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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４ ４５

李润新

提要　吕必松教授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值此庆祝对外汉
语教学学科诞生三十周年前夕，撰写此文，较全面地评介吕教授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

学科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吕必松　对外汉语教学　学科带头人

一　对外汉语教学新型学科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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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科建设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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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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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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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４ ４５

李　泉

提要　本文从宏观角度探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原则、策略和意识，
兼及教师的文化心态等问题，并在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和“柔性策略”的视野下讨

论了相关问题。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是基于外语教学的性质、特点、目的及文化内容

本身的特点提出的；文化教学的柔性策略是针对文化教学的内容取向、文化内涵的概

括、文化内容的解说及文化教学的意识和态度而言的。

关键词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　文化教学原则　文化教学策略

一　引　　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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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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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９９８
５ ２００４

二　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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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注

① 牗１９９０牘牶 牞 牞
．

② 牗１９９０牘牶 牞 牞
牗 牘 ．

③ １９９９ａ牷 爯 爭 爮爲牞
爯 爲２０００ ４ ．

参考文献

． 犤Ａ犦． 犤Ｃ犦． 牶
牞１９８６．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１．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０．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５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８牞牗６牘．
　 牞 　 ． 牗 牘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９牗ａ牘．
　 牞 　 ．爯 爲 犤Ａ犦．

犤Ｃ犦． 牶 牞１９９９牗ｂ牘．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５．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 ９ 牞 ．

（下转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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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４ ４５

陈荣岚

提要　本文阐述了汉语意合性的特征及其在语言单位组合和语言使用过程中的
体现，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针对汉语意合性的特点，指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的

语言组合规律及其句法、语义、语用功能，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　汉语　意合性　对外汉语教学

一　引　　言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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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汉语合成词的结构和意义看汉语的意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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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汉语词组的结构和意义看汉语的意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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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汉语句子的结构和意义看汉语的意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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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参考文献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１．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３．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３．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９．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１．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２．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８．
． 犤Ｍ犦． 牶 ．２００５．

（陈荣岚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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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４ ４５

幺书君

提要　本文分析了中高级阶段留学生听力理解的困难以及产生理解偏误的主要
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教学中的应对办法，以期为中高级听力课教学提供某些

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关键词　隐晦表达　形式相近　汉字　知识储备　理解偏误

引　　言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４

一　隐晦的表达，导致对潜在语义的理解困难

① ?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

六十年代，一些相对富裕的家庭，如果能买一辆自行车，一生的追求就算完成了，并且

很知足。在那时，自行车决不仅是一种代步的工具，更是一种家庭富裕的象征。②

６２





二　对字面形式相近，实际语义不同句式的理解偏误

“瓷饭碗”要求从业者具备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使低素质劳动力就业越发艰

难，不信走到街上你随便拉住个打工者问问，他为了工作到过多少个省，换过多少家公司？

　

生活在城市里的病人每天都有亲朋好友和同事前来探望。家人来时宽慰说：家里你

就放心吧，还有我们呢，你就安心养病吧。朋友探望时劝慰说：你现在什么也别想，一门心

思养病就行。单位来人时开导说：你放心，单位的事我们都替你安排好了，你现在的工作

就是养病。④

三　缺乏汉字音、形、义的正确联想能力，导致理解偏误

１、最新一项调查表明，只有（０．９％）的人想靠儿女养老，有５８．７％的人表示要靠养老
８２



金和退休金，有２１％的人想靠存款，有（１４．６％）的人靠保险金。
２、调查表明，（８５％）的老年人生活中离不开电视，拥有手机的为３９．３％，会使用的仅

为（２４．７％）。拥有家庭电脑的占２４．７％，但是会使用的仅为（６．７％）。
３、“饭桌上批孩子，大人伤神，孩子伤胃，全家人伤心”，一项在全国六大城市（２５００）

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国（过半）孩子饭桌上“挨批”。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每年艾滋病日都有一个宣传主题：１９９１年是“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
战”；１９９３年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１９９６年是“同一世界，同一希望”；１９９９年是“关注
青少年，预防艾滋病”；２０００年是“预防艾滋病，（　　　）责无旁贷”；２００５年是“遏制艾
滋，履行承诺”。

