ） （状语 ）

例 ４ ：

汉语 ： ？
＿？

＇＾ Ｊ

７ ；＞

他的爸爸回来从国外 。

（主语 ） （状语 ） Ｃ动词 ）

阿拉伯语 ： 他的爸爸回来从国外 。

（ ：４
－

： ｉＴＯ （动询 ） （状语 ）

在汉语中 ， 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足限制与被限制 的关系 ，

一

般状语排在中心语前面 。

如例 （３ ） 的表示地点的状语
“

在车站
”

出现在谓语动词
“

等
”

之前 ， 但阿拉伯语的顺序是不

同 ，

一

般是放在动词之后 。 例 （４ ） 也是
一

样的 ， 地点状语
“

从国外
”

也排在谓语动词
“

回来
”

之前 。 但按照阿拉们语的语序 ， 状语要排在动词的后面 。

２ ．５ ．２ 充当定语成分错序

与矩语有关的错序
－

？

般表现在学生把定语排在 中心语之后 ， 而且大部分错误都会出现

在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的定语层面上 ， 如 ： 动词短语作定语 ， 介词短语作定语等等 。 例如 ：

＊（ ５ ９ ） 好机会练功夫的 。

（ ５ ９ ） 练功夫的好机会 。

＊（ ６ ０ ） 那部手机我买的 。

（ ６ ０ ） 我买的那部乎机 。

＊（ ６ １ ） 情况关于他的事情的 。

（ ６ １ ） 关于他的事情的情况 。

＊（ ６２ ） 她的妈妈在 门 丨 １学校等她 。

（ ６ ２ ） 她的妈妈在学校 门 口等她

＊（ ６ ３ ） 旗子红色的放在哪儿 ？

（ ６３ ） 红色的旗子放在哪儿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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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阿拉伯学生的写作中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 都是因为他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而把

定语排在后面 。

通过分析定语和状语在句子中 的排列顺序可 以看出 ， 在汉语中定语和状语的位置
一

般

比较固定的 ， 经常会出现在中心语前面 。 但阿拉伯语则这两个成分是后置的 。 由此可 以推

断 ， 阿拉伯学生用汉语进行写作时常见的语序偏误都是定语和状语后置的情形 ， 这也是阿

拉伯学生学习汉语的
一

个重难点 。

２ ．６ 其他方面的偏误

表 ７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其他方而的偏误

生搬硬套 （简 中－对应 ）多词或缺讷

偏误总计


１ ４

偏误用例


１ ０


４



占总数的 比例 ７ １ ． ４２％ ２８ ． ５ ７％

２ ．６ ． １ 生搬硬套 、 筒单对应

在习得汉语的过程当 中 ， 有不少阿拉伯学生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

而经常会习惯性地按照阿拉伯语的表达方式 ， 把
一

狴词语生搬硬套用到汉语词汇上去 ， 这

不仅是汉语初学者采取的过于简单化的学习策略 ， 而且也是母语负迁移效应最为突 出 的地

方 ， 语料显示 ， 有不少汉语学 习者
一

般会从阿拉伯语的意念出发 ， 在阿汉词语之间寻找对

应的单词 。 譬如 ， 有些同学把阿拉伯语中 的
“

（ 黑茶 ） 斑接翻译成
“

黑茶
”

，

但汉语 中
一

般用
“

红茶
”

来表达 。 又如 ， 存的学屯把这句话 ： （坐在

太阳下 ） 说成
“

躺在太阳光下
”

， 虽然这样的说法在
一

走的程度 Ｉ ：可 以理解 ， 仴往往不符合

目 的语的地道表达
“

晒太阳
”

。 还行 ， （符大夫 ） ， 阿拉伯学生经常说成
“

咨

询／看医生
”

。 侣在 日 常交流中 ， 中 国人
？

般刖
“

看病
”

来表达 。 这种简单对应的学习策略 ，

虽然能或多或少帮助语言输出者弥补对外语学 习 的不足之处 ， 但这样的学习手段会造成语

言接收者的误解 ， 更会产生文化冲突 ， 导致跨文化交流障碍 。 通过分析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

库 中 的阿拉伯学生作文 ，
笔者也查到 以下几个病句 ：

＊（ ６４ ） 我来中 国为 了想学习本科和硕士和博士 。

＊（ ６ ５ ） 所 以我还想住在中 国差不多五六年因为想学习找到好工作想幸福的生活 。

＊（ ６ ６ ） 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的方法是学完 了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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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７ ） 而且每次作业都后才能去玩 。

一

看到 上面的几个例子时 ， 接收者的第
一

印象就是句子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 这很

明 显 ， 阿拉伯学生用汉语写作的时候 ， 他总是 以母语为出发点思考 问题 ， 根据母语的思维

方式对汉语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 ， 结果就严重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 其实类似的偏误到

处都是 。

＊（ ６８ ） 他在外面里烟

（ ６ ８ ） 他在外而吸／抽

因为阿拉伯语中 的
“

抽烟
“

这个动作
一

般会使用动词
〃〃

（ ｄｒ ｉ ｎｋ ） 来表达 ， 所

以深受母语影响 的阿拉伯学生 ；Ｔｔ接把母语的 习惯套用在汉语的使用上造成不达意的偏误 。

又如 ：

＊（ ６９ ） 我咋天知道 了
一

个新朋友 。

＊（ ７ ０ ） 除了长城 、 故宫外 ， 我们还访 问 了天安 门 。

＊（ ７ １ ） 从这个故事里面 ， 我学会 了
一

个很重要的教训 。

从 以上三个例子中可 以看出 ， 阿拉伯语学生学习汉语词汇时母语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千

扰 。 例句 （ ６９ ） 中 的
“

知道朋友
”

是不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 学生应该把
“

知道
”

改成
“

认

识
”

或
“

交
”

比较妥裘 。 在阿拉伯 语里 ， 动词
““

（认识／知道 ） 无论对象是人或事

物 ， 都可 以通用 的 。 相同的偏误也表现在句子 （ ７０ ） 中 ， 阿拉伯语中动词
“

ｊｊｊ
”

（参观／

看望 ） 是通用 的 ，

“

访 问
一

个人或访 问
一

个地方
“

都符合阿拉伯语的表达方式
？

。 因此 ， 阿

拉伯学生就笼统地把阿拉伯语的语言 习惯直接套在汉语头上造成简单对应的偏误 。 例子

（ ７ １ ） 中 的偏误也是母语的表达习惯导致的 。

一

般汉语中 的
“

教训
”

可 以与
“

吸收
”“

或
”

得到
“
一

起使用 ， 但学生仍然会根据母语的表达 习惯用动词 （学习 ） 来表达 。

其实阿拉伯语与汉语这两种语言的搭配范围和搭配习惯因为受到各 自语言特征和文化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而形成了各 自 的 习惯表达方式 。 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往往对两种语言之

间的差异缺乏了解。

＊（ ７ ２ ） 我的手机没有钱 ， 我需要充话费适费 。

＊（ ７ ３ ） 今天天气很冷 ， 出 门要穿帽子 。

①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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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子 （ ７２ ） 中 ， 学生造成两种偏误 ，

一

是
“

钱
”

用 的不当 ， 应该改为
“

话费
”

，
二是

使用动词 （买 ） 的错误 。 学生直接把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用在中文上 。 这样的句

子毫无疑 问地会导致对方的误解。 再看句子 （ ７ ３ ） 中 的偏误 ， 在汉语中 ， 动词
“

穿
”

和
“

戴
”

词义上存在差异的 。

一

般通过洞 、 孔 、 缝隙 ， 如裤子 、 毛衣等要用动词
“

穿
”

。 如果把东西

放在其他东西上 ， 这需要用动词
“

戴
”

如眼镜 、 手表等 。 但阿拉伯语里面不存在类似的细

微区别 ，

一

般都可 以用动词 （穿 ） 来表达 ， 所 以穿裤子 、 穿眼镜 、 穿帽子都符合阿

拉伯语的语言 习惯 。 以上两个例句应该改成 ：

（ ７ ２ ） 我的手机欠费 了 ， 我需要充话费 。

（ ７３ ） 今天天气很冷 ， 出 门要戴帽子 。

２ ．６ ．２ 多词或缺词

阿拉伯学生的写作中 出现多词或缺词也是偏误产生的另外
一

种表现 ， 宂其原因也归于

母语所带来的影响 ， 因为阿拉伯学生对 目 的语的敏感性不够强 ， 他
一

直对阿拉伯语和汉语

之间的差异缺乏 了解 。 在很多情况下 ， 等他动笔写文章的时候 ， 他不会注意到句子里是不

是多 了或少 了某个成分 。

＊（ ７ ４ ） 除 了汉语外 ， 我们必须讲另外
一

门外语 ， 特别是那个英语或法语 。

＊（ ７ ５ ） 他是好丈夫 ， 又照顾好妻子 ， 又能做家务什么 的 。

＊（ ７６ ） 学校附件有
一

个超市 ， 名 ？
“

武商量贩
”

。

＊（ ７ ７ ）口语课 引 ？ 很多 留学生的重视 。

例句 （ ７４ ） 屮 ，

“

特别是那个
”

后面的
“

那个
”

是多余的 ， 没必要添加 ， 而且它是属于

Ｕ Ｉ吾化的词语 。 同样 ， 例句 （ ７ ５ ） 里面的
“

什么 的
”

也是多词 ， 应该删掉才能更好地表达

向 己的意思 。 例 （ ７６ ） 中 的偏误属于缺词现象 ，

“

名
”

后面少 了谓语动词
“

叫
”

， 需要改成

“

名 叫
”

， 例 （ ７ ７ ） 中也少 了趋向补语
“

起
”

， 需要要改为
“

引起
”

。 以上四个病句应该纠正

为 ：

（ ７ ４ ） 除 了汉语外 ， 我们必须讲另外
一

门外语 ， 特别是英语或法语 。

（ ７ ５ ） 他是好丈夫 ， 又照顾好妻子 ， 又能做家务 。

（ ７ ６ ） 学校附件有
一

个超市 ， 名 叫
“

武商量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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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７ ）口语课 引起 了很 多 留学生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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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句法层面上的偏误

众所周知 ， 阿拉伯语是形合语言 ， 有着非常丰富的词语形态变化 ， 动词也 比较独特的 ，

有着时态 、 人称 、 数、 主动被动语态等变化 ， 阿拉伯语里面的名词也有数 、 性 、 格式方面

的变化 ， 词尾也有主 、 宾和属三个语法的格位 ， 句子中的每个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都靠这

些形态上的变化来表示的
？

。 而汉语则是属于意合语言 ， 形态的变化也不发达 ， 没有词性变

化 ， 其结构也 比较松散 ， 句子之间的成分都靠 内部逻辑连接起来 。 此外 ， 汉语的
一

个特点

是虚词 比较丰富的 ，

一

般都是依靠这些虚词来表示语法之间 的关系 ， 这也使得句法结构的

弹性大且不受形式约束 。 从两种语言所存在的差异的角度来看 ， 不同 的文化渊源使阿汉 民

族形成 了 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的不 同 ， 这从句法层面屮也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 因为如此 ，

阿拉伯学生对汉语句型的理解和掌握存在着许多 问题和不足之处 。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 ， 用

母语结构来组织语言 ， 加工语言很便利 ， 但没想到 的是 ， 句法方面的影响的确不如其在词

汇 、 语音等层面的影响表现得那么 明显 。 刘上扶 （ １ ９９８ ） 指 出过 ：

“

学生写作水平差 ， 首

先还是差在句子水平上 ， 句子的表达方式单调 ， 正确率不高
”

气 在句法层面 ， 阿拉伯学生

造成的偏误也比较多 ， 经过语料统计与分析笔者得出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句法时会造成

大量的偏误 ， 而这些错误主要体现在 ：

３ ． １ 句子成分的偏误

３ ． １ ． １ 定语层面上的偏误

在汉语中 ， 定语是用来修饰 、 说明和限定名 词或代词的成分 。 主要有形容词 、 代词 、

数词 、 介词短语等都可 以作定语 。 被限制的或修饰的部分 （ 名 词或名词短语 ） 叫做
“

中心

语
”

。 按照汉语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 ， 定语
－

般排在中心语前面 ， 做前置成分 。 与学生母语

相 比 ， 这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而这些不同之处可 以概括为定语与中心语的关系和位置 ，

充当定语的语言单位 、 多项定语的排列 问题和定语的结构标志等 。

一

般来讲 ， 阿拉伯语定

语是属于后置型定语 （位于中心语后面 ） ， 汉语则属于前置型定语 。 此外 ， 阿拉伯语能够充

治定语的成分有词 、 短语和句子 ， 但在汉语中 ， 句子是不能作定语的 。 汉语定语的结构标

志
一

般 ｆ
ｌ

丨助词
“

的
”

构成的 ， 当然 ， 不是所有定语后都可 以加
“

的
”

。 相反 ， 阿拉伯语的定

语没有 明显的标志 ， 但定语与 中心语会严格地保持性 、 数 、 格的
一

致 。 跟其他的语言
一

样 ，

①
． １ ９６９ ｔｌ ａｌｕ ｊ

ｌ
ｄｉ

ｊ
ａａ ｌ

ｌ

ｊ 

Ａｉｌｌ
ｌ

^
②

刘上扶 ．英语写作论 ［
Ｍ

］
．南宁 ： 广西教育 出 版

社，１ ９ ９ ８：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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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定语时 ， 也会造成不少偏误 ， 写作时也仍然会带有母语思维的痕迹 。

以下笔者对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定语时造成的偏误进行详细的分析 。



表 １ ：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时定语层面上的偏误情况




ｍｍ


数量比率


偏误总计 ４ ３


１ ０ ０％


定语Ｍ面的偏误走语成分多余


１ ０


２３ ．２ ５％


定语残缺


７


１ ６ ．２７％


定语 与中 心语事物顺序偏误


１ ６


３７ ．２０％



多层定语顺序偏误


Ｈ）



２ ３ ．２５％


３ ． １ ． １ ． １ 定语成分多余

＊（ １ ） 我对妈妈的爱 ， 这么 深深 的 ， 但
一

直没告诉她 。

＊（ ２ ） 我 丨
、Ｖ： 该努力学习 汉语 ， 以后 可 以找到收入赶高高的工作 。

这属子形容词成分多余的偏误 。 可见 ， 这两个例句 当 中 的
“

深深的爱
”

和
“

高高的工

作
”

已经表系程度很深 ， 更不需要在前面添加其他形容词
？

。 还冇 ，

“

爱
”

不能用
“

高
”

这

个形容 词来修饰 ， 这也是另外
一

种偏 误 。 例句 （ １ ） 和 （ ２ ） 中 的应该把多余成分
“

高
”

和

“

好
”

去掉 ， 句 子要改为
“

这么深深的
”

，

“

收入高高的
”

这样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 上面

学生直接把这两个句 ｆ从阿拉伯翻译过来造成偏误 。 两个例句要改成 ：

（ 玉 ） 我对妈妈的爱 ， 这么深深的 ， 但
一

直没ｆ？诉她 。

（ ２ ） 我应该努力学 习 汉语 ， 以ｐ ｕ
丨 以找到收入高高的工作 。

又如 ．

？

＊（ ３ ） 他的演说发言令人感动 。

＊（ ４ ） 去年 ， 北京的空气环埯污染 彳

上面这两句是属于名词成分多佘的偏误 。 可见 ， 例句 （ ３ ） 中 的
“

演说
”

和
“

发言
”

被

Ｏ
 ．  Ｉ ９７９ ． ．

５ ．

４ ｊ 

－ｌａＵｊ

＾
ｊ
Ｖ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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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重复用 的 ， 需要去掉
一

个 。 例句 （ ４ ） 中 的
“

空气
”

和
“

环境
”

也是
一

样被重复的 ， 要

删掉
“

环境
”

。 在阿拉伯语里 ， 为 了能够表达清楚相关的意见 ， 在很多情况下 ， 说话者会用

几个近义词来强调他的意思 。 而汉语里这种表达方式是不能接受的 ， 这不仅会导致偏误的

产生 ， 而且添加其他多余成分会使得句子显得很累赘 。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 阿拉伯

学生应该正确把握每
一

个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 所以 以上两个例句分别要改成
“

他的演说令

人感动
”

和
“

北京的空气污染很中
”

。

（ ３ ） 他的发言令人感动 。

（ ４ ） 去年 ， 北 京 的空气污染很重 。

又如 ：

＊（ ５ ） 我的 同桌是来 自 韩国 ， 学习 上他是
一

个我的竞争对乎 。

＊（ ６ ） 洪水是
一

个 ｆｔ 然的
一

个现象 。

＊（ ７ ） 每
一

个人都应该尊重
－

－

个父母的意见 。

数量词
“

个
”

多用 于修饰中心语 ，

一

般排在定语之前限制定语所表示的数量 ， 但并不

是所有的情况下都可 以使用数量词 ， 有时候用起来会显得多余 。 以上三个例句 中 的偏误也

反映出这方面的错误 。 在很多情况下 ， 等阿拉伯学生想把相关的意思表达很清楚时 ， 他会

无知无觉地添加 了
一

些冗余的成分 。 从例句 （ ５ ） 可 以看出 ，

“

他是
－

个我的竞争对手
”

中

的
“

个
”

是多余添加的 ， 学生加 了量词
“

个
”

不仅导致句子表达不清楚 ， 而且造成不符合

汉语语言规则 的偏误 。 在此应该把量词删掉 ， 而把句子改成
“

学习上他是我的竞争对手
”

。

数量词多余的偏误也表现在例句 （ ６ ） 当 中 ，

“

自 然
”

足用来修饰 中心语
“

现象
”

， 为 了避免

量词多余的偏误 ， 如果走 语和 中心语之间靠得很近就不需要添加
“

个
”

这个量词 。

“

凸 然

现象
”

更符合汉语的语法要求和表达 习惯 。 例句 （ ７ ） 的偏误也是学生添加 了数量词
“－

个
”

而造成的 ， 可见 ，

“

父母
”

这个词指的是爸爸和妈妈两个人 ， 原来本身是个表乐复数的词语 ，

前面ｆｆｌ
“
一

个
”

来限制
“

父母
”

是错误的 。 因此 ， 应该去掉数量词
“
一

个
”

而把句子改为

“

尊重父 母的意见
”

。 阿拉伯学生之所以会出现类似的偏误 ， 是因为他们对汉语量词
“

个
”

的把握和 ／解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 以上三个例句要改为 ：

（ ５ ） 我的 同桌是来 自 韩 国 ， 学 习 上他是我的竞争对手 。

（ ６ ） 洪水是
一

个 自然现象

（ ７ ） 每
一

个人都应该尊重父母的意见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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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

＊（ ８ ） 祝你永远保持你的健康 。

＊（ ９ ） 我要 申请你们的贵学校的芡学金 。

＊（ １ ０ ） 你们对我的你们照顾和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

上面例句 中 的偏误都是指代词作定语多余导致的 。 这也是不少 留学生使用代词时出现

错误率较高的类型之
一

。 句 （ ８ ） 中的指代词多余很明 显 ， 学生在
“

祝你们保持
”

之后又添

加另外
一

个
“

你
”

造成偏误 。 而
“

祝你永远保持健康
”

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淸楚 ， 所以没

存必要在中心语
“

健康
”

之前Ｍ复
一

遍指代词
“

你
”

。 指代词作定语多余的错误也表现在例

子 （ ９ ） 中 ， 本来
“

贵学校
”

这个短语本身就含朽
”

你们学校
“

的意思 ， 所 以贵学校之前不

需要重复指代词
“

你们
”

。 例句 （ １ ０ ） 屮的第二个指代词
“

你们
”

也足多余的 ， 这导致意思

表达的不清楚 ， 更会引起歧义 。 所以 ， 应该把它去掉 ， 改为
“

你们对我的照顾和关心……
”

。

所 以上面的病句应该改成 ：

（ ８ ） 祝你永远保持健康 。

（ ９ ） 我要 申请贵学校的奖学金 。

（ １ ０ 你们对我的照顾和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

３ ． １ ． 丨 ．２ 定语成分残缺

＊（ １ １ ） 在这场 比赛当 中 ， 他没冇表现得好 ， 也没拿到 （ ） 成绩 。

＊Ｕ
‘

２ ） 大家不要失望 ， 这件事情 Ｌｉ经过去了 ， 相信 明天会有 （ ） 运气 。

这是属于形容词成分的残缺偏误 ， 在汉语中 ，

“

没…… 也没……
”

屮 间所含有的褒贬意

义应该是
一

致的 。 例句 （ Ｕ ） 中 的
“

没有表现得好
”

表示不好的意思 ， 所 以 中心语
“

成绩
”

之前也要添加含有贬义的形容词 。 在此 ， 因为前而出现 了否定副词
“

没有
”

， 可以用形容词

“

好
”

来修饰 。 改为
“

他没有表现得好 ， 也没布拿到好成绩
”

。 例句 （ １ ２ ） 中 ， 学生也遗漏

了 修饰中心语
“

运气
”

的形容词
“

好
”

， 这样就 可 以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 其实
“

运气
”

这

个词也可 以加
“

坏
”

来形容 ， 但前面的语气带冇褒义性质 ， 所以应该保持上下文的
一

致 。

例句 （ １ １ ） 和 （ １ ２ ） 需要改成 ：

（ １ １ ） 在这场比赛当 中 ， 他没有表现得好 ， 也没拿到好成绩 。

（ １ ２ ） 大家不要失望 ， 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 了 ， 相估 明天会冇好的 ／新的运气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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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

＊（ １ ３ ） 我跟父母说这件事之前 ， 我 自 己应该再考虑 （ ） 段时间 。

＊（ １ ４ ） 我的 同学有三个姐姐还有 （ ） 妹妹 。

＊（ １ ５ ） 上海是 （ ） 很繁华的城市 。

上面的三个句子都存在数量词残缺的偏误 。 句 （ １ ３ ） 中的
“

段
”

之前应该添加定语修

饰成分
“－ ”

才能表达清楚 ， 要改为
“
一

段时间
”

， 例句 （ １ ４ ） 中 的
“

妹妹
”

之前学生也遗

漏 ／数量词 。 Ｗ为在汉语中如果少 了这个成分 ， 句子就会产生歧义 ， 我的 同学可能有几个

妹妹 ， 为 了能够清楚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应该在
“

妹妹
”

之前添加量词
“
一

个或两个
”

。 句

（ １ ５ ） 也 Ｎ样猫耍在动词
“

是
”

之后加上数量词 ， Ｗ此 ， 句子要改成
“

上海是
一

座繁华的

城 市
”

更恰４ 。 二个病句应该改为 ：

（ １ ３ ） 我跟父母说这件事之前 ， 我 自 己应该再考虑
一

段时间 。

（ １ ４ ） 我的 同学有 ５个姐姐还有
一

个／两个妹妹 。

（ １ ５ ） 上海是
一

座很繁华的城市 。

还有 ：

＊（ １ ６ ） 你不应该做 （ ） 事情 ， 而且你应该向他道歉 。

＊（ １ ７ ） 他们足 （ ） 人生的榜样 ， 也是 （ ） 生命中 的阳光 。

上面的偏误是因为学生遗漏 了指代词而造成的 。 按照阿拉伯语的表达 习惯 ， 我们不需

要笊Ｍ代词就可以淸楚地表达 己的意思 。 而汉语 中 ， 如果上面两句话少 了这个成分就会

导致句子表意不明 。 可见 ， 句 （ １ ６ ） 中的屮心语
“

事情
”

， 如果不在前面加上指代词
“

这样
”

，

句子往往显得别扭 ， 所 以应该改成
“

做这样的事情
”

。 句子 （ １ ７ ） 中 ， 我们应该加上代词
“

我
”

来限制 中心语
“

人生
”

和
“

生命
”

来表明
“

人生和生命
”

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 。 所以 ， 这

个例句应该改为
“

他们是我人生的榜样 ， 也是我生命中的眼光
”

， 这样才符合汉语语言的表

达 ＞
』惯 。

３ ． １ ． １ ．３ 定语与 中心语的顺序偏误

正如上文所提到 ， 汉语的定语
一

般出现在中心语前面 ， 与阿拉伯语完全不相 同 ， 因为

如此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定语时常常会 出现这样的偏误 。

４ １



＃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ＩＸ）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 ８ ） 他是
一

名学生很勤奋 。

＊（ １ ９ ） 我的同学买了
一

部手机很贵 。

＊（ ２０ ） 他是
一

位好朋友来 自埃及 。

在上面的例句 中 ， 阿拉伯学生从母语的表达方式出发 ， 惯性地遵循
“

阿拉伯 语定语

属于前置型
”

的原则完成句子 ， 这不仅反映出阿拉伯学生对汉语定语与中心语的词序缺乏

了解 ， 而 写出类似的句子会引起其他人的误解 ， 阻碍跨文化交际的进行 ， 更别说造成的

语言偏误 。

“

他是
一

名学生很勤奋
”

这句话是阿拉伯语中 的
“

 （他是学生

很勤奋 ） 的逐字逐句的翻译 。 当然 ， 这不符合汉语定语与 中心 语的排列顺序 。 所以上面 二

个病句应该改成如下才能符合 目 的语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 ：

（ １ ８ ） 他是
一

名很勤奋的学生 。

（ ２０ ） 我的 同学买 了
一

部很贵的手机 。

（ ２０ ） 他是
一

位来 ０ 埃及的好朋友 。

又如 ：

＊（ ２ １ ） 这是 日报的昨天 。

＊（ ２２ ） 阿拉伯学生的华中师范大学很多 。

“

在阿拉伯语 中 ，

“

昨天
”一

词是作定语来修饰中心语
“

ｆ
：

丨 报
”

， 而根据句子成分的排列

顺序 ， 定语是排在中心语后面 。 同样 ， 汉语中的
“

昨天
”

也充３定语成分 ， 但 由于其前置

型的特点 ，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名词之前 。 可见 ， 虽然
“

昨天
”

这个词在这两阿汉 屮都可 以

作定语 ， 但从词序角度看 ， 这两语言也存在差异 ， 这也是学生造成定语和 中心语倒置偏误

的原因 。 在 （ ２２ ） 例句 中 ， 学生也出现了 同样的错误 ， 他把定语
“

华中师范大学
”

排在屮

心语
“

阿拉伯学生
”

后面 。 但在汉语中 ， 无论定语充铛什么成分 ，

－

律要排在被修饰的成

分前面 。 以上两个例句中 的偏误也是学生按照母语的语亩 习惯而造成的 。 所 以应该把它们

改为 ：

（ ２ １ ） 这是昨天的 日报 。

（ ２２ ） 华中师范大学的阿拉伯学生很多 。

还有 ：

＊（ ２ ３ ） 连小孩子不到 ５ 岁也懂这些事情 。

“

ｉ ｉ

ｊ
ｉｈ

一 以
迎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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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 我爸爸买 了
一

条 （鱼 ） ２公斤 。

例句 （ ２ ３ ） 中 的数量词
“

不到五岁
”

是用来修饰中心语
“

小孩子
”

。 而根据汉语句子的

排列顺序 ， 该成分应该排在前面作定语 。 但阿拉伯学生习惯性地把定语
“

不到五岁
”

放在

中心语
“

小孩子
”

后面造成偏误 。 例子 （ ２４ ） 中的
“

三公斤
”

也是做数量词 ， 这个成分排

列的顺序也是跟第
一

个例子相 同 ， 要排在 中 心语
“

鱼
”

前面 。 但因为深受阿拉伯语思维方

式的影响 ， 学生会很容易造成偏误 ａ 因此例句 （ ２ ３ ） 和 （ ２４ ） 应该改成如下 ：

（ ２ ３ ） 连不到五岁 的小孩子也懂这些 事情 。

（ ２４ ） 我爸爸买 丫
一

条 Ｗ公斤的鱼 。

又如 ：

＊（ ２ ５ ） 西 安是
？

座城市很突 Ｈｔｆ 。

＊（ ２６ ） 他是个年轻人很 勇敢 。 （ Ｉ

＊（ ２ ７ ） 我的室友买 ／
一

件衣服很好看 。 （ Ｉ

这是涉及到形容词做定语的另外
一

种偏误 。 从上面例句来看 ， 阿拉伯语和汉语形容词

做定语时最大不同在于阿拉伯语形容词
一

律都排在被修饰的成分 （

一

般是名词 ） 后面 。 但

汉语则
一

般情况都排在名词前面形成前置型成分 （有时候也会出现形容 词前置的情况 ） 。 可

见 ， 在学习汉语定语时 ， 阿拉伯学生也难 以摆脱形容词后置型的表达习惯 ， 学习汉语时 ，

他们造成的相关偏误到处都是 。 对上面 （ ２５ ） ， （ ２ ６ ） 和 （ ２ ７ ） 例子进行分析后可 以看出 ，

阿拉伯学生忽略了汉语形容词作定语的特点 ， 而 惯性地把形容词
“

长
”

、

“

美丽
”

、

“

勇敢
”

、

“

好看
”

都排在中心语
“

头发
”

、

“

城市
”

、

“

年轻人
”

、

“

衣服
”

后而造成排列顺序层面上的

偏误 。 以上圆括兮 内 的部分足Ｈ拉伯语 表达方式的逐字逐句翻译 ， 这也足学生产生偏误的

来源 。 所以上而三个病句应 该纠 ＩＨ为 ：

（ ２ ５ ） 西安足
－

座很美丽的城市 。

（ ２ ６ ） 他是个很 勇敢的年轻人 。

（ ２ ７ ） 我的室友买 了
一

件很好看的衣服 。

除 了双音节形容词外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单音节形容词时也会出现偏误 。 如 ：

＊（ ２ ８ ） 我的 同学打头发长 。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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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９ ） 昨天
一

起去超市 ， 我的朋友买 了
一

本词典新的 。

在阿拉伯语里面 ， 无论是单音节或双音节形容词 ， 在句子中 的排列顺序永远不会改变

的 ， 都放在中心语前面 。 因此 ， 例句 （ ２８ ） 和 （ ２９ ） 中的形容词
“

长
”

和
“

新
”

分别要排

在中心语
“

头发
”

和
“

词典
”

前面 ，
应该改成 ：

（ ２８ ） 我的 同学有长头发 。

（ ２ ９ ） 昨天
一

起去超市 ， 我的朋友买 了
一

本新的词典 。

Ｗ看 ：

＊（ ３ ０ ） 这是书包我买的昨天 。

＊（ ３ １ ） 这是教室我们上阅读课 。

上面主谓短语
“

我买
”

和
“

我们上阅读课
”

分别是
“

书包
”

和
“

教室
”

的修饰成分 ，

按照汉语的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都应该放在前面做定语 。 当然 ， 造成这类偏误的原因都归

于阿拉伯学生的母语表达习惯和句子中的排列顺序 。 正确的表达习惯应该改为 ：

（ ３ ０ ） 这是我昨天买的书包 。

（ ３ １ ） 这是我们上阅读课的教室 。

再看 ：

＊（ ３ ２ ） 他的感情对她
一直没变 。

＊（ ３ ２ ） 我觉得突中两个国 家应该促进友谊关系在各国人民之间 Ｊｉ＞２
）

在汉语中 ，

“

对她
”

是做介词短语 ，

一

般出现在中心语前面充当定语成分 ， 而阿拉伯语

Ｍ面的相关排列是相反的 ， 修饰中心语的成分常常排在后面 ， 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阿拉伯伯学生造 出 的句子难免出现错误 。 例句 （ ３ ２ ） 中 的
“

对她
”

应该放在主语
“

我
”

之

后 。 例句 （ ３２ ） 中也同样出现 了句子成分之间的顺序排列不 当的偏误 。 例句 （ ３ ２ ） 和 （ ３２
’

）

应该改为 ：

（ ３ ２ ） 他对她的感情
一

宵没变 。

（３ ２
’

） 我觉得突中两个国 家应该促进各国人 民之间 的友谊关系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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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

＊（ ３３ ） 她不想告诉我那些事情 （让她感到后海 ， 而且说不 出来的） 。

＾
Ｃ －＾ ，

Ｗ

上面这个例子是复句形式短语做定语 ， 在类似句子中 ， 学生产生偏误的概率也比其他

形式高 。

“

让她感到后悔 ， 而且说不出来的
”

是用来修饰
“

事情
”

， 应该排在前面作定语 。

应该改成如下 ：

（ ３ ３ ） 她不想告诉我那些让他感到后悔 ， 而 ｆ 〖说不 出来的事情 。

３ ． １ ． １ ．４ 多层定语顾序的偏误

顾名思义 ， 多层或多项定语是指
一

个句子 ３ 中会 出现多个足语 ， 而且这拽成分的位置

不是杂乱无章 的 ，

一

般与 中心语关系越密切 的圮语越靠近中心语 ， 各项定语之间会存在逻

辑关系 ， 比如重要性的大小 、 距离的远近 、 地位的高低 、 数量的多少等等 ， 如果学生不注

意这些 ， 他会很容易产生偏误 。 在汉语中 ， 多层定语的排列
一

般情况都会遵循 以下规律 （从

离中心词最远的算起 ） ：

“

表示领属或时间 ， 处所的名词 、 代词或短语 ， 表示
“

谁的
” ”

。 多

项定语的顺序
一

般可 以概括为如下 ：

（谁的 ） ：表示领属关系

（什么时候 、 什么地方 ） ：表示时间 、 处所

（数量多少 ） ： 表示指代词或数量短语 ＋中心语

（怎么样 ） ： 表示动词性短语或主鹊短语

（什么样的 ） ： 表示形容词性短语

（什么 ） ： 表乐性质 、 事物属性范围的动词或名 Ｎ

举例 ：

他的
？

双昨天新买的纯牛皮的皮鞋 。

谁的多少怎样的什么样的什么东西

领属数最性质性状质料

与阿拉伯语相 同 ， 汉语多层定语可 以分为并列关系和递加关系两种类 ， 其中语序偏误

表现最为突 出的是递加关系定语 。 其实递加关系定语也分两个层次 ， 限制性和描写性定语 。

在汉语中 ， 限制性定语排前面 ， 描写性定语排后面 。 而阿拉伯语中 的 同序是倒置的 ， 这也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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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偏误常常出现的原因之
一

。 比如 ：

＊ （ ３４ ） 老师 （中心语 ） Ｕ语 （描写性 ） 的我们 （限制性 ）是来 自武汉 。 （ ． ． ． ． ． ｃ＞ ｆ

ｉ－
）

＊（ Ｓ ） 他是足味员 （ 中保 ）最快 （描敢 ） 在我 球队 （限制性 。 （ ． ． ．
． ．

可见 ， 以上两个例句 当 中 ， 阿拉伯学生也是错误地根据母语的排列规律把描写性定语放

在限制性定语前面造成偏误 。 根据汉语中 的多层定语的相关排列顺序 ， 两个例句应该改为 ：

（ ３ ４ ） 我们的 （ 限制性 ） 口语 （描Ｋｆｔ ） 老师是来 自武汉 。

（ ３ ５ ） 他是我们球队 （限制性 ） 最快的 （描写性 ） 足球员 （ 中心语 ） 。

再看 ：

＊（ ３ ６ ） 他的朋友 已经不是那个成绩差 以前农村小孩子 。

例句 （ ３６ ） 是
一

个递加关系定语的偏误句 ， 相关的排列顺序也是有规律的 。 这跟上面

所阐述的例子
？－

样 ， 描写性定语排前面 ， 描写性定语排后面 。 例子应该改成

（ ３ ６ ） 他的朋友已经不是 以前那个成绩差的农村小孩子 。

又如 ：

＊（ ３ ７ ）
—

项她上个周
一

没有完成的任务 ，

＊（ ３ ８ ）
—

副她过生 日 时朋友送的眼镜 。

上面两个句子的排列顺序也是来 自 于阿拉伯语里面 。 在汉语中 ， 类似的多层定语的排

列是有规律的 ，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相关规则 ， 表示领属关系
“

谁
”

应该排在表示数量关系

之前 。 所 以例句 （ ３ ７ ） 和 （ ３ ８ ） 应该改为 ：

（ ３ ７ ） 她
一

项上个周
一

没有完成的任务 。

（ ３ ８ ） 她
一

副过生 日 时朋友送的眼镜 ＇

还有 ：

４６



壯 学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 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 ３ ９ ） 那本词典我的朋友刚买的丢在图书馆里 了 。

例句 （ ３９ ） 中 出现 了两个不同的偏误 ，

一

是表示领属关系的
“

我的朋友
”

应该排在数

量词
“

那本词典
”

之前 。 二是表示性质关系的
“

刚买的
”

（刚买的不是旧的 ） 也要排在表示

领属和数量词之前 。 根据多项定语的 以下顺序
“

领属 ＋数量＋性质 ＋性状 ＋质料
”

， 句子应该

改成 ：

“

我的朋友刚买的那本词典丢在图书馆里 了 。

”

＊（ ４０ ） 牛皮鞋很好看是我去年买的 。

＊（ ４ １ ） 词典汉语送给我我的 ｔｌ 本同学 。

句 （ ４０ ） 是表示并列关系的多Ｍ定语 。 而根据上文所提到 ， 相关的排列不足任意的 ，

是存在逻辑关系 ， 如数量多少 、 价值大小 ， Ｍ耍性等 。 在此 ， 学生除 了句子成分排错位置

外 ， 他还遗漏 了数量词 （原因是阿拉伯语中有时候不需要用 ） 。 在这两个例句中 ， 学生把质

料关系 、 领属关系和性质关系放错位置而造成偏误 。 例句 （ ４０ ） 和 （ ４２ ） 要改成 ：

（ ４ １ ）
一

双我去年买的很好看的牛皮鞋 。

（ ４ １ ）
一

本我的 日本同学送给我的汉语词典 。

从上面学生造出 的病句可以看出 ， 多项定语关系越复杂 ， 阿拉伯学生 出错的概率就越大 。

其实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多层定语的过程当 中会造成不少偏误 ， 而产屮偏误的主耍原Ｗ

大部分都是来 自母语本＃的负面影响 。

３ ． １ ．２ 状语层面上的偏误

状语 （ ａｄ ｖ ｅ ｒｂ ｉ ａ ｌ） 是谓语动词或形容词的Ｍ外
一

个附加成分 ，

一

般出现在句子中从时

间 、 处所 、 情况 、 方式 、 条件 、 范围和程度等方面对中心语进行修饰或限制 。 从语法功能

的角度看 ， 阿拉伯语与汉语的状语基本上是相同 的 ， 但作为两大独立的语言体系 ， 阿拉们

语和汉语的状语在位置和成分上存在着许多不 同之处 。 在位置上 ， 阿拉伯语状语是用来修

饰中心语的
一

个成分 ， 在句子中 的位置 比较灵活 ， 可 以 出现在被描写的成分之后 ， 或置于

句尾 。 而汉语状语
一

般放在中心语之前表示限制修饰作用 。 从成分上看 ， 能充 ：与阿拉伯语

状语的成分比汉语丰富 ， 范围广泛 ， 词语种类多 ， 有动词短语 、 名词短语、 词根 、 完整的

句子 、 介词短语等 。 充当汉语状语的语言单位也不少 ， 除 了动词和副词外 ， 短语和形容词

也可 以作状语 。 因为这两种语言属于两个不 同的语言体系 ， 相关的排列顺序也有所不同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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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的
一

个重难点 ， 而且也是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另外
一

个明显表现 。

表 ２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状语层面上的偏误情况
一

类型 丨

数量 丨

比率

偏误总计 ３ ３


１ ００％


｜

时间名词或名词作状语的偏误 ６ １ ８ ．１ ８％

形容词作状语的偏误 ５

￣￣

 １ ５ ． １ ５％

状语层面的偏误副词作状语的偏误
＿

 １ ２ ３ ６ ． ３６％

动 词作状语的偏误


５


１ ５ ．１ ５％


含有两个时间或地点状语的排列 ２ ６ ．０６％



｜

多Ｍ状语的顺序偏误 Ｉ５ ｜ １ ５ ．１ ５ ５

３ ． Ｌ２ ． １ 时间名词或名词作状语的偏误

＊（ ４２ ） 我去图 馆 ＦＴ
－

？

（ ４ ２ ） 我下午去 图书馆 。

＊（ ４３ ） 我们 回到宿舍晚 上 。

（ ４ ３ ） 我们晚上冋到宿舍 。

＊（ ４４ ） 我们要放假 Ｆ个星期五 。

（ ４４ ） 我们 Ｆ个Ｍ期五 ／下个星期五我们要放假 。

＊（ ４ ５ ） 爸爸去 上班 ７ 点 （ Ｘ ）

（ ４ ５ ） 签爸 ７ 点去 ｈ班 ／７ 点爸爸去上班 。

＊（ ４６ ） 他起来 ８ 点钟每天 。

（ ４６ ） 他每天 ８ 点钟起床 。

＊（ ４ ７ ） 我们谈 以后这件事情 。

（ ４ ７ ） 我们 以 ／，７ ／以后我们谈这件事情 。

＊（ ４８ ） 我没有跟她见Ｍ很长时间 。

（ ４８ ） 很长时间我／我很长时间没有跟他见面 。

以上这些病句的
一

个共 同点是它们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 ， 学生永远 以 自 己 的母语为

出发点随意地按照阿拉伯语的顺序转化为 Ｒ 的语造成偏误 。 如果从汉语状语在句子中 的顺

序角度来看 ， 我们会发现 ， 阿拉伯汉语学 习 者在这方面也存在许多还没有掌握好的知识点 ，

就像上述所提到的 ， 吋间状语在汉语中 的位置比其他状语也要灵活
一

点 ， 在句子中既可以

排在主语前面 ， 也可 以 出现的主语之后 ， 但需要强调的是 ， 状语
一

律不能放在动词之后 ，

无论前面出现什么成分 ， 都要排在动词之前 。 就例句 （ ４２ ） 而言 ， 表示时间状语的
“

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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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排在句尾 （这是阿拉伯语的说法 ） ， 可以放在主语前后两个位置 ， 但
一

定不能排在谓语

动词
“

去
”

之后 。 其他例句 中 的偏误也是学生把状语放错位置而造成的 。 宄其主要原因有

两个 ；

一

是阿拉伯学生没有掌握好汉语状语的正确用法 ，
二是学生深受母语时间状语出现

在句子中 的影响 。

３ ． １ ．２ ．２ 形容词作状语的偏误

＊（ ４９ ） 她接 电话很快 。

（ ４９ ） 她很快接 电话 。

＊（ ５ ０ ） 我要学 习汉语努力 。

（ ５ ０ ） 我要努力学习汉语 。

＊（ ５ １ ） 你说慢慢可 以吗 ？

（ ５ １ ） 你慢慢说 可 以吗 ？

＊（ ５ ２ ） 她的妈妈从外面叫他大声 。

（ ５ ３ ） 她的妈妈从外面大声叫他 。

上面也是学生错误地把形容词排在动词后面造成偏误 。 在汉语中 ， 当形容词作状语时

一

定要放在谓语动词之前 。 例句 （ ４９ ） 中汉语学习者习惯性地把形容词
“

快
”

