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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 句的语法语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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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统统” 句中的谓语成分一般不能是单个动词。“统统” 句不但要求谓语是有
界的表达�而且一般也要求被全称量化的 NP 都是一个有指的、定指的成分。从语义上来
说�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出现在 “统统” 之后作谓语�出现在 “统统” 之后的谓语动词
常常是有消极语义的、大家不希望发生的词语�也有一部分是中性语义的词语�很少有积
极意义的动词出现在 “统统” 后作谓词性成分。“统统” 和其他修饰语共现时的顺序也各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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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统统” 是范围副词中表示总括的副词�表
示全部。它的句法位置比较简单�只能位于谓
语核心之前�主语之后。这里所说的 “总括”
指的是范围副词同它们限制的对象 （即总括对
象） 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用来指明其对象的
每一个成员或每一部分都同相关谓词发生直接

语义结构关系的范围限制”�① 它所总括的对象
一定是复数名词。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我
们对学生做了上述解释后�却发现外国留学生
在习得 “统统” 句时�还会造出很多误句�或
者是中国人从来不这么说、听起来不自然的句
子。如：

∗ （1） 太极拳、长拳等功夫我统
统学。

∗ （2） 这几首歌我统统听了听�我不

想再听了。
∗ （3） 同学们非常高兴�大家统统

大笑。
∗ （4） 我们的汉语水平统统提高了。
∗ （5） 他统统敢吃猫、蛇这样奇怪的

东西。
∗ （6） 有些事我们外国人统统不

明白。
∗ （7） 大部分人统统迷路了。
∗ （8） 每一个学生统统迟到了。
∗ （9） 我的听力题全统统做错了。
∗ （10） 我们统统几乎摔倒了。
∗ （11） 我们用电脑统统写文章�所

以我们都不想学习写汉字。
∗ （12） 住在留学生一公寓的学生在

公用洗澡间统统洗澡。

107
① 徐杰：《“都” 类副词的总括对象及其隐现、位序》�《汉语
学习》1985年第1期。



∗ （13） 我们是昨天下午统统考完的。

学生的出错率之高促使我们关注这个总括

副词�我们使用北京大学的语料库�检索出包
含 “统统” 的句子2318条�去除不是副词的句
子75个�共得到有效句子2243个。通过分析这
些句子�我们发现�从逻辑上看�“统统” 在句
子中表达的是全称量化词 （universal Quantifi-
er） 的意义�包含 “统统” 的句子的语义可以解
释为：存在一个集合 S�S 包括 N 个成员�它们
是 X1、X2、X3……Xn�全部参与了谓语所表
示的事件或处于谓语所表示的状态。“统统” 作
为一个全称量化词�使得包含它的句子在句法
和语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特殊性。
一、“统统” 后谓词性成分的
　　限制条件　　　　　　　

　　 （一） “统统” 句中的谓语成分不能是单个
动词。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 “统统” 句中
的谓语成分极少是光杆动词�它常常以下列语
法形式呈现：

1∙统统＋动词＋结果补语。如：
（1） 段秀实得到报告�立刻派出一队

兵士�把十七名酗酒闹事的人统统逮住�
就地正法。

（2） 你要干大事�这批人最难对付�
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

（3） 最好有一个水獭�把这些鱼统统
吃光。
2∙统统＋动词＋趋向补语。如：

（4） 吕太后杀了如意�还残酷地把戚
夫人的手统统砍去。

（5） 年初一�扫帚统统收藏起来�不
许扫地�以图吉祥。
3∙统统＋动词＋可能补语。如：

（6） 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
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
不成。

（7） 东闯金矿自己的矿用生产车和通

勤车就统统动不了。
4∙统统＋动词＋动量补语。如：

（8） 在离任前�他把外贸局的各种材
料统统 “消化了一遍”�还对有关的机密文
件作了复印备件处理。

（9） 招考教师把被推荐来的统统 “相”
过一遍后�皆不满意。
5∙统统＋连动短语。如：

（10） 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
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
一顿。

（11） 言外之意我已神会�只好将这些
有犯忌之嫌的语句统统清除付排。
6∙统统＋动词＋宾语。如：

（12） 皇帝听说有人竟敢违反他下的禁
令�一气之下�就下令把换钱的两个人统
统砍头。

（13） 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
了俘虏。
7∙统统＋动词＋ “了”。如：

（14） 一道诏书�免了一些苛捐杂税：
把宫市、五坊小儿一类欺负百姓的事�统
统取缔了。

（15） 终于真相大白�在铁一般的事实
面前�美国的谎言和对中国的无端指责统
统破产了。
8∙统统＋其他状语＋动词。如：

（16） 凡一切归牛做的活儿�统统由水
牛 “代劳”。

（17）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的负担统
统由企业自己解决。
9∙统统＋否定副词＋动词。如：

