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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词的功能增值现象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 ,发展到现代 ,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
的语法现象。名词语义特征的凸显是名词功能发生增值的内部基础 ,与副词结合 ,受到副词的
修饰是名词功能增值的外部形式。名词的功能增值现象符合语言经济原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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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词功能增值现象的产生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 ,名词的语法功能显现出

一种增值现象 ,这种增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名词和副
词结合在一起 ,受到副词的修饰 ,这种现象发生在
各类名词与各类副词中间。语法研究者都认为这
是一种新型的语法现象 ,最早出现于二三十年
代。[ 1 ]例如 :

(1)这又仿佛太中国气了。 (瞿秋白《“矛盾 ”
的继续 》)

(2) (他 )还始终没有同她生过一次比较友谊
的关系。 (丁玲《一九三 O年春上海 》)

(3)顾八奶奶说 :“我真是顶悲剧、顶痛苦 !”
(曹禺《日出 》)

但据笔者收集到的语言材料表明 ,名词的这种
功能增值现象早在明清的各种白话文小说中就已
经出现了 ,而且数量不少。例如 :

(4)最怜儿女最英雄 ,才是人中龙凤。 (《儿女
英雄传 ·缘起首回 》)

(5)众亲戚闻他光景 ,也都来看他 ,也有慰谕
他的 , 也有劝勉他的 , 他一一应接 , 极其款曲。
(《型世言 ·第十四 》)

(6) (这姑娘 )十分人才 ,属马儿的 ,交新年十
五岁 ⋯⋯ (《金瓶梅词话 ·第三十七回 》)

在明清白话文小说中 ,这种现象涉及的名词有
指人名词、指物名词、方位名词等 ,涉及的副词多为
程度副词 ,有“过于、最、极、极其、甚、十分、好、稍”等。

可以看出 ,名词与副词结合 ,这种功能增值现
象并不是产生于现代的一种新兴的语言现象 ,早在
明清的书面语中 ,就已经大量出现了程度副词修饰
名词的现象。

二、名词功能增值的内部基础
虽然 ,名词与副词结合 ,这种功能增值现象存

在于各类名词和副词之中 ,但就目前收集到的语言

材料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能与副词结合 ,这

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名词能否与副词相结

合 ,主要受到其语义特征的限制 ,只有具备了某种

语义特征 ,名词才能顺利地与副词结合 ,从而获得

功能增值。

(一 )具有性质义

名词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 ,一类是词的本质意

义或初始意义 ,具体表现为词典上的释义 ,这种意

义是理性的 ,具有稳固性、概括性的特点。我们称

之为概念意义。另一类意义不是词义本身所具有

的内容 ,而是附加在词义之外 ,具体描述了名词所

代表的事物的某一种性状或功能 ,这种意义受到时

代、社会、文化、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因而具有主观性、多变性的特点。我们称之

为性质意义。[ 2 ]

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使用一个名词时 ,主要是

使用它的概括意义 ,发挥它的指称功能。但在一些

特殊的具体语境中 ,人们为了交际和表达的需要 ,

转而使用名词的性质意义 ,使名词的指称功能性状

化 ,具有修饰和比喻的作用。由于汉语是一种缺乏

内部形态变化的典型的孤立语 ,要想使一个名词的

功能性状化 ,突显出它的性质意义 ,达到最佳的表

达效果 ,与程度副词结合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3 ]

可以性状化的名词主要是一般名词 ,只要这个

名词的性质意义具有个性化、富有特色、有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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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必须为人们所熟知 ,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具
体而言 ,这类名词有 :

1. 指人名词 :如“官僚、绅士、贵族、小市民、哥
们儿 ”等等。这类词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
角色标准将人分为不同的类别 ,不同类别的人 ,具
有不同的属性 ,这些属性成为不同类人的性质标
记 ,具有区别性作用。人们听到表示这类人的词 ,

便会想到这类人的性质特点。这类名词通过与副
词结合 ,使其原来所隐含的性质标记凸现出来。例
如 :

(7)克里看上去很贵族 ,那是因为他一点都不
浮躁 ,一般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都不怎么感兴趣。
(光明网 2004. 1. 24)

(8)她好像受过训练一样 ,很淑女 ,一点也不
像网上她说的不拘小节。 (新浪文化 2004. 3. 22)

