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汉语这一学

科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对外汉语学科迅猛的

发展势头，也带动相关教材的“出版热”。教材是留

学生学习内容的载体，也是教师和学生沟通的媒

介，而生词翻译又是对日汉语教材的重要组成部

分，恰如其分的生词翻译可为学生们学习、掌握、使

用汉语词语提供必要的帮助。

国内对外汉语的生词翻译研究多集中于两大

领域：一是研究留学生在将母语翻译成汉语时出现

的 偏 差 及 其 成 因 。 如 王 海 珍（2009）、MARIA

DELCARMEN ESPIN GARCIA（2013）等等都属于此

类；二是像矫政杨（2009）、赵芳（2013）等研究对英

汉语教材当中的生词翻译问题。虽然对外汉语教

材的生词翻译已有涉及，但研究对日汉语教材生词

翻译问题尚且十分薄弱，浅显。

日本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微乎其微。尽管

有诸如浅野雅樹（2015）、杉村泰（2015）等等一些学

者研究汉语，但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对于汉语的研

究多偏重于汉语生词的使用和语法构造上，对于生

词的翻译问题并没有给予很多关注。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研究人员在对日汉语教材

的生词翻译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欠缺。然而，国内

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语翻译问题相关研究却很丰

富,卢桂芝（2010）、徐品香（2010）等学者们对此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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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有独到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对日汉

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生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胡明扬指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合而成

的，语音是词语的具体读音的综合，语法是词语的

具体的用法的概括，离开了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

言”。[1]

陆俭明也提到：“对外汉语教学，从教学内容上

说，词汇教学应属于重点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初级

阶段；一个外国学生要学好汉语，重要的是要掌握

大量的词汇，要有足够的词汇量”。[2]

可见，词汇是语言的“基石”，是学习语言首先

就要面对的一道难题。而生词的翻译则是起到“桥

梁”作用。好的翻译能使学生迅速而准确的理解生

词，理解课文；它使老师从冗长的生词解释中脱身，

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讲解语法和把握课文内

容方面。相反地，不当的生词翻译会让学生摸不着

头脑，对课文理解造成一定阻碍，更有甚者，可能会

出现“母语负迁移”现象。

语言学家Fries针对“母语负迁移”现象曾指出

指出：“在外语课堂环境下，学习者母语对目标语的

学习起决定性作用，而母语的语言结构和规则会不

时地迁移到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学习外语过程

中，这是初学过程的突出表现。”[3]

下面是某培训机构里一名学生的作业：

“我的朋友叫袁锋。他是南京人。他很帅。他

很忙，总是加班。他喜欢小笼包和啤酒。我不喜欢

小笼包。小笼包太热了。我喜欢炒饭和啤酒。”

