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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来“副词+名词”结构被语法学者们视为特殊现象。但是随着这种特殊结构的使用越来

越频繁，是否把它认定为语法现象，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众多学者们为找到比较统一的观点，不断

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这种结构的研究还没有确切的结果，因此对于现有的研究，不能完全否定

或赞同。本文对“副词+名词”结构的产生原因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副词和名词的类型进行了分析，

研究了这种句子结构的句法及语用特征。最后从汉语教师的视角考察这种句子结构的有效教学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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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副词+名词”结构一直被视为是错误的形式，很多语言学者们也认为副

词是不能修饰名词。传统的语法书和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副词只能修饰形容词和动词。1)虽然之前在

一些文学作品2)中也出现过“副词+名词”的结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常见的语法结

构，因此在当时的学术界这种句子结构因没有研究价值而被排除在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语言的使用也开始有了变化，出现了很

多新的语言类型。人们也较易于接受“副词+名词”的表达方式。

如“很中国”、“很男人”等结构在过去是无法被学者们认可的，但是随着被引领潮流的年

轻人普遍使用，再加上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体的广泛使用，3)“副词+名词”结构逐渐被视为

一种特殊合理的句子结构。很多语言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特殊结构。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副词+名词”结构的表达方式并不会让人们感到生硬和不自然。

这是因为“副词+名词”结构因其特殊的语义，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交流中被广泛使用，有着特殊的

语义传达功能。也因为如此，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现象虽然有语法上的错误，但在其传达语义层面被

视为一种自然的句子结构。

本文对“副词+名词”句子结构的产生原因及这种句子结构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另外对这种句子结构中副词和名词的类型、其句法及语用特征进行了考察，最后给出几种该句

子结构的有效教学方法。

2.“副词+名词”结构的产生原因

“副+名”结构 的产生原因大致分为四类。4)

第一， 名词临时活用为形容词，类似于副词修饰名词。

与其他语言体系相比较，汉语属于形态变化较少的孤立语，词类几乎没有变化。按照句子中

各成分的功能最终构成句子。5)在“副+名”结构中，副词修饰的并不是名词所指的事物本身，而

是事物所内含的性质或状态。

1)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吕叔湘《语法修辞讲话》，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胡裕树的

《现代汉语》总认为所有的副词只能形容动词和形容词，不能限制或修饰名词。

2) 鲁迅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中使用了‘十分堂·吉诃德’的表达方式，曹禺在《日出》中使

用过“顶悲剧”的表达方式。

3) 2007年央视CTV一则关於净化网络视听C的新闻的播出，一个13岁北京学生张某迅速成为网络上被关注的热

点人物，而她所说的“弹出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中的‘很黄很暴力’也立刻成为了2008年网络流行

语。（孙明强，〈2008年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探析〉，《安徽文学》，第4期，2009，p.359）

4) 便于讨论，简称为“副+名”结构。

5) 韩恩慧，〈汉语“副词+名词”语言现象及教学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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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不同，我像个真真正正的男孩子，直接的说，我很男人！

（2）她希望耿林去，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很男人的举动，甚至很浪漫。

上述例句（1）、（2）中，“很男人”想表达的语义并不仅限于性别上的男性，而是想强调

男性所具有的坚强和勇敢。

副词一般在句子中充当状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在“副+名”的句子结构中，名词本身的语

义或特征被减弱，偏向于形容词的属性。但是这种名词又不能归类为兼类词，因为它并没有完全丧

失了其名词的属性，而是在文章中临时作为形容词使用。6)

第二，具有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

就像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对相同的事物持不同的看法一样，这种结构也具有中国特殊的文

化背景。

（3）我们不要小看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阿Q这个人物形象，现在生活中不少人都过很阿Q的生

活。

（4）以前我是很阿Q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怎能生存到现在？

如果没有读过文学作品“阿Q正传”，那么就不可能明白“很阿Q”的意思。7)像这样，“副+

名”结构的产生是一种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语言现象。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句子结构也逐渐发展为

被人们接受和使用。语义的变化带来了信息的多样性和写作的便利性，句子成分的结合变得更加自

由和容易。

回顾中文的演变不难发现有些之前被人们广泛使用的词汇逐渐消失，又有很多不符合语法结

构的新的词汇或表达方式涌现出来。

“副+名”结构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结构之所以被媒体、作家和年轻人频繁使用源于其结