　　　　　Ａ难事 Ｂ男士 Ｃ凡是
Ｂ ４７ １

Ｃ ２２ Ａ

Ｂ Ａ

从
１９８８年开始，每年艾滋病日都一个宣传主题：１９９１年是“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 战”；１９９３

年是“（

　　％
）不我待，行不性”性；

　　　　　Ａ 事 Ｂ



②
③
④

２
③④ ３

３ ３

四　用已知信息理解语言，导致理解偏误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Ａ：大家都知道，水与油是不能相溶的，可是如果把水经过了纳米技术处理以后，会是
什么样呢？那时它可以与汽油进行充分的混合，而且这种纳米水还可以让汽油燃烧得更

充分。我们还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一块是刷了普通涂料的木板，一块是刷了纳米涂料的

木板，如果我们把相同的污渍滴在上面，然后我们用水冲洗，就会发现，在纳米涂料上，污

渍不会残留，而普通涂料就不行了，而且，这种复合了纳米涂料的涂料还可以透气，但是不

０３



会漏水，所以也被称为可以呼吸的涂料。

Ｂ：真的是很神奇啊！很多普普通通的东西经过纳米技术改造以后呢，就具有了很多
特殊的性质。

Ｃ：所以说这都是纳米技术的功劳了。有一些材料被加工到纳米那么微小的尺度以
后呢，它的性质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有一些金属，它加工到纳米那么小的微粒的时候

呢，就不导电了。有一些氧化物呢，加工到纳米那么小的尺度呢，就具有了抗菌的功效。⑤

判断题：① 掺了纳米水的汽油比纯汽油更好。

② 有的金属加工到纳米尺度不导电。

２０

① ８ ②

五　余　　言

注

① ? 爯 爲  牞 牞１９９２．
② 　 爯 爛 爲牗 牘牞 ３４ 牞 牞２００５．
③ 爯 爲牞 ９１－９２ 牞 牞１９９９ ．
④ 爯 爛 爲牗 牘牞 ９５９７ 牞 牞２００５ ．
⑤ 爯 爛 牗 牘爲牞 牞２００５ 牞牗 牘 ６６ ．

参考文献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４牞牗１牘．

１３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６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３牞牗２牘．
． 犤Ａ犦． 犤Ｃ犦． 牞１９８５．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４牞牗６牘．
． 犤Ａ犦． 犤Ｃ犦．

牞１９９０．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６牞牗１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１牞牗１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６牘．
． ． 牞２００３牞牗４牘．

? ． 犤Ｍ犦． 牞１９９２．
． 犤Ｍ犦． 牞１９９６．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１牘．
． 犤Ａ犦． 犤Ｃ犦． 牞２００４．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５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２牞牗３牘．

（幺书君　中 语 学



２００７ ４ ４５

张　莹

提要　对外汉语高级听力从理论研究到教学实践对语体影响听辨的作用都还认
识不足，已有听力教学模式侧重听辨口语体语料而忽视了相当一部分口头形式的书

面语言。语体听辨能力测试实验表明高级阶段留学生的书面语体听辨能力比较薄

弱。高级听力教学有必要从语料选择、语体意识培养、语体风格图式构建等几个方面

重点贯彻书面语体听辨能力的训练。

关键词　高级　书面语体　听辨能力

一　对外汉语高级听力教学及研究现状

１９％
２３％

８０

２００４Ｐ６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３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二　书面语体听辨能力测试实验及结果分析

１００

１

２ ７

２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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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语域 语料内容 语域 语料内容

