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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谓词性成分d子'结构探析

吴齐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

摘4要#新兴&谓词性成分d子'结构表示言者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属于评价态度标记语#句法功能多样" 该结构来

源于百度贴吧#其中大部分&谓词性成分d子'可以扩展为&谓词性成分d的样子'" 当&样子'充当语用标记时#二者的句

法!语用功能相同" &样子'前定语的性质!感叹标记&好'的修饰和&样子'的语义泛化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动因"

关键词#谓词性成分,&b'-$子$样子$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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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近两年#新兴的'谓词性成分d子*作为一种

特殊的语言现象在网上悄然兴起) 为了表述方

便#本文将该结构中的谓词性成分统称为'b*)

例如!

"(#好美子!现在应该没有人敢和

我光比恩宠了吧 0阴险1 "百度贴吧!

!#!#

2

#$

2

!$#

"!#居然有人记得我的海龟汤!感

动子2 那就再熬一锅 "非原创# "已破

解#"豆瓣!!#!#

2

#3

2

(!#

传统的'b

d子*一般作指称人或物的名词)

根据邱广君的研究!

#单音节语素动词性词根加

上后缀'子*可以构成表示此种动作所需的工具

或此种动作形成的东西#如'铲子*'包子*等) 单

音节语素形容性词根(动词性词根或多语素的词

根加上后缀'子*多构成具有某种生理缺陷或不

良品质的人#如'聋子*'骗子*'二流子*等)

与传统的'b

d子*相比#新兴的'b

d子*的不

同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只在网络语言中使用-二

是谓词性成分大多是双音节词或短语-三是'子*

在该结构中作语气词-四是大部分'b

d子*可以扩

展为'b的样子*) 为什么'子*在新兴的'b

d子*

结构中可以充当语气词, 'b

d子*为什么能扩展

为'b的样子*, 本文拟结合相关语料"

#对新兴

的'b

d子*结构进行考察#在分析其语义和句法功

能的基础上#探讨其能扩展为'b的样子*的句法

环境及演变机制#同时对'b

d子*结构不能扩展为

'b的样子*的原因加以解释)

一4&b

d子'结构的语义与功能

!一"&b

d子'结构的语义分析

新兴的'b

d子*结构在使用时#其语义基本相

当于'b

d语气词*) 例如!

"$#无语子!上一秒还在秀恩爱!下

一秒竟能立马翻脸/ "爱奇艺!!#!#

2

#0

2

!##

"3#v这就是街舞v厉害子2 0喵喵1

$门上吊刀刀倒吊着%!四位队长s王嘉

尔 sPJXg

2王一博 s钟汉良 张艺兴s

努力努力再努力V"微博!!#!#

2

#1

2

!*#

""# 3讨论4真的出现了反追星文

了!不错子!爱豆谈恋爱就是被杀头的

"豆瓣! !#!#

2

#*

2

(0#

"0#收到 A.&&>M睡衣2 两个大福袋

都不一样2 开心子2 "微博!!#!#

2

((

2

$##

!0(

!

"

收稿日期#!#!(

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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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齐阳"(66!+$#女#河南新乡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邱广君!%后缀'子*与'儿*的造词类型及其异同&#%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年第 !期)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RR_语料库(]RR语料库和新浪微博#同时也广泛搜集了如百度贴吧(豆瓣等网络平台的相关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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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中的'无语子*'厉害子*可转述为

'无语了*和'厉害了*) 例""$"0$中的'不错子*

'开心子*可转述为'不错呀*和'开心呀*) 由于

'呀*是'啊*的变体#因此上述例子中的'子*相

当于语气词'了*或'啊*)

为什么例"$$至例"0$'b

d子*结构中的'子*

作语气词而非名词词缀, 从句法层面来看#指人(

指物的名词无法充当插入语或独立成句) 但根据

陈新仁的研究!