例 (7)表示克里像贵族一样不浮躁、不赶时
髦、情趣高雅 ;例 (8)表示她言谈举止很文雅、很有
教养。

2. 指物名词 :这类名词中可以性状化的名词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性质意义可以在具体语言
环境中用来比喻某种人或事物的特点。如 :“铁、
饭桶、草鸡、泡沫、奶油 ”等等。这些词所表达的概
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们对其性
质意义的认识比较深刻 ,看到或听到这些词时 ,会
引起基本相同的联想 ,在交际中 ,人们会自然而然
地借用这些名词来比喻其所指称事物的性质。例
如 :

(9)你的作品太泡沫、太无聊 ,辜负了你的青
春红颜 ,让我们说你什么好 ? (麦田《成名的“蜜
月 ”》,《文汇报 》1999, 3, 5)

(10) 我们成了“铁哥们儿 ”, 至今仍然很
“铁 ”。 (蒋子龙《子午流注 》)

例 (9)形容作品像泡沫一样空虚、没有价值 ,

不堪一击 ;例 ( 10)形容我们的关系像铁一样坚不
可破。

3. 抽象名词 :抽象名词是人们对抽象事物特
点的概括。它的概念意义和性质意义的界限比较
模糊 ,人们对抽象事物的认识比较一致 ,与具体名
词相比 ,抽象名词所指的不是有形的实体事物 ,指
称功能较弱 ,所以抽象名词相对来说更容易性状
化 ,更容易与副词结合。如 :“很传统 ”、“非常艺
术 ”、“太诗情画意 ”、“不现代派 ”等等。

4. 专有名词 :包括地域名词和人名。能够性
状化的专有名词必须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它所指的
人或事物的某些具体特点必须为人们所普遍了解
掌握 ,不至于在交际中出现解码错误。如“中国的
古老和传统 ”、“上海的繁荣 ”、“堂吉珂德的理想

化”、“林黛玉的多愁善感 ”、“雷锋的乐于助人 ”等
等 ,这些名词的性质义都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例
如 :

(11)我觉得 ,他的面容很中国 ,很古典 ,像老
派的文人 ,又像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一位耄耋而敦厚
的家长。 (人民日报 2004. 5. 5)

(12)今秋流行很上海。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03, 18)

(13)朱怀镜说 :“你太想多了 ,一定是昨晚空
调开大了 ,哪有不枯的 ? 好了 ,别太林妹妹了 ,花是
花 ,人是人 ,两不相干。”(王跃文《国画 》《当代 》
1999, 1)

如果把例 (12)中的“上海 ”换成“和田 ”,把例
(13)中的“林妹妹 ”换成“小红 ”,听的人肯定会不
知所云 ,这个句子也就不成立了。

5. 后缀式名词 :常见的名词后缀有“式、化、
味、气、主义 ”等等。词缀本身是揭示相关名词性
质上共性的一种手段 ,使名词具有性状化的趋势 ,

但在具体语境中 ,还是要跟副词结合 ,才能使这类
名词真正性状化。例如“很母性 ”、“太书呆子气 ”
等等。例如 :

(14)她叹息了 ,轻柔地、很母性地把姚茫揽入
自己的怀里。 (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 ,

1986)

(15)你这个坦诚、直率的女人不是总被他说
成太幼稚、太痴傻、太书呆子气吗 ? (刘若松《不是
“两个人的车站 ”》,《人民文学 》1988, 1, )

(二 )具有量度义
在名词中方位词和一些抽象名词的语义中隐

含着不同程度的量度义 ,如 :“底层、上边、前面、高
价、前沿、热门、美味、优势、悲剧 ”等等。这些名词
具有的量度义都是非定量的 ,它的量度义体现为一
个连续不断的区间段 ,这个区间段具有延展性 ,界
线模糊 ,不能精确计量。而程度副词中除“最 ”以
外 ,“很、非常、相当、太 ”等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就
是它的模糊性。因此 ,具有量度义的名词和程度副
词的结合就具有可行性 ,表现出程度上的差异。例
如 :

(16)这儿还有名家的画 ,都不能太高价。 (王
小妮《热的时候 》,《特区文学 》1994, 1, )