（18） 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
统没说。

（19） 创奖评优、赞助摊派等等�一律
由总厂出面承担� “三产” 企业统统不
参加。
在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也确实发现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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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 “统统” 加光杆动词的用例�如：
（20） 一些旅游胜地的铁路及公路交通

业已中断�阿尔卑斯山通道统统关闭。
（21） 直到3月5日�他才转败为胜�

在8个州的预选中统统夺魁。
我们搜集到的可以在 “统统” 句中出现的

光杆动词还有：消融、接受、撤销、绝迹、下
放、过滤、丢弃、逮捕、免除等等。分析这些
动词我们会发现�这些动词都是有界 （bound-
ed） 动词。沈家煊指出：“有界的动作在时轴上
有一个起始点和终止点�无界的动作则没有起
始点和终止点�或只有起始点没有终止点”。①

上述九种结构不论是动词加结果补语�还是动
词加 “了”�都是为了使 “统统” 句的 VP 有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统统” 句要求它的 VP 一定
是有界的�如果单个动词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它们也可以出现在 “统统” 句中。“统统” 句要
求谓语是有界的表达。

要想让 “统统” 句在句法上合理�至少要
满足上述的一种要求�当然也可以两种或三种
结构杂糅在一起用。∗ （1） 和∗ （2） 句中�
“统统” 后的谓语动词出现了光杆动词 “学” 和
“听了听”�它们都是无界表达�如果在动词后
加上结果补语或可能补语等成分�变成：“太极
拳、长拳等功夫我统统学会了”�或者 “太极
拳、长拳等功夫我统统学不会”� “这几首歌我
统统听腻了�我不想听了”。这样句子就满足了
“统统” 句对 VP 的要求�句子也就合理了。

（二） 从语义上来说�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
以出现在 “统统” 之后作谓语�通过分析语料我
们可以看出�能够出现在 “统统” 后的动词常常
是这些： （被） 撤 （职）、抓 （起来）、砍 （头）、
饿 （死）、逮 （住）、赶 （走）、没收、驱逐、卡
（死）、烧 （光）、清除、告吹、关 （门）、消逝、
破产、打 （倒）、踩 （在脚下）、腐蚀、杀等等�
这些都是消极语义的、大家不希望发生的词语�
也有一部分是中性语义的词语�如：分、在、填、
收集、给、写、解释�它们也可以出现在 “统统”
句中。很少有积极意义的谓词性成分�如：加强、

提高、确信、就业等这样的词语出现在 “统统”
后作谓词性成分。我们说：“这些人被统统撤职
了”�非常自然�不用什么限制条件�但我们
说：这些人被统统提升了�就不那么自然了�
它需要一定的语境限定。∗ （3） “同学们统统
大笑”、∗ （4） “我们的汉语水平统统提高了”�
这两个句子之所以不合法�不自然�就是因为
“大笑” 和 “提高” 都是积极语义的谓词性成
分。是不是所有积极语义的动词都不能出现在
“统统” 句中呢？那也不尽然�在少数情况下�
如果 “统统” 后的谓词性成分是积极意义的�
那么它的前后必定有消极语义的词语或句子�
使得整个句子的语义是消极的�是大家不希望
看到的。如：“他把迎合他的官员和徒子徒孙统
统提拔起来�担任朝廷要职。” 这个句子中有了
“迎合他的官员和徒子徒孙” 这些消极语义的词
语�就使得整个句子的语义是大家不希望实现
的了。

（三） 形容词可以充任 “统统” 句的谓词性
成分。如：

（22） 原先鼓吹变法、新学�乃至当时
资产阶级宣传的自由革命统统全错�因为
中国缺少的只是物质。

（23） 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
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
在形容词充任谓词性成分的” 统统” 句中�

整个句子的语义一般也是消极的�是作者不希
望其实现的。
二、“统统” 总括的成分的
　　限制条件　　　　　　

　　 （一） “统统” 是表示范围的总括副词�
“统统” 对其所总括的成分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有
一个复数的名词性短语�并出现在其前。在∗
（5） 中�因为 “统统” 之前只有一个单数名词
性成分�不符合 “统统” 句的要求�而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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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名词性短语位于 “统统” 之后�我们知道
汉语是 SVO 类语言�但是副词 “统统” 却要求
它所总括的复数名词性短语一定要放在动词前。
所以�这个句子是不合法的�如果改成： “猫、
蛇这样奇怪的东西他统统敢吃”�这个句子就合
理了。

