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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单位的语义“是由若干更小的语义单位组成的结构。构成词汇单位的基本成分通常

称为义素”（张家骅 2011：134）。词汇单位的使用语境不同、使用者的交际意图不同，词汇

单位所包含的义素所处的交际地位也不同，而且与其搭配的词的语义指向不同，被突出、强

调的义素成分也不同。 

关于汉语的同义词“赞叹”和“赞赏”，张家骅在《俄罗斯语义学》的补充材料中指出，

这两个同义词都包含‘言语’和‘评价’义素，但“赞叹”主要用于‘言语’意义，“赞赏”

主要用于‘评价’意义。但是张家骅没有分析这两个词与否定词搭配的情况。 

根据张志毅和张庆云的观点，与“赞叹”和“赞赏”同义的还有“赞美”和“赞扬”（张

志毅，张庆云 2005：695）；根据刘叔新的观点，与“赞叹”同义的还有“称赞”、“称誉”、

“赞誉”、“赞美”和“夸奖”（刘叔新 2004：58）；根据李志江等人的观点，“称赞”的同义

词有“称誉”、“夸奖”、“赞美”、“赞叹”、“赞誉”（李志江等 1991：10）。 

根据上述观点，动词“赞叹”、“赞赏”、“赞美”、“赞扬”、“赞誉”、“称赞”、“称誉”、

“夸奖”构成一个同义词词群。本文以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理论为依据，分析这些同

义词的义素组成，探讨它们的义素成分在交际中的地位，阐明这些动词的语义特点、句法特

点以及它们与否定词搭配的情况。 

2 语义特点 

张志毅和张庆云指出，“赞美”、“赞叹”、“赞赏”、“赞扬”的共同意义是“对人或事物，

用言语表示喜爱，给予好的评价”（张志毅，张庆云 2005：695）。刘叔新说，“称赞”、“称

誉”、“赞誉”、“赞美”、“赞叹”、“夸奖”的共同意义是“高度肯定地说人或事物美好，同时

对这美好表达喜爱之情”（刘叔新 2004：58）。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义素分析理论，以“赞

叹”为例，该同义词群的释义是：X 赞叹 Y =‘ X 对 Y，用言语表示喜爱，给予好的评价’。

其中，相应不同的动词，对象 Y 可以是人的思想、精神、行为，也可以是人、事物。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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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同义词群的词都包含着两个义素：（1）‘言语’义素——用语言表示喜爱，（2）‘评价’义

素——给予好的评价。当然，这些动词的意义也存在细微差异，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3 句法特点 

“赞叹”等动词都包含‘言语’义素和‘评价’义素。言说有声音大小的问题，所以“连

声”、“同声（地）”、“齐声”、“大声”、“啧啧”、“不住声地”等言语方式短语可以修饰说明

做谓语的“赞叹”等词，语义指向它们所包含的‘言语’义素。评价有程度高低的问题，所

以“很”、“非常”、“十分”、“特别”、“高度”、“更加”、“极其”等程度副词也可以修饰说明

做谓语的“赞叹”等词，语义指向它们所包含的‘评价’义素。当然，并不是这里所列的所

有这些言语方式短语和程度副词都可以和“赞叹”词群中的每个词搭配，譬如，我们就没有

搜索到“不住声地”与“赞美”搭配的情况，也没有搜索到“十分”与“赞誉”搭配的情况。 

3.1 与言语方式短语搭配的情况 

“连声”、“同声（地）”、“齐声”、“大声”、“啧啧”、“不住声地”等言语方式短语修饰

说明“赞叹”等动词，语义指向后者‘言语’义素，根据在 CCL 语料库搜索统计，具体情

况如下。本文例句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说明“赞叹”的共 143 条，例如： 

（1）海伦夫人走近窗口，连声．．赞叹外面的景色。 

（2）两个女医生都啧啧．．赞叹她心肠真好。 

说明“赞赏”的共 6 条，例如： 

（3）国王连声．．赞赏，又说她们应该出嫁了 

（4）五洲四海中华儿女同声．．赞赏。 

说明“赞美”的共 20 条，例如： 

（5）那使女连声．．赞美女主人心地真好，于是走去开了门，把他领了进来。 

（6）车上的日本人都如醉如痴地欣赏风景，啧啧．．赞美，兴奋地叫着，大声发着议论。 

说明“赞扬”的共 19 条，例如： 

（7）国王说不尽的欢喜，连声．．赞扬那位小姐…… 

（8）他们一起同声．．赞扬梅兰芳先生艺术之高超、精纯和神奇。 

说明“赞誉”的共 5 条，例如： 

（9）淮光之女装束雅致，其高贵之态胜过她原来身份，赢得众人连声．．赞誉。 

（10）许多进步团体、正义人士和当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对他们的义举齐声．．赞誉…… 

