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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范围副词习得偏误之分析

章　　　天　明

1 . 偏误与偏误分析

鲁健骥（1992）指出：学习外语的人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时，从整体上说，

他所使用的形式与所学外语的标准形式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叫做“偏

误”。“偏误”与通常所说的“错误”不同。错误是偶发的、无规律的，例如口

误。而偏误则是学习外语的人才会有的，是多发的、有规律的。学习外语的人

只有经过反复纠正偏误，他所使用的外语才能逐渐接近该语言的标准形式。偏

误分析，就是发现外语学习者发生偏误的规律的过程。包括偏误是怎样产生的，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偏误等。偏误分析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外语教

学更为有效，更有针对性。

汉语学习者除了在语音、词汇、语法层面上的错误外，在篇章和语用层面

也常有偏误。例如“老师，你很快地说，我们不听懂（听不懂）。”（鲁健骥1992例），

这里的“很快地说”在形式上没有毛病，但很显然在句子中是不合适的，应改

为“说得太快”。这不是语法上的偏误，而是属于语用的。因此，对于教学中

学生出现的偏误，我们还应注意篇章和语用层面的分析。

2 . 范围副词的偏误类型

鲁健骥（1992，1994）把二语习得中的偏误类型分为遗漏、增添、替代和

错序四大类。

2.1遗漏（少成分）

遗漏偏误是指词语或句子中遗漏了某个或几个成分而导致的偏误。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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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该用的成分。例如：（【 】中的词是偏误部分，下同。）

（1）*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2）*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跳广场舞。

（3）*教室里【就/仅/只/才】小王一个人。

（4）*这么晚，只【有】出租车，没公共汽车了。

2.2增添（多成分）

也叫“误加”。所谓误加偏误，就是多了不该用的某个或几个成分。例如：

（5）*我们俩【都】是同学。

（6）*我们学校留学生很多，【都】有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

（7）*大家都回去了，就【有】玛丽没回去。

（8）*才【整整】一天，她就赚了一千多块钱。

2.3替代（错成分）

也叫“误代”。是指该用甲而错用了乙的偏误。也就是选择上的偏误。例如：

（9）*从早到晚，她【全】不说话。

（10）*这个比那个【光】便宜三块钱。

（11）*大家都笑了，【只】老师没笑。

（12）*她的包里【都】有化妆品。

2.4错序（乱成分）

错序偏误，是指所用的成分与其他成分之间的顺序颠倒，也就是位置不当

的偏误。例如：

（13）*周末我们去电影院【都】看电影。

（14）*昨天去书店【只】买了两本书，没去逛街。

（15）*这次考试小王【就】没及格，别的人都及格了。

（16）*从这里到车站【有】大概一公里。

3 . 范围副词的偏误成因

同一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语法偏误，同一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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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会出现相同的语法偏误。偏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3.1母语的干扰（负迁移）

语言对比分析理论引入了心理学习中的迁移理论。“迁移”是心理学的一

个概念，指的是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以及学习方法和态度等，对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就是“正迁移”（可简称为“迁移”），

如果影响是消极的，就是“负迁移”，或称“干扰”（鲁健骥1999）。

学生在学习外语时，常常会把自己母语语言系统的规则和用法运用到第二

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同时由于学生对目的语的掌握和理解往往是有限的，因此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障碍时，首先会从母语的规则和用法出发来进行理解

和表达，这就造成了由于母语的负迁移而引起偏误。例如日本学生在学习表总

括的范围副词“都”的时候，由于日语里除了特别强调外几乎可以不出现“都”，

学生便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常常遗漏“都”，说成“他吃饺子，我也吃饺子，

我们吃饺子。”再比如问学生“早饭你吃了什么”时，由于日语里除了强调数

量时以外，“一+量词”的数量结构几乎不出现，而且有上下文语境时动词的

省略也很常见，因此学生把想表达的“我只吃了一个面包”就说成了“只面包”

这样的偏误形式。

3.2目的语的影响（过度泛化）

汉语范围副词本身具有复杂性，这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

同样是表示总括全部的“都”和“全”，还有同样表示限定的“只”、“就”、“光”、“才”