（二） “统统” 不但要求谓语成分是有界的�
而且也要求被全称量化的 NP�一般都是一个有
指 （referential） 的、定指 （identifiable） 的成
分。定指指的是 NP 中要包含有 “这些”、“老师
的” 等成分�有些没有定指修饰语的光杆名词
可以使句子成立�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
些成分是有定的�或者在上下文中表明了的。
不能出现的修饰成分是 “一些”、 “有些”、 “某
些”、“多数” 和 “少数”。全称性限定词语 “凡
是”、“一切”、 “所有”、 “连” 等�以及分配算
子 “无论”、 “不管” 因为满足了复数、定指两
个条件而常常出现在 “统统” 句中�如：

（24） 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
统没说。

（25） 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
该改正。

（26） 中国只有……在一切能够使用机
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27） 登上高山�向四方上下一照�所
有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统统都现在一
尺的镜子之中！

（28） 连破产企业职工的工资、劳动保
险资金和国家税收也会统统被拿走�企业
也失去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后果严重。

（29） 河南省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不管
人药兽药统统掺假。

（30） 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文化
的�无论是国人大作还是洋人短札�统统
取来精心阅读。
∗ （6） 和∗ （7） 句中 “有些事” 和 “大

部分人” 作为 “统统” 的总括对象�他们虽然
是复数�可是它们都不是定指的�没有满足

“统统” 句对被总括对象的要求�所以它们是误
句。∗ （8） 每一个学生统统迟到了�这个误句
很有意思�因为 “每” 也是分配算子�袁毓林
指出：“分配算子‘每’使得它所约束的变量的
每一个元素都跟谓词发生述谓关系”�① 在这一
点上它和 “无论” 和 “不管” 是相同的�但是
“无论” 和 “不管” 大量地出现在 “统统” 句中�
可是在我们的语料中却未见一例 “每” 修饰的成
分作 “统统” 的总括成分的。分析其原因�我们
会发现� “无论” 和 “不管” 修饰的被总括的成
分�强调的是无例外的所有�是复数性结构�而
“每” 修饰的被总括性成分�强调的是一组事件的
个体�它是单数性结构�所以它不符合 “统统”
句的要求�句子自然也就不合理了。

（三） “统统” 和 “把” 字句。复数的名词、
全称性限定词修饰的短语和 “不论”、 “不管”
短语都常出现在 “统统” 前�作 “统统” 的总
括对象、或者说语义指向�其实最容易做 “统
统” 的语义指向的是 “把” 字介宾短语�也就
是说�总括副词 “统统” 常常出现在 “把” 字
句中�在笔者搜集到的语料中�这样的句子占
到了60％左右 （包括用 “将” 的句子）。如：

（31） 他常常让这些人以第一人称说
话�让他们把自己内心里的一切统统说
出来。

（32） 贝多芬无疑是一位善于把万千种
感触、思想和观念统统转化成音符的人。

（33） 这种分析活动�将以往千百年来
的哲学研究活动连同哲学家的努力统统划

出哲学的界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先让我们看

一下 “把” 字句的句法限制条件：“ ‘把’跟名
词组合�用在动词前”； “名词所指的事物是有
定的�已知的�或见于上文�或可以意会的”；
“ ‘把’后面的动词要带其他成分�一般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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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词”。① “把” 字句的这些限制条件和 “统
统” 句的限制条件是一致的�只是 “统统” 句
还要求 “统统” 总括的词语是复数。所以在教
学生使用 “统统” 句时�我们可以从 “把” 字
句入手�这样可以避免一些误句的发生。
三、“统统” 和其他修饰语
　　共现时的顺序　　　　

（一） “统统” 和其他范围副词的共现顺序
　　∗ （9） 我的听力题全统统做错了。∗
（10） 我们统统几乎摔倒了。在这两个误句中�
句中的两个副词的位置出现了问题�这就引出
了一个 “统统” 和其他副词共现时的顺序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经常和 “统统” 共现的也是范
围副词。根据杨荣祥对副词的分类�② “都”、
“全” 和 “统统” 一样�同属于范围副词中的总
括副词� “几乎” 是范围副词中的统计副词�
“就” 是范围副词中的限定副词� “也” 是范围
副词中的类同副词。这几个范围副词常常和
“统统” 连用。通过分析我们得到的语料�我们
发现这些范围副词连用时的共现顺序通常是：

