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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色”指人名词初探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无色”指人名词是汉语中非常独特的名词小类，使用频率非常高，具有表示泛指

义、包含强烈的粘着性和对修饰成分有强烈的选择性等三个突出特点。在高频使用中，该类名词

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在组合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由非独立使用（前加修饰限定语或作为修饰限定语）

到独立使用，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固有语义特征的模糊以至于脱落。对此类“小众词”的关注，在

研究取向上体现了由“抓大放小”到“细大不捐”的转向，同时有助于名词的分类及分类研究，

此外它也是观察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路径。

[关键词]无色词；名词；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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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无色指人名词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宋玉珂（1982）最早提出“无色动词”的概念，用以指称形式

动词“进行”。在一般的语法知识体系中，“进行”被认为是典型的“形式动词”，而由此

大致就可以理解宋文所说“无色”的含义。此外，还有人把“过”与“次”称为“汉语通用

（无色）动量词”（刘玉朝 2008），则是用“无色”来表示“通用”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有一组非常独特的指人名词，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功

能方面，具有粘着性，即最主要用法是跟其他修饰限定语构成一个定中词组；二是语义模糊，

通常只表示一类泛指的人，至于是什么样的人，则有待其修饰限定语的明确，也正是着眼于

这一点，我们比照上述宋文的叫法，称之为“无色名词”。

这样的指人名词主要有“人士、人物、人员”，此外还有来自古白话的“人氏”，以及

具有广泛应用性的“人”，泛指某个集体的“人马、团体、机构”，此外还有《现代汉语词

典》并未收录的“工作者”等。

本文主要以前三个词为讨论对象，它们在《现汉》第 7 版中的释义如下：

人士：名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民主～｜各界～｜党外～｜爱国～。

人物：名□ 在某方面有代表性或具有突出特点的人：英雄～｜风流～。

人员：名□ 担任某种职务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工作～｜值班～｜退休～｜闲杂～。

以上三个无色指人名词虽然共同之处颇多，但是也各有自己基本的分工范围，这一点，

通过《现汉》释义就能看出。如果用语义特征来表示，大致如下：

人士：［＋指人］［＋有影响］［＋高端］［＋正面］

人物：［＋指人］［＋代表性］/［＋突出特点］［＋评价］［±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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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指人］［＋职务］/［＋身份］［＋一般］［±正面］

上述差异在使用中的表现，主要是通过与修饰语组合时的倾向性显示出来的，这一点，

通过上引《现汉》的举例大致也可以看出。

以下以“人员”为例来进行讨论。“员”古义可指物的数量，由此引申出“官员的定额、

人员的数额”义；又引申为“官员、人员”义，如“贤员、雇员”等；再引申为今义，指团

体或组织中的成员，如“党员、盟员”。另外，“员”还由上述古义引申出指人的量词义，

大致同于“个”，如“生徒百员”“甲士千员”等（以上据《汉语大词典》归纳）。根据以

上事实，“人员”的构成方式似乎是“两可”的：既可能是“名词＋量词”的补充式（同于

“车辆、马匹、枪支”等），又可能是“名词＋名词”的并列式（同于“猿猴、波涛、雾霾”）。

不过，比照同类的“人士、人物”，参照由“员”构成的其他名词（如“要员、警员、演员”），

我们还是趋向于认为此词属于并列式构词。

2020 年 2 月 13 日，我们在百度新闻上进行检索，显示共有相关资讯约 7,840,000 篇；

同日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 年至当日）进行“标题＋正文”检索，共有 752,163
条数据，说明该词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因此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小类的代表，都有必要探

究清楚。初步调查显示，目前尚无就此进行研究的论著，所以此问题就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无色指人名词的基本特点

无色指人名词特点明显，大致可以归纳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以下三个方面。

2.1 表示泛指义

无色指人名词只表泛指，其泛指义基本等同于单音节的“人”，在具体的语境中必须借

助修饰限定语等，构成一个特定的指人形式，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能。

以下不同媒体在同一天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

①在救援行动开始前已经进行了清场，当局要求与救援行动无关的人员立即撤离，以加速救援行

动。（中国新闻网 2018-07-08）

②7 月 8 日，泰国有关部门下令，要求所有与救援行动无关的人离开该地区，为救援行动提供必要

行动空间。（环球网 2018-07-08）

当然，“与救援行动无关的人员”并不是一个非常简约和谐的组合形式，超出了“人员”

