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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学习外语时，以母语为参照来进行学习是外语学习者常用

的方法之一。特别是在日语学习方面，日语中大量的汉字，是中
国日语学习者学习日语的优势。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
传入到日本的。日语在汉字的写法、读法等方面与汉语有很多相
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汉语里是“命运”，日语却写
成“運命”，中国日语学习者在学习这类词语时，母语汉语反而可
能会成为障碍。

本文以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中国日语学习者的误用情况并探讨其误用模式，提出相应的
解决办法。

1　考察
1.1研究顺序
首先从《日语能力考试出题标准1 级、2 级》的词汇表的

中提取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共66个。
其次参考马(2014)的分类方法，使用日语字典《大辞林》

和汉语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进行词义分类，分为以下5 种[1]。
S 类: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的意思相同或极为相近。
J 类:日语的意思范围比中文的广。
C 类:日语的意思范围比中文的窄。
X 类:日语和汉语的意思有一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有

差异。
D类: 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的意思显著不同。
最后在“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中确认66 个日语二

字汉字词的出现频率，抽出各类中使用率最高的4个词，共20词。
设计问卷，进行误用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已经通过日本语能
力考试N1 的中国日语学习者77 人。

表1     用于问卷调查的20个高频词

1.2考察结果
D 类的平均正确率为93.95%，远远高于其他4 类。其次是

S类(75.21%)、J类(69.31%)、X类(57.27%)。平均正确率最低的
是C类(51.91%)。学习者对意思显著不同的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
字词掌握的最好，对日语意思范围比中文窄的词语掌握的最差。

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的词含义可以用“独有含义”和
“共有含义”来划分。用“独有含义”“共有含义”来分析5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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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和日语在汉字的写法、读法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汉语里是“命运”，日语却写成
運“ 命”，中国日语学习者在学习这类词语时，母语汉语反而可能会成为障碍。本文将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按照词义分为5类，抽
取高频词设计调查问卷，分析中国日语学习者的误用，发现中国学习者对意思显著不同的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字词掌握的最好，对
日语意思范围比中文窄的词语掌握的最差。“独有含义”的日语单词的平均正确率远远高于“共有含义”的日语单词。

【关键词】同形异顺；独有含义；共同含义；汉字词

字汉字词的话，S 类的日语单词只具有“共有含义”，J 类的
日语单词既有“独有含义”也有“共有含义”。C 类只有“共
有含义”，X 类有“独有含义”和“共有含义”，D 类只有

“独有含义”。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有含义”日语单词
的平均正确率(84.83%)远远高于“共有含义”日语单词的平均
正确率(59.35%)。

究其原因在于学习日语的时候，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汉语的影响。有些学习者即使不知道用日语示
单词的意思，如果日语的字形和汉语相似，就会参考汉语的意
思来判断日语的意思。例如，日语的“教育”可以直接替换
成汉语的“教育”一样使用。但是，如果是中日同形异顺二字汉
字词的话，母语的汉语也有可能反而成为障碍。

观察同时具有“独有含义”和“共有含义”的日语单词
“素朴”一词的平均正确率就会更加明显体会到这一点。“素
朴”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共有含义”指的是“不加修饰，实
事求是”。在日语中的“独有含义”指的是“想法单纯，没有经过
缜密的讨论”。“独有含义”的汉语翻译是“单纯”，汉语的“朴素”
并没有“单纯”的意思。日语学习者在看到“独有含义”的“素
朴”时，由于与中文的“朴素”的意思完全不同，所以不会联想
到中文的“朴素”。相反，如果看到“共有含义”中的“没有修饰，
实事求是”中的“素朴”时，就容易联想到汉语中的“朴素”。因
此“素朴”“独有含义”的问卷调查的正确率为81.82%，而“共有
含义”的问卷调查的正确率却只有是36.36%。看到“独有含义”的
日语单词，很少联想到其对应的中文。然而看到“共有含义”的
日语单词，就会联想到其对应的同形异顺的汉语单词，结果就会
出现错误[2]。

2　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习具有“共有含义”的同形异顺二字汉字

词的时候，应该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单词的“共有含义”上。其次
应该重视单词读法和读音。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
语汉字的时候，比起发音更倾向于记住字形。在学习同形异顺二
字汉字词时，这样的习惯反而会成为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应
该重视单词的读音以及读法。例如，在学习日语的“施設”的时
候，在记住字形之前，首先要记住读音的“しせつ”。也就是说，

“施”对应“し”，“ 設”对应“せつ”，记住每个汉字对应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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