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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语形容词位置的思考

宋 洁

（湖南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湖南 吉首 #!$%%%）

【摘 要】本文从形容词分类的角度探讨了形容词作定语时的位置问题。内容涉及到表语形容词、定语

形容词的区别、形容词的前置与后置语法现象及前置后置时的不同意义。

【关键词】定语形容词；表语形容词；前置定语；后置定语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 %"

形容词的修饰问题是学习者难以掌握的一个

语法项目，尤其是众多的前置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

时，各形容词的排列顺序以及同一个形容词修饰名

词时其位置的放置、其句法功能及其意义的理解让

学习者感到困惑，下面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解释。

一 形容词的概念

英语形容词是用来描写或修饰名词或代词的

一类词。

二 形容词的分类

!" 按其词汇意义，可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相对形

容词。性质形容词是用来表示人或者事物的特性

的，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式。 如：012345 01234215
012342647 831025 8310215 83102647 923:4;<:85 =>12 923:4;?
<:85 =>64 923:4;<:8等。并且能够用强调词加以修饰，

例如：6> 012345 6> 831027 @21A 923:4;<:8等。相对形容词

也称关系形容词，是用来表示人或者物的属性和与

其他人或者物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的说是表示类

别、来源或出处的形容词，因此也就没有比较级和

最高级的形式。如：6>B;38 C1>982=65 34>=;B 6B;2D4;6465
1;0E4 3D6F2165 GE;D262 <>>H等等。

#" 按其句法功能可分为定语形容词和表语形

容词。形容词语法功能复杂，它在句中可以充当定

语、表语、状语、宾语补语等成分。形容词作定语，对

名词进行修饰和限定。如：I>EDJ22HF36 3 6BE>>89>A ><
<>:1422DA23165 F;4E3D:DE2384EA6K;D5 B>3162 <234:1263DH
4E;BK 31=63DH 8206。形容词作表语，对名词进行补充

说明。如：L:4&;831A，8;K2 E;6 <34E21 92<>12 E;=5 F36 @21A
C13B4;B38 3DH@21A K;DH。

$" 按其与修饰的名词的关系可分为描述性形

容词和限定性形容词。描述性形容词表示特性，起

一种描绘性的作用。如：F>DH21<:8F234E21。描述性形

容词大多既可作定语也可作表语，单个作表语时往

往前置，但也有可能后置，如：3D ;D63D2=3D。限制性

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本质，即指示类别、范围、部分

等，通常前置，与所修饰的名词的关系如同一体。

如：3M12DBEH;6E。

三 形容词的位置排列

众多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的现象很普遍，但并

非无规律可循。我们可只需将其分类，就能把问题

简单化。

! 多个形容词的位置排列

!( !形容词作名词的前置修饰语。我们知道，描

述性形容词表示特性，起一种描绘性的作用；限制

性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本质，即指示类别、范围、部分

等，通常前置，与所修饰的名词的关系如同一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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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名词前有两个以上的形容词作定语时，往往是

意义较具体的或与名词关系最密切的形容词即限

制性形容词应和这个名词靠得最近，如：#$#%&’()*
*&+,*&，# -,./*&0)1&，#$&)/.1. 2),(；而关系不太密切

的形容词即描述性形容词应和这个名词保持距离。

如：#/ )34,.11)5. $#%&’()* *&+,*&，# 0.()*)’+1 -,./*&
0)1&，# 6.#+%)7+( $&)/.1. 2),(。根据日常使用习惯，我们

可以将修饰名词的前置形容词的定位大致归纳为：

限定词 8 描述性形容词 （包括表示性质、大小、形

状、新旧、颜色、年龄等形容词）8 限制形容词 （包括

表示类别、特质、材料或用途的形容词）8 中心名

词。如：

9 &#5./’% 1../ 1+*& #6.#+%)7+( 5#1. 6.7’,.:
9 &#5./’% 1../ 1+*& #6.#+%)7+( 6)2 5#1. 6.7’,.:
9&#5./’% 1../1+*&#6.#+%)7+(6)2 ,’+/05#1.6.7’,.:
9 &#5./’% 1../ 1+*&#6.#+%)7+( 6)2 ,’+/0 ’(0 5#1. 6.;

7’,.:
9&#5./’%1../1+*&#6.#+%)7+(6)2,’+/0’(0<&)%.5#1.