#例"$$ ""$中的'无语子*和'不

错子*属于评价态度标记语#在句中的作用类似

插入语#体现说话人对话语的评价和态度) 例

"3$"0$中的'厉害子*和'开心子*都独立成句#

表示说话人的感叹语气) 从语义层面来看#'子*

作名词词缀是憎称#隐含否定(鄙视的意味) 但例

"$$中的'b

d子*表示说话人的尴尬(无奈#例"3$

至例"0$中的'b

d子*则体现了说话人的赞赏(喜

悦) '子*在上述例子中不具有否定(鄙视之义#

因此不应分析为名词词缀) 而根据陈昌来"

(吴

香#

(董秀芳和李虹瑾$等#例"$$至例"0$中的

'b*分别属于心理动词"无语$(评价形容词"厉

害(不错$(主观性状形容词"开心$#都具有一定

的主观性) 郭锐认为#语气'指反映言者主观性

或交互主观性的意义#包括情感(态度(评价(认识

等*#语气词则是'专门表示语气的后置性词*

%

)

因为上述例句'b

d子*结构均表达言者的主观性#

所以'b*后的'子*应分析为语气词)

不过#笔者发现'子*具体充当哪个语气词与

前面的'b*有关)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笔者搜集

了新浪微博上'b

d子*的相关语料&

#整理出了表

() 表 (所列举的'b

d子*结构的搜索结果均在

"##条以上)

由表 (可知#这些'b

d子*结构中的'b*可分

成四类) 第一类表示言者的感受#如无语(开心(

感动(幸福(期待(快乐(喜欢(难过(尴尬(害怕(绝

望(满意(支持(羡慕) 第二类表示对他人或事物

的评价#如不错(可爱(可怜(好看(好美(好吃(好

喝) 第三类表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 &TD(救命)

第四类是谐音词#如乌鱼)

其中第一类所占的比重最大#高达 "*)$$f)

笔者发现#能进入第一类的动词均为心理动词#形

容词为主观性状形容词或心理形容词) 而进入第

二类的'b*成分相对复杂#既有评价类形容词'不

错*#又有主观性状形容词'可爱(可怜(好看(好

吃(好喝*#还有表主观评价的短语'好美*) 第三

类的'&TD*属于网络流行语'&; TMD&%*的缩略

形式#表达言者吃惊的语气-'救命*属于日常用

语#表达言者紧张的语气) 第四类的'乌鱼*本来

是指一种鱼#作为'无语*的谐音形式用于'乌鱼

子*结构中#属于典型的'旧瓶装新酒*)

表 (4新浪微博&b

d子'使用情况统计'

序号 谓词成分d子 数量 备注

( 不错子 (6 003 33!条

! 无语子 ($ *!" $03条

$ &TD子 ($ ($1 0#"条

3 开心子 !*0 1"!条

" 乌鱼子 (33 (*#条 '无语子*的谐音

0 感动子 $$ "##条

1 可爱子 61#条

* 幸福子 6$(条

6 期待子 6!#条

(# 快乐子 6(6条

(( 喜欢子 **1条 存在'讨厌子*#有 !60条

(! 难过子 *3*条

($ 好看子 *30条 存在'难看子*#有 3"条

(3 救命子 161条

(" 尴尬子 13!条

(0 害怕子 1#*条

(1 好吃子 0*(条 存在'难吃子*#有 "6条

(* 好美子 "63条

(6 绝望子 "6!条

!# 满意子 "**条

!( 支持子 "*"条

!! 可怜子 "06条

!$ 好喝子 "0"条 存在'难喝子*#有 "$条

!3 羡慕子 "0#条

$0(

!

"

#

$

%

&

'

陈新仁!%汉语语用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 !#(1年版#第 (1#+(13页)

陈昌来!%现代汉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学林出版社 !##!年版#第 60+61页)

吴香!%现代汉语形容词分类及相关句法现象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董秀芳#李虹瑾!%客观性状形容词与主观性状形容词&#%对外汉语研究&!#(*年第 (期)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1$+!13页)

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新浪微博是对'b

d子*结构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社交平台)

该表格的'数量*一栏都是笔者 !#!#年 ((月 $#日用'微博搜索*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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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由于句法环境的不同#'子*在上

述'b*后可被分析为'了*或'啊"呀$*) 这里以

'满意子*为例进行探讨#具体如下!