正

式

火车站内、公交车上及地铁上的广播

和中秋节有关的文艺作品朗诵

国际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

一位校长和一位家长的对话

超

正

式

宣读邀请函

我国《刑法》某条款的规定

国际新闻播报

关于彗星的知识介绍

表２

正式语篇 超正式语篇

考察点

（个）

书面语体词汇 １ ６
书面语体短语 ６ ９
书面语体句法 １ ４

对主要信息的概括 ０ ２
对情感特征的把握 １ ０
对篇章结构的把握 １ １
话语双方的关系 １ ０

话语发生的场合或诉诸的方式 ２ １
总计 １４ ２１

答题情况 错误率 ３３．１％ ５９．３％

表３

考察点 错误率

语言特征

书面语体词汇 ４８．３％
书面语体短语 ５７．５％
书面语体句法 ４１％

对主要信息的概括 １６％
对情感特征的把握 ３３％
对篇章结构的把握 ４８％

语境特征
话语双方的关系 ４８％

话语发生的场合或诉诸的方式 ４６％

５３



　　１．

４
＝ → ＋

→ ＝ ４

→

表４

语料原文 被试写的错误形式

候车 后车、火车、后侧

严禁 眼睛、严谨、严进、严睛、严敬

手持 收、收汽、首次、受出、手气、收此、收支、手指、手支、首出、售、手至

务必 勿必、无必、无比、勿避

客流量 可？、客留量

切勿 切务、且无、特别、却无、切无、且毋

单一 单位、单以、但ｙｉｎ

不设零找
不舍？着、不舍零找、不涉零找、邻脚、不设令角、不是领找、不设领角、

不设邻角、不是零找

　　２．
４

３．

６３



４．

５．

６．

三　关于实施书面语体听力教学的设想

７３



１＋１

→ →
→

参考文献

． 牗 牘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４．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０．
． 犤Ｄ犦． ９０
牞１９９３．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０．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１牘．

（张　莹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８３



２００７ ４ ４５

汪惠迪

提要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承都已经有整整一个世
纪的历史了。我国在向新马两国传播汉语言文字的时候，应当采取与绝大多数零起

点的国家不同的策略。大力加强对新马华语的研究，提供真正适合当地需求的课程，

编撰切合实际的教材，成立有权威的高效率的协调机构，以促进新马华语的标准化和

规范化。

关键词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华语文传播　策略

５７
２００４ １１ ２００７ ７

１７０
５０

一

１９０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６５ ８ ９

９３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９
２９

１０

１９８８ ３ １９８６
１９５８

１８ ２０
１９０４ １９１７

① ６１
８ １２

８０００ ６１
３８ ２３ ２００６ ５

４７６６
６０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１

二

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９

２００５

１０

１４



５ ３ ７０ ５２７
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５

３７０ ５２７
４５ ３６００
１０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４

三

２４



２００４

簔

Ｂ ２１１ 簔

４３ ２０％ 簔

簔

８０
"

１９８３ ２ １９９６ ３ ２００５ ５
" "

ｐａｓａｒ ｏｒｃｈｉｄ



ＲＭ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４

ＡＩＤＳ Ｖｉａｇｒａ

１

簔
"

｜ ｜
４４



｜ ｒｏｔｉｐｒａｔａ

｜ ｜ ｜

注
① ２００７ ４ ２３ 牞

牞 ．

参考文献

． 犤Ｎ犦． 牞２００４－７－２８．
． 犤Ａ犦． 犤Ｃ犦． 牶１９８４．３３ ３４．

（汪惠迪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界传传传



２００７ ４ ４５

／

周　夏

提要　“不说”常常和其他关联词语一起表示某种连接功能。本文选取了“不说
……，也／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它们在复句中的句法分布、语义背景及语用
价值进行研究，指出“不说”既可以表示递进关系，也可以表示让步关系。对于“不

说”的性质，本文提出应区分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几个“不说”，尽量说明它们出现的语