6.7’,.:
9 &#5./’ % 1../ 1+*& # 6.#+%)7+( 6)2 ,’+/0 ’(0 <&)%.

$&)/.1. 5#1. 6.7’,.:
9 &#5./’ % 1../ 1+*& # 6.#+%)7+( 6)2 ,’+/0 ’(0 <&)%.

$&)/.1.<’’0./ 5#1. 6.7’,.:
!: = 形容词作后置修饰语。形容词短语通常放

在名词的后面做后置修饰语。

! > 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的形容词作定语时，若

要起强调的作用，往往后置。如：

! ?. 1+22.1%.0 # 3.%&’0 #% ’/*. .*’/’3)*#( #/0
4,#*%)*#(: "@&. /.+%,’/ &#1 /’ *&#,2.A .)%&., 4’1)%)5. ’,
/.2#%)5.: # @&.,. 1%’’0 %&. ’(0 3#/A 4#(.A 2,#5. #/0 #;
3#B.0:

= > 形容词本身带有扩展的修饰成分 （如副词、

介词、动词不定式等）时，通常后置。如：!C3#/1’
0)77)*+(% %’ 4(.#1.3+1%6.&#,0 %’<’,D<)%&: 。"@&.E#,.
#05./%+,.1 .#2., 7’, 1+**.11:

F > 数词和表示度量的名词一起构成的形容词

短语要后置。如：!?., 0#+2&%., 3#,,).0 #3#/ 7’,%E
E.#,1’(0: " 9%’1 #<#((1)G7..%&)2&: （如果前置，要用连

字符连接：9%’1 # 1)G H 7’’% H &)2&<#((: ）

!" 单个形容词的位置放置

根据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大部分形容词都具有

定语和表语两大句法功能。但是并非所有形容词都

具备这两种功能，有的只能做定语用，有的只能做

表语用。

=: !只能做表语用的形容词

!）很多以 # H 开头的形容词，只能做表语用。例

如：#1(..4、#7,#)0、#<#D.、#(’/.、#<#,.、#()5.、#7(’#%、
#1&#3.0、#7),. 等。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它们所具有的词义去修饰

名词的话，一般可用相应的形容词来代替。例如，用

7(’#%)/2 代替 #7(’#%， 7,)2&%./.0 代替 #7,#)0，()5. 代替

#()5.A 1(..4)/2代替 #1(..4 等。强意副词 5.,E一般不

与这些形容词连用。例如：我们不说 5.,E #<#D.而说

<)0. #<#D.。 同样我们用 7#1% #1(..4 代替 5.,E #1(..4
等。

=）最常见的一些指身体健康的形容词。如：7#)/%
I昏迷 >、)(( I生病的，尤其是用于英国英语中 >、<.((
（健康的、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等。我们

常用 &.#(%&E I健康的 > 来代替 <.((，用 1)*D代替 )((作
定语用，如：# &.#(%&E3#/、# 1)*D 2),( 等。

当然，如果这些词中，有的用来作定语的话，通

常它们的意义已经改变了。如：)(( &.#(%& I不健康的 >、
)(( /.<1 I坏消息 >、)(( (+*D I不幸 >、)(( 6,..0)/2（教养很

差）、# 7#)/% &’4. I 一线希望 >、7#)/% )0.# I模糊的念头 >
等等。

F）很多后接补语 （或短语或分句）的形容词。

如：!?. )1 5.,E 7’/0 ’73+1)*: " 9’3*’/%./%<)%& %&#%:
#?., 1’/<#1 .G*.4% 7,’33)()%#,E: 这些形容词也可以

做定语用，但意义有所不同。试比较：! J&. )1 ,.#0E %’
1.%’77: （她准备动身。）"J&.#(<#E1&#1# ,.#0E#/1<.,:
（她总是有现成的答案。）#?. )1 7’/0 ’7 14’,%1: （他爱