构简洁、书写简便和表达方式新颖独特。8)

（5）录制节目时，见到了赵奕然本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很阳光，很健康，也很自信。

（6）李坤无奈地说：“拉拉，姚杨在你和陈老板面前总是很阳光，但是私下里她对我总是阴阳

怪气的。”

上述例句（5）、（6）中的“很阳光”并不仅仅单纯地表示阳光，而是想表达其描述的对象

性格非常活泼。即，其语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词汇本身，而是传达词汇所象征的寓意。

6)“副+名”句子结构中的‘词类活用说’指，因句式需要，临时把名词作为形容词使用。对此胡明扬表示

“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没有形态变化，无法通过名词后面添加后缀的方式，把名词改变为形容词，因此

除了把相关名词强制放在形容词的位置上外，在名词前面添加“很”，把名词的功能和语义强制转化成形

容词的功能和语义，这种使用方法视为把名词临时作为“形容词活用”。

7)“阿Q”是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形象。他在失败和屈辱面

前，回避现实，以自欺欺人的思想方法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8) 刘荣琴，〈程度副词修饰名词语言现象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9，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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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某种事物进行描述时，如果仅用形容词无法充分传达其语义时，可使用“副+名”的句子

结构来完善。

第四，源于人们对其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的追求。

（7）…在潘桃心中不可抗拒地拼起这样一幅图景:成子媳妇，外表很现代，外表很城市，性格却

很乡村，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孙惠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8）那男人的模样，很山东，车子上扭屁股一骑一蹬，更山东了。（阿成《望古城》）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写诗或写小说时作家们为了避开惯用的表达方式，倾向于使用新颖

的表达方式。中国著名的作家鲁迅也使用了当时并不被大家所熟悉的“副+名”结构，赤裸裸地表

达出了与众不同的感情色彩。9)不仅仅是作家，普通人也开始倾向于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他们开始

模仿作家们，又或者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如果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使用了一些独特的表达，

普通人的从众心理导致他们会极力地去模仿和使用。所以这些表达形式自然地也就被人们广泛使

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随意使用“副+名”结构的表达形式，人们也不再对此感到奇怪。这种句子

结构也慢慢地被视为一种惯用的表达方式。

3.“副词+名词”结构的类型及句法、语用特征

1）“副词+名词”结构中名词的类型

“副+名”结构中，副词并不是修饰所有的名词。鉴于“副+名”结构的特殊性，只有独立性

较强的名词才能与副词相结合，并且这种名词在单独使用时具有独立的语义。“副+名”结构中，

副词修饰的名词大致分为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和抽象名词三类。这三类名词中，若要用副词修饰，

还要满足其他条件。

第一，“副+名”结构中，可以用副词修饰的名词有专有名词。专有名词是一般指表示人或事

物的词，如地名、人名、国名、书名、事件名等。但是适用于“副+名”结构的专有名词仅限于人

名、国名和地名。因人们所具有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不同，人们对这些专有名词的观

念也因人而异。例如，“小李”这个名字不具有任何有关文化、社会背景的特征，因此不同的人对

这个名字持不同的观念。但是人们对专有名词的观念基本相似。例如对“日本”，大多数中国人由

于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持否定的观念。10)这种人们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基本持相同观念的

专有名词，易与程度副词相结合，并且被广泛使用。

（9）我长得很丑，但本人长得很中国。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沧桑和苦难都写在我的脸上。（《北

京青年报》1991年3月3日）

9) “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鲁迅，《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10) 李群，〈“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构式探究〉，《新乡学院学报》，2011.8，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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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他们全家搬到了最最中心，最最繁华，“最最上海”的淮海中路一条新式的弄堂里。（王

