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４卷第６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安顺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８
作者简介：郭静 （１９８０．１１～ ），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文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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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类划分是现代汉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现代汉语词类的相关特点，造

成了词类划分难。目前语法界对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一直以来争议较大，大致可分为 “多重

标准派”和 “单一标准派”。词类的划分应着重于词的语法功能，从语法功能入手，统一标

准，提出具体的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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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研究是重点也是难点。词

的分类是 语 法 分 析 的 基 础，是 语 法 研 究 的 核 心 部

分。研究 现 代 汉 语 语 法，同 研 究 其 他 语 言 语 法 一

样，首先必须解决词类划分的问题。
一、现代汉语词类划分难的原因

１、现代汉语词类的模糊性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认为：“由于汉语缺

少发达的 形 态，许 多 语 法 现 象 就 是 渐 变 而 不 是 顿

变，在语法分 析 上 就 容 易 遇 到 各 种 ‘中 间 状 态’。
词和非词 （比词小的，比词大的）的界限，词类的

界限，各种句子成分的界限，划分起来都难于处处

‘一刀 切’。这 是 客 观 事 实，无 法 排 除，也 不 必 掩

盖。但是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浑然一体，前后左右

全然分不清，正如高纬度地方不像赤道地方昼和夜

的交替在顷刻之间，而是黎明和黄昏都比较长，但

是不能就此说那里没有昼和夜的分别。”［１］吕叔湘先

生指出了汉语语法不仅具有模糊性的一面，还具有

精确性的 一 面。传 统 把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单 位 分 为 五

级，即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语素与词之

间有模糊性、词与短语之间有模糊性、句子与句群

之间有模糊性，而词与词之间也具有模糊性，词类

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实词与虚词之间的模糊性、
各类实词之间的模糊性、各类虚词之间的模糊性、
各类实词与各类虚词之间的模糊性。词类的这些模

糊性给词类划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往往很难辨别

出那些容易处于 “中间状态”词的类属。

２、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指在一定语言环境里，为了适应表

达的需要，有意识地把某一类词临时用作另一类词

的语言现象，也叫词的转类、变性、转品、词类的

变格用法［２］。词类活用是现代汉语中一种重要而普

遍的现象，也是对现代汉语现成的语法规则的突破

和 “偏离”，是汉语词 性 相 对 自 由 的 具 体 体 现，一

个词，从 词 义 上 说 有 临 时 义 和 固 定 义，从 词 类 上

说，有 “临时类”和 “常 规 类”，活 用 词 在 具 体 的

语言环境中显示的只是临时义和临时类，脱离了具

体的语言环境，这种临时的 “义”和 “类”便不存

在了。所以，如果我们只单纯地从上下文看词的临

时义和 临 时 类，那 么 词 类 的 划 分 肯 定 不 准 确。另

外，如果只看到词的常规义和常规类，那么也很难

真正理解词的性质，在具体活用的句子中不能理解

词的意义。可见，由于词类的活用，使得词类的划

分在一些具体环境中存在混淆和模糊，让人难以辨

别该词的类属究竟是临时义还是常规义，这就需要

我们了解词的兼类和词类活用的区别，掌握词类活

用的规律，学会从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界定、类型

以及语义、语法、语用价值和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分

析词的性质、意义和类属。
二、现代汉语词类划分标准

目前，划分现代汉语词类的标准分成两派，即

多重标准派和单一标准派。多重标准派主张综合运

用多重标准来划分词类，但是具体采用哪些标准，
多重标准中侧重哪一种标准，学界并无一致意见。
有人主张从意义着手，兼顾形态和语法功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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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从形态着手，兼顾语法功能和意义；有人主张

