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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量词“个”在句法功能上形成互补：“种”多与述谓性词语相关联组合，具有使这些成分体词化的效 

用 “这(那)种”和“各种”都 能使 谓词 性成 分指称 化 ，但 后者指 称能力 较 弱，这是 由于“这 (那)”是定 指性 标记 ，而 

“各”因分述没有明确的对象为不定指标记。“各种+谓词性成分”主要用于主观表达，具有态度立场功能，倾向出 

现于主观语体中，该结构式泛化的深层动因主要在于汉语 中抽象名词的不足与交际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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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对量词“种”是这样 

释义的：表示种类，用于人和任何事物：两～人f三～ 

布f各 ～情况 I菊花的颜色有好几 ～口J1 。从语言 

事实来看，量词“种”的用法较为复杂，并不像该词典 

表述得这么简单。众所周知，汉语 中的量词多体现 

为体词性，所以人们通常将这种特征的代表者“个” 

称作万能量词。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延伸至整个 

相关词类系统的话就会发现 ，量词“种 ”似乎也带有 

万能性质，并且能够与“个”在句法功能上形成互补 

关系 ：“种”多与述谓性词语相关联组合 ，具有使这些 

词语体词化的效用。如：(一)～制约、(一)～束缚 

等，似乎量词“种”就是专门用来 实现这种语法功能 

的，此时“种”均不能用“个”来替换。与此相对的另 
一

种情况 ：即便是“个”与“种”出现在 同样 的语言环 

境中，它们也是各有侧重。如“这个人”和“这种人”， 

前者主要在于指称 ，后者则将某类特征意义蕴含在 

其中；前者重个体，后者则重类型；前者口语色彩浓 

厚，轻松随意，后者则书面色彩浓厚，情感严肃。似 

乎可以这样说：“个”和“种”占取了汉语量词意义偏 

重上的两极，其效能的差异也非常显著。 

正因为量词“种”具有上述属性 ，与其前后 匹配 

而形成的结构，无论是与其前的指示代词所构成的 

指量短语 ，还是与其后 的抽象名词或谓词性词语构 

成的偏正短语 ，也多能引 发特定时段人们的兴趣 和 

关注，如储泽祥(2014)对 网络语言 中“各种”的词 汇 

化和语法化过程进行了探讨[2]，宋作艳(2016)从构 

式强迫这一视角对新“各种 X”(“X”通常是 VP或 

AP)进行了研究口]。在过去，“各种”与体词性成分 

组合是一种常态现象，与谓词性成分组合较为少见； 

近年来 ，“各种”置于谓词性成分之前 的用法越来越 

多，如“各种忙”、“各种指责”、“各种找借口”等。一 

种非常态的表达形式大有泛化趋势，所谓“泛化”是 

指由具体 的、个别的扩大为一般的口13 ，这给语言研 

究者提出了最需要解释的几个问题：汉语中已有使 

谓词性短语指称化的“这 (那)种”，为何又兴起了大 

量的“各种”呢?新兴的“各种+谓词性成分”(下文 

简称“各种+谓”)有何特殊的表述功能?为何“各 

种”的组配成分会向两极中对立 的一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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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那)种”与“各种” 

在现代汉语中，“这(那)种”是个指称标记，谓词 

性成分的指称化一般可以通过它们来实现。在“各 

种+谓”中，“各种”也具有使谓词性成分指称化的能 

力。这一部分主要描写“这(那)种”和“各种”跟谓词 

性成分组合时的区别，试图将两者的特征表述出来。 

1．从句法组配来看 

与“这(那)种”组合的谓词性成 分丰富多样 ，可 

以是单词、短语、小句，有时还可以是小句组；从篇章 

的角度看 ，“这(那)种+谓词性成分”结构往往具有 

回指功能。例如： 

(1)我知 道我的脸在一点点扭 曲、痉挛 、抽搐。 

我无法控制这种抽搐 ，绝望地捂上脸，这种抽搐传达 

到全身 。(王朔《空中小姐 》) 

(2)我们看出来这种以艺术的起源说明艺术的 

错误。(老舍《文学概论讲义》) 

(3)这种彼此不相识 ，不关心 ，是不大对 的。(老 

舍《要热爱你的胡同》) 

(4)在幼年时，他有意无意的学会这种既不忙着 

发表意见，而还能以极天真 自然的态度使人不至于 

因他的滑头而起反感 。(老舍《四世同堂》) 