可以看出，这份作业里有一处明显错误：“小笼

包太热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母语负迁移的例子。

“热”这一生词是在此书中的日语解释为“暑い／熱

い”。所以，学生理所应当地认为“小龍包が大変熱

い”的汉语就应该是“小笼包太热了。”可见，生词翻

译是否适宜，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生词的理解与运

用。适宜的翻译能使学生正确理解生词含义，从而

使学生能正确运用；反之，则会使学生出现“母语负

迁移”现象，对其学习外语造成阻碍。

三、《我的汉语教室》中的生词翻译问题

近年来，小语种方向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也有

了质的飞跃。但是，和对英汉语教材的系统性和丰

富性相比，小语种的教材大都是一些速成类教材。

特别是在对日汉语教材中，能够成套、成体系的传

统教材更是凤毛棱角。《我的对外汉语教室》是现阶

段对日汉语教材中最具系统性、使用最广泛的一套

教材。因此，选取《我的对外汉语教室》这套教材来

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研究意义。其主要的生词翻译

问题如下：

（一）生词与翻译词性不一致

生词和翻译词性不对等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

语的词性和原语不一致，具体见表1。

（二）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

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是指一些生词在翻译

过程中，某一部分的意义缺失，译语不能完全传达

出汉语生词所表达的意义，具体见表2。

（三）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

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是指译语意义或所表示

程度过于宽泛，容易引起学生的误解，具体见表3。

四、对外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的成因

（一）教材编写方面的原因

由于国家对对外汉语学科的重视，市面上大部

分的对外汉语教材，都由高校的出版社进行编辑和

翻译。例如《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

词汇出处

初级第一册第9课

初级第一册第10课

初级第二册第2课

初级第二册第8课

初级第三册第1课

初级第三册第2课

初级第三册第2课

中级第二册第1课

中级第三册第3课

中级第三册第5课

生词及其词性

病（动词）

要（助动词）

逛街（动词）

堵（形容词）

懒（形容词）

晚（形容词）

带（介词）

挤（形容词）

偏（副词）

时尚（形容词）

翻译后的词性

病気（名词）

要求（名词）

ショッピング（名词）

ふさぐ·さえぎる·支える（动词）

怠け者（名词）、不精（形容动词）

遅れる（动词）、遅い（形容词）

引き連れる·率いる（动词）

周りの人や物を押しのける（动词）

偏る（动词）

はやりの（名词）

表1 生词与翻译词性不一致

表2 生词意义大于翻译释义

词汇出处

初级第一册第1课

初级第一册第4课

中级第三册第7课

中级第三册第10课

中级第三册第5课

生词

再见

见面

和尚

倒

轻便

翻译

さようなら

会う

和尚

お酒を入れる

軽い

表3 生词意义小于翻译释义

词汇出处

初级第一册第4课

初级第二册第3课

初级第二册第4课

初级第二册第4课

初级第三册第6课

生词

在

图片

支

别

家长会

翻译

～で·～に·～している·いる·ある

図画·写真

助数詞～本

してはいけない、しないほうがいい

父母会

孙婧荷子：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成因初探——以《我的汉语教室》为例 ·· 12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9卷

口语速成》等经典教材，都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但是，《我的汉语教室》这套教材显得有些特

