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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 汉语 通 常 以“雪 白”为状 态形 容词 的典 型 ，并认 为“雪”的含 义 是“颜色或 光 彩 

像 雪 一样 ”。 本文认 为 ，表程 度深 的“雪 ～”，本 字为 “黢 ～”，由其语 义 “黑 ”而 转指 “程 度 深”。 

与之 类似 ，颜色 词“黑 ～”也可表 程度 。 性质形 容 词可 以通 过 添加“很 1”(程度 副词 )之 类 的词 

来 表增 度 。状 态形容 词也 可通 过添 加“很 2”(语 气 副词 )之 类 的词表 强调 。 由此 ，在 未 知 区别 

很 1和 很 2的情 况下 ，能 否加“很 ”并 非 区别“性质 ”和“状态 ”的 严格标 准 。 

关 键词 ：表 程度 的 雪 程度 副词很 l 语 气 副词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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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果夫(1955)将汉语形容词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 ，朱德熙(1956)将汉语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 

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通常以“雪白”为状态形容词的典型，而程度副词“很”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状 

态形容词不能用程度词修饰。本文试图考查“雪 ～”的本字，以及“很”不止是程度副词。 

一

、说“雪 一” 

通常以“雪白”为状态形容词的典型，并且认为“雪”的含义是“颜色或光彩像雪一样”，如：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1415—1416页)： 

雪1②颜色或光彩像雪的：一白 l一亮。 

[雪白]像雪一样的洁白：～的墙壁 I梨花盛开，一片～。 

[雪亮]像雪那样明亮：一的灯光 i电灯把屋里照得 ～◇群众的眼睛是～的。 

l雪青 I浅紫色。 

[雪里红／蕻]一年生草本植物，芥菜的变种。⋯⋯茎和叶子是普通蔬菜，通常腌着吃。 

如仅限于“雪白、雪亮”而望文生义，似乎是“雪”是比况，但在“雪青、雪里红”中则捍格难通。疑问由此 

产生，为何“雪青”不解释为“像雪一样的青色”，“雪里红”不解释为“像雪一样红的一种蔬菜”? 

现据江淮官话通泰方言东台话，列出表程度深的“雪 ～”： 

雪黑，很黑。雪白，很白。雪红，很红。雪紫，很紫。雪青，很青。雪黄，很黄。雪蓝，很蓝。 

雪嫩，东西很嫩。雪新，东西很新，崭新。雪平，表面很平整。雪滑，表面很平滑。雪齐，排 

列得很整齐。雪甜，味道很甜。雪清，液体很清。 

雪里红 1：外皮深紫、肉子也红的萝 卜。“雪里红”的“里”为衬音，即“雪红”。 

雪里红2：一种用来腌制咸菜的芥菜变种，茎与叶子呈紫红色。 

按，中国北方地区，这种菜到了秋冬叶子会变为紫红色，故名“雪里红”(雪红的叶子)。中国南方地区， 

很少见到叶子变为紫红色的，而叫“雪里蕻”(雪中仍然茂盛)。蕻 ，《集韵》释为“茂”。明人王象晋 

(1561—1653)《群芳谱 ·蔬谱五》(1621)：“四明有菜名雪里蕻，雪深，诸菜冻损，此菜独青。”也许，“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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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叶子”是北方词源，“雪时茂盛独青”是南方词源。 

再列出在其他方言中也表程度深的“雪 一”(周志锋 2002)： 

上海：雪爽，雪燥 (《上海方言词典／364) 

松江：雪爽 (《汉语方言大词典15331) 

宁波：雪平，雪淡 (《宁波方言词典／346—347) 

徐州：雪平 (《徐州方言词典》163) 

连云港：雪新 (《汉语方言大词典15333) 

四川：雪嫩 (郭沫若《我的童年》) 

清人夏敬渠(1705—1787，江阴人)《野叟曝言》(1779)中多次出现“雪乱”一词，如： 

(1)从南而出，轰雷掣电的搅得贼人队里雪乱。(四十二回) 

(2)怎当素臣神勇，只一搅，把一二十个强盗搅得雪乱。(五十一回) 

(3)关上领兵将官复被二嫂子杀掉，搅得雪乱。(八十一回) 

(4)伏兵追兵齐杀进营，营中雪乱。(九十九回) 

