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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总体上讨论了副词的性质、范围和类别
，着重分析了汉语副词的三个大类的区别和联系。
其次从句法结构和搭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副词充当补语和修饰名词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组合的深层原
因。
再次从否定和衔接的探讨了副词的表达功能；从历时和共时，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详细地阐释了汉语
中特殊的预设否定副词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表义特点和个性特征。
最后从副词的虚化和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副词的生成和变化；尤其通过"难免"和"永远"这两个典型而又特
殊的多功能副词的研究，对现代汉语副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多方面的总结了
副词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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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谊生，徐州师范学院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师从张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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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看副词的生成与虚化第三章　从“永远”看副词的发展与变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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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副词的内部层次与分类系统　　吕叔湘先生(1979)曾经指出：“副词的内部需要分类，可是不容
易分得于净利索，因为副词本身就是个大杂烩。
”吕先生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划分次类是必要的，二是说给副词划分次类又是十分困难的。
　　要作好副词次类划分工作，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副词的标准。
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副词、副词有哪些功能特征，尤其是如何划分汉语副词的次类，还没有相对一
致的意见。
　　近一百年来，各种语法著作在论述副词时，一般都要给副词划分出次类。
《马氏文通》在“状字别义”一节中将“状字”分为六类，黎锦熙(1924)也分为六类，杨树达(1930)分
十类，王力(1943)分八类，吕叔湘(1944)的“限制词”分七类。
丁声树等(1961)分五类，赵元任(1979)分九类，吕叔湘等(1980)分八类，朱德熙(1982)分四类，另有一类
“重叠式副词”。
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胡裕树(1995重订本)、黄伯荣、廖序东(1991增订本)、北大中文
系(1993)均分六类，邢福义(1991)分七类。
　　各家所分次类中，大体都有“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否定副词”这些类
别。
此外还有一些次类，各家多寡不一，名目也不相同。
如“语气副词”、“频率副词”、“关联副词”、“情态副词”、“疑问副词”、“表数副词”等等
。
从这些次类的名称可以看出，各家所分的次类主要是根据语义来划分的；虽然各类之间确实也存在着
或多或少的功能上的差别。
　　问题更严重的地方还在于：不但各家所分次类的数量不同，名目不同，而且各次类所包括的副词
也不相同，甚至同一个副词，不同的人往往归入了不同的次类。
这样，就使人难以确知副词究竟可以分出多少次类，各次类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些方面。
当然，以往各家的分类，对于描写和研究副词还是很有益的，自然应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但是，以往的语义分类对全面系统地认识汉语的副词却是不够的。
　　对一种语言作出词类的划分，这是语法研究所必需的旷而对各词类再作次类划分，是因为各个词
类所包含的各次类在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上并非完全相同，同一词类内部各成员存在着各种差异。
划分次类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认识各个词类内部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更好阐述同一词类及其内部相
互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认识各词类的特征，全面深入地阐述与之有关的各种规律。
　　毫无疑问，副词的次类划分，仅仅以语义为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该兼顾功能、分布、位序等各方
面的特征。
尤其是要结合语义和功能两方面的特点，互相补充，互为印证，以确定每个副词应归入哪个次类。
要在语义分类的基础上，找出各次类在功能特征方面的共性，加以验证，从而证明所分次类的合理性
