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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以及“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韩国学习者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考察

了中、高级不同汉语水平的韩国留学生对“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情况。针对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

短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文分别从正确用法和错误用法两个方面考察学习者对“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

情况，总结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特点和偏误类型，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韩国留学生

习得“从”字介宾短语以及其实际应用能力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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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and the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of Ko-
rean learners in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by Korean students at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vels. In view of the actual use of the word “Cong”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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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stud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of the word “Cong”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by learners from two aspects of correct usage and wrong usage. It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and error typ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ng” prepositional phrase by Korean 
students,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improve their acquisi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kills in 
using this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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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这两种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和句法结构

关系。介词是虚词的一种，主要由动词虚化而来，通常与后面的成分构成介宾短语充当句子成分。在汉

语国际教育中，介词一直是学习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介宾短语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1]  
“从”作为古介字，其语义功能涉及空间、时间、核心和关系概念等，可引介多种语义成分：空间

经由、空间所从、空间所在、方向、时间所从、与事(表协同或关涉对象等)和凭借。[2]由“从”字构成

的介宾短语，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句中充当状语，表示起点、通过的处所或路线、依据和来源。 
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韩国学习者语料，对初、中、高不同汉语水平韩国留学生“从”

字介宾短语习得情况进行考察，从正确用例和偏误用例两方面探讨“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特点、习得

规律以及偏误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提出针对性意见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习得“从”字介宾短语。 

2. “从”字介宾短语使用情况及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条件检索“从”字介宾短语，去除重复语料，得出汉语初级水平

语料 346 例，中级学习者语料 608 例，高级学习者语料 378 例，共计 1332 例。 
(一) 各阶段使用情况 

 
Table 1. Use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by Korean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表 1. 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的“从”字介宾短语使用情况 

汉语水平 总例数 
正确用例 偏误用例 

用例数 正确率 用例数 偏误率 

初级 346 291 84.11% 55 15.89% 

中级 608 537 88.32% 71 11.68% 

高级 378 297 78.57% 81 21.43% 

总计 1332 1125 84.46% 207 15.54% 

 
表 1 数据显示，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水平，韩国留学生使用“从”字介宾短语的频率先上升后下

降。其中在中级阶段使用正确率最高，达 88.32%，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从”字介宾短语的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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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确率均逐渐降低，偏误率升高。 
由此可见学习者在习得“从”字介宾短语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特点：学习初期，汉语学习者首次接

触“从”字介宾短语，了解不深，偏误率较高；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习者在掌握基本用法后对该结

构的使用较为熟练，使用频率升高的同时偏误率下降；但随着学习难度和复杂度不断提升，学习者接触

到更多的介词及介词短语，导致学习者使用的正确率变低，偏误率升高。 
(二) 正确用例分析 
本文基于《现代汉语介词研究》和《现代汉语介词习得研究》中对介词“从”及其介宾短语句法功

能、语义功能的总结和分析，分别从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框式结构方面对“从”字介宾短语的句法功

能、语义功能进行归纳，考察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情况。 
1、“从”字介宾短语语法功能分析 
“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可以做主语、定语和状语，其中做状语的情况最常见，做定语的例子较为

少见。 
1) 作定语 
[1]从班级源头上的管理也很重要。 
[2]从高中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从”字介宾短语做定语的情况很少。“从 + 方位词 + v + 的”是“从”字介宾短语做状语修饰动

词，构成的状中短语作定语，并不是“从”字介宾短语作定语。 
2) 做状语 
“从”字介宾短语做状语可以放在句首、句中和句末，一般出现在动词前，少数情况出现在动词后。 
[1]从日本回国以后我也打算准备 HSK 考试，还有要减肥呢！ 
[2]从那天开始，我们细心照料她。 
[3]从生活方面上看，城市生活比农村便利得多。 
[4]人们都纷纷过来从我家向下看的广场。 
[5]你是完全从那个网页上把它复制下来，就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6]他刻苦学习，从早到晚。 
由于笔者搜集的语料有限，对“从”字介宾短语做定语的主语的情况未加详细讨论。以上“从”字

介宾短语做状语的语料中包含了表空间起点、表时间起点、表来源、表依据四种类型。“从……以后”

“从……开始”二者均表示从某个时间节点或空间点为初始起点，后面某种发展变化；“从……上看”

则表示某种主观想法的起点和来源；“从……上”在例句中所起的作用是做状语引介“把”字句宾语的

来源，不同的“从”字框架在句中发挥不同的句法作用。 
2、“从”字介宾短语语义分析 

 
Table 2. Semantic usage analysis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for Korean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表 2. 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的“从”字介宾短语语义使用情况分析 

