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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運用語法化理論，從曆時角度分析探討了“简直”的语法化過程，分析了起主要作用

的虚化机制，同時還考察了形容词“简直”、方式副词“简直”及语气副词“简直”之间的演变联

系。当形容词“简直”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即前置于相邻形容时，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会获

得状语功能，用来修饰形容词谓语、动词谓语。形容词“简直”的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

用，由空间域映射到方式域，形成方式副词。构成“简直”的“简”和“直”通过概念整合生成

“完全”语义，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及主观化的发展，由“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从而形成语

气副词。同时，对于“简直”的演变过程，既往研究的意见存在分歧，通过考察，本文整理出呈并

列状态的两条虚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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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简直”作为一个高频副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相当普遍。“简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的解释是“表示完全如此,语气带夸张”。如“屋子里热得简直待不住了”、“街上的汽车一辆跟

着一辆，简直没个完”。而《现代汉语八百词》里的解释也大同小异，认为“简直”强调完全如此

或差不多如此，含夸张语气。但其实“简直”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语气功能的，而是在历时层

面上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

(1)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唐《史通》

(2) 天下道理自平易简直。宋 《朱子语类》

(3) 简直还叫他们带了一面镗锣，一副鼓板，做足了样子。清 《黄绣球》

(4) 你儜那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作好事！清《济公全传》

(5) 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简直气出臌胀病来。清 《官场现形记》

(1)中的“简直”作为一个由“简”和“直”构成的联合结构的形容词词组，表示“简朴正

直”；(2)中的“简直”是形容词，表示“简单直白”；(3)-(5)中的“简直”都是副词，其中(3)

中的“简直”是方式副词，意思是“干脆”、“索性”，(4)中的“简直”是语气副词，修饰谓语

“是作好事”，表示“实在”义，(5)中的“简直”也是语气副词，表示夸张语气，相当于“几

乎”。那么，在历时层面上，表示“简单”的形容词“简”和表示“直接”的“直”组合之后，为

什么能够表达夸张？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语法化过程，又有哪些机制起了主要的作用？

既往研究存在下面一些问题。首先，在形容词“简直”的形成时期上，既往研究意见不太一

致。魏兆惠、宋春芳(2012：31)认为“简直”的形容词用法最早可见于唐宋时期。而焦一和(2012:

109)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简直”的形容词用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并列举了下列例

句：

(6)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杨泉《物理论》1)

焦一和(2012:109)将(6)中的“简直”解释为“简朴质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尚待商

榷。因为前半句里的“度阔而网疏”中的“度阔”与“网疏”构成并列关系，后半句里同样由

“而”连接的“推诚”与“简直”构成并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推诚”意思是“推崇真实”，是

一个动宾结构，那么“简直”如果是形容词，则不可与动宾结构的“推诚”通过“而”连接，构成

并列。所以此处的“简直”也应该是动宾结构。这是因为，“简”除了形容词功能以外，还有动词

功能，可以解释为“选择”或“分辨”，考虑与前句的语义对应关系，(6)中的“简直”可以解释

为“固守正直”。所以将(6)中的“简直”看作形容词的看法比较牵强。因此我们认为，像这种确

1) 该例句出现在下列语段中：“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禮
義；魏武糾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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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不强、依靠仅有的一个例句来断定“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主张，缺乏客观依据的支持。

相反，将形容词“简直”的出现时期定在有一定使用频率的唐代，就减少了争议。

其次，在“简直”的语义演变上，有关语气副词“简直”的来源问题上没有定论。吴德新(200

7)、许井岗(2011:49)等研究认为语气副词“简直”源于方式副词“简直”，而魏兆惠、宋春芳(20

12：33)则认为形容词“简直”应该是语气副词“简直”的直接来源，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没有提

供客观根据。我们的疑问是，如果语气副词是由方式副词发展而来的，“直接”义是如何衍生出

“完全”义的呢？这之间似乎没有直接语义联系，对此既往研究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我们认为有

