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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汉语量词“个”与“种”混用现象分析
———基于 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的专项调查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汉语量词“个”是最常用的量词之一，留学生在汉语量词的学习和使用的过程中，常常
会与汉语其他量词混淆。日语与汉语同属量词型语言，日语量词系统的形成与汉语密不可分，日

本学生在汉语量词“个”出现的偏误现象有母语负迁移、汉语量词“个”过度泛化等多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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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日语均属于量词型语言，较之日语，汉语的量词体系更为发达。虽然日语的量词（日语

称作“助数词”）多来自汉语，但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两种语言的量词种类和数量逐渐不一，在

与名词的搭配习惯、句法位置及语义、语用等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异。日本学生在汉语量词的使用上

所出现的偏误，往往与两种语言在相关量词存在的似是而非的特征密切相关。学界较早就开展了

汉日量词的比较研究，例如戴梦霞《浅谈日语量词的用法》（１９８４）、孙群《日汉语量词的对比与翻
译》（１９８４）、张麟声《汉日语言对比研究》（１９９３）、李庆祥《日语量词详论》（１９９４）、渡边实《日华两
国语量词的机能》（２０１０）等。近年来，一些硕博学位论文往往以汉日 在 似 研 词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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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对照考察》（２０１３）等。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教学观察和教学设想，有的虽然基于语料库进行
统计和分析，但未能更深入地从汉外语言本体研究出发，探究偏误产生的原因。我们在ＨＳＫ动态作
文语料库（以下简称为ＨＳＫ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专项研究，收集、统计汉语量词“个”被误用为其他
汉语量词的所有例句，从中整理了日本留学生使用汉语量词“个”的全部偏误句子，从汉日语言本体特

征及语言对比的角度，试图厘清日本学生在该量词使用上产生偏误的原因。

在ＨＳＫ语料库中，汉语词“个”出现的总频次 ６７４２次，出现问题频次 ９８０次。其中错词 ４０６
次，缺词３０１次，多词２７３次。我们从量词的角度对４０６次错词进行逐个的统计，剔除“个”非量词
用法的用例４５例［１］，属于量词偏误次数是３６１次。其中日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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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修饰表示抽象的语言活动或精神活动的结果或反映的名词：质问、欲望、テ
!

マ、
"

利。

在上述三种用法中，第一种涉及的名词最多，第三种最少。从“个”的所能够修饰名词来看，它

使用范围远远不及另一个表示个体的（数）量词“ひとつ”（一つ／１つ）。
我们在ＨＳＫ语料库里，未发现日本学生使用日汉同形量词“个”。在日语里，计数的量超过十，

日语须用“个”。在语料库作文里，我们没有发现日本学生需要描述计数超过十的个体名词，所以，

日语量词“个”未发现使用，也是情理之中。

２．在日语中，另一个与汉语“个”类似功能的（数）量词是“ひとつ”（一つ／１つ）。在表示１个
到１０个时，日语中有十个特殊的固定使用的数量词，他们分别是：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六
つ；七つ；八つ；九つ；十，在日语里，不能把这十个词拆分成“数词＋量词”的结构。

日语个体（数）量词“ひとつ”与汉语“个”有类似的计数功能，均属个体量词，可修饰无生的物

质名词，均能修饰抽象名词，在上述２７个名词里，除了有４个名词有专门的量词，有２个名词须根
据语义内容的不同，选择量词“ひとつ”或专门量词来修饰外，其他２１个名词均可被（数）量词“ひ
とつ”修饰，列表如下：

表格２

词语
汉语

（数）量词
日语（数）量词 词语

汉语

（数）量词
日语（数）量词

语言

两种

例如：有日语和

英语两种语言

ふたつ（二つ／２つ）
日本语と英语と２つつ（ｆｕ
ｔａｔｕ）の言语あである

做法
两种

例如：两种做法

ふたつ（二つ／２つ）
２つの作り方

滋味
一种

例如：一种滋味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味

交往
这种

例如：这种交往

この（特殊代词）

この付き合い

痛苦
一种

例如：一种痛苦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苦痛

噪音
两种

例如：两种噪音

ふたつ（二つ／２つ）２つの
#

音

精神
一种

例如：一种精神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精神

气体
两种

例如：两种气体

ふたつ（二つ／２つ）２つの
气体

性格
一种

例如：一种性格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性格

烟，

烟味

种

例 如：这 一 种

烟／烟味
筋（ｓｕｚｉ）

行为
一种

例如：一种行为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行动

交通

工具

种

例如：一种交通

工具

台（ｄａｉ）

谣言

一种

例如：一种谣言

或一个谣言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デマ

优越感

一种

例如：一种优越

感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优越感

生活
一种

例如：一种生活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生活

动物
只

例如：一只动物

匹（ｈｉｋｉ）（猫，虫等小动
物）

头（ｔｏｕ）（马、牛等大动

物）

羽（ｗａ）（有羽毛的鸟或兔
子）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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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汉语

