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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learn	a	language,	one	must	study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word	order,	and	grammar.	To	
arrange	many	words	into	a	comprehensible	sentence,	one	needs	the	grammatical	rules	of	that	language.	In	
the	grammar	of	each	language,	there	are	prepositions	used	to	enhanc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at	follow.	
Both	Chinese	and	Indonesian	languages	have	the	preposition	"从"	("from"),	but	the	meanings	of	this	word	
differ	in	these	two	languages.	This	short	paper	will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reposition	
"从"	("from")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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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一种方式。人类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通过

言语交流，通过写作交流，有些是通过手语和图片交流。所有的交流手段都有一个

目的，以便一个人的意图可以很好地传达给其他人。当然，为了更好地传达信息，

沟通需要一种工具。 

口头和书面交流需要语言作为工具，因此交流与语言和语法密切相关。语言是

一种交流手段，在语言中必须使用一些规则和语法。语言和语法规则在交际中非常

有用，因为语言和语法规则可以很好地安排单词，使它们成为一个完整的、可理解

的句子。有了语言和语法规则，就可以避免误解。 

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一种词汇，它不能独立成句，但可以增强后面词语的含

义，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特点(Adhimas et al., 2024)。介词一种类型的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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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印尼语中，每个词都有一个介词。介词有很多，它们分为几个方面，如解释

时间、处所、原因、目的、方向等的介词。通常，介词后面总是跟一个名词，但也

有介词后面跟一个形容词或动词。汉语和印尼语中经常使用的介词之一是“从”。

在这两种语言中，“从”词使用频繁，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研究了这两种语言的

语法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使用“从”这个词看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从”词可以有

多种含义，其用法更为多样。 

汉语和印尼语中的介词“从”有很多用法。有时学习使用介词“从”的印尼学

生会觉得很难，因为汉语中介词“从”的定义与印尼语不同。这种使用介词“从”

的困难影响了学习汉语的印尼学生做句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因此，作者想解释一下

汉语和印尼语中介词“从”的一些用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和描述性方法。文献综述(George, 2008)是从研究中的个

人或专家那里寻找和确定信息或事实观点的来源。作者通过记录、识别、分组汉语

和印尼语中“从”的定义和用法，以文献研究的形式收集数据。在进行文献综述

后，作者使用对比分析方法对汉语和印尼语中的“从”进行了比较。对比分析

(Crystal, 2008; Kridalaksana, 2013)是描述两种语言中某些应用语言学异同的通

用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作者可以获得“from”一词的异同，并在本研究中对其进

行简要描述。 

 

汉语介词“从”研究的文献	
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介词“从”对比分析的研究如下: 
在这篇论文中(丁氏, 2015; 王, 2018)，作者发现了“从、在、到、向”这四个介

词在语义和句法上的异同。“从、在、到、向”在汉语和越南语中。作者发现，越

南学生学习这四个单词有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在越南语中，“从、在、到、向”可以

用几个介词来表达。然后通过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作者发现这四个词的语法不同。

作者还讨论了如何教学和翻译“从、在、到、向”在汉语和越南语中。母语也会影

响学习过程，导致这四个词的使用错误。 

这项研究以认知理论和语言学数据为基础 (Juliana, 2017; 姜, 2012; 晁, 

2016; 陈, 2004)，对介词进行对比分析从汉语中的“从”和印尼语中的“dari”。

本研究主要描述了该词在语义功能、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上的异同。通过本研究，

作者发现了该词使用错误的原因“从”。因此，作者还在学习过程中添加了不同类

型的有效学习方法和不同的学习方式。	

	
研究结果	
汉语和印尼语介词“从”的定义和用法	

下面，作者将解释介词“从”的定义和用法汉语和印尼语： 

在(李, 2021)中， 李晓琪给出的“从”：在引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处所时, 
主要表现为介绍出时间、处所的起点。李晓琪解释了“从”的定义是介绍句子中动

作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起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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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前天起, 学校开始实行了新的作息时间。（指时间） 
2.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 （指处所） 
除了表示起点，“从”也表示范围、表示经过的路线和表示凭借，依据。比如： 
3. 这本书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指范围） 
4. 一辆出租汽车从医院门口开过去了。 （指经过路线） 
5. 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指依据） 
 
 在《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语大词典》中，“dari”的定义跟汉

语“从”的相同，就是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处所时。但是，除了表示起点外，

印尼语的“dari”也表示几个方面：表示凭借，依据、表示经过的路线、表示用什

么原材料制成或用何种东西  
组成的、表示原因、因为、由于、出于、表示比较和表示距离。 
下面是“从”和 “dari”的定义对比： 

1. 相同的地方 

  汉语的“从”和印尼语的 “dari”的相同点是： 
a. 表示起点，比如： 
 汉语  ：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吸烟了。  
 印尼语  ： Mulai	dari	sekarang,	aku	tidak	akan	merokok	lagi.	

