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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副词“确然”的语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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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I 言

现代汉语中“X 然” l 类语气吕！J词主要包括以 f" 11 个：竟然、居然、 1而然、显然、

诚然、固然、果然、定然、断然、当然、必然。“然”这个在古代常用的词紊到现代

汉语中几乎失去了能产性，因此，对以上“X 然”类语气副词的分析可以从某个侧面

管窥沼气吕！J i司的语法化历程。本文只是以“；白然”为对象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2. 关于

2.1. 本义

“女友”的本义，东汉lH宾在《说文解字》 i1=1 指出：“然，烧也。从火n丈（ran

犬肉也。从犬、肉。读若然）声，女l:J延切。”《汉语大字典》中“然”的本义是“燃烧”，

动词。

(l）“凡有四端于我者，如l 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失去，泉之始j右。” （《孟

子·公孙丑上》）

(2) l=J 天下安旦治者，才！三至愚无知， I主！·~者Jl··…·夫抱火 jj~t之积薪之1言，而

，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伺以异此？ （页的’《数宁》）

在现代汉语中，“然”的“燃烧”本义已经不再使月3 ，“燃烧”义己完全被“燃”

j开取代。

2.2. 引申义

“然” IJ:l 本义i}J·~可“；燃烧”主要引申 l=b 以下几种意义：

①“耀”、＂照j氓”义。如：i

(3）“然吕之绢，裂鼻，之馨。”（《洛 1)1=1 伯，n在记· XE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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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动宾结构“然吕”和“裂鼻”对举，“然”是本义动词引申用法。

②“明白”义。如．

(4）“夫熔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臼，虽有明智，弗

能然也。”（《淮南子＠览冥》）

③“成”、“形成”义。如．

(5）闻钊i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i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 l)El 安关口、

！剪子桥头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这三种引申义者I~和“燃烧”有关。例句（3）中“照耀”义，是 I！！火“燃烧”之光

亮而成“照耀”：例句“）中，从“燃烧”自然能引吐：“照亮”，再引申出心中“明白”；

例句（5）中，“燃烧”本身既是一种行为，同时又包含结果，因此“然”就隐含“形成”

之意。在现代汉语中，“照耀”的引申义已经不再使用，“明白”和“形成”这两种引

申义也只在一些固定结构中还有所保存，如“…吕了然”、“防患于未然”寸。

2.3. 假借义

“然”字的假借有两种情况：

①l±!f}J词假借为指示代词，相当于“如此、这样”。如．

(6）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句子. 1)J 学》）

②假借为形容词，表示同意对方“走的，对，是这样的” 多用于对某个问题

的肯定判断或对对方问题的肯定回答。如：

(7）沛公然其计，从之。 （《史记·高祖本纪》）

(8）坐客皆谓然，索纸遂成诗。 （宋·陆游《居JJ暑》）

在现代汉语中，尚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说法。

2.4. 虚化义

“然”的虚化义是指“然”超出实词的基本用法，进入虚词常据的位置，表现出

虚词的功能特征。虚化义不同于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前者属于虚词范围，雨后三

者则属于实词范围。“然”的虚化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表转折关系，相当于“然而”、“但是”。如－

(9）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市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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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焉！” （《左传·信公二十年》）

②表让步关系，相当于“即使”、＂固然”、＂诚然”。如

(10）师言然善，奈处凡浮，道此屈辱，不能无恨。（金·董解元《西H在记诸

宫调》卷八）

③表Jil员承关系，相当于“于是”、“然后”。如．

(11）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乎？伐者不过四五人。”

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史记·孔子世家雍也》）

④月3作形容词或副词词尾，表状态，“…的样子”。如

(12）终风且笼，惠然肯来。 （《诗经. ti）风·终风》）

⑤放在名词后，表比喻，多用于句末，＂像…一样”。如·

(13）夫兵不可侄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

（《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

3. “确然”的语法化

3.1. “确”的本义

《说文解字》对“确”的解释：确，磐石也。从石，角声。意思是坚硬的磐石或

号角。由于磐石和号角都是坚硬不易变形的东西，因此又引申出形容词用法的“确凿”、

“真实”义，以及吕iJ i司性用法的“牢固”、“坚定”、“实在”、“完全”等义。

3.2. “确

“；如然”在最初时是两个独立的词，“确然”实际上是“确”÷“然”，是一个词组。

例如：

(14）夫：~z:，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确然示人简矣。 （周易）

(15）凡处事者，多由相从烦，鲜能确然共尽理实。 （六朝＼史书＼三国志）

“确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偏正词组，在功能上可以独立充当句子的谓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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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儿誓：志｛自然，上下矜 i习，得免。 （北宋＼小说＼太平广记）

