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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汉语保持水平与父母的角色
———基于布里斯班五个华人移民家庭的个案研究

沈椿萱　姜文英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４０７２）

摘　要：笔者对布里斯班五个华人移民家庭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ＹＣＴ测试详细考察五个被试的汉语听、说、
读、写能力；并对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深度了解父母对孩子汉语学习的态度以及所付诸的实际行动。结果

显示被试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在四项语言技能上发展不平衡，听力、阅读明显领先于书写和口语表达。被试

父母的态度可分为尊重孩子兴趣为主和强调汉语的重要性两种倾向类型。两种态度在行动上有不同的体现，后者

父母在提供学习资源、坚持汉语交流和送中文学校学习等行动上更加坚持，因此会增加孩子接触汉语的机会，对孩

子的汉语保持起到更强的促进作用。在英语主导的环境中，父母所营造的汉语学习氛围是儿童汲取汉语语言文化

知识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儿童汉语保持过程中父母的角色不可忽略。

关键词：移民家庭；父母；儿童；汉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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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玉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中国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本文对学习汉语６－８个月的印尼华裔留学生的阴、阳平感知和产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目标字位
置和参照字声调类型对印尼华裔学生的感知有影响，他们基本可以辨别阴、阳平，且感知呈现出范畴化特征，但感

知边界和范畴化程度均低于中国人；从阴、阳平的产出上看，印尼华裔学生表现为阴、阳平调域的偏低以及阳平音

高升幅较小等特征，与中国人差异显著。这说明，印尼华裔学生感知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但产出

的准确性滞后于感知的建立。

关键词：印尼华裔学生；阴平；阳平；感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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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究

刘若男　原一川
（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国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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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习情景中印尼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调查

陈　琳　李艾玲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学习策略在语言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Ｌｉｙａｎａｇｅ（２００４）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对不同学习
情景（如课上／课外听说等）中印尼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探讨性别、汉语水平、学习类型对
不同学习情景中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印尼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较多使用认知策略和元认知

策略，较少使用社交情感策略。在汉语学习策略的整体使用上，性别、汉语水平和学习类型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但不同学习情景中学习策略的使用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学习策略；学习情景；汉语学习；印尼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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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ｉｎｙａｎａｇｅ，２００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ｍｅ
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ｗｈｉ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ｕｓ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ｅｒ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ｇｅｎｄ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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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隐喻理解能力实证研究

张仕海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国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普遍存在。隐喻理解能力是指对语言中隐喻的辨认、意义推
断及解释的能力。在二语教学中，隐喻理解能力培养是语言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了解留学生汉语隐喻

理解能力，我们选取７０名中、高级汉语水平留学生为被试，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的隐喻理解能力
有限；隐喻理解能力与其汉语水平、汉语学习时间及在华时间等因素有显著正相关；他们最易理解的是食物及用品

类隐喻，而最难理解的是动、植物类隐喻；语境强度与隐喻理解效果呈正相关。据此，我们对汉语隐喻教学提出了

相关建议。

关键词：隐喻理解能力；汉语水平；语境强度；实证研究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ｈ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ｉ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ｉｓｏｎ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ｂｙ７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ｖｅｌ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ｉｓｐｏｏｒ．２）Ｉｔｉ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Ｉｔｉｓｅａｓｉ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ｍ
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ｏｏｄｓｏｒｄａｉｌｙ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ｗｈｉｌｅｍｏｓ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ｏｎｅｓａｒｅａｂｏｕｔ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ｒｐｌａｎｔｓ．４）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ｈａｓａ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ｓｅ，ｗ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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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印尼学生汉语习得的偏误类型和成因

王红侠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中国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０）

摘　要：初级阶段印尼学生汉语习得常见的偏误有句法偏误、词语使用偏误、句子表达偏误三种类型。句法偏
误有语序偏误、不对称偏误、标记成分偏误等五种类型。句子表达偏误常见的有合并偏误和逻辑偏误等几种。产