言环境以及句法篇章功能。

关键词　“不说”　递进　让步

一　引　　言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１５０

／

二　“不说”的搭配组合

／
／

（１）ａ儿子“搭”进去［不说］，［还］得把老婆“搭”上。
ｂ儿子“搭”进去［不说］，得把老婆“搭”上。（）

（２）ａ到了大天地，才知道土语方言误大事，受人家白眼［不说］，有时买卖［也］做不
６４



成。

ｂ到了大天地，才知道土语方言误大事，受人家白眼［不说］，有时买卖做不成。
（？）

（３）ａ如果青椒种砸了，一年到头受罪赔钱［不说］，［连］口粮［也］难以保证。
ｂ如果青椒种砸了，一年到头受罪赔钱［不说］，口粮难以保证。（？）

（４）ａ藏不住身［不说］，［就是］投降人家［也］没了本钱。
ｂ藏不住身［不说］，投降人家没了本钱。（？）
１ ｂ ２ ３ ４ ｂ

ａ

（５）上夜班辛苦［不说］，出点差错谁都看见。
（６）用手拔吧，费工费时［不说］，拔不了多少，便满手血泡。

／

（７）这样抚顺市“全军覆没”［不说］，沈阳［也］在劫难逃。／ 这样抚顺市“全军覆

没”［不说］，沈阳［还］在劫难逃。

（８）然而，住一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且［不说］阴暗潮湿，采光不好，单就那下水道
堵塞，［也］够烦人的。／ 然而，住一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且［不说］阴暗潮湿，采光不

好，单就那下水道堵塞，［还］够烦人的。

（９）不然，他人反感［不说］，［也］有损自己的形象，甚而殃及事业、生活及至民族的
精神状态。／不然，他人反感［不说］，［还］有损自己的形象，甚而殃及事业、生活及至民族
的精神状态。

（１０）她断送了自己的亲爹和兄弟［不说］，［也］断送了自己的羞耻和小站的清名。／
她断送了自己的亲爹和兄弟［不说］，［还］断送了自己的羞耻和小站的清名。

（１１）［不说］这是糊涂，［也］起码是认识的肤浅。
（１２）可是他到了北京，买了一架钢琴，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虽［不说］熟练，却［也］

能弹奏一些名曲，这［也］令人惊讶。

（１３）领导干部的榜样，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其影响力［不说］是“无穷的”，至
少［也］是极大的。

７４



／

三　表示递进关系的“不说”

Ｐ Ｑ

Ａ Ｐ ／ Ｑ
ＰＱ

ＰＱ ＰＱ

（１４）瓜子吃多了不好，上火［不说］，［还］损失宝贵的唾沫，最伤身体。
（１５）他们的壮举久久得不到认定［不说］，社会上［还］谣传，他们是见“利”勇为。

１４
１５

Ａ Ｂ
Ｂ

（１６）付出了时间、精力［不说］，［还］弄个脸红。
（１７）嘿，我们真傻，从新站到桐梓，翻山越岭［不说］，［还］要爬有名的七十二道拐，

山坡一座比一座大，道路一条比一条难走。

（１８）买了香肠［不说］，［还］买回来一瓶“燕京”啤酒。

（１９）记者所到之处无人招待［不说］，有时［还］得忍辱负重。
（２０）穿塑料拖鞋，有味儿且［不说］，夏天［还］特别热脚。
（２１）制药厂的供销科张榜招人，皆因这个行当不好干，吃苦受累［不说］，“严打”的
８４



时候［还］得领衔主演。

（２２）他们的壮举久久得不到认定［不说］，社会上［还］谣传，他们是见“利”勇为。

（２３）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
密”。

Ａ Ｃ
Ｃ

（２４）且［不说］我在基地时就记了满满十大本资料和札记，到北京后［还］先后采访
过……

（２５）到那时，且［不说］他何成浚不可能邀功，弄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甚至有性
命之忧。

（２６）［且不说］在冰天雪地里无休止的赶羊，［就是］在蒙古包里睡觉，冷得［也］让人
受不了。

（２７）那是一段难堪的时日，［且不说］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连］赫赫有名的足球队
［也］无法走出国门。

（２８）［不说］我公司没得他的一分钱，就连九江公司［也］没得到一分钱。

（２９）以前洗件衣服要跑远路［不说］，价格［也］贵，干洗件上衣要二十几元。
（３０）药不对症［不说］，总金额［也］有问题，如果按照药店的零售价，三种药总计

９４



１０６．９元。

２９
３０

Ｐ Ｑ ２９

３０

Ａ
Ｄ

Ｄ

９ １０

９

四　表示让步关系的“不说”

１９９６

（３１）所有这些美好的记忆，［不说］刻骨铭心，［也］是恍如昨日啊。
（３２）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
（３３）但是，眼下的农技服务体系现状却实在让人担忧，［不说］是摇摇欲坠，［也］有