一词对修饰语的要求与限制范围。“人员”最常见的用法是与另外一个双音节修饰限制语直

接组合（即不带结构助词“的”）成四字格形式。因此，例①划线部分更为常见的表达形式

是由语境限制或明确的“无关人员”。例如：

③禁止无关人员和校外车辆进校，禁止将非教学用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有毒物品、管制器具和

动物等带入校园。（《北京青年报》2019 年）

两相比较，“人员”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等同于“人”，因而有时可以与之互换，

但是总体而言，二者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受限”与否。具体而言，

就“人员”来看，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组合上受限，即通常跟表示职务、职业或身份类的词语组合，并且很多组合形式

因为常用而具有一定甚至相当的凝固性，而“人”却没有这样的限制，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

排斥上类修饰限定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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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政府给予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的疫情防控临时性工作补助，不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疫情

防控期间对其暂缓开展 2019 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海外网 2020-2-13）

例④中的“人员”和“工作者”即使不考虑语体因素，基本都无法用表示泛指的“人”

替代，即使中间添加结构助词“的”也不行。

⑤可远程实时监测居家隔离、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出租车司机、快递人员、返工人员或辖区

内重点人群的体温和位置信息。（人民网 2020-02-13）

例⑤较集中地使用了指人的语言结构或单位，分别是泛指人的“者”，专指一类人的“司

机”，泛指的“人员”和泛指多数人或群体的“人群”。其中“者”前有三个并列的修饰语，

而“人员”通常与“单一”意义（即表示某一具体职务/职业/身份）词语组合，所以基本无

法取代前者；“出租车司机”是固定组合，而“司机”本身不具有泛指义，所以无法以“人

员”取代；“辖区内重点人群”的职务/职业/身份义相对比较模糊，所以选择了“人群”而

不是“人员”。另外两个称人形式，“快递/返工人员”的职业/身份特征都比较明确，特别

是“快递”的职业特征最为突出，所以基本难以用“的人”取代“人员”；“返工”的职业

特征稍差一些，所以如果不考虑形式及语体色彩一致的话，似也可用“返工的人”。

其二使用语体受限，“人”属中性语体色彩，经常用于口语，因而使用范围较广；而“人

员”基本属于书面语词，所以使用范围相对有限。试比较：

⑥道路被堵，救援人员和物资进不去，作为抢险救灾队员的扎西林具心急如焚：“受困的人怎么

样了？伤员没药怎么处理伤口？老人孩子会不会挨饿受冻？当时脑子里只有这些。”回忆起当时场景，

扎西林具至今仍眉头紧锁。……连接樟木的道路终于被打通，亲眼看到受困人员——脱离险境，精神

高度紧张的扎西林具终于舒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中国西藏新闻网 2019-03-06）

例⑥中，描写主人公心理语言时用的是“受困的人”，而叙述语言则用“受困人员”。

以下一篇报道也是如此，叙述与“记言”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⑦21 时 39 分，於潜中队到达现场，勘察现场发现一处土方堆之下有人员呼救，通过与被困人员交

流得知有三名人员被困在一辆轿车内。……6 月 22 日凌晨 0 点 43 分，浙江 24 小时记者电话联系上了

仍在前方清理的临安消防中队副中队长蒋俊豪。“於潜消防中队到场之后，发现一辆小轿车已经完全

被泥土埋压在了下面，里面还有三个人被困，能对话。”（环京津网 2019-06-22）

例⑦中的“三名人员”与“三个人”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最小对立”，其差异主要就是

书面语与口语之别。

如果就“人”来看，它的重要受限因素一是其单音节形式，二是其“非书面”的语体色

彩，这些也都大大限制了它的自由组合能力。例如：

⑧全面排查从武汉疫区回乡和来访人员、发热症状人员、隐匿人员等重点对象，确保不漏一户一

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0-02-14）

例⑧中的三个“人员”虽然勉强可以换成“的人”，但是都有明显的不顺畅感（特别是

第三个），而其造成原因，正是以上两点限制，以及由此而给语言用户造成的语感。
①

2.2 具有强烈的粘着性

①
“人员”与“人”的差异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行考察与分析，比如“人”更常用于构词（如“法人、自然人”等），
这是其单音节的优势所在；而“人员”主要用于构“语”，这当然也是受限于其双音节形式。总之，二者可能在很
多方面呈互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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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有自由与不自由（粘着）之分，其实对于词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即也有不自

