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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范围副词教学和习得参考（一）

章　　　 天　明

一 . 什么是范围副词

　　范围副词作为副词中典型的次类，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对范围副词的研究贯穿于整个

现代汉语语法史，自《马氏文通》以来，几乎所有代表性的语法著作中都有涉及或关联。范

围副词与副词大家族中的情态副词、语气副词、时间副词、程度副词等相比，数量较少，但

在语法功能及语义特点上却比较复杂。另外，范围副词所表示的“范围”内容，以及它的句

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都不尽相同。我们来看一些常见范围副词的例句。

	 （1）星期六晚上他都不在家	/	就星期六晚上他不在家	/	星期六晚上他多半不在家

	 （2）总共来了一百多人	/	仅仅来了一百多人	/	最多来了一百多人

	 （3）凡是老歌她一概不会唱	/	惟独老歌她不会唱	/	起码老歌她不会唱

　　例句（1）～（3）是通过“都、总共、凡是”与“就、仅仅、惟独”以及“多半、最多、起码”

的对照，比较了范围副词在“统括”、“唯一”和“限定”等表义功用上的不同。

	 （4）这套丛书我全买了	/	这套丛书一共二十六本

	 （5）买了一大堆，偏苹果忘了买。	/	买了一大堆，光苹果就买了十斤。

　　例句（4）中“全”是统括范围，“一共”是统括数量。例句（5）的“偏”表示唯一的例外（其

他水果都买了），“光”表示唯一的特例（其他水果也买了不少）。

	 （6）这人看样子顶多不过四十岁	/	这人看样子至少四十岁	/	这人看样子大概四十岁

　　例句（6）中的“顶多、至少、大概”分别代表了主观认定的少量、多量和约量。

	 （7）领了钱的统统喜笑颜开	/	惟独没领到钱的愁眉苦脸

	 （8）满屋子尽是奇珍异宝	/	单单古钱币就摆了一屋子

	 （9）这几本书她都看过了	/	这本书她们都看过了	/	这些书她们都看过了

	 （10）一天就赚了一百块钱	

　　例句（7）～（8）中，“统统”、“尽是”	是语义前指，“惟独”、“单单”是语义后指的范围副词。

例句（9）中的“都”既可以是单指，也可以是双指（兼指或多指），例句（10）“就”前后成

分重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样。例句（10）脱离语境时，句子会产生歧义。

	 （11）讨论的结果是一律集中隔离	/	只看了一眼就全明白了

	 （12）东南西北全都走遍了	/	大约仅仅只看了十多分钟

	 （13）他们至少都打过一针疫苗	/	考试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时间

　　例句（11）的“一律”、“全”所指的对象可以隐现，也可以在句法结构表层补出来，如“人员”、

“图案”。例句（12）是范围副词连用，“全”、“都”均前指同一对象“东南西北”，“大约”、“仅

仅”、“只”都是后指同一对象“十来分钟”。例句（13）也是连用，但“至少”、“都”以及“大

约”、“还”却是分别指向前后不同对象，所指的对象可以隐现。

	 （14）船上统统全是海盗	/	单单只忘了我却是可气的事	/	顶多不过是开除学籍

	 （15）有十多年我都只穿制服	/	昨天一共才卖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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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14）中的“统统全”、“单单只”和“顶多不过”是同类连用，例句（15）中的“都

只”和“一共才”是异类连用。当然，还有范围副词和其他副词的跨类连用，这里就不举例了。

　　语法学界对于范围副词的存在没有异议，但到底什么是范围副词，大家对范围副词的定

义尚未达成共识。关于范围副词的考察，更多的是关于范围副词的句法功能的研究，例如能

否对名词进行修饰，范围副词总体上的语义指向以及归纳单个范围副词意义等问题。从语法

功能方面给范围副词下严格定义的很少，多数学者从意义的角度简略地进行定义，有的干脆

不定义，只采取示例说明的方法。早期明确给出定义的以王力和朱德熙为代表。王力 (1944)

