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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汉语同义词“再”和“又”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进行辨析，找出两者的同异点，并找出泰语相对应

的词。 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调查，本文分析了泰国学习者偏误的类型及偏误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关教学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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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zes the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synonyms
“再” and “又”. It fou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of the two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ai words. Based on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in th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 of learner errors in the study of Thai
languague and reasons of the error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l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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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词汇教学中，同义词是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难点和

重点之一。 汉语中同义词的数量很丰富，这给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造成偏误的现象。 大多数的同义词是常用

的词语，它们的意义很复杂的。 《对外汉语常用词语对比例释》也列出了很多意义复杂的同义词，如:把一被、
不一没、能一会、常常一通常、又一再一还、正一在一正在、刚才一刚一刚刚等[1],泰国学生使用时很容易混淆。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注意对这类词语的辨析。 汉语副词中很多的成员具有非常相近或者相同的意义，难

以辨析它们异同的意义，例如：同义副词“再”和“又”的意义很复杂，所以本文把两者作为研究对象。
一、“再”和“又”词汇意义的辨析

根据吕叔湘（2009）《现代汉语八百词》，“又”的定义分为“又 1”表示一个动作（状态）重复或两个动作继

续或反复交替，用于已实现的动作；“又 2”表示几个动作、状态、情况累积在一起；“又 3”表示语气；“又 4”表

示相加；“又 5”表示另外；“又 6”表示程度高。 “再”的定义分为“再 1”表示一个动作或状态重复或继续，多指

未实现的动作；“再 2”表示一个动作将在某一情况下出现；“再 3”表示程度增加；“再 4”表示语气，与否定词

在后，有“永远不”的意思；“再 5”表示另外[2]。 根据吕叔湘（2009）关于“又”和“再”的词汇意义，我们可看出两

者的意义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本文以吕叔湘（2009）“又”和“再”的词汇意义为依据，把两者的词汇意义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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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再”和“又”词汇意义之同
1.“再”和“又”都可以表示重复或继续。 如：
(1)(a)万一又遇见追兵呢？
(b)万一再遇见追兵呢？
(2)(a)我怕他又放出黑狗，拿起东西就走。
(b)我怕他再放出黑狗，拿起东西就走。
例（1）和（2）“再”和“又”都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动作(状态) 重复或继续发生，一般的语法书都认为“再”用

于未发生或未然的重复事件，而“又”用于已发生或已然的重复事件。 如果仔细地分析会发现“再”与“又”的

基本区别除了“未然/已然”以外，还可以在于它们的基本作用不同。 黄主侠(1998)指出“又”的基本作用是“量

化”，表示将同类动作、状态、性质加合在一起的相关性积聚，而“再”的基本作用是“顺序”，表示一先一后的两

件事情。 “量化”注重的是粘合关系，不注重时间关系的联系，而“顺序”是上下承接、是配合，注重时间关系的

联系[3]。 我们可看出尽管“又”和“再”都可以用于例 (1)和例 (2)中，但是带“又”的(a)句强调的是两件事发生的

积累性，而带“再”的(b)句强调的是一件事接在另一件事后发生的顺序性。
另外，本文发现带“又”的(a)表示客观性，表示说话人陈述自己的动作。 而带“再”的(b)表示主观性，表示

说话人自己继续某动作的打算。
2.“再”和“又”都可以表示语气。 如：
（3）他再也不来了。
（4）他再没说什么，掉头就走了。
（5）心里有千言万语，嘴里又说不出来。
（6）他又不会吃人，你怕什么？
（7）这点小事又费得了多大功夫？
根据例（3）到例（7）“再”和“又”都含有表示语气的意义。 如果要仔细得分析，两者的用法有所不同，本文

