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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里列举了现代汉语几个主要的词类用法在当代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面对汉语的这一当代变迁�对外
汉语教师肯定会遇到的两个问题�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四个入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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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of some main parts of speech in modem Chinese in the present age and indicates two
problems that teachers who teach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must meet facing the changing�and the four points of solving interrela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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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也有不少人称为当
代汉语）发生了多方面的、明显的变化�这一情况�对
对外汉语的教学和研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该
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

以下�就有关的问题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先来简单地看一下现代汉语在当代发生了

哪些主要的变化。
最能代表汉语的当代变迁的�是语法方面的发

展变化�所以�我们就以语法为例�来谈这一问题。
绝大多数的新语法现象都与某一词类的词的变

性使用或超范围使用相关 �所以我们主要以词类为
纲�对比较常见的新语法现象举例说明。（本文例句
主要选自于《当代》、《收获》、《十月》、《中国作家》等
刊物中的作品。）

1．动词
（1）不及物动词扩大使用范围
即原本不能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使用�

例如：

1）女人和老木厮守了半年天鹅湖。
2）不准顶撞用户�不准吆喝用户。
（2）动宾词组扩大使用范围
即动宾词组带上了宾语�例如：
3）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

小说》。
4）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3）用同名词
即动词和动词性词组与一般的名词一样�在句

子中做主语、宾语等。
5）这天我在家的活计就是撕相片和整理仇恨。
6）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

历史。
2．名词
（1）做状语
7）孙孝成从四海的伤腿上揭下了第五帖龙凤

膏�清水洗过伤腿又贴上了第六帖。
8）霜打过的五花草�草杆硬�一趟打过去�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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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了�腰里摸出磨石当几下。
（2）用同形容词
这种形式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系

列的讨论�例如：
9）他是非常细节、事事上手的人。
10）（她）眼神僵在场地中央做沉思状�很知识女

性的样子。
（3）做补语
即处所名词（含地名、国名等）不借助介词而直

接做处所补语。例如：
11）宋朝末年出生福建蒲田的林默娘�“生而神

异�有殊相……”
12）著名诗人李季及夫人李小为那时很可能正

挂职玉门。
3．形容词
（1）带宾语
形容词带宾语的用例以前也有一些�如“宽大俘

虏”“疏远他”等�但新时期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形
十宾”形式。例如：

13）她多么渴望有一个男人来亲热她。
14）女子的身边便多了把水壶�身旁还常放着几

个鲜着绿叶的桃子。
（2）用同名词
即像名词一样做宾语、主语等�例如：
15）现在我们还有那么多问题�还有很多丑陋�

但不管怎么说�是在向前走。
16）那些灰黄色的人脸被映出了一种深远的明

亮�一种朦朦胧胧的坚硬�那坚硬�绷出了一种鲜艳
而又冷然的生动�那生动里似乎聚集着一股巨大的
力量。

（3）重叠
与形容词重叠形式相关的新现象有二�一是可

重叠的形容词数量大增�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叠
形式；二是以前通常只能重叠使用的形式现在也不
那么严格了。前者不须举例�后者的例子如：

17）一股无名的乱糟在四海心中久久不肯散去。
18）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我十分怜惜它�我暗自

决定�要好好地消受这份空荡。
4．副词
（1）程度副词修饰动词
按程度副词使用的规则�它通常不能修饰形容

词和心理动词以外的其他动词�但时下这样的用例
也时能见到�例如：

19）书面语对口语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不
能同口语过于脱节。

20）听见母亲哭�决心更动摇�才明白我其实一
点儿也不想走。

（2）程度副词修饰名词
这是前边提到的名词用同形容词的最典型的格

式�例如：
21）西方人更科学�东方人更情感。
22）汉莎啤酒�很德国�很德国（德国汉莎啤酒广

告词）
（3）其他副词修饰名词
程度副词以外的其他副词也有一些可以修饰名

词�目前用得很多的如“永远”（如“永远的王洛宾”）、
“完全”（如“完全名单”）等�其他的用例再如：

23）到维也纳中央墓地去参谒音乐家是埋在心
中一直的愿望。

24）这位曾经的刘总摇摇手�假笑着�没说什么�
倒背着手走了。

5．其他
除上述各种现象外�词类方面的发展变化还有

一些�以下再列举若干用例。
（1）人称代词带修饰语
25）走进平凡的我�创造非凡的你。
26）直到今天�呆在韶关监狱里�要度过漫长刑

期的她还是说喜欢广州。
（2）词缀“们”扩大使用范围
即“们”用于人以外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物。
27）如果不是她竭力克制�想法们一定会从她嘴

巴里脱口而出。
28）（他们）把所有的草都拔干净�前脚拔了后脚

跟着长出来�草们配合着革命者不断地生长�来折磨
反革命者。

（3）结构助词“的”扩大使用范围
即“的”部分地取代了“地”（很多）和“得”（相对

少一些）。例如：
29）当他们一个个严肃的、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视

机前时……
30）你可以去长安之郊�看看你的学生�太子于

单。听说他最近病的不轻呢！
词类以外�其他新语法现象还有不少�如超常的

搭配形式�句子成分间语义关系的拓展�对传统“规
范”有所突破的句子形式�等等。

面对上述各种新的语法现象�对外汉语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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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很容易遇到以下两个问题：
1．新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问题
上述各种现象�几乎都是各种传统的“规范”中

所没有的（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各类语法书中差不多
都没有谈到类似的现象）�而汉语教学�当然应该教
授规范的内容。如此说来�上述现象就应该排除在
对外汉语教学之外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人们对规范的认识�比以前大大地加深了�比
如�对语言是发展的�所以规范也应当是发展的这一
点�就达成了共识。既然如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就不可能完全避开汉语的当代变迁这一问题了。

2．如何认识和分析新语言现象
比如新词语�它们的准确含义和使用范围；新语

法现象�它们与传统的形式或用法区别何在�本身有
哪些特点�使用上有哪些条件和限制�怎样对它们进
行“定性”的分析�等等�都非常值得探究�否则的话�
对这些都茫茫然�那么自己在遇到这些问题或学生
问到这些问题时�就很难做到胸有成竹�或者是给学
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
与汉语的当代变迁相关的问题呢？我们认为�作为
一名教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知其然
即作为一名语言教师�不能无视汉语的当代变

迁�相反�应该密切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变化的
语言事实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并且�对汉语当
代变迁的了解和把握不应该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或

很浅的层次�而应该尽可能地全面和深入。
（2）知其所以然
首先�应该从语言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高

度来认识汉语的当代变迁；然后�当面对某一或某些
具体的语言变化现象时�应该明了它们与传统的现
象相比�到底发生了哪些或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变化�等等。

（3）既不强调�也不回避
不强调是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没有必要花很

多的时间去详细地介绍和说明与汉语的当代变迁有

关的问题�因为这种性质的教学�毕竟要更多地考虑
到语言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等�而新语言现象无疑具
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回避则是指当授
课中遇到或学生问到相关的问题时�应该作出理性
和客观的回答�以使学生尽可能地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

（4）明其具有不可类推性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对外汉语的教学对

象是汉语水平普遍不高�甚至还比较低的外国人�他
们学习汉语�往往容易类推�而这种类推经常是不正
确的。比如�看到了“挑战自我”、“服务社会”后�就
有可能类推出“照相我”、“理发他”等。所以�教师一
定要对学生讲清楚�许多新的语言现象是不具有类
推性的�因此不可以类推使用。

〔责任编辑：贾世传〕

－ 75 －

刁晏斌：　汉语的当代变迁与对外汉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