 初级 中级 高级 

起点 

空间起点 82 
23.69% 

193 
31.74% 

82 
21.69% 

时间起点 177 
51.16% 

192 
31.58% 

96 
25.39% 

发展变化的起点 15 
4.33% 

30 
4.93% 

38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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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来源 
处所 31 

8.95% 
91 

14.97% 
75 

19.84% 

非处所 25 
7.23% 

63 
10.36% 

59 
15.61% 

经过的路线/场所 12 
3.47% 

25 
4.11% 

17 
4.49% 

依据 4 
1.16% 

14 
2.30% 

21 
5.56% 

 
“从”作介词时，与时间、方位、处所、人、事、物等词语搭配组合，在句中表示起点、来源、依

据等语义功能。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汉语水平下，各语义功能的使用数量和使用频率基本保持相同的顺序。

“从”字介宾短语表起点，特别是空间起点与时间起点的语料数量最多，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表示来

源的处所类和非处所类的“从”字介宾短语；表发展变化的起点以及表依据的“从”字介宾短语数量较

少。 
观察不同汉语水平下同一语义类型的使用频率，发现其使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可以看出“从”字

介宾短语表空间起点与时间起点的语义功能的使用频率随汉语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而“从”字介宾

短语表发展变化的起点、表来源及表处所的语义类型的使用频率随汉语水平的提高逐渐提高。这说明，

对于韩国留学生来说，表空间起点与时间起点的“从”字介宾短语较为容易习得，在初级、中级阶段能

够大量使用，随着汉语水平不断提高，学习者对二者掌握水平不断提高，使用逐渐由较以掌握的意义较

为具体的语义类型转向意义较为抽象的语义类型。 
3、“从”字介宾短语语用分析 
语用分析是把“从”字介宾短语放在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环境中进行分析，了解该结构在实际运

用中的功能。[3]根据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韩国学习者中介语语料库，本文归纳出一下几种出现比较多

的“从”字框架，如下表 3 所示，简要分析其在留学生运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of Korean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表 3. 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的“从”字介宾短语语用情况分析 

“从”字框架 语用分析 

从……开始/起/以后 ①语篇功能 

从……方面/角度/来看 ①突出话题②语篇中承上启下 

从……到…… ①分类②列举 
 

1) 语篇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并提出语言所具有的三种功能，即概念功能、

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4]在这里，语篇功能指的是将句子组成连贯的语篇，在此基础上使人际功能和概

念功能得到准确的体现。 
“从……开始/起/以后”在篇章中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内容连贯，衔接得当。 
[1]我们从岛出来之后坐公共汽车去威海的附近。 
[2]妈妈说得对，我们两个人差 12 岁。从那天开始，我跟他不打架。 
[3]我们从汉拿山上下来了以后去散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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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介时间成分，“从”字框架后句子成分所表示的事件发生在“从”所引介的时间之后，这

就是“从”字框架所具有的语篇功能。 
2) 凸显话题功能 
“从……角度/来看”通常出现在句子或分句的开头，后面用逗号隔开，起到凸显话题的作用。 
[1]但是从学生来看，这饭店是一点儿贵。 
[2]从父母的角度出发，这是父母应该做的任务。 
[3]我认为早婚是 25 左右，晚婚是 35 左右，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还是早婚好。 
例句中“从……来看”、“从……角度出发/讲”用来引介着眼点，将本句的话题凸显出来。 
3) 分类、列举功能 
“从”字短语可以对某一范围的人或事物起到分类和列举的作用。例如： 
[1]从 11 月到 3 月，冬天……从 9 月到 10 月，秋天。我的家乡春天的时候气温很暖和。 
[2]我的母语是韩语，我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从高中开始学习汉语。 
[3]从意大利，从澳大利亚，从英国来的，这样的，他的发音我觉得不好。 
例句中“从……到……”体现了“从”字表结果的分类功能，表示这个范围内的事物属于哪一类；

“从……，从……”体现了“从”字结构的列举功能，列举多种情况。 
(三) 偏误分析 
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短语在习得过程中出现偏误用例 217 例，通过分析这些偏误用例，总结一

下四种“在”字介宾短语的偏误类型：语序错误、介词“从”的误用、介词“从”与其他词混用、介宾

短语搭配词的误用，偏误分布如表 4 所示。在“从”字介宾短语习得过程中，学生容易受到语际、语内、

认知等因素的影响。[5]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of Korean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表 4. 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的“从”字介宾短语偏误情况分析 

