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许慈惠

日语与文化
——2014年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纪念论文集



内 容 提 要

本书稿涉及日本语言、文化、社会、政治等多方面,体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绝大多数论文题材新颖,功夫较深.论文集从整体上看水平较高,能够代表年轻

一代的学术水平,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与文化:２０１４年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纪念论文集/许慈惠

主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ISBN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２５２３ １

　Ⅰ．①日　Ⅱ．①许　Ⅲ．①日语 语言学 文集　Ⅳ．①H３６Ｇ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００２３８５号

日语与文化 ２０１４年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纪念论文集

主　　编:许慈惠　　　　　　　　　　　　　　
出版发行: 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９５１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０３０ 电　　话:０２１ ６４０７１２０８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７８７mm×１０９２mm　１/１６ 印　　张:２１．７５
字　　数:５６４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ISBN９７８ ７ ３１３ １２５２３ １/H
定　　价:４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０７６９ ８５２５２１８９



前　　言

“外语与文化”研究生学术论坛是由上海市学位办主办的一项传统的研究生学术活动.该论

坛自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举办以来,至今已是第五届,已在上海市范围内逐渐显现品牌效应并开始吸

引全国各高校相关领域师生的关注.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为期一天半的２０１４年上海“日
语与文化”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顺利召开.本次论坛虽然是传统的延续,但以日语

为主题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在外语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中日语专业已经占有了重要的一席

之地.
日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迄今为止已有５０余年历史.进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大和发展,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

生教育都有了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已设有９５个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点

和５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研究生规模达到了数千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重中之重,这次

论坛的目的之一正是为展现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在人数、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首先,有本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学校数、研究生招生数以及研究领域

都在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日语语言、日本文学之外,许多高校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还开拓了日

中翻译、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本经济等研究方向;跨专业研究、比较研究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再次,语料库分析、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也趋增长势头.这些特点在本次研究生

论坛上也有所体现.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承办的本次研究生学术论坛,共收到全国１３个省市区

２７所高校８８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寄来的稿件,经过对来稿的无记名评审,６６位同学获得了在论

坛上宣读论文的机会.６月２８日下午和２９日上午,与会同学在日语语言、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经

济社会、汉日互译等四个方向的１２个分论坛中发表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并聆听了点评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最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二年级徐初照等１２位同学分获本

次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一、二、三等奖,具体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徐初照(复旦大学硕士生)
牛恺莉(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
二等奖

王志军(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须军(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江松(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生)
三等奖

罗丹(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生)
王丹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曾婧(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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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菲吟(厦门大学硕士生)
冯婉贞(贵州大学硕士生)
陈逸景(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生)
另有１８位同学获得佳作奖.
本论文集根据研究生论坛专家的评审结果,将各位获奖研究生同学的论文和其他部分优秀

论文汇编成册,共收录论文４０篇.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和各位研究生同学的积极参

与,在此一并感谢.希望本论文集作为２０１４年上海“日语与文化”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成果能为中

国日语语言文学专业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希望各位研究生同学潜心科研,取得更

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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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层次性

王志军(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　要

新岛淳良(１９６４)以来,陆续出现大量有关汉日同形词研究成果,汉日同形词研究不断取得突

破,近年来该研究又再次升温.汉日同形词数量巨大且用法复杂,而先行研究在涉及汉日同形词

的研究范围、汉日同形词的定义等诸多方面呈现明显模糊认识.本文基于韩礼德“多层次的思

想”,从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基础文本的类型、调查词汇的类型、同形词的类型、字形的类型等四个

方面入手,分析了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汉日同形词　研究　类型　层次性

１．引言

在漫长的交往史上,由于语言接触特别是词汇互借的缘故,汉日两种语言之间出现了大量的

所谓“同形词”.据王志军(２０１４:４４)①的调查,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内外陆续出现大量有关汉

日同形词的研究,以新岛淳良(１９６４)②为发端,在中国或日本公开刊载的以汉日同形词为研究主

题的论文有４３０余篇,著作有１５部,词典有１６部,且该研究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仍未见衰退的迹象,
尤其是近几年来,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施建军教授相关课题连续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并陆续推出研究成果③为标志,汉日同形词研究持续

升温.
但是,笔者通过分析大量先行研究发现,汉日同形词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尚存在诸

多模糊认识.本文将基于韩礼德“多层次的思想”,从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基础文本的类型、调查词

汇的类型、同形词的类型、字形的类型等四个方面入手,分析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解

决对策.

