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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为研究材料，考察其中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数量 

及类别，然后探索及分析各类易混淆词的问题。最后，针对各类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问题点提出解 

决方法。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类别从不同角度来看，可分为 3类，即实词和虚词的易混淆词、词义 

距离关系的易混淆词、词性关系的易混淆词。混淆的问题存在于 4个方面 ，即翻译上的问题、词义上的 

问题、语法上的问题及语用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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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类型有多种，不同学者做了不同的分类。张博①把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分 

为 7种，分别是一、理性意义基本相同的词(近义词)，二、有相同语素的词，三、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四、 

字形相近的词，五、母语一词多义对应的汉语词，六、母语汉字词与对应的汉语词，七、方言词与对应的普 

通话词。赖玲珑②以 HSKI~3级的600词对泰国学生进行易混淆词的调查，发现有 4种类型；一、词形 

相近易混淆词，二、音近易混淆词，三、义近易混淆词，四、翻译相近易混淆词。以上张博所分的第 5类和 

赖玲珑的第 4类，正是本文要进行探讨的多对一易混淆词现象。另外，庄美芳③取用艾利斯 Ellis(1985) 

的 6级“难度等级模式”结合汉泰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造成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困难的原因，其中第 

6级：母语 中的一个语言项 目在 目的语 中分成两个以上 的语言项 目。如泰语 的一些词汇，比如 

“ 介1'̂I”／sSp 鑫：p／这一词可以翻译成“情况、状况、状态”等词汇，或者泰语中的“I ”／hafij／与汉语中的 

“给、让”，这种难点会引起语言不得体的问题，学生如果不了解意义与用法，将会造成表达的偏误。从上 

可看出译词不对等是造成易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有母语涉及而造成混淆的。因此，挖掘及剖析这 

一 语言现象对汉泰语学习者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本文将该现象称为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因为是汉 

语的多个词与泰语的一个词对应。这种情况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词汇而言肯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 

经常会产生误用。比如“时间”和“时候”这两个词翻译成泰语时，它们的译词都是“t"aR'l”／we：la：／。相 

对的，若把泰语的“t"aR"l”／we：la：／译成汉语，它既能对应汉语的“时间”，又能对应“时候”，使泰国汉语学 

习者辨别不清两者之间有何不同或认为两者可以互换，使用起来就难免会出错，如： 

1)*“四月是最热的时间，最高温度大概是 38~40度。” 

2)*“我不太喜欢雨季，因为不管去哪儿就不方便。” 

以上句子 1)中该用“时候”，却误用了“时间”。句子2)的偏误是误用了“就”，正确的词选是“都”或“也”。 

* 作者简介：陈昌旭，男，泰国清莱人，泰国皇太后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汉泰语词汇对比、华语教学。 

① 张博．同义词、近义词、易混淆词：从汉语到中介语的视角转移[J]．世界汉语教学，2007，(3)． 

② 赖玲珑．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词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14． 

③ 庄美芳．汉泰语言对比研究现状及分析[J]．国际汉语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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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之所以犯如此的错误是因为汉语的“就”、“都”和“也”在泰语中的对应词都是“n”／ks：／，导致他 

们误用或者甚至乱用。 

由上可见，汉泰语词汇对应不等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词汇的难点之一。本文以汉语《汉语水 

平词汇等级大纲》为研究对象，进行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词语提取、分类、问题探讨以及提出改善问 

题的方法。 

二、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提取 

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这一现象数量庞大、分散，无法把它们一次穷尽地研究完，所以本文以《汉语 

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大纲》。从《大纲》中筛选出多对一现象的易混淆词。《大纲》 