说明“称赞”的共 256 条，例如： 

（11）提起马军，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他是少数民族一条好汉。 

（12）看见过工人纠察队的人，都众口同声地．．．．．称赞他们气色红润，精神威武。 

在 CCL 语料库中，以“称誉”为关键词搜索，共搜索到 314 个含该词的例句。但没有

搜索到“称誉”与“连声”、“同声（地）”、“齐声”、“大声”、“啧啧”、“不住声地”等言语

方式短语搭配的例句。 

说明“夸奖”的共 22 条，例如： 

（13）明太祖听了，连声．．夸奖朱棣对得好。 

（14）海伦愉快地接待娜塔莎，大声地．．．夸奖她的美丽的容貌和装束。 

3.2 导引直接引语，直接引语指向谓语动词的‘言语’义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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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赞叹”、“赞叹说”、“赞叹道”后接冒号、引号的形式在 CCL 语料库搜索，统

计“赞叹”后导引直接引语的情况，其他动词也以同样方式进行搜索，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赞叹”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284 条，例如： 

（15）当年法国科学界的精英位赞叹道：“了不起的中国人！” 

“赞赏”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35 条，例如： 

（16）左宗棠大为赞赏：“凡事只要秉公办理，就必有退步。” 

“赞美”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20 条，例如： 

（17）王团长搁下碗筷，连声赞美：“好雪！好雪！瑞雪兆丰年！” 

“赞扬”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73 条，例如： 

（18）周恩来赞扬说：“兵不厌诈嘛，这条措施很必要。” 

“赞誉”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18 条，例如： 

（19）对此，国家商检局的领导赞誉：“香港 CCIC，是多们商检行业的一面旗帜！” 

“称赞”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357 条，例如： 

（20）李总理微笑着称赞道：“地毯颜色很鲜艳。” 

“称誉”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2 条，例如： 

（21）韩国专家称誉：“你们生产的玻璃纸，简直可以跟世界第二位的老牌产品相媲美。” 

“夸奖”后导引直接引语的共 54 条，例如： 

（22）孙八看了止不住的夸奖：“到底你喝过墨水，肚子里有货！” 

3.3 与程度副词搭配的情况 

“很”、“非常”、“十分”、“特别”、“高度”、“更加”、“极其”等程度副词修饰说明“赞

叹”等动词，语义指向后者‘评价’义素，根据在 CCL 语料库搜索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说明“赞叹”的共 13 条，例如： 

（23）和珅陪着他看避暑山庄，马戛尔尼也很．赞叹。 

（24）当时感想多多，其中之一是十分．．赞叹端木知识的广博。 

说明“赞赏”的共 1337 条，例如： 

（25）唐玄宗十分．．赞赏李白。 

（2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高度．．赞赏中国的这一行动。 

说明“赞美”的共 25 条，例如： 

（27）小姐们听完了林那多的一番遭遇，啧啧称奇，很．赞美他的一片虔诚…… 

（28）他在书中热情赞誉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耐力和严明的纪律，并十分．．赞美成吉思汗的

军事才能。 

说明“赞扬”的共 1485 条，其中与“高度”搭配的就有 1445 条，例如： 

（29）对此，香港各界人士和警方都非常．．赞扬和感谢。 

说明“赞誉”的共 130 条，其中与“高度”搭配的有 128 条，例如： 

（30）他特别．．赞誉德国的音乐家…… 

（31）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的模范”。 

说明“称赞”共 179 条，例如： 

（32）酒席间，殷崇桂非．常．称赞菖蒲的人品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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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称赞他们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 

说明“称誉”的共 3 条，其中 2 例中的“赞誉”在句中做宾语（受到/获得„„高度称

誉），说明做谓语的“称誉”的只有 1 例。例如： 

（34）他的鞠躬尽瘁敬业精神备受．．称誉，被尊为台湾的“国语大师”。 

说明“夸奖”的共 13 条，例如： 

（35）螺蛳太太不但认帐，而且很．夸奖他处理得法。 

（36）毛主席还特别．．夸奖康熙皇帝的学习精神。 

 “赞叹”等动词‘语言’意义和‘评价’意义的数据汇总如下： 

义素 搭配词语 赞叹 赞赏 赞美 赞扬 赞誉 称赞 称誉 夸奖 

‘言语’ 
言语方式短语 143 6 20 19 5 256 0 22 

导引直接引语 284 35 20 73 18 357 2 54 

‘评价’ 程度副词 13 1337 25 1458 130 179 3 13 

从统计数据来看，“赞叹”、“称赞”、“夸奖”主要用于‘言语’意义，“赞赏”、“赞美”、

“赞扬”、“赞誉”主要用于‘评价’意义。统计数据显示，“称誉”用于两种意义的情况基

本相当。因为“交口”与“众口同声”和“异口同声”是同义词，为进一步验证，我们再以

“交口称誉”、“众口称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找到 17 条。这样来看，“称誉”也主要用

