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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都属于德语 ，但奥地利德语却不被人们 了解。奥地利德语如 同德 国德语和瑞士德语一样 ，是标准德语 的一种 

变种 ，它同后两种德语之间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既有共 同性 ，又有明显差别，其词汇运用上的独特性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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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es of Austrian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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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Foreign Larch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OOO44，China) 

Abstract：Although it belongs to the German lan guage，the Austrian Ge rman is Llnknown to most people．Similar to the German used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the Austrian German is a variety of the standard Ge rman language．It has not only common properties but also dis- 

tinct differences with the latter two varieties in the aspects of phonetics，grammar an d vocabulary ere、Among these differences，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use ofwords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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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 

论及德语 ，人们首先在头脑 中反应的是德国德语。而且 

在德 国国内和 国外都把德 国德语作为标 准德语 。人们之所 

以有这种认识 ，这 是受德国经济和文化 的影响 ，再加上德 国 

人数量上的优势 所造成 的结果。事实上 ，就如 同有美 国英 

语 、英 国英语一样 ，同样 也存 在着奥地利德语 、瑞 士德语 、列 

支敦士登德语及部份讲德语的地区德语 ，如意大利的南蒂罗 

尔 、卢森堡和法 国阿尔萨斯地区德语 。这些 德语都跟建立在 

德国北部低地德语之上的标准德语无论在语音 、语法 、词汇 

等方面都存在 明显差别 。奥地利德语 如 同德 国德语 和瑞士 

德语一样 ，是标准德语的一种变种。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另外 
一 种语言 ，而是一种 民族语言变种 ，它 同德 国德语 和瑞士 德 

语存在许多共 同性 ，而且 相互 之间可 以理解。奥地利 德语 、 

德 国德语和瑞士德语三者之 间的关 系就如 同三个 相互交叉 

的同心 圆，三者有共 同的部份 ，有两者相通的部份 ，也有各 自 

独立存在的典型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三类 ： 

第一 ，各 自民族语言的变种。奥地利德语特有的语言表 

达形式 ，其它两种德语没有或不具有相 同的意义和用法。德 

国德语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 ，其它两种德语没有或不具有相 

同的意义和用法 。瑞士德语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 ，其它两种 

德语没有或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用法。 

第二 ，两种德语的变种。奥地利德语和瑞 士德语相对于 

德国德语所特 有的共 同表 达形式。瑞士德语 和德国德语相 

对于奥地利德语所特 有的共 同表 达形式。德 国德语 和奥地 

利德语相对于瑞士德语所特有的共同表达形式。 

第三 ，三种德语所拥有的共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三个 

同心圆的中心部 分就是三个 国家所共 同具有 的德语表达形 

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性的，无特色的共 同的跨 区域 的 

表达形式 ，即是所称 的德语共同语言。 

二 、奥地利德语的语言特征 

奥地利德语具有以下语言特 征：建立在德奥边界 的巴伐 

利亚地区方言基础之上的发音特色 ；重音不同于德国德语 和 

瑞士德语(特别是双音节单词)；受本地方语言 的强烈影 响； 

大量借用周围地区语言的词 汇；大量运用“外来语”而且较少 

德语化 ，特别是古代语言(如拉丁语 、希腊语 )；从其它语言借 

用的词汇发音未德语化 ；在采用新 的借用语上不同于德 国德 

语和瑞士德语 ；喜欢使 用指小名词形式 ；在使 用介词时与德 

国德语和瑞士德语存在大量不 同性 ；在使用副词时与德国德 

语和瑞士德语存在大量不同性；极 少运用情态小 品词 ；在惯 

用语的运用上与德国德语和瑞士德语存 在不 同性 ；在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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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并较少运用过去 时和过去完成 时；大量运用虚拟式 ；语 

义上与德 国德语和瑞士德语存在大量区别 。 

三、三种德语在词汇意义关系上的几种类型 

(一)完全类似的表达方式 

在三个国家 中存在完全相同的事物 ，每个 国家都有 自己 

独特的民族表达方式 ，但其意义却完全相 同，可 以把它们视 

为同义词。例如 ：“标签 ，标记牌”，奥地利德语为“Picked”，德 

国德 语 为 “Aufldeber／Etikette”。而 瑞 士 德 语 则 为 “Kleber／ 

Efikette”。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给儿童的)家庭补助 

金 ”，奥地利德语为“Familienbeihilfe”，德国德语为“Kindergeld”， 

瑞士德语则为 “Kinde~ e”。三个 国家各有 自己的表达方 

式 ，但都 是指同样的事物。 

(二)部份类似的表达方式 

在三个 国家中存 在完全相同的事物 ，其 中两个 国家有相 

同的表达方式 。而另外一个 国家却有其独特 的表达 方式 ，此 

类表达方式也可视为同义词。例 如：月份名称 “一月”，奥 地 

利德语为“Jiinner”，德 国德语 和瑞士德语则为 “Januar”。需 要 

特别指出的是 ，月份名称“J~tnner”(一月 )，此表达方式在奥地 

利被看作 是标准德语 ，它 在德 国巴伐 利亚地 区也被经常使 

用 ，但在那里却被看作是方 言或 口语 表达 方式 ，而且在德 国 

的其它地区此表达方式被看作是巴伐利亚化 ，它 的使用范围 

受到限制。从 此现象可 以看 出，语 言表达方式的社会语言状 

态的确定跟它的语言形式和来源同样重要。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奥地利德语表达方式“das Faschierte” 