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提到“用于范围修饰的副词叫做范围副词”，朱德熙 (1982) 在《语法讲义》

中提到范围副词即表范围的副词。

　　从句法成分的角度看，范围副词只能充当状语，不能充当定语，由此确定出来的范围副

词的范围就比较小。语法学界都认为范围副词是“表示范围的副词”。而对于“范围”，学者

们观点不一，多数学者认为，“范围”主要是指施事、受事的范围，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范围副

词和名词的量的特征有关，用于表示事物外延的大小、数量的多少。如张亚军（2002）就认

为“典型的范围副词是与名词的量的特征有关的主要用于谓词性成分前的前加限词”。也有些

学者从语义和句法两方面对范围副词进行定义。如李泉 (1996) 把范围副词定义为“由于句法

功能单一，分布位置相对固定，而意义上又界于虚实之间，这就决定了副词的再分类较之其

他词更为困难。也就是说，无论是单从意义上，还是单从形式上，或是所谓形式和意义结合上，

对副词的再分类都不十分容易。”他认为范围副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多少、范围大小、修饰‘数

量名’或一般动词，也可用在充当谓语的名词前，即‘范围副词 + 数・量・名 / 一般动词 /

名词性谓语 '”的词语。赵斐容 (1999) 指出范围副词不仅可以对动词或形容词进行限制和修

饰，而且可以表示其语义所涉及对象的大小或数量多少。肖奚强（2003）认为范围副词主要

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范围的副词。赫林(2009)认为范围副词是“范围副词就是表示事物、

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范围大小，在句法结构中充当修饰成分，修饰、限制谓词性成分或体

词性成分的一类副词。”	

　　由于语法学界对范围副词的定义尚未统一，因此在范围副词的界定和划分标准上也各不

相同，但现代汉语副词中确实存在范围副词这样一个类别已是共识。既然是“范围副词”，定

义时则既要满足“副词”的句法功能，又要同时满足“范围”的基本语义。赫林 (2009) 的一

段话有助于我们能更全面理解“范围副词”的定义。他认为“范围副词作为副词内部一个特

殊的次类，与其他副词的次类相比，在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上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从

意义来说，范围副词表示某种事物或状态性质的范围，但范围副词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表

示总括，有的表示限制等，可见范围副词受语义制约比较明显，如果单从句法功能对它进行

定义，缺乏必要的语义基础。另一方面，范围副词的句法功能比较发达，每个范围副词在句

法上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如果仅仅依据范围副词的语义范畴来界定范围副词，则会

因为主观性过强而难以找到明显的界限。因此，只有将范围副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结合起来，

才能将范围副词与其他副词区分开来。从意义上看，范围副词主要用于对事物或动作行为、

性质状态进行范围限定 ；从句法功能上看，范围副词在状中结构中充当修饰成分，被范围副

词修饰的成分可以是谓词性结构，也可以是体词性结构。”他综合以上因素，把范围副词定义

为“范围副词就是表示事物、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范围大小，在句法结构中充当修饰成分，

修饰、限制谓词性成分或体词性成分的一类副词。”郝林对“范围副词”的诠释的确比较充分

也很详尽。但如果从下定义的简洁明确、概括完整的角度来看，我们赞同王力先生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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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范围修饰的副词叫做范围副词。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副词的句法“修饰”功能，又有表“范

围”的语义概括。

二．教学与习得案例

　　我们将以系列的形式，每次通过对两到三个具体例句的分析和说明，期待能为汉语教学

者和学习者提供一些有关范围副词教学和习得方面的参考。

问题１：“他们两个都是兄妹” 为什么不能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关键：1）“都”总括的对象要具有什么特征？

2）属性判断和关系判断的不同。

3）关系名词的分类与属性判断和关系判断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可以说，为什么同样是表示判断的“他们两个都是兄妹”却不能