于‘言语’意义。 

限于篇幅，语义差异导致的这些动词的其他句法差异，将另文讨论。 

4 与否定词搭配的情况 

张谊生根据“程度区别”把程度副词分为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然后再根据“等

级差别”，把这两类程度副词进一步划分出依次递降的 4 个小类，即再将其区分出 4 个级别。

相对程度副词的 4 个级别是最高级、较高级、比较级、较低级，绝对程度副词的 4 个级别是

过量级、极高级、次高级、略低级。（张谊生 2000：25）所以，“很”、“非常”、“十分”、“特

别”属于绝对程度副词中的次高级小类，“极其”属于极高级小类；“更加”属于相对程度副

词中的较高级小类。 

石毓智说：“语义程度极小的词，只能用于否定结构；语义程度极大的词，只能用于肯

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词，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中。”（石毓智 2001：53）

“赞叹”等动词“表示高度肯定地说人或事物美好”，而且它们可以和“很”、“非常”、“十

分”、“特别”、“更加”等副词搭配，也说明它们的肯定语义程度都很高。“赞叹”等动词的

语义程度虽然高，但还不是极大，所以从理论上说，它们应该可以用在否定结构中。 

下面，我们将以 CCL 语料库中的语料为依据，分析“称赞”等动词与否定词“不”、“没”

搭配的情况。如果 CCL 语料库中找不到相应的搭配，则通过百度搜索寻找相应搭配。 

4.1“赞叹”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没有搜到“赞叹”与“不”、“没”搭配的例子。在 CCL 语料库的语料

显示，它可以用于双重否定结构中，与“不得不”、“不能不”等搭配。 

但是，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赞叹”与“不”、“没”搭配的例子例如： 

（37）他说，佛出世，众生赞叹。我说，我没．赞叹。 

（38）军督压根没．赞叹过。 

这两例中否定词否定的是“赞叹”言说行为，既没有发生言说行为，也没有做出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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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此外，还有“没赞叹完”、“没赞叹多久”这样的搭配，但这其中的“没”否定的不是

“赞叹”，而是其补语“完”、“多久”。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否定词表达否定意义的情况，像

“看到北京城的变化,谁能不赞叹呢？”“这样的人间奇迹，谁不赞叹！”这样的反问句、感

叹句中的否定词不表达否定意义，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其余动词也同样如此处理。 

4.2“赞赏”的否定情况 

从 CCL 语料库的语料来看，“赞赏”可以和“不”搭配，有“不赞赏”，但没有搜索到

它和“没”的搭配。例如： 

（39）可见儒家并不．赞赏贫困。 

（40）无论是工人或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赞赏他的路线。 

“赞赏”常出现在双重否定结构中，以强调主观肯定意义，如“无不赞赏”、“不得不赞

赏”、“没有一个人不赞赏”等。 

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赞赏”与“没”搭配的例子。例如： 

（41）孔子没提出过这种构想，学说中也没．赞赏这种东西。 

（42）母亲从小都没．赞赏过“我”…… 

4.3“赞美”的否定情况 

从 CCL 语料库的语料来看，“赞美”可以和“不”搭配，有“不赞美”，但没搜索到“没

赞美”的搭配。例如： 

（43）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 

（44）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 

“赞美”也用于双重否定结构中，如“没有不赞美”、“无不赞美”，强调肯定意义。  

但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赞美”与“没”搭配的句子。例如： 

（45）虽没．赞美济南，但作者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46）我好像一次都没．赞美过老婆。 

“没”否定赞美行为，“赞美”的‘言语’义素和‘评价’义素都被否定了。 

4.4“赞扬”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找到 7 例“赞扬”与“不”搭配、2 例“赞扬”与“没”的例子。

