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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言是一种既有静态又有动态的符号

系统，是一种具有非系统特征和自我调节功能的

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然而，语言的静态发生在

动态之后，这使得语言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通

常人类的交际活动会导致语言活动对语言规范的

多种多样的偏离和变异，从而冲击和破坏语言的

系统，所以语言又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

一定程度的不规范是语言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使用语言需要符合语法规则，同时还还追求

鲜明、生动和形象等审美特征。为了满足这些需

求，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就有了打破常规，灵活

搭配的现象了。就句子成份来说，这种超常规搭

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动宾超常搭配；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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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三、主谓超常搭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用词语的超常规搭配应该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合理的部分，即不能增

强表达效果，也应视为语法上的搭配不当。 

现在出现较多的副词加名词的现象就是打破

了副词只能修饰谓语、不能修饰名词这个语法常

规。譬如：“非常、太、很”等词语，现代汉语中

通常做副词，一般以“非常、太、很”加形容词”的

形式出现，但“非常、太、很加名词”的形式，近

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如非常男女、很男人、

太女人等等。 

 

关键词：词语，搭配，语法，超常规 

 

一、汉语词语搭配的界定 

某种语言的母语者所使用的词汇规模实际上

非常庞大，而且他们词语的运用法也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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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个别使用的，又有以各种类型的短语来使用

的。 

短语的使用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临时地、

任意地使用，第二种是已经编好的固定或半固定

格式短语的使用。其中第二种是以预先编制的语

块(prefabricated chunks)的形式储存在大脑里的。

因此同一个词的语义虽然可以在不同的短语里有

所不同，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语义的不同依

然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现代汉语词语“意思”是

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

本)》，“意思”一词涵盖着6项义项，其义项如下： 

[意思] 

 

1-语言文字的意义：思想内容：“节约”就是不

浪费的一 

 

2- 意见：愿望：大家的～是一起去 

 



 0202)يناير(  6، ع61مج          ثقافات المقارنة(مجل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جامعة الفيوم       ) اللغويات وال

 

(现代汉语语法超常搭配研究)Yassmin Elsamman 

379 

3- 指礼品所代表的心意：这不过是我的一点

一，你就收下吧！ 

 

4- 指表示一点心意：大家受累了，得买些东

西～一下 

 

5- 某种趋势或苗头：天有点要下雨的～ 

 

6- 情趣：趣味：这棵松树长得像座宝塔，真

有～ 

 

这六个义项的词性可以分为两种：1，2，3，

5，6的词类是名词，4的词性是动词。因为词性不

同，能够与它们相结合的其它成分也有所不同。

譬如，义项4的‘意思＇前面不能带形容词“小”，如

果“意思”前面带了“小”，就不是义项4了，而是义

项3了，不能像义项4那样后面带上动量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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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4的“意思”后面也只能带动量词，其前面不能

带形容词“小”。 

词类是名词的“意思”在语义上可以分为三种：

语言文字所指的意义、意图或想法与情趣。其中

表示语言文字所指的语义，是可以以“意义”取代

它的。义项3从语义上看与4比较相近，在一般情

况下它前面总与形容词‘小’或量词‘一点＇等一起

出现在句子里。义项5与义项6在形式上相差不大，

都是名词，在句子里可以与动词“（没）有”结合，

而且它们与“(没)有”之间还可以存在别的成分。可

是义项6与“（没）有”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也就

是说“（没）有”与意思之间能插入的成分只能是

量词（一点儿、什么等）。可见，有同样的语音

形式以及书写形式的多义词，在句子里只有根据

与其相结合的成分的句法、语义信息，才能判断

其确切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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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句法相结合的语言的切块形式对语言交际

生活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决不可忽视。而这样的

切块单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词语之间相连贯程

度极高的词汇单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词语搭

配。 

如果光凭句法学的理论来解释下面的例子的

话，难免有所错失或不成立的感觉： 

1- 穿衣，穿鞋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2- 教室里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帽子。 

3- 坐在第一排的是两位女学生，都戴着裙子

和眼镜。 

 

1是合乎语法的正确的句子，可2和3则对懂汉

语的人来说，是违背了汉语最基本规则的病句。

那么错在哪儿呢？这些例子在句法上都具备了被

要求的主语和宾语，语义上也有共同的特征，即

‘挂在身上＇的意思。因此，它们的结合关系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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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相似，即动词有可能与同类的名词相结合，如