。
确切地讲，我们的观点是，副词的分类标准应该以句法功能为主要标准，以相关的意义为辅助标准，
以共现顺序为参考标准。
　　本书所说的句法功能，既包括副词的主要句法功能，也包括副词的次要句法功能；既包括句子层
面的功能，也包括句法层面的功能；既包括静态的组合功能，也包括动态的搭配功能。
　　本书所说的意义，包括四个不同层面的意义：既包括词汇意义，也包括语法意义，既包括逻辑意
义，也包括概念意义。
　　本书所说的共现顺序，既包括相邻级位顺序，也包括隔位递降顺序，还包括多项综合顺序。
　　根据上面所列举的三个方面的标准，我们认为，汉语的副词可以首先分为三个大类：描摹性副词
、限制性副词和评注性副词，其中限制性副词内部差异很大，还可以再分为若干小类。
　　评注性副词在句法上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句中位序比较灵活，可以在句中，也可以在句首；主要
是表示说话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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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性副词在句法上可以充当动词的准定语；句中位序比较固定，一般只能紧贴中心语；主要是用来
对相关行为、状态进行描述、刻画的。
限制性副词是副词的主体，在句法上只能充当状语或句首修饰语；句中位序有一定的自由；主要是用
来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加以区别和跟制的。
　　　　附录一：现代汉语副词分类表　　1．描摹性副词(见本篇第二章)。
　　2．评注性副词：切、万、偏、竟、并、岂、倒、反、亏、似、是、却、恐、怕、盖、正、许、
委、或、约、直、真、可、恍、若、像、该、准、定、诚、硬、楞、实、决、绝、好、多、大、断；
也、又’、还、才、就、都、非、刚、老、总、连；难怪、难道、究竟、索性、到底、简直、莫非、
亏得、多亏、幸亏、幸而、幸好、反正、反倒、倒反、确然、确乎、显然、居然、竟然、诚然、当然
、固然、断然、断乎、果然、果真、或许、也许、兴许、恰恰、恰好、恰巧、正巧、正好、刚巧、偏
巧、偏生、偏偏、刚刚、好歹、确实、委实、着实、其实、实在、甚至、甚而、乃至、约莫、大约、
大概、宁肯、宁可、宁愿、左右、高低、横竖、准保、管保、终究、终竟、终于、总算、似乎、倒是
、还是、敢是、可是、硬是、算是、真是、好像、仿佛、依稀、俨然、万万、千万、非得、必定、必
须、的确、定然、一定、想必、务必、分明、明明、何必、何不、不妨、不愧、不免、表免、未必、
未始、无非、无妨、当真、敢情、根本、只好、只得；本来、原来、只有、至少、至多、越发。
　　3．关联副词(见本章相关说明)。
　　4．否定副词：不、没、勿、来、别、甭、休、毋、非、莫；白、空、干、瞎、徒、虚、枉、没
有、不堪、不消、不屑、不由；白白、徒然、枉然、空自、枉自、徒自。
　　5．时间副词：正、便、才、刚、已、在、就、永、将、曾、要、先、初、从、顿、乍、快、既
、且、暂、权、时、本、姑、久、方、突、都；马上、顷刻、顿时、稍顷、立刻、永远、登时、然后
、旋即、然而、早就、暂且、已经、曾经、早已、将要、行将、新近、一向、一直、起先、起初、向
来、历来、从来、随即、终于、业已、迟早、早晚、霎时、刚刚、猛然、陡然、老早、原来、当即、
正在、立即、立时、即刻、快要、从此、先后、平时、应时、自来、至今、随后、将次、就要、仍然
、仍旧、一朝、一旦、一度、早早。
　　6．频率副词：通常、往常、老是、总是、终日、方才、一时、每常、久久、久已、还、常、连
、渐、屡、频、老、屡次、不断、陆续、常常、经常、往往、每每、不时、有时、时时、偶尔、一度
、依次、渐次、相继、继而、接连、频频。
　　7．程度副词：很、最、大、极、更、顶、挺、较、越、稍、略、甚、愈、颇、大、好、多、老
、满、够、还、殊、特、几、至、逢、慌；不胜、无比、大为、多么、非常、格外、分外、过于、过
分、备加、好不、顶顶、何其、何等、极其、极度、极端、绝对、颇为、深为、甚为、十分、特别、
万分、相当、异常、至为、最为、不大、不大、不很、不甚、略略、略微、略为、稍稍、稍许、稍微
、稍为、微微、些微、有些、有点儿、大大、比较、较比、较为、更加、更其、更为、越发、越加、
尤其、尤为、几乎、益发、愈加、愈益、愈为、绝顶、绝伦、透顶。
　　8．范围副词：都、总、全、只、净、皆、俱、仅、凡、就、才、足、统、悉、一、尽、独、专
、但、徒、止、纯、概、唯、惟、遭、另、光、偏；通通、统统、统共、全都、全然、凡是、大凡、
通共、惟有、惟独、总共、单独、单单、仅仅、偏偏、大半、多半、大体、大致、一共、一概、一律
、大都、几乎、光光、只有、只顾、只消、只管、只是、仅只、尽管、足足、就是、但凡、无非、不
过、起码、独独、不仅、不止、不但、至多、至少、最多、最少、顶多、徒然。
　　9．协同副词：一并、一总、另外、举凡、是凡、一道、一起、一齐、一同、一例、一块儿。
　　10．重复副词：又、也、再、重、更、还、一再、再三、再度、重新、重行、从新。
　　　　(二)近代汉语副词“才”的特殊用法　　0．1　本节所说的近代汉语，指的是从晚唐五代到
清朝中期的跟文言相对、以口语为基础的通俗的书面语，即古白话。
包括敦煌变文；翻译佛经，禅宗语录，词、曲、话本，宋儒语录，白话史料，明清小说等等。
　　0．2　现代汉语副词“才”的基本用法和引申用法近代汉语“才”都已具备；两者一脉相承、相
差无几。
本节将要讨论的是与近代汉语副词“才”有关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名词化，假设句，进行体
，凝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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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词化　　1．1　现代汉语“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法就是主观上强调行为动作发生之后的时间
短暂，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也是“才”的基本用法之一。