总收词为 8，822个，共有 4个级别，分别是甲级 1，033个、乙级 2018个、丙 2，202级个、丁级 3，569个。 

在此，词汇级别对本文的词对和词聚提取意义不大，因为词对或词聚不一定出现于同一个等级内，所以 

合理的做法是把 4个级别合成一体，然后从中找出多对一的词对和词聚。经过筛选，我们提取了 184组 

词，共668个词。为了确认所提取的词都是多对一现象，我们使用L嚣￡J ￡J L ￡J 1 L ①的《现代汉 

泰词典》，以下简称《汉泰》，进行验证词对和词聚的译词。结果发现有若干词在《汉泰》中没有标注泰语 

的对应译词，只是对其做了注释和举了若干例子，如“不”、“没”、“都”、“就”、“也”、“了”、“已经”、“过”等。 

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使用《Dict2U))~汉泰汉在线词典来确认。 

从所提取到的词语，我们发现一个词群中的成员数量少的有二对一的，多的高达七对一的。详情 

见下： 

2x~--~，如“目前 ‘现在”(~'lBl,tL t))、“嫉妒 ‘羡慕”( 1)等。 

三对一的，如“当然”“肯定”“一定”(LL 曰 )、“程度”“等级”“水平”( u)等。 

四对一的，如“过分 ‘过度 ‘过于 ‘太，，(t 。l1J)、“寄 ‘交，，．‘发 ‘送，，( )等。 

五对一的，如“过”“经过”“经历”“及格”“通过”( 1U)、“成立”“创造”“建立”“制造”“制作” 

( 1 )等。 

六对一的，如“用”、“采用”、“利用”、“使用”、“运用”、“采取’’(。【 )等。 

七对一的，如“跟”“并”“并且”“和”“及”“以及”“与”(L )等。 

三、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分类 

从《大纲》中提取到的 184组多对一易混淆词，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从词义实虚的角度来分，可分为实词和虚词 

1．实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 

名词，如“汉语”“中文”(n1甘1 )、“空气”“气候”“天气”(刁1n1钉)等。 

动词，如“寄”“交”“发”“送”( )、“接”“收”( U)等。 

形容词，如“旧”“老”(trim)、“明显”“清楚”( L u)等。 

2．虚词有副词、介词、连词、助词 

副词，如“又 ‘再”( n)、“都 ‘就 ‘也”( )等。 

① l嚣￡J ￡J L ￡J —j L善J盎(2553)． u1 n 、̈ ￡J乱 u 自 1￡j日．n I 们1 ：气1 1 u 

② http：／／www．dict2u．corn／index．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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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如“对于’’‘‘关于”( ￡J1 u)、“按照 ‘根据 ‘依据’’(~i3tl铆1善J )等。 

连词，如“还是”“或”( 口)、“跟”“并”“和 ‘及’’(LL目 )等。 

助词，如“过”与副词“曾经”(1 ￡J)、“了”与副词“已经”(BB齑1)。 

(二)从词义的距离来分，可分为意义相近的词和意义无关的词两类 

1．意义相近的词 

是指意义上接近，泰语译词也相同的一组词，如“办法”和“方法’’( 嚣)、“帮 ‘帮忙”和“帮助’， 

( 1￡J)等。 

2．意义无关的词 

是指意义上没有关系，但是泰语译词相同的一组词，如“家”和“房子”( 1U)、“生活”和“生命” 

( 铆)等。 

(三)从组内成员词的词性来分，可分为词性相同的和词性不同的 

1．词性相同的 

是指组内成员词的词性一致，译词也一致，如“及格”和“通过”、“系统”和“制度”。前一组的词性都 

是动词，译词都是“ 1u”。后一组的词性都是名词，译词都是“ Uu”等。 

2．词性不同的 

是指组内成员词的词性不一致，但是译词一致，如“合适”、“适合”，“曾”“曾经”和“过”。前一组的 

“合适”是动词，而“适合”是形容词，但译词都是“ 善J1 ”。后一组的“曾”和“曾经”是副词，而“过” 

是助词，但译词都是“ ￡J”等。 

四、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问题探讨 

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问题表面上来看都是来 自于泰语译词，泰国汉语学习者之所以对这一些 

汉语词汇会产生混淆、混用或者乱用，就是因为这些词对和词聚拥有共同的译词，给学习者们带来于扰， 

使他们辨别不出各个词群中的成员词有何不同，最后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偏误。在进行设法解决问 

题之前，不妨针对多对一易混淆词这一现象的特征先把问题梳理出来，然后再对症下药。 

根据上文划分出来的多对一易混淆词的类别，可以将问题分为实词的多对一易混淆词和虚词多对 

一 易混淆词两大类型。实词的多对一易混淆词包括词义无关、词义相近和词性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 