好体育运动。）$ J&. )1 # 7’/03’%&.,: （她是个慈母。）

=: =只能做定语用的形容词

有些形容词不是直接指被修饰名词本身的性质

或特征，而是指名词的外在关系，一般只能做定语

用，而不能做表语用，这是我们判别形容词的句法功

能的重要根据之一。

! > 一般来说，大部分强意形容词只能做定语，

他们表示的是名词的外在关系。如：! # 4+,. 7#6,);
*#%)’/" # ,.#( &.,’# #3.,. %,)7(.$ # 1&.., 7,#+0

= > 与副词有关的一些形容词，即和相应的副词

之间在意义上相通的那些形容词通常只能做定语。

如：!3E 7’,3., 7,)./0!7’,3.,(E 3E 7,)./0 " %&. (#%.
4,)3.3)/)1%.,! %)(( (#%.(E %&. 4,)3.3)/)1%.,

F > 有些由名词派生而来的形容词。如：*,)3)/#(、
#%’3)*、3.0)*#(、<..D(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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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 有 特 质 作 用 或 明 确 指 称 的 形 容 词 作 定

语。如：%&’()*+, -+./, )%(0)., 1)*./, 2&&3./, %-45.&(&,
)++0)., 4-+(6./, -(6&’, (-()., %6*&7, 8&’/, 4&’&, 9-.&,
96&&’, 5’*+%*5).等，这类形容词由于词义的限制性极

强，在与所修饰的名词搭配时，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所以只能做前置定语。再如以 : 4-9(结尾的形容词，

如：0(4-9( , 7-’&4-9(, *++&’4-9(等。定语与所修饰名词

意义关系非常紧密，不能在他们之间插入其他别的

修饰成分，也不可以用别的程度副词进行修饰。虽

然这些形容词中个别词也会用作表语，但是它表达

的意思已经与作定语的意思不尽相同。

; $ 以 : &’结尾的不可分级的形容词作定语

这类形容词由于本身已经包含了比较的意义，

所以不能用于比较级。由于词义的特殊性, 这类形

容词都会表现出一定的语义关系，以反义关系最为

常见。这类词有：&.1&’, /-0+<&’, *++&’, .-2&’, .)((&’,
7-’4&’, -0(&’, 6*+1&’, 0((&’, .&99&’等。

= $ 复合形容词作定语

复合形容词构成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地丰富了

英语词汇。从复合形容词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语法

意义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包括像

.*<6( : >.0&、5&)%& : .-8*+<等词。在这一类里，一般都

是第一成分确定和限制第二成分所表达的意义。第

二类现象包括像 <’)/ : 6)*’&1等词。这一类词的第一

成分从属性特征上对第二成分加以修饰。第三类现

象包括像 ?2&1*96 : @4&’*%)+等词。这一类两种成分

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通过不同复合形容词的表层

结构和深层结构，可以看出这类形容词主要表述被

修饰名词的属性、内在品质和类别特征，所以一般

都作定语。

AB C形容词定语的前置与后置

形容词作定语时，一般都放在它所修饰的名词

前面。但有时却放在它所修饰的名词后面，成为后

置定语。如果一个形容词既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形容词作前置定语

!B 某些以名词 D )., )+, )’, ./, *% 等后缀构成，

没有比较等级的形容词，如：0’>)+5-50.)(*-+，) 5-.)’
>&)’等。要注意的是以 : *%结尾的形容词后置时往

往用与它们对应的以 : *%).结尾的形容词。如：) ./’*%
5-&(，但某些以 : *%结尾的形容词也可后置或作表

语。如：)%)1&4*%, %-4*%, 4/9(*%等。

"B 表示对比而不表示程度的一些比较级，如：)

7-’4&’ &+<)<&4&+(。还有来自拉丁语的某几个比较

级。如：4)E-’, 4*+-’等。其他如：*+7&’*-’, 905&’*-’等可

作表语。

#B 以 : &+结尾表示物质的形容词。如：2--1&+
9-%39，2--1&+ 96&.7，若用作表语，则通常改为 -7 D +
的结构。如：F6&9&4)(&’*).9 )’& -72--1。不过大多数 :
&+为结尾的形容词均具有比喻用法。这时可用作表

