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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9年第6期 《中篇小说选刊》为语料�选取并分析了其中的类词缀、离合词和 “干吗 ”类疑问句三个语
法问题。通过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认为语言的语法构造是语言诸要素中最具稳定性的一个要素�但它也会逐渐发
生变化�以语言现象作为催化剂�逐渐改进和改正自己的规则�促进语法系统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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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法规则是语言运用的标准�是对语言现象进
行深入理论分析的工具�其本身也是对语言现象高
度抽象概括的结果。但必须明确�不能单纯地把语
法看成一套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忽视语言的发展和实

际情况。 “任何‘理所当然’的道理都只是在一定的
前提和条件下才会‘理所当然’。换个角度�离开那
个前提和条件�原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就不一定
‘理所当然’了。任何道理都是如此�语法规律自然
也没有理由例外。” ［1］因而对一些新发生的语言现
象和语法问题作出合理的语法学解释是语言工作者

的重要职责之所在。
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语言也相

应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它们的产生向原有
的语法规则和语法系统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从而
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这些 “新 ”的语言形式
有的是源自古代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的影响�有些是
受外语的影响所致�有些则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人
民群众对语言使用创新的结果。由于这些语言形式
和语法现象创新性和活泼生动等特点�它们深受广
大语言使用者的喜爱。因此�这些新的语法现象对
于语言研究者�尤其是语法学家们来说�是最具挑战
性而又富于研究价值的课题。

在新产生的语法现象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很
难用现有的语法理论对其作出完满的解释�这些即
是所谓的不规则用法和 “例外 ”现象�而这些 “不合
语法 ”的现象却是 “可以接受 ”的格式�如 “恢复疲
劳 ”、“打扫卫生 ”、“救火 ”、“养病 ”等习惯用法。对
于这些不符合 “普遍规则 ”的 “例外现象 ”如何解释

呢？这是摆在语法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但是这些难
题并非不可解决�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归类描写�从
中找出它们产生的根源、发展途径和使用方面的特
点�进一步挖掘他们的深层结构。对语法单位的特
征类别 （语法单位的聚合关系 ）和其内部构造与外
部组合规律 （语法单位的组合关系 ）进行描述和归
纳正是语法学研究的一般途径。当然�对于其中过
于 “特殊 ”的用例可以采取暂且搁置的办法�留待观
察。

本文以2009年第6期 《中篇小说选刊》（以下
简称《选刊》）为语料�从中选取了若干例证�尝试对
类词缀、离合词及 “干吗 ”类问句从语法研究的角度
作一些描写和理论解释。选取的这些问题并非最新
的语法现象�却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类词缀是一
种使用广泛�但至今难以对其划定归属的语言现象�
属于构词法范畴；离合词的特殊性在于它能 “离 ”能
“合 ”�将词法和句法交织在一起�与一般的词语很
不相同；“干吗 ”类问句是口语和文艺作品中最常用
的反问句和特指问句形式。这三个语言现象的使用
非常广泛�却有其语法学上的特殊性。基于上述考
虑�文章试图从词法、句法及其二者的结合处三个方
面做些语法分析和探讨。
1　类词缀

类词缀是一种特殊的构词成分�它构造产生的
新词大量出现�已成为现代汉语词缀发展的一个新
特点。1979年吕叔湘先生明确提出了 “类前缀 ”和
“类后缀 ”的概念�他说：“汉语里地道的语缀并不很
多�有不少词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



是差一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说
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
是因为他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
词根的面貌出现。……存在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可
以说是汉语语缀的第一个特点。” ［2］吕先生一语中
的�道出了类词缀的最大特点�即它们不具有专门
性�往往是身兼数职。换句话说�从构词上看�汉语
里的词素在某些词里是词缀�而在另一些词里却是
词根�或者说从语义上看�在某个义位下是词缀或类
词缀�而在另一些义位下是词根。例如私密感、恐惧
感、失落感、自满感等�其中�“感 ”是一个附加成分�
而在感觉、灵感中它们却是词根。类词缀构词是以
词根为焦点信息、以类词缀为背景信息�具有很强类
推性的一种构词模式。比如：

　　感　私密感、恐惧感、失落感、自满感、悲剧
感、方向感

式　爆发式、田园牧歌式、平民式、鸡尾酒
式、自杀式

者　读者、写作者、创作者、表演者、自慰
者、失败者

前　前夫、前处长、前中学语文老师、前领
导、前下属

准　准太太、准女婿、准中年男人、准天空
代言人

上面的每一个类词缀后所引用的例子�只是在
小说中出现的类词缀构成的词语的一部分�其中很
多都是作者首次使用�但是读者读来却没有陌生的
感觉�正说明了类词缀的上述特点和作者与读者对
其类推机制的认同。

笔者对《选刊》内的所有类词缀进行了统计�总
共收集到74个句子 （有些句子里包含两个以上的
类词缀 ）。统计到的类前缀有8个：准、前、加、慢、
原、非、低、超；类后缀有12个：感、型、式、性、欲、者、
员、力、面、版、化、吧；还有一些赋有争议的类词缀
12个：副、倌、妹、师、生、人、汉、舞、气、声、房、权。

