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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動機 

  時間詞與人們的生活和社會文化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交際應酬

均常用到不同的時間詞。然而，時間詞語義上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模糊性，即詞

義所反映的物件只有一個大致的範圍，而沒有明確的界限。時間的連續性使時間

詞帶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以致不同人對時間詞的認知有可能出現偏差，這種認

知的偏差對漢語學習者構成干擾，故值得作出探討。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索「模糊性時間詞」在漢語母語者心目中的認知界限，以了解一

般人對漢語模糊性時間詞認知上的實際偏差，從中分析造成這種偏差的因素，讓

漢語學習者更易掌握漢語時間詞。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選取「表示一天之內的模糊性時間詞」為研究範圍。為確保所選取的

時間詞具有一定程度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從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的現代

漢語語料庫中檢索出 12 個表示一天之內的時間詞，以從中選取高頻時間詞。檢

索結果如下： 

 

 時間詞 現代漢語語料庫查詢結果的條數 

1 清晨 6017 

2 早晨 10964 

3 早上 8210 

4 上午 40287 

5 中午 11141 

6 下午 52742 

7 傍晚 5262 

8 晚上 34519 

9 夜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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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夜間 0 

11 夜晚 6020 

12 凌晨  12588  

 

  由上表可見，表示一天之內的高頻時間詞包括：清晨、早晨、早上﹑上午、

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夜晚和淩晨。但當中有兩組時間詞的詞義在《現代漢

語詞典》1中的釋義互通：「早晨」與「早上」﹑「晚上」與「夜晚」，故本研究只

取兩組詞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其一個時間詞作研究，即「早晨」﹑「晚上」。因此，

本研究範圍最終定為 8 個表示一天之內的高頻時間詞：清晨、早晨、上午、中午、

下午、傍晚、晚上和淩晨。 

 

1.4 研究問題 

(1) 漢語母語者對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是否與詞典的時間詞定義吻合？ 

(2) 漢語母語者對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偏差有多大？ 

(3) 造成上述認知偏差的原因是甚麼？ 

 

1.5 名詞釋義 

1.5.1 時間詞 

  「時間詞」可簡單理解為「表示時間的詞或片語」。丁聲樹先生在《現代漢

語語法講話》指出：「表示時間的詞，如『今天、明天、早晨、中午』，表示時間

的片語，如『上半天、下半天、飯前、飯後、前三年、三年前、三年以前』，都

可以叫作『時間詞』」2。 

 

1.5.2 模糊性 

  「模糊性」是一個難以確實表述的概念，美國學者皮爾斯的講法被認為是對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2
 梅晶：〈時間詞研究綜述〉，《現代語文下旬語言研究》，2011 年 3 期(2011 年 3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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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這一概念的特徵較為恰當的表述。他指出：「當事物出現幾種可能狀態

時，盡管說話者對這些狀態進行了仔細的思考，實際上仍不能確定，是把這些狀

態排除出某個命題，還是歸屬於這個命題。這時候，這個命題就是模糊的。上面

說的實際上不能確定，我指的並不是由於解釋者的無知而不能確定，而是因為說

話者的語言的特點就是模糊的」3。 

 

  而另一位美國學者謝費勒的講法亦十分值得參考，他指出：「模糊性是對語

言理論的一種挑戰。……模糊性是描寫性詞語的一種普遍特性，它同標準邏輯有

著根本性的衝突。模糊性表明人的大腦有著某種根本性的局限或來自自然界根深

柢固的界線不清的特點」。4
 

 

1.5.3 模糊性時間詞 

  「模糊性時間詞」指表示時間的詞或片語所表示的時間長短與界限均沒有精

確的規定，即沒有嚴格的起點、終點的界限。由於時間是連綿不斷的系統，具有

連續性和變化性的特點5，時間本質上的不確定性使現代漢語中的日常時間詞具

有了模糊性，故模糊性是時間詞語義上的一個重要特點。 

 

