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总第５４期）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特殊近义词考察
———以“刚”、“刚才”与“刚刚”的多角度辨析为例

宁　晨

提要　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有着数量众多的近义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意义和用法进行对比考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整个汉语系统的

认识。在初、中级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留学生对“刚”、“刚才”与“刚刚”三个近义

词的学习和掌握是一个难点，其中又以“刚”和“刚才”这组近义词的用法最容易混

淆。本文试从语言本体角度对这三个词展开探讨，并尝试从多角度对其差异进行辨

析，以期总结出其类型意义，以利对外汉语的近义词教学。

关键词　“刚”　“刚才”　“刚刚”　辨析

近义词指的是语音形式不同而意义相近的词。它的出现，在有同质的理性意义的大

前提下，彼此之间又存在差异，各自显现出不同的用法特征，为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准确

生动、丰富细腻提供了可能。同时，正是由于大量近义词之间细微差异的存在，其用法区

别使得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运用词语成句时容易产生错误，给他们的语言掌握带来了一定

障碍。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随着留学生学习水平
的提高，汉语词汇量的增加，其掌握词汇的难点越来越集中在词义辨析方面，词义辨析往

往决定着学生是否能比较准确、比较生动地使用汉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际。比如刘缙就

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仅应针对同、近义词进行辨析，面对学生提出的更广泛的辨析

对象时，教师也应该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等方面进行辨析，并运用具体例子帮

助学生掌握①。赵新和李英也提出，同义词辨析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在教学中应该着

眼于从语义特征、语法限制、语用选择各方面对同义词进行全面辨析②。杨寄洲则针对留

学生在使用近义词时的困惑问题，从意义和用法的异同对比角度对１７００组词语进行了比
较分析。他认为，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对比两个词语意义的异同可从基本意义、感情意

义、语体意义角度入手，对比两个词语用法的异同可从词性、搭配对象、造句功能、构词能

力、构形变化、使用场合和使用频率等方面进行研究③。周莉从也从聚合和组合角度探讨

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她认为从聚合角度出发，在辨析中应该着重于近义词

内部的对比分析，词义的范围、轻重、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运用对象和句法功能的不同方

面对比；从组合角度出发，则应当运用典型例句来理解同义的微妙关系④。

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近义词，情况相当复杂，对于汉语作为外语的

学习者来说，要完全清楚其用法差别，难度甚大。含同一语素的单双音节词构成的近义词

是近义词中较为特别的一类，它们之间的异同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等多个方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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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促使我们从多个层面立体研究现代汉语的相关问题，推动汉语本体

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由于这类近义词也是汉语词汇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故对它们开展研

究对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从探讨含有同一语素的单双音节构成的近义词的角度出发对“刚”、“刚才”与“刚

刚”三词进行辨析，或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时间副词与时间名词的联系与区别。目前学

术界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刚才”强调的是说话前不久的时点，是表示时间的名词；而

“刚”、“刚刚”则一般表示动作或情况发生不久，是表示时间的副词。尽管它们在意义、词

性和用法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同时又都具备做状语的功能，而这是由汉语的词性与功

能不一一对应的语法特点决定的，因此对于很多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来讲是一个难题。针

对这一问题，周晓冰曾在《充当状语的“刚”和“刚才”》一文中分别对“刚”和“刚才”做状

语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探究，指出表示时间的副词和名词做状语时有三点区别：一是跟表

体态的副词、助词共现时，时间名词比较自由，时间副词要受较多限制；二是和表示时间的

体词词语共现时，时间副词比较自由，时间名词相对要受一些限制，两种句子的意思和结

构也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三是跟其他状语成分共现时，时间名词一般出现在前面，时间副

词一般出现在后边⑤。谢成名《从语义范畴的角度看“刚”和“刚才”的区别》一文则立足

于“刚”和“刚才”所属语义范畴的不同，首先探讨了它们的语义基础问题，指出“刚才”一

词是具有固定参照点的，表达一种绝对的时间概念；而“刚”则没有固定的参照点，重点是

表达一种时间上的关系。进而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语料库中大量例句进行分析，考察了

“刚”和“刚才”与体助词“了”的共现情况，分析了“刚 ＋ＶＰ＋后／以后／之后”结构可接受
程度低的原因，并从认知规律上对留学生出现使用偏误的现象做出了解释。⑥

至于“刚刚”一词与“刚”、“刚才”两词的区别与联系，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我们知

道，在汉语中，重叠这一手段既可以构词也可以构形，而之所以采用重叠手段，主要是由于

双音节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尽管关于副词是否可以重叠的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就我们