类词缀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类词缀在形式上具有定位性和类推构词

的特点�其词汇意义不是特别突出。我们认为：这类
构词成份的特点是语义透明度比传统意义上的词缀

高�但比实语素低；构词时与传统词缀一样�具有定
位性的特点；表示某种 “类 ”的概念�表现为可通过
类推构词�且构词能力较强；在构词时�对目标词根
的依附程度比较高�并具有选择性的特点。也就是
说�这类构词成份在由实词演变为词汇意义比较虚

化的词缀的过程中其虚化程度并不完全�具有了词
缀的语法功能�但同时也保持了实词的一部分特
点 ［3］。其实�上面所列的有争议的类词缀在形式上
已经具备了定位性和类推的特征�其争议主要是由
于词汇意义的透明程度所导致的。如：

　　 （1）马车倌和女人不依不饶。 （胡学文 《柳
絮》）
（2）从此他享受着副处级国家离退干部的

待遇。 （王棵《安乐摸》）
（3）小女孩跳的竟然是地道的新疆舞。
（王棵《安乐摸》）
（4）他们出入练歌房。 （宗利华 《香树

街》）
（5）随之响起男人女人的对话声；三轮车

的车铛晃荡声；拖鞋踏在橡树街上的噼啪声；孩
子被大人喊醒的抱怨声。卖豆腐的梆子声�买
豆汁油条麻汁粽子的叫卖声。 （宗利华 《香树
街》）
还有如打工妹、设计师、服务生、生意人、狐媚

气、单身汉、批判权等等�这些定位成分在其归属确
定上是有争议的�主要是它们具有的词汇意义特征
比较明显。

其二�很多类词缀是以语用 （言语 ）现象出现
的�由于其在形式上定位的特点和内容上表意简洁
的特点�受到语言使用者的青睐�最后转化成构词成
分的。还有一部分词缀是受外语构词法的影响所
致�类前缀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三�从理论上讲�类词缀是一种附加式构词成
分�它和标准的词缀在本质上是别无二致的�其最重
要的标志就是定位性特点和词汇意义的虚化。但是
类词缀又具有其特有的构词法特征：能够类推构词�
且在意义上具有指示类别的作用。
2　离合词

离合词指的是在使用的时候能离能合的一类特

殊词汇�它是连接词法和句法的一种特殊语法现象。
这一语言现象是林汉达在 《动词的连写问题》［4］一
文中首先提出的。长期以来�离合词是现代汉语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但是�一
些新产生的形式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试举一个
例子：

　　 （6）咱把年过到首都来�也挺好。 （徐则臣
《居延》）
“过年 ”是一个词�在例 （6）中将其分为两个句子成
分�“年 ”作了介词 “过 ”的宾语�“过 ”是全句的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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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
离合词在形式上具有可分可合的特点。一般而

言�离合词主要是集中在动词和名词中�动词表现尤
甚。如离婚、帮忙、竞标、开门、过年、说话、发呆等
等。在以前的很多语法书中都将离合词归入 “述宾
结构 ”进行介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动词可以
离析外�一些形容词和名词也可以作离合词：

　　 （7）他不尴不尬地把脸放在她旁边就是帮
忙装成一瓶醋。 （徐则臣《居延》）
（8）反正是裙带关系�至于是裙是带�没有

追究的必要。 （南飞雁《暧昧》）
（9）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谁能管得了？
（南飞雁《暧昧》）

上面所举的三例中�“尴尬 ”是形容词�“裙带 ”是名
词�“情愿 ”是副词。

离合词扩展后�与其搭配的成分可构成的一些
特殊的句型�正是这类语法现象的语法意义的体现。
名词和形容词离析后一般是形成短语�如例 （7）至
（9）所示�此不赘述。动词离析后可形成五种形式
（动宾型 ）：
2．1　Ｖ＋着／了／过＋Ｏ

　　 （10）老孙得知徐佩蓉离过婚�内心又慌乱
起来。 （南飞雁《暧昧》）

2．2　Ｖ＋补语＋Ｏ
　　 （11）她在饭桌前足足站了两分钟�然后去
开门�开完门又去拎唐妥的包。 （徐则臣 《居
延》）

2．3　Ｖ＋定语＋Ｏ
　　 （12）坐在床边发一阵子呆。 （徐则臣 《居
延》）
（13）十年来他马不停蹄地离了五次婚。
（徐则臣《居延》）

2．4　倒装成 （ＯＶ）形式
如例 （6）�再如：
　　 （14）米东和巧绣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宗
利华《香树街》）