点“腰来腿不来”的样子。

（３４）所有这些美好的记忆，［即使］不是刻骨铭心，［也］是恍如昨日啊。
（３５）大专院校要发展，［即使］近期不能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
（３６）但是，眼下的农技服务体系现状却实在让人担忧，［即使］不是摇摇欲坠，［也］

有点“腰来腿不来”的样子。

０５



Ａ Ｂ

Ｂ ＡＢ

（３７）……［不说］专攻长寿之道，起码［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３８）办版“滑”到这种地步，［不说］是偏了方向，至少［也］是一个误区。
（３９）所以，实行资金商品化，［不说］超前，最少［也］得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步。

Ｂ Ａ Ｂ
Ｂ

五　“不说”的词性

２００４１５０

２００５

（４０）ａ穿塑料拖鞋，有味儿［不说］，夏天［还］特别热脚。
ｂ穿塑料拖鞋，有味儿［不要说］，夏天［还］特别热脚。（）

（４１）ａ小麦的价值［不说］比黄豆高，至少［也］比高粱高多了。
ｂ小麦的价值［不要说］比黄豆高，至少［也］比高粱高多了。（？）

（４２）ａ［不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例外。
ｂ［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例外。

４０ ４１
４２

１５



基本表达式 句法表现 语义特点 “不说”词性

［且］不说……，还……
分句有相同的表述

对象

通过程度增加表示

递进
倾向于连词

……不说……，也……
分句有相同的表述

对象
表示让步关系 倾向于连词

……不说，还……
分句大多有相同的

话题

前后句程度增加，

表示递进
倾向于助词

……不说，……也……
分句大多有两个表

述对象

类同量相加，表示

递进
倾向于助词

六　结　　语

４００

（下转第４５页）

２５





１．
（５）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无敢越逐；只复之，我商赉汝。（周《尚书·费誓》）
（６）故前后正齐，四方如绳，出入解续，不相越凌，翼轻边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

失行伍，此善修行陈者也。（西汉《淮南子·卷十五 兵略训》）

（７）诸同行者见其在後，谓欲加害，倍增惶怖，越度山河，投赴沟壑，身体伤破，疲极委
顿，乃至天明，方知非鬼。（六朝《百喻经·伎儿著戏罗刹服共相惊怖喻》）

２．
（８）次日，有童子再把葫芦一倾，水势越涨，将欲平城。（北宋《大宋宣和遗事·亨

集》）

（９）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岂敢越违！（北宋《宋朝事实·卷二 登极

赦》）

３．
（１０）读来读去，少间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南宋《朱子语类·

卷第十 学四》）

（１１）大处正不得，小处越难。（南宋《朱子语类·卷第一百零九 朱子六》）

１１

（１２）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谨密，未闻粗鲁阔略而能有成者。（南宋《朱子语类· 卷

第一百三十五 历代二》）

（１３）吃过了午饭，雨越下得大将起来。（明《醒世姻缘传·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４５



昏监生鹘突休妻》（上））

（１４）老太太越想把娃娃的身份提高，（而且是完全出于善意，）娃娃偏成心打坐坡。
（近代 老舍《牛天赐传》）

（１５）零售点被撤、被并后，经营者不想再去重建，更不愿花力气去新建，导致市民购
药难的矛盾越显突出。（现代１９９４《市场报》）

③ ２００１

④

１９５７

⑤

三　“越加”的词汇化过程

＋

／

５５



（１６）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心中犹豫，令心腹再往探看。（《三国演义·第八十
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１７）惟有美髯公第一，满腔忠义越加长。（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四回 先削发欲

除烦恼 后留须以表丈夫》（一））

＋ ＋
＋ ＋

（１８）任君用自被阉割之后，杨太尉见了便带笑容，越加待得他殷勤，索性时时引他到
内室中，与妻妾杂坐宴饮耍笑。（明《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大

尉戏宫馆客》）

（１９）却又把些野兽一概收来，番子越加不觉。（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七 回

王尚书计收禅师 木骨国拜进降表》（四））

（２０）愁和尚越加哭起来，说道：（清《东度记·第四十六回 正纲常见性明心 谈光景

事殊时异》）

（２１）结果，反如火上浇油，越加助了火威，却白白地害了无数人民和许多田舍。（清
《八仙得道·第八回 老蛟登岸毁福德 月老下海作龙媒》（上））

（２２）袁总统以剧寇荡平，内政问题，又复顺手，越加痴心妄想，要立子孙帝王万世的
基业。（民国《民国演义·第四卷 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

