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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化理论探讨汉语程度副词"生"的历史来源

陈搭霖 曹逢甫
国立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从语法化理论，探讨汉语程度副词"生"的两种历史来源:结构形式、语境

吸收以及认知心理、类推，认为副词"生"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之际。另外，本
文也考察了唐宋至明清时期"生"的各项用法。
关键词语法化、程度副词、类推

一 汉语及其它方言中程度副词"生"的用法
吕叔湘(1987 、 2003)将"生"分为四种词类及语义如下所示:

1.名词'生命、生存，如:丧生、贪生怕死、起死回生。

2. 动词'可分为三类: a. 生育、生长，如:生孩子、生根。

b. 产生、发生'如:生效、生是非。

C. 使柴、煤燃烧'如:生炉子、生着火。

3. 形容词'活的、未成熟的'如:生物、生鱼、生铁。

4. 副词'如:生硬、生冷、生疼。

日叔湘(1987 、 2003)所分类的"生"共有六项用法，分布于四种词类。副词"生"主要

搭配"硬"、"冷"、"疼"形容词，形成状中结构。又据《教育部国语辞典》中所出现"生"
语汇中，可分析为五种词类如下:

1.名词，如:谋生、书生。

2. 动词'如:生育、产生。

3. 形容词，如:生手、生米。

4 副词，如:生怕。

5. 语助词'如:怎生

《辞典》和吕叔湘(1987 、 2003)所列出的"生"，互相对照之下"生"同样也有副词用法，主
要是修饰心理功词"怕"，同为状中结构。另外，多了语助词的用法，本文不拟讨论。

"生"表程度，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有表现。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所载，"生"当作
程度副词表示恨、非常，出现在晋语中，陕西北部读作S:)IJ ，如: "沙子把脸打得生(S:)IJ)疼"lo

l 这里的晋语可以获嘉方言为代表，贺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指出生疼(salJ t'alJ)的用法，走路把脚磨得生
疼(sal) t'a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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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西南官话中，如四川成都程度副词"生"读作s~n，例如:生(s~时痛。《温州方言词

典》指出"生" (siε)做副词，表示对某种情况、性状的肯定，如:

事干式生(SiE)复杂'一下阿难理支清。
石头生(sie)重显，抬不动。

路生(sie)难走，你岁大人还是攒走吧。

虽然词典的解释，未提及表示高程度，但是从例句来看"生"是带有程度如重的效果。再者，
《肉γ方言词典》也有记录，"生" (s~)属于前加成份，表示程度深，例如:天胡嘟玲，手冻

者生(s~)疼。贵阳方言也同样有这样的用法，如:天好冷瞅，手冻得生痛。~n t'01))。

这些方言语料显示，"生"用作程度副词，并不只出现在汉语普通话中，一些汉语万言
也有相同的周法。

二理论架构一一语法化研究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词，虽然源自西方语言学，但是相关的研究，在汉语
语言学界早已萌芽。沈家娼(1994)、杨成虎(2000)引述 Harbsmeier( 1979)的话指出，元朝周伯
琦的《六书正伪))，就有提及语法化的概念，亦即所谓的"实词虚化"。然而，实词虚化却不
能概括语法化，张谊生(2000)的文章中首先对虚化及语法化加以区别，他认为虚化和语法化
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所谓虚化，指的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意义泛化、表示功能语
法的过程:而语法化侧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总之，语法化的定义要比虚化更广
一些。张谊生。000)同时列举副词语法化的三阶段: 1.实词向副词转化。 2. 副词由略虚向较

虚变化。 3.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转变。从张谊生(2000)的定义，来检视此三阶段，实词虚化即

为第一阶段:语法化统摄的层面较广，即包含实词虚化、虚词虚化。本文所讨论副词"生"
的历史来源为第一阶段，即由实词如何语法化为副词。底下，陈述语法化相关理论，作为全
文的论述架构。

张谊生(2000)主要以副词虚化为题，讨论副词的形成发展，提出四大项和语法化有关的

因素。底下作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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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形式:实词虚化的基础，实词由核心功能，转变为辅助性功能，词义也随之变的

抽象。在结构形式中又可以分述为三项即结构、句位、相关成分。
a. 结构 t 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这三种结构随
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
b. 句位:就名、动、形三类实词虚化成副词的句法位置而言，因出现位置的变化充当成
状语，如"非常"为形容词当定语或谓语，像"非常之功飞后来到隋代成了状语，像

"非常牢固"。
c. 相关成分:即是对称结构的比较。又可分为二项:对举成分、搭配成分。所谓对举成
分即在一个并列句中，前后分句的同一句法位置上的对应成分，如果对举的一方是己虚
化的副词，另一方也会相应的虚化。搭配成分则是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相关的因素。
2. 语义变化:实词意义于使用过程中的转化方式，共有三项:泛化(Generalization)、分
化 (Differentiation)、融合例ixture) 。
a. 泛化是指实词语义的抽象化、一般化、扩大化。
b. 分化是实词的基本意义和基本功能不变，但是由于某语素的词义发展和引申，派生出
一个或几个较为虚化的新义项。
c. 融合则是原来二个单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由于语义不断虚化，词义逐步融合，而

成新的虚词。



3. 表达方式:因为语用关系而触发形成的语法化机制，又包和谐(H缸mony)、转借
(Transferable loan)以及语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三工页。
a. 合谐(harmony): 随着对方逐渐退化，本方也逐渐虚化。
b. 转借(transferable loan)读音形式相同、相近，实词被借用为虚词，虚词又被借虚。如
"裁"、"财"和"才"同音，所以通过转介用为副词。
转借是读音形式相同、相i丘，实词被借用为虚词，虚词又被借为更虚。
c. 1;岳境吸收:词语的使用过程中诱发某个成分虚化的上下文。
4. 认知心理:虚化现象通过主观的认知作用而形成。主要有隐喻(Metaphor)、推理
(Inference)、重新分析(Reanalysis)。例如"咫尺"由表空间转化为表时间义就是透过隐
喻产生。推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类推或推导，使得一些词语的隐涵义逐渐明确化，
逐渐独立化、国定化。重新分析是句子的表层结构不变，由于人的理解，同一种语言形

式，有新的解释。

上述张谊生(2000)主要关注造成语法化的各项原因。另外， Bybee 等(1994:9-22)提出语法
化现象的八项特征。如下t

1. Source determination. (来源限定):词汇语法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有基本领域的语义
特点。如"do" 为动作及物动词(dynamic transitive verb) , "have"、 "be" 为静态动
词(stative verbs)。动态动词是表示运动状态的动词，而静态动词则是表示一种相对
静止状态的动词，基本语义来源是相同的。

2. Unidirectionality. (单向性):跨语言分析的一贯'性(Consistency)，词汇由具体，向抽
象演化。

3. Universal paths. (普遍路径):从跨语言分析，各个语言的语法化历程，具有相似路径，
并朝同一终点演变。

4. Retention of earlier meaning. (保留先前的语义):词汇语法化之后，和原来结构的语
义，有细微差异。但是，仍然长期被保留。例如:"Wi1l"向未来时貌标志的转移"Shall "。
如下例:

a. Shall 1 call you a cab? (未来时貌)
b. Will 1 call you a cab? (意图倾向/未来时貌)

5. Consequences of semantic retention. (保留结果的语义)
这个概念是，用一种可预测的方式，从现在保有的词汇意义，通过历时分析
(Synchronic analysis)和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重建原有的内部语义(Intemal
reconstruction) 。

6. Semantic reduction and phonological reduction. (语义减弱和音韵减弱)
使用频率和语音之间的连结，相对于不常使用的话语语料，经常被使用的话语语料，
语音则会倾向于缩短、简化。音韵减弱后，词汇的语素相对减少，由具体义变为广
泛义。

7. Layering. (层次):词汇语法化，经历数层的路径，导致和先前具有相似的意思，但
不是完全相同。例如英语表示未来的标志 "will"、 "Be goingω" 具有表示行为动作、
意图倾向以及未来时貌的三种层次。

8. Relevance. (相关性):是一个语法范畴的意义，影响到其它词汇、词根的原有意思，
具有相互伴生的关联。相关性适用于所有种类，包含词汇(Lexical) 的衍生
(Derivational)、屈折(Inflectional)和迁回变化(periphrastic) 。

