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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都”和西语“todo”的分布差异对 

汉语学习者“都”的习得的影响 

王红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西语的“todo”表示汉语“都”的意思。 “都”和“todo”是两个语义相近，但在汉西两种语言中分布有别 

的词。用“selfpaced reading”实验设计测试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墨西哥汉语习得者识别以汉西两种语序构成的包 

含“都”的句法结构的正确反映时间，发现汉语习得者对以汉语语序（语序一）分布的“都”和位于“都”之后 

的“述语”的正确识别反应时间显著性地快于以西语语序（语序二）分布的“都”和该句法结构中的“述语”的 

反应时间，这说明母语的迁移是在句法语义不同的层面上起作用的。也说明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理解汉语的句法 

语义的过程中，句法先于语义。由此可知，目前的一些学习理论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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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认为， 在习得一门外语时， 第二语言习得 （学 

习） 者的母语会影响目标语习得的进程和习得的结果。 

当母语和目标语某一语言项目的语法语义特征相似时 

会促进习得者更快地习得目标语，像英语和汉语在陈 

述句语序上的相似性就会促使以汉语为母语的习得者 

更快更好地掌握英语陈述句的语序这一语法项目， 如： 

“I am a teacher.” ， “我是一个老师。 ”这是母语的正迁 

移。但是英语陈述句中的谓语动词会随着人称变化而 

改变动词数范畴的形式，如： “I study English.” ， “He 
studies, English.” ， 汉语则与此不同，如： “我/他学习 

汉语。 ” 这又会给以汉语为母语的习得者学习英语带来 

困难，这是母语的负迁移。 

母语的正负迁移是二语习得研究比较关注的一个 

课题。从 1957年 Lado的研究开始，语言学界对母语 

的正负迁移研究越来越深入并形成了“对比分析假设 
(CA)”“错误分析(EA)”以及“中介语分析(IL)”等不 

同的理论流派。Lado 的对比分析假设理论认为： “母 

语知识负迁移是构成外语学习困难的唯一原因，只要 

通过母语与外语异同的对比即可预测学习者学习困难 

所在。 ” [1](51) 1967年  Corder 的错误分析理论“发现学 

习者外语错误中只有 25%左右可以归结为是母语负迁 

移干扰的结果。 ” 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习得者的母语不 

同其所犯错误的比例也不一样，如“母语为汉语的学 

生在学习英语时所犯的错误 51%来自母语的干扰，而 

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学习英语时所犯的错误只有 
3%来自母语的干扰(Elis，1986:29)。 ” [1](51) 但是持中介 

语分析理论观点的 Krashen 认为： “外语习得过程有其 

固定不变的程序，与本国语影响和教学方法无 

关。 ” [1](60) 因此尹洪山在讨论语言迁移研究的历史发展 

及视角时曾说： “语言迁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 

杂现象。 ” [2] 下面将要讨论的“都”的习得问题就涉及 

到墨西哥汉语习得者母语语言成分的句法语义对汉语 

语言成分习得的影响以及习得汉语语言成分的句法语 

义的过程和特点。 

现代汉语 “都”是一个副词，其语义之一是“表 

示总括全部” ，其分布特征是， “除问话之外，所总括 

的对象必须放在 ‘都’ 前， 如： 大伙全都同意了。 ” [3](177) 

西语中没有一个与汉语“都”在语法语义上完全对应 

的词，在西班牙语中一般把“都”翻译成“todo” ，西 

语的 “todo” 是一个代词而不是一个副词， 汉语的 “都” 

在汉语中的句法位置是在谓语之前，西语的“todo” 

在西语中的句法位置是在主语之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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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都是老师——Todos ellos son maestros. 
(2) *都他们是老师——*Ellos todos son maestros. 
因此， “都”和“todo”的语义相同、词类和分布 

特征却相异。自我定速阅读(selfpaced reading)范式的 

实验是让被试通过按键在计算机屏幕上逐词或多词呈 

现实验材料，被试逐词的阅读时间就是被试处理语言 

信息的时间。通过自我定速阅读可以考察以西班牙语 

为母语的汉语习得者的母语“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 

对汉语“都”习得的影响，实验材料是下面(3)、(4) 
两个包含“都”的不同语序的句法结构。 

(3) 张明是老师，王芳是老师，他们都是老师。 
(4) *他是老师，她是老师，都他们是老师。 

材料(3)中的“都”是以汉语的语序分布，下文称 

为“语序一” ；材料(4)中的“都”是以西语的语序分 

布的， 但在汉语中是不合语法的， 下文称为 “语序二” 。 

被试在理解实验材料的句法语义时可能会从句法 

到语义，也可能是从语义到句法，再加上习得者母语 

“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可在目标语的句法或语义这 

两个层面产生正迁移或负迁移，实验结果可能会出现 

下面这几种情况：①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理解“都” 

