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１期

２０１８年３月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２，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２

作者简介：张仙艺（１９９２ ），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４５／ｃ．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１

汉语和日语中“感谢表现”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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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语无论关系亲疏或所属上下级的不同都使用定型表现，汉语在亲密关系场合使用非定型表现。根据

汉语和日语中感谢场合所用的道歉表现，将“感谢表现”分为：感谢型表现、道歉型表现、混合型表现和其他表现。

在感谢场合中使用道歉型表现是日语的特征，汉语在感谢场合则不单独使用道歉型表现，无论汉语还是日语都

是为了顾及对方的消极面子。

关键词：感谢表现；道歉型表现；定型表现；非定型表现

中图分类号：Ｈ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１３１Ｘ（２０１８）０１ ００８９ ０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狋犺犲犠犪狔狅犳犛犺狅狑犻狀犵犌狉犪狋犻狋狌犱犲犅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犲狊犲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ｉ

（Ｎａｎ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ｈｉ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ｅ

ｔｈｅｎｏｎ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ｌｏｇｙｕ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ｉｘ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ｎｏｔ

ｓｉｎｇｌｙｕｓ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ｂｏｔｈｉｓｔｏｐｒｅ

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ｆａ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ｎｓｔｅｒｅ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感谢”是一种发话行为，与人际关系的维持和

构建有直接关系，其是送方与受方之间复杂的相互

行为，表达说话者对听者的认可。对“感谢”这一语

言行为的研究，称为“感谢表现”研究，“感谢表现”

中也包含“道歉表现”。日语学界对“感谢表现”和

“道歉表现”进行理论研究的有金田一秀
!

、西原玲

子、森山卓郎［１３］等。在“感谢表现”和“道歉表现”

实证研究中，冈本真一郎、小川治子、山本もと子等

主要采用设立假设进行问卷调查或分析电视剧对

话中的语料等形式进行实证研究，考察方法多

样［４５］。以上研究都是根据“感谢表现”的方略特

别是“道歉表现”以“
!"#$%

”作为感谢的用法

进行分析考察的。

在汉语和日语“感谢表现”对比研究中，胡金定

指出，中国人对家人不说感谢，仅在收到礼物时说，

以后不说，不马上回赠礼物［６］。田中友爱认为，日

语定型表现和非定型表现的使用量都是中国台湾

的１．３倍。对“感谢表现”进行研究，是为了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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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双方的关系，对汉语和日语中的“感谢表现”进行

对比研究，将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日本的汉语学

习者提供借鉴。

一、汉语和日语的“感谢方略”

日语的“感谢表现”使用“定型表现”较多。在

日语中，无论关系亲疏或所属上下级的不同，都经

常使用定型表现，而且定型表现的变化很丰富。日

语的“感谢方略”呈现“感谢”定型表现使用频次高

的倾向。根据中田智子的分类，日语的“感谢方略”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表１）。

表１　日语“感谢方略”分类

大分类 中田智子的分类 例句

感情 实施感谢行为 「
&'(#!

」感谢「
)*+

,-#!

」「
./0

1

2

」

表明说话者的心情

状态

「
!"#$%

」「
3-

」「
45

6!

」对不起，我的错，抱歉

评价 评价对方行为 「
789:-

」「
;<=

」难

得，辛苦了

问候 表明受益事实 「
)>?@A8#(:

」「
;

BCDE#

」承蒙关照，承

蒙款待

行动 表明返还之意 「
F@G#!

」
&F

日语中，在接受别人请客时马上道谢是礼仪，

一般使用定型表现；而汉语对亲近关系的人不说感

谢，而使用非定型表现。虽然汉语也有“道歉表

现”，但整体来看，日语感谢的次数多，定型表现丰

富，方略使用较多。日语“感谢表现”中的定型表现

及适用场合是比较多样的，可以用于广泛的人际

关系［６］。

二、汉语和日语的“感谢表现”

（一）汉语的“感谢表现”

汉语的“感谢表现”常用的主要有以下５种。

一是“谢谢”，表示个人修养和礼貌，小事一般不用

说“谢谢”，特别是在家族内部、亲密的朋友之间，更

少使用这一“感谢”的语言行为。二是“谢谢你”，通

过使用第二人称“你”与对方的距离更进一步，这也

是感谢场合的顾及表现之一。但社会距离疏远时，

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人，也使用“谢谢您”。三是

“谢谢”的重复，“谢谢，谢谢”这种重复，基本和“谢

谢”相同，但感谢的心情更加强烈。四是“谢了”，一

般不表示诚心诚意感谢的意向，可以表示和听者的

亲近，但这一形式对尊长使用不太合适。五是“感

谢”，作为书面语，主要在正式场合使用，一般表示

尊重对方，后面会添加感谢的内容，一般也不单独

使用。

（二）日语的“感谢表现”

日语的“感谢表现”常用的主要也有以下５种。

一是“
789HD

”类，在生活场合经常可见，在更

加正式的场合，会使用“
789HD;I-#!

