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3- 03- 13

[作者简介 ]殷　梅 (1974- ) , 女, 山东平阴人, 青岛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助教, 硕士。

2003 年第 2 期
(总第 68 期)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 ingdao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Social Sciences)

N o. 2, 2003
General N o. 68

“美丽”、“漂亮”和“beau t ifu l”、“p ret ty”的
对比分析

○　殷　梅1, 孟繁杰2

(1. 青岛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42; 2.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语言中存在的同义词, 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范围上存在着差异, 它们的区别使用也仅靠母语的语感, 因

此对外汉语中留学生的误用情况很普遍。就误用较普遍的一组汉英对应同义词“美丽”、“漂亮”与“beau tifu l”、

“p retty”, 以《人民日报》和近现代英文版小说为自然语料进行随机检索、计量统计和对比分析, 既对“美丽”、

“漂亮”进行汉语内部的横向对比, 又同“beau tifu l”、“p retty”进行汉英纵向对比, 通过辨析它们充当不同句子成

分的频率和与不同类型名词的搭配使用等, 找出它们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为对外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找出

一种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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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ynonym s are differen t in term s of syn tactic structu re and sem antic scope and the on ly w ay of

differen tia t ing them is th rough the lingu ist ic sense go t from one’s native language, w h ich is the reason w hy the in2
ternational studen ts tend to m ake m istakes w h ile using them. A s to the synonym s that are mo st commonly used in

a w rong w ay—“美丽”, “漂亮”and their English equ ivalences“beau tifu l”and“p retty”, the art icle searches them

random ly and coun ts them and compares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 ral data bank- - - Peop le’s D aily and som e

con tempo rary and modern English novels. T hen the art icle compares“美丽”and“漂亮”inside Ch inese and at the

sam e tim e compares them w ith their English equ ivalences“beau tifu l”and“p retty”, t rying to find their in trinsic

differences and associa t ion by w ay of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 t frequency of the w o rds used as differen t

sen tence elem ents and their co llocation w ith differen t nouns. In the end the art icle concludes w ith a so lu tion to the

sim ilar p rob lem s arise in Ch inese teach ing.

[Key W ords ]　美丽; 漂亮; beau tifu l; p ret ty; syn tactic structu re; sem antic scope

前　　言

“任何两种语言的语词, 除了一些单义的科技术

语和专有名词外, 根本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 总有所

不同, 特别是一些常用词, 在语义范围和用法上往往

很不相同。”(胡明扬, 1990) 然而, 目前的对外汉语

教材对词汇的解释, 基本上是采取汉英语词一一对

应的方式, 留学生很容易在这种思维模式下, 尤其是

当汉英对应语词分别又有同义词时, 创造出一些不

符合汉语语法规则的句子。

英语中常把“beau t ifu l”、“p ret ty”作为一对同义

词, 如《英语常用同义词解说》(张经浩, 1983)、《简明

英语常用同义词例解》(中山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1987)。《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beau t ifu l”

义项有:“美丽的; 令人生美感的; ”其同义词

“p ret ty”义项有: “可爱的; 漂亮的。”一般的汉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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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近义词词典都把“漂亮”、“美丽”当作一对同义

词, 如《近义词应用词典》(陈炳昭, 1997)、《同义词词

典》(张清源, 1995)。

本文就留学生经常出现问题的汉语同义词“美

丽”、“漂亮”与相对应的英语同义词“beau t ifu l”、

“p ret ty”, 借助数据库对随机检索的自然语料进行

计量统计与分析, 试图找出它们在句法结构及语义

范围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本文所使用的汉语语料为 1977 至 2000 年《人民

日报》(光盘版) , 共检索出“漂亮”4856 条,“美丽”9212

条。由于数量太大, 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 分别抽

出“漂亮”2426 条,“美丽”4598 条; 英语语料是从近现

代的英文版小说中随机检索出的,“beau t ifu l”1181

条,“p ret ty”720 条(包括它们的副词形式, 下同)。

分析起来,“漂亮”、“美丽”、“beau t ifu l”和“p ret2
ty”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有差别。下面首先对汉语的

