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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副词是个语法功能很窄的词类。
一般认为它只能作状语，而不能作其他句法成分。
同时，副词又是个表示意义多种多样的词类。
一个副词有时不止表示一种意义，像常用副词“也、都、才、就、再”等都有好几种意义。
这自然与汉语本身的类型有关，也与副词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有关。
有鉴于此，汉语副词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
因其复杂多变。
又成为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难点。
　　或日，学习汉语副词，要逐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记，旨哉斯言。
这是因为副词家族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因语法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差异，绝大多数副词都具有独
特的个性。
所以有人说，作为一个词类，副词是一个个性大于共性的功能词类。
　　关于副词，以往的研究，或从宏观调查和微观分析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侧重对具体副词的细密深
入的分析；或从共时考察与历时探索相结合的层面加以研究，更多地揭示其语法化的历程及其变异的
动因。
　　于是，在副词研究中如何弥补前人与时贤研究之不足，开辟新的研究思路，发现新的亮点，是研
究者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
为此就要另辟蹊径，从新的材料中，提出新的观点。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副词定量研究》一书，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汉语副词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多
有新意。
突出特点如下：　　1．服务教学。
分类独特　　该书以服务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目的，确立“意义为主，功能为辅”的分类原则
，将《大纲》中的337个副词分为9类。
分类标准不同于以往，统计结果也显示不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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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了副词的分类问题，指出副词分类应该把意义和功能结合起来，并尝试从
意义和功能的角度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337个副词逐一进行了归类。
第二章以这三百多个副词为对象，详细考察了它们作状语带“地”以及修饰谓词性成分形成的结构带
“的”的情况，控讨了副词作状语带不带“地”的规律和影响副词修饰谓词性成分形成的结构带不带
“的”的因素。
第三章对这些副词的语气功能以及它们修饰动词 性和形容词性成分形成的结构的功能做了比较系统的
阐述，指出副词不仅具有修饰、限制功能，还具有语气功能；不同类别的副词对其修饰或限制的结构
的句法功能也有一定影响。
本章还对“程+谓+的”的性质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程+谓+的”有些是自由的，有些是黏着的，
“程+谓+的”的句法功能存在着范畴化现象。
第四章对337个副词作状语的位置做了全面的考察，发现副词作状语的句法分布也存在着典型分布和非
典型分布；另外，还对副词作状语的易位情况以及两项副词的共现顺序做了全面的研究。
第五章考察这三百多个副词在不同句型中的分布，并对由副词“就”组成的“A就A”格式及由“没”
、“不”构成的双重否定句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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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现代汉语副词分类　　第一节对现代汉语副词的分类情况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指出现有的
分类基本上有四个标准：意义、意义和句法功能、句法功能、句法分布和意义，按照这四个标准分出
来的类各有优劣。
　　第二节根据句功能和意义，把《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337个副词按照意义和形式相
结合的办法分成九类。
　　一　现代汉语副词分类概况　　1.1　副词是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类，自《马氏文通》以来，
大凡涉及到副词的语著作，都对副词进行了分类。
不过，在分类标准以及副词次类的类别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总的来看，现有的分类存在着四种标准：一是以意义为标准，这是目前最通行的标准；二是以意义和
句法功能为标准；三是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四是以句分布和意义为标准。
　　以意义为标准对现代汉语副词进行分类，就我们目力所及，当首推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
黎氏从意义的角度把副词分为时间副词、地位副词、性态副词、数量副词、否定副词和疑问副词六大
类，并对每类副词进一步做了细分。
黎氏所说的时间副词、否定副词和疑问副词与现在通行的说法基本上一样，但地位副词是指常在副位
（即状语位置）的方位名词和指示代词，像“东、西、南、北、左、右、前、后、上、下、里、外”
以及这些词语与“方”、“面”、“边”、“头”等组成的复合词。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副词定量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