Bybee 等(1994)所列举此八项，可以做为语法化特征的人项特点。下文，将运用前述的理论
架构，试图找出汉语程度副词"生"的历史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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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人的相关研究及本文的分析讨论

3.1 "生"的相关研究
关于程度副词"生"的初始年代，商务印书馆(2004)所编的《古代汉语虚词辞典》中，

推衍至唐代，如干例:

(1) 不分桃花缸胜景'生憎柳絮白于棉。(杜工部集·送路六侍郎入朝)

(2) 东风吹来不解颜'苍茫夜气生相遮。(韩昌黎诗集·李花)

并将上二例中的"生"，解释为"甚"、"最"、"偏气表示程度之甚，从结构来看为"生十v"
的状中结构。又(1) ， (2)皆为对句，且其中的"生"都用来对"不"因此，将之解释为"副词"
应有一定的根据。但副词"生"，表程度义的用法，又其结构形式、语义如何演变，仍需要
说明。

从上面简短的论述，程度副词"生"始见于唐宋之际。基于前人的基础上，"生"仍然
有下列问题，有待厘清。

l. "生"如何演变为副词的用法，目前尚无相关研究。
2. 唐宋以前"生"的使用情形，包含语法结构、语义演变。
3. 副词"生"的来源为何?何种国素造成?

j民f'-，探讨副词"生"的语法化历程，并以历史语料为对象，找寻各时代"生"的用法，从

中得到副词"生"形成的适切解释。

3.2 先秦时期"生"的用法一一《诗经》、《论语》、《孟子》
先秦时代的历史语料，我们选择了出现较早的《诗经))，以及后期的《论语》、《孟子》

三部典籍。在《诗经》中"生"一共出现 59 笔2，语义分布如下表1.并摘举数例说明。

1. "生"动词，表示出生、养育。

(3) 哀哀父母'生我伪劳!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小雅·谷风之什·攀耗)
(4) 昔育恐育鞠'皮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国风·坤·谷风)

(5) 父母生我'胡伴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

例(3)-(5)中"生"都是动词表示出生、生育之义。

2. "生"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6) 秉心元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大雅·荡之什·桑柔)

(7) 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国风·王·兔爱·毛挎序)
(8) 乱之初生'懵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诲。(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

2j主型的 59 笔i吾料并没有删除重复出现的"生"

56 



(9) 夭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歧土芒芒。古帝命武汤。(商颂·玄鸟)

例(6) "谁生厉阶"，照译文所释"厉阶"为祸端，因此整句可以理解为"哪个人产生、
发生出这种祸事"，"生"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为动宾结构。

例(7)中"君子不乐其生焉"，可以视为"王师伤败，君子不乐生"，主要是说明"君子不

乐(君子)生焉"，"其"是指涉"君子不乐"，动词"生"在"君子不乐"之后。
例(8) "乱之初生"，则是"初生乱"亦即"刚开始产生祸乱"，"生"同样视为动词。例

。) "降而生商" "商"为一个朝代名，因此"生商"不能解释为"出生商朝"，只能理解为"产
生商朝"。

3. "生"动词，表示生长。

(1 0) 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大雅·生民之什·卷阿)
(11) 有执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国风·唐·有状之杜)

(12) 葛生蒙楚'延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国风·唐·葛生)

例(10)-(12)的"生"主要都是指涉植物的生长，表示生长义的"生"，符合《说文》的本
义"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
4. "生"动词、名词，与"死"相对。

(1 3)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闹'与子成说。(国风·呻·击鼓)

(14) 拼之罄矣'维垂之耻。鲜氏之生'不如死之(小雅·谷风之什. ~在我)

例(13)-(14) "生死"相互对举，成为一种明显的对比作用，"生"为名词表示"话"为"死"

的反义。

5. "生"通"性"。

(1 5) 混夷骏矣'维其哮矣。虞芮质服成'文王碾厥生。(毛诗·太雅·文王之什·锦)

例(1 5)中"生"通"性"是根据马瑞辰《毛诗传笼通释》的说法"生、性古通用"，再加上译
文所以这里的"生"可以通用为"性"，"生"、"性"相通的问题在本文拟不讨论。
6. "生"语气词。

(16) 既安且宁 e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信尔建豆。(小雅·鹿鸣之什·常撒)

(1 7) 绢i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小雅·鹿鸣之什·伐木)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语助词"生飞根据译文来看，并未释义"生"表达的内容。
清代《诗经》学家马瑞辰认为:不如友生，"生"语词也。唐人诗"太瘦生"、"何似生"、"作
么生"、"可怜生"之类皆以"生"为语助词，此诗"友生倡之也飞从这项论述，"友生"中
"生"被视为无义虚词。

对于"友生"的解释，冯淑仪(1994)考察和《诗经》同期的《楚辞》中，"友生"出现

一笔3，洪兴祖注谓"一本无生字。"按照补注来看，"生"似乎确为无义。但是，在《诗经》、

《楚辞》中，仅可以找到以上三个不具实义的"生飞而且都是"友生"，在材料不足下，难

以马瑞辰的看法下断语。为了更为谨慎看待"友生"的使用情形，我们检索了先秦其它相关

3 冯淑仪(1994)文中，并未列举《楚辞》中"友生"的例子，此为笔者所补"炊凛兮贫士失职ïTû忘不平，廓
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楚辞·丸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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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诸子4，的确"友生"的例句仅在《诗经》、《楚辞》中出现，并且出现的频率相当少

量。因此，"友生押的"生"是否应为语助词，仍需要进更多的语料辅助，才能下定论。

先秦早期的古汉语中，"生"的用法大多集中在表示具体行为动作的"出生、养育"，其
次为生氏、发生等语义，除了未尽考察的语助词以外， ((诗经》中的"生"都是实词，因此
我们则必须再往下找寻各朝代典籍中"生"的用法，直到出现语法化现象为止。

3.3 两汉时期"生"的用法一一《盐铁论》
"生"在《盐铁论》中一共出现 106 笔，其中各项语义及词类分布如下表 2。

24 

1. "生"动词，表示出生、养育。

(18) 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卷十·大论第五十九)

(19) 故驹棋生于战地。六富不育于家。(卷三·未通第十五)

名词

表示"人"、

"辈"

35 

表示出生、养育的"生"主语和宾语同样具有【+animate】(动物性)的语义属性，并且不局限
在【 +hurnan】的属性，【-hurnan】的动物亦可用"生"如例(19) 。
2. "生"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20) 民意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卷一·本议第一)

(21) 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卷三·轻重第十四)
(22) 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卷八·西域第四十六)

例(20)-(22)中"生"的对象都是一些抽象的事件或是情况，因此"生"解释为发生、产生。
严格讲，这里的"生"应该分析为"作格动词" 5(Ergative verb) ，亦即在没有施事者的情形，
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为主语。动词"生"都是在主语(饥寒、疾、奸伪)之后。
3. "生"动词，表示生长。

(23) 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元以充血(盐铁论·卷一·力耕第二)
(24) 桶抽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卷五·相剌第二十)

4. "死"的反义

(25) 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主资'死无特尸也(卷一-通有第三)

(26) 二.子者有事而不与其谋'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义-也(卷五·殊路第二十)

5. "生"名词，表示"人"、"辈"

4 经书包括《十三经》全文、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诸子包括老子、庄子、苟子、晏子、墨子、韩非子、孙
子、公孙龙子、国语、战国册、逸周书等等。
5 中文译名参考自望月圭子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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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范生忠于汉而悻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卷二·元错第八)

(28) 论国事'革齐程下先生千有余人。(卷二·论儒第十一)

6. "生"名词，表示生命。

(29) 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也。(卷六·除狭第二十二)

(30) 垂青绳'摄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卷六·除狭第二十二)

