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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针对汉语副词“又”与其印尼语对应词在语用方面进行分析。副词“又”

可翻译为“berulang-ulang”、“silih berganti”、“lagipula”、“tapi”。通过文献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及描述法，得出以下结果： 

（一）时态意义 

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silih berganti”、“lagipula”、“tapi”都能表示将来

时。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 、 “silih berganti”都能表示过去

时。不同点是汉语副词“又”无法表示将来时，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则可以。

汉语副词“又”没有具体时态，印尼语对应词“lagipula”表示过去时。汉语副词“又”

表示过去时，印尼语对应词“tapi”没有具体时态。  

（二）褒贬意义 

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silih berganti”都不表示

褒义和贬义，只表示中性。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lagipula”、“tapi”都

能表示褒义和贬义。 

（三）句类 

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silih berganti”、“lagipula”、

“tapi”都能进入陈述句。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都能够进入

感叹句。汉语副词“又”和印尼语对应词“lagipula”都能进入疑问句。汉语副词“又”

和印尼语对应词“tapi”都能进入疑问句，都无法进入祈使句。不同点是汉语副词“又”

无法进入祈使句和疑问句，印尼语对应词“berulang-ulang”则可以进入。汉语副词

“又”能进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印尼语对应词“silih berganti”则不能。汉语

副词“又”可以进入祈使句和感叹句，印尼语对应词“lagipula”则无法。汉语副词

“又”能进入感叹句，印尼语对应词“tapi”则无法。 

汉语副词“又”与印尼语对应词在语用方面有共同点和不同点。在使用词语中除

了需要注意语义也需要注意所传达的语用，因为语用虽然没有直接从字面意义表达，

却也对所表示的意思有所影响。 

本文只从语用角度对汉语副词“又”与印尼语对应词进行对比分析，没有从句式

结构和句法功能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研究结果可以让读者了解汉语副词“又”与印尼

语对应词在语用方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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