"1#买了滑板!报了驾校!对我的退

伍生活非常满意子) 我要滑滑板骑摩托

咯0可爱1"微博!!#!#

2

#6

2

#0#

"*#我一个不发帖也不签到的混到

了九儿等级!好满意子!我爱九儿 0打

-?EE1"微博! !#!(

2

#(

2

!0#

'满意子*中的 '子*在例 "1$中可理解为

'了*#在例"*$中则理解为'啊"呀$*) 究其原

因#一是语气词'了*和'啊"呀$*对前面谓词性

成分的选择-二是'b*前程度副词对'子*语义的

分化) 肖治野(沈家煊认为#句末语气词'了
!

*存

在行(知(言三域) 因为'了知*表示言者预设对方

不了解自己的想法#将'这一新的想法*提供给对

方#所以'了知 *也可以概括为'我想7L8了*

!

)

这里的'想*涵盖了所有表示知态的概念#如'认

为(觉得(推测(评价*等#因此'了知*作句末语气

词可以与心理动词(心理形容词(主观性状形容

词(评价类形容词进行搭配) 目前已经形成了

'最+太+可 b了*的固定格式) 当 'b*前出现

'最(太(可*这三个程度副词时#句末语气词一定

会是'了*) 根据邢福义的研究#'好*作为程度副

词时#'好 b*结构跟已然事实有关"

) 而语气词

'了*则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无法与'好b*结构

搭配) 加之'好b*结构一般用于感叹句#表示言

者对某种属性程度之高的肯定评价#

#因此'好

b*通常与语气词'啊"呀$*连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b

d子*结构的高频使

用#语气词'子*后还可添加'了*'啊*等语气词)

例如!

"6#W&W2 A&E&舞台针不戳啊2 喜

欢子啊!每次都舞台都给人惊喜的!也很

期待下一次的舞台呀2 "微博!!#!#

2

((

2

(1#

"(##可以说是期待子了22 "微博!

!#!#

2

(#

2

!1#

例"6$中的'子*相当于'的*#与'啊*连用#先

表示肯定语气#后着重表示感叹语气) 例"(#$中的

'子*也相当于'的*#表肯定语气) 该句的重点在

句尾的'了*#表示言者的主观感受#即'我可以说

是"很$期待了*) 这两例'子*的语气功能被削弱#

重点移至独立语或句末的语气词'啊*或'了*)

综上所述#新兴'b

d子*结构中的'子*之所

以能充当语气词#是因为该结构在句法上可充当

插入语或独立成句#语用上'b*基本都带有主观

性) 根据表 (#褒义色彩的'b*更容易进入该结

构中) '子*在句末相当于'了*或'啊*#'子*后

有语气词时相当于'的*) 此外#'子*分析为哪个

语气词不仅与'b*有关#而且也与'b*前出现的

副词有关$

)

!二"&b

d子'结构的句法功能

'b

d子*结构的句法功能多样#有的可以独立

成句#如例"(($-有的可以作独立语#如例"(!$与

"($$-有的可以在句中作谓语#如例"(3$与"("$-

还有的可以在句中作补语#如例 " (0$) 具体

如下!

"((#支持子222 "E?%MD?D?吧!!#!#

2

#*

2

!*#

"(!#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但爸妈

竟然还能背着我偷偷过节!欣慰子)

"微博! !#!(

2

#!

2

(0#

"($#花甲真的!L̀ :9都怕是有了!

可怜子2 生蚝你这选择性眼瞎2 终于有

点意识了/ "微博!!#!(

2

#$

2

!"#

"(3#流金岁月好看子2 黑子没有

心2 "豆瓣!!#!#

2

(!

2

!6#

"("#我绝望子!视频真的下载不下

来0悲伤1画面卡点算了!不搞声音卡点

了0悲伤1"微博!!#!(

2

#$

2

!!#

"(0#老公今天的舞台跳得绝绝子2

歌唱得好听子2 "微博!!#!#

2

((

2

(##

!三"&b

d子'结构的修辞效果

齐沪扬认为#语气词'了*和'啊*均属于现代

汉语感叹语气的形式标记%

) 当'b

d子*结构中

30(

!