所见的资料来看，语法界的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还是承认副词重叠的，如朱德熙、齐户杨、张

谊生等。朱德熙先生曾指出：重叠式的副词包括两类，其中一类的基式是单音节副词，重

叠式为ＡＡ，如刚刚、常常、渐渐等⑦。而“刚刚”正是来源于“刚”的重叠构形，即通过重叠

使词的形态发生变化，产生某种形态变体，用以表示某种意义和语法功能上的变化，起初

我们可以说“刚刚”只是“刚”的构形重叠，如今它在《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５）中已作为一
个词收录，体现出由构形重叠向构词重叠的转化。旺盛在《也谈“刚刚”和“刚才”》一文

中提出：“刚刚”有时候也表示“说话前不久的时点”，在用法上表现出和“刚才”相当的一

致性。他针对其他学者的辨析指出：“刚刚”并非“只能做状语”，充当定语也是它经常的

句法功能；从作为状语在句中允许出现的位置看，“刚刚”并非“只能放在主语之后”，和

“刚才”一样，也可以放在主语之前；从对肯定句和否定句的适应性看，“刚刚”固然能够

“用在肯定句中”，但也可以用在否定句中。⑧

总而言之，针对“刚”、“刚才”与“刚刚”这类近义词而言，在初级到中级的对外汉语

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学习者时常混淆“刚”与“刚才”的用法，常常出现如“我刚吃饭

了”、“我们刚才结束讨论”等这样的句子，而“刚刚”一词在应用中则基本上错误较少。本

文将在对“刚”、“刚才”与“刚刚”三词进行多角度辨析的基础上尝试从语言本体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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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解释学生使用“刚刚”一词为什么不会出现如“刚”、“刚才”这样的偏误。

一　关于“刚刚”的再分类

先看以下例句：

１）他刚刚来通知大家去开会。
２）别人都快到山顶了，他才刚刚爬到半山腰。
３）这个项目刚刚开始，还要多监督。
４）换了一个姿势，比刚刚舒服多了。
５）刚刚的事，他都看见了。
６）情况跟刚刚一样。
从上述符合语法规范和交际要求的例句可以看出，“刚刚”一词的应用存在着两种情

况：在例句１）２）３）中，“刚刚”用在动词的前面作状语；在例句４）５）６）中，“刚刚”的用法
则与时间名词的用法相仿。从目前的使用状况来看，我们或可认为“刚刚”一词兼具时间

副词和时间名词的性质。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在辨析中暂且将“刚刚”一词分成“刚

刚１”、“刚刚２”两种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一）从语义方面看

１）“刚刚１”是时间副词，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一个起始点。

如：工作刚刚１完成。

小亮刚刚１成年。

２）“刚刚２”的用法类似时间名词，表示事件是在这不久之前发生的，过去的时间里所

产生的动作。

如：她刚刚２在便利店里。

我刚刚２不是说了吗？

（二）从句法方面看

“刚刚１”只能做状语，“刚刚２”除了作状语之外还能够做句前的修饰语和定语。

如：１）我们刚刚２还说起你呢。

２）刚刚２我们还说起你呢。

３）大家想起了刚刚２的情景。

４）口语课刚刚１结束。

５）刚刚１口语课结束。（×）
（三）从搭配方面看

“刚刚１”只做状语，可与“别”类共现。

“刚刚２”除了可以做状语之外，还可以做定语，可与“正在”类共现。

如：１）别刚刚１好了几天，又犯老毛病了。

２）我刚刚２在洗脸的时候，听见电话响了。

不可否认的是，与印欧语言相比较，汉语中的副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词类，其外延不

甚清楚，范围不易确定。从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中的副词绝大多数是由古代汉语的名

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虚化而来，其中时间副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时间名词常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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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后逐渐专职化和定型化，同时其他句法功能逐步丧失而形成的。这种虚化目前还在进

行，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应当是存在着各种交叉纠葛的现象的。⑨这一

点，从上述“刚刚”一词出现“刚刚１”和“刚刚２”的分化现象上就可见一斑，我们从这样的

分化中或可大致看出语法化即实词虚化的问题。同时，应该看到，副词重叠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问题，尽管从目前的研究结论来看，大多数的学者仍然不会选择将“刚刚”视为一个

兼类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区分一个词是否属于兼类词有时难于避免主观，随着语言

的发展变化，一些情况会有所改变。

二　“刚刚１”和“刚”