发现“再”只可以表示否定的语气，常用“再（也）不、再没”旳句式，例（3）和（4）的“再”是加强否定的语气。 而

“又”可表示转折、否定（常用“又不”旳句式）和反问的语气，例（5）表示转折的语气，例（6）表示加强否定的语

气，例（7）加强反问的语气。
3.“再”和“又”都可以表示另外。 如：
（8）懂英文的有小王、小李、老张，再就是老孙。
（9）又：前次所寄之书已收到，勿念。
根据例（8）和例（9）“再”和“又”都可以表示“另外”的意思，但是有不同的用法。 例（8）“再” 用于连接单

句，有连接的功能，表示另外的意思。 例（9）“又” 用于加在书信或文章的额外补充的话前，后加冒号或逗号。
4.“再”和“又”都可以表示程度增加。 如：
（10）难道没有比这个再合适一点的吗？
（11）他对待子女真是严而又严。
“再”和“又”都可以表示“程度增加”但两者的用法有所不同，就是“再”要用在形容词前，而“又”前后要重

复同一形容词。 例（10）“再”用在形容词“合适”前，表示程度增加。 例（11）“又”前后重复同一形容词“严而又

严”表示程度增加，是更严格的意思。
（二）“再”和“又”词汇意义之异
1.“又”可表示几个动作累积在一起，但“再”没有这个意思。
（12）这孩子又会写又会算。
（13）孩子们又是害怕，又是喜欢。
根据例（12）动作“会写”和“会算”累积在一起。 例（13）动作“害怕”和“喜欢”累积在一起，表示共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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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件事情。
2.“又”可表示相加，但“再”没有这个意思。
（14）一年又五个月。
（15） 三小时又十五分。
根据例（14）和（15）“又”可表示相加，常有“整数+又+零数”旳句式使用。
3.“再”可表示一个动作将在某一情况下出现，但“又”没有这个意思。
（16）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吧。
（17）好好休息，等伤完全好了之后再参加大赛。
例（16）和（17）都表示一个动作将在某一情况下出现。 例（16）的动作将在某一事件出现，而例（17）动作

将在另一动作结束后出现。
二、“再”和“又”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的辨析

赵元任（1968）指出“再”和“又”充当副词，也可以充当连接词[4]。曾守得（1977）也指出 “再”和“又”充当副

词，也可以充当连接词[5]。 例如：
（18） 买了些又酸又苦又涩的沙果儿。
（19）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上述的例句，两位语法学家认为“再”和“又”除了充当副词，也可以充当连接词，但是卢福波（2006）和刘

月华等（2004）指出“再”和“又”只能充当副词[6]，我们可看出语法学家对两者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有争论。
本文认为例（18）“买了些又酸又苦又涩的沙果儿”，由“又”的功能来看有连接的功能，表示“酸”、“苦”、和

“涩”之间是并列的联合关系。 但“又”基本上还是副词，因为它不能放在主语前面，例如：我们不能说“又我又

他都来上学”，因此“又”的连接功能是由汉语副词“又”组成的连接成份，而不是“又”本来是连接词。 例（19）
中的“再”有连接的功能，连接“学习”，“学习”和“学习”之间是并列的联合关系，但是“再”基本上是副词，不是

连接词。
总的来说，“再”和“又”的语法意义是一样的，就是两者都是副词，不是连词。 它们的语法功能是：一、充

当状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二、不受另一个词的修饰；三、不能单独成句；四、不能单