汉语水平 语序错误 误加介词“从” 介词“从”与其他词混用 
误用搭配成分 

总计 
错用 漏用 

初级 10 
18.18% 

13 
23.64% 

13 
23.64% 

5 14 
55 19 

34.55% 

中级 11 
15.49% 

12 
16.90% 

15 
21.12% 

11 22 
71 33 

46.48% 

高级 11 
13.58% 

11 
13.58% 

15 
18.52% 

32 12 
81 44 

54.32% 
 

1、语序错误 
语序错误是留学生在习得“从”字介宾短语时比较容易出现的偏误类型之一，观察不同汉语水平的

偏误率，随着汉语习得的不断深入，语序错误出现的频率逐渐降低，中级、高级水平学习者对“从”字

介宾短语在句中的语序掌握得到提升。 
初级水平： 
[1]环境变了从许多年前开始，我们和自然一起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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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部分的人经常把幸福从远的地方要找，不顾自己内心深处，只顾所自己得不到的那个。 
中级水平： 
[3]辅导班结束以后，从韩国我爸我妈要来中国。 
[4]我的心继续从痛苦中不能解脱出来。 
高级水平： 
[5]我不能出去从房間所以很孤单。 
[6]那你从今天自己开始试试吧！ 
以上例句代表了留学生在使用“从”字介宾短语时容易出现的几种语序错误类型：一是学习者对介

宾短语与句子中其他成分的位置把握不准确，二是学习者对“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所充当的句法成分

认识错误。一方面，“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可以出现在句中、句首和句末，位置灵活。韩国留学生常

把“从”字介宾短语放在谓语动词之后、主语之前，产生偏误。例如“环境变了从许多年前开始”，该

句本应出现在动词前的介宾短语出现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 
另一方面，“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可以充当状语、定语、主语，但定语、主语情况极少，这里只

讨论做状语的情况。例如“把幸福从远的地方要找”该句中，学习者没有把握好“把”字句的动词和修

饰成分的位置关系以及“从远的地方”的语法作用。“从”字介宾短语做状语是一般出现在动词前，但

是“把”字句的宾语与谓语动词衔接比较紧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是由“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

充当的句法成分理解不深与“把”字句结合产生的偏误。 
2、误加介词“从” 
韩国留学生习得“从”字介宾短语过程中未掌握好“从”字介宾短语在句中所作的句法成分及语义

功能，所以偏误大多体现在不该用介词“从”的时候用了介词“从”。根据表中数据可知，随着汉语水

平的不断提高，误加介词“从”的偏误率随之降低。 
初级水平： 
[1]所以从我刚来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讲英语。 
[2]今天是从今年的最好的日子！ 
中级水平： 
[1]这个商品是从 6 岁的孩子可以用的，所以外形很可爱。 
[2]比如说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韩国男人结婚时从婚礼方式一不一样。 
高级水平： 
[1]所有的事都是从小事。 
[2]解决从两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的问题。 
如初级水平例句[1]中的“所以从我刚来的时候”是作为时间状语来说明“我对我同事讲英语”的时

间，表示的静止的时间阶段而不是动态的时间发展过程。高级水平例句[1]中“小事”是宾语，“从”在

句中多余，“从今年最好的日子”也是这种类型。 
3、介词“从”与其他词混用 
介词“从”与其他词混用指的是该用“从”的时候用了别的介词“在”“跟”等，或是将动词“从”

误用为介词如“听从”“从事”等，或者是该用别的动词或介词的时候却用了“从”。随着学习者习得

程度的不断深入，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介词“从”的特点及与其他介词的区别，该种偏误的出现频率逐渐

降低，在这里选取较为典型的情况进行分析。 
初级水平： 
[1]她现在是从鲁东大学学了 4 年的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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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又见面从南京了。(在) 
中级水平： 
[1]中国跟韩国从古代交流很多。(在) 
[2]但是他从以前韩国的导演根本不一样。(跟) 
高级水平： 
[1]于是，从第一天已经有三个好朋友。(在) 
[2]搬家的地方从她的家很远。(离) 
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学习者最常出现的就是“从”与“在”在混用的现象，错误率最高。原因

首先在于介词“在”可以与方位词、名词、准助词等形成“在”字框架，与“从”字框架基本相同，容

易造成混淆。初级水平例句[1]“从”表示时间的起点，而“四年”是一个时间段，因此不能用“从”；

[2]“南京”表示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从”往往表示空间的起点，在这里不符合静态的地点描写；中级

水平例句[2]的重点在于“他”与“以前韩国的导演”之间的区别，是二者之间的比较，因此不能用“从”；

高级水平例句[2]的语义中心是“搬家的地方”与“她的家”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指某一空间起点，所以

应当把“从”改为“离”。 
4、介词“从”的框架词错误 
介词框架词的误用是韩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在几种偏误类型中出现频率