鞋子、帽子等。可结果却有的对、有的错，是为

什么呢？为什么“穿”可以选择“衣、鞋”而不可以

选择“帽子”，“戴”能与“眼镜”相结合而不能与“裙

子”结合？这就关系到词语搭配形式。 

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人类生成语言或理

解语言的时候，不但靠语法和句法范畴以及语义

特征等句法机制去组织，而且还另有一个机制让

词语之间的结合关系被更紧密地约束。如果真是

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文章中所见的词与词之间

的具体结合被一个特别的约束所限制。它被命名

为“词语搭配性限制（召忍湖2000：10)”。 

二、汉语词语超常搭配 

莱辛在《拉奥孔》中说：“魅惑力就是在‘流动’

之中…。‘流动’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回忆‘动作’，

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

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更要强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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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魅惑力的是流动的美。流动的美可以引

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打开读者的感情钥匙就是

流动的形象性和鲜明性。 

我们知道汉语是少形态的语言，是一种分析

型语言，汉语的“分析型特征”指凭借词语或句子

的意义或逻辑联系来完成它们之间的连接。 

汉语内在意义的联系是充分理解词句的唯一

途径。因为汉语词语结构没有形态上的变化，介

词数量也很少，意义就是连接汉语词语的主要方

法。汉字本身意思很丰富，造汉语词句时，很多

形容词和名词可以当动词使用。阿拉伯语词语有

丰富的形态变化。因为阿拉伯语词语的这种形态

变化，只要掌握了它的构词法，我们很容易判定

某个词语的词性和它的（性、数、时态等）。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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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说埃及艳后喜欢用牛奶洗澡,发现洗澡后

皮肤更加细滑美白。 

2、蛋白质和维生素 c，还具有减肥美白的功

效 

3、他美白牙齿以后，牙齿本身的颜色变白了。 

4、中国留学生明年要留学埃及。 

5、全球疫情扩散很严重，因此很多国家停飞

非洲。 

 

“美白”这个词可以做形容词、名词，也可以作

动词，也有很多动宾结构中的宾语并不是其动词

的受事者，例如：“留学中国”（在中国留学）、

“停飞美国”（停止飞往美国）。这里的“留学”和

“停飞”有了新功能，也就是动词谓语的功能，与

名词或者代词构成不同于常规搭配的新语言切块。 

词语之间组合上符合语法规律，意义上合情

合理的搭配就是常规搭配。但是，有时候常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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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能满足特殊的表达要求，所以人们使用语言，

不仅追求语言准确，还要求生动和形象。于是在

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时候有必要打破常规。这

种超常规的搭配，特别是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

搭配，通常借助修辞手段，根据特定语境搭配组

合，形象生动，表意深刻。“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不

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

东西所打动。”（亚里斯多德）例如说“死箱子”，

把“箱子”人格化了，这个表达可以出现在特定的

诅咒的语言里。再如，“沉着的菊花”，经常用在

文学里。 

在现代汉语里，这种超常规而又合乎情理的

搭配，特别在塑造动词的时候，常有生花妙笔的

效果，也就是把描写某件事物动作的动词用来描

写另一件事物的动作，给动词注入新的活力。例

如： 

 



 0202)يناير(  6، ع61مج          ثقافات المقارنة(مجل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جامعة الفيوم       ) اللغويات وال

 

(现代汉语语法超常搭配研究)Yassmin Elsamman 

386 

1- 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沈从文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可见，“过去的事情”不能咬人，因为它没有牙

齿的。这里用“咬”字，非常具体生动地描绘过去

的事情给人留下的痛苦经历。“咬”一词动作性较

强，该例子把“过去的事情”描绘成咬人的动物，

非常形象地描绘作者的内心感叹。 

 

2- 老船夫怯怯地望了年轻人一眼，一个微笑

在脸上漾开。（沈从文《边城》） 

 

“漾”通常用来描写水波的波动形状，这里与老

船夫脸上的微笑联系在一起，使人联想到水波在

刮轻风时波动的情景，仿佛老船夫的微笑与水波

一样，在脸上不断地荡漾。通过此例子，可以看

出超常规搭配的魅力。 

三、语法的超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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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法超常搭配的界定 

语法学里的“搭配”是指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组合。

为了能够传递清晰的信息，人们组词成句需要搭

配得当，同时也必须遵循最基本的语法规则。尽

管如此，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却又常常临

时地在一定限度上打破语言常规，偏离语言规则，

为了形成超常搭配并收到某种独特的效果而采取

不同于普通表达形式的方法。语法的超常搭配，

是指由于本体的引导，临时改变词性，有意突破

常规的语法组合而构成的超常搭配。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语法的超常搭配，又被称为转类，也就是

