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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词类难点分析

张 松 林

内容摘要 茅盾小说《春蚕》一文,共 有词⒍11个 ,对《春蚕》通篇词类进行分析,

会遇到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方位词与构词成分的区别,二是名词与数量词、量词的区

别,三是离合词与短语里成词的区别,四是短语词与兼类词的异同。

关键词 现代汉语 词类 《春蚕》 语素

《春蚕》是茅盾先生发表于 19sz年 11月 《现代》月刊上的一个中篇,它和 19ss年发表的《秋

收》、《残冬》是三个连续性的故事,合称
“
农村三部曲

”
。我曾做过《春蚕》通篇词类分析

"。
该文

共有词能11个 (包括重复出现的词,下 同)。 其中名词 1s17个 (内有成语 3个、习用语 1个 ),动

词 1z41个 (内有成语 5个、习用语 3个 ),形容词 zs4个 (内有成语 5个 ),数词“5个 (内有表数

量的
“
俩
”
一个),量词冗3个,代词 m2个,副词邵9个 ,介词 110个,连词 106个 ,助词 813个 ,叹

词 5个 ,拟声词 16个。下面试就分析中所遇到的难点从四个方面来谈谈。

- 是方位词还是构词成分

方位词经常附着在别的语素或词或短语的上边,组成表示时间或处所的名词或短语。组成

名词的,定是构词成分;组成短语的,定是方位词。例如 :

(1)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
“
边
”
附着在半自由语素

“
身
“
的后边,组成表示处所的名词

“
身边

”
;“ 边

”
,构词成分—— 自由语素

(词根)。 下文的
“
岸边

”
、
“
脚边

”
、
“
溪边

”
的
“
边

”
同此。又如 :

(2)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虽然觉得有点难过,他们忄旱却快活,他们巴

不得多淋一些。
“
上
”
、
“
里
”
附着在单纯词

“
脸
”
、
“
心
”
的后边,组成表示处所的名词

“
脸上

”
、
“
心里

”
;“ 上

”
、
“
里
”
,构

词成分—— 自由语素。上文的
“
身上

”
、
“
镇上

”
、
“
树上

”
、
“
船上

”
、
“
头上

”
、
“
马上

”
、
“
屋上

”
、
“
水里

”
、

“
田里

”
、
“
窝里

”
、
“
嘴里

”
、
“
河里

”
、
“
屋里

”
、
“
村里

”
、
“
命里

”
、
“
家里

”
、
“
手里

”
、
“
镇里

`“

溪里
”
的

“
上
”
、
“
里
”
,下文的

“
路上

”
的
“
上
”
同此。但

“
脸上

”
的
“
上
”
不同于

“
小陈老爷还没抽上(‘ 上

`表
示

动作有了结果,兼有存在的意思)鸦片烟
”

,“
⋯⋯同在长毛窝里混上(‘ 上

`表
示达到一定的数量,

省去
‘
上

’
,不影响原意)了六七年

”
,“ 一担要贵上(‘ 上

’
,用在形容词的后边,表示达到一定的数

量,省去
‘
上

’
,不影响原意)十多块钱

”
,“ 他的眼皮合上(‘ 上

`表
示动作有了结果,兼有合拢的意

思)了
”
自旬
“
上
”
,后者是趋向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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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
“
地下

`“

乡下
”
、
“(无锡)脚下

”(无锡境内)、

“
下午

`“

面前
”
、
“
胸前

”
、
“
村前

”
、
“
眼前

”
、

“
水面

”
、
“
溪面

”
、
“
背后

”
、
“
村后

”
、
“
村外

”(比较
“
海外

”
)的

“
下

”
、
“
前

”
、
“
面

”
、
“
后

”
、
“
外

”
,也是构词

成分。

有的是构词成分还是词也不大好分辨。例如 :

(3)虽则如此,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

(4)山 棚下裱了火,老通宝和阿四他们,弯 着腰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又从那边蹲到