最高，这里总结了比较容易出现错误几种结构，如表 5 所示。 
 
Table 5. Korean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ive phrase of “Cong” frame words error situation 
表 5. 不同水平韩国留学生的“从”字介宾短语框架词错误情况 

 错误类型 

从(……)开始/起 ①缺少开始②开始的位置不当 

从……到…… ①缺少“到” 

从…… + V + 其他 ①缺少动词②动态助词不当 
 

1) 从……开始/起 
[1]而且因为从下个星期她们的宿舍里没有热水，所以她不能住在学校里的宿舍。 
[2]按照我的经验，我从开始 14 岁抽烟。 
例句一：“从……开始”表示某个事件发展变化的起点，在该句中表示“下个星期”要发生的某种

变化，这里缺少“开始”。例句二：“开始”应在“14 岁”的后面，表示“14 岁”是一个开始的节点，

正确说法应该是“我从 14 岁开始抽烟”。 
2) 从……到…… 
[1]好处是从房子教室很近，还有缺点是经常出了虫蚁。 
[2]所以从二月起六月，我交七个中国朋友。 
例句一表示的语义是房子和教室之间的距离很近，是“从房子到教室”，缺少“到”；例句二“从

二月起六月”缺少“到”，“从”所引介的时间终点要表现出来。 
3) 从…… + V + 其他 
[1]成功是从小事。 
[2]那天从早上开始我一直吐了。 
[3]她觉得从小事环境保护，这样的活动有意义。 
例句一中缺少动词，“成功”跟“从小事”的关系未明确，正确说法是“成功是从小事做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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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二“从……开始”与动词的现在时、进行时搭配，且“一直”表示动作持续的过程，二者均不与“了”

搭配；例句三缺少谓语动词，将名词短语“环境保护”误认为动词词组，应改为“从小事开始保护环境”。 
本文总结了韩国留学生在习得“从”字介宾短语过程中较容易出现的几种偏误。随着汉语水平的不

断提高，对“从”字的理解逐渐深化，学习者接触的词汇越来越丰富，语序偏误、误加介词“从”和混

用偏误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而介词“从”的框架次词偏误的出现率逐渐提高。 
4、偏误原因分析 
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刘珣提到留学生学习汉语时产生偏误主要受到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

识负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学习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影响。由于对留学生学习环境及学习策略交

际策略的认识不足，本文主要从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母语负迁移以及“从”字介宾短语自身复杂性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1) 母语负迁移 
母语负迁移指的是留学生在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的情况下，利用自己原有的母语的知识和语言背景

来理解目的语的现象。[6]韩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之前已经掌握了韩语的使用规则，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汉语与韩语之间的差异就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汉语系统的学习，形成母语负迁移。 
如有的以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汉语过程中会出现错序的问题，介宾短语在汉语中位置较灵活，而

在韩语中主要为后置。以该句为例，“我来从首尔。”中的“从”字短语放在了动词的后面，根据语用

需要此处“从首尔”放在动词前较为流畅。 
2) 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学习者通过类推，把有限的目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目的语上，造成偏误，这就产生了目的语知识的

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学习者的高级阶段，在学习者将自己所学的目的语知识内化的过程中，错

误地将已有的知识进行套用。[7] 
举例来看，留学生首次接触“从 + 处所词/时间词”表示空间/时间起点的用法后，就会在以后的使

用过程当中，遇到处所/时间词时喜欢添加介词“从”，造成“从”字结构用法的泛化。 
3) “从”字介宾短语自身的复杂性 
“从”字介宾短语包括众多不同的框架，为学习者正确掌握“从”字框架增加了难度。同时，介宾

短语在使用过程中复杂的用法，使学习者容易产生混淆。如“从……开始”中间可加时间词或处所词，

多放于句首表示时间或空间的起点，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省略介词“从”或“开始”，导致学习者对省略

的情况把握不准确，出现偏误。 
综上所述，韩国留学生在习得“从”字介宾短语的过程中，使用频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向，同

时偏误率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通过对不同阶段的语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留学生使用的“从”字

介宾短语多在句中做状语，表示时间空间起点，发挥几种不同的语用功能。偏误方面，则以语序错误、

介词“从”的误用、介词“从”与其他词混用、介宾短语搭配词的误用为主，随着汉语水平不断提高，

介宾短语搭配词错误的出现频率不断升高，其余呈下降趋势。 

3. 小结 

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韩国留学生中介语语料，考察不同汉语水平韩国留学生“从”字

介宾短语习得情况，从语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等方面分析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

规律，通过归纳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偏误用例，总结出四种常见的偏误类型并进行分析。本文对语料的处

理、分析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且受语料采集、个人能力所限，对韩国留学生“从”字介宾短语的习得

规律及偏误规律的分析有所不足，未能全面把握韩国留学生的整体习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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