由或不完全自由的词。
①
比如，《现汉》第 7 版收“皑皑”，标为形容词，举例为“白雪～～”，

除此之外，它的另一个组合形式是“～～白雪”，所以这个“皑皑”大致就是一个不自由的

词。如果词的自由与不自由之分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认为“人员”等应属于不完全自由的词，

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能脱离修饰限定成分而独立使用，通常要跟修饰限定语以“2＋2”的

形式组成一个具有相当或一定凝固性的四音节（当然也有一些语篇性的随机组合）形式。这

种形式极具开放性，部分比较常见的修饰限定语如下：

工作、退休、工伤、作业、服务、从业、主创、现场、安检、在逃、扑火、遇难、牺牲、失信、

参公、参保、特岗、政府、科研、执法、服刑、技术、编外、演职、泄密、合规、销售、红通、财务、

文职、诈骗、计生、业务、地服、在职、回国、留学、消防、上访、辅助、客服、军政、地税、物业、

内部、嘉宾、机组、下属、返聘、施工、私企、组成、拆迁、核心、策划、医护、招工、领导、接替、

高管、合格、面试、边防、救援、维修、办理、售楼、毒驾、研发、注册、巡查、内部、其他

除“2＋2”形式外，“4＋2”形式也比较常见，部分四音节修饰限定语如下：

事业单位、检验检测、灵活就业、留职停薪、国有公司、就业困难、社区矫正、网络安全、营养

配餐、医疗卫生、缴费成功、刑满释放、外来务工、外来务工、返乡下乡、流浪乞讨、见义勇为、驻

日美军、自助通关、留学回国、戒毒康复、北京户籍、吸毒成瘾、治安高危、水利服务、网络倒票、

就业困难、生活无着、下岗失业、在苏遇害、亲属以外

除此之外，“3＋2”也是一种相对多见的形式，三音节修饰限定语如：

管理层、被扣押、被劫持、被绑架、被托养、受表奖、港澳台、出入境、预备役、非户籍、非在

编、无户口、高风险、事业编、非沪籍、出入境、离退休、无医保

其他音节形式的修饰限定语就不太多见，偶能见到的如“有重要贡献、涉拉票贿选、在

编不在岗、编造传播谣言”等。

在上述组合形式中，“人员”的[＋职务]/[＋身份][＋一般][±正面]语义特征得以完

全或基本体现，由此而成为“合格”形式。

以上是“人员”的“主流”用法，是“粘前”的；此外还有“非主流”用法，则是“粘

后”的，就是作为修饰限定成分使用，其中心语多为“名动词”，音节结构类型为“2＋2”，
总体而言数量不多，比较常见的组合形式如下：

人员编制、人员名单、人员体系、人员总数、人员配置、人员配备、人员招聘、人员流动、人员

往来、人员流失、人员组成、人员构成、人员需求、人员紧张、人员备份、人员伤亡、人员死亡、人

员稳定、人员安全、人员安置、人员定位、人员搜救

就语义及其表达而言，在这些组合形式中，“人员”的语义特征基本处于一种“默认”

状态，比如以下一例中的“人员编制”，是在与“工作”相关的语境中使用，大致默认的就

是“工作人员”，而不会是任指所有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例如：

⑨目前国家文物局与中央编办进行了对接沟通，并取得了初步共识：根据文物分布的密集程度和

重要程度不同，建立市县文物行政部门职能、机构、人员编制设置标准。（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2019-09-22）

⑩近年来，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隧道工程因建设周期长，施工

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内涵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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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复杂且具有危险性等因素，对于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疏漏。随着人员定位技术