虚词的多对一易混淆词包括意义相近词性相同和意义相近词性不同的易混淆词。下面针对这些问题一 

一 剖析。 

(一)实词的问题类型 

1．词义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 

本类易混淆词是指词对或词聚中的词在词义层面上不存在着混淆，它们被视为易混淆词的原因纯 

粹是因为泰语的译词相同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一组词的译词相同，但是语义层不同，如“房子”和 

“家”，“表示”和“显示”等。按苏新春①的《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语义层划分，第一组“房子”的划分是贰五 

Aa02EQ，“家”的划分是叁四Ae06E~l。第二组的“表示”是属于第柒六 Ba01[~?，“显示”是属于第柒六 

Be01 E~?
。 从上可看出“房子”和“家”是两个意义无关的词，对母语者而言绝对不可能会误用的，但是对 

泰国汉语学习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房子”和“家”的泰语译词都是“ 1 ”／bfi：n／，而当学习者没 

① 苏新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I-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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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到“房子”和“家”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概念词的时候，他们会对泰语译词有很大的依赖，从而把 

“房子”误用为“家”，使句子成为病句，如： 
d  _ 

3)*他们在曼谷有家。(1al-'aflt~ll-lgl 口弩 n L '̂l ) 
u  n - 

4)*这个家很漂亮。( w --衬1￡J 1n) 

第二组的“表示”和“显示”虽然在《分类词典》中的第 1至 3级是同一个语义层，但是到了四级类就 

分开了，可见两者之间的语义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这一组词聚也是属于词义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 

词义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中词对和词聚的组合有两种情况；一是具体词和抽象词的组合，二是抽 

象词和抽象词的组合。前者如以上所提到的“房子”和“家”，房子是具体名词，家是抽象名词。后者如 

“表示”和“显示”，是抽象动词，因此，处理这两种词对或词聚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针对前者本文对其 

进行辨析的方法是“释义对比”，即只要把词对或词聚的概念义阐释清楚，然后进行对比，就可以把它们 

区分出来了。对后者则需结合“释义对比”和“汉泰词语搭配对比”两种方法来进行，因为这一组的词是 

抽象词，光阐释词义似乎不足于把问题说清楚，必须附加上词语搭配的对比，方能更形象、更能丰富学习 

者的语感。下面表 1是处理具体词“房子”和“家”的范例，表 2和表 3是处理抽象词“表示”和“显示”的 

范例： 

表 1 “房子”和“家”的释义对比 

词 

释义 

房子／ 1u 家／O'lu 

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 ／ 

家庭：人家：他～有五口人l张～和王家是亲戚。 ／ 

从表 1明显可以看出“房子”和“家”是两个不同类的词。两者的释义非常清晰，能达到区分词义的效果， 

所以可以不采取其更多的方法。 

表 2 “表示”和“显示”的释义对比 

词 

释义 

表示 显示 表演 

用言语行为显出某种思想、感情、态度等：～关怀 l大家鼓掌～欢迎。 ／ 

明显地表现：～威力I作品～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巧。 ／ 

表 3 “表示”和“显示”的汉泰词语搭配对比 

～ 感谢 ～赞同 ～信息 ～问题 

／ ，j1 自1J nL ／ 11 ‘谓u ，j￡J ／ 自 厂妇 ”1 

表示 ／ ／ 

显示 ／ ／ 

lL 回 ／ ／ ／ v，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由于“表示”和“显示”的释义比较抽象，光靠释义对比要把二者区分开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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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仍不够清晰。一旦把它们进行词语搭配对比，并加上泰语行文，就能一目了然地把它们分清楚了。 

2．词义相近的多对一易混淆词 

这一类易混淆词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泰语译词带来的混淆，第二是汉语词意义接近，难 

