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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的一些汉语语法论著没有对(复指)和(同位)的概念严格加以区分$因而常常混为一谈"其实$二者

并非同一范畴的概念*(同位)是针对语法功能而言的$(复指)是针对语义关系而言的"二者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而不是完全等同的或完全对立的"

关键词!复指%同位%复指短语%同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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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满族#辽宁铁岭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和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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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指)与(同位)概念的缘起流变

出版于
@A+A

年的中国第一部讲汉语语法的专

著.马氏文通/#把后来汉语语法学界所称的$同位%

或$复指%这一语言现象称之为$同次%#并在该书$实

字卷%中专辟一章加以讨论&马氏解释为(

!!

凡名代诸字$所指同而先后并置者$则先者

曰前次$后者曰同次"至前次#同次$或一名也$

一代也$或皆名也$或皆代也$皆可"同次云者$

犹言同乎前次者$同乎前次者$即所指者与前次

所指为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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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氏在书中以大量的例证讨论了$同次%的三种

应用类型($一)申言以重所事也%#$二)重言以解前

文也%#$三)叠言以为警叹也%

*

@

+

@*)G@*!

&.马氏文

通/书中还详细讨论了$同次%的两种用法($一)用如

表词者#其式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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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用如加语者#式有

六&%

*

@

+

@*"可见该书对这一语言现象的高度重视&

在此书问世
)*

多年之后#于
@+)@

年出版的黎

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的第四章在论述实体词的七

个位次时#专立一节$同位%加以论述&黎先生认为

他的$同位%只与马氏$同次%中的$用如加语者%的用

法相当#而不包括马氏的$用如表词者%的情形,他又

将$同位%区分为三种类型#即$相加的同位%)$总分

的同位%和$重指的同位%&自此#$同位%这一概念承

继了$同次%的部分内涵而为后人所袭用&

又过了
)*

多年之后#于
@+#A

年出版的高名凯

的.汉语语法论/的第三编$造句论%的第五章$对注

关系%中#高先生对马氏的$同次%与黎氏的$同位%学

说详加剖析#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

对注关系即西洋语法学家所谓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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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注关系之中$对注者不过是解释被

对注者而已$它并不范围被对注者$不过是用另

一个词语去说明被对注者而已"比方说$在(我

王立三不相信这句话)这一群词之中$(王立三)

其实就是(我)$其与(我)的关系是外在的$因为

没有(王立三)$句子也能成立"(我王立三不相

信这句话)和(我不相信这句话)都可以成为完

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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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一个词语后面跟随着的词语$它在语

法上的价值是和其所解释的前一个词语&即马

氏所谓的(前次)'相等的$它的去取对于句子的

主要结构成分不发生影响的$这种词语才是所

谓
1

OO

%;4<4%0

$这种词语的作用完全是(重言以

解前文)的"它和它所解释的(前文)完全是立

于外在关系的"因为它的唯一作用是在于(重

+,



言以解前文)$我们就称之曰(对注)$而不用容

易起误会的什么(同次)或(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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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D*

年代以后#在汉语教学语法领域盛

行的$暂拟系统%一直使用$复指成分%!复说"或$同

位成分%的称谓来表述语法学界前贤的有关$同次%)

$同位%)$对注%的内涵#至
)*

世纪
A*

年代中期#汉

语教学语法领域新的$系统提要%推行以来#则又改

用$复指短语%或$同位短语%来称呼之#当然#其概念

内涵与外延的宽窄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二
!

语法学界对(复指)与(同位)概念的混淆

那么#$复指%与$同位%是否具有相同的内涵与

外延呢- 又应当怎样准确地理解和表述这两个概念

呢- 试看
)*

世纪
D*

年代以后一些重要语法著作的

阐释(

!!

E'

用两个词或者词组$指同一种事物$作

同样的句子成分$这是一种复说的表示方法"

复说的后一部分$复指前一部分$对前一部分补

充说明$是复指成分"

/

!