的句法语义时，如果语义先于句法，这些汉语习得者 

会更多地注意“都”的语义而非“都”的分布，那么 

可能会出现识别“语序一”和“语序二”中“都”的 

反应时间基本相似的情况。 ② 如果墨西哥汉语习得者 

在理解“都”的句法语义时，句法先于语义，就是说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更多地注意目标语中“都” 的分布， 

同时习得者母语中的“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对目标 

语没有产生负迁移，那么汉语习得者识别“语序一” 

中的“都”的反应时间应该快于“语序二”中的“都” 

的反应时间。③ 句法先于语义，同时习得者母语中的 

“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对目标语产生负迁移，那么 

汉语习得者识别“语序二”中的“都”的反应时间应 

该快于“语序一”中的“都”的反应时间。 

本课题通过墨西哥汉语习得者阅读包含“都”的 

两个语序的汉语句法结构藉此观察汉语习得者母语 

“todo”对目标语的句法语义在认知层次上的干扰情 

况，还希望能从“都”的语言输出的“语序一”和“语 

序二”中考察墨西哥汉语习得者不同的加工模式，丰 

富学习过程论中的联结主义 [4, 5] 的神经网络系统理论。 

二、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被试 

墨西哥奇瓦瓦自治大学孔子学院零起点班的  24 

名学生。这些学生平均年龄 22.3岁，他们生活在奇瓦 

瓦，说墨西哥西班牙语，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 

常。这些学生学习汉语总时数约 60~80小时左右，实 

验是学生学习了“都”的语法语义特征一周之后在该 

院的语音实验室中完成的， “都”的教学方法采用的是 

语法结构的教学模式。 

（二）实验材料 

“都”处于动词、形容词或副词前充任状语的句 

子 20个，相应的， “都”处于代词前的句子 20个，填 

充句 40个。所有实验材料中包含的词汇来源于《今日 

汉语》（第一册）前 20 课。为了防止副词“也”产生 

提示作用，课本例句“他是老师，她也是老师，他们 

都是老师。 ”中副词“也”在实验语句中未出现，但这 

不影响被试对句子的理解。 

（三）实验程序和实验过程 

使用“selfpaced reading”自我控制定速法，将实 

验材料以词为单位切分为：他/是/老师，/她/是/老师/， 

他们/都/是/老师。他/是/老师，/她/是/老师/，都/他们/ 
是/老师。字体为 18号宋体字。40个实验句和 40个填 

充句按拉丁方方式排列。实验时，首先出现实验指导 

语和 5 个与本实验内容无关的练习句，练习熟练后， 

正式测试开始。要求被试用右手按键一个切分段一个 

切分段地阅读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内容，每阅读完一 

个句子后，有一个判断对错的判断题，让被试对本句 

的对错进行判断， 每一个显示部分的显示时间是 4 000 
ms，判断对错为 4 000 ms，在 4 000 ms之内没有反应 

算作错误反应。被试左手作正确反应手，右手用作错 

误反应手，以平衡左右手。 

（四）实验设备 
Hp pavilion simline S5500la PC 台式机，20寸宽 

屏液晶彩色显示器。 

（五）实验结果和分析 

实验结束之后， 首先用 SPSS13.0统计了预先切分 

的句法成分识别加工的正确反应时间，如图 1所示。 
S      A    P    O              J 

语序一： 他们/都/是/老师/。（对/错） 
a      s    p      o              j 

语序二： 都/他们/是/老师/。（对/错） 

图 1  切分的句法成分 

“语序一”中大写的“S”“A”“P”“O”分别表 

示以汉语语序分布的包含“都”充任状语的句子的句 

子成分：主语、状语、述语、宾语，大写“J”表示对 

“语序一”的判断。 “语序二”中小写的“s”“a”“p” 

“o”分别表示以西语语序分布的包含“都”句子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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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包含“都”的句法结构的识别加工正确平均反应时间单位(ms) 