独回答问题；五、起关联的作用。
如果把两者细分，我们发现两者可充当重复副词（见例 1-2）、时间副词（见例 1-2）、语气副词（见例 3-

7）、关联副词（见例 18-19）、程度副词（见例 10-11）。
三、“再”和“又”相应泰语词对比

杨汉川（2003）在《泰汉双解词典》中指出汉语“再”和“又”相对应泰语的“ ”，“ ”的意义

就是“Ik1”表示重复或第二次；“Ik2” 表示重复或继续的动作, 用于已发生的动作；“Ik3”表示假设；“Ik4”表示

程度更加[7]。本文发现泰语还有其他词相对应汉语“再”和“又”就是“ ”，
本文以杨汉川（2003）为依据分析，如下：

（一）“再”、“又”与泰语词的词汇意义对比
1.“再”、“又”与泰语词的词汇意义之同

①重复意义：泰语词的“Ik1”表示重复或第二次，等于“再 1”和“又 1”
表示重复或继续。 如：
（20）
明天再试一次。
（21）
这部书我前几天又读了一遍。
泰语的“Ik2”等于“又 1” 表示重复或继续的动作, 用于已发生的动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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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这封信看了又看。
②动作将在某一情况下出现的意义：泰语的“Ik3”表示假设，等于汉语的“再 2”，表示动作将在某一情况

下出现，就是说有假设的条件。 如：
（23）
即使天再冷，风再大，我们也不怕。
③程度更加的意义：泰语的“Ik4”等于汉语的“再 3”和“又 6”，表示程度更加。
（24）
再多一点儿就好了。
（25）
希望工作顺利而又顺利。
④积累性意义：泰语的“ ”等于“又 2”，表示动作、状态累积在一起。
（26）
山又高，路又滑，困难是不少。
⑤另外的意义：泰语的“ ”等于“又 5”表示另外，加在书信或文章的额外补充的话前。 如：
（27）
又：前次所寄之书已收到，勿念。
2.“再”、“又”与泰语词的词汇意义之异

①重复意义相关时间的限制：泰语的“Ik1”表示重复或第二次，等于“再 1”和“又 1”，但是泰语的“Ik1”使

用时没有时间的限制，可用于未发生的动作，也可用于已经发生的动作，但是 “再 1”只可以用于未发生的动

作，而“又 1”只可以用于已经发生的动作。 （见例 20-21）
②重复意义相关搭配使用的词：汉语的“又 1”表示继续或重复时，经常跟助动词“了”搭配使用。 “又 1”

相对应泰语的“Ik1”，但是泰语的“Ik1”有时没有跟助动词“了”搭配使用。 （见例 21）
③相加的意义：汉语的“又 4”表示相加，没有泰语相应的词。 如：
（28）
一年又六个月

（二）“再”、“又”与泰语词的语法意义对比
1.“再”、“又”与泰语词的语法意义之同

①语法意义、语法功能：汉语“再”和“又”都充当副词，有连接的功能，但是两者不是连接词。 泰语相对应

的词“ ”、“ ”、“ ”，三者的语法意义一样，就是副词，也有连接的功能。 （见例

20-27）
②在句中的位置：泰语副词“ ” 等于“又 2”，两者放在形容词前，泰语的 “ ”等于

汉语“又 5”，两者都放在句前。 （见例 26-27）
2.“再”、“又”与泰语词的语法意义之异

①语法意义、语法功能：“再 5（表示另外的意思）的语法意义是副词”，泰语对应词是“ （Lae）”，而

“ （Lae）”的语法意义是连接词（等于汉语的“和”），连接单词、短语。 如：
（29） （“ ” 是连词）
懂英文的有小王、小李、老张，再就是老孙。 （“再 5”是副词）
②在句中的位置：泰语副词“ ”的位置在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但是汉语副词“再”与“又”的位置

在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前。 （见例 20-21）
③虚词功能的差别：汉语“再 4”和“又 3”都表示语气，在句子中可以出现，但泰语表示语气的虚词在句子

中没有出现。 如：
（30） （泰语语气词在句中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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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没说什么，哭了就走了。
（31） （泰语语气词在句中没出现）
他又不会骂你，你怕什么？
根据上述的分析，本文把同义词“再”、“又”与相对应泰语词总结为下列表：