语。如：G*9 7)%& (0’+&1 )96&+)( (6& +&29。
$ B 以 : &+ 结尾的具有形容词特性的过去分

词。如：1’0+3&+4)+。

%B 并不直接修饰名词，而是修饰名词所反映的

某种关系的形容词。如：5)9(9(01&+(9，6&’-.17’*&+1等。

&B 用来加强语气的形容词。如：) (’0& 9%6-.)’，
96&&’ ’0>>*96 等。

’B 具有强烈限制作用的、排他性的形容词。

如：6*9 %6*&7 ’&)9-+，(6& 9)4&>--3 等。

(B 表示说者强烈感情的形容词。如：4/ 1&)’
.)1/，(6&2’&(%6&1<0/等。

)B E-*+(, .*8& 及 .-+&。 如： E-*+( 8&+(0’&，) .*8&
’0+2)/，(- 5.)/ ) .-+& 6)+1等。

*B 某几个由不及物动词的现在分词演变成的

形容词。如：.*8*+< .)+<0)<&等。

A）形容词作后置定语

!B 在修饰由 9-4&, )+/, &8&’/, +-等构成的合成

词时，形容词要后置。如：+ H 6)8& +-(6*+< 5)’(*%0.)’ (-
%-5&2*(6B ,G&2)+(&1(-<&(9-4&-+&’&.*)>.&(-6&.52*(6
(6*92-’3B B -I)+/-0 7*+1 )+/26&’& J0*&(K

"B 形容词 &.9& 用来修饰疑问代词，复合代词

如：9-4&(6*+<, )+/(6*+<, 9-4&>-1/, )+/>-1/ 等，以及

.*((.&, 40%6之类的词时，必须后置。如：+L*1 /-0 9&&
)+/>-1/ &.9&K , M*((.& &.9& ’&4)*+9 (- >& 1-+&B -N6-
&.9&2)+(&1 (- <- (6&’&K

#B 有些只具有表语功能的形容词作定语时，

必须后置。这类形容词常见的有：).-+&, )7’)*1, ).*8&,
)7.-)(, )5.&+(/, )9.&&5, )2)3& 等 。 如 ：+ G& *9 (6&
<’&)(&9( )’(*9( ).*8&B , F6)( E-> ).-+& 2*.. ()3& ).. /-0’
(*4&B -N6*%61-/-05’&7&’, .*7& -+ .)+1-’ .*7& )7.-)(K.
F6&’& *92)(&’ )5.&+(/ 6&’&B
$B 形容词用作非限制性定语时要后置。如：+

F6&4)+, 9*.&+(, 9(--1>&9*1&6&’B ,G&*9)O)’*9*)+, >-’+
)+1>’&1B

%B 某些固定搭配中，单词作定语常常后置。如：

(6& 904 (-(). 总 数 ， ?&%’&()’/ P&+&’). 秘 书 长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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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壮麟 % 语言学教程（修订版中译本）#&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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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冰 % 英语语法 #& $ % 北京：开明出版社，!))"%

,-./0123 4也可作 ,-./0123567 8 万能的上帝，9 :6;<2
.9<2/9-军事法庭。

!% 某些形容词作为专有名词的一部分时要后

置。如：,-=>9?7=< 21=5<=92亚力山大帝，@61?A<6B?
C=?/6<老约翰·布朗 （父子同名时用），D/--/9. 21=
C/-=?2威廉一世。

+）形容词的前置与后置的区别

有的形容词既可以前置又可以后置，这时它们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定语时前置与后置意义相同的形容词

"% =?6;01作形容词，即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名

词之前，也可放在名词之后，意思一样。如：D=19E=
=?6;01 F=92F 4 G F=92F =?6;01 8 H6< =E=<36?=%

#% ./FF/?0作“缺少的”解时，前置与后置意义相

同。如：I1=J66K 19F 21<==./FF/?0 L90=F 4 G 21<== L90=F
./FF/?0 8 %

$% 大部分以 M 9J-=或 M /J-=结尾的形容词，无

论将它们前置或者后置，其意义不变。如：D=F16;-7
H/?/F1 6;< 29FK /? 21= 2/.= 9E9/-9J-= N /? 21= 9E9/-9J-= 2/.=%

%% 另外诸如 L9F2，L6F/2/E=O 2629-O H6--6B/?0O L<=P
:=7/?0等词。如：/? L9F2 3=9<F N /? 3=9<FL9F2 4过去的岁

