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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恰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词语

刁晏斌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

辽宁 大连 �������

�摘 要�现有的语法论著在讨论动词时
，

都不谈程度副词修饰一般动词 以及动词性词语的 问题
。
其实

，
比较细致地描

写和分析这一语法现象
，

并从历 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和说明
，

很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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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语法著作及教材在谈到程度副词或动词的

语法功能时
，

往往都会提到这样一点
�
程度副词在

与动词配合使用时
，

只能修饰心理动词或某些能愿

动词
，

而不能与此外的一般动词结合使用
。
例如

，

黄伯荣
、

廖序东主编的 《现代汉语》 中就说 � “
动

词能够前加副词
‘

不
’ ，

多数不能加程度副词
。

只

有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和一些能愿动词能够前加程

度副词
，

例如能说
‘

很怕
、

很喜欢
、

很羡慕
、

很愿

意
、

很应该 ” ，。
���

也有人持与此不完全相同的意见
，

胡裕树主编

的 《现代汉语》 中就指出 � “
程度副词主要用来修

饰形 容 词
，

有 时 也 修 饰 动 词
，

如
‘

对 他 很 了

解
’ 。 ’ ，

���由所举用例看
，

胡先生这里所说的动词
，

显然也包括心理及能愿动词以外的其他动词
。

我们

还看到程度副词修饰一般动词
，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内
，

是比较少见的
，

也正因为如此
，

一般的语法论

著才会有如以上所引黄
、

廖二人的表述
。

进人新时期以来
，

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

观
，

目前已经有较多的动词及动词性词组可以受程

度副词的修饰了
，

而我们认为
，

这也不妨看作新时

期语法发展变化的表现之一
。

我们对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词语的情况分别进

行了如下考察
。

一
、

修饰单个动词

按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后性质是否有所改变
，

“
程副 � 动

”
结构大致有以下两类

。

�
�

动词有 了形容词性
。
或者应该说是整个

“
程副 十 动

”

结构是形容词性的
。

因为动词在受了

程度副词的修饰后
，

绝大多数仍然是做谓语的
，

即

与动词的使用条件和出现环境完全相同
，

所以
，

判

定用为形容词就缺乏明确的标志
，

而我们往往也只

能根据形容词经常有与程度副词的这样的搭配而认

为该动词有了一定的形容词性
。
这样的用例最多

，

例如
�
��� 孙剑艺 《谈汉字繁简与书同文》 � “

近千

余年来
，

语言与意识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使原来

的
“
正字

”
变得越来越不

“
正

” ，

构形理性越来越

丧失
。 ”
�《语文建设通讯》 ����年 ，

总第�� 期�

按
，

表示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程度副词
“
越

来越
” ，

虽然有时可以与
“
有力

” “
有希望

”
等动宾

词组相组合
，

但就与单个词的搭配来说
，

它通常只

能修饰形容词
，

所以
，

我们认为此例中的及物动词
“
丧失

”
因为出现在这一结构中而具有了形容词性

。

以下各例大致都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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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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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 东西越来越强烈地进到 了我心里
，
而这是我以