表 1 同义词“再”、“又”与泰语词对应表

根据表 1，可总结为“再 1-3”和“又 1、又 6”相对应泰语词的“ ”；“再 4”和“又 3”都表示语气，意

义比较虚，所以没有相对应泰语的词；“再 5”表示另外，相对应泰语的“ (Lae)”， (Lae)表示汉语“和”的

意义；“又 2” 表示动作累积在一起，相对应泰语的“ ”；“又 4”表示相加，没有相对应泰语词；“又

5”表示另外，加在书信或文章的额外补充的话前，相对应泰语的“ ” 。
四、泰国学生使用“再”和“又”的偏误类型、偏误原因分析

汉语同义词“再”和“又”的使用频率比较高, 泰国学生使用时错误率也比较高。 本文从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找出泰国学生使用“再”和“又”偏误的现象，发现泰国学生易犯三种偏误，即误代、遗

漏和误加。
（一）“再”的偏误使用
1．误代“再”的偏误使用

（1） * 她把工作辞退以后，再开始了学习。
（2） * 而且留学一年后，我再延长了学习时间。
（3） * 过了三个月，再来了一个和尚，这次来的和尚个子很小。
由此可见，例(1)-例（3）学生没有注意到动词后面或句子后面的“了”, “了”表示动作已经发生，所以正确

的应该用“又”，因为“又”表示一个动作（状态）重复，用于已实现的动作。偏误的原因是受到泰语影响的干扰，
泰语的“Ik”没有时间的限制，“已经发生的动作”或“未发生的动作” 都用“Ik”，所以学生就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
2. 遗漏“再”的偏误使用

(4) * 我决定留在中国上本科，在这四年中提高自己回国。
(5) * 我想首先考上大学想别的事情。

根据例（4）和例（5）偏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掌握好“再”的词汇意义,而且没有掌握“再”在语境中的使用情

况。 两个例句的后面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例（4）该改为“…再回国”，例（5）该改为“…再想别的事情”。
(6) * 他每次上课前先吸引学生的注意，然后好好地教我们。
(7) * 我认为应该先解决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然后追求“绿色食品”。
(8) * 先考虑三次，然后去做吧，这样就不会吵架，也不会出现社会问题。
根据例（6）到例（8）应该把“再”放在“以后/然后”的后面，学生遗漏“再”的原因是因为受到泰语影响的干

扰，就是如果把这些句子翻译成泰语，就没有错误的地方，泰语可以理解的，所以学生就容易遗漏副词“再”,
学生没有考虑到“以后/然后”的后面是继续的动作，也是没发生的动作，所以要加副词“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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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从此以后，那个壶里的水也不干了。
根据例（9）应该改为“…,那个壶里的水再也不干了”,因为这个句子的“再”表示语气，把否定词放在“再”

的后面，中间有时加“也”表示语气更强，有“永远不”的意思。 学生遗漏“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好

“再”表示语气的词汇意义。
3.误加“再”的偏误使用

(10) * 病人不是又再有新的希望了吗?
我们可看出例（10）学生把“又”和“再”一起使用，偏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掌握好两者的语法意义、语法功

能，就是“又”和“再”是同类的副词，在句中不能共现。 例(10) 应该用“又”，因为“又”可表示加强反问的语气。
这句话应把“再”删掉。

(11) * 母亲的负担也没有以前那么再重了。
(12) * 可惜，现在乡村变成一个小城市了，我都没有机会再看到那田野的风景。
(13) * 凡事不要等别人做，或看别人再做，什么事都要自己行动。
(14) * 有的人看了老人的错误，批评他们，但是过了以后我们才明白，我们也是再犯了一样的错误。
(15) * 这时，这个和尚听到有声音，转身再看到了一个和尚正在接近他。
由此可见，例（11）-（15）学生偏误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好汉语句子的意义和语境。 例（11）的意义“负担没

有以前重”,例（12）的意义“没有机会看到田野的风景”, 和例(13)的意义 “看别人做”这三个句子没有重复的

意义，所以应该把“再”删掉。 例（14）和例（15）应该把“再”删掉，因为例（14）中的“也”表示重复的意义了，不

必要加 “再”了。 例（15）中的“看到了”表示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不能用“再”，所以要把“再”删掉。
（二）“又”的偏误使用
1．误代“又”的偏误使用