(17）音有道士求丰1j1仙，灵真F试心确然。 （三名应物《宇： 1Li1 二首》）

在以上例句中，“确然”的“ fifrJ ”是 JI~容词，“然”是形容词；可缀， 县 FFI 曰“

的样子”。这Ym.1'!<:1 “确士兵”仍应算作两个独立的词。这手1j1 ；＝司法→→直到唐代还有，我们

从下而例句（18）中的“｛自然”和“纷然”的对比中也可以看 l=H ＂的”和“然”的独

性。

(18) 7自然才、丧身过：~Jf'ft ，纷然分另1Jt苯虑。 (J击＼佛经＼禅源；全序）

3.3. “确”的国ii可用法

主lj唐代为止，“；而！”还保留了独立的用法，但同时“的”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有了

吕iJ i司的功能，表示“确实”、“坚决”的意思。如：

(19）若t:J(7if自论坐宅，请乞酬其宅价。 CE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20）但缘各皆党已为是，斥彼为三II三，彼此确定，故须不11 会。 （店＼佛经＼冲

1JJJ1诠序）

(21）义心若石屹不转，死节名流；而不移。 ( ，兰，居易《青石》）

在这些例子中，“确”后面跟 1'1＜］都是－i11~ ~:~;- z)J 词或动词短话。这说 I非：“；if（！ ”的独立

性JI二始减弱，依附性不断Ji/fl ij虽。“｛归”的这种用法使得作为一个词组的“｛币以及”中“ Wi ”

的粘着性增强，正是这种句法功能的变化，带来了“ NfJP.左”句法结构关系的改变，从

而促；it!: 了“｛乎自然”的问？！二化过程。如：I:

(22）李生恳求一见，｛郎自然无言。 （北宋＼小说＼太王12·-1 」记）

(23）不因公而循私，不寄：均以利己，确然行良吏之事。 （北宋＼史书＼ 11=1 

五代史）

(24）须是果L1划生得私欲，方确失去守得这道理不迁变。（北宋＼朱子活类）

3.4. “确然”的语法化进程

此同时，“然”也lfl在这个时期就有了代词的假借用法，这为“然”能够与“ mi ”

结合在一一起使用并最终凝结成为丰个i司提供了前提条件。“确然”的语法化主要iJJltl

之争就是由于句法位置的改变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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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言能如l止，则有所定；有所定，则知其理之确然如：i是。（北宋＼朱子语类）

(26）如所 i11号“刚善刚怒，柔善柔恶”，则：自然是也。（北宋＼朱子ifi·类）

fy1J 句（25）、（26）里的“确然”带 i二了另一个代词“女｜：！是”、“是”。因为“然”

μ 臼”和“如：l二是”几乎是同义、！可功能的，同时使用可能导致语言的冗余。只有在“悄

然”的指代作用虚化的情况下，“；自然”与“如是”的结合才是有必要且有可能的。

我们认为，“然”和“如是”、“是”的同时出现可以看作是“｛自然”中“然”指代作

用 l主化的一种表现，“然”）主化J§成了词尾，逐渐凝结成了附加式双音词。同时，语

义上“｛自然”的表意重心向“；而”倾斜。 ifi·法意义的虚化会导致语言功能的拓展和句

法位置的改变，勺的1然”不再作i育活，而是处在谓语前，起修饰限制作用，这才羊， ＂ Iif(J

然”就逐渐具有了修tf1jz~J词短活及小句的功能，出现在短语及小句前面。如：l

(27）在人则是智，至灵至明，是是非非，确然不可移易，不可欺l尉，所以

能立事也。（北宋＼语录＼朱子活类）

(28）恰如自家们讲究义理到热处，悟得为人父， TiffJ 然是止于慈：为人 J ' 

｛自然是止于孝。（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自然”后面跟王）Ji可短 i-\1~1弄l:J 句子，“然”复指后｛［i所跟的成分。但是由于“然”

的指代作用已经逐步虚化， 这时“然”的意义开始变得不明显， 或者说可有可无。

如：i上例（27）和（28）中的“然”可以省 II悔，说成“确是JJ二于慈”，＂确是＿LI二于孝”。“然”

