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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词典》是韩国的汉语学习者们最常用的词典之一，其准确性直接影响着该词典

的使用者掌握汉语的准确性。本文通过研究却发现，由于语言系统的不同、汉韩词性划分标准不

同等各种原因，《中韩词典》的词性标注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性标

注为参照，对《中韩词典》进行了系统全面对比，通过对比研究找出《中韩词典》中词性标注存在的

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就如何修订《中韩词典》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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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韩词典》是韩国人学习汉语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遗憾的是，这重要工具书却非十全十

美。《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的第一部普通话词典，１９７８年出版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大陆语言界有权威影响。

目前关于《中韩词典》的词典发展史、词语错译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性标注原则、特点、重要

性等问题都各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尚未有学者对《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性标注进行

过全面而深入的对比研究。本文希望对照《现代汉语词典》发现《中韩词典》中词性标注存在的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际修改建议，让学习者可以学到更准确而地道的汉语。

韩国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中韩词典》，本论文把学生最常使用的高丽大学编纂的《中韩词典》作

为研究对象，选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作为参照对象。

二、《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概况

（一）词性的定义、词性标注意义与汉韩语词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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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词性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直是语言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

１．词性的定义及意义

本文采用的“词性”定义是：作为划分词类的根据的词的特点。《韩国国语词典》中对词性的定

义是：把词按照语法上的意义、形态、技能来分类。《汉英词典》中对词性的定义是：［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ｈｅｌｐ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ａ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词性标注使词汇的

释义更加准确，使词的义项划分更明确，使词汇的用法更加准确。

２．汉语词性的分类

对词性学者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一些共识性的研究结论还是得到公认。现代汉语的词

性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叹词、拟声词、状态词、区别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

等。词性非常灵活多变，使其更加复杂，更加值得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３．韩语词性的分类

韩语词性是在词汇的形式、意义和功能等基础上分类的，包括体词、修饰词、独立词、关系词和

谓词。［１］体词包括名词、代词、数词；修饰词包括冠词和副词；独立词指的是感叹词；关系词指的是

助词；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在韩语的词性分类法中，最常用的是 ９种词性的分类法，在学校教

学和词典中都使用。

（二）《中韩词典》词性标注的原则和难点

词性分类需要一定的标准。韩语的词性分类标准主要是根据词汇的语法特征而定的。所谓的

语法特征，主要包括词汇的形态、技能和意义。形式指的是单词在形式上的特征，“形式”主要是由

单词词尾的形态而决定的，即词尾的形态影响着词语的具体“形式”。因此，词尾变化多样的曲折

语的词性分类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形式”。不过，韩语是交叉语，因此词性划分的标准更加难

以把握。

此外，韩语里也存在着词性划分标准的不确定性。韩语的词性一般包括 ９种类型。但也有的

学者认为韩语的词性最少有 ５种、最多有 １３种，意见不太一致。原因是由于存在着许多阻碍词性

划分的要素。阻碍词性划分标准统一的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组词是否应该标注具体的词

性。组词是指在句子中不能单独使用的一类词，它必须跟其他成分一起使用，其意义在于增加语法

性。组词与助词的功能差不多，因此有可能助词也不能划分为某一个独立的词性。第二，韩语里的

动词和形容词应不应该分开标注的问题。第三，有些学者不主张将名词、代词和数次划分为独立的

词性，而是全部应该被归类于名词，然后在名词的下级分类中分为本名词、代词和数次。第四，兼类

词的问题。汉语中的兼类词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课题，在韩语中也如此。一个词基本上被归类于

一种词性，但是有些词可以被归类为两个词性或者更多词性，这类就属于兼类词。

（三）《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的原则

１．释义和词性相对应。词的释义和词性的标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有时候词的

释义直接决定了词性分类，有时候从词的词性标注能有效的理解词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就很

好的体现了这个原则。

２．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即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性质和功能进行词性标注。这是现代汉语

词典标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例如“火药味”的释义是：［名］比喻强烈的故意或激烈的冲突气

氛：他今天的发言带 ～、辩论会上 ～很浓。

３．体现词类的系统性原则。《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词的词性标注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首先，每种相同词类中的词的语法功能和性质是基本相同的，这就具有同一性。其

次，不同词类的词的语法功能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具有区别性。

（四）《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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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词性标注的单位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以词为标注的单位，最基本的前提是标注的是词，其次才能对其标注词性。

《现代汉语词典》中规定“此处写上标注的词的规则并标注”。但是如何区分词与非词也是一个难

点，实际上很难区分词和语素、词和词组。词和语素的界限问题即如何区分的标准，在汉语言学上

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定论，但是在一些特殊、具体的个例上还是存在着模糊不清的问题，得不到统一

