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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语法化论略
∗

刁晏斌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摘　要：语法化是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当代汉语中也有语法化的现象。本文讨论以下几种语法化
现象：从实词到虚词�从词组到词�从词到词缀或类词缀�从词缀到词尾。此外�我们还谈了对当代汉语语法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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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1］。
语法化属于历史语法学的研究范围�所以�一提语法化�人们通常总会有一种久远的历史感�似乎总是把

语法化与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研究者们差不多也都是这样做的。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法化既然是词由词汇单位到语法单位的发展变化过程或现象�或者说�是语

言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就应当存在于汉语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不仅存在于古代汉语或近代
汉语之中�同样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以至于当代汉语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汉语语法化。

所以�研究现代汉语乃至于当代汉语语法�同样也要注意语法化的问题�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语法化。在
研究中�既可以把某些词语或形式的语法化问题纳入考察的研究范围�作为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也可以把语
法化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角度或一个方面�或者是用语法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对某些语法现象及其
发展变化进行说明和解释。

本文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化现象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归纳。
当代汉语中语法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实词到虚词
实词虚化是汉语语法化的最主要内容�因此也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主要内容�我们能够看到的现代汉

语语法化现象�仍以此类为最多。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2］中有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述�例如：
现代汉语副词实际上仍然处在由实向虚转变的过程中�从发展和变化的角度看�副词的范围永远是相对

的。（16页）
有相当一些词正处在由动词向介词转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有的开始不久�正在分化之中�有的早已开

始�至今尚未完成�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动介兼类词……（94页）
此外还有十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唯补准副词：要命、要死、不行、不成、邪乎、邪行、吓人、够呛、可以、不得

了、了不得。……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准副词在近代也已露出了虚化的端倪。”（173页）
马庆株先生在《含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3］一文中�讨论了程度补语“—得厉害”、“厉害”由形容词到表示

程度的补语�这无疑是一种虚化�但是�马先生指出�它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虚化�因此有时可以前加否定副词
和程度副词�甚至偶尔还可以带补语�如“堵得不厉害”“堵得挺厉害”“弓得厉害极了”等。由此�我们也可以
得出结论�“厉害”也是一个正在虚化的词�也就是说�“厉害”的语法化过程仍然在进行中。

（二）　从词组到词
有人认为�语法化还应当包括大单位变为小单位�即临时组合起来的词组变为词�还包括不是语法单位

的语音片断变为语法单位［4］。此处�我们先讨论前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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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芳的《从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字的分布看其语法化倾向》［5］一文中指出�北京话中�“他是一
老实人”“你给我再讲一故事”这样阳平的“一”用得很多�它虽然是数量词组“一个”的省略�但是二者的功能
已经不完全相同�分布也有所不同。作者认为�阳平“一”已经淡化了数量含义�凡是强调数量含义的地方�它
都不能使用�它总是出现在不定名词短语前�因而与定指的代词、起限定作用的形容词短语不相容。最终的
结论是阳平“一”“正在由数量词向不定冠词虚化”“正处在语法化的进程之中”。

阳平“一”的发展�正是当代汉语中正在进行的语法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不是语法单位的语音片断变为语法单位�就是指没有直接组合关系的实词和虚词合成一个派生词�

马庆株先生称之为“韵律词变成了语法词” ［6］。马先生举的例子是“等于、便于、忠于、否则、或则、然则、实则、
再则、给以、加以、予以”�并作了以下的解释：“‘于’‘则’‘以’的使用频率很高�又是虚词�总是读作轻声�经常
和前面的‘等’等动词形成一个节拍即一个韵律词�久而久之�‘等于’等韵律词就变成了语法词。”

当然�“等于”等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语法化形式�至于未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相同的语法化形式�张谊生有
以下的说明：“由‘动补’而‘动宾’是一种正在虚化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各词进化程度又参差不齐�其实�比起
已完成虚化过程的‘X 于’如‘敢于’‘勇于’来�这些‘X 介’（如‘躺在、来自、走向’）的虚化进程还只是刚刚开
始。” ［7］

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邢氏称之为“介词的粘附化”�所谓粘附化�“指出现
在动词后边的介词往前粘附于动词。” ［8］邢氏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在动介之后用了“了”�如“送给了他、扑向了
敌人、落在了我的头上”�并且还指出�“V 在了＋宾”的说法“近年越来越多了起来”。

我们可以认为�介词的粘附化�也就是由非词到词语法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语法化。
（三）　从词到词缀或类词缀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许多人都谈到过这一情况［9］。当代汉语中�新的词缀或类词缀为数众多�有许多