"

#

$

%

肖治野#沈家煊!%'了
!

*的行(知(言三域&#%中国语文&!##6年第 0期)

邢福义!%南味'好*字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年第 (期)

李晋霞!%'好*的语法化与主观性&#%世界汉语教学&!##"年第 (期)

'支持*是个例外#前面不能添加'好*'太*'最*'可*这类程度副词#但可以出现'绝对*'必须*等语气副词)

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安徽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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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后不出现语气词时#基本等同于'了*或

'啊*) 当'b

d子*结构后出现语气词时#语气词

多为'了(啊*这类表感叹语气的词#'子*相当于

'的*) 虽然该结构的感叹语气被削弱#但加入了

肯定的语气) 由此可见#'b

d子*结构整体表示感

叹语气#只不过存在语气强弱的区别)

根据杜道流对句子结构感叹中心的分辨方

法#主谓结构的谓语部分(述补结构的补语部分

以及焦点句都属于感叹中心!

) 因此'b

d子*独

立成句或在句中作谓语(补语都是感叹中心)

例如!

"(1# GSK子2 终于官宣了! O(A(

这阵容还挺有看点"新浪网!!#!#

2

#*

2

!0#

"(*#林凡可爱子!站在这里比说

=?>还难"豆瓣!!#!#

2

#"

2

$##

"(6#西巴/ 没想到我的声音这么

大0伤心10伤心1今天玩得开心子2 "微

博!!#!#

2

#*

2

#!#

人们一般用'感叹中心*来指称感叹句的核

心信息成分#很少使用'焦点*的概念#是因为'感

叹中心*有时候和'焦点*并不重合) 但在例"(1$

至例"(6$中#二者是完全重合的#例"(1$还是焦

点句) 因为焦点是句子信息重点突出的对象#所

以'GSK子*'可爱子*'开心子*作为感叹句的焦

点#使言者的主观性得到最大程度凸显)

二4&b

d子'结构的扩展

笔者经考察发现#百度贴吧吧主马七匹"后

改名为 Ê<'.<$在 !#(*年左右就喜欢在网络流行

语的末尾加'子*#因此'b

d子*当时也被称作'马

语*) 后贴吧网友纷纷效仿#'b

d子*逐渐在百度

贴吧流行开来) 例如!

"!##这张专好听子!可是太贵了!

要 03)* 一张2 对了!也不知道香港-湛

江巡回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 "乡村音

乐吧!!#(*

2

((

2

(1#

"!(#这个语种好好玩子2 推广子2

"嘎黑吧!!#(*

2

(!

2

#"#

"!!#好美子!霉霉更新一张新图)

"U'EEU&?=%吧!!#(6

2

#$

2

#1#

"!$#紧急通知子!肛毛平均每秒被

侵犯 ($# 次) "乡村音乐吧!!#(6

2

#3

2

!$#

一些网友把这类'b

d子*结构看作是'b的样

子*的缩略语#也即'b

d子*可以扩展为'b的样

子*#如例"!!$的'好美子k好美的样子*) 但是

这种解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例"!($的'推

广子
&

推广的样子*#例"!$$的'紧急通知子
&

紧

急通知的样子*)

为什么'b

d子*可以扩展为'b的样子*, 为

什么有的'b

d子*结构能够扩展为'b的样子*#

有的'b

d子*结构却不能,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重

点讨论的问题)

!一"&b

d子'结构可扩展的句法与语义机制

'b

d子*之所以能扩展为'b的样子*#是因

为'子*无论在普通话还是在网络语言中#最常见

的语法功能是充当名词后缀) 而'子*作为词缀

被认为是'样子*的缩略#则与'样子*的语义泛化

有关) 孙利萍系统考察了'样子*的语义演变"

#

现列举如下!