说呢？	

　　从语义性质来看，充当汉语判断句宾语的名词性词语（NP），一般都是表示属性的名词或

短语。如果该句的 NP 是非单数式，那么就可以用“都”加以量化，表示所有的 NP 都具有相

同的属性。例如：

	 （1）我们都是大学生。

	 （2）桌上都是冷冻食品。

	 （3）张三和李四以前都是领导。

	 （4）这些都不是我的。

　上面的例句（1）“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大学生”这一属性，例句（2）的“桌上”

实际上是指“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冷冻食品”，例句（3）～（4）的分析也一样。

	 （5）*他们两个都是兄妹。

	 （6）*我们俩都是一家人。

	 （7）*张三和李四原来都是师徒俩。

	 （8）*约翰和玛丽都是夫妻。

　　例句（5）～（8）都不能说，是因为这些判断句里的宾语都是关系名词，而范围副词一

般只能对复数 NP 的属性加以量化，并不能对复数 NP 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例（5）中的“他

们俩”的关系是“兄妹”，即“他”是“兄”，“她”是“妹”，“他”和“她”的属性并不相同，

因此不能用“都”来量化二者。否则就变成了“他是兄妹”或“她是兄妹”了。同样例句（6）

中的“我”，应该是和“你”互为“一家人”。例句（7）中的“张三”和“李四”应该是一人为“师”，

一人为“徒”，互为师徒。例句（8）中不管是“约翰”还是“玛丽”，单个的人也都组不成“夫妻”。

　　现代汉语中的关系名词可以分为两类：互逆关系名词和对等关系名词。前者如“夫妻，师生，

兄弟”等；后者如“朋友，邻居，亲戚”等等。这两种关系名词在判断句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

互逆关系名词只能表示关系判断，而对等关系名词除了可以表示关系判断外，一旦受到“都”

的概括就会由关系判断转为联合属性判断，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 原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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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的复数 NP，就成了对等关系的一方，而对等关系的另一方就是话语中隐含的人（常

常指说话人自己）。

　　在上面的例句（8）中，由于“夫妻”是互逆关系名词，因此只能是“约翰”和“玛丽”互为“夫

妻”关系，而不能理解为他们二人分别都是“夫妻”这个属性。因为“夫妻”是一个只能表

示集合的关系名词，“约翰”与“玛丽”是个体，个体不能等同于集合。

　我们再看对等关系名词的情况。

	 （9）他们两个是朋友		/		他俩是邻居		/		小张和小李是亲戚

	 （10）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		他俩都是我的邻居		/		小张和小李都是我的亲戚

	 （11）他们两个都是 [		] 朋友	/		他俩都是 [		] 邻居		/		小张和小李都是 [		] 亲戚

	 （12）他们都是朋友		/		他们都是邻居		/		他们都是亲戚

　　例句（9）只表示 NP 中个体之间对等关系判断时，不能加“都”。但（10）和（11）就是

联合属性判断了。例句（12）脱离了一定的语境是有歧义的，既可以理解为每一个 NP 与外部

的相同关系，即“他们都是谁的（一般是说话者）朋友”、“他们都是谁的邻居”、“大家都是

谁的亲戚”外，也可以“他们相互之间都是朋友关系”、“他们相互之间都是邻居关系”、“大

家相互之间都是亲戚关系”，即理解为 NP 中每个个体之间相同的属性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下面的句子可以说吗？如果不能说是什么原因？如果可以说，又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①小兰和小花是姐妹。

	 ②小兰和小花都是姐妹。

	 ③小兰和小花都是好姐妹。

	 ④你们都是好姐妹。

	 ⑤你们都是好姐妹，吵什么架啊？

	 ⑥得到表扬的都是模范夫妻。

问题 2：“他们都喝青岛啤酒” 有几种解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关键：1）“都”总括的对象要具有什么特征？