排在
“

接电

话
”

后面 ， 这也是阿拉伯语中 的 （她很快地回 电话 ） 的逐字逐句的翻

译 。 后面的病句都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 可见 ， 形容词做状语有关的偏误也是阿拉伯学生

母语负迁移现象体现最为明显的层面之
－

－

。

３丄２ ．３ 副词作状语的偏误

副词作状语的偏误也足句法层面上学生出现错误的 另外
一

种表现 ， 阿拉们学生使用汉

语副词时造成病句也是留学生作文 中常见的普遍现象 。

＊（ ５４ ） 来中 国之后 ， 经常我给家里人打电话 ， 发短信 。

（ ５４ ） 来中 国之后 ， 我经常给家里人打 电话 ， 发短信 。

＊（ ５ ５ ） 我不喜欢吃武汉热干面 ， 也我的 同胞不喜欢 。

（ ５ ５ ） 我不喜欢吃武汉热干面 ， 我的 同胞也不喜欢

＊（ ５ ６ ） 我的 同胞长得帅帅 的 ， 也性格很好 。

（ ５６ ） 我的 同胞长得帅帅 的 ， 性格也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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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例句 中 ， 学生把表示重复和频率的副词
“

经常
”

和
“

也
”

排错位置而造成偏

误 ， 他错误地把它们放在主语之前 ， 这当然不符合汉语实际表达的需要 。 根据该语言的语

法规则 ， 这类副词应该排在主语之后 ， 所 以句子 （ ５４ ） 、 （ ５５ ） 和 （ ５ ６ ） 应该分别改为
“

我

经常给家Ｍ人打 电 话
”

、

“

我的 同胞也不喜欢
”

、

“

性格也很好
”

。 与汉语语序相反 ， 阿拉伯语

中表示频率副词在句子中 的位置很灵活 ， 都可 以排在主语前后两个位置 。

＊（ ５ ７ ） 都这些事情你知道 了 ， 你怎么没告诉我 ？以 当
”

（ ５７ ） 这些事情你都知道 丫 ， 你怎么没告诉我？

＊（ ５８ ） 每个周末我跟我的室友去超市买东
一

起 。

”

。

（ ５ ８ ） 每个周末我跟我的柬友
一

起去超市买东西 。

句 （ ５ ７ ） 中处学生按照阿拉们语的语序把表术范围的副词
“

都
”

排在主语之前造成偏

误 。 而根据汉语的相关语
？

法规则和表达习惯 ， 充 当状语成分的副词
“

都
”

应该排在主语之

后 。 句 （ ５ ８ ） 中 ， 学生也楚 同样把副词
“
…

起
”

放在句尾造成偏 误 ， 但汉语中不同 ， 该副

词应 该排在谓语动讷
“

去
”

之前 。 这样的语序是符合学生母语的表达方式 。 可见 ， 上面两

个阿拉伯语句子中下面划线的词语是充当状语的成分 ， 这两个副词在句子 屮 的排列顺序 ，

一

个出现在句前 ，

－
－

个出现在句尾 。 这就足偏误原因所在 。

＊（ ５ ９ ） 却他喜欢吃武汉热干而 。

（ ５９ ） 他却喜欢吃武汉热干而

＊（ ６０ ） 我却我不能冏意ＮＭ的意见 》

（ ６ １ ） 我却不能 同意阿驭的意见 。

＊（ ６２ ） 我不能相倍这是真的几乎 。

（ ６２ ）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

＊（ ６３ ） 看他的样子 ， 他要 荇过去儿乎 。

（ ６ ３ ） 看他的样子 ， 他几乎要 锌过去 。

这里是学生对语气副词
“

却
”

和
“

儿乎
”

了解不足而造成偏误 。 在汉语中
“

却
”

这个

副词
一

般排在主语前面表示转折 ， 不会出现在主语之前 ， 所 以句 （ ５９ ） 和 （ ６０ ） 应该改成

“

他却喜欢吃武汉热干面
”

，

“

我却不能同意阿Ｍ的意见
”

。 例子 （ ６２ ） 和 （ ６ ３ ） 是涉及到副

词
“

几乎
”

的正确使用 以及在句子中 的排列顺序 ， 该副词是相当于阿拉伯语里面的

（大概 ， 差不多 ） ， 而在大多情况下 ， 都会出现在句尾表示
“

差
？一

点 、 接近于
”

的意思 。 上

面的例子也反映 出阿拉伯学生的母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在汉语中 ，

一

般情况 ， 表示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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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词都放在主语之后 ， 中心语之前 ， 而绝对不能出现在句首 。

＊（ ６４ ） 我去先把文件打印 出来 。

＊（ ６５ ） 我跟他先联系再 回复你的 。

以上是与表示时间先后的副词
“

先
”

有关偏误 。 句子 （ ６４ ） 的阿拉伯语翻译是
“

ｄＵ Ｌｗｙ ｙ
”

， 可见 ， 下面划线的副词
“

ｕ
”

（首先 ） 出现在动词 （去 ） 后面 ， 所

以阿拉们学生永远会按照母语的排列顺序表达 自 己的意思 。 但汉语中 ， 副词
“

先
”

表示动

作发生在前面 ， 所 以应该把它排在动作之前 。 因此这句话要改成
“

我先去把文件打印 出来
”

。

句 （ ６ ５ ） ， 也足
一

样的 ，

“

先
”

要放在
“

跟他联系
”

之前 ， 才能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 ，

即
“

我先跟他联系洱回复你
”

。

３ ． １ ．２ ．４ 动词作状语的偏误

在现代汉语语法当 中 ， 动词作状语
一

般都会带标记的形式 。 孙德金 （ １ ９９ ７ ）
？
在 《现代

汉语动词作状语考察 》 和沈家煊 （ １ ９９９ ）
？
在 《不对称和标记论 》 中也证明 了这

一

点 。 孙德

金认为动词直接修饰动词和加辅助词语后修饰动词有很大的不同 ， 直接修饰受到很大的限

制 。 动词作状语往往要带辅助词语 ，

“

地
”

、

“

着
”

等标记词凸显 了状语的修饰性 。 沈家煊也

指出过 ：

“

动词作状语的有标记性十分明显 ， 单音动词作状语要加标志
“

着
”

， 双音动词和

重叠式要加
“

着
”

或
“

地
”

。

”

张军 （ ２０ １ ４ ） 也对动词作状语进行过详细的分析 ， 在他的 《现

代汉语动词作状语的主要形式及动因分析 》 中描述 了相关的表现形 。 可参考如下表格 ：

表 ３ ： 现代汉语中动词作状语的表现形式
一

 丨

形式 例句

｜

Ｖ
，

＋地 ＋Ｖ
２如 ： 尊敬地对待



带标记形式 ｖ
， ＾

＋Ｖ
，如 ： 笑笑说

^

动词作状语 ｖ
，

＋而 ＋ ｖ
２如 ： 盘旋而非飞



ｖ
，

＋着 ＋ｖ
２



如 ： 笑着说


不带标记形式 如 ： 赶做



表 ４ ： 阿拉伯语中动词作状语的两种形式


形式 ；例句

ｖ
，

＋（和 ） ／＋ｖ ２ １

－

他进办公室和笑 了起来 。

动词作状语


２
－

他进办公室笑起来 。





｜
Ｖ＋跟 ｜

我学会开车跟他 。

①

孙德金 ： 《现代汉语动 作状语考察》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１ ９ ９７ 年 第３ 期 。 ②

沈

家煊： 《 不对称和标记记论》 ， 南 昌： 江 西教育出 版社， １ ９ ９９年 ， 第 ２ ６ ９－ ７ 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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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 孩子来到他的妈妈和！了起来 。

（ ６６ ） 孩子哭着来到他的妈妈 。

＊（ ６ ７ ） 我学习汉语拼音跟我的 中 国朋友 。

（ ６ ７ ） 我跟着我的 中 国朋友学 习汉语拼音 。

在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动词作状语时 ， 因为受到母语中 的相关表现形式 ， 他会造成不

少偏误 。 他仍然不会意识到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动词做状语层面上的 Ｋ别 。 在例句 （ ６ ６ ） 中 ，

学生不仅把成分的排列顺序排错 了 ， 而 ＩＩ他在两个动词之间加上连接词
“

和
”

。 当然这楚阿

拉伯语的表达方式而不符合汉语中相关使用规则 。 丨Ｈ在类似情况下 ， 汉语中可 以使川状语

标志词
“

地
”

来表达 。 例子 （ ６ ７ ） 中 ， 学生也足按照 吋语的表达方式把作状语的动词
“

跟

着
”

排在谓语动词
“

学习
”

后而造成偏误 。

＊（ ６８ ） 今年足第二次我来参观兵马俑 。

（ ６８ ） 今年是我第二Ｖ（ ］来参观兵马俑 。

这属于数量词 、 指量词做状语的偏误 ， 类似的病句也迨典型的状语排列顺序的错误 。

在此阿拉伯学生仍然按照母语的相关词序把数量词
“

第二次
”

排在主语
“

我
”

之前产生错

误 。 汉语中 的次序是相反的 ， 在大多情况下 ， 数量词做状语时都排在主语后面 。

＊（ ６９ ） 他之前不会表现这样 。

（ ６９ ） 他之前不会这样表现 。

这是代词作状语的错序 ， 例句 （ ６ ９ ） 中 的排列顺序偏误也姑因为学生受到母语的干扰

而造成的 ， 他是简单地把阿拉伯语的 直接用汉语翻译过来 。 可见 ，

阿拉伯语句子中 下面划线的词语是
“

这样
”

的意思 ， 而在句子中 的位置是排在后面 ， 伹学

生还是以阿拉伯语中 的词序为参考点来完成句子 。

＊（ ７０ ）Ｆ课之后 ， 我要等你在宿舍 。

（ ７ ０ ） 下课 以后 ， 我在宿舍等你 。

＊（ ７ １ ） 我学会不少词汇从中 国 电视剧 。

（ ７ １ ） 我从中 国 电视剧学会 了不少词汇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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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语中 ， 介词短语结构
“

在……
”

和
“

从……
”

的位置
一

般是放在句尾 。 但汉

语中的相关排列顺序有所不同 ， 既可 以排前面 ， 也可 以放在主语与 中心语之间 。 在大多情

况下 ， 阿拉伯学生会错误地按照母语中的句子成分词序造出这样的病句 ， 其实汉语中 的介

词短语做状语时也可 以排在句首 ， 但必须用逗号来强调原因 ， 如
“

我努力学 习 ， 为了实现

我的梦想
”

。

３ ． １ ．２ ． ５ 含有两个时间或地点状语的排列偏误

＊（ ７ ２ ） 火车是 ７ 点早上 出发 的 ｊ
ｌＬＵ ｌ

ｅｊ
ｌＷ

”

＊（ ７ ３ ） 我们在３０４室三楼教学楼上课

如果句子租面出现两个以上的时间状语或地点状语 ， 汉语中的排列顺序
一

般会把大单

位放在前 丨
ｆｌ 丨 ， 小单位排在后面 ， 如 ：

“

虽期六晚上 ２ ２ 点
”

，

“

留学生宿舍 ９ 楼 ９ ３ １ 号房
”

等

等 。 但阿拉伯语的排列顺序不 同 ， 相关的词序
一

般是从小到大 。 例句 （ ７ ２ ） 和 （ ７ ３ ） 也反

映出这个情况 。 可见 ， 阿拉伯学生把母语中 的状语顺序规则迁移到汉语的使用 当 中而造成

了不符合汉语多项状语排列的偏误
？

。 句 （ ７ ２ ） 中应该把表示时间的大单位
“

早上
”

排在表

示时间 的小单位
“

７ 点
”

前面 。 句 （ ７ ３ ） 中也
一

样应该把表示地点的大单位
“

教学楼
”

排

在表示地点的小单位
“

３０４ 室
”

前面 ， 所以句子应该改为 ：

（ ７ ２ ）
“

火车娃早上 ７ 点 出发 的
”

。

（ ７ ２ ） 我们在教学楼 ３ 楼 ３ ０４ 室上课
”

， 这样ｊ符合汉语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 。

３ ． １ ．２ ．６ 多层状语颟序的偏误

在汉语学习 中 ， 阿拉伯学少造成的偏误也表现在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 问题上 。 根据汉

语句子成分的相关语法规则 ， 多层状语的排列顺序也取决于状语 内部的逻辑关系 ，

一

般排

列讨序如 卜 ：

Ａ 、 表乐 Ｈ 的或原因 的介宾短语

Ｂ 、 表示时间或处所的

Ｃ 、 表乐范围的

Ｄ 、 表示情态或程度的

？ 丨 丨

ｊ；

１ 丨 半 丨

ｊ
ａＪ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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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 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一

Ｅ 、 表示对象的介宾短语

例 ： 为了过这次考试我们上午在图书馆都非常认真地把课文看了
一

遍 。

无论如何 ， 汉语屮 的多层状语顺序都会遵循 以上的原则 。 但阿拉伯语多层状语的顺序

是完全不同的 ， 比如 ， 时间状语
一

般都会出现在地点状语之前 ， 表示 ０ 的或原因 的状语从

不会排在地点或时间状语之前等区别 ， 正因为如此 ， 阿拉伯学生的汉语作文里会 出现这样

的病句 ：

＊（ ７０ 我在房 间里写课程论文整个星期 。

（ ７ ４ ） 我整个Ｍ期在房间 里写课程论文 。

＊（ ７ ５ ） 他天天在图书馆复习课文很认真 。

（ ７ ５ ） 他天天在图书馆认真地复习 课文 。

对阿伯学生来讲 ， 因为多项状语的语序显得十分复杂 ， 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

和 了解 ， 再加上母语本身所带来的影响 ， 所 以大多情况下他们的写作 中难免会出现种各样

的词序偏误 。 就例句 （ ７４ ） 而言 ， 学生错误地把表示时间状语的
“

整个Ｍ期
”

排在句尾 （这

是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 ） ， 而汉语中需要放在中心语之前 。 例句 （ ７５ ） 中表示情态的状语也

习惯性地排在中心语后面 ， 这也是因为学生受到第
一

语言的影响而造成的偏误 。 多项状语

排列顺序的 另外
…

个 问题是当汉语句子里 出现副词性短语 、 形容词性短语或介 词短语时 ，

一

般会按照这样的词序 ：

“

副词 ／副词短语 ＋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
”

的顺序来完成句子 ， 比

如 ：

（ ７ ６ ） 听到这个消息后爸爸兴奋地从沙发上跳 了起来 。

（ ７ ７ ） 收到这件礼物时他无知无觉地把桌子上的杯子掉地上 了 。

深受母语干扰的阿拉伯汉语学 习者往往不会按照 目 的语的相关排列顺序写 出句 了
？

， 他

们
一

般会习惯性地把上面两个句子写成 ：

＊（ ７ ６ ） 听到这个消息后爸爸跳 了起来兴奋地从沙发 上 。

＊（ ７ ７ ） 收到这件礼物时他把桌子上的杯子掉地上无知无觉地 。

显然 ， 句 （ ７６ ） 和句 （ ７ ７ ） 中的偏误是学生把阿拉伯语里面的 ：

“
Ｕ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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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翻译成汉语而造成的
？

。

＊（ ７ ８ ） 这样做有好处 ， 对个人对大家 。

从阿拉伯语句子结构的角度来看 ， 例句 （ ７８ ） 是没有错误的 ， 是符合该语言的语法规

则 。 但如果我们从汉语句子成分的顺序来分析 ， 可 以看出 ， 并列状语的顺序应该从小到大

（火家 ， 个人 ） ， 同样也要把充 当状语的成分排在谓语动词
“

有
”

之前 。 所 以句子应该改成 ：

（ ７ ８ ） 这样做对大家 ， 对个人都有好处 。

３ ． １ ．３ 补语层面上的偏误

所谓补语就趦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连带成分说明和补充述语的趋Ｎ 、 结果 、 程度 、 数

量等
？

。 补语是现代汉语六大句法成分之
一

， 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屮的ｍ难点 。 与其他的语言

相 比 ， 汉语补语的把握和使用仍然显得非常复杂 ， 在
－

－

定的程度上 ， 这会给留学生造成不

少学习 困难 。 就阿拉伯学生而言 ， 因为阿汉这两种语言在表达动作趋向 的方式上存在着很

大的差别 ， 大多情况下这会困扰着他们 习得 目 的语的过程 。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整

理后笔者发现 ， 阿拉伯学生对汉语补语的认知和应用存在许多 问题 ， 使用起来难免错误百

出 。 下面笔者从趋向补语 、 结果补语和数量补语这三个方面对阿拉伯学生造成的偏误进行

分析 。



表 ５ ： 阿拉伯学少学 习汉语补语时造成的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偏误总计比例

１趋向补语的偏误 趋叫补语 （ 动词 ） 的遗
？

漏 ２ ８４ １ ． １ ７％



趋 向补语的错序偏误


遗漏表示结果的动词或形荇词
 １ ８２６ ．４ ７％

２结果补语的偏误 结果补语和宾语的词序偏 误




问避使用结果补语而采取母语的表达方式


宾语和时量补语在句子的排列顺序

３时量补语的偏误 离合词的偏误
２２３２ ． ３ ５％

宾语过长的偏误




否定句 中 的时量补语


①
． 丨 ９６ ５ ．ｓｕｌｊ

ｊ

②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ｌｗ ｌｍ ． ｃｏｍ／ｈ ａｎｙｕｙａｎｗｅｎｘｕｅ／２０ １ ４ ０９／７４４ ５９８ ． ｈ ｔｍ

５ ５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３ ． １ ．３ ． １ 趋向补语的偏误

上述笔者提到过 ， 阿拉伯语属于综合型语言 ， 相关的语法规则对词形 内 部变化的依赖性很

大 。 由此可见 ， 阿拉伯语中任何
一种表达方式 ， 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依靠丰富 的形态变化来表示

不同的语法意义 ， 表示趋向补语的结构也是如此构成的 。 虽然阿拉伯语里面没有类似的语言现

象 ， 但在这种又神秘又古老的语言 当 中也存在着丰富的表示动作方向 的动词如 ；

（ 去 、 回 、 往某个对方去 ） 等等 ， 同样 ， 表示动作趋 向 的介词也 比 比 皆是 ， 其中最常见的有 ；

“

９ ‘

１＾＞ ‘』 ‘

１＞
”

（从 、 上 、 到 、 在 ） 等 。 当阿拉伯怕学生用母语表示动作趋向 时 ， 他只 需

要注意动词 的形式和人称代词的变化就可 以准确表达相关的意思 。 但学习汉语趋向补语的过程

中 ， 因为 ｈｉ 的语的特殊性 ， 学生出现错误是避免不 了 的 。

通过对阿拉伯学生的汉语作文进行分析 ， 笔者把趋向补语层面上的偏误现象归纳为 以下几个方

而 ：

３ ． １ ． ３ ． １ ． １ 趋向动词的遗漏

这种偏误指的是学生在
“

动词 ＋趋向补语
”

结构中省略了 不能缺少的趋向动词而造成趋

向补语结构只能用单独的动词来承担的偏误 。 这类偏误也是与笔者在上面提到的阿拉伯语

动词的特殊变化有关的 。 在阿拉伯语中 ， 有很多动词在表示动作意义的 同时 ， 很多情况下

也会带有趋向意义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后面不添加趋向补语而造成偏误的原因 。

＊（ ７ ９ ） 外面的风太大了 ， 你快把窗户 关了

（ ７ ９ ） 外面的风太大 了 ， 你快把窗户关上了 。

＊（ ８０ ） 加我们两个 ，

一

共有七个人 。

（ ８ １ ） 加上我们两个 ，

一

共有七个人 。

上面例句 （ ７９ ） 和 （ ８０ ） 中学生遗漏 了趋向补语
“

上
”

而造成偏误 。 在汉语中 ，

“

上
”

包含引 申意义
“

表示有 了 结果或达到 Ｈ 的
”

，

一

般句子里面不能不忽视的 。 但在阿拉伯语这

种 引 申意义 己经－包含在
“

关
”

和
“

加
”

的动词意义上 ， 更没有必要再加上其他成分 。

＊（ ８２ ） 她拿 自 己的东西就离开 了 。

（ ８２ ） 她拿起 自 己的东西就离开 了 。

＊（ ８３ ） 我上次在图书馆附近捡 了
一

部手机 。

（ ８ ３ ） 我上次在图书馆附近捡起了
？ －

部手机 。

句 （ ８２ ） 和 （ ８３ ） 中 的偏误也是因为学生漏掉表示趋向意义的
“

起
”

字而造成的 。 在汉语趋

向补语当 中 ，

“

起
”

这个词起到很大的作用 ， 在此所表达的意思是动作趋向从低到商的位移 。 在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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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中 ， 我们简单地使用
一

个动词
“

或
“

ｄｊ
”

（拿某个东西 ）就可 以把意思表达得很

清楚 。 可见 ， 这两个阿拉伯语动词后面更不需要加上表示趋向 的任何成分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

对汉语趋向补语所存在的理解上的不足 。

＊（ ８４ ） 如果你不加努力 ， 他的成绩会超你 。

（ ８４ ） 如果你不加努力 ， 他的成绩会超过你 。

＊（ ８５ ） 他的演说 已经超 了规定的时间 。

（ ８５ ） 他的演说 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

在汉语中 ，

“

过
”

这个词
一

般出现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 己经完结 ， 伲因为大多数阿拉伯

７屯还没有完全把握这个词的 引 申意义 ， 很多情况下 ， 他们不会把它加上去 。 从例句 （ ８４ ）

和 （ ８５ ） 可 以看出 ， 上面学生遗漏 了趋向补语中 的动词
“

过
”

而造成偏误 ， 宄其上耍原因

是因为在阿拉伯语中 ， 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存在 的 ， 相关的 引 申意义 Ｌｉ经包含在动词
“

ｊ ｊＷＶ
’

（超过 ） 当 中 ， 动词后面更不需要加上其他成分 。 ４

＊（ ８６ ） 电影没有意思 ， 我们回吧 。

（ ８６ ） 电影没有意思 ， 我们回圭把 》

＊（ ８７ ） 天晴 了 ， 太阳 出 了 。 （

４
）

（ ８７ ） 天晴 了 ， 太阳 出来了 。

＊（ ８８ ） 这是他从上而扔的球

（ ８８ ） 这是他从 ｈ面扔下来的球 －

＊（ ８９ ） 他想
一

个好办法

（ ８９ ） 他想边
一

个好办法 。

同样 ， 学生也遗漏 了表示动作趋向 的动词
“

去 、 来 、 出
”

而造成偏误 。 可见 ， 上面学生

造出来的病句都适来 自 于母语中的逐字逐句的翻译 。 由此可 以推断 ， 大部分阿拉伯语学生

学习汉语趋向补语时所采取的学习策略都是把母语的表达习惯迁移到汉语的使用上 。 但根

据汉语中 的相关语法规律 ， 动词应该带上表示动作趋向 的补语 ， 如 ： （进去 、 回去、 出来 ）

中 的
“

去
”

和
“

来
”

， 这也是趋向补语不可缺少的成分 。 所 以例句 （ ８６ ） 、 （ ８ ７ ） 、 （ ８８ ） 和 （ ８９ ）

都应该改为
“

我们回去吧
”

、

“

太阳 出来 了
”

、

“

扔下来的球
”

和
“

想 出
一

个好办法
”

才能符

合汉语趋向补语的表达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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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 ） 你快王 ， 我在楼下等你 。

（ ９０ ） 你快下来 ， 我在楼下等你 。

＊（ ９ １ ） 你们什么时候要上 ？

（ ９ １ ） 你们什么时候要上去 ？

从阿拉伯语语法和词义的角度来看 ， 这两个句子是正确的 。 句子 （ ９０ ） 和 （ ９ １ ） 中的

“

你下
”

和
“

什么时候要上
”

是阿拉伯语中的
“

ＪＡ
”

（下 ） 和
“

＾ ！

”

（上 ） 的意思 。 在类

似情况下 ， 阿拉伯学生仍然依靠动词的时态变化来表达相关的意思 ， 更不会考虑在动词后

面加 ．
ｈ其他成分 ， 这就是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趋 向补语时所产生偏误的原因 。 在阿拉伯语

中
“

你快王
”

这句话 已经含Ｗ要求对方从上而下来的意思 ， 也就是说学生需要使用
一

个动

词就 可 以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 。 上而两个病句中的
“

下
“

和
“

上
”

前而必须添加表示动作

趋向的
“

来
”

和
“

去
”

更恰当 。 句子要改成
“

你快下来……
”

，

“

你们什么 时候要上去
”

才

能符合汉语趋向补语实际表达的需要 。

１ ． ３ ．１ ／２ 趋向补语的错序偏误

在此所说的错序偏误指的是趋向补语和宾语出现在句子中 的顺序 。 在大多情况下阿拉

们 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会把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颠倒 ， 其实在汉语中 ， 这种关系也相当复杂 ，

各种成分的位置都需要特定条件的限制 。 因为阿拉伯学生对这些条件始终存在着许多理解

不够深入的地方 ， 洱加上母语中趋向补语和宾语的简单次序的影响 ， 阿拉伯学生造成的偏

误到处都可 以看到 。 在汉语里面 ， 如果充当宾语的成分是表示所处名词 ， 那么按照相关的

排列顺序 ， 应该把
“

来／去
”

排在所处宾语后面 ，

一

般要遵循以下词序 ： 动词＋表处所宾语 ＋

来／去 ， 如
“

到人民广场去
”

，

“

上二楼去
”

等等 。

＊（ ９ ２ ） 快点 ！ 比赛马上要几
？

始 ， 我们跑去足球场 。

（ ９２ ） 快点 ！ 比赛马上耍开始 ， 我们跑足球场去 。

＊（ ９ ３ ） 到 了教学楼之后 ， 我跟他 起上去二楼 。

（ ９３ ） 到 了教学楼之后 ， 我跟他
一

起上二楼去 。

＊（ ９ ４ ） 如果明天有时间 ， 你到来我们这儿 ，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一

下 。

（ ９４ ） 如果明天有时间 ， 你到我们这儿来 ，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一

下 。

上面 （ ９２ ） 、 （ ９３ ） 和 （ ９４ ） 句 中 ， 学生错误地把表示所处宾语
“

足球场
”

、

“

二楼
”

和

“

这儿
”

排在趋 向补语
“

去
”

和
“

来
”

后面 。 但在汉语里 ， 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 ，

一般处

所宾语要排在动词和补语之间 。 因此上面三个病句要改成
“

他跑足球场去
”

，

“

他上二楼去
”

和
“

你到我们这儿来
”

这样才符合汉语的相关表达习惯 。 值得提出 的是 ， 如果充当宾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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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是非所处名词 ，

一

般
“

来／去
”

既可以 出现在宾语之前 ， 也可以 出现在宾语之后 ，

一

般

趋向补语可以按照 以下两个不同的顺序来排列的 ：

动词 ＋来／去 ＋非处所宾语 ： 带来
一

瓶可乐 。

动词 ＋非处所宾语＋来／去 ： 带
一

瓶可乐来 。

还有 ：

＊（ ９５ ） 好像要开始下雨 ， 我们快
一

点跑回去房间 。

（ ９６ ） 好像要开始下雨 ， 我们快
一

点跑冋房 间去 。

＊（ ９ ７ ） 我应该把所有的礼物都带回去 自 己的国家 。

（ ９７ ） 我应该把所有的礼物都带回 囟 己的 国家去 。

＊（ ９８ ） 大家走进来教室 ， 马 上开始上课 。

（ ９ ８ ） 大家走进教室来 ， 马 上开始上课 。

＊（ ９９ ） 收到父母发来的消息 ， 他立刻订机票飞 回去埃及 。

（ ９９ ） 收到父母发来的消息 ， 他立刻订机票飞 回埃及去 。

以上是表示处所宾语出现在复合趋向补语的错序偏误 。 这也是不少外国学生 出错率较

高的地方 ， 同时也说明该语法点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
一

个共性难点 。 在阿拉伯语中 ， 学生

己经习惯 了把处所宾语排在句尾 ， 而无论前面出现什么成分 ， 复合趋向补语是不能分开成

两个
“

趋 和
“

趋 ２

”

。 但汉语中 ， 如果处所宾语出现在复合趋向补语句子中 ， 必须要夹在

两个趋向动词之间 。 因此 ， 例句 （ ９ ５ ） 中的处所宾语
“

房间
”
一

定要放在趋 向动词
？“
跑

”

和趋 向动词
？“
去

”

之间 。 句子要纠 正为
“

我们快
－

点跑 回房 间去
”

。 例句 （ ９ ７ ） 也足
－

样

的 ， 己的 国家
”

要夹在趋向动词
“

回
”

和
“

去
”

之间 ， 需要改成
“

我应该把所有的礼物

都带回 自 己的国家去
”

。 例句 （ ９８ ） 和 （ ９９ ） 以此类推 。

＊（ １ ００ ） 爷爷老 了 ， 现在走路起来也学要别人扶乎 。

（ １ ０ １ ） 爷爷老 了 ， 现在走起路来也学要别人扶手 。

＊（ １ ０２ ） 来中 国学 习汉语不到
一

个月 ， 我就喜欢起来中 国 电视剧 。

（ １ ０２ ） 来中 国学 习汉语不到
一

个月 ， 我就喜欢起中 国 电视剧来 。

＊（ １ ０ ３ ） 随着经济的衰落 ， 现在我们 国家重视起来各个部 门 的管理 。

（ １ ０ ３ ） 随着经济的衰落 ， 现在我们 国家重视起各个部 门 的管理来 。

＊（ １ ０４ ） 老师要求我们
一

起读起来这首歌 。

（ １ ０４ ） 老师要求我们
一

起读起这首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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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５ ） 他的爸爸生病 了之后 ， 我们都开始关心起来他 。

（ １ ０ ５ ） 他的爸爸生病 了之后 ， 我们都开始关心起他来 。

学习这种较复杂的趋向补语时 ， 学生也会 出现另外
一

种偏误 ， 这涉及到
“

动词 ＋起来＋

非处所宾语
”

格式的正确使用和排列顺序 。 汉语中 的
“

起来
”

也含有 引 申 意义 ， 表示动作

的开始和延续 ， 后面充当宾语 的成分大多情况下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名词 。 因此 ， 宾语的位

置应该放在
“

起
”

和
“

来
”

之间 ， 也就是说放在趋
１（ Ｖ

，

） 和趋 ２（ ｖ
２
） 之间 。 但不少阿拉伯

‘

学生会错误地把宾语排在
“

起来
”

前后 。

＊（ １ ０ ６ ） 他的脾气超级暴躁 ， 等他生气起来就什么都不管 。

（ １ ０６ ） 他的脾气超级暴躁 ， 等他生起气来就什么都不管 。

＊（ １ ０７ ） 训练结束 ｊｆ之后 ， 我直接回牯舍 ，

一

进房间就洗澡起来 。

（ １ ０ ７ ） 训练结束 了之后 ， 我直接回宿舍 ，

－

进房 间就洗起澡来 。

＊
 （

１ ０ ８ ） 他说完 了之后 ， 我们大家鼓掌起来 。

Ｕ ０ ８ ） 他说完 了之后 ， 我们大家鼓起掌来 。

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 ， 汉语中 的离合词是
一

类又特殊又复杂的动词类型 ， 因为本身是

由动词和宾语构成的 （动坑式 ） ， 如 ：

“

跳舞
”

中 的
“

跳
”

是动词 ，

“

舞
”

是宾语 （ 名词 ） ，

离合词 中 间可 以插入其他成分 ， 而分开使用时也会变成
一

个短语 ， 如
“

跳
－

个小时舞
”

。 如

果汉语复合趋 向补语中 出现离合词 ， 那么应该把宾语 ， 即名 词放在
“

起来
”

之间 。 上面学

生之所 以造成偏误 ， 是因为趋向补语中 的离合词的使用规则 比较复杂 ， 另外
一

种原因就是

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类似的动词类型 。

３ ． １ ．３ ． ２ 结果补语的偏误

结果补语是动作的行为或变化产生的结果 ，

一

般常见的形式为 ：

“

动词 ＋动词 ／形容词
”

，

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是用来表示动作产生的结果 。 如 ：

“

我听懂 了录音
”

这句话中 的
“

听懂
”

，

表示的是
“

我听录音 ， 我懂 了
”

。 这也是
一

种较特殊的汉语语法点 。 刘月 华 （ ２００ １ ）

？
在 《实

用现代汉语语法 》 中 曾提 出过 ：

“

当叙述 由于
－

个动作或状态引起 （或将引起 ） 某种具体结

果时 ， 就应当使用结果补语
”

。 结果补语是现在汉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 ， 也是对外汉语语法

①刘

月华 ．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Ｍ］．北 京 ：商务印书 馆 ，２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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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 的重难点 。 对阿拉伯学生来说 ， 结果补语是学 习汉语过程当 中造成偏误较多 的另外

一

个语法层面 。 与汉语相反 ， 阿拉伯语中不存在这种句法结构 ， 但也有相似的表达方式 。

上文笔者 己提到过 ， 阿拉伯语属于屈折语的
一

种 ，

一

般依靠丰富的词形变化表示不同的意

思 ， 结果补语也是如此 ，

一

般阿拉伯学生使用
一

个词语 ， 就可 以把动作发生后的变化结果

叙述出来 ， 如 ：

“

来到中 国之后我学了很多东西
”

， 这句话中 的动词
“

学
”

根本不需要在后

面添加其他成分就可 以把相关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 但汉语中
一

般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接受

的 ， 而应该在后面加上表示动作发生的变化结果
“

会
”

才能符合该语言的语法规则 。 阿拉

伯学生学习汉语结果补语时 ， 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用母语思维方式来表达思想 ， 所 以在他

们学 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偏误 。 下面笔者把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结果补语

时所出现的偏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３ ．１ ． ３ ．２ ．１ 遗漏表示结果的动词和形容词

正如上文所述的趋向补语
一

样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结果补语吋也会遗漏
－

些成分 ，

这也是错误率相对较高的地方 。

＊
（ １ ０９ ） 我到 了学校 门 口之后就看他 。

（ １ ０９ ） 到 了学校门 口之后我就看见／到他 。

＊
（ １ １ ０ ） 电视里我们常听这样的消息 。

（ １ １ ０ ） 电视里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消息 。

＊
（ １ １ １ ） 水果店里的苹果都卖 了 。

（ １ １ １
） 水果店里的苹果都卖完 了 。

＊
（ １ １ ２ ） 到 了 １ ７ 岁之后 。 他就养吸烟的不好习惯 。

（ １ １ ２ ） 到 了１ ７ 岁之后 。 他就养成 了吸烟的不好 习惯 。

＊
（ １ １ ３ ） 他前几天生病 了 去眹院做体检 ， 他的病终于治 了 。

（ １ １ ３ ） 他前几天屯病 了 去医院做体检 ， 他的病终于治好 了 。

＊
（ １ Ｍ ） 等他取 了钱跑超市 的时候 ， 时间 Ｕ经很晚 了 。

（
１ １ ４ ） 等他取 了钱跑到超市的时候 ， 时间 已经很晚 了 。

＊
（ １ １ ５ ） 最近我的 电脑坏 了 ， 但到现在还没有修 。

（ １ １ ５ ） 最近我的 电脑坏 了 ， 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

＊
（ １ １ ６ ） 我决定 了 ， 不写作业就不会跟你们玩游戏 。

（ １ １ ６ ） 我决定 了 ， 不写完作业就不会跟你们玩游戏 。

＊
（ １ １ ７ ） 老师讲的话你听 了 吗 ？

（ １ １ ７ ） 老师讲的话你听懂 了 吗 ？

＊
（
１ １ ８ ） 昨天晚上我们 了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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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８ ）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 了

可见 ， 上面几个例句 中 的共性问题是学生遗漏 了 出现在动词后面的结果补语 。 这不仅

不符合汉语结果补语
“

动词 Ｉ 动词／形容词
”

结构形式的相关规则 ， 而且在
一

定的程度上也

反映出阿拉伯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性很强 。 在阿拉伯语中 ，

？

般用
一

个动词或形容词就可以

把动作的行为或变化产生的结果表达得很清楚 。 所 以学 习汉语时 ， 动词之后加上另外
？
一

个

动词或形容词学生足不会很容Ｍ接受的 。

根据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 ， 例句 （ １ ０９ ） 中 的动词
“

狞
”

已经淸楚地表达说话者的意

迅 ， 后而根本不需要加上其他成分 。 其实在此阿拉们语屮 的 （希 ） 也钮含着
“

看
”

和
“

看见
”

两个动训的意思 》 正闪为如此 ， 深受 母语影响的阿拉伯学生会忽略 了汉语结果

补语中的补语
“

见
”

， 因此句 ｆ要改成
“

到 丫 学校门 丨 丨 之后 ， 我就看见／到他
”

这样才能符

合汉语结果补语的表达要求 。 例句 （ １ １ ０ ） 和 （ １ １ １ ） 中 的偏误也是如此 ， 如果我们从词义

的角度来看 ， 汉语动词
“

听 ， 听到
”

和
“

卖 、 奕完
”

都可 以用阿拉伯语翻译成动词

（ 听 ） 和
“

＆
”

（卖 ） ， 而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別 。 由此可 以推断出 ， 阿拉们学生遗漏 丫汉语

结果补语中 的补语而造成偏误的原因都 ！ｎ于母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在汉语中 ， 如果结果补语后而＋ 出现
“

见 、 到 、 好 、 完
”

等补语 ， 句子就会表达不明

确 、 不完整 。 后面例句 （ １ １ ２ ） 茔例句 （ １ １ ８ ） 中 的偏误 ， 都是因为学生受到阿拉伯语的影

响而产生的 。 值得提出 的是 ， ＨＳ 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的资料显示 ，

“

到
”

这个补语的残缺主

要集中在
“

听 、 看 、 见 、 想 、 找
”

这些感官类动词的组含上 ， 而阿拉伯语里 ， 等学生作文

上出现与感宵有关的动作时 ， 他从不会用两个动词来表达 ， 阿拉伯学生对
“

看到
”

、

“

找到
”

这样的补语往往感到陌生 ， 而不能很容站接受的 。

３ ． １ ．３ ．２ ．２ 结果补语和宾语的词序偏误

在外国 留学生学 习汉访吋 ， 错序这类偏误＋仅贯穿对外汉语教学整个过程 ， 而且会体

现在外语学习各个语 ｎ层而上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结果补语时也会出现这类偏误 。 下面

几个病句也反映出结果补语和宾语的错序情况 ：

＊
（ １ １ ９ ） 上个規期六的 比赛他们打赢 了 。

（
１ １ ９ ） 他们打贏了 上个星期六的 比赛 。

＊
（ １ ２０ ） 他这个作业做完 了 。

（ １ ２ ０ ） 他做完 了这个作业 。

＊
（ １ ２ １ ） 我的 同学这句 话说清楚 。

（ １ ２ １ ） 我的 同学说清楚这句话 。

６２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因为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句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 在学习汉语结果补语的过程当 中 ，

阿拉伯学生会出现词序方面的偏误 ， 他总会把汉语补语和宾语拍错位置 。 在例句 （ １ １ ９ ） 中

学生按照母语的词序错误地把宾语
“

比赛
”

排列在动词补语
“

打赢
”

之前造成词序偏误 ，

句子 （ １ ２０ ） 和 （ １ ２ １ ） 也反映出 同样的情况 。

“

做完
”

和
“

说清楚
”

也习惯性地被学生放在

宾语
“

作业
”

和
“

这句话
”

后面 。 简言之 ，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 ， 无论学习 内容如何 ， 学生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误 ， 更难 以摆脱母语的影响 。

３ ．１ ． ２ ．３ 回避使用结果补语而借用母语的相关表达方式

在习得汉语结果补语的过程连 中 ， 为 了避免造成偏误 ， 有的阿拉伯学生会把母语中 的

？

些对应的表达方式迁移到汉语的使用上写 出不符合 目 的语表达习惯的句子 。

＊
（ １四 ） 等别人巧诉她爸爸过世 了之 ／ｎ ， 她哭 了 ， 眼睛都肿 了 。

（ １ ２２ ） 等別人饩诉她爸爸过世 了之后 ， 她哭肿 了 眼晴 。

＊
（ １ ２３ ） 他听 了 ， 懂 了我的话 。 （

“

（ １ ２ ３ ） 他听懂 了我的话 。

＊
（ １ ２４ ） 他在学开车 ， 现在会开车 。

“

 ｃｊＶ Ｉ ｓｐ ｌ

^

（ １ ２４ ） 他现在学会 了开车 。

＊
（ １ ２５ ） 他走着走着 ， 累 了 。

“

＾ 〇－ １ ＞ １＾ １＾
”

（ １ ２ ５ ） 他走累 了 。

＊
（ １ ２６ ） 我们踢球 ， 终于贏 了这场 比赛 。

“
５ １＞＊５ １

＾
＾＞＾ １ ＞

＇

＾
１＾ ＜＾ １ ５） ０＾

”

（ １ ２６ ） 我们终于打贏 了这场 比赛 。

＊
（ １ ２７ ） 来到武汉之后 ， 这道菜我吃 了好几次 ， 己经腻 了 。

（ １ ２ ７ ） 来到武汉之后 ， 这道菜我吃腻 了 。

为 ／避免使川汉语结果补语这种不好把握的语法结构 ， 处于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会

采収回避策略 ， 他们会把原句分为两个短语来表示相关的意思 ， 而把第
一

句的结果补语当

成第 ： ： ：句的主语 。 虽然学生造出 的句子从表面上可 以理解 ， 但明 明可 以看出阿拉伯语的痕

迹 。 分析例句 （ １ ２２ ） 可 以看出 ， 学生把
“

她哭肿 了 眼睛
”

分成
“

她哭了
”

和
“

肿 了 眼睛
”

两个单独的句子 （ 用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 ） ， 这当然会影响语句的连贯性 ， 使句子变得不通

顺 。 其实造出类似的病句不仅是阿拉伯学生的典型错误 ， 而且也是大多数留学生学习汉语

结果补语时最常见的偏误之
一

。 例句 （ １ ２３ ） 、 （ １ ２４ ） 、 （ １ ２ ５ ） 、 （ １ ２６ ） 和 （ １ ２ ７ ） 也是学生回

避 了使用汉语结果补语而把句子分成两个主谓造成的偏误 。 当然 ， 这样的表达不符合 目标

语的相关语法规则和表达方式 。 在汉语中 ， 表示结果补语时 ， 应该把上面学生分开的两个

句子组合成
一

句话 ， 所 以上面的例句应该改成 ：

“

他听懂 了我的话
”