例如：　　(1)舜予才得上仓舍，西南角便有火起。
(《敦煌变文·　　舜予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汉语“才”还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以名词化
的形式仅仅表示说话以前不久的时间。
例如：　　(2)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
”袭人道：“⋯⋯刚才是　　我淘气，不叫。
开门的。
”(《红楼梦》第三十回)这里宝玉和袭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宝玉误踢了袭人，一个用“才”，一个
用“刚才”，可见这种名词化的“才”同“刚才”完全同　　义，句法功能也相似。
　　这种名词化用法大致产生于宋元，一直延续到清末。
下面是各个时代的用例：　　(3)(外末云：)贫道吕岩便是。
才见一个狱卒，将一个人去油锅内煤，我去问阎王抄化作徒弟。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　　(4)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
谁?”　　(《水浒传》第四十六回)　　(5)金莲道：“⋯⋯三姐，你在那里去来?”玉楼道：“才到后
面厨房里走了走来。
”(《金瓶梅》第十一回)　　(6)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到了。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7)那傻狗接着问白脸儿狼：“你才说告诉我个什么巧儿?”(《儿女英雄
传》第四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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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科学研究总是要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
理工科如此，文科也是如此。
如何利用?我认为重要的是善于提出问题。
问题从哪里来?一是从比较中得来，二是从发现的新材料中得来。
例如研究副词，涉及虚实的划分。
学者的说法很不一致，或者认为属于实词，或者认为属于虚词，也有称之为半实词或半虚词的。
相比之下，虽各有所见，亦各有所偏。
本书作者提出的问题是：难道必须划分虚实吗?他的回答是此路不通，另辟蹊径。
这种想法不只表现在处理虚实划分的问题上，而且几乎贯穿全书。
　　发现新的材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语，即使有可以补充、修正原有的理论和规律的语言事实出现，我们往往视而不
见。
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二是没有敏锐的观察眼光。
本书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副词的研究，作为一个有心人，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从中发现了许多新的语
言现象。
这里所谓的“新”，不是指语言事实原来不存在，现在才出现，而是指发掘出隐藏的语言规律，并加
以恰当的说明。
例如副词的基础形式与重叠形式有哪些差别，副词的连用有哪些规律，副词的预设有哪些表现，诸如
此类问题或者尚未有人注意到，或者虽然有人做过分析，但嫌简略。
本书提出了这些问题，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究，能给人以启迪。
　　我向大家介绍这一本值得一读的语法专著。
　　张　斌　　199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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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语，但即使有可以补充、修正原有的理论和规律的语言事实出现，我们往往
视也而不见。
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副词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从中发现了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发觉出一些
隐藏的语言规律，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究，能给人以不少启迪。
　　　　与欧系语言相比，汉语的副词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词类：既有实词的某些语法特点，有具有虚
词的某些个性特征。
尽管现代汉语副词的绝对数量并不很多，但其功能和用法纷繁多样，相当复杂，而且使用范围广，频
率高。
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以句子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从篇章的角度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了究竟有哪些副词
可以在篇章中起到衔接句、段的作用，它们以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在篇章中发挥其衔接功能，从而更全
面、准确地揭示汉语副词的关联功能。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是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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