上述例句中，与“这种”组成的成分，例(1)是双 

音动词，例(2)是个状中短语，例(3)是小句，例(4)是 

由两个小句构成的小句组。可见 ，通过“这(那 )种” 

指称化的谓词性成分，可以是简单形式也可以是复 

杂形式，而且这些谓词性成分一般都是上文刚出现 

过 的。比较而言，与“各种”组合 的谓词性成分相对 

简单 ，大多是单或双音节词 。例如 ： 

(5)“170”来电小 心各种骗 (《广州 日报 ))2015— 

1O一 22) 

(6)人累，心累，各种累，什么时候是个头 !(龙 

岩 KK社区) 

(7)选二手房各种纠结其实没必要(《广州 日报》 

2015— 9— 21) 

(8)招工时连蒙带哄结算时各种克扣(《羊城晚 

报》2O15～10～21) 

例(5)是单音动词，例(6)是单音形容词，例(7) 

是双音形容词，例(8)是双音动词。与“各种”组合的 

“谓词性成分”，也可以是单层短语 ，并且五种基本结 

构类型的短语都可以与“各种”组合。例如： 

(9)青年回乡创业遇各种不理解三四线城市用 

政策引凤还巢(人民网 2015—9—21) 

(10)求指导，明天要考英语听力，各种听不懂， 

怎么办?(百度贴吧 20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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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年末，各种花销、各种请客吃饭、各种见家 

长⋯⋯(华西都市网 2011一i2—23) 

(12)听不明白啊⋯各种公式推导，老师滔滔不 

绝，偶昏昏欲睡⋯(天涯论坛 2012—4～24) 

例(9)是个状中短语，例(i0)是个中补短语，例 

(I1)分别是联合短语、动宾短语，例(12)是个主谓短 

语。我们以人民网报刊检索作为搜索工具，限定时 

间范 围为 2010年—— 2O16年 (“各种 +谓”的使用 

2010年之后才多起来，故以此作为考察起点)，采取 

统计抽样法，按年份逐年搜索并考察每年 6月新闻 

全文 中含有“各种+谓”的用例 ，结果见下表 ： 

“各种+谓词性成分”中“谓词性成分 ”的种类统计 

童塑 !! ! ! 
短语类 6 4 2 6 7 12 8 

由上表可知 ，在“各种”指称化的谓词 中，双音谓 

词 占绝大多数 ，这可能有两个原 因：一是韵律制约 ， 

韵律学认为最小的、能够自由独立运用的韵律单位 

是音 步 (foot)，“汉 语 的 最基 本 的音 步 是 两 个 音 

节”l4]；二是双音谓词相对单音谓词较为抽象 ，容易 

被指称 。双音化是汉语 发展演变 中的一个重 要特 

点，汉语动词的双音节化一般会伴随动性减弱名性 

增强的语法化，语义由具体变为抽象，如“读一阅 

读”；汉语形容词的双音节化发生“增虚(即增加带有 

主观色彩的摹状性)”[5]，如“白一苍 白”，意义模糊 ， 

且具有了主观色彩 。也就是说 ，单音谓词和双音谓 

词在认知语义上形成 了对立：单音谓词表义具体 、直 

接、明晰，而双音谓词表义抽象、间接、模糊l6]。因 

此 ，双音谓词语义上 的抽象性决定了它更易于进入 

这一组合。 

从搜集语料来看，“各种”指称化的谓词在词义 

上多与主观情态、心理感受有关 ，像“累、烦 、忙、乱、 

疼 、冷 、想 、爽、无奈 、失望 、纠结 、郁闷、难受 、烦躁 、无 

聊 、坚强、给力、搞笑、折腾、震惊 、抱 怨、刁难、闹心 、 

暧昧、鄙视”等，出现频率颇高。从积极词、中性词、 

消极词与“各种”组合的情况看，呈现出“消极词”> 

“积极词”>“中性词”这样一个递减序列。这反映了 

人们负面情绪的宣泄往往具有迫切性，而平淡的情 

绪则容易被忽略。 

2．从句法功能上看 

“各种+谓”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作为分句来 

构成复句；而“这(那)种 +谓词性成 分”则没有此类 

用法 。例如 ： 



 

(13)哎 ，好烦 ，各种烦 。各种郁闷。我想哭 。想 

死 ，想一觉不醒⋯⋯(新浪博客 2012—5—19) 

(14)真实揭露号称国产苹果的尼彩手机厂家， 

各种欺骗 !各种无耻 !(天涯杂谈 2012—6) 