的研究结果。《现代汉语词典》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２．固定短语和成语的词性很难判断

固定短语和成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有收录，但是却一律不做词性标注，因为这是一个难

点，短语和成语的词性很难判断。比如“民以食为天”“刻舟求剑”等。

３．兼类词的标注是个难点

兼类词的问题一直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同时由于不同学者的认识不同、标准不同以及

兼类词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个问题也成为最大的难点之一。特别是动名兼类词的问题一直得不

到统一的定论。词典要具有规范性就必须有规范、统一的标准。《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性标注有很

多困难，其中兼类词的词性标注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需要继续研究。

４．个别特殊词语的词性标注很难

个别词语的用法十分特殊，在句子使用中的语法成分很难确定，或者具体使用起来的用法不是

很清楚，使得词性标注成为一个难点和争议点。比如“整、摄氏、例如、风凉等”。

三、《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的比较研究

本文将《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汇的词性标注逐一进行对比研究，并分别统计出各

不同类型的不同之处及其具体数据和相关信息。

（一）《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的不同之处

经本文统计，《中韩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标注不同的词语数量一共有 ８２４９个，在

《现代汉语词典》词语总量 ６５０００中所占比例是 １２．６９％。将这些存在差异的词按不同情况进行分

类，一共包括 ９４个不同类型。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将 ９４个类型一一列出阐述，因此，按照更宽泛的

标准将这 ９４类归纳为二十类，下面以表格的形式明确列出加以说明，其中的比率指的是：存在差异

的某类问题的数量占存在差异词汇总数的比率。

表 １　两部词典词性标注出现不同的词的数量及比率

数量排名顺序 《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 《中韩词典》中词性 数量（个） 比率（约等于）

１ 某一种词性 某一种相同词性＋其他 ２２９７ ２７．８％

２ 无 名词 ２０２８ ２４．５８％

３ 无 成 １１８８ １４．４％

４ 无 动词 ９１７ １１．１１％

５ 无 形容词 ５４７ ６．６３％

６ 形容词 动词 ３０７ ３．７２％

７ 形容词 名词 ２４２ ２．９３％

８ 动词 形容词 １２３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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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排名顺序 《现代汉语词典》中词性 《中韩词典》中词性 数量（个） 比率（约等于）

９ 动词 名词 ７９ ０．９５％

１０ 量词 名词 ５８ ０．７０％

１１ 副词 动词 ５９ ０．７１％

１２ 形容词 无 ４９ ０．５９％

１３ 名词 动词 ４７ ０．５６％

１４ 副词 名词 ３３ ０．４０％

１５ 无 副词 ３３ ０．４０％

１６ 名词 形容词 ２４ ０．２９％

１７ 副词 无 ２３ ０．２７％

１８ 副词 形容词 ２１ ０．２５％

１９ 名词 副词 ９ ０．１０％

２０ 其他类型 其他类型 １６９ ２．０％

（二）《中韩词典》词性标注问题的主要类型

对《中韩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比较之后，将相关数据统计出来，发现存在差异的词性

标注问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韩词典》中的词汇的词性标注一般来说比《现代汉语词典》中

的词性标注的词性更多，可能是因为韩语中存在词语加上后缀就可以更换词性；第二，《中韩词典》

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性标注相比，标注的原则和标准显得非常混乱和不规范。

下文将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对《中韩词典》中词性标注方面的几个主要差异类型一一阐

述。

１．词性有所增加现象

以《现代汉语词典》共 ６５０００个词汇作为参考，《中韩词典》与之词性标注不同的词汇类型中，

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某种词性标注有所增加的现象，即：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为名词，《中韩

词典》中除了标注名词之外还标注了动词。这种类型总数量为 ２２９７个，一共可分为 ２３个不同的类

型，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图一　词性有所增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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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某种词性标注，而在《中韩词典》中也有这种词性标注并且意思

相同，但是另外又增加了其他的词性标注并且有别的释义。这种类型一共有 １０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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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形容词词性的，在《中韩词典》除了形容词的用法之外还有

名词的用法。占比重第三位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名词的，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名词和动

词。

第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为名词，而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名词和动词的，一共有 ７０
个。如：

９．措施：《现》［名］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

例子：计划已经订出，～应该跟上。

《中韩》［ （名、动）］

（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

例子：计划已经订出，～应该跟上。

１０．鼎足：《现》［名］鼎的腿，比喻三方对立的局势。

例子：～而三、势成 ～。

《中韩》［ （名、动）］ （鼎的腿，比喻三方对立的局势）

例子：～而三、势成 ～。

第五，还有一些其他无法归类的类型，总共有 ９１个。

２．“无”———“名、成、动、形”的词性标注

如表 １中所示，《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词性显示“无”而在《中韩词典》中分别标注为名词、成