”。

二是“
&'!J

”类，主要在正式场合或公务场合使

用，“
&'(#!

”作为“感谢表现”经常在多人面前

使用。三是“
./0

1

2

”类，其来源于英语，但使

用频率并不高，有时会替代“
789HD

”。四是

“
KDL

”类，在感谢、道歉、打招呼时都可以用，“
K

DL

”经常省略后半部分，作为感叹词用，例如“
K

DL789HD

”“
KDL!"#$%

”等。五是

“
))G@

”，主要在日本西部地区使用，在表示更

高的礼貌场合时，也会用“
))G@789HD;

I-#!

”。

（三）汉语和日语非感谢用语的“感谢表现”

汉语和日语经常使用一些不带“谢”字的“感谢

表现”，例如：多亏（
)M6

）、辛苦（
;<=N

）、承蒙

款待（
;OPN

）、麻烦（
QR+STJ

）、承蒙关照

（
)>?@AJ

）、破费（
UV

）等。另外，在表达感

谢时，日语中可以单独使用“
;<=N

、
)WXN

”

（辛苦了）、“
QRST#(:

”（麻烦您了）等。而汉

语虽然在表示感谢时会说“辛苦”“破费”等，但在纯

道歉场面是不用的，与日语的“
;<=N

／
)WX

N

”（辛苦）类似。

三、汉语和日语的“道歉型表现”

孙守峰在对ＪＳＬ（在日本留学的日语学习者）

和ＪＦＬ（在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后发

现：ＪＳＬ和ＪＦＬ使用“道歉表现”的次数都很少，并

指出其原因在于初级阶段尚未学到感谢场面 “
!

"#$%

”的使用。日语的相关研究中在涉及“道

歉表现”用于“感谢”场面的时候，把“道歉表现”也

视为“感谢”场面的表现之一。但“道歉表现”不能

用于对社会行为的感谢。另外，日本人事后经常会

表达“再次感谢”［７］，而汉语则很少使用。

在中日对比研究中，“感谢”场面的差别是很明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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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本文为了区分汉语和日语中感谢场面所用

的“道歉型表现”，将其分为：“感谢型表现”“道歉型

表现”“其他表现”“混合型表现”几种类型。

（一）汉语和日语“道歉型表现”比较

“
!"#$%

”是日语中的“道歉型表现”，在获

得某种利益时使用是为顾及对方的负担，在表示感

谢的“道歉型表现”中使用是为了顾及对方消极面

子。在汉语里，表示感谢一般不单独使用“道歉型

表现”。汉语和日语“道歉表现”对比见表２。

感谢场面使用“道歉表现”是日语中典型的“顾

及语言行为”之一，一般是汉语母语者和日语母语

者作为维持人际关系的方案而使用的。通过考察

表２　汉、日语“道歉表现”对比

类型　　　　 汉语例句 日语例句

消极指

向表现 　　　　
麻烦你了。

辛苦你了。

「
;<=N

」「
)WXN

」
YZ[

、
;QR+)ST(#(\

混合型

表现

道歉型＋感谢型 不好意思啊。好了，谢谢啊！ 7

]

、
!"#$%

。

789HD;I-#!

。

;^%

、
;^%

、
789HD

。

感谢型＋其他 谢谢您，谢谢您，挺帮忙的。

真的啊，太谢谢你了！

-_-_`a\bX\789HDc

。

d#6)>?@A8#(:

。

ef@789HD;I-#(:

。
gS8#(:

。

789HD

。

7A:h)Si6

。

感谢型＋道歉型＋其他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吧？

真的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KDL!"#$%

。

;OPN6!