２．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层次性

在当代语言学的两大思潮中,语言是多层次的系统还是单层次的系统是众多分歧中的一个

①

②
③

王志军:«汉日同形词计量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以语义、词性比较为中心»,载«东北亚外语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４
页.
新島淳良:《中国語基本語彙と語彙教育》,载《早稲田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紀要》１９６４年第２期,第６２８４页.
根据笔者的调查,第一作者著作１部,独著论文１篇,第一作者论文２篇,第二作者论文１篇．



重要标志.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归属语言系统多层次的一方.他的多层次的思想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１)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这得益于叶尔姆斯列夫的

观点(Hjelmslev,１９５３).叶尔姆斯列夫在解释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

的符号系统时,提出了这实际上包含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因而语言不完全是索绪尔所说

的单个符号系统,而是在各个层次间具有相互关系的系统.(略)(胡壮麟等,２００５:１５、１６).
汉日同形词数量巨大且用法复杂,而先行研究在涉及汉日同形词的研究范围、汉日同形词的

定义等诸多方面呈现明显模糊认识,在韩礼德“多层次的思想”启发下,本文将就先行研究存在的

一些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分为基础文本的类型、调查词汇的类型、同形词的类型、字形

的问题等四个方面①.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参项设计都需要分层进行,也即研究需要有“层次性”,
这样才能实现对同形词的立体描写和客观考察,而绝非“一刀切”所能解决得了问题.

２．１　基础文本的类型

本文的“基础文本”是指在确定了同形词的定义和范围之后,筛选汉日同形词所依据的文本.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形词首先是个集合概念而不是我们脑中随意想到的个别词语,而要确

定这个集合的存在,合适的文本是基础性的、不可或缺的.不少先行研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如西

川和男(１９９１)②、林玉惠(２００２)③等只交待了汉日一方的文本,另一方的文本则语焉不详.还有一

些研究使用的基础文本类型不匹配,如王蜀豫(２００１)④日语文本使用的是语文词典,而汉语文本

却使用了汉日词典,如曾根博隆(１９８８)⑤、橘纯信(１９９４)⑥汉语文本使用的是词表,而日语文本使

用的是语文词典,文本不对等.比较可靠的文本有三种,一是使用词典,最好使用中日两国影响较

大的语文词典,因为一般来说,语文词典的编写队伍一般都是知名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牵头组织,
其词目选择和释义相对于双语词典更科学严谨.当然,也可选择使用得到广泛认同的频率词表,
或者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研制词表.

就目前的客观现状而言,语文词典、频率词表、语料库这三种文本各有优劣,不能轻易地抬高

或贬低.语文词典由语感敏锐的语文专家制成,提供了较为准确可靠的释义,缺点是专家的语感

并非万能,存在漏掉重要词条的可能性.频率词表直接提供了词条,能够马上使用,省时省力,且
词条的使用频率信息还能帮助我们确定常用同形词,但缺点是通常没有词性标注和释义、例句.
语料库则文本规模大,语料真实可靠,能筛选出尽可能多的同形词,但是语料库所收的语料类型

是否真正均衡,语料的数量是否真的达到了充分的程度,现阶段恐怕还没有人能够保证.针对语

料库的局限,徐一平(２００２:１５)⑦曾指出:“コーパスにデータがないからといって、 言語現象と

して全く無いと断定するのも取るべきではない態度であろう。 いわゆる過ぎたるはなお及

ばざるがごとしということであろう。 ”所以,具体到实际中来,这三种文本研究模式能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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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基础文本的类型、调查词汇的类型、同形词的类型的问题在王志军(２０１４:５５)限于篇幅未能充分讨论,且个别地方本

文新作了修改完善.另外,字形的问题在王志军(２０１４:５５)未能论及,在本文作为主要论述的部分.
西川和男:《現代漢語頻率詞典からみた日中同形語について》,载《関西大学文学論集》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４９
页.
林玉恵:《日中語彙における日中同形語の比較研究》,载《比較語彙研究の試み(開発·文化叢書３８)》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第１３页.
王蜀豫:«中日词汇对比研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曾根博隆:《日中同形語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载《明治学院論叢》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４期,第６１页.
橘純信:《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中日同形語の占める割合》,载《国際関係学部研究年報》１９９４年第１５期,第９９页.
徐一平:《中日対訳コーパスの構築と現状》,载«中日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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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研究成果,在使用这三种文本进行研究的成果陆续出现并审慎比较之前,似乎不能简单地

厚此薄彼,先各自试验做起来才是“王道”.

