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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词尾
“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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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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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词尾
“

然
”

构词数量多
,

活动 能力强
。

本文通过对词尾
“

然
”

在该书中的使用
,

进行穷尽式的

分析
,

力图匀勒 出词尾
“

然
”

在该书中的运用概貌
。

【关键词」《二刻拍案惊奇》 ; 然 ;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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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刻拍案惊奇 》 (以下简称
“

《二》
”

)是明代小

说家凌檬初所作的一本拟话本小说集
,

完成于 16 32

年
。

作为拟话本
,

全书的语言接近 口语
,

是研究近

代汉语的重要语料
。

其中词尾
“

然
”

在书中出现频

率颇高
,

构词能力也很强
,

因此本文通过对《二》书

进行穷尽式的语料考察
,

旨在勾勒出
“

然
”

字作为形

容词词尾和副词词尾在书中的概貌
。

一
、

形容词词尾
“
然

”

在《二 》书中
,

形容词词尾
“

然
”

的活动能力很

强
,

下面将从构成类别和句法功能两方面分析词尾
“

然
”

所构成的形容词
。

(一 )构成类别

形容词词尾
“

然
”

能与不同词性的语素组成合

成形容词
。

1
.

形容词语素
+
然

由词尾
“

然
”

附着于形容词语素之后形成的形

容词在书中共有 45 个
:
豁然

、

焕然
、

欣然
、

奋然
、

歉

然
、 」

啾然
、

萧然
、

怡然
、

惊然
、

奄然
、

恻然
、

愕然
、

安然
、

辣然
、

肃然
、

佛然
、

悄然
、

慨然
、

翁然
、

勃然
、

默然
、

凛

然
、

潜然
、

灼然
、

累然
、

孑然
、

凄然
、

惺然
、

杳然
、

岸然
、

坦然
、

茫然
、

怅然
、

恕然
、

莹然
、

泰然
、

伟然
、

恬然
、

寂

然
、

忻然
、

炽然
、

欢然
、

伶然
、

赫然
、

肆然
。

“

形容词语素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在书中占的比

例最高
,

说明词尾
“

然
”

附着于形容词语素之后的能

力最强
。

形容词语素本身表示性质状态
, “

然
”

字有
“

… … 的样子
”

之义
,

也具有描写的性质
,

使得构成

的形容词更加生动形象
,

富有表现力
。

2
.

动词语素
+
然

动词语素后附着
“

然
”

字构成的形容词较少
,

书

中仅有
“

跃然
” 、 “

飘然
” 、 “

脱然
” 、 “

哄然
” 、 “

翩然
” 、

“

愤然
” 、 “

群然
” 、 “

洒然
”

八个词语
。

上文已述
,

形容

词词尾
“

然
”

具有描写性
,

附着在动词语素之后
,

使

整个词语也具有了描写性
。

另有两个词
“

罢然
” 、

“

料然
”

在书中分别表示
“

完毕
、

结束
” 、 “

料想
、

猜测

(未来的事情 )
”

之义
,

词尾
“

然
”

未改变整个词语的

词性
,

因此不算在内
。

3
.

名词语素
+
然

名词语素后附着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
,

在本书中

有
“

天然
” 、 “

洞然
”

和
“

块然
”

三个词语
。

但这三个词

语中的词尾
“

然
”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 “

天然
”

中的
“

然
”

为指示代词
“

这样
” ,

而
“

洞然
”

和
“

块然
”

中词尾

然则意为
“

… … 的样子
” 。

4
.

副词语素
+
然

由副词语素附着词尾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亦有

三个词
,

即
“

突然
” 、 “

偶然
”

和
“

自然
” 。

5
.

拟声词语素
+
然

《二》书中
,

拟声词语素后附着
“

然
”

构成的形容

词有
“

铮然
” 、 “

铿然
”

和
“

飒然
”

三个
。

拟声词是模拟

声音的词
,

对声音起着描摹的作用
,

因此
,

在拟声词

语素之后加具有描述性质的词尾
“

然
” ,

改变了词根

语素的属性
,

使之具有了形容词的属性
。

(二 )句法功能

不同词性的词根语素加上词尾
“

然
”

所构成的

形容词
,

在《二》书中充分发挥了简洁
、

形象
、

生动的

语用价值
,

使得书中语言更加丰厚多彩
。 “ x +

然
”

构

成的形容词 (以下用 A代替 )在《二》书中有不同的句

法功能
,

主要在句中作状语
,

少数作谓语和定语
。

1
.