这边。

例(3)的“
着

”
不同于例(4)的“

着
”
,前者附着在

“
硬
”
的后边,临 时组成了带宾(头皮)动词

“
硬着

”
,

“
硬着头皮

”
不能说成

“
硬头皮:’ 、

“
硬硬头皮

”
,但

“
弯着腰

”
却能说成

“
弯腰

”
、
“
弯弯腰

”
。所以,前者

是构词成分——不自由语素(词缀);后者用在动词
“
弯
”
的后边,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是动态助词。

下文的
“
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

”
、
“
老通宝虎起了脸

”
的
“
起

”
类似例(3)的 “

着
”
。上文的

“
可是毛头

小伙子大都这么着
”
的
“
这么着

”
,代替某种动作或情况,“ 这么着

”
比
“
这么

”
多[2],北京口语常用,

“
着

”
跟例(3)的“

着
”
似乎也相似。同样,“ 绍兴人⋯⋯⋯敞开了大襟

”
的
“
开

”
不同于

“
他解开了大

襟上的钮扣
”
的
“
开
”
,前者和

“
敞
”
并列组成了联合型合成动词,“ 敞开了大襟

”
不能说成

“
敞了大

襟
”
,但

“
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

”
却能说成

“
解了大襟上的钮扣

”
。所以,前者是构语成分—— 自由

语素;后者和前面的动词
“
解

”
组成了趋向短语,表示事物随动作分开,是趋向动词。还有 :

(5)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 巧撞着了一个巡路

的小长毛,当 时没法,只 好杀了他,——这是一个
“
结
”
,然 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

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6)那 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 陈老爷还没牡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

像样的。

(7)老 通宝的父亲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

(8)才到清明边,桑 叶尖儿就牡得那么小手指头儿似的,他 一生就只见过两次。

(9)隔溪陆家养的蚕不多,那 大姑娘六宝牡得出工夫,也来帮忙来了。

(10)这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一个月光景的,和 恶劣的天气,和 恶运,以及和不

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木决战!

例(5)的“
老头子

”
的
“
老
”
和
“
老祖父

”
、例(6)的“

老陈老爷
”
的
“
老
”
虽都有

“
年岁大

”
的意思,但

“
老

头子
”
不是

“
年岁大的头子

”
而是

“
年老的男子

”(含厌恶意),“ 老头子
”
是偏正型合成名词,“ 老

”
是

构词成分—— 自由语素 ;“ 老祖父
`“

老陈老爷
”
是

“
年岁大的祖父

`“

年岁大的陈老爷
”
,“ 老祖

父
”
、
“
老陈老爷

”
是偏正短语,“ 老

”
是形容词。上例的

“
小伙子

”
、例(7)的“

小儿子
`例

(9)的“
大姑

娘
”
、上例的

“
大襟

”
的
“
小
”
、
“
大
”
不同于例(6)中 的

“
小陈老爷

”
、例(8)的 “

小手指头儿
”
、例(1⑴ 的

“
大决战

”
的
“
小

”
、
“
大
”
,前者是构词成分 :“大襟

”
的
“
大
”
,自 由语素;其余表示排行次序,多用于口

语前缀。后者在偏正短语里是形容词。

例(1)的“
边
”
、
“
上

”
用在合成词

“
塘路

”[3]、 “
石头

”
的后边,组成表示处所的方位短语

“
塘路

边
”
、
“
石头上

”
,“ 边

`“

上
”
,方位词。下文的

“
清明边

”
、
“
墙脚边

`“

小溪边
”
、
“
背脊上

”
、
“
塘路上

”
、

“
快班船上

”
、
“
额角上

”
、
“
水面上

`“

桑拳上
`“

村坊上
”
、
“
泥地上

”
、
“
大襟上

”
、
“
田塍上

”
、
“
和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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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
“
篱笆上

