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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维语平比句的对比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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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以对比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系统分析现代汉语与维吾尔语平比句在句法结构、结构类型及否定表达

的共性与差异。通过对具体语料的分析，旨在揭示两种语言平比范畴的特征，为汉维语言类型学研究、双语教

学及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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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平比句作为语言学研究中极具探索价值的句式类

型，亦被称作等比句。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对事物间等

同或相似关系的细腻刻画，实现精准且丰富的语义信息

传递，为语言表达中事物属性的对等呈现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重要载体。

《马氏文通》首次对汉语平比句作出了明确而深刻

的界定：“平比者，凡象静字以比两端，无轩轻而适相

等者也。等之之字，为‘如、若、犹、由’诸字，参诸

所比两端，以准其平。”
[1]
这一经典阐释不仅精准点出

了平比句的本质内核：以特定的比较标记连接起比较的

双方，且比较结果不存在任何高低优劣的差异，而是呈

现出完全对等的状态；更揭示了“如、若、犹、由”等

虚词在构建这种对等关系中所承担的关键枢纽作用，它

们如同精准的度量衡，使比较双方的关系得以平衡呈现。

平比句的这一独特特性，使其在日常交际与文学创

作中均展现出广泛而灵活的应用场景：在日常语境中，

它可以客观、准确地陈述事物属性的等同；而在文学创

作里，它又能通过巧妙的相似性联想增强表达的形象性

与感染力。正是这种兼顾客观认知与主观表达的双重功

能，使得平比句成为语言系统中一座连接理性判断与感

性抒发的重要桥梁，为语言的丰富性与表现力提供了坚

实支撑。

1 现代汉语平比句

现代平比句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种句式，用于表

示两个或多个事物在性质、状态、程度等方面的相似或

相同。

常用的平比句核心句式为：“A+和/像+B+一样/一

般”。例如：

①和普通年轻人一样，刘十三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

西，只有尚未到来的未来。

（张嘉佳《云边的小卖部》）

②刘十三就这样，看着小女孩像梦境一般，马尾辫，

眉清目秀，想他走过来。

（张嘉佳《云边的小卖部》）

上述例句都展示了平比句的用法。例句①以

“和…… 一样”作为连接标识，将比较主体“刘十三”

与比较客体“普通年轻人”相关联，通过对“拿得出手

的东西”这一属性的描述，明确二者在现状上的等同关

系，即皆处于物质条件匮乏、仅存未来期许的状态；例

句②则借助“像……一般”构建平比结构，以“小女孩”

作为比较主体，“梦境”作为比较客体，通过二者的类

比，赋予主体“梦幻般”的特质，实现形象化的表达效

果。由此可见，“和”“像”等连词承担着衔接比较双

方的语法功能，而“一样”“一般”等助词则进一步强

化相似或等同的语义关系，共同构成现代汉语平比句的

核心语法框架。

总的来说，现代汉语平比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句式，

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表达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

性，即使在句中出现省略现象，也能更具体、更生动地

描述和比较事物，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2 维吾尔语平比句

维吾尔语平比句用于描述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

相似性。这种句子结构强调主客体在性质或状态上的相

同或极度相似。

在维吾尔语中，平比句的表达方式多样，其中两

种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使用“oχʃaʃ”和向格的结合，或

者使用“dɛk”、“tɛk”（+“χuddi（好像）”）这

样的词汇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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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χʃaʃ（一样）”和向格的结合

“oχʃaʃ”是维吾尔语中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意为

“相似的”或“相同的”。当“oχʃaʃ（一样）”与向

格结合时，它可以用来明确指出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

性。在维吾尔语中，形容词可以通过与不同的格结合

来改变其意义和用法。向格通常用于表示间接宾语、

受益者、工具等。例如：

③qizim, biz ɛwladmu ɛwlad jɛr bilɛn hɛpilɛʃ

kɛn addijadɛmlɛr, sɛnmu on jilniŋ aldida bizgɛ o

χʃaʃ addij adɛm idiŋ.

（女儿，我们是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普通人，

十年前你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木沙·艾海提《热依汗的梦想》）

④«silɛrmu balimizʁa oχʃaʃ, qandaq gɛp bols

a ejtiweriŋlar» dɛjtti.
（他们会对我们说:“你们也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有什么话就说吧。”）

（木沙·艾海提《热依汗的梦想》）

例句③中，说话者通过“oχʃaʃ（一样）”，将“十

年前的女儿”与“自己”进行联系，强调二者在身份属

性上的一致性，即都是“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普通

人”。这种表达不仅明确了人物之间的相似身份，还传

递出一种家族传承的意味，暗含着说话者对女儿过往身

份的认同与感慨。

例句④中，“oχʃaʃ（一样）”连接了“对方”和

“说话人的孩子”，其作用在于构建起二者在某种特质

上的相似关联，即都能够自由表达想法。通过使用“o

χʃaʃ（一样）”，说话者向对方传达出一种亲切、开放

的态度，营造出平等、信任的交流氛围，使对方能够放

松心态，畅所欲言。

这两个例句充分体现了“oχʃaʃ（一样）”在维吾

尔语中用于描述相似性的核心功能，它能精准地建立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帮助表达者清晰、生动地传达出