A作状语

由词尾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在《二》书中作状语

的情况又分为三种
:

一是 A + “

而
” +
单音节动词

,

如
:

( l) 捻着渔鼓简板
,

口唱道情
,

飘然而去
。

(卷十

九 )

( 2脱毕
,

哄然而散
。

(卷二十六 )

( 3 )言毕
,

翩然而逝
。

(卷三十 )

书中还有如
“

欣然而去
” 、 “

越然而起
”

等
,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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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共有八例
。

我们可 以看出
,

连词
“

而
”

处于由词

尾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与单音节动词之间
,

而这个结

构重在突出由词尾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所描摹出的

伴随动作发生的一种状态
。 “

而
”

在先秦时期就作为

连词使用
,

构成此四字结构
,

可见仍有很浓的古代

汉语的色彩
。

二是 A +
动词性结构

,

如
:

( l) 南陕辣然起答道
: “

儿姓王
,

乃臣韶之幼子

也
。 ”

(卷五 )

( 2切巧官人欣然道
: “

正要相访
。 ”

(卷二十九 )

( 3 )法轮 自谓得计
,

道是没有尽藏的
,

安然享用

了
。

(卷三十六 )

这种结构所 占比例甚高
,

不计重复共有 61 例
,

主要是构成四字短语
,

但不用连词
“

而
”

连接
,

而是 A

做状语
,

A 后直接跟双音节动词
,

如例 ( l)
“

辣然起

答
” ;另有 A 直接修饰单音节动词

,

如例 (盯
`

欣然道
” ;

还有 6例为动词性结构中包含了助词
“

了
”

的例子
,

如例 (3 )中的
“

安然享用了
” ,

从中亦可 以窥见《二》书

的口语化色彩
。

.2 作谓语

由词尾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在《二》书中有作谓

语的情况
,

例如
:

( l) 老汉随 口念过
,

心中豁然
,

就把经中字一一

认得
。

(卷一 )

( 2 )晦庵闻之
,

默然了半 日
。

(卷十二 )

( 3 )急起四下看时
,

窗户安然
,

毫无漏处
,

竟不知

甚么神通摄得去了
。

(卷三十九 )

书中共有 25 例
“ x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作谓语的

例子
,

远比其作状语的比例小
。

3
.

作定语

在《二》书中
, “ x +

然
”

构成的形容词作定语的情

况仅有四例
,

如
:

( l) 翰林叫权忠拿了
,

又在市上去买了好几件文

房古物
,

回到下处来
,

放在一张水磨天然几上
,

逐件

细看
,

多觉买得得意
。

(卷三 )

( 2 )看看家人
,

多四散逃去
,

剩得孑然一身
,

一无

所有了
。

(卷二十二 )

( 3俨焉两个皮囊
,

块然一双宝体
。

(卷三十六 )

例 (3 )中
“

块然
”

是形容两个道士分别变成了金

人和银人之后
“

木然无知的样子
” 。

二
、

副词词尾
“
然

”

对于如何确定副词词尾
,

如杨荣祥所说
,

应该

遵循三个原则
,

一是应和前面的词根语素紧密结

合
,

构成一个合成副词
,

与词根语素没有意义上的

关系
,

只有位置上的后附关系 ;二是其作用不再是

表示实在的词汇意义
,

而主要是使前面的单音节语

素复音节化 ;三是具有能产性
,

能附着于不同于词

根语素构成副词
「,“p , 22 。

副词词尾
“

然
”

在书中共构成了以下 29 个副词
:

果然
、

自然
、

忽然
、

必然
、

固然
、

宛然
、

俨然
、

猛然
、

公

然
、

蓦然
、

定然
、

全然
、

断然
、

决然
、

犹然
、

诚然
、

仍然
、

依然
、

邃然
、

陡然
、

徒然
、

顿然
、

卒然
、

枉然
、

了然
、

越

然
、

适然
、

恍然
、

骤然
。

副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主要

是充当状语
,

由词尾
“

然
”

构成的副词也不例外
。

这

些副词在作状语时
,

所修饰的成分有不同属性 (以

下用 S代表主谓结构
,

A P 代表形容词性结构
,

N P 代

表名词性结构
,

N u m P代表数量 (名 )结构 )
:

1
.