“漂亮”、“美丽”进行汉语内部横向对比, 然后再和英

语的“beau t ifu l”、“p ret ty”进行汉英纵向对比。

一

首先,“漂亮”和“美丽”都是性质形容词, 在《现

代汉语词典》中,“漂亮”义项为“好看; 美观; 出色; ”,

“美丽”义项为“使人看了发生快感的; 好看; ”, 在句

中都可以做定语、谓语、补语、宾语等句子成分, 少数

情况下也可做状语和主语。

在 2426 条“漂亮”和 4598 条“美丽”中, 所做成

分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布如表 1:

漂　亮 美　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定语 1518 62. 6 3703 80. 5

谓语 500 20. 6 442 9. 6

补语 357 14. 7 192 4. 2

宾语 25 1 233 4. 8

状语 24 1 6 0. 1

主语 2 0. 08 22 0. 48

总计 2426 100 4598 100

表 1

　　由表 1 可见,“漂亮”、“美丽”均以做定语为主,

“漂亮”占全部句子成分的 80. 5% ,“美丽”也占到

62. 6%。《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忆民,

1997)在解释“美丽”时认为“作定语必带‘的’”。通过

对语料检索, 我们发现“漂亮”、“美丽”做定语修饰名

词, 后面可以带“的”, 也可以不带。只是不带“的”的

数量不多,“漂亮”286 条, 占全部定语的 18. 8% ,“美

丽”325 条, 只占 8. 8%。这些句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就是在“漂亮”、“美丽”的前面已经有了带“的”

字的定语, 共同修饰后面的名词, 为使语言简练, 才

省略“漂亮”、“美丽”后面的“的”, 如:

(1)在沙堆里玩耍的一个【漂亮】小姑娘, 拿出一

支圆珠笔, 写下她学校的地址, 请中国客人寄她一张

合影照片。

(2)湘西大地养育了这位我国当代杰出的画家; 画

家也深深地眷恋着那“人在画中游”的【美丽】故乡。

在做谓语、补语和状语成分上,“漂亮”的出现频

率比“美丽”明显高很多, 而做宾语和主语成分时, 则

正好相反。“美丽”不能重叠,“漂亮”可以重叠为

AABB 式, 即“漂漂亮亮”, 做谓语时也可重叠为

ABAB 式, 如:

(3)现在年轻人讲穿衣打扮, 我虽 50 多岁了, 也

不能亏了党给我的这个“富”字, 也得赶赶时髦【漂

亮】漂亮。

可见, 虽然同为性质形容词, 但在做不同的句子

成分时二者的使用频率是不一样的。

其次, 在句法搭配上,“漂亮”和“美丽”各有特

色。按照一般名词的分类方法, 我们把常与这两个词

搭配的名词分成以下几类: 天文地理、房屋建筑、风

景、人物、事件、物品、服饰、动物、植物、言辞、动作、

抽象事物等, 具体分布如表 2:

漂　亮 美　丽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天文地理 126 512 2126 4612

房屋建筑 438 1811 28 016

风　　景 10 014 360 718

人　　物 535 2211 439 916

事　　件 0 0 138 3

物　　品 301 1214 388 814

服　　饰 182 715 37 018

动　　物 42 117 143 311

植　　物 23 019 252 515

言　　辞 100 411 58 113

动　　作 600 2417 0 0

抽象事物 69 218 629 1317

总　　计 2426 100 4598 100

　　 (天文地理含天体、时令、国家、城市、江河湖海、平原山地、城乡

处所等; 房屋建筑含住宅、校舍、桥梁等)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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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漂亮”和“美丽”除在

做句子成分上频率不同外, 具体的句法搭配差别也

很大。“漂亮”主要“修饰动作”、“人物”、“房屋建筑”

和“物品”, 各占总数的 24. 7%、22. 1%、18. 1% 和

12. 4% , 这是它最常见的搭配; 而“美丽”则主要修饰

“天文地理”、“抽象事物”等, 各占总数的 46. 2%、

13. 6%。除“漂亮”不修饰“事件”、“美丽”不修饰“动

作”外, 其他搭配均有出现, 但有些比较少见, 如“漂

亮”修饰“天文地理”和“抽象事物”分别只占 5. 2%

和 2. 8% ,“美丽”修饰“房屋建筑”也只占 0. 6%。

而它们在与同一类事物相搭配时, 存在着句法

成分和具体语义范围的不同。如“天文地理”中的一

些专有名词——国家名、城市名等, 用“漂亮”修饰的

有 27 条, 以做谓语为主, 占 59. 3% , 少数也做补语,

做定语的非常少, 只有 4 条。如:

(4)人们克服重重困难, 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啊、

建设, 终于使柏林从断垣残壁中获得了新生, 而且比

过去越发【漂亮】了。 (谓语)

(5)同全国总体发展形势一样, 这几年喀什在日

渐繁荣中变得更加【漂亮】了。 (补语)

(6) 交通、住宅、环境、人口诸问题, 多是历史遗

留下来的, 积重难返, 一时间, 恐怕谁都无法理出个

【漂亮】的大上海。 (定语)

与“漂亮”不同,“美丽”和这些专有名词搭配时,

则以做定语为主, 525 条中有 398 条, 占 75. 8% , 做

谓语的不多, 只占 11. 8% , 其他少量做补语、宾语

等。如:

(7)那一夜,【美丽】的吐鲁番, 有你旅途中避雨

的房檐。 (定语)

(8)清晨的比勒陀利亚, 静谧【美丽】, 空气清润,

曙光初照, 和风徐徐。 (谓语)

与“天文地理”搭配, 是“美丽”数量最多最重要

的一种句法组合。除专有名词外, 经常搭配的词还有

“国家”、“城市”、“世界”、“草原”、“土地”、“村庄”、

“山川”、“江河湖海”、“岛屿”、“公园”、“森林”等, 尤

以城市和国家居多; 有时也和一些季节、时间、天体

等搭配, 这是“漂亮”所没有的——共有 1601 条。其

中, 句法成分仍以做定语为主, 共有 1319 条, 占 82.

4% ; 谓语和补语数量相同, 均为 7% ; 另外还有少量

的宾语。如:

(9)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沿大西洋岸向南, 在数

百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小十来座【美丽】的海

滨城市。 (定语)

(10)中国的山水非常【美丽】, 中国父老兄弟姐

妹非常友好, 我已经把您的伟大的祖国看成我的第

二故乡了。 (谓语)

(11)只是山野变得更【美丽】、更富饶、更文明、

更现代了。 (补语)

“漂亮”修饰“天文地理”的不多, 除专有名词外,

经常搭配的词有“城市”、“街道”、“公路”、“村庄”等。

有 46. 5% 的“漂亮”做定语, 30. 3% 做谓语, 22. 2%

做补语。如:

(12)站在国界线, 眺望远处,“万山堆积雪, 积雪

压万山”, 近处, 则是更加狭窄、弯曲、陡峭的山谷, 以

及脚下横穿而过的【漂亮】的公路。 (定语)

(13)近些年, 城市越建越【漂亮】。 (谓语)

(14) 五彩缤纷的盛装, 绽满笑意的脸蛋, 甜美、

粗犷的歌声, 轻盈、欢快的舞姿, 把县城妆扮得格外

【漂亮】。 (补语)

与“房屋建筑”相搭配是“漂亮”的一个重要的组

合方式, 占总数的 18. 1%。常用来搭配的词有“楼”、

“房子”、“住宅”、“建筑”、“桥梁”、“校舍”等, 主要做

定语, 占 76. 7% ; 做谓语的占 15. 2% ; 还有 7. 9% 做

补语。如:

(15)接近市区时, 一片红顶白墙的【漂亮】楼房

映入眼帘。 (定语)

(16)张家港的环境很好, 建筑很【漂亮】, 就是没

有什么热闹的地方。 (谓语)

(17)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堂修得很【漂亮】,

菩萨都釉得金灿灿的。 (补语)

“美丽”很少与“房屋建筑”搭配, 只有 28 条, 占

0. 6% , 常搭配的词有“楼房”、“校舍”等。一般做定

语, 极少数做谓语。如:

(18)有谁会想到, 矗立在【美丽】的外滩“洋楼”

群中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里, 七个副市长只有三

间办公室。 (定语)