前很抵触的
。 ”
�《�月》 ����年第 �期�� ���吕

叔湘 《短论二题》 � “
而我们现在讲文艺

，

这方面非

常忽略
。 ”
�《修辞的理论与实践》�� ���《他留下

一片温情》 � “
他怎么就这么突然去世了呢

，

这损失

实在太大 了
，

他肯定是工作太拼命了
。 ”
�《海峡》

����年第 �期�� ��� 《革命家庭》 � “
老爸对摄影

十分钻研
。 ”
�《上海文学》 ����年第 � 期�� ���

《多事之村 》 � “
意见最对立的

，

就是副村长石 小

毛
。 ”
�同上

，
����年第 �期�� ���《上海爱情故

事》 � “
怡茜还非常独立

，

我行我素
。 ”
�《广州文艺》

����年第 �期�� ���《半岛晨报》 ����一 ��一 ��
����

� “
日本这个岛国对偷渡者是非常戒备的

。 ” �

��� 《丛林故事》 � “
姑娘的蓝屁股紧绷绷 的

，

更为

爆裂
，

一副顾头不顾尾的样子
。 ”
�《花城》 ����年

第 �期�� ���� 《酒徒》 � “
他缓缓地喝着

，

吃着

菜
，

好像不是在酒席上
，
而是在家里

，

独斟独饮
，

挺享受的
。 ”
�《钟山 》 ���� 年第�期�按 ，

此例因

为
“
挺……的 ”

中间通常只能插人形容词性词语
，

如
“
挺好的

” “
挺难为情的

”
等

，

所以
，

插人这个

格式中的
“
享受

”
也应该是具有了形容词性

。

以上是
“
程副 十 动

”
做谓语的用例

，

以下则是

做其他成分的用例
�
���� 《清水里的刀子》 � “

马子

善老人突然感激 自己鼻腔的那一阵酸楚了
，

不然 自

己会很忽略地走出坟院的
。 ”
�《人民文学》 ���� 年

第 �期�� ����《智圣东方朔 》 � “
李蔡有些回避的

说
� ‘

皇上
，

我大汉立 国
，

句奴要求讲和
，

这可是

头一回啊�”
’

�第 �部 ��章�� ����同上
� “
东方

朔觉得
，

这下热 闹 了
，

于是更加嘲讽地说…… ”
�

����《逆风飞肠 》 � “
爱情是需要理解和空间的

，

太

热烈太包办的拥有会窒息爱情
。 ”
�第��� 页�

以上是用为状语的
，

以下则是用做定语的用

例
�
����《中国妇女报》 ����一 ��一 �� ����� “

最

保密的洛斯阿拉莫斯
。 ” � ���� 《谁翻乐府凄凉

曲》� “
现在年长的北京人当中

，

或许还有人能记得

����年夏末秋初的那次很轰动的名媛京剧 义演
。 ”

�《人民文学》 ����年第 �期�� ����《柏杨传》 �
“
在那里的政府见 了美国人就像老鼠见猫那样浑身

哆嗦的背景下
，

发生 了一件使人们特别喝彩和骄傲

的大事件
。 ”
�第 ���页�� ���� 《探问柏林》 � “

这

两位资本主义社会的
“
批判大师

” ，

就是在这块很

保守又很现代
，

很禁锢又很洒脱的土地上诞生 了
。 ”

�《当代》 ���� 年第�期�� ���� 《老年的事以及
其他》 � “

�这�是他表现对我最为忠诚最为迁就的

一次
。 ，，

�同上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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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几例中
“
程副 � 动

”
是做补语的

�
���� ��午

夜起舞》 � “
评语正是王建国亲笔写的

，

写得很褒奖

很肯定
。 ”
�《池莉文集》 第 �卷�� ���� ��我的农

民父亲和母亲》 � “
他很少使用农村人常常使用的粗

野之词
，

他骂得很讽刺
。 ”

�《朔方 》 ���� 年第 �

期�� ���� 《生活中的谜》 � “
�妹妹�即使在三十

岁同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光也是古板得不行
，

在路上

都是各走各的隔得很开
。 ”

�《莽原 》 ���� 年第 �

期�

以下两例
，

一个与
“
的

”
构成

“
的

”
字结构用

为主语的
�
���� 《来来往往》 � “

后院起火最遭殃的

是孩子
。 ”
�《池莉文集》 第 �卷�另一个修饰动词

的程度副词不是做状语
，

而是做补语
�
����《朱颜

在一九六六年》 � “
安保罗却泄气得很

，

一脸阴云
。 ”