(15)今天是到财务工作的第一天，各种忙，各种 

乱，各种想吐，各种恶心，⋯⋯(百度贴吧 2013—1— 

30) 

例(13)(14)是单独成句，例(15)是作为复句中 

的一个分句。从充当句法成分看 ，“这(那)种+谓词 

性成分”主要作主语、宾语，如例(1)——例(4)；而 

“各种+谓”可以作主语、宾语、谓语，但倾向于宾语、 

谓语的位置 。例如 ： 

(16)快递实名制看起来很美 ，做起来却是困难 

重重，快递小哥担心用户不配合，快递企业担心效率 

上不去，用户又担心信息外泄，各种忐忑成了“主旋 

律”。(《海峡导报》2015—11—2) 

(17)阿sa与陈伟霆分手只因承受不了各种抹 

黑?(《信息时报》2010—1O一6) 

(18)看几本书，蒋介石和 白崇禧 、李宗仁、张学 

良、张治中、毛泽东等人 ，各种忙 ，各种斗 ，各种利用 ， 

各种妥协⋯⋯(《上海书评 >>2012—6—10) 

上述三例中的“各种+谓”分别作主语 、宾语 、谓 

语。“各种+谓”作谓语是一种新兴用法，但是这种 

用法的产生有理据性。汉语 中，“数量名”可 以作谓 

语 ，如 “这桌子三条腿”、“一个学生一本书”、“我一身 

汗”、“他们家两个男孩”；“数量谓”是“数量名”的变 

异形式 ，也可以作谓语 ，如“他一百个放心”、“台下一 

片唏嘘”、“外面一阵骚动”。以此类 推 ，“指量谓”也 

可 以作谓语 ，如“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引言部 

分已经谈及“种”和“个”的对立性，“种”有属性特征 

的意义蕴涵 ，那么“各种 X”就具有 了多功能性 。与 

此同时，“各种”毕竟有了数量词的形式，因此它与后 

边 X的组合也有了向体词迁移的特征。以往关注 

这一现象的学者认为，“各种 x”作谓语时，其中“各 

种”成了一个程度副词(储泽祥 2014)，我们认为此 

时的“各种”似乎有了形容词“多种多样”的意味。 

3．指称能力的判定 

如上所述 ，“这(那 )种”和“各种”与谓词性成分 

组合时表现出显著差异。“这(那)种”几乎可以使一 

切谓词性成分 指称化，在组 配形式上 丰富多样 ，与 

“这(那)种”组合的“谓词性成分”在语义上也没有什 

么倾向性，“这(那)种+谓”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体 

词性短语，主要充 当主语 和宾语 ，通 常具有 回指 功 

能。“各种”虽然也可以使谓词性成分指称化，但是 

通过“各种”指称化的谓词性成分在形式和语义上受 

到一定的限制：在组配上限于词或单层短语类，在语 

义上多与主观情态、心理感受有关，“各种+谓”可以 

作主语、宾语、谓语，这说明它既具有指称性，又具有 

述谓性 。“这(那)种”和“各种”跟谓词性成分组合在 

句法表现上 的差异性 ，主要是 因为两者的指称能力 

不 同：“这(那)种”强于“各种”，两者指称能力强弱的 

差异是 由“这(那)”和“各”的内在语义不同所致。在 

汉语中，“这(那)”是典型的指示代词，指称非常明 

确；“各”是个特殊指示代词，不仅表指示，还包含了 

“数量义”，由于其数量表达的不确定性，使“各种”的 

指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简言之，“这”是定指性标 

记 ，而“各”因分述没有 明确 的对象 为不定指标记 ， 

“各种 X”如同“一本书”一样，有指而非定指。因此， 

“这(那)种”对谓词性成分体词化的能力较强，而“各 

种”则相对较弱。 

二、“各种+谓词性成分”用于主观表达 

“各种+谓”从一种非常态组合到逐渐被人们所 

接受，除了它具有简洁、夸张等修辞特点外，更重要 

的是该结构式具有独特 的功能价值 ，它主要用于主 

观表达，这与“这(那)种+谓词性成分”以及传统的 

“各种+名词性成分”用于客观表达形成了互补。 

1．表达态度立场 

Langacker(1987)认为“语法是约定俗称 的语义 

结构的符号序列”I7]，即语义表达对句法具有很强的 

制约作用。汉语中，“各种”在过去主要用来修饰名 

词，而很少用来修饰谓词，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 

问题，可以从数量表达上来寻找答案。 

“各种”表示“周遍，种类繁多”，一般用来指某个 

集合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的种类，以客观表述为主。 

从表量的大小上看，“各种”具有[+类聚]的语义特 

征，典型名词都是离散性的，即有界性的，即空间上 

长宽高的占有与其他事物之间边界明晰，故可以用 

数量词语进行指称。因此，“各种”能单独修饰名词， 

表示事物个体的多少 ，是一种客观量的表达 ，如“各 

种原料”、“各种水果”等。就谓词而言，典型动词的 

“量”主要体现为“时间的延止性”，典型形容词的 

“量”主要体现为“程度的级差性”，这样一来 ，“各种” 

