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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不定量词"组合的历时考察*

张平
湖南大学文学院

提要 汉语中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不定量词"的组合形式包括核心动词与"形容词+
点儿"的组合和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些"的组合两种，对这两种组合进行历时考察，发现

二者之间曾有历时承继关系。而在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些"的组合形式发展过程中，又曾
发生过"形容词+些"由前置位置向后置位置的惨透。

关键词 核心动词、"形容词+不定量词"、组合、历时考察

一引言
"形容词+不定量词"包括"形容词+点儿"和"形容词+些"两个子类。 l在本文讨论范

围之内，"形容词+点儿"义可以说成"形容词十点"、"形容词+一点"和"形容词+一点儿"，
"形容词+些"还可以说成"形容词+一些"、"形容词+些子"和"形容词+一些子"。这些形
式之间的差别不影响本文的讨论，为了表述的方便，统一记作"形容词+点"和"形容词+
Jl:匕"
二=二。

"点"作不定量词的用法兴起较晚。搜索北大 CCL 语料库的语料，可见"点"作不定
量词大约萌芽于唐:

(1) 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争'犹如虚空，无-点相貌。(唐·黄嚷
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2) 谷深而背阴'被前岩遮'日光不曾照着。所以自古己来，垂元一点消融之时矣。
(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种用法当时很少，除以上两例外，在《北齐书》、《游仙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药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禅源诸诠集都序》、《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佛顶首楞严经》、
《霍小玉传》等文献中都不见做不定量词的"点"。在《全唐诗》中也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
儿个。

大约到了元、明时期，不定量词"点"可以与形容词组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
只能放在形容词的前面:

(3) 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丁员14皮胳嗒地揪住'一按按将τ来。
那只大虫意要挣扎，被尽力气捺位，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水浒)

.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l 参见吴启主 (1990:3 14) 和方绪军 (2000: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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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以放在形容词后面构成形补结构大约是清代才开始出现的z

(4) 凤姐道. "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
槌'我就认作‘针'。..…·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
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 (红
楼梦)

而以"形容词+点儿"的形式与动词组合又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有的现象:

(5) 此时吃的是英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
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
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
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6) 我举起风枪道. "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军字呢 J' 继之道. "你
说明白点'怎么打得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再次搜索历史语料，发现先秦至宋，中原话中一直没有"形容词+不定量词+动词"和
"动词+形容词+不定量词"结构。直到南宋，中原话里才开始出现了"形容词+些/些子+动
词"和"动词+形容词+些/些子"的形式。例如:

(7) 才着意严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宽些'又流荡而无节。(朱子语类)

(8) 末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处 J' 取了暗14盘龙羊脂白玉带'叫侯兴扮做内官
模样'把这条带去禁魂张员外解库里去解钱。"这带走无价之宝'只要解他三百贯。

却对他说: ‘三日便采取赎'若不赎时'再加绝二百贯。你且放在铺内'慢些子
收藏则个 J" 侯兴依计去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这些"形容词+些"和动词的细合形式与"形容词+点"和动词的组合形式在意义和功
能上相遇，在时间上先后承继。

二 "形容词+些"与动词组合的历时发展
2.1 "动词+形容词+些"的形成及发展

"动词+形容词+些"的形成和发展，与不定量词"些"的来源及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
联系密切。

不定量词"些"源于语尾助词。最早可见"些"的文献是《楚辞·招魂)) : 

魂兮妇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禹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伺，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银石些。彼皆习

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兮，不可以托些。(楚辞·招魂)

《招魂》中的"些飞魏人张揭《广雅》释为 "ì司也。"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曰:
"苏个反。今费峡、湖湘及南北江猿人见禁咒句尾皆称‘些'。"宋人陈彭年《铝宋广韵》去
声二十八"个"韵部释作"楚语辞飞清人主念孙疏"些，语余声也，见楚辞招魂。" 更有
时人杨时俊 (2002) 在详细分析了"些"的形义关系之后，认为"些"是"鸭"之伪字或俗
体字，最初用法即语尾助词，不定量词的用法源于语尾助词。

"些"在《招魂》中皆位于句末，它的有无不影响句子基本意义和结构意义的表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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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涉到某种语气。如在"何为乎四方些? "中表示反问语气，在"归来兮，不可以托些"中
表示否定、劝阻语气。结合今天山西万荣话中"些"既作语尾助词又作不定量词的现象， 2再
从语音的角度来考察=