以辨析的问题。它们的组合分别有两种现象：一是只有意义相近的词组合而成，二是有意义相近和意义 

不同的词组合而成，因为是按泰语译词来归纳的。前者如“办法”和“方法”( 暑)／withi：／，后者如“测 

试”、“测验”和“考验”(’1 磊日u)／t d ts5：p／。在组合方面虽然有两种现象，但是在问题处理方面可以采 

取同样的方法，因为两种现象中都有意义相近的现象存在，然而处理意义相近的词使用的方法是把处理 

意义不同的词使用的方法包括在内了。对于处理这一类易混淆词，我们使用3种方法来进行，即释义对 

比、汉泰词语搭配对比和词语替换，使学习者能从多角度去认识这一些易混淆词，达到能把易混淆词辨 

析清楚，并能正确地使用的目的。以下是处理词义相近的多对一易混淆词的范例：表 4到表 6是“办法” 

和“方法”的范例，表 7到表 9是“测试”、“测验”和“考验”的范例。 

表 4 “办法”和“方法”的释义对比 

词 
释义 

办法 方法 

表示处理事情 、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 ／ ／ 

针对具体的事情所采取的手段。 v／ 

进行某种工作、处理某类事情时完整系统的手段。 ／ 

表 5 “办法”和“方法”的汉泰词语搭配对比 

想～／有～／没有～／好～／ 学习～／教学～／工作～／思想／ 

”1／弱／、 ／ n'nr~tm／n1 Du／n1 1 1u／n1 回 

办法 ／ 

方法 ／ 

1 ／ ／ 

表 6 “办法”和“方法”的词语替换 

替换词 
句子 

办法 方法 

我觉得人应该想办法跟 自然做朋友。 不能 

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我 自有办法。 不能 

要查四角要先把握好它的规定，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查出来。 不能 

运动是保养身体的好办法。 不能 

他们的学习方法是不正确的。 不能 

她对“日本式”的教学方法很有意见。 不能 

老师解释的方法容易听得懂。 不能 

她知道很多减肥的方法。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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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到表 6，可以看出“办法”和“方法”在释义上有交叉，都能表示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方式、手 

段，但是意思和用法不同，在同一个句子中是不能互换的，所以辨析词义相近的词，若只做释义对比分析 

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或手段，方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表 7 “测试”、“测验”和“考验”的释义对比 

词 

释义 

测试 测验 考验 

表示检查学习成绩、知识、能力 ／ ／ 

对机械、仪器和电器等的性能和精度进行测量 ／ 

用仪器或其他办法检验 ／ 

通过具体事件、行动或困难环境来检验(是否坚定、忠诚或正确等) ／ 

表 8 “测试”、“测验”和“考验”的汉泰词语搭配对比 

英语～／ 口语～／ 仪器～／ 性能～／ 课堂～／ ，＼、～f 战争～／ 耐心～／ 

1u前ul专EJu ￡J自￡J n1 U 11善J0 U n1H1O、3n H n1 W们 L 日 曰 村 nn1 

测试 v／ ／ ／ ／ ／ ／ 

测验 ／ ／ ／ v／ 

考验 ／ ／ 

” 羁刁U ／ ／ v／ ／ v／ ／ ／ v／ 

表 9 “测试”、“测验”和“考验”的词语替换 

替换词 
句子 

测试 测验 考验 

这次英语测验非常容易。 ／ X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测验。 ／ X 

每台空调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测试。 X X 

他们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 X X 

钓鱼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心。 X X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经得起考验。 X X 

从表 7到表 9，可以总结出“测试”的语义范围覆盖了“测验”，即“测试”可以替换“i贝0验”，但是“测 

验”不能替代“i贝0试”，而“考验”不论是在语义、搭配词或用法上都跟“测试”和“测验”没有关系。把它们 

归纳在一起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泰语译词相同。 

3．译词相同词性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 

该类易混淆词是指词对或词聚译成泰语时，它们的译词相同、意义相近，但是词性不同。比如“合 

适”与“适合”，它们的译词都是“ 1 ”／m5s6m／，但是词性并不同。“合适”是形容词，“适合”是动 

词。当学习者受译词的干扰或对译词过度依赖，而不知道词对或词聚之间的差异在于词性或者对词性 

的功能掌握得不好时，就会产生如此的混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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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件衣服合适你穿。(1,W~l"11．t,l,'1．1il"l：lt1．If'i'1．t,t"!lil) 
n _ 6J o』 一 

6)*这件衣服你穿起来很适合。( l L 曰们1uLL目1回‘ 1 讨 ) 

