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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的性质
（一）它是缀而不是助词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者”是缀，吕叔湘先生明确

指出：“者：后缀，表示某种信仰，从事某种工作或有

某种特性的人，构成名词”[1]。刘月华先生也提到：

“常见的后缀有‘子’、‘头’、‘儿’、‘者’、‘巴’、‘然

’……”[2]。郭良夫先生在《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

一文中认为“‘者’在现代汉语里是标志名词的后

缀，它跟动词结合就使动词变成了名词”[3]。

郭锐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把“者”归为助

词。他说：“助词在与别的成分组合时所起的作用

也相差很大，有的起表述功能转化作用，如的、者、

所、之”[4]《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者，助

词，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后面，或带有形容词或动词

的词组后面，表示有此属性或做此动作的人或事

物：强者，老者，作者，读者等等”[5]。

助词和词缀，究竟怎么区分，这是一个学术界

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因为助词和词缀有非常相似

的地方：意义虚灵，不能单独使用，总是附着在别的

词后面，又能增加语法意义，甚至改变语法性质。

但是，我们认为，二者是有实质性区别的。简单地

说，词缀是参与构词的，它与词根一起构成了一个

新词，这个新词意义明确具体，不可分割，不可添

加。而助词是构形的，它能增加语法意义，却不能

改变词汇意义。试比较“者”和助词“着”：

他正听着歌。—— 构形，表示进行体。

听者众多。—— 构成新词，做主语。

判断一个单位是不是一个词，要看它的意义是

否具体、明确、完整，同时不可分割或添加。比较

“者”和助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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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者”是词缀而不是助词，因为助词关涉句法，参与构形，而词缀关涉词法，参与构词。它的

语法功能是“名词化”，它的语义功能是转指并且有“指人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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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对比表

～者

唯物主义者

爱国者

作者

词缀特征

构词

不可添加

意义明确

助词特征

构形

须添加

意义不确

～的

唯物主义的

爱国的（将领）

红的

严戎庚先生这样来区分词缀和助词，他说“词缀

只有词中的可分离性，仅用以构词，而助词只有句中

的可分离性，仅用以造句。其次，语法上，后缀只表

词性或次范畴，而助词与词性无必然联系，却表结构

关系或动态等语法意义”[6]可见助词关涉句法问题，

而“者”关涉词法，因而我们认为“者”是“缀”。

（二）确立为词缀的具体理由

朱德熙说：“词缀都是定位语素，只能粘附在词

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

有意义上的关系”[7]。具体来讲，把“者”定为词缀，

有如下理由：

1. 词汇意义虚灵

“者”单独出现时，我们脑海里不能出现与之相

对应的任何现实现象，所以，我们说它意义虚灵。

2. 位置固定

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者”总是附着在词根末

尾，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位置。

3. 构词能力强

“者”的能产性惊人。它可以和名词组合：利己

主义者、左翼文学者、民族主义者等等。它也可以

和形容词组合：智者、失败者、孤独者、忠实者、佼佼

者、胜利者等。它可以和动词组合：入侵者、战胜

者、战死者、自学成才者、战败者、征服者等等。语

言在发展，只要有新的现象出现，有新的表达需要，

就会出现新的“××者”。

4. 意义的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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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缀的类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缀