     从…起 从现在, 我再也不吸烟了。 
 
b. 表示原来，比如： 
 汉语  ： 这个消息从他那儿来。   
 印尼语  ： Berita	ini	berasal	dari	dia. 

这个消息来的从他。 
 
c. 表示发展、变化的起点,比如： 
 汉语  ： 从外行变成内行。   
 印尼语  ： Dari	orang	awam	berubah	menjadi	ahli.	
                 从外行变成内行。 
 
d. 表示范围,比如： 
 汉语  ： 从小孩到大人都喜欢这个电影。  
 印尼语  ： Dari	anak	kecil	hingga	orang	dewasa,semuanya	suka	film	ini. 
                 从孩子到大人，都喜欢电影这个。 
 
e. 表示根据、凭借，比如： 
 汉语  ： 从外表看, 他不过三十多岁。  
 印尼语  ： Dari	luar,	dia	tidak	terlihat	seperti	berusia	tiga	puluh	tahun	lebih. 
                 从外表， 他不看像三十岁多。 
 
f. 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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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  ： 从这条小路走, 可以到山顶。 
 印尼语  ： Dari	jalur	ini	mengarah	ke	puncak	gunung.	
                 从条路这通向顶山。 
 
2. 不同的地方 
汉语的“从”和印尼语的 “dari”不同点是： 
a. 印尼语的“dari”有表示用什么原材料制成或用何种东西组成的，汉语中没

有，比如： 
 汉语  ：  这扇窗户是木制的。 
印尼语  ： Jendela	ini	terbuat	dari	kayu.	
                 窗户这制成从木材。 
印尼语中的变化句、原材料制成或用何种东西组成的都使用介词“dari”，几

乎所有表示变化、原材料制成或用何种东西组成的句子都使用“dari”。因为印尼

语中的“dari”表示某物的起点，“所以dari”可以有更广泛的语义。因此，在上面

这样的句子中，每次有“terbuat/制成”这个词时，后面都会有“dari”这个词。可

以说这两个词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词。 
 
b. 印尼语的“dari”有表示原因、因为、由于、出于,汉语中没有，比如： 
 汉语  ： （就是）因为那个事啦，所以我们不同意。  
印尼语  ： Dari	hal	itu	lah	maka	kami	tidak	setuju.  

从 事 那个 啦 所以 我们 不 同意。 

印尼语中的介词“dari”也具有“显示某动作的原因”或原因的语义。通过使

用“dari”词来显示原因或原因的句子排列是将“dari”词放在句子的开头，然后在

后面解释动作的后果。这种句子结构通常不多，而且这个句子包含在正式的句子结

构中。 

c. 印尼语的“dari”有表示比较,汉语中没有，比如： 
 汉语  ： 这东西的价格比那东西的价格贵。 
印尼语  ： Harga	benda	ini	lebih	mahal	dari	benda	itu. 

价格东西这个更贵从东西那个。 

在印尼语中，介词“dari”也表示两个东西或两个事的比较。通常，“dari”
词可以与“pada”组合成“daripada”。印尼语中“pada”词的意思是“物体的位

置”。因此，可以使用介词“dari”或“daripada”来表示比较句子。 

 
d. 印尼语的“dari”有表示距离,汉语中没有，比如： 
 汉语  ：  北京离上海不远. 
印尼语  ： Beijing	tidak	jauh	dari	Shanghai.	

北京不远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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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句子翻译成英语的话，就变成：Beijing	is	not	far	from	Shanghai. 看英
语句子可以更好地理解介词“dari”的印尼语序，因为包含介词“dari/from”的句

子的印尼语序与英语中的措辞相同。 

	
结论	

汉语和印尼语中的介词“dari”在定义和用法上有一些相似之处。汉语和印尼

语中的介词“从”有相似之处：表示起点、表示原来、表示范围、表示凭借，依据

和表示经过的路线。不同点是：印尼语中介词“dari”有表示用什么原材料制成或

用何种东西组成的、表示原因、因为、由于、出于、表示比较和表示距离。从上面

的比较句子可以看出，印尼语中的介词“dari”比汉语中“从”有更多的用法，因

为印尼语中介词“dari”的用法和定义更为广泛，这也是印尼学生难以学习汉语中

介词“从”用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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