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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形容词除了常见的陈述用法外�还有指称用法。从现代汉语史的视角来考察形容词的指称用法在现
代汉语各阶段中的使用和变化情况�在当今使用中�其具有以下三个比较显明的特点：1．直接引用的较多；2．某些
形容词的指称形式高频使用�经常用于构成一些固定或半固定的形式；3．某些否定性偏正词组用于指称。指称性
形容词的大量使用主要是受外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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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指称（reference）本为哲理语言学和语义学
术语�指与语言中一个词语相联系的外界的一个实
体（事物、事态等）。［1］（P301）在语法研究中�指称与陈述
相对�指被命名的事物�也就是用词语表示的概括对
象�［2］（P83）指称用法就是某些词语表示事物或对象�而
不是陈述事件或性状的用法。

提到动词和形容词�人们总是把它们与陈述功
能联系在一起�然而�有时动词和形容词在句子中并
不是用于陈述�而是用于指称�也就是说�有相当一
部分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有指称性。本师马庆株先
生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入的讨论。［3］（P70－84）本文就以形
容词的指称用法为对象来展开论述。

指称用法的形容词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最有史
的内涵的�就是类似于“活用”为名词这样的形式或
用法。形容词用为指称性成分是有标记的�最主要
的标记就是居于体词通常所处的句法位置�即做主
语或宾语�而同时还经常带一些一般不用于陈述义
形容词的修饰限定语。

早在1992年�笔者提出了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
展进行研究的问题�［4］后来�又把这一研究升华、概
括为“现代汉语史”。简单地说�现代汉语史就是以

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

代汉语的一个分支学科。笔者把现代汉语划分为三
个发展阶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1978年“文革”结束、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5］

以现代汉语史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形容词的指

称用法�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史的内涵的用法�
值得深入仔细地探究。

古代汉语中�许多形容词经常用于指称�这样的
用法通常被表述为形容词活用为名词�而研究现代
汉语语法的不少人也有类似的认识和看法。

古代汉语的用例如：
（1）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为彝器。（《左传·

襄公十九年》）
（2）战而败�贤良尽死。（《吕氏春秋·似顺》）
（3）（商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

曳缟。（《汉书·食货志》）
近代汉语中�类似的用法比较少见�但是也不是

没有�例如：
（4）诚只是诚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别

有一个诚�别有一个敬也。（《河南程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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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且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实以国家安危存
亡所系�又肯从诸公教语�不对以实�致误军国大事
乎？（《茅斋自叙》）
（6）鲜血满身边�骨伤肉擦�如猛虎牙爪�潜伏挫

折了慷慨。（《刘知远诸宫调》）
现代汉语中�与其他很多现象一样�形容词的指

称用法在不同阶段也经历了一个“多－少－多”的发
展变化过程。

在第一阶段�形容词的指称用法处于一个“多”的
时期�许多形容词或独立、或与其他成分配合使用�在
句子中做主语及宾语等�表示指称的意义�例如：
（7）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化的现象。

（瞿秋白《关于女人》）
（8）那是当然的�命运的偃蹇与亨通�于我们的

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许地山《缀网劳蛛》）
（9）夜的世界才是我们的世界�白昼的虚伪、诱

惑、堕落、残忍�均已消灭。（陈炜谟《狼诜将军》）
（10）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是没有的�原来的

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鲁迅
《孤独者》）
（11）（他）心里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了下来。（鲁迅

《弟兄》）
以上是做主语的例子�以下是做宾语的用例：
（12）全岛在忙碌中�现出活动与快乐。（杨振声

《报复》）
（13）他本来是一个爱高尚爱洁净的人。（郁达夫

《沉沦》）
（14）（长明灯）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

暗。（鲁迅《长明灯》）
（15）甲板是随处可以看到湿润、平静。（萧军《货

船》）
（16）世界是一个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周

作人译《霭里斯感想录抄》）
除了做动词的宾语外�有一些形容词还可以做

介词的宾语�或者是套在介词结构中�例如：
（17）几个他们的同伴�从远远走过来了。（庐隐

《两个小学生》）
（18）这船从黑 中荡来。（鲁迅《阿 Q正传》）
（19）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

地寂静和空虚。（鲁迅《伤逝》）
本阶段中�形容词的指称用法非常多�比如仅蒋

光慈的《鸭绿江上》就有以下一些用例：
（20）（我）爱与他亲近－－－就仿佛他的几分女性

能给我一些愉快似的。
（21）此时我心中顿觉有无限的难过。
（22）我虽有无涯际的悲哀�但我还抱着热烈的

希望。
（23）希望是应当的�但悲哀似乎宜于减少些。
（24）她的美丽�唉！我简直形容不出来－－－是

啊�我也不应当拿一些俗字眼来形容她那仙人般的
美丽！

第二阶段是一个“少”的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从上引用例中选取了10个比较常用的形容词�
即“虚伪、坏、紧张、快乐、高尚、洁净、昏暗、湿润、平
静、单调”�在本阶段包含多种文体的约360万字语
料库中进行检索�其中“坏、高尚、洁净、昏暗、湿润、
单调”等6个词没有指称的用例。其他几个�虽然有
用例�但是出现的频率并不高�比如“紧张”�共有
344个用例�其中只有3例指称的用法；“虚伪”有28
个�只有1个用于指称。

第三阶段形容词的指称用法相当普遍�其具体
表现：一是可以用于指称的形容词相当多�二是使用
频率比较高。以下是前一阶段语料库中不见指称用
例的6个词在本阶段的指称用例：
（25）小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和小满诉