0

@+#

B'

两个词语$在意义上指同一事物$在结

构上作同一成分$两者之间互为复指$而且还有

说明或解释的关系$这叫作复指成分"为了分

析方便$我们管有说明或解释作用的词语叫作

同位语$管被说明或被解释的词语叫作本位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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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两个词或两个短语指同一样事物$作同

一个成分$构成复指短语"

!

Q'

如果在句中有两个词语都指同一人$同

一事物$并在句法结构中具有同等地位#属于同

一语法成分$这两个词语就构成了句中的复指

成分"复指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

语#补语等六大句子成分以外的特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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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短语$用在

一个句子里$指同一样事物$这是一种复指的表

示法"各种句子成分都可以用复指表示法来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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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指短语又称同位短语$是用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词或短语$指同一样事物$作同一个成

分"各项之间构成复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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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同位短语*多由两部分组成$前后各部

分的词语不同但所指相同$语法地位一样$共作

一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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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短语两部分的内容互相补充$互相复

指$因此又叫复指短语$它的作用是使语义更加

明确#更加丰富$或者要加重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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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短语*多由两项组成$前项和后项

的词语不同$所指是同一事物"前项后项共作

一个成分$因前后语法地位相同$故名同位短

语%又因前后项有互相说明的复指关系$故又叫

复指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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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上述绵延半个世纪以来的具有较大

影响的语法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复指%与$同位%作

了界定#它们都重视意义上$指同一种事物%#结构上

$作同一种成分%这样两方面的特征#但也都没有对

这两方面特征不同本质给予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没

有对$复指%与$同位%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特

别是当前影响较大的最为通用的高等学校.现代汉

语/教材!黄伯荣)廖序东主编"#在
)**)

年增订三版

和
)**,

年增订四版中的表述仍处于左右摇摆的境

况&

三
!

(复指)与(同位)并非同一个范畴的概念

自从
)*

世纪
+*

年代以后#已经有一些语言学

者注意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不同#并将各自的观

点反映在一些相关的论文之中#我所看到的这样的

论文主要有如下一些(

!!

E'

黄河+关于同位结构,&+汉语学习,

@++)

年
@

期'

B'

朱英贵+复指短语的辨识,&+汉语学习,

@++#

年
"

期'

J'

李升贤+同位短语辨析,&+嘉应大学学

报,

@++D

年
!

期'

Q'

刘泽民+论同位结构,&+西北师大学报,

@++,

年
!

期'

>'

刘雪春+复指词组的语义逻辑分析,

&+山东师大学报,

@++A

年
@

期'

['

侯友兰+小议复指,&+语文教学与研究,

@+++

年
A

期'

T'

刘街生+现代汉语同位组构研究,&华中

师大
)***

年博士论文'

N'

冷瑾+同位短语和复指短语刍议,&+赣

南师范学院学报,

)**@

年
)

期'

V'

朱英贵+复指短语内部直接复指项的确

认问题,&+成都大学学报,

)**D

年
)

期'

-'

姚小鹏+现代汉语复指短语研究,&广西

师范大学
)**D

年硕士论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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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爱姣+汉语同位结构的理性意义限

制,&+湖北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

特别是当我完成本文初稿的时候#看到了广西

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姚小鹏硕士的长

篇论文#此文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论述复指短语

问题最为翔实的篇章之一#以长达近
D

万字的篇幅

详细地研究了现代汉语复指短语#文中两次引用了

我
@++#

年发表的.复指短语的辨识/一文中的观点#

姚文对$复指%与$同位%的理解#与本文立意不谋而

合&

姚文在谈到$短语界定%时指出(

!!

(复指)与(同位)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复

指)是指两个语言成分在语义上有相同的联系$

即前后成分互相说明#注释等%(同位)是指两个

语言成分在句法结构上有相同的联系$即前后

成分同作一个句子成分"因此$语言中的(同

位)不等于(复指)$(复指)也不等于(同位)"复

指短语其实是集显性关系义&同位'和隐性关系

义&复指'于一体的短语类型"

朱英贵&

@++#

'认为只有既(同位)又(复指)

的短语$才可称为(复指短语)或(同位短语)$他

把复指短语定义为*(由在言语表达中具有相同

的语义所指$在语言结构中具有相同的语法功

能的外在形式不同的两个语言单位紧密结合而

成的造句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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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姚文在谈到$句法结构和句法功能%时指出(

!!