安忆《阿跷传略》）

例句（9），（10）中出现的专有名词“中国”、“上海”与程度副词相结合，表达其内在的

某种特征。中国人对这些名词，在很多方面持相同的观念，而在例句中，借助程度副词的修饰，共

同的观念被表达出来。

第二，“副+名”结构中，可以用副词修饰的名词有普通名词。普通名词是除专有名词以外的

一般名词，分为表示人的名词和表示物的名词。而普通名词中，可以用副词修饰的名词一般为被人

们普遍接受的特殊身份或其性质的具体实际的事物。11)表示人的名称大部分为包含称呼在内的，

在社会各阶层起一定作用的人，具有群落性质及客观存在的明显的特征。例句如下：

（11）爸很绅士地点点头， 问我:“小姐， 游泳衣带了吗?”（冯敬兰《失却的伊甸园》）

（12）愫细很淑女地啜饮了高酒杯中的白酒。（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13）张娜拉此次一改以往的可爱造型，灰色的镂空毛衣让她颇有几分女人味，而她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不仅刁蛮也很女人。（《江南时报》 2005.11.23）

（14）表面的朱镕基现在其实很贵族，比如说，手极软，似乎无骨，很贵人的；西装极上档次，

在我们四个主持人和朱镕基的合影中，把我们的西装都比下去了；还有总理特有的前呼后拥。（《江

南时报》2004.07.06） 

表示物的名词指具体形态的事物。事物就是物质或物件，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能够用程度

副词直接修饰的事物，即，使用“副+名”结构时可以达到独特的修饰效果，强调其要表达的语

义。例句如下：

（15）你的作品太泡沫、太无聊，辜负了你的青春红颜，让我们说你什么好?（麦田，“成名的

‘蜜月’”，文汇报，1999年3月5日）

（16）你不用打扮己经很热血了，什么事儿少得了你啊。（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

（17）说实在的，你们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最后，“副+名”结构中用副词修饰的名词还有抽象名词。抽象名词是没有具体形态，具有抽

象概念的名词。而且其内涵意义非常丰富，易与程度副词相结合。

（18）作者的语言也很本色似乎是毫不经意脱口而出，朴素得让人不觉得是在读诗。（《人民日

报》2005.12.01）

（19）在谢丽虹的眼中，《活着》“表现了人性很本质的东西，而且人物刻画非常准确、非常生

动”。（《江南时报》2002.12.29）

（20）多影视剧中都有叫“阿彪”的人，他们大多身体强壮但却有点憨。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

为有了这些特点，而被同学们取名为“阿彪”，虽然他有一个很个性的名字——夏天。（《江南时

报》2003.10.15

11) 贾月兰，〈“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中的名词词义的研究〉，《语言应用研究》，2010.10，p.55。



138 ․ 中國學 第56輯 (2016.09)

2）“副词+名词”结构中副词的类型

“副+名”结构中并不是所有副词都能修饰名词。副词是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起修饰、限定作

用的词。一般用于说明动作性质、状态的范围、事件、程度及肯定或否定的情况。有时也用于表达

两个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共分为8类。12)其中在“副+名”结构中

可以修饰名词的副词有程度副词、时间副词、范围副词、否定副词四类。另外，这四类副词若要修

饰名词，还要满足其他条件。

第一，“副+名”结构中可以修饰名词的副词有程度副词。“副+名”结构中修饰名词最多的

副词为程度副词。程度副词描述事物的性质、形态或行为动作的程度。13)在程度副词中可以修饰

名词的副词分为两大类。第一，表示程度非常高的副词，如“很”、“非常”、“特别”、“十

分”、“特”、“太”、“最”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程度副词为“很”。第二，表示相对程度

的程度副词，如 “更”、“比”、“还”，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程度副词为“更”。例句如下：

（21）那男人的模样， 很山东， 车子上扭屁股一骑一蹬，更山东了。（阿成《望古城》）

（22）我和这位北大荒的战友就这样在返城以后，以最市民的方式，最缺少小说家所希望的“罗

曼蒂克”方式，相识并且相爱了。

（23）这件毛衣穿在您身上，真比撒切尔夫人还风度，不信您自个儿照照镜子!

