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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韩语中尊敬语体系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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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和韩语中都有一项特殊的语言项目，即尊敬语的使用。其中包括人称代词、名词

的替换，动词的变换以及语气的转换等等。正因为两国语言中都有使用类似尊敬语的情境，韩国

学生反而比较容易出现混淆或误用的情况。通过将尊敬语的使用单列出来，对比汉语和韩语中尊

敬语体系的异同，相同语境中不同的礼貌用语的表达，以及不同场合语言得体性之间的差异，可以

为韩国留学生做一些语言梳理，辨明两国语言中尊敬语表达的差异和尺度，从而达到正确使用汉

语尊敬语，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得体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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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汉语中最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特征之一，尊敬语体系是一项特殊的语言项目，历年来也是

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对外汉语教师在此类教学中往往更关注来自欧美或非洲的学生，而较

为忽视来自东亚的学生，如韩国学生。原因在于我们与韩国等东亚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有着

相似的尊敬语体系及文化背景。但同时正是基于这种语言文化的相似性，使得韩国学生在学习汉

语尊敬语时反而比较容易出现混淆或是误用的情况。如果能够将尊敬语体系单列出来，详细地比

对汉语和韩语中尊敬语体系的异同，在相同语境中不同礼貌用语的表达，以及在不同场合、面对不

同语言对象时语言得体性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此类的语言梳理为韩国留学生在某种

程度上辨明两国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之间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尺度，从而取得较好的汉语教学效

果，达到正确使用汉语尊敬语，兼顾语言准确性和得体性的目的。

现有的研究虽然有一些关注尊敬语教学的，但大多数集中针对韩语的外语教学方面，如全明

姬的《韩语尊敬语教学法研究》（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朴钟锦的《韩语交际尊敬法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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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８）；研究尊敬语体系对比的，多数集中在韩语和日语的尊敬语体系

方面，如刘卫红的《浅析日、韩语里尊敬语的构成》（语言文字，２００９）；偶尔有关注汉语和韩语尊敬

语异同的，可能也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并且是由学生从自身的学习体验出发进行

研究的，缺乏深厚的汉语功底和教学经验，如诸同镐的《汉语韩语中敬语和表尊敬代词的比较》（陕

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因而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对汉语和韩语中的尊敬语体系的异同进行比较是十分必要

的。本文将通过对两种尊敬语体系的比较找出语言及文化中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并且针对目前教

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文化适应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国别化教材编写一些可行性建

议，为汉语尊敬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

二、汉语的尊敬语体系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人与人交往时格外注重礼节，这种“礼”在语言中表现为敬语和谦辞。

敬语是敬称他人或与他人有关的人和事；谦辞则是通过自谦的言辞尊重听者。

在中国的古代汉语中曾有许多丰富的敬语和谦语词汇，使用频率之高和应用范围之广都远远

超过现代汉语。新文化运动之后平等自由的思想深入人心，逐渐取代了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上

尊下卑等封建思想。敬语和谦语的一些词汇被中性词替代，一些词汇则继续保留下来。同时磕

头、作揖等礼节也被现代的握手礼所替代。因而现代汉语的尊敬语体系不像韩语中那样明确，而

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体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表达：一是尊敬语与自谦语，

二是多种词汇的变化，三是语言表达的语气。

（一）尊敬语与自谦语

汉语中表达对他人的尊敬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使用表示尊敬的词汇或语句，另一

种是通过自谦甚至自贬的方式间接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这两种方式都是汉语表达尊敬时常用的，

有一些在口语中表达，另有一些在书面语中使用。

汉语中常见的尊敬语，如：

“令”：令尊、令郎、令妹（表示对他人近亲属的尊敬）

“尊”：尊驾、尊师、尊临（表示对他们及相关事物的尊敬）

相应的，汉语中也有常见的谦辞，如：

“拙”：拙作、拙荆、拙见

“小”：小人、小弟、小女

（二）多种词汇的变化

由于汉语中没有词汇语法形式的变化，因此尊敬语体系主要是通过使用表敬语素变换词语来

实现其语义功能的。比如对于名词、代词、动词等词汇的变换。例如：家—宅，你—您，吃—进。我

们口语中常见的您老、寒舍、惠顾、叨扰等等都属于尊敬语系统。

（三）语言表达的语气

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境，以及不同的会话对象，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这种不