等，这些近义词的用法学生难以分辨，从而造成偏误。例如“你买的衣服全好看”、

“我过生日朋友们全很高兴”、 “我才学汉语”、“这本词典很便宜，光15块钱。”

等等。其实学生想表达的分别是“你买的衣服都好看”、“朋友们都很高兴”、 “我

只学汉语” 、“才15块钱”。

目的语的另一个影响是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泛化”。所谓“过度泛化”是

指学生在学习和使用目的语的过程中，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利用已学到的目

的语的规则去类推，结果会产生负迁移，造成偏误。刘珣（2000）提出“如果

说由于母语负迁移所造成的偏误在初级阶段占优势，到中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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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知识负迁移造成的偏误就逐渐占了优势，这是学习者内化规则过程中所产

生的错误。”

3.3“学”的原因

“学”的方面的原因除了前面说到的负迁移的影响外，还有学习策略等方

面的因素。学生在对汉语规则没有理解和掌握，或者还不太熟练的情况下，只

能依赖于他们的母语系统，从而产生因母语负迁移带来的偏误。这种情况突出

表现在同一母语背景的学生往往出现同类性质的偏误。容易造成偏误的学习策

略有两种：回避策略和补偿策略。回避策略是指学生在表达过程中遇到不会或

者不太了解的词语或语法知识时，往往采取回避的方法，用已经学过的且误认

为是正确的来代替，或者干脆不用，造成误代（替代）或遗漏偏误。例如：

（17）*不是每个人喜欢吃饺子，有的人喜欢包子。

（18）*我家都六口人。

前一个例句中遗漏了“都”。后一个用“都”误代了“一共”，不知道表示

数量总括的“一共”，而用了表示复数的“都”。

补偿策略是指学生不太有把握时，将两个或几个近义词叠加使用，以求更

加稳妥。这样容易造成误加、错序或杂糅的偏误。例如：

（19）*我不仅只学汉语，还喜欢中国菜。

（20）*我觉得这些菜全是都好吃。

（21）*我们班全部有一共三十个人。

3.4“教”的原因

“教”方面的原因包括教材和教师两个因素。

教材是学习汉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教材的编排和释义直接影响

学习的效果。有的教材仅仅在生词表中给出与范围副词相对应的外文（大多是

英语）注释，没有相关的语法讲解和专项训练。有的虽然有语法讲解，但只是

围绕课文内容解释其中的一个或部分用法。有的教材没有针对性的练习。这些

编排，都会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因为从释义来看，简单的外语单词解释是

不够的，汉语的范围副词往往和外语单词并不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尤其是副

词，意义和用法各不相同。比如表示限定的“光”、“仅”，如果仅仅解释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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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only”，学生便会把“only”的其他意思和用法来对应“光”和“仅”，

这就容易产生偏差。另外对于非英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有时还需要经过

“汉语---英语---自己的母语”这样一个两次转码过程，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

偏差，从而产生偏误。当教材中某个范围副词在生词释义环节，语法说明环节，

专项巩固练习环节，同一个范围副词多个义项和用法的归纳总结环节，同义或

近义范围副词之间的系统对比环节等不够充分时，学生便难以理解和分辨同一

个词的不同用法，或难以掌握几个近义词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偏误。

教师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教学误导”。教师在使用外语（如英语）为学生

讲解时，对范围副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解释不够准确或不够全面，从而引起学生

的学习偏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循环解释，也就是教师常常会借助学生已经学

过的词语或相关的近义词来讲解新词语，比如用“只”来解释“光”等等。如

果不能及时给学生说明二者的异同，学生自然就会把它们等同混用了。

4 . 总括性范围副词常见的习得偏误分析

4.1.关于偏误分析的材料

语料库的数据真实且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对常用的表总括范围副词的

偏误分析，主要以语料库中的偏误例句为分析对象，当语料库中的用例不足或

不具有代表性时，我们依据偏误类型参考一些先行研究中的例句，或补充一些

预测性的例句。我们主要从遗漏、错序、误加、误代这四种偏误类型来分析。

4.2．表总括的常用范围副词的偏误分析

4.2.1．范围副词“都”的偏误

[1]遗漏

（22）*爸爸喜欢狗，妈妈喜欢猫，他们喜欢动物。

（23）*每星期一他迟到。

（24）*明天的比赛，各班有选手参加。

（25）*无论谁问不要说。

（26）*我对任何中国菜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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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过年到处很热闹。