(碎肉，绞 肉)。在德 国和瑞 士 “绞 肉”的表达 方式 是 “Hack- 

fleisch”，除了“Hackbmten”这一相关词外 ，再没有其它与之有关 

的词汇了。而在奥地利却有一系列与“Faschierte”有关 的相关 

词，如：faschieren(绞肉)，faschierte Leibchen(绞肉)，Faschier- 

maschine(绞 肉机)，fasehierter Braten(= Hackbmten)．此现象表 

明 ，在单一民族变种中各 自表达方式的语言份量可能存在 巨 

大区别 ，而且对民族变种的差异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近似 的表达方式 

在三个国家中存在完全相同的事物，对此类事物三个国 

家都有近似表达方式 ，而且从形式上 只有细微差别。这些表 

达方式也可视为同义词。由于此类表达方式 只有细微 差别 ， 

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错误 的书写 方式。例如 ：“法律”，奥地利 

德语为“das Jus”，而德 国德语和瑞士德语则为“die Jura”。 

(四)不能等 同的表达方式 

在三个 国家中存在这样一些词 汇，表 面上 看词义 相同， 

但实际上存在区别，不能等同。以下列举几个典型例子。 

(1)die Tra／ik( ) 

此奥地利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地区特殊性 ，即在德 

国和瑞士没有与此表达方式完全对应的词汇。用德 国德语 

“Tabakladen”(香烟店)来解 释它是错误 的 ，奎少不准确。因 

为“Tabakladen”是出售各种香烟和烟草的专卖店，而在“ I锄 k" 

里除了出售香烟外，还出售各种杂志、市内车票等，此商店同 

时还是各种彩票的发售地。它 同德国的“Kiosk”有近似之处 ， 

只是不同于“Kiosk”那样还 出售食 品和饮料。所以在解释此 

词汇时一定要说明。 

(2)die Melange／der Verhingerte(Milchkaffee) 

用德语词典 中常用 的词汇 “Milchkaffee”来解释此奥地利 

表达方式是不准确的。在奥地利的咖啡店文化 中所 涉及到 

的这一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咖啡的制作方法是特定 的：一小杯 

咖啡加热牛奶后倒人一大咖啡杯里 ，也就是让 咖啡最后的容 

量在加入热牛奶后使其稀释多一倍 。“Melange”这一表 达方 

式通常局限于维也纳范围内，但在其它地方也很有名 。只是 

在奥地利的其它州里通常用“der Verlangerte”来代替。 

(五)主要和 次要表达方式 

在三个国家 中存 在这样 一些表达 方式 ，它们 的意 思相 

同，但由于语言运用的独特性，它们在使用上存在区别，有主 

要和次要表达方式的区别 。以下列举几个典型例子。 

(1)die Maut(公路税 ) 

此词 汇 的另 外 表 达 方 式 是 “StO ning-tzungsgebiihr”。 

“Maut”这一表达方式通过交通 已传到德 国近 20年 ，且为人们 

所熟悉。它是传到德国北部的较少奥地利／巴伐 利亚词汇之 
一

。 因此常被标注为“来源于奥地利的表达方式”。在奥地利 

只有“die Maut”的表达方式。而在德国除了此表达方式外还有 

“S昀 n 出j hr，’，而且 比“die Maut”更为 常用。即：“die Maut”在 

奥地利是主要表达方式，在德国和瑞士是次要表达方式。 

(2)der Paradeiser(die Tomate，西红柿) 

在整个奥地利境 内人们对“Pamdeiser”这个表达方式都很 

熟悉。只是主要在奥地利东部 地区使用 ，而且 被称为是真正 

的奥地利词汇。由于商 业贸易的发展 ，“Tomate”这一表达方 

式在奥地利也得到极大传播 ，而且今天到处也使用这一表达 

方式。两种表达方式都是主要表达方式。 

(3)das Deka(10 Gramm，十 克 ) 

在奥地利境内，人们在商业贸易 中很流行 称重量在公斤 

范围内不用 “Gramm(克 )”，而 是用 “ a舯mm(缩 写 为 De． 

1【a)”。人们在商店买东西，习惯说“10 Del【a”火腿 ，而不用“100 

Gramm'’。后者人们虽然都懂其意思，但不习惯使用它。相 

反 ，在德国“Deka”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不被理解 。 

(六)部份 同义词或多义同义词(即所称的“假朋友”) 