（24）可是柳琴说，对女人就应该加倍宽容。你们还是更加男子气一点吧。

（25）副县长对小四说:“你说过程，太细节的地方不必说”。

第二，“副+名”结构中，可以修饰名词的副词还有时间副词。副词中时间副词的数量较多。

时间副词具有时间观念的语义，但是其语义和功能之间存在差异。时间副词做名词的修饰成分时重

点描述其时间状态，通常与表示时间的名词相结合。这种结构出现时间较长，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

普遍被使用。使用频率较多的时间副词有“刚刚”、“已经”、“快”、“将近”等。

（26）他进厂刚刚三年。

（27）今天已经中秋了。

（28）我们相处快一年了。

（29）他漂流海外将近半个世纪，现在又叶落归根了。

第三，“副+名”结构中可以修饰名词的副词有范围副词。范围副词可以分为统括性范围副词

和唯一性范围副词。统括性范围副词一般包括后面要修饰的对象的所有范围或数量，如“全”、

“都”、“通”、“凡”、“共”、“尽”等。

12) 现代汉语中副词按照其语义进行分类，但是每个学者对其分类的标准各不相同。本文采用了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周一民教授的副词分类法。周一民教授认为“副词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一般充当状语。副

词按照其语义，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频率副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关联副词、否定

副词共八类”。（周一民，《现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p.243）

13) 周一民，现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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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性范围的副词一般修饰一个对象，也有特例，如“只”、“光”、“单”等。这种副词

修饰名词时可以强调名词的语义。另外，这些副词在修饰名词时能够与名词后面的关联词相结合，

构成句子。例句如下:

（30）只玉米就收了二十万斤。

（31）光小麦的产量，就达到去年全年的粮食总产量。

（32）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

统括性范围副词在修饰名词时，一般在名词前面添加“是”才能符合语法结构，而且有时在

句尾加“啦”、“了”、“吧”等语气助词，使表达效果最大化。

（33）全部学生吧 → 全部是学生吧

（34）凡学生都要努力学习 → 凡是学生都要努力学习

（35）一共三本书 → 一共是三本书

第四，“副+名”结构中可以修饰名词的副词有否定副词。否定副词大致分为单纯否定、对已

然的否定、对判断的否定、表示禁止的否定。但是否定副词中能够修饰名词的并不多。只有单纯否

定，如“别”、“不”、“无须”等可以修饰名词。例句如下：

（36）别五块了，两块吧。 

（37）这不人情，太不人情。

（38）无须十分钟，机器就可以修好了。

另外，用否定副词修饰的名词受三种限制。第一，如A不A或者不A不B等，遵守一定的修饰规

则。第二，用否定副词修饰的名词应为单音节名词。第三，用副词修饰的A和B应相互对应或对比。

例句如下：

（39）看到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3）“副词+名词”结构的句法特征

名词为表示人、事物、时间、地点的词。在语法规则上，大部分名词一般不能用程度副词修

饰。但是上面“副+名”例子中可以看出，名词可以受到副词的修饰，并且具有形容词的功能。

不接受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学者们认为这种句子结构省略了“了”、“是”，又或者省略了

动词，14)并否定了这种句子结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副+名”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则。

14) 主张“省略动词说”的代表性学者有朱德熙、于根元、张国安、陈一民等。朱德熙认为 “副词修饰名词

源于动词‘是'的缩略形式”，于根元在朱德熙的理论基础上，补充了“副词修饰名词现象并不是在相同

的情况中发生，省略了像‘有、是、像'等不具有动作性质的动词而形成”。例如“很气派”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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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2000）认为“现代汉语名词一般能够出现在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五种句法

位置上。当接受了副词修饰后，名词不仅可以出现在以上句法位置上，而且还可以出现在补语位置

上。”15)

邢福义（2002）认为“从总体上说，形容词可以充当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16)

“副+名”结构与‘副词+形容词'结构在语用功能上相似。17)在“副+名”结构中名词接受副

词的修饰时，这里的名词充当的成分与形容词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一致，即充当谓语、定语、状语

和补语。并且名词本身的语义消失，只剩其内涵。

（40）今天大毛和朝洛蒙能够这么坦诚，我觉得他们很男人我也很佩服他们的行为。（《江南时

报》，2004.04.15）→（作主谓短语的谓语）

（41）我喜爱驾车出游是因为我觉得在没有公路的草原和山地之中驾车很刺激，这是一项很男人

的运动，在旷野或者戈壁上驾车时耳边发动机的轰鸣声和那种颠簸的感觉，都使我深深地迷恋上了自

驾车运动。（《京华时报》，2004.09.06）→（作定语）

（42）他们总是皱着眉嗯啊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挂电话时连句拜拜也没有，而是生硬地就挂