（28）*哪个国家有好人和坏人。

除了例（22）以外，其他例句中有“每、各、无论、任何、到处、哪个”

等表示全部范围或任指对象的词语，句子的主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可分性（谭

敬训1991），并且这些具有可分性的成份在意义上是加而不合的并列关系（参

见吕叔湘1978、1992）。所以应该在有这些标志性词语句的谓语前用上总括的

“都”。

[2]错序

“都”的错序偏误包括与主语位置颠倒和与其他状语位置颠倒两种情况。

（29）*下课的时候都我们去外边休息。

（30）*凡是好的小说都我喜欢读。

（31）*你们是留学生，他们都也是留学生。

（32）*大家给我都送了生日礼物。

（33）*她都把行李丢掉了。

（34）*她们都当时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例（29）和例（30）是“都”与主语位置颠倒。学生误以为句首的时间状

语“下课的时候”和大主语“凡是好的小说”占据了主语位置，从而忽略了主

语“我们”和小主语“我”而产生了偏误。例（31）到例（34）是“都”与其

他状语位置的颠倒。副词“也”应该用在“都”前面，介词结构的“给我”、“把

行李”，以及时间词“当时”等这些状语要放在“都”的前面。

[3]误加

（35）*我家都有四口人。

（36）*人民大学校园里的樱花树一共都是三十九棵。

（37）*他们两个都是同学。

（38）昨天你都做什么了？ ---*昨天我都学汉语、打工、看电影了。

（39）*他做什么也都很认真。

“都”总括的对象要有复数的语义特征，位置应在“都”的前面。例（35）

和例（36）中的“我家”和“樱花树”在语义上不可切分。其次，“四口人”、“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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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树”都是表示总和，不表示共同特征，所以它们也不应该是“都”的总括对象，

因为“都”表示总括对象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特点，而不是范围的总和。

例（37）中虽然主语是复数形式，但“同学”是关系名词，不是并列关系而是

加合关系，所以不能加“都”。例（38）的问句中“都”是后指，总括疑问代

词“什么”所询问的内容，回答这类问题时，不能用“都”了。除非主语有复

数的形式，如“你们昨天都做什么了？ ---我们昨天都看电视了。”但这时的“都”

是前指动作的主体“我们”而不是动作的内容了。例（39）中有表示任指的“什

么”，肯定时要用“都”搭配，“也”和任指的词语搭配时常用于否定，例如我

们一般不说“她什么也买/小李哪儿也喜欢”，而会说“她什么都不买/小李哪

儿也不喜欢”等。

[4]误代

（40）*我们班的学生都是35个人。

（41）*我们一家人每餐也吃得津津有味。

（42）*我们班谁也很努力学习。

（43）*到处也是花，闻起来很香，很舒服。

（44）*看到这种情况，谁就会感到奇怪。

（45）*钱、房子、车，她什么全不要。

（46）*日本的女子学校凡是这样的。

例（40）的“35个人”是强调数量，“都”不能总括数量，这里误代了“一

共”。例（41）中“也”表示类同义，只有在“隔壁一家人每餐吃得津津有味”

的语境中，才能用“也”。仅仅是总括“每餐”，应该用“都”。例（42）到例（45）

有任指的疑问代词“谁、到处、什么”，分析同例（39），这几个例句都是误代

了“都”，而且“全”是不能用在任指的句子中的。“凡是”一定要用于主语前，

表示无一例外，例（46）是“凡是”误代了“都是”。

4.2.2.范围副词“大都”的偏误

“大都”的偏误主要表现为错序、误加等。错序主要是句法位置的错误，

包括与能愿动词和其他副词连用时的句法位置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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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错序