										2）“都”总括的对象是在“都”前还是在“都”后？

										3）同意通过补充语用前提来坚持“都”的“左向量化”（即“语义前指”）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范围副词“都”表示总括全部，除问话以外，所总括的对象必须

放在“都”前。例如：

	 （1）大伙儿都同意。

	 （2）老王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但也有观点（兰宾汉 1988）认为，“都”前面被总括的事物一般情况下总是复数事物，如果是

单数事物，这个单数事物则要受后面动词的语义限制。并且，即使不在问句中，“都”所总括

的对象也可以在后面。例如：

	 （3）你都干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兰宾汉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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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都认识他们。（兰宾汉用例）

　　此外，以往的研究还发现，范围副词“都”表示总括时还可能产生歧义。例如：

	 （5）这几天，我们都忙着筹备会计人员培训班。（《八百词》用例）

　　按照《八百词》的解释，“重音如果在‘这几天’，就表示主要总括‘这几天’，重音如果

在‘我们’，就表示总括‘我们’”。也就是说，“都”的总括对象“有时不止一个，在一定的场合，

也可以偏指其中之一，说话时用重音来区别”。兰宾汉也认为“都”在句中由于语义指向的不

同可产生歧义，而且“在言语表达中‘都’究竟指向哪个成份，只有用逻辑重音加以强调”。

但是，通过加重音来确定“都”的总括对象（语义指向）的办法只能解决口语，而书面语中

由于重音没有相应的标记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增加语用前提的办法来确定“都”的总括对象1。

比如例（5），在一定的语用背景下，可以有三种意义：

	 （6）（前几天，我们都忙着学习，）这几天，我们都忙着筹备会计人员培训班。

	 （7）这几天，（他们都忙着学习，）我们都忙着筹备会计人员培训班。

	 （8）（前几天，他们都忙着学习，）这几天，我们都忙着筹备会计人员培训班。

　　根据徐以中、杨亦鸣（2005）的分析，例（5）增加了不同的语用前提后，“都”的总括

对象在例（6）中是“这几天”（相对于“前几天”），在例（7）中是“我们”（相对于“他们”），

在例（8）中是“这几天，我们”（相对于“前几天，他们”）。以上三种情况的“都”的语义

均前指2。但是如果按照例（9）的分析，“都”还存在后指的情形，即：

	 （9）这几天我们都忙着筹备会计人员培训班【没时间筹备新年晚会】。

徐以中、杨亦鸣认为，这种后指的“都”不是范围副词，而是语气副词的“都”了，并举例：

	 （10）我都不知道你会来。（《八百词》用例）

认为例（10）中的“都”是表语气的语气副词，但依然存在语义指向的不同，因此例（8）也

会产生歧义，增加不同的语用前提后可有两种理解，如例（11）～（12）：

	 （11）我都不知道你会来【别人哪里会知道】。

	 （12）我都不知道你会来【你居然来了】。

不过徐以中、杨亦鸣又承认，表范围的“都1”与表语气的“都2”的意义有时是分不开的。例如，

语气副词“都”前面一旦出现集合名词的话，“都”是表总括的范围副词还是语义副词就难以

判定了。如“他两只眼睛都红了”这个句子，仅从文字是无法判断，只有通过重音才能区分“都”

的归属。

　　对于总括义的“都”量化的对象到底在“都”前还是“都”后，或者说“都”的语义指

向是前指还是后指，黄瓒辉（2013）通过对“都”是“量化个体”还是“量化事件”的区分，

以及能否“增加一个事件话题”的考察，认为“都”可以量化个体，也可以量化事件。但无

论是量化个体还是量化事件，“量化对象”必须在“都”的左边出现，也就是“都”的“左向

量化原则”。例如：

	 （13）他们都是学生。

	 （14）他每次开会都睡觉

	 （15）a．小张，小王和小李我都认识。	

1 这种“增加语用前提”类似于黄瓒辉（2013）提到的“增容一个事件话题”和袁毓林（2007）提到的利
用话题链接可以测试出的“都”约束的对象是省略或隐含在预设里的成分。