（数）量词
日语（数）量词 词语

汉语

（数）量词
日语（数）量词

生活

方式

一种

例如：一种生活

方式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生活

$

式

文化
一种

例如：一种文化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文化

享受
一种

例如：一种享受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享

%

一种の芸术享
%

心情
一种

例如：一种心情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

&

持ち

手段
一种

例如：一种手段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手段

快乐
一种

例如：一种快乐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

%

しみ

花

朵／只／束
例如：那朵／只／
束可爱的花

轮（朵，只）

株（朵，只）

束，簇（束）

情况
一种

例如：一种情况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情癋

食品
一种

例如：一种食品

ひとつ（一つ／１つ）
１つの食品

药

种／片
例如：两 种／片
药

２つの
'

；
'

二锭（ｎｉｚｙ
ｏｕ）　两片药

２种类（ｎｉｓｙｕｒｕｉ）の
'

　
两种药

而在上述表格里，这些汉语名词都可以被汉语量词“种”修饰，大多也可以被“个”或其他量词

修饰。

３．《现代汉语八百词》（２００８）指出：汉语量词“种”主要有二种用法：
（１）是作为集合量词来使用，用于内部一致而对外有别的一组事物。如：一种商品、十一种期

刊、谁也不愿和这种人打交道。

（２）是作为个体量词来使用，基本意义同“个”，但较强调与同类事物有所区别，多用于抽象事
物。如：一种现象、屋里有一种气味、提出了几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认知的角度看，集合量词的“种”所修饰的名词，其指称或概括的事物内部尽管有多寡不均

的个体，但在分类上还是被作为一个个体来看待，所以上述名词中的绝大多数也可以在“类”的角

度上被量词“个”修饰。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名词在日语里，大都可以被（数）量词“ひとつ”所修

饰，在语义上，汉语量词“个”与日语（数）量词“ひとつ”在许多情况下是对应的，都表示计数，日本

留学生很自然会选择汉语量词“个”来替换汉语日语量词“ひとつ”。日语名词“烟、烟味、交通工

具、动物、花”有专门的个体量词“筋（ｓｕｚｉ）、台（ｄａｉ）、匹（ｈｉｋｉ）、头（ｔｏｕ）、羽（ｗａ）”，这些名词在汉
语里虽然也有相应的“股、辆、只、朵”等专门的汉语量词，但留学生不熟悉，而“个”是最常见的个体

量词，留学生很早就熟悉这个量词，在汉语里，“个”客观上也存在着泛化的现象，选择“个”来代替

其他量词则成为所有外国学生包括日本留学生的首选捷径。

（二）为什么以汉语为母语者能够自如得体地选择量词“个”和“种”？

我们认为，语义和语用的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尽管“种”可以计数，可以作为个体量词，但毕

竟和“个”还是存在着差异。首先，“个”更多地作为个体量词用于计数，“种”作为集合量词的特征

决定了它更多地体现说话人对事物的分类，即把涉及的事物归入某一类。我们可以说“一个地

球”，但是不能说“一种地球”，因为地球是唯一的。应用量词“种”给事物分类时，说话者语气是判

断性或者结论性的，甚至当说话人对这个事物并不了解，但他仍然可以在主观上将其归入某一种事

物或现象，可以说“这／那一种”。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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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机抽样了当代文学一篇作品，从中抽取下列的例句：

１

２

３
４

例（１）用量词“种”将说话对象列入“大学者”范畴。显然不能用量词“个”。
例（２）对气质做出判断，可是“气质”这个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恐怕说话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能说“一种”。

例（３）将所述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归入某种“现象”，说话人主观上做出了分类的判断。
例（４）是对“吹捧”与“芭蕾、交响乐、绘画”共同的特征做出判断，将“吹捧”也列入同“一种”艺

术，对事物做出主观上的判断分类。

让我们比较ＨＳＫ语料库中日本留学生将“种”误用为“个”的用例：
５ ＣＣ
６ ＣＣ ＣＣ
７ Ｃ

ＣＣ ＢＱ ＢＣ ＢＣ
８ ＣＣ Ｃ ＣＱ Ｃ
９ ＣＣ Ｆ眕 ＢＣ ＣＣ Ｆ眕 Ｆ眕
ＣＤ
１０ ＣＣ ＣＣ２ ＣＪ－ｚｙ ＣＣ４

在例句（５）里，公司需要的是某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显然应该用量词“种”而不是“个”。
例（６）（７）中的名词“精神”和“性格”都是抽象名词，是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概括，在语言表达

中，得体的量词是“种”。

例（８）中的名词“动物”是回指前面的主语“人”，人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显然也应该用“种”
作为量词。

例（９）的名词“烟”是指句中的“二手烟”和“主流烟和“主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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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例，属于量词使用错误的是７６例，来自日本学生使用错误的是２７例，其中１９例是将量词“个”误
用为“种”。