（47）*�他说他只愿意大都留在武汉工作。（他说他大都只愿意留在武汉工

作。）

（48）*�小时候的事情，他已经大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他大都已经忘得干

干净净了。）

（49）*�大都每次有困难，我会请别人帮助。（每次有困难，我大都会请别

人帮助。）

范围副词“大都”在句中最基本的位置是在主语之后谓语之前。“大都”

与“只”、“已经”和“会”连用时，应该位于这些副词或助动词之前。

（50）*我说的大都他们听不懂。

（51）*我的大都同学也会开车。

（52）*这个店的大都衣服很便宜。

“大都”作为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上面几个例句中，学生把“大都”

的意义和用法等同于“大部分”、“大多数”、“大多”了，而“大部分”、“大多

数”、“大多”都是可以修饰名词的，由于这种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泛化，便产生

了偏误。

[2]误加

汉语中，有些句类不能使用“大都”，例如：

（53）*请你们大都离开房间！

（54）*这里大都的风景多么漂亮啊！

范围副词“大都”不能用于感叹句和祈使句。上面的例句中就都是误加了

“大都”。

4.2.3.范围副词“全”的偏误

[1]误代

（55）*老王每天吃完晚饭全要散散步。

（56）*我的朋友大部分全去过黄山。

（57）*这个大街上到处全有好吃的。

（58）*从早到晚，她全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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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5）是表示规律性的情况，用“都”不用“全”，例如不能说“他每

天早上全 6点起床”、“她全是做完作业再洗澡”等。例（56）是表示总括事物

的一部分，“都”不能换成“全”，例如不说“很多老年人全喜欢打麻将”，但

总括全部的“这些老年人全喜欢打麻将”就可以说了。与“每、各、任何、到处”

或与任指的疑问代词搭配使用时，用“都”不能用“全”，比如例（57）。例（58）

中，全”一般不能用于总括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和条件。以上都是“全”误带

了“都”。

[2]误加

（59）*这个消息全大家知道了

（60）*他感冒了，什么都全不想吃。

（61）*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全各方面的重视了。

以上例句中的“大家”、“什么”和“各方面”已经包括全部的意思了，句

子中的“全”多余。例（59）也可以作为错序的偏误来理解，可以改成“大家

全知道了”。

[3]错序

（62）*大门关上了，全我们进不去。

（63）*我把你们的全电话号码忘记了。

“全”作为总括副词，总括的对象都在它的前边，表示总括的范围内没有

例外。例（62）和例（63）中“全”应该放在“我们”、“电话号码”的后边。

[4]遗漏

范围副词“全”的遗漏偏误比例很小，能添加“全”的地方一般都可以用

“都”替换，不过也有例外。例如：

（64）*凡是流行歌我爱听。

（65）*他毕业后没工作，靠打工才能生活。

例（64）中“凡是”表示总括所有，后面可以加上“全”或“都”。例（65）

的意思是除了“打工”之外不能生活，是一种对限定唯一（只有打工这种范围）

的总括，这里应该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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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范围副词“凡是”的偏误

[1]误代

（66）*大家凡是不接他的电话。

（67）*这几个人她凡是不认识。

（68）*这个饭店的菜凡是好吃。

（69）*问题凡是出在这个地方。

“凡是”表示总括，与“都”相近。但“凡是”不能做状语，只能用在主

语前总括主语表示人或事物的范围。后面常跟“都”搭配。例（66）到例（69）

的“凡是”误代了状语位置的“都”。

[2]错序（误加）

（70）*我看完了凡是你给我的信。

（71）*我买了凡是她的唱片。

“凡是”不能位于句中，“凡是+名词性成分”要么作主语，要么位于主语

前充当话题。因此上面两个例句改成“凡是你给我的信，我都看完了。”“凡是

她的唱片我都买了。”当然，这两句也可以理解为形式上是误加了“凡是”，例

如“我看完了你给我的信/我买了她的唱片”，但说话人原来想要表达“全部”

