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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起点如果从 %&%& 年的%五四&运动

算起$已经有近 &" 年的时间了$在这不算长可也不

算太短的时间内$现代汉语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多方

面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现

代汉语史&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新的

分支学科来加以研究’ 我们把现代汉语史划分为以

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至今’)%*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研

究第三个阶段的语言$ 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文革时期

的语言’我们认为$研究文革语言及其运用特点$至

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是着眼于语言

研究本身$文革时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
各种语言现象本身都包含了丰富的史的内涵$ 对它

的全面归纳和总结$ 对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二是着眼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即由文

革时期诸多语言现象的考察和对相关原因的分析$
还可以获得一个相当好的角度$借以观察(了解和认

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那场运动本身$甚至

当时的社会’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 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

开$ 以前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

方面’而本文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

的语法方面$ 从一类具体的词即名词的几种特殊用

法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进而得出对文革语

言的认识’
本文所用的语料是 ,人民日报- 图文数据 库

.%&)#$!""’#$所有用例也均取自该报$为了节省篇

幅$只列出版时间’

一!名词的陈述性用法

名词通常是表示指称的$ 但是有一些名词在一

定条件下也有陈述性的用法’ 这里我们指的就是名

词在使用中具有了与形容词相同的语法表现$ 即表

示陈述$最常见的形式是前加程度副词$如%很诗意(
非常绅士&等’关于这一形式$讨论的人很多$比如张

谊生指出$ 名词所具有的量度义和性状化特征$是

%程度副词+名词&能够成立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只

要名词的内涵义是具有个性的(富有特色的(比较普

及的$ 尤其是足以引起人们联想的$ 就都可以性状

化$具体则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内涵凸现式.如

%贵 族(绅 士&#$二 是 特 征 概 括 式.如%中 国(山 东&
等#$三是概念状化式.如%传统(哲理&等#$四是形象

比喻式.如%铁(维纳斯&等#)!*’据我们的考察$在现

代汉语的第一(四阶段中$名词的陈述性用法比较多

见$第二阶段也有少量用例$而第三阶段$则几乎没

有’),*.-,"($,%!#

比如%原则&$有时有与程度副词组合的用法$但

是 %&)#$!""’ 年间的,人民日报-显示$文革期间没

有这样的用例’例如%很原则&$一共出现 ’ 次$出现

时 间 分 别 是 %&)&(%&’*(%&(((%&&((!"",+%比 较 原

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在%文革&时期使用情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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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以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为切入点$对文革语言的语法特点进行考察和说明’主要

考察了名词的陈述性用法$名词做状语(名词做补语$以及个别名词用法的变化’上述几种用法及其变化反映了文革

语言语法的特点!总体上是%干瘪&的$即简单(单调$缺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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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 例"除了有 "#$% 年和 &#’$ 年的各& 例外"
其余均见于文革后#例如$

%&&某些同志很原则地说$’要以俄为师"参加中

苏友协!#%&#(#)"*)’&
%*&这都是很原则的问题"能保证建设好干部队

伍#%&##%)*)&#&
%+&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虽然都有明确的

规定"但是又都只有比较原则的规定#%&#’,)&*)*’&
%-&(水法)中有的条文规定比较原则"需要通过

一 系 列 的 配 套 法 规 予 以 明 确" 以 增 强 可 操 作 性 #
%&##*)#)+&

同样具有量度义和性状化特征的*贵族+绅士+
女性+英雄+人情味+虚荣+诗意!等"也有与*原则!相

同的表现#

二!名词做状语

关于名词做状语"我们采用朱德熙的观点"排除

那些带了结构助词后再做状语的用例"如*历史地分

析!*本能的缩了回来!之类 ,--%./,*&#对于时间和处所

名词以外的其他名词是不是可以直接做状语" 一般

的语法论著是忽略或回避的"我们所见"只有孙德金

进行了讨论"他从收于(012 词汇等级大纲)的 3%#*
个各类名词中" 确定了 ,’ 个可以直接做状语的名

词"占名词总数的 &)-4"孙氏还对这 ,’ 个名词进行

了语义类 型 的 划 分"有*方 式5动 形!%如*高 温+集

体!&+*范围6动形!%如*暗中+侧面!&+*工具6动形!
%如*实话+掌声!&等 ,,-#以下"我们以不见孙氏收录

的*清水!%属*工具6动形!类&为例"来进行考察和

分析#
*清水!在 ’7 年的(人民日报)中"共有 *8 个做

状语的用例"其中建国前 9 例""#!% 年以后 # 例"都

是相当自由的使用"即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例如$

%,&其法用石灰卅斤"土碱八斤..再放进笼蒸

一下"然后清水洗净便成了/%"#-’)"*)"&
%’&夏日炎炎"从竹枝上采摘几片绿竹叶"清水

洗净"放在一只精致的白玉瓷杯里#%"###)!)+8&
第二阶段有 % 例"*自由度!大为降低"通常是出

于结构的一致以及音节协调等方面的考虑"如$
%!&大家找苦源"思甜根"象清水洗净了眼"象明

灯照亮了心#%"#’*)!)"*&
而到了文革期间"即使这样的用例也很少有"我

们只见到 * 例"一个是引用"另一个是照顾结构和音

节"即$
%%&有这帮家伙在"能容许你*清水洗身凉处坐!