了，还自以为很男人地对周围人解释一句，女人就是啰唆。（《江南时报》，2004.09.03）→（作状

中短语的状语）

（43）姚明在向整个NBA宣战，四年级的大个子像要打败剩下的所有对手一样疯狂。

可以说姚明现在的球打得很男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3.22）→（作补语）

上述例句中，删除其中任何一个句子成分都无法完成句子或将会改变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例句（41）中“这是一项很男人的运动”和“这是一项男人的运动”，虽然两个句子看起来相似，

但是两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

前一句是说明和描述了其运动的性质或特征，而后者是对运动的限制或运动种类的分类。

即，“副+名”结构中缺少任何一个句子成分都无法构成。

现代汉语中副词的用法比较单一。副词一般在形容词或动词前面做状语。上述分析中也能看

出这些副词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

“副+名”结构用副词和名词两个词类构成。这个句子至少要满足副词或名词具有的语法功能

之一。即，“副+名”结构应该要有名词具有的指称性特征或副词的功能。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副+名”结构中，名词经常出现在句子中的形容词位置上。即，从句法特征来看，具有形容

词的功能，句子的整体语用功能无法单纯地从构成句子的成分关系猜测出来。因此为了更具体地理

解“副+名”结构，只对副词和名词进行研究是不够的。

4）“副词+名词”结构的语用特征

气派”省略了“有”。

15) 王珏，现代汉语名詞硏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226。

16) 邢福义，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邢福义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86。

17) 语用学是通过分析词和词之间的连接，研究他们是怎样构成句子。而语用分析的核心是通过分析句子成

分，考察他们在句子中的功能。句子成分构成句子，起到一定的作用，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补

语、独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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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副+名”结构的语用特征，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表达更加生动。一般情况下，表达情感或性质时用形容词描述。但是使用“副+名”结

构可以使表达更加生动。18)

（44）他这个人太小孩

（45）史安君只会低着头“哈依，哈依”的，样子很日本

例句（44）中，“太小孩”一般用于形容小孩“纯真可爱”或“想象力丰富”，在这里可以

刻画“他这个人”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测“他”的性格。与“太小孩”相似的语义，可以使用“脾

气像孩子”，但是使用“太小孩”比“脾气像孩子”更加生动。

例句（45）中，“样子很日本”虽然没有具体地在描述什么，但是“日本”的形象让人不自

觉地去想象，并很好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可以正确理解其内涵。

第二，表达方式简洁，寓意丰富。“副+名”结构的表达方法虽然形式非常简洁，但是其传达

的寓意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含蓄和丰富。

（46）她几年不见，变得很城市了

例句（46）中，并没有使用太多形容词去描述“她”，而是用“很城市”这一“副+名”结构

来丰富其寓意。如果简单地排列“很时尚”、“很物质”、“很自我”等来代替“很城市”来表达

干练和时尚的形象，反而会有一种过于杂乱的感觉，也无法正确传达其语义。

第三，“副+名”结构增加诙谐幽默色彩。

（47）他确实长得很传统

（48）其实，中国有很男人的男人，很女人的女人，很儿童的儿童

例句（47）中，用“很传统”描述了“他”的外形，比直接使用形容词多了诙谐幽默和风

度。

例句（48）中名词“男人”、“女人”、“儿童”各修饰“男人”、“女人”、“儿童”。

虽然为了修饰而重复使用了相同的词，给人些许复杂的感觉，但是不仅增加了趣味感，还起到了给

读者正确传达语义的作用。

第四，在表达方式上有时受到语境的限制。

（49）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

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粱）

（50）你经常说王四海为人奸诈，不讲义气，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更王四海。（汪曾祺《王四

海的黄昏》）

18) 宋培杰，〈“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语义、语用分析〉，《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12，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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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49）中，与前面可以加“最”修饰的“美丽、丑陋、超脱、世俗、圣洁、龌龊”

等形容词不同，“英雄好汉”和“王八蛋”属于名词，但是仍可以用“最”修饰。即，说话者已经

在前面的句子中多次使用程度副词“最”来修饰形容词，但是为了平衡整体句子，又或者为了表达

其意思的关联性和强调性，又刻意在语法中作了一些变化。换句话说，“副+名”的句子结构是受

了前面句子的影响而形成的。例句（50）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副+名”句子结构的形成受前面句