“雪”本义从天空飘落的白色羽绒状冰晶。引申为使洁白、使干净、洗刷(耻辱等)。如：雪耻、雪恨、雪 

冤、洗雪、报仇雪恨，并无表程度的含义。 

《玉篇》“黢，黑也”，《集韵》促律切，今音普通话读 q 。通常用来形容黑的程度深，如：黢黑、黑黢 

黢。如： 

(5)那是一个黢黑的深夜。(郭澄清《大刀记》第十八章) 

(6)黢黑油亮的蛐蛐儿，得儿得儿叫个不停。(鲍昌《庚子风云》第十七章) 

(7)他满头白发，面容黢黑如铁，目光如锥⋯⋯(毕淑敏《自信第一课》) 

“黢”在不同方言中读音有不同。东台方言“黢”读 y，与“雪” y音同。以上列出用“雪 一”表程度深的 

方言，大体上也都是“黢”“雪”音同或音近，清人夏敬渠的江阴话也是如此。由此推定，表程度深的 

“雪”的本字为“黢”。“黢”由其语义“黑”，而转指“程度深”。 

与之类似的是，颜色词“黑”也可表程度不一般。《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黑”：(副)非常。官 

话。所列用例如下： 

(8)每天他一黑早就起来跑步。 

(9)您今晚送来，我明天黑早就进城。 

现仍用“黑”表程度深的方言，有北京话、重庆话、湖北荆州话、湖南长沙话、衡阳话等。(大鬼2003)这 
一 用法，同样可追溯至明清： 

(10)黑甜一枕古祠中，被获高悬草舍东。(《水浒》十四回) 

(11)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红楼梦》六十三回) 

(12)次日起了个黑旱，在船中洗盥罢。(《警世通言·宋小官圆破毡笠》) 

(13)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红楼梦》四十七回) 

“黑甜”即“很甜”，“黑早”即“很早、大早”。由此可知，表程度深的“雪”，其本字盖为“黢”。后人采用 

联想法将“黢白、黢亮、黢青”，讹写成“雪白、雪亮、雪青”。可见：雪 =黢(很)；雪白=黢白(很白)。换 

言之，“雪白”并非通过比况方式表达增饰，而是通过添加程度副词“黢”表达增度。 

二、说“很 一” 

石毓智(1991)提出，形容词总是跟一定的量相联系。性质形容词可用程度副词修饰，具有量幅特 

征；状态形容词不能用程度词修饰，具有量点特征。实际上，“冰凉、粉碎”之类的状态形容词，都可用 

“很”强调心理程度。 

据沈家煊(1997)统计，性质词做谓语的123例中，加标 87例(7l％)，不加标 36例(29％)；状态词 

做谓语的195例中，加标44例(22．5％)，不加标 151例(77．5％)。如： 

A类。奇怪现象 ?这现象奇怪(这现象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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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生活 ?我的生活普通(我的生活是普通的) 

豪华公寓 ?公寓豪华(这所公寓很豪华) 

名贵料子 ?这块料子名贵(这块料子很名贵) 

B类。畅通道路 (畅通的道路 )道路畅通 

★昂贵价格(昂贵的价格)价格昂贵 

六大方举止(大方的举止)举止大方 

六单纯头脑(单纯的头脑)头脑单纯 

沈家煊由此提出A类做定语可不加标记，但做谓语要加标记(很 ，是⋯⋯的)，偏向于性质词；B类做谓 

语不加标记，做定语要加标记(的)，偏向于状态词。 

但是，我们要以活的语料来审视根据以往语料形成的印象。 

A类做谓语不加标记“很”的例子，如： 

(1)现象奇怪：①大家来看下，这种现象奇怪不?真的是云吗?不是烟?( 这个现象奇怪 

吗?不用定义类，就可以直接使 用成员函数 。 

(2)生活普通：①生活普通，心情槽糕(2007—10—10 12：07：42)②刘晓庆情绪稳定，生活 

“普通”。(《长江日报))2003年 8月17日)。 

(3)料子名贵：①这件衣服料子名贵，手．Y-精细，丽云帮我珍而贵之的藏在衣箱里二十年 

了。②小丫头⋯⋯往我手心塞了件东西，⋯⋯是个料子质地名贵的小袋，绣的是金鱼戏荷叶的 

图案。 

由此可见，此类形容词的常见功能作修饰成分 ，并不意味着不可作说明(即所谓“述语”)成分。 

B类做谓语加标记“很”的例子，如： 

(4)道路很畅通：①雨停了，道路很畅通。②他在英国看到道路交通最多的就是双向4车 

道，⋯⋯这和国内动辄6车道 8车道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就是这样，英国道路仍很畅 

通。③香港的道路很狭窄，主要依靠公交和地铁，道路一样很畅通。 

(5)价格很昂贵：①什么东西产量低，但价格很 昂贵，而且又能彰显所有者的地位品位? 