2“语义前指”，黄瓒辉称为“左向量化”，袁毓林称为“左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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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都认识小张，小王和小李。

特别是例（15）中，a 和 b 的对立可以看出，量化个体的“都”要求量化的对象必须在“都”

的左边（或者说“都”的前面）。再如：

	 （16）她去北京都睡她小姨家。

	 （17）我都吃的馒头。

上面的例（16）～（17），量化的对象看上去好像是“都”右边（后面）的“她小姨家”和“馒

头”，但其实并不是。例（16）～（17）中，“都”的左边（前面）的主语是不表示复数义的名词，

哪来量化的对象呢？针对这个问题，袁毓林（2007）以“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为例，指出“都”

所量化的对象是预设中的事件“买衣服”，这种预设中的事件可以在句子表层的话题部分补出

来，即增加一个语用的预设“买衣服”后变为“买衣服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其实，例（16）

～（17）的语义解读也是一样，“她每次去北京，都住她小姨家”，“吃东西，我都吃的馒头”。

类似“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这样的量化对象隐含的“都”字句，依然是左向量化，也就是说“都”

的量化对象还是在“都”的左边（前面）的。这种“都”的量化对象省略或隐含的句子，是“都”

字句的非常态性形式，除了少数的例句外，能单独说的很少。例如：

	 （18）他都写小说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他都说英语	/	他都吃馒头

	 （19）* 他都写文章	/	* 小李都买衣服	/	* 他都说话	/	* 他都吃东西

　　例（18）的独立性强，而例（19）的独立性弱，单独说会让人觉得不完整，感觉前面还

有话没有说出来。

　　“都”表示“总括”的语义特征，需要通过寻找量化对象（个体或事件）来获得语义解读，

量化对象可以是事件的主体（复数），当事件主体是单数形式时，无法满足量化的语义解读要

求时，“都”就进而寻找可能的事件集合作为量化对象，特别是通过“每次 / 无论 / 不管”等

表示事件结合的成分的介入，句子的表义就变得完整了。因为“每次”能把一个整体事件分

化为一个一个单个事件的集合，“无论”、“不管”则包括所有符合条件的事件，“都”由此就

得到量化的对象了。比较前面的例（19），例如：

	 （20）（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写文章（批评）	/	（每次发了奖金）小李都买衣服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说话（不会坐视不管）	/	（每次上课）他都吃东西

	 （21）（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放弃。

	 （22）（不管）便不便宜，我都买三个。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喝青岛啤酒”有几种解读呢？答案显而易见，这

个句子是有歧义的。根据“都”量化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当“都”量化对象“他们”

时，表示“我们都喝燕京啤酒，他们都喝青岛啤酒”的意思；当“都”量化事件“喝啤酒”时，

表示“喝啤酒，他们（不喝别的）都喝青岛啤酒”的意思。如果把“他们”改成单数的“他”，

“都”的量化对象就只有“喝啤酒”这个事件了，即“喝啤酒，他（不喝别的）都喝青岛啤酒”

的意思了。

　　再问一个问题：“你妈都不知道你有对象了。”有几种解读呢？



现代汉语范围副词教学和习得参考（一）

− 55 −

参考文献：
黄瓒辉	2013	“都”和“总”事件量化功能的异同	《中国语文》第 3期。
兰宾汉	1988	副词“都”的语义及其对后面动词的限制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期。	
李		泉	1996	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齐沪扬	2007	《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		力	1944《中国语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肖奚强	2003	范围副词的再分类及其句法语义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 3期。
徐以中，杨亦鸣	2005	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语言研究》第 3期。
袁毓林	2007	论“都”的隐形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中国语文》第 4期。
张		斌	2001《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		斌	2010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亚军	2002	《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张谊生	2001	论现代汉语的范围副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1期。
张谊生	2003	范围副词“都”的选择限制，《中国语文》第 5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