2. 文獻綜述 

2.1 對時間詞模糊性的研究 

   國內最早研究時間詞模糊性的論文是伍鐵平的《模糊語言初探》和《模糊語

言再探》。6而中國語言學史上的第一本模糊語言學專著《模糊語言學》7亦出自

伍鐵平。該本專著的第一章「時間和時間詞的模糊」描寫和分析了漢語及外語中

                                                 
3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36。 

4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37。 

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1177。 
6
章婷：〈多重視角下的模糊時間詞研究〉，《江蘇技術師範學院學報》，13 卷 1 期(2007 年 2 月)，

頁 38。 
7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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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時間詞的具體模糊現象，詳細論述「過去、現在、將來、早晨、傍晚、夜晚」

等時間詞的模糊性特點。 

 

  而後期有關時間詞模糊性的單篇論文，主要圍繞模糊性時間詞在語義﹑語法﹑

句法與根源等方向作出論述：章婷的〈漢語時間詞模糊語義探究〉指出模糊時間

詞的概念特徵，重點選取了有代表性的模糊時間詞進行語義分析。8章婷的〈多

重視角下的模糊時間詞研究〉從語言的思維特徵、概念化角度探究模糊時間詞的

來源發展，並對時間詞做簡要的劃分，從中選取有代表性的模糊時間詞進行語義

和語法的分析。9章婷、李葆嘉的〈漢語時間詞的模糊性與精確性之探析〉以古

代漢語及現代漢語中表示「一天之內」的日常時間詞，闡述漢語時間詞中的模糊

性和精確性兩套系統的特點與形成過程。10蔣躍的〈時間詞的模糊性〉， 主要探

討時間詞的模糊性質，並論證時間詞模糊性產生的根源。11
 餘東濤的〈小議現

代漢語時間詞的語義模糊性及其句法表現〉集中分析漢語時間詞的限量模糊和指

稱模糊對時間詞的句法表現。12
 

 

2.2 對時間詞模糊性認知的研究 

  對漢語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論及較深刻的是伍鐵平的《模糊語言學》。《模

糊語言學》詳細論述了「過去、現在、將來、早晨、傍晚、夜晚」等時間詞在漢

語及外語中的具體模糊現象，指出時間詞帶有的模糊界限使其在不同語言之間出

現較大的認知偏差。例如「早晨」在漢語普通話中的下限一般到 8 至 9 點，而在

                                                 
8
章婷：〈漢語時間詞模糊語義探究〉，《學術探索》，2004 年 7 期(2004 年 7 月)，頁 115 -118。 

9
章婷：〈多重視角下的模糊時間詞研究〉，《江蘇技術師範學院學報》，13 卷 1 期(2007 年 2 月)，

頁 38-42。 
10章婷﹑李葆嘉：〈漢語時間詞的模糊性與精確性之探析〉，《河南社會科學》，2006 年 4 期(2006

年 7 月)，頁 171 -175。 

11蔣躍：〈時間詞的模糊性〉，《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2 年 4 期(1992 年 7 月)，頁 22 -25。 

12
餘東濤：〈小議現代漢語時間詞的語義模糊性及其句法表現〉，《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2期(2007

年)，頁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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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德﹑法中等歐洲語言中卻指「從黎明一直到上午 11 點或 12 點以前」。

13而與本研究範圍有關的三組詞語：「早晨」和「上午」﹑「下午」和傍晚」﹑

「傍晚」和「夜晚」，被作者歸為「沒有相對性的，只是其間界限不分明」的一

類模糊概念。14
 

 

  《模糊語言學》亦提出了影響模糊性時間詞邊界認知的因素。作者指出語言

的模糊性是一種相對範疇，其模糊的內涵和外延受「時代﹑民族﹑人的社會地位

和職業﹑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因素﹑教育程度﹑語言﹑性別﹑隨

著語言的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模糊界限的移動。15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漢語母語者為目標，為確保對研究範圍內的模糊性時間詞有一定基

礎上的認知，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必需達小學教育程度以上。 

 

3.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是一份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請漢語母語者選定８個不同時

間詞的前後界限；第一部分為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包括：性別﹑年齡組別﹑教育

程度﹑職業及語言背境。 

 

3.3 數據處理 

  問卷回收後，所得資料以試算表處理。問卷第一部份的每一條問題將以英文

字母「ａ」代表時刻的起點﹑「b」代表時刻的終點作編號。問卷第二部份第 2﹑

3﹑5 題的回答以英文字母「A 至 G」的順序作編號。 

                                                 
13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3-4。 
14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87。 
15
 伍鐵平：《模糊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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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分析和討論 