“刚”和“刚刚１”都是时间副词，我们不妨先把它们分为一组进行比较：

（一）二者的相同之处

１．修饰动词和少数表示变化的形容词：
１）表示说话前不久发生，有“才”的意思：
如：刚（刚刚１）进来。

心情刚（刚刚１）平静下来。

２）表示紧挨在另一动作前发生，后面常用“就”、“又”来呼应。
如：天刚（刚刚１）亮，他就起床了。

他刚（刚刚１），就被老师叫住了。

２．用在动词、形容词、数词前面，表示事物正好达到了某种程度，有不早不晚、不前不
后、不多不少之意，相当于“恰好”。

如：这衣服不大不小，刚合适。

这裤子不长不短，刚刚１好。

他刚五岁就上学了。

这张纸刚刚１写得下四个大字。

３．表示勉强达到了某一程度，有“仅仅”的意思：
如：声音很小，刚（刚刚１）可以听到。

他身材高大，小明（刚刚１）刚到他肩头。

其中需要区别的是第２点和第３点，一个表示“正好”，一个表示“仅仅”，不易断定，
必须通过上下文来判断。如：刚刚两斤，我要三斤呢。这里“刚刚”是仅仅的意思；又如上

例：不多不少，刚刚两斤。这里的“刚刚”是恰好的意思。

（二）二者的不同之处

１．从语义方面看：
１）“刚刚１”更强调时间的间隔短，虽然“刚”和“刚刚１”都表示动作的始发点，但是“刚

刚１”往往更可以强调动作的速发性。当行为间的连续在事实上间不容发的时候，“刚

刚１”比“刚”更能给人鲜明的感觉和强烈的印象。

如：我刚想推门，你就开了 。（稍长）

我刚刚１想推门，你就开了 。（稍短）

我刚刚走到街角，就看到了这位熟悉的老朋友，从他的状态来看，显然是刚从南方



回来没多久。

２）“刚刚１”更偏重于说明“正好”，“刚”还可以说明数量少。

如：资料刚刚１够。

行李刚二十斤。

２．从搭配方面看：
“刚”可与“一”连用，但“刚刚１”不行

如：刚一出门　　　　刚刚１一出门（×）
刚一拐弯　　　　刚刚１一拐弯（×）

３．从使用频率方面看：
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一书中，作者提出，“刚”与“刚刚”都是时间副词，相比之下，

“刚”一词比“刚刚”更常用⑩。在本文的语境下，或者应该说“刚”比“刚刚１”更常用。

４．从语用（节律）方面看：
“刚刚１”一般避免叠用复现，也就是说，“刚刚１”一般避免与叠音副词和含叠音成分

的中心语连用。

如：我的事业仅仅刚＜刚刚１＞开始。
天刚＜刚刚１＞蒙蒙亮，他就起身要走。

明显地，在上句中，如果把其中的“刚”换成“刚刚１”，读起来则会感觉到节律上的不

和谐。另外，“刚刚１”一般也不大修饰单音节的中心语。

如：这里的春天来得早，积雪刚刚１消融，绵绵细雨就湿润了大地。

其时，一场飘飘洒洒的春雨刚＜刚刚１＞住。

三　“刚才”、“刚”与“刚刚”

（一）关于“刚才”

１．“刚才”表示说话以前不久的时间，用于动词、形容词或主语的前面。
如：刚才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刚才光线很暗，现在不暗了。

刚才你在做什么？

搭配一般有两种：

１）刚才＋的＋ｎ．　　刚才的事
２）刚才＋指＋　　　刚才那个人
２．对“刚才”一词词性的不同看法：
１）名词说：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和吕叔

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等认为其是名词，这是目前得到
广泛认可的说法。

２）副词说：李科第（《汉语虚词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和华南师大中文
系（《现代汉语虚词》，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认为从其修饰和限制性来讲，可以归入
副词。

３）名词兼副词说：唐启运、周日健（《汉语虚词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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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是名词兼副词。

本文认为“刚才”一词在含义上主要用于表达某种已经过去了的状态曾经存在的简

短时段，从这一角度来讲，将其归入时间名词的范畴是比较合适的。

（二）“刚才”与“刚”、“刚刚”的区别

１．从意义方面看：
１）二者同作状语，表示时制的情况：
（１）“刚”表示持续，“刚才”则表示完成结束。
如：他刚睡了一会。（表示目前还在睡）

他刚才睡了一会。（表示目前已经没在睡觉了）

他刚离开了几分钟。（ｈｅｈａｓｊｕｓｔｌｅｆｔｆｏｒａｆｅｗｍｉｎｕｅｔｓ．强调已经离开，目前不在 ）

他刚才离开了几分钟。（ｈｅｌｅｆｔａｆｅｗ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ｍｏｍｅｎｔａｇｏ．强调之前离开，与现在
情况不同）