的揭代意义逐步j；主化就意味着其语法功能逐步减弱，它的独立地位也随之~~丧失，

它与“确”的结合就越来越紧密， 已经出现了凝固成一个词的趋势。所以说， 句法

位置和功能的改变是“确然”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关键…步。

在此后的活法化进程中，“确然”作谓语和定语的情况越来越少，这标志着“确然”

j主化为 A个副词话，逐步具有了稳定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

下Uf:i两个例句更清楚的说明“确然”已经完全是一个语气副罚了。

(29）及至智姐过了门，成亲之夜，确然处子，？长；支实ff1j 也角l1f J j吝狐疑 O

( llj3 ＼小说＼醒ti士女！ti缘传（ I二

(30) j主 i可意 1苦3 I二i ，令弟｛iffJ 究；！飞习三 j主男子了 O (llj3 ＼小说＼醒tlJ：恒言（上））

例句（29）中的“ Iif自然处于”，＂；而然”直接用在“处子”前WIT没有用“是”来连接，

例句（30）中的“确然”位于主语和渭语之间，但也完全可以移位到主语“令弟”前，

整个句子的活义不发生改变。这说明，＂确然”发展到这个时候，语法功能i二义有了

新的变化，一是可以直接用于名词性消语成分前，女I］例句（29）：二是在句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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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比较灵活，如例句（30）。

3.5. 连词化倾向

我们在现代汉语语料检索中发现了下面两个例子。

(31）谢兴尧既己视所写文字“为人生旅；途之一站也”，金性尧在书的后记里

更说：“人到晚年，对于人！可友谊的积留，缘分的情护，有甚于金钱。”舒芜则引

述台静农集的一副对联引出感慨：让我们各自在“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之中走

得好一点。吴小如的书最后一篇是《老年人的悲哀》，语重心长地i呼唤对于老人

的理解。确然，夕阳余照，薄暮时分，老一辈入总是期望年轻人能够理解他们。（当

代＼报刊＼人民日报＼l 996\96News05.) 

(32）周恩来常到梅家坞茶村视察。无怪这里的“双手来茶十姐妹队”队长、

全国劳动模范沈）II员招这么说：“总理爱梅家坞，就跟我们梅家坞入一样。”；而然，

他关情于这里的一 111一水，一草一木，夸赞这里 L]J好水好、空气和阳光也好，茶

树长得尤其好。 （当代＼报刊＼作家文摘＼1997\1997D. TXT 文章标题：周恩来

与《采茶舞 1113 》作者：凯亚）

这两个例句中的“确然”己经和连词非常接近了。“确然”表示的是→个十分肯

定的＃~JJ断，从逻辑上来说，做出一个判断应该有一个和它相关连的事实为前挠，也就

是说，“确然”连接的前后成分必然在语义上相关连。这样一来，“确然”就具有连词

的性质了。在上面的两个例句中，我们很难找到和作为国j词“确然”相 121自己的被修饰

限定成分，即使说成“夕阳余j轧薄暮时分，老一辈人确然总是期望年轻人能够理解

他们”和“他确然关情于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夸赞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和 l>El

光也好，茶树长得尤其好”，也是非常勉强。这似乎预示着“确然”有向连词方向更

加虚化下去的趋势，或者上面两个例句至少说明“确然”多少有了表示连接的句法功

能。而一个词语一旦只表示连接功能又不参与句法组合时，该词也就虚化的比较彻底

了（如典型的连词）。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没有找到更多的例句，而且现代

汉语中的“确然”还依然存在独用和充当谓语的现象。如：

(33）道临本人和他的亲友们都说由我来为他的诗文结集写序最合适，确然。

（当代＼报刊＼报刊精选＼1994\04.)

(34）事实确然，以去年为例，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净增部分， 60% 则来

自乡镇企业，再看今年，仅头 5 个月乡镇企业上交国家税金。（当代＼报刊＼报

刊精选＼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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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以上我们从词义、用法和1语法功能等方面，对“确然”目3 ＂确”和“然”组合成

词组，然后由词组凝结成副词，再由副词自连词引串的演变轨迹做了一个描述。根据

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确然”的语法化过程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个概括。

1）内部结构上的变化

“确＋然” • “确然” “确然”

谓词性词组 偏正式合成词 i吾￥！功能词

2）句法功能的变化

句法位置从定语、谓i吾→状i吾→连接成分

3）语义上的变化

“确”义十“然”义→“确然”义→“确（然）”义

语气昂词“确然”的语法化过程，不仅和“确然”内部的“确”和“然”本身的

话义和1句法有关联，而且还与“确然”这个结构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句法功能等外部

诸因素密叨相关。这些因素在促成“确”与“然”结合的同时，也可能继续影响和改

变着“确然”的演化和发展过程。

1 我们把“竟然、居然、确然、显然、诚然、固然、果然、定然、必然、断然、当然”这 l I 

个语气自！J词称为“X 然”类语气副词。

2 参见李洪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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