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一语法现象能否与条件句相适应、相兼容等一些方
面。条件句的句法表现是与其假设／非真实的语义特征
相适应的�而条件小句作为从属小句的结构依附性�使
其在去句子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句法表征。

汉语复句的句法考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语言
比较和类型学视角的引入则会为汉语复句研究的拓展和

深入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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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onditional Sentence
Wang Chunhui

Abstract： In a long time�Chinese conditional sentence was studied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 and seman-
tics�while its syntactic features have got little attention∙From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 typology�exploring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n tense�mood�aspect�modality and polarity of Chinese conditional sentence will re-
veal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s more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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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单音节方式副词历时共时研究

关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关蕾认为：方式副词是汉语副词种比较特殊的一类副词�其唯一句法功能是
用在动词前作状语。与 “才”、“就” 等副词不同�方式副词的语义比较实在�内部成员共性大于个性�成员数量
众多�似乎是一个半开放的类。吕叔湘 （1979） 就注意到它的特殊性：“此外还有全速、高价、稳步、大力等等�
从结构上看�很像非谓形容词�但是经常修饰动词�很难修饰名词�是不是该归入副词？” 从此发端�各位学者都
对方式副词的词类归属、语义特征、内部小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各位学者对方式副词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
双音节中�但对单音节方式副词的论述非常少。陈一 （1989） 和王政红 （1989） 在文章中都没有讨论单音节形式
的方式副词�张亚军 （2001）、李泉 （2001） 等学者列举了一些单音节的方式副词�但是并没有对单音节方式副词
做出详细分析。

单音节方式副词大部分具有非常强的文言色彩�大部分在古代就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充当修饰成分�历史渊源
比较悠久�有些在汉代就已经有副词用法�如 “并、共、故、渐、擅” 等。

有些个别单音节方式副词对所修饰的动词要求更加宽泛�对音节没有什么限制�比如 “穷” 的义项 “胡来、没
来由” 可以用在动词前作副词�现在常用的搭配 “穷讲究、穷折腾、穷打扮” 等。

单音节方式副词在句中的位置一般也比较固定�大部分紧挨着动词�用在动词前边�特别是前边提到的那些已
经逐渐凝固化的固定搭配。但是也有一些单音节方式副词的位置要灵活一些�可以用在否定副词或其他状语前面。
如：“且” 的义项 “经历很长时间” 可以用在动词前�也可以用在否定副词 “不” 前面。

单音节方式副词在数量庞大的方式副词中虽然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它历史悠久�与双音节方式副词关系密切。
单音节方式副词的历时演变对研究副词的语法化机制也有着重要意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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