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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语言中的模糊词对比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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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了解语言的模糊性对于语言学习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时间、数字、感
官、质量数量这些方面对英汉语言中不同类型的模糊语言现象进行对比，以期对英语课堂中的词汇教学及翻译教学有所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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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语言的模糊性其实就是“人们认识中关

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定性”［１］。而“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精确和模糊的对立，只有在事物与人发

生认识关系的前提下，即只有在认识活动的范围里才有意义”。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现在称作模糊词的那些词的相对性质。早在我国的《易经》中就出现了这样的

句子：“上下无常，刚柔相易。”《老子》中出现了“故有无相生，难易相长，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的句子。这当中“上下”“刚柔”“难易”“长短”“高下”“前后”就是几组模糊词。西方的莱布

尼茨也很早就认识到了自然语言的不精确性。

语言的模糊性的形成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方面，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体，事物与事物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模糊性是所有语言共通的性质。另

一方面，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带有主观因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从自身的条件、需要出发，对事物的

划分采取了不同的标准，这就表现在语言中模糊词的不对等上。比如爱斯基摩人对雪的划分，他们用来

区分各种各样的雪的词就有７种，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用来表示雪的词往往是有限的。再比如，汉
语中只有“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 ｃａｍｅｌ，也可细分为 ｄｒｏｍｅｄａｒｙ（单峰骆驼）和 Ｂａｃｔｒｉａｎｃａｍｅｌ
（双峰骆驼）。但据说阿拉伯语中有四百多个词表示“骆驼”，因为骆驼曾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

工具［２］。另外，不同民族对同是模糊语的“颜色词”的内部划分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没有哪两个民族

对其划分是完全一致的。

语言的模糊性是共通的，但语言具有民族性，不同语言中模糊词的构成、意义都不可能是对等的。

在此对英汉语言中的部分模糊词做一个初步探讨，以便对于模糊词的形成、不同语言中模糊词的差异所

体现的语言本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１　英汉语言中不同类别模糊词的对比
１．１　表示时间的模糊词对比

英语中的“ｍｏｒｎｉｎｇ”“ｅｖｅｎｉｎｇ”“ｎｉｇｈｔ”这几个词表达的都是模糊的时间概念，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
的分界线；同时它们与汉语中的“早餐”“傍晚”“晚上”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ｍｏｒｎｉｎｇ”，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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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从黎明一直到１２：００以前，甚至有时正餐以前都可以称作“早晨”，而说汉语的人所理解的“早晨”
的下限一般为８：００～９：００。因而，有些西方人都到了下午了，但是因为没吃正餐，跟别人打招呼时还说
“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常常令许多中国人困惑不解。

另外，说汉语的人理解的“傍晚”的下限视天黑的早晚而定，最晚也不会晚于２１：００；但欧美人不管
天黑早晚，从日落一直到２４：００以前这段时间都可以称作 ｅｖｅｎｉｎｇ。再比如英语中的“Ｇｏｏｄｎｉｇｈｔ”只要
是就寝之前都可以说，哪怕说得很早。

１．２　表示数字的模糊词对比
数词本来是表示精确意义的，但与别的词组合后会由精确词转化为模糊词，不再表示数字原来的确

定含义。英语、汉语中都有这样组合而成的模糊词。如：

ａｔｓｉｘｅｓ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ｓ　　　　　　　　　　乱七八糟
ａｃｏｕｐｌｅｏｆｄａｙｓ 两三天

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ｉｍｅｓ 有很多次

ｓｉｘｏｆｏｎｅａｎｄｈａｌｆ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半斤八两

这里，有些是英、汉语里都用数词的组合来表示模糊意义，所用的数词相近或略有不同，如“ａｔｓｉｘｅｓ
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ｓ”（乱七八糟），“ｓｉｘｏｆｏｎｅａｎｄｈａｌｆ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半斤八两）；有些是英语中包含数词的
表达，而相应的汉语却只能用不包含数词的模糊词来表示，如“ａｄｏｚｅｎｏｆｔｉｍｅｓ”（很多次）。再比如“Ｉ
ｈａｖｅ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ｄｏｔｏｄａｙ．”这个句子中的“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ｏｎｅ”翻译成汉语往往是“很多、
特别多”这类模糊词。

与英语相比，汉语的数词表示模糊概念的用法在成语与诗歌中特别常见。如成语中的“一心一意”

“三心二意”“七上八下”“五体投地”“五十步笑百步”等；再比如诗歌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万径人踪灭，千山鸟飞绝”等等。

１．３　与感官有关的模糊词对比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几种感官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界限分明的，但是语言中表达这些感觉

的词却往往相通，不区别其中的界限，变成模糊的了。

如汉语的“味”从“口”，在《说文解字》中只注明了“滋味”一义；后来从味觉引申到嗅觉，如“气味”

“香味”。“香”则相反，《说文解字》注作“芳”，最初指的是黍香，后来才从嗅觉引申到味觉，如“饭吃起

来很香”［３］。英语中的ｆｌａｖｏｒ表示味道，但其最初的意义却是“香味”“气味”，引申过程与汉语的“味”
相反。

在修饰感官的形容词当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尖（锐）”本来是同触觉相关的，但是现在也广

