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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形异义词是指文字的字形和表记方式完全一样，但是发音和意义却并不相同的词。本文以“喧哗”一

词为中心，从普通语言学统语论出发，分别从中日语料库中检索出其前后词语的搭配后进行对比，从而

考察其具体的使用特征，为日语学习者明晰中日同形异义词的用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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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ographs are words that have the same word form and notation, but do not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word “clamor” and compare the co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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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s of the w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word “clamor” from the general linguistic unification 
theory, so as to examine their specific usag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Japanese 
learners to clarify the usage of homonyms and dissimilar words i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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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语文化及汉字对日语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日语和

汉语同形异义现象非常普遍。[1]如今，日本依然大量使用汉字就是其表现之一。其中的同形异义词是一

种有趣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意义发展的结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2]据笔者调查发现，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中日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但通过分析共起语，即分析中日同形异义词前后词语搭配的

使用特征来考察其不同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本文以经典误用例子“廊下では大声で

喧嘩しないでください”[3]中的“喧嘩”一词为研究对象，基于中日语料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以及“少纳言”(以下分别略称为“CCL”[4]和“BCCWJ”[5])的检索，从词义本身以及统语论的

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中文“喧哗”和日语“喧嘩”前后搭配词语的特征，从而明晰其不同的含义，为日

语学习者准确把握中日同形异义词的用法提供新思路。 

2. 基于语料库“CCL”和“BCCWJ”对“喧哗”和“喧嘩”使用特征的考察 

以下的分析，基于语料库“CCL”和“BCCWJ”的检索，尝试分析了“喧哗”和“喧嘩”的使用特

征。首先按使用频率高低顺序统计出其前后搭配的词语，再从词义本身以及立足统语论的角度，分析这些

词语的特征以及搭配特征。由于语料库中数据众多，本文只选取检索出的前一百个例子为代表进行分析。 
表 1 为和日语“喧嘩”相关的共起语搭配使用情况。 

 
Table 1. Co-initiation of “clamor” 
表 1. 「喧嘩」的共起语 

共起语 词汇 共起语 出现频次 

× 

喧嘩 

って・が・は・をなど 48 

ほか × 21 

× の距離・場合・原因・場面・魂・止め方・話など 9 

夫婦・親子・姉妹・兄妹・口・仲間・痴話 × 9 

小学生なみ・酔っぱらいなどの × 8 

× だ・らしい・や 4 

大 × 1 

来源：参考“BCCWJ”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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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日语中有关“喧嘩”一词搭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喧嘩 + 助词”这一情况。从统

语论的角度出发，日语句子构造中，一般规定名词要在助词前。因此，“喧嘩”在句子中充当名词。此

外，从“喧嘩”与“は”、“が”、“を”等助词搭配使用的情况来看，“喧嘩”在句子中作名词使用

时，相当于主语或宾语。 
此外，“喧嘩”作为名词，经常与其他名词搭配使用。例如：“喧嘩 + の + 名词”、“名词 + 喧

嘩”、“名词 + の + 喧嘩”。具体表现为表 1 中的例子：“喧嘩の原因”、“酔っ払いの喧嘩”等。

这是因为在日语的使用规则中，两个名词之间要用助词“の”进行连接。然而，也有“夫婦喧嘩”(ふう

ふげんか)和“口喧嘩”(くちげんか)这样特殊的例子。“夫婦”和“喧嘩”都为名词，却不用助词“の”

进行连接而重新组合为“夫婦喧嘩”这一形式。这表现为日语构词法的另一特征：两个名词相结合，不

用助词“の”来进行词与词之间的连接，这时组合后的词语读音发生变化。如上述标音表示：原本读作

清音的“喧嘩”(けんか)，因和其他名词直接相连，读音浊化变为“夫婦喧嘩”(ふうふげんか)。 
另外，从“喧嘩”一词的本义来看，“在日语中解释为打架、争吵的意思。如表 1 的例子“酔っ払

いの喧嘩”所示，可以译为“醉酒后的争吵”或者“醉酒后的打架”。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具体