根据构成成分的数目$可以把复指短语分

为二合复指短语&如(小王同志)'和多合复指短

语&如(人民的好干部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根据构成成分间的结构层次$又可以把复

指短语分为简单复指短语&如(雷锋同志)'和复

杂复指短语&如(我的老师藤野先生)$其中(藤

野先生)是第二层次的复指结构'"

但以上两种划分方式$都还存有一定争议"

如邢福义&

@++,

'认为多合复指短语并非真正的

多合$而是联合短语
e

名词构成的二合复指短

语%刘丹青&

@+A#

'认为复杂复指短语中(藤野先

生)这类组合并不是典型的句法组合$而是一种

紧密的更接近于词的单位$赵元任&

@+"A

'$郭绍

虞&

@+,+

'#朱英贵&

@++#

'也持这种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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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在谈到$复指%还是$同位%时说(

!!

用(复指)还是用(同位)作为这类短语的名

称"有人认为用(复指)好%有人认为用(同位)

好*语法学界似乎一直没有定$也有人认为两个

概念差不多$随便用哪一个都行"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复指)和(同位)不是

一个范畴的概念$(复指)体现的是语义关系义$

是一种隐性关系义%(同位)体现的是句法关系

义$是一种显性关系义"语言中的(同位)不等

于(复指)$(复指)也不等于(同位)"

/

@*

0

A

对此我早有同感#并且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我

认为#$复指%与$同位%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它们并不

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因为$复指%是针对它的语义

所指而言#而$同位%是针对它的语法功能而言&据

此#本文拟对$复指%与$同位%这两个概念作如下界

定(

!!

(复指)即(互指)$是指外在形式不同的两

个语言单位在言语表述中具有相互重复的语义

所指"

(同位)即(等位)$是指外在形式不同的两

个语言单位处在地位同等的语言结构中具有作

用同等的语法功能"

"

例如$他们几个人学习并讨论了这份文件%这一

语言结构中$他们%与$几个人%具有相同的语义所

指#因此$他们几个人%是复指,$他们%与$几个人%处

在相同的语言结构中共同充当主语#因此$他们几个

人%又是同位&而$学习%与$讨论%处在相同的语言

结构中共同充当述语!或称$动语%)$谓语中心语%"#

因此$学习并讨论%也是同位,但$学习%与$讨论%不

具有相同的语义所指#因此$学习并讨论%不是复指&

可见#$复指%与$同位%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

不是完全等同的或完全对立的&一般说来#相$复

指%的两个语言单位在言语表述中可能$同位%#也可

能不$同位%,而相$同位%的两个语言单位在言语表

述中可能$复指%#也可能不$复指%&下面分别举例

说明这几方面的情形&

四
!

相(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可能(同位)

所谓$同位%是指两个语言单位在语言结构中充

当相同的语法成分#即它们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

在言语表述中相$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往往具有体

词性的语法功能#原则上可充当各种体词性的同位

成分#例如(

!!

&

@

'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

&吴晗+谈骨气,'

@A

!!

朱英贵
!

论$复指%与$同位%



&

)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他用了他整个的身

体使这新生的宇宙丰富而美丽"&袁珂+盘古开

天辟地,'

&

!

'这是诗人艾青为青少年朋友写的一首

诗---+回声,"&丁时祺+回声,'

&

#

'他一生留下为人民深深喜爱的巨著+人

间喜剧,"&陈群+理想的阶梯,'

&

D

'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工工整整的

信$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

两本书送给毛主席"&白夜#柏生+卓越的科学

家竺可桢,'

&

"

'阿蒙森和斯科特两名南极探险先驱的

事迹$是探险家们时常提及的话题"&秦大河

+科学探险的壮举,'

&

,

'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鲁

迅+故乡,'

&

A

'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杨朔+荔枝

蜜,'

&

+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老舍

+骆驼祥子,'

以上各例#凡下边加横线的短语#内部都含有相

同语义所指的两个语言单位#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复

指短语%#而它们又处在相同的语法结构中#我们可

以称它们为$同位成分%#只不过在各句中充当的成

分性质不同而已&具体说来#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

当一般主谓句的主语成分#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

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成分#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

了身为定语的主谓短语的主语#例!