"!3#於时众中召出一僧!当阻而

立) 师指云&$这个便是样子也!还有人

得相似摩/%众皆无对) "五代 '祖堂

集(#

"!"#问&$人不幸处继母异兄弟不

相容!当如何/%曰& $从古来自有这样

子) 公看舜如何) 后来此样事多有)%

"南宋'朱子语类(#

"!0#连吆喝!递吆喝!这个枷再不

见松) 只见越加重得来!渐渐的站不住

的样子) "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1#一枝梅暗想&$新添了二个豪

杰兄弟!旧时的人!个个齐集) 单单少了

鸣皋!就像军中没有了主将的样子) 为

义气上!我去找寻!比别人容易些)% "清

'七剑十三侠(#

"!*#好多都?秀22 好喜欢的样

子22222 哈哈哈肉麻死了) "微博#

由例"!3$至例"!*$可知#'样子*由'供人效

"0(

!

"

杜道流!%'感叹中心*谈&#%长江学术&!##"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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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模仿的榜样"名词$

"

事情"名词$

"

情形(形

势"名词$

"

句末助词
"

后置语用标记*) 'b

d

子*被认为是'b的样子*#其实相当于例"!*$的

情况)

'样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 3 个义项!()

形状-!)人的模样或神情-$)作为标准或代表#供

人看或模仿的事物-3)4口5形势#情势!

) 根据表

(#我们发现除了'支持子*外#第一(四类'b*均

能扩展为'b的样子*#'样子*表'人的模样或神

情*义"

) 第二类'b*出现了分化#其中'可爱(可

怜(好看*能扩展为'b的样子*#'样子*义为'人

的模样或神情*) '好吃(好喝*只能扩展为'看起

来+感觉很b的样子*) 因为'看起来*属于句内

插入语#带有一定的主观印象#表示一种泛化了的

普遍的感觉#与'感觉*作动词的义项'产生某种

感觉*一致) 二者都隐含言者的某种主观感受#

带有不确定的语气#所以'样子*在该结构中作句

末助词) '不错(好美*也能扩展为'b的样子*#

不过'样子*在这里作语用标记) 第三类'b*不

能扩展为'b的样子*或'看起来+感觉很 b的样

子*)

我们发现#'样子*的语义泛化一是受前置定

语'b*的限制#二是受程度副词的影响#

) 但是

前贤学者如刁晏斌$

(方清明%

(杨海明和鲁小

龙&

(孙利萍'等对'样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

岸语用的互动差异#很少涉及这两个问题) 本节

拟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样子*前的定语'b*

和程度副词'好*进行考察#探讨'样子*如何衍生

出'人的模样与神情*义以及'样子*如何虚化为

语用标记)

经笔者考证#表'人的模样*义的'样子*在元

朝时期形成) 但该义项的'样子*有两个来源#与

'样子*前的定语有关) 例如!

"!6#升座顾视曰!鼓声未击巳前)

山僧未登座之际!好个古佛样子) "北

宋'禅林僧宝传(#

"$##服色例休题取!打扮得怕不赛

夫人样子!脱不了市辈规模) "元'端正

好5上高监司(#

"$(#咳!相公脉息尺脉较沉!伤着

冷物的样子!感冒风寒) "元'朴通事(#

"$!#沈约病多般!宋玉愁无二!清

减了相思样子) "元'西厢记(#

我们可以发现#例"!6$ "$#$都是'名词d样

子*的结构) 例"!6$的'样子*是'供人效法(模

仿的榜样*#而例"$#$的'样子*是'人的模样*#

也即'人的装束打扮*

(

) 由例"!6$可知#因为言

者没见过佛祖的真正模样#又以佛为尊#所以山里

僧人的行为会被认为是 '供人效法(模仿的榜

样*) 而例"$#$中言者是见过夫人的#全句表达

对夫人装束打扮的赞美#这里的'样子*也隐含

'供人模仿*之义) 因此我们认为#例"$#$中的

'样子*由例"!6$演变而来)