(16) * 最后一次，又相信我吧。
根据例（16）应该把“又”改为“再”，因为句子的意义表示事情未发生的，所以要用“再”。 学生发生偏误的

原因是受到泰语影响的干扰，泰语的“ ”没有时间的限制，而“再”和“又”有时间的限制。 “再”表示未

发生的动作，而“又”表示已发生的动作。
(17) * 父亲大人影响我最大的是他一直以来都鼓励我要求上进，一直迈向目标往前走，不要怕挫折，跌

倒又爬起来，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你一定成功的。
(18) * 我每次买书的时候，每当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能吸引我的标题时，我一定先翻阅几页，看看它写些

什么，若还能吸引我就再翻阅几页看看才决定该不该买这本书，然后又思虑一下我看了这本书有无益处，才

决定买不买它。
根据例（17）和例（18）偏误的原因是因为学生没有掌握好“再”和“又”的词汇意义，这两个例句应该把

“又”改为“再”，因为“再”的基本作用是“顺序”，表示一先一后的事情，所以要用“再”。
2. 遗漏“又”的偏误使用

(19) * 当她知道我的身世之后，对我同情又怜惜。
(20) * 我正在学习经济贸易，学的内容多又复杂，一到晚上忙得不得了。
(21) * 我认为，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但同时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被送给别人的。
(22) * 我看过一篇介绍这个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很有意思，但同时让我很害怕的话就是每抽一根烟

就会减少寿命的一分钟！
上述的例句，学生偏误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好“又”的词汇意义。 根据例（19）应该改为“对我又同情又怜

惜”，例（20）应该改为“学的内容又多又复杂”，“又”可表示几个动作、状态或情况累积在一起，要用“又…又

…”的句式。 例（21）应该加“又”在“不”前，例（22）应该加“又”在“让”前，因为“又”可以表示语气，例（21）和

“例（22）中的“但”表示前句和后句有转折的语气，所以要加“又”。
3. 误加“又”的偏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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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它不仅危害着抽烟本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又影响了周围人的身体。
(24) * 我越看她越有了一种不能说明的感情，她不仅是漂亮，而且又唱歌唱得也很不错。
(25) * 我佩服他，又想要跟他那样坚强。
(26)* 大夫、医学专家经常提到的是：听音乐对又身体又和心理健康可以起良好的作用。
(27) * 孩子在跟父母一起生活中受很大的影响，我觉得父母必须教生活上又最基本的事儿、又最重要的

事儿。
(28) * 她每天又帮她的丈夫又在店里做事。
根据例（23）到（28）偏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掌握好句子中的意义和语境，例（23）-（24）句中的“不仅…而

且…”的意义表示意思进一层，没有表示重复或继续的意义，所以该把 “又”删掉。 例（25）的意义表示“他坚

强，所以我佩服他，我想要跟他一样坚强”，这句话的意义是因果的关系，没有表示重复或继续的意义，所以应

该把“又”删掉。 例（26）和例（27）的意义没有表示动作或状态积累在一起，所以该把句中的“又…又…”删掉，
而且例（26）的“又身体又和心理健康”例（27）的“又最基本的事儿、又最重要的事儿”，它们的句式是“又+名

词结构+又+名词结构”是不正确的，因为“又…又…”的格式要跟“形容词”一起使用。 例（28）中的“每天”表示

动作经常发生，是对客观情况的描写和陈述，没有表示动作或状态积累在一起，该把“又…又…”删掉。
根据上述的分析，本文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找出泰国学生使用汉语同义词“再”与“又”偏误的例

句，分为误代、遗漏和误加。 基于语料库的调查，“再”偏误最多的是误代 45.56 %，其次是遗漏 35.56 % 和误

加 18.89 %。 “又”偏误最多的是误加 54.05 %，其次是遗漏 35.14 %，和误代 10.81%。 另外，根据上述的分析，
本文发现泰国学生使用“再”和“又”偏误的原因，就是：1.受到泰语影响的干扰（见例 1-3，6-8，16）；2.没有掌