4.1 研究數據整合 

4.1.1 受訪者背景資料 

  按試算表統計資料所得，受訪者為年齡介乎 15 至 54 歲之間的 13 男 17 女，

教育程度由中學至碩士不等。受訪者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學生﹑市場調查員﹑

社工﹑攝影師﹑秘書﹑行政人員﹑會計師﹑香薰治療師﹑銀行業等。受訪者均為

漢語母語者，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居多（24 人），其餘的人以上海話（3 人）﹑客

家話（2 人）及潮州話（1 人）為第一語言。而受訪者的第二語言以普通話居多

（18 人），部分人以廣東話（4 人）與英語（8 人）作為第二語言。 

 

4.1.2 數據統計表(一) 

  下表結合了問卷資料的統計結果與《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對時間詞

的定義，以便對照漢語母語者對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界限與詞典釋義的吻合度。 

 《現代漢語詞典》 研究數據統計結果 

時間詞定義 漢語母語者對時間詞的前後界限認知 

時刻中位數 時刻眾數 時刻差異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1 清

晨 

指日出前後的一段時間 4:45 6:30 5:00 7:00 1:01 

 

1:07 

2 早

晨 

從天將亮到八九點鐘的一段

時間 

6:00  9:00 6:00 9:00 0:52 

 

1:22 

3 上

午 

指清晨到正午 12 點的一段時

間 

7:00  12:00 6:00  12:00 2:03 

 

0:24 

4 中

午 

白天 12 點左右的一段時間 12:00 

 

14:00 12:00 

 

13:00 0:42 

 

1:46 

5 下

午 

指從正午十二點到半夜十二

點的一段時間，一般也指從正

午 12 點到日落的一段時間 

13:45  17:30 13:00 

 

18:00 

 

1:28 

 

1:27 

6 傍 臨近晚上的時候 17:15  19:00 17:00  19:00 0:5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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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7 晚

上 

太陽落了以後到深夜以前的

時間, 也泛指夜裡(從天黑到

天亮的一段時間)。 

19:00 23:15 19:00 

  

22:00 

 

0:46 2:05 

8 凌

晨 

天快亮的時候，也指午夜後至

天快亮的一後時間 

0:15  4:30 00:00 

 

5:00 

 

1:12 

 

1:08  

   

4.1.3 數據統計表(二) 

  下表結合了問卷資料的統計結果與《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對時間詞

的定義，用以探究漢語母語者對時間詞上下界限的認知範圍與認知偏差。 

 

4.2 研究結果分析 

4.2.1 對模糊性時間的整體認知 

 《現代漢語詞典》 研究數據統計結果 

時間詞定義 時刻的 

認知範圍 

時刻的 

認知偏差 

1 清晨 指日出前後的一段時間 上限 2:00-6:00 4 

下限 4:00-9:30 5.5 

2 早晨 從天將亮到八九點鐘的一段時間 上限 4:00-8:00 4 

下限 7:00-12:00 4 

3 上午 指清晨到正午 12 點的一段時間 上限 5:00-11:30 6.5 

下限 10:30-12:00 1.5 

4 中午 白天 12 點左右的一段時間 上限 11:00-14:00 3 

下限 12:30-18:00 5.5 

5 下午 一般指從正午 12 點到日落的一段

時間 

上限 12:00-18:30 5.5 

下限 15:00-23:30 8.5 

6 傍晚 臨近晚上的時候 上限 15:30-20:00 4.5 

下限 18:00-23:30 5.5 

7 晚上 太陽落了以後到深夜以前的時間， 

也泛指夜裡(從天黑到天亮的一段

時間)。 

上限 18:00-22:00 4 

下限 0:00--23:30 18.5 

8 凌晨 天快亮的時候 上限 0:00-23:00 18 

下限 1:30-6: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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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數據（數據統計表一）顯示，漢語母語者對絕大部模糊性時間詞上下界