�《当代》 ���� 年第 �期�

此外
，

我们见到的具有形容词性 的
“
程副 �

动
”
形式还有以下一些

�
无比怀 旧�甚是波动�有些

胆怯和猜测�一天比一天膨胀�比较膨胀漪民放手�不

是很追求漪民沉默

�
�

动词性不变
。
与上一类一样

，

我们所说的

动词性不变
，

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一种感觉
，

这样

的用例不是很多
，

例如
�
��� 《半岛晨报》 ���� 一

�� 一�� ����
� “
王洪礼称他本来也想一走了之

，

但

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对他的功绩仍十分肯定
，

表示

不希望他走
。 ”
按

，

此例中的
“
肯定

”
似乎就是动

词义
， “
对他的成绩十分肯定

”
就是

“
十分肯定他的

成绩
” ，

以下各例大致也都能这样来理解
。

����《大
连晚报》 ���� 一 �� 一 �� ����

� “
成龙一向对 自己的

妻儿十分保护
。 ”

� ��� 《警探理查逊》 � “
那天的天

气和街景都很配合
。 ”
�《钟山 》 ���� 年第 �期��

���《越活越明白��� “
后来

，

李正不太哭了
，

她总

是半夜起来去她妈的屋里
，
坐在她妈的床跟前发

呆
。 ”
�《收获》 ����年第 �期�� ��� 《本色》�

“
杨好过清楚记得母亲只把这药服用 了一天病情是

何等见好啊
。 ”
�同上�� ��� 《谁翻乐府凄凉曲》�

“
这样的女票友观众就很捧

。 ”
�《人民文学》 ����

年第 �期�� ��� 《自在飞花》 � “
他似乎有点儿思

忖了
，

说
，

这是什 么 呢�’’ �同上
，
����年第 �

期�� ��� 同上
� “

她的声音不 太拉制
，

有些发

喘
。 ” ���� 《北京人》 � “

林 百 惠又比较 自律
。 ”

�《人民文学》 ���� 年第 �� 期�
相对而言

，

这类用例中有一些动词可能比前一

小类中的动词具有更强的动作性
，

这样
，

它们也就

不太
“
像

”
是用为形容词了

，

所以
，

我们也就据此

认为它们词性不变
。

函



二
、

修饰动词性词组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词组的用例比较多
，

如果

细分
，

所修饰的动词性词组又有以下几类
。

�
�

动宾词组
。
这样的用例最多

，

例如
�
���《因

果》 �“ 德一就是太参与社会 了 ，

有些事情不像他想

象的那么简单
。 ”
�《人民文学》 ����年第 �� 期��

���《中国体育报》 ����一 ��一 �� ����� “
修车很

受伤
。 ”
按

，

����年
，

香港歌星任贤齐出了一张名

为 《很受伤》 的个人专辑 ，

此后
， “
很受伤

”
曾一

度流行
，

此处即是一例
。
� ��� 《又是中秋》� “

老

隋他太是前一个时代的产儿
，

如今他身上渐显出时

代落伍者的悲剧性来了
。 ”

�《十月》 ����年第 �

期�����《足球周报》����一 ��一 �� ����� “
外方派

来的随队翻译比较歧视中国人
。 ” � ��� 《永远有多

远》 � “
你说姥佬是不是挺见过世面�

”
�《十月》

����年第 �期�� ��� 《老海失踪》 � “
这些人太霸

道太糟塌新 闻 了
。 ”

�《中国作 家》 ���� 年第 �

期����� 《一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 自述》 � “
问题

在于太受干预
，

禁区重重
。 ”
�《黄河》 ���� 年第 �

期����� 《没这回事》 � “
那个时候的厅局级干部

有机会经常同皇上在一块儿
，

是不是那时的皇上比

较联系群众�’’ �《湖南文学》 ����年第 �期��

�’�犷�天愁��
“
你的回答太打官腔了

。 ，’�第�� 章��

����《醒也无聊》 �“ 一块儿跟着下来插队的北京干部
很维护金瑞

。 ”
�《中国作家》����年第 �期�

以上
“
程副 十 动宾词组

”
在句中都是做谓语

的
，

它们本来的意思没有任何变化
，

而以下是做其

他成分的用例
�
���� 《海外文摘》 � “

最加强戒备的

是
‘

防抢防扒
’ ，

其次是
‘

防性搔扰
’ 。 ”

