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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情态动词就是语言中表示说话人对有关行为或事物的态

度和看法的动词。

本文旨在比较研究藏语（以拉萨话为例）和德语中的情态动

词，情态动词在日常交际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关于语言学中的情

态的性质，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跨语言普遍存在的语义范畴，情态

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有表现。并且由于各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和表

达方式的不同，各自情态系统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有可能不一样。

近年来随着中德友好关系的发展，德国人赴藏旅游的热情逐

渐增加，同时由于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和藏语进入信息化时代，

关于藏语语法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

现代藏语和德语都经过了历史长河的积淀和人们的使用，形成了

相对规范的标准藏语和德语。

1从发音角度来看，藏语的音节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音节结
构有很大差别。与印欧系语言相比，藏语借用外语词时，要受到
音节结构和音节数量的制约；藏语具有叠音构词法，藏语的重叠
不仅是句法手段，而且是构词手段，重叠贯穿于句法和词法中，并
且在构词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藏语区别于其他语系
语言的重要共性特征。藏语中，为了强调指出某一动作的持续不
断、动作状态和进行的程度，可以把单音动词性语素重叠起来使
用。但在重叠时，要省去原根词所带的词尾，然后把同形字相叠
构成，另外，胡坦在《藏语动词的名词化》(1991)一文中认为，“藏
语动词词根重叠后常常转化为名词，这种方式多见于复合式动词，
重叠后增添一些特殊含义或感情色彩，带有一定熟语性，不能类
推。”德语和藏语动词性语素的重叠特点存在较大差异。藏语重叠
动词性语素可以构成新词，而德语动词一般不重叠。

2藏德语言中情态动词的对比中句法方面的问题，藏语情态

动词和德语情态动词句法上存在许多异同点，分析出这些异同点

并运用到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去，帮助语言使用者减少在跨文化交

际中的失误。

例如：①都在不同的情景下有各自的主观和客观用法，比如，

藏语为    （xenh）,德语为        ，都可以在不同情况下表

示主观和客观能力的“会”，但实际使用时        需要不带

zu的不定式作为它的动词补语置于句末，形成一种框架结构，同

时根据不同人称主语         的词尾发生相应变化，整个句子

的时态亦体现在        的变位中；而藏语的      （xenh）

在表示主观能力的“会”时，需要使用敬语，它前面的动词用现

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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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句子中，藏语的两个动词可以叠加，德语的情态动词

和不定式动词补语不能叠加，而是一种被语法学家称为语法括号

结构的特殊形式。

③两种语言语序的异同为藏德翻译加大了难度，尤其是在口

译过程中。德语人称动词总是在句子第二位，构成句子的中心，并

将句子分隔成前场和后场，主语或状语在前场是句子的基本语序，

一般根据动词配价的支配程度安排句子的后场位语序。受动词支配

的成分通常处在不受动词支配的成分之后，即“与动词语义关系越

近，则离人称动词越远”。德语前场位和后场位最后一位是句子中

最重要的位置，说话人会把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放在这两个位置

上，二紧接人称代词后的位置是全句中最弱的位置，用于放置次要

信息或已知信息。一般情况下，情态动词总是和另一动词的不定式

连用，不定式动词在句末，例如：

Er kann diese Arbeit heute erledigen.