的意思就没有了。

[3]遗漏

（72）*凡是中国菜我爱吃。

（73）*凡是年轻人喜欢流行音乐。

（74）*凡是我们都应该交中国朋友。

（75）*凡是他们，我们都不认识。

“凡是”在句子中要求后面有副词“都”共现，构成“凡是…都…”格式。

也可以构成“凡是…没有…不…的”的形式，如例（72）“凡是中国菜我都喜

欢吃/凡是中国菜没有我不喜欢吃的”。“凡是”所总括的成分可以是指人的名

词，如“大学生”、“领导干部”等，但不能是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

改正的方法是在人称代词之后加上同位成分，改成指人名词就可以了。如“凡

是我们留学生都应该交中国朋友/凡是他们学校的老师我们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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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共、一共、总共

“共、一共、总共”总括的对象是数量，用在动词前作状语，动词后必须

出现数量总计的词语，构成“主语+共/一共/总共+动词+数量词语”的顺序。

这几个范围副词的偏误主要是遗漏和错序。例如：

（76）*这次期末考试是四门。

（77）*昨天和今天花了500块钱。

（78）*初级班的同学是一共十二个人。

（79）*我们去了一共三趟。

（80）*这次比赛一共参加学校有45所。

例（76）和例（77）中，强调数量总计时应该加上“共/一共/总共”。例（78）

到例（80）中，“一共”的位置不对，应该位于动词前“是、去、有”的前边。

5 . 限定性范围副词常见的习得偏误分析

5.1.范围副词“就”的偏误

[1]误加

（81）*在哥哥的生日我就认识了他。

（82）*我就是成年人了。

（83）*东西不多，就三个人就够了。

（84）*劳动节就全公司人员都放假休息。

例（81）中的“我认识了他”既不表示数量，也不表示范围。因此不能受

表限定的范围副词“就”修饰。如果是强调认识的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应

该说“我就认识了他一个人”。例（82）中，没有强调限制的意义，应该去掉

“就”。这两句中的“就”如果作为时间副词来理解的话，需要加上表示时间的

词语，如“在哥哥的生日那天我就认识了他”、“明天我就是成年人了”等。例

（83）中的“数量词语+就够了”已经有限定数量的的意思，第一个“就”多余。

例（84）中“放假休息”的是“全公司人员”，已经没有例外，所以不需要用“就”

来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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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误代

（85）*我十九岁时，就我家搬来这里了。

（86）*我才爱吃辣的菜。

（87）*只要自己吃饱才行。

（88）*全公司也她一个人没有来。

（89）*他们都去了，只我没去。

（90）*这件事都你我知道，其他人不知道。

例（85）是表示“搬来这里”的时间“十九岁”早，不是“搬来这儿的只

有我家”，因此“就”的位置应该在谓语“搬来这里”之前，“就”是时间副词。

例（86）没有上下文和别人对比时，用“就”不用“才”，比如“她不喜欢你，

我才喜欢你。”，而不能说“她不喜欢你，我就喜欢你。”（“就”是连词时可以说。）

也就是说“才”的使用条件是必须有个预设的前提进行对比，而“就”不需要。

例（87）是固定格式“只要…就…”的搭配偏误。例（88）是限定“她一个人”，

应该用限定的“就”。例（89）中，“只”虽然可以直接位于名词前，但“只”

限制的是事物的数量，后边要求数量词语同现，如“只老王一个人/只玉米就

收了二十万斤”，“就”修饰名词是限定范围，可以不出现数量词语。例（90）

中的“你我”不是总括，而是相较于“其他人”限定范围只有“你我”，应该

用“就”，如果有数量词语，也可以用“只”，如“只你我两个人知道”。

[3]遗漏

（91）*没想到这个团只有两个客人，是我太太和我。

（92）*还有一个我学汉语的理由，那是我想跟所有的中国人一起说话。

（93）*我要做什么，他让我做什么。

（94）*老两口孩子不多，有一个儿子。

（95）*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她。

例（91）和例（92）中，限定的是数量“两个客人”、“一个理由”，再进

一步作特指说明时，应该在谓语动词“是”前加上强调限定的“就”。例（93）

前后两个“做什么”对比，加强限定后一分句的范围只能和前一分句相同，后

一分句应该用“就”表示限定。例（94）中在应该在“一个儿子”前用表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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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语义上呼应前面的“孩子不多”。例（95）中“终于找到她”是因为