例如： 

（47）盖茨从来不直呼下属的名字，既不．赞扬也不安慰他们。 

（48）不．赞扬自己胜利的人，是无法保证下一场战争的胜利的。 

（49）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 

（50）麦格教授以前从没．赞扬过他。 

这里的“不”和“没”否定的都是赞扬行为，相应地，“赞扬”包含的两个义素也都被

否定了。“赞扬”也可以用在双重否定结构中，如“无不赞扬”、“没有一个不赞扬”等。 

4.5“称赞”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没找到“没称赞”的搭配，但有“称赞”与“不”搭配的例子。例如： 

（51）权威批评家称赞拉封而不．称赞塔尔马。 

（52）骂她也好，称赞她也好，不骂又不．称赞却是不可能。 

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称赞”与“没”搭配的句子。例如： 

（53）再仔细地想想，他也好久好久没．称赞过我了。 

（54）可之后无论是谁，即便是徐晃射穿柳枝，曹操也没．称赞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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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定词搭配时，“称赞”的两个义素都被否定了。“称赞”更多是用在双重否定结构中，

如“无不称赞”、“没有一个不称赞”等。 

4.6“称誉”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既没有找到“不称誉”的搭配，也没有找到“没称誉”搭配。 

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称誉”与“不”搭配例子。例如： 

（55）有些家长怕对孩子的称誉过头，甘愿不．称誉…… 

（56）为什么世人百姓都这么不．称誉你呢？ 

“称誉”的两个义素都被否定了。“称誉”也用于双重否定结构中，如“不得不称誉”、

“无一不称誉”。但通过百度搜索，也没发现“称誉”与“没”搭配的例子。 

4.7“赞誉”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没有找到“不赞誉”、“没赞誉”的搭配；“赞誉”可以和“无不”构

成双重否定结构（无不赞誉），但这种用法也只有 4 例。 

通过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赞誉”和“不”、“没”搭配的例子。例如： 

（57）都没．赞誉，谈何过誉？ 

（58）他们既不诋毁我，也不．赞誉我…… 

“赞誉”的两个义素也都被否定了。 

4.8“夸奖”的否定情况 

在 CCL 语料库中，“没夸奖”只搜索到 1 例；“不夸奖”搜索到 6 例，其中 1 例中“夸

奖”用在定语的位置上（从不夸奖我的父母写了封长信），1 例是感叹句（谁不夸奖他能干！）；

“夸奖”用在双重否定结构中（无不夸奖、没有一个不夸奖）的 9 例。例如： 

（59）我没．夸奖你…… 

（60）不管我得了什么奖回来，你喜悦，但你不．夸奖我。 

“夸奖”的两个义素也都被否定了。 

“赞叹”等动词与否定词“不”、“没”搭配情况汇总如下： 

否定词 
赞叹 赞赏 赞美 赞扬 赞誉 称赞 称誉 夸奖 

CCL 百度 CCL 百度 CCL  百度 CCL CCL  百度 CCL  百度 CCL  百度 CCL 

不 – + +  +  + – + +   – + + 

没 – + – + – + + – + – + – – + 

说明：“CCL”指 CCL 语料库，“百度”指百度搜索，“+”表示有相应搭配，“–”表示没有相应搭配，

空白表示没有进行相应搜索。 

从上述情况来看，只有“称誉”不能和“没”搭配，其他几个单词或者可以和“不”搭

配，或者可以和“没”搭配，或者和两者都可以搭配。但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动

词和否定词搭配使用的情况并不多。虽然它们的语义程度不是极大，但它们的高程度语义还

是限制了它们与否定词的搭配。 

此外，用于肯定句中时，“赞叹”、“称赞”、“夸奖”、“称誉”主要用于‘言语’意义，

“赞赏”、“赞美”、“赞扬”、“赞誉”主要用于‘评价’意义；但它们用于否定句中是，这两

个义素都被否定了：既没有用言语表示喜爱，也没做出好的评价。所以，不能说这两个义素

成分哪个是陈说，哪个是预设。这也印证了张家骅关于这类动词的结论，即其中用于‘言语’

意义的动词，以言语成分为前景，评价成分为背景，经常用作言语动词；用于‘评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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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词，以评价成分为前景，言语成分为背景，经常用作评价动词。 

5 结束语 

通过义素分析可以发现，“赞叹”等动词都包含‘言语’和‘评价’义素成分，但“赞

叹”、“称赞”、“夸奖”、“称誉”主要用于‘言语’意义，而“赞赏”、“赞美”、“赞扬”、“赞

誉”则主要用于‘评价’意义。张家骅将这两个义素解释为“前景”和“背景”。由于这些

动词的语义程度都很高，它们与否定词搭配的情况不是很多。当它们与否定词“不”、“没”

搭配时，这两个义素都被否定了，因此不宜将这两个义素解释为“陈说”和“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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