以上例(5)和(6)的汉语是混用了“合适”和“适合”，该用动词“适合”是吴用了形容词“合适”。相反的，该 

用形容词词时却用了动词，但是泰语的译文却两个句子都能用“ 1 稍；J”／mbs6m／。所以要解决这一 

类易混淆词，有必要做到两方面，即词性和用法。处理译词相同词性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我们使用 

的方法是“词性和用法对比”。见表 1O 

表 1O “合适”和“适合”的词性和用法对比 

合适 适合 

词性 形容词 动词 

不能带宾语，如：*合适你穿 能带宾语，如：适合你穿。 
用法 

可以作定语 ，如：合适的人。 不能作定语，如 ：*适合的人。 

(二)虚词的问题类型：可分为意义相近词性相同的易混淆词和意义相近词性不同两类 

1．意义相近词性相同的易混淆词 

这一类易混淆词跟实词的情况相似，也是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词义问题和译词问题，如“不” 
、． ． ! 

和“没”(13’j)／m~j／、“按照”、“根据”和“依照”( 1 )／ta：mPi：／等。但是由于虚词是词汇意义较虚的词， 

它主要是在语法意义上比较突出，因此在处理方面跟实词的同类现象略有不同。对该类虚词的易混淆 

词处理，使用的方法是语法特点对比(A)及汉泰词语搭配对比(B)或词语替换(c)。所谓使用方法(A) 

及(B)或(c)，指的是可以是3种方法都采取，也可以只采取两种方法(A)和(B)或(A)和(c)，视词对或 

词聚的特征来决定。下面“不”和“没”是 3种方法都采取的范例，“按照”、“根据”和“依照”是两种方法 

(A)和(C)的范例。见表 11～13： 

表 11 “不”和“没”的语法特点对比 

词 

语法特点 
不 没 

表示否定 。 v， ／ 

可以否定动词、形容词。 ／ ／ 

否定现在、将来的习惯性、规律性。 ／ X 

否定过去已发生或完成的动作行为。 X ／ 

表 12 “不”和“没”的汉泰词语搭配对比 

～ 在／ ～去} ～会
、
可以／ ～是 } ～知道／ ～

⋯ 过／ 

O￡J 1lJ 丽1 1 n t~ltl 

不 ／ ／ ／ ／ ／ X 

没 ／ ／ X X X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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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和“没”的词语替换 

替换词 
句子 

不 没 

都已经八点多了，你怎么还不起床? ／ 

我还不打算告诉他。 ／ 

明天我不去上班。 X 

这里从来不堵车。 X 

我没看到他。 X 

昨天晚上没下雨。 X 

我没学过中医。 X 

从表 II~13，可见在句子中只有“还+不”和“还+没”的时候“不”和“没”的泰语译词是相同的，并 

可以互换的。此外都不能替换。见表 14～15： 

表 14 “按照”、“根据”和“依照”的语义／语法特点对比 

词 
语法特点 

按照 根据 依照 

引出行为的标准或依据。～学校的规定，你们每学期必须选修两门课。 ／ ／ ／ 

引进行为的标准“按照 A”就是把 A 作为标准，照着 A 的要求做 。 ／ ／ 

后面引入的是顺序、时间、期限、比例、范围方面的词。 v／ v／ 

可以有改动或变化。 v／ 

必须完全照办，不能有变动。 ／ 

引进行为的基础，“根据 A”就是把 A 作为基础，在 A 的基础上在做某事或得 
／ 

到某个结果。 

表 15 “按照”、“根据”和“依照”的词语替换 

替换词 句子 

按照 根据 依照 

按照经理的意见，我们修改了这份计划 ／ ／ 

这件事我们就按照法规办理吧。 X ／ 

这本书是根据他的教学经验写成的。 X ／ X 

根据气象台的报告，明天天晴。 X v／ X 

依照他的话去做。 ／ X 

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法律向国家交税。 ／ ／ 

根据表 14和 15的对比及替换，当“按照”、“根据”和“依照”只标是引出行为的标准或依据，而不受其他 

条件限制是时，三者可以互换。表示必须完全照办，不能有变动时，只能用“依照”。表示引进行为的基 

础，“根据A”时，只能用“根据”。“按照”和“依照”基本上都可以互换，只有跟法律词搭配时，常用“依 

照”①。 

2．意义相近词性不同的易混淆词 

① 赵新，李英．学汉语近义词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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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易混淆词指的是词对或词聚的意义相近，但是词性不同，如：“了”和“已经”( )／l~：w／都有 