综合上面 6 项《盐铁论》中"生"的语义及词类分布，整体来说不出先秦典籍中的用法，
依然沿袭前朝所具有的各项特点，在此则不赘述。底下，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生"在魏晋南
北朝的用法。

3.4 魏晋南北朝的"生"一一《魏晋南北朝诗》

据中研院汉籍电子全文中里的"魏晋南北朝诗"出现了几笔"生"的用法，如下所示:

(31) 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庆彼晚雕福'忘此孤生悲。(园葵诗二首)6
(32) 可怜玉匣剑，复此飞魁岛7 ，未觉爱生憎'忽见双成只。(别沈助教诗)8
(33) 闻道艳歌时易调'忖许新思那久要'翠眉未画自生毡，玉脸含啼还似笑。(东日新宠

美人应令诗)9

例(31)前面两句结构较不工整，后面两句相对则是较为平整，"晚(Adv)雕(V)福(N)"、"孤

(Adv)10生(V)悲(N)"， "雕"字依据教育部《国语辞典》所释等同于"凋"表示零落为动词，
对照"孤生悲"来看，"生"同样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忘此孤生悲"意味"忘记此时因
为孤独而产生的悲伤"，在这里的"悲"为名词宾语"生悲"为动宾结构。

例(32)前面两句引用典故成诗，后面两句"爱刷)生憎(N)"和"双(N)成只(N)"， "爱"、
"憎"以及"双"、"只"词性相对。"生"、"成"表示由 A状态变为 B 状态的现象。亦即"没
有感觉到爱产生憎恨，但是却见到了由双双对对变成了形单影只"，所以在这里的"生"还
是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生憎"视为动宾结构。

例(33)后面两句"自生愁"是因为"翠眉未画"的关系，亦即"没有画眉时看起来就有
一种自身产生的忧愁"，这里的"生"同样为动词，表示产生、发生。

上述三例的"孤生悲"、"爱生憎"、"自生愁"，"生"都是当作动词使用，底下我们再看
儿个例子。

(34) 蚕饥日晚暂生愁'忽逢使君南陌头。(相和曲下·日出东南隅行)

(35) 深间久离别'积怨转生愁。(鼓吹曲辞二.江锐歌·有所思)11
(36) 初别意未解'去久日生悲。(如曲歌辞十二·邮单~才人嫁为养卒妇)12

6 陆机，普朝人.

7 旦碍. <<后汉书·方术列传·王乔传>>: tI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期望，
筒'自县i旨什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军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且从东南飞来。于是供甩至，

举罗张之，但得一只勾焉。乃诏尚方你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8 何逊，梁朝人。

9 江总，隋朝人。

l。这里的"孤"形容词和医IJ词的界线较为模糊。
1I 张正见《有所思)).作者是南朝陈人。

12 谢眺《养卒妇)).作者是南朝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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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犹是街杯共赏处。今兹对此独生愁(粱简文帝萧纲·诗·伤禹新)

例(34)就整个语境来看，"暂生愁"和下旬的"忽逢"有时间的序列关系，也就是说，忧
愁的事儿是暂时发生，因为思念的人忽然出现，"暂生愁"解释为"暂时产生忧愁的想法"

为动宾结构，未能解释为"暂时很忧愁"，因为时间程度的累积，未达到某一程度，所以"生"
不能视为表示程度之用。

例(35)中"久离别，转生愁"从语义来看，"久"和"转"具有相互转承的关系，亦即"深
闺"以久达到某一程度，致使"积怨"转而产生忧愁，则"生"应可以视为动词表示产生，
"生愁"解释为"产生忧愁"。另外，这里的"生"亦可以视为表示程度加重的用法，因为

"久离别"是经过时间的累积，"积怨已久"而很悲伤、难过。就"生愁"来看，"愁"可为
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亦可当作名词。所以当"生"为动词时"生愁"可分析为动宾结构。
唱"生"的语义可以解释为表示程度加重时，"生愁"则为状中结构l30

例(36)中，"生"则有两种释义，其一为动词，表示"发生、产生"。"去久日生悲"原句

应为"(某人)去久(某人)日生悲"，也就是说"某人离开家很久了，某人夭夭产生悲伤。" "生
悲"则为动宾结构。 14除了将"生"解释为表示产生、发生的动词之外，例(36)的"生"也可
以解释为程度副词，表示"甚、很"，"悲"为表示心中情绪的心理动词。即为"某人离开家
很久了，某人夭夭很悲伤。" "久"、"生"都有表示程度的祟积，致使"悲伤"情绪的产生，
形成状中结构。

例(37)中的"生"同样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生"视为动词表示"发生、产生"，前
句"犹是衔杯共赏处"和后句"今兹对此独生愁"具有承接关系，整句可以理解为"先前到
此处时大家衔杯其饮，然而今大义到此地时却是独自一人而产生悲伤。"此时，"生"则是表

示发生、产生，因为先前的共乐经验，今日又到此处时却是独自一人，而产生悲伤的情绪状
态，"生愁"同为动宾结构。

其二，"生"表示程度用法加重悲伤的情绪，亦即"先前到此处时大家衔杯共饮，然而
今天又到此地时却是独自一人而很悲伤。"前句"共赏处"和后句"独生悲"具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对比，因此使得人很悲伤、难过。

由上述的讨论中，表示"发生、产生"的动词"生"，衍生出表示程度副词"很、甚"
的用法，其发展原因为何?底下 4.4节讨论。

3.5 程度副词"生"的成形
3.5.1 契机一:结构形式、语境吸收

例(34)-(37)出现在魏晋时期，"生愁"、"生悲"中的"生"从语义来看可表示"发生、产
生"作动词用， 44愁"、"悲"为名词，因此"生愁"、"生悲"的结构为动宾结构。

另外，当"生"解释为加重程度表"很、甚"当程度副词用时，"生愁"、"生悲"中的
"生"则为状语，其功能则为对中心语的心理动词"愁"、"悲"进行限定和描写，形成状中
结构用以陈述性状。

从语法化的现象来看，"生"的虚实两解情况， Hopper&Traugott(1 993)称为 Divergence(Jl;'

变过程勺， Bybee 等(1994)则称为 Source determination 0 也就是说某个实词在不同的结构中，
产生了语义、语法的虚化途径，形成实虚共存的情形。例(34)-(37)中的"生"正处于由实词
义，分化为虚词义的过渡阶段。

13 就上下的句式米看，"离另IJ" 为动词表示"分别、分离"， 46生愁"和"离别"相互对肉，"生"解释为产生、

发生，而"愁"为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因此"生愁"为连动结构。但是，就魏晋南北朝的诗体格律米看，
各种诗的对仗并不严格，因此并不采取从句式工整与否排除此例。

14 "悲"的词性可为动词或是名词，因此"生悲"可有动宾结构或是连动结构。

"中文译名参考沈家煌 1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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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分析的语料来看，在两汉以前尚未出现"生"的虚词用法。一直到了魏晋南北
朝，表示"发生、产生"的"生"，开始出现了形成程度副词的契机。

首先在例(31)中的"孤生悲飞因为从上下语义及句式对照来看，"生悲"和"雕福"具
有承接关系，雕福之后而产生悲伤，"生悲"为动宾结构。

例(32)中"爱生憎，双成只"，"生"、"成"都具有表示由 A 转变为 B 状态的改变，因此
"生"依然还是动词用法。
例(33) "自生愁"，则是表示自身所产生出的忧愁，主要是因为"翠眉未画"的结果。

所以，例(31 )-(33)虽然"生"都和表示情绪的"愁"、"悲"、"憎"连用，但是就上下语
义和l句式对照来看，仍然未可解释为表程度用法。

之后在例(34)-(37)出现了转变，例(34) "暂生愁"、"忽逢"就整个时间的累积来看，"暂"、
"忽"都是表示时间的短暂，因此情绪"愁"未达到高程度，所以"生"不能视为表示"很、
甚"的程度。