语、动词和形容词的现象非常多见。

（１）“无”———“名词”的词性标注现象

这种情况一共有 ２０２８个。这种现象也分为不同的四种情况，分别是：

第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可能表示单位名词的就没有标注词性，而在《中韩词典》中一律标

为名词。如：泡沫经济、音节文字、银团贷款、游戏规则等。详见下面例子：

１１．音节文字：《现》［无］一种拼音文字，它用字母表示整个音节，例如梵文和日文的假名。

《中韩》［ （名）］ （拼音文字）

１２．银团贷款：《现》［无］指多家银行共同出资、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金融组合。

《中韩》［ （名）］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ｌｏａｎ）

第二，《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此类标注说明规定：“５．４单字条目中的文言义，只给数词、量

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标注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不作任何标注。”而在

《中韩词典》中，对单字条目也都作了明确的词性标注。如：

１３．靛：《现》［无］１．靛蓝 ２．深蓝色

《中韩》［ （名）］

（１） （用蓝蓼的叶子做成的蓝色的染料）（靛蓝）．
（２） （蓝色）． （蓼蓝色）． （蓝色和紫色的混合

色）．（深蓝色）

第三，古代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很多都没有标注词性，而在《中韩词典》中则标为名词。如：

１４．堋：《现》［无］我国战国时代科学家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所创造的分水堤，作用是减弱水势。

《中韩》［ （名）］

（１） （中国战国时代科学家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所创造的分

水堤）（作为靶使用的垣，用作靶的垣）

（２） （减弱水势的喷水）（水势 弱化 作用 喷水

器，起到减弱水势作用的喷水器）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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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还有表示地名的，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没有标注词性，而《中韩词典》都标注为名词。

比如：

１５．浚：《现》［无］浚县，地名，在河南。

《中韩》［ （名）］ （浚县）． （河南省） （位于河南省的县，名

称）（浚具，地名，在河南）

１６．垭：《现》［无］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窄地方：山口（多用语地名）

《中韩》［ （名）］

（两山之间或峻岭之间可以通行的低矮的地方。【多用于地名】）（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

窄地方：山口多用语地名）

（２）“无”——— “成”的词性标注现象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汉语中的成语全部没有标注词性，前言中明确规定“５．５多字条目除词

组、成语和其他俗语等不做任何标注外，一律标注词类”。而在韩语中，成语被视为一种特殊语，在

《中韩词典》中全部标注为“成”，这种情况共 １１８８个。如：

１７．打家劫舍：《现》［无］指成群结伙到人家里抢夺财物。

《中韩》［成］

（盗贼打家，袭击掠夺民家，指成群结伙到人家里抢夺财物）

１８．高人一等：《现》［无］比别人高出一等。

《中韩》［成］ （比别人高出一等）

（３）“无”———“动”的词性标注现象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标注词性词汇，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动词，共 ９１７个。同“无”到“名”

一样，也可以分为几种具体的不同情况：

第一、单字条目现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作任何词性标注的而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动

词。例如：

１９．辍：《现》［无］中止；停止。

《中韩》［ （动）］ （中止、停止）

第二，《现代汉语词典》中明确规定词组不作任何词性标注，而《中韩词典》中则将某些动词词

组标注为动词。如：

２０．搭架子：《现》［无］

１．搭起间架，比喻事业开创或文章布局略具规模。

２．摆架子。

《中韩》［ （动）］

１． （做大架子） （搭骨架【框架】）（搭起间架，比喻

事业开创或文章布局略具规模）

２． （摆架子，神气）． （盛气凌人；傲慢，摆架子，神气活

现）

３． （在旧剧里，演员

不出现舞台上唱歌或说剧词）

２１．丢眼色：《现》［无］用眼光暗示；使眼色。

《中韩》［ （动）］ （用眼光暗示、使眼色）

（４）“无”———“形”的词性标注现象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标注词性而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形容词的词汇，一共有 ５４７个。这种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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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通常与其他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标注词性的情况差不多，多为《现代汉语词典》中规定

的字词条、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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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 （名）］ （鲜亮的天空色，淡蓝）

第二，除了表示颜色的词汇有这种情况之外，其他还有不少情况也是如此标注的。比如：

２８．对称：《现》［形］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

对应关系。

《中韩》［ （名）］ （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

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４．“动”———“形”或“名”的词性标注

（１）“动”———“形”的词性标注现象

表一中，第八种情况是《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为动词的词汇，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名词，

共 ７９个词汇。

２９．乏术：《现》［动］没有办法；缺少办法。

《中韩》［ （形）］ （没有办法、没有插手，缺少办法）

３０．凋败：《现》［动］凋谢衰败。

例子：草木 ～。

《中韩》［ （形）］ （枯萎，衰退）． （凋谢，凋零，衰败）

例子：草木 ～。

（２）“动”———“名”的词性标注现象

《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为名词而在《中韩词典》中标注为动词的词汇数量也不少，一共出现