、

“

昨天他走累 了
”

、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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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终于打赢了 比赛
”

和
“

这道菜我吃腻了 ＇

３ ． １ ．３ ．３ 时量补语的偏误

汉语中 的时量补语是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的时间 。 吋量补语由表示时段的词语充

当 了 ， 如 ：

“
一

会儿、 三个月 、 两个小时
”

等等 。 因为这种语法点显得比较特殊 ， 所 以被不

少学者视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 的重难点 。 阿拉伯学生学习 吋量补语时常常造成的偏误
一

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

３ ．１ ．３ ．３ ．１ 宾语和时量补语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

＊
（ １ ２８ ） 我学汉语

一

年半 。

＊
（ １ ２９ ） 他写作业 ２０ 分钟 。

＊
（ １ ３ ０ ） 上个星期天我们踢 比赛两个小时 。

＊ ０ ３ １ ） 我锻炼身体三个小时

＊
（ １ ３２ ） 我看 了半个小时电视 。

以上这些句子都是错误的 ， 都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 。 分析这例句 （ １ ２８ ） 时笔者

发现 ， 阿拉伯学生往往是按照母语的排列顺序完成句子 ， 他简单地把 ？＞

（我学 习汉语
一

年半 ） 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汉语造成宾语与吋量补语在位置上的偏误 。

而根据汉语语言的表达方式 ， 在谓语动词带宾语和时量补语的情况下 ，

一

般要ｍ复动词 ，

再把时量补语排在重复的动词后面 ， 耍按照这样的排列顺序
“

主语 ＋动词 ？ 宾语＋动词 （ 了 ）

＋时量补语
”

来表达相关的结构 。 但受到阿拉伯语负面影响的学生
一

般会根据母语的词序来

排列 。 根据上面的句型 （主语＋动词 ＋宾语 ＋动词 （ 了 ） ＋时量补语 ） ， 以上 ５ 个病句的正确顺

序应该改成为 ：

（ １ ２８ ） 我学汉语学 了 

一

年半 。

（ １ ２９ ） 他写作业写 了２ ０ 分钟 。

（ １ ３０ ） 上个星期天我们踢比赛踢 了两个小时 。

（ １ ３ １ ） 我锻炼身体锻炼 了三个小时 。

（ １ ３ ２ ） 我看 电视看 了半个小时 。

３ ． １ ． ３ ．３ ． ２ 离合词使用偏误

＊
（ １ ３３ ） 我困 了 ， 昨天晚 上我只睡觉三个钟头 。

＊（ １ ３４ ） 我隔壁住两个越南学生特别喜欢唱歌 ， 他们昨天唱歌 了
一

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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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 ５ ） 最近我忙着收集资料 ， 我今天上网 四个小时 。

＊（ １ ３ ６ ） 睡觉之前 ， 他跟我们聊天几分钟的 。

在第二语言 习得中 ， 离合词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难点 ， 也是学生学习时量补语时

出错率较高的动词类型 。 按照现代汉语中 的语法规则 ， 当离合词与时量补语共现时 ，

一

般

会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 第
一

， 把离合词的动宾结构分开 ， 时量补放在中间 ， 第二 ， 可 以重复

动调 ， 再把时量补语排在后面去 。 很多情况下要遵循 以下两个原则 ：

一

是 ：

“

Ｓ＋Ｖ＋ 了 

＋时量

补语＋（ 的 ）
＋０

”

；
二是 ：

“

Ｓ＋Ｖ＋０＋Ｖ＋时量补语
”

。 但 山于离合词的特殊性 ， 不少阿拉伯学生

使用起来会造成许多偏 误 。 以下是 （ １ ２８ ） 至 （ １ ３ ２ ） 病句的正确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 ：

（ １ ３ ７ ） 我闲 了 ， 咋天晚 Ｉ ：我只 睡 了 三个钟头的觉 ／睡觉睡 丫三个钟头 。

（ １ ３ ８ ） 我隔增住两个越 南学生特别喜欢唱歌 ， 他们昨天唱 了
一

晚上的歌 ／吧歌唱 了
一

个晚上 。

（ １ ３ ９ ） 最近我忙着收集资料 ， 我今天 上 了 四个小时 的 网 ／上网 上 了 四个小时 。

（ １ ４ ０ ） 睡觉之前 ， 他跟我们聊儿分钟的天／聊天聊 了几分钟 。

３ ． １ ． ３ ．３ ．３ 宾语过长的偏误

＊（ Ｍ ｌ ） 我看 了
一

个多星期从我的朋友那儿借来的这部小说 。

＊（ １ ４２ ） 他听 了三遍昨天晚 上那个很有趣的节 Ｈ 。

＊（Ｍ３ ） 我们练了

－

个多 月 上次教练给我们演示的动作 。

上面三个例句都不符合汉语时量补语的表达 习惯 。 根据汉语语法的相关规则 ， 若谓语

动词带存过长的宾 语 ，

－

般我们把宾语排在前面 ， 以免造成Ｍ复不清或拖泥带水的感觉 。

所 以在这样的情况 Ｆ ， 我们不能再遵循上文提到的格式
“

Ｖ＋时量补语＋
（ 的 ＋宾语

”

。 句子应

该改成 ：

（ １ ４４ ） 从我的朋友那儿借来的这部小说我看 了
？

个多小时 。

（ １ ４ ５ ） 昨天晚 上那个很有趣的节 目他听 了三遍 。

（ １ ４６ ） 上次教练给我们演示的动作我们练了
一

个多 月 。

３ ． １ ．３ ．３ ．４ 否定句中的时量补语

＊（ １ ４ ７ ） 他没吃饭两天 了 。

６ ５



壯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 １ ４８ ） 由于时差的原 因 ， 我没睡觉两个晚上 。

＊（ １ ４９ ） 他们没有练太极两个月 。

上面例句 （ １ ４ ７ ） 中 ， 学生按照阿拉伯语句子的否定形式来表达时量补语 ， 他就是把母

语 中 的这二句话

“

山＾＾ 一＇
“

 （ｊｊ
Ｕ和

“

一

翻译成中文 。 可见 ， 在阿拉伯语中 ， 表示这类句式时 ，

一

般我们把谓语动词排

在时间状语之前 。 而在汉语中 ， 如果要表示
一

段时间 内没有做某件事情或没出现某个现象 ，

一

般会按照这样的格式
“

时间状语＋否定词＋Ｖ＋宾语＋
了

”

。 基于此 ， 上面三个例句要改为 ：

（ １ ４ ７ ） 他两天没吃饭了 。

（ １ ４ ８ ） 由 于时差的原因 ， 我两个晚上没睡觉 了 。

（ １ ４ ９ ） 他们两个月 没练太极 了 。

３ ． １ ．４ 疑问句层面上的偏误

疑 问句足现代汉语中的重要知识点 ， 也是第二语言 习得中不可缺少的教学 内容 。 在学

习汉语过程当 中 ， 当 留学生用汉语提 问时 ， 因为他们对这个语法点的理解不够全面 ， 苒加

上他们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无论在 Ｕ 语还是书面语 ， 产生的相关偏误到处都是 。 虽然

阿汉中 的疑 问句在结构上有
－

些相 同之处 ， 但这两种语言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 而这些差异

很多情况下 回导致阿拉伯学生造成不少偏误 ， 其中最常见的有疑问句 中的成分排列顺序 、

遗漏语气助词
“

吗
”

、 误用疑 问代词等等 。



表 ６ ：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
ｙ
疑 问句时造成偏误的

ｙ
况


丨

偏误类型 ｜数量比例




偏误总计


１ ８


Ｋ）０％


１疑 问句 中 的语序偏误


４


２２ ．２２％—

２语气助词
“

吗
”

的残缺


５


２７ ． ７ ７％

３误用疑问句


４



２ ２ ．２ ２％

４误代疑问句


２


１ １ ．１ １ ％
￣

５ ｜

选择疑 问句的偏误 ３ １ ６ ． ６ ６％

３ ． １ ．４ ． １ 疑问句 中的语序偏误

学习汉语疑 问句的过程中 ， 不少阿拉伯语学生会把母语 中 的提 问方式和句子成分的排

列顺序无知无觉地套用到 目 的语的使用上造成偏误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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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０ ） 什么时候你回来 ？

＊（ １ ５ １ ） 在哪 里我们 见面 ？

＊（ １ ５２ ） 几点钟你下课 ？

＊（ １ ５３ ） 什么时候你从图书馆回来昨天晚上 ？
“

？

＊（ １ ５４ ） 他很贫穷 ， 没有衣服穿 ， 也没东西吃 ， 怎么 办他冬天 ？土
”

如果我们对阿拉伯语和汉语疑 问句进行对比分析 ， 我们会发现两种语 Ｈ 的
一

个很 明显

的差异就是陈述句的词序不 同 ， 汽然这种差异也会体现在疑 问句上 。 从例句 Ｕ ５０ ） 可以看

出 ， 疑问句 中 的成分被学生排错位置而产生偏误 ， 这也反映 出阿拉们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性 ，

他就是习惯性地把疑 问代词排在主语前而 。 从阿拉们语句子 士
”

中可 以狞出 ， 画横

线的 同语 （ 什么时候 ） 足疑 Ｉ

Ｖ
彳代调 ， 而在句子中 的位置足比较 丨

剖记 的 ，

一

般都出现在

句首 。 但因为受到母 语的影响 ， 汉语学习者
？

般不会注意汉 语疑 Ｈ句屮 的成分排列顺序 。

收集到的材料显示 ， 这样的错误大多情况下都会 出现在汉语初学杏的 口 语和书而语中 ， 而

随着汉语学习 的深入 ， 阿拉伯学生会摆脱类似偏误的影响 。

与阿拉伯语相 比 ， 汉语疑问句 中 的成分词序也宥所不同 ，

一

般都会排在主语后面 ， 谓

语动词之前 ， 上面 （ １ ５０ ） 至 （ １ ５４ ） 的例句应该改成 ：

（ １ ５０ ） 你什么时候回来 ？

（ １ ５ １ ） 我们在哪甩见面 ？

（ １ ５２ ） 你几点钟你 下课 ？

（ 】 ５３ ） 咋天晚上你仆么时候从图书馆Ｎ来 ？

（ １ ５ ４ ） 他很贫穷 ， 没有衣服穿 ， 也没东Ｗ吃 ， 他冬天怎么办 ？

可见 ， 汉语疑 问代词在句子中充当仆么成分就出现在什么位置 ，

一

般与相 同 的句法成

分的非疑问代词
一

样 ， 如果作主语就要排在句酋 ， 作足语要 出现在名词之前 ， 作状语会出

现在动词之前等 。 就例句 （ １ ５０ ） 而言 ，

“

什么时候
”

在句子中充当时间状语成分 ， 应该出

现在动词
“

回来
”

之前 。 例句 （ １ ５４ ） 中 的
“

怎么
”

也是作状语的 ， 根据汉语句子的正确表

达 ＞」惯 ， 状语应该排在谓语动词之前 。 所以句子应该改为 ：

“

他怎么办
”

而不是
“

怎么他办
”

。

３ ． １ ．４ ．２ 语气助词
“

吗
”

的残缺

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 学生遗漏 了助词
“

吗
”

而造成的偏误足
一

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 而

这种错误既可 以 出现在 口语交流中 ， 也可 以体现在学生的作文上 。 值得提出 的是 ， 之所 以

阿拉伯学生遗漏 了疑 问句中 的语气助词
“

吗
”

， 是因为他的母语中不存在这个成分 ， 还有
一

个原因就是用阿拉伯语提问 的时候 ，

一

般都会依靠语调来表达 ， 如 （你是学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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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 ， 这句话看起来是陈述句 ， 不带任何疑问代词 ， 但实际上是
一

个疑问句 ，

一

般要靠说

话者的语调来判断的 。 在很多情况下 ， 因为受到这种提问方式的影响 ， 不少阿拉伯学生都

会造成这样的偏误 ：

＊（ １ ５４ ） 你是 日 本人 。

“

？

＊（ Ｌ５ ５ ） 他是你的朋友

＊（ １ ５ ６ ） 你的 同学是韩国人 。

从汉语句类的角度分析 ， 上面这三个例句因为不带疑 问代词 ， 后面也没出现问号 ， 都

可 以分为陈述句 。 怛根据阿拉伯语的句类标准 ， 虽然上面例句中都没有 出现疑问代词或表

￥疑 问 的虚词 ， 但都属于疑 问句 。 这不仅是阿拉伯 语疑 问句中 的
一

个特点 ， 而且也是 日 常

交流中阿拉伯人不可缺少的提问表达方式 。 但因为学生习惯使用这种表达 ， 他就把 Ｕ 语习

惯？用 到作文上 。 由此可见 ， 例句 （ １ ５４ ） 中 出现偏误的原因 ， 是学生受到母语的影响而造

成的 。 虽然句子中没有带任何疑问词 ， 但后而出现了
一

个 问号 ， 这说明学生说话的时候是

向对方提出 问题 ， 而不是说他是来 自 哪里或他是谁的朋友 。 根据前面的分析 ， 汉语疑 问句

中应该加上疑 问代词或其他虚词才能符合 目 的语的表达方式和语法规则 。 上面几个例句要

改成 ：

（ １ ５ ４ ） 你足 日本人吗 ？

（ １ ５ ５ ） 他是你的朋友吗 ？

（ １ ５ ６ ） 你的 同学是韩国人吗 ？

还有
一

种比较常见的偏误 ， 这也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学生造成的 。 在阿拉伯语中 ， 特

别在非正式场合下 ， 像这样的疑问句 ： （你的电话号码 ， 请？ ） 和
“Ｈ

＾ ６－

”

你的名字 ， 请 ？ ） 是
一

个常用 的提问方式 ， 这两个例句 中 ， 说话者没有加上任何

疑问代词 ， 就直接 问对方 。 因为存的学生的汉语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 有时候他们会 问这

样的 问题造成对方无法理解的偏误 。

＊（ １ ５７ ） 请 ， 你的手机号码 ？

＊（ １ ５ ８ ） 请 ， 你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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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４ ．３ 误用疑问代词

＊（ １ ５９ ） 她是
一

个很健壮的老太太 ， 你说 ， 她今年几岁 了 ？

＊（ １ ６０ ） 你的孩子多么可爱 ， 他今年都多少岁 ？

＊（ １ ６ １ ） 你们的火车多少点要 出发 ？

＊（ １ ６２ ） 你的 电话号码是儿个 ？

疑问句层而上的偏误也表现在疑 问代词的误用上 ， 虽然汉语中 的疑 问代词都能在阿拉

伯语找到对应 ， 但有
一

些代词 比较特殊的 ， 仍然被阿拉伯学生用错 。 就
“

几
”

和
“

多少
”

而言 ， 这两个疑问代词 ， 在阿拉伯语中都可 以用
“

４
”

（ 多少 ） 来表达 ， 这个 同在学牛．的 邸

语中使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 无论数量多少或年龄大小都可以川
“

卢
”

来提 丨

Ｖ
］ 。 伲在阿拉

伯学生没有把握好
“

几
”

和
“

多少
”

之间 的区别的情况下 ， 等他川这两个 中词时 ， 他会很

容易把事物的数量搞混 了 。 在汉语中 ， 这两个疑 问代词都表示数量 ，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

区别 ，

“

几
”

用于表示数量少 ，

一

般不超过十个 ， 而
“

多少
”一

般用于表示数量大 。 除 了 数

量外 ， 这两个疑问词的提问对象也有所不同的 ， 有的 问题需要用
“

几
”

， 有的必须用
“

多少 。

从上面这几个例句 中可 以推断出 ， 阿拉伯学生对这两个疑问代词的 了解也存在
一

些不足之

处 ， 使用起来也会 出现不少偏误 。 就例句 （ １ ５９ ） 而言 ， 学生在前面提到 了
“

老太太
”

， 这

说明她的年龄 比较大 ， 而
“

今年几岁
”

这种提问方式只能用于 问小孩子的年龄 ， 不能用于

问 岁数大的 。 所以在此不能用
“

几岁
”

来提问 ， 例句 （ １ ５９ ） 应该改成
“

她今年多大 了 ？／

多少岁数 了 ？
”

等等 。 例子 （ １ ６０ ） 也是
一

样的 ， 因为学生用错疑 问代词而造成偏误 。

“

多少
”

一

般用于表达数量或岁数大 ， 而不能用 丁
？

问数 Ｈ 小 。 所以句子应该改为
“

他今年儿岁 ｆ
”

。

其实在例句 Ｕ ５９ ） 和 （ １ ６０ ） 中 ， 学生把疑 问代词用错 了 。 洱肴 （ １ ６ １ ） 和 （ １ ６２ ） 句屮的

偏误 ， 在汉语中 ， 如果耍询 问时间点 ， 我们只 能川
“

几
”

（几点几分 ） ， 如
“

现在儿点
”

，

“

几

点钟到
”

， 而不能用 多少来提问 ，

“

现在多少点
”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汉 语的表达 习惯 ，

如果要 ＿ 问时间段可 以使用两个代词 ， 如
“

几天
”

或
“

多少天
”

。

在 （ １ ６ １ ） 句 中 ， 说话者在询 问时间点
“

火车的 出发时间
”

， 所 以应该用
“

几
”

而不能

用
“

多少
”

。 还有 ， 询 问 电话号码时 ， 汉语中 只能用
“

多少
”

， 而不用
“

几
”

。 阿拉伯学生也

是因为受到母语的千扰而造出上面的病句 ， 因此句子应该纠正为 ：

（ １ ５９ ） 她是
一

个很健壮的老太太 ， 你说 ， 她今年多大 了 ／多少岁数 ？

（ １ ６０ ） 你的孩子多么 可爱 ， 他今年几岁 ？

（ １ ６ １ ） 你们的火车几点要 出发 ？

（ １ ６ ２ ）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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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４ ． ４ 误代疑问词

＊（ １ ６ ３ ） 今天什么 月 什么 号 ？

＊（ 〖 ６４ ） 今天是什么天 ？

“

什么
”

这个词也是用于表示疑 问 ，

一

般情况是对名词的提 问用语 ， 如
“

什么东西
”

，

“

什么方向
”

等等 ， 通常表示对事物的提 问 。 但汉语中 ， 问 日期和星期不能用
“

什么
”

来

提 问 ， 这需要用上面提到的
“

几
”

这个疑 问代词 。 例句 （ １ ６ ３ ） 和 （ １ ６４ ） 中 出现偏误的原

因是因为阿拉伯语中学生习惯用
“

＞ 匕
”

（今灭是什么 日 期 ？ ） 和
“

ｈ ．

匕＃Ｗ
’

（今天是Ｍ期中哪
一

天 ？
） 这种表达 ， 所 以他把这种说法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汉语造

成偏 误 。 句 （ １ ６ ３ ） 可 以用
“

什么
”

来表达 ， 如
“

今天是什么 日 期
”

， 但
一

般中 国人用 下面

这两种表达方式来提问 ：

（ １ ６ ３ ） 今天儿月 几号 ？

（ １ ６４ ） 今天是扯期几 ？

３ ． １ ．４ ． ５ 选择疑问句的偏误

“

还是
”

和
“

或者
”

都 出现在句子中表示选择 ， 而且两个词语都可 以用阿拉伯语翻译

成
“

ｊ
ｉ

”

（还是／或者 ） 。 值得提出 的是 ， 在阿拉伯语中 ， 无论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都可 以用

“

ｊ
ｉ

”

来表达 。 与此相反 ， 汉语里面的
“

还是
”

只 出现在疑 问句 中表示让对方对两个事情进

行选择 ， 多用于提问 ， 但不会出现在陈述句里面 ， 如 ，

“

喝茶还是咖啡 ？
”

（疑 问句 ） ，

“

或

者
”

则多用于陈述句 中 ， 而不能用于提问 ， 如 ，

“

喝茶或者咖啡
”

（陈述句 ） 。 因为阿拉伯汉

语初学者对
“

或者
”

和
“

还是
”
一

直没有把握好 ， 使用起来就会造成不少偏误 ， 如 ：

＊（ １ ６ ５ ） 你是怎么来学校的 ， 你坐地铁或者坐公交 ？

＊（ １ ６ ６ ） 你要给她发短信或者直接给她打 电话 ？

＊（ １ ６７ ） 他们喜欢吃香蕉或苹果 ？

上面的例句都是错误的 ， 而这类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具有
一

定的普遍性 ， 是大多数

汉语习得者错误率较高的语法点 。 由此可看出 ， 阿拉伯学生对
“

或者
”

和
“

还是
”

的使用

还存在
一

些 问题 。 其实 ， 学生造成这种偏误的原因也是来 自 自 己的母语 ， 因为在阿拉伯语

中 ， 无论对两个事情进行选择还是陈述
一

个事实 ， 都可 以用 同
一

个标记词
“

Ｊ
”

（ ｏｒ ） 来表

达 。 所以上面的病句 中 的
“

或者
”

都应该改成
“

还是
”

才能符合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正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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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例句 （ １ ６ ５ ） 、 （ １ ６ ６ ） 和 （ １ ６ ７ ） 应该改成 ：

（ １ ６ ５ ） 你是怎么来学校 ， 你坐地铁还是坐公交 ？

（ １ ６６ ） 你要给她发短信还是直接给打 电话 ？

（ １ ６ ７ ） 他们喜欢吃香蕉还是苹果 ？

３ ．２ 句式偏误

３ ．２ ． １
“

是． ． ． ． ． ．的
”

句式的偏误

刘月 华 （ １ ９８ ３ ）
？
在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一

书 中把
“

是……的
”

句式分为两类 ： 句式

一

是带
“

是……的
”

标志的动词谓语句 ，

一

般用于表示动作 已在过去发生或完成 ， 并这
一

事实 已经成为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 ； 句式 则用于表示说话人对主语的评议 、 叙述或描写 ，

往往会带有
一

种说明情况或者信服的肯定语气 。 在现代汉语中 ，

“

是……的
”

是本语言中使

用频率较高的
一

种句式 ， 同时也是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语法的难点之
一

。

北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的写作里也出现了 不少与这个句式有关的偏误 。 下面

笔者把学生写作 中常见的偏误分为三种类 ：



表 ７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
“

是…… 句式时造成偏
ｆ
的情况


序号类型


Ｍ


比率 （ ％ ）





遗漏
“

是
”

或
“

的
”

的偏误


７


４６ ． ６６％



误用
“

是 ． ． ． ． 的
”

句式而造成的偏误


３


２０％

^

＿

 丨

多用
“

是
”

、

“

的
”

或
“

是…的
”

的偏误
丨 ５ ３ ３ ． ３ ３％

—

３ ．２丄 １ 漏用
“

是
”

或
“

的
”

的偏误

＊（ １ ６８ ） 我是 １ ９８５ 年 ８ 月 ８ 号 出生 。

＊（ １ ６９ ） 下面是本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 本人足 ２０００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 中 文系毕业 。

＊（ １ ７ ０ ） 这件礼物是送给你 。

＊（ １ ７ １ ） 她的学习压力是很大 。

＊（ １ ７ ２ ） 我的父亲是我 ２２ 岁 时过世 。

可见 ， 上面的例句中 ， 学生把句式
“

是……的
”

中 的
“

的
”

遗漏 了造成句子不完整的

①
刘 月 华 ．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 社．１ ９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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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 ， 他是从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 出发 ， 更没有考虑到 目 的语句子上是否缺少 了什么成分 。

就例句 （ １ ６８ ） 而言 ，

“

我是 １ ９８５ 年 ８ 月 ８ 号 出生
”

， 在汉语陈述句 中 ， 如果前面出现 了动

词
“

是 般谓语动词之后要加上
“

的
”

字来强调动作发生的时间 、 处所等信息 。 因为阿

拉伯语中不存在对应的句式 ， 这会很容易 导致学生遗漏结构助词
“

的
”

造成偏误 。 因为如

此 ， 上面例句 （ １ ６８ ） 、 （ １ ６ ９ ） 、 （ １ ７０ ） 、 （ １ ７ １ ） 和 （ １ ７ ２ ） 应该分别改成
“

我是 １ ９８５ 年 ８ 月

８ 号 出生的
“

本人是 ２０００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

，

“

这件礼物是送给你的
“

她

的学 习压力记很大的
”

，

“

我的父亲是我 ２ ２ 岁 时过世的
”

又如 ：

＊（ １ ７ ３ ） 我发现北京人非常热情的 。

＊（ １ ７４ ） 韩 阳学生的学 习 态度很认真的 。

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 学生遗漏
“

趦
”

和
“

的
”

这类偏误到处都是 。 可见 ， 例句 （ １ ７ ３ ）

和 （ １ ７４ ） 的句尾都出现 了结构助词
“

的
”

， 而前面都是形容词 。 为 了能够使句子中的语气

有
…

定的伢定和劝服 ， 使信息传达得更为清晰 ，

一

般形容词之前需要添加动词
“

是
”

来构

成
“

足… … 的
”

句式 。 但大多数阿拉们学生
一

般不会注意在前面加
“

是
”

。 其实 ， 根据他

们母语 中 的表达 ＞』惯 ， 句子是完整的 ， 相关的意思也表达的很清楚 ， 根本没有必要使用
“

是… … 的
”

这个句式 。 根据 以上的陈述 ， 两个句子要改成
“

我发现北京人是非常热情的
”

和
“

韩 围学牛． 的学 态度是很认真的
”

。

３ ．２ ． １ ． ２ 误用
“

是……的
”

句式而造成的偏误

在分析阿拉伯学生的作文时笔者发现 ， 他们使用
“

是 ． ． ． ． ． ． 的
”

句式的过程中会造成较为

严？的错误 。 有吋候该用这种句式而没用 ， 有些地方不需要用而用等等 。 这也反应 出阿拉

伯学生对
“

是 ． ． ． ． ． ． 的
”

的把我情况 ，

一

般造成的偏误会表现在 以下几个例句中 ：

＊（ １ ７ ５ ） 父亲的哥哥是父亲 ２ ０ 岁时去世 了 。

（ １ ７５ ） 父亲的 哥哥是父亲 ２ ０ 岁 时去 ｉ
ｌ ｌ

：的 。

＊（ １ ７ ６ ）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楚很容易 出 事 了 。

（ １ ７６ ） 在这样的条件 Ｆ人是很容Ｍ 出事的 。

＊（ １ ７ ７ ） 他是从大
一

开始喝酒 了 。

（ １ ７ ７ ） 他是从火
一

开始喝酒的 。

上而学生错误地使用 了
“

是…… 的
”

句式 ， 他写 出来的句子仍然是按照阿拉伯语的词

序和表达 ＞】惯完成的 。 从以上的例句可 以得出 ， 句子修改之后和修改之前的着重点也存在

７２



＃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着很大的差异 。 就例句 （ １ ７５ ） 而言 ， 句子修改之前是表示动作的变化 ， 但进行修改之后是

强调
“

父亲 ２０ 岁
”

的时间段 。 再看例句 （ １ ７６ ） ， 修改之前这个句子强调的是
“

出事
”

这个

动作的变化 ， 但修改之后只是说明事实而已 。 （ １ ７７ ） 句修改之前也是强调动作的变化
“

开

始喝酒
”

， 但句尾加上结构助词
“

的
”

之后 ， 强调的是
“

他是从大
一

开始的
”

这个时间段 。

阿拉伯学生之所以 出现类似的偏误 ， 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
“

了
”

只能用于表示
一

段时间 的变化 ， 而
“

是…… 的
”

这种句式是用于说明情况和叙述事实 。

３ ．２ ． １ ．３ 多用
“

是
”

、

“

的
”

或
“

是……的
”

的偏误

＊（ １ ７８ ） 戒酒是越早越好 。

＊（ １ ７９ ） 冬天到 了 ， 北京 的天气是越来越冷 。

＊（ １ ８０ ） 我是意识到 问题的重要性 。

＊（ １ ８ １ ） 无论是中 国人还是外国人 ， 他们都是反对这个事情的 。

＊（ １ ８２ ） 我们班的同学们都是去爬长城的 。

在现代汉语里 ， 句式
“

是……的
”

的使用是有规矩的 ， 而不能随意地添加 。 可见 ， 以

上几个例句 中 ， 学生过多地使用
“

是……的
”

句式造成表达累赘的偏误 。 这类偏误的产生

原因大多情况下是母语的负面影响和千扰所导致的 。 在阿拉伯语中 ， 相 当于汉语动词
“

是
”

的词语的使用率较为频繁 ， 无论要陈述什么 内容 ，

一

般都会用这个动词来表 。 但在汉语中 ，

不是每个句子里都可 以 出现的 。

一

般深受母语影响的阿拉伯学生会无知无觉地造成不少与
“

是……的
”

有关的偏误 。 上面例句 （ １ ７８ ） 至 （ １ ８ ２ ） 要改为 ：

（ １ ７ ８ ） 戒洒越早越好 。

（ １ ７９ ） 冬天到 了 ， 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 。

（ １ ８０ ） 我意识到 问题的Ｍ耍性 。

（ １ ８ １ ） 无论足中 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反对这个事情 。

（ １ ８２ ） 我们班的 同学们都去爬长城的 。

３ ．２ ．２ 比较句的偏误

比较句在现代汉语语法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较常见的句式 ， 更是

外国 留学生学 习汉语过程中 出错率较高的语法点 。 通分析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的阿拉伯

学生写作笔者发现 ， 比较句层面上的偏误比比 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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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拉伯学生无法摆脱母语的干扰 ， 等他用汉语进行 比较时 ， 他造出来的句子会或

多或少带有母语表达习惯的痕迹 。 以下笔者把这些偏误分成五种类型 ：



表 ８ ： 阿拉伯学也使用汉语比较句时造成偏误 〖爿」情况


序号 偏误类型


ｍｍ


所 占 的 比率


１充 ３ 比较值的词语误用


１ ４


３ １ ．１ １％

２程度副词在 比较句 中 的误用


１ ５


３ ３ ．３ ３％

３比较值补语多余


３


６ ．６６％


４否定副词
“

不
”

的误用


４



８ ． ８８％

５比较句 中 的语序不当


９


２ ０％


３ ．２ ．２ ． １ 充当 比较值的词语误用

不少研究表明 ， 在使用 比较句时 ， 人多数汉语学 ＞』者尤其处于初级阶段的学生经常会

丨 Ｕ现词语使用错误 ， 这种错误也 占 了很大的
一

部分比例 ， 这包括该用 Ｉ

ｆ
１ 词而 ＪＴ］ 乙词 ， 不应

该用这个词而用等等 。 其实造成偏误的原闲有很多 ， 怛其中最常见的有
一

部分学生在学 习

汉语比较句时会忽略 了句子中 的 比较值的语义限制 。 正 因为如此 ， 不少阿拉伯汉语学习者

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

＊（ １ ８３ ） 中 国 的面积 比埃及 多 。

＊（ １ ８４ ） 我的苏丹 同学的 身体比我的身体高 。

＊（ １ ８５ ） 我的弟弟 比他的弟弟年龄多 。

＊（ １ ８６ ） 昨天的温度 比昨天的热 。

比较值也称结论项 ， 任海波 （ １ ９８ ７ ） 在大量语料统计的棊础 ｈ将
“

比
’ ’

字句的结论项

分为四大类 ： ＡＰ（谓词只有形容 间 ） ， ＶＰ（谓词只有动词 ） ， Ａ Ｖ（ 谓词既有形容词又有动词 ） ，

ＮＰ（ 以名 同短语 ， 包括名 词为被修饰成分 ） 四火类
” ？

。 根据任海波的观点 ， 比较值是对两

个 比较项的共冇部分 比较点 的说 明 ， 所 以 比较值应该与 比较点有
一

定 的搭配 。 就拿例句

（ １ ８３ ） 来讲 ， 这句话中 的 比较点是
“

面积
”

， 但形容面积
一

般我们说
“

面积很旷阔
”

、

“

面

积大
”

、

“

面积小
”

等 ， 而不能说
“

而积少
“

或
“

面积多
”

， 基于此 ， 该例句中 的 比较值
“

多
”

与 比较点
“

面积
”

出现 了搭配层面上的偏误 。 所 以句子应该改为
“

中 国面积 比埃及大
”

。 当

然 ， 阿拉伯语 中可 以用
“

多少
”

来形容面积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所在 。 再

看例句 （ １ ８４ ） 中的 比较点
“

身体
”

和
“

比较值
“

高
”

， 这两个词也存在语义上的错误 ， 在

①
任海波 ， 现代汉语 比字句结论项的类型 ， 《语

言

教学与研究》 ， １
９ ８ ７年 第４ 期

７４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此应该用
“

健康
”

或
“

好
”

等词语来搭配使用 ， 因此句子要改成
“

我的苏丹同学的身体比

我的身体健康／好
”

。 例句 （ １ ８ ５ ） 和 （ １ ８６ ） 中也是因为比较点和 比较值搭配不当而出现偏

误 。 比较点
“

年龄
”

不能用 比较值
“

多少
”

来形容 ，

一

般要用
“

大或小
”

， 同样例句 （ １ ８６ ）

中的
“

温度
”

不能与 比较值
“

热／冷
”

搭配 ， 要改为
“

高或低
”

比较正确 。 两个例句应该改

为 ：

（ １ ８ ５ ） 我的弟弟 比他的弟弟年龄小 ／大 。

（ １ ８ ６ ） 今天的温度 比昨天的 高／低 。

另外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比较句时造成的偏误也会表现在
“

有 ／没布
”

字句中 比较值词语

的误用 。 如 ：

＊（ １ ８ ７ ） 北京的交通苻我的家 乡 的交通那么乱 。

＊（ １ ８８ ） 他的房 间苻我的房间那么脏 。、

在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一

书 中 ， 刘月华 （ １ ９８ ３ ）
？
也提出 了 与

“

有／没有
”

字句有关

的 ：｜ 卜：确用法 ， 他说 ：

“

这种
“

有
”

字句中所用 的形容词 ，

一

般都是长 、 宽 、 高 、 粗 、 大 、

重等 ， 而不用短 、 窄 、 矮 、 细 、 小 、 轻 、 浅等
”

。

一

般
“

有
”

字句 中 的形容词含有积极义和

消极义两类 ， 当然人们希望有的都是积极义的 ， 而不喜欢含有消极的 。

一

般来讲 ， 形容词

“

长 、 高 、 大 、 宽
”

含有积极意义的 ， 都是人们所喜欢或希望的 。 但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类

似的分类 ， 即使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 ， 也可 以用
一

些特殊的 比较方式来表达相关的意思 。

就拿例句 （ １ ８ ７ ） 中的形容词
“

乱
”

来看 ， 虽然具有消极的意义 ， 但在学生的母语里 ， 这个

词语不受
“

消极意 义
”

这样的拘束和限制 。 而根据汉语比较句的相关使用规则 ， 类 的表

达不能接受的 ， 因 为人们不希销
“

交通乱或堵塞
”

等 。

－

般人们说
“

北京的交通有我的家

乡 的交通那么方便／便利
”

等 。

根据 以上所提到的 内 容 ， 例句 （ １ ８８ ） 也属于
“

有／没有
”

字句中 比较值的误用 ， 人们

？

般说
“

他的房间冇我的房间那么干净
”

， 而不会用消极的形容词来进行 比较 。 当然 ， 如

果汉语学 ＞』者非要用上面具有消极的 ， 含有贬义的词语 ， 他可 以借用其他的 比较句式来表

达 。 如 ：

“

他的房间跟我的房间
一

样脏
”

或
“

他的房 间像我的房间那么脏
”

。 因为从语义的

角度看 ，

“
一

样 ＋形容词
”

和
“

像 ＋那么 ＋形容词
”

这两个句式对比较值的词语不存在类似的

限制 。 除此外 ， 阿拉伯学生使用
“

有
”

字句的否定式
“

没有……这么 ／那么
“

时 ， 也会出现

偏误 。 如 ：

①
刘 月 华 ．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 社，１ ９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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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８９ ） 我的妹妹没有我懒 。

＊（ １ ９０ ） 阿里的个子没有我的个子矮 。

＊（ １ ９ １ ） 我的 同胞的脾气没有我的坏 。

徐燕青 （ １ ９９７ ）
？
指出过 ：

““

没有
”

句的语用倾向主要是用于对 比较前项某种性质 的否

定 、 贬斥或厌恶 。

”

根据人家的观点 ，

“

没有
”

字句的 比较值也跟
“

有
”

字句
？

？

样受到语义

的限制 。 从阿拉伯语比较句的否定式角度来看 ， 例句 （ １ ８９ ） 、 （ １ ９０ ） 和 （ １ ９ １ ） 都符合该语

言的表达 习惯和相关的语法规则 。 仴在汉语中 ， 这也是 比较值误用 的 另外
？

种表现 。

“

没有
”

字句指的是比较前项没有达到后面比较项的程度 ， 大多情况下也会带有前而的 比较项 的否

定或厌恶 ， 无论是
“

有
”

或
“

没有
”

， 比较句 中 的 比较值都会带打
一

定的限制条件 。 所 以 以

上几个例句中的形容词
“

懒
”

、

“

矮
”

和
“

坏
”

， 都应该改成含宥积极意义 的形容词 ， 如 ：

＊（ １ ９２ ） 我的妹妹没有我勤奋 ／活跃 。

＊（ １ ９ ３ ） 我的 同学阿里没有我个子高 。

＊（ １ ９４ ） 我的 同胞的脾气没有我的好 。

最后 ，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比较句时所造成的偏误也会表现在
“

不如
”

句 中 比较值词

语的误用 ， 例如 ：

＊（ １ ９５ ） 我跟她是Ｎ
？

年 出生的 ， 但她不如我胖 。

＊（ １ ９ ６ ） 虽然我来中 国 只有几个月 ， 但我的汉语说得不 如他们茇 。

上面的表达习惯和词序都是学生从母语屮套用到 Ｈ 的语的使用上 。

？

般
“

不如
”

字句

的常用形式是
“

Ａ＋不如 ＋Ｂ＋怎么样 （

一

般是形容词 ）

”

， 指的是前者在某
－

个比较点 ｈ没有后

者高 ，

一

般情况比较的结果是 ： Ｂ 大于 Ａ 或 Ａ 比 丨 】 好等等 。 为 了 能够符合语 义的要求和表

达 ， 比较值大多情况下会使用带有积极意义的词语 ， 而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
…

般不能充当

“

不如
”

句的结论项 。 所 以 以上例句 （ １ ９ ５ ） 和 （ １ ９６ ） 中 的形容词
“

胖
”

和
“

差
”

应该改

成
“

瘦
”

和
“

好
”

才能符合汉语
“

不如
”

字句否定形式的正确使用 。

①
徐燕青 ． 《

“

没有
”

型 比较句的初步考察
一

兼及
“

不像
”

型 比较句 》 ． 《世界汉语教学 》 。 １ ９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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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２ 程度副词在比较句 中的误用



表 ９ ： 阿拉伯语 中表示 比较的常用句型




阿拉伯语


汉语

１ ） 形容词 比较级和
“

＞
”

（
比

）
搭配表示 比

Ａ＋比 ＋形容词异 ａ－ ＪＷ—穆罕默德比阿里高
较 ：



２ ） 副词 比较级和
“

搭配表示比较 ： Ａ ＋比＋副词 ＋动词我比我的朋友早到

３ ） 数量词 也可作 比较级的修饰语 ：Ａ ＋比 ＋ Ｂ ＋数量词我妹妹比我小两岁

天空比大漸隨

４
）

“

比
“

Ｆｆ而可 以 出现程度副词 ：Ａ ＋比 ＋很 ＋形容词
 ：

内他的汉语说得比我很



从上表中可 以看 出 ， 前面三种形式 （ １ ） 、 （ ２ ） 和 （ ３ ） 在阿拉伯语和汉语中都存在 ，

而且相关的用法也是
一

样的 。 但形式 （ ４ ）
“

Ａ＋比 ＋很 ＋形容词
”

中的程度副词
“

很
”

的 出现

不符合汉语比较句的使用要求 ， 因此
“

天空 比大海很蓝
”

这句话是违背 了汉语比较句的语

法规则 。 邵敬敏 （ １ ９９０ ） 也 曾说过 ：

“

程度变化的弹性区间在形式上表现为相对性质形容词

能够接受不同量度的程度副词 ； 很 、 太 、 非常
”

的修饰 ， 如
“

很红 、 非常红 、 太红
”

等 。

我们用性质形容词可 以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来证明它们具有程度变化的弹性区 间 ， 但当它

们接受程度副词修饰之后 ， 绝大部分反而不能够进入
“

比
”

字句 了
？

。

但在阿拉伯语中 ， 形式 （ ４ ） 的使用不违反该语肯的语法规则 ， 上面两个例子
“

（天空 比大海很蓝 ） 和 （他的汉语说得比我很流

利 ） 中 下面画横线的副词 （很 ） 足必不可缺少的成分 。 因为受到第 四种形式的影响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
“

比
”

字句时 ， 他们习惯性地把程度副词
“

非常 、 很 、 太
”

进入
“

比
”

字句中造成这样的偏误 ：

＊（ １ ９ ７ ） 他的汉语说得比我很流利 。

＊（ １ ９８ ） 北京的冬天 比约旦非常冷 。

＊（ １ ９９ ）
一

九九
一

年的天安 门广场 比今天的很小

＊（ ２ ００ ） 我们班的阿拉伯学生比他们班的非常 多 。

＊（ ２ ０ １ ） 我认识的韩 国学生比 日 本学生太多 。

＊（ ２ ０３ ） 李娜比我有点高

①
邵 敬

敏，“ 比

”

字
句

替换 规律争刍议， 《 中 国 语 文》， １ ９ ９ ０年第 ６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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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ＯＮ

＊（ ２ ０４ ） 我昨天买的那条裤子 比上次买的有点长 。

可见 ， 以上几个例句中都出现 了程度副词
“

很 、 非常 、 太 、 有点
”

， 而且被错误地加在

结论项的形容词前面 ， 这也是大多数汉语学习者经常出现的偏误 。 虽然这样的句子在阿拉

伯语中是完全正确的 ， 但这不符合汉语
“

比
”

字句的语法规则 。

正如 以上所提到的 ，

“

比
”

字句中 的谓词性成分
一

般可以充当 比较值 ， 所以没必要再加

上程度副词 。 由此可 以推断 出 ， 例句 （ １ ９７ ） 和 （ １ ９ ８ ） 中 出现的副词
“

很
”

和
“

非常
”

都

应该删掉 ， 而要把句子改成
“

他的汉语说得比我流利
”

，

“

北京的冬天比约旦冷
”