限的認知範圍（時刻中位數及時刻眾數）幾近與《現代漢語詞典》的描述完全吻

合。例：《現代漢語詞典》中，「早晨」的上限指「天將亮」的時刻，而在絕大多

數受訪者的認知中確實的時刻為「六時」，「六時」是一個接近日出的時間，故合

乎詞典中「天將亮」的描述；而「早晨」的下限在詞典中指「八九點鐘的一段時

間」，而在絕大多數受訪者的認知中確實的時刻為「九時」，同樣沒有超出詞典的

描述。此外，「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凌晨」等模糊性時

間詞在普遍受訪者的認知範圍中同樣與《現代漢語詞典》內的描述相近，數據已

詳列於統計數據表一中，故在此不再贅述。由上可見，模糊性時間詞雖然沒有明

確的界限，但在漢語母語者的認知中卻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而唯一與《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出入較大的是「晚上」一詞。詞典對「晚

上」的定義指「太陽落了以後到深夜以前的時間，也泛指夜裡（即從天黑到天亮

的一段時間）」。按詞典的泛指意思，晚上是指由「天黑」到「天亮」，我們可理

解為從日落至日出之時，而一般日落至日出的時間分別在早上六時與晚上六時左

右，即「晚上」的時間範圍達 12 個小時的長度。而在絕大多數受訪者的認知中，

「晚上」約莫是 19 點至 23 點之間，時間範圍只有 4 個小時的長度，與詞典的描

述相差 3 倍之多。上述差異顯示，《現代漢語詞典》對「晚上」釋義與漢語母語

者的認知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未能反映一般人對「晚上」的普遍認知，故詞典的

釋義存在修定的空間。 

 

4.2.2 對模糊性時間的認知偏差與成因 

  研究數據顯示（數據統計表二）顯示，漢語母語者對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受

不同參照物影響。 

 

  以日出日落為參照的時間詞，在漢語母語者的認知中出現較大的偏差。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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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詞包括「清晨」（日出前後的一段時間）﹑「早晨」的上限（由天將亮開始）﹑

「下午」的下限（至日落的一段時間）﹑「晚上」的上限（由太陽落了以後開始）

以及「凌晨」（天快亮的時候）。研究數據（統計數據表二）顯示，上述時間詞在

不同受訪者的認知範圍中，出現的時間差距介乎 4 至 18 小時之間。 

 

  相反，以時鐘為參照的時間詞，在漢語母語者的認知中出現較小的偏差。這

些時間詞包括「早晨」的下限（到八九點鐘的一段時間）﹑「上午」的下限（到正

午 12 點的一段時間）﹑「中午」（白天 12 點左右的一段時間）﹑「下午」的上限（從

正午 12 點開始）研究數據（數據統計表二）顯示，上述時間詞在不同受訪者的

認知範圍中，出現的時間差距介乎 1.5 至 6.8 小時之間。 

 

  造成上述的差異在於兩種參照物的特性不同。日出日落的時間會受經緯度和

季節的影響而產生變動。例如，北半球在夏季時日照時間比較長；相反，在冬季

時日照時間較為短，因而出現夏季「日長夜短」﹑冬季「日短夜長」的差異。又

以香港（屬北半球）的四季為例，香港的春天和秋天的晝夜平分，夏天與冬天的

晝夜卻長短不一。按香港天文台 2014 年年曆資料顯示，該年夏至（6 月 21 日）

的日出時間為 05:40；冬至（12 月 22 日）日出時間為 06:59，兩者相差 1 小時 19

分鐘。至於日落時間，夏至為 19:10；冬至為 17:45，兩者相差 1 小時 65 分鐘。

可見，日出日落的時間具季節性的差異。因此，以日出日落為參照的時間詞在人

們的認知中會隨季節的不同而產生變化，因而出現較大的認知偏差。相反，時鐘

的時刻間隔長短是固定不變的，以時鐘作參照的時間詞界限有確實的時刻描述，

故出現差異化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4.2.3 對模糊性時間的認知敏銳度 

  研究數據（數據統計表二）顯示白晝與黑夜的特點會影響漢語母語者對時間

詞的認知敏銳度受。一般人對時間的認知在清醒的狀態下較敏銳，因此研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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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描述白晝的模糊性時間詞，包括「清晨」﹑「早晨」﹑「上午」﹑「中午」﹑「下