《铝宋广韵》将《招魂》中"些"释为. "苏个切，又音细。" "苏"，"心"母，拟音
为[s]; "个"韵[a]且"音细"，拟音为 [ia]，拼合起来即为 [sia]。沈括注为"苏个反"，拼合
起来为 [sa]。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记曰"些，苏贺切。"<<铝宋广韵》将"贺"列在"个"
韵部之下，"苏贺切"，拼合起来仍作 [sa]。司马光《类篇》记曰: "四个切"，"四"属"心"
母，"四个切"拼合起来也作 [sa]。可见，宋代为《招魂》中的"些"作注者，多认为其音
为 [sa]，或 [sia]。而作不定量词的"些"， <<铝宋广韵》列在下平声"麻"韵部之下，释为:
"少也，写邪切。" "写"，"心"母[s]; "邪"，"麻"韵[a]，其音为 [sa]. <<类篇》记作: 11思
睡切，少也"。 66 思"，"心"母[s]; 11 唾"， 64麻"韵[a]，其音亦为 [sa]. 3这说明在宋代， <<招

魂》中的语气助词"些"和作不定量词的"些"读音基本一致，由此可从语音上说明"些"
不定量词的用法与语尾助词的用法之间的源流关系。

"些"作不定量词最早可见于汉代的《太平经))，以加"子"尾的形式出现于名词之前:

(9) 然，今既为天语'不与子让也。但些子饱'厄常不言'故问之耳。

在《敦煌变文集新书》和《祖堂集》中，开始出现"些子"后置于形容词且位于句末的结构:

(10) 早求生'迷抛此， .美反闻经频些子'须知听法是津粮(梁) ，若缺津粮争到彼'劝

Ifp此日申间功，且乞时时过讲院。(敦煌变文集新书)

(11) 庆拈得柱杖行三两步'回头云. "不妨是粗些子 J' 师云. "不错嫌粗 J' (祖堂集)

"些子"后置于形容词，是不定量词"些"曾经作语气助词居于语尾的位置特点的存留。
当"形容词+些/些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结构之后，它便与唐五代后已经发展得较为完
善的动补形式相结合，逐渐形成"动词+形容词+些"的结构。例如:

(1 2) 问. "因其材而笃焉?"曰. "是因材而加厚些子 C:' (朱子语类)

(1 3) 这槽道好生宽。属的远些儿拴。又怕绳子纽著。疾快将草料来。拌上著。(老乞大

谚解)

(14) 这马槽宽大。离远些拴。不要把绳子纽著。快些拿草料来。拌上愤他。(老乞大新

择)

(1 5) 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
着窗子问道. "平姐姐在家里呢么?.. (红楼梦)

对比例 (13) 反映明初修改本面貌的《老乞大谚解》中出现的"离的远些儿"和例. (1 4) 
刊行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的《老乞大新释》中出现的"离远些"，可以看出，"动词+形容词
+些"的形式在明初还不是很固定。例 (15) 则告诉我们，"动词+形容词+些"在清代乾隆年
间已经具有了用于"把"字句的功能。而现代汉语中，"动词+形容词+些"的一项主要句法
功能即是用于"把"字句。
进一步考察"动词+形容词+些"出现以前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的结构，发现通常是形

容词活用为动词再带名词宾语的"形容词+名词"形式。例如:

Z 见赵宏因 (1996) 。
3 拟音皆依据殷焕先、董绍克(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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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妇，鲍国谓之曰. "子何辞苦成叔之邑'欲信让耶'抑知其不可乎?"对曰..吾
闻之'不厚其栋'不能任重。.. ...." (国语.鲁语)

"不厚其栋，不能任重"是一个假设条件复句，译成现代汉语:如果不把房屋的正梁加
厚一些/点儿，就不能承受重物。其中的"厚+名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把+名词+加厚些/
点儿"

2.2 "形容词+些+动词"的产生及发展

在"形容词+些+动词"出现以前，古汉语表达该结构所表达的意义的常用方式是"形
容词+动词飞例如:

(1 7) 三甥曰. "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平图'後君噬齐。其反围之乎!围之'此为
时矣 rf' (左传)

(18)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 "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
积德~' (韩养子)

"早图"、"厚待"表达的意义分别相当于"早些图"和"厚些待"，它们在表义上一致。
当"些"作不定量词的用法兴起之后，"形容词+些+动词"的形式随即跟着出现。
考察按时间先后分别出现在动词前的"形容词+些"，发现主要有这样一种趋势:表示

时间的"形容词+些"出现得最早在唐王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例如 2

(19) 妻语夫曰"王郎心里莫野'出去早些归舍'其抛我一去不来'交我共谁人语
话。......" (敦煌变文集新书)

随后是表示方式的"形容词+些"和表示速度的"形容词+些"，大约出现在元代和明代，
如:

(20) 似这般冷时'咱们远垛子放著射'赌一个羊。咱们六个人，三棚儿箭'勾射了。

那边先射过来'人叫唤大了'才射的歪了。高些个射'休小了'低射时'窜到了。
(老乞大谚解)

(21) 客人初时也不肯'被众人功不过'道..罢'这十两银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
银子兑过，我还要连夜赶路。(陈御史巧勘金钗铀)

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出现得最晚，一直到清代的文献资料中都找不到语义上构成
结果与动作行为关系的"形容词+些+动词"。

三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些"
到"形容词+点JL+动词"、"动i司+形容词+点儿"

虽然"点"在唐代己有了作不定量词的用法，这并不比"些"晚，但它能与形容词组合
构成"形容词+点"的功能却远远落后于"些"。这主要是因为: "些"原来是一个语尾助词，

总是放在句末。如果句末正好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形容词+些"的形式。当
它变成不定量词且表示形容词的程度比较的结果时，"形容词+些"的形式得到了保留与巩
固。而"点"的初始义，王力《古汉语字典》记作"小黑点"。可见它最初是一个名词，后
来慢慢变成用在名词前对该名词进行修饰与限定的量词，然后又在此基础上渐渐衍生出不定
量词的用法。当它逐渐变成不定量词，而且可以表示程度量、可以对形容词进行修饰与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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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它沿袭的仍然是前置于中心语的形式。这时的"点"与同时期的"些"正好形成了功
能与形式上的互补: '"些"儿乎不用在形容词之前，即不以"些+形容词"的形式出现，而
"点"也几乎不用在形容词之后，即不以"形容词+点"的形式出现。如在元杂剧《西厢记》
中，可见"点+形容词"和"形容词+些"的形式，不见"些+形容词"和"形容词+点"的
形式:

(22) 太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西厢

记)

(23) 休言语，靠后些! (西厢记)

随着语言的发展，当语言表达的精确性要求有两个不定量词来区别性状的程度比较小与

程度很小的差别时，"些"与"点"分别向对方所具有的句法功能渗透，"些"可以放到形容
词前面，形成"些+形容词"的形式; "点"也可以放到形容词的后面，形成"形容词+点"

的形式。这种渗透首先是从"些"向"点"开始的，大约始于明代。例如:

(24) 只觉袋里有些重'便把手抽开'重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水浒

传)

例 (24) "有些重"中的"些"放到了形容词之前。
之后有"点"向"些"的句洁功能的惨透，大约开始于清代。例如=

(25) 贾珍笑道"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

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 (红楼梦)

例 (25) "惜一点儿"中的"点儿"用在形容词"错"的后面。
当"点儿"可以后置于形容词之后，"形容词+点儿"与动词进行组合就有了可能。"形

容词+点儿"与动词组合大约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26) 师爷说. "照这电报上'令来既来关照，折子还没有出去。观察早点设法'总还可

以挽回 d' (官场现行记)

(27) 继之道. "你说明白点'怎么打得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此时的"形容词+点儿+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
形容词+些"处于互混分布状态。可以用"形容词+点儿+动词"的地方，也可以用"形容词
+些+动词"，可以用"动词+形容词+点儿"的地方，也可以用"动词+形容词+些飞将例 (26) 、
(27) 与 F面两例对比:

(28) 这几天黑八哥一天好几趟来找他'黄胖姑也功他"上紧把银子早些送进去。倘

或出了缺'黑大叔在里头就好替你招呼d' (官场现行记)
(29) 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

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师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

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在同一作者的同一部作品中，既用了"早点+动词"，如例 (26)，也用了"早些+动词"，
如例 (28); 既用了"动词+形容词+点"，如例 (27)，也用了"动词+形容词+些"，如例(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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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此时的"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与"动
词+形容词+些"正处于互混交替阶段。

之后，"形容词+点儿+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不仅在意义上渐渐与"形容词+些+
动词"、"动词+形容词+些"区别开来，而且在数量上也渐渐取得了优势。现代汉语普通话
中，"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形容词+些+动词"
和"动词+形容词+些" 4 。

四 "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 的历时渗透
就总体结构形式来看，"形容词+点儿+动词"和"动词+形容词+点儿"这两个结构是受