而例"$($"$!$都是'谓词性成分d样子*的

结构) 例"$($的'样子*是'情形*#例"$!$的'样

子*是'人的模样*#也即 '人的长相*) 结合例

"$($的句法环境#'伤着冷物*本就属于言者对她

'相公脉息尺脉较沉*这一现状的推测#带有不确

定的语气) 例"$!$中的'相思*表'想念*或'男

女相互爱慕*义#属于心理动词) 由于'样子*的

本义缺乏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因此我们认为例

"$!$的'样子*更像是表虚指的'情形(形势*义

演变而来)

X.%O=/;M?将人的认知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即

认知层(感知层和外部世界层) 从认知主体的角

度看#投射方向从认知层到感知层#再由感知层到

外部世界层)

) 而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灵长

类动物 "#f的大脑都用于视觉加工#'人脑的大

0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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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因语义泛化#不仅可以形容人的模样或神情#而且可以用来形容事物)

'喜欢子*扩展的'喜欢的样子*中#'样子*是名词#表示'人的模样或神情*) 而例"!0$'好喜欢的样子*#'样子*没有词汇意义#

属于语用标记)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程度副词'好*进行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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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齐阳!新兴'谓词性成分d子*结构探析

量视觉信息加工是人类能识别所看到东西的基

础*

!

) 因此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来看#人类倾向于

用已有的概念去解释视觉所感知的外部事物#最

直观的体现就是人的相貌) 根据 %辞海 "第七

版$&#'样子*的近义词'模样*在唐朝已经产生

'情形*这一义项) 几乎同一时期#'模样*也衍生

出'描摹形状情态*之义) 例如!

"$$#必待事不得已!然后罢之!只

使陛下威权转销!天下模样更恶) "唐

'请罢兵第三状(#

"$3#呼公主出!髻发!着偏袖衣!装

不多饰!其芳姝明媚!笔不可模样) "唐

'秦梦记(#

由此可见#虚指抽象的'情形*义的名词#容

易延伸至人的感官#表示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西厢记&的成书时间约

在元代元贞(大德年间"(!6" t($#1 年$#%朴通

事&记录的则是元末明初的口语语料) 前者出现

得稍早#后者出现得稍晚) 不过我们可以将其视

作'谓词性成分d样子*结构中的'样子*在同一时

期语义不同的发展方向)

到了清朝#当由 '情形(形势*义衍生出的

'样子*前出现心理动词时#'样子*一方面延伸

出新的名词义项#一方面虚化为句末助词)

例如!

"$"#王云生听了!脸上露出十分感

激的样子来!随把坐的椅子挪到床边!低

声诉说) "清'九尾龟(#

"$0#掌柜的一瞧!一个穷和尚!穿

着一身破坏!拿了些衣服!都是件件新!

再瞧和尚直掀着帘子东瞧西看!仿佛是

后头有人追他!他像害怕的样子) "清

'济公全传(#

例"$"$的'样子*是名词#义为'人的神情*)

例"$0$中的'像*是拟测副词#'像11的样子*

表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判断#带有不确定的语气#

'样子*作语气助词)

综上所述#当'样子*的前置定语为心理动词

时#'样子*的历时演变轨迹为!

情形(形势
"

人的模样
"

人的神情

"

语气助词

笔者结合史料#发现'样子*在古汉语中并没

有虚化为语用标记) 孙利萍也认为作语用标记的

'样子*是现代汉语的产物#且通常用于网络语言

等非正式语体中"

) 不过鉴于'不错*和'好美*

性质的不同#它们构成的'b的样子*的语法化路

径也有所不同)

'不错*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

对#正确-!)不坏#好#

) '不错的样子*里的'不

错*义为'不坏(好*#表示言者的主观评价) 我们

用]RR语料库对'不错的样子*进行检索#发现在

'对话* 一项中的检索结果最多#共 1*# 例)

例如!

"$1# 5&恋乌龙66感觉不错的

样子)

]&可以尝尝!味道不错)

"$*#5&什么书!不错的样子2

]&这是一本特别好用的表白的书!