的成熟和功能的完善，隧道施工中开始利用该技术来提升对于作业人员的管理效率，同时保障人员安

全。（RFID 世界网 2018-04-10）

很显然，此例中“人员定位”与“人员安全”的“人员”默认的就是“施工/作业人员”。

比如前者，我们查阅了不少网站中关于“人员定位系统/技术”的介绍，基本都是用于各行

各业安全生产的，由此可以证明“人员”的意思并无变化，或者也可以说，其[＋职务]/[＋
身份][＋一般][±正面]语义特征已经从由修饰限定语承担，发展为在一定程度上“内化”

为其自身的含义。

2.3 对修饰成分有强烈的选择性

作为无色名词，“人员”等对修饰限定成分有非常强烈的选择性，即选择那些能够为之

“赋色”的语言单位，而强烈排斥那些不具有这一能力的语言单位。

所谓赋色，就是在[＋职务]/[＋身份][＋一般][±正面]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对“人员”

进行说明或限定，从而满足其使用条件，进而组成一个合格的语言单位。据我们初步考察，

“人员”的强烈选择性首先表现在不接受[－述人]语言单位的修饰限定。这一点非常好理解：

因为“人员”是[＋指人]的，与[－述人]的语言单位不相匹配，甚至会有矛盾冲突，像“炎

热、陡峭、汹湧、细小”等，都几乎没有与“人员”组配的可能。

那么，“人员”是不是可以与所有[＋述人]的语言单位“配型”成功？当然也不是，因

为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严格的限制。

其一，不能直接受数量结构的修饰，像“三个人员”“五名人员”等形式，如果着眼于

“传统”的规范，是难以在实际表达中使用的，这自然与修饰限定成分的表义特点有关：数

量结构只表示“数量”而不表示“质量（具体内涵）”，因此不能给无色名词赋色（前面所

举用例中有“三名人员”，这涉及此词的发展问题，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讨论）。与此相同的

还有指量结构，我们同样也难以看到“这名人员”“那几位人员”等。

其二，“人员”大致只限于在“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语境中使用，因此基本不能直接

受与[＋职务]/[＋身份]等无关的词语等的修饰限定，由此就会把大量的语言单位排除在外。

以形容词而言，很多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都不能与“人员”直接组合，如“高大、美丽、

温暖、崇高、勇敢、阴险、狠毒、笔直、雪白、胖乎乎”等。

其三，即使是[＋职务]/[＋身份]类的修饰限定语，使用也可能是受限的。比如，“人

员”有一个[＋一般]的语义特征，受这一因素的制约，像那些经常修饰同类名词“人士”“人

物”（均不含上述语义特征）等的词语一般也不可以与之组合，如“*民主人员”“*英雄人

员”等组合均不成立。

三、无色指人名词的发展变化

语言无时无刻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无色名词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

对以上三个特点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其具体表现：以组合特点而言，是从粘着到独立使用，

或者说是从不完全自由词到自由词；就语义特征来说，则伴有一定程度的模糊甚至于脱落，

因此其具体所指总体而言对语境有更大的依赖性。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除“主流”用法外，“人员”还有“非主流”用法，即“粘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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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时其语义特征处于一种“默认”甚至于“内化”状态，我们认为，这是“人员”从粘

着到自由使用发展的一个中间状态，或者说是一个跳板，借由这个中间环节，它才有可能进

一步发展为独立使用的词，即存在以下一个大致的发展路径：

“－人员”（语义特征由修饰语明确与彰显）→“人员－”（语义特征存留于自身，中

心语附带提示）→“人员”（独立使用，语义特征趋于模糊甚至脱落）。

下面结合具体的用例来分析与说明。

依赖具体的语境，“人员”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即仍然属于在其固有的语义特征范围内