从语法功能着手，兼顾形态和意义。单一标准派主

张采用单一标准来划分词类。单一标准派的大部分

学者认为划分词类只能采用语法功能标准，而不同

的人对 “语法功能”又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语

法功能主要是短语组合功能，有人认为语法功能主

要是句子成分功能，还有人认为语法功能应该既包

括句子成分功能，又包括短语 组 合 功 能［３］。因 此，
划分词类的标准应该是着重于词的语法功能。这一

语法功能就是指词具有什么样的组合能力，受组合

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例如：“ｘ文章、ｘ了、ｘ
着、ｘ过、ｘ写、没ｘ、ｘ不ｘ、ｘ的文章”中 的ｘ
都可以分 别 用 “写” “读” “改”去 替 换。显 然，
“写、读、改”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属于同一个

词类。又如： “ｘ文章、很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

ｘ”中的ｘ，都可分别用 “好”“长”“新”去替换，
“好、长、新”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也属于同一

个词类。但 是， “写、读、改”和 “好、长、新”
的语法功能不完全相同。我们可说 “很好的文章”、
“这篇文章很好”，但是不能说 “很读的文章” “这

篇文章很读”。再者，虽然 “写文章”和 “好文章”
都可以说。但是内 部 的 语 义 关 系 并 不 一 样。 “写”
和 “文章”之间 具 有 支 配 关 系， “好”和 “文 章”
之间具有修饰关系。所以，“写、读、改”和 “好、
长、新”不属于同一个词类，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词

类。因此，用作划分词类标准的组合能力是指一个

词所具有的全部组台能力，不是指在某种词语结构

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组合能力。根据全部组合能力来

给词分类，就是一个词在没有进入具体语句以前就

可确定它所属的词类。可见，研究词类的划分，首

先要弄清楚划分的标准，然后掌握给词分类的主要

语法功能。我们认为对于词类的划分应该以词的语

法功能为标准。
三、现代汉语词类划分具体方法

１、词的组合法

这类词与那类词能组合或不能组合，现代汉语

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规律来区分一

些易混淆的词类。如：名词与非名词容易混淆，一

般靠它们能否受否定副词 “不”的修饰，能者属于

非名词，不能者属于名词，因为名词不与副词组合

（少 数 除 外），动 词、形 容 词 却 与 否 定 副 词 组 合。
例：“勇敢、坚决、友好、盖、答应、兴奋、年青、
塞、希望、睡觉、打、怀疑”能与 “不”组合，是

非名词，“勇气、决心、友谊、盖儿、答案、睡眠、
青年、塞子、愿望、疑问、兴趣”不能与 “不”组

合，是名词。如：动词与形容词容易混淆，看它们

能否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能者属形容词，不能

者属动词 （但 表 示 心 里 活 动 的 动 词 和 能 愿 动 词 除

外，例如 “很 希 望” “很 应 该”。其 中 的 “希 望”
“应该”仍 是 动 词）。因 为 形 容 词 一 般 可 与 副 词 组

合，而动词一般不能与副词 “很”组合。例：“走、
跑、笑、说、出发、整 顿”前 面 都 不 能 加 上 “很”
一类的副词，是动词， “苦、软、美丽、聪明、雪

白、勇敢、出奇、整齐”前面都能加上 “很”一类

的副词，是形容词。如：时闻名词与时闻副词容易

混淆，一般可看它们能否受介词 “在”的修饰。能

者是时间名词，不能者是时间副词，因为介词常与

名词、代词组合 （组合介词词组）却不与副词直接

组合。例：“从前、平时、饭前、去年、现在、今

天、上午、早晨”能与介词 “在”组合，是时间名

词，“时常、从来、有时、早就、立刻”不能与介

词 “在”组合，是时间副词。又如：形容词与副词

容易混淆，看它们能 否 受 程 度 副 词 “很”的 修 饰，
能者是形容词，不能者是副词，因为形容词一般可

与副词组合，副词却不能与副词组合。例：“亲切、
一致、紧”能 与 “很”组 合，是 形 容 词， “亲 自、
一概、仅仅”不能与 “很”组合，是副词。

２、成分分析法

这个方法，就是看一个个的词能充当什么句子

成分，而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成分分析法主要

有以下几种。首先，动词与形容词的区分。除用上

述词的组合法外，还可以看它们能不能带上宾语，
能者是动词，不能者一 般 是 形 容 词 （不 及 物 动 词，
不带宾语则不属形容词。如 “生长”“死亡～存在”
等表 示 发 展 变 化 的 词，多 不 能 带 上 宾 语）例 如：
（１）坚持斗争、珍视幸福生活、整顿市容、热爱祖