此外 ,还有一些名词本身虽然不具有量度义 ,

但在具体语境中 ,和程度副词结合后 ,可以临时获
得量度义。例如 :

(17)她屋里的一切物品都有领导风度 ,最大
众的地方是床上增添了一个竹子做的痒痒挠儿。
(牛伯成《水杯 ,就在床上 》)

(三 )具有顺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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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具有顺序义是马庆株先生 (1991)提出来

的 [ 4 ]
,具有顺序义的名词主要有四类 : 1. 绝对时间

词。时间词在时间轴上可以是循环往复的 ,具有封
闭性。如“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也可以是持续

向前的 ,具有开放性。如“一天、两天、三天 ⋯”。
2. 衔位名词。例如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

“省长、市长、县长 ”等等。衔位名词所表示的名词
都是成系列的 ,每个词所表示的人物处于在系列中

都有其固定的位置 ,形成不同的等级。3. 年龄名
词。如“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等等。

4. 绝对处所词。如“上海、天津、北京、河南 ”等等 ,

这些词所指地点的地理位置不会发生改变 ,是一个

独立的存在。
具有顺序义的名词原本也是指称时间、地点、

人物的 ,他们的顺序义只有在与副词结合后 ,才会
显现出来 ,从而具有流动性。例如 :“已经春天

了 ”、“都大学生了 ”、“早就镇江了 ,马上就南京
了 ”。

有些名词本身不具有顺序义 ,但在具体语境
中 ,可以临时获得顺序义。例如 :“刚才李小姐 ,马

上我了。”[ 5 ]

(四 )具有数量义
名词本身不具有数量义 ,但可以通过两种途径

获得。一种是与数量词结合 ,如 :“两页纸 ”、“三元
钱 ”。还有一种是在具体语境中名词隐含了数量

义。如“光学费 ,就交了一万。”这里的“光学费 ”其
实指的是“光学费一项 ”。当名词获得了数量义
后 ,为了对其进行数量上的限制 ,就必须与范围副
词结合。例如“我就三块钱了 ”、“教室里仅五个同

学 ”。

三、名词功能增值的外部形式
名词本来是用来指称名物的 ,它的功能之所以

能增值 ,实际上是原本隐藏于名词词义结构中的语
义特征凸现了出来 ,在言语交际中取代指称功能而

发挥主要作用。这种隐藏的语义特征必须借助一定
的句法形式才能显现出来 ,这种句法形式对语义特
征的显现起到了限制作用 ,影响着人们的表达理解。

名词与副词结合 ,是名词功能发生增值的主要
句法形式 ,当名词出现在副词之后 ,受到副词的修

饰 ,它的某种语义特征就会浮出水面 ,而原本的指
称功能则退居幕后了。名词与副词结合主要有以

下几种形式 :

(一 )程度副词 +名词

“程度副词 +名词 ”是副名组合中最为常见
的、也是目前学者们研究最多的一种类型。现代汉

语中程度副词到底有多少个 ,从朱德熙《语法讲

义 》中列举出的 16个 , [ 6 ]到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
研究 》一书中统计出来的 89个 ,

[ 7 ]各家学者说法
不一。但是“很、最、挺、比较、太、稍微、非常、特
别 ”等这几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副词都是各家所公
认的程度副词 ,也正是这几个程度副词能顺利地与
名词发生关系 ,这几个副词除了“稍微 ”以外 ,其他
几个在语义上都有强化、加深的趋势。程度副词可
以和不同类的名词结合 ,主要有以下五种 :

1. 程度副词 +抽象名词 例如 :

(18)马尔代夫很尊严地输掉了这场球 ,他们
输掉的只是身体 ,仅此而已。 (《体育周报 》2001.