例(35) "深闺久离别，积怨转生愁"，因为"深闰己久"，致使怨恨的"累积"转而产生

了忧愁，"生"用做动词，表忧愁的产生、发生，"生愁"为动宾结构。另外，"生"亦可表
示程度加深，因为离别己久，使得心理很悲愁、难过，"生"为状语"愁"为心理动词，"生
愁"为状中结构。同时注意"转"在句中的转变，"转16(V)生(V)愁(N)"， "生"表产生、发生
的语义被"转"承担，而形成了"转(v)生(Adv)愁(N)"，表示"变得很忧愁"。

例(36) "去久日生悲"，"生悲"同样可以有两种结构，当"生"用做动词，"悲"为名词，
则"生悲"表示动宾结构(产生悲愁)。另外，"生"可以解释为"很、甚"表程度加深，因为
"去久"时间的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相对的心理动词"悲"也日渐增加，所以"生悲"表

"很悲伤"为状中结构。
例(37)中的"今兹对此独生愁"，"生愁"同样也为动宾结构，表产生悲愁，或是产生忧

愁，另外也做状中结构表很悲愁、难过。

从例(35)-(37)分析副词"生"的形成契机，主要是受"结构形式"影响，张谊生(2000)
认为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因为这三种结构随着

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表程度副词的"生"
肇因于，当动词"生"的主要功能转变为修饰性成分时，其词义也变为抽象，例(35)-(37)中
"积怨转生愁"、"去久日生悲"、"今兹对此独生愁"，因为表义重点，落于后一词(愁、悲)
中，致使从动宾式语法化为状中结构。底下将"生"的演变绘至下图 1 : 

先
秦
、
两
汉

国 l

"生 x" 的动宾结构中'宾语 X 太多表示事件、

事态，"生 x" 则为事件的产生、发生。如例(6)-(9) 、

例(20-22)

程度副词"生"的语法化历程-A

"生"表发生、

产生。动宾结构'
例(6) 、 (9) 。

先
秦
、
两
汉

"生 x" 的宾语 x. 除了可为事件、事态名词外，

亦可为带有情绪属性的心理动词'如例(31 )-(33) 

先秦、向 j莫

16 这里的"转"跟英文的 "Tum" 有相同之处， "leaftum red" 指叶子转红，由不红到红的转变。"转"也承
担了相同的功能，由"积怨"转变为"生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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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语境来看'心理情绪已经达到累积'"生 x"
中 X 可为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或是名词'如例

(31)-(33) 0 "生 x" 可析为动宾结构或状中。如例

(35)-(37) 
此时左生"实虚两解"的 Divergence 语法化现主。

盒语法化机到一结构形式、语毡吸收(AbsOlption

of context)双重影响，"生 x" 之后表义重点'在

后面一词，结构产生变化。"生 x" 的动宾结构和

连动结构'语法化为"主(adv)+心理动词"状中结

构。如例(35)-(37)

上述从结构形式观点，考察程度副词"生"的来源，由表示"发生、产生"推衍而来，

结构形式由动宾式、连动式语法化为状中式。
除了受结构形式影响，另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下面另增小节讨论。

3.5.2 契机二二:认知心理、类推
杨{白 l匠、{口j乐士(2001:277)认为"生"可表示程度之甚，并且唐宋以后多Jß。如 F例:

(38) 生憎野鹤性迟田'死恨天鸡识时节。(元穗'古决绝)
(39) 苦伶蕉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林甫'春阴)

他们指出"生憎"与"死恨"相对应， "苦怜"和"生怕"相应，都是表示程度之甚。
按照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的说法，因为"生"、 "死"相互对举出现，都是表示

极端的生命现象，所以使得"生"也带有表程度加深的用法。
李露营(1986:460)认为古汉语中"死"、"杀"、"苦"、"伤"等表示高程度的"甚词"，主

要是来自人类心理或生理上某些不快或是痛苦。
根据他的说法，这些表示高程度义的程度副词，起源于人类自身的经验知识，经由自身

的体验，转向语言表达的描述。在现代语言中，也有相同的产生因素。
赖惠玲(2004)主要从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探讨现代客语"死" (S乃当程度副词的语

用功能。她认为"死"由客观的生命现象到表示加强语气，经历过两种主要现象: 1.主观化
(Subjectification)2. 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 。
主观化的概念，李樱(2003:169)曾经阐述过，亦即说话者在言谈当中，融入自身的主观

态度、想法、价值衡量。而认知不协调，主要是说话者本身希望藉由加强语气达到心理平衡

的方法。赖惠玲(2004)举了下列两个客语语料作为说明:

(40) 死好采喔!无分教授当。(运气真好，没被教授当)

(41) 惊鬼惊到会死。(怕鬼怕到死)

在例(40)说话者的话语中带有正面意图，表示幸运、好运，然而语周菜单达用了"死好

来喔"，属于话语自贬(Self-deprecation)，降低落差的意义性。
例 (41)说话者带有负面意图，表示怕鬼，在言谈中以"惊到会死"表示语用夸大

(Exaggeration) ，提高认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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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莹(2005)讨论"死"的语法化历程指出: "死"在人类生命的认知空间中，代表着终

点的位置，也就是生命的末端、有极端的衍生义。并且"死"用做程度副词具有些许的负面
义(如:死爱困、死爱饮酒)17。这种由负面义到表加强程度的情形，在其它语言中也常出现，
如:英语的 bad>badly，德语的 "Purchtb缸" (Terrible)> Intensifier。

综合上面学者对于"死"演变为表程度用法，大抵都是来源于人类固有的身体经验、心
理认知情况。不论在现代语言或是古代语言中，人类所共有的语言知识概念具有相同的普遍

性。
依据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的说法，程度副词"生"在唐宋较为常见，因此理当在

唐宋以前就开始萌芽。底下，将列出"生"、 "死"在先秦、两汉及魏晋互为对举的语料，
试图为程度副词"生"找寻出另一条演变路径。

先秦至魏晋典籍中"生…死"的句式统计 表 3

时代 书籍 生…死…/死...生(笔数)

先秦 诗经

先秦 论.1吾

先秦 孟子

两汉 盐铁论

两汉 汉诗

魏晋 世说新语

魏晋 魏诗、晋诗

底下摘录数例:

(42)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论语·为政)

(43)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

3 
5 
7 
7 

2 

2+9=11 

(44) 是以生无乏资，死无特尸也(盐铁论·卷一·通有第三)

(45) 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己矣(汉诗·胡茄十八拍)

(46) 生纵不得与都郎同室'死，宁不同穴(世说新语·下卷上·贤妓第十九)

(47) 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魏诗·卷十二·蜀汉杂歌谣辞·时人为刘巴语)

(48) 死惟结草。生誓杀身(晋诗·卷二·薛莹·献诗)

从上面表(十四)中所见，"生…死/死…生"的对应，从先秦到魏晋有些微增加的趋势，
尤以民间诗歌较为常见，因诗歌较散文重于文句的对整，所以"生"、"死"对举的语料较多。

在例(42)-(48)中"生"和"死"都是属于"互补配对" (Complementary pairs)的反义词。

不论"生"或"死"都是描述客观的状态，如何具有表示程度加深呢?
基于赖惠玲(2004)和刘秀莹(2005)的观点，"死"是一种人类生命的终结点，从客观表示

生命的结束，透过概念结构(Conceptualization)间接衍生出表示"极端"的用法，"生"、"死"
都是具有相同概念的领域，透过心理上的认知，藉由隐喻(Metaphor)的映射(Mapping)表达对
于事物加强程度的效果。

如果说"死"是一个终结点，相反的"生"便是一个起始点，"生"、"死"各据一方，
成为极强烈的对比。

17 文IJ秀莹以闽南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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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2)说话者为强调"礼"的重要，属于正面的意图，但为了提高对"礼"的认知层次，
因此以"生"、"死"对举，虽然在这里当副词的用法较为薄弱，但是可以理解说话者主观意
识中，强化"礼"的重要性。

例(43) "生"、"死"都用做名词，但说话者的话语中要表达"居安思危"的观念，忧愁
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列举两种极端的"生"、"死"做为对比。