����� 年

第 �期�� ����《小女》 � “
这一声喊

，

最受惊动的

是正黯然神伤的张礼荣
。 ”
�《中国作家����� 年第

�期�

以上是与
“
的

”
构成

“
的

”
字结构做判断句主

语的用例
，
以下一例则是用做定语的

�
���� 《大连

日报》 ���� 一 �� 一�� ����
� “
最出新闻的田径大战

休战一天
，

足球和田径又无战事了
。 ”

除上举用例外
，

我们见到的
“
程副 � 动宾词

组
”
形式还有以下一些 � 很当回事�更加成 了马桥

的一个天月民恭维它�颇读 了些有关 中国的书籍漪反

帮了她一个忙�最解署漪民懂得造典论�非常依赖外

婆漪民关照他�尤其钻 东方文化月卜常地知道加拿大

人都会让它们浦点儿排斤他�如此丢魂儿�更加效

忠公司�不会太责怪他们�多么打动我们�更见过世

面�比较忽略 口语或 口语体�并不太表达爱和恨�太

抽他这个人的人生底气�别太走近我�没大挑这挑那
�太过依靠老板的提携�太破例� �小说�很抓人也

很启人�太赞美我 了

�
�

动词性固定词组
。
这一类用例不太多

，

例

如
�
��� 《又是中秋》 � “

他对我说假话
，
只能有一

个动机
，

那就是遮掩他比上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更

落魄更走投无路的实情
。 ”

�《十月》 ���� 年第 �

期�按
，

此例中的
“
走投无路

”
就是一个动词性的

固定词组
，

以下几例与此相同
�
��� 《喜马拉雅

山》 � “
她在客厅里非常明 目张胆地问到我

。 ”
�《十

月》 ����年第 �期�� ��� 同上
� “
她是我所熟悉

的最惟利是图的女人
。 ” � ���张惠英译 《汉语概

说》� “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日语和汉语越来越分道

扬敏 了
。 ”
�第��页�� ��� ��荒诞的背影》� “

吃早

饭的时候
，

孩子就有些 东张西 望
、

心神不 定的
。 ”

���莽原》 ���� 年第�期�� ��� ��我的母亲》 � “
当

时最得势的
，

最出头露面的
，

也是革命性最强的
，

全是这一类人
。 ”
�《黄河》 ���� 年第 �期�

�
�

其他动词性词组
。
这样的用例似乎更少一

些
�
��� 《太阳很好》� “

我觉得我的注意力未免太

倾注在他身上
。 ”
�《钟 山 》����年第 �期�����《隐

居的时代》 � “
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

，

退居到了

这里
，

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
。 ”
�《收获》 ����年第

�期�� ���《官场事件》 � “
王有生已很忍不住了

，

也打定了主意要他李加林好看
。 ”
��，�

、

说界》 ����
年第 �期�

以上三例程度副词修饰的是动补词组
，

而以下

二例则是修饰状心词组的
�
���《国画》� “

本不该

太同他们计较的
，
只是他们还太年轻

，

就这 么 胡

来
，
不让他们吸取些教训

，

今后不得了的
。 ”
�《当

代》 ����年第 �期�� ��� 《智圣东方朔》� “
苏武

见状
，

心中暗暗想道
�
东方大人

，

看来你回来后不

要被皇上加倍当神仙看呢�
”
�第 �部 �� 章�

三
、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词语的历史考察

砌

早在古代汉语中
，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或动词性

词语的用例就时有所见
，

以下是引自杨伯峻
、

何乐

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 中的几个例子 �
���

《战国策
·

秦策一》 � “
商君治秦

，

法令至行
。 ”