与谓词的组合在数量表达特征上就形成了冲突，违 

背了语义和谐律。谓词 内部是一个连续统，动作 、行 

为、性状越具体，指称化就越难；动作、行为、性状越 

抽象，指称化就越容易。从新兴的“各种+谓”来看， 

其中的“谓词性成分”主要是以心理、情态等抽象谓 

词为主，“各种”具有使这些“谓词性成分”指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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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称化的谓词性成分变成了一个抽象实体，抽 

象实体“量”的表达就可以与说话人的主观估价联系 

在一起 ，于是该结构式带上一种 主观色彩 ，由于“各 

种”表示数量义时暗含“数量多”，因此，“各种+谓” 

凸显了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义“量多”。 

Biber et al(1999)将话语立场分为认知、态度和 

风格 ，其中态度立场是指说话人对某一命题所表现 

出来的情感评价l8]。‘。备 种+谓”即表达了一种态度 

立场，也证明了数量是话语立场表达的一种重要手 

段。正是由于话语立场的表达，使“各”作为指示代 

词 的指称义变得模糊 ，数量义凸显。因此 ，当“谓词 

性成分”为说话人不期望或不情愿有的心理情绪或 

动作行为时，“各种+谓”易于赢得受话者的同情；当 

“谓词性成分”是“转让、赠送、梳理”等不含主观色彩 

的动作行为时，往往有“虚张声势”之效。时下 ，人们 

钟情于使用“各种+谓”做新 闻标题 ，就在于它具有 

态度立场功能 ，能激发受众者阅读 新闻的兴趣 。此 

外 ，语义上的刻意超越客观事实 ，还使得“各种+谓” 

带上了幽默诙谐、轻松调皮的修辞效果。 

2．主观语体鲜明 

语体通常分为书面语体和 口语语体，张伯江 

(2007)提出一种新的语体分类：主观语体与客观语 

体 。他指出 ，主观表达语体有 日常议论性 口语 、书面 

上的评论性语体；客观语体有说明性语体和某些学 

术性语体 。“各种 +谓”具有 明显的语体 分布倾 

向，它主要出现于主观语体中，很少用于客观语体 

中。当代社会 ，网上读写与交流已是一种常态，人们 

在这一虚拟语境中发表一些评论性或议论性言语， 

表达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 的看法 ，这属 于主观语体 

范畴，新兴的“各种+谓”起源于这一语境。此外 ，文 

中“各种+谓”的用例还一部分来 自新闻标题，新闻 

报道是一种书面表达 的典型主观语体 ，由于新 闻的 

舆论导向功能，往往带有言语主体鲜明的主观态度。 

请看例子(均为新 闻标题)： 

(19)楼道卫生一年打扫两三次高层小区“生命 

通道”各种堵(德州新 闻网 2015—10～21) 

(20)佩兰遭全国媒体围剿被各种质问：足协请 

让他下课(新浪网 2015—1O一10) 

上述两例中“各种+谓”表达 了言者对“堵”、“质 

问”的不满 。至此 ，也可以进一 步解释为什么“各种 

+谓”在充当句法成分上的表现与“这 (那)种+谓词 

性成分”有所不同。从语篇信息结构来看，汉语的信 

息组织原则是“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即一个句子 

的开头通常是已知信息或旧信息，未知信息或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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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则放在后边。“各种十谓”表达了言者对与“谓词 