， 其他例子

也是依此类推 。

如果学生想强调程度差异很大 ， 可 以在形容词 （ 比较值 ） 后面加上相应的补语或换其

他程度副词
“

更 ， 还
”

等 。 陆剑 明和马真 （ ２００ ３ ）
？
对这种现象进行 了分析 ， 而总结 出 ：

“

相

对程度副词
“

更
”

、

“

还
”

等 由于表示相对的程度 比较 ， 因此能进入
“

比
”

字句 ， 如上而偏

误句 中的程度副词都可以换成表差异 、 有进
一

层意思
“

更
”

或
“

还
” ”

。 以例句 （ ２０ ３ ）
“

李

娜比我有点高
”

为例 ， 可 以改成
“

李娜比我高得多
”

或
“

李娜比我更高
”

等 。

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研宄 ， 程度副词的误用在
一

定的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受到母语

负迁移现象的影响而造成的 。 在学生的母语 中 ， 上面的例句如果不加上相 当于汉语 中的副

词
“

很 、 太
”

的成分就不能清楚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再看程度副词在
“

像
”

字句 中和
“

和 ／跟／同 ／与
－

样
”

句式中 的误用所造成的偏误 。

偏误如下 ：

＊（ ２０ ５ ） 上海的夏天像培土穆的 夏天这么很热 。

＊（ ２０ ６ ） 她长得像他妈妈那么很漂亮

＊（ ２０７ ） 他也像我这么非常喜欢游泳 。

＊（ ２ ０８ ） 她昨天买 的裙子和我的很
一

样 。

＊（ ２ ０ ９ ） 我们的想法也是跟老师非常
一

样 。

“

像
”

、

“

和／跟／同 ／与 ． ． ． ． ．

一

样
”

的句式用于强调 比较双方的共同点 ， 而不是用于表达

程度上的差异 ， 如果汉语学 习者在类似的句型中添加程度副词
“

非常
”

或
“

很
”

等 ， 他会

造成意义上的偏误 。 例句 （ ２０５ ） 和 （ ２０６ ） 中 出现的程度副词应该删掉 ， 而把句子改成 ：

“

上海的夏天像喀土穆的夏天这么热
”

、

“

她长得像妈妈那么漂亮
”

等等 。

再看 ，

“

越来越
”

与程度副词共现时的偏误 。 在汉语中 ， 如果比较句中使用 了
“

越来越
”

，

后面绝对不能添加程度副词 ， 以下这两个句子是不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

① 陆 剑

明． 马 真：《 现 代汉语虚词散论》． 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 ０ ０３。 第 ３ ４ －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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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０ ） 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越来越很多 。

＊（ ２ １ １ ） 我来哈尔滨 已经两年 了 ， 现在越来越 比较适应这儿的天气条件 。

从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的角度看 ， 这两个句子是正确的 ， 在 越来越 ） 的词

语后面加上程度副词完全可以接受的 。 但在汉语中
“

越来越
”

含有变化意义 ， 用于表示
一

个程度变化的过程 ， 如果与程度副词 出现在
一

起 ， 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说话者的表达 ， 而会

使得句子的意思变的混淆不清 。 因为如此 ， 上面的副词需要删掉 ， 而应该把句子改成 ：

（ ２ １ ０ ） 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越来越多 。

（ ２ １ １ ） 现在越来越适应这儿的天气条件 。

３ ．２ ．２ ．３ 比较值补语多佘

＊（ ２ １ ２ ） 我的哥哥有我高
一

点点 。

＊（ ２ １ ３ ） 兰州 的 自 然风景不如武汉的风景漂亮多 了 。 ．

＊（ ２ １ ４ ） 上海的外滩不如埃及的金字塔美极 了 。

阿拉伯学生
一

直不断地从母语的表达方式 出发造成各种各样偏误 。 在汉语 中 ， 如果

“

有
”

和
“

没有
”

出现在比较句 中 ，

一

般情况不是用Ｔ
？

强调双方之间的具体差异 ， 而是用

来比较二者 （两个事物或人 ） 的相 同点或不同点 ， 这也是学生经常 出错的原因 。 根据汉语

比较句的相关规则 ，

“

有 ／没有
”

字句 中不需要在后面添加任何补语 。 所 以例句 （ ２ １ ２ ） 后面

出现的
“
一

点
”

应该删掉 ， 句子要改成
“

我的哥哥冇我高
”

。 后而 （ ２ １ ３ ） 和 （ ２ １ ４ ） 例句 中

的补语
“

多 了
”

和
“

极 了
”

也同样要删棹 。 Ｗ为
“

不如
”

表￥前面的 比较项没有超过后面

的 比较项的意思 ， 如果再加上补语
“

极 了
”

和
“

多 了
”

， 那么 具体的 区別会变成模糊不淸 ，

更不会有明显的区分界限 。 两个例句要改成
“

兰州 的 Ｌ

＇

ｌ 然风景＋如武汉的风景漂亮
”

，

“

上

海的外滩不如埃及金字塔美
”

。

３ ．２ ．２ ．４ 否定副词
“

不
“

的误用

根据 《对外汉语 》 课程的教学大纲 ， 比较句的否定形式应该 出现在中级阶段 ， 但因为

使用率比较高 ， 所 以被调到汉语学 习 的初级阶段 。 在阿拉伯学生学习 比较句的否定形式
“

不

比
”

和
“

不如
”

字句的过程当中 ， 他们会造成不少偏误 ， 而且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是来 自 母

语的干扰和负面影响 。 例如 ：

＊（ ２ １ ５ ） 今天比昨天不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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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６ ） 我 比他不聪明 。

＊（ ２ １ ７ ） 用手机订机票比在旅行社订不安全 。

＊（ ２ １ ８ ） 他踢球的技术 比你不好 。

用阿拉伯语表示比较句否定形式时 ，

一

般要把否定副词排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 。 但在

汉语中 ， 应该把副词
“

不
”

排在比较标记
“

比
”

前面表示否定 ， 更不能出现在比较句 的结

论中 。 １Ｈ．不少阿拉伯学生会错误地把母语 中的表示 比较句的否定形式套用 到 目 的语的使用

上造成许多偏误 。 这类错误也不分 国别的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是常见的 。 上面例句 （ ２ １ ５ ）

中阿拉伯学生想表达的是
“

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热
”

， 但在汉语里面 ， 表示
“

比
”

字句 中的

否定形式时 ， 需要在比较标记
“

比
”

之前添加否定副词
“

不
”

， Ｗ为如此上面的例句都应该

改成 ：

“

今天不比昨天热
”

，

“

我不比他聪明
”

，

“

用手机订机票不比在旅行社订安全
”

，

“

他踢

球的技术不 比你好
”

。 由此可见 ， 汉语比较句的否定形式
？？

般可 以理解为
“

Ｘ 不比 Ｙ ． Ｚ
”

。 相

原茂 （ １ ９ ９２ ） 也 曾提出过 ：

““

Ａ 不 比 Ｂ
－

Ｘ
”

和
“

Ａ 没有 ＢＸ
”

都是汉语比较句的否定形式 ， 但

两者在意义 、 用法和功能上存在差别 。

” ？

３ ．２ ．２ ．５ 比较句中的成分错序

所谓成分错序指的是学生在使用 比较句时 ， 因为还没有 了解各个词语在句子 中的位置

而造成偏误 。 错序也是所有的汉语学习＃常见的
一

类偏误 。 在阿拉伯学生还没苻明确汉语

句子各个成分之间 的关系的情况下 ， Ｗ加上母语语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他们很容易把某

呰成分放错位置而写 出这样的病句 ：

＊（ ２ １ ９ ） 比之前现在他的水平高 Ｉ 」

＊（ ２ ２０ ） 比去年她今年努力多 。

＊（ ２２ １ ） 我会朗诵 中文诗歌 比阿拉伯诗歌
一

样多 。

＊（ ２ ２２ ） 像小猫的眼睛她的眼晴那么漂亮 。

在阿拉伯语中 ， 相当于汉语
“

比
”

字的词语 有吋候会出现在句首 ， 这也是

本语言 的
一

个特征 ， 而且这样的表达也不会影响句子的完整性 。 但汉语中 的
“

比
”

字无论

如何 ， 都不能出现在句子前面 。

一

般
“

比
”

字句是通过 以 比较客体为参照物与 比较主体进

行比较 ， 从而得出 比较结果 。 因为如此 ， 比较主体应该排在比较客体前面 ， 如
“

他比我
”

中 的
“

我
”

是比较主体 ，

“

我
”

是比较客体 ， 而
“

我
”

不能出现在句首 ， 应该排在 比较标记

“

比
”

字后面 。 在例句 （ ２ １ ９ ） 中可以看出 ， 比较主体是
“

现在他的水平高
”

所 以要排在前

面 ， 比较客体是
“

之前的水平
”

应该放在后面 ， 因此该句子应该改成
“

现在他的水平比之

①

相原茂 ．汉语 比较句 的两种否定形式［ Ｊ ］ ． 语言教学与 研 究 ，１９９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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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
”

。 句 （ ２２０ ） 也是 以此类推 ， 要改为
“

她今年比去年努力多
”

。 在例句 （ ２２ １ ） 中 ， 学

生不仅混用 了
“

比
”

字句 中的
“

Ａ 跟 Ｂ
—

样
”

的形式 ， 而且他也是按照母语中 的词序造成

偏误 ， 句子应该改成
“

我会朗诵的 中文诗歌跟阿拉伯诗歌
一

样多
”

。 句子 （ ２ ２２ ） 中也同样

出现了排列顺序不当 的偏误 ＾ 在此阿拉伯学生也是根据母语中的词序进行对比 。 在汉语中 ，

“

像
”

字句的基本格式是
“

Ｘ 像 ＹＷ
”

， 而且这些成分基本上不能更改的 ， 所以这句话的相

关顺序应该改成 ：

“

她的眼睛像猫的眼睛那么漂亮
”

。

一

般导致阿拉伯学生造成类似偏误的原因除 了母语负迁移外 ， 有的学生还不太明确句

子中 的成分为什么要这样排列 ， 哪个词语应该放前面 ， 哪个要排后面 。 再如 ：

＊（ ２ ２ ３ ） 你这么有我喜欢书法吗 ？

＊（ ２ ２４ ） 我的 同胞这么像你喜欢踢球 。

＊（ ２２５ ） 越来越来屮 閩 留学的人 多 了 。

上面三个例句的偏误是涉及到
“

有
”

字句和
“

像
”

字句 中的
“

这么
”

和
“

那么
”

的正

确使用包括在句子 中 的排列顺序 。

一

般汉语中 的
“

那么
”

和
“

这么
”

都紧靠在比较值的前

面来修饰和说明性状的程度 。 例句 （ ２２３ ） 的 比较值是
“

喜欢书法
”

， 所以
“

这么
”

应该出

现在它前面 ， 句子要改成
“

你有我这么喜欢书法吗 ？
”

例句 （ ２２４ ） 也应该改成
“

我的同胞

像你这么喜欢踢球
”

。 句子 （ ２２ ５ ） 的偏误在于
“

越来越
”

的误用 。

“

越来越
”一

般出现在句

子中起到副词作用 ， 而现代汉语中 的副词
一

般情况要排在主语和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中 间 ，

（时间状语和地点除外 ） 。 因为阿拉伯语副词在句子屮 的位置是 比较灵活的 ， 既可 以 出现在

句首 ， 也可 以 出现在句 中或句尾 ， 所 以大多数学生认为汉语中的副词也
一

样可 以放在句子

前而 ， 很多时候他们难免会出现错序方面的偏误 。 根据 以上所阐述的 内 容 ， 例句 （ ２ ２ ５ ） 应

该改成
“

来中 国 留学的人越来越多 了
”

。 洱看这两个例句 ：

＊（ ２ ２６ ） 他跑得快 比我 。

＊（ ２２７ ） 这里的风景那么漂亮像花园 。

以上是 比较值放错位置的偏误 。 虽然相关的错误率不算很高 ， 但也会出现在学生的作

文中 。

一

般类似的错误只有在学生开始接触汉语 比较句时才会出现的 。 根据汉语中 的排列

顺序 ， 比较值的位置应该排在
“

比＋被比较的对象
”

后面来表示比较的结果 。

笔者对例句 （ ２２６ ） 进行分析发现 ， 阿拉伯学生把母语中 的
“

一 （他跑快

比我 ） 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汉语造成偏误 。 在阿拉伯语中 ， 比较项有时候会出现在比较值的

后面 ， 所以 ， 学生造成类似的偏误是避免不 了的 。 例句 （ ２２６ ） 和 （ ２２ ７ ） 应该改为 ：

“

他跑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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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比我快
”

和
“

这里的风景像花园那么漂亮
”

。

３ ．２ ．３
“

被
”

字句的偏误

“

被
”

字句是现代汉语语法中 的基木句式之
一

， 也是对外汉语中必不可少的教学 内容 。

作为汉语中 的
一

种有标记的独特类型 ，

“

被
”

字句是不少汉语学习者很容易 出现错误的语法

点 。 Ｗ为
“

被
”

字句多 出现在书而语 ， 笔者选取 了华中师范大学阿拉伯学生的作文等有关

资料进行 了 归纳分析发现 ， 大多数来 自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在习得
“

被
”

字句时所造

成的偏误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表 １ ０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

“

被
”

字句时造成的的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数量比率 ａ ）

遗漏宾语


遗漏情态助调
“

可能
”

，

“

会
”

遗漏结构助词
“

的
”

，

“

得
”

１遗漏偏误遗漏补语


２２４３ ．１ ３％

遗漏其他附加成分
“

了 ， 着
”

遗漏主语


遗漏 固定搭配屮 的
“

为
”



遗漏动词


２ 动词与施事部分位置颠倒


错序偏误状语排错位置
 １ ０ １ ９ ． ６ ０

主语的位置错




动宾位置颠倒


３ 误用 了状语


在主动句里用 了
“

被
”

字

误用偏误在不 带有处置性动词 的句子里 １ ５２９ ． ４ １ ％

用
“

被
”

字




该有
“

由
”

，

“

使
”

而用
“

被
”

字


４ 使用频率副词
“

常常
”

时后面加

误加其他成分了
“

着
“

了
”

 ４ ７ ． ８４％



｜

谓语动词后面加 了 动词１
Ｊ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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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 １ 遗漏偏误

在学习汉语语法的过程中 ， 因为阿拉伯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够强 ， 再加上母语

本身所带来的干扰 ， 他们总是会遗漏句子中 的某些成分而造成偏误 。 鲁健骥 （ １ ９９４ ） 曾说

过的 ：

“

遗漏偏误是指由于在词语或句子中遗漏 了某个或某几个成分导致的偏误
”？

。 阿拉

伯学生使用
“

被
”

字句时 ， 经常漏掉的成分包括 ：

“

宾语、 状语 、 结构助词
“

的／得
”

、 补语 、

动态助词
“

了 
／过／着

”

、 主语
”

等 。 例如 ：

＊（ ２２ ８ ） 早
一

点吃晚饭这种 习惯被带到 了苏丹 。

＊（ ２ ２９ ） 他越看越被吸引 了

＊（ ２ ３ ０ ） 歪风邪气 ， 全被给挡住 了

在 以上三个例句 中学生遗漏 了
“

宾语
”

而造成偏误 。 在阿拉伯语中 ， 宾语可 以不出现 ，

也不会影响说话者所想表达的思想 。 但在汉语里面如果
“

被
”

字句 中不出现充当宾语的成

分 ， 那么句子所表达的意思会显得模糊不清 ， 这也会导致语义混淆的情况 。 根据汉语的相

关表达习惯 ， 以上三个例句是不能接受的 ， 而都属于宾语被省略的偏误 ， 所 以句子应该改

成 ：

“

早
一

点吃晚饭这种习惯被我们带到苏丹
”

、

“

他越看越被周 围 的风景吸 引 了
”

、

“

歪风邪

气 ， 全被他给挡住了
”

。 由此可 以总结 出 ，

“

被
”

字句 中 的宾语是必不可缺少的成分 ， 更不

能忽略的 。 又如 ：

＊（ ２ ３ １ ） 每次去找我的朋友玩儿都被妈妈追 问 。

＊（ ２３２ ） 他明 明不遵守学校的纪律 ， 也不被校长批评 。

＊（ ２ ３ ３ ） 他的秘密迟早被她发现 。

上面几个例句中学生又遗漏 丫情态助词
“

可能
”

和
“

会
”

造成偏误 。 在汉语
“

被
”

字

句 中这两个成分是作状语的 ， 是不能省略的 ， 如果被学生漏掉 ， 那么句子的表达效果就会

受到影响 。 跟上述所陈述的 宾语
－

样 ， 阿拉伯句子 中不需要添加类似的情态助词 ， 因为受

到母语的干扰 ， 汉语学习者会习惯性地造成遗漏状语的偏误 。 例句 （ ２３ １ ） 、 （ ２ ３ ２ ） 和 （ ２３ ３ ）

应该改成 ：

“

每次去找我的朋友玩儿都会被妈妈追 问
”

、

“

他明 明不遵守学校的纪律 ， 也不会

被校长批评
”

、

“

他的秘密迟早可能／会被她发现
”

。 又如 ：

＊（ ２ ３４ ） 我们都被她生活态度感动 了 。

＊（ ２３ ５ ） 大家被他话惊住 了 。

①
鲁健骥 ．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

［
Ｊ
］

．语 言 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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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６ ） 房 间被姐姐打扫很干净 。

＊（ ２ ３７ ） 办公室被这位设计师布置很整齐 。

在此学４：遗漏 了结构助词
“

的 ／得
”

造成偏误 。 例句 （ ２３４ ） 和 （ ２３ ５ ） 中 的
“

生活态度
”

和
“

话
”

楚做宾语 ， 前面应该添加结构助词
“

的
”

。 句子 （ ２ ３ ６ ） 和 （ ２ ３ ７ ） 中 ， 学生也省略

了 出现在形容词前而的助词
“

得
”

。 当然 ， 阿拉伯语中不存在这两成分 ， 这也是出现错误的

主要原因 。 上面四个例句应该纠正为
“

我们都被她他生活态度感动 了
”

、

“

大家被他的话惊

住 了
”

、

“

房 间被她打扫得很干净
”

、

“

办公室被这位设计师布置得很整齐
”

。 再看 ：

＊（ ２ ３ ８ ） 昨天寄 出 去的文件 ， 今天会被快递 Ｍ送公司 。

＊（ ２ ３ ９ ） 他的头发好搞笑 ， 介 可能被风吹 了 。

以上两个例句 屮 ， 学也遗漏 了 出现在谓语动词后而的
“

补语
”

造成偏误 。

一

般情况 ，

在学习其他句式时 ， 阿拉伯学生会注意在动 同之后添加补语 。 似学 习
“

被
“

字句时会很容

易 出现错误 。 汉语
“

被
”

字句中的谓语动词后而
一

般会加上补语来表示动作完成的结果 。

所 以 ， 上而例句 （ ２３ ８ ） 中 的
“

送
”

之后应该加上
“

到
”

做动词补语 ， 句子 （ ２３９ ） 中的
“

吹
”

后面也需要添加形容词
“

乱
”

。 句子 （ ２ ３８ ） 和 （ ２３ ９ ） 应该改成 ：

“

昨天寄 出去 的文件 ， 今

天会被快递员送到公司
”

，

“

他的头发好搞笑 ， 有可能被风吹乱 了
”

。 再看 ：

＊（ ２ ４ ０ ） 你在外面买衣服
？

定要注意 ， 不要被他们骗 。

＊（ ２ ４ １ ） 我们去参观上海外滩的时候 ， 我很快就被建筑的设计吸 引 。

＊（ ２ ４２ ） 他认真地做作 、
丨 ｋ ， 从来没有被老师批评 。

等学生开始接触
“

被
”

字句的时候 ， 老师做的第
一

件事情就是把这种句式的相关格式

教给学生 ， 即 ：

“

主语＋被 ＋宾语 ＋Ｖ＋附加成分
”

其中后面的附加成分包括动态助词
“

了 、 着 、

过
”

， 这些成分 出现在句子后面表示结果或动作已经完成。 但阿拉伯学生学 习
“

被
”

字句时

因为阿拉伯语里而不存在这鸣限制条件
一

般不会注意在谓语动词后面加上
“

了
”

或
“

着
”

等 。 根据汉语
“

被
”

字句的站本格式 ， 例句 （ ２４０ ） 、 （ ２４ １ ） 和 （ ２４２ ） 中 的动词
“

骗
”

、

“

吸

引
”

、

“

批评
”

后面应该添加助词
“

了
”

和
“

过
”

。 所以句子要改成
“

你不要被他们骗 了
”

、

“

我很快就被建筑的设计吸 引 了
”

、

“

他认真地做作业 ， 从来没有被老师批评过
”

。 又如 ：

＊（ ２４ ３ ） 刚从超市 回来 ， 因为少 了
一些东西所 以被姐姐骂 了

一

顿 。

＊（ ２４４ ） 在我们国家 ， 如果公司 出现这样的 问题 ， 肯定会被领导批评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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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学生不注意遗漏 了句子里面的
“

主语
”

造成意思表达不清楚的偏误 。 在汉语中为 了

避免
“

被
”

字句产生多个语义 ， 主语作为句中动作的承受者必须要出现 ， 即使是
一

定语境

句群中 ， 主语也要交待清楚 。 例句 （ ２４３ ） 中 ， 学生没有表达清楚谁受到姐姐的辱骂 ， 就造

成偏误 ， 所以 ， 该句子应该加上主语才能符合汉语
“

被
”

字句的正确表达 。 在此可以 以
“

我
”

为主语来把这句话改成 ：

“

因为少 了
一

些东西所以我被姐姐骂 了
一

顿
”

。 例句 （ ２４４ ） 中 的承

受者也被省略 了 ， 导致不知道谁受到领导的批评 。 所 以 ， 要改成
“

他／我们 ／大家肯定会被

领导批评
”

。 又如 ：

＊（Ｍ ５ ） 这个语法点被大家公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难点 。

＊（ ２４ ６ ） 我们班打
－

位韩 国 同学 ， 因为他表现得不错 ， 它被选班长 。

＊（ ２４ ７ ） 前面这栋楼被命名
“

国际大厦
”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
“

被
”

字句时常见的
一

种典型的错误 。 在汉语中
“

被……

公认为
”

、

“

被……选为
”

、

“

被… …命名为
”

是
一

种固定的搭配 ， 如果学生遗漏 了
“

为
”

， 那

么句子的意思就不成立 。 因为母语里不存在类似的搭配 ， 阿拉伯学生就会造 出不带
“

为
”

的病句 。 正因为如此 ， 句子 （ ２４５ ） 、 （ ２４６ ） 和 （ ２４７ ） 都应该加上
“

为
”

字而把它们改成 ：

“

这个语法点被大家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难点
”

、

“

我们班有
一

位韩国 同学 ， 因为他

表现得不错 ， 它被选为班长
”

、

“

前面这栋楼被命名为
“

国际大厦
”

。 还有 ：

＊（ ２４ ８ ） 我想来想去 ， 我真被这句话糊涂 了 。

＊（ ２４９ ） 外而 Ｖ大雨 ， 他被湿 了 。

与其他句式
一样 ，

“

被
”

字句 的谓语成分大 多情况是动词 ， 但上面两个例句 中学生遗漏这个

成分 ？ ■ 可见 ， 例句 （ ２４ ８ ） 和 （ ２４ ９ ） 都没有带动词 ， 句子中的
“

糊涂
”

和
“

湿
”

都是表示结果

的形容词 ， 因此上面必须要加上相应的动词 。 句子 （ ２４８ ） 中可 以 以动词
“

弄
”

为例把它要改成 ：

“

我想来想去 ， 我真被这句话弄糊涂 了

”

， 句子 （ ２４９ ） 中可 以加入动词
“

淋
”

而把它纠正

为 ：

“

外面下大雨 ， 他被淋湿了 。

”

３ ．２ ．３ ．２ 错序偏误

鲁健骥 （ １ ９９４ ） 曾说过 ：

“

被
”

字句的错序偏误是指没有按照
“

被
“

字句的句法格式来

运用
”

被
“

字句而出现的语法偏误
？

。 由此可见 ， 除 了上文所陈述的遗漏偏误外 ， 阿拉伯学

生学习汉语
“

被
”

字句时 ， 也会把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搞错 了 。 以北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

①
鲁健骥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

Ｊ
］

．语 言 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 １ ） ：４９
－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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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语料库 中 的阿拉伯学生写作为基础 ， 下面笔者从宾语 、 状语 、 主语等层面对
“

被
”

字

句 中 的错序偏误进行分析和讲解 。

＊（ ２５ ０ ） 大家被吸 引 住 们精彩的表演 ， 都忘 了 眨Ｋ 。

＊（ ２５ １ ） 从那个时候起 ， 我就被深深吸 引 了 中 国文化 ， 然后 决定来 中 丨

Ｓ
Ｉ学 习汉语 。

＊（ ２ ５２ ） 他被吸引 了她的美丽 ，

一

直在追求她 。

例句 （ ２５０ ） ，（ ２ ５ １ ） 和 （ ２５２ ） 中的
“

他们精彩的表演
”

、

“

中 国文化
”

和
“

她的美丽
”

都属于句子的施事部分 ， 绝对不能放在谓语动词之后 ， 正确的位置应该排在
“

被
”

字后面 ，

谓语动词之前 。 所以上面三个句子要改成
“

人家被他们精彩的表演吸引 住 丫 ， 都忘 了 眨眼
”

、

“

我就被中 国文化深深吸引 了
”

和
“

他被她的美丽吸 引 了 ，

一

ｌ ： ｔ在追求她
”

。 又如 ：

＊（ ２ ５ ３ ） 他是
一

位 明星 ， 每次 出去他会被所有的人常常 闹绕着 。

＊ （ ２ ５ ４ ） 如果小猫与小狗放在 同
一

个笼 ？Ｍ ， 有 ｎ
ｊ能小猫会被小狗咬 了 。

按照汉语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 ， 状语
一

般排在主语后面或动词之前 ， 上面例句 （ ２５ ３ ）

和 （ ２ ５４ ） 中的
“

常常
”

和
“

有可能
”

都充治状语成分 ， 在此学生把它们放错位置而造成偏

误 。 所 以句子要改成
“

每次出去他常常会被所有的人围绕着
”

，

“

小猫有可能会被小狗咬了
”

。

＊（ ２ ５ ５ ） 埃及是唯
一

的非洲 国家被来 自 世界各 Ｈ 的游客吸引住 。

在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被字句吋 ， 他造成的与定语有关的偏误并不常见 ， 但有时候也

会 出现 。 上面例句 （ ２ ５ ５ ） 中 ，

“

被来 世界各国的游客吸引 住
”

是充当定语成分 ， 是用于

修饰
“

唯
一

的 国家
”

。 如果从词序角度看 ， 应 该把它排在前面 ， 而把相关的排列顺序改成 ：

“

埃及是被来 自 世界各国的游客吸 引住的唯
一

非洲 围家
”

。

除了
“

宾语
”

、

“

状语
”

和
“

定语
”

外 ， 学 习汉语
“

被
”

字句时 ， 阿拉伯学生的作文上

也会出现
“

主语 、 动词宾语
”

顺序上的偏误 。 例如 ：

＊（ ２ ５ ６ ） 差
一

点被 ０ 行车掩到这个老人 。

＊（ ２ ５ ７ ） 如果没有回头看 ， 她会被小偷抢走她的手机 。

主语是句子中 的受事成分 ，

一

般情况要排在前而 ， 不能出现在句尾 。 在例句 （ ２ ５６ ） 和

（ ２ ５ ７ ） 中充 当主语成分分别是
“

这个老人
”

和
“

他的手机
”

， 所以应该把它们放在句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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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病句要改为
“

这个老人差
一

点被 自 行车撞到 了

”

和
“

她的手机会被小偷抢走了
”

。 还有 ：

＊（ ２５８ ） 如果去上海南京路旅游 ，

一

定要注意小偷 ， 有很多学生被那边的小偷偷东西走 了 。

＊（ ２ ５ ９ ） 他被别人胳膊打断了 。

在汉语
“

被
”

字句中动词应该排在宾语之前 ， 上面学生把动词和宾语放错位置而造成

偏误 。 例句 （ ２５８ ） 和 （ ２ ５９ ） 应该改成为 ：

“

很多学生被那边的小偷偷走 了 东西
”

，

“

他被别

人打断 了胳膊 。

”

３ ．２ ．３ ．３ 误用偏误

所谓误用偏 汉指的足
“

在不必或者不该使用
“

被
”

字句的情况下使用
“

被
”

字句
？

。 这

也足阿拉伯学生学 汉语
“

被
”

字句时最常见的偏误之
？

。 因为学生还没有掌握好这种句

式的正确使用 ， 再加上他仍然处于没有完全摆脱付语影响的阶段 ， 他会很容易造成误用偏

误 。 有时候该用主动句式时 ， 会误用
“

被
”

字句 。

＊（ ２６０ ） 刚来到北京 ， 我对周 围的环境不太熟 ， 如果不小心 ， 我们会被迷路 了 。

＊（ ２ ６ １ ） 我不注意被感冒 了 。

＊ （ ２６２ ） 由 于天气的原因 ， 有
一

次 ， 我被清醒 ， 才是凌晨 ３ 点多 了 。

＊（ ２６３ ） 昨天晚 Ｊｒ没有休息好 ， 我现在被困 了 。

在汉语中
“

迷路
”

、

“

感冒
”

、

“

清醒
”

、

“

困
”

等状态或动作没有被动意义的 ， 所以不能

进入到
“

被
”

字句 中 。 之所以学生造出这样的病句 ， 都是因为阿拉伯语中 的
“

感冒
”

、

“

迷

路
”

等都 可 以 出现在
“

被
”

字句 中 。 在此 ， 学生本来不需要使用这种句式 ， 应该把句子中

的
“

被
”

字删掉才能表达清楚 。 这样的偏误也 出现在 下面儿个例句 屮 ：

＊（ ２ ６４ ） 在我们 ｆ
ｆｉ

］ 家 ， 小孩 产很期待过
“

尔邦节
”

因为它们会被送钱 。

＊（ ２ （５ ５ ） 周末没有 事情做 ， 我被我的伊拉克朋友邀请 出 去吃饭 。

＊（ ２６６ ）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这是第
一

次被别人这样对待我 。

这三个例句都是主动句 ， 更不需要加上
“

被
”

字 ， 出现类 彳以偏误的原因都是因为学生

习惯性地把它们变成被动句 。 阿拉伯学生的误用偏误也会体现在谓语动词层面上 。 例如 ：

＊（ ２６ ７ ） 他的热情的对待让我被盛到这个世界好人多 了 。

①
鲁健骥．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 误分析 ［

Ｊ
］

．语 言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 １ ） ： ４９
－

－６ ４。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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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８ ） 在这个科技时代 ， 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跟家里人联系 ， 让我被觉捏在 自 己得国家 。

＊（ ２ ６９ ） 我
一

看她给我送的礼物 ， 我被吃惊 了 。

在汉语中 ， 不是每个动词都可 以进入到
“

被
”

字句里面 ，

…

般需要具有处置性的及物

动词才可 以 ， 这也足使用
“

被
’

字句的
一

个基本条件 。 王还 （ １９９４ ）
？
认为 ：

“

动词必须足代

表发 自某人 、 物的
一

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作 ， 对另
一

人物有所影响的
”

。 很多情况下 ，

阿拉伯学生忽略 了这
一

点而造成动词层面上的偏误 。 可见 ， 例句 （ ２６ ７ ） 和 （ ２６ ８ ） 中的动

词
“

感到
”

和
“

觉得
”

都是表示感觉的感知动词 ， 例句 （ ２６９ ） 中 的
“

吃惊
”

则表示受到刺

激后的感知动词 ， 而这些动词不带有处置性的 ， 所 以不能进入到
“

被
”

字句 １

丨 Ｉ面 。

因为阿拉伯语Ｍ而不存在这种限制 ， 所以学生很容舄会造成偏误 。 以 Ｌ句 ｆ屮 的
“

被
”

字都足多余的 ， 应该删掉 。 阿拉伯学生在学习和使用
“

被
”

字句吋 ， 会无知无觉地把
“

被
”

字句 、

“

把
”

字句 、

“

使
”

字句等其他表示被动的句式错误地混淆在
？

起 。 所 以他们作文 丨

？

．

常常会出现各类错误 。 又如 ：

＊（ ２ ７０ ） 她的作业被我做的 ， 因为她生病 了 。

这个例句中 ， 学生应该用
“

由
”

字句或
“

足……的
”

句式更恰 句子要改成
“

她的作

业 由我做的
”

或
“

她的作业是我做的
”

， 阿拉伯学生造成这类偏误的原因是因为在他的母语

中 ， 这二种句式之间 的差异不大 ，

一

般都可 以替换使用 。

＊（ ２ ７ １ ） 中 国是
一

个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 国家 ， 被很多人有兴趣 。

这个句子应该用
“

使
”

字句比较合适 ， 要改成
“

使很多人感兴趣
”

更恰当 。

＊这家商店卖的衣服都是品牌的 ， 最被人们喜爱的牌子是阿迪达斯和耐克 。

在此
“

被
”

字也是 误用 的 ， 应该用
“

受
”

更合适 ， 句子耍改为
“

最受人们喜爱的牌子

是阿迪达斯和耐克
”

。

＊（ ２７２ ） 她的性格 比较 内 向 ， 她平时不想被拍照 。

汉语中 ， 有的句子不带有标记词
“

被
”

， 但仍然可 以表达被动意义 ， 这叫做
“

受事主语

①
王还 ．

“

把
”

字句和
“

被
”

字句
［
Ｍ

］
． 海

：

上海 教 育

出

版社，１ ９５７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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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 也是现代汉语语法中常见的句式 。 刘世儒在 《现代汉语语法讲义 》
一

书中有所论述 ：

“

受事主语就是谓语所叙说的事情 （动作 ） ， 不是从主语施发出来的 ， 倒是被主语所承受的

？
。 根据刘世儒先生对受事主语句的界定 ， 这种句式中不能进入到

”

被
“

字句 。 基于此 ， 上

面例句 （ ２７ ２ ） 中 的
“

被
”

应该删掉 ＾ 而把句子改成
“

她的性格比较 内 向 ， 她平时不想拍照
”

这样才能清楚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又如 ：

＊（ ２ ７ ３ ） 我新买的摩托车不见 了 ， 可 以被保安搬到教学楼后面去 了 。

＊（ ２ ７ ４ ） 终于被抓住 了 ， 可 以被警察骂 了 。

以上学屯错误的误用状语 ， 他Ｍ淆 了情态助诃
“

可 以
”

和
“

可能
”

， 两个句子中应该用

“

可能
”

更合适 ， 所 以例句 （ ２ ７ ３ ） 和 （ ２ ７４ ） 耍改成
“

＂
Ｊ

？

能被保安搬到教孕楼后面去 了

”

，

和
“

可能被瞥察骂 了
”

。

３ ． ２ ．３ ．４ 误加某些成分

＊（ ２ ７ ５ ） 妹妹经常被妈妈挨骂 了 。

＊（ ２ ７６ ） 每次去上班迟到 了 ， 他常常被老板批评过 。

在现代汉语中 ， 如果
“

被
”

字句中 出现 了频率副词
“

常常
”

或
“

经常
”

作状语 ， 那么

句子后面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表示结果的成分 ， 如
“

了 、 过
”

等 。 例句 （ ２ ７５ ） 和 （ ２ ７６ ）

中的句尾出现的
“

了
”

和
“

过
”

应该删掉 。

在阿拉伯调ｈ 使用被字句时火多情况下都是川于描述过去的 尋精 如

（我被聱察骂了 ） ，

“

Ｗｉ
— 
ａＡ”

（我被她的行为欺骗 了 ） ， 这两个句子 中 的动词
“

骂
”

和

“

欺骗
”

都是过去式 ， 所 以阿拉们学生会 习惯性地在句子后面添加表示过去的助词
“

了
”

造成偏误 。

＊（ ２ ７ ７ ） 我特别热爱教育这个事业 ， 希望毕业之后会被约旦大学录用 教书 ， 这就是我的梦想 。

在此学生误加 了
一

个动词造成偏误 ，

“

录用
”

和
“

教书
”

两个词语都充当动词成分 ， 不

能同时 出现 。

“

教书
”

应该改成
“

当老师
”

， 整个句子也要纠正为
“

希望毕业之后会被约旦

大学录用 当老师 ／为老师 。

”

这个例句 的偏误是学生芭接把
“

＾ ＜＾５

￥
〇 １

以，
，

翻译成中文 。

①刘

世 儒《现代汉语语 法 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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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８ ） 遇到困难时 ， 每个人都应该 自 己解决 ， 而不被困境而压倒 。

在此 ， 学生误加 了连词
“

而
”

造成偏误 ， 其实这个词的 出现会使句子显得啰嗦赘余 。 为

了 能够避免这类错误的产生 ， 应该把句子 中的第二个
“

而
”

删掉 ， 而把句子改成
“

遇到困

难时 ， 每个人都应该 自 己解决 ， 不被困境而压倒
”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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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语篇层面上的偏误

在英语里语篇这
一

概念可以用 ｔｅｘ ｔ 和 ｄ ｉ ｓ ｃｏｕｒ ｓｅ 这两种说法来解释 ， 汉语则也可 以

用
“

篇章
”

和
“

话语
”

等概念来表达 。 此 １ １ １ （１叫 ＆ 丨以〇１１ （ １ ９７６ ）

＠
认为 ：

“

语篇垃意义单位

而不是形式单位
”

。 篇章学家 Ｃｏｕ ｌ ｈａｒｄ（ １ ９ ７ ７ ）

？
曾提到过 ：

“

语篇专指书面材料 ， 用 ｔ ｅｘ ｔ 表

示 ， 话语指 口 头表达的语言材料 ， 用 ｄ ｉ ｓ ｃｏｕｒ ｓ ｅ 表示
”

。 在他的 《英语的衔接 》
一

书 当中 ，

韩礼德 曾强调过 ：

“

语篇在语言学中用来指任何
一

段言语 ， 无论 口 头或笔头 ， 不管长度如何 。

只要构成
一

个统
一

的整体
”？

。 基于 以上每
一

位语言学家对语篇这
一

概念的界定可 以看出 ，

语篇即使书面语的 ， 也是 口 语的 。 但无论 以何种形式出现 ， 都必须介乎语法 ， 并 Ｒ 语义连

贯 。 目 前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偏误分析的研宄主要集中在词
＇

？ 丨 ： 、 语音 、 语法层 而上 ， 但对

语篇 的研宂仍不充分 ， 这导致大多数汉语学 习者在语篇足面上造成各种偏误 。 在对外汉语

教学 中 ， 阿拉伯学生的单句表达基本上都正确的 ， 但成套地说话或写 出汉语作文时会出现

了 不少 问题 。 这导致阿拉伯学生写作中 的篇章衔接层面上的错误更 比比 皆是 。 笔者通过对

学生的习作进行分析发现 ， 阿拉伯学生 习得汉语时语篇上最常见的错误可 以分为指称偏误、

省略偏误和关联词使用偏误三种类型 。

４ ． １ 指称偏误

指称又称照应 ， 指的是语篇衔接的Ｍ要手段 ， 在汉语语篇中是必不可少的 。 韩礼德 ，

哈桑 （ ２００ １ ） 曾提出过 ：

“

语言表达中某个语言单位与 ｈ下文出现的另
－

语言单位表示相 同

的人或事物的
一

种语言现象
”？

， 也就是说可 以使用指称词等语篇手段来表示语义关系 ， 通

过照应别的词项来说明信息 ， 指称
一

般通过使川人称指称 、 指示指称 、 比较指称等方式使

语篇上下文得到照应 ， 形成
一

个照应性的系统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指称偏误被公 认为篇

章衔接偏误的
－

种普遍的表现 ， 同时也足外国 留学生错误率较高的学习 内容 。 看下面的病

句 ：

１ ． （病句 ） ： 刚开始上课那天 ， 教室里有很多遇堂 ， Ｍ堂们 问我
“

你是哪国人
”

， 因 为不会

说汉语 ， 我没有 回答同学 。

２ ． （修改句 ） ： 刚开始上课那天 ， 教室里有很多 同学 ， 他们们 问我
“

你是哪 国人 ？
”

， 因为不

①
Ｈａｌ ｌ ｉｄａｙ ，Ｍ ．Ａ ．Ｋ ．＆Ｒ ．Ｈ ａｓａｎ ． Ｃｏｈｅｓ ｉｏｎ  ｉｎＥｎｇ ｌ ｉ ｓｈ

 ［
Ｍ

］
．Ｌｏｎ 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Ｇ ｒｏｕｐ 

Ｌｔｄ ．

，
１ ９７６

②
Ｃｏｕ ｌ ｈａｒｄ

，
Ｍ ， Ａｎ Ｉ 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ｏ Ｄ ｉ 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
１ ９７７

③
韩礼德 ， 哈桑 ．英语的衔接 ［

Ｍ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 社，２ ０ ０１年 。  ④肖

奚
强 ，外 国 学 生照应偏误分析——偏误分析论从 之三［ Ｊ ］． 汉语学习， ２ ００２（２ ） ： ５ ０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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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汉语 ， 我没有回答他们 。

在上面这个病句 中 ， 虽然学生想表达的意思在
一

定的程度上可 以理解 ， 但从语篇角度

看 ， 因为学 习者把需要指称的事物全称再运用 了
一

次 ， 这使句子显得啰嗦 ， 产生 了表达和

理解上的混乱 ， 甚至引起了歧义 。 可见 ，

“

同学
”

这个词都出现了三次 ， 让读者感到别扭 。

怛句子修改 了之后 ， 笔者就恰当地运用 了代词
“

他们
”

来替代重复出现的词语 ， 这样句子

就显得很完整 ， 读起来就可 以明显地感受到它的紧凑程度比上面的句子强多 了 ， 这也会使

语篇的语义链接更加紧密 。 由此可 以推出 ， 具体词的衔接能力远不如指称手段强 。 下面笔

者要把语篇中的指称衔接偏误分为零式指称偏误 、 指示指称偏误 、 人称指称偏误进行分析

说明 。



表 １ ： 阿拉们学生使用汉语语篇衔接手段的偏误统计 ：

 ｜
偏误类型 ｜

数量：

丨

比例

零式指称偏误 ｜

误用代词代替零式指称
＿＿

３ １ ０ ． ７ １ ％



误用名词代词代替零式指称
—

２
＿７ ．１ ４％

指称指示照应 （指称 ） 偏误 指示照应的误用


６２ Ｌ ． ４２



指示照应的缺失


５ １ ７ ．８５％

人称照应的偏误人称照应的误用


７２ ５％



｜

人称照应的缺失 ５ １ ７ ．８５％

４ ． １ ． １ 零式指称偏误

胡壮麟 （ １ ９９４ ）
？
在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中提出过 ：

“

汉语中使用零式指称远 比英语

为多 ， 汉语的零式指称不受句法限制 。

”