—畅行无阻� ��� 《孟子
·

梁惠王上》� “
古之人所以大

过人者无他焉
，

善推其所为而 已矣
。 ”

—远远地

超过常人� ��� 《水经注
·

江水一》 � “
绝嵘多生怪

柏
，

悬泉瀑布
，
飞 漱其 间

，

清荣峻茂
，

良多趣

味
。 ”

—有许多趣味
。
� ��� 《后汉书

·

五行志》
五引 《风俗通》 � “

龙从兄阳求腊钱
，

龙假取频数
，

·

语言文化
·



颇厌患之
。 ”

—很是厌烦
，

当成祸患
。

近代汉语 中
，

也有一些类似 的用例
。

例如
，

��� 《乙卯人国奏请》 � “
北朝甚有照证文字

，

但侍

读不肯商量
，

更不敢奉呈
。 ”

� ��� 《王俊首岳候
状》 � “

若太尉动人马
，

朝廷必疑
，

岳相公越被罪

也
。 ”

� ���《卖油郎独占花魁》 � “
美娘想起夜来之

事
，

忧忧惚惚
，
不甚记得真了

，

便道
� “ ‘

我夜来好

醉�
’

秦重道
� ‘

也不甚醉
。 ” ’

�话本�� ��� 《转运
汉巧遇洞庭红》 � “

他亦 自恃才能
，

不十分去营求生

产
，
坐吃山空

。 ”
�话本�

到了清末民初
，

程度副词
“
很 �狠�

”
使用的

范围很广
，

其中主要就是用于修饰动词或动词性词

语
，

比如 《官场现形记》 中的几个用例 �
��� 第 �

回 � “
这几天里

，

抚院很认得 了几个外 国人
。 ”

�

����第 �� 回
� “
甚么淮军

、

湘军
，

却也很立下功

劳
。 ”

� ���� 第 �� 回
� “

旁边的人狠有几个受伤

的
。 ”
再如

，

其他书中的用例
�
���� 《二十年 目睹

之怪现状》 � “
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

，

很很的遇过几

次阴险奸恶的谋害
。 ”
�楔子�类似的用例在早期现

代汉语中依然比较多见
，

例如
�
���� 鲁迅 《孤独

者》 � “
我很劝慰 了一番

。 ” � ����利民 《三天劳工
底 自述》 � “

我在那时候
，
虽然年纪不大

，

然而这念

书是一桩好事我很听人说过
。 ”

� ���� 语堂 《子见
南子》� “

那么
，

夫人很当权了
。 ”

� ���� 老舍 《骆
驼祥子》 � “

�曹先生�很受了维廉
·

莫利 同和一点儿

影响
。 ”
�第 �章�

“
很

”
以外的其他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或动词性

词语的用例也时能见到
，

例如
�
����高世华 《沉

自己的船》 � “
烧火的阿二—是最开玩笑的—悄

悄浮到余哥后面
。 ”

� ���� 瞿秋白 《 “
矛盾

”
的继

续》 � “
他老婆又在说那件旗袍是太穿不 出去 了

。 ”
�

����柔石 《二月》� “
这几天太奔波 了

。 ”
�第��

章��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 》 �
“
欧美派大资产阶级 �顽 固派�虽然尚留在杭 日营

垒内
，

也是非常动摇
。 ” � ����老舍 《柳家大院》 �

“
可是我这间屋子下雨还不十分漏

。 ”

为什么会有较多的程度副词可以修饰形容词
、

心理动词和能愿动词以外的其他动词性词语�我们

认为
，

并非只有形容词
、

心理动词和能愿动词才含

有
“ � 程度

”
这一语义特征

，

具有这一语义特征的

词语范围要比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更广一些
。

所以
，

我们或许应该从语义语法范畴的角度
，

闭来重新审

视程度以及程度副词的使用
。

另外
，

程度副词的使

用范围还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
，

而总的趋势似乎

是不断扩大的
，

所以
，

我们今天看到的上述用例才

越来越多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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