。

先行研究发现，“汉语‘感谢’场面中没有单独使用

道歉表现的”，在汉语里包含道歉表现的“混合型表

现”是存在的。在混合型表现的使用中，汉语和日

语的着眼点不同。日语优先使用“道歉表现”，汉语

中“感谢表现”和“道歉表现”哪个优先并不明确。

可见，与汉语相比，日语更避免对方面子受损，汉语

虽然也有，但没有日语那么强烈。

（二）汉语和日语“道歉表现”使用情况及原因

汉语中，说话者若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听者带

来麻烦而致歉时，可以单独使用汉语的“麻烦”这一

“道歉表现”，如：

Ａ：走吧，我送你回去。（jk

、
l8#(

m

D

。

)no8(#!

。）

Ｂ：麻烦你了。（)pq+)ST(#!

。）

但也有一些“道歉表现”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如

“不好意思”这一“道歉表现”，汉语中若感谢的场面

只使用“不好意思”，感谢的语言行为则不成立，如：

Ａ：我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礼物。

※Ｂ：不好意思。

这句“不好意思”就与感谢之意相反，可以认定

是道歉的语言行为，与现实状况矛盾，这也是汉语

感谢的语言行为中不单独使用“道歉表现”的主要

原因。因为它和真正的“道歉表现”中的“麻烦”不

通用，但是如果和汉语的“谢谢”一起使用则没有问

题，如：

Ａ：我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礼物。

Ｂ：谢谢你，不好意思哦。

与汉语不同的是，日语中单独的“道歉表现”却

可以用于感谢场面，如日语的道歉表现“
!"#$

%

”可以单独使用，如：

Ａ：7Cr@s

1

2t978#!u

。（那边

有果汁）

Ｂ：KDL!"#$%

。（非常感谢）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西原玲子提出“听者至

上主义”，即在重视听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日语通

过语言表现明确“道歉”与“感谢”状况不同，表示说

话者顾及和重视自己给听者带来的麻烦，因而单独

使用“道歉表现”［２］。汉语的“不好意思”不能单独

表达“感谢”而日语的“
!"#$%

”却可以单独使

用这一差异，反映了中日社会和文化的差异。

四、结语

随着“感谢”对象的事物、人际关系范围的扩

大，汉语和日语的“感谢表现”、汉语中定型表现和

方略的运用是很丰富的。但是，与“感谢表现”相关

的日语和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还很少，而且研究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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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重于“道歉表现”的交替。对于请求中的“感

谢”，虽然有关于感谢场面的“感谢方略”的先行研

究，但是对接受请求方进行“感谢”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另外，汉语中的请求场面所使用的“谢谢”，是

否属于感谢语言行动的一种，还需要考察。如果这

也是感谢的语言行为，那么应称为“事先感谢”，这

种语言行为在日语中是没有的。如此一来，“事先

感谢”就如日语的“再次感谢”一样，会成为汉语特

殊的表现。其他如“感谢”中的问责场面，也与“感

谢”“道歉”有一定关联。

参考文献：

［１］金田一秀!．)*H)vwhrHx

［Ｊ］．月刊言语，

１９８７（４）：７５ ８３

［２］西原玲子．&'@y!Jz{|

［Ｊ］．日本语学，１９９４

（７）：４ ９

［３］森山卓郎．)*H)vw

—
y}~�h�t��H(

\．���

—
��H`�h��

［Ｊ］．学灯社，１９９９（６）：

７８ ８２

［４］冈本真一郎．&'��h�-�T@y�!J��

［Ｊ］．

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１９９１（６）：１９２ １８２

［５］�eLH�．&'h'���

「
!"#$%

」—「
!"#

$%

」
9&'H'�h��h��+���T

［Ｊ］．�

����� ¡/¢2£�

，２００３（４）：１ １３

［６］胡金定．日中交流的差异［Ｊ］．语言和文化，２００３（７）：

１５７ １７０

［７］孙守峰．感谢场面使用道歉表现的习得———在中和在

日中国人学习者的道歉表现的使用和使用率及类型

［Ｊ］．日本语·日本文化研究，２００７（１７）：１６５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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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体重，合理膳食，限制油盐，戒烟控酒，调整

心态，作息规律；同时，辅以一些物理疗法，如中医

刮痧疗法，以减缓其肝阳上亢。通过建立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及自身的调节与控制，辅以中医疗法，能

有效预防血压升高，降低高血压患病率［８１０］。

高校教师是一类特殊群体，既要承受教学、科

研压力，又要承担家庭生活压力，身心负担都非常

大。针对他们除采取以上干预措施外，还可以建立

心理福利机制，加强心理福利管理，将ＥＡＰ（心理

援助计划）引入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１１］，从而促进

高校教师身心健康，使他们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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