具有类义的功能，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

以决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

性，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8]。“者”很好的注解了这

一性质。从词缀的范畴义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我们

看到一个以“者”结尾的词，那么，我们就会准确地

知道这个词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类人，表示发出这个

动作的人、具有这种性质或信念或者处于这种状态

的那个或那类人。比如：追梦者，指去追梦的那个

或那类人；过关者，指过关的那个或那类人；命题

者，指负责命题的那个或那类人；执法者，指进行执

法的那个或那类人。可见，“者”的范畴义是统一而

又明确的。“者”可以改变词根的词性，前面词根一

般是谓词性的词语，但“××者”一定是个名词。

5. 结构的紧密性

词缀黏附于词根或短语上，二者的关系十分紧

密，总是被看成一个整体。“者”字结构就是这样。

发信者 赴会者 听讲者 逃命者 落伍者 投机者等这

些结构都是紧密一体的。

以上几个方面，如仅就其中某一个方面来看，

都不能充分说明“者”是词缀，但将各方面结合起来

综合考虑，把“者”界定为词缀更符合现代汉语的实

际。这样既整齐划一，也有利于来华留学生们更好

地学习这一语法难点。

二“者”的语法、语义功能
关于古代汉语中“者”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

朱德熙先生在《自指和转指》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他

的观点是：“者”的语法功能是名词化，即附加在谓

词性结构后，使之变成一个名词性结构。它的语义

功能有两种，自指和转指。“自指”和“转指”的概念

他这样解释：“从语义的角度看，谓词性成分的名词

化有两种。第一种单纯是词类的转化，语义保持不

变。例如英语形容词kind加上后缀-ness之后，转化

为名词kindness；kindness和kind的词汇意义是一样

的，后缀-ness没有给词根kind添加新的意义……第

二种除了词类的转化以外，词义也发生明显的变

化。例如英语动词 write 加上后缀-er 转成名词

writer。Writer 和 write 不仅词类不同，意义也不一

样。前一种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

词性所指相同，这种名词化可以称为自指；后一种

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性成分所

指不同，这种名词化可以称为转指……‘者’在‘智

者乐山，仁者乐水’是转指，指具有智慧的人。而

‘者’在‘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中是自指，指‘仁’

本身”[9]。后来，袁毓林先生又证明“名词性成分后

头的‘者’跟谓词性成分后头的‘者’具有相同的语

法功能（名词化）”[10]。

现代汉语中“者”的语法功能仍然是“名词化”，

但是现代汉语中“者”的语义功能只有“转指”，并且

只有“指人化”的功能。“者”的“名词化”和“指人化”

两种功能是同时实现的，即在名词化的同时，实现

了“指人化”。下面我们来看看“者”的“名词化”和

“指人化”的实现实例。

当“者”和名词组合后，词类并没有改变，但是，

所指意义已经转变。如：志愿，本来是指一种抽象

的情感，一种志向和愿望，但是加上词缀“者”后，志

愿者，是指自愿参加到某一行列或者活动中的人；

工商业，是工业和商业的统称，是一种行业，而工商

业者是指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高学历者、手工艺者、

相对理念者、中介者、同盟者等也是如此。

当“者”和形容词组合后，词类和意义都发生了

改变，变成了名词，意义也由描述变为指称。如：优

秀，形容词，指（品行，学问，成绩等）非常好，而优秀

者，是指这些方面非常好的那个人；盲者，盲，指眼

睛失明，而盲者是指眼睛失明的那个人。守旧者、

焦虑者、浮夸者、胆怯者、病残者、颓废者、疯狂者、

谦逊者、懒惰者、饥饿者、强悍者、愚昧者、崇高者、

富有者、主动者等等都一律如此，变描述为指称，转

指具备这种性质或状态的人。

当“者”和动词结合的时候，词类和意义也都发

生了改变 如：请愿，动词，指一种行为，指采取集体

行动要求政府或主管当局满足某些愿望，或改变某

种政策措施，而请愿者，名词，是指去进行这个活动

的人；求婚，动词，是请求结婚这一行为或动作，而

求婚者，名词，是指发出这一动作的人。养鸽者、带

路者、求助者、求援者、求情者、做梦者、释梦者、还

魂者、纵火者、起义者、闹事者、复仇者、参赛者、服

役者等等皆是如此，变陈述为指称，转指发出这个

动作的施事角色。

三 结语
本文集中探讨了现代汉语中“者”的性质和功

能，从性质上看，它只参与构词，意义虚灵，位置固

定，能产性高，应该界定为一个词缀，从语法上看，它

附着在一个词根上，使之名词化，语义上转指和这个

词根意义相关的“人”。社会上出现的新词语“第三

者”仍然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和序数词“第三”结合在

一起，仍然转指出现在一对配偶之外的第三个人。

不过，复指前文提到一个以上的人或物时，常常和数

词结合，情如：“这两只睫毛膏，二者选一个。”跟本

文讨论的情况有些不同，容笔者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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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Zhe（者）in Modern Chinese

WANG Mao-chu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ichuan，Chengdu，Sichuan 610101）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Zhe（者）is not an auxiliary but a suffix because all the auxiliary words are about
syntax，to form a new configuration while all the suffixes are about accidence，to form words.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Zhe（者）is to transfer the etyma into a nomin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its semantic function，Zhe（者）is to
transfer reference，denoting one kind of person.

Key words: Zhe（者）Character；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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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oncrete entity topic introduction and discourse anaphora in English news reports.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s employed in concrete entity topic introduction and discourse anaphora shows that topics
introduced by proper names in subject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are mo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n the following
discours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ost accessible concrete entity topics in English news reports are those topics
introduced by proper names in subject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This study further proves the previous evidence about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cues on discourse anaphora. It can also help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 cue--means employed in concrete entity topic introduction and discourse anaphora in English news
reports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teaching of newspap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Cues in Topic-introduction；Discourse Anaphora；Frequencies of Being Referred to；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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