子的影响。如果前面句子中没有描述“王四海”性格为“为人奸诈、不讲义气”，而直接是“你看

看你做的这些事，更王四海”，那么对“王四海”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是无法理解句子的含义的。因

此 “副+名”句子形式与前后句子密切相关，即和语境密切相关。19)

“副+名”结构表达方式简洁和生动，但是在不同的句子中，其名词具有不同的语义，因此有

时传达语义时有些模糊。并且出于表达的需要，受语境的制约或与其语境具有密切的关系。语言活

动是与几个人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和情况下进行，因此只有熟悉其语言外在因素才能够正确理解其

语境。

4.“副词+名词”结构的有效教学方法

初级汉语学习者在刚开始学习汉语时就会学习到“副词无法修饰名词”这一规则。但是随着

对汉语学习的深入和在中国中留学和生活，不难接触到“副+名”结构，并且与当初学到的理论相

互矛盾而感到困惑。随着接触这种结构越来越多，就会开始好奇哪些副词可以修饰名词，副词修饰

名词还需要哪些条件等，也会在与中国人的对话中无意识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因此在汉语教学过

程中，给汉语学习者正确解释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成为了汉语教师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实用会

话和新HSK教学中，这种结构更加值得去关注和研究。

在此章，围绕着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将会给出适合汉语学习者的有效教学方法。

副词修饰名词受到很多限制。如果外国人想使用这种结构的独特表达方式还需具备较强的语

言能力和汉语能力，而且要让所有的汉语学习者都能够明白这种结构有些困难。那么，我们需要思

考一下在汉语教学中应如何有效地解释“副+名”结构。

关于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现在还没有具体明确的理论，也没有任何一本汉语教材对此现象

给出了说明。

鉴于这种现状，汉语学习者更多的时候没有考虑其语境，滥用和误用“副+名”结构，不仅没

能正确地传达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是让对方理解错误或哑然失笑，造成了尴尬的场面。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需要让汉语学习者明白如下几点。

第一，考虑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正确地教会学习者副词和名词的类型，并且解释清楚哪些副

词和名词可以相结合。

时间副词一般与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相结合。这种结构在汉语学习中经常出现，并被广泛使

19) 郑虎载，〈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研究〉，全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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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需要初级汉语学习者掌握。时间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是非常普

遍的现象，因此自然融合到教学课程可以让学习者更加容易理解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

程度副词一般与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和抽象名词相结合。汉语副词中程度副词的数量最多，

也是汉语学习者学得最多的副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程度副词都适合于汉语教学。程度副词中程度较高的副词，如“很”、

“特”、“十分”等多与名词相结合，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因此这种程度副词修饰名

词的现象比较适合针对初级汉语学习者或中级者的教学。

大部分的范围副词主要用于书面表达，其中只有少数几种出现在汉语学习者的口语中。因此

不需要教太多范围副词，选择实用性强，频率较高的范围副词如“都”、“只”、“全”、“仅”

进行重点教学更为有效。这种范围副词的修饰名词现象的教学适合于高级汉语学习者。

第二，需要给汉语学习者正确地介绍名词的分类。

对于初级汉语学习者来说，可以用副词修饰的名词类型中最容易理解和使用的名词为普通名

词。而且对普通名词中使用频率高的词汇，比较容易使用和应用。接着就是自己熟悉的或具有相关

经验的专有名词，再就是比较难理解的抽象名词。这是由于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词汇时，对外语

的理解有限。因此教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时需考虑不同学习者对名词的应用能力。

“副+名”结构的有效教学方法如下。

第一，考虑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按照合适的难度进行教学。

对于初级汉语学习者，选用平时比较容易接触的副词为主进行教学。特别是选择像“非

常”、“十分”、“很”等这些程度副词比较恰当。要让汉语学习者理解，这些程度副词一般多与

文化色彩较重的专有名词或被人普遍认可的某种特殊身份、性格以及表示实体物质的普通名词相结

合。同时进行时间副词的教学，让他们理解像“已经八点了”，“马上夏天了”等时间副词修饰时

间名词的现象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出现，是一种普遍的汉语现象。

对于中级汉语学习者来说，要让他们进一步熟悉“副+名”结构，并且学会正确搭配，教会像

“阳刚”，“青春”等抽象名词或“雷锋”，“啊Q”等具有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和副词的结合。