的使用。例如：

○11 上海复工首周：写字楼人员稀少 外来“二无”人员加强劝返力度 （《华夏时报》2020 年 2 月）

例○11 由“复工”“写字楼”提示、规定的语境中，前一个“人员”的含义自然是非常明

确的，即不会指与此无关的人。

上文例⑦中出现过“有三名人员被困在一辆轿车内”，其中的“三名人员”大致也是如

此，其保有的语义内涵主要是由“被困”提示的，而同文中确实还使用了“被困人员”这样

传统的“完足”形式。

前文提到，“人员”因为是无色的，所以需要在具体的使用中赋色，就以上用例来看，

它们的赋色手段已经由与之组合的修饰限定语转为语境。

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语境的限定作用弱化，这样“人员”的语义特征就趋于模

糊，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脱落。例如：

○12 黄女士是武汉市汉阳区的上班一族，最近她到公司以及家附近的药店发现，口罩已经出现断货，

但据其观察，街上却鲜有人员佩戴口罩。（一财网 2020-01-21）

例○12 中“人员”的[＋职务]/[＋身份][＋一般][±正面]语义特征一片模糊，使用它而

不用单音节的“人”的理由，似乎只剩下为了与书面语“鲜有”相配，不至造成语体色彩和

音节上的参差不齐。

在当下防控新冠病毒的战“疫”中，“人员”一词集中高频使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集

中出现了不少上述这样独立使用且语义特征模糊甚至脱落的用例。再如：

○13 第一书记下村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跟村干部制定人员排摸方案，对村里的所有人员进行“全覆

盖、零遗漏”的排摸。（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0-02-14）

○14 列车上如出现确诊或疑似旅客，会调取旅客的相关信息，包括车次、车厢及近一段时期乘坐的

车次，以及同乘、同购、同行旅客的信息，比如席位前后 3 排的人员，与其同一订单购票的人员，进

行信息分析提取，然后提供给相关防疫部门进行后续处理。（人民网 2020-02-14）

“人员”以外，其他无色指人名词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比如“人士”，其[＋有

影响][＋高端][＋正面]的语义特征也有一定程度的模糊甚至脱落。例如：

○15 时下正值秋冬养生季节，一些不法人士瞄准老年人群体，利用免费体检讲座和返现等手段，兜

售各种保健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站 2017-12-13）

○16 吸烟人士请注意：身体若出现这 4 种表现 有可能是肺部出现了问题。（人民网 2019-03-1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上“人员”以及“人士”的发展变化都还远不是普遍现象，因此

基本属于不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或改变无色指人名词的基本特点，而

是由其典型范畴衍生出的非典型用法，或者叫边缘性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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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的几点认识

4.1 无色名词是名词的一个特殊小类

汉语中有一些是词但又不同于一般词的单位，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特殊单位”，无

色名词即属此类。

人类的语言体系主要是围绕指人与述人建立起来的。就指人部分而言，有大量的职务、

亲属等通称形式，以及大量的专有名词，此外还有完备的代词系统等。但是，为了满足复杂

多样的表达需求，有时也为了提高语言使用及表达的效率，人们还需要一些开放的“结构关

系＋保留词语”的“词语模”（李宇明 1999），以求方便地组合成临时性、半凝固性甚至

完全凝固的指称形式。我们所讨论的无色名词，就是这样的词语模的保留部分即“模标”（可

以是语素或词等），而与一般模标（比如“－模范”“－英雄”“－楷模”）相比，它的特

点就是“无色”，即不包含或基本不包含职业或身份识别、评价等，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

更加广泛的适应性，并由此而获得更高的使用频率。

现代汉语中，不仅有指人类的模标，也有指物类的模标。按人、物二分的原则，两个最

基本的“无色模标”分别是“－人”与“－物”，由它们构成的指人及指物形式众多，并且

是开放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组合，前者如“主持人、藏宝人、说书人、指路人、发言

人、自然人、继承人、受益人、责任人、被害人、出版人”，后者如“出版物、混合物、提

取物、建筑物、吉祥物、障碍物、排泄物、分泌物、污染物、填充物、致癌物、参照物”。

此外，因语言表达中指人的需求量更大，所以还有与“－人”类似，但语体色彩正式、

书面化的“－者”，如“劳动者、第三者、改革者、消费者、施暴者、合作者、建设者、先

进工作者”。其中有的可以与“－人”互换，如“肇事人/者、传承人/者、受害人/者”；有

的不可以，大致是已经词化、具有独特的固定词义（如“发言人、自然人”），或者是已经

形成固定的搭配形式（如“劳动者、消费者”）。

由于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步是双音节，最常见、最和谐的音节组合是“2＋2”的四字格，

所以仅有单音节的“－人、－者”以及“－物”等难以满足上述需求，于是指人且以“人”