说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改变个别词的词性，把

某种类型的词转成为另一种类型的词。如：在他

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

了一辈子。在这句话里不说：“当科员当了一辈

子”，而说“科员了一辈子”，把名词“科员”临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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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词“科员了”，构成了动宾搭配，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名词转成动词的转类。 

（二）中国语法超常搭配的研究概况 

由于语法和语义通常在超常搭配研究中一起

出现，所以笔者对从语法、语义角度的超常搭配

研究一并做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搭

配词语之间的语法和语义方面超出常规的特点，

特别是词语“超常搭配”的语义情况，如“超常搭配”

语义的整体性、语义的多层性以及表层语义和深

层语义的不一致性。 

从语法语义角度研究词语“超常搭配”的论文有

《中补超常搭配的修辞效果》（刘良文.《逻辑与

语言学习》1994年第6期）.《超常搭配在特殊语

境中的修辞效果》（杨绍林。《成都师专学报》

1994年第2期)，《认知语境与超常搭配词组的语

义推导》(赵晨、肖青云，《惠州学院学报》2003

第1期)，《世界图景、常规关系和超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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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芸.《外语学刊》1999第1期），《谈超常搭

配的语义变化及理解》（付兴尚，《解放军外语

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异常搭配的语义语

用分析》（曹京渊.《福建外语》2000年第3期)等。 

四、语法超常搭配的种类 

就句子内部相关成分来说，语法的超常规搭

配表现在下列几个关系方面： 

 

 （一）动宾超常搭配 

这是动词和其宾语的关系。动宾超常搭配可

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具体的动词与抽象的宾语

搭配，动宾间词语的超常规搭配是为表达效果考

虑而特意安排的，例如： 

1- 船过处，撒下愉快的小调。 

2- 想到这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一

到惩治他亲家这一局，他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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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

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不整齐了。”《离婚》 

“撒”和“挤”的宾语一般是能够触摸到的事物，

如“撒种”、“挤奶”等。“小调”能听到，但无法触摸

到，“局面”可以看到，但无法触摸到。然而这里

却用“撒”和“挤”，使“小调”和“局面”变得具体可摸

了。 

这种超常规搭配的组成条件不仅包括具有增

强信心、生动性的作用，具有合理的部分是组词

成句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撒”具有“撒播”或“传播”

的含义，小调也可以“传播得远，在空中萦回缭

绕”，这就是“撒小调”搭配上的合理因素，又如“挤”

具有塞进去或装不下的含义，“局面”有时候错综

复杂，一时想不出以什么好的方法来应对。 

因此，运用词语的超常规搭配不可超出合理

范围。如果这种搭配没有合理的部分，就不能增

强表达效果，而且也应该被视为语法不准确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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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李渔《窥词管见》第九则中说：“琢字炼句，

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而确总不越

一‘理’字。欲望句子惊人，先求理之服人…”。组词

成句要求合理、确切和自然。离开这些重要的因

素而去追求华丽辞藻，一定会造出一些奇奇怪怪

的句子，这样就失去了语言最重要的目标，即交

际功能。 

第二种动宾的超常搭配是指某些不具备动词

特征的词做了动词，和后面的宾语在句法结构上

构成了超常搭配。例如： 

1- 五常那会儿，什么都得男的说了算，有“七

出”之条，男人凭二指宽的纸条就可以休了老婆。

后来又发展成女的说了算；不是夫为妻纲，就是

妻为夫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

风。总之就没想过谁也不“纲”谁的状况，没有想

过东风、西风都不刮的无风天气。（陈小川《各

领风骚没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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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

挤，觉得背后便是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

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鲁迅《社

戏》） 

上例中的“不是夫为妻纲，就是妻为夫纲”的

“纲”作名词，是普通的用法。但是，下文的“总之

就没想过谁也不‘纲＇谁的状况”，句中的“纲”由于

上下文，临时取得了动词的功能，产生了“‘纲＇

谁的状况”的超常搭配。同样，形容词“胖”临时改

变词性，转成动词，构成了“胖开了他的右半身”

这样一个超常的动宾词组，使表达变幽默风趣，

更具有艺术魄力。 

（二）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关系 

修饰语和中心语的关系的超常规搭配是从修

辞效果考虑所作的安排。例如：“政治舞台”；“甜

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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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不可能有政治，“回忆”没有味觉，但