由此可 以看出 ， 在汉语Ｍ零式指称是语篇中 的很重

要的衔接手段 。 但受到母语影响的阿拉伯学生在学习汉语语篇时会造成许多与之有关的偏

误 。 北京语言大学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 ， 使用零式指称的手段时 ，

阿拉伯学生所造成的偏误主要有两种 ； 误用代词代替零式指称 ， 误用名词代替零式指称 。

４ ． １ ． １ ． １ 误用代词代替零式指称

从语篇角度看 ， 零式指称的使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会使整个段落的意义连贯 ， 逻辑

严密 ， 层次淸楚 ， 会使整个语篇成为
一

个完整的语义整体 。 但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

大多数阿拉伯学生不会注意这
－

点而习惯性地把母语的表达方式迁移到汉语的使川上 ， 他

们的作文里也会出现 了不少代词用来代替零式指称的偏误现象 。 例如 ：

①
胡壮麟 ．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Ｍ ］ ．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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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 我的名字叫李娜 ， 我是约旦人 ， 我今年 ２２ 岁 ，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 习 ， 我是汉语专业的

学生 。

＊
（ ２ ） 我是阿里 ， 我是来 自苏丹 ， 我上个月 来北京 ， 我是来学习汉语 。

＊
（ ３ ） 我给你们介绍

一

下我的俄罗斯 同学 ， 她叫
“

维卡
”

， 她今年 １ ８ 岁 ， 她是我们班最小的学生 ，

她住学生宿舍 ４ 层 。

可见 ， 上面几个例句 中 的代词 出现频率很高 ， 使得句子显得很啰嗦 ， 严重影响 了段落

上下文的连贯和逻辑 。 就例句 （ １ ） 而言 ， 在这个句子中用来指代
“

李娜
”

的人称代词
“

我
”

都出现了 四次 ， 使句子显得啰嗦 。 伹为 了使语篇更加紧凑 ， 我们可以承前
“

李娜
”

而省略

后面的代词
“

她
”

， 句子可 以改成 ：

“

我的名字叫李娜 ， 是约旦人 ， 我今年 ２０ 岁 例句 （ ２ ）

和例句 （ ３ ） 的
“

我是来 自 苏
”

中 的
“

我
”

和
“

她今年 ２０ 岁
”

的
“

她
”

分别可 以承前
“

阿

觅
”

和
“

维卡
”

而省略后面被重复的代词
“

我
”

和
“

她
”

。 因此 ， 这两个句子分别可以改成 ：

“

我是阿里 ， 来 自 苏丹……
”

，

“

他叫维卡 ， 今年 ２０ 岁
”

等 。 又如 ：

＊
（ ３

’

） 猫是我最喜欢的小宠物 ， 它又可爱又调皮 ， 它特别喜欢睡懒觉 。

例句 （ ３
’

） 的第三分句 中 出现的代词
“

它
”

是多余的 ， 也是跟中 间的分句
？

样都是用

于描述小猫 ， 在此我们可 以把它删掉而后面把两个小句合为
一

句 ， 改成
“

猫是我最喜欢的

小宠物 ， 它又可爱又调皮 ， 特别喜欢睡懒觉
”

。 可见 ， 在第三小句 中使用 的零式指称使得语

义变得更顺畅 ， 更融合 。

４ ． １ ． １ ．２ 误用名词代替零式指称

通过对汉语初学茗的作文进行分析可 以＃出 ， 由于他们对汉语语篇的相关规则还存在

许多不足之处 ， 大多学生在该用零式指称的时候 ， 他们会用其他词语来代替 。 例如 ：

＊
（ ４ ） 我和弟弟去看 比赛很髙兴 ， 我和 弟 弟 比容结 粜 了 后 宵接Ｍ去 。

＊
（ ５ ） 在餐厅里 ， 我们吃着聊着很快乐 ， 大家都很幸福 。

（ ４ ） 句 中画横线的
“

我和弟 弟
”

是多余的 ， 应该承前省略 ， 而采用零式指称 ， 这样才

能使语篇表达更简洁 ， 使得句子中的两个分句读起来语义顺畅 ， 所 以例句 （ ４ ） 要改成
“

我

和弟弟去看比赛很高兴 ， 比赛结束了后直接回去
”

。 例句 （ ５ ） 中 ， 为 了避免重复人称代词

“

我们
”

， 学生用 了另外
一

个词语
“

大家
”

来代替 ， 而使语篇显得更加累赘 。 原来句子中

的
“

大家
”

应该承前而采用零式指称才能使之间的衔接更紧凑 ， 表达更简洁 ， 。 与汉语不 同 ，

阿拉伯语句子里有时候需要重复
一

些成分才能把相关的意思表达很清楚 ， 因为阿拉伯汉语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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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仍然无法理解 目 的语中 的
一

些表达习惯 ， 很多时候他会很容易 出现各类偏误 。

总而言之 ， 处于初级阶段的阿拉伯汉语学习者所造成的与零式指称有关的偏误主要集

中在该用零式而没用 。 很多情况下 ， 为 了避免重复词语 ，
． 学生往往会采取其他学习策略或

使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 。

４ ． １ ．２ 指示照应 （指称 ） 偏误

指示指称 （
ｄｅｍｏｎ ｓ ｔｒａｔ ｉ ｖ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指的娃学生 以 丨 己所在的空间或时 间为参考点 ， 通

过指明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远近来确定所指对象 。 在汉语中常见的指示照应词可 以分成

表示近指的
“

这 、 这几Ｕ 这吋
”

和表示远指的
“

那 、 那里 、 那时
”

两种类 。 下面笔者把指

示照应冇关的偏误分为指示照应的误用和指示照应的缺失 。

４ ． １ ．２ ． １ 指示照应的误用

＊
（ ６ ） 每次去爬长城的时候 ， 发现去长城人很多 。

在这个例句 中
“

长城
”

出现了两次使句子显得啰嗦 ， 而且影响 了全文的流畅表达 。 所

以在此应该用 表远指的代词
“

那Ｍ
”

来替代 ， 这样就可 以使句子显得更具有连贯性 ， 使语

篇史紧密 ， 所 以句子应该改成 ：

“

侮次去爬长城的时候 ， 发现那里人很多
”

。

＊
（ ７ ） 广州足

一

应很发达的城市 ， 广州有很多外国人做生意 。

以上的病句也是
－

样的 。 可见 ， 句子中 的前后小句中都出现 了
“

广州
”

这个词使句子

变得啰嗦 。 为 了能够把相关的意思表达得更淸楚 ， 我们应该把后面的
“

广州
”

锴略而改成

“

那儿
”

这样会更合适 ， 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 句子要纠正为
“

广州是
一

座很发达的

城市 ， 那儿有很多外Ｗ人做生意
”

， 修改 了之后小句间的衔接就显得更紧密 。

＊
（ ８ ） 我现在住在上海 ， 上海阿拉伯学张不多 ， 有时候感觉很无聊 。

这个句子上的偏误同上两句
－

样 ， 学生也把地点名词重复了两次使句子显得累赘 。 因此

应该用指示代 同
“

这儿
”

来代替
“

上海
”

这个词 。 句子要改成
“

我现在住在上海 ， 这儿阿

拉伯学生不多 ， 柯时候感觉很无聊
”

。

＊
（ ９ ） 这个小孩子还没到 １ ０ 岁就开始喝酒 、 抽烟 、 说脏话 ， 我觉得是父母的责任 ， 没管好孩

子 ， 他们应该 ｉｉ：他改变喝酒 、 抽烟 、 说脏话的 习惯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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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

喝酒 、 抽烟 、 说脏话
”

都出现在上下文句 中使整个篇章中 的逻辑显得混乱 ， 而

会很容易使读者感到这句话很啰嗦 ， 很别扭 。 所以后面被重复的几个词语可以用
“

这些习

惯
”

来替代 。 句子要改成
“

这个小孩子还么到 １ ０ 岁就开始喝酒 、 抽烟 、 说脏话 ， 我觉得是

父母的责任 ， 没管好孩子 ， 他们应该让他改变这些习惯
”

。 这样就可 以加强小句之间的内在

逻辑连贯 ， 使得整个语篇 自 然 、 流畅 。

＊
（ 丨 〇 ） 当天晚上爸爸回来之后 ， 姐姐告诉他今天谁给我们打电话 。

例句 （ 丨 〇 ） 中 出现 了
“

当天
”

这两个词表示说话者在陈述过去的事情 ， 这也说明家里

谁打来电话不是今天的事 ， 而是 以前的 ， 所以第二小句中 的
“

今天
”

应该改成
“

那天
”

更

恰约 ， 句子要纠 ｉ Ｈ为
“

势天晚上爸爸回来之后 ， 姐妲卉诉他那天谁给我们打电 话
”

。 这样就

不会造成逻辑混乱 。

＊（ 丨 １ ） 我 出生在约旦南部
一

个小城市叫阿卡 巴 ， 通里的 自然风景特别关 ， 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也

不错 。

在地名指称中 ， 我们
一

般 以作者所在的地方为参照点 ， 在离他空间方位或者心理很近 ，

常常使用
“

这 、 这里
”

等指代词来表示 ， 如果距离远我们就用
“

那 ， 那里
”

等 。 在此很明

显 ，

“

阿卡巴
”

这座城市是说话人的家 乡 ， 这说明之间的距离很近 ， 所以应该用
“

这里
”

比

较合适 ， 因此这句话要改成
“

我出生在约旦南部
一

座小城市叫阿卡 巴 ， 这里的 自 然风景特

别美 ， 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
”

。 在阿拉伯 语中指代词 （在这儿 ） 、

“
＾

”

（在那儿 ）

和
“

Ｗ这个 ） 、 （那个 ） 虽然从说话者的空间方位也荀远近之分 ， 但之间 的差异也

不火 ， 柯时候可 以用
“心 ”

（那儿 ） 来指代距离 比较近的地方 ， 这有可能阿拉们学生出现

偏误的原因所在 。

４ ． １ ．２ ．２ 指示照应的缺失

在阿拉伯语中 ， 指代词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 为 了能够使语段逻辑严谨
，
语言流畅 ，

一

般

学生会使用其他的语言手段来指代前文的
一

些词语 。 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 ， 阿拉伯学生的

汉语作文里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

＊（ １ ２ ） 有很多学生不遵守学校的纪律 ， 早上上课老是迟到 ， （ ） 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

上面学生遗漏 了括号 （ ） 中 的指代词
“

这
”

造成指示照应的缺失 。

“

这
”

用于表示距离

很近的人或事物 ， 而通常出现在小句开头 ， 指代前文 。 在此应该把句子改成
“

有很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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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学校的纪律 ， 早上上课老是迟到 ， 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

， 才能实现语篇的连贯

性 。 又如 ：

＊（ １ ３ ） 教育孩子不能太严格 ， 如果从小就受父母的虐待 ， （ ） 会影响他的人际交往 。

＊（ １ ４ ） 结婚之前应该找
一

个合适你的人 ， 如果找到的对象没有责任心 、 没有家庭概念 ， 没有学

位 ， 没有事业 ， 你应该远离他 。

＊（ １ ５ ） 我在中 国找到 了 女朋友 ， 没想到父 母不同怠 了 ， 我试图说服他们 ， 但没没用 ， （ ） 对我来

说是
一

个大失败 。

在这三个例句 中学生采 丨 １ ］ 了岑式照应而造成偏误 。 但可见 ， 上而每
…

个句子中提到的

话题连接都存在转换或变化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我们应该使用指示照应 ， 这样才能使行文

显得更加流畅 。 所以 ， 上面例句 （ １ ３ ） 、 （ １ ４ ） 和 （ １ ５ ） 中要分别添加指代词
“

这
”

、

“

那
”

和
“

这
”

来表达 。

＊（ １ ６ ） 我真不知道我的朋友怎么会受伤的 ， 后来我从瞥察 （ ） 了解到 ， 当两辆车相掩时 ， 他是

从事故发生的地方附近过去的 。

在大多情况下 ， 出现在
“

从
”

后而的词
？

般都是表时间或处所词语 ， 仍在这 ， 后面名

词
“

警察
”

这个职业名称是＃处所词 ， 所以后面耍添加代词
“

那里
”

。 该句子要改成 ：

“

我

真不知道我的朋友怎么会受伤的 ， 后来我从警察那里 ／解到 ， 当两辆车相揸时 ， 他是从事

故发生的地方附近过去的
”

， 这样就会表达得更 ｔ合当 。

４ ． １ ．３ 人称照应的偏误

４． １ ．３ ． １ 人称照应的误用

人称照应主要存代词来实现 ， 包括第
一

人称 、 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代词 。 在汉语中能

进行人称照应主要冇代词 、 名词和零形式 。 马明艳 （ ２００ ９ ）

？
在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

语篇研宄 》
一

书 屮 涔指出过
“

当某个指称对象在话语屮不明确或无法找 回 时 ，

一

般就用名

词来指称 ， 名 词是低可及标 ｉｄ ： 而指称对象在话语 中可明 白无误地找回时 ，

一

般用零形式

来指称 ， 零形式是高可及标记 ， 代词则介于两者之间
”

。 高宁慧 （ １ ９９６ ） 也指 出过 ：

“

在
一

个篇章中 ， 段落与段落之间趋向于用名 词成分接应 ； 话题链与话题链之间趋 向于用代词接

应 ； 同
一

话题链 内 部趋向于用零式接应
” ？

。 阿拉伯学生使用人称照应时造成的偏误主要表

①马 明 艳．《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 篇
研
究

》
［Ｍ］ ． 北 京：中国社 会

科

学出版 社
，２００ ９。



②高宁 慧 ． 《留学生的 代词偏误与代词在篇 章 中的使用原 则
》
［

Ｊ

］ ．世界汉语教 学
， １９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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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称照应的误用和人称照应的缺失 。 例如 ：

＊（ １ ７ ） 这次冋 国我想给爸爸买
一

条裤子 ， 但剩下来的钱不够 ， 我也不想给爸爸买便宜的衣服 。

＊（ １ ８ ） 穆罕默德是
一

个埃及 同学 ， 特别喜欢旅游 ， 也喜欢看中 国 电影 ， 小伙子也有
一个梦想就

是当导游 。

＊（ １ ９ ） 在中 国我交 了很多 来 自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朋友 ， 我记得 当时认识的第
一

个叫阿里亚 ， ？

唞亚足约 旦人 ， 她的人品不错 ， 大家都喜欢他 。

＊（ ２０ ） 为 了 能够举行丰富 多彩的文艺表演活动 ， 我们学校要求来 自 世界各国 的参加者都要准备

？

个与 １

＊

１ 己 丨

Ｈ
Ｉ 家文化柯关的节 ｔ ｌ ， 现在参加者都在准备 。

例句 （ １ ７ ） 中 ，

“

爸爸
”

出现 了两次造成语句结构混乱 。 在汉语里 ， 如果前而小句 出现

／某
－

指 Ｎ形式 ， 沾而小句不能＃用 比它更具体 、 更复杂的形式 ，

一

般情况为 了避免重复

某些词语 ， 我们可 以用人称代词来替代 。 所 以这个句子中应该用
“

他
”

来替代后面 出现的

“

爸爸
”

， 这样句子会显得更顺通 。 在 （ １ ８ ） 和 （ １ ９ ） 例句中 ， 我们要采取高宁慧 （ １ ９９６ ）

所提到的照应方式
“

话题链与话题链之间趋向于用代词接应
”

。 在此出现的人物都是单
一

的 ，

力 了实现语篇的连贯性 ， 我们应该用人称代词来替代 。 所以应该把上面的
“

小伙子
”

、

“

阿

１
”

和
“

参加者
”

都要改成人称代词
“

他
”

、

“

她
”

和
“

他们
”

。 又如 ：

＊（ ２ １ ） 在我的中 国朋友的帮下 ， 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 ， 咱们之前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

例句 （ ２ １ ） 中学生混淆 了代词
“

我们
”

和
“

哨们
”

。 虽然这两个词含有相 同意义 ， 伹二

济指代的对象不
一

样的 。

“

我们
”

是排除式 ， 里而不包括听话人在 内 ， 相反
“

咱们
”

跫包括

式 。 是 括听 话人在 内 。 根据这样的分析 ，

“

我的 中 国朋友在帮我学 习 的过程中 ， 我们两个

人之间 的关系
”

， 这两句诂中很明显不包括第三方 ， 所以应该用
“

我们
”

， 而不能用
“

咱们
”

。

值得提出 的在阿拉们语甩面 ，

“

我们
”

和
“

咱们
”

都可 以用 （我们 ） 来代替 ， 没有任

何区别 。 Ｗ如 ：

＊（ ２ ２ ） 在Ｍｌ每天晚上看电视里的时候 ， 他们会播放与身体健康有关的节 目 ， 如果大家专心听 ，

这会使我改变很多不 良 习惯 。

这个例句 中 ， 前文中 出现了第三人称代词
“

我们
”

， 但后面的小句中学生却用 了第
一

人

称代词
“

我
”

造成语篇的混乱 ， 所 以后面出现的代词
“

我
”

应该改成
“

我们
”

才能保持句

子中 的统
一

性和连贯性 。 基于此 ， 句子 （ ２２ ） 中要改成
“

在我们每天晚上看电视里 的时候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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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播放与身体健康有关的节 目 ， 如果大家专心听 ， 这会使我们改变很多不 良的 习惯
”

。

＊（ ２ ３ ） 有
一

次我看 曰 报上的
一

篇文章 ， 他说 ２０ １ ６ 年来中 国学 习汉语的外国 留学生人数 占总人数

的３ ８％ 。

在阿拉伯语中第三人称代词
“

他
”

除 了指代人外 ， 也可 以指代概念 、 事物等 ， 在此学生

想代替
“

那篇文章
”

而用 了代词
“

他
”

。 这样的 说法不符合汉语的表达 ： 惯 ， 这不仅使语义

模糊 、 指代不明 ， 而且会让读者看 了之后容易产生疑惑 。 所以这个例句 屮画横线的
“

他
”

要改成物主代词
“

它
”

。

４ ． １ ．３ ．２ 人称照应的缺失

高宁慧
？
（ １ ９％ ） 曾提出过 ：

“

因为连词后而往往意味若新话题的幵始 ， 所 以趋向十圯代

词而不用零形式
”

。 基于此观点可 以推断出 ， 如果句子中 出现 ／关联词的情况下 ，

？

般主语

（代词 ） 是不能忽略的 。 学生出现类似偏误的原因 ， 是Ｗ为阿拉们语不受上面的制约和条件 。

如果句子出现了 关联词 ， 主语可 以省略的 。 如
“

Ｕ ＞
＾ １

＾
”

（刚开始他遇到 了很多 凼难 ， 但这不是放弃学习 的原因 ） 。

＊（ ２４ ） 来中 国 的时候 ， 我碰到 了 很多 困难 ， 吃的喝的都不 ； 惯 ， 汉语水平也不尚 ， 似足 （ ） 并

没有 因为这个而放弃学习 。

＊（ ２５ ） 他的汉语学 了很长时间 ， 现在说得跟中 国人
…

样的 ， 而 Ｏ 是我们班的第
一

４^

可见 ， 例句 （ ２４ ） 和 （ ２５ ） 中 的最后
－

个小句是 由 关联词 引 导的 ， 所 以前面应该添加

学生遗漏的 （ ） 中 的主语 。 上而例句中 的小句都出现 丫 关联词
“

似菇
”

和
“

而凡
”

， 在类似

的情况下主语
一

般是不能省略的 ， 所以句子要改成
“

仴楚我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放弃学习
”

，

“

而且他是我们班的第
一

名
”

。

＊（ ２ ６ ）
—

见钟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 因为
一

般情况只 能看对方的外农 ， 他的央好的
－

＇

｜
ｆ ｌ 丨 ， 但约

两个人互相认识之后 ， （ ） 才会看透对象的性格 。

从阿拉伯语表达习惯的角度看 ， 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 后面的小句不加上主语也可以

理解的 。 但在汉语中 ， 这个句子存在语篇连贯性的 问题 ， 谁会看透对象的性格 ， 原来是
“
一

见钟情的两个人
”

， 所 以应该使用人称代词
“

他们
”

来指代 （ ） 处 。 句子要改成
“

他们才会

看透对象的性格
”

。

①
高宁慧 ． 留学生的代词偏误与代词在篇章 中的使用原则 ［ Ｊ ］ ． 世 界汉语 教学 ，１９ ９ ６ ，第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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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７ ） 王老师的性格很强势 ， 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 ， 如果有谁没做作业 ， （ ）

一

发现就批评他 。

例句 （ ２７ ） 最后
一

个小句 中 需要加上代词
“

他
”

才能使语篇流畅 、 句子衔接起来更为

通顺。 所 以应该改成 ：

“

． ． ． ． ． ．如果有谁没做作业 ， 他
一

发现就批评他 。

”

＊（ ２８ ） 来中 国 留学之前 ， 家里很多事情包括去超市买东西 、 扔垃圾 、 收拾房 间都 由我和弟弟做 ，

（ ） 经常为 了这些事情吵架 。

以 ｈ这个例句 ３ 中主语发生 ／变化 ， 前而的
“

经常为 了这些事情吵架
”

应该是
“

我和

弟弟
”

， 所 以后 ［
ｆ ｌ 丨应该川代词

“

我们
”

来 回指 。

４ ．２ 省略偏误

在他的 《语篇的衔接勾连贯 》
？

书 中 ， 胡壮麟 （ １ ９９４ ）

？
曾提 出过 ：

“

省略指的是某结

构 中未 出现的词语可 以从语篇 中 的其他小句或句子中找 回
”

。 朱德熙 （ １ ９８２ ）
？
也说过

““

所

谓将略 ， 指的是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在
一

定语法条件下没有 出现
”

。

筲略也楚汉语语篇衔接的主要手段之
一

， 指的是上下文 己提到的
一

些成分 ， 后面不能再

出现的 。 从语篇的角度看 ， 通过省略这种方式 ， 可 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 使相关的表达更

淸晰 、 更简洁 。 这也是马丁 内 （ １ ９６２ ） 和利齐 （ １ ９８ ３ ） 在他们的经济原则所谈到的 ：

“

人们

在不 引 起歧义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使用简约的表达方式 ， 这样既可 以减轻说话者编码的负

担 ， 也可 以减轻听话者解码的负担
”

。 但在阿拉伯学生使用 省略时 ， 他们作文上会出现不

少偏误 。 统计的资料也显￥ ， 出现偏误最多 的主要表现在名词性省略 、 动词性将略这两个

方而 。

表 ２ ： 阿拉们学也使川将略手段 内偏误情况和统计 ：



ｍｍｍ ｜

数量
｜

比例

｜

主语省略偏误 不该省略而省略３２６ １ ．５３％



该省略而没省略４７ ．６９％

钓略名词性省略偏误定语省略偏误 不该省略而省略４７ ．６９％



该省略而没省略３５ ．７ ６％

宾语省略不该省略而省略４７ ． ６９％



｜

该省略而没省略２３ ．８４％



丨

动词性省略偏误 １３ １
５ ．７６％

①
胡壮麟 ．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 Ｍ ］． 上 海：上海外语 教

育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４ 。

②
朱德熙 ． 语法讲义 ［Ｍ ］ ． 北京 ： 商务印 馆

，１ ９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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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 １ 名词性省略偏误

所谓名词性省略 ， 指的是汉语学习者会按照母语的表达习惯把
一

些表示事物意义的名

词省略而造成偏误 ， 下面笔者把名词性省略这类偏误分为主语省略 、 定语省略和宾语省略

三种类型 。

４ ．２ ． １ ． １ 主语省略偏误

为 了使结构更为紧凑 、 语义更为清晰 ，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我们需要采取省略这
一

语篇

衔接手段 ， 但对阿拉伯学生来讲 ， 把握这
一

点会有
一

定的难度 ， 很多时候 该省略的不锴略 ，

不该省略的会省略掉 。 当然钓略主语不是随意的 ， 而有规定的 。 田然 （ ２ ００４ ） 也强调过 ：

“

按时间顺序描述前面的 同
一

主语时可省略 ； 描述主语的动作行为先后吋可资 ； 只描述介

绍
－

个人物时可贫 ； 排 比句式中可将
”

。 以下是学生因为没把握省略这个语篇衔接而造成的

偏误 ：

① 不该省略而省略

在阿拉伯语复句 中 ， 如果说话者茌前小句中提到 了主语 ， 那么无论如何 ， 在第二个分

句中都不需要苒提到 ， 如 ：

（我必须去锻炼身体 ， 只有坚持才能才会有效果 ） 。

上而阿拉伯 语例子屮 ， 画横线的第二个分句ｍ都没冇主语 ， 如果重复提到的话这会影

响句子的 ＴＨ确表达 。 因为阿拉伯学生习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 ， 这难免会严重地影响他学 ＞
Ｊ

外语的过程 ，

一

般他产生的偏误会表现如下 ：

＊（ ２９ ） 我跟弟弟
一

大早就去机场接他 ， 因为 （ ） 知道他也很期待跟我见面 。

＊（ ３ ０ ） 姐姐这个人我们都很喜欢她 ， 她不仅是
一

个性格开朗的人 ， 而 「 丨 ． （ ） 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

＊（ ３ １ ） 我记得上大学那
－

年 （ ） 天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 我从来没放弃过 。

＊（ ３２ ） 来 中 国学习汉语也有很多 （ ） 像他
一

样要学好汉语 ， 然后 回 国找 自 己理想的工作 。

以上几个例句中 的偏误都是主语不该省略而被学生省略的 ， 这样会很容易造成语义模

糊 、 表达不到位 。 在汉语中 ， 如果后面的小句发生 了语义转化 ，

一

般不能铒略主语 。 句 （ ２９ ）

中可 以看出 ， 前面的主语是
“

我跟弟弟
”

， 但小句后面出现了关联词
“

因为
”

， 在这样的情

况下 ， 主语是不能省略的 。 所以 （ ） 处应该添加代词
“

我们
”

。 例句 （ ３ ０ ） 、 （ ３ １ ） 和 （ ３ ２ ）

中的 （ ） 处分别要添加主语
“

她
”

、

“

我
”

和
“

学生／人
”

。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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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省略而没有省略

＊（ ３ ３ ） 他是在苏丹教我汉语的苏丹老师 。 我们都很尊重他 。

＊（ ３４ ） 来中 国之前我有
一

个朋友 ， 他从很小就有
一

个梦想就是来中 国学 习 ， 但因为他没钱 （他 ）

买机票 ， 后来就放弃 了这个么好像

＊（ ３ ５ ） 对我来说 ， （我 ） 也有 同样的想法 ， 我不想 白花父母的钱 ， 来中 国应该好好学习 。

＊（ ３６ ） 今天跟我的 同学聊天的时候 ， 她告诉我说 ：

“

我昨天晚上做梦 ， （我） 梦到我们俩在收拾行

李准备回约旦 ， 但今天早上
一

起床就想起来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
”

， 她真搞笑 。

以上几个例子也反映 出阿拉伯学生对省略这个语篇手段的理解程度还不够强 ， 在此出

现的主语本来应该省略 。 高宁慧 （ １ ９％ ） 也 曾指 出过 ：

“

在同
－

个 沾题链 内 ， 闽小句间 语义

关系十分密切 ， 所 以前
一

个小句 出现主语 Ａｌ ｌ
ｆ ｌ 丨的小句士： 语倾 向 于取零形式

”

。 可见 ， 上

面这几个句子都在 同
一

个话题连内 ， 主语应该采用承前省略 。 就例句 （ ３ ３ ） 而言 ， 这往往

属于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 ， 在此出现 了两个
“

苏丹
”

， 而且是用来区分国别的 ， 但因为学生

和老师都是
一

个国家的 ， 所以 ， 这里只能保留第
一

个
“

苏丹
”

， 第二个要去掉 。 总而言之 ，

阿拉伯汉语学 习者仍然 以母语的表达习惯为出发点 ， 而没有省略上面的主语 ， 这样就会使

句子显得重复啰嗦 ， 影响语篇 的连贯性 。 以上例句 （ ３４ ） 、 （ ３５ ） 和 （ ３ ６ ） 中 出现在 （ ） 处

的主语
“

他
”

、

“

我
”

、

“

我
”

都应该省略 。

４ ．２ ． １ ．２ 定语省略偏误

关于定语省略这
一

方面 ， 高宁慧 （ １ ９９６ ） 也指出过 ：

“

汉语语篇 中除非要表示特别强调

或对比 ，

一

般情况下代词充当 的定语趋 向 丁
？

将略 。 同
－

？

话题链 内 部几个小句的名词所表示

的人或事物从属于语题所表示的人或事物吋 ， 其定语趋向于将略
”

。 基于以上的描述 ， 出现

在句子中 的定 语存时候也可以竹略 。 马上文所提到的主语
－

样 ， 阿拉伯学生作文上出现的

ｂ定语冇关的偏误也表现在该辑略未省略和不该省略而畨略这两个方而 。

① 不该街略而锴略

＊ （ ３ ７ ） 在国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适应 了 ， 饮食 己经习惯 了 、 天气情况 、 （国外的 ） 文化习俗也

都适应了 ， 我现在发现我的适应能力 比 以前强多 了 。

＊（ ３８ ） 这次旅行大家都很喜欢因为车票 、 酒店 、 旅游行程都是被 （他们的 ） 公司安 好的 。

＊（ ３ ９ ） 飞行员说 （我们的 ） 飞机马上要到埃及国 际机场 ， 大家都都很兴奋 。

＊（ ４０ ） 如果有机会去约旦旅游 ， 你千万别错过尝试那边的菜 ， 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烤肉饭和 当地

的 （别的 ） 美食 。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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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以上括号里的词语都是充当定语成分 ， 也是被学生错误地加上去的 ， 这就是定

语该省略而没省略的偏误 。 在汉语句子 中 ， 有些地方不需要添加定语 ， 特别在那些与第
一

人称代词
“

我
”

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词语 。

一

般情况可以在前文交待
一

下这种关系 ， 然后

可 以把后面出现的表示领属关系的代词省略 。 例句 （ ３ ７ ） 中后面出现的
“

国外的
”

应该省

略 ， 而把整个句子改成
“

在国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适应了 ， 饮食 已经习惯 了 、 天气情况 、

文化习俗也都适应 了 ， 我现在发现我的适应能力 比 以前强多 了
”

。 后面例句 （ ３８ ） 、 （ ３９ ）

和 （ ４０ ） 中 的 （ ） 处的词语都应该去掉 ， 这三个句子要分别改为 ：

“

旅游行程都是被公司安

排好的
”

、

“

飞行员说飞机马上要到……
”

、

“

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烤 肉饭和 当地的美食
”

。 在汉

语中属于同
一

个话题所表示的人或事物 ，

一

般会把相关的定语省略 。

②该省略而没有省略

＊（ ４ １ ） 我去过中 国很多地方 ， １Ｕ我觉得上海那座城市还是最好的 ， 那边不仅外 国人很 多 ， 而且

旅客参观的地方也不少 ， 这也是 （ ） 很难忘的经历 。

＊（ ４２ ） 阿赫默德是 （ ） 很勤奋的埃及学生 ， 特别喜欢读书 ， 他有时间就去 图书馆学习 。

＊（ ４３ ） 我们都很喜欢张老师 ， 她是 （ ） 奋 良心的人 ， 她给我们 的考试很容 易 。

上面学生把括号里的 内 容都省略 了 ， 造成 了定语不需省而省的偏误 。 为 了能够使语义表

达更完整 ， 语篇连贯 ， 需要在 （ ） 处分别加上充当定语成分的数量词
“
一

次
”

、

“
一

个
” “
一

位／
一

个
”

。 例句 （ ４ １ ） 、 （ ４ ２ ） 和 （ ４３ ） 都要改为
“

这也是
一

次很难忘的经历
”

、

“

阿赫默德

是
一

个很勤奋的埃及学生
”

和
“

她是
一

位冇 良心的人
”

。 可见 ， 后面省略的词语都是量词 ，

而这钱成分在阿拉伯语里面使用率不是很高 ， 这有可能是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 。

４ ．２ ． １ ．３ 宾语省略的偏误

围绕着宾语省略这个 问题 ， 田然 （ ２００３ ） 也 曾说过 ：

“

被省略的宾语前面的 ＶＰ 跟前
一

句的 ＶＰ
－

样 ， 因此能根据 ＶＰ 的顺序恢复宾语 ， 这时的主语既可 以是新信息也可以是旧信

息 ；
ＶＰ 不

一

样的时候 ， 通常在语义上跟前面的 ＶＰ 多有联系 ； 有明确的数量词控制宾语时 ，

雀略宾语 ， 可以根据数量词顺序恢复宾语 ＮＰ
”

。 在阿拉伯学生采取省略这种语篇衔接手段

的时候 ， 也同样会出现该省而不省 、 不该省而省两种情况 。

① 不该省略而省略

＊（ ４４ ） 中 国人过春节和苏丹人过
“

古尔邦节
”

有很多不
－

样 （ ） 。

＊（ ４ ５ ） 我现在都 ２ ２ 岁 了 ， 我应该用成人的 Ｒ 光去思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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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 上高中的时候 ， 哥哥每天晚上和 （ ）

一

起复习课文 ， 给我解释比较难的 内容 。

＊（ ４７ ） 我不瞒 （ ） 说 ，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所以你
一

定要帮我这个忙 。

上面四个例句 中 的宾语都被学生省略的 ， 而造成意思表达不完整 ， 文章结构不紧凑的

偏误 。 就例子 （Ｍ ） 而言 ， 在阿拉伯语中 （很多不 同 ／不
一

样 ） 后面

可 以不加上任何成分 ， 也不会影响相关的表达 ， 因为前文 已经说得很清楚 。 但汉语中 ， 如

果不加上
“

地方
”

作宾语 ， 这样就不能构成
一

个完整的动宾结构 。 所以上面例句 （ ４４ ） 、 （ ４ ５ ） 、

（ ４６ ） 和 （ ４ ７ ） 中的 （ ） 处分别要添加
“

地方
”

、

“

问题
”

、

“

我
”

和
“

你
”

。 加上宾语之后可

以使衔接更顺畅 ， 实现语篇连贯性 。

②该将略而没有钓略

＊（ ４８ ） 我在学校交 了很多朋友 ， 有好心的 （ 朋友 ） ， 有性格 内 向 的 （朋友 ） ， 也苻勤奋的 （朋友 ） 。

＊（ ４９ ） 我们下午三点才到 了工厂 ， 这家工厂很大 ， 是
一

家做农业机械设备的 （工厂 ） 。

这两个例句 中 的偏误都是宾语多余的 ， 宾语该省略而被学生保留的 ， 这使句子显得又

累赘又啰嗦 ， 语篇也变得不流畅 。 所以应该把括号里的词语删掉 。 其实宾语的钳略跟主语

的省略没有大区别 ， 如果所陈述的对象是单
一

的 ， 那么相同的宾语应该竹略 。

４ ．２ ．２ 动词性省略偏误

除 了 上文所提到的名词性偏误外 ， 采取贫略手段时 ， 阿拉伯学４：造成的偏误也会表现

在动词省略的层面上 。 在阿拉伯学生学汉语时 ， 动词性省略的偏 误并不 多 ， 在此笔者共收

集 丫二个例子 。

＊（ ５ ０ ） 在 中 国学 习汉语 比在埃及学 习好 多 了 ， 因为这 ［Ｒ冇很中 ＿朋友会帮我们纠 ｉ发 行 ，
跟他

们学 习 我 ０ 非常快 。

＊（ ５ １ ） 她只生 了 两个孩子 ，

一

个女 的 、

一

个男 的 ， 但他特别喜欢女儿 ， 因为她知道如果生病 了

或 出 事没钉其他人 （ ） 只有她的女儿 。

＊（ ５ ２ ） 不仅她的身材很苗条 ， 而且她特别注重服装搭配 ， 她 （ ） 衣服都很美 。

上面因为学生省略 了动词而造成了语篇不连贯 。 分析例句 （ ５０ ） 和 （ ５ １ ） 就可 以看出 ，

“

跟他们学习我 ０ 非常快
”

，

“

因为她知道如果生病 了或出事没有其他人 （ ） 只有她的女儿
”

，

这两个病句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 ，

一

般在这样的情况下 ， 动词的省略不会影响到相关

意义的表达 。 但汉语中动词是不能随意省略的 ， 括号里面必须要出现的动词是能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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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例句 （ ５０ ） 和 （ ５ １ ） 中应该添加动词
“

进步
”

和
“

Ｍ顾
”

才能使句子显得完整 ， 语篇

流畅 。 例句 （ ５ ２ ） 中的 （ ） 处也同样要加上动词
“

穿
”

。

４ ．３ 关联词偏误

关联词又称连接词 ， 是篇章中最常用 的衔接手段。 通过关联词的正确使用 ， 读者可以

了解句子之间 的语义关系 ， 紅？ 至可 以预见后续句的语义 。 在汉语中 ， 这种逻辑连接词也可

以使段落之间 的关系显得更流畅 ， 表达更清晰 。 语言学界也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给这个概念

下 ／定义 ， 如 ， 胡壮麟 （ １ ９ ９４ ）
“

逻辑连接
”

、 黄国文 （ １ ９８８ ）
“

逻辑关联词语
”

等 。 在对外

汉语教学过程中 ， 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 ， 在
一

定 的程度上可 以 以关联词的正确使用为标

准来衡量的 。 阿拉伯学生使川这类词语的时候 ， 也会造成不少偏误 。 当然 ， 关联词 的使用

存
－

史的规定 ， 而不是随意的 ， 如 ， 词要出现在什么位置 ？ 什么词与什么词搭配使用 ？ 需

不需用关联词 ？ 这呰 问题
一

般 由分句 间 的逻辑关系来决定的 ， 因为如此 ， 在使用汉语关联

词之前 ， 为 了避免造成错误 ， 留学生应该对此具有
一

定的认识和 了解 。 怛深受母语关联词

影响的阿拉伯学生难免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偏误 。

表 ３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关联词的偏误情况和统计 ：

＆误类型 ｜

数量
｜

总数量 ｜

比例

｜

并列类关联词误用 １ １

—

关联词误用转类关联词误用 ５ ２３４０ ． ３ ５％



因果类关联词误用 ７
￣



因果类关联词多余
￣

２

̄

关联词关联词多余１逆转管来那次多余 ３

￣

 １ ２２ １ ． ０５％



表其他关系关联词多余７




因果类关联词缺失
￣

３

̄

关联词缺失并列类关联词缺失
￣

４

￣

 １ ４２４ ． ５６％



｜

逆转类关联词缺失 ７
￣





｜

关联词搭配不当 ｜８ ｜８ ｜
１ ４ ． ０ ：^

４ ．３ ．１ 关联词误用

４．３ ． １ ． １ 并列类关联词误用

在此所说的误用指的是根据句子的前后部分的逻辑关系 ， 有时候应该使用 Ａ 关联词 ，

但学生会错误地使用 Ｂ 关联词 ， 使得分句之间的关系不清楚 ， 表达的意思也不明确 ， 例如 ：

＊（ ５ ３ ） 我想 中请这份工作 ，

一

边为 了积 累经验 ，

一

边为 了赚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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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４ ）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面试而被你们录用 ，

一边可以为公司好好月ｇ务 ，

一

边实现我的梦想 。

＊（ ５ ５ ）
—

边学习其他人的优点 ，

一边改变 自 己的不好 习惯 。

＊（ ５ ６ ） 每个周末都要要参加徒步活动 ，

一

边有益身体健康 ，

一边可以练 口语 ， 提高我的水平 。

在汉语中 ， 关联词
“
一

边 ． ． ． ． ． ．

一

边
”

和
“
一

方面 ． ． ． ． ． ． （另 ）

一

方面
”

都出现在复句中

表示并列关系 ， 但经常被许多留学生混淆使用 。 其实两种关联词之间也存在着差别 ， 如果

能够注意相关的细节就不会造成偏误 。 但是因为阿拉伯语里可 以用关联词 ． ． ． ． ．

ＳＪ３
”

（

一

边 ． ． ． ． ． ．

一

边 ． ． ． ． ． ． ）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

一

般情况学生不会注意之间的细微差别 。

“
一

边 ． ． ． ． ． ．

一

边
”

多用于表示两分句之间的动作 同时进行 ， 而且后而必须要加上表示具体动作的词语 ，

更不能与
“

为 了 、 打算 、 能 、 认为
”

等词共现 。

“
一

方面……
－

方面
”

则表示两个部分的 Ｈ

的和原因都存在 ， 并进行具体解释 。 由 于可 以推断出 ， 以上三个例句中 的关联词
“
一边 ． ． ． ． ． ． ．

一边
”

是被学生用错的 ， 而应该用
“
一

方面…… （ 另 ）

一

方面
”

来代替 。 所 以句子要改成 ：

（ ５ ３ ） 我想 申请这份工作 ，

？

方面为 了积累经验 ， （ 另 ）

一

方面为 了赚钱 。

（ ５４ ）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面试而被你们录用 ，

一

方面可以为公司好好服务 ， （ 另 ）

一

方面实现

我的梦想 。

（ ５５ ）
—

方面学习其他人的优点 ， （另 ）

一

方面改变 自 己的不好习惯 。

（ ５ ６ ） 每个周末都要要参加徒步活动 ，

一

方面有益身体健康 ， 另
一

方面可 以练口语 ， 提高我的水

平 。

又如 ：

＊（ ５ ７ ） 接电话听他这么说之后 ， 我
一

边高兴 ，

一

边难过 。

＊（ ５ ８ ） 我的成绩 比 匕不足比 ５苻余 ， 妈妈一边满意
一

边不满意 。

＊（ ５ ９ ） 我
一边听朋友讲的话 ，

？

边听音乐 。

以上三个例句中 出现 了两个错误 ，

一

是两个分句都带有意义相对的词语
“

高兴 ， 难过
”

，

“

满意 ， 不满意
”

， 而这样的表达是不符合汉语复句关联词
“
一边 ． ． ． ． ． ．

一

边
”

的使用 习惯和

逻辑关系 ， 二是 出现在
“
一

边
”

后面的成分都是形容词 ， 都不含两个动作同时发生的意义 。

阿拉伯语学生之所以造出这样的句子 ， 是因为母语中的关联词 ． ． ． ． ． 无论后面的成

分是动词还是形容词 ， 都可以使用 。 由此可见 ， 以上例句 中 的关联词
“
一

边 ． ． ． ． ． ．

一

边
”