(19)正是由于这些传统, 进入文昌县, 就会看到

椰林似海, 让人迷恋这宝岛风光; 中小学校舍都【美

丽】而整洁, 使人感到这里的教育良好。 (谓语)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漂亮”多与“房屋建筑”

组合,“美丽”多与“天文地理”组合。由二者所修饰名

词的差异, 可以窥见它们的语义内涵不尽一致。“漂

亮”有“玲珑、小巧、可爱”的深层意义;“美丽”则充满

了“大气、磅礴”, 自然力极强。

与“风景”相搭配, 一般用“美丽”而不用“漂亮”,

特别是形容自然风光时, 更是很少用“漂亮”。“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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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用来指的一般是那种小范围的、人为的景观。“美

丽”主要做定语,“漂亮”做谓语和定语数量相当。如:

(20)终年积雪的雪山、四季如春的高原、【美丽】

神奇的热带风光, 以及 20 多个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

风土人情, 令海内外游客倾倒。 (定语)

(21)经过填埋处理改造后, 如今除了【漂亮】的

园林景观外, 还有高尔夫练习场、网球场和 400 米跑

道⋯⋯ (定语)

“漂亮”、“美丽”都能用来修饰“人物”, 但修饰范围

不同。“美丽”一般只修饰女性,“漂亮”则男性、女性都可

以修饰。“美丽”主要做定语, 占 72. 4% , 谓语占 15.

3% , 宾语占 8. 9% , 做补语的很少, 只有 1. 4% ;“漂亮”

做定语的有 45. 2% , 谓语和补语各占 25. 4%、22. 3% ,

数量也相当多, 做宾语的比较少, 有 2. 8%。如:

(22)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都【漂亮】, 有两个小伙

子竟是出奇地漂亮。 (谓语)

(23)据说, 有几位相当负责的领导同志, 去参观

一个牧民家庭, 看得很好, 两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

亮的, 又会跳舞唱歌。 (补语)

(24)从前, 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 爱上了一位

英俊勇敢的青年猎手。 (定语)

“美丽”能与“事件”相搭配, 基本上都做定语, 占

93. 5%。这里的“事件”是指故事、童话、传说、神话

等。“漂亮”没有这个功能。如:

(25)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许许多多古老、【美丽】、

令人神往的传说, 都有自己许许多多传诵下来的生

命不息的史诗。 (定语)

在与“物品”、“服饰”、“动物”、“植物”搭配时, 主

要是使用频率上的差异, 这一点在前面的数字上已

有体现。在句法成分方面,“美丽”仍以做定语为主,

一般占 88% 左右,“漂亮”除做定语以外, 做谓语的

也非常多, 大约占 30%。在具体的语义方面,“漂亮”

修饰的名词侧重于外表的美观, 表现的是形美, 而

“美丽”修饰的名词则侧重于外表和内在都很美好,

表现的是形和神统一的美。在语用方面,“漂亮”多用

于口语,“美丽”的书面语气更浓一些。如:

(26)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还要实现下一个更

大的目标, 我们就必须总结出一些规律, 然后去串更

【美丽】的项链。 (定语)

(27)他指着在一边坐着的女儿说: 她身上那些

玛瑙项链漂亮不【漂亮】(谓语) ?

同样修饰“项链”,“漂亮”仅指它的外表, 而“美

丽”则有更深刻的内涵。

“漂亮”、“美丽”都可以与“言辞”搭配, 但具体搭配

的词不同, 常与“美丽”相组合的词有“语言、言辞、词句、

文章、诗篇”, 都是双音节词; 与“漂亮”组合最多的词是

单音节词“话”, 这个词是不能用“美丽”修饰的, 其他还

有“词藻、言辞、词句、文章”等。“美丽”几乎全部做定语,

做谓语和补语的只有 8% ;“漂亮”做谓语和补语占

23% , 这些句子中的“漂亮”均不能替换为“美丽”。如:

(28)【漂亮】话是不能推进历史的。 (定语)

(29)周恩来风趣地说, 各位夫人很漂亮, 这位夫

人的讲话更【漂亮】。 (谓语)

(30)谈得很【漂亮】, 自己做的不是那么回事, 就

没有说服力。 (补语)