”
、
“
稻场上

”
、
“
竹竿上

”
、
“
布子上

”
、
“
饭锅上

”
、
“
发髻上

”
、
“
秤杆上

”
、
“
眼睛上

”
、
“
地头

上
”
、
“
山棚上

”
、
“
说书场上

”
的
“
边

”
、
“
上

”
同此。

文中的
“
清明节后

”
、
“
当铺里

”
、
“
营盘里

”
、
“
柴房里

`“

屋子里
”
、
“
工作里

”
、
“
被窝里

”
、
“
肚子

里
”
、
“
蚕房里

”
、
“
蚕箪里

”
、
“
小溪里

”
、
“
人堆里

”
、
“
团扁里

”
、
“
耳朵里”、

“
茧子里

”
、
“
村子里

”
、
“
官河

内
”
、
“
一个月内

”
、
“
五年前

”
、
“
谷雨前

”
、
“
一个月前

”
、
“
城隍庙前

”
、
“
太阳光下

”
、
“
月光下

”
、
“
廊檐

夕卜
”
的

“
后

”
、
“
里

”
、
“
内
”
、
“
前

”
、
“
下

”
、
“
外

”
在短语里自然是方位词

"]。

二 是名词还是数曼词、昱词

先看几个例句 :

(11)渐 渐地,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 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 于

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

(12)田 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 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

(13)老 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了,到 田塍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

例(11)的“
一会儿

”
指
“
很短的时间

”
,它跟表示

“
很短的一段时间

”
的
“
会儿

”
相似,“ 再过一会儿

”
省

去
“
一
”
,说成

“
再过会儿

”
,并没改变原意。

“
一会儿

”
是时间名词。例(12)的“

一带
”

,“ 泛指某处和

它相连的地方,如
‘
北京一带

`‘

江南一带雨量充足
”[5],它 不能按

“—A-A” (一带一带 )、

“-
AA” (一带带)式重叠,然例(13)的 “

一片
”
却能按

“-A-A” (一片一片)、

“
-AA” (一片片)式重

叠,所以
“
一带

”
是处所名词[6],“ ~片”

是数量词。还有,“ 两岸的桑地
”
的
“
两岸

”
指

“
左右两岸

”
,

“
两旁的泥岸

”
的
“
两旁

”
指
“
左右两边

”
,“ 村应四周围的桑林

”
的
“
四周围

”
指
“
〈口)周围

”
,它们都是

处所名词。
“
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

”
的
“
一路

”
,即

“
同一类

”
,名 词。

“
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

床
”
的
“
做一床

”
是
“
睡一张床

”
的意思,省 了量词

“
张
”
,“ 床

”
,名词。再看 :

(14)不 但
“
长毛造反

”
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老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 在长毛窝里混

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百 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

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
“
发
”
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

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

(15)这 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也 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

大户人家。

例(14)的“
年年

”
不同于例(15)的“

人人
”
,虽然

“
年年

”
、
“
人人

”
这

“
AA” 的重叠式都表示

“
每

”
的意

思。但
“
人人

”
和介词

“
被
”
组成了介宾短语

“
被人人

”
,“ 年年

”
能像一般量词那样用,如例(14)的

“
六七年

`“

十年
”
,所以

“
人人

”
是名词(准助名词),“ 年年

”
是量词(自 主量词或准量词)。 下文的

“
天天

”
同
“
年年

”
,“ 家家

”
同
“
人人

”[7]。

三 离合词及短语里成词

离合词,“ 不分开的时候是词,分开的时候是短语
”[:1。 例如 :

(1ω 人家都说
“
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 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 以败得

这么快。

(17)他 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

(18)虽 然他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 要蚕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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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

(19)蚕是少见地好,活 了六十岁的老通宝记得只有两次是同样的,一次是他感家的那

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的那年。

(20)他 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 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 来就是
“
蚕

花廿四分
”
,自 己也就在这一年感了客°

(21)四 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 不要来问我!

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 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
‘
洋

’
字就好

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
‘
洋

`他
倒又要了!”