应

该换成表递进关系的
“

既 ． ． ． ． ． ．又 ． ． ． ． ． ．

”

比较恰当 。

（ ５７ ） 接电话听他这么说之后 ， 我既高兴又难过 。

１ ０５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 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 ５８ ） 我的成绩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 妈妈既满意又不满意 。

例句 （ ５９ ） 中 ，

“

听诂
”

和
“

听音乐
”

这两个动作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 ， 但可 以相继发

生 ， 所以在此用
“
一

边……
一

边
”

也避错误的 ， 应该改成关联词
“
一

会儿……
一

会儿……
”

更合适 ：

（ ５ ９ ） 我
一

会儿听朋友讲的话 ，

一

会儿听音乐 。

上面几个病句 中所出现偏误的原因都可 以归于母语的负面影响 。 阿拉伯学生在学习关

联词吋 ， 他仍然会依靠母语中 的关联词使用 习惯和表达方式来学 ＞
＿ ）外语 ， 这样就会很容易

造成各类偏 以 。

除 丫
“？

边 ． ． ． ． ． ．

一

边
”

外 ， 汉语复句关联词的误用 也可 以体现在
“

只要……就……
”

Ｊ

－

．
ｏ

＊（ ６ ０ ） 他们的耍求并不大 ， 只 是有人照顾他们 ， 关心他们就好 了 。

＊（ ６ １ ） 只是 明天不 下雨 ， 妈妈就带我去公阔玩儿 。

以上例句 （６０ ） 和 （
６ １ ） 中 的偏 误足学生没有把握好关联词

“

只要 ． ． ． ． ． ．就
”

的使用而造成

的 ， 他就把表示条件关系的关联 间
“

只要
”

误用为副词
“

只
”

造出病句 。 但这个关联词足

用来表达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 这也是不 同 语言背景的 同学常常出错的地方 ， 他们
－

般会漏掉
“

要
”

字而产生错误 。 除 了母语的干扰外 ， 这类偏误也是由于学生对这种关联词

了解不够 。 上而两个例句应该改成 ：

（ ６０ ） 他们的要求并不火 ， 只 要有人照顾他们 ， 关心他们就好 了 。

（ ６ １ ） 只耍 明天不下雨 ， 妈妈就带我去公园玩儿 。

又如 ：

＊（ ６２ ） 这次经验给我留 卜 了很深的 印象 ， （并 ） 这是第
一

次到这个 国家去旅游 。

＊（ ６ ３ ） 这几年来 ， 中 ＿经济取得 了很 明显的发展 ， （并 ） 科技方面也发展的不错 。

在现代汉语屮
“

并
”

和
“

并且
”

都表示并列关系的关联词 ， 都是含有更近
一

层的意义 。

但两个词 的用法冇区别 的 。 吕叔湘 （ １ ９９９ ）
？也指出过 ：

“ “

并
”

多连接并列的双音节动词 ，

连接小句时 ， 限于后
一

小句主语承前省略 。 而
“

并且
”

连接的是并列 的动词 、 形容词 、 副

①
叔湘 ， 《现代汉语八 百 词

》［Ｍ］ ． 北京 ；商务 印 书 馆，１ ９ 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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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小句 。 因为阿拉伯语中 的对应连词 从不受这样的限制 ， 学生就很容易把它们混

淆 。 上面例句 （ ６２ ） 和 （ ６３ ） 中也是因为学生搞不清楚二者的使用条件而出现错误 。 根据

吕叔湘先生的观点 ， 上面两个例句中的
“

并
”

应该用关联词
“

并且
”

来代替 。

４ ．３ ． １ ．２ 逆转类关联词误用

＊（ ６４ ） 小莫是我的最好的 中 国朋友 ， 我们两才认识不到
一

个月 ， （不过 ） 她帮我解决 了 不少 问题 。

＊（ ６５ ） 我们学校来 自全世界各国 的学生很多 ， （不过 ） 阿拉伯学生只有几个 同学 。

上面两个例句 中表示的关系 明 明是转折关系 ， 虽然连词
“

不过
”

也是用于表示转折 ，

似相关的程度很轻 ， 所 以为 了能够更充分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最好耍把
“

不过
”

改成转折

程度觅的连词
“

但楚
”

， 而把句子 （ ６４ ） 和 （ ６ ５ ） 改成
“

我们两才认识不到
？

个月 ， 但是她

帮我解决 了 不少 问题
”

和
“

我们学校来 自全世界各Ｍ 的学生很多 ， 似足阿拉伯学生只 有几

个 Ｎ学
”

。 阿拉伯语里面的连词 （ ｂｕ ｔ ） ， 可 以代替汉语中这两个连词 ， 而且没有程度

轻重之分 。 从此可以推断出 ， 上面的偏误是母语的负面影响导致的 。 又如 ：

＊ （ ６６ ） 因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不 同 的时代 ， 周 围的环境也完全不
一

样 ， 父亲应该理解 自 己的孩子 ，

（相反 ） 子女们也要尊重长辈 。

“

相反
”

是指事物的两个方面相互排斥或对立 ， 作连词时
一

般出现在句子中起到转折

作用 ， 但上面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不是转折关系 ， 而是顺承关系 ， 所 以在此
“

相反
”

这个连

同被学生误用 的 ， 应该改成
“

同样
”

才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 使句子上下文连贯 。

＊（ ６７ ） 我小的时候爸爸对我的学习 很严格 ， 既然我 身体不舒服 ， 也会催我去上课 。

＊（ ６８ ） 既然我们两个人跑最后 ，
也耍坚持跑完 。

在汉语句子中 ，

“

既然
”

出现在句子里作连词时 ，

一

般表示先提出前提 ， 而后加 以推论 ，

但从例句 （ ６ ７ ） 和 （ ６８ ） 中可 以看出 ，

“

我身体不舒服
”

和
“

我们两个人跑最后
”

不是逆转

关系 ， 而是
一

种假设情况 ， 所 以
“

既然
”

应该改为
“

即使 ． ． ． ． ． ． 也 ． ． ． ． ． ．

”

更恰当 。 两个句子

要改为
“

即使我身体不舒服 ， 也会催我去上课
”

，

“

即使我们两个人跑最后 ，
也要坚持跑完

”

。

４ ．３． １ ．３ 因果类关联词误用

邢福义 （ ２００ １ ） 认为 ：

“

因果类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因果聚合 ， 事实的 、 假定的 、 说明性

的 、 推论性的 、 己然性的 以及期盼性的 ， 即排除这几种 因果聚合之间 的差异 ， 只要是 甲 乙

两事之间存在因与果相互顺承的关系 ， 都是广义的因果关系
”

。 表示因果关系 的词语有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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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 ． ．所以 ． ． ． ． ． ．

”

、

“

如果 ． ． ． ． ． ．就
”

、

“

． ． ． ． ． ． 以便 ． ． ． ． ． ．

”

等 。 学习汉语因果复句时 ， 阿拉伯学

生的作文上会 出现不少错误 ， 如 ：

＊（ ６ ９ ） 我们班有个俄罗斯同学 ， 因为前几天生病 了 ， （而 ） 他
－

Ｅ不来上课 ， 没参加期中考

试 。

＊（ ７ ０ ） 等我想起来他当时怎么对我 ， 我的心 里就不舒服 ， （而且 ） 我那天真的什么都没做 。

＊（ ７ １ ） 从中 Ｍ毕业之后 ， 我准备 丨

－
丨 国从事教学事业 ，

（ 其实 ） 为 了 实现我的梦想 ， 我现在应

该好好学 ＞』 。

上而这两个句子中连词
“

而
”

和
“

而凡
”

邡足被学生用错 ｆ 。 可见 ， （ ６９ ） 句 中 的前文

出现了

“

因为
”

， 而
“

凶为 ． ． ． ． ． ．所 以
”

站
一

种同迠的表示Ｗ果关系 的搭配 ， 再说连词
“

所 以
”

是用于表示结构或者结论的词语 。 例句 （ ７０ ） 屮 的
“

而且
”
一

般用 子表示递进关系 ， 用在

这个例子上是不恰连 ， 所 以 ， 在此应该改成
“

因为
”

更合适 ， 从这句诂的意思上也可 以看

出来是 因果关系 。 在阿拉伯语里面的
一

拽特殊的表达中 ，

“

而且
”

和
“

所以
”

这两个连词可

以互相替代 ， 这也是学生 出错的原因 。 （ ７ １ ） 例句中 的连词
“

其实
”

也足用错的 。 在汉语中 ，

“

其实
”

表示承上文转折 ， 指的是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 伹最后
？

个小句中
“

我应该好好学

习
”

应该是前面原因的结果 ， 所 以要改成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
“

因此
”

或
“

所以
”

。

＊（ ７２ ） 现在很多公共场所里 ， 如 ； 咖啡馆 、 餐厅 、 酒店大厅 已经不允许抽烟 的 ， （ 而 ） 这

些地方的老板不想听别人抱怨 。

在这里
“

怕别人的抱怨
”

是
“

抽烟被禁 １ 丨 ：

”

的原闪 ， 明 明是因果关系 ， 所 以不能用表

示转折关系的
“

而
”

来表达 。 因此
“

而
”

要改成
“

闪为
”

更合适 。 句子要改为 ：

“

因为这些

地方的老板不想听别人抱怨
”

。

＊（ ７ ３ ） （ 因此 ） 在公共场所杣烟会严重影响别人的 身体健康 ， 所 以不遵守规定 的人应该受

到惩罚 。

在汉语中
“

因此
”

和
“

因为
”

都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 ， 但二者也存在着使用上的差

异 ，

“

因此
”

通常出现在表示结果小句屮 ， 而
“

因为
”

常常用来引 出原因 。 根据上面这句话

的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 应该用
“

因为
”

更合适 ， 这也可 以与后而的
“

所 以
”

搭配使用 。

＊（ ７ ４ ）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抢救这个病人 ， 因此只 能等待老天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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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前文出现表示假设关系的关联词
“

如果
”

， 而后面学生错误地用 了表示因果关系

的连词
“

因此
”

造成表达模糊不清 ， 逻辑混乱 。 根据整个句子的意思 ，

“

因此
”

用在这里是

不合适的 ， 因为在此学生想表达的是假设关系 ， 所以应该删掉连词
“

因此
”

而使用与
“

如

果
”

构成固定搭配的
“

就
”

。 例句 （ ７４ ） 要改成
“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抢救这个病人 ， 就只能

等待老天的安排
”

。

＊（ ７ ５ ） （ 为 了 ） 他年轻的时候受到 了很多刺激 ， 他现在下 了 决心 ，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 要坚

持 Ｆ去 。

“

为 了
”－

般用来表乐
？

Ｈ 的 ， 但上而这句 话所表达的意思、足
“

不会放弃
”

和
“

坚持下

去
”

都足
“

年轻的时候受到刺激
”

的动机和原因 ， 而不是 目 的 。 这明 明足表示因果关系的

句子 ， 所 以应该把
“

为 厂
’

改成
“

因为
”

才能清晰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４ ．３ ．２ 关联词多余

多余
－

词指的是有时候不需要用关联词而被学生错误地进入句子里造成偏误 。 当然
一

个句子约 中 出现不必要的成分会使语句啰嗦 、 语篇不顺畅 、 含糊不清所致 ， 甚至会影响到

整个句子的准确性 ， 造成不必要的偏误 。 下面笔者分别从表示因果关系关系 、 逆转关系等

来分析阿拉伯学虫作文上连接成分多余的这类偏误 。

４ ．３ ．２ ． １ 因果类关联词多余

＊（ ７ ６ ） 我刚从火学毕业才几个 月 ， 我找到 了
一

份工作 ， 我当过 （ 为 了 ）

一

家中 国公司 的翻译 。

＊ （ ７ ７ ） （Ｗ为 ） 为 ｆ 实现 ＱＱ我的梦想 ， 他天天早 丨

？

．五点起床 ，

一

迓学 习到晚上 ２ ２ 点才睡觉 。

上而这两个句子中连词
“

为 广
’

足 多余的 ， 这使句子显得啰喷 ， 语篇读起来＋连贯 。

其实 过
？

家中 国公司 的翻译
”

这句话中 ， 没必要使用表示 目标的关联词 ， 因为说话者

在陈述
？

个事实 。 所 以在此 出现的
“

为 了
”

这个多余的成分应该删掉 。 句子 （ ７ ７ ） 中 的
“

因

为
”

也足 多余的连词 ， 因为后面的
“

实现 自 己的梦想
”

是表示 目 的句子 ， 而且后面两个小

句足达到这个 目 标的条件 ， 这明 明不是因果关系 ， 所 以 出现在前面的
“

因为
”

应该删掉 。

４ ．３ ．２ ．２ 逆转类关联词多余

＊（ ７ ８ ） 用这种办法来学 习在
一

定的程度上可 以起到
一

点作用 ， 但是关键是要坚持才能获得成

功 ， （但是 ） 放弃 了就没用的 。

＊（ ７９ ） 学生所提出 的 问题如果老师不给 出充分的答案 ， （反而 ） 会导致他们使用不恰当的方

法学 习 ， 反而也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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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也出现了连词多余的偏误 。 句子 （ ７８ ） 和 （ ７９ ） 中 的
一

个共同点就楚后面的小句

都是多余的转折连词
“

但是
”

和
“

反而
”

， 这也使相关的句义显得模糊 。 因此我们应该删掉

其中
一

个 ， 但哪个要省略主要要看句义 。 比如 ， 在例句 （ ７８ ） 中 ， 两个小句之间的关系显

得较紧密 ， 所 以第
一

个连词
“

但是
”

要留下来 ， 第二个
“

但足
”

要去掉 ， 句子改为 ：

“

用这

种办法来学习在
一

定的程度上可以起到
一

点作用 ， 但是关键是要坚持才能获得成功 ， 放弃

了就没用 的
”

。 但例句 （ ７９ ） 不
一

样 ， 需要删掉的是第
一

个
“

反而
”

， 因为第二个小句 中的

转折关系意义表现得更明显 。 句子要改为 ：

“

学生所提出的 问题如果老师不给出充分的答案 ，

会造成他们使用不恰当 的方法学习 ， 反而也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

。

＊（ ８０ ） 哥哥是我的榜样 ， （ 而 ） 最敬佩的榜样 。

这是阿拉伯语里面的
？

种夸人 ， 赞美别人的表达方式 ， 似用汉语表达这种说法楚不
－

样的 。

“

我的榜样
”

和
“

最敬佩的榜样
”

都表示同样的意思 ， 不含转折的意思 ， 所 以括号里

的
“

而
”

要删掉 。

４ ．３ ．２ ．３ 其他类关联词多余

＊（ ８ １ ） 座使我
－

直想去 昆明玩儿 ， 不管这个月 底天气怎么样 ， 我都
一

定要去 的 。

我们都知道 ，

“

即使
”

出现在复句中表示 让步关系的关联词语 ， 何这个例句 中 出现 了关

联词
“

不管……都
”

， 这说明句子是表示条件关系而不足让步关系 。 如果还坚持州
“

即使
”

，

那整个句子的意思会变得模糊不清 ， 语义不畅 。 所 以应该把它删掉 。 句子要改成 ：

“

我
一

饩

想去昆明玩儿 ， 不管这个月底天气怎么样 ， 我都
－

定要去的
”

。 再看 ：

＊（ ８２ ） 他如果不喜欢打篮球 ， 他只是喜欢踢球 。

＊（ ８ ３ ） 倘若他去广州 ， 也不愿意去北京 。

＊（ ８４ ） 我很想帮助她 ， 但我觉得倘蓋他不愿意我帮他这个忙 。

上面画横线的关联词都是多余的 ， 在此
“

倘若
”

和
“

如果
”

都是表尔假设关系的关联

词 ， 但 以上三个例句 中的分句之间 并不表示这种关系 。 所以在此出现的 多余成分
“

倘若
”

应该删掉 。 从此可 以推 出 ， 阿拉伯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词语的 内涵 。 句子要改为 ：

（ ８ ２ ） 他不喜欢打篮球 ， 他只是喜欢踢球 。

（ ８ ３ ） 他去广州 ， 也不愿意去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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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 ） 我很想帮助她 ， 但我觉得他不愿意我帮他这个忙 。

又如 ：

＊（ ８ ５ ） 我特别 了解他 ， 他对任何人都充满 了善心 ， 但他不会骗你的 ， 你放心 。

＊（ ８ ６ ） 听到这条消息之后 ， 我高兴地跳起来 ， 但我恨不得马 上跟爸爸说 。

两个例句 中都 出现了表乐转折关系的关联词
“

彳Ｈ
”

， 但从分句的语义上可 以看出这不是

转折关系 ， 所 以
“

伲
”

不应该 出现在例句 （ ８５ ） 和例句 （８６ ） 中 ， 而应该把他去掉 。 这两个

句子要改成 ，

“

我特别 了 解他 ， 他对任何人都充满 了＃心 ， 他不会骗你的 ， 你放心 。

”

和
“

听

到这条消息之沿 ， 我卨兴地跳起来 ， 我恨不得马 丨 ：跟爸爸说
”

。

在阿拉们语 １而相 ３ 于汉语关联词 （ 彳Ｕ足 ） 虽然大多情况下川于表系转折关系 ，

但有时候也会 出现在句子Ｍ表示其他与转折关系无关的意思 。 阿拉伯学生应该受到这方面

的影响才会造成这样的偏误 。 关联 同 多余也可 以 出现在表示顺承关系的复句上 ：

＊（ ８ ７ ） 我发现旁边的座位有人忘记 自 己的手机 ， 然后看周 围 的人都走了 ， 然后坐在这 儿等着 。

以上例句 （ ８７ ） 可 以分三个句子 ， ①
“

我发现旁边的座位有人忘记 自 己的手机
”

， ②
“

看

周 围的人都走 了
”

和③
“

坐在这儿等着
”

。 可见 ， ①和②已经钮含 了两个连续的动作 ， 分句

间喑含 了顺承关系 ， 所以后面不需耍再加
“

然后
”

， 如果非要加上去 ， 句子就会变得累赘 ，

啰嗦 。 Ｗ此分句③中 的
“

然后
”

；

、Ｖ：该改成
“

于足
”

才能避免造成关联词多余的偏误 。

４ ．３ ．３ 关联词缺失

在学 习汉语复句吋 ， 阿拉们学生打吋候会衍略关联 同导致意思不明确 ， 分句语义模糊

不淸等偏误 。

？

般他们造成的偏误主要集中在表示Ｗ果关系 、 并列关系和转折关系的连接

词上 。

４ ．３ ．３ ． 丨 因果类关联词缺失

＊（ ８８ ） 我怕这件事情伤害你的 ， （ ）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讲 。

＊（ ８９ ） 因为 昆明给我留 下 了很深刻 的 印象 ， （ ） 我想再
一

趟 。

以上这两个句子中 的小句之间 明 明是因果关系 ， 但受到母语影响的阿拉伯学生并没有

把相关的关联词加 七去 ， 这使句子读起来不连贯 。 所以例句 （ ８８ ） 和 （ ８９ ） 中应该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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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别添加表因果关系的连接成分
“

所以
”

， 这样才能使语意完整连贯 ， 内容贴切 。 再如 ：

＊（ ９０ ） 我听她的姐姐说他在这
一

次事故中损失也不少 ， （ ） 他开车的速度太快 了 ， 不遵

守交通规则 。

＊（ ９ １ ） 如果有机会在约Ｍ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 我会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 （ ） 这所大学对老师的

要求很严格 。

以上都是表示因果关系 。 分析例句 （ ９０ ） 和例句 （ ９ １ ） 时可 以发现
“

他为什么在这次

事故屮受损失 ？
”

因为
“

他开车的速度很快 ， 不遵守规则
”

，

“

为什么要努力工作
”

因为
“

学

校对老师的要求很严格
”

。 在此可 以看出 ， 后面分句是前面小句的原因 ， 所 以后面小句 中应

该加上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
“

因为
”

， 这样就可以实现汉语语篇整体的的连贯性 ， 使句子

小句之间显得更贴切 。 正如上面的 内容所提到的 ， 阿拉伯语中小句之间在大多情况下不需

要添加关联词 。

４ ．３ ．３ ．２ 并列类关联词缺失

＊（ ９ １ ） 在我们国家 ， 不仅 网速很慢 ， （ ） 流量费也很贵 ， 如果想打讦网页 ， 应该等很长时间才能

成功 。

＊（ ９２ ） 这近年来 ， 埃及和 中 国建立很多合作关系 ， 这不仅给两个国家带来 了很多福利 ， （ ） 促进

了两国人 民 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 。

从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恩来看 ， 上面小句之间应该是递进关系 ， 可见 ， 例句 （ ９ １ ） 中 的

前文出现的
“

不仅
”

也能说明这种关系 ， 后面应该添加联词
“

而且
”

与之搭配。 句子 （ ９ ２ ）

中也同样要添加
“

而且
”

来完成 ， 这样就可以使逻辑更严密 ， 句子的意思更加淸晰 。

＊（ ９ ３ ） 他的工作太危险 了 ， 不让人放心 。

上面
？

看就知道这句话是表示并列关系 ， 但在两个小句之间学生漏掉 了关联词 ， 导致

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楚 。 所 以为 了更清晰地表达相关的意思 ， 应该在后
一

分句前面加

上表示并列关系的关联词
“

又或也
”

， 而把句子改为
“

他的工作太危险 了 ， 又 ／也不让人放

心
”

。

４ ．３ ．３ ．３ 逆转类关联词缺失

＊（ ９４ ） 虽然里面到处都可 以看到禁止吸烟标志 ， （ ） 有很多不文明 的人会偷偷地吸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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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 ） 我们这个学期的学习计划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 （ ） 我们几个 同学也付 出 了许多努力 。

这两个例句很明显是表示转折关系 ， 而且前面小句都出现了联词
“

虽然
”

， 但后面学生

遗漏 了与这个词相搭配的
“

但是
”

， 造成句子不完整 ， 语篇不连贯的偏误 。 因为如此 ， 句子

要改成
“

虽然里面到处都可 以看到禁止吸烟标志 ， 但有很多不文明的人会偷偷地吸烟
”

， 例

句 （ ９５ ） 也同样需要加上连词
“

但
”

来完成 ， 句子要改为
“

我们这个学期的学习计划虽然

看起来很简单 ， 但我们几个同学也付出 了许多努力
”

。

＊（ ９ ６ ） 他昨天买 了 三本书 ， 我买 了
一

本 。

从这句话的意思可 以肴出 ， 两个分句足转折关系 ， 但不存在任何表小这种关系的关联

词 ， 应该在动词
“

买
”

之前加上副词
“

只
”

或
“

才
”

才把相关的意思表达得很淸楚 ， 所 以

要改为
“

他昨天买 了三本书 ， 我只 ／才买 了
－

本
”

。 再看 ：

＊（ ９ ７ ） 如果没有哥哥的帮助和支持 ， （ ） 没有我今天的成功 ，

＊（ ９８ ） 赵老师讲的课非常重要 ，

＿

如果大家不认真听讲 ， 成绩就不会有提高 。

＊（ ９９ ） 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做到这
一

点 ， 我们 （ ） 会减少吸烟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在汉语中 ，

“

如果 ． ． ． ． ． ．就
”

是
一

种表示假设关系的搭配。 可见 ， 前面小句中都出现 了
“

如

果
”

， 但后面学生又遗漏 了 与之有关的连接成分 ， 造成语篇不连贯 。 所以例句 （ ９７ ） 、 （ ９８ ）

和 （ ９９ ） 中应该在 （ ） 处添加联词
“

就
”

。 因为阿拉伯语 中不存在与
“

就
”

对应的词语 ， 所

以学生对此仍然存在理解上的不足 。

…

般情况都不会注意加上 。

４Ｊ ．４ 关联词搭配不当

汉语复句 中 的关联词语之间的搭配足比较固足的 ， 而不能随意改变的 ， 但有的学生因

为只 能记住其中
一

个或者因为受到母语的干扰 ， 他们会很容 易 出现关联词语搭配不 当的偏

误 。

＊（ １ ００ ） 他不但很聪明 ， 然而他有帅气的外貌 。 （而且 ）

＊（ １ ０ １ ） 无论天气怎么样 ， 我钽会坚持锻炼 。 （ 都 ）

＊（ １ ０２ ） 我不是迷路了 ， 面且周 围 的风景真吸引 我的注意力 （而是 ）

＊（ １ ０３ ） 我现在困 了 不想看书 ， 不是昨晚没睡觉 ， 而且只 睡 了几个小时 。 （而是 ）

在阿拉伯语里面 ， 因为关联词语不受搭配的限制 ， 上面这儿个例句可以接受的 。 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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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关联词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 还有
一

个原因就是阿拉伯学生对
“

而是
”

和
“

而且
”

的区

别不是很清楚 ， 总是把它们搞混淆 。 因此 ， 以上出现在小句中的联词
“

然而
”

、

“

却
”

和
“

而

且
”

应该分别改为
“

而且
”

、

“

都
”

、

“

而是
”

和
“

而是
”

， 这样就可 以实现
“

不但 ． ． ． ． ． ．而是
”

、

“

无论 ． ． ． ． ． ．都
”

、

“

不是 ． ． ． ． ． ．而是
”

和
“

不是 ． ． ． ． ． ． 而是
”

这四种固定 的关联词搭配 ， 所以上面

的例句要改为 ：

（ １ ０４ ） 他不但很聪明 ， 而且他有帅气的外貌 。

（ １ ０５ ） 无论天气怎么样 ， 我都会坚持锻炼 。

（ １ ０ ６ ） 我不是迷路了 ， 而是周 围的风景真吸 引 我的注意力 。

（ １ ０ ７ ） 我现在困 了不想看书 ， 不是做完没睡觉 ， 而是 只睡 了几个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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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标点符号层面上的偏误

作为书面语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标点符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无论在汉语 、 阿拉伯

语或在其他语言 中 ， 这些符号都是用来表示停顿 、 表达语气 、 分清语法结构和语义层次 。 在任

何语言 中 ， 正确运用标点符号可以帮助读者分清句子结构 ， 辨明语气 ， 准确 了解文意等 。 相反 ，

如果标点符号使用 的不当 ， 这会导致表达偏离 、 理解差异 ， 甚至会使整个篇章 的流畅和连贯受

到影响 。 由此可见 ， 为了 能够学好汉语 ， 阿拉伯学生
一

定要注意标点符号的 ：ｉＨ确使用 ？



表 １ ： 阿拉伯语与汉
＾
的标点符号书写形式比较


汉语标点符兮 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形式
＾ 名称





？

＾．

＾

！叹兮 ！

？问好 ？

，逗号 ｉ



＞



；分号 ｉ

： 胃号 ： 〇ＭＪ ＼

“ ” ＂

引 号
＊…

（ ） ［ １ 【 】括兮 （ ）／［ ］

 ■

破折＃


〇ＵＬｊ ＊ｉｌ ｌ

将略号． ． ．



〇


书名 号




？



间隔兮


／＼ ａＬＵ Ｉ Ｓｊ
ＬｉＶ Ｉ

？？ ４－０

从上面的表格可 以看出 ， 阿拉伯语和汉语的共同标点符号有 ： 句号 、 问号 、 叹号 、 逗

号 、 分号 、 冒号 、 引 号 、 括号 、 省略号和连接号 。 汉语所特有的是 ： 书名号 、 间隔号 、 顿

号 、 着重号和专名号五种标点符号 。 阿拉伯语则只有两个特殊的标点 ， 即撇号和斜线号 。

但从形式角度来看 ， 阿拉伯语与汉语在句号 、 分号 、 冒号 、 问号 、 省略号等也存在 比较大

的差异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造成偏误的原 因所在 。 通过对 ＨＳＫ 动态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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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 中的资料 以及华 中师范大学阿拉伯学生的写作进行调查和分析笔者发现 ， 来 自 阿拉

伯 国家的学生在标点符号层而上会出现不少错误 。 对外汉语教学不少研究者 己把这些偏误

分为书写形式偏误 、 标点符号误用 、 标点符号的空缺和标点符号的多余四大类 。 其中 ， 后

面三种偏误是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的重难点 ， 同时也是不少来 自其他

国家学生的学习 困难 。

５ ． １ 书写形式的偏误

丨用为Ｈ拉们语与汉语属于两种不同 的语言体系 ， 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也存在着许多不

Ｎ之处 ， 浩然这鸣差异会或多或少使阿拉伯学生把不同 的标点搞混淆 ， 使用起来也会对它

们产生歧义 。 笔者所收集到的 扔料显示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时 ， 与书写形式冇

关的偏误主耍表现在
一

下儿个方面 。



表 ２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时书
ｙ
形式偏误

￥
计




偏误类塑


数量


比例

句号书写不规范（ 。 ） Ｖ Ｓ（ ．）


６


３ ３ ．３３％

书写形式偏误省略号书每不规范 （



） ｖ ｓ
（

…

） ６ ３ ３ ． ３３％

引 号书写不规范 （

“ ”

） ｖ ｓ（

＂ ＂

）



４


２２ ．２２％



｜

分号书写不规范 （ ； ） ｖ ｓ（ ０ ２ １ １ ．１ １ ％

５ ． １ ． １ 句号书写不规范而造成偏误

句号是学生作文中 出现较多 的
一

类标点符号 ， 也是错误率最高的地方 。 汉语中 的句号

足
一

个空心圆 圈 ， 而阿拉们语则是
一

个实心的小圆 点 ， 因为受到母语的影响 ， 很多时候 ，

阿拉伯学生会习惯性地把汉语屮的句号
“

。

”

写成母语里面的点号 这也是对外汉语教

学不分阶段的
一

种普遍现象 。 汉语学习者的作文上经常会出现类似的句子 ：

＊（ １ ） 在埃及
“

大方
”

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的元素 （ ． ）

＊（ ２ ） 我们
一

边跳舞 ，

一边唱歌 ，

一边吃蛋糕 （ ． ）

＊（ ３ ） 我觉得晚会很热 闹 （
＿ ）

＊（ ４ ） 互联网的发明让世界变得更小 （ ． ）

＊（ ５ ） 我每个星期五跟 同胞
一

起去体育馆踢足球 （ ． ）

可见 ， 上面 四个例 了
？

中阿拉伯学生就无知无觉地在汉语句子后面画上了阿拉伯语句号

造成标点符号书写不连的偏误 。 后面应该画上空心圆圈 的句号
“

。

”

才能符合汉语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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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书写形式 。

５ ． １ ．２ 省略号书写不规范而造成偏误

现代汉语中省略号的基本形式是横向排列着的六个小圆点 （
……

） ， 占两个汉字的位置 ，

一

般用于标示语段中某些 内容的省略及意义的断续等 。 而阿拉伯语中 的省略号是用三个实

心点来描写的 ， 即 ； （
…

） 。 深受母语干扰的阿拉伯学生在使用汉语省略号

时
一

般造成的偏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 第
一

， 是书写长度的 问题 ， 不少学生会把汉语中 的

六个实现点写成三个或四个小圆 圈 ， 如 ：

＊（ ６ ） 我终于到 了 上海 。 。 。

＊（ ７ ） 山 东师法大学的学生 ！ 。 。 。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

＊（ ８ ） 他对我很好怛是 。 。 。 。 ？ 。

第二 ， 把汉语省略号的六个实心圆点按照阿拉伯语的的符号规则写成三个小圆点 ， 例

如 ：

＊（ ９ ） 考完 了 … 头疼 了
…相打死今天的主考 。

＊（ １ ０ ）ｈ ｓｋ ． ． ． 明天上午 ５ 点…和我的 ｈ ｓｋ 战 。

＊（ １ １ ） 中 国小孩子看起来很兴裔很期待 ， 他们很可爱 ． ．

从上面的例子可 以看 ， 无论把汉语省略号写成三个小圆 点还是无数的空心圆 圈 ， 阿拉

伯学生都会把母语的标点符号系统作为参考点而造成偏误 。

５丄３ 引号书写不规范而造成偏误

与阿拉伯语相同 ， 汉语中的 引 号是用来表示语段中直接引用他人的话 ， 包括成语 、 格

言 、 诗词等 。 但从书写形式看 ， 两种语言 的 引 号也有差异的 ， 汉语中最常见的形式有双 引

母 （

“ ”

） 和单 引 号 （

‘ ’

） ， 而阿拉伯语 中的 引 号分两种 ； 第
－

－

足拉丁语的 （

＂ ＂

） ， 第二是最

常见的阿拉伯语 引 号 （ 《 ？ ）因为如此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 引 号时 ， 很多

情况下会 自 然不 自然写成母语中 的 （

＂ ＂

） ， 例如 ：

＊（ １ ２ ） 随着中 国经济和 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 ， 世界范围 内 的
”

汉语热
＂ 持续升温 。 （

“ ”

）

＊（ １ ３ ） 突尼斯的
＂

古斯古斯
＂

是本地人最喜欢吃的
一

道菜 。 （

“ ”

）

＊（ １ ４ ） 爸爸说 ：

＂

你什么时候回来
”

？ （

“ ”

）

＊（ １ ５ ） 我们学会
”

说归说 ， 做归做
＂

的道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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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例句 （ １ ２ ） 中 的 （汉语热 ） 是错误地被学生写在阿拉伯语引 号 （

＂ ”

） 中 间造成

偏误 ， 在此应该改成汉语引 号 （

“ ”

） 才能符合该语言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 。 例句 （ １ ３ ） 、 （ １ ４ ）

和 （ １ ５ ） 中 的 （ 古斯古斯 ） 、 （你什么吋候回来 ） 和 （ 说归说 ， 做归做 ） 也同样应该出现在

汉语引 号 （

“ ”

） 中 。 以上都是学生按照阿拉伯语中 的 引 号书写形式错误地迁到汉语的使用

上 。

５ ． １ ．４ 分号书写不规范而造成偏误

汉语 中 的分蜉是句 内 点号的
－

种 ， 由逗号和句号构成的标点符号 ， 主要用 以分隔存在

一

定关系 （并列 、 转折 、 承接 、 Ｗ果等
？

。 阿拉伯 语中 的分句也 同样表示复句 内部并列关系

之间的停顿 。 ｛Ｈ两种语肖 的书写形式足不
一

样的 ， 汉语的分号是句号在上 ， 逗号在下 ， 即

“

；

”

， 但阿拉伯语则足完全相反的 ， 逗号在上 ， 句兮在下 ， 即 由 于受到母语的负面

影响 ， 当使用汉语分号时 ， 不少阿拉伯学生会用 来表达 。 例如 ：

＊（ １ ６ ） 今天 Ｉ ：午 卜 了
－

场暴雨 （ Ｏ 他们不会出来干活 。 （
；
）

＊（ １ ７ ） 昨天晚 １ ／ Ｆ大雨 ， 我 以为天气 可 以凉快
一

些 （ ０ 谁知逝不仅温度没 下降 ， 而且天气变得

越来越热 。 （
；

）

可见 ， 这两个例句 中 出现的分 吁是学生铅误地把它写成阿拉伯语中的标点符号形式 。 其

实这类偏误也很常见的 ， 大多数学生 己经无法改变使用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习惯 。

除 了上文所提到 的书Ｓ形式的偏误外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功能也存在着不

少偏误 。 在分析资料的过程尚 中 ， 笔者对这些偏误进行分类归纳 ， 而把它们分为三大类 ；

标点符号的误用 、 标点符号的空缺和标点符号的多余 。 标点符号的误用指的是学生应该使

用某
一

标点符号而误用成兄外
－

种 ； 空缺标点指的是应该使用某
一

标点符号的地方而遗漏

了该标点 ； 多佘标点 ， 就是学生在不需要使用标点的地方而错误加上 了某
一

种标点 。

①
ｈｔｔ

ｐ
ｓ ： ／／ｂａ ｉｋｅ ．ｂａ ｉｄｕ ． ｃｏｍ／ｉｔｅｍ／分 号／９９ ８５７９ ？ ｆｒ＝ ａｌａｄ 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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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标点符号的误用



表 ３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标点符号的误用偏误情祝
；



ｍｍ ｍｍ ｜

比例 ｉ

偏误总计


３２


１ ００％


｜

逗号误用成句 ３

句号的误用感叹号误用句号


２
２８ ．１ ２％

问号误用成句号


２



冒号误用成句号


２



标点符兮的误用顿号误用成逗 号


４

逗号的误用句号误用成逗 号


３ ３４ ．３７％

分号误用成逗号


２

问号误用成逗号 ２

顿号的误用逗号误用成顿号


３ １ ５ ． ６２％



句号误用成顿号


２


分号的误用逗号误用成分号


２ １ ２ ． ５％



句号误用成分号
｜ ２

书名号的误用


２


６ ．２ ５％



｜

感叹号的误用 １ ｜３ ．１ ２％

５ ．２ ． １ 句号的误用

句号的误用指的是学生用汉语进行写作吋把句号 成其他标点符号使用 。 该错误也足

Ａ 的 比例域多 的
一

种 ， 阿拉伯学生用句号 出现误用偏误主要表现在逗号 、 感叹号 、 问 号和

肾 兮层面上 。

５ ．２ ． １ ． １ 逗号误用成句号

在这种情况下 ， 学生本来应该使用逗号但他错误地使用 了句号 ， 这类偏误主要出现在

带存关联词连接的简单复句 内部停顿的地方使用句号 ， 例如 ：

＊（ １ ８ ） 因为我们公 司是关于旅游的 （ 。 ） 所 以我们也需要 ２ ０ 到 ３ ０ 岁 的 男导游 。

＊（ １ ９ ） 在我国我从 中文系毕业 （ 。 ） 获得 了来中 国 留学的机会 。

＊（ ２０ ）
？
—

开始我很开心 ， 终于可 以 出去玩儿 （ 。 ） 但到最后我的计划变 了 。

上面是带有关联词的简单复句 ， 所 以小句之间需要停顿 ， 应该使用顿号而不是句号 ，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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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括号里的
“

句号
”

都要改成顿号
“

，

”

才能符合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 。

５ ．２ ． １ ．２ 感叹误用成句号

＊（ ２ １ ） 祝每
…

个同学学习愉快 。 （ ！ ）

＊（ ２２ ）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 （ ！ ）

在此也是学生习惯性地误用 了句号 ， 本来句尾应 该画上
一

个感叹号 。 在汉语中 ，

一

般

表示祝福的句子后面要加上感叹号 。 但使川阿拉伯语表示类似的句子时 ， 不需要加上感叹

号 ，

一

般画上
一

个句号就可以 。 根据 Ｈ 的语的相关规则 ， 上面出现在句尾的句号应该改成

感叹号 。

５ ．２ ． １ ．３ 问号误用成句号

问 号和句号都处出现在句尾的两种标点符号 ， 既可以表示
…

个完整的句子的停顿 ， 也

可以反映出句子的语气类别 。 当然不 同语气 的句Ｍ需要用不同的点号 ， 如 ， 疑问句要用 问

号 ， 陈述句需要用句号 ， 感叹句要用叹
＇

％ ；

？

等 。 但因为受到阿拉们语的干扰 ， 有时候学生会

按照母语中的语气乱加标点符号 ， 例如 ：

＊ （ ２３ ） 如果你试图说服他戒烟 ， 他会说 ：

“

抽烟是我个人的 问题 ， 你有什么权利管这个事情
”

。 （ ？ ）

＊（ ２４ ） 明天的活动你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 。 （ ？ ）

例句 （ ２ ３ ） 当 中 ， 学生使用 了疑 Ｍ代词
“

什么
”

， 这说明这句话足疑Ｍ句 ， 后面应该使

用相应的 问号
“

？
”

， 而不是句兮
“

。

”

句 （ ２４ ） 中也是
－

个疑问句 ， 仴在此学生错误地把

问号误用成句号 。

５ ．２ ． １ ．４ 冒号误用成句号

这也是常见的
一

种偏误 。 在汉语中 ， 句号是出现在句尾的标点符号 。 如果
一

句话的意

思 已经表达完整 ， 后面还有另外
一

句话 ，

？一

般小句之间要用句号来分隔 。 但 胃号则是不能

出现在句尾的 ， 是句 内 的点号 ， 都足用于表示提示语后的停顿 。 但因为阿拉伯学生受到母

语标点符兮
一

些特殊的用法 ， 在需要引 出 下文的停顿处会使用表示句尾停顿的句号 。

＊（ ２ ５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 国家而对 了
一

个很大困难 。 （ ： ） 苻
－

呰领域需要 的人员数量

远远不够 。

＊（ ２ ６ ） 下面
一

部分是我的教育背景 以及我的工作经验 。 （ ： ） 我在
一

家公 司 当过翻译 ，

… …

．

例句 （ ２ ５ ） 中 的
“

困难
”

是需要进
一

步解释和说明 ， 而后面的小句也是对前文的解说 ，

１ ２０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Ｘ

ｊ^
ｇＷ／１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Ｕ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所 以不能在此画上句号 。 因此上面的句号应该改成冒号
“

：

”

。 例句 （ ２６ ） 中后面的部分也

是用来解释说话者的工作经验和学习背景 ， 句子还没完整 ， 所以不能用句号隔开 。 句号要

改成冒号更恰当 。

５ ．２ ．２ 逗号的误用

逗号的误用指的是学生使用该标点符号错误地取代另外
一

种点号造成偏误 。 无论在阿

拉伯语或汉语 ， 逗号的使用率都是很高的 ， 出现错误也很常见的 ， 使用逗号时很容 易 出现

误用 。

５ ．２ ．２ ． １ 顿号误用成逗号

汉语屮的顿 巧是用 于表尔句 内并列关系的 间语之间的停顿 ， 其功能也是与阿拉伯语的

顿兮羌不多
－

样的 ， 这也导致学生使用顿号和逗号时很容 易造成错误的 。

＊（ ２ ７ ） 在这个 丨
丨

！ ：界姆
一

个会布 自 ｌＬ追求的 目 标 、 （ ， ） Ｇ 己相实现的梦想 。

＊（ ２ ８ ） 这样 的对待会严？影响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成绩 ， 会让他常常偷学 、 （
， ） 不做作业 、 （ ， ）

不参加考试等等 。

＊（ ２９ ） 最近我感觉不舒服 、 （ ， ） 好像得 了什么病 。

＊（ ３０ ） 今天我们 四个同学 ， ＡＵ 、 （ ， ） Ｎ０ＵＫＡ 、 （ ， ） Ｌ Ｉ ＮＡ 和我都要参加这次考试 。

５ ．２ ．２ ．２ 句号误用成逗号

Ｍ然阿拉们语和汉语在句号和逗号的使用层面上存在
一

些相 同之处 ， 但大部分阿拉伯

学也因为仍然搞不清楚停顿的长短 ， 而造成用逗号代替句号的偏误 。

＊（ ３ １ ） 对他们来说 ， 这不算什么 大 问题 。 （ ， ） ＋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