除了唯一的“这样”，并没有其他情况，应该在“这样”前加上“就”来限定。

[ 4 ]错序

（96）*这本书就我翻了一下，还没有仔细看。

（97）*今天小王就没来上课，别的同学都来了。

（98）*就小刚学汉语，不学英语。

（99）*考试我就没及格，其他人都及格了。

表限定的“就”在主语前还是在主语后，句子的意思不一样，这要根据具

体的语境和上下文来判定。例（96）中，前后语义关联的是“翻了一下”和“还

没有仔细看”，“就”应该在主语“我”的后面，限定的是动作行为。例（97）中，

前后语义关联的是“小王”和“别的同学”，因此“就”应该限定主语“小王”。

例（98）和（99）的分析也同样。

5.2.范围副词“只”的偏误

[1]遗漏

（100）*虽然我学过汉语，但是学过半年。

（101）*你不应该喝啤酒，还应该喝点儿葡萄酒。

（102）*我看电影只动画片。

（103）*大家都觉得贵，有两个人买了。

（104）*我只美国住三年。

例（100）中，后一分句是限定时间“半年”这个范围，对前一分句作补

充说明，应该用“只”。例（101）表示的不是唯一选择关系的“不…而…”，

而是递进关系的“不只…还…”，“不”的后面应该加上“只”。例（102）是遗

漏了第二个谓语动词“看”。例（103）是限定买的人少，因为“大家都觉得贵”，

所以要在“有”前加上“只”。例（104）是遗漏了介词“在”。

[2]错序

（105）*我学了只汉语。

（106）*聚会只来的是男同学。

（107）*别人都在看书，我只一个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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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我想只看看，不打算买。

（109）*昨天去书店只买了两本书，没去别的地方。

（110）*只小王给你打电话了，没给我打。

“只”对它后面所陈述的范围、动作方式或者数量进行限定，“只”的位置

不同，限定的内容也不一样。例（105）中，“只”应该放在谓语动词“学”的前面，

语义上限定宾语“汉语”。因为“只”是不能直接用在做宾语的名词词组前的，

要么加上“是”或“有”，构成“谓语动词+的+只+是/有+宾语”的形式（如

“学的只是汉语”）。同样例（106）可以改成“来的只是男同学/来的只有男同

学”，或者改成“只来了男同学”。例（107）中，对比“别人”限定的是“我”，

“只”应该位于“我一个人”这个同位主语前。句子中有能愿动词时，“只”要

用在能愿动词的前面，如例（108）应该是“我只想看看，不打算买。”例（109）

是连动句，“只”可以位于第一个动词前，也可以位于第二个动词前，但后一

分句的“没去别的地方”的语义关联的是第一个动词“去”，因此“只”要放

在第一个动词“去”之前。同样，如果后面是“没买别的东西”的话，“只”

就要位于第二个动词“买”之前。例（110）同例（109）的分析。

[3]误代

（111）*我们只有来了三个人。

（112）*我也没钱了，钱包里共有三块钱了。

（113）*只收到你的短信，我就很感动。

（114）*她光等了我 5分钟就生气了。

（115）*大家都累了，只在房间里休息。

例（111）中，表限定的“只”加上动词“有”后，不能再加其他动词，

否则就变成表示必要条件的连词，后面常常有“才”呼应构成“只有～才

……”。例（112）中，从“没钱”可知后面的“三块钱”不是数量总和，而是

限定数量之少，“共”误代了“只”。例（113）是表示充分条件的复句，“只”

误代了“只要”。例（114）中，“光”做状语，语义上指向所限定的事物，但

不能指向数量，应该用“只”。例（115）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句，“只”的作

用只是限定休息场所，不能起到同前一分句的承接作用，应该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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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误加