生偏误的成因：一是用母语类推汉语而产生偏误；二是用已有的汉语知识类推新的语言规律产生偏误；三不能准确

理解词典释义产生偏误。

关键词：印尼；偏误；类型；成因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ａ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１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ｗｏｒｄｓｕｓ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ｉｖｅ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ｗｏｒｄｓｏｒｄｅｒｅｒｒｏｒ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ｓｏｏｎ．
Ｍｅｒｇ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ｓ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ｅｄｕ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ｇｕｅ；ｔｈｅｙｄ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ｎｅｗｒｕｌ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ｌｄｏｎｅｓ；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ｘａｃ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ｅｒｒｏ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ｃａ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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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东南亚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
影响因素和发展情况

张娟娟

（北京华文学院，中国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本文采用纸笔测验的方法，考察了东南亚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影响因素、形成和发展情况，还考
察了其部件意识和部件位置意识的发展情况。结果发现，学习、频率、笔画、识字量是东南亚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

识的影响因素；东南亚留学生在初级上阶段已基本形成了汉字正字法意识，在中级上阶段进一步发展，左右结构汉

字的正字法意识优于包围结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的部件意识和部件位置意识在初级上阶段都已基本形成，且二

者同步发展，在初级下和中级上阶段，留学生部件位置意识的发展均优于部件意识，部件频率在不同水平阶段对东

南亚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均没有影响。

关键词：东南亚；留学生；正字法意识；部件意识；部件位置意识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ＺＨＡＮＧＪｕａｎｊｕ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ｂｙｌｅｘ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Ｉｔ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ｒｏｋｅ，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
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ａｒ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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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韩语母语者对汉语作格动词习得中
的“被动泛化”现象

王国栓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中国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英语习得中的“被动泛化”现象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汉语习得中“被动泛化”的研究却还少之又少。从
二语习得的角度说，把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分开研究是一条可行的途径。韩语母语者对汉语作格动词习得中产

生“被动泛化”的原因是“使役”，习得的过程是“Ｕ”型。
关键词：非宾格动词；作格动词；被动泛化

Ｔｏｐｉｃｔｈｅ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２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ｂｙＫｏｒｅａ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ＷＡＮＧＧｕｏｓｈｕ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３０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２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ｒａ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ｃ
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Ｕ＂ｓｈａｐ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ｉｖｅ；ｕｎ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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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汉语“因为”从句和印尼语 ｋａｒｅｎａ从句对比

胡明亮

（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 湛江 ５２４０４８）

摘　要：汉语“因为”与印尼语的ｋａｒｅｎａ都是表示原因的连接词。从句法看，汉语“因为”引导的状语从句多出
现在主句前，而印尼语ｋａｒｅｎａ从句多出现在主句后。从语义看，汉语“因为”对原因的强调更重，而印尼语ｋａｒｅｎａ相
对更弱，因此使用更为广泛。从语用看，汉语“因为”从句在主句后时更为强调，表示新信息；而印尼语 ｋａｒｅｎａ移到
主句前时更为强调，表示新信息。两者在主句前后均与所在语篇的话题结构有关，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印尼学

生使用汉语“因为”时不注意这些差异，以致按照印尼语的习惯，一般将“因为”从句放在主句之后，造成语义和语

用的偏误。

关键词：因为；ｋａｒｅｎａ；对比；语法；印尼语

ＹｉｎｗｅｉＣｌａｕ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ｋａｒｅｎａＣｌａｕｓｅｓ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ＨＵ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ｆ ｏｎｏｒａＲ ｒｆ

ｍ ｆａＲｒＳｏＲ

Ｒ

ｌ

ＨｌＨ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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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基于语料库的“罢了”“而已”语篇功能比较分析

丁存越

（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中国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中国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罢了”和“而已”都是句末语气助词，除了语体差别外，语篇功能上也存在差异。“罢了”和“而已”在
语篇搭配上往往是有标记的，但侧重的标记形式不同，各有偏好，同时二者都有用例没有标记形式，比例相当。在

语篇衔接上，“罢了”主要与上文呼应，结束话题；“而已”与上下文都可呼应，有继续话题的作用。“而已”的衔接功

能强于“罢了”。

关键词：罢了；而已；语篇功能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Ｂａｌｅ（罢了）”ａｎｄ“Ｅｒｙｉ（而已）”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ｐｕｓ