例(忏46) "死宁不同穴"出现了
表示居住一起的强烈意愿。

例(46)-(48)中"生"、"死"后接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形成"生+v……死+v" 的结构，
以强化动作事态的表现。上述例(42)-(48)旦然没有明显的呈现出"生"表示程度加重的用法，
但是依据说话者的主观表达来看，常以"生"、"死"做为加强行为动作或事件状态的程度，
因此在魏晋以前"生"和"死"都隐含有极端义。

"生"除了可接动作行为的动词之外，在先秦至魏晋语料中，亦可后接表示心理状态的
心理动词，此时"生"仍带有表示产生、发生的动词语义，但是也具有修饰加强心理情绪的
功能，如上 3.4小节中例(34)-(37)。杨伯峻、何乐士(2001:277)所列举的例(38) 、 (39)都是在魏
晋以后的语料，魏晋以后"生+心理动词/形容词......死+心理动词/形容词"仍然存有，如下

例:

(49) 酷恨巢檐燕'生憎口户宾18(全宋诗·卷六四王禹倦六·睡)
(50) 苦恨红梅结子'生憎榆英悠悠。解送十分春色'能添万制新愁(全宋诗·卷一二O二

李属四·杨花词二首)
(51) 寒回死守桃抱主。唆至生憎柳絮风(:Q"历野获编·卷ι十六. tl窗谑·术函云杜二.

谑诗)

就上面三例(49)-(51)所示，表程度加重的"生"不仅仅和"死"相对应，也和"酷"、"苦"
对举。

除了认知心理的语法化机制使"生"具表程度用法之外，在表(十四)中"生"和"死"
相互对举，成为经常搭配出现的格式，"死"己经语法化为表程度义，相对的"生"也类推
(Analogy) "死"表程度义的用法l9，"死"、"生"两者都具有表程度义的用法。

从先秦的"生+动作动词…死+动作动词"句式中，透过说话者主观化及认知心理的双重
影响，触动"生"成为程度副词的因素，两汉、魏普之后"生"逐渐脱离"生…死"句式，

"生"除了可后接动作动词，亦可接心理动词表示产生、发生，但是也具有修饰强调心理情

绪的特性，推敲至此程度副词"生"应在魏晋时期开始萌芽。底下将程度副词"生"的演变，
描绘如 F图 2:

18 口为中研院语料库缺字。

19 其实除了句式上的类推以外，和谐(Hannony)也是一项因素。因为当"死"语法化为表程度义时，另一方

的"生"的语义也产生羡余(Redundancy)而语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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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副词"生"的语法化历程-B 图 2

生动词或是名词表示活、活着 l 
生+动作动词……死+动作动词'此时"生"、"死"仍然为动

词.&.名词'表示"活着"、"死亡" ，但是因为说话者的主观

化以及透过概念结构(Conceptualization)衍生出表示"极端"的

用法，"生"、"死"都是具有相同概念的领域'藉由隐喻

(Metaphor)的映射(Mapping)表达对于事物加强程度的效果。另

外'受"死" 、 "生"句式类推。..生" 、 "死"隐含有强调

动作行为或是事态的功能。如例(42)-(48)

"生"不仅可以后接动作动词'亦可接表心理状态的心理动词。

此时"生"可以脱离和"死"互为对举，"生"仍为动词表示产

生、发生'但亦可为表示强化心理动词的程度副词'"生"出现
实虚两解 Divergence 的捂法化。如例(38)-(39) 、 (49)-(51 ) 

3.6 唐宋至明清时期副词"生"的发展
本文搜寻了儿部唐代文献，试图呈现程度副词"生"的数量增减，如下表所示:

"全唐文"、"全唐诗"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 4

书名 | 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全唐文 I 1 
全唐诗 I 18 
总数 I 19 

底F摘举数例说明:

(52) 酷恨西国雨。生憎南陌风(全唐文·卷八百七十二·孟宾子·碧云集序)

(53) 生怕雷霆号洞底，长闻风雨在床头。(全唐诗·曹唐·勘剑)

(54)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全唐诗·刘采春·哆喷曲六首一)
(55) 生憎帐额秀孤茸'好取门帘贴双燕。(金唐诗·卢照邻〈长安古意) ) 

(56) 生憎元赖客'死忆有情人。(全唐诗·吴融·倒次元韵)

(57) 有子未必荣'无子坐生悲。(全唐诗·张籍·离妇)

从上面所引述的各例来看，程度副词"壁"经常和表示负面的心理动词搭配，如"生恨"、"生
憎"、"生怕"、"生悲"等。

孟地红(2004)以南宋文献《五灯会元》为研究对象，指出在书中程度副词"生"一共出
现 2 笔，都是当作"最"、"很"、"非常"解释，如下例:

(58) 西觅普贤好惭愧，北讨义殊生受屈。(卷十九)

(59) 长庆凌云:现身虽普'睹相生偏。(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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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8) "生"修饰动词短语"受屈"，例(59) "生"则是修饰形容词"偏"。
以上两例中"生"分别对"好"与"虽"，很明显的己是副词。孟艳红(2004)指出"十分"、"非

常"、"特地"、"生"等是唐以来新产生的程度ïí1IJ词。
程度副词"生"在魏晋时期萌芽，在数量上面并不多见。到了唐宋时期副词"生"的出现增
加许多，如上表 4 所示。

这里再以"唐宋词"为搜寻对象，将常见程度副词"生"为复合形式的词汇作为数量统
计。如下表所示:

"唐宋词"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 5

唐宋词

生憎 5 笔

生恨 0 笔

生怕 83 笔

生悲 。笔

生愁 0 笔

生美 2 笔

总数 90 笔

底 F捕举数例(60)-(64):

(60) 生憎繁杏绿阴时'正碍粉墙偷眼觑。(唐宋词·晏几道·木兰花)
(61) .这香深处，造上巳'生怕花飞红雨。(唐宋词·张元干·念奴娇)
(62) 近前生怕主人嗅，主人见惯浑闲事。(唐宋词·袁去华·思佳客)

(63) 元限鲜枫吹芷若汀洲'生羡鸳鸯得自由。(唐宋词·贺铸·南乡子)

(64)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李清照集〈凤凰台上忆吹萧) ) 

从上表 4 、 6 来看，唐宋时期程度副词"生"在数量上呈现成长的状态，并且大量的用以表
高程度的用法，修饰负面心理动词"愁"、"憎"、"怕"等如例(52)-(57)及形容词如例(63)。底
下，我们再进一步检视唐宋以后副词"生"的发展。

明清时期副词"生"的大抵沿袭唐宋的用法，以底F儿部明清文献为搜寻，程度副词"生"
的在数量方面同样也是占多数。

明清典籍中程度副词"生"的数量 表 6

书名及朝代 生怕 生恨 生憎 生是

西游记(明) 1 笔 。 。 。

金瓶梅(明) 8 笔 。 。 。

水浒传(明) 5 笔 。 。 。

儒林外史(清) 。笔 。 。 。

儿女英雄传(清) 21 笔 。 。 。

红楼梦(清) 14 笔 。 。 。

总数 49 笔 。 。 。

底 F摘举数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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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西游记)

(66) 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自又添钱去买好酒(金瓶梅)

(67) 公子本来生怕勇母拦他'听了这话'早急得满面通红(儿女英雄传)
(68) 平儿生怕宝玉疯颠嚷出来'也并不言语(红楼梦)

在表 6 中"生怕"的用法为最多，其余的都是呈现 0 笔。为何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我们将

时间拉回现代汉语来看，根据中研院平衡语料库所搜寻，"生怕"共出现 23 笔，"生恨"、"生
憎"都是 0 笔，"生羡"只出现 l 笔200

从上表 4、 5 、 6 来看"生怕"一直以来都是占多数，其余的都是零星小数，和现代汉语

的数量分布有相吻合的地方。
另外，我们发现在表 5 和表 6 中，"生"和心理动词的搭配关系，有窄化现象，表 5 中

"生"可以和"憎"、"怕"、"羡"心理动词共现，甚至在魏晋南北朝还有"生愁"、"生悲"
(如例 34-37)，但是到了明清典籍中(表的可以看到，只剩下"生怕"一种法。因此，程度副
词"生"和心理动词的搭配，明显的窄化许多。