修饰“动作”时,“漂亮”意义为第二个义项“出

色”, 做定语 58. 9% , 补语 26. 5%。“美丽”没有这个

意义, 也就不能与“动作”相搭配。如:

(31)至下半时十三分, 靠马拉多纳的【漂亮】传

球, 十一号巴尔塔诺又进一球。 (定语)

(32)体操训练的底子使她不仅能做出一些高难

度动作, 而且完成得相当【漂亮】。 (补语)

一般的词典认为,“漂亮”只用于具体事物,“美

丽”既用于具体事物, 也用于抽象事物。 (张清源,

1995) 但检索的语料却出现了 2. 8%“漂亮”修饰“抽

象事物”的用例。如:

(33)天天到东大桥路边花园遛鸟儿的王顺德老

人对记者说:“自打有了北京城, 有过这么【漂亮】的

日子吗?”

(34)后来, 因为电影《芙蓉镇》在此拍摄, 这千年

古镇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芙蓉镇。

“美丽”修饰“抽象事物”的数量很多, 搭配范围

也很广。它可以和“青春、梦想、现实、人生、世界、生

命、名字、灵魂、心灵”组合在一起, 这是“美丽”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搭配方式, 侧重从形到神给人美感的、

从外表到内在的美丽、美好。如:

(35)是的, 一个真诚的、善良的、【美丽】的生命,

是永远不会止息的。

(36)我们知道, 在那每一盏灯光下都有一个动

人的故事, 都有一颗【美丽】的灵魂。

二

英语中与“美丽”、“漂亮”相对应的词很多,

“handsom e、 lovely、good - look ing、at t ract ive、

charm ing”等或多或少都带有相关的意义, 但意义范

围对应最大的当属“beau t ifu l”和“p ret ty”。《牛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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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beau t ifu l”义为:“giv2
ing p leasu re o r deligh t to the m ind o r sen ses; 美的;

美丽的; 美观的; 令人生美感的: a beau t ifu l faceöf low 2
erövo ice; 美丽的面庞ö花朵ö嗓音; beau t ifu l w eatherö

m u sic; 悦人的天气ö音乐。”“p ret ty”有三个义项, 分别

为: 1、p leasing and at t ract ive w ithou t being beau t i2
fu l o r m agn if icen t; 悦人的; 漂亮的(非华丽或堂皇的) :

a p ret ty g irlögardenöp ictu reöp iece of m u sic. 漂亮的

女郎ö漂亮的花园ö美丽的图画ö优美的乐曲。 2、f ine;

good; 好的; 优良的: a p ret ty w it. 一个有才气的人。

( iron ic) (反语)A p ret ty m ess you’ve m ade of it! 你

把它弄得多糟啊! 3、(co lloq) (口语) con siderab le in

amoun t o r ex ten t. 相当多的; 相当大的。

在句法成分上, 形容词“beau t ifu l”和“p ret ty”都主

要做定语和表语, 偶尔也做宾语补足语。由于英语的词性

和句法成分对应关系非常严格, 所以它们都不做状语、宾

语和主语, 英语中也没有补语的成分。但是“beau t ifu l”

的副词形式“beau t ifu lly”可以做状语,“p ret ty”本身也

有副词词性, 义为“十分; 很”, 可以做状语, 为了和汉语

的句法相对应, 本文也把它们吸收进来。另外,“p ret ty”

还有动词词性, 义为“使漂亮; 使可爱; 予以美化”, 但汉

语中“美丽”和“漂亮”很少带宾语, 即使有, 也是偶尔的

词类活用现象, 所以“p ret ty”的动词词性本文暂不考虑。

句法成分分布如表 3:

Beautifu l P ret ty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定　　语 667 56 15 246 3412

表　　语 416 3512 159 2211

状　　语 80 (ly) 618 309 (adv1) 4219

补 足 语 18 115 6 018

总　　计 1181 100 720 100

表 3

由表 3 可知,“beau t ifu l”做定语成分最多, 占

56. 5% , 其次是做表语, 占 35. 2% , 它的副词形式

“beau t ifu lly”做状语只有 6. 8% , 非常少。而“p ret ty”

则以它的副词词性做状语居首, 占 42. 9% , 然后才

是形容词词性做定语和表语, 分别占 34. 2% 和 22.