同的语言表达传递出的是给人以不同感受的语气，实际上最终还是要达到使听者觉得愉快，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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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说者修养与礼貌的目的。因此这些语气传递的学问，或者说许多场合客套话的表达，也可以

算是汉语尊敬语体系的一部分。

根据不同的会话对象我们可以表达尊敬与亲昵，疏远与亲近的不同关系。根据社交的需要，

我们可以满足请安问候、感激致谢、有求于人以及向人致歉等多种场景的不同需求。类似的语言

表达如：赏光、赐教、拜托、托福、劳驾、见谅等等。

三、韩语的尊敬语体系

韩国自古以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在语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儒家思想表

现为语言中崇尚礼仪，有着复杂的尊敬语系统，能够区分听者与说者、主体与客体之间年龄、职业、

性别、社会地位、远近亲疏等多种因素的差异。

（一）韩语中的尊敬语体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１．对主体的尊敬法

通过在动作动词或状态动词后边加词尾“－ －”来实现。同时对主格助词 也进

行相应修改。

２．对客体的尊敬法

对对方的尊敬法。这是随着相互关系的不同，话者对听者表示尊敬的方法。这种尊敬可以分

为五个阶段的终极语尾，由最尊敬到最随意。包括抬高对方和自谦两种方式。

３．其它尊敬法

通过语汇敬语表示尊敬。包括名词敬语、助词敬语和动词敬语（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即动词

和形容词）三种。

（二）在敬语的表现形式方面分为两种类型：

１．通过语尾表示尊敬

主要是通过句尾动词、形容词的形式变化来表示。

２．通过词汇表示尊敬

主要通过句中名词、助词的变化来表示。

四、二者的相似和不同

将汉语和韩语的尊敬语体系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和韩语的尊敬语体系之间既有

联系也有区别。既有文化上的传承，也有语言体系的差异。

二者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于：

（一）表敬语素的使用

汉语的尊敬语主要是通过表敬语素来实现，这点与韩语中的其他尊敬法相似。包括名词、代

词、量词等词语的替换来表达敬意。其中有一些词是相对应的。比如：

生日———生辰　　　
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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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您

个———位

（二）社会文化的相似

１．对长辈的尊重

在对年龄大、辈分高的人讲话时往往采取尊敬的词语和语气。

２．对职务、行业的尊重

在对职务比自己高的人讲话时往往采取低姿态恭敬的态度。在对老师等具有特殊地位的人

讲话时往往多加礼遇。

３．不同场合的客套语

在一些场合汉语和韩语中都有一些客套话，以表达礼节。

例如：托您的福———

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一）语尾变化的有无

汉语中没有动词、形容词的变化，表达尊敬主要使用表敬语素和语气的变化。韩语中的敬语

体系主要依托于语尾的形式变化，使得傍观者一听语尾形式即可知道听者与说者之间的地位高低

和关系远近。

（二）人称代词使用的不同

汉语的第二人称一般只有你和您的区别，韩语中则有五种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

；指代前面的名词时汉语中可以用他、她指代，韩语中则需要重复前面的名词。如：我

妈妈给我做饭，她做的饭特别好吃。

（三）语气变换的程度

汉语中虽然有尊敬与非尊敬的区别，但是面对不同的尊敬人群说话的语气变化不太大。而韩

语中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的对象语气的尊敬程度区别很大。

（四）社会文化的细微差异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社会中封建等级观念有所变化，师生、父子、上下级之间也可以是朋友关

系，说话有时比较亲密而没有太多繁文缛节。相反，韩语中仍有许多限制，面对尊贵的听者一定要

使用敬语。另外，中国对妇女儿童的尊重和爱护在语言中也有所体现，但韩语中辈分高低更为重

要，这方面两国文化中存在一定差异。

五、教学中的重难点及文化适应问题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尊敬语体系的学习对于留学生而言一直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既存在语