囚 《敦煌变文》中和"生"相关的两个形式一一"甚生"、"好生"
前面小节中，我们专注于唐宋单音节程度副词"生"的现象，但在同一时代的《敦煌变

文》中，我们另外见到了两种与副词"生"有关的形式一一- "甚生"、"好生"。在《敦煌变
文)) 21中，出现 4 笔"甚生"词形，如下例(69)-(72):

(69) 甚生富贵端严'可丧无花;职盛。(维摩1吉经讲经又)

(70) 所现形后'甚生端正。(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夭经讲经文)

(71) 甚生队仗'敷千重之锦绣'张万道之花是·夫人据行'蟆妃从后。(太子成道经一卷)
(72) 不知甚生道安'讲赞得许多能解。(山远公话)

上述四例"甚生"，冯淑仪(1994)、杨荣祥(2005:129)皆认为"甚"表示"很"、"非常"属程
度副词，而"生"则为副词词尾。

在这里，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为"甚生"作新的解释。陈克炯(1998)、孟艳
红(2004)指出"甚"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作为程度副词，表示"很"、"非常"。而根据我们的研
究"生"用作程度副词始于魏晋六朝，唐代之后大量出现，同样都是表示高程度之意。因此
在"甚生"中，两个语素都担负着相同的功能，修饰状态或情状的程度。因此，在例(69) "甚
生富贵端严"，"甚生"是表示"十分"、"非常"之意，例(70) "甚生"亦作为表示现形之后，
形貌十分、非常端正。例(71) "甚生队仗"表示排列非常整齐的队伍。在上面这四例中，"甚
生"都是作为表程度副词使用，修饰形容词"富贵端严"、"端正"、"队仗飞这里双音节表
示高程度的副词"甚生"，如何形成的呢?

王海菜(1991)认为六朝及其以后的典籍中，大量呈现将意义相同戎相类的两个词或格式

重合交叠起来使用，这种现象，在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姑称为叠架现象，例如: "些小"、
"些许"、"少许"，都是表示约略少数义互相连用22 。
杨荣祥(2004)指出中古汉语，经常出现"副词并用"的状况，所谓"副词并用"是指两

个(少数三个)功能特征相同，或语义相近、相同的副词并列使用。尤其在唐五代文献中更是
多见，如《敦煌变文》中"甚极"、"甚大"、"也亦"、"尽皆"等。

因此，从王海荣(1991)、杨荣祥(2004)的观点来看，我们可将"甚生"视为"高IJ词连用"

20 u生羡"的例子如下"池边臼鹅的悠游自在，不免令人生羡"。
21 :lt官唐代文献如《祖堂集》、《游仙窟》都未见"甚生"的例子。
22 这里的举例，是寻|自郑萦、陈在霖(200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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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叠架现象"。经由上述的讨论，唐代即有以单音节"生"和双音节"甚生"表示程度
的用法。底下，则再继续讨论另一种形式-一"好生气

在唐文献《敦煌变文》中，一共出现四笔"好生"如下例所示:

(73) 好生供养观音，还要虔恭礼拜。(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74) 大口好生合掌口，经文有即唱将来. (孟兰盆经讲经文)

(75) 若见维摩传慰问'好生抵对奠基惭. (维摩洁经讲经文)

(76) 未审净名般语语'好生分析唱将来. (维摩法所说经讲经文)

例(73) "好生"的分析， {.马淑仪(1994)认为"好生"是形容词，"生"是加强作用。而杨
荣祥(2005: 129)认为例(73)中的"好生"是表示"好好地"用作副词。关于"好生"的"好"，
武振玉(2004)指出"好"最初作为形容词用，用于表示情状方式，"好"表示程度用法始于唐
代，但是语料很少，宋代以后才常见。因此，在这里的"好生"主要是表示情状方式。元代
以后"好生"开始有表示程度的用法，同时"好生"也仍用于表示方式230
根据上述学者的看法，来分析例(73)中"好生供养观音"，是指"好好地供奉观音"。例

(74) "好生合掌"，是指"好好地"做好合掌这个动作，来唱读经文，例(75) 、 (76)亦同解为
"好好地"。 64好生"中的"好"是为形容词，而"好生"整个作为修饰动作状态，描述动作

方式的副词。在"好生"中"生"的角色，似乎作为形容词"好"的附着功能，形成【好
Adj+生】Adv，表示"好好地"。从"好生"的例子，回想到现代英语中，形容词派生(Derivational)
为副词的历程，如: "Slow" 形容词后加 "ly飞形成 "slowly" (慢慢地)，又如..Quick" 后
加 "ly" 形成 "Quickly" (快快地)。除了形容词"好"加"生"之外，在唐代《祖堂集》中

亦有 2 笔形容词后如"生"。如F例(77)-(78):

(77) 侵犯人笛稼则鞭打。调来伏去，可怜生受人言语。(福州西院和尚)

(78) 师曰"幸自可怜生'要须得个护身符子作什摩?" (慧忠国师)

例(77) "可怜生受人言语"志村良志(1977 、 1995:303-315)认为"可怜生"位于动词"受"之
前，因此属于副词，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描写状态，而是副词化了。

回顾前述，我们论及了唐代文献中和"生"有关的两种形式一- "甚生"属于两个表示
程度义的语素"甚"、"生"结含而成"甚生飞以及副词"好生"由形容词"好"加"生"
而成，形容词"可怜"加"生"副词化的现象。那么在"好生"、"可怜生"中"生"的功能
为何?又与"甚生"中的"生"是否有相关呢?底下，近一步说明。

4.1 词缀"生"的来源
在这节中我们将从"音韵转借"以及"形态化"两方面，讨论词缀"生"的来源，首先

说明前人所持的"音韵转借"观点，之后再说明本文的研究。
4. 1.1 前人对词缀"生"来源的讨论一- "音韵转借"

关于词缀"生"的来源，学者多所研究(蒋礼鸿(1981)、石侵(1994 、 1996)、冯淑仪(1994) 、

曹广顺(1995)、杨荣祥(2005日，多从声韵学的"音韵转借"观点来解释。
蒋礼鸿(1981)的《义府续铝》书中论及词缀"生"的来源，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研究，他

认为唐代所出现的词缀"生"，是来自子魏晋六朝时的词缀"馨飞井且唐代以后"生"取代
"馨"大量出现。他的说法，提供了后面研究者一些线索。

23 在口语中有"好生款待"意指好好地招待，另一为"好生纳闷"这时{候嗓"好生"并不是"好好地纳闹"
"好生"是表程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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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侵(1994)、冯淑仪(1994)指出"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常丰IJ "'J'''、"尔"、"如"，组
合成"宁馨"、"尔馨"、"如馨"，如下例:

(79) 将刀来破我腹，哪得宁馨尔。(南史)

(80) 田舍尔强学人做尔馨语。(世说新语)

(81 )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世说新语)

他们认为"宁馨"、"尔馨"、"如馨"都是做指示代词，表示"这样…"、"如此…"从语音的
解释来看"馨"中古是晓母青韵，"生"是山母庚韵，虽然不能说是很相近，但是从上古音
来说是接近的，"馨"是(xie1)) "生"是σ111))。

杨荣祥(2005)将"馨"、"生"音韵转借的观点说的更清楚了，他指出"生"就是"馨"
音变之后的不同书写形式，"馨"从"殷"得声，"声"亦从"殷"得声，因而"馨"、"声"
相近。"馨"为晓母青韵，"声"为书母清韵，二者声母不同，韵只有三四等之别，"馨"、"声"
有谐声关系(得声于同一声符)0 "生"所庚切，生母、庚韵。王力(1985)考证，青、清、庚，
六朝时同属一个韵部(耕部)。因此，"生"、"馨"互通。

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出发，以"音韵转借"的方式来解释"生"的来源，基本上也是一种
解释的可能性，再者汉语文字和汉语语音本质上都有相互因袭的关系，所以"音韵转借"是
汉语词汇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手法。