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本文将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语法化理论及认知理论为根据，力争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研究

目标：第一，梳理“简直”的虚化过程；第二，分析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虚化机制：具体说

来，考察“简直”是如何获得充当副词的句法功能的，以及如何获得表示夸张等语气的语义功能

的；第三，阐明“简直”各语义间的联系。

2.“简直”的句法及语义演变

“简直”是由“简”和“直”组合而成。

“简”最初是个名词，意思是“竹简”，是用来书写的工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

是：“筒, 碟也, 从竹简声, 古限切”。“简” 的基本义是指古代用于书写的狭长竹片。当人们

在书写文字时出于省俭的考虑, 就会从“简” 的本义“用于书写的狭长竹片” 中引申出较抽象的

“简约”、“简单”等含义和用法。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曾指出, “简者约而用之, 故为

省约”。2) 在现代汉语中，“简”的形容词用法更为普遍， 主要表示“简单”。

而“直”本为动词，义为“不弯曲”，与“曲”、“枉”相对。3)《说文解字》解释为：

“直，正见也”。后用作形容词，意义抽象化为“线形正的，不弯曲的，不迂回的”。4)付文萍(2

011:22)指出“直”由动词性“正视”义分别引申出副词的“不断、持续”义，以及形容词的“不

弯曲的、正义的、不断的”之义。于立昌(2016:90)将现代汉语“直”的义项整理为：①放在动词

之前，说明动作频繁地、不间断地进行或发生。②“直”与“到”连用，说明动作或状况从时间、

空间范围的某一点起到某一点止是持续发生或存在的。 

(7) 清廉简直，奉法爱人。唐《白氏长庆集》

(8) 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唐《群书治要》

(9) 晋书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唐《晋书》

在萌芽时期，形容词“简直”在句法上主要充当谓语、宾语。比如，(7)-(9)中的“简直”都

2) 吴德新(2007:52)。

3) 于立昌(2016:91)。

4) 王雅静(20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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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谓结构中的谓语，(7)中的“简直”与形容词“清廉”构成并列结构，作被省略的主语的形容

词性谓语。(8)中的“简直”与形容词“多逆”构成并列关系，由“而”连接。(9)中的“简直”作

“在于”的宾语。唐代“简直”主要表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相比唐代，宋代“简直”

的用法逐渐丰富了起来。

(10) 师凡示学徒，语多简直。宋《五灯会元》

(11) 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宋《避暑录话》

(12) 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爲直，此理最简直。宋《栾城集》

(13) 故其辞语繁重，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遒峻也。宋《述<国语>》

(14) 此心不倾险，不粗戾，自是平易简直。宋《朱子语类》

在宋代，“简直”位于副词之后接受副词修饰的例句大量存在，这表明“简直”已然形容词

化了。比如，(10)-(12)中的“简直”在句中作谓语，分别接受副词“多”、“尤”和“最”的修

饰。(13)-(14)中的“简直”分别在句中作谓语和宾语。值得注意的是，“简直”与其他形容词并

列搭配时，位置比较自由，可前可后，在(13)中位于形容词“精明”的前面，而在(14)中则位于形

容词“平易”的后面。

元明时期的“简直”仍然继承了这些主要用法与语义。

(14) 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言。元《宋史》

(15) 喜爲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元《吴中旧事》

(16) 迁之辞，雄健简直，足称一家。元《策要》

(17) 简直之性，似与世寡交，和易之怀，则与物无忤。明《太史升庵全集》

(18) 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而文集不载。明《升庵诗话》

在清代，“简直”的副词用法非常普遍。

(19) 简直的说罢，既要打，可别心虚，绝没有哼哈字。清《狐狸缘全传》

(20) 我告诉你二位说罢我简直不愿意溷了。清《济公全传》

(21) 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简直气出臌胀病来。清《官场现形》 

(19)中的“简直”作为谓语“说”的方式，用来修饰“说”，“简直的说”可以解释为现代

汉语里的“直截了当地说”。(20)-(21)中的“简直”都是语气副词，都表示一种夸张语气，前者

可以解释为“实在”、“完全”，后者可以解释为“几乎”。   

可以看出，“简直”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本章中我们仅对其做出了简单的梳

理，至于形容词与方式副词、语气副词之间的演变关联，将在第3章中通过具体分析，导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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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词“简直”的虚化机制