新词语都是用它们造成的。例如：
热：《渴望》热、开发区热、下海热、经商热、考研热、托福热、旅游热
族：追星族、打工族、红唇族、银发族、工薪族、上班族、电脑族
度：知名度、信誉度、可信度、可靠度、能见度、新鲜度、依赖度
风：路风、会风、站风、行风、说情风、假冒风、官风、党风
大：大科学、大流通、大环境、大经济、大卫生、大气候、大教育、大社会
软：软包装、软科学、软技术、软专家、软环境、软着陆
类似的还有“感、户、坛、星、型、制、工程”等�或者意义已经比较“虚”�接近于词缀�或者是意义还比较实�

更像是一个类词缀�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仍处在发展中�仍然不断地有由它们
构成的新词语出现�也就是说�仍然在语法化的进程中。

（四） 　从词缀到词尾
这里所说的词缀�指的是表示复数的“们”�而词尾则是指类似英语中表示复数的“S”这样的语法单位。
周有斌《浅析“指物名词后边加‘们’为拟人用法”这一说法》［10］中�引用了名词短语生命度的概念�认为

“们”的适用性受名词生命度的制约�即高生命度的名词性短语更容易与“们”组合。名词性短语按其生命度
的高低可以排列为：人称代词—指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无生命名词。以前所见�通常都是人称代
词和指人名词与“们”组合�如“我们、人们、同志们、小燕子们”等�偶有动物名词与“们”组合�大致都被认为是
拟人的用法�如“小鸟们”等。

进入新时期以来�“们”的使用范围扩大�不仅常用于与动物名词的组合�而且还可以用于与植物名词的
组合�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与无生命名词配合使用的例子�例如：

健壮的柞蚕们根本不用笸箩�直接爬在树上�在树叶上翻上翻下地吃着。（《第二十幕》下部341页）
树叶、庄稼、野草、昆虫、小花们的生长声�和熟睡的婴娃们的呼吸一道�在村街上飘来荡去。（《日光流

年》五十六章）
插在沟坡上的红旗们在风里呼啦啦摆动着。（《越活越明白》�《收获》99．2）
也就是说�随着与“们”组合的词语生命度的降低�“们”的意义和用法更虚了�由词缀而更像是一个单纯

表示复数的、与英语中的复数词尾“S”相类的一个语法单位了。
在语法化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术语�这就是单向性�是说语法化只能循着由实到虚�或由较虚到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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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路向前发展�而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由虚到实�或由更虚到比较虚。但是�有没有任何例外的
情况？也就是说�有没有反方向的语法化？在当代汉语中�有的现象似乎可以这样来看待。

比如�很多人把副词划入虚词�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不少副词用为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的句子�这
就不妨看成是一种反方向的语法化现象。比如“永远”�“为了永远的告别”（《中国人口报》99．11．8）之类的用
法就相当多�此外还有以下的用法：

好的寓言是永远的。（《动物寓言》�《当代》99．2）
一切依然好像发生在昨天�一切其实已经成了永远。（《那个年代中的我们》338页）
如果说“永远”的意义还比较“实”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两个意义“虚”得多的“曾经”的用例：
这位曾经的刘总摇摇手�微笑着没说什么�倒背着手走了。（《人事》�《湖南文学》99．6）
那一刻最为担心的�就是她把我曾经的假设都看清楚了。（《抚摸与拼接》�《黄河》99．3）
与此类似的还有“完全”�如“完全手册”“完全名单”等。
对于当代汉语的语法化�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以上各类语法化现象�有的始于近代汉语中�有的则始于现代汉语甚至于当代汉语中�它们都是尚

未完成的语法化�也就是说�是正在进行的语法化；
第二�与人们一般所讨论的各类语法化现象不同�对上述各类语法化现象�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结果会怎

样�不知道它们是最终完成语法化�还是停止在中途的某一点上�或者是其语法化进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直持续下去；

第三�对于历史上的语法化的研究�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语料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有时会导致某
些结论可靠性的降低�这种“历史的局限”有时是很难避免的。研究当代正在进行的语法化�上述局限有的已
不再明显�有的可能不复存在�因为这是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而研究者是身处其中的�这样�
研究起来自然就有诸多便利�有很多因素更易于把握；

第四�有了当代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语法化研究才称得上对整个汉语发展的历史有了“全程扫描”�这样
才称得上全面�而对当代语法化的研究�更可以为“传统的”语法化研究补充新的内容�并有可能形成某些新
的认识�比如语法化的定义、内容、相关的影响因素、一般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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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O Yan—b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Liaoning�116029）

Abstract：Grammaticalization is a kind of general phenomen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anguage�and
it also can be foun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involves the following
several respects：from notional word to function word�from phrase to word�from word to the
affix or quasi affix�from affix to termination．The paper also deals with some cognitions on con-
temporary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finally．

Key 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grammaticalization；lingu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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