泛用来表示视觉（眼睛尖、尖塔），听觉（耳朵尖、尖叫、尖锐的声音），嗅觉（鼻子尖）。英语中也有类似

的形容词，如：

ａｈａｒｓｈｔｅｘｔｕｒｅ　　　　　　　　　　　毛糙的织物
ａｈａｒｓｈｖｏｉｃｅ 刺耳的声音

ａｈａｒｓｈｌｉｇｈｔ 刺目的光线

ａｈａｒｓｈｃｏｌｏｒ 耀眼的颜色

再比如英语中的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既可以说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ｆａｃｅ（漂亮的脸蛋），也可以说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ｖｏｉｃｅ（悦耳的声
音），ｓｐｅａｋ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Ｅｎｇｌｉｓｈ（说一口漂亮的英文），或ｓｉｎｇ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唱得非常动听）。

虽说这些表示感官的模糊词中英汉意义相近，但也不是完全对等的。如“耳朵尖”“眼睛尖”可以说

“ｈａｖｅｓｈａｒｐｅａｒｓ”“ｈａｖｅｓｈａｒｐｅｙｅｓ／ｂｅｓｈａｒｐ－ｅａｒｅｄ”，但“鼻子尖”却不能说“ｈａｖｅｓｈａｒｐｎｏｓｅ”，而是
“ｈａｖｅａｓｈａｒｐ／ａｃｕｔ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ｓｍｅｌｌ”。
１．４　表示质量、数量、程度和频度的模糊词对比

质量、数量、程度和频度等概念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一定的语境下，某个词可以用来表示质

量、数量等多个概念。如ｇｏｏｄ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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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ａｋｅｉｓｇｏｏｄ．　　　　　　　　（表质量）
Ｗｅｗａｌｋｅｄａｇｏｏ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ａｙ． （表数量，包括度量、长度）

Ｓｈｅ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ｃｒｙ． （表程度）

Ｈ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相当于Ｈｅｏｆｔｅｎｗｒｉｔ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ｏｔｈｅｒｓ．在该句中ｇｏｏｄ表频度）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他是一个好人”这句话中的“好”表示质量，而“他好好地吃了一顿”这

句话中的“好好地”既可以表示质量也可以表示数量，该句相当于“他大吃了一顿”或“他吃了丰盛的一

餐”，或两义兼有。

另外，英语中表示程度高的副词与汉语有所不同。英语中常用的表程度的副词有 ｖｅｒｙ，ｐｒｅｔ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相当于汉语中的“非常”“极其”“很”。但英语中还有为数众多的表程度的模糊
词。如：

与“强”的概念相关的：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ｌｙ…
与“显著”的概念相关的：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ｙ…
与“恐惧”的概念相关的：ａｗｆｕｌｌｙ，ｄｒｅａｄｆｕｌｌｙ…
这些词译成中文时往往是“很”“非常”“极其”“极大地”“大大地”这些为数有限的模糊词。

２　英汉语言中模糊词对比的分析
根据认知语言学中体验哲学的观点，人们在语言的创造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将单词与意义相联系，

而是基于人们的生理、生活经验，将客观世界范畴化和概念化，进而依附于语言符号，形成意义，自身的

经验也成为众多的对其他具体现象及比较抽象的现象进行概念化的投射的源泉［４］。这也就是为什么

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表达的词汇是有差异的。

以本篇中所对比的英汉语言中的模糊词为例。首先是表达时间概念的模糊词。之所以英语中的

“ｍｏｒｎｉｎｇ”“ｅｖｅｎｉｎｇ”“ｎｉｇｈｔ”这几个模糊词与汉语中的“早餐”“傍晚”“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是因为中西方人们的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中国文化信奉的是顺应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而说

汉语的人理解的“早晨”的下限是８：００～９：００；而汉语中的傍晚也是依据日落、天黑的早晚而定，一般不
会晚于２１：００。而西方人比较注重对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认为没有
吃正餐之前都可以称为“ｍｏｒｎｉｎｇ”，而从日落到就寝之前的这段时间都可以称为“ｅｖｅｎｉｎｇ”。

再比如英汉语中与数字有关的模糊词。相对来说，汉语中包含数词但体现模糊概念的表达方式较

英语更多，这是因为西方语言体现西方人思维的相对严谨性，而汉语的语言更富想象力，更善于用具体

的东西来表示抽象的东西。英汉语中与感官有关的模糊词相似度较高，这是因为感官词意义的扩展正

好体现了认知语言学中的体验哲学观。感官是人的基本生理功能，人类很久以前就发现，人的各个感官

之间是相通的，因此不难理解众多表示感官的词所修饰的感官的界限是模糊的。

通过对英汉语语言中模糊词的对比，可以发现英语语言与汉语语言在表达上的一些相近和不同之

处，而这些相似和差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语言的本质，即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体现。如果在英

语教学的课堂中将两种语言中的模糊词加以比较并指出其深层次原因，对更好地习得英语、避免英语语

用错误及掌握英汉翻译技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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