在三个国家 中存在这样一些词汇，它们在词形上完全相 

同 ，但从意义上看却存在全部或部份区别。例如“Pension”，在 

奥地利是“养老金的总称”，而在德国却是特指公职人员及官 

员的养老金 ，其余的称为“Rente”，意指“退休金”。 

在许多民族语言变种 中都存在这样 一些词汇 ，由于它们 

意义范围不同而不能等 同，它们只是意义 中的一部 份相同。 

三个国家德语中最典型的例子有“Kasten-Kiste-Schrank．” 

(1)der Kasten(der Schrank／die Bierkiste) 

奥地利 德语的 “Kasten”和德 国德语 的 “Sc ”意思 相 

同。但同时在奥地利却不用此词汇表示“啤酒箱 ”，人们买一 

箱啤酒 ，不说“einen Kasten Bier”，而是习惯说“eine Kiste Bier”。 

此时“Kiste”所表达的含义是 ：“木质容器”。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表 1。 

“Kasten-Schrank-Kiste”这 一表达方式 在三个 国家德语 之 

间的关系可作 为一个典 型例子说 明。为了能准确描述 奥地 

利德语“Kiste”的意义及使用范围 ，用 德国德语来说明非常必 

要 ，即“(Bier-)Kasten”和“(Holz-)Kiste”。反之 ，在德国德语 中 

对“Kasten”的解 释 也 要 借 助 于 “Schrank”和 奥 地 利 德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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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r-)Kiste”。 

表 1 

多义同义词的另一典型例子还有奥 地利德语 表达方式 

“B~ickerei”。此表达方式在奥地利既表示烘烤食品(如糕点 、 

蛋糕等)，同时又表示出售烘烤 食品 的商店。而在 德国德语 

中它只表达后者意思。即在德国德语 中它是部份同义词 ，在 

奥地利德语中它是多义同义词。 

(2)die Me}llspe (s04~es Backwe~) 

“Me}lls se”在奥地利表达的含义是 ，所有 由面粉 和其它 

食品配料 (如鸡 蛋)做成 的食品的总称 ，而 且大多是烘 烤食 

品 ，如糕点、蛋糕 、饼干。但在德 国德语中却没有此用法 。在 

词典 中一般对此词汇的解释为 ：Sti~speise(甜点)，而具体是 

什么却未加说明。 

(3)der Professor(Gyranasiallehrer／Universitatspmfessor) 

此表达方式在奥地利除了表达“大学 教师”之外 ，还表示 

“普通中学教师(Gymnasiallehrer)。它是奥地利 国家对 中学教 

师的一种专门称 呼。此教师具有 国家聘 任职位。在奥地利 

表 2 

中学中学生习惯称呼教师为“Frau／Herr Professor”。此意义在 

奥地利德语中得以推广使用。 

(4)der Zins(der Zins／die Miete) 

在奥地利 ，特别是在维也纳 和一些专业文献 中，除 了用 

“Miete”表示“住房房租”外 ，人们也喜欢使用 “Zim”这一 表达 

方式。另外 还有 法 律上 规定 的 词汇 “Mietzins”以及 “Miet． 

zinsvereinbarung”，在 Duden词典中 ，也在德 国南部地区和瑞 士 

较为流行使用。 

(5)die Gasse(die Gasse／die Stra雎) 

在奥地利 ，特别是在维也纳 以及奥 地利的东部地 区，此 

表达方 式 “Gasse”并 不是 表示 “小 的、狭 窄 的 街 道”，而 是 

“stra8e”的普通用法 。 

(七)词汇领域 中同义词使用的区别 

三个 国家对 同义词 的使用 在选择 和意义上存 在 区别 。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同义词组 “sehauen—sehen”。在 奥地利 德 

语中(同样也适用于德国南部地 区德语 )，人们主要使用动词 
“

sehauen”，而在德国中部和北部地区却 习惯使用“sehen”。这 

种完全可以替换 的用法只是在特定 的意义和范围 中。具体 

分析起来 ，这两个词在许多意义上并不是 同义词 ，而是在各 

自民族变种中有其特定含义。有时候 只能通过其它辅 助性 

的说明语或其它表达方法才能表达其真正含义。现以 sehen／ 

sehauen／ansehauen／ansehen ete为例说明(表 2)： 

上面未列 出所有含义 ，但 已表明 ，两个词从语义上看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义词，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同义词。 

通过上述大量例 子可 以看 出，奥地利德语 和德国德语 、 

瑞士德语在词 汇用法 上存 在明显 差别。三个 国家德语变种 

都各有其特点 。了解这一点对学 习德语具有重要作用 ，它有 

助于了解德语国家当地文化 ，促进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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