性成分”相关的某种现象的评价，是一种新信息。因 

此，在句法分布上，它更倾向于出现在谓语或宾语的 

位置上 。 

三、“各种”的组配成分向“谓词性成分”发展的 

动因 

由引言可知，量词“种”具有使一切谓词性成分 

体词化的潜在功能。因此 ，“各种+谓”的组合从 句 

法上来说是有理据的。但是，句法并不像生成语法 

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是 自主 、任意的。当然 ，该结构式 

的大量涌现完全可以借用当前语用学界较为流行的 

模因理论进行解释 (何 自然 2013)l_1 ，但在 这里，我 

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汉 

语中抽象名词的不足与语言交际表达的需求。 

新时期 ，汉语词类发展表现 出两个非常 明显的 

趋势 ：体词和谓词分别 向其对立 的一极发展 ，即体词 

向谓词发展 ，谓词向体词发展 。这两种发展趋势呈 

现出不平衡 的势 态，体词 向谓词发展 ，即名词 动用 

(N—V)，这是 非常有限的 ，如 “他也雷锋 了一 回”、 

“她奇葩极了”等 ，其 中“雷锋”、“奇葩”本是名词，有 

了动词或形容词 的用法 。谓词 向体词发展，可分为 

两种情况 ：一种是转类 ：动词变为名词 ，即 V—V／N； 
一 种是动词名用，即 V—N，如“这本书的出版”，其 

中的“出版”就是 动词名用现象 。学界普遍认为 ，N 

—V是修辞活用 ，V—N是语法现象 ，两者恰好是逆 

顺序 。现代汉语在不断发展变化，五四或者更早 的 

白话语料中有一些 双音谓词 ，如“领导、发明、写真 、 

编辑、打算、补助、创作、比赛、顾虑、著作、拨款、翻 

译”等，今天都有了名词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将它们标为体谓兼类词。这些词词性 的变化 

反映了汉语实词内部的一种发展动向：谓词向体词 

发展。以往学者讨论汉语词类的发展演变时，多关 

注实词向虚词发展的语法化 现象 。实际上 ，汉语实 

词内部谓词向体词发展 ，语义趋于抽象模糊 ，这正是 

语用现象 的语法化 。试对 比： 

(21)该货主即可在具有保结之封存处所 ，眼同 

海关将洋药拆改包装 。(李圭《鸦片事略》) 

(22)好多人伸头去看摞在彭莉和周少冲身后的 

礼物，每一件礼物都做了包装。(皮皮《比如女人》) 

例(21)是清代的语料，“包装”表示一个具体动 

作，动性较强，词义实在具体；例(22)来源泉于当代 

小说 ，“包装”表示一个较为抽象 的实物。检索 CCL 

语料库古代汉语部分，“包装”一词共有 3例，都是动 

词。从“包装”一词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由动到名，由 



动态向静态转变，经历了词义的模糊化。这种现象 

在汉语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批动词发展的 

趋势 ：一些本是“活蹦乱跳”的动词向静态 的名词转 

化，即谓词向体词发展。为何会呈现出此种发展趋 

势呢?原来，在汉语实词内部，名词都是静态的，虽 

然数量众多，但是其内部成员所占比例相差悬殊，具 

体名词(特别是专有名词)占了绝大多数，而抽象名 

词只占了非常少的一部分；典型动词都是动态的、词 

义形象具体。基于这一事实：抽象名词总是不足的、 

不够用的，那么在交际中人们就会根据表达 的需要 ， 

通过转喻这一认知机制来弥补这一缺憾，即人们认 

识和指称形形色色的新现象或新事物时可以通过转 

喻来实现，而不需要总是通过创造相应的抽象名词 

来指称，于是就有了词的转类，这不仅有利于人们对 

该词语的识别和理解，而且也是语言经济性的体现。 

“各种+谓”组合其实也是一种谓词体用的语法 

现象 ，只不过是“谓词”需要借助“各种”这一词汇手 

段来实现其功能的转变。“种”作为一个抽象量词， 

内涵丰富，谓词性成分几乎都可以用“种”来修饰，本 

原的谓词性成分都是无界 的，无界 的动作行为性状 

可以用“种”来指称化。崔应贤等(1997)认为，“这种 

+谓词”居于主宾位 时，其 中的“谓词”并没有完全 

“名物化”，而是在语义上具有“事”的范畴义r】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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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hs& Schieffe--lin(1989)指出，情感或立场 

有可能会浸淫整个语言学系统，情感和立场表达的 

语言学资源除了词汇外，还有语法或句法结构l】引。 

的确 ，每一种语言中都拥有丰富的立场表达手段和 

形式。从历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中的立场表达系 

统还在丰富和发展 中，新兴的主观结构式不断地出 

现，如“程度副词+名词”、“被 X”等，它们都表达了 

言者的一种态度立场；“各种+谓”结构式也表达了 
一 种态度立场 ，它的大量运用弥补 了汉语立场表达 

系统中某一功能上 的缺位，因此逐渐被人们接受并 

认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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