了 ５８个。例如：

３１．错漏：《现》［动］错误和遗漏。

《中韩》［ （名）］ （过失和遗漏）

５．“量”———“名”的词性标注

表 １中，最常见的词性标注不同的现象之一是《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为量词而在《中韩词

典》中标注为名词，共 ５８个。韩语中实际上并没有“量词”这一词性划分，只存在着数词。《中韩词

典》中则将所有汉语词汇的量词词性标注为名词。如：

３２．尔格：《现》［量］功和能量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符号 ｅｒｇ。

《中韩》［ （名）］

３３．光年：《现》［量］天文学上的一种距离单位，符号 １．ｙ。

《中韩》［ （名）］ （天文学上的一种距离单位）

此外，动－助动词：这类词性虽然所占的比例不高，可也不能忽视。

６．“副”———“动”的词性标注

在《中韩词典》中，存在着一些令人非常费解的词性标注不同现象，就是把汉语的副词词性标

注为动词了。这类一共出现了 ５５个词汇。如：

３４．更番：《现》［副］轮流替换。

《中韩》［ （动）］ （轮流交替）． （按照顺序交换，轮

流替换）

３５．连声：《现》［副］一声紧接一声。

《中韩》［ （动）］ （话）继续． （接二连三说）

７．其他类型

据本文统计，一共存在 ９４个有词性标注不同现象的类别，除了上述一些最常见的类别之外，还

有一些其他比较少数的不同类别，主要包括：名词标注为形容词、副词标注为形容词、名词标注为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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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动词标注为助词、动词标注为助动词、副词标注为助动词、介词标注为副词等。因为其数据极

少所以没有逐一罗列出来。除此之外，还有无－副、无－代、无－拟、无－介、无－量、名－形、副－无、副－
形、动－介等的词性类别都也偶有出现，出现的次数都在 ５０个以下，由于篇幅和重点的原因，不一

一列出。

四、《中韩词典》中词性标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韩词典》适应了现代词典的要求，对词性进行了标注，对规范语言等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

工作，体现了韩国词典编著方面的明显进步。但是《中韩词典》中词汇的词性标注与《现代汉语词

典》的差异十分大。为进一步了解《中韩词典》词性标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询问韩国编纂《中

韩词典》的专家们之后，才发现高丽大学研究所的词典编撰者们在编撰《中韩词典》时，很少参考中

国的权威词典，而是基本按照韩国的汉语课本和韩国词典上的词性进行标注的。因此，与中国的权

威性词典的词性标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此外，中韩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其差异性也导致了词性标注的不准确性。

（一）《中韩词典》中词性标注问题产生的原因

１．(权⥔樍ⴴㄮご䐍⠒ᔩ呪റ⸰㐷ㄱന面⥔樍ㄮご樍ㄮ〱㠸㘸‰⁔䐍⠍丩呪റ⸰ㄸ㠶㠠〠呄ന言⥔樍ㄮ〱㠸㘸㠶㠠〠呄ന种⥔樍ㄮ〱㠸㘸‰⁔䐍⠘픩呪റ⸰ㄸ㠶㠠〠呄ന言⥔樍ㄮ〱㠸㘷‰⁔䐍⠕谩呪റ⸰ㄸ㠶㛔〠呄ന韩⥔樍ㄮ〱㠸㘸씰⁔䐍⠌숩呪റ⸰ㄸ㠶㜠〠呄ന差⥔樍ㄮ〱㠸㘹‰⁔䐍⠘琩呪റ⸰ㄸ㠶㈠〠呄ⴱ㈰ㄵ伀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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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词典》中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词性标注现象，可能是由于对汉语的语法知识掌握不到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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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性会大大的提高。

３．遵守词性对译原则

词性对译指的是在词汇的翻译时使用与源语词汇词性相同的对应译词，即名词译名词、动词译

动词等。词性对译是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词性对译原则在语言学界几乎得到了普遍一致的认可。

１９８６年奈达在阐述其“功能对等”原则时指出：“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的

对等。”《中韩词典》的词性标注也应该遵循“词性对译”的这一基本原则，才能做到更加统一、科学

和准确。

（二）以使用者的立场改善《中韩词典》的词汇标注问题

《中韩词典》是一本内容复杂而全面的词典，不管对于汉语初学者还是学习很多年的使用者来

说，翻阅词典、查找词汇都是需要时间的。《中韩词典》应该以使用者的立场来进行改善，使得使用

者在使用词典的时候能够以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查到需要的词汇和中性섵一药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