S  s  A  a  P  p  O  o  J  j 

M  917.63  942.01  746.45  867.78  588.95  769.01  813.93  821.92  725.68  657.84 

SD  242.90  292.79  191.69  250.16  186.69  281.73  217.16  241.00  237.33  161.10 

子成分：主语、状语、述语、宾语，小写“j”表示对 

“语序二”的判断。用 SPSS13.0统计被试对各个句法 

成分的正确反应时，结果列如表 1。 

通过对被试的“语序一”和“语序二”的正确反 

应时间的Wilcoxon 检验法（精确概率）显示： 
a. 被试识别以“语序一”分布的“都”所用的加 

工时间短于以“语序二”分布的“都”所用的时间， 

并且接近于显著水平边缘，Z=1.69，P=0.095 (双侧)。 
b. 被试识别以“语序一”中“都”后面的述语谓 

词所用的加工时间短于“语序二”中副词“都”后面 

的谓词， 差异呈显著水平， Z=2.26， P=0.023＜0.05 (双 

侧)。 
c. 被试识别“语序一”中的主语和宾语所用的加 

工时间短于“语序二”中的主语和宾语，但是差别不 

显著，Z=0，P=1.0＞0.05（双侧）；Z=0.057，P=0.966 
＞0.05（双侧） 

d. 被试对“语序一”的正误的判断所用时间长于 

“语序二”的正误判断所用时间但差异不显著， 
Z=1.57，P=0.121＞0.05(双侧)。 

实验“结果  a”符合引言中的预测②，这说明墨 

西哥汉语习得者在理解包含“都”的汉语句法结构时 

是句法先于语义。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被试在信息 

整合的过程中，主要有： “及时性理解”和“延迟性理 

解，用‘selfpaced reading’范式的实验一般会产生延 

迟性理解的结果。” [6](645) 后来有学者的实验表明，汉 

语的信息整合的模式是“及时理解”模式 [6] ，因此， 

实验“结果  b”更进一步证实了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 

阅读理解“语序一”和“语序二”时是句法先于语义 

的论断。实验“结果 a”和“结果 b”还说明其母语的 

“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并未影响到对以“语序一” 

分布的“都”正确性的判定，但是却影响到对以西班 

牙语序分布的“都”的错误性判定。因此，汉语习得 

者的母语“todo”的句法语义特征的迁移是在句法语 

义不同的层面上起作用的。 由以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  母语的迁移是在句法语义不同的层面上起作 

用的。

(2)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理解汉语的句法语义的 

过程中，句法先于语义。 

由结论(1)和(2)我们审视一下联结理论 [7−11] 。联结 

理论是目前解释学习过程理论之一，该理论在模拟人 

的神经网络比之之前以符号为基础的认知流派有了更 

大的心理现实性，它也是一个通过新的发现在不断完 

善的理论模型， 联结主义的神经认知观点是： “联结主 

义所谓的学习就是联结权重的变化,是原来的联结消 

失而产生一种新的联结关系。或者说，联结主义所谓 

的学习就是对联结权重的适应性变化，通过联结权重 

的改变调节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权重关系,降低误差水 

平,使输出符合期望。” [9](265)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 

母语和目标语的句法和语义各自起到什么作用？实验 

结论(1)和(2)表明， 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墨西哥汉语 

习得者识别包含“都”的“语序一”和“语序二”中 

的“都”时，由于目标语“都”和母语“todo”的语 

义相同，分布特征不同从而产生认知上的差异，图  2 
是我们在结合单项输入网络模型 [7,9] 的基础上修改的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都”的习得及其识别加工模式。 

图 2  “都”的学习和包含“都”的“语序一”和 

“语序二”的加工神经网络模拟图 

图 2 中从“输入单元层”到“输出单元层”是汉 

语习得者的汉语“学习层” 。 “任务层”是汉语习得者 

“学习层”的应用。 

输入单元层：输入单元层是“都”的汉语规则的 

输入。 汉语知识： ① 副词， 分布特征： 谓语前。 ② 都： 

“都”=副词；语义特征=总括。 

内隐单元层：输入单元层到内隐层后大脑对原来 

的联结权重的适应性发生改变， ① 汉语知识： a.副词， 

分布特征：谓语前。b.都： “都”=副词；语义特征= 
总括。② 西语知识：a.副词，分布特征：一些位于谓 

语前，一些位于谓语后，一些不定位。  b.todo: 语义 

特征=总括； “todo”=代词；c.代词的分布特征，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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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充任主语。 在内隐单元层，汉语知识得以输入， 