殊。这套教材是由国内有名的对外汉语培训机构

——“爱马德”所编写，虽然培训机构编写的教材首

先考虑到社会上对外汉语学习者的需要，课文题材

会更加的新颖时尚，在教学方面更具有针对性和实

用性。[4]但是，在审校和生词翻译方面，和高校出版

物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套书生词最大特点是不标

注词性，也许是考虑到会存在生词词性和翻译词性

不对等的问题，干脆省略。但是，这却给学生在预

习、复习课文时带来不便，更给教师讲解课文带来

麻烦。可见，虽然在教材内容与针对性方面，培训

机构更能满足学生，但是在如生词翻译、词性解释

等细节方面，传统高校出版社更胜一筹。

（二）汉日语言相似方面的原因

在日语语言体系创建之初，汉语就以“原始合伙

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共同组建，构成了词汇系统[5]。

现代日语当中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汉字。这些

汉字不仅仅为我们学习日语提供便利，同样也会让

我们掉入“陷阱”中。由于中日两国某些汉字通用，

使一部分翻译人员产生思维惯性，觉得既然日语当

中有对应的汉字，意思应该也差不多，长此以往就

会导致“拿来主义”。以“和尚”一词为例，书中它的

日语翻译也是“和尚”。中日两国词汇体系中都有

“和尚”，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储泰松

指出：（中国）南北朝以前基本上用“和上”,唐以后多

用“和尚”，均表示对僧人的尊称。宋初沿用唐制,在

京师设有译经院,遴选天下有德高僧充任其中,大多

朝廷授有“大师”称号,因而出家人以得到大师封号

为荣,“和尚”的称呼自然贬值[6]。

由此可见，汉语中的“和尚”原义已经有所变

化，现在泛指一般出家男性。日语中的“和尚”则是

保留了汉语的原义，还是用来形容高僧大德。一般

僧人叫做“坊主”。所以，日语“和尚”的等级实际上

是要高出汉语。也许翻译人员并没有详细查过日

语“和尚”的意义，认为汉字一样，意思的偏差也不

会太大，这恰恰是日语给我们设下的陷阱。这一

点，也是与生词英译问题成因最大的区别。

（三）汉日语言差异方面的原因

叹词翻译欠缺也是本书生词翻译的一大特

点。像“哎呀”“哈哈”“呵呵”这样的叹词，教材给出

的翻译十分局限，甚至有些在生词表里都没有出

现。例如“呵呵”一词，它的上下文语境如下：

罗杰：我考虑一下吧。再看看这套——在西康

路，租金也不贵，三千五一个月。

李强：可是这套比那两套下，是一室一厅。

罗杰：我一个人住，够了。我喜欢这套，就在公

司旁边，太方便了。

李强：呵呵，你想每天睡懒觉吧。

———选自《初级第三册第1课》

“呵呵”这一语气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达

的语义也不尽相同。在这里，它表示李强了解的罗

杰的选房动机，并开玩笑似的打趣罗杰。但是，这

一叹词却并没有在生词表中出现。

诚然，中日叹词界定本身就是难点，不管是汉

语还是日语，将叹词作为一个词类,这一点没有争

议,但它属于实词还是属于虚词各家学说并不

一致[7]。用一种暧昧的词类来解释另一种暧昧的词

类，其结果也只能是含糊不清。再加上日语中的感

叹词还有性别差异，而汉语感叹词对语言环境高度

依赖性，进一步加大了教材叹词的翻译难度。

（四）汉日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

宋永培先生说过:“语言的基础是词汇,核心是

词义,因而语言词汇与文化的真切关系,应当深入到

词义与文化的关系去说明。”[8]在翻译生词时，不仅

要译出其字面意义，更需要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

涵。在此方面，此套教材也有所欠缺。

例如“家长会”一词。众所周知，家长会一般从

小学开到高中，一学期在期中、期末各开一次，主要

方便老师与家长就学生成绩进行交流，也会谈及孩

子在学校的一些表现。《我的汉语教室》将其翻译成

“父母会”。然而，日语“父母会”的实际意义指的是

为了让孩子能有愉快的学习氛围，过快乐的校园生

活，由家长自发组织的保护性团体。具体活动内容

包括：家长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就学生的近况进行

一些交流，不定期地组织茶话会和校外活动，帮助

学生减少学习压力。而且，日本教师一般顾及学生

和学生家长感受，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学生的具体

成绩。除了成绩以外，教师更注重学生的人际交

往，课外兴趣等等，这实际与中国的“家长会”并不

完全相同。因此，“家长会”并不等于“父母会”。出

现这样的翻译，或许是由于翻译人员只看到了两个

词汇有意义重叠的部分，并没有深入比较过这两个

词汇背后的文化含义。

五、从汉日对等关系谈教材生词表日语翻译
策略

日语和汉语自古一脉相承。但是，随着时间推

移，中日两国的独特文化在不断发展，相对地，词汇

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要明确一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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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汉语和日语中，并不是所有词汇都有对应的

翻译解释。很多汉字一致的生词，意义也不一定完

全相同。更多的是只有部分意义重叠，甚至存在翻

译空缺现象。《我的汉语教室》里出现的生词翻译问

题，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两

点。这里以上述两点为基础，来探究对日汉语的生

词翻译方法。

（一）完全对等关系中的生词日译方法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经验、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等互不相同，不同语言之间在选择词汇时，

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一致。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生活

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基本上是相同或

相似的，因此我们各自的语言中就存在着不少选

词、用词上的相同、相近之处，这一语言特征也被称

作“不同语言之间的偶合现象”，也就是两种语言词

汇间的完全对应关系。[9]因此，虽然中日两国词汇

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有一些表示客观事物、动作和

描写性语言，完全对等的可能性很大。例如“吃”对

应“食べる”、“衬衫”对应“シャツ”等等。这类词汇

往往汉语意思固定单一，不容易变化，可以轻松找

到准确翻译。

（二）不完全对等关系中的生词日译方法

然而，大部分词汇与翻译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

应关系。生词与翻译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缺

失关系。下面以《我的汉语教室》较为典型的三种

翻译问题为例，试论在不完全对等关系中，生词如

何翻译才能更容易被学生和教师接受。

1. 词性不对等的生词日译方法

在《我的对外汉语教室》中，有一部分生词翻译

并不是意思不对等，而是翻译所用的生词与原生词

的词性不统一。例如“挤”。课文中的原句是“我去

纽约和伦敦出差的时候，看见那里的地铁也很挤。”