＊（ ３ ２ ） 我很想我的 ：１ ：作 ， 在埃及 当导游 。 （ ， ） 在 中 ＿？新当学生 ， 但是也没关系 。

＊（ ３ ３ ） 我爸爸建 议我学 习汉？专业 。 （ ， ） 我也赞 同 了 她的意见 ， 因为我热爱中 国 文化 。

可见 ， 丨 ：而几个例句 中阿拉伯学生用句号代替逗号造成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的偏误 ， 出

现在小句之间的句号
“

。

”

都应该改成
“

，

”

更恰当 。

５ ．２ ．２ ．３ 分号误用成逗号

汉语中 的分号 比逗号的停顿也要稍微长
一

点 。

一

般逗号 出现在句子 中表示层次关系 ，

但如果句子中 已经使用 了逗号 ， 根据汉语的相关规则 ， 为 了能够分清句子的层次 ， 应该使

用停顿时间 比较长的分号来表达 。 阿拉伯语里面的分号也同样出现在句子中起到停顿作用 ，

但不少学 习者会错误地用逗号来代替这种标点符号 。 例如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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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４ ） 他 ２２ 岁时才有 了第
一

份工作 ， 十年后当 了 公司老板 ；
（ ， ） 以后不久就开 了属于 自 己的小

公司 。

＊（ ３ ５ ） 在生活中 ， 每次遇到什么 问题 ， 他不犹豫地帮我解决 ； （ ， ） 而且他的脸上
一

直保持微笑 。

上面的分号都是用错的 ， 应该改成逗号 。 上面也是符合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 ，

但汉语中
一

般不能接受的 。

５ ．２ ．２ ．４ 问号误用成逗号

＊（ ３６ ） 我 问 了他最近过的怎么样 ， （ ？ ） 然后我直接跟他说这件事情 。

＊（ ３ ７ ） 学 习怎么样 ， （ ？ ） 他足这样 问我 。

在阿拉伯语屮 ， 如果前文 出现疑 问句或反问句这样 的句子类别 ， 但后面还有其他 内容 ，

？

般不会在前面画上 问号 ， 要简单地用逗号表达 ， 再继续陈述后面的 内容 。 在学 习汉语吋 ， 冇吋

候阿拉伯学生不会判断句子的语气 ， 而在需耍用某个标点符巧时 ， 他会错误地使用 另外
－

种 。

５ ．２ ．３ 顿号的误用

顿号也是汉语有而阿拉伯 语无有的标点符号 ，

一

般情况这个点号会出现在表尕并列关

系的小句之间用于分隔句 中并列词语 。 但因为学生的母语中不存在这个符号 ， 有时候他们

会按照阿拉伯语句子的停顿时间混淆汉语的顿号和逗号的使用 。

５ ．２ ．３ ． １ 逗号误用成顿号

在汉语中 ， 逗号和顿号都是用于表示句子的停顿 ， 但之间的停顿时间也有长短之分 ，

一

般逗号是比较长的 ， 学生有时候会用顿号代替逗号造成偏误 。 例如 ：

＊（ ３ ８ ） 关于他前几个月 出生的孩子 、 （ ， ） 她 己经开始走路 了 。

＊（邪 ） 我 Ｆ个星期打算去上海 、 （ ， ） 要跟那边的约 ＪＵ司胞见面 、 （ ， ）

？

起做我们围 家的菜 ^

＊（ ４０ ） 很多人没去三亚玩儿、 （ ， ） 有机会就去
一

趟 、 （ ， ） 去感受
一

Ｋ海边的突丽 。

上面也是学生错误地使用顿号代替逗号 。 其实从功能的角度看 ， 这两个标点符号之间

存在着
一

定 的差异 ， 但从书写形式肴 ， 顿号和逗号看上去有点像 ， 会很容易被学生混淆使

用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 。

５ ．２ ．３ ．２ 句号误用成顿号

＊（ ４ １ ） 上午我们几个同学去医院看望 ＨＡＳＡＮ ， 他的手术很顺利完成 ， 现在好多 了 、 （ 。 ）

＊（ ４２ ） 你
一

天的爱心 ， 可能给别人带来
一

生的快乐 、 （ 。 ）

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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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汉语还是阿拉伯语中 ， 等句子表达完整后 ， 句尾应该画上句号 ， 但有的学生会错

误地使用 了顿号来代替 。

５ ．２ ．４ 分号的误用

５ ．２ ．４ ． １ 逗号误用成分号

顿号和分号也 同样用来表示停顿 ， 但分号停顿的时 间 比逗号稍微长
一

点 。 与阿拉伯语

相 同 ， 逗号也是出现在句子中表示层次关系 。

一

般如果前文 己经使用过逗号 ， 那分句之间

停顿的地方 该用停顿时间稍微长
一

点的分号来分清层次 。

＊（ ４ ３ ） 这次 冋 国 ；
（ ， ） 我在家呆 了

一

个Ｍ期 ， 然ｈ跟 两个刖友 出 国旅游 。

＊（ ４４ ） 到 ／深圳之 ／土 （ ， ） 很 多 Ｍ 学都提 出 了 去肴 ｜

ｔ ｌ

：界之 窗 的建议 ， 真的非常好玩儿 。

５ ．２ ．４ ． ２ 句号误用成分号

＊（ ４ ５ ） 他说虽然我的心里不舒服 ， 但过 日 子我们要开心
一

点 。 （
；
） 本来他

一

直保持乐观积

极的心态 。

＊（ ４ ６ ） 她在我们班排第
一

， 成绩也是很优秀 。 （
；

） 她本来在这个学期 内付出 了不少努力 。

以上也是学生用错标点符号而造成偏误 。 在阿拉伯语分句 中 ， 有时候分号也可以起到

句号的作用 。

５ ．２ ． ５ 书名号的误用

这类偏误主要表现在学生应该使用 引 乃的时候而错误地使用 了 书名 号 ， 这在阿拉伯学

生的作文里也是常见的错 误 。 在此阿拉 彳 丨

＇

Ｉ 学屮混淆这Ｗ个标点符号而造成偏误的原因 ， 是

因为在阿拉伯语 丨 而柯时候我们使用 与汉 语书名号相似的 的符兮 （ 《 》 ） 来 引 用其他人的话 ，

也括成语 、 格言 、 诗词等等 。

＊（ ４ ７ ） 在这
一

次开会中她跟大家说 ： 《今年我们公司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 希望大家好好做准

备 》 。 （

“ ， ，

）

＊（ ４８ ） 他说 ： 《从小的时候父母教我养成很多好 习惯 》 。 （

“ ”

）

以上两个例句 中 ， 都 出现 了动词
“

说
”

， 这说明后面是别人说的话 ， 需要用 引 号 （

“ ”

） ，

而不是书名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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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６ 感叹号的误用

＊（ ４９ ） 我不是特意去西安玩儿 ！ （ ， ） 是我的 同学催我去 。

上面是
一

个陈述句 ， 本来应该用逗号 。 但在阿拉伯 中 ，

“

不是特意
”

这种说法
一

般用于

表达强烈感情的句子里 ， 表示
一

个人不愿意去做某件事情 ， 而
一

般情况句子完成 了之后 ，

会在后面阃上叹号
“

！

”

。 在此 ， 阿拉伯学生也是因为受到母语的负面影响而错误地用叹号

来代替逗号 。

５ ．３ 标点符号的空缺

顾名思义 ， 标点符兮的空缺指的是学生该用标点时而没用 ， 这类偏误 占 的 比例也很高 ，

在阿拉伯学生的汉语作文上到处都是 。



表 ４ ： 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时造成的空缺偏误情况



Ｍ


数量比例

逗号的空缺 １ １３４ ． ３ ７％

冒号的空缺提示性的话语后不加 冒 号


３９ ．３ ７％



动词
“

说
” “

问
”

后不加 胃号４ １ ２ ． ５％

标点符号 的空缺 句号的空缺遗漏段尾句的句号


３９ ．３ ７％



遗漏段 中句尾的句号


２６ ．２５％

引 号的空缺空缺双 引 号


４ １ ２ ． ５％



空缺右 引 号


３９ ．３ ７％

顿号的空缺


；



１ ３ ．１ ２％



｜

书名 号的空缺
 １ ３ ．１ ２％



５ ．３ ． １ 逗号的空缺

在汉语标点符号 当 中 ， 逗号的使用频率 比较大 ， 相关的错误率也非常高 ， 在偏误中 占

的 比例也是最多 的 ， 上面表格的数据显示 ， 与其他符号相 比 ， 学生造成的与逗号有关的偏

误的 比例 己达到 ３４％ 。 笔者所收集到 的资料也反映 出阿拉伯学生使用逗号的情况 ， 其实汉

语学习者使用逗号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 以下是他们造成的
一

些相关偏误 ：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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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０ ） 父母与孩子在
一

起的时候 （ ） 不说脏话 以免孩子跟着说不文明 的话 。

＊（ ５ １ ） 汉语是
一

种很难学的语言 （ ） 我们应该天天复习才能学会 。

＊（ ５２ ） 她本学期的成绩证明 了他是
－

个很努力的学生 （ ） 也说明他对 自 己的要求很高 。

＊（ ５ ３ ） 因为我们两个人从小到大
一直在

一

起 （ ） 所以这次来 中 国 留学的计划也是我们
一

起安排的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复句时 ， 在比较长的宾语之前 ， 也会遗漏 了逗号造成意思表达不

清楚的偏误 。 可见 ， 上面四个例句中 的 （ ） 处都应该加上逗号 ， 但被学生省略 了 ， 这不仅

会影响句子的完整性 ， 在
一

定的程度上也会很容 易让读者产生误解 。 洱看 ：

＊（ ５４ ） 大多数Ｋ生都认为 （ ） 吸烟者不仅会伤害 ｆ彳 己的健康 ， 而 Ｒ他对周 Ｍ的环境造成 丨 彳人的影

响 。

＊（ ５ ５ ） 我个人的想法是 （ ） 如果吸烟者 肉 己关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 那谁就说服不 了他 。

＊（ ５６ ） 通过跟他见过几次面 （ ） 我终于知道 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

＊（ ５ ７ ） 作为年轻人 （ ） 生活应该不断地拼搏 （ ） 靠 自 己面对困难是最好的事情 。

＊（ ５ ８ ） 比如说我们可 以分工 （ ） 我今天负责收拾房间 （ ） 你负贵做饭 ， 明天我负贵做饭 （ ） 你负

责收拾房间 。

上面几个例句都是复句 ， 而复句 内各分句之间需要用逗号表示停顿的功能 ， 但在此学生

遗漏 了该符号而造成空缺偏误 。 就例句 （ ５４ ） 而言 ，

“

大多数医生都认为
”

中 的
“

认为
”

后

面应该加逗号来起到句子 内 部动词与宾语之间 需要停顿的作用 。 后而二个例句中 的 （ ） 处

都应该加上逗号表小
？

停顿 。 又 如 ：

＊（ ５ ９ ） 按照我个人的学 习经验 （ ） 我们 只要努律学儿 ｊ能获得充满的成功 。

＊（ ６０ ） 在我看来 （ ） 如果在公共场所 坦发现有 个人杣烟 ， 应该受惩 罚 ？

＊（ ６ １ ） 总而言之 （ ） 我们每天要带着微笑面对这个生活才能过好 ［ Ｉ 子 。

在汉语中 ， 插入语
一

般要用逗号来隔开的 。 可见 ， 以上几个例句中 的逗号也被错误地

省略 。 这也是因为阿拉伯学生受到母语的影响而造成的偏误 。 在阿拉伯语里 ， 上面出现括

号的地方都不需要加上任何标点符号 。 但在汉语中 ， 为 了能够使前后分句之间的关系更清

晰 ， 例句 （ ５９ ） 、 （ ６０ ） 和 （ ６ １ ） 的 （ ） 处都应该添加逗号 。

５ ．３ ．２ 冒号的空缺

学生遗漏 了 冒号也是
一

类较常见的偏误 。 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

下两个方面 ：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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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 ２ ． １ 提示性的话语后面不加冒号

＊（ ６２ ） 在中 国留学的时候 ，

一

定要记住 （ ） 每个周末要给爸爸妈妈打 电话问
一

问 。

＊（ ６ ３ ） 最后
一

个 问题是 （ ） 结婚还是由两个人决定的 ， 如果其中有
一

个对对方有什么看法 ， 它们

要互相 了解 。

＊（ ６４ ） 这近年来 ， 不少相关的研宂发现 （ ） 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与抽烟有关的 。

上 面句子中 出现的
“
一

定要记住
”

、

“

最后
一

个 问题
”

和
“

研宄发现
”

都属于提示性的

话语 ， 在汉语里
一

般要用 冒号来停顿
一

下 ， 再提出后面的 内 容 。 但阿拉伯 中 的标点符号中

没冇这样的用法 。

５ ．３ ． ２ ． ２ 动词
“

说
” “

问
”

后面不加冒号

＊（ ６ ５ ） 中 国人说 （ ）

“

活到老 ， 学到老 。

”

＊（ ６６ ） 他
一

看我是外国人就 问我 （ ）

“

你是哪里的 ？
”

＊（ ６ ７ ） 他 匕午给我打电话说 （ ）

“

我们晚上
一

起去要去看 比赛 。

”

＊（ ６８ ） 他很不好意思说 （ ）

“

他时我的丈夫 ， 也是以前的 同学 。

”

在阿拉伯语屮 ， 虽然冒号也是用来引 出后面的 内容 ， 但不是每个句子中都可以用得上 。

有些特殊的表达习惯可 以在动词
“

说
”

、

“

问
”

后面不加上任何符号 。 上面例句 （ ６５ ） 至 （ ６ ８ ）

中的括号处都应该加上冒号
“

：

”

这样才能符合汉语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 。

５ ．３ ．３ 句号的空缺

句号的空缺也分两种情况 ：

５ ．３ ．３ ． １ 遗漏段尾句的句号

＊（ ６９ ） 毕业 了之后 ， 要回 自 己的 国家教汉语 ， 也让别人学汉语 （ ）

＊（ ７ ０ ） 这样就不会感到孤独 （ ）

＊（ ７ １ ） 父母应该教孩子养成 良好的习惯 ， 这也是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
一

定要做的事情 （ ）

５ ．３Ｊ ．２ 遗漏段中句末的句号

＊（ ７ ２ ） 如果医生花儿个小时的功夫给吸烟者看病 ， 而不看别 的病人 ， 这也是很大的损失 （ ）

１ ２６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因为本来抽烟这个坏 习惯是可 以改掉的 。

＊（ ７ ３ ） 找对象 ， 不要浪费很长时间去找 （ ） 你要多与周 围的美女接触 ， 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

以认识合适你的人 。

无论是段话中 间还是段落末尾的句号 ， 如果学生把它省略掉 ， 这会影响读者对句子的

理解 ， 使句子表达不清 ， 更会产生歧义 。 在阿拉伯语中 ， 出现在段落末尾的句号
一

定要加

上 ， 但句子中 间的句号 ，

一

般可 以通过其他标点来表达 ， 这也是汉语学 ＞］者有时候会遗漏

段中句号的原因 。

５ ．３ ．４ 引号的空缺

在需要强调的 内容或引见别人的话的时候 ， 在很多情况下阿拉伯学屯会遗漏 了使用 引

号造成句子不完整的偏误 ， 以下笔者把这类偏误分成两种类型 ：

５ ．３ ．４ ． １ 空缺双引号

＊（ ７ ４ ） 今天我的室友给我买的 （ ） 伊利 （ ） 牛奶喝 了之后才发现 日期 已经过期 了 。

＊（ ７ ５ ） 如果我们天天吃 （ ） 绿色食品 （ ） 我们会过很幸福的 日子 ， 不会得病 。

＊（ ７ ６ ） 他说 ： （ ） 回来之后别忘 了给我带
一

些特产 ， 我想常常那边的特色 。 （ ）

＊（ ７ ７ ） 我跟妈妈说 ： （ ） 我真的不想 出 国 ， 下个留在国 内工作 。 （ ）

上面四个例句 中 出现在括号之间的词语应该用 引 号来表达 。 可见 ， 例句 （ ７４ ） 屮 的
“

伊

利
”

是
一

个饮料牌子 ， 是表示特定的称为 ， 应该加上引 号把表示 出来 。 例句 （ ７５ ） 中 的
“

绿

色食品
”

这
一

概念也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 应该用双引 号把它括起来 。 例句 （ ７６ ） 和 （ ７ ７ ）

中 出现 了动词
“

说
”

来强调某种特殊的含义 ， 后而也同样需要用 引 号 。

５ ．３ ．４ ．２ 空缺右引号

＊（ ７８ ） 我很兴奋地给父母打 电话说
“

我已经通过考试 了 （ ）

＊（ ７ ９ ） 他考虑 了 

一

下 ， 然后 回复我说 ：

“

我不去 了 ， 还是你们 自 己去吧 （ ）

」 ：面括号处都是学生遗漏双引 号的地方而造成标点符号空缺的偏误 。 遗漏 了 引 号之后 ，

会使前文的 内容和后面的 内容相连 ， 而使读者无法区分那些是学生引 用 的部分 ， 那些想强

调的 内容 。 所 以句尾出现的 （ ） 应该改成右 引号 （

”

） 。

５ ．３ ．５ 顿号的空缺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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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０ ） 后来我发现旁边有
一

位戴帽子 （ ） 戴眼镜 （ ） 手拿着 电脑包的
一个女的 ， 他应该是上大

学的 。

在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系统里 ， 相当于汉语中 的顿号是没有的 ，

一

般我们用其他的点号 ，

如逗号
“

，

”

来代替 。 所 以阿拉伯学生
－

般不会注意在句子里加上顿号 。

５ ．３ ．６ 书名号的空缺

与顿 哇
－

样 ， 阿拉伯语里而也不存在书名号 ， 如果想标示书名 、 电影 、 电视剧等词语 ，

－

般我们川 引 号或括兮 ， 所 以阿拉伯学生作文ｆｆｌ也会 出现空缺书名号的偏误 。 如 ：

＊（ ８ １ ） 如果有时 间的话 ， 我建议你们看 （ ）

一

千万夜 （ ） 这本书 。

ｌ ｕｆｉ 丨 （ 千万夜 ） 是
？

本书的名字 ， 根据汉语标点符号的相关规则 ， 这应该加上书名

兮
“

《 》

”

来表明 。 因此句子应该改成
“

如果有时间的 话 ， 我建议你们看 《
一

千万夜 》 这本

说
”

。 造成类似偏误的原Ｗ是来 自 汉语学 者还没有完全把握这种符号的正确使用 。

５ ．４ 标点符号的多余

标点符号 多余指的适句子中 出现本来不应该 出现的 点号 ， 这也是阿拉伯语学生汉语作文中

常见的
一

种偏误 。

一
表 ５ ： 阿拉伯７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时造成的多余偏误

＾
况



偏误类型


数量比例

出现在连词
“

和
”“

以及
” “

而
”

之前的逗号４２ ５％

逗号的 多余出现在助词
“

等
”

和
“

等等
”

之前的逗号 ３ １ ８ ．７５

逗兮多余的其他情况 ３ １ ８ ． ７ ５％

多余

节名 ４多余


２ １ ２ ．５％



｜

句号的多余３ ｜
１ ８ ． ７ ５％

５ ．４ ． １ 逗号的多余

逗号多余的偏误主要分三种情况 ：

５ ．４ ． １ ． １ 出现在连词
“

和
”“

以及
” “

而
”

之前的逗号

等汉语句子中 出现两项以上的并列成分时 ，

一

般可 以用
“

和
”

或
“

以及
”

等关联词来

连接最Ｇ两个小句 ， 但联词之前不会加上标点符号 ， 但受到母语表达习惯的阿拉伯学生 ，

１ ２ ８



＃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 ＴＯＲＡＬ Ｄ ＩＳ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会在连词之前添加逗号造成偏误 。 如 ：

＊（ ８２ ） 从他的语气 （ ， ） 和行为我知道他为了这件事情而生气 了 。

＊（ ８ ３ ） 抽烟会严重地伤害到抽烟者的呼吸系统 ， 而且会影响旁边的人 （ ， ） 以及对整个环境造

成很大负面影响 。

＊（ ８４ ） 小的时候我们无法离开 电脑游戏 （ ， ） 而上瘾 。

＊（ ８５ ） 我特别喜欢吃中 国火锅 、 北京烤鸭 （ ， ） 和兰州拉面 。

可见 ， 例句 （ ８２ ） 中 出现联词
“

和
”

的同时又 出现 了逗号 。 在这种情况下 ， 这个标点符

号显得多余的 。 因为汉语中逗号与联词
“

和 、 及 、 或 、 与
”

不能同吋使用 ， 所以括号 中的

逗号应该删掉 。 例句 （ ８３ ） 中的逗号也同样要删掉因为后面紧跟着
“

以及
”

这个连 间 。 例

句 （ ８４ ） 和 （ ８５ ） 中 因为后面出现了 两个连词
“

而
”

和
“

和
”

， 也 同样应该把括号中的标点

符号去掉 。

５ ．４ ． １ ．２ 出现在助词
“

等
”

和
“

等等
”

之前的逗号

阿拉伯语中的 （等等 ） 和英文里面的
“

ｅ ｔ ｃ
”

前面都可以加上其他标点符号 （ 阿

拉伯语中可以添加错略号
“
…

”

） 。 但在汉语中 ， 如果句子后面出现了表示举例未完的省略

“

等等
”

，

一

般前面没必要再加上表示停顿的任何其他标点符号 。 但有时候有的学生会错误

地在
“

等
”

之前添加逗号 。 例如 ：

＊（ ８６ ） 现在不少公共场所 （包括咖啡厅 、 餐厅 、 车站 、 机场 、 商务中心 （ ， ） 等等都不允许抽烟 。

＊（ ８ ７ ） 如果孩子从小就看她的爸爸抽烟 、 喝酒 （ ， ） 等 ， 长大 了之后他肯定会养成这些坏习惯 。

＊（ ８８ ） 今天是第
一

次当导游 ， 我跟中 国人
－

起去看金字塔 、 埃及开罗 Ｉ＃物馆 、 解放广场 （ ， ） 等等 。

以 匕几个例子 中列 出 的事物都适
一

些用顿兮来分隔的词语 ， 而这件句子中 出现的语气

助词
“

等
”

和
“

等等
”

都紧贴在
“

商务中心
”

、

“

喝酒
”

和
“

解放广场
”

后面 。 在类似情况

下 ，

“

等等
”

之前不需耍再加上任何点号 ， 这样就会显得更紧凑的 。 为 了能够使句子的意思

显得更清楚 ， 使语篇更加连贯 ， 例句 （ ８６ ） 、 （ ８ ７ ） 和 （ ８９ ） 括号中 出现的逗号都应该省略

掉 。

５ ．４ ． ！ ．３ 逗号多余的其他情况

＊（ ８９ ） 现在他们公司 只 需要三名 （ ， ） 二十五到三十五 岁 的技术员 。

＊（ ９０ ） 主要的原因 （ ， ） 是因为我的水平还不够 ， 字也不认识 。

＊（ ９ １ ） 但他不高兴 （ ， ） 说 ：

“

这次你骗我算了 ， 但下次我肯定会报警的，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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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ｔｏｒａｉ ， ｄ ｉｓ ｓ 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在此学生也是错误地在不需要使用标点符号的地方加上了逗号而造成偏误 。 例句 （ ８９ ）

中的量词
“

三名
”

后面出现的逗 号是多余的 ， 这也是来 ｆｌ 于阿拉伯语中的
一

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 。 后面例句 （ ９０ ） 和 （ ９ １ ） 出现的逗号也应该删掉 。

５ ．４ ．２ 书名号的多余

在用汉语进行写作时 ， 有的阿拉伯学生会错误地把作文的标题写在两对书名 号之间造

偏误 ， 例如 ：

＊（ ９ ２ ） （ 《 ） 如何看待
“

安乐死
”

？ （ 》 ）

＊（ ９２ ） （ 《 ） 抽烟的危齊 （ 》 ）

＊（ ９３ ） （ 《 ） 中秋节 （ 》 ）

以上三个例句都是 ＨＳＫ 考试中 的作文部分标题 ， 而卄都被错误地写在书名 号之间 。 其

实这种表达不仅违背 了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 ， 而且不符合书名号 的 正确用法 。 产生这

类偏误的原因基本上都 ！ｎ于母语屮的表达方式 ， 这也足我们阿拉伯学生上高中 的时候经常

使用的
一

种表达习惯 ，

一

般如果作文中 出现 丫标题 ， 基本上都会用书名号括起来 。

５ ．４ ．３ 句号的多余

在汉语中 ， 如果句末 出现 了笪接 引 语或 引 文独立成句 ， 而相关的意思 己表达完整 ，

一

般不需要在后而加上其他符兮 ， 竹．接把符号进入引 号甩面就可 以 ／ 。 似因为有的学生还没

有完全理解这
？

点 ， 他们存时候会在 引号外而刺上句号或感叹号等 。 如 ：

＊（ ９４ ） 如果想享受美好的生活 ， 我们大家应 该站在抽烟齐说
“

不 ！

”

（ 。 ）

＊（ ９ ５ ） 新的学期 己经开始 丫 ， 下个挑战也随之开始 ， 我多加
一

点点努力就 可 以 克服
一

切 、 就可

以创造奇迹 ！ （ 。 ）

＊（ ９６ ） 他拉开 了 窗帘高兴地说 ：

“

今天天气多么好阿 ！

”

（ 。 ）

可见 ， 例句 （ ９４ ） 中 川现在后面的副词
“

不
”

是用 引 号括起来的 ， 后面也 出现了感叹

号 ， 但句尾学生错误地加上 了句兮造成偏误 ， 其实后面被加上去的标点符号
“

。

”

是多余的 ，

应该把它删掉 。 例句 （ ９５ ） 和 （ ９ ６ ） 在句尾出现的句号也楚多余 ， 这两个句子中的感叹号

说明 了句子 已经完整 了 ， 所以后面的句号都要去掉 。

１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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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中产生偏误的原因分析

６ ． １ 母语负迁移

王初明 （ ２００ １ ）
？
曾说过 ：

“

第二语言 习得的过程和结果受到许多 因素的影响 。 其中最

主要因素有两个 ：

…

足情感 ，
二是母语

”

。 由此可见 ， 母语不仅在二语习得过程起着十分重

耍的作川 ， 而且也是学习外语时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之
一

。 语言迁移 （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ｎ ｓ ｆｅｒ ）

这
一

概念是在行为主义背景下产生的 ， 它
一直是第二语言 习得研宄的 中心 问题 ， 也是争论

比较 多
－

个话题 。 在语言学领域中此概念也 引起 了 不少研宄者的广泛关注 ， 同样也受到 了

诸多学名 的高度茁视 。 Ｇａｓ＆Ｓ ｅ ｌ ｉ ｎ ｋｅ ｒ
？
 （

１ ９８ ３ ） 指 出 ：

“

在充分考虑二语 习得过程的时候 ，

语 Ｍ迁移是
？

个真实存在的 、 重要的现象
”

。 对于成人二语习得者而言 ， 因为他们从小就具

备 了较为完备的母语知识结构和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 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语 占表达 习惯不

可避免地对二语言习得产生
一

定 的负面影响 。

随着第二语言 习得的发展 ， 大多数研宄都证实 了
一

语在二语习得过程当 中会起到很大的

作用 。 Ｃｏｒｄ ｅｒ（ １ ９８３ ）
？
把迁移看成

一

种借用 （ ｂｏ ｒｒｏｗ ｉ ｎｇ ） 。 Ｆａｅｒ ｃｈ＆Ｋａ ｓｐ ｅｒ（ １ ９８７ ）

认为语 言迁移是第二语言 学 习 者激发其母语知识去使用 中介语 的
一

种语言心理过程 。

Ｓｃｈａｓｈ ｔ ｅｒ（ １ ９７４ ）
？
则认为语言迁移是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语 言学 习 过程的

一

种制约

（ ｃ ｏｎ ｓ ｔ ｒａ ｉ ｎ ｔ ） ．Ｏ ｌ ｄ ｉ ｎ（ １ ９８９ ） 指出过 ：

“

至少
一

个世纪以来语言迁移意识是应用语言学 、

： ：语习得和语言研究的中心 问题 。

”

他在总结二语习得领域数十年的语 ｆｆ迁移现象研宄的基

础上 ， 给语言迁移下 了
一

个简 明而精确的定义 ：

“

迁移是指 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 （或

者没有完全习得的 ） 语言之间 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

。

在语 ｉＹ迁移研宄历史上 ， 很多学派己经在这个 问题上发表 了不同观点 。 以 Ｕｄ ｏ 为代表的

行为主义学派 以高度的肯定和认问强调 了母语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作用 。 在他的代表作 《跨

文化的语言学 》 中 Ｌａｄｏ （ １ ９５ ７ ）

？
曾提出过 ：

“

学 习者往往把其母语语言及其文化中的形式合

意义迁移到所学的外语语言及其文化当 中 ， 这种迁移既体现在学习者的 口语表达 以及在与

该外语文化有关的行动中 ， 也体现在理解领会该外语语言及其文化的过程中 。

”

在学习汉语

①

王初明 ． 《影响外语学 习的 两大因素与
外

教学》［Ｊ ］
．
外

语

界，２０ ０
１（４ ）

：
８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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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当中 ， 阿拉伯语会对二语学习者产生消极的干扰和影响 。 这几年来 ， 不少研宄表明 ，

外国 留学生学习汉语时所造成的偏误 ， 大多数都是母语负迀移产生的 ， 尤其处于初级阶段

的学习者 ， 这种语言现象会表现得最为突出 。 因为阿拉伯汉语初学者对 Ｈ 的语的语法规则

和句子结构等往往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 了解也不够全面 ， 他们就把母语 中 的相关规则迁移

到 目 的语中去造成不同类型的偏误 。 就拿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来＃ ，

－

般在阿拉伯语句子

中 ， 修饰成分是排在被修饰成分后面 ， 例如 ：

＊（ １ ） （他是中 国学生 ）

＊（ ２ ） （我们班冇
一

个很漂亮的韩国 同学 ）

＊（ ３ ） （我的朋友买 了
－

木汉语 同 典 ）

例句 （ １ ） 的 （ 男学生 ） 是被修饰成分 ，

“

＾
”

（ 中 丨
简 的 ） 提修饰成分 。 例句 （ ２ ）

的
“

ＶＩ
”

（ 女学生 ） 是被修饰成分 ， （韩国 的 ， 漂亮的 ） 是修饰成分 。 例句 （ ３ ）

中的 （ 词典 ） 是被修饰成分 ， （汉语的 ） 是修饰成分 。 在阿拉伯语中被

修饰成分
一

律要 出现在修饰成分后面 。 但汉语句子 屮 的排列是相反的 ，

一

般修饰成分耍排

在被修饰成分之前 。

上面汉语句子里的被修饰成分
“

学生
”

，

“

同学
”

和
“

词典
”

都排在修饰成分
“

中 国
”

，

“

漂亮的 ， 韩 国 的
”

和
“

汉语
”

之后 ， 这跟阿拉伯语句子中 的 吋序完全不
一

样 ， 但受到母

语影响 的阿拉伯学生会把 ｈ面的汉语句子写成 ：

＊⑴ 他是学生中 国人 。

＊
 （２ ） 我们班有

一

个同学很漂亮从韩 国 。

＊
（３ ） 我的朋友买 了词典汉语 。

因为汉语学者还没完全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 ， 他会很容易造成母语负迁移 引起的偏误 。

又如 ：

＊（４ ）ｊ我开始在中 国旅行 。

＊（ ５ ）＾ １
１ — １ 我在图书馆对 ｜

１ ｜ 丨等你 。

＊（ ６ ）

＊（ ７ ）我跟我的朋友
一

起去 。

阿拉伯学生会按照母语的顺序排列把上面的汉语句子错误地写成 ：

１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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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我开始旅行在中 国 。

（ ５ ） 我等你在图书馆对面 。

（ ６ ） 他在找
一

些东西在房间里 。

（ ７ ） 我去跟我的朋友
一

起 。

可见 ， 在 以上儿个例句 中 ， 因为阿拉伯语学生受到母语句子成分排列顺序的影响 ， 他

把汉语句子中的某些成分排错位置而造成偏误 。

（ ８ ） 她跳舞很好和他唱歌也很好 。

（ ９ ） 认识 厂两外： 以后 ， 他终于结婚 丫 她 。

例句 （ ８ ） 中 的偏误在于连词
“

和
”

的误川 。 在阿拉伯语中 ，

“

和
”

可 以连接两个句子

或分句 。 句子 （ ９ ） 的错误与动词
“

结婚
”

有关的 ， 在阿拉伯语中 ，

“

结婚
”

是及物动词 ，

前面不需要与任何连词 （和 ／跟 ） 搭配使用 。 而在汉语中 ， 连词
“

和
”
一

般不能用于连接两

个句子 ， 动词
“

结婚
”

也要与连词搭配使用 ， 如
“

终于和他结婚了
”

。 可见 ， 这两个例句是

阿拉伯汉语学 ＞
：！ 者把母语中 的 逐

字逐句地翻译成汉语 。 在此 ， 学生所表达的意思虽然可 以理解 ， 但这种表达往往不符合 目

的语的语法规则和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 。 应该纠正为
“

她跳舞唱歌都很好
”

，

“

认识 了两年

以后 ， 他终 丁
？

和 ／跟她结婚 了
”

。 不少研宄表明 ， 在学 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 ， 母语负迁移的

影响会表现在语Ｗ各个层面上 ， 乜括词汇 、 语法 、 语篇等等 。

６ ．２ 目 的语知识负迁移 （过度泛化 ）

在学 汉语的过程中 ， 无论外语学 习 者的水平如何 ， 受到 Ｈ 的语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

免的 。 在很多情况下 ， 大 多数阿拉伯学先会用类推的办法不适当地把他们所学的不充分的 、

存限的 Ｈ 的语知 识赛用在汉语使用上造成不少偏误
？

。

限的 ， 不充分的 目 的
｜用类推的办法 目 的语新的语言现象

不适当 的套用７
图 １ ：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时 目 的语知识负迁移的产生过程

①

刘玽 《对外汉语教育学 引 论 》
ｐ

１ ９５

１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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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语知识负迀移也称为过度概括 （ ｏｖｅｒ
－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 或过度泛化 ， 这也是大多

情况下 ， 阿拉伯学生造成偏误的原因 ， 比如汉语中 的形容词
一

般不单独 出现 ， 要么在前面

添加作状语的程度副词
“

很
”

， 要么在后面添加其他程度补语 。 但阿拉伯汉语初学者常常会

把他学会的的第
一

条规则 （很＋形容词 ） 套用在所有句式中造成偏误 ， 如
“

他把房间打扫得

很千干净净的
”

之类的错误 。 如果说母语负迁移是汉语初学者造成偏误的主耍原因 ， 那么

目 的语知识负迀移是处于中高级阶段外语习得者出现偏误的主要来源 。

目 的语知识负迀移指的是学 习 者在学 习过程中会把语 言规则过度使用在不该使用的情

况中而造成不 同类型的错误 。 这类偏误
一般在学生的母语中找不到根源 。 Ｒｅｃ ｈａｒｄ ｓ（ １ ９ ７ １

）

将错误分为三类 ： 母语千扰错误 、 语际 内错误和 习得过程错误假设 。 而对于语际 内错误 ， 他

又进
一

步将其分成四种类型 ： 过度泛化 、 忽视规则 限制 、 规则的不完整运用及错误概念假

设 。 下面的例句反映出过度泛化的错误 。

＊（ １ ０ ） 我很感觉到武汉人很热情 。

（ １ ０ ） 我深深感觉到武汉人很热情 。

在阿拉伯学生的脑袋里 ， 表示程度加深的时候 ， 都要借用程度副词
“

很
”

来表达 。 但在

汉语中 ， 表示程度高也有其他的副词和形容词 。 比如表示感觉到的程度高 ， 常用形容词
“

深
”

来修饰 ， 而不能说
“

很感觉到
”

。 阿拉伯学生需要注意的是 ； 在汉语里除 了词性问题外 ， 也

存在语义搭配 问题 。 有时候在同样词性的词语中间 ， 因为词义不搭配学生会很容易产生偏

误 。 又如

＊（ １ １ ） 他说汉语说得很马马虎虎 。

（ １ １ ） 他说汉语说得马马虎虎 。

上面这个例句 中 的偏误也是与程度副词
“

很
”

有关的 。 在汉语中 ， 形容词重叠后不能 洱

用程度副词
“

很
”

来修饰 ， 此处为副词
“

很
”

的泛化 。

＊（ １ ２ ） 我下个月 回去苏丹 。

（ １ ２ ） 我下个月 回苏丹去 。

例句 （ １ ２ ） 中 的动词
“

回
”

带有趋向补语
“

去
”

， 而充当宾语的
“

苏丹
”

则应该放在动词

和趋向补语之间 ， 这类偏误为趋向补语的过度泛化 。

＊（ １ ３ ） 他们正在看看 电影呢 。

（ １ ３ ） 他们 正在看电影呢 。

在阿拉伯学生学习动词重叠这个语法 内容时 ， 他 以为每个动词都可 以重叠 。 但实际上动

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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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重叠式也有
一

些条件 ， 如不能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 。 可见 ， 例句 （ １ ３ ） 中 出现了表示动

作正在进行的
“

正在……呢
”

， 所以在此动词是不能再重叠 。 此处为动词重叠的过度泛化 。

＊（ １ ４ ） 这个天我们大家都不上课 。

＊（ １ ４ ） 这个年我要去上海旅游 。

之所以阿拉伯学生出现类似偏误 ， 是因为他学过
“

这个星期
”

、

“

这个月
”

这样的句子 ，

所 以 ， 他认为所有表示时间的词语如 ：

“

天
”

、

“

年
”

都可 以在前而添加量词
“

个
”

。 因此他

用类推的办法把他学的不充分的 目 的语知识套用在汉语使用上造成偏误 。 例句 （ １ ４ ） 为量

词的泛化 。 句子耍改为 ：

“

今天／这天我们大家都不上课
”

，

“

今年我要去 ｈ海旅游 。

”

再如 ：

＊（ １ ５ ） 两个月 之后他们 到附近的小 丨
Ｘ

：搬家 ／

＂

。

（ １ ５ ） 两个 月 之后他们家搬到 了 附近的小 Ｋ 。

在学习汉语时 ， 不少阿拉伯学生经常会把地点状语和表示动作的终点地点的补语混淆

了 。

“

他们到附近的小区搬家 了
”

这句话在汉语里
一

般不能接受的 。 引起类似偏误的原因在

于汉语初学者把这句话的结构等同于 ：

“

我们到附近的咖啡厅喝咖啡
”

。 实际上这两句话在

语义上也存在着差异 附近的小区
”

表示把
“

家
”

搬到什么地方 ， 表示动作的终点地点 ，

但
“

附近的咖啡厅
”

表示的是喝咖啡的地点 ， 而不足针对
“

喝咖啡
”

的结果 ， 不能说把
“

咖

啡
”

喝在什么地方 ， 这两句话的语意指向是不同的 。 又如 ：

＊（ １ ６ ） 他知道我趄埃及人 ， 对我问关于金字塔的历 史 。

（ １ ６ ） 他知道我是埃及人 ， 向我问关 ｆ
？

金卒塔的历史 。

上面这个例句 中 ， 介 间
“

对
”

使川不 在此应 该改成
“

叫
”

史恰３ 。 引 起这类偏误的

原因足阿拉伯 学牛． 对介词
“

对
”

和
“

向
”

的 区别存在理解上的不足 。 根据他对汉语介 间的

理解 ， 这两个词语在意义上行近似之处 ， 而都 Ｈ丨 以 替换用 。 似实际上 ， 虽然
“

对
”

和
“

向
”

都能表示对象 ， 何之间也存在着
一

记的差异 ， 我们可 以说 ：

“

我对他说
”

而不能说 ：

“

我对

他问
”

。

＊
（ １ ７ ） 我把这些文件没发给我的朋友 。

（ １ ７ ） 我没有把这些文件发给我的朋友 。

＊（ １ ８ ） 昨天我把 比赛没有看完他就给我打 电话 。

（ １ ８ ） 昨天我没把比赛看完他就给我打电话 。

在汉语中 ， 表示否定形式时 ， 我们
一

般把否定副词
“

不
”

和
“

没
”

放在谓语动词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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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词之前 。 但在
一

些特殊的汉语句式中 （如
“

把字句
”

） ， 相关的否定副词 的位置会发生变

化 ， 不能放在动词之前 ， 而应该排在
“

把
”

字前面 ，

－

般遵循这样的顺序
“

主语＋没有＋把＋

宾语＋动词 ＋其他成分
”

来表达 。 但受到 目 的语知识过度泛化影响的阿拉伯学生会把
“

没
”

放在动词之前造成偏误 。 上面两个例句也反映出这种情况 ， 可见 ， 学生把否定副词
“

没
”

放在动词
“

发给
”

和
“

看完
”

之前 ， 当然这种说法不符合汉语
“

把
”

字句的否定形式的表

达习惯 。 与
“

把
”

字句的泛化有关的偏误也会表现在 以下两个例句 ：

＊（ １ ９ ） 他把这件事情知逬 了 。

（ １ ９ ） 他知道 了这件事情 。
．

＊（ ２ ０ ） 他把作业做的很认真 。

（ ２ ０ ） 他做作业做得很认真 。

因为阿拉伯学对把字句的使用还没完全把握 ， 他 以为每个动词都可 以进入到该句式中 。

但汉语中有
一

些表示心理活动 、 感知之类的动词作谓语时不能用
“

把
”

字句 。

一

般情况只

冇处置性的动词才能用得上 。

目 的语知识负迁移现象也体现在现代汉语量训
“

个
”

的层面上 ， 因为对外汉语教材中存

在这样的解释 ：

“

个
”

是使用非常广泛的量词 ， 在很多时候可 以代替其他量词 。 所 以 ， 不少

阿拉伯学生会很容易 出现过度泛化现象 ， 大多情况下 ， 他们用类推的方法来使用汉语量词 ，

在很多不能用
“

个
”

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量词 。 在他们的作文中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