２．２　调查词汇的类型

“调查词汇”类型是本文为了观察同形词在不同层级词汇集合中的数量和比例而设立的一个

项目.提供不同层级调查词汇的类型和数量,对了解同形词在词汇体系中的重要性极为关键.
西川和男(１９９１)、林玉惠(２００２)等先行研究均给出了某一级别词汇集合的数量,但是作为研

究,我们应该更挑剔一些.最理想的是,在确定同形词的类型和概念之后,要提供和同形词级别相

同的词汇集合的数量,并依次逐级上溯直至全部词汇,以实现在不同层级上观察同形词比例的

目的.
举例来说,如果同形词定位为汉字词,那么调查词汇要分别提供汉字词、全部词汇这两个层

级的词汇集合的数量;如果同形词定位为汉字音读词,那么调查词汇要分别提供汉字音读词、汉
字词、全部词汇这三个层级的词汇集合的数量;如果同形词定位为二字汉字音读词,那么调查词

汇要分别提供二字汉字音读词、汉字音读词、汉字词、全部词汇这四个层级的词汇集合的数量.确
定调查词汇类型并实施对不同层级调查词汇的类型和数量的调查,能初步帮助我们确定同形词

教学的重点.

２．３　同形词的类型

同形词的类型反映了调查者对同形词的认识.先行研究中,有的认为是汉字词,有的认为是

二字及多字汉字词,有的认为是音读汉字词,有的认为是二字及多字音读汉字词,差异很大,说明

人们对同形词的客观范围的认识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关于同形词的类型问题,首先要解决是否包括训读汉字词等的问题.受日本文化厅(１９７８)①

的影响,国内外一些研究如大河内康宪(１９８６:４)②、翟东娜(２０００:３２)③、王蜀豫(２００１:６)等只认

可音读汉字词,但是多数研究如荒川清秀(１９７９:３６１)④、何培忠、冯建新(１９８６:１)⑤、曲维(１９９５:

３４)⑥等还是主张,同形词既包括音读汉字词,也包括训读汉字词,甚至还可以包括个别使用汉字

表记的外来词和混合词⑦.从学术概念上决不能舍弃漢語之外的这些漢字表記語,否则就与

语言事实不符.
关于同形词的类型问题,其次解决是否包括一字同形词的问题.在包括一字词的橘纯信

(１９９４)的研究中,同形词中二字同形词仍是最多的,一字同形词相对较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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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文化庁:《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東京．大蔵省印刷局,１９７８年版。

大河内康憲:《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同形語(１)(形容動詞)》,東京．日本語と中国語対照研究会,１９８６年版。

翟东娜:«浅析汉日同形词的褒贬色彩与社会文化因素»,载«日语学习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３２页.
荒川清秀:《中国語と漢語 文化庁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の評を兼ねて》,载《愛知大学文学論叢》１９７９年第

６２期,第３６１页.
何培忠、冯建新:«中日同形词浅说»,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
曲维:«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６期,第３４页.
荒川清秀(１９７９:３６１)针对文化厅(１９７８)评论道:“同書はまた、 時間的制約もあって、 比較の対象を、 日本語の場

合、 漢字音読語に限定しているが、 日中同形語研究が視覚的同一性の上に成立する以上、 漢字音読語に限定

する必要が全然ない。 ”何培忠、冯建新(１９８６:１)认为,“同形词就是指中日语言中这部分字形相同的词.”曲维

(１９９５:３４)指出:“中日同形词的构成也是相当复杂的,所以我们还可以根据语种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汉字音

读语(日常、 先生);和语(取消、 取締);外来语(煙草→タバコ、 珈琲→コーヒー);混合语(赤字、
晩ご飯).”



字同形词不重要.据王蜀豫(２００１:３２)的调查,一字音读同形词就有３２００条,占其统计的音读同形

词的１９．７％;而林玉惠(２００２:１９)的调查中,一字同形词有４５７条,占其统计的同形词的２４．９％.另
外更麻烦的是,一字同形词往往有较多的义项,且一字同形词经常参与构成合成词①.汉日一字

同形词的比较异常复杂,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多数研究都是在搞二字同形词的比较.在这样的大环

境中,唐磊(１９９６)②对于一字同形词的考察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笔者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条件

下,除了二字同形词,一字同形词和多字同形词也必须纳入研究视野.