你有要表白的嘛!帮你寄一本/

5&那我不要了!我不要表白)

例"$1$'感觉不错的样子*和例"$*$ '不错

的样子*#均表示言者对上句提到的 '恋乌龙*

'书*的主观评价) '不错的样子*应是'感觉不错

的样子*在语流中省略'感觉*的结果) '样子*在

'不错的样子*中作语用标记#没有概念意义#删

掉'样子*不影响句子的真值)

而'好美*不是一个词#是程度副词'好*和主

观性状形容词'美*组成的短语#属于'好d

@+5*

结构) 根据徐满哲$

(马荣荣%的研究#能进入'好

d

@+5*结构的形容词能体现出人的特性或主观

感受#动词具有7

d自主性8 7

d持续性8特征或是

心理动词) 由表 ( 可知#除了'&TD* '救命* '乌

鱼*外#其他'b*均可被'好*修饰) 例如!

"$6#哈哈哈222 * 只大闸蟹进肚

子2222 好开心222 "微博#

"3##宿舍 $##块 *S一年66好满

10(

!

"

#

$

%

约翰
!

安德森!%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人民邮电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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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22 "微博#

"3(#看到一群日本高中生来上海

秋游2 同在一个地球!过得却是两种不

同的人生2 连国门都没踏出过2 好羡

慕2 "微博#

"3!#刚做了一些鸡蛋饼!嗷嗷嗷好

好吃22222 "微博#

例"$6$至例"3!$的'好d

b*结构除了表示感

叹#还表示言者对上一句人物(事件的评价) 我们

发现#上述例子中的'好d

b*结构均可扩展为'好

b的样子*#例如!

"3$#陈立农和朱正廷在韩国机场

偶遇!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好开心的

样子2 网友不禁提问&他们俩包这么严

是怎么认出对方的/ "微博!!#(6

2

#6

2

(!#

"33#天天向上!倪萍看沈梦辰主

持!连连点头!好满意的样子2 "腾讯视

频!!#(*

2

((

2

#(#

"3"#真的大长腿呀!好羡慕的样

子2 "腾讯视频!!#!#

2

#0

2

#*#

"30#楚言&在超市里看到这个酸奶

山楂球!好好吃的样子!毫不犹豫买了一

袋0色1结果0允悲1 0允悲1 0允悲1!你

是在逗我嘛0抓狂1 0抓狂1 0抓狂1 "微

博!!#!(

2

#3

2

#*#

例"3$$"33$中的'样子*有两解) 当语义指

向上一句的'陈立农和朱正廷* '倪萍*时#'样

子*是名词#义为'人的模样或神情*) 当语义指

向言者时#'样子*是语用标记#表示言者的主观

评价) 而例"3"$ "30$中的'样子*无歧义#是语

用标记#附着在小句末尾#没有任何句法功能#去

掉后不影响句子的真值) 这是现在网上最常见的

'样子*作语用标记的用法)

根据陈昌来的研究#'开心*是一价心理动

词#'满意(羡慕*是二价心理动词) 一价心理动

词的配价成分是'经事*#一般只能在句中作主

语#不能后移) 二价心理动词分为情绪类心理动

词和认知类心理动词) '满意(羡慕*属于情绪类

心理动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而且能带宾语!

)

但例"3$$"33$产生了相同的歧义#例"3"$却没有

歧义#可见不是心理动词配价的差异#而是其语义

指向的差异) 因为心理动词都有7

d心理8 7

d述

人8的语义特征#程度副词'好*又用于强调言者

的主观态度#所以当其语义指向人时#就会产生句

内主语和言者之间的歧义) 而当其语义指向具

有7

2人8特征的事物时#歧义就会消解) 而例

"33$的'好吃*#一是具有7

2述人8的语义特征#

该句主语正好是7

2述人8的定中短语'酸奶山楂

球*#'好吃*在句法层面上修饰它-二是'样子*

不能被'好吃*直接修饰#是言者感觉'好吃的样

子*#语义指向言者) 而'好*对其修饰#强化了

'好吃*的语义指向#因此'好好吃*修饰'样子*

不产生歧义)

而例"$*$与例"3$$至例"30$看似差别很大#

但其实都属于感叹句#具有评价功能) 这种评价

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属于言者的主观评价)