这里用抽象概念来形容“舞台”，用味觉形象来形

容“回忆”；它们都能使人产生联想：“政治舞台”引

人深思，将政治事件与看戏连在一起，从而激发

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甜蜜的回忆”使人兴奋、愉

悦、怀念。这种超常规搭配，让各种感觉形象

（视觉、味觉等）相互结合，以展示事物的各个

方面，加深读者的印象，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

又如： 

 

1-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

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秦牧《土地》） 

 

2-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的大后方交通庞

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

领导机构。《张治中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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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次坐在出租车里，穿越大半个新旧参半

的城市，一路上就像在听这座城市喋喋不休的声

音。（卫慧《上海宝贝》) 

 

4- “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

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

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药》 

5- “又一阵残暴的脚步声，震动着魔窟，渐渐

近了，就在窗前经过。” 

思想作为抽象名词通常是做定语的中心语的，

而不是处于定语的位置上去修饰野马，例子1把思

想与野马连着搭配，构成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

搭配，从而产生了新奇的表达效果。在例子2中，

“最”是程度副词，通常是不能修饰名词的。在例

子2中，它却修饰了名词“笑话”，产生了一种修饰

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城市是一个物质空间，

不能有声音，例子3中，以城市为修饰语，与喋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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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的声音搭配，构成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

配。同样，小花没有感觉，在例子4中，用感觉形

象“不怕冷”来形容“小花”，使人产生联想：小花似

乎挺结实的，经得起气候和时间的消磨。例子5中，

用感觉形象“残暴”来形容听觉形象“脚步声”。“残

暴的脚步声”这个表达方式使人产生压抑和恐惧感。

这些搭配虽然在语法规则上不合理，但它们却又

存在于汉语中，把字与字之间与词与词之间经过

打乱和重组后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来。 

从上文看，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都是

通过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使语义发生变化，达到

较好的表达效果。通过比喻手法的运用，使词语

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产生新的语义。 

（三）主谓的超常搭配 

这是主语与谓语的关系。主谓间的超常规搭

配是为修饰效果考虑而特意安排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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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情淌进我干渴的心田。 

 

2-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

家里，收获许多幸福。”《药》 

3-“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

知哪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

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

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狂人日记》 

这里的“淌”意思是“流”，“爱情”怎么会“流”呢？

这主要不是直取“流”的意思，而取“流”的样子，

用以说明爱情来得“自然”、“从容不迫”，因而身

心的感受舒畅、气朗、愉快的。这里的新“生命”，

怎么会“移植”呢？这主要不是直取“移植”的意思，

而取“移植”的状态，用以说明要把这新生命硬放

在家里，形容这个新生命本来不属于这个家，来

的很“突然”，也很“不是时候”。在例子3中，横梁

和椽子怎么会发抖呢？这主要不是直取“发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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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而取“发抖”的样子，用以映衬狂人的心理

状态。 

 

 

五、结语 

从汉语语法学来看，与句法相结合的语言的

切块形式对语言交际生活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决

不可忽视。多义词的不同义项虽然有同样的语音

形式以及书写形式，但是在句子里只有根据与其

相结合的成分的句法、语义信息，才能判断其确

切的语义。而这样的多义词的不同义项通常跟不

同的词语构成固定的词语搭配，词语搭配中的词

语之间相连贯程度极高，这也就是词语搭配的最

重要的特征之一。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人类

使用语言或理解语言的时候，不但靠语法和句法

范畴以及语义特征等句法机制去判断，而且还另

有一个机制让词语之间的结合关系被更紧密地约

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词语搭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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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之间组合上符合语法规律，意义上合情

合理的搭配就是常规搭配。但是，有时候常规搭

配不能满足特殊的表达要求，所以人们使用语言，

不仅追求准确，还要求生动、形象。于是在特定

的语言环境中，有时候有必要打破常规。这种超

常规的搭配，特别是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

通常借助修辞手段，根据特定语境搭配组合，形

象生动，表意深刻，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不平常的

气氛。 

语法的超常搭配，是指由于本体的引导，临

时改变词性，有意突破常规的语法组合而构成的

超常搭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法的超常搭配，

又被称为转类，也就是说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

改变个别词的词性，把某种类型的词转成为另一

种类型的词。 

就句子内部相关成分来说，这种超常规搭配

表现在下列几个关系方面：一、动宾超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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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搭配；三、主谓超常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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