今天他能把这项工作做完。

藏文表情态的助动词同样是对主要动词的语义加以补充，表

达可能、应该、必须、意愿等。在语法上，助动词能直接与主要

动词相连，构成复合谓语，构成复合谓语时，助动词对它前面的

主要动词和它后面的语尾都有一定的制约性，主要动词有的要求

用现在时，有的要求用过去时，语尾则一律要求用不自主动词所

用的那些。例如：

我不会写藏文草书。

3鉴于本文考察的是藏德情态动词对比，本文选取日常学习

生活中最常用德语中六个情态助动词“          ，d ü rfen,

sollen,                     wollen "和相近语义的藏语情态

动词对比。

3.1 表“会、许可”德语中的        和藏语中的

德语中的         表示人、生物、机构或物的素质上本身

有能力或在一定条件下有能力、有可能做某件事情或可能发生的

某种情况；藏语中的                            可能表示客

（下转 1 5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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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实践学习时，都可以通过网络来登录自己的账号，通过
云桌面取出自己独特的系统文件，并将想要保存的数据实时上
传，安全有效的进行保存。此外通过云桌面系统进行实践课程
的教学，教师和学生还可以在平时通过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
电脑登录云桌面系统，个性化云桌面系统形式，文件打开方式
和模式等。充分体现学生的云桌面系统个性化，满足学生对桌
面需求。此外，通过云桌面进行的计算机实践教学，还能使每
个专业都能够通过账号来分配系统桌面的知识和形式。例如，
计算机软件设计专业上的学生使用计算机实践时，需要运用到各
种编程代码记录和参考文件以及相关软件，一个设置程序下来，
做会使计算机同时打开多种文件，应用到多种软件协作运行，
运用云桌面系统就可以在平时将所需要运用到的文件和软件拷贝
到云桌面系统中，并在学校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登录云桌面，
一键拉取，便利学生运用和学习。而对于计算机网页设计专业
的学生，中要求计算机系统和桌面拥有更多的网页设计素材。
以保障在网页进行设计时可以运用素材快速的展开设计，使所设
计的网页更具个性和特色以及实用性。面对这样的专业就需要计
算机桌面以及硬盘。或软盘内保存更多的图片素材和文字素材。
学生通过云桌面系统的一键登录，将日常所用到的一些素材保存
在云桌面系统的文件中去，在进行授课时则可以直接打开云桌面
系统中的文件夹。运用日常熟悉的素材进行网页的设计。个性
化云桌面系统既方便了学生进行学习，节省了教师与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所需要耗费的一些不必要的时间，又能使课程教学更加有
效，更加迅速，提高了课堂教学有效性，是适合高校计算机课
程实践机房进行多专业、多学生教学的有效方式。

3  结束语
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云桌面系统的时代背景

下，高校实验教学的教学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其表现在
使用云桌面系统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使教学活动得到有效地提
升和发展。当今时代，云桌面系统作为一种教学技术和教学辅
助工具，能够为高校构建良好的实验教学环境，使教师能够利
用云桌面技术进行更加合理的教学安排，有利于教学有效性的提
升。为使高校实验教学活动能够在云桌面系统的背景下得到更好
的提升，必须对云桌面系统相关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以使云桌面能够更好地被运用于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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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可能。

3.2 表“许可、应该、禁止”德语中的d ü rfen 和藏

语中的        许可、准许

德语中的d ü rfen 表示许可、允许或有权做某事，根据某

种许可或某种权利而来的可能性或某种禁止的规定（往往以否定

形式出现），它的过去时虚拟式和动词的第一不定式、第二不

定式组合起来，表示一种不是十分有把握的推测；藏语中的

许可、准许，过去时动词加    也表示主动请求去进

行某一动作，现在时或过去时动词加         ，用于第二、三

人称或主语泛指，表示许可。

3.3 表“愿意、想”德语中的      、wollen 和藏语中

的     愿意、想

      表示主语爱好、喜欢转向某人或某物，要求第四格

补语，表示慎重客气的意愿；wollen强调内心强烈的兴趣和愿望；

藏语     愿意、想可以前面用现在时动词，后面加语尾或存在

动词。

3.4表“必须、应该”德语中的mü ssen、sollen和藏语中

的     必须、应该

sollen表示另外一个人或单位要求句子主语行为的兴趣和欲

望，根据不同的语境表现为各种形式比如任务、义务等，表示来

自外界的压力产生的必要性，而mü ssen表示客观的有条件的必

要性；    必须、应该，可以单独做不自主动词，主语要加

助词 ，做助动词时，前面用未来时动词，后面加不同的语尾。

结语：本文对藏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的情态动词做了简单的对

比和梳理，虽然在语法细节方面存在不同，但又存在积极的正

迁徙作用，所以在探索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掌握两种语言情态

动词的异同之处，对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学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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