说着小水的好、小水的坏、小水的一切。（新浪星座�
2004－06－03）

（26）在这位交警的高尚面前�李湘似乎要矮那
么一截。（《深圳晚报》�2004－06－09）
（27）蜀山区和井岗镇人大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多次前往现场察看�研究解决路面垃圾的清除和管
理问题�给人大代表以交待�还居民以洁净。（《江淮
晨报》�2004－03－20）
（28）但我知道�她的眼前出现了拂不去的昏暗。

（毕淑敏《佑护灾难中的孩子》）
（29）让一个孩子看到我眼底的湿润没有让我感

到任何尴尬。（新浪文化�2004－03－12）
（30）边远山区孤独破败的教堂以及真实的农村

生活�还有孤独以及单调。（师永刚《解密凤凰》）
以下是见于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部分用例：
（31）桔子的诗情感热烈�执著地追求美好。

（2000－04－28）
（32）它的梦想记忆�它的沉着厚重和逸兴遄飞�

以及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的从容与优雅。（2003－
08－31）

（33）在这个异常炎热漫长的夏日�为渴望精品

87　第2期　　　　　　　　　　　刁晏斌：形容词的指称用法及其发展



的观众带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清凉。（2003－09－09）
（34）法国�是一个拥有浪漫、充满感性且不乏物

质享受的国家。（2004－03－18）
（35）消除孩子对性的神秘感�把孩子的好奇引

入到科学领域�才能使孩子从小就养成健康的心理。
（2004－05－13）

（36）把它放在案边�可以天天观赏它的美丽�从
中获取创作的灵感。（2004－05－22）
（37）郑州日产为何能博得领先优势�并且能在

变化的市场中续写辉煌？（2004－06－11）
我们看到的用于指称的形容词还有以下一些：丰

满、激动、暴戾、灿烂、沉重、清静、辛酸、真实、欢快、激
动、胆怯、善良、安宁、乏味、典雅、清新、苍老、坦荡、发
达、先进、快乐、透明、蔚蓝、凶残、忧郁、凄楚、温馨、
脏、冷静、沉着、迅捷、冰冷、优异、和谐、鲜活、傲慢、新
鲜、神圣、温柔、缠绵、雄伟、刚毅、甜蜜、甜美、完美、漂
亮、亮堂、空旷、苍凉、虚弱、独特、喧嚣、明亮、坚硬、生
动、辽远、凄惨、肃穆、平静、残忍、潇洒、优美、枯涩、苦
闷、亮丽、明亮、乖戾、繁荣、殷勤、悠远、凝重、妩媚、润
滑、诙谐、润泽、古老、安静［6］（P122－126）

本阶段形容词的指称用法有以下三个比较显明

的特点：
一是直接使用的比较多�所谓直接使用�就是不

借助于任何修饰限定成分而直接做句子成分�前举
用例如“追求美好、拥有浪漫、续写辉煌”等均为此
类�这种情况在第一阶段能够见到一些�而在第二阶
段很少见到。类似的用例再如：
（38）对卓越的投资？卓越是什么？能有多少回

报？（《当代归国留学生》�《人民文学》1998年第10期）

（39）（作品中）外国驻华人员的心情写得十分细
腻�许多我们习惯的东西被当新鲜揭发了。（《中国妇
女报》1999年第1期29页）
（40）软弱铺天盖地突然狂奔而来�把她打倒在

枕头上。（《无事生非》�《安徽文学》2003年第12期）
（41）他的眼神有过特别吗？他的动作有过特别

吗？（《远方的现实》�《清明》2003年第6期）
二是某些形容词的指称形式高频使用�经常用

于构成一些固定或半固定的形式�如“再创/造辉
煌”、“创造美丽”、“感受真诚”、“缺乏诚信”等。

三是某些否定性偏正词组用于指称�例如：
（42）（他）却也时时感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

和谐。（《当代归国留学生》�《人民文学》1998年第10期）
（按�此例中“不和谐”就是以一个独立的单位表示指称

的。）
（43）这些财物已经不再是出于正常的关系、感

情、感谢等原因�这个“不正常”的背后�就是职务犯
罪。（《环球》2004－06－10）
（44）但是聪明美丽的梅花将注定一生不会平

静�或者说�是她自己选择了不平静。（徐小斌《羽蛇》）
我们认为�指称性形容词在进入现代汉语阶段

后开始大量使用�与动词的指称用法以及较多的名
词用作状语一样�仍然主要是受了外语的影响�即汉
语只能以一个词形来对应外语中同一词根的不同词

形（如英语“疯狂”便有以下动、形、名三种词性的三
个词形：craze、crazy、craziness）�而这样的形式在客观
上也扩大了形容词的使用和表义范围�所以才日渐
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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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ries to analyze what approaches can be applied to translate the modal particles in Chinese classic works into English．These
are mainly the following：the application of English intonation�English part of speeches�English tenses and aspects�relative En-
glish sentential patterns or the change of sentence sequence and omission．
Key Words：modal particle；translation into English；pragmatic；classic works

　（上接第88页）

The Usage and Development of Adjective as Reference
DIAO Yan-bin

（Colla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116029�China）

Abstract：Adjectives are also used as reference besides its narrative function．This thesis reviews the us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d-
jectives as reference in Modern Chinese�and analyzes its thre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nowadays use：1．being dircetly use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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