吗0阶级斗争还长着呢1%"#!+)**)-&
%#&他总结出了*放水泡田"清水洗碱"洪水淤

漫" 分片经管" 秸秆还田! 等改造沙荒地的经验#
%"#!-)"8)*#&

与*清水!同样可以直接做状语的*热水+药物+
电话+重金+巨资+钢笔!等"大致也有同样的表现#

三!名词做补语

这里指的是处所名词直接做补语的现象# 按现

代汉语语法的一般知识和规范" 处所名词是不能直

接做补语的"像*留学海外!*病逝医院!之类"通常被

看作是古代形式的残留" 或者是在名词前省略了一

个介词*于!或*在!等#我们认为"*残留!说基本符合

实情"但是并不影响对这类组合的结构分析"即就是

述补关系2至于*省略!说"则不尽然$其一"从历史上

看"是先有*动词6处所补语!"后有*动词6介词6处

所补语!"*省略!说正好颠倒了二者的关系2其二"省

略属于变式而不是常式"反映在实际的使用中"通常

应当只占少数而不是多数"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正好

相反$名词直接做补语者多而带介词者少3比如"我

们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留学海外!与*留学

于海外!的数量对比是 -8’8:""而由下边我们将要讨

论的*扬名!构成的*扬名世界!与*扬名于世界!的对

比是 *+#8:+88#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这样的数量对

比是有相当普遍性的#
下边我们就讨论*扬名!的使用情况#*扬名!经

常带处所补语"就(人民日报)的使用来说"文革前就

比较多见"共有 "’ 例"其中既有习语性较强的*扬名

海外 ; 国际 ; 中外 ; 世界 ; 后世 ; 全国!等"也有不少临

时性的组合"后者的用例如$
%98&以深翻土地扬名通州区的五姐妹和十八勇

士"今天扛着深掘锹"打着竹板"在人群中兴奋地唱

着劳动的歌曲#%9#$%)98)<&
%99&曾经在解放战争中扬名太行山+吕梁山上

的*老虎连!"高举*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红旗"展

开机械化施工#%9#$#)98)9(&
在十年文革中"(人民日报)中*扬名!直接带处

所补语的形式极度萎缩"只有 < 例"并且都是习语性

的 组 合"一 个 是*扬 名 国 内 外!"另 一 个 是*扬 名 世

界!#
文革后"这样的形式重新兴起"用例更为多见"

除了那些习语性的组合外" 临时性的组合形式比以

前更多"例如$
%9<&心灵手巧+富于创造力的中国发明家今天

在第 9’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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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奖 牌 和 一 座 奖 杯 ! 扬 名 国 际 名 城 日 内 瓦 "
#!#""$%$&’$

#!’$青岛港集装箱%!( 小时完船保班&这块品

牌!让这项纪录擦得更加金光闪闪!%振超效率&扬名

国际航运界’(&))%$%$!&$
一些经常带名词补语的动词再如%留学)求学)

安家)扬威)亮相)供职)出生)漂泊)落户)落网&等!
动词性结构如%被围)被困&等!它们的发展变化过程

基本与%扬名&相同*

四!个别名词用法的变化"""以#遗嘱$
为例

有一些名词!在不同的阶段!往往有不完全相同

的语法表现! 通常表现为单一的名词用法和兼类用

法的差别!而比较一致的情况!基本都是在文革前+
后时期有兼类用例!而在文革期间则只有名词用法"
,遗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此词-现代汉语词

典.第 * 版标注为名词!释义为%人在生前或临死时

对自己身后事如何处理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所作的嘱

咐&*其实%遗嘱&本为动词!-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为

%谓人在生前或临终时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嘱咐身后

各事应如何处理&! 现代汉语中保留了这一义项!但

是用例很少!如/
(!%$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

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
(!*$不幸 !#&* 年先生逝世*遗嘱%00必须唤

起民众! 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00&*(!#*,$!!$!,$
文革期间!这样的用例在-人民日报.中一例未

见! 检索我们所建立的包含多种文体的 &*) 万字的

文革语料库!同样也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认为!%遗

嘱& 的动词义在文革期间已经或趋于消失了* 文革

后!%遗嘱&的动词义用例重新出现!并且近年来还有

增多的趋势!例如/
(!,$父亲遗嘱嘱咐我务必找到长兄!实现家人

团聚’(!#"-$!&$!)$
如果说此例的动词义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那

么下一例是再明显不过了/
(!-$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

连骨灰也不保留*(&)))$,$,$
与%遗嘱&有相同表现的!即动词义用法经过了

%有(文革前$.无(文革中$.有(文革后$发展过程&
的还有%空缺+儿戏+疑问+牢骚+嗜好&等*

通过对 %文革& 语言诸多语法现象的考察和分

析!特别是不同阶段之间的对比!我们认为其最大特

点就是总体上单调+简单!缺少为使语言表达丰富多

彩而产生的各种变化!我们称之为%干瘪&!而由上述

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的历时变化! 也能够充分地证

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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