周毕吉认为!'感叹句评价功能的主观性主要体

现在句中程度副词的使用和句子语义内容(语言

气势的夸张色彩)*

"由于程度副词'好*是感叹标

记#'b*是带有主观性的谓词#因此'好*修饰'b的

样子*一方面使得该结构的主观性大大增强#另一

方面使得'好b*成为句子的感叹中心#'b*成为焦

点) 当全句主语是7

2人8的事物时#'b*的语义指

向潜在的主语言者#'样子*就由表'人的模样或神

情*义的名词虚化为无词汇意义的语用标记)

!二"&b

d子'结构不能扩展的原因

通过梳理'样子*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变异的

轨迹#我们发现'b的样子*结构中的'b*和'样

子*是互动限制的关系) 一方面#在某些句法环

境中#'b*能够促使'样子*的语义发生变化) 另

一方面#'样子*对前置定语'b*也存在一定的选

择)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支持*'好吃* '好喝*

'&TD*'救命*不能扩展为'b的样子*)

由上文可知#大部分'b

d子*扩展得到的'b

的样子*结构#'样子*表'人的模样或神情*义)

该义项的'样子*是由'情形(形势*义衍生而来

的#语法化的过程中受到前置定语'b*的影响#是

句内指人主语认知层在感知层的反映#因此'b*

具有7

d心理8 7

d述人8的语义特征) 因为'&TD*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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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齐阳!新兴'谓词性成分d子*结构探析

和'救命*不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所以不能与

'样子*进行搭配)

'好吃*'好喝*具有7

d心理87

2述人8的语义

特征#因此不能直接扩展为'b的样子*#需要跟

在'感觉*'看起来*等表言者主观感受的词或短

语后修饰'样子*#不过'样子*在这里作句末助

词) 当'好吃* '好喝*前出现感叹标记'好*时#

主观性增强#语义指向明确#就可扩展为'好 b的

样子*#'样子*在该结构作语用标记)

'支持*是否属于心理动词#学界存在不同的

看法) 周有斌和邵敬敏!

(张京鱼"等从句法功能

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心理动词-陈昌来#

(徐睿和王

红斌$等结合句法和语义功能对心理动词进行分

类#而'支持*不属于心理动词) '支持*在%现代

汉语词典&中的注释是!()勉强维持#支撑-!)给以

鼓励或赞助%

) 很明显#我们要讨论的是'支持*

的第二个义项) 该义项的'支持*具有7

d述人8语

义特征#但7

d心理8的语义特征不明显) 而且笔

者考察了 ]RR语料库'支持的d

J*结构#发现进

入该结构的名词绝大部分为实指的事物#不具备

虚化为'样子*的语义条件) 因此#'支持*不能与

'样子*进行搭配)

综上所述#'b子*结构的'b*必须具有7

d心

理8的语义特征才能扩展为'b的样子*)

三4余论

本文通过对新兴'b

d子*结构及其扩展形式

的分析#发现能进入该结构的'b*主要为心理动

词(主观性状形容词和评价类形容词#普遍带有言

者的主观性) '子*在句尾相当于语气词'了*或

'啊*#在非句尾相当于语气词'的*) 句法上#'b

d子*既可单独成句#又可作独立语#还可在句中

作谓语或补语) 语用上#'b

d子*表达言者的评

价(情感和态度#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感叹) 大部分

'b

d子*结构可以扩展为'"好$b的样子*或'感

觉+看起来"很$b的样子*) 当'样子*作语用标

记时#'b

d子*与'"好$b的样子*的句法和语用

功能一致) 前置定语'b*与'样子*的句法互动(

语义限制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从历时角度来

看#'心理动词d样子*经历了'情形(形势
"

人的

模样
"

人的神情+语气助词*的演变) 从共时角

度来看#带有主观性的'b*表强烈感叹语气且句

内主语非人时#'样子*会虚化为语用标记)

由于作名词词缀是'子*最主要的用法#作语

气词的'子*则需要满足一定的句法(语义和语用

条件#因此网络语气词'子*与名词词缀'子*处于

激烈的竞争中) 究竟新兴的'b

d子*结构是'昙

花一现*还是会继续发展#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

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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