“ X +
然

” + S

词尾
“

然
”

构成的副词能够修饰主谓结构
,

如
:

( l) 或置长流清净处
,

自然福禄永无穷
。

(卷一 )

(外自里正有些疑惑
,

忽然轿住了
,

轿夫多走了

去
。

(卷五 )

( 3 )直生想道已去
,

揭帐看时
,

月光朦胧
,

禅椅之

上
,

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动
。

(卷十三 )
“

能够修饰 S 的副词不多
,

只有表示强调语气
、

不定推测语气的语气副词和少数表示突发短时
、

不

定时的时间副词
。 ” 「lln 202 由词尾然构成的这些副词

中
,

除以上所举的三个副词外
,

还有
“

果然
” 、 “

必

然
” 、 “

全然
” 、 “

固然
” 、 “

宛然
”

和
“

恍然
”

能够修饰主

谓结构
。

这些副词在句中作状语
,

语义指向其后的

句子成分
。

如例 ( l) 中
“

自然
”

的语义指向
“

福禄永无

穷
” ,

而若将句子改为
“

福禄 自然永无穷
” , “

自然
”

是

基于在已知信息
“

福禄
”

的前提下
,

修饰
“

永无穷
” ,

两个句子中副词
“

自然
”

的位置不同
,

其语用价值也

不同
。

2
.

“ X +
然

” + A P

杨荣祥认为能够修饰 A P 的副词不多
,

包括总

括副词
、

类同副词
、

程度副词
、

累加副词
、

语气副词

和时间副词的其他小类等
「,〕p ZO 3 ,

书中
“

自然
” 、 “

依

然
” 、 “

果然
” 、 “

必然
” 、 “

固然
” 、 “

顿然
” 、 “

适然
”

能够

修饰形容词性结构
,

如
:

( l) 席间
,

王秀才与谢天香讲论字法
,

两人多是

青春美貌
,

自然投机
。

(卷二 )

( 2 )而今听他说起来
,

这事果然真了
,

所以受此

果报
。

(卷二十 )

( 3 )程宰心里疑惑
,

又觉异香扑鼻
,

氰氯满室
,

毫

无风雨之声
,

顿然和暖
,

如江南二三月 的气候起

来
。

(卷三十七 )

形容词和动词合称为谓词
,

谓词是作谓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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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

“

主力军
” ,

以上三例中的
“

投机
” 、 “

真
” 、 “

和暖
”

均为

形容词
,

但已渐渐从表示性质状态演变为表示变

化
,

在意义上 已近动词的属性
。

3
.

“ X +
然

” + N P

由词尾
“

然
”

构成的副词能够修饰名词性结构

的较少
,

有
“

自然
” 、 “

果然
” 、 “

必然
” 、 “

固然
” 、 “

宛

然
” ,

例如
:

( l) 东老坐间
,

看见户椽旁边立着一个妓女
,

净

态恬雅
,

宛然闺阁中人
,

绝无一点轻狂之度
。

(卷七 )

( 2 )姐姐一片好心 固然如此
,

只是而今怎能够再

与他相会?( 卷九 )

( 3 )这个行径
,

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
,

想是背着

人做了些甚么不明的够当了
。

(卷二十九 )

例中
“

宛然
” 、 “

固然
”

和
“

必然
”

分别修饰
“

闺阁

中人
” 、

指示代词
“

如此
”

和
“

心下有事的光景
” ,

实际

上
,

被修饰的成分是名词性结构作了谓语
,

故
“ x +

然
”

在此作状语
。

4
.

“ X +
然

” + N u m P

能够修饰数量 (名 )结构的
“ X +

然
”

类副词在

《二》书中少见
,

只有
“

忽然
”

和
“

果然
”

两个副词
,

且

全书仅八例
,

例如
:

( l) 只见来到肆前
,

果然一个少年美貌的女子
,

在那里点指划脚教人下棋
。

(卷二 )

( 2 )忽然一 日
,

有一伙人走进门来
,

说道要见小

三官人的
。

(卷十 )

( 3 )且说杜子中在斋前闲步
,

听得鸦鸣正急
,

忽

然扑的一响
,

掉下地来
。

(卷十七 )

在近代汉语中
,

几乎所有副词都能修饰动词性

结构
,

在此
,

不再赘述
“ X +
然

”