ＤＩＮＧＣｕｎｙ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ｕｄｉ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８１５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ｌｅ（罢了）”ａｎｄ“Ｅｒｙｉ（而已）”ａｒｅｍｏｄ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Ｔｈｅｙ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ｔ
ｏｎｌｙｉｎ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ｕｓ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ｄ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ｌｅ（罢了）”ｉｓｔ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ｅｎｄ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Ｅｒｙｉ（而已）”ｉｓｔ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ｏ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ｈｅｔｏｐ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ｌｅ（罢了）”；“Ｅｒｙｉ（而已）”；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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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琉球官话课本中多功能词“得”及其相关问题

王　琳
（北京华文学院，中国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中的“得”既可以作实义动词、助动词，还可以作较为虚化的动相补语、动态助词、能
性补语、以及程度／状态／能性补语标记，体现出语法语义上的多功能性。在表达能性方面，更体现出可以通表整个
能性范畴的多功能语义特点，这种语法语义的多功能性与同时期北京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语料中的表现情况

及现代北京话等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存在差别，而与当今吴、粤、客、赣、湘等南方方言中的表现平行一致。典型南方

方言保留了古代汉语多功能词“得”及其通表能性范畴的用法，北京话等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却不存在这种现象，而

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具有方言类型学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琉球官话系列课本；多功能词；得；南北方言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ｄ“Ｄｅ”（得）ｉｎＲｙｕｋｙｕ’ｓ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ＡＮＧＬ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ｄ“Ｄｅ”ｉｎＲｙｕｋｙｕ’ｓ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ｃ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ｂｅｕｓｅｄ
ａｓｖｅｒｂ，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ｔａｔｉｎｇ／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Ｄｅ”ｃ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ｌｌｓｕｂ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ｋｉｎｇ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ｎｄ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ｆｔｈａｔｔｉｍｅ
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ｅｋｉｎｇ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ｔ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ｕ，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Ｈａｋｋａ，ＧａｎａｎｄＸｉａ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ｄ“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ｌｓｕｂ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ｅｋｉｎｇ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ｎｄｔ ａ ｆ ｔ ａ ｐ ｏ ｌ ｎ ｎ ｎ ｓ ｅ ｆｉ

ｎｄ Ｓ ｏ ｄ ｔ ｔ ｔ ｒ ｓ ｒ ｎ ｄ Ｒ ｔ ｌ ｓ ｎ ｔ ｅ ｆ Ｐｌ

ｏｔｉ ｏ ｏ ｆ ｔ ｄｆＮｒｒ ｒ

ＮＮＮｊ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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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４

汉语域外传播与西方英文期刊的研究价值

方环海　沈　玲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中国 漳州 ３６３１０５）

摘　要：早期汉语在西方的传播与西方对汉语特征的解读是需要多学科参与的学术领域，基于中国文化传播
的大背景，同时也由于汉语传播是文化传播的先导，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早期汉语传播经验的历史借鉴，也可以烛照

后来汉语传播之历史得失。因此，汉学中的英文期刊不仅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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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构建中国海外文化形象的策略分析
———以 ２０１５年《人民日报》（英文站）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活跃度为例

欧亚婷　廖伶欣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成功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中国 台南 ７０１０１）

摘　要：文化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能够增加一个国家的“声誉资本”。从文化的外
侧来了解另一种文化，依据的是他国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对对方国家文化形象的理解很难做到相对客观、全

面。因此，中国海外的文化形象需要本国的海外媒体进行塑造，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文化形象，都需要

这些公众外交的共同努力，以便传播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社交媒体作为ｗｅｂ２．０时代不可缺少的传播
媒介，其“多结点扩散”的特质，在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形象方面有着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本文第一节主要

介绍了在社交媒体的支撑下构建中国海外文化形象的必要性，第二节通过统计人民日报（英文站）在２０１５年下半
年发布的消息，分析作为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第二大粉丝量的报业是否有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传播文化形象。第三节根据数
据分析结果，借用管理学模型为中国海外文化形象构建提出一些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文化形象；社交媒体；海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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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ｂｙ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Ｅｘａｍｐｌｅｂｙ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Ｙｅａｒ２０１５ＲｅｎｍｉｎＲｉｂａ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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