（一）日本学生将量词“个”误用为“种”的例句中，涉及的名词有１０个，这些名词属于个体名词
和抽象名词：

个体名词：故事、词语、皇帝、榜样、集团、集体、

抽象名词：问题（５）、方面（２）、理由（２）、好处
例如：

１１ ＣＣ ＢＣ．
１２ ＣＣ

１３ ＣＣ ＣＣ ＣＪ－ｂｙ ＣＪｙ ＢＣ
１４ ＣＣ
１５ Ｂ ＣＣ

这５个例句量词所修饰的名词均为抽象名词，虽然量词“种”能够修饰抽象名词，但选择量词
“种”还是量词“个”，还要根据上下文和具体内容，选择最合适的量词。

例（１１）（１２）都涉及到名词“问题”，（１１）是和好友讨论练武术还是练太极拳这一具体问题，所
以应该用量词“个”，不应该用“种”，例（１２）在原文中先提出“不挨饿”问题，而后提出“环境污染”
问题，这也是两个具体问题，同样不宜用“种”这个量词。

在汉语里，出现在“数＋量＋名”结构的名词“方面”受量词“个”等修饰，不受“种”的修饰，所以，
例（１３）句使用“种”是明显的错误。

例（１４）（１５）涉及的名词是“理由”和“好处”，我们可以说“一个／一种理由”或“一个／一种好
处”，但是，当数词是二或二以上时，我们会选择量词“个”而不是选择“种”，我们会说“二个理由”、

“二个好处”，而不会说“二种理由”、“两种好处”。

例（１６）在社会上的某个｛ＣＣ种｝集团或者组织里边发生某种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
不做也｛ＣＪＸ｝别人｛ＣＣ谁｝一定给大家做。

例（１７）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ＣＣ种｝集体｛ＣＤ的｝，就是说跟很多人一起住
的。

例（１８）受到溺受的孩子像｛ＣＣ是｝一个｛ＣＣ种｝皇帝一样，［ＢＣ。］就是小皇帝。
例（１６）（１７）涉及的名词“集团”、“集体”分别指的团体和整体，实际上是可以计数的个体名

词，例（１７）说“我们社会是一个集体”是强调我们都属于这一个具体确定的集体，而不是指抽象的
类。

例（１８）的“皇帝”是有生的个体名词，只能用“个”来修饰，我们可以说“他是／像一个皇帝”，不
会说“他是／像一种皇帝”。

（二）在日语里，也存在着（数）量词“种（しゅ）”或“种类（しゅるい）”，它的用法主要有二种：

一是表示事物或者生物的分类，日语写作“种（ｓｙｕ）”或者 “种类（ｓｙｕｒｕｉ）”。
例如： １种类 动

１种类
３种类 机

二是表示个体的量词，在日语中多使用于表示特指的事情。

例如： 种类

我们认为，日语的（数）量词“种（しゅ）”或“种类（しゅるい）”对日本学生把汉语量词“个”误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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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种”并无影响，即不存在着母语负迁移的作用。这是由于日语的“种（しゅ）”或“种类（しゅ

るい）”是对客观事物的分类，与汉语“种”往往用于主观的分类和判断不同；此外，日语的这个

（数）量词多用于特指的事情，而汉语的量词“种”往往是泛指，由此，我们不认为会产生母语负迁移

现象。

　

汉语的量词的种类和数量多，在语言表达时，有的量词可以共通互用；有的有细微差别，这种差

别可能造成语义和语用的差异；有的量词差异巨大，属于专用性的，彼此不能替换。量词的选择不

仅仅与它所修饰的名词相关，还往往涉及到句法结构、说话人的情感态度等。对于日本留学生来

说，汉日量词之间存在相似，更存在着差异。我们认为，汉语量词“个”应用的广泛性及其泛化是造

成日本留学生滥用“个”的重要原因；日语个体（数）量词“ひとつ”与汉语量词“个”与“种”语义及

其功能的相近，同样是造成日本留学生多以量词“个”代替“种”，这是母语负迁移使然。当然，汉语

量词“个”与“种”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同样是日本学生混用汉语量词“个”与“种”的重要因素。

注释：

［１］本文所谓非量词误用是指量词“个”被当作其他词来使用，如：“各、俩、的、地、一、过、了、每、和、跟、上”。例如：
“哇”便能［Ｃ］看到［Ｃ］各｛ＣＣ个｝种各｛ＣＣ个｝样的奔驰车……（本文例句若未特别注明，均来自北京语言大
学的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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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永泰：《汉日量词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苏州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１年。
房玉清：《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李庆祥：《日语量词详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刘绩生：《实用日汉对译技巧》，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吕春燕：《汉日语语同形个体量词“个”与“个”的认知语义学对照考察》，《华西语文学刊》，２０１３ 词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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