(22)素 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

(23)小 伙子阿多也不于甲,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 空着一双手,

划桨似地荡着,就走了。

(24)况 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
“
讲拢

”
,不 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

(25)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 么事都肯薇,·碰着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豪伙,

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 以只顶了五六只团扁去,却 空着

一双手。

(2ω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箪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像生气似地说 :“ 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

样多下来——”

(27)他 说: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朱财,却是命里不曾来。

(28)第 二天早上,老通宝就到镇里去枣法借钱来买叶。

例(16)的“
告了一状

”
是
“
告状

”
的扩展,“ 状

”
指
“
诉状

”
,半 自由语素(词根),在动宾短语里成词(名

词)了。例(17)、 (18)的“
负了债

”
、
“
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

”
是

“
负债

”
的扩展,“ 债

”
指

“
欠别人的

钱
”
,自 由语素,在动宾短语里自然就是词(名 词)。 例(20)的“

成了家
”
是例(19)的“

成家
”
的扩展,

“
家
”
,自 由语素。例(22)的

“
吵了架

”
是例(21)的 “

吵架
”
的扩展,“ 架

”
,指

“
殴打、争吵

”
,半 自由语

素。例(23)的“
开口

”
可以扩展为

“(他最终还是)开了口
”
,“ 开口

”
是

“
张开嘴说话

”
的意思 ;“ 口

”
,

通称
“
嘴
”
,自 由语素。例(24)的“

打仗
”
可以扩展为

“
打了三年仗

”
、
“
打胜仗

”
、
“
仗打赢了

”
什么的,

“
仗
”
指
“
战争或战斗

”
,这里指

“
战争

”
,自 由语素。例(25)的“

帮忙
”
可以扩展为

“
帮了个倒忙

”
、
“
帮

蓝东阳的忙
”
、
“
一点忙也没帮上

”
,“ 忙

”
,自 由语素。例(26)的“

生气
”
可以扩展为

“
生谁的气

”
、
“
生

阿爹的气
”

,“气
”
指
“
生气、发怒

”
,自 由语素。例(27)的“

发财
”
可以扩展为

“
发横财

”
、
“
发的是绝子

绝孙的昧心财
”
,“ 财

”
是

“
钱和物资的总称

”
,半 自由语素。例(28)的“

想法
”(xiong亿 )可 以扩展为

“
想个法

”
、
“
想啥法

”
、
“
想了法的

”
什么的,“ 法

”
是
“
法子、办法

”
,半 自由语素。这些离合词都是动

宾关系,其
“
宾
”
,无论是自由语素还是半自由语素,在短语里都成了词。自由语素即成词语素,在

短语里成词那是自然的;半 自由语素,非成词语素,只能在短语里成词,离合词中的例子不少。下

面我们另举一些 :

(29)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 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

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3⑴ 这三棱形家伙的本梗子,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怕 的是不牢,须得修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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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往 年这时候,收 茧人像走马灯似地在村子里巡回,今年没见半个收茧人,却 换替着