1∙总括副词 “统统” 和类同副词 “也” 共
现时�类同副词在前�也就是：也＋统统＋VP、
AP。如：

（34） 不单单服装、小百货、自行车能
退�就连电视机、摩托车、高档音响也统
统能退。
2∙总括副词 “统统” 和总括副词 “全” 共

现时�“统统” 在前�“全” 在后。也就是：
统统＋全＋ VP、AP。有时一个句子还可

以出现三个总括副词 “统统”、 “都” 和 “全”
连用的情况�这时 “全” 在前� “都” 居中�
“统统” 在最后。也就是：全＋都＋统统＋ VP、
AP。如：

（35） 写到吴琼花参军为止�参加娘子
军连以后的戏统统全删�即砍掉三分之二
以上的篇幅。

（36） 不论是江海还是群山�五岳四海
全都统统地接受。

3∙范围副词 “几乎” 和统统共现时�放在
“统统” 之前�也就是：几乎＋统统＋ VP、
AP。因为几乎限定的是 “统统”�而不是后面的
谓语。如：

（37） 街异常冷清�无论是大型百货商
场、超级市场�还是中小商店�几乎统统
关门。
4∙总括副词 “统统” 和限定副词 “就” 共

现时� “就” 在前� “统统” 在后。也就是：就
＋统统＋ VP、AP。如：

（38） 不过多大的抱负�一旦卷进这官
僚机器�渐渐地�热情、意志和希望就统
统被磨掉了。
5∙最常常和 “统统” 共现的是同属于总括

副词的 “都”�这样的句子几乎占了 “统统” 和
其他副词共现的句子的75％�而且这样的句子
情况比较复杂。分析我们得到的语料�我们发
现�有些句子中 “都” 既可出现在 “统统” 前�
也可以出现在 “统统” 后�句义不会发生变
化�如：

（39） 命运的思考�历史的审视�社会
的观察�都统统化作了散文语言�凝聚在
三篇散文中。
但是有些出现在 “统统” 后的 “都” 不能

前移�如果前移�句子会不合法�至少是不自
然。如：

（40） 所以当与会者接到通知后�又惊
又喜�统统都来了。

∗？所以当与会者接到通知后�又惊
又喜�都统统来了。
有些居后的 “都” 如果前移�语义会有变

化�会产生歧义。如：
（41） a 每一次打开窑炉�不合心愿的

作品�他们都统统砸掉。
b每一次打开窑炉�不合心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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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统统都砸掉。
这两个句子似乎都合理�但是它们的语义

有细微的差别。 （41） a 句子有歧义�因为在
“都” 的左向�有两个复数的名词性成分�所以
“都” 既可以总括受事 “作品”�又可以总括施
事 “他们”�而且这个句子从一般人的语感来
说�倾向于 “都” 重读�总括施事。也就是说
这个句子倾向性地被解释成所有的、每一个艺
术家都砸掉了不合心愿的作品。 （41） b 句子也
有歧义�但是会倾向性地理解成 “都” 总括受
事 “作品”�艺术家要砸掉所有的、每一个不合
心愿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
可以用语义指向理论来解释�在我们搜集到的
语料中�和表示总括的副词 “统统” 发生直接
语义关系的绝大部分是动词性成分和受事论元�
只有很少�不足5％的句子 “统统” 和施事论元
发生直接的语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 （41） b
中 “统统” 和 “都” 的语义指向是受事论元。
在 （41） a 中� “都” 在 “统统” 前�紧挨着句
子的施事�张谊生指出： “总括副词‘都’从
VP 的作用看�量化的对象一般都是 VP 的施事
或主体”�① 根据 “近邻原则：在语义上发生关
联的两个成分的距离近于在语义上没有关联的

两个成分�这可以说是语言在语序上的一种倾
向”。② “都” 和 “统统” 就获得了和施事论元发
生关系的可能性�如果 “都” 是重音位置所在�
这个句子就有了两种语义解释�就有了歧义�
而且倾向性地被解释成被总括的成分是施事

论元。
（二） “统统” 和否定副词的共现顺序
“统统” 和否定副词共现时的顺序是 “统

统” ＋否定副词＋VP、AP。如：
（42） 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

统没说。
（43） 一般的同情、恩情、怜悯�一时

情绪的冲动�统统不是感情。
（44） 陈列在同一玻璃柜中的其他珍贵

文物统统未动�唯独这件珍宝不翼而飞。
（三） “统统” 和介词短语的共现顺序
1∙ “统统” 常常和由 “由”、 “向”、 “从”、

“以”、 “与”、 “用” 等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共
现�共现时的顺序是：“统统” ＋介词短语＋动
词。如：