（２３）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
古怪的闪光。（近代 鲁迅《白光》）

（２４）随着接触的增多，这种矛盾的心情越加发展起来。（现代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

６５





２７

２８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３．
（２９）才说偏了，又着一个物事去救他偏，越见不平正了，越讨头不见。（南宋《朱子

语类·卷第八 学二》）

（３０）当时越思量越烦恼，转恨这万员外。（宋《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３１）我是恁性儿，你越叫，我越打。（明《金瓶梅·第四十一回？两孩儿联姻共笑
嬉？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３２）起了一阵红光，不觉吃了一惊；谁知惊犹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阵；不觉又惊又
喜，呆呆的坐着，要等再看，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一

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３３）邑又待了半晌，仍然不见下来，又要纵辔前行，偏是鼓声越紧，旗帜越多，迷眩耳
目，令人莫测。（民国《后汉演义·第十五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３４）离谢惠敏的家越近，张老师心上的内疚感便越沉重。（现代 刘心武《班主任》）

（３５）大太子本来站在她的立场，可越听越扎耳朵。（现代 刘绍棠《这几个酸儿辣

女》）

Ａ Ｃ
Ａ Ｂ

Ｃ

８５



Ａ
Ｃ

五　结　　语

注

①  ． 牞 
． 爯 爲 爯 爲 ． 爯

爲   牶⒅ 牷 ．爯爛 爲 牞 ． 爯 爛

９５



爲爯 爲  牞 ．⒆ 牞 ．爯 爛 爲 牞 牞 ．
爯 爛 爲爯 爲  牞 ．  牞 ． ．⒇ ．爯 爛 爲

 牞 ? ． 爯 爛 爲 牞 ．爯 爛 爲  牞
牷  牞 ．   牞 牞

．
②   牞 牞 牞 牞

  牞  ．
③ 爯 爲牞 牶 牞１９８９ ．
④ 爯 爲牞爯 爲牞２００１ ．
⑤ 爯 爲牞爯 爲牞 牞１９５７ ．

参考文献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２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５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４牞牗４牘．
． 爯 爲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８牞牗３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５牞牗２牘．
． 犤Ｊ犦． 牞 牞２００１．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０牞牗１牘．
． 犤Ｃ犦． 犤Ａ犦牞 牞１９５７牞 ．

（王　银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７９页）
２００８

１１ ７ ８

（张　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０６



２００７ ４ ４５

王　静

（接上期）

１．

／
表３－１　调查（一）统计

水平段

宾语类型

初级１－２班
（４６人）

初级３－４班
（５１人）

中级１－２班
（４０人）

中级３－４班
（２８人）

小　计
（１６５人）

合　计
（１６５人）

体词性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１５６／１２
（７．１４％）

５８／４
（６．４５％）

８３／４
（４．６％）

４９／２
（３．９２％）

３４６／２２
（５．９８％）

３４６／２２
（５．９８％）

谓词性

宾语

动词

宾语

１７／３
（１５％）

２７／４
（１２．９％）

３６／３
（７．６９％）

４０／２
（４．７６％）

１２０／１２
（９．０９％）

名动词

宾语

０／１０
（１００％）

４／１６
（８０％）

１０／１７
（６２．９６％）

１７／２４
（５８．５４％）

３１／６７
（６８．３７％）

１５１／７９
（３４．３５％ ）

小句宾语
２８／４

（１２．５％）
７０／７

（９．０９％）
３３／２

（５．７１％）
１７／１

（５．５６％）
１４８／１４
（８．６５％）

１４８／１４
（８．６５％）

双

宾

语

体词性

双宾语

５２／７
（１１．８６％）

５３／６
（１０．１７％）

５０／５
（９．０９％）

３３／２
（５．７１％）

１８８／２０
（９．６２％）

谓词性

双宾语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小句

双宾语

１１／４
（２６．６７％）

１３／２
（１３．３３％）

１３／１
（７．１４％）

６／１
（１４．２９％）

４３／８
（１５．６９％）

２３３／２８
（１０．７３％）

双宾语（合）
６３／１１

（１４．８６％）
６６／８

（１０．８１％）
６３／６

（８．７％）
４１／３

（６．８２％）
２３３／２８

（１０．７３％）
２３３／２８

（１０．７３％）

　　