２．４　字形③的类型

字形关系问题是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该问题非常复杂,亟待解决.对于汉

日同形词的字形,长期以来大家都是一种模糊的认识,至少从先行研究来看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

的印象.西川等对字形问题根本未曾提及,而多数研究往往只是像曾根博隆(１９８８:２３)这样简单

地以同じ漢字で表記された単語草草定义.在中国知网(CNKI)被引频次达３３次的刘富华

(１９９８:４１)④也不例外,仅仅指出“汉日同形词是指汉语和日语的词汇体系中存在着的书写形式

相同的词”.实际上,同形词的字形问题非常复杂,以上的叙述均不够严密完整,不能概括全部

字形.

２．４．１　曲维(１９９５)的认识

曲维(１９９５:３４)针对人们对字形的模糊认识曾指出:“人们通常把使用中日相同汉字书写的

词称为‘中日同形词’.其实,所谓的‘同形’只不过是一种笼统的概念.由于中日两国依据各自的

方针进行了文字改革,所以一部分原来字形相同的词现在已经不同形了.习惯上人们把这些字形

上发生了变化的词也作为中日同形词看待.根据字形的特点,我们至少可以将中日同形词划分为

三种类型:字形完全相同的(学生、 自然);字形基本相同的(圧力、 道徳);字形大不相

同的(芸術、 漢語).”曲维(１９９５)中肯地指出通常使用的同形词概念是不准确的,不过曲维

(１９９５)没有进一步深究:字形不同的汉字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认定是同形词?

２．４．２　“同音代替”造成的难题

于广元(２０００)⑤、何宝年(２０１０)⑥等关于中日字形对比研究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综合这些

成果,可以把大部分同形词的字形关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完全相同或非常相似,如:先
生—先生、都市—都市、骨折—骨折、反对—反対.第二层次是差别明显但双方通过简繁、正俗、异
体等关系转换可以找到对应,如:论丛—論叢、图书—図書、化妆—化粧、榨取—搾取.对于第一层

次的同形词,大家是普遍认同的,对于第二层次的同形词,一般学习者由于文字学知识的欠缺或

许认同度会降低,但在学术界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单纯的字与字之间的对比不能解决关于字形的所有问题.笔者注意到,在汉语、日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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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手在明鏡国語辞典(大修館書店,２００２)里训读て有２０个义项,音读しゅ有４个义项;而“手”在«现代汉

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中有７个义项.两者都可以参与构成合成词,日语如話し手(て)聞き手(て)握手

(しゅ)拍手(しゅ)等,汉语如“选手”“能手”“拖拉机手”等.
唐磊:«现代日中常用汉字对比词典»,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严格讲字的形体还包括字体的问题,不过为了行文方便,笔者采用皮细庚(１９９７:９２)的宽泛定义:“字的形体一般笼统

地称之为字形.”
刘富华:«HSK词汇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载«汉语学习»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４１
页.
于广元:«中日汉字整理简化情况比较»,载«汉字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２７２９、５０页.
何宝年:《中日漢字の字形比較研究》,载《愛知淑徳大学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言語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１８期,第

１１２６页.



自的汉字简化与字形整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实施“同音代替”(同音の漢字による書き換

え①)的过程中,因一些汉字改写而造成部分汉日同形词不再“同形”,且一方改写前后的汉字在

对方语言中仍区别使用或者改写后的汉字在汉语里作为异体字不再使用,从而造成认同上的难

度.下例大部分为前者,日语词例疏通→疎通属于后者.
日语词例②:稀少→希少　計劃→計画　輔導→補導　保姆→保母　鞏固→強固　聯合→

連合　復原→復元　火焔→火炎　疏通→疎通　徽章→記章　活溌→活発　

抬頭→台頭

汉语词例③:墓誌→墓志　上昇→上升　製作→制作　週末→周末　幹部→干部　關係→

关系

同音代替后不同形的汉字词是否还是同形词?王蜀豫(２００１:２７)认为:“‘希釈’の場合、 当

辞典に希釈·(稀)釈という二つの表記があり、 中国語には新表記である希釈と同様の語

がない。 旧表記である稀釈に似ていない語があるが、 本研究は新表記に従っているため、

これを同形語と見なしていない。 ”也就是说,王是不认可“同音代替”之后不同形的汉字词的.
不过,我们从曾根博隆(１９８８)、西川(１９９１)的同形词表里可以找到“关系—関係”、“计划—計画”、
“干部—幹部”等同形词,说明他们是认可的.究竟孰是孰非,我们总得理出个头绪来.