② SONY的bravia价格很昂贵，它们是不是数字电视呢?③今日上市松下数码单反L1价格很 

昂贵。 

(6)头脑很单纯：①其实他的头脑很单纯，有很多时候的打架开始只是想和同学玩，后来 

玩得过火。②那时候头脑很单纯啊 ，都是一心忠于毛主席。③mm属于那种头脑很单纯，想什 

么就说什 么。 

此类“状态词”做谓语时添加“很”很常见。 

此外，B类做定语也有不加标记的例子，如： 

(7)畅通道路：①天津迎奥运系列之五：畅通道路喜迎火炬传递。②广角：尉犁镇三项措 

施打造畅通道路交通环境。③在全区降事故保畅通道路交通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8)昂贵价格：①兰蔻金纯卓颜晚霜—— 昂贵价格打造顶级产品。②揭开奢侈品昂贵价 

格的秘密。③昂贵价格成正版软件难以“破冰”主因⋯⋯业界人士称，昂贵的价格仍是正版软 

件难以市场“破冰”的最重要原因。 

(9)单纯头脑：①实际上我悲哀地发现，除了还有一颗怀着写诗和写小说的单纯头脑，二 

十二岁的我不具备任何生存的技能。②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 

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由此可见 ： 

1．副词“很”并非只有[+程度][+增度]功能，而且还有[+心理][+强调]功能，甚至伴随[+音 

节][+陪衬]功能。 

2．就 A类而言，虽然可通过词汇手段添加“很”表[+增度][+强调]，但是不具有句法上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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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如 ： 

a．料子名贵 [一增度][一强调] 

b．料子很名贵 [十增度][+强调] 

3．就 B类而言，虽然表[+程度]语义已经在词的构成中内化，但是可添加表[+强调]的 “很”等。 

如 ： 

a．价格昂贵 [一增度][一强调] 

b．价格很昂贵 [一增度][+强调] 

因此，形容词做谓语是否要加标记“很”，并非划分次类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标准。 

性质词可以通过添加“很 1”(程度副词)之类的词表[+增度]。双音节的增饰词(即所谓状态形容 

词)也可通过添加“很2”(语气副词)之类的词表[+强调]。如： 

(1O)很冰凉：①我从小就是一到冬天手脚就很冰凉，但身体不怕冷。②我不知道陈凯歌 

执导《橘子》时，是否也想到了他说的“成功摸上去很冰凉”这句话。 

(11)很粉碎：①上祚爸爸刀工还是很好的哦，将蘑菇剁得很粉碎。②这也充分说明鬼子 

炮弹的质量不错 ，弹片很粉碎、很粉碎 。 

(12)很喷香：①我不信我就写不出那个味，菜我既然能抄得很喷香，小说我也要锻炼写得 

香喷喷，把更多如花的思想开放起来。。②他打开手中的塑料袋，原来是几个油汪汪的猪手，还 

冒着热气，看着就很喷香诱人。 

(13)很鲜红：①晶晶给我看她摘的草莓，还很鲜红。②小诺睁开眼睛看，真的是很鲜红， 

还有红颜色的毛毛领，手感还不错。③月经经期超过一个月了，血量不多，颜色很鲜红。 

(14)很蔚蓝：①这儿的天空很晴朗，海水很蔚蓝。②来康城，那天阳光很灿烂；入住后，天 

空依然很蔚蓝。 

在这种情况下，程度副词已兼表强调语气，或转为语气副词。由此，能不能加“很”(在未知区别很 1和 

很 2的情况下)并非区别“性质”和“状态”的严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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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Modern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of“xue～”and“hen～” 

Wang Xiaobin 

Abstract：Modem Chinese phrase“xue bai”(snow white)iS often used as a typical case of descriptive 

adjectives．and its meaning iS unde~tood as“as bright as snow”．But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character 
“

x／／,e(snow)”in this phrase should be originated from another character“黢 qu”．which means black．The 

semantic of black can also be used to express the depth of degree．Both qualitative and descriptive adiectives 

can be prefixed with a“hen(very)”to indicate the increasing of its degree．Therefore，whether it can be 
prefixed with a“hen”or not iS not a strict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it iS“qualitative”or“descriptive”． 

Key words： indicating degree；adverb of degree“henl” ；mood adverb “h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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