#

"中的复指短语

充当了动词$留下%的宾语#例!

D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

了介词$把%的宾语#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定语#

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兼语#例!

A

"中的复指短语

充当句内的时间状语#例!

+

"中的复指短语充当句首

的时间状语!句首修饰语"&它们的语法功能虽各自

不同#但其共性却是$同位%#可见在言语表述中相

$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在语言结构中是可能$同位%

并经常$同位%的&只不过#$复指%是针对语义关系

而言#而$同位%是针对语法功能而言#二者并不是同

一的概念&

五
!

相(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也可能不(同位)

在实际言语表述中#相$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

之间如果有明显的语音停顿#它们则往往充当不同

的语法成分#因而也就不$同位%&现略举几例说明

如下(

!!

&

@*

'(谦受益$满招损)$这个格言流传到今

天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吴晗+说谦虚,'

&

@@

'你说一件事物是美的或丑的$这也只

是一种看法"&朱光潜+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

度,'

&

@)

'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

槐"&梁衡+晋祠,'

&

@!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

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鲁迅

+故乡,'

&

@#

'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

&冰心+小桔灯,'

&

@D

'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

的"&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以上各例#下边加横线的语言片断#内部也都含

有相同语义所指的两个语言单位#

)*

世纪
D*

年代

以后颇有影响的旧的$暂拟系统%的语法体系也称它

们为$复指%#但
A*

年代以后汉语教学语法领域新修

订的$系统提要%或专家语法领域的大多数论著#却

不认为它们是$复指短语%#也就是说#两个语言单位

虽然有相同的语义所指!复指"#却不能结合成一个

整体表意单位!短语"#我想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语

言单位之间有较明显的语音停顿!书面上表现为逗

号或冒号"&既然它们不构成复指短语#因而在言语

表述中也就不$同位%了&具体说来#例!

@*

"的$谦受

益#满招损%是大主语#$这个格言%是小主语#它们分

别充当了主谓谓语句的不同成分#并不$同位%,例

!

@@

"例!

@)

"中画横线的两部分分属于前后两个分

句#也不$同位%#它们之间存在着分句间的解说关

系,例!

@!

"中画横线的两部分之间其实也是解说关

系#只不过后一部分省略了一个专表判断确认的动

词而已,例!

@#

"!

@D

"中画横线的两部分之间由于有

了逗号的间隔#二者也就不$同位%了#后一部分实际

上起着补充说明作用#完全可以写在括号内表示注

释#只是因为表达者觉得它比较重要#才舍弃了括号

而用逗号隔开进行补释#这种情形可以将后一部分

看作插入语!一种独立成分"#而不与前一部分$同

位%&由此可见#在实际言语表述中相$复指%的两个

语言单位却完全可以不$同位%#对于这个问题可参

见我在
@++#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复指短语的辨识/

中的具体论述#

#以及
)**D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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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短语内部直接复指项的确认问题/中的具体论

述&

&

六
!

(同位)的两个语言单位可能(复指)#也可

能不(复指)

相$同位%的两个语言单位可以是相$复指%的#

这可以由上文第四节例!

@

"至例!

+

"来证明(但相$同

位%的两个语言单位也可能不相$复指%#下面仅看几

个联合短语在语言结构中相$同位%的例子(

!!

&

@"

'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

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

印象"&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

@,

'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

&叶圣陶+苏州园林,'

&

@A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

那洁白的梨花"&彭荆风+驿路梨花,'

&

@+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

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故乡,'

&

)*

'人们可以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

音"&孙世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

&

)@

'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

啊1 &魏巍+路标,'

以上各例#下边加横线的都是联合短语#它内部

的两个语言单位是相并列的关系#并不具有相同的

语义所指#因而不可以称为$复指%#而它们却处在相

同的语法结构中#可以称它们为$同位%&具体说来#

在例!