除了，"音韵转借"以外，我们也尝试从语法化理论，试图讨论词缀"生"的来源，亦
即除了"音韵转借飞是否有其它解释的可能性，下面小节说明。

4.2 词缀"生"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历程
在正式进入讨论前，首先要厘清一个专有名词"形态化" (Morphologizationi4 o Hopper & 

Traugot(1993: 130-132)认为两个语法功能独立的元素，便得紧密相互融合的过程就是"形态
化"，特别是由"附着词"到"屈折词"的演变25 。
他们并且列出了演变的序列关系，如下:

Lexica1 item > clitic > afiix 

Chui(2000)以 Hopper & Traugot(l993: 130-132)的"形态化"序列为理论，讨论汉语程度
画IJ词"恨"的形态化历程。"很"的形态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如下:

阶段一"恨"为程度副词，表示高于一般的平均值，具有明显的语义及语

法功能，属于Lexical item 阶段。例如z 很讨厌、很聪明，带有说话者认知情
态(Epistemic modality)的可能'性。

阶段二: "很"消失了具有的 Morphosyntactic 功能，呈现出附着语素 (Clitic) 。
例如: A: 我不是很清楚那种材料的东西。这里的"很清楚"不是表达高程度
的意义，而是说话者具有较为中立的表达。

阶段三: "很"变成一种复合成分(compound constituent) 。

24 中文译名参照、黄秀芳(2002)注一。

25 原文如下: the fusing of erstwhile independent elements with each other, mos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clitics into in f1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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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芳(2002)则认为"形态化"是原本两个分立的单位变成词，其结果是造成派生词，

原来独立的词变成了词缀。而词缀本身具有语法性成分，所以由独立的词变为词缀的过程也

是属于语法化的重要类型。
综合来说，"形态化" (Morphologization)是语法化的一种类型，其演变方式由原本独立的

语素，其中有一方演变成了词缀，而派生出新的词类。
底 F，我们将从 Hopper & Traugot(1993: 130-132)和 Chui(2000)的观点，讨论"甚生"、"好

生"中的"生"。
因例(69)-(72)中的"甚生"，冯淑仪(1994)、杨荣样(2005:129)认为这里的"生"是副词词

缀。但是，从相关文献及语料来看"甚生"应为"副词连用"的"叠架现象"。所以在"甚
生"中的两个语素，都各自担负着加强程度的用法。另一种形式"好生"如例(73)-(76)，就
语义来说是表示动作所呈现的方式，亦即"好好地J26，就结构形式来看"好生"是由【"好"
Adj+ "生"】 Adv 而来，成为表示动作或行为的状态属于副词。

"甚生"、"好生"出现在同一时代，然而"生"所具有的功能却不一样，在"甚生"中
"生"具有充分的词汇意义，和明显的语法功能属于程度副词，修饰谓语形容词"富贵"、"端

正"、"对仗"。
除了表达高程度的用法之外，"甚生"也带有些许说话者认知情态(Epistemic Modality)的

可能性，如例(69) "甚生富贵端严气说话者以所具有的知识作为基准，自行判断"富贵端正"
的标准，大于说话者所认知的"富贵端正"，因而使用"甚生"强调情状。

又如例(70) "所现形后，甚生端正。"例中"端不端正"全都仰赖说话者自身的感受，当
"端正"大于说话者所感知的范围，则会使用"甚生"表示程度的加强。因此，在例(69)-(72)
"甚生"的"生"仍然是一个具有语义、语法功能的词项(Lexical item) ，亦即 Hopper & 

Traugot(1993:130-132) "形态化"的第一阶段，同时也略带有说话者自身的认知情态。
接着再来看"好生"，例(73) <1好生供养观音"，"好生"修饰谓语动词"供养"，此时"生"

就不具有表达程度的用法，而是接在形容词"好"的后面，"好生"表示动作"供养"所具
有的样貌、情状。"生"的语法功能，作为形容词"好"的后置词(Clitic)27表示动作或行为之
状态。例(77) "可怜生，受人言语"是呈现"可怜"的样貌，在"形容词(好、可怜)+生"的
结构中，"生"的语义相当于副词词尾<1_地"，"生"无法单独存在属于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就其语义表达来说"生"出现在形容词或动词之后，具有描述动作或情状状态
的功能。"生"己经失去表示高程度的用法，属于"形态化"的第二阶段(Cliticization) 。

形容词+ "生"，表示情状的用法，除了"好生"、"可怜生"之外，在唐宋文献也有其它
的形式，如下例(82)-(8月2

(82) 师曰"一字也无 J' 进曰. "争得与摩多知生?" (祖堂集·卷第五·云岩和尚)

(83) 口梅溪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李清照·摊破1完溪沙)

冯淑仪(1994)对《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形容词+生"的形式进行统计，在《敦煌变文》

只有出现四笔"好生"如例(73)-(76) ， ((祖堂集》则为"可怜生"例(77)-(78)以及例(82)的"多
知生"。

就数量来说"形容词+生"在《敦煌变文》和《祖堂集》出现的不多，出现最多的是"疑
问代词+生"的形式。 J马淑仪(1994)指出《祖堂集》中一共出现 407 笔"作摩生"的语料，底
下摘举数例(84)-(87):

(84) 对曰. ..见 J' 师曰..作摩生见?"对曰"见草 J' (祖堂集·卷第五·华亭和尚)

26 这里的"好生"也略带有程度加深的语义，也就是透过形容词重叠的手法，强化状态。

27 后置词。Iitic): 又称后置助词，一般置于状态名词、静态动词、动词或语句之后表示动作或行为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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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福先拈问僧"盖覆意作摩生?"僧元对。(祖堂集·卷第五·桦树和尚)

(86) 石霜问"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刑事'作摩生向他道?" (祖堂集·卷第五·道吾和尚)

(87) 僧云"忽然火起时作摩生?" (祖堂集·卷第五·道吾和尚)

例(84)-(87)中的"作摩生"昌叔湘(1985)认为"作"受了"摩"的声母影响而变成"怎"，而
"怎摩生"在简缩为现音节"怎生"。
考察《祖堂集》都没有出现"怎生"的用法，在《敦煌变文》中有出现 6 笔，摘举如下

例(88)-(90):

(88) 如空中鸟迹更别'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洁经讲经文(四))

(89) 昨朝今日事全殊'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访经讲经文(四))

(90) 莫分莫别是玄河'志生得受菩提记。(维摩法经讲经文(四))

这 6 笔"怎生"都是同样山现在"维摩语经讲经文"中。除唐代文献外，宋代《朱子语类》
共出现 57 笔"怎生"的用法，摘举如下例。1 )-(93): 

(91) "[……]今人不解惩地说'便不索性。两边说，怎生说得通?" (上东下·第十二

章)
(92) 若到发出处'更怎生奈何得! (来辞下·第五章)
(93) 问:圣人恐无怒容否?曰:怎生无怒容?(程子之书一)

"作摩生"、"怎生"都是"疑问代词+生"的形式，此时"生"主要是依附在疑问代词之后，
无法单独存在，也不具有语法功能，"生"成为词缀(Affixi8，属于第三阶段。

从"甚生"到"好生"、"可怜生"再到"作摩生"、"怎生"，"生"的语义、语法功能都
有改变，以底下简图标之:

Lexical item 
副胡选用揭矗祭现

象

"生"演变为词组的二阶段 图 3

.. 作摩生"、"怎生"
疑问代词+生(Affix)

Affix 
"生"附于疑问代词之
后·

在 "x 生"中， "X" 经历了程度副词"甚"，到形容词"好"、"可怜"，再到疑问代词"作
摩"、"怎"，"生"透过形态化的手法逐渐语法化为词缀。
就上述的 3.5 、 3.6 小节中的讨论，副词"生"在唐宋时大量出现，此外也出现副词连用的叠
架现象"甚生"。另外，附着于形容词，表动作或情状的"生"，也跟着出现，之后疑问代词

