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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的连续性

韩小丽 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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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类是一个传统的术语，表示一种语言中一些在语法上有区别的词的主要类别。目前词类的划分主

要从意义、形态、语法功能三个方面，但是三种方法各有利弊，迄今为止语言学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来划分词类。而名词、动词、形容词作为三大主要词类，也是开放词类，在词类划分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

尤其是形容词自身的居间性使得划分更为困难。类型学的研究表明，名词、形容词、动词是一个连续体，

形容词处于名词和动词的中间位置，相邻之间的界限模糊，这也为我们以后划分词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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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类（part of speech）是一个传统的术语，表示一种语言中一些在语法上有区别的词

的主要类别。一般来说，名词、动词、形容词作为三大主要词类，这三类词语的分类是语言

学研究的重点。日语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个词类，然而与其他语言不同的是日语中

的形容词不仅有一个，而且有两个：i形容词和 na 形容词。其中 na 形容词的词性认定一直

是语言学讨论的焦点。以「無理」为例，有这样的用法：「無理がある」、「無理な指導」、

「無理する」，「無理」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同时也是动词。这类词语在日语中

并不是个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这将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

二、传统的词类划分

词类是一个传统的术语，表示一种语言中一些在语法上有区别的词的主要类别。也即，

一些在意义、形态、语法功能方面有共同特征的词的集合。一般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词类的

区别，但语言间这种区别的数量和种类的差异显著不同。到目前为止，词类的划分一般有三

种方法：第一种从意义方面划分词类，名词表示人、场所、物或者概念；动词表示行为或者

状态，形容词表示性质等。这种方法只能在性质上划分主要词类，许多附属词类没有实际意

义，例如汉语中的虚词，日语中的附属词仅仅表示语法功能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意义不

能成为划分词类的首要标准，例如「痛い」「痛む」「痛さ」三个词意义相同都表示身体或

精神上的痛感，但是仅仅根据意义并不能有效地区分三个词的词性。第二种从形态方面可以

划分词类，例如：名词有格、单复数等曲折要素，动词有人称、数、时、体、态等曲折要素，

形容词有程度的曲折要素等。这些形态上的标记只是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开放的词类出现，

因此只能适用于这些开放的词类。而比如像汉语这类孤立语，本身不具有形态上的变化，因

而从形态上也就无法有效地划分词类。第三种从语法功能方面划分词类，任何单词在句中都

不是孤立存在的，总与其前后词语相互关联。除了感叹词，任何词语在句中都充当一定的句

子成分，发挥一定的语法功能。比如，名词通常做主宾语，动词通常做谓语，形容词通常做

定语，但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并不是固定的、唯一的，名词也可以做谓语或定

语，因此仅仅依靠语法功能也不能有效地划分词类。

总之，三种词类划分的方法各有利弊，无论哪种方法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因此最

有效地方法是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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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词、形容词、动词三个主要的词类

传统语法从语义上界定词类，名词表示的是人、地方或事物；形容词表示的是性质或特

征；动词表示的是动作或事物。但是传统语法从语义分类有缺陷，比如汉语中“老王一向很

乐观”“他一向很模范”第一句中的乐观表示的是一种性质，第二句中的模范表示的是事物，

但它们都属于动词的范畴。因此，更倾向于采取形式标准来代替语义标准，但是迄今为止语

言学家们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一致的形式标准来确定此类范畴。

一直以来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名词和动词在所有语言中都是可以区分的。跨语言的研

究报告表明，迄今为止的所有语言中都存在者两个基本的词类——名词和动词。（张国宪

2006）。但是关于形容词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词类方面，语言学家的看法不一。拜德（Bhat,2000）

非常肯定地说：“确实有些语言的形容词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这一点已经被普遍承认”。

而迪克森（Dixon，2004a）却说：“正如所有的语言都有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所有的语言也

都有一个可区别的形容词词类，只是形容词词类和名词、动词的区别方式随语言的不同而变

化，这导致某些语言的形容词词类很难识别，也导致更难对形容词词类进行普遍的概括。”

因此，在关于形容词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词类方面，语言类型学家的观点不一。但是，主要语

言一般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个开放的词类，只是有些语言中形容词偏向于名词有些

语言中形容词偏向于动词，例如，日语中就不仅仅有形容词，而且还有两类，i形容词和 na

形容词两类。而对于词类划分，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不同的语言学家划分词类也各不形同。

比如，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汉语中没有形容词，所谓的形容词都是一些状态动词，而有人则

认为汉语中存在独立的形容词范畴。

四、词类连续体

语言类型学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研究表明：形容词词类本身在语义、句法和形态

上的居间性。一般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概念的两大基本范畴，但是人类概念中除了空间