月 8 L6F/2/E= L<66H N L<66H L6F/2/E= 正面的证据。

&% ?=>2修饰表示时间的名词时，前置与后置意

义基本相同。例如：D=’-- :=-=J<92=Q92/6?9-R93?=>2
S</793% 4 G D=’-- :=-=J<92=Q92/6?9-R93 6?S</793 ?=>2 8

!% I629-的前置与后置 （只限于 F;. 2629-中，其

他情况要前置）意义基本相同。例如：’D192’F 21=
2629- L6L;-92/6? 6H C19?019/T ( I1= F;. 2629- 6H 21= =>P
L=?F=F H6< 21= 2</LB9F’O ((( 3;9?%

AU 作定语时前置与后置意义不同的形容词。

英语中某些形容词既可以作前置定语又可作

后置定语，但所表达的意思不同，这一类词有：L<=P
F=?2O 0-97O L<6L=<O 7;=O 0/E=?O :6?:=<?=7O /?E6-E=7O
976L2=7O K?6B?O =-=:2O <=FL6?F/J-=O 6LL6F/2=等。如：

"% L<6L=<O 作前置定语表示“适当的，正确的”意

思，如：V2 B9F 9 L<6L=< W;=F2/6?。作后置定语表示“真正

的，本身的”意思，如：I1=W;=F2/6?L<6L=< 19F ?62 J==?
9?FB=<=7%

#% L<=F=?2 作前置定语表示“目前的，现在的”意

思，如：X-=9F=F292=36;<L<=F=?26::;L92/6?9?7F9-9<3 4 G
216F= 36; 19E= ?6B8 6? 36;< 9LL-/:92/6?% 作后置定语表

示 “在场的，出席的”意思，如：I1=<=B=<= ?6 :1/-7<=?
L<=F=?2 4 G 92 21= L-9:= V 9. <=H=<</?0 26% 8

$% 7;= 作前置定语表示“合适的、适当的、正确

的”意思，如：V’-- 0/E= 36; 9?9?FB=</?7;= 2/.=% 作后置

定语表示“应到的，应付的”意思，如：D1=? /F 21= 2<9/?
7;= 92A=/Y/?0T

%% 6LL6F/2=修饰复数名词时有“自向互比”的意

思，这时就前置：21=6LL6F/2=F/7=F6H9FW;9<= 4正方形相

对的边 8 O 21=3 9<=B9-K/?0 /? 21= 6LL6F/2=B93F% 4它们正

向背而行 8。后置时就没有自向互比的意义。I1=
6LL6F/2=B/?76BF暗指有两扇窗，而 21=B/?76B6LL6F/2=
则并不隐含有两扇窗的意思。同样 H=B F;<E/E=7 26
=?2=< 21= 2<=?:1=F 6LL6F/2=这一句是指 “我们对面的战

壕”，而并非一定要“我们战壕对面的战壕”。

&% 0-97后置时是“高兴的”，&3B/H=B9F 0-97 2192 V
197:6.=% 用作这一意义时前置应用 19LL3O 如：C1= /F
/? 9 19LL3.667% 前置时，它的意义就变成了 “令人愉

快的，充满欢乐的”。’I1/F/F90-97?=BF% (0-97-66K
4喜气洋洋的神情 8。
! % 过 去 分 词 如 ： :6?:=<?=7O /?E6-E=7O 0/E=?O

976L2=7O ;F=7O K?6B?等，作前置定语和作后置定语意

义有别。如：21=L<6J-=./?E6-E=74涉及的问题 8，9?/?P
E6-E=7=>L-9?92/6? 4一个复杂的解释 8；21=L=6L-=:6?P
:=<?=74有关的人 8，9:6?:=<?=7-66K 4忧虑的表情 8；21=
F6-;2/6?976L2=7 4所采用的解决办法 8，9?976L2=7:1/-7
4一个被收养的孩子 8；9;F=7:9< （一辆旧车），21=J66K
;F=7（采用的书）；21=F6-;2/6?976L2=74所选择的解决办

法 8，9?976L2=7:1/-7（一个被收养的孩子）。

总之，形容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类，其构成方

式多样，语法功能复杂，主被动意义不一，加之在不

同的语境中要表达的含义不同，这都对我们掌握和

运用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仅从其分类的角度来

探讨形容词作定语时位置的问题，旨在通过对其位

置放置的分析，帮助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能够在英

语学习中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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