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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对应词对比分析 

    本章主要从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这两个角度来探讨汉语“使”与印尼语

对应词 mengirim，mengutus，menyuruh，membuat，menggunakan，memakai

及 menyebabkan 经过对比之后所得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下面是汉语动词

“使”与其印尼语对应词之间在语义和句法功能两个方面存在哪些相同点与

不同点。 

5.1 语义特点对比 

据上面的研究结果发现汉语动词“使”具有三个不同的语义，其每个语

义在印尼语可用不同的词语来对应。下面是汉语动词“使”与其印尼语对应

词在含义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表 5.1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对应词语义特点对比 

语义 

对应词 
表示使令 表示使用 表示致使 

使 √ √ √ 

Mengirim √ X X 

Mengutus √ X X 

Menyuruh √ X X 

Menggunakan X √ X 

Memakai X √ X 

Membuat X X √ 

Menyebabkan X X √ 

5.1.1 相同之处 

    首先通过对比发现，汉语“使”与印尼语对应词 mengirim，mengutus，

menyuruh，membuat，menggunakan，memakai 及 menyebabkan 在语义上基本

是相同的。  

（1） 汉语“使”和印尼语 “mengirim”，“mengutus”, “menyuruh”同样可

表示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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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使”和印尼语“menggunakan”，“memakai”同样可表示使用。 

（3） 汉语“使”和印尼语“membuat”, “menyebabkan”同样可表示致使。 

    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的相关表达均有表示使令，表示使用及表

示致使。 

5.1.2 不同之处 

    本文在分析之后也发现汉语“使”及其印尼语对应词“mengirim”，

“mengutus”, “menyuruh”, “menggunakan” ， “memakai”, “membuat” 及 

“menyebabkan”在语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1） 汉语“使”一词就有三种语义，即可表示使令，表示使用及表示

致使。而汉语“使”的印尼语的每一个对应词一般只能对应一种

语义特点，如：“mengirim”，“mengutus”, “menyuruh” 只表示使令，

“menggunakan”， “memakai” 只能表示使用。最后 “membuat”及 

“menyebabkan”只能应对表示致使。 

（2） 从词性角度上看， 汉语中的“使”一词可以作为多种词性。但是，

它在印尼语中的对应词需要根据使用情况与不同词语搭配。换句

话说，汉语中的“使”可以与其他词语组合，表达丰富的语义含

义，而其在印尼语中的对应词并没有汉语“使”那样丰富和复杂

的词义和构词方式，需要根据不同语义使用合适的印尼语词语。 

5.2 语法功能对比 

汉语和印尼语的语法功能显然具有相同点与不同点。下面是汉语动词 

“使”与其印尼语对应词在语法功能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表 5.2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对应词语法功能对比 

语法功能 

  对应词 
谓语 状语 

使 √ X 

Mengirim √ X 

Mengutus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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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yuruh √ X 

Menggunakan √ √ 

Memakai √ √ 

Membuat √ X 

Menyebabkan √ X 

5.2.1 相同之处 

    根据上面的表格，可以得出结论，汉语动词“使”字与印尼语对应词 

mengirim ， mengutus ， menyuruh ， membuat ， menggunakan ， memakai 及

menyebabkan 在句子中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可以充当谓语。 

5.2.2 不同之处 

    除了相同点，本文还发现汉语动词“使”和印尼语对应词在句法上存在

的不同点。根据上面的表格，可以得出结论，印尼语对应词 menggunakan 和

memakai 在句子可以充当状语而汉语动词“使”字和印尼语对应词 

mengirim，mengutus，menyuruh，membuat 及 menyebabkan 则不能作为状语。 



界大学本科学位论文 
 

Universitas Universal 
 

30 

第六章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其印尼语对应词在语义和语法功能

两方面进行更深入地了解。在研宄过程中，通过收集资料、分析例句得出汉

语动词“使”与印尼语对应词语的语义特点，再从语法功能对其进行研宄，

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汉语动词“使”字句和印尼语动词“mengirim，mengutus，

menyuruh”都可用于表示使令。当表示使用时，可使用汉语动词“使”和印

尼语动词“menggunakan 和 memakai”来表示。汉语动词“使”字句和印尼

语动词 “membuat 和 menyebabkan”都同样可以表示致使。不同点在于汉

语动词“使”一词可表示多种语义，若与其他词语组词还可表达出不同的含

义，而在印尼语中的对应词需要根据使用情况与不同词语搭配。 

    第二，从语法功能来看，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对应词的相同点

是汉语动词“使”和印尼语动词“mengirim，mengutus，menyuruh，membuat，

menggunakan，memakai 及 menyebabkan”都同样可以充当谓语，是置于主语

之后。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印尼语对应词 menggunakan 和 memakai 在句子可

以充当状语而汉语动词“使”字和印尼语对应词 mengirim，mengutus，

menyuruh，membuat 及 menyebabkan 则不能作为状语。 

本文在搜集、归类、总结的基础上，对汉语动词“使”字句与印尼语对

应词进行描写、 对比和解释。然而，由于本人的写作能力、汉语水平、研

究视野和学术水平有限，导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存在不足之处。此外，本人

也承认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还不够准确和恰当。希望这篇研究能够

得到更多老师和专家的批评指正。在今后的学习中，随着理论认识和实践水

平的提高，本文希望能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本文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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