为核心语素的“人员、人物、人士”等应运而生，并且具有进一步的细化分工，这就是我们

前边归纳概括的语义特征串所表示的意义差别。

另外，“者”也很有意思，除上面所说的基本功能与用法外，还由它“拉伸”出一个三

音节的“－工作者”，这显然不是从音节角度考虑的结果，而是建立了一个既有开放性又有

排他性的专用指人词语模的新模标，如“科技工作者、党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先进工作

者、IT 工作者、性工作者”。

指物的除了“－物”外，还有“－品”（如“军品、民品、危险品、印刷品、非卖品”），

其中有些可以有限度替换（如“印刷品/物、出版物/品、货物/品”），多数则不能（如“非

卖品、吉祥物、不明飞行物”）。同样，为了实现双音节化，表物时可以直接把“物”与“品”

合为一词，即“－物品”，也还是无色的，一般仍不单用，如“防疫物品、可疑物品、易燃

物品、私人物品”等。“－物品”之外，还有一个“－物资”，用法基本同于前者（如“医疗物

资、军用物资、救援物资、抗疫保障物资”），二者在指称范围上有比较明确的分工。
①

①
《现汉》“物品”的释义为“东西（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而“物资”的释义为“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
物质资料”。由此可知，二者起码有重要性的“大小”与数量上的“多少”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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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专门用于处所的“－处/场”与“－处所/场所/场合”，后边三个词的所指

及使用范围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①
因其表达需求量不如指人与指物的无色名词，所以实际

的使用频率要低得多。

将以上所说简单归纳一下，现代汉语无色名词及其构成成分大致有以下一些：

指人 1：人→人士、人员、人物

指人 2：者→工作者

指物：物、品→物品、物资

指处所：处、场→场所、场合、处所

（二）名词以外的其他“无色词”

如果名词以外也有与上述指人/物/处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单位，那么“无色词”这

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就会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样的单位在名词以外也确实存在。比如，

前引宋玉珂（1982）就把“进行”称为无色动词。此外，再如一些与上述名词同样甚至更为

常用的“万能动词”，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与表现，即通常不能在离开共现

成分及具体语境时表示一个具体的动作行为，它们的内涵是由与之组合的宾语或其他共现成

分定义及明确的，即由后者为之赋色。

我们曾经把这类动词统称为“虚义动词”，划分为“完全”和“不完全”两类，前者是

指只有“处置”或“做”义，此外再别无其他意义的词，而后者则是指在某一义项上是虚义

动词，在其他义项上不是。划分的结果如下（刁晏斌 2004）：

完全虚义动词：进行、加以、给以、予以、给予

不完全虚义动词：从事、作、做、搞、干、弄

以上动词从音节形式上来说，包括单、双音节；语体上则覆盖了书面－中性－口语，所

以它们的数量虽然有限，但是使用度以及对现代汉语表达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甚至成为

普通话言语社区的“特征词”。（刁晏斌 2015）
除上述动词外，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抓”，《现汉》释义为“加强领导，特别着重（某

方面）：～重点|他分工～农业”，平常所用如“抓学习、抓纪律、抓科研”等。相对于其

他无色动词，我们认为“抓”基本属于“半无色”的，而这也正是它的特点所在。

总体而言，以上无色与半无色动词的存在与使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使表达简约高效，即“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动词表示 N 多的动作行为；其二，有时它

们也可以“济造句之穷”，或者是提供另一种语法/语义/语用选择。下面以“进行”为例，

对第二点略作说明。

宋玉珂（1982）把“进行”的语法功能归纳为“为了解决双音动词加名词修饰语不能作

谓语的矛盾”“解决状语、定语不能并用于一个词的矛盾”“解决句子没尾巴的矛盾”等；

刁晏斌（200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变无界为有界”“解决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的