4. 30)

(19)张和生则批评电视剧肤浅 ,编者主观的
东西太多 ,而且审美观念太传统。 (梁晴《索坦 》
《中篇小说选刊 》1997, 1)

2. 程度副词 +指人名词 例如 :

(20)这儿的女孩很女孩。 (《广州日报 》1997,

12, 1)

3. 程度副词 +指物名词 例如 :

(21)况齐又长得太奶油了一些 ,这与岑心目
中的铮铮硬汉 ⋯⋯相去甚远 ,岑实在不能够喜欢
他。 (李岩炜 ,《说不完的故事 》)

4. 程度副词 +专有名词 例如 :

(22)十分惊诧 ,女人的直觉为什么总是如此
敏锐 ,尽管此时我已经很“西藏 ”了。 (余纯顺《走
出阿里 》《小说月报 》1996, 12)

5. 程度副词 +方位名词
能和方位名词结合构成副名组合的程度副词

有“最 ”、“顶 ”、“稍 ”等。例如 :“最左边 ”、“最底
层 ”、“最前 ”、“顶上边 ”、“顶右面 ”、“稍左 ”、“稍
前 ”等等。其中“顶 ”只能和合成方位名词结合 ,不
能说“顶上 ”、“顶右 ”。而“稍 ”只能和单纯方位词
结合 ,不能说“稍左面 ”、“稍前边 ”。

6. 程度副词 +后缀式名词 例如 :

(23)李艺知道自己这样问太学生味 ,但又由
不住要这样想。 (王炬《正义的谜踪 》《中篇小说选
刊 》1997, 1)

(24)总之 ,简珍不是上大学的料。简珍很唯
物主义 ,即不在功课上下苦功 ,一天到晚盘算着如
何当老板。 (李肇正《小女子 》《中篇小说选刊 》
1997, 1)

(二 )否定副词 +名词
常见的否定副词有“不、没、没有、未、别、莫、

勿、不曾、不必 ”等。根据收集的资料来看 ,能与名
词结合的否定副词相对较少 ,目前只有“不、没、没
有 ”。例如 :

(25)她骨子里也并不现代派。 (刘嘉陵《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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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世界 》,《清明 》1988, 5, p15)

(26)什么星期天不星期天 ,没关系。
(27)不 /没有 /没两年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新兴

城市了。
(28)他呆了不 /没有 /没几个小时就走了。
否定副词也能和方位名词结合 ,例如 :不左不

右 ,不前不后。
(三 )范围副词 +名词
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范围副词有“都、全、共、总

共、统统、一概、单、光、仅、才、净、就、单单 ”等等 ,这
些范围副词几乎可以和各类名词相结合 ,对有关人
或事物的数量进行统括性或唯一性的限制。例如 :

我花了共三元钱。　　　凡学生都站在外面。
光包袱就够你受的了。　　　床上净书。
(四 )时间、频率副词 +名词
现代汉语中的时间、频率副词数量很多 ,一般

都能进入副名组合 ,表示已经达到某一点 ,正在达
到或未达到某一点。例如 :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死了也没关系。
都大姑娘了 ,别到处乱跑了。
(五 )语气副词 +名词
语气副词和名词结合后 ,可以表示说话人对人

或事物的一种评价。例如 :

何大妈的确热心肠儿。
那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几岁。
(六 )固定组合
在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副名组合已经固定化了。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名词 +就 +名词 例如 :

明天就明天吧 ,反正也不急。
十块就十块吧 ,也将就啦。
在这个格式里 ,副词“就 ”位于两个相同的名

词中间 ,表示了说话人让步的语气 ,表示同意对方

的意见。
2. 比 ⋯还 /更 ⋯例如 :

你比我的敌人还要敌人
和他打交道要多长点儿心眼儿 ,他比商人还要

商人。
走正步 ,比军队还要军队
在这种“比 +名词 1 +还 /更 +名词 2”的固定

格式中 ,虽然前后两个名词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所
表示的意义却不一样。第一个名词体现的是它的
概念意义 ,第二个名词体现的是它的性质意义。这
种格式可以替换成 :

你比我的敌人还要坏
他比商人还要狡猾
走正步 ,比军队还要规范
3. 越来越 ⋯例如 :

越来越绅士 　　　越来越诗意
在这种格式中 ,“越 ”是关联副词 ,在句子中以

“越 ⋯越 ⋯”连用的形式出现 ,说明了说话人对人
或事物发展特点的一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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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a lue - added fea tures of noun s in m odern Ch inese

N I E Hong -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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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lue - added features of nouns in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emerged and have developed into a modern feature.

Now they are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of the grammar.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nouns highlight the term value - added fea2
tures in the internal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adverb, modified by the adverb in the term of value - added functions of the exter2
nal form. Value - added features fit for the languag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econom ic p rincip les.

Keywords: noun; value - added features; semantic - features; language econom ic p rincip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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