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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对张谊生所著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 进行了评述
，

主要谈 了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

研究内容出新
、

研究方法出新
、

具有史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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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谊生的专著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学林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

以下简称 《研究��� 是一部以

现代汉语中一类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

现代汉语副词是非常复杂的一类词
，

它的个性大于共性
，

多

年来
，

人们对它的研究
，

大致都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

一是对一些具体副词的意义
、

功能及用法等进行描

写和归纳
，

这就是所谓的微观分析
�
另一方面就是从性质

、

范围
、

分类到功能
、

意义和特点等各个方面

对副词进行总体的探讨
，

这就是所谓的宏观研究了
。

两方面相比较
，

宏观的研究相对滞后
，

还有许多带

根本性的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
，

而这一点
，

恐怕正是 《研究》 一书所以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

本书共分 �篇
，

第一篇是
“
性质和类别

” ，

主要讨论了副词的性质
、

范围和分类
，

以及作者对副词所

作的三分
，

即描摹性副词
、

评注性副词和限制性副词相互间的区别
，

最后对具有多项功能的
“
才

”
进行

了综合的研究
�

第二篇是
“
结构与关系

” ，

讨论了副词充当补语
、

修饰名词
、

重叠形式以及连用的类别和

共现时的顺序等
�
第三篇是

“
否定与连接

” ，

主要讨论了副词的预设否定功能和篇章连接功能
�
第四篇是

“
生成与变化

” ，

主要是结合具体的副词如
“
难免

” “
永远

”
等讨论了副词的生成

、

虚化以及发展与变化

等
。

这样的内容安排
，

与先总述
，

然后就程度副词
、

时间副词……进行分述的作法大相径庭
，

并且使宏

观的探索和微观的分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

本书具体研究和阐述的内容
，

往往不有于成见
，

时能另出新意
。

比如
，

人们在谈到副词的句法功能

时
，

通常都认为副词只能充当状语
，

而本书作者则指出
，

这种说法同语言事实并不相符
。

在第二篇第一

章中
，

就讨论了充当补语的程度副词
，

把它们分为兼职充当补语的可补副词 �如
“
很

、

无比
”
等�和专

职充当补语的唯补副词 �如
“
透

、

透顶
”
等�

，

又从结构方式上把由程度副词充当补语的述补结构分为组

合式 �使用结构标记
“
得

”
者�和粘合式 �不用标记而直接组合者�两种

，

还从表义功能
、

评价色彩和

语义情态这样的语用的角度论述了副词充当补语的表义特征
，

最后
，

由前边的论述和分析引发开来
，

又

谈到了副词的历时发展变化问题
、

人们不愿承认部分副词可以充当状语的两点原因以及对此应持的态度
。

再比如第二篇第二章讨论副词的超常搭配功能—修饰名词
，

首先就指出
，

副词之所以能够修饰名

词
，

其深层的原因和制约因素主要在于那些被修饰的名词具有了特殊的语义基础
，

或者是发生了功能转

化
，

而接下来就从名词的顺序义
、

类别义
、

量度义
、

动核化和性状化等五个方面阐释了各类副名结构之

所以可以组合的原因
。

本书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

这就是结合具体问题的研究
，

多方面
、

多角度地总结了副词研究的

方法论问题
�

以下我们略举几例
�

“
毫无疑义

，

副词研究在对副词所处的各种格式和所表的各种语义进行详尽细致描写的同时
，

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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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尽可能地进行归纳和概括
，

在把握副词的基本功用的基础上
，

归纳出副词的基本义—高层次的

语法意义—同派生义的内在联系
。

副词的基本义一旦被确定
，

就可以对该副词纷繁的义项和用法起到

提纲掣领的作用
，

从而使各义项能够互相贯通
，

脉络清晰
。 ”
����页�

，’�关于预设否定副词
‘

白
、

干
’

等�这里想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

无论是分析用法还是辨析异同
，

对

于这些语义比较空灵
、

用法复杂多样的预设否定副词
，
一般意义上的结构关系分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

而适当地运用语义指向和语义特征分析法
，

引人
‘

预设
’ 、 ‘

隐含
’ 、 ‘

焦点
’ 、 ‘

暗示
’

等语用概念显然是

很有必要的…… ”
���� 页�

《研究》 一书突出了史的观念
，

强调动态的研究
�

第一
，

对于某一副词或其某一用法
，

经常考察其在古代汉语
，

特别是近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
，

从而

明其源流
。

比如 ��� 页举古代汉语
、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例子分析和说明了副词重叠形式形成的三个

阶段
，

等等
。

第二
，

关注当代汉语的发展与变化
。

书中经常有
“
当代

”
字样

，

并且列举了不少最近的用例
，

另外

还多次阐明了自己对某些新语法现象的看法和态度
。

比如
，

在 ��� 页中谈到
� “
从语言规范看

，

这种搭配

方式 �按指
“
很传统

、

特知音
”
这样的形式�同前几种副名结构不同

，

出现时间不长
，

尚处在探索
、

发

展的过程中
· ·

… 我们觉得
，

语言总是要发展的
，

判断一种语言现象规范与否
，

不宜简单从事
，

而是应该

接受实践的检验
。 ”

第三
，

书中指出许多副词及其某些用法等仍然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

并且从发展的角度
、

用

发展的观点解释了某些副词用法的差异和参互
。

比如 ��� 页中就指出
，

副词的三大类划分以及它们之间

的差异
， “
其实就是各种历时的虚化差别在共时平面上的反映

” ，

而类似的论述在书中还能见到很多
。

当然
，
一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

比如作者在某些用例
，

特别是古代和近代用例的选择与说明方

面
，

似乎就有可议之处
。

例如 ���页所举 《元史
·

世祖纪九》 中的例句
� “
沪州管军总管李从

，

坐受军士

贿
，

纵其私还
，

致万户爪难等为贼所杀
，

伏诛
。 ”
按

，

作者认为此例中的
“
坐

”
义同

“
徒

、

白
” ，

恐非其

实
。

此外
，

书中有的叙述
，

前后失去照应
，

因而显得重复哆嗦
。

比如
，
��� 页谈到

“
才

�”
可以用于多种

句式
，

强调一系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申辨性语气
，

下边列出了三种
，

即反驳对方
，

深化程度
，

加强否

定
，

另外
，

在凝固格式
“
不……才怪

”

中也可以用来加强推断
。

��� 页中又谈到
� “ ‘

才
�’

可以表达一系

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语气
，

主要是四种
” ，

接下来
，

又把上述四点重复了一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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