可以看出，这里的“挤”明显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其

日语解释为“周りの人や物を押しのける”。从解

释来看，“挤”就不是描述性质的形容词，而是表示

动作的动词了。笔者查阅发现，“挤”在日语当中的

一般译法为“込む、込んでいる”，虽然意思一致，但

是词性始终无法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意思而

非词性。生词的翻译目的首先就是要将明确的意思

传达给学习者，让其在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概念，而词

性等等更加细致的用法则交给教师来解决。

2. 汉语词汇意义大于日语的生词翻译方法

还有一些词汇翻译就存在很明显的局限性。

例如“见面”一词的翻译。见面在汉语中属于动宾

离合词，而动宾离合词的特点就是动宾组合固定，

不大能用别的成分来替换。也就是说，“面”本身就

已经是“见”的宾语，后面不能再接其他的宾语词。

但是其日语翻译为“会う”。“会う”一词只表示动词

词性“见”，没有将其宾语部分的“面”翻译出来。因

此，在教学中，教师们经常会遇到“我明天见面朋

友”这样的句子。因此，将翻译改为“顔を合わせ

る”较为适宜。在此短语中，既有动词，又有宾语，

在词义和词性上都能与原词保持一致。当然，并不

是所有生词又能找到对应翻译。

当遇到日语词汇不能完全诠释出汉语生词的

情况，可以选择加注的方式，对日语词汇进行补

充。例如书中“倒”一词的解释为“お酒を入れ

る”。学生看到这样的翻译，就会认为“倒”一词只

能与“酒”搭配，想表达“お茶を入れる”这一短语时

就会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可将其改译为“（酒·お

茶などの液体）を入れる”更便于学生理解和运用。

3. 汉语词汇意义小于日语的生词翻译方法

导致汉语词汇意义小于日语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汉语词汇本身意义比较多，翻译人员不仅将本课

生词的意思表达出来，还将本课没触及到的意义也

一并罗列出来。例如“别”。其日语翻译为“しては

いけない、しないほうがいい”。这两个翻译都表

示否定，但是语气却有很大差别。“してはいけな

い”是申明禁止、规制等的表达方式。老师对学生

或父母对孩子发出警告以及表示公共规则时，常用

本句型；而“しないほうがいい”则表示在向对方提

出自己的意见或一般性的意见时，或劝导对方时的

表达方式。虽然究竟要不要这样做还是由对方的

判断来作决定。所以，“しないほうがいい”的语气

比“してはいけない”要委婉柔和很多。课文中秘

书王慧提醒自己领导木村；“木村先生，您下午三点

有会，别忘了。”虽然“しないほうがいい”并不是句

话的最佳译法，但明显要好于“してはいけない”。

而在表示强烈禁止的“别看！”这类短语时，“しては

いけない”则更为贴切。

当然，这里也牵扯到一个翻译理念：是应该只

翻译生词在本课中的意义，还是应该将其意义一并

罗列，再由教师进行讲解？其实，在初级阶段，第一

种理念较为适宜。学生刚学完拼音，能正确地掌握

生词的发音和写法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在一课中

将多义词的意思全部罗列出来，对初学者来说，分

别记忆是很大的工作量。虽然其他意义可以通过

教师讲解来学习，但是，由于不是本课出现的意义，

在复习时既没有上下文，又缺乏练习巩固，如果导

致词义混乱，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在初级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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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词只保留本课词义，既便于学生学习，又便于

课后复习巩固；到中高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大词

汇量和一定水平的基础知识，又有扩大词汇量的需

求，那么在重点词汇可适当地进行词汇扩充，满足

学生要求。

六、结语

本文以《我的汉语教室》这样一套在对日汉语

教材中较成体系的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查阅

中日两国学者对于对日汉语生词翻译问题的基础

上，结合国内学者对对外汉语词汇问题的研究成

果，归纳并总结了教材中出现的生词翻译问题；其

次，重点分析翻译问题成因；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简要探讨了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译问题的一

些解决方法。通过初步探索对日汉语教材生词翻

译类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生词翻译问题形成原

因，从而能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使日本学生学习

汉语更加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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