除了名词本身的语义外，给学习者附加说明其特殊的含义及背景和文化，有助于汉语学习者理解抽

象名词和专有名词，更加准确地使用“副+名”结构。

对于可以使用高级汉语的学习者，当他们使用“副+名”结构时要及时进行积极反馈，鼓励他

们更积极地去使用这种句式。

第二，就像学习和使用其他语法结构一样，让学习者逐渐理解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和受到的

限制，帮助学习者们通过对这种结构的练习，更自然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副+名”结构的表达方式一般多用于口语，因此要在汉语教学中通过网络、中文连续剧、电

影、杂志、小说等各种方式，帮助学习者熟悉这种结构并进行充分练习。不仅如此，收集中国人经

常使用的表达后整理并分析，让学习者易于学习和理解。

第三，要让学习者明白汉语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母语，发生错误是在所难免的现象，帮助他们

增强自信。

汉语学习者中有部分人，虽然理论学得非常好，但却害怕说出口。对于汉语不是母语的学习

者来说，使用汉语时出现错误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是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而不愿意开口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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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种现象需要给学习者创造开口说话的语境，并且对错误的表达及时做出修正，帮助他们增强

自信心，另外还要通过不断地鼓励和表扬来激发学习积极性。

5. 结论

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语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汉语研究者最初也认为副词绝对不

能修饰名词，但是因时代和文化因素的变化，使用这种句子结构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并且开始受到

学者们的关注。对于一个语言的结构，即使有明确的定义和充分的说明也不代表这种结构永远不会

被改变。“副+名”结构正是语言在不停地发展和使用中自然形成的，并且一直被使用到现在。

首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一，名词临时作为形容词使用，感觉像副词在修饰名词；第

二，有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导致

这种句子结构逐渐发展为被人们接受和使用；最后源于人们对其独特新颖的表达方式的追求。

“副+名”结构中，名词的类型应为被人们所熟悉、文化色彩较强的文学作品或历史背景中产

生，内在特征鲜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如“雷锋”、“军人”、“阿Q”、“波西米亚”等专有名

词以及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特殊身份或其性质的具体实际的事物，如“淑女”、“阳光”、“流

氓”、“绅士”、“老外”、“农民”等普通名词，最后还有不是真实存在的，需要我们通过想象

和理性的分析才能理解的，如“青春”等抽象名词。

“副+名”结构中的副词类型有描述事物的性质、形态或行为动作程度的程度副词。使用频率

高的程度副词有“非常”、“很”、“更”、“最”、“太”、“比较”、“特别”、“特”、

“够”、“十分”、“顶”、“多”等。再有就是语义和功能之间有些差异的时间副词，如“总

是”、“刚刚”、“将近”、“马上”、“原来”、“正在”、“已经”等，以及像“全”、

“都”、“通”、“凡”、“共”、“尽”等范围副词和像“别”、“不”、“没”等否定副词。

“副+名”结构的句法特征是在句子中充当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的功能，其名词在句子中

充当形容词的功能。

语用特征上，第一，表达更加生动；第二，表达方式简洁，寓意丰富；第三，增加诙谐幽默

色彩；第四，在表达方式上有时受到语境的限制，导致传达语义时变得有些模糊。

汉语学习者更多的时候没有考虑其语境，滥用和误用“副+名”结构，不仅没能正确传达自己

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是让听者误解。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需要在教学中让学习者明白如下几点。

第一，时间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第二，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第三，范围副词修饰名词现

象；第四，汉语学习者对名词分类的理解。

对于汉语学习者学习和理解这种现象的有效教学方法是第一位的，考虑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

平，选定合适的教学难度；第二，让学习者逐渐理解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和受到的限制，帮助他们

通过不断的练习，更自然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第三，通过不断地表扬和鼓励，帮助他们获得自

信，激发学习的动力。

社会文化在不断地发展，引领潮流的年轻一代将继续创造出新的关于活用“副+名”结构的表

达方式，并且这些表达方式会扩大并反复被创造，其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随着“副+名”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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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愈加频繁，当人们不再觉得这种句式新颖而成为惯用句式后，其名词就能够作为形容词的词类

衍生现象，被收录到词典中。鉴于口语的产生早于书面语，“副+名”结构更多时候被用于口语，

而最近在报纸、杂志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也说明这种结构正在流入到书面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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