1% ,“p ret ty”的这种句法成分与汉语的“漂亮”、“美

丽”均不相同。

在句法搭配方面,“beau t ifu l”、“p ret ty”和汉语

的“漂亮”、“美丽”也不一样。由于所使用的检索

软件是以词条所在的句子为单位来切分, 而英语使

用形式主语或宾语的句子非常多, 如“ Isn’t it

【beau t ifu l】?”“O h it’s so【beau t ifu l】!”“Yes, it’s

very, very【p ret ty】。”“Is tha t w hy you th ink it

【p ret ty】?”这样的句子无法分析句法搭配, 均被删

除在外。搭配仍按“漂亮”、“美丽”的分类标准, 所

不同的是有相当数量的“p ret ty”作副词修饰表示

“性质状态”的形容词, 因此将此另立一类。二者具

体分布情况如表 4:

Beautifu l P ret ty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天文地理 96 811 7 1

房屋建筑 29 215 6 018

风　　景 12 1 9 113

人　　物 532 45 237 3219

事　　件 43 316 0 0

物　　品 113 1113 62 816

服　　饰 26 212 18 215

动　　物 35 3 6 018

植　　物 22 119 5 017

言　　辞 0 0 2 013

动　　作 80 618 0 0

性质状态 0 0 309 4219

抽象事物 173 1416 59 812

总　　计 1181 100 720 100

表 4

数据分布可以明显看出,“beau t ifu l”主要修饰

“人物”, 共 532 条, 占 45% ; 其次是修饰“抽象事

物”, 占 14. 6% ; 再次修饰“物品”, 占 11. 3% , 搭配关

系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而“p ret ty”占主要地位的是

副词词性修饰的“性质状态”, 其次是修饰“人物”, 两

者比例相加, 占全部句法成分的 75. 8% , 其它组合

所占比例很小, 搭配关系非常集中。修饰“动作”的

“beau t ifu lly”和修饰“性质状态”的“p ret ty”, 在词形

和词义上与汉语的“漂亮”、“美丽”均有差异, 不易混

同, 不在讨论范围。

修饰“人物”在二者的句法搭配中都占有相当大

的比例, 主要是用来修饰女人, 如果是儿童, 则不分

男女。其中做定语有 46. 7% , 做表语有 51. 5% , 如:

(37) She w as a very【p ret ty】w om an。 (定语)

( 38) D u ring ou r m arried life there w ere bo rn

to u s tw o b righ t,【beau t ifu l】boys, Booker T alia2
ferro and E rnest D avidson。 (定语)

一般认为,“beau t ifu l”和“p ret ty”在与“人物”搭

配时均不修饰男性, 或者用于修饰男性时, 表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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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男人气”的讽刺意义。 (张经浩, 1983)在我们检索

的语料中, 有约 7. 3% 用于男性, 且不具有讽刺意

义。如:

(39)A nd then he sm iled, and she realized, In

sp ite of a ll, he is【beau t ifu l】。 (表语)

( 40) O r at least a p ret ty lady w ho w an ts to

help the【p ret ty】m an。 (定语)

这一点同汉语的“漂亮”相似,“美丽”则不用于

修饰男性。

“p ret ty”不用于修饰“事件”,“beau t ifu l”可以与

“事件”搭配, 在这一点上,“p ret ty”类似于汉语的

“漂亮”, 而“beau t ifu l”类似于“美丽”。其中, 有 74.

4% 做定语, 25. 6% 做表语。如:

(41)A nd lo ts of th ings h is fa ther has to ld h im

are beau t ifu l, ju st【beau t ifu l】! (表语)

修饰“天文地理”, 汉语多用“美丽”, 修饰“房屋建

筑”, 汉语多用“漂亮”, 都以做定语为主。在英语中, 与

“天 文 地 理”、“房 屋 建 筑”相 搭 配, 都 多 用

“beau t ifu l”, 少用“p ret ty”, 仍以做定语为主, 占 71.