表示事情完成的意思，但是词性不同，“了”是助词，“已经”是副词。又如“曾经”和“过”( ￡J)／k“Yj／，前 

者是副词，后者是助词。辨析这一类易混淆词我们使用“用法对比”来进行。表16是“了”和“已经”的用 

法对比，表 17是“曾经”和“过”的用法对比。 

表 16 “了”和“已经”的用法对比 

“了”的用法 “已经”的用法 

用在动词后：吃了／走了／做完了。 用在动词前：任务已经完成／他已经来了／ 

用在形容词后 ：累了／坏了很甜了／太美了／太高了。 用在形容此前 ：天已经黑了／你已经很瘦了，不需要在减肥了。 

用在数量词后 ：五十岁了／一年了。 用在数量词前：我今年已经七十了／我来广州已经半年了。 

用在时间词前：现在已经两点了／我们到西安机场的时候已经 用在时间词后
：十点了／秋天了／半夜了。 晚

上了。 

用在句尾：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N和他计 

较了。 

“了”和“已经”都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和时间词，但是位置不同。“了”位于上述几类词的后面 

和句尾，但“已经”只能位于上述词的前面①。 

表 17 “曾经”和“过”的用法对比 

“曾经”的用法 “过”的用法 

用在动词前，后面常带“过”：他曾经说过这件事情／这里 用在动词后，动词前常带时间词：吃过饭再走／我们吃过 

曾经闹过水灾／他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亏／他去年来过北京／我们曾经去过美国。 

否定形式：没有+动(过)：他没有来过中国／我没有养过 否定形式：没有+动(过)：我们没吃过亏／他们没来过 

小动物。 北京 

用在形容词前，后面常带“过”：他 自己也曾经失望过／我 用在形容词后，后面常带“过”：他也痛苦过／他们俩好过 

们都曾经年轻过／她曾经很胖。 一段时间／想不到你也曾经浪漫过。 

否定形式：没有+形 (过)：他没有痛苦过／他们俩没有好 
否定形式：没有+形(过)：我们没有失望过／她没有胖过。 过／我没浪漫过

。  

“曾经”和“过”都可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位置不同。“曾经”位于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过”位于动词 

或形容词后面。“曾经”通常附带“过”，但“过”可以不带“曾经”。 

五、结 论 

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的混淆原因不只在于译词的层面上，而更多的原因是在于语义、语用或语法 

的层面上。要解决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这一现象的问题，必须得对它们细微考察及分类，并根据不同 

类型多对一易混淆词的特征进行辨析处理。从上文的研究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汉泰语多对一易混淆词这一现象的词语包括了实词和虚词、词义不同的和词义相近的以及词 

性相同的和词性不同的。 

(二)处理实词类的对一易混淆词：词义不同的多对一易混淆词，可采取的方法有释义对比和汉泰词 

① 李晓琪．现代汉语虚词手册E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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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搭配对比。处理词义相近的，可使用的方法有释义对比、汉泰词语搭配对比及词语替换。处理词性不 

同的易混淆词，可使用的方法是词性及和用法对比。 

(三)处理虚词类的对一易混淆词：意义相近词性相同的易混淆词，可采取的方法有语法特点对比及 

汉泰词语搭配对比或词语替换。处理意义相近词性不同的，使用的方法是用法对比。 

An analysis of many-to-one confusable words in Chinese and Thai 

Teeraparp Predeepoch 

(School of Humanities，Xima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number and categories of many—to-one confusable words in 

Chinese and Thai based on the CIutline of the Graded Vocabulary for HSK．Then it analyzes different 

kinds of confusable words before bringing up solutions．It concludes that many-to—one confusable 

words in Chinese and Thai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those of notional words and struc— 

tural words，semantically confusable words and morphologically confusable words．The translation，se— 

mantic，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problems are the four major problems． 

Key W ords： Chinese and Thai；many-to-one；confusabl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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