的上下文语境，很难判断其究竟为何意。这也表明“喧嘩”一词在日语中意思含糊不清，既可表示打架

也可表示争吵之意。但是从“口喧嘩”或者“喧嘩の話”这样的例子来看，可以直接将“喧嘩”翻译成

争吵，因为它的前后有“口”或者“话”这样与谈话相关的修饰词。 
表 2 为和中文“喧哗”相关的共起语搭配使用情况。 

 
Table 2. Co-initiation of “clamor” 
表 2. 「喧哗」的共起语 

共起语 词语 共起语 使用频度 

大声、高声、众声 
人声(的)、最后的、都市的 

 × 21 

嬉笑、笑语、人语 
禁止、厌恶、鼓掌、言语、打闹、不得、不爱、顿失 

喧哗 

× 17 

有、没有、坐起、先闻 (之)声、者、 4 

一片、一切 × 4 

值班室、都市、门外、家里 聊天、敲打、置若罔闻、吵闹 4 

× 者、声 4 

在 的 2 

× 言笑、聊天 2 

其他 其他 11★ 

来源：参考“CCL”作成。 
 

(说明：在语料库“CCL”中抽取和“喧哗”相搭配使用的前 100 个例子时，其中有 31 个例子是对

“喧哗”一词意思的解释，所以本文以剩下的 69 个例子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前后搭配词语的使用特征，

最后一行标有“★”的举例中，难以对共起语进行分类，故也不作为考察对象。) 
从表 2 不难看出，中文中的“喧哗”作为名词被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表现为“连体修饰词 + 喧哗”

这一表现。这里所指的连体修饰词即为中文中所指的形容词。例如，“大声喧哗”和“都市的喧哗”等。

从统语论的角度来看，汉语和日语都规定修饰词位于被修饰词之前。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根据汉语词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3150


黄润萍 
 

 

DOI: 10.12677/ml.2023.113150 1093 现代语言学 
 

典解释，“大声”、“高声”等词在汉语中是形容词，[6]但是在日语中则会表现为名词。由此表明，因

在不同语言中，共起语词性不同也会导致中日同形异义词词性以及意义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也是中日同

形异义词经常被误用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使用中文时，有“动词 + 喧哗”这样“动词 + 动词”的搭配形式。具体表现为表 2

中的例子：“禁止喧哗”、“打闹喧哗”、“不得喧哗”等。然而如表 1 所示，在日语中，并无“动词”

+“喧嘩”这种搭配表现形式。回顾表 1“喧嘩”一词的使用特征，可以得知“喧嘩”一词经常作为名词

被使用。虽然“喧嘩”一词也有动词的属性，但是必须通过在其词尾 + する进行变形后实现。语法形式

表现为“名词”+“动词”这一搭配特征。因此上述所提及的经典误用例“廊下では大声で喧嘩しないで

ください”原本想表达的中文意是“在走廊上请勿大声喧哗”即“请勿喧哗”是“动词 + 动词”的搭配

结构。而在日语表达中，“喧嘩”一词并无与中文相对应的动词词性表达，因而导致中日同形异义词“喧

哗”的误用。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表 2 看出在中文的使用情况中，“喧哗”一词前后搭配词语的词性可以不同。

表现为“名词 + 喧哗 + 动词”、“动词 + 喧哗 + 名词”。例如：“值班室喧哗聊天”、“坐起喧哗

者”等。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汉语中“喧哗”一词的共起语搭配特征较日语词汇“喧嘩”更为复杂。 
最后，从其他的共起语“人声喧哗”、“嬉笑喧哗”、“喧哗言笑”等例子来看，喧哗一词在汉语

的使用情况下，表示一种“大声”或者“嘈杂”的状态。虽然和日语“大声喧嘩”一样，有时可以表示

争吵之意，但绝对没有日语中所包含的打架之意。 

3.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中日同形异义词“喧哗”共起语的搭配特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词性不同，虽然“喧哗”和“喧嘩”主要都作为名词与其他词组合使用。但是，其详细结构也

不同。在日语方面，“喧嘩”作为名词和助词搭配使用。而在汉语中，“喧哗”作为名词接在形容词后

使用。另外，在日语中，“喧嘩”作为名词使用时，有和其他名词直接相连搭配的使用情况，且发音浊

化。另一方面，在汉语中，“喧哗”可作动词，与其他动词组合使用，比如“禁止喧哗”等。然而，在

日语中无此表现。 
二是词语本身含义的不同，日语“喧嘩”一词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是个暧昧语，即可表达争吵

也可表达打架之意。而在中文里，“喧哗”一词并无“打架”的意思。 
三是语感不同，日语中“喧嘩”一词根据具体文脉表达有时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而中文里的“喧

哗”一词虽表示嘈杂之意，但在日常生活中表示一种相对轻松的状态，不会给人压迫感。 
本文从语义以及语用论的角度对比“喧哗”、“喧嘩”的不同，进一步考察了其共起语的使用特征，

即词语的搭配特征。希望能为日语学习者更好理解中日同形异义词的含义以及明晰其使用情况提供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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