8%。而且,“beau t ifu l”所修饰的词一般较为大气, 如

“国家”、“城市”、“森林”、“岛屿”、“建筑”、“房屋”等;

“p ret ty”则与表义比较小巧的词相组合, 如“地点”、

“厂房”、“房屋”、“村庄”、“花园”等。可见, 二者

除共同具有“m ak ing a p leasan t imp ression on the

sen ses”这一表层意义之外,“beau t ifu l”还有“宏伟”、

“大气”的深层涵义,“p ret ty”则具有“小巧”、“精致”

的内涵。在这层语义上,“beau t ifu l”与“美丽”相近,

“p ret ty”与“漂亮”相近, 所不同的是, 英语中“beau t i2
fu l”、“p ret ty”皆以做定语为主, 在句法成分上没有像

“漂亮”、“美丽”那样的差别。如:

(41)N o rth W ales w as a【beau t ifu l】coun try,

grea t h ills and moun ta in s that rem inded m e of the

coun try of L o th ian。 (定语)

(42) Challenger, w hen you have ju st bu ilt up

th is【p ret ty】hom e。 (定语)

修饰“物品”、“动物”、“植物”时,“beau t ifu l”、

“p ret ty”都可以使用, 区别在于使用频率的不同——

“beau t ifu l”的频率均高于“p ret ty”。在修饰“风景”、

“服饰”上, 二者频率没有太大差别, 这点与汉语不同,

汉语的“漂亮”、“美丽”在这里有明确分工, 修饰“风

景”的主要用“美丽”, 修饰“物品”的主要用“漂亮”。

“beau t ifu l”、“p ret ty”都可以与“抽象事物”相搭

配, 前者比后者的出现频率高, 搭配范围广。如

“beau t ifu l”可以同“声音”、“音乐”、“心灵”、“理想”、

“生活”、“名字”、“想法”、“梦想”、“笑容”、“世界”、

“工作”、“感觉”、“风格”、“计划”、“魔术”等相搭配,

而“p ret ty”只能同“声音”、“想法”、“名字”、“音乐”

等少数词相组合。从语义和搭配上,“beau t ifu l”与

“美丽”相当,“p ret ty”与“美丽”重叠部分不多,“漂

亮”除与“名字”等极少数词搭配外, 基本不与“抽象

事物”组合使用。如:

(43) N o t ju st physica l beau ty either ( though

I’ve never m et anyone else w ho se m erest sm ile

cau sed m y heart to ache ) ; her sp irit is ju st as

【beau t ifu l】as her face。 (表语)

(44) You’ll m ake such a【p ret ty】song, you’re

so differen t from each o ther! (定语)

结　　语

综上所述,“漂亮”、“美丽”与“beau t ifu l”、“p ret2
ty”虽然在语义上有共同义素, 但在具体的句法成

分、句法搭配及深层内涵上并不完全相等。除“p ret2
ty”的副词作状语外, 四个词均以做定语为主, 其中

“漂亮”做谓语和补语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而“美丽”

则没有这种用法, 这种句法成分上的差异使“漂亮”

和“美丽”在很多场合不能随意替换。与汉语相比,

“beau t ifu l”和“p ret ty”没有这种差别, 所以在英汉翻

译时, 要注意句法的不同而选择“漂亮”还是“美丽”。

在句法搭配上, 除“漂亮”不能与“事件”搭配、“美丽”

不能与“动作”搭配、“beau t ifu l”不能与“性质状态”

搭配、“p ret ty”不能与“事件”和“动作”搭配以外, 四

个词均可以与“天文地理”、“房屋建筑”、“风景”、“人

物”、“事件”、“物品”、“服饰”、“动物”、“植物”、“动

作”和“抽象事物”搭配使用, 只是具体的使用频率和

搭配范围有所不同。在深层内涵方面,“漂亮”和

“p ret ty”都有“小巧”、“精致”的意义, 而“美丽”和

“beau t ifu l”则有“大气”、“磅礴”的含义。“美丽”侧重

的是内在精神的“美”,“漂亮”侧重的是外在形式的

“美”; 而这种分别在“beau t ifu l”和“p ret ty”两个词上

没有明显的体现。把握四个词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

系,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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