言的困难，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因而也成为对外汉语教师们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一）教学中的重难点

１．失去谓语动词变化后如何使用礼貌用语

对韩国留学生而言，在失去他们习惯的语尾变化后如何表达尊敬是学习汉语尊敬语体系时的

关键点。许多韩国学生出现了说话过于直接而缺乏礼貌的感觉。培养他们适应没有语尾变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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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敬语素和委婉口气去表达敬意的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２．如何根据不同的会话对象以及不同的会话情景把握语言的得体性

针对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会话对象进行情景练习有助于留学生了解汉语中的语气差异和

敬语表达。

（二）二语习得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１．如何利用语气的变换表达尊敬

如何把握汉语的分寸感是留学生学习的重点，区别亲昵与无礼，尊敬与生分之间的差异是教

学的难点。

２．汉语中的尊敬语使用与韩语中的差异

如前所述以人称代词为例，在说话中何时使用“他”进行指代，何时需要加入称呼的名词也是

一门学问。

３．文化差异中不同的尊卑观念

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与韩国略有区别，同时对女性的尊重也有所不同，森严的等级制度更多

地被友好平等的氛围取代，这些都是留学生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同时年龄的差异在汉语中体现的

不如韩语中细致，这也是需要去适应的文化差异之一。

六、汉语尊敬语教学的国别化教材编写建议

在编写有关汉语尊敬语教学的国别化教材时，我们可以针对韩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尊敬语时

出现的实际问题而设置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讲授板块、专项测试和情景练习。这一方面是对教学

提出改进，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建议。具体方案如下：

（一）尊敬语对比分析教学

将汉语和韩语中的敬语对照起来，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帮助留学生掌握汉语尊敬语。同时也利

于词汇记忆和差异区分。例如名词、代词等表敬语素的使用。能够使学生清晰地看到两种语言尊

敬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例如：两种语言中都有自谦语“小人”；又如对年龄的尊称，汉语中称为

“年纪”，而韩语中则使用汉字词“年岁”。

（二）特定身份人物对话情景设置

设置特定人物的对话，如和家人、朋友、同学之间的不同对话，有利于学生了解汉语中敬语使

用的原则和说话的语气。以及在需要使用敬语的不同场景下的对话，以帮助留学生理解汉语的语

气和敬语的表达方式。这里还包含一些特定任务下的语句使用，如求人帮忙时应当怎么表示请

求，失礼致歉时怎样表达歉意。其中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客套话。例如汉语中常用的

“慢走”，“劳驾”，“拜托”，“见谅”等等。

（三）双语句测量法

在教材中采用双语句测量法，利用图片和有诱导性的问题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给他们创造强

制语境。同时也能让教师及时发现在语言使用中被刻意回避的语言薄弱点。学生在面对自己不

熟悉的语言项目和场景时往往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降低焦虑感，也经常会出现能够理解而在交际

中不进行使用的语言点，通过一定的强制语境了解学生的敬语掌握程度，帮助他们进一步巩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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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果是十分有益的。当然，这样的测试练习不宜过多，以免造成学生的心理屏障，影响学习的积

极性。

（四）情景表演练习

设置一定的情景表演练习，帮助学生重现需要使用敬语的语场景，巩固学习成果。同时可让

学生用母语和汉语分别表演，区分汉语和韩语中细微的文化差异，达到文化适应的目的。例如面

对父母时讲话的语气和态度，面对年龄比自己大的同学时的语气和态度。通过设置此类情景表演

练习，可以让留学生通过最直观的方式看到和感受到语言及文化间的差异，帮助他们进一步辨别

汉语和韩语中尊敬语体系的异同。

七、结　语

本文讨论的是针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尊敬语教学及国别化教材编写，通过对比汉语和韩语中

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的尊敬语体系，找出针对韩国留学生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分析语言教学和文化

适应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为国别化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其实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建议与有效的教学方法是一致的，而好的教学方法则是在充分了解二语习

得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进一步研究两种语言和文化异同的基础上得出的。对两种语言的了解和掌

握以及面对韩国留学生群体充足的教学经验是研究本课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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