根据朱京伟(２０００:７)的考证,日语同音の漢字による書き換え实施前后的词有一部分是

有通假、异体关系的,例如:稀少→希少,疏通→疎通.毫无疑问,这部分词里面由于改写导致不同

形的应该和上面谈到的第二层次的同形词一样,应该仍视为同形词.但是,改写导致不同形的词

还有很多,这部分词到底还是不是同形词呢?朱京伟(２０００:７)认为这部分改写词“好像是写了‘错
别字’,让人难以接受”.路走到这里似乎进了死胡同.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视觉观感而是从文字学的视野来审视这部分改写词,结论将会完全不

同.“同音代替”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谢世涯(１９８９:３１７３１８)④的解释:

利用原有笔画简单的字,代替一个或者几个同音或音近的繁体字,叫做同音代替.这种方法

古代叫做通假或假借.郑玄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

已.”可见假借是人们为了减少记忆的劳苦而采用的一种简易方法,也就是所谓写别字.

而对于日语中的同音の漢字による書き換え造成的所谓“别字”,潘钧(２０１３:１７０)⑤把它

归为假借字两大分类中的第一类⑥,认为它是“一批新的假借字即别字”.对于通假字背景下的

“别字”,潘钧(２０１３:１７６)认为是“相对于正字法”而言,不能绝对化.这些和谢世涯(１９８９)的观点

是一致的.如此看来,“写别字”只是一种假象,“同音代替”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通假”法、“假
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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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の漢字による書き換え即“汉字的同音代替”,是用表内汉字改写表外用字或其他表内汉字的一种方法,是日

本“国语审议会”为配合当用漢字表(１９４６)的实施而于１９５６年制定的文件,只在漢語范围内实施,其目的在于限

制汉字数量,减轻书写和学习汉字的负担,大部分是以笔画少的字代替笔画多的字,例如:稀→希、焔→炎、聯→連.中
国汉字简化过程中也采用了“同音代替”,例如:舊→旧、幾→几.
朱京伟:«关于日语漢語的書き換え问题»,载«日语学习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６８页.
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潘钧(２０１３:１６９)把日语中的假借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そ字”、“誤字”,即大致相当于汉语的错别字;一类是其

他假借字,包括表音假借字、表词假借字、表句假借字.



那么有了这种通假关系,双方没有简繁、正俗、异体等关系的不同字形也就有了对应关系,如
此一来,是不是就可以把改写导致不同形的词全部归于同形词了?

２．４．３　教学中的折衷方案

在下结论之前,对于教学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笔者先提供一个假说性的折衷方案供讨论.
毕竟,作为一种涉及两种语言的词汇现象,同形词必须照顾到汉日双方的词汇认知习惯和感受,
寻找一个有据可依、双发都能接受的接点.本来,“同音代替”只是在汉日某一方使用,因为涉及

同形词的判定,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抗拒心理,笔者认为“同音”还应照顾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和认知

习惯.笔者发现,作为简繁、正俗、异体等字形关系的一种必然结果,第二层次的同形词可以不“同
形”但必须“同音” 既在汉语里同音(声调可以不同),还在日语里同音(指音读方式).这种“同
音”的标准甚至适用于第一层次的同形词.

之所以人们对语音如此敏感,语音对人们认知词汇如此重要,是因为词的存在形态包括语音

和表记两种(许余龙,２０１０:７３),而众所周知,语音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没有语音,语言的语句及词

就不复存在(曾旭暾,２００１:１３１).现存语言中的存在形态只有两种:一是有语音无表记,二是既有

语音又有表记.不存在无语音却有标记的语言.实际上,已经灭绝的语言在它存在的当时也不外

乎这两种存在形态.
如果按照“同音”这个标准去衡量,本文前面给出的汉语改写词例全部仍然是同形词,但日语

改写词例呈现明显分化:
类型A(汉语读音无变化的词例):
稀少(稀xī)　→希少(希xī)
計劃(划huà)→計画(画huà)
保姆(姆 mǔ)→保母(母 mǔ)
聯合(联lián)→連合(连lián)
復原(原yuán)→復元(元yuán)
疏通(疏shū)→疎通(疎shū)
抬頭(抬tái)→台頭(台tái)
类型B(汉语读音仅声调有变化的词例):
火焔(焰yàn)→火炎(炎yán)
类型C(汉语读音有声母变化的词例):
輔導(辅fǔ)→補導(补bǔ)
鞏固(巩gǒng)→強固(强qiáng)
徽章(徽huī)→記章(记jì)
活溌(泼pō)→活発(发fā)
这种分化实际上是由汉日词汇的音韵关系造成的.由于日语音节种类少,本来汉语中不同音

