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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社会里，学习外语不光是学校里的一门必修课，而更

是众多人们的紧急需求。目前，越南与中国不断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学习汉语的越南人也日益增多。但是，学好一门外语并非易事，这需要学

习者掌握其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 

本论文的研究课题是“汉越形容词活用对比研究”。词类问题自古以来一直

是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部分，谈到词类问题我们不得不提“词类活用”这种

现象。中国语法学界对词类活用研究的历史至今已有90多年，各家对这个

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关于词类活用的概念，学者们各有各的看法。虽然表达方面上有些不同但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词类活用就是一类词临时充当其他类词的

现象。我们可以将词类活用的界定总结为：在一定的语境中，甲类词临时

充当其他类词以符合于语法上的要求或达到某种表达的效果，这就是词类

活用。 

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是汉语的三大词类。我们研究汉语词类主要是研究这

三类词，研究词类的活用实际上就是研究名词、动词及形容词之间的关系

，研究形容词的活用现象就是研究形容词与其他类词（名词及动词）之间

的关系。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形容词像名词一样地使用如：“对女

人来说啊，温柔就是一种武器”。其中“温柔”是个形容词但却像名词一样地

使用，在句子里面充当主语成分。有时候我们却看到形容词像动词一样地

使用，如“他的爱温暖我的心”，这里的温暖也是个形容词但后面却带上了



宾语“我的心”，在句子里面充当动词的功能。那么，能这样使用的形容词

的数量多吗？其语法特点是什么？越南语有没有这种现象，并且两者之间

有什么异同之处？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将

讨论形容词及动词之间的关系，就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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