１ ３－１

１６



２ ３－１ ３－１

５０％
１０％

１０％

图３－１　调查（一）各类宾语的偏误率
注：宾语类型１－５分别代表一般体词宾语、动词宾语、名动词宾语、小句宾语和双宾

语。

３ １－２ １００％

１５％ ７．１４％
３－４ ８０％ １－２

４ １０％
１０％ ６．４５％
１－２ ６２．９６％

１０％ ５％
３－４ ５８．５４％
５％ ３．９２％

４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０％

５０％ １－２ １００％
６０％

２６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０％

２．

／ ３－２
１ ３－２ ３－２

６０％ ４０％
２０％ ３－４

２０％

图３－２　调查（二）各类宾语的偏误率
注：宾语类型１－７分别代表：一般体词宾语、处所词宾语、动词宾语、名动词宾语、形

容词宾语、小句宾语和双宾语。

３６



表３－２　调查（二）统计

水平段

宾语类型

初级３－４班
（２５人）

中级１－２班
（２０人）

中级３－４班
（１９人）

小　计
（６４人）

合　计
（６４人）

体词性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５５／２０
（２６．６７％）

４５／１５
（２５％）

５４／３
（５．２６％）

１５４／３８
（１９．８％）

处所词

宾语

１８／７
（２８％）

１５／５
（２５％）

１７／２
（１０．５３％）

５０／１４
（２１．８８％）

２０４／５２
（２０．３１％）

谓词性

宾语

动词

宾语

４５／３０
（４０％）

３７／２３
（３８．３３％）

３７／２０
（３５．０９％）

１１９／７３
（３８．０２％）

名动词

宾语

１６／３４
（６８％）

１５／２５
（６２．５％）

１２／２６
（６８．４２％）

４３／８５
（６６．４１％）

形容词

宾语

１０／１５
（６０％）

８／１２
（６０％）

８／１１
（５７．８９％）

２６／３８
（５９．３８％）

１８８／１９６
（５１．０４％）

小句宾语
５２／２３

（３０．６７％）
４６／１４

（２３．３３％）
４８／９

（１５．７９％）
１４６／４６

（２３．９６％）
１４６／４６

（２３．９６％）

双

宾

语

体词性

双宾语

１１／１４
（５６％）

７／１３
（６５％）

１１／８
（４２．１１％）

２９／３５
（５４．６９％）

谓词性

双宾语

１６／９
（３６％）

１１／９
（４５％）

１２／７
（３６．８４％）

３９／２５
（３９．０６％）

小句

双宾语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６８／６０
（４６．８８％）

双宾语（合）
２７／２３
（４６％）

１８／２２
（５５％）

２３／１５
（３９．４７％）

６８／６０
（４６．８８％）

６８／６０
（４６．８８％）

　　 ２ ３－４ ６０％
３０％－５０％

３０％
１－２ ６０％

３０％ －５５％
２５％ ２３．３３％

３－４ ３－４ １－２
６０％ ３０％

１０％ ５．
２６％

３ ３－４ １－２
３－４

４６





表３－３　调查（三）统计

水平段

宾语类型

初级３－４班
（２４人）

中级１－２班
（１６人）

中级３－４班
（１６人）

小　计
（５６人）

合　计
（５６人）

体词性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８４／４
（４．５５％）

４８／２
（４％）



４０％
３－４ ２０％

５％ ３－４ １－２
３－４ ３－４

０

３ ３－４



３－４
３－４

表３－４　各类宾语的难度排序

宾语使用情况考察 双宾语 动词宾语 小句宾语
处所词

宾语

形容词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调查（一）
名动词

宾语
双宾语 动词宾语 小句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调查（二）
名动词

宾语

形容词

宾语
双宾语 动词宾语 小句宾语

处所词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调查（三）
名动词

宾语
双宾语 动词宾语 小句宾语

处所词

宾语

形容词

宾语

一般体

词宾语

　　注：１．使用情况考察中没有发现名动词宾语，可能是回避了（参２．３）。
２．调查（一）没有考察处所词宾语和形容词宾语。

四　大纲和教材中宾语教学安排的建议

１９９６Ｐ９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５

１－２
３－４
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２
３－４

３－４

１－２

９６



注

ＭＢ２００５０３６

参考文献

． 犤Ｍ犦． 牶 牞
１９８６．

． 牗１牘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３．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６．
． 牗 牘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２．
牗 牘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２．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２．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８．