（116）*我们不能只光吃巧克力。

（117）*宿舍里只有单单他一个人。

（118）*迟到的人，不但只有我，还有小王。

（119）*你说的事，我只不知道。

例（116）的“只”和“光”，例（117）的“只有”和“单单”，都是表示

限定宾语，语义上重复，应该删除其中一个。例（118）和例（119）句子中并

没有表示限定的含义，不能使用“只”。如果（118）用“只”限定“我”，应

该是“只有我一个人迟到”，这与后面的“还有小王”相矛盾，造成了“只”

的误加。同样（119）如果是限定“我”的话，“只”应该加上“是/有”放在“我”

的前面才行。

5.3．范围副词“才”的偏误

[1]误加

（120）*我来中国以前汉语才学了两年半了。

（121）*我回到家才两个小时了。

（122）*两个哥哥也只才七岁和八岁，还有一个三岁的妹妹。

（123）*才整整一天，她就赚了一千多块钱。

用了表限定“才”的句子末尾不能用“了”，如例（120）和（121）中就

是误加了“了”。例（122）中表示年龄小用“才”，用“只”的话后面要加“有

/是”，句子里有“才”了，误加了“只”。例（123）中，“才”表示主观小量，

而“整整”是表示主观大量的，因此在表示主观量上自相矛盾了。

[2]遗漏

（124）*三块钱，我以为很贵呢。

（125）*三天她睡了四五个小时。

“才”表示限定，可以表示数量多、时间长，也可以表示数量少、时间短。

例（124）中，“以为（很贵）”表示“三块钱”数量少，应该在数量词的前面

加上“才”。例（125）中的“三天”比较“四五个小时”是说明睡觉的时间短

数量少，应该加上表限定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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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误代偏误和错序偏误不多。

5.4.范围副词“单”和“光”的偏误

[1]错序

（126）*他每天不好好读书，做光白日梦。

（127）*他会说光汉语，不会别的。

（128）*一个优秀的人还要情商高，不是单智商高。

（129）*我不单一个人会说汉语，大家都会说。

例（126）中，“光”是限定动作，应置于动词“做”之前。例（127）中，“光”

与助动词“会”连用，对“会”的范围起限定作用，因此要位于“会”之前。

例（128）中“单”可以与“不”直接连用，表示“不光、不仅”的意思，限

定后面的范围，在与判断动词“是”连用时应为“不单是”。例（129）中“不

单”应该位于所限定的对象“我”之前。

[2]遗漏

（130）*这么多书光一个人搬是不够的，还是多叫几个人吧。

（131）*今天的内容不单听力，还有作文。

“光”和“单”不能直接修饰数量成分，但在数量成分前加上名词性成分

就可以说了。比如例（130）改成“光你一个人/单小王一个人”等就可以了。

例（131）中，“单”的否定式“不单”不能直接修饰光杆名词，应加上“是/有”

等动词。

[3]误加和误代

（132）*她不光只喜欢饺子，还喜欢拉面。

（133）*玛丽不单只聪明，还漂亮。

（134）*她单听见了声音，没看见人。

（135）*这个比那个光便宜三块钱。

例（132）和例（133）都是误加了同样表示限定的范围副词“只”。例（134）

则是误代了同样表示限定的“单”，“听见”是动补词组，“单”不能置于动补

词组前，“光”可以。例（135）中应该用范围副词“只”而误用了“光”。“光”

可以作状语，语义上可以指向事物，但不能指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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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总结

我们以上对什么是偏误，以及什么是偏误分析做了一个介绍。讨论了范围

副词常见的一些偏误类型，并且从母语干扰（负迁移）和目的语的影响（过度

泛化）两方面阐述了语言习得过程中偏误形成的内部机制，另外还从“学”和“教”

的不同角度，分析了习得偏误的外部原因。然后我们通过对具体个例的描写和

分析，对总括性范围副词和限定性范围副词里最为常见的偏误类型及其形成原

因和纠偏的方法做了一个论述。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分析，对汉语范围副词学习

以及教学有所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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