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

例(29)的 “
村

”
指

“
村庄

”
,在连动短语

“
穿村而过

”
里成了词,下文的

“
同村

”
、
“
全村

”
、
“
一村人

”
的

“
村

”
同此 ;例(3⑴ 的

“
木

”
指

“
用木料制成的

”
,在偏正(定 中)短语

“
木梗子

”
里成了词 ;例 (31)的

“
茧

”
指

“
茧子

”
,“ 粮∵指

“
粮食

”
,在动宾短语

“
收茧

”
、
“
催粮

”
里成了词。还有,例 (5)的 “

没法
”
的

“
法

”
、例(9)的“

隔溪
”
的
“
溪

”(溪沟、小河沟 )、 例(13)的 “
转身

”
的

“
身

”(身体 )、 例(20)的 “
穿夹

”
的

“
夹

”(夹衣 )、 例(28)的 “
买叶

”
的

“
叶

”(叶子)[9],都 在动宾短语里成了词 ;下 文的
“
不知苦辣

”
的

“
知

”(知道),在偏正(状 中)短语
“
不知

”
里成了词。

四 短语词与兼类词

(一 )短语词

短语词是
“
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东西

”
,即

“
短语式的词

”[10],如 “
老通宝⋯⋯热得有点儿发

痒
”
的

“
有点儿

”
。

“
有点儿

”
不同于

“
微微有点风

”
的
“
有点

”
,“ 有点儿

”
用在谓词性词语

“
发痒

”
的前

面,有
“
略微、稍微(多用于不如意的事情 )” 的意思,副词性短语词 ;“ 有点

”
的

“
有

”
带宾语中心语

“
风

”
,“ 点

”
,极少量,“ 点

”
前的数词

“
一

”
省略了[11】

,“ 有点
”
是

“
动 +量”

两个词。下文的
“·⋯⋯同时

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
”
,承前省略了主语,补上主语就是

“
老通宝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

活
”
。这里似乎不可以说成

“
老通宝同时有惊异、有快活

”
,但却可以说成

“
老通宝同时惊异、快

活
”
。还有

“
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

”
、
“
阿多⋯⋯有几分不知苦辣

”
不可以说成

“
老通宝有相信

”
、
“
阿

多⋯⋯有不知苦辣
”
,但却可以说成

“
老通宝(也 )相信

”
、
“
阿多⋯⋯不知苦辣

”
。

“
有几分⋯⋯有几

分⋯⋯”
用在谓词性词语

“
相信

”
、
“
不知苦辣

”
的前面,前后呼应,起关联作用,“有几分

”
跟表示

“
略

微
”
意思的

“
有(一 )点 (丿 L)” 、

“
有(一 )些

”
相似,似乎可变通处理为动宾[动 (数 +量 )]结构凝固成

的副词性短语词。如果将
“
有几分惊异

”
之类分析为

“
塑 +(数 +量)+形

”
,似乎很难说得过去。

副词性短语词还有 :

(32)一 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

来了。

(33)老 通宝去借了一条赤膊船,买 了几张芦席,赶那几天正是好晴,便 带了阿多他们这

卖茧子的
“
远征军

”
,就 此出发。

(34)六 宝是一口咬定了看见的。

例(32)的“
迎面

”(冲着脸)与例(10)的“
连日

”(接连几日)、
“
连夜

”(接连几夜),下文的
“
连天阴雨

”

的
“
连天

”(接连多天)是副词性短语词[12]:后三个是介宾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 ;“ 迎面
”
与

“
不巧撞着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

”
的

“
巡路

”(在路上寻查警戒 )、
“
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

”
的

“
懂

事
”(了解别人的意图或一般事理 )、

“
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

”
的

“
做人

”(指待人接

物),虽 都是动宾结构凝固成的短语词,但因
“
迎面

”
只能作状语,而后三个还能作谓语什么的,所

以后三个是动词性短语词。例(33)的“
就此

”
与

“
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

”
的
“
就此

”
虽都是介宾

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但前者是
“
就在此地

”
,表示处所;后者是

“
就在此时

”
,表示时间。例

(34)的 “
一口

”
不同于

“
老通宝⋯⋯只随口回答道

”
的∵随口

”
,“ 一口

”
表示

“
口气坚决

”
,用在动补结

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
“
咬定

”(认准)的前面,作状语,是数量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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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是

“
没有经过考虑,随便说出

”
的意思,是介宾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131。

例(6)的 “
不

久
”
,“ 指距离某个时期或某件事情时间不远

”
,用在动词

“
去世

”
的后面,作补语,可视为偏正结构

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1例 (20)的“
就是

”
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副词性短语词 :“ 就是

‘
蚕花廿

四分
’”[14]即“

就是蚕的收成非常好
`“

蚕的收成就是非常好
”
,“ 就是

”
有

“
的确

”
的意思,强调

“
收

成非常好
”
,含反驳意味。

“
不是卖出去,就是自家做丝的

”
的

“
就是

”
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短语

词,但因它和
“
不是

”
配合着使用,表示选择关系,所 以是连词性短语词[15]。 “

这里那里起了几道

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
”
、
“
或是下溪去捞什么

”
、
“
或是她那不声不响的丈夫的影儿

”
、
“
或是交谈半

句话
”
、
“
或是为什么

”
的
“
或是

”
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表示选择关系的连词性短语词[16]。 “

真是

天也变了
”
、
“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

”
的

“
真是

”
有

“
的确是、实在是

”
的意思,可以说成

“
的确(实在)是

天也变了
”
、
“
世界的确(实在)是越变越坏

”
,“真是

”
是

“
副+动”