（45） 无论何人之作统统都由编辑代
改�结果必然是所有的文章都失去了原有
的意思和风格。

（46） 这段时间为什么忙�对国家、企
业和个人都有些什么好处�利害得失统统
向职工交底。

（47） 至于什么大庆、渡口、石河子、
乌鲁木齐、加格达奇�统统从地图上一笔
抹去�我们祖国大地上将会到处都是张家
庄、李家店、王家铺子、赵家村。

（48） 已经掌握并参加了世界比赛的
“空翻越杠抓杠” 类型的高难动作�统统以
一些高难新颖的连接动作所替换。

（49） 对文化产业的内涵阐述为：把生
活、消费、工作、娱乐、消遣等活动统统
与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文化活动�
刺激和增加人们的大量消费。

（50） 园内的一切�包括围墙、坐椅、
秋千、金字塔、怪兽、机器人……统统用
废旧轮胎做成。
∗ （11） 我们用电脑统统写文章�所以我

们都不想学习写汉字。在这个句子中�有一个
表示工具的状语 “用电脑”�它出现在 “统统”
和它指向目标之间�这样就阻隔了 “统统” 的
指向�形成 “阻隔现象”。

2∙ “统统” 也常和表示时地的 “在” 字短
语共现�它们的共现顺序有些复杂。∗ （12）
“住在留学生一公寓的学生在公用洗澡间统统洗
澡” 是个误句�看了学生的这个误句�我们似
乎可以说�表示时地的状语不能放在 “统统”
前�可我们在语料中却搜集到了这样的句子。

（51） 工厂生产的这些东西统统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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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52） 原来的青草池塘、竹篱短墙、泥

砖陋屋�还有那条弯路统统在尘土中消失
了�不见了。
（51） 中的 “统统” 不能移到 “在国内” 之

后�否则�句子就不合法了。 （52） 中的 “统
统” 可移到 “在尘土中” 后�两者都合法。对
这个现象的解释我们可引用董秀芳对 “都” 字
句的解释：“主题性时地成分不会引起‘都’的
阻隔效应�而非主题性时地成分会引起 ‘都’
的阻隔效应。主题性时地成分与非主题性时地
成分的区别在于二者的表达功能不同�即在句
子信息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前者是以非焦点信
息的面目出现的�后者则是以焦点信息的面目
出现的”。①在这个误句中的 “在公用洗澡间” 是
一个非主题信息�指出了事情发生的地点�是
新信息�是语义焦点。所以它不能出现在 “统
统” 之前。而 （52） 中的 “在尘土中” 是背景
性信息�它不是语义焦点�所以它在前在后都
可以。误句∗ （13） “我们是昨天下午统统考完
的”�这个句子是一个 “是……的” 的强调句�
强调时间成分 “昨天下午”。“是” 是焦点标记�
它后面的成分就一定是非主题性的新信息�这
样就会出现阻隔效应�所以这个句子就不合理。

3∙ “统统” 和 “把” 字介宾短语的共现顺序。
我们说过在我们所集到的 “统统” 句中�

60％左右的是 “把” 字句。那么 “统统” 和这

个介宾短语的共现顺序是怎样的呢？通过分析
语料我们可以发现�“统统” 可以出现在这个介
宾短语前�也可以出现在其后�如：

（52） 它把高贵与卑贱�庸俗与雅致�
进取与堕落统统看作批判的因素。

（53） 11位评委统统把最高分给了他。
在这两种共现形式中�“把” 字介词短语居

前的占绝大多数�可我们也找到了为数不多的
介词短语居后的例子。分析这些句子�我们发
现�如果 “把” 字短语是 “统统” 的语义指向�
它们一定居于 “统统” 前� （53） 句虽然有
“把” 字介词短语�可是它不是 “统统” 的语义
指向�也就是说不是 “统统” 总括的对象�这
个句子的语义指向是施事论元�所以� “统统”
必须紧挨着它的总括对象�“把” 字介词短语也
就只能居于其后了。

综上所述�“统统” 句因 “统统” 作为一个
全称量化词的特殊作用�使得它在语法和语义
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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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Research of “Tongtong” Sentence
L u Yuhui

Abstract： The predicates of “tongtong” sentences are generally not single verbs∙ “Tong-
tong” sentence not only requires the bounded expression of predicates�but also requests the
universal quantized NP to have referential and identifiable elements∙In terms of meaning�
not all the verbs could be the predicates of “T ongtong” sentences�and the qualified verbs
are generally negative verbs�which represent the actions that are not expected；some neu-
tral verbs and a few positive verbs could also enter into “ T ongtong” sentence∙Different
modifiers appear in different orders in “T ongtong” sentence∙
Key words： tongtong；bounded verbs；negative meaning；identified NP；co-occurrence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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