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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待遇表现�指日本人在社交活动所涉及的语言主体 (说话人, 写作者 )与对方、话题人物三者之间的上下、

亲疏等人际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在语言中的反映。 �待遇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应用上一般体现在上下关系、利害关

系、内外关系三个方面。其中,内外关系起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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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表现 �是日语学习中的一个难点, 例如:

学生在给老师的感谢信中写道: �先生 �私 �  !

上手!日本語∀ 教 # ∃ % & ∋ ( ∃) ∗ + , − . /

0 1 2 � 。� [ 1]
这句话从文法上看没有错误, 但在实

际生活中, �上手 �一词却不能用来赞誉老师或长

辈。这涉及到 �待遇表现�的应用问题。

何谓 �待遇表现�? !广辞苑 ∀第五版的解释是:

�話題3人物 !対4 5 話 2 手3尊敬 #親愛 #軽侮

6 7 3態度 ∀ 表 4 言語表現。� [ 2 ]
可见 �待遇表现 �

是日本人在社交活动所涉及的语言主体 (说话人,

写作者 )与对方、话题人物三者之间的尊卑、亲疏等

人际关系在语言表现中的反映。
[ 3 ]
本文试从人际关

系的角度对 �待遇表现 �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 上下关系

�上下关系 �指说话人涉及话题人物时的上下
(高低 )待遇。例如 � 0 8 ( 2 9 5 � � 6 ∋ 5 �� : (

2 9 5 �等等是抬高上位主语的待遇语义。这类词

在 �待遇表现 �中居中心地位, 属于尊他敬语类。与

此相对的 �参5 � �伺 − ��申 4 � � : 書 ; 4 5 � �拝

見 4 5 �等所表达的是贬低下位主语的待遇语义,

属于自谦敬语类。
[ 4]

�待遇表现 �中的上下关系不仅局限于尊他敬
语和自谦敬语的使用上,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对人的称呼有待遇差异。在公司里既可以用

�姓氏 + ∋ < �称呼下属或同事, 譬如 �田中 ∋ < �
�吉田∋ < �, 也可以用来称呼上司。但使用 �姓氏

+职务 �更能表达对上司的敬意, 譬如 �伊藤課長 �

�鈴木部長 �。还有 �先生 �这个词, 中国人习惯尊称

对方 � ~老师�来表达自己的尊敬, 但是 �先生 �一词

在日语称呼里不能滥用,它只适用于教师、医生、议

员、艺术家等在日本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

寒暄语里也存在着上与下的待遇差别。如在讲

课结束后, 师生互相行礼后可以互道 � ∋ = − 6

8 �,但是如果在课堂这样严肃的氛围下随便地对
老师说 � > 9 )、∋ = − 6 8 �就不合适。在现实社

会里很多人都认为 � ∋ = − 6 8 �是 �失礼 6 挨拶

&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公司里很多人都用 �失礼

2 1 4 �来替换 � ∋ = − 6 8 �。
日语是非常注重上下关系差异的语言。无论是

语言本身的构造、语意, 还是语言的表达方式都体现

了这一点。因此,在日本社会里, 上下关系问题绝对

不容忽视。 �上下关系�受到社会地位的高低、集团
内部职务的高低、学校和家庭内部地位的高低等影

响, 因此说话人要在上下关系的把握上注意适度。

采用贬低自我抬高他人自谦表达或尊重对方的尊敬

表达方式,是疏通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

二 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 �也叫 �利益关系 �。日本人对于利

害关系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相互评价和待人处

事的态度两个方面。

在相互评价方面, 日本学者高崎文雄指出 � ?

≅ �称賛 2 6 0 3 + 原則 Α , Β Χ !属4 5 人 � =

% 称賛 3対象 ! 6 5 �。日本人对内原则上不称

赞,外人往往成为称赞的对象。譬如大多数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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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他 (她 )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 日本人也