和时间范畴外还有属性范畴，属性范畴既和空间有关（依附于事物），又和时间有关（随时

间变化）。“空间—属性—时间”三者构成人类构建世界知识的基础。在语言中，属性概念

可能使用独立的形容词编码，区别于名词和动词，也可能部分或全部编码为名词或动词。即

使在有独立的形容词词类的语言中，名词典型地具有空间性，动词典型地具有时间性，而形

容词既具有空间性又具有时间性。在句法上，形容词可能表现出空间性的一面，和名词具有

相同的句法形态特征；也可能表现出时间性的一面，和动词具有相同的句法形态特征。说不

同语言的社团对属性的概念化方式的不同，就会导致形容词词类在动—名词类之间的变动和

偏向。

类型学家 Givón(2001:52-54)从认知角度，把词类和经验相结合，用时间稳定性来解释

语义类型和词类的对应现象：语言中倾向于把时间上相对稳定的东西编码为名词，而把迅速

变化的东西编码为动词1，形容词在时间稳定性上居中，既可以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尺

寸（大，小）、颜色（红，黄），也可以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比如：温度（冷，热），情感

（高兴，伤心）等，因此有的语言把属性义编码为名词，有的语言编码为动词。之后他从时

间稳定性（temporal stability）方面论述了动词、形容词、名词处于一个时间稳定性等级

中。如下图所示：

Most stable least stable

tree, green sad, know work shoot

Noun adj adj verb verb verb

上图从左至右时间稳定性在减弱，越靠左越难随时间变化，越靠右越易随时间的变化。

名词和动词处于两极，名词最稳定，动词最不稳定。名词、形容词、动词在时间稳定性上处

于一个连续体内，形容词介于名词和动词之间。

1 转引自郭锐（2012：5）《形容词的类型学和汉语形容词的语法地位》《汉语学习》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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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研究方面，张伯江（1994）认为不管从历史来源看还是从共识的功能分布看，我们

都有理由认为名词和动词是两个最基本的词类。其他词类大多是从这两个词类里分化出来

的，共时的功能表现也可以看出介于两者之间。如下图：

名词 非谓形容词 形容词 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 · · ·

在这个图里相邻的词类间有较多的功能共性，不相邻的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语法意义上

说，靠左端者空间性特征最强，靠右端者时间性特征最强，中间的几个点是二者间的过渡段。

空间特点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用名量词来修饰，表明了事物在空间上的可计数性；时间特

点典型的形式表现是可以带时体助词，表明了动作在时间上的可延续性。除活用现象外，左

端的名词通常不带时体助词，右端的动词通常不能受名量词修饰，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处于

中间的非谓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则较多地表现出与左邻右舍的相关性。

日语研究方面，工藤（2002）参照奥田（1988）用下图表示词类和谓语意义的相互关系。

least stable most stable

＜運動＞ ＜状態＞ ＜存在＞ ＜特性＞ ＜関係＞ ＜質＞

動詞

形容詞

名詞

时间稳定性方面，最稳定的是表示质的范畴，一般是用名词表示，最不稳定的是运动的

范畴，一般用动词表示。形容词谓语句意义包含＜状態＞＜存在＞＜特性＞＜関係＞四个，

其中＜状態＞＜特性＞是最核心意义，＜存在＞＜関係＞是周边意义。从上图也可以看出，

形容词和名词及动词有交叉部分。

八亀（2001）基于 Givón(2001)从“时间的限定性”方面，认为日语形容词处于名词和

动词的连续体内。基于连续体的认识，认为形容动词处于名词和形容词的中间位置。

名詞………›形容動詞………›形容詞……›動詞

連続体

从以上学者们关于类型学的研究表明，名词、动词、形容词在时间的稳定性方面处在一

个连续体内，但是这三大词类的界限并不是清晰明了的而是非常模糊的。

五、结论

本文从词类的分类入手，介绍了词类划分主要从意义、形态、语法功能三个方面，但三

种方法各有利弊。目前语言学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标准来划分词类。而名词、动词、形容词

作为主要词类，他们的划分也各不一致。尤其是形容词与名词、动词的界限比较模糊，其居

间性导致形容词的判定困难。而类型学家从时间稳定性方面，也指出名词相对比较稳定，动

词不稳定，形容词在名词和动词之间。也即名词、形容词、动词处在一个连续体内，相邻词

类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这也为我们日后划分词类提供了新的思路，词语之间可能会有典型

的词类和非典型的词类，也就可能存在跨词类的问题。另外，日语中有两类形容词（i 形容

词和 na 形容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名词、动词之间的关系也会是今后考察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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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e of part of speech

Han Xiaoli Su 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00)

Abstract：A part of speech is a traditional term referring to a category of some grammatically distinct

words in a certain language. At presen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meaning, morphology,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words. But all the three methods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o far there is still no uniform standard to divide the parts of speech. There is

also disagreement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ree major parts of speech, also open classes, i.e.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especially adjectives, whose middle property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be classified.

Typology studies show that nouns, adjectives and verbs are a cline, with adjectives being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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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nouns and verbs,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m. These studies provide a new way for

our future classif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Keywords: part of speech; noun; adjective; verb; c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