28 访j缀(affix): 构词中的语素只能附加在另一词干而不能单独存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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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了"生"，此时"生"则成为词缀。至此，在唐宋代之际"生"的副词、附着词、词缀

用法都已经发展完成。
前半部份的各小节里，我们主要讨论"生"的两种形式一一"生 X" 和 "X 生"，这两种

形式在唐宋文献都很常见，另外还有另一种词形也是经常出现的，亦即"太 X 生"。底下，
我们只做简单的陈述，并不打算深入讨论"太"和"生"的关系。

冯淑仪(1994)以唐代文献《祖堂集》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太(大)X 生"在《祖堂集》有
20 例，底下摘举数例:

(94) 史再间'师云. ..大钝生 r (南泉和尚)
(95) 师问黄辑. ..笠子太小生?" (南泉和尚)

(96) 师云. "太俗生 r (南泉和尚)

(97) 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元礼生" (丹霞和尚)
(98) 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向后人成阐提去:' (石头和尚)

在例(94)-(98)中"太"用以修饰形容词"钝"、"小"、"俗"、"无礼"，而"生"的功能为形容
词词缀的角色，形成"太(程度副词)+形容词+生(词缀)"， "生"在"太(大)X 生"结构中，成
为了一个非必要的语素。

在《游仙窟》中同样有"太(大)X 生"的形式出现，一共 3 笔如下:

(99) 看时未必相看死'难时那许太难生。
(100) 儿逆换作'少府公术能生!

(101) 张郎太贪生'一箭射两垛。

志村良志(1977 、 1995:303-315)认为这种"太(大)X 生"格式，在当时(唐代)形成了固有的词
形，"太(大)X 生"是强调状态， "X" 为"贪"、"忙"、"俗"、"高"、"难"等表示状态的词群。

五结语
从 3.1 节到 3.6 节中，我们持续讨论了"生"在各朝代的用法，并且在魏晋时期确立了

程度副词"生"的萌芽关键，用以修饰表示负面情绪的心理动词"生怕"、"生悲"、"生憎"、
"生恨"形成状中结构，到了唐宋"生"用作表高程度的用法在数量上逐渐成长，但是只有

"生怕"的数量为多，其余的都是零星出现而已。程度副词"生"用以修饰心理动词、形容
词的结构，我们可以概括称为"生 X飞 "X" 为心理动词、形容词，"生"则是强化 "X" 所
带有的强调效果。综合来说，本文解析了下列议题:

1. "生"在各朝代的用法，本文透过历史语料分析，将"生"在唐宋以前的发展做了深
入的分析，详见 3.2-3.6 各节中。
2. 程度副词"生"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如例(35)-(37)这里的"生 X(憎、悲、愁)"可析
为动宾结构。当"生"解释为程度义时，"生 X" 中的"生"经由重新分析担负起状语

的角色，对中心语"愁"、"悲"进行限定和描状，形成状中结构，应证了张谊生(2000)
的说法，他认为副词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动宾结构、连动结构、联合(并列)结构，这三种
结构随着表义重点经常落在后一词上，前面的词就会趋向虚化，转向状中结构。

另外T认知心理来说，"生"和"死"相互对应，如例(38)-(39)0 "生"、"死"都是属于
"互补配对"的反义词，代表两种极端。因此，透过人类自身的认知心理使得"生"与"死"
都衍生山副词用法。

魏晋时期是副词"生"的萌芽期，唐宋则是副词"生"的成长期，我们统计了唐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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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 6)发现副词"生"数量上比魏晋时期有所增加，甚至到了明清仍然经常见到(表的，

但是以"生怕"为最大宗。
就前所述，副词"生"在唐宋时得到确认，在同一时代中也有出现"甚生"的用法，学

者(冯淑仪 1994、杨荣祥 2005)认为"甚生"中"生"是副词词尾。但在培里我们提出另一个
看法，认为"甚生"是双音节的程度副词，属于副词连用的法架现象。因此，唐宋之际有单
音节副词"生"以及双音节副词"甚生"两种(见 4 节例(69)-(72)) 。

另外，尚还有一种形式"好生"如例(73)-(76) ， "好生"为形容词"好"加"生"而成为
表示情状的副词。此时"生"主要担负描述动作或状态的功能，附着于形容词之后，例(77)σ8)

中的"可怜生"亦同。
最后本文讨论，副词"生"演化到词缀"生"的历程。理论引述自 Hopper & Traugot(1993) 

的形态化(Mo甲ho1ogizatio时，演变序列如下:

Lexical item > clitic > afiix 

由"甚生"副词连用，表示程度用法的"生"，到附着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方
式，再到疑问代词加"生"如例(82)-(87)，作为疑问词词缀的过程。正好符合 Hopper & 

Traugot( 1993)形态化的序列。
综观本文，涉及了历史语料的分析，并透过语法化理论，找寻副词"生"的初生期以及

发展期，另外也讨论了词缀"生"的演变路径，提供多层次的分析。

参考文献

曹广)1顷.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陈克炯. 1998. (先秦程度副词补论)， <<古汉语研究)) 3: 38-44。

段主裁. ((说文解字注》。台北:汉京文化出版社。
冯淑仪.1994. <<敦煌变文集和祖唐集的形容词、副词词尾))， <<语文研究)) 1. 
贺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机商务印书馆。
李露营.1986. <<甚词演变的一种趋势))， <<中国语文)) 6. 
柳士镇.1992.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机南京大学出版社。
刘秀莹 2005. ((禁忌的漂白一初探"死"的语法化过程与极性补语用法))，清大语言所语法化理论课程报告。

吕叔湘.1987 、 2003. ((现代仅语八百词儿北京:商务印书馆。
孟艳红.2004. <<五汀会元程度副词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
商务印书馆编.2004. <<古代汉语虚词辞典》。

沈家娼.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石侵. 1996. (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 <<古汉语研究)) 2: 41-43 。
王海棠.199 1. (六朝以后汉语叠架现象举例). <<中国语文)) 5: 366-373 。

王力. 1985. <<汉语语音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平编篡.1994. <<贵阳方言词典队江苏教育出版社.
望月主子.2004. (动词的使动与起动交替:汉、日语的对照研究) .国立清华大学语言所博!:论文.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队北京中华书局。
许宝华、陶寰编篡.1997. <<上海方言词典队江苏教育出版社.
杨伯峻、何乐士.200 1.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

杨荣样.2004. (论汉语虫上的"副词连用勺. <<中国语文>) 4: 343-350 。
杨荣祥.2005.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队商务印书馆。

游汝杰、杨干明编篡.1998. <<温州万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成材编篡 1994. <<西宁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i宜生.2000.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 <<中国语文)) 10 
郑萦、陈秘霖.2004. <"少许"、"些许"的复合化过程及语义演变)， <<第五届汉与词汇语义学研讨会论文集》。

新加坡国立大学。

志村良志著，江蓝生、白维国译. 1977、 1995. ((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73 



Chui, Kawai(徐嘉慧).2000. Morphologization ofthe Degree adver HEN. In the Institute ofLinguistics(preparaωry 
office)(ed.). Language & Linguistics 1,1: 45-59. 

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01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the world.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Lai, Huei-ling(赖惠玲). 2004. Mental space links between expectations: Ha放a SI as an evaluative indicator.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Ninth Intem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9).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ul J. 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电子资源

教育部修订重编 《国语大字典)) http://140.111 .34.46/dictl 
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全文数据库 h句://www.sinica.edu.twl伽内inl伽sw3

中央研究院平衡语料库 h即://www.sinica.edu.tw/SinicaCorpusl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egree 
Adverb Sheng 生

CHEN Sung-lin & TSAO Feng-f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dverb of the word "生"

The adverb of"生" is derived by two means: 1) sentence structure and Absorption of context, 2)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s, the adverb "生"originates from VV and VO 
structures. When the meaning is emphasized in 也.e la忧er parts of the word, the structure tums out to 

be adverbial-head structure. Besides, because "Iife (生)" and "death (死)" are two basic concepts of 
human cognition, the word can be used to express different levels of life through two opposing 
concepts of antonym. 

Key words grammaticaIization, degree adverb,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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