（２）与“刚”共现的时间可长可短，与“刚才”共现的时间则较为具体，只短不长。
如：孩子刚玩一会儿。

我刚到这儿半年。

他刚才睡了几分钟。

２）“刚才”强调说话前不久的时间，而“刚”并不表示绝对的时间，有些时候甚至与说
话的时间无关：

如：我刚才／刚刚还看见小张在看电视呢。
他常常刚吃了饭就饿。

他刚／刚刚从大学毕业。
他刚才从大学毕业。（×）

２．从语法分布方面看：
“刚”是副词，所以只能放在动词前，不能够用在其他的位置，而“刚才”的位置则相对

多变。

如：刚才他来了。

他刚才来了。

他刚来。

刚他来了。（×）
３．从搭配方面看：
语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带来具体使用中结构组合方面的差异。

１）“刚”、“刚刚”和“刚才”在搭配一些动词和表时量的词语时，用法就有所区别：
如：我刚（刚刚）睡了一会儿。

我刚才睡了一会儿。

我刚（刚刚）来了一会儿。

我刚才来一会儿。（×）
２）“刚才”和“刚刚”后面可用否定词，但是“刚”则不可以。
如：你为什么刚才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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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刚（刚刚１）不说？（×）
３）“刚才”和“刚刚”句尾可用“了”，但是“刚”则不可以。
如：小张刚才来了。

小张刚刚来了。

小张刚来了。（×）
４）从规范用语的角度讲，“刚”前可以使用别的时间状语，而“刚才”则不可以。
如：这几天，小张的心情刚好些。

这几天，小张的心情刚才好些。（×）
４．值得一提的是，在口语中，有时“刚才”可以简略为“刚”，而“才”脱落，这时可能又

有“刚”又有“了”。但是这样省略后产生的“刚”和本来那个“刚”在停顿上有所不同，试

比较：

你家刚／来了个电话。（省略“才”）
你家刚来电话。（直接用“刚”）

巧克力刚／卖完了 。（省略“才”）

巧克力／刚卖完。（直接用“刚”）
需要指出的是，“刚”和“刚才”既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时间的词，就无法比较二者时间

的长短。“刚”是说话人认为事情发生在不久之前。这个“不久”既可以是一两分钟以前，

如“他刚写完，在打印呢”，也可以是几年以前，如“他刚来这里一年”。如果说话人认为一

年很长，他也可以说“他来这里已经三年了”。“刚”是可以带有个人主观的意见的，“刚

才”则是说话人指在他说话时不久以前的那一刹那，是客观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语义、语法还是在语用上，“刚才”和“刚”两词的

差异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刚刚”一词既来源于“刚”，一直被视为具有相同的用法（《现代

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等），又以双音节的特征优势迅速地接近“刚才”一词的用法，因此产生了
目前兼具时间副词与时间名词双重特征的状况，对于学习者来说，似乎更为容易掌握。

四　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大部分近义词都有相同语素，在学习者看来，其形、义都很类似。同时，由于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汉语的外语注释不可能达到完全精确，汉语中近义词的外语对应词往往只有一

个或是各自的外语对应词在实际用法上与在汉语中的区别并不相同，加之母语惯性思维

等因素的影响，学习者往往会因为词义和用法的理解偏差在使用时对近义词不加区分地

任意选用或区分错误造成搭配不当。

比如，《实用汉语课本》对“刚”一词的翻译是：“ｊｕｓｔ，ｏｎｌｙａｓｈｏｒｔｗｈｉｌｅａｇｏ”，《汉英词
典》（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把“刚才”一词翻译为：“ｊｕｓｔｎｏｗ，
ａｍｏｍｅｎｔａｇｏ”。观察这两条翻译，我们会发现 “ｊｕｓｔ”和“ｊｕｓｔｎｏｗ”这两种表达与汉语的
“刚”和“刚才”并不是分别对应的。

如：Ｈｅｈａｓｊｕｓｔｌｅｆｔｈｅｒｅ．他刚／刚刚离开这儿。
Ｈｅｗａｓｈｅｒｅｊｕｓｔｎｏｗ．他刚才／刚刚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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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ｇｕｅｓｔｓａｒｒｉｖｅｄｊｕｓｔｎｏｗ．客人刚到（客人刚刚才到）。
显然，由于在语义和语法上存在着组合规则的差异，英语中不把“动作发生在不久以