2．5　倒装省略后宾语
　　 （15）我被老师喊去学校好几次�每次去都
丢得抬不起头来。 （宗利华《香树街》）
（16）还跟吴总去竞过一次标�吴总跟人家

谈的嘴角冒泡还是没竞下来。 （徐则臣 《居
延》）
有时几种形式会综合运用�如例 （15）、（16）。

此外�还有一种动宾型离合词与修辞学中的粘连辞

格和词类活用、套用的用例�只是一种临时的用法。
试举例：

　　 （17）房价也跟着过年过上去了。 （徐则臣
《居延》）
（18）老郭就叫起来�乖乖�到底是文化人�

还听音乐会呢。我都入土半截子的人了�还不
知道音乐是怎么会上的。 （徐则臣《居延》）

例 （17）中的动词 “过 ”是通过粘连的方式借自前面
的 “过年 ”�表义非常形象。例 （18）中 “音乐会 ”是
一个名词�将其拆分开�使 “会 ”成为一个动词�表达
一种讽刺的口吻。

在动宾型的离合词中加入的成分�一般都是指
向受处置的受事的行为动作的。可以表示动作的发
生、持续、完成�可以表示动作的数量和动量�可以补
充说明动作的可能性和结果�也可以是指明受事的
所属关系等等 ［5］。

动宾式离合词构成的句子主要广泛运用于口语

中�而口语带有很大的任意性。一方面�离合词的离
析现象有时会突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使句子的表达
显得活泼随意。同时�动宾式离合词构成的致使句
往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以表达说话人的特定
口气�这种句式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是它在
交际运用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离合词
在离合的频率大小、自由程度、方式多少等方面不完
全由语法语义支配�主要取决于语用因素�即在一定
的语言环境下�群众使用某种语言形式的目的和功
能�往往由群众的语感或习惯决定�扩展不扩展、能
不能扩展以及如何扩展等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些
因素给汉语离合词的教学和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

难。因此�除了加强对离合词的研究之外�在使用上
还要重视其规范化问题。
3　 “干吗 ”类疑问句

邵敬敏在 《汉语语法专题研究》［6］一书中谈到
疑问语气词研究的局限性时指出�长期以来关于疑
问语气词的研究仅局限于书面语的研究�把语调与
语气词两者的作用混作一谈。 “干吗 ”作为一个疑
问标志词�经常用在口语中�是口语中经常用到的一
种疑问句式�但是对它的研究却较少。
“干吗 ”作为疑问标志词最常见的是用在反问

句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反问语气；除了在反问句中能
够使用之外�它还可以用在特指疑问句中。试举例：

　　 （19）干吗要搞得那么累？ （宗利华 《香树
街》）（反问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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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米朵儿上来就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反问句 ）
（21）米东�你这是干吗？ （同上 ） （特指

问 ）
（22）你三天三夜都不回来�你想干吗？
（同上 ）（特指问 ）
其实�在由 “干吗 ”构成的特指疑问句也含有反

问的语气�例 （21）（22）中除了问清楚 “为什么 ”之
外�还有应当 “怎么样做 ”的语气。吕叔湘 ［7］先生将
疑问语气分为三种：询问、反话、测度。我们认为由
“干吗 ”构成的特指疑问句应当是包含询问和反话
两种语气的。

特指疑问句是有疑而问�反问句是无疑而问�前
者需要回答�后者无需回答�也无法回答。由 “干
吗 ”构成的特指问句中�它一般不放在句首位置�而
在反问句中的位置比较灵活。例如：

　　 （23）劝架干吗整的鬼鬼祟祟的？ （同上 ）
例 （19）（20）（23）三个反问句中的 “干吗 ”分别位于
句首、句中和句末位置。 “干吗 ”在特指疑问句中和
反问句中的语义指向不同�在特指疑问句中�“吗 ”
是核心�来指称疑问所在�“干 ”指向动作。所以它
可以用 “干什么 ”来替换。比如我们可以将例 （21）
和 （22）变换成 （24）、（25）：

　　 （24）米东�你这是干什么？
（25）你三天三夜都不回来�你想干什么？

相反�反问句中的 “干吗 ”不能进行拆解�它是
一个整体�在语义上指向整个命题�是一种反诘语气
词�是对整个命题进行的反问。反问句中的 “干吗 ”
不能用 “干什么 ”替换�但可以用作用相同的 “为什
么 ”和 “干嘛 ”替换。如例 （19）、（20）可以被替换为
（26）、（27）：

（26）为什么／干嘛要搞得那么累？
（27）米朵儿上来就一句�为什么／干嘛问那么

多？
由 “干吗 ”构成的反问句在语用上表达一种强

调的口吻和强烈的情绪�并间接地告诉对方他做的
事不合情理。而 “干吗 ”构成的特指问句表达的是
不满情绪并有质问对方之意。
4　结语

语言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语法现象有其复
杂性�甚至不可解释�但是我们必须透过芜杂的现象
抓住它们的本质特征�对其作出合理的理论解释�至
少是理论描写。语法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
当是灵活的�会随着语言的发展不断地完善自己的
系统�如文章所分析的几个问题一样�很多临时的语
言现象和一些非常用的语法形式都有可能酝酿着语

法将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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