牞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３．
　繤牞 牞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８９．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２．
． 牗 牘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６．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２牞牗４牶８６－９５．牘
． 犤Ｍ犦． 牶 牞２０００．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９４．
． 犤Ｍ犦． 牶 牗 牞 牘牞

１９９９．
． 犤Ｊ犦． 牞１９９６牞牗３牶７４－８４．牘
． 犤Ｊ犦． 牞２００４牞牗１牶４１－４８．牘
． 犤Ｃ犦． 牞 －２００３

犤Ａ犦． 牶 牞２００３．
． 犤Ｍ犦． 牶 牞１９８２．

（王　静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

０７



２００７ ４ ４５

邹雅艳

提要　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在罗马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本文以作者在罗
马大学讲授汉语的工作经历和实地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汉语教

学及汉学研究在罗马大学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罗马大学

的悠久历史、汉语和东方学院、教学改革后的学制、专业及课程设置、在教学实践中暴

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关键词　汉语教学　罗马大学　东方学院

一　罗马大学的悠久历史

Ｌａ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１３０３ ４ ２０
ＢｏｎｉｆａｃｉｏＶＩＩＩ１２３５－１３０３ Ｌａ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ＥｕｇｅｎｉｏＩＶ１３８３－１４４７

１８２４ ＬｅｏｎｅＸＩＩ１７６０－１８２９
１８７０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ＥｍａｎｕｅｌｅＩＩ１８２０－１８７８

１７



二　汉语和东方学院

１４８２

ＳｉｓｔｏＩＶ１４１４－１４８４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 ＧｉａｃｏｍｏＬｉｇ
ｎａｎａ１８２７－１８９１

ＣａｒｌｏＶａｌｅｎｚｉａｎｉ１８３１ １８９６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３

Ｄｅｌｉａ１８９０－１９６３ １９０５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２

２００１ ３ ７
ＳＡＮＩ

１２ １０

Ｓａｎｉ Ｔｅｒｍｉｎｉ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Ｅ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３００ ２００４

三　学制、专业和课程设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８ １０

１８０ ６０

１７１ ３０
Ａ４ ６００００

３７



１１０ １１０ ＋Ｌｏｄｅ

汉语语言与文化

第一学年 学分

汉语语言与翻译 １０
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 ８
欧洲语言与翻译（选择一种欧洲语言：如英语、法语或德语） ８
欧洲文学（如英国文学、法国文学或德国文学） ４
欧洲语史学 ４
意大利文学 ６
东亚历史 ８／４
当代中国历史 ４／８
远东艺术史 ８

６０

第二学年 学分

汉语语言与翻译 １０
意大利语言学或语史学 ４
欧洲语言与翻译 ８
第二东方语言（如日语、朝鲜语或印地语等） １０
远东艺术史 ８
东亚历史／当代中国历史／印度或中亚历史 ８
汉语语史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藏学研究／印度学研究 ８
东亚哲学与宗教／印度哲学与宗教／藏学研究／梵文语言与文学 ４

６０

第三学年 学分

汉语语言与翻译 １０
第二东方语言 １０
汉语语史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８
选修课（历史、艺术史、地理、社会学或语言等相关领域学科内任何一种） ４
选修课（哲学类，如中国哲学史等） ４
自由选修课（可选择任何其他院系的课程） ９
毕业论文 ９
其他：

资料学 ２
语言实践 ４

６

６０

４７





５０ ６０

１７



８０ １２ １０

５０

五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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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雅艳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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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３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ｍｕｏｅｃ．ｃｏｍ／

２００
４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００

（张　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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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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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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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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