前”和“发生动作的刚过去不久的时间”作为重要的区别特征来区分两个概念，即在英语

中没有与汉语的“刚”和“刚才”完全对应的两个互相区别的词，所以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一

语言的学生往往感到区分“刚”和“刚才”是比较难的。

毋庸置疑，近义词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差异是语义差异，语义差异

会带来结构组合方面的差异。语义差异是比较细致微妙的，且不同种语言之间往往缺乏

精确对应的关系，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不易理解，也较难把握。而结构组合方面的差异，如

语法特征、组合分布、句型句式、语义搭配等方面的差异则是外在的，比较具体实在，易于

把握。因此，针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近义词的辨析不能

只是分析内在的语义差异，而应当特别注重找出近义词之间具体实在、易于把握的外在差

异，对于一些意义较为虚化的词语进行近义辨析来说尤其如此。

从语法和语用限制的角度来讲，近义词的辨析需要分析词性以及其充当句子成分和

与其它句子成分进行组合的能力，还要考虑在何种语境下使用。涉及副词，应考虑其所修

饰的成分有何特点，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是单个词还是词组或句子等复杂形式，可以与

时点词语还是时段词语共现等。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不考虑口语因素，严格来讲，“刚

才”一词后面可以使用否定词，但是“刚”一词则不可以，如有“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没有

“你刚为什么不说”；“刚”一词可与“一”连用，但“刚刚”一词则不行；“刚刚”一词一般避

免叠用复现，即一般避免与叠音副词和含叠音成分的中心语连用，我们一般说“天刚蒙蒙

亮”，而不会说“天刚刚蒙蒙亮”等等。

但是，语义基础对句法表现出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近义词所概括和反映的现象虽然基

本一致，但强调的重点和侧面却有所不同。比如“刚才”一词不能用于时间跨度较大的事

件，因为它有固定的参照点，表达绝对的时间概念；“刚”一词之所以不能和句尾的“了”共

现主要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时间关系，它所修饰的小句主要为前景句提供时间参照的

信息，与句尾“了”的语用环境不符。这些结论说明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只作简单的定

性和句法位置的描述是不够的，从语义和认知规律上对语法现象做出解释对学习者正确

理解和使用某个语法项目至关重要。瑏瑡

通过以上对“刚”、“刚刚”、“刚才”这组近义词的多角度辨析，本文认为在具体的对

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于初级、中级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说，由于“刚”、“刚才”与“刚刚”是一

组语音形式相近，在意义、用法上既有类似共通之处又有所区别的近义词，且在理解上难

度较大，放在一起讲解，进行对比辨析的效果可能不会理想，反而容易造成混淆。所以可

以考虑根据其各自专属用法的特征，相隔一段时间分别进行教学，等学生巩固掌握其基本

用法后再来回顾对照。尤其是针对“刚”和“刚才”，它们语音形式相近而用法区别明显，

所以最好隔开一段时间分别进行讲解，然后再去回顾对照。谈到“刚才”一词时，就可以

将其和表示“一小段时间之后”和“一会儿”放在一起对照介绍。本文认为，实际的教授顺

序可以考虑从使用频率较高、位置较为固定的“刚”到具有过渡性质的、表达功能更强的

“刚刚”再到意义和用法较为容易理解却又不易掌握的时间名词“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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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通过强调三词各自建立在其词义基础上的搭配特征来进行区别教学。指

出“刚才”是表示时间的名词，讲“刚才”时可以和表示一小段时间以后的“一会儿”放在

一起对照介绍，这样可以与“刚”有效区别，如：刚才我出去买了礼物，一会儿我就要出发

了。我们在介绍“刚”时可以连带给出另一个时间状语（如：马上、就），这样既介绍了

“刚”、“刚才”的一个区别特征，又增强了学习者对“刚”所表示的时间概念的认识。

第三，在具体的教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虽然需要着眼于语法、语义、语用等各个

方面，对近义词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找出各个方面的差异进行辨析，但是却没有必要在

讲解中列举种种差异，做出过分细致的说明。分析“刚”、“刚才”、“刚才”这样一组近义

词的用法差异，本文认为较好的方法还是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感，

在实际教学时突出重点的单项差异，比如抓住“刚”在语气上的强调特点，“刚才”则在含

义上主要用于表达某种已经过去了的状态曾经存在的简短时段，并且与当下或者说现在

时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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