类副词修饰动词性结

构的例子
。

三
、

词尾
“
然

”
的演变原因

《说文解字 》
: “

然
,

烧也
。

从火
,

肤声
” ,

可见
“

然
”

字本义乃燃烧
, “

然
”

发展成为词尾主要有以下

两种原因
。

一是语言的内部力量
,

包括感染和语言的经济

性原则
。 “

然
”

字作为指示代词在句子中常常作谓词

性成分
,

因此被称作
“

谓词性代词
” 。

如《荀子
·

劝

学》中
“

巢非不完也
,

所系者然也
。 ”

句中
, “

所系者
”

在句中充当主语
, “

然
”

字则充当了谓语
,

由于经常

处于判断句的谓语位置
,

受判断句句法功能的影

响
, “

然
”

字逐渐获得了表示判断的意义
,

这就衍生

出了
“

是这样
”

的意义
。

一个词经常用在某个句子

环境中
,

可携带上这种句子的特有特征
,

即所谓
“

感

染
” 「2〕。 《玉篇

·

火 》中对
“

然
”

字的解释是
“

然
,

如是

也
” ,

即
“

像这样
” ,

如此
, “

然
”

字逐渐与
“

如
” 、 “

若
”

等

组成
“

如 /若… …然
”

这样的结构
,

如
“

天下之乱
,

如禽

兽然
”

(《墨子
·

尚同上 》 )
。

虽然
“

然
”

作为指示代词

具有回指的功能
,

但由于所指紧邻
“

然
”

字
, “

然
”

字

的指代意义实际上 已被削弱
, “

如 /若… …然
”

的意义

由
“

像… …那样
”

慢慢变成 了
“

像… … 的样子
” ,

所

以
, “

然
”

字逐渐具有了
“

… … 的样子
”

这一意义
。

对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

美 国语言学家劳伦

斯
·

R
·

霍恩认为
,

人们在交际时总是趋向于最能满

足说话者完整表达又能满足听话者完全理解所需

的最少字符
s[] 。 “

然
”

字既然能够
“

身兼数职
” ,

能满足

人们表达时对人或事物的呈现或描摹的需要
,

所以

当
“

然
”

字具有了
“

… … 的样子
”

这一意义之后
, “ X +

然
”

类词语便批量化生产了
。

二是心理力量
,

包括类推和重新分析
。

词的适

用范围或句法结构在纵向平面模仿推广
,

即由
“

(a)
+

X ”

推广到
“

(b )
+ X ” ,

从而导致语法化现象的发生
,

即所

谓类推
「2〕。 “

然
”

字最初与名词或名词性结构组合在

一起
,

由于类推机制而能与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结构

组合
,

如
“

言之如引锯然
,

惟善圣者不留一言
。 ”

(《关

尹子
·

三极》)
。

也正如上文述及
, “ x +

然
”

中
“ x ”

是总

括
,

包含了不同词性的语素
,

当 x 表示某一词性的语

素例如形容词性语素时
,

能与
“

然
”

字结合组成合成

形容词
,

如
“

默然
”

表示
“

静默
”

这样一种状态
,

加以

类推
,

就衍生 出了
“

寂然
” 、 “

岸然
” 、 “

杳然
”

等词
。

由

于类推机制及其他原因
,

不仅形容词语素能与
“

然
”

组合
,

其他词性的语素也能与
“

然
”

组合
,

这也是造

成
“ x +
然

”

类形容词和副词队伍庞大的原因之一
。

当同一种句法层面单位多次出现并相对稳定

时
,

人们可能不再分析这种句法层面单位
,

而将之

看作是一个整体
,

这样
,

句法层面单位转变成了词

汇层面单位
。

从认知角度看
,

这实际是由心理
“

组

块
”

造成的重新分析
日〕。

当单音语素
“ X ”

在
“

然
”

之

前
, “ X ”

与
“

然
”

构成一种线性组合时
,

在汉语词汇

双音节化的大趋势下
,

语言的使用者即可能将两者

看作一体
,

不再对其进行切分
。

就如副词
“

自然
”

实际最初是
“

自然这样
”

之义
,

是副词与指示代词

组成的状中结构
,

这一用法在《二》书中仍有例证
,

如
“

此皆人力矫揉
,

非天性 自然也
。 ”

(卷十二 )
,

当
“

自
”

和
“

然
”

经常结伴出现在同一句子中时
,

人们

便不再认为这是一个结构
,

而重新将它们划分人词

汇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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