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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对汉语形容词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议题：形容词做谓语的条件、非谓形容词

的特点以及形容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限制。对于第一个议题，朱德熙（1956）将形容词分成

两类：简单形容词和复杂形容词。前者指“光杆”形容词（如“高、干净”等），做谓语需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两种情况对比着说，二是语言环境能显示出比较或对照的意义。后者指

经过“包装”的形容词（如“冰凉、红彤彤”等），可以直接做谓语。对于第二个议题，吕

叔湘、饶长溶（1981）指出非谓形容词既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可归为形容词，但不能做谓

语，其组构主要以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为基础（分别如“大型”“野生”

“上好”等）。朱德熙（1982）认为这些词与形容词共性较少，将其称为“区别词”。他提

出区别词表示的是一种分类标准，因此往往是成对或成组的（如“金-银、大型-中型-小型-微

型”等），不能做谓语。对于第三个议题，马真（1988）将修饰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分成“增

量”和“减量”两大类，在修饰形容词时有不同的分布。 

    以上议题看似各自独立，引发了诸多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展开的分析和解释，但本文

认为三个议题可在形容词的等级结构（scale structure）理论中获得统一解释。Seuren （1973）、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以及Kennedy （2006）等研究指出等级形容词关联一个“等级”

（scale），它所表达的性质/属性，或者说性质/属性的“程度”，在这个等级上按非对称的

序列关系排序。具体而言，这个等级代表一个“程度”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性质/属性的

程度通过等级上的排序关系进行比较。这个等级包含三个关键参数：一个代表度量值的程度

的集合、一个被度量的性质/属性的维度、一个区分不同程度性质/属性的序列关系。 

    本文提出：1）形容词做谓语需满足的条件是形容词可以在这个等级结构中获得一个“程

度”值或者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找到一个可供度量其性质/属性的“标准”；2）非谓形容词虽

然也表示事物的性质，但因其无法激活或关联一个等级结构而无从获得一个“程度”值，因

此不能做谓语；3）根据Kennedy and McNally（2005）对等级结构的分类（开放型、下端封

闭型、上端封闭型、封闭型），不同形容词受不同程度副词的修饰在于形容词在其等级结构

中获得的“程度”值需与程度副词的强度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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