握好“再”和“又”的词汇意义（见例 4-5,9，17-22）和语法意义、语法功能（见例 10）；3.没有掌握好汉语句子的

意义和语境（见例 11-15，23-28）。
五、“再”和“又”的教学对策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对策很重要，因为很好的教学对策有助于留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要根据

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句子的意义和语境、搭配使用的词等方面，提出教学的建议，如下。
在词汇意义方面：汉语教师该解释“再”和“又”所有的词汇意义，指出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辨析各自

的表达意义，多举例说明，让学生打好掌握两者的词汇意义的基础。 泰国学生常出现的偏误是“再”和“又”的

重复意义，所以汉语教师应该仔细地解释和强调关于“再”表示主观性，用于重复或继续的动作，多用于未完

成，“又”表示客观性，用于表示动作、状态已经或将要重复、继续的情况，多用于已完成。 学生发生偏误的原

因除了没有掌握好两者的词汇意义，学生也受到泰语母语影响的干扰。 泰语相对应的词“Ik”没有时间的限

制，可用于“未发生的动作”也可用于“已经发生的动作”所以泰国学生使用时常常发生偏误的现象。
在语法意义方面：汉语教师应该讲解汉语“再”和“又”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就是“再”和“又”是副词，主

要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要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 教师要强调的是它们不是“连词”而是有连接的功能。
另外，教师也要强调两者不能同时出现，因为基于语料库的调查，学生有这样的偏误“* 病人不是又再有新的

希望了吗?”教师应该仔细地讲解关于“大部分的同类副词不能共现的原则”，因为这些都是汉语中的语法特

点，泰国学生可能见过，但是不明白它们的语法功能。
在句子的意义和语境方面：除了教师要细致地讲解“再”和“又”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以外，教师应该更

多举例说明，让学生了解句子的意义和语境。 基于语料库的调查，泰国学生出现这样的偏误“* 我想首先考上

大学，想别的事情。 ”我们可看出学生没掌握好句子的意义和语境，所以遗漏了副词“再”。 教师应该强调这一

点，然后在不同的语境中举例，让学生多做练习才能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句子的意义和语境方面。
在搭配使用的词方面：“又”表示已经重复的动作时，常跟助动词“了”一起使用。 学生没有掌握好，所以

就出现这样的偏误“* 我跟她说对不起，然后再开始喝酒了。 ”如果句子里有助动词“了”，教师该强调的是应

该用“又”来表示。 教师也应该强调关于“又”表示动作累积在一起时，要用“又…又…”的句式，它要跟“形容

词”一起搭配使用。 有些学生没有注意到，就误用为“又+名词结构 +又+名词结构”的句式。

16



2014 年

[2]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
[3]辞源（合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5]新华字典（第 11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2 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7]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8]现代汉语学习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朱楚宏，毛绪涛.“淘粪”与“掏粪”辨[J].香港：中国语文通讯,2012(2).

（责任编辑：张祥卉）

再练习方面：教师应该让学生多做练习。 练习除了在内容上有针对性以外, 在形式上也应该是多样的。
丰富多样的练习形式会使学生产生新鲜感, 从而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课堂上的注意力，有效掌

握所学知识[8]。 有关“再”和“又”的练习,可由浅入深地表现在如下几种形式:
1.在不同的句子、上下文中,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再”或“又”填空。
2.给出使用了“再”和“又”的句子进行判断和改错。
3.给正确地使用“再”和“又”的例句, 让学生从中体会并说出语义上的不同。
4.给出一定的情景, 让学生依具体要求用“再”或“又”进行造句。
5.利用“再”和“又”写一段话或文章。
通过以上由易到难的练习, 相信能够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全面掌握好“再”和“又”的意义和用法,也有助

于学生在实际运用中更恰当地使用汉语进行表达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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