两个词。

除了上面列举的副词性短语词难辨外,还有一些谓词性短语词也不大好辨。例 :

(35)老 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

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

(36)备 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陆续从镇上传来,从塘路上传来。

(37)今年茧厂不开秤。

(38)不 多一会儿,那 些团扁里立刻又全见白了。

(39)就 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

(40)⋯ ⋯据说是
“
蚕花太子

”
。

(41)但 他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

(42)他 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

例(35)的 “
关门

”
是

“
比喻停业

”
,例 (3ω 的

“
开门

”
指

“
营业开始

”
,例 (37)的 “

开秤
”
指

“
开始交易

”
,

它们都是动宾结构凝固成的动词性短语词 ;例 (38)的 “
见白

”(显现出白色来)是 动补结构凝固成

的动词性短语词 ;例 (39)的 “
可见

”(可 以看见 )、 例(19)的“
少见

”(很少见到)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

动词性短语词 ;例 (40)的 “
据说

”(据别人说,插入语,表示消息的来源)也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动

词性短词[17]。 例(41)的“
不错

”
是

“
对、正确

”
的意思,是偏正结构凝固成的形容词性短语词 ;例

(42)的 “
有名

”
是

“
名字为大家所熟知、出名

”
的意思,是动宾结构凝成的形容词性短语,“这张老头

子张财发是出名的会寻快活的人
”
的
“
出名

”
同
“
有名

”
。

有的名词性、助词性短语词也不大好分辨。例如 :

(43)总 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 做好事
”
,这才

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

(44)说 了多少好话,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

(45)老 通宝他们家,东借一点,西赊一点,南瓜芋艿之类也算一顿,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

来。

例(43)的 “
好事

”
指

“
慈善的事情

”
,例 (44)的 “

好话
”
指

“
有益的话、赞扬的话

”
,是偏正结构凝固成

的名词性短语词。例(45)的 “
之类

”
是

“
这类

”
、
“
这一类

”
的意思,它附着在名词

“
南瓜

”
、
“
芋艿

”
并

列组成的联合短语的后面,表示数量未尽,类似
“
等

”
、
“
等等

”
,是指量结构凝固成的助词性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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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1:1。

(二 )兼类词

少数词常常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而词汇意义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叫词的兼

类,这类词叫兼类词。

(4ω 他们都怀着十分希孳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搏战。

(47)他 把手放在小宝的
“
和尚头

”
上摩着,他 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

的希望来了。

(48)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

(49)我 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然肚子!

例(4ω 的
“
希望

”
不同于例(47)的“

希望
”
,前者指

“
心里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

”
,受程

度副词
“
十分

”
的修饰,心理活动的动词 ;后者是

“
愿望

”
,抽象名词。例(48)的“

饿
”
不同于例(49)

的
“
饿

”
,前者是

“
肚子空,想吃东西

”
,能受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的修饰,说成

“
很饿

”
、
“
不饿

”
什么

的,形容词 ;后者是
“
使受饿

”
,带上宾语

“
肚子

”
,动词。还有例(25)的“

高兴起来
”
的
“
高兴

”
不同于

“
不高兴

”
的

“
高兴

”
,前者是

“
感到愉快雨兴奋

”
,与趋向动词组成趋向短语,在

“
这个阿多高兴起

来
”
里作谓语,不能说

“
很高兴起来

”
,心里活动的动词;后者是

“
愉快而兴奋

”
,在句中作谓语中心

语,能说
“
很高兴

”
,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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