午」﹑「傍晚」，在人們的認知範圍上分散程度相對較低，整體的時刻偏差介乎 1.5

至 8.5 小時。相對地，一般人對時間的認知在休息的狀態下較模糊，因此研究數

據顯示：描述黑夜的模糊性時間詞，包括「晚上」與「凌晨」，在人們的認知範

圍上出現極端的界限，整體的時刻偏差介乎 18 至 18.5 小時。由上述數據可見，

一般人對時間認知的敏銳度受作息模式影響：白晝工作，邊界認知較清晰；黑夜

休息，邊界認知較不確定。這種認知特性反映的是漢民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農業社會生活模式。 

 

5. 結論 

  本研究顯示，雖然模糊性時間詞沒有明確的界限，但在漢語母語者認知中卻

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就模糊性時間的認知偏差而言，人們對模糊性時間詞的認知

受不同參照物影響：以時鐘為參照的時間詞邊界差異較小；以日出日落為參照的

時間詞，由於受經緯度和季節的影響，會出現較大偏差。而就模糊性時間的認知

敏銳度而言，人們對時間認知的敏銳度受作息模式影響：白晝工作，邊界認知較

清晰；黑夜休息，邊界認知較不確定。語言來自於人們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所以

人們對模糊時間詞的認知亦受其日常生活的方式與主觀隨意的認知方式所影

響。 

 

6. 餘論 

  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受民族的生活模式影響，詞

語的內涵與外廷會隨時間與社會文化的變更而產生演變。由宋元的文言至近代的

白話，模糊性時間詞的界限一直在移動，由於篇幅所限，留待日後再作探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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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問卷調查      

《認知模糊性時間詞研究》 

 

一﹑請在 1-10 題中圈出不同時間詞在你心目中所指的時段。 

 

1.我認為「清晨」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2

4 

: 

0

0 

2

4 

: 

3

0 

0

1 

: 

0

0 

0

1 

: 

3

0 

0

2 

: 

0

0 

0

2 

: 

3

0 

0

3 

: 

0

0 

0

3 

: 

3

0 

0

4 

: 

0

0 

0

4 

: 

3

0 

0

5 

: 

0

0 

0

5 

: 

3

0 

0

6 

: 

0

0 

0

6 

: 

3

0 

0

7 

: 

0

0 

0

7 

: 

3

0 

0

8 

: 

0

0 

0

8 

: 

3

0 

0

9 

: 

0

0 

0

9 

: 

3

0 

1

0 

: 

0

0 

1

0 

: 

3

0 

1

1 

: 

0

0 

1

1 

: 

3

0 

1

2 

: 

0

0 

 

2. 我認為「早晨」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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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上午」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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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認為「中午」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0

9 

: 

0

0 

0

9 

: 

3

0 

1

0 

: 

0

0 

1

0 

: 

3

0 

1

1 

: 

0

0 

1

1 

: 

3

0 

1

2 

: 

0

0 

1

2 

: 

3

0 

1

3 

: 

0

0 

1

3 

: 

3

0 

1

4 

: 

0

0 

1

4 

: 

3

0 

1

5 

: 

0

0 

1

5 

: 

3

0 

1

6 

: 

0

0 

1

6 

: 

3

0 

1

7 

: 

0

0 

1

7 

: 

3

0 

1

8 

: 

0

0 

1

8 

: 

3

0 

1

9 

: 

0

0 

1

9 

: 

3

0 

2

0 

: 

0

0 

2

0 

: 

3

0 

2

1 

: 

0

0 



16 

 

 

5. 我認為「下午」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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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認為「傍晚」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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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認為「晚上」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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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認為「凌晨」的起點與終點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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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資料 

 

1. 性    別：  男      女 

2. 年齡組別：  15-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或以上 

3. 教育程度：   小學及以下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七     專上教育     

                大學            碩士或以上                

4. 職業：＿＿＿＿＿＿＿＿＿＿＿＿＿＿＿＿＿ 

5. 語言背境(在空格內✓選)：  

 第一語言(母語) 第二語言 

廣東話   

普通話   

潮州話   

客家話   

福建話   

上海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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