想要表述的共性特征与关系，是维吾尔语中塑造语义关

联、表达情感态度的重要词汇。

综上所述，“oχʃaʃ（一样）”与向格结合在维吾

尔语中是一个用于描述事物之间相似性或相同性的常

用形容词，在与向格结合使用时，它可以明确指出两

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

维吾尔语与现代汉语相似。在句中会出现省略现象是，

结合上下语境也能够理解语义。

（2）“dɛk”、“tɛk”（+“χuddi（好像）”）

在维吾尔语中“dɛk”、“tɛk”（+“χuddi（好

像）”）也可以用来表达平比关系。这两个词都有“像…

一样”或“如同…”的含义。它们常常用来比较两个事

物的相似性或等同性。例如：

⑤bygynkidɛk katta jiʁinlarda tɛmtirimɛj, h

oduqmajsɵzlɛʃ ytʃyn bilim bolmisa bolmajtti.

（像今天这样盛大的会议上要想不慌张，为了演讲

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木沙·艾海提《热依汗的梦想》）

⑥helim ɵzinimuhɛbbɛtniŋ χasijɛtlik kemisi

gɛ tʃiqip qalʁandɛk sɛzdi.
（我还觉得自己好像登上了爱情的神舟。）

（艾尼瓦尔·阿不都热依木《阿尼帕妈妈》）

例句⑤中，“bygynkidɛk（今天的）”以“dɛk”
为纽带，将今日“盛大的会议”与无数潜在的“大型会

议”比较。当人们置身于备受瞩目的场合，聚焦的目光

便会化作无形的压力。若缺乏知识储备，这份压力极易

转化为不安，慌乱无措在所难免。“dɛk”的存在，不

仅串联起具体场景，更以凝练的语言强调：在任何重要

场合，知识都是驱散不安、维持从容的关键要素，揭示

出“有备才能无患”的普适法则。

例句⑥中，“qalʁandɛk（像）”借助“dɛk”，将

说话者当下的情感体验与心中爱情的理想状态进行对

照。爱情抽象而朦胧，难以言说，而“登上神舟”这一

具象化的意象，象征着奔向无限美好的可能。“dɛk”

作为桥梁，巧妙地将飘渺的情感与充满希望的想象相连

接，使说话者对爱情的向往与期待不再虚无，而是以一

种鲜活的姿态呈现。通过这种比较，读者能深切感受到，

在说话者心中，爱情正如神舟冲破云霄般，充满了令人

憧憬的力量与美好。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维吾尔语中“dɛk”、

“tɛk”确实是用来表达平比关系的重要词汇，帮助人

们更生动地描述事物的相似性或等同性。这两种表达方

式在维吾尔语中都十分常见，它们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描

述和比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等同性。通过灵活运用这

些表达方式，维吾尔语使用者可以丰富他们的语言表达，

增强交流的准确性和生动性。

3 现代汉语平比句与维吾尔语平比句的否定

（1）现代汉语平比句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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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中，“不”与“没有”是使

用频率颇高的否定词，其核心语法功能在于对某种情况

的已然存在或某一状态的实现过程作出否定性表述，即

明确指示相关情况尚未发生、状态尚未达成或事物本身

并不存在。具体到比较句这一句式范畴，其否定形式在

多数情况下均可借助“没有”来构建，例如“他没有你

跑得快”这类表达，通过“没有”的介入实现对比较关

系的否定。

⑦树之看、听、触、嗅、吃、消化、排泄，和人类

不一样，但对其生物的作用，并无基本不同。

（林语堂《京华云烟》）

例句⑦中，“没有”用来否定树和人类的相似性，

是在表示一种“尚未实现”或“不存在”的意义。

（2）维吾尔语平比句的否定

而在维吾尔语中，比较句的否定表达则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形态特征——其否定标记并非独立的否定词，而

是通过在谓语动词之后附加“ma”、“mɛ”这一构形语

素的方式来完成否定语义的传递。这种在谓语后直接缀

加否定语素的形式，构成了维吾尔语比较句否定式的典

型语法手段，体现了该语言在否定表达上的类型学特点。

例如：

⑧biz-birigɛ oχʃimajdiʁan bu ikki ailɛ kiʃi

liri meni tʃoŋqur ojʁa saldi.

（这两家不同的人让我感慨万千。）

（木沙·艾海提《热依汗的梦想》）

对于维吾尔语，比较句的否定形式通常通过添加

“ma”、“mɛ”来实现。在例句⑧中，“oχʃimajdiʁa
n”是一个否定形式的比较级，表示“不一样的”。

4 结语

汉维语平比句的对比分析表明，两种语言在平比关

系的构建中既存在显著的共性特征，亦彰显出各自独特

的个性特质。二者在平比句的基本结构、类型划分及否

定方式的表达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两

种语言在语法构造与词汇选择上的独特性，更深刻反映

出它们在语言类型学层面的不同归属与本质特点；而在

语义层面，汉维语平比句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共同印

证了人类对平比含义表达的普遍性认知规律。

这种既存的异同不仅赋予了两种语言独特的表达

魅力，更为跨语言的教学与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教学过程中，需着重引导学习者关注两种语言在基本

结构及类型划分上的差异；在翻译实践中，则应留意平

比在结构上的细微分野，以实现精准等效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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