@"

"中充当同位的主语#在例!

@,

"中充当同位

的谓语#在例!

@A

"中充当同位的宾语#在例!

@+

"中充

当同位的定语#在例!

)*

"中充当同位的状语#在例

!

)@

"中充当同位的补语&

推而广之#相连动的两个语言单位#乃至于相并

列的两个分句形式#都可能在单句中充当$同位%的

某种成分#$同位%所涵盖的范围要大于$复指%(因为

联合短语与连动短语的前后项在表达时#它们的句

法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同作一个句子成分的#都可以

归入$同位短语%#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赘述了&

小结

综上所述#$复指%与$同位%本不是同一个范畴

的概念#以往一些语法专著或论文用$复指短语%!或

称$复指词组%"与$同位短语%!或称$同位词组%"来

表示异名同实的同一种短语!词组"是不科学的&因

为$同位%是针对语法功能而言的#$复指%是针对语

义关系而言的#所以必须严加区别#借以划定明确的

逻辑分类和作出科学的概念界说&据此#我认为(

那种只$复指%而不$同位%的两个语言单位之间

的关系#已经是大于短语的关系了#如例!

@*

"至例

!

@D

"中加横线的两部分#要么是不发生直接联系的

两个句子成分!大主语和小主语"#要么是分属于两

个分句#要么可看作插入性的独立成分#因此它们整

体不构成一个短语#也不影响关于短语的称谓&

那种只$同位%而不$复指%的两个语言单位#因

为在语言结构中作相同的句法成分#如例!

@"

"至例

!

)@

"中加横线的内容中内含的两部分#我们可以把

它们的结合体!整个加横线部分"从语法功能的角度

称为$同位短语%&

那种既$复指%又$同位%的两个语言单位#如例

!

@

"至例!

+

"中加横线的两部分#因为它们相$复指%#

所以可以从语义关系的角度称作$复指短语%,但因

为它们又是$同位%的#所以也可以从语法功能的角

度称作$同位短语%&

那么#如何划清$复指短语%与$同位短语%的界

限呢- 我认为二者是从属关系#即$复指短语%应是

$同位短语%中的一种#应该把$联合短语%)$连动短

语%和$复指短语%看作是同级的分类#统称为$同位

短语%#因为这三种短语的各个构成部分一般都在语

言结构中充当同一种语法成分#即所谓$同位%&而

$复指短语%只是三种$同位短语%中的一种&这就是

本文观察$复指%与$同位%这两种语言现象所作出的

相应思考&

当然#这种思考的连带效应就是(既然可以把构

成短语的各项在语言结构中能充当同一种语法成分

的短语称作$同位短语%#那么是否意味着把其余的

绝大多数构成短语的各项在语言结构中不能充当同

一种语法成分的短语要称作$非同位短语%呢- 我想

这应该是多此一举而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们既然已

经十分重视短语的造句功能#而让短语直接充当各

种句法成分#又何必计较它的内部构成要素是否$同

位%呢- 我想#多年来之所以有$同位%一说#恐怕是

受以往$词本位%的$成分分析法%思考方式的影响&

有鉴于此#有必要取消$同位%一说#以免其与$复指%

的说法相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愚见妥否#敬候

诸位同仁指正&

!A

!!

朱英贵
!

论$复指%与$同位%



注释!

!

见
@+A#

年
@

月公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

本文对$复指%与$同位%所下的定义#之所以强调$外在形式不同%#是为了排除外在形式相同的两个语言单位所造成的重叠

形式!如$讨论讨论%"或反复形式!如$行了#行了%或$好#好#好%"等语言现象&

#

参见(朱英贵.复指短语的辨识/#载.汉语学习/

@++#

年第
"

期&

&

参见(朱英贵.复指短语内部直接复指项的确认问题/#载.成都大学学报/

)**D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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