与之前的西语知识重新建立联结权重。 

输出单元层：① 汉西语副词共同的分布特征：谓 

语前。② 都=副词，都的语义特征=总括。③  todo= 
代词，西语代词充任主语。④  todo的语义特征=总括 

义。⑤  todo(语义特征)=都。⑥  todo（语法特征）≠ 
都。这一层次在联结神经理论中可理解为实际的应用 

和输出，我们把它设为学习的完成以及联结权重的重 

新建立的一个层面。 

任务层： “语序一” 的判断是新的生成的连结权重 

的输出，任务只是检测所出现的句法结构与新的生成 

的联结权重的相似度。 “语序一”与新的生成的联结权 

重相似度高就通过， “语序二”的相似度低，就会重新 

检测，由弧形虚线表示。 

我们认为，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识别包含“都” 

的“语序一”的过程中，激活的是汉语习得者的汉语 

“都”的语法规则，而对“语序二”的识别判断激活 

了的不仅是汉语“都”的语法规则，而且还激活汉语 

习得者的母语“todo”语序规则，所以所用时间就会 

更长一些。随着习得者对“都”和“todo”理解的深 

入，在“语序二”的判断过程中，母语的干扰会不会 

越来越小呢？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察。 

三、结论和余论 

通过对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背景的墨西哥汉语习得 

者识别包含“都”的两种语序的实验，有如下结论： 
(1)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汉语习得者在识别以汉 

语语序出现的“他们都是老师。 ”中的“都”和述语谓 

词时反应时间显著地短于以西班牙语序出现的 “*都他 

们是老师。 ”中的“都”和述语谓词的反应时间。 
(2)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在理解汉语的句法语义的 

过程中，句法先于语义。 

在引言中曾提到母语迁移理论的几种观点，在对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墨西哥汉语习得者的“都”的教 

学中笔者使用的教材是 《今日汉语》， 该教科书的教师 

指导书对“都”的负迁移预测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 

的汉语习得者可能会造出： “都他们都是老师。 ” [12](55) 

这样的句子。笔者的预测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汉 

语习得者会造出“都他们是老师。 ”这样的句子，显然 

这是从对比分析假设理论的角度来考虑以西班牙语为 

母语的汉语习得者习得“都”可能会受到母语“todo” 

的句法语义特征负迁移的影响所产生的句法结构，按 

照对比分析假设理论，只要正确预测母语正负迁移， 

便会使习得者的习得过程事半功倍，但是事实上在教 

学和操练的过程中却没有产生这样的句子。以西班牙 

语为母语的汉语习得者直接习得了汉语的副词“都” 

的句法特征，而实验却发现墨西哥汉语习得者母语 

“todo”的语法语义特征影响到对以西班牙语序分布 

的“都”的错误性判定，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迁移的 

复杂性，也说明对比分析假设理论并不能预测所有的 

迁移现象。本实验也不支持中介语理论所谓的“与本 

国语影响和教学方法无关”的论断。而错误分析理论 

以及联结理论的验证和完善则需要去做更多的习得实 

证研究。 

附录: 实验材料（部分） ： 

(1) a. 姐姐很漂亮, 妹妹很漂亮, 她们都很漂亮。 

b. 姐姐很漂亮, 妹妹很漂亮, 都她们很漂亮。 

(2) a. 马丁是学生, 王大为是学生, 他们都是学生。 

b. 马丁是学生, 王大为是学生, 都他们是学生。 

(3)  a.  哥哥学习汉语,  弟弟学习汉语,  他们都学习汉 

语。 

b.  哥哥学习汉语 ,  弟弟学习汉语,  都他们学习汉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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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 features between “todo” and 
“都（dōu）” affect Mexican Chines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都（dōu）” 

WANG Hongb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t Center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都 （dōu） ” used to be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todo", so the Spanish "todo" and Chinese “都 （dōu） ” 
were considered of the same meaning, but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odo" are different from “都（dōu）”.the experiment 
of Selfpaced reading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Mexican Chinese learners how to identify the “都（dōu）” in the 
two word order sentences. The response time of“都（dōu）” in the Chinese word order sentence was faster than in the 
Spanish  word  order  sentence,  which  is  due  to  identify  “都（dōu）”  of  Chinese  word  order  sentence  that  activated 
knowledge of Chinese word order in the neural network acquired by Chinese learners, to identify “都 （dōu） ”of Spanish 
word order sentence that activated word orders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Spanish. 
Key Words: Recognition; Todo; Language transfer; W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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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ell Deleuze’s theory of analyzing capitalism society 

HUANG Xiaohui 

(Beijing Institute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2617, China) 

Abstract: By resonat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Karl Marx, Deleuze redefine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izoanalysis and used the theory of assemblage to reconstruct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us, he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alysis of Marxism, but also broadened the spa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Key Words: analysis of schizophrenia; assemblage; micr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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