问题”“解决多述一宾问题”等。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仅就上述比较明确的功能

来说，“进行”以及其他虚义动词（传统语法研究中多称之为“形式动词”）确有其他“实

① 《现汉》“场合”的释义是“一定的时间、地点、情况”，而“场所”的释义为“活动的处所”。二者有明显的抽
象与具体之别，以及使用范围的广狭之别。“处所”的释义是“地方”，表义与以上二词有明显的不同，用法上也
稍有独立性，如《现汉》所举的例子是“找个～避雨”。但是，据我们调查，更常见的用法还是作为一个词语模的
模标使用，如“隐蔽处所、封闭处所、住宿处所、交易所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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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动词”所无法替代的多种功能，而这也正是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现代汉语中，无色词并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就其在词类中的分布而言，名、

动两大词类中都有（其他词类待查）；就数量及种类而言，也并不单一，内部各成员之间在

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性的分布。另外，这些词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多属常

用词，因此值得而且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

4.3 无色名词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上文说可以把无色名词与无色动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而本文是讨论无色名词的，所以

我们仅就该类名词来谈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研究取向：从“抓大放小”到“细大不捐”。

关于深化语法研究，我们认为，关注那些“小众词”正是途径之一。以前的有些语法研究或

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抓大放小”，即注重研究那些相对更加“独特”、更加普遍、因而

更加“重要”的“大”问题，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

持续近百年，取得相关成果无数的今天，总体的精神与原则应当是“细大不捐”，即“抓大

不放小”，甚至应当特别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今天语法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在已有基

础上的拾遗补缺，而缺有大有小，集小可以成大。

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更应该把视点集中在那些可能并不那么突出、不那么显著的语法

现象上，它们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往往也能反映语法的一部分特点，甚至是很重要的特

点，或者是一些不为人所知或知之不详的细致幽微之处，因而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汉语的

特点与规律。这样的语法现象应该还有很多，无色名词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再如我们上文中

提到的“不自由的词”或“半自由的词”，大致也属于此类。

其二，关于名词研究：新的角度与新的分类。

语法研究能达到什么高度与深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取决于分类能进行到什么程

度，而我们也看到，在以往的研究中，每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归纳出新的类别，都会使相关

研究有所前进、有所深入。

由此受到的启发是，名词的分类还可能有新的角度。比如无色名词，与一般指人或指物

名词在语义、功能、特点及使用范围上就有明显不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应对的也是

语言表达不同层次的需要，此其一也；第二，就分类的研究而言，无色名词也是一个小的集

合，其内部成员之间也有差异及分工，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因此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深

入细致研究；第三，推而广之，我们或许还可以举一反三，再找到新的名词小类，对其整体

以及个体成员进行全面的研究；第四，再推而广之，动词也有类似的情形，其他词类如何，

也可以进一步调查、分析。

其三，关于现代汉语发展变化：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无色名词是一个封闭的小类，内部成员数量较少，用法比较单一明确，各种常量与变量

也比较容易把控。如前所示，此类名词在较高频的使用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变化，事实

比较明确，线索也比较清晰。以上两点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梳理发展变

化脉络及走向，分析其内在机制与外部动因，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共时中的历时”个案研

究。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多角度考察，不仅只是关注其狭义“概念义”的

变化，而且是集概念义、语法义、色彩义、语用义及蕴含义等为一体的多维调查分析；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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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与解释并重，比如注重无色名词的几个重要特点，哪一个先被“突破”，换言之，可以

考察变化从哪里开始，其中有无道理，然后试图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三是因为无色名词基

本都产生于现代汉语阶段之前，所以还可以把这一研究放在现代汉语史乃至于整个汉语史的

背景与框架之下。另外，以此为立足点或出发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寻求研究效益的最大化，

把无色名词的发展变化作为当代汉语的一个语言发展样本来剖析，进而举一反三，用之于其

他现象的发展演变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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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Colorless” Nouns Referred to Person
DIAO Yɑ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 “colorless” noun referred to a person, is a very unique category of Chinese nouns.
The noun is used very frequently, and it has thre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general meaning,
strong adhesiveness and strong selectivity to the modifier. In high-frequency use, this kind of
noun also has undergone som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mainly in the form of combination
from non-independent use (prefixed or used as a modifier) to independent use, in a process
accompanied by fuzziness and drop of inherent semantic features. The focus on these “less
researched words” reflects the shift from “grasping the big and letting the small go” to “not
abandoning anything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big or small” in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it is also
helpful for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nouns. In addition, this analysis is a good
window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Keywords：colorless words; noun; gramm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