＊（ ２ １ ） 我们每个星期五 ｈ午有三个课 。 （三 门课 ）

＊（ ２ ２ ） 我的室友给我买
一

个矿泉水 。 （

一

瓶矿泉水 ）

＊（ ２ ３ ） 房间 １有两个床 、

一

个桌子还有三个椅子 。 （ 两张床 、

一

张桌子 、 三把椅子 ）

６ ．３ 文化因素的负迁移

语言是文化的
一

部分 ， 它的每个因素都刻着文化的烙印 ， 如果学生不 了解不同文化

的模式和准则 ， 就不可能学到地道的语言 。 语言学家 ＬＡＤ０ （ １ ９ ５ ７ ） 在 《语言教学 ： 科学的方

法 》 中提出过 ：

“

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 ， 就不能教好语言 ， 语言是文化的
一

部分 ， 因此 ， 不

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 ， 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 。

”

美 国的语言学家萨佩尔在他的 《语言论 》

一

书中 曾指出过 ：

“

语言苻
－

个底座 ， 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 就是不脱离社会而存在 。

语言无论地位有多高 ， 它毕竟只是精神文化的
一

个部分 。

”

这近年来 ，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语音 、 词汇 、 语法等语言知识的

传授上 ， 而忽视 了不同文化的差异 ， 甚至将语言与文化截然分开 ， 这当然会导致外语教学

重视对语言的形式 ， 而严重脱离文化语境 ， 忽视 Ｈ 的语文化的民族特征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１ ３６



博士 学 位论 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不少外语学习者会把母语文化习惯和文化模式套用到 目 的语上去
，
引起母语文化的负迁移 ，

从而造成不同类型的语言偏误 。 比如 ：

Ａ ： 今天是我爷爷的生 日 ， 我要去超市给他买礼物 。

Ｂ ： 是吗 ？ 你爷爷今年几岁 了 ？

在汉语中 ， 问老年人的年龄时
一

般用
“

高寿
”

或
“

多大年龄
”

而不能用
“

几岁
”

。 因为

说话者没有完全 了解中 国文化 ， 他就违背 了相关的交际原则 。 还有 ， 使川 中 同人的姓名时 ，

阿拉伯学生常常会出现偏误现象 ， 在他们用汉语进行 Ｕ语交流的时候总足会听到这样的表

达 ：

“

昨天我看到 了 先生王
”

，

“

我明天要去找先生陈 。

”

其实 ， 产屯这类偏误的原Ｗ分两种 ：

一

是阿拉伯语文化屮的
“

＾ １

”

（ 先生 ） 的负面影响 ，
：是学生不 了解中Ｗ文化 中的姓名体

系 ， 他总足以为最后的字足姓 。 通过简单的分析 ， 我们可 以判断 ，

“

咋天我看到 了先生上
”

的偏误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习惯因素造成的结果 。

众所周知 ， 阿拉伯 国家最典型的文化特点是宗教特点 ， 作为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主要宗教 ，

伊斯兰教有着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 ， 其影响也体现在我们阿拉伯人的生活各个方面 ， 语 Ｍ

Ｍ面也包括在 内 。 在很多情况下 ， 本宗教的
一

些制约会导致阿拉伯语中不可避免地带上宗

教色彩和特点 。 在此基础上 ， 阿拉伯语里面也形成了大量有着 自 己特色的词汇 ， 比如阿拉

伯语里面的颜色
“

白
”
一

般多用于表示
“

纯洁 、 美好和正真
“

的现象 ， 在穆斯林的概念中

这种颜色是与幸福 、 干净
？

、 丰富 、 善行 、 美德息息相关 ， 大多情况都是用于形容美好的事

物和善 良 的行为 。 在古兰经当 中 ，

“

白色
”

是用来形容进入天堂人们的幸福和心理状态 。 如 ：

ｕ

 １ ０６
－

〇 ＇Ｊ ＇

｛
ｏｊ ｊ^ ＾ １

ｊ
Ｓ
ｊ
ｊａ （

４＊ ＾ ＾＠

古竺经说 ：

“

在那 日 ， 有些脸将变成 ｆ 丨 皙的 ， 有贱脸将变成黧黑的 。 至 丁
？

脸色变黑的人 （ 天祌将对他

们 说 ） ：

‘ ‘

你们既信道之后又不信道吗 ？ 你们为不信道而尝试刑 罚 吧 。

”？

但在汉语文化中
“

白色
”

常常带有愚蠢 、 死亡 、 不幸的贬 义 ， 如
“

白痴
”

用 〗

＇

？

骂人愚蠢 、

笨蛋 ，

“

白 事
”

指的是丧葬上穿 白戴孝 。

另外 ， 义化负迁移 引 起的偏误 也表现在 比喻层面上 ， 因为阿汉两种语言也存在着许多与

汉语完全不同的现象 ， 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所使用 的 比喻中 。 汉 民族的祖先是在平原

地区过着农耕的生活 ， 而阿拉伯 民族的祖先是在沙漠中度过游牧的生活 ， 所 以平原地区和

沙漠中 的动物 、 景观和植物如牛 、 羊 、 骆驼 、 鸵鸟 、 狮子都成为两个 民族取喻的对象 。 阿

拉伯人常常用这些对象作 比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 。 例如 ：

？
ＡｊＬＪ ｌｉ

ｊ
Ｖ ｌ

 ． ｊ ｌＪ
－Ｃ

Ｊｉ  ５
ＪＪ

Ｕ
，

 ．

ｆ

ｊ
ｊ
＆ｌ ！

〇 １

ｊ
５ｌ ｌ

③
古兰经 第三章 仪姆兰的家属 （阿黎仪姆兰 第 １ ０６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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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 （他像鸵鸟
一

样胆小 ）

（ ２５ ） （ 比沙漠中 的蜃景还能骗人 ）

（ ２６ ）
＂

 （ 他像雄狮
一

样 勇敢 ）

（ ２７ ）
“

ｄ ！ ｖ ＳＳ

”

（狮子之心 ）

（ ２ ８ ） （他像骆驼
一

样能忍耐 ）

例句 （ ２４ ） 中 的
“

鸵鸟
”

这个词在阿拉伯文化中带有
“

懦弱 、 胆子小
”

的含义 ，

一

般用

于形容
一

个人很胆小 （胆小鬼 ） ， 不敢 冒险或不敢做某件事情 。 但因为深受母语文化的影响 ，

冇的阿拉伯学生在进行 日 常 Ｉ Ｉ 语交流时 ， 有时候会拿 自 己朋友开玩笑说
“

我们其中宥
－

个

鸵鸟
”

或
“

你这个鸵鸟怎么不敢上去
”

等等 。 例句 （ ２５ ） 的
“

蜃景
”

是用来 比喻不可靠的

人 ， 不值得信任的人 ， 就足那种看起来你跟他之间的 关系很好 ， 但到关键的时刻他不会伸 ．

援手帮助你 ， 就像
“

歷景
”
一

样 ， 如果从远处看我们 以为是水 ， 但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冇 》

例句 （ ２６ ） 和 （ ２ ７ ） 屮 的喻词
“

雄狮
”

也是 同样用于形容
一

个人很 勇敢 ， 什么都不怕 。 例

句 （ ２８ ） 中 的
“

骆驼
”

也是用于形容能吃苦耐劳的人 。 当阿拉伯学生用汉语表示这种 比喻

时 ， 不仅会造成语 卩 上的偏误 ， 而且有时候也会引 起歧义 ， 这就是文化因素所 引起的负迁

移 。

文化不同的因素在
一

记的程度上也会影响学生的思维模式 。 由于阿拉伯文化的特殊性 ，

在阿拉伯汉语初学者的写作中也出现
？

些符合汉语规则但不流畅通顺的句子 ， 如来 自沙特

阿拉伯学生写 出 的这句话 ：

＊（ ２ ９ ） 那么 因为孩子们学大人的这个事实 ， 所 以孩子们学会任何
一

种态度 。 这个行为或＃态度

会留在孩子的心理 ， 盲．到他长大 。

（Ｍ ） 那么 因为孩 Ｔ们学 习大人的 事实 ， 所 以他们学会任何
一

种态度 。 这种行为或者态度会 留在

孩子的心理 ， 直到他长大 。

可见 ， 上而这个例句 中 ， 学生使用 ｆ许多关联词 ， 这句话读 出来就会感觉到每个分句都

可 以单独作
一

个句子 。 这在阿拉伯语思面可 以理解的 ， 而且也不会影响到语篇的连贯通畅

效果 。 但汉语 中 ， 这样的句子不仅是不符合该语言的表达习惯 ， 而且其语篇也显得很啰嗦 。

这也是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过程 当 中难 以掌握的 内容 ， 这也也是来 自 不同语言背景的汉语

学 习者的难点 。

６ ．４ 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

作为语言学习和语言交际的主体 ， 外语学习者不管是在学 习语言还是使用语言的过程

中 ， 都会 以积极的主动参与态度来克服所有的 困难 ， 并采取各种计划与策略达到有效的学

习和顺利交际的 目 的 。 在学习汉语时 ， 不少阿拉伯学生认为仅用简单的规则就可 以进行 口

语和书而语交际 。 他们
一

直使用在较早阶段学到的 目 的语规则 ， 而忽视了那些难度高 ，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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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杂的句子结构和句式 。

＊（ ３０ ） 我前几天买的新手机我妹妹摔 。

（３０ ） 我前几天买的新手机叫我妹妹摔坏 了 。

＊（ ３ １ ） 他被
一

个陌生人骗 。

（ ３ １ ） 他被
一

个陌生人骗 了 。

＊（ ３ ２ ） 她不 尚兴 ， 她走 了 。

（ ３ ２ ） 她不高兴地走 了 。

现代汉语
“

被
”

字句的主要形式是 ： Ａ ＋被／叫 ／让 ＋Ｂ＋ （给 ）
＋动词 ＋其他成分 。 可见 ， 被动

句的谓语动词后面必须要添加其他成分来补充说明受事者被动作影响 的结果 ，

一

般情况 ，

这种句式中 的动词不能是单个的 。 上面两个例句中因为阿拉伯学生采取 了简单化的思考策

略而省略 ／必须要 出现在句尾的其他成分 。 例句 （ ３０ ） 中学生遗漏 了动词
“

摔
”

后面的结

果补语
“

坏
”

造成偏误 ， 例句 （ ３ １ ） 中 学也又辑略 了 出现在动词
“

骗
”

后表示事情肯定发

生或情况发生 了变化的语气助词
“

了
”

。 在句子 （ ３２ ） 当 中 ， 为 ／避免造成偏误 ， 学生也足

简单地把这句话分成两个句子 。

＊（ ３ ３ ） 昨天公交车上我碰到 了
一

个伊拉克朋友 。

（ ３ ３ ） 昨天在公交车上我碰到 了
一

个伊拉克朋友 。

可见 ， 上面学生遗漏应该出现在
“

公交车
”

前面的介词
“

在
”

造成偏误 。 其实
“

公交车

上
”

是两个人碰到的地方 ， 所以应该与介词
“

在
”一

起出现构成介宾结构作地点状语 。 之

所 以学生写 出类似的句子 ， 是因为汉语 口语中很大
一

部分是省略介词这样的语法成分 。 因

此学生就简单地采取 ｎ 语中 的表达习惯来完成这个句子 。

＊（ ３ ４ ） 桌子 ｈ放那位同学的乎机 。

（ ３４ ） 桌子上放着那位 同学的手机 。

＊（ ３ ５ ） 以前他没有提这样 的事情 。

（ ３ ５ ） 以前他没有提过这样的事情 。

例句 （ ３４ ） 和例句 （ ３ ５ ） 中学生分别遗漏 了动词后面的表示动作的状态
“

着
”

和动态助

词
“

过
”

造成偏误 。 因为阿拉伯语和汉语是两种不 同 的语言 ， 它们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各 自

的特点 ， 其中最为明显 的有表示动作状态这些成分 。 引起类似偏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附

加成分在阿拉伯语里面不存在 ， 所 以在阿拉伯学生还没有完全掌握 目 的语规则的情况下 ，

他们往往会采取初级阶段时学生经常采取的策略 ， 就是简单化来处理所学到的新知识 。

＊（ ３ ６ ） 你今天上午起床得晚不晚 ？

（ ３ ６ ） 你今天上午起床起得晚不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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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例句 （ ３ ６ ） 中 的
“

床
”

出现在句子中作宾语 ， 所 以动词
“

起
”

必须要重复 。 但有的

阿拉伯学生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总是注重于 自 己所表达的意思 ， 而不会在乎

句子中的相关语法 内容和语序 。 这样他们就忽视了许多虚词的正确使用和复杂成分的准确

理解 。 同样的 问题也表现在 ：

＊ （ ３ ７ ） 踢球 了 两个小时 。

（ ３ ７ ） 踢球踢 了两个小时 。

＊（ ３ ８ ） 他看这本书累 了 。

（ ３ ８ ） 他
？

这本书看累

＊（ ３ ９ ） 上二乍级的时候 ， 我们学习阿拉伯语 ， 也法语 。

（ ３ ９ ） 上  ：年级 的时候 ， 我们学 习阿拉们语 ， 也学习 法语 。

从结构上汾 ， 前而两个例句中都应该觅复动词
“

踢
”

和
“

看
”

。 例句 （ ３９ ） 中学生也遗

漏 丫动词
“

学习
”

而造成偏误 。 在汉语中副词
“

也
”

只 能修饰动词和形容词 ， 而不能修饰

名词 。 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也是学生采取过于简单化的学习策略来表达 。 后面的例子也是

学生把阿拉伯语的 （也 ） 的用法简单地套用在 Ｉ
ｆ

ｌ 的语的使用上造成偏误 。 乂如 ：

＊（ ４０ ） 他说汉语比 以前好 。

（ ４ ０ ） 他说汉语说得比 以前好 。

上面这句 话所表达的意思足说汉语的水平逐步提高 ， 应该用程度补语来表达 。 因为动词
“

说
”

后面带冇 资语
“

汉语
”

， 所以应该把
“

得
”

字加在需要重复的动词
“

说
”

和补语
“

比

以前好
”

之间 。 似不少阿拉伯学生经常把母语中 的语法结构套用 到汉语上 ， 而且他们大多

情况下都楚词对词的翻译 ， 这当然不符合 目 的语的表达要求。 上面这句话也是学生把母语

中的
“

ＡＵ Ｉ

＞翻译成汉语 。 造成类似偏误的重要原因在于翻译过来的句子

成分足残缺的 。

在交际过程中 ， 处于汉语初级阶段的学生有时候会随意地删掉 商 己认为 Ｈ 的语屮 的多余

成分 ， 或将 Ｎ 的语 比较复杂的句子简化为几个简单的句子 ， 如 ：

“

她的狗 比你 （ 的 ） 厉害
”

，

在这句话中 ， 说话者将句子中 的结构助词
“

的
”

省略 了 。 学生需要注意的是 ， 可以运用简

单化原则 ， 但不耍造成过度简单化的偏误 。

除此外 ， 有的学Ａ因为 自 己对某
一

些语言规则没有完全把握而尽量避免使用 ， 如用副词
“

没有
”

表示
“

比
”

字句 中的否定形式时 ， 有的学生会把
“

我的水平没有她好
”

说成
“

他

的水平比我好
”

这样的句子 。

另外 ， 外语学 习者的个人学习态度也会影响到第二语言 习得的过程 。 我们大多数来 自 阿

拉伯 国家的汉语学 习者来中 国 的主要 目 的都是为 了 商务贸 易 ， 他们对汉语的要求停留在
“

听
”

和
“

说
”

两个技能上 ， 根本不会注重语法 、 语篇 、 语用这些方面 ， 这样的学习 策略

肯记会影响外语 习得的效率 。 如今 ， 选择研宄汉语的学生次数几乎是
？

片空 白 的 。 就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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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大学的学生而言 ， 目 前来 自 阿拉伯 国家学 习汉语的学生主要阶段以零基础 、 初级阶段

为主 ， 处于中高的人数很少 。

总之 ， 采取不适当 的学习和交际策略只能使汉语学习者不断失去运用所学句式进行交际的

机会 ， 当然这会导致学生偏误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

６ ．５ 学习环境因素的不良影响

笔者在这儿说的学习环境指的是教师素质 、 教材选择 、 课堂训练和活动的影响 。 如果

对外汉语教师不够严密的解释和 引 导 、 对语言规则讲解不恰当或者不充分 ， 教材编排不合

理或科学性不强 ， 课堂里的教学活动训练得不到位 ， 或教学法不得当 ， 这些因素都会 引起

二语习 得杏不少语言偏误的 出现 。

６ ．５ ． １ 汉语教师方面的原因

作为课堂活动的
一

个很重要的 因素 ， 老师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 在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 ， 他的知识结构 、 教学水平 以及基本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学 习效果和教学事业的发展 ，

而且也会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好坏 。 但对阿拉伯学生来说 ， 大多数学生都在 自 己的国

家初次接触汉语 ， 因为有的老师的教学能力还不够强 ， 会让部分学生觉得课程彳艮枯燥而失

去学习 兴趣 。 汉语教师也会给外语学习者带来
一

些负面的情绪 ， 从而让他们认为汉语这门

语言很难学 。 如今 ， 在我们阿拉伯 国家 ， 有的汉语老师的发音不是很标准 ， 普通话水平素

质 也有限 ， 对中 国文化缺乏 了解 ，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识程度也不深入 ， 这毫无疑问地会影

响对外汉语教学整个过程 。

在教学过程中 ， 因为有不少汉语教师对阿拉伯学生出现偏误的唯
一

处理方法
一

般都是

错误在哪儿就讲到哪儿 ， 更缺乏具有系统性的梳理总结 ， 对课文教材中 出现的词汇和新的

语法点都是生词学习 、 课文朗读 、 练习等儿个环节 。 如果教师不 以 凸 显教学的 ！＾点为指导

设计针对性的教学 内 容 ， 这当然会对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不利的 。 还有
一

个值

得提出 的 问题 ， 虽然有的老师的教学经验很丰富 ， 汉语知识功底扎实 ， 但外语水平不容乐

观 ， 真止精通汉语与英语的老师寥寥无几 ， 很多时候 ， 如果 留学生遇到无法理解的结构或

生词 ， 老师就无法正确地给他解释清楚 ， 这会导致学生对
一

些句子结构囫 囵吞率 ，

一

知半

解 ， 无法正确把握它们的用法 ， 使用起来不可避免地造成偏误 。 汉语老师必须充分认清对

外汉语教学的特殊性 ， 不能只是简单地给学生解释词汇或语法内容的外部结构形式 ， 而忽

视了其 内部的应用限制和语义关系等 。

６ ．５ ．２ 教材方面的影响

对外汉语教材是课程教学的基本工具 ， 同时也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发生互相作用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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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 在教学过程 中 ， 教材编写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一

定的程度上 ， 这些材料

的选择能决定着教学的成败 。 如果想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 教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 如

今 ， 在不少阿拉伯 国家 ， 老师们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不仅存在着对词汇和语言规则的讲解

过于简单或不全面的 问题 ， 而 ｉ ｉ有
一

部分都楚从母语为汉语的使用者的角度 出发 ， 根本不

考虑外国 留学生的特殊性 。 只外 ， 也冇不少对外汉语教材关于词汇的部分是用英语来解释

说明 ， 但汉语学习 者除了 英语母语者外 ， 也有 以其他语言为背景的学生 。 因为英语和汉语

在词汇 、 语法 、 语篇等其他语宵层而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 ， 这背定会给其他学生带来

很 多 困难 ， 学习起来不可避免地造成偏误 。 就拿 《新实用汉语课本 》 来讲 ， 这本书是我们

大多数阿拉伯 国家在使用 的对外汉语的经典教材 ， 对这套教材进行分析后 ， 发现里面存在

许多缺点 ， 就生词的解释而吉 ， 这本书对
－

些诎语的解释不够详细 ， 如
“

旅行
”

和
“

参观
”

，

这套教材中 只提出 了两个词的英文注释
“

ｔ ｒａｖ ｅ ｌ

”

和
“

ｖ ｉ ｓ ｉ ｔ

”

，
而没有对它们的使用 条件

和搭配关系做 出任何限定和说明 ， 所以学也会造成这样的偏误 ：

＊
（ ４ １ ） 明年我要旅行上海 。

＊（ ４ ２ ） 今天晚 上我要去参观他 。

还有 ， 这套教材中的课文对话比较生硬 ， 有的 内容不符合中 国人 Ｈ 常交流中 的表达习

惯 ， 生词注释 中部分举例过于简单化 ， 这会造成阿拉们学生对该生词的不理解 。 此外 ， 部

分课文的语法 内容细微差别的讲解不够深 ， 这给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造成 了诸多不可忽视

的 负面影响 。 此外 ， 我们阿拉们 国家所使川 的对外汉语教材包括在中 国 留学使用 的
一

些教

学工具大多数都是 以词汇和语法讲练为主 ， 到 了 中高级阶段时 ， 词语的讲练在教材中仍居

统治地位 ， 讲练语篇和标点符号史是
一

片空 目前还没有编写专 门强调语篇教学的教材 ，

对语篇和标点符号教学的具体 内容 ， 该如何存效地进行相关的教学 ４训练的方法这些问题

还不明确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如果使用 的教材不能够对各个语酋屋面给予高度重视和关

注 ， 这会导致学习者缺少对汉语词汇 、 语篇 、 语法等其他层面规则的 了解 ， 掌握和应用 ，

从而会加重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负担 ， 造成各种各样的偏 误 。

除此外 ， 也有不少对外汉语教材对留学生的 ＞
＿ １ 得过程 、 接受能力和学 习 心理等考虑得

不周到 ， 将难度较大或分量较Ｍ的语篇或语法 内容集中在很短的时间 内 完成 。 就 《基础汉

语课本 》 而言 ， 这套教材仅用第 ５ １ 和第 ５ ２ 这两节课将汉语比较句式中所有重要的形式
一

次性讲完 。 这种不分难易的教学 内容 ， 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 使他无法分清

一

些相似句式间的细微差别 ， 更不利于汉语学习者很好地吸收所学到的 内容 ， 在使用汉语

进行交流时会造成不少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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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３ 教学方面的影响

除 了对外汉语教材外 ， 教学活动在
一

定的程度上也会影响外语习得者的学习效果 。 众

所周知 ， 外语教学总是在
一

定的环境中进行的 ， 因此 ， 课堂活动的整个过程都会受到教学

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 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 ， 课堂教学气氛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会干预着

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 ， 系统影响着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全过程 。 课堂教学的成败会或多或少

影响外语学习者对 目 的语各个语言层面的把握和正确使用 。

总而言之 ， 教材和课堂活动都属于外语学习者 自 身以外的影响因素 ， 如果要帮助学生进
－

－

步提高 自 己的语Ｗ水平 ， 首先要注意对外汉语教材的合理编写 ， 尽量地避免给汉语学 习

者产生模糊不淸的 印象 ， 其次 ， 在执行教学任务的过程中 ， 教师要组织安排好课堂活动教

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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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针对阿拉伯学生汉语学习偏误现象的教学建议和对策

汉语与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在词汇 、 句法 、 语篇 、 标点符号等层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

异 ， 如果阿拉伯学生不能够正确地了解和把握这些差异 ， 而把母语思维方式 、 表达习惯 、

交际方法和对文化的理解都迁移到 目 的语的使用 中 ， 这必然会导致许多偏误的产牛． 。 那么 ，

在学习汉语过程当 中 ， 阿拉伯学生应该采取怎样的学 ：
＞』方式来减少这拽偏误 ？ 汉语教师应

该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学习 困难 ， 从而提高他的汉语语言运用能力呢 ？ 为 了 能够把相关的偏

误降到最低程度 ， 笔者对学生 、 教师和教学方法提 出 了
一些具有指 向性 、 针对性的策略和

建议 。

７ ． １ 对教师提出的建议

７ ． １ ． １ 引导学生进行阿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

在研宄中 国人学习 英语的情况时 ， 吕叔湘 （ １ ９９９ ）
？
曾强调过

“

我相信 ， 对中 闲学生最

朽用 的帮助是让他们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异 ， 在甸
一

个具体问题
一－

词形 、 词义 、 语法范畴 、

句子结构上 ， 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跟英 ｉｆＨ乍 比较 ， 让他通过这种 比较得到 史深刻的体会
”

。

通过比较 ， 阿拉伯学生不仅会集中精力把握这两种语言在词汇 、 句法 、 语篇等层面上的差

异 ，
而 （ｉ会更清楚地看到汉语的本质特征 ， 从而逐渐地减少学习外语时所造成的偏误 。 基

于此 ， 在对外汉语课堂里 ， 教师应该对阿汉两种语言的词汇 、 句法 、 语篇和标点符号等各

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比分析 。 比如教授词汇时 ， 老师不仅要进行阿汉词汇的对比 ， 而且

需要对汉语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异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

通过收集到的资料笔者发现 ， 大部分学生用汉语词汇时
一

般存在
一

个共Ｎ错误 ， 他们

对很多近义词缺乏足够的 了解和把握 ， 比如 ：

“

吋间
”

和
“

时代
”

、

“

假期
”

和
“

放假
”

、

“

来
”

和
“

过来
”

等等 。 在阿拉伯语中 ， 这些近义词
一

般都可 以用
－

个词来代替 ， 这也是阿拉伯

学生 出现搭配不当等偏误的主要原因 。 因此教师备课的时候 ， 要给学生准备
？

定量的近义

词并进行对比类推 ， 另外要给学生解释清楚哪些词语 ｎ
ｊ

■

以在阿拉伯语找到对应 ， 哪
一

些词

汇与汉语意义和用法接近的 。 张志公 （ １ ９８８ ）
？
也指 出过 ：

“

对比研宄是对外汉语教学极为

重要的
一

种方法 。

”

很多研究表明 ， 外语学 习者在使用 目标语词汇时会出现很多错误 。 因此对外汉语老师

应该鼓励与 引 导学生通过对比分析方法 ， 来归纳与总结两种语言的词汇在概念意义 、 文体

①
吕叔湘．《 中国 人学习 英

语
》 ［Ｍ ］ 北京： 外语 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 １

９９９   ②张志公，

《

语汇重 要 ，语汇难》 ， 中国语 语 语 文， １９８８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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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搭配意义等方面的不对应 ， 使他们提高对这些偏误的意识 。 在很多情况下 ， 随着阿

拉伯学生词汇量的不断增加 ， 课堂里出现的近义词也会越来越多 ， 再加上有的教师对
一

些

词语的细微差别辨析不够清楚 ， 所 以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近义词时造成偏误的现象是避免

不 了 的 。 所 以汉语老师要加强 自 身对学生母语的的深入研宂和 了解 ， 并要重视母语负面影

响所造成的偏误 ， 对学生产生的错误进行解释说明 ， 进行书面语和 口语的意义区分 ， 帮助

阿拉伯学生把所有的偏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

除 了 词汇外 ， 老师也要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的意识 ， 对阿汉句子的结构规律 ， 句子成分

的排列顺序 ， 汉语句式等方而进行对 比 。 作为书面语篇的基本单位 ， 句子是保证书而交际

的关键因素 ， 因此教师＋仅要求学 ＞］科写 出 符合汉语语法的句 了
？

， 而且还需要增加他们对

句型变化和汉语句子特点的敏感度 。

７ ． １ ．２ 正确对待母语负迁移与调动其正迁移

在对外汉语教学 屮 ， 有的老师会对学生的母语负迁移有 种过度反应 ， 这会使学生在

川外语进行交流时感到极大的心理压力 ， 同时也会对外语产生
－

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 因

此 ， 为 了能够帮助学生消除这种恐惧感 ， 老师应该对母语所带来的影响有正确的认识和态

度 。 因为不少有关负迁移理论的研宂告诉我们 ， 在外语学习 中 ， 外语学习者所造成的偏误

是避免不 了 的 ， 在
一

定的程度上 ， 这也是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状况的
一

种标志 。 所以老师应

该把母语负迁移看成是外语学习和跨文化交流的
一

种必然出现的现象 。 既然无法避免 ， 就

耍接受它 。

随着外语学习 的深入 ， 老师要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 对学生的错误进行纠正 ， 帮他减

少来 自 母语负迁移的错误 ， 使学生的母语语宵系统更接近 Ｈ 标语系统 。 丨Ｈ ｌ ｉ ｓ（ １ ９８５ ）
？
曾

提到过 ：

“

语 肖学 ＞Ｊ者应 该使用第
一

语宵作为他们有意识的 、 可 以借助资源 ， 从而促进他们

的第二语言的学习 。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母语作为
－

种 己经获得的知识和 习惯 ， 当它与 Ｍ

的语出现相 同点的吋候 ， 这会加快￣促进学过程 。 随着外 语学习 的发展史上 ， 迁移研宄

也表 明 ， 任何
一

个外语学 者都仍然会依赖母语的表达习惯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 比较 、

分析并利川学 习母语的时候所获得的经验来 引 导 自 己学习新 的知识 。 基于此 ， 在阿拉伯学

生学 习汉语的时候 ， 老师也要帮他调动母语的正迁移 ， 让他发挥本语言的正面作用 ， 并要

恰浩地运用它 ， 这样可 以更有效地加速外语学习 的进程 ， 并克服语言的负面影响 。

总而言之 ，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 ， 借助阿拉伯语完成汉语的学习任务也是
一

样的 ，

虽然在
一

定 的程度上会困扰着外语学习者 ， 但母语负迁移现象并不意味着二语习得者出现

了停滞 ， 这说明学生正在经历着
一

个积极的学习过程 。 所以对外汉语教师要知道 ， 母语负

迁移既是习得者不可缺少的学习策略 ， 也是每个学生都要经过的
一

条道路 。

①
Ｅ ｌ ｌ ｉ ｓ

，

Ｈ ． Ｕ 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
ｑ
ｕ ｉ ｓ ｉ ｔ ｉｏｎ

 ［
Ｍ

］
．Ｏｘｆｏ ｒｄ ： Ｏｘ ｆｏ ｒｄ 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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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１ ．３ 合理设置课堂教学 ， 营造语言环境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中学习动机的激发者 ， 教学策略的决策者 、 教学内容的呈现者 ，

教师的表现与风格会决定着整个教学过程的成败 。 所以为 了使教学活动得到充分的成功 ，

老师可 以在课堂上设计
一

些特定的文化氛围与情景 ， 试图让阿拉伯学生设身处地模仿现实

生活中的情景进行交流 ， 像拜访某人 、 去医院看病 、 购物等等 。 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根据所

学到的汉语知识和交际环境来正确地使用 Ｈ 的语 ， 而逐渐地可 以减少学习 中的偏误 ， 更会

加强对新语言的积累与运用 ， 最后可 以使汉语习得者感受到
一

些生动 、 具体的知识 。 还有 ，

除 了传授语言知识外 ， 汉语老师也要尽可能使用录像 、 磁带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工具 ， 给学

生提供更多 的真实的语言环境 ， 使他们能听到原汁原味的汉语 ， 体会语言 的节奏 ， 提高学

生对 目 标语的认 同度和敏感度 ， 激发学 习者的积极性 以及提高他们的主动性 ， 这样不仅能

使学生养成 ＆好的汉语思维 习惯 ， 而且也会帮他们摆脱与减少学习上的偏误 。

７ ．２ 对学生提出的建议

７ ．２ ． １ 提高阅读能力 ， 培养汉语语感

学习外语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学生 自 己去理解和领悟 ， 而不能在整个过程

只靠老师所讲的课堂内容 。

作为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手段之
一

， 阅读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 在外语学习过

程中 ， 阅读和写作是输入和输 出的重耍途径 ， Ｋｒａｓｈｅｎ 也提出过 ：

“

只有在足够输入的情况

下 ， 才能较好的输 出 。

”

因此 ， 进行大量阅读不仅可 以加强语言的积累 ， 培养外语学 习者

的语感 以及提高他的阅读能力 ， 在
一

定 的程度上也会有效地提高汉语写作能力 ， 提升对汉

语的敏感度 ， 同时也可 以帮助学生获得不同体载文章的语篇模式的知识 ， 提高汉语语篇连

贯能力 。 大量的 阅读还能帮助学生 了解汉语语言和 中 国文化各个层面的知识 ， 从而可 以减

少和消除母语负迀移所造成的偏误 。 跨文化写作教学的研究表 明 ， 之所 以大多数留学生在

汉语书面表达 中很容易造成偏误 ， 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外语词汇有限 ， 甚至贫乏 ， 因此他

们就不得不借用母语的表达 ＞Ｊ惯来完成学 任务 。 所 以通过适当的 阅读训练 ， 学生不仅可

以消除母语的负面影响 ， 而且可 以增强对 Ｓ 的语的语感 ， 使他在运用汉语时不会出现错误 ，

尽量用地道的汉语来表达 自 己 。

当然 ， 汉语阅读的训练方式有很多 ， 其中最有效地是 ， 学生要阅读汉语原著的易懂读

物 ， 这样就可 以不断接触
一

些基本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现象等等 。 如果学习者反复见到汉语

一

些虚拟语气的例子 ， 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 ， 他会加深对其正确使用 的 印象 。 还有 ， 反复

见到生活中常用 的动词搭配和表达 习惯等也会帮助学生进
一

步 了解在什么语境中可 以用到

某些词语 ， 而可 以减少阿汉词汇机械对应的现象 。 阅读的时候学生 同样要注意选择文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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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 内 容有吸引 力 、 没有专业词汇 、 篇幅 比较短的作品 ， 类似的读物既可 以看得快 ， 也

可 以看得多 。 除些外 ， 处于高级阶段的学生可以选择阅读
一

些中文报刊 ， 因为相关的 内容

很丰富 ， 信息也包罗万象 。 在阅读报刊的时候学生也可以 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经济 、 文化、

政治等其他领域的最新动态 ， 从而可以拓宽视野 、 更新观念 ， 跟上时代的步伐 。 阅读这些

丰富多彩的材料 ， 可 以帮助阿拉伯学生在轻松的氛围 中学习和 了解最地道的 中文 ， 文化常

识和语言知识 。 所以笔者建议每个学生要定期选好
一

份报纸 ， 然后利用课余时 间完成阅读 。

经过
一

段时间 的训练 ， 学生的 阅读速度 、 汉语表达能力 、 词汇量等各方面都会得到 了大大

提闻 。

７Ｊ ．２ 培养 自我评价的意识和能力

在学习外语过程中 ， 学生的 自我评价足非常重耍 的 。 外语学习咨对 ｎ 己的学 情况进

行全面的分析 、 评估和总结是十分重要的
一

个环 节 ， 这也被视为提高外语水平的
一

种方法 。

通过 自我评价 ， 学生也会发现 自 己的长处与不足 ， 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 使他逐步形成 良

好的学 习 习惯 ， 从而完善和强化下
一

步的学 习任务 。

以汉语句法学习为例 ， 阿拉伯学生要定期进行 自我评价 ， 分阶段反思 自 己的学习状态 ，

看 自 己掌握了 哪些语法点 ， 哪些还存在不足之处 。 根据获得的结果 ， 如果发现 自 己有些方

面还需要进
一

步提升 ， 他就应该意识到要采取其他的学习策略 ， 或更加努力 。 如果结果理

想 ， 那么在他学习其他语言层面时 ， 它可 以坚持使用 同样的学习方法 。 所 以 ， 养成 自我评

价这个 良好的 习惯 ， 不仅可 以提高学习外语的效率 ， 而且可 以给老师的教学方案提供借鉴

与参考 。 有 了 ｓ 我评价的意识之后 ， 学生在外语学 习 中会发挥着主体作川 ， 分析 自 己的薄

弱之处 ， 总结 自 己的成功环节 ， 促进学生管理 丨

＇

丨
己的学习 ， 合理安排 自 己的学习 时间 。

７３ 对教材和教法的策略和建议

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 教学材料的选用足否恰 Ａ 的 ？ 采取的教学方法楚否便于学生接

受 ？ 这不仅会影响整个教学过程的效果 ， 而且这也能衡量学生外语水平的
…

个标准 。 所以

只要注重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 才能全面提高教学效率 。

７ ．３ ． １ 对教材编写的建议

在整个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 老师使用 的教学材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
一

定的程度

上 ， 好的材料可 以激发外语学 习者的学 习兴趣 ， 帮助他深入感悟与理解教学的内 容 ， 为他

创设出有效的教学情境 。 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中 的不少研究表明 ， 成功的教学课堂活动 ，

一

定会有优质的教学材料来辅助 。 所以进行教学之前 ， 必须要考虑使用哪些教学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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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兵 （ ２００７ ）
？
说过 ：

“

要尽量减少教材对学习者的误导 。 以便好地满足学习者的需

要 。

”
一

般选好
一

套教学材料要考虑
一

下两个方面 ：

７ ．３ ． 丨 ． １ 要注意教材编写的准确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教材既是汉语和阿拉伯学生之间的载体 ， 也是承载着重要的知识

内容 。 为 了 能够使汉语学习获得成功 ， 确保阿拉伯学生获得知识的可靠性 ，

一

定要保证材

料编写的准确性 。 根据笔者个人的学 习经验 ， 针对阿拉伯 国家编写的汉语材料也仍然存在

着
－

些 问题 。 以生词教学为例 ， 对外汉语
一

定耍做到对词语准确释义 ， 不要单纯追求
一

对

一

的释义方式 。

在大多数阿拉伯 围家老师实用 的教材
“

新实用汉语课本
”一

书中 ， 生词释义也很容易

出现不准确性的情况 ， 老师在备课的时候会发现
一

些单词解释不准确 ， 例如 ：

“

理解
”

和
“

了

解
”

，

“

大概
”

和
“

大约
”

， 这两对近义词的英文注释分别是 （＃ ） 和 ，
这么简单

的解释 ｎ 定会影响 学生对这两个词语的准确使用 ， 等他看到这样的释义时 ， 他会把这两个

词语的用法和意义混淆 ， 这也是学习汉语词汇时 出现搭配不当 的原因 。 对外汉语的教材应

该更准确地解释这两个词的意思 ；

“

大概
”

指的是对情况的估计 ，

“

大约
”

（ｂｊ
Ｓ
）

指 的是对数量和时间的估计 ， 这样才能使学生恰当地使用汉语词汇 ， 而避免出现错误 。

７ ．３ ． １ ．２ 注重教材释义的完整性

教材 中注释的不完整性指的是对外汉语教学中
一

些教材会用相 同 的词语来注释汉语中

的几个近义词 ， 但没有做出完整 、 详细的解释 ， 更没有对这些近义词进行区分 ， 这样就会

导致留学生使用时造成偏误 。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
“

了解
”

和
“

理解
”

这对近义词 ，
二者的

相关意义都含苻明 白 、 认识 、 知道的意思 ， 但应该教学生的是 ；

“

了解
”

重于感性认识 ， 只

足对特定事物有表面上的 了解而 已 ，

“

理解
”

Ｍ于理性认识 ， 对事物的 了解更深刻 。 看来两

个词语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但学生使用的教材中都译为 （
ｄＡ） ， 并没有把相关的意义解

释完整 。 所以编写教材时应该注意这些词语的细微差异 ， 而要尽量地帮助外语学习者理解

和把握近义词的使用 。

７ ．３ ．２ 注意把一些内容纳入到教学中去

如果想减少阿拉伯学生对
一些语言层面的偏误 ， 应该爾视这些内容的教学 ， 以标点符

号为例 ， 为 了 能够使阿拉伯学生对汉语中 的这些符号有
一

个系统的认识 ， 应该把相关的教

学 内容安排到对外汉语教学中 。 如果教材中缺乏有关的章节 ， 汉语老师就不会主动去安排

相关的教学活动 ， 这连然会导致学生借用母语来学 习汉语标点符号 ， 因此他会无知无觉地

把母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模式迁移到汉语的使用上造成不少偏误 。 所 以教学大纲中
一

定要

有与标点符号有关的教学要求和 内容 ， 这样才能完善书面语的正确表达 。 还有 ， 因为汉语

①
周小兵 ．外 国汉语语法偏误研究

［

Ｍ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７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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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 所以让外语学习者从初级阶段时就对这些符号有
一

定的知

识 。 除 了对这些符号的书写和用法做详细的分析外 ， 应该给学生解释说明各种点号的功能 ，

让他对此有 了完整的认识 。

如果把汉语标点符号安排到教学中 ， 并设计相关的练习 ， 这不仅会让学生意识到点号

的重要性 ， 而且也可 以对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 减少相关的偏误 ， 提高书面语表达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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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

第
―

二语 ｎ 习得是
？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 而在这个过程中 ， 留学生不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

偏误 。 本文在中介语分析理论 、 偏误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 对收集到的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 的阿拉们学生的作文资料进行 了偏误分析并得出 以下结论 ：

第
一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偏误 ， 其中有词汇偏误包括搭配不当 、

词性混用 、 遗漏 、 错序 、 近义词混用等 ； 句法偏误主要表现在句子成分和句式上 ， 其中有

定语层面 、 状语层面 、 补语层面 Ｌ的偏误 、

“

是… … 的
”

句式 、 比较句 、

“

被
”

字句的偏误

等 ； 语篇偏误包括指称 、 省略和关联词层面上的偏误 ； 标点符号偏误主要集中在书写形式

不规范 、 符号的误用 、 符号的空缺和符号多余 。

第二 ， 根据偏误的分类 ， 笔者从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 内外两个角度试图寻找与概括这呰

偏误所产生的原因 ， 而把它们分为母语负迁移 、 目 的语的负面影响 、 学习策略和教材的影

响因素等等 。

第三 ， 根据学生所造成的偏误类型和产生的原因 ， 笔者针对汉语教师 、 汉语学习者 、 对

外汉语教材和教学法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 包括引 异学生对阿汉两种语言系统进行对 比

分析 、 提高对 母语负迁移的意识 、 培养汉语语感、 增强 自 我评价的能力 、 注意教材编写的

准确性等 ， 这样就可以把阿拉伯学生造成的偏误减少到最低程度 、 提高学生的作文质量 。

ｉ ｈ 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 本研究还存在
一

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 本研宄是在比较短

的时间 内完成的 ， 结果的可靠性不够 ， 收集到的资料也不够全面 ， 还有 ， 因为笔者 比较缺

乏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 实际操作能力还是有限 。 虽然 以上的 内容大部分都是来 自 〖 ＩＳＫ 动态

作文语料厍 中 的 资料 ， 但这不能反映出所有阿拉伯学生的语言偏误 。 其实与其他国家学生

相 比 ， 参加 ＨＳ Ｋ 考试的阿拉伯语母语者人数还是比较少 ， 笔者认为对阿拉伯学生造成的偏

误分析还不够深入 ， 研宄也不够透彻 ， 最后
一

部分提出 的教学建议也不够微观 。

在今后的研宄中 ， 应该近距离的观察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过程当 中所采取的教学策略

是否可行的 ， 更要加深对学虫造成的各个层面的偏误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与探宄 。 笔者希望

通过本研究能够帮助阿拉伯学生把相关的偏误降到最低程度 ， 从而促进汉语语言 的学习 ，

提高沟通和交流能力 ，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更全面地向前迈进 。

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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