会称赞说 �日本語 + : 上手Α 4 Δ。�[ 5]而在他人面
前几乎不称赞自己的配偶和子女, 甚至贬低自己的

孩子, 如 �自分3子供 �成績 + 悪 0 �, �自分 3子供

�運動能力 + 足 ∗ 6 0 �。
在待人处事的态度方面,日本人还有很强烈的

不给对方添麻烦的意识。例如,没有事先约定而去

别人家拜访时,会陈述与事实不符的理由,如 � Ε 3

辺 ∗ 1 Α ; 1 2 � 3 Α、Φ 0 Α ! = 8 Γ ∃ Η 8 0

1 2 � 。� (我刚好经过这边就顺道来您家了。)拜访

者自己心里也意识到不约而访,难免会给对方造成

麻烦, 是很失礼的行为, 所以就说是 �顺便拜访 �。

但是, 又担心如果提前约见的话会给对方造成心理

负担, 所以即便是连礼物都准备好的计划性的拜访,

也会制造仅仅是 �顺便拜访 �的托辞。这样, 即便对

方未能好好接待,也不会让对方觉得担心和在意。

三 内外关系

在日本, �内外有别�的意识从小就被灌输, 日

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讲话, 都会以极强的

内外意识来处理好彼此的关系。说话时不仅要搞清

对方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 还要分清谈话中出现的

第三者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对待圈内人, 在心理

上有一种亲近感,语言表达显得亲密融洽;而对待圈

外人, 则从心理上保持一定的距离,语言表达要谦逊

客气。

能否正确地在语言表达上处理好内外关系是评

价一个人的基准之一。在日本,上司要求部下去干

某事时,一般不会直接生硬地说 � Ι ϑ ∀ 2 ∃ % &

∋ 0 �, 而会在前面加上 �大変申 2 訳 6 0 < & Κ

7 �、� . 苦労 & Κ Α Η �之类的客气话, 或者使用
�何 % 2 ∃ Η 8 # 6 0 Λ 6 ) �、�何 % 2 ∃ Η 8 #

6 0 & Μ − Λ 6 ) �等委婉、客套的语言。而在部

下提交一份计划, 问 � Ι ϑ Α 0 0 Α 2 Ν − Λ �时,

即使计划没有达到要求, 上司一般也不会直接否定

对方, 而回答 � Ε ϑ �大丈夫 Λ 2 8 �。其言下之意

为 � Ε ϑ �駄目Α ) 5 。 Ο ∗直 Γ 。�因为部下对上

司来说是圈外人,用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 弱化命

令、要求成分,在给对方以好感的同时, 也使对方更

加易于接受。

内外关系在 �待遇表现 �中是核心, 起着支配作

用。例如在公司里要尊称上司 �姓氏 + 职务 �, 如
�鈴木部長 �,这是上下关系的 �待遇表现 �。但是在

接到外面打来的找上司的电话时说 �部長∋ < � 0

8 ( 2 9 0 1 Γ < �则不恰当,因为比起自己和上司

的上下级关系来说更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公司这个集

团和外界的关系, 也就是内外关系。 �部長 � 0 1

Ι Ι ! : ∗ 1 Γ < �这样的回答则更为贴切。又如

日本人在自己家里尊称自己父亲为 � : 父 ∋ < �, 而
与人提及自己的父亲时, 无论自己多么尊敬父亲也

不使用 � : 父∋ < � &�而用 �父� &�。

日本人以极强的内外意识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

谐, 如果不能在语言表达上注意内外关系的话,作为

�社会人�来说是不合格的。日本的国土面积狭窄,

人口众多,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就要学会与他人和

平相处。因此,在语言表达方面要尽量客气委婉,待

人接物方面尽量谦和周到, 否则就无法与他人友好

相处,无法保持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
[ 6 ]

日语的 �待遇表现 �丰富而复杂, 它随着身份、
地位、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不论是上下关系、利害关

系还是内外关系,都可以归结到 �内外有别 �这一点

上来解释。内外关系是日语 �待遇表现 �存在的第
一因素, �内外有别 �也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

参考文献:

[ 1] 奥山益朗. 話 2 言葉 3 誤典 [ M ]. 东京: 自由国民社,

1980.

[ 2] 新村出.広辞苑 [ Z ]. 东京:岩波書店, 1997.

[ 3] 何 午.日语 �待遇表现�研究 [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6( 2): 66- 73.

[ 4] 纪长永.再谈日语 �待遇表现 �的特征 [ J]. 外语与外语

教学, 1998, 111( 9): 12- 14.

[ 5] 姚丽萍. � ? ≅ �和 � Β Χ �的语言文化特征 [ J] . 日语学

习与研究, 2004( 2): 77- 78.

[ 6] 赵淑玲.日本人的内外意识和集团意识 [ J].日语学习与

研究, 2004( 2): 56- 58, 69.

(责任编辑: 文爱军 )

121

陈 莉:浅析日语的 �待遇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