"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的影响发展而来的。而"形容词+些+动词"与
"动词+形容词+些"又分别是由"形容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这两种形式发展而来
的。而且，"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这两个结构是同时代(大约 19
世纪 20 年代，见第二部分的分析)出现的，"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这
两个结构也几乎是同时代(大约唐五代时期，见第L部分的分析)出现的。 就连"形容词+
动词"与"形容词+名词"的存在时间也是平行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见第二部分的分析)。
这说明，无论是"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之间，还是"形容词+些+
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之间， 甚至是"形容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之间，就
整体结构而言，都不存在谁衍生出谁，或者谁来源于谁的关系。这种形容词短语既可以前置
于动词作状语，又可以后置于动词做补语的情况是汉语表达不同的意义所需要的。
从具体的结构形式来看，古汉语中，构成"形容词+动词" 的形容词与动词在语义上

多表现为时间与动作行为(如"早图之"中的"早图" )、方式与动作行为(如"厚葬之"
中的"厚葬" )、性状与动作行为(如"郑人大败戎师"中的"大败" )等关系，儿乎不表
示结果与动作行为的关系。而"形容词+名词"中则有相当一部分表示的是便成和处置的意
义，其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由形容词隐含，这个隐含的动词与形容词在语义上构成功作行

为与结果的关系(如"上求鱼，臣乾谷"中的"乾谷" )。在"形容词+名词"结构中，形
容词与它隐含的动词之间既不会构成时间与动作行为、方式与动作行为的关系，也不会构成
性状与动作行为的关系。这说明，在古汉语中，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方式、性状的
表义功能和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的表义功能，正好与它前置于动词做状语的句法功能和活用
为动词作谓语的句法功能相对应。这样，它们的表义功能与句法功能相结合的形式就呈现出

互补的状态: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方式、性状的形容词只能以"形容词+动词"的形式出

现，不能是"形容词+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的形容词只能以"形容词+名词"的形式
出现，不能是"形容词+动词"。
这种互补性在"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刚出现时得到了继承。但随

着"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这两种结构形式的广泛运用，互补分布状态
渐渐地变成了互棍分布状态。只是，这种变化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单向的，只有表示时间、方
式、状态等的"形容词+些"慢慢地由只能前置于动词向既可以前置于动词、又可以后置于
动词转变，没有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由只能后置于动词向既可以后置于动词、又可以
前置于动词转变。出现由互补分布向互混分布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构成时间与动作行为或方

式与动作行为的"形容词+些+动词"，和构成动作行为与结果的"动词+形容词+些"在结构
意义和句法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一一它们都表示对动词关涉的事物所具有的性状的程
度进行动态调整，都蕴涵比较意义，都是主要用在表示祈使、意愿或主观认同的句式中。这
些同一性的存在使得具有不同语义关系的"形容词+些"和动词可以用同一种语序来表达飞

4 该使用频率主要依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以及在北大 CCL 语料库

中使用频率的统计结果。

5 参见张平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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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它们融合的方向是单向的，只有表示时间、方式等的"形容词+
些"向动词后移，没有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向动词前移呢?这又是由"形容词+些+动
词"与"动词+形容词+些"各自的特点、动补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时间像似规律的制约
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形容词+些+动词"中的"形容词+些"都是伴随着动词的发
生而出现的，说话人提出"形容词+些+动词"的要求时，主要目的是希望动作者实现"形
容词+些气这也就是说，"形容词+些"是进行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的一个主要目标。如: "早
些归舍"中的"早些飞即是说话人要求动作者在"归舍"时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结果与目
标又是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的，因而这里的"形容词+些+动词"中的"形容词+些"可以在广
义上与表示动作行为的直接结果的"形容词+些"归为一类。而且，何乐士先生的研究结果
显示，正是在元明时期，汉语的动补结构有了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的表现之一即是:作
补语的动词与形容词的范围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与《敦煌变文》比，表示时间的形容词可
以作动词的补语。 6可见，"形容词+些+动词"是在"动词+形容词+些"的类化作用之下开
始向它靠拢的。至于表示动词直接作用结果的"形容词+些"此时不能向动词前移，这主要
是时间像似规律规约的结果。表示动词直接作用结果的"形容词+些"不像表示时间、方式
等的"形容词+些"那样是伴随着动词的进行而实现的，它们都发生在动词之后，所以，如
果没有其他外力的作用，它一般都要排列在动词的后面。由此可见，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表示
时间、方式等的"形容词哇"与动词织合时可以有两种语序，如: "早些去一一去早些"、
"轻些说一一说轻些"等，这是"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的历时渗透在
现时平面上的反映。

概括"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的历时渗透过程，可图示为 2

A B A B 
形容词+动词 + + 形容词+名词

互补关系

形容词+些+动词 + + 动词+形容词+些

互补关系

渗透(同化作用)
形容词+些+动词 + 一一一一一→ + + 动词+形容词+些

不可j@((时间像似规律作用)

互泪关系 | 

(A: 表示动作行为与时间、性状、方式时间的关系; B: 表示动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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