国。（２）坚决、珍贵、整齐、可爱。上例 （１）加

点的词均可带宾语，所以是动词，（２）不能带上宾

语，都 属 于 形 容 词。其 次，兼 属 介 词 与 动 词 的

“在”“给”“比”的区分。方法是看它们在具体语

句中是不是作谓语，是不是带上宾语，作谓语，带

宾语的是动词，反之一般是介词———这是因为介词

是不能直接充当句子成分的，而动词是常作谓语，
可带宾语的。所以下列句子中的加点词 （１）是动

词，（２）是介词。（１）我在
獉

学校、他给我一本书、
兄弟俩比一下、新年到，润土也就到了。（２）我在

獉
学校学习、他给我买了一本书、大林比小林高、他

到学校去上课 （注： “他 在 学 习”的 “在”之 类，
属时间副词，“在”非谓语这属另一种判别方法。）
再次，形容词与副词混淆的区分。除可用上述词的

·９１·

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组合法外，还可以看它们能不能作谓语。能者是形

容词，不能者是副词。因为形容词常作谓语，副词

却不能直接充当谓语。如：（１）态度亲切
獉獉

、学习努
獉

力
獉
、风声紧

獉
。（２）亲自

獉獉
、大
獉

力、仅
獉
。加点的词 （１）

是形容词，（２）是副词。

３、词位互换法

兼属连词与介词的 “和”“跟”“同”“与”的

区分。区分方法：一般可看它们前后两个单位 （词
或词 组）能 否 互 换 位 置 兼 属 连 词 与 介 词 的 “和”
“跟”“同”“与”的区分。区分方法：一般可看它

们前后两个单位 （词或词组）能否互换位置，可互

换位置而原意基本不变的是连词，反之是介词，因

为连词只有连接作用，而没有修饰作用，介词则相

反，只有修饰作用，没有连接作用。例如：（１）我

和他是同学、张老师跟李老师都开会。（２）我和他

打电话、我 跟 他 说 了 又 说，他 还 是 不 同 意。在 例

（１）中，把 “我”和 “他”位置互调，把 “张老师

‘李老师”位置互调，原意不变。所以 “和” “跟”
是连词。（２）中的 “我”“他”位置互调之后，把

主动者 （我）与被动者 （他）改变了，从而改变了

原句的意思所以 “和 ‘跟”是介词。“和”“跟”如

此，与它们相同的 “同”“与”也能如此类推。

４、综合法

词运用于句是复杂的，上述几种具体方法，有

时需要综 台 运 用 来 区 分 词 类。例 如 名 词 与 非 名 词

（动、形）的区分，动词与形容诃的区分，形容词

与副词的区分，有时既要运用词的组合法，又要运

用成分分析法。比如：
索取———可 用 “不”修 饰，可 带 宾 语，是 动

词。
索然———不能用 “不” “很”之类修饰，但可

作谓语 “兴致索然”是形容词。
索性———既不受副词 “不”“很”之类的修饰，

又不能直接作谓语，是副词。
综上所述，由于词类的这些模糊性给词类划分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往往很难辨别出那些容易处于

“中间状态”词 的 类 属。再 加 上 由 于 词 类 的 活 用，
使得词类的 划 分 在 一 些 具 体 环 境 中 存 在 混 淆 和 模

糊，对于词类的划分就更难以理解。学术界目前出

现了多重标准派和单一标准派的两种主要主张，但

是我们认为对于词类的划分应该以词的语法功能为

标准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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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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