的汉字到了日语里有可能音读方式同音,而日语里的音读方式同音的汉字在汉语中未必同音.类
型A、B的改写词到了汉语里语音没有变化或很小,但是类型C就变化较大.举例来说,“輔→補”
(fǔ→bǔ)“溌→発”(pō→fā)在汉语里读音不同,所以尽管在日语里这些字字形相近、字义相近、
发音相同,但由于在汉语里对应字的语音变化太大,C类改写词对于缺乏文字学知识的普通中国

日语学习者来说很难接受.

２．４．４　同形词字形关系的层次划分

以上仅仅是一种假说方案,从严肃的研究而不是实用的教学这一立场出发,笔者还是主张根

据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把原本字形相同、但由于同音代替这种“通假”法所造成的字形不同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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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词归为“第三层次”的同形词.因为说到底,同形词字形关系研究是要把由于中日两国文字改革

造成两国失去联系的通用字“恢复关系”,那么起到这种桥梁纽带作用的关键,只能是严格的文字

学知识,依靠考证两国文字学中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为“失联”汉字搭桥牵线,从而为回溯还原

同形词奠定基础.

３．结语

汉日同形词研究的开展已经有约五十年的历史了,先行研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从对

先行研究的分析来看,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笔者对汉日同形词先行研究做了考察,分析了

其成果,同时针对先行研究中尚存的主要问题,以层次性为切入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在对

先行研究大量考察基础上,分析代表性先行研究对于汉日同形词定义的得失,从而提出能为学界

广泛接受的定义,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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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スペクト形式の存在論的再認識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を中心に

須　軍(上海外国語大学)

要　旨

　日本語だけでなく、 英語や中国語にも、 存在的意味の動詞を語彙資源に形成されたアスペ

クト形式が見られる。 また、 存在的意味の動詞が文法化の過程でアスペクト的意味用法を一

斉に獲得するのではなく、 一定の順番で獲得している。 本稿は存在的意味とアスペクト的意

味の関連性について考察し、 存在的意味の動詞がなぜアスペクト形式へと文法化するかを明

らかにする。 また、 アスペクト的意味用法の獲得順については、 意味用法の拡張に必要な認

知操作の多少で説明する。

　キーワード:存在動詞　存在型アスペクト　文法化　認知操作

１．はじめに

Perspectiveaspect、viewＧpointaspectとも言われるように、 文法的アスペクトは、 他の事

象との時間関係のなかでの〈運動の時間的展開の捉え方〉の違いである①。 このような〈運

動の時間的展開の捉え方の違い〉は往々にして一定の文法形式で表される。 中国語の着
在、 日本語の～テアル～テイル、 そして英語のhave＋ed分詞やbe＋ing分詞な
どはみなこのような〈運動の時間的展開の捉え方の違い〉を表すための形態である。 違う人

間たちによって話され、 独自な展開を遂げる言語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 中国語、 日本語、

英語におけるアスペクト形式の発生と変遷の類似性を示唆する特徴がこの三言語に渡って見

られる。 形態的に見ると、 いずれも存在的意味の本動詞を語彙資源にアスペクト形式を形成

している。 アスペクト形式の発生と展開を通時的に見ると、 結果状態からパーフェクトへの

拡張が英語と日本語に、 そして結果状態から進行への拡張は中国語と日本語に共通的に見ら

れる。 いったい結果状態、 進行、 パーフェクト、 習慣·反復といったアスペクト的意

味の相互関係はいかなるものだろうか、 これらのアスペクト的意味と存在的意味にどんな関

係があるだろうか、 これらの問いかけに答えるために、 本稿は中国語、 日本語、 そして英語

における存在的意味の本動詞を語彙資源とするアスペクト形式を中心に検討をしてみたい。

① 工藤真由美:現代日本語ムード·テンス·アスペクト論,東京．ひつじ書房,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４３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