在本章中，将围绕虚化机制，集中考察两点：“简直”是如何获得各种副词功能的，及如何

衍生出夸张语义的。

1) 重新分析

Langacker把重新分析(reanalysis)定义为：“一个或一类表达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

它任何直接或固有的表层显现的修饰关系”。5) 指一个可以分析为(A, 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

后变成了A(B, C)，比如：

(22) a. 凑得够/数 (动宾结构，“凑”重读)

     b. 凑得/够数 (动补结构，“够数”重读)

(22a)到(22b)的结构转变是一种重新分析，它发生在汉语的共时平面。在汉语的历时平面，

重新分析也都缘于短语内部关系的这种不确定性。6)

我们认为，在“简直”的词汇化过程中，重新分析机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将通过例

句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23) 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唐《群书治要》

(24) 此心不倾险，不粗戾，自是平易简直。宋《朱子语类》

(25) 经义固常简直明白，而未尝不爲说者迂回汩乱而失之弥远也。宋《诗本义》

(23)中的“简直”与形容词“多逆”构成并列关系，由“而”连接，足以表明“简直”是个

形容词。(24)中的“简直”位于形容词“平易”之后，只能看作形容词。相比(23)、(24)中的“简

直”，(25)中的“简直”存在重新分析的可能性。由于“简直”由于位于“明白”之前，从而产生

了两种解读法，其一是，“简直”与形容词“明白”构成并列关系，前者表示“简单直接”，后者

表示“明了清晰”，二者都用来表示主语“经义”的通透性，此时“简直”是形容词；其二是，

“简直”作为副词修饰谓语“明白”，构成状中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将重新分析下的“简直”的虚化过程整理如下：   

5) 参考梁银峰译(2008:61-62)。

6) 李永(201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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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新分析与“简直”

在重新分析作用下的“简直”的四个语法化阶段中，其中第三阶段是语法化的过渡阶段, 在

这一阶段既可以将“简直”和其后的形容词看作是并列关系,也可以通过重新分析将其看作是状中

关系。除了位于形容词前，“简直”还有一种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位置是位于动词之前时。 

(26) 简直无悦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论。宋《欧阳修集》

(26)中的“简直无悦耳之言”是指很直白，且没有动听的语言，即语言很朴实无华。其中的

“简直”在句中与形容词“新奇”构成呼应关系，一般看作是形容词；但同时由于“简直”位于动

词结构之前，因此存在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可能性。7) 

纵观“简直”的句法功能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本可以由“与”相

衔接的形容词“简直”和另一个形容词，不再用“与”来衔接，而且在语序上表现为“简直”前

置，即呈现“A简直+A2”。也就是说，随着句法的变化，“简直”由在句尾作形容词性谓语，而转

移到状语位置。8)

当“简直”通过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获得状语功能之后，在句法上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点特

征：“简直”与邻位形容词之间不可添加连词“而”；“简直”与另外的形容词的关系不是并列关

系，而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 

2) 隐喻

7) 本文在此并不是主张(25)和(26)中的“简直”是副词，而是为了说明这两种位置的“简直”存在被重新分

析为副词的可能性。

8) 李计伟(2007)及个别既往研究也注意到“简直”的位置变化，遗憾的是缺乏详细的论证过程，本文采用语

法化理论中的“重新分析”原理将该过程加以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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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metaphor)是指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以及从基本的、一般是具体的

意义转变为更为抽象的意义。隐喻过程是跨概念界限的推理过程，一般通过从一种域到另一种域的

“映射”或“联想跳跃”这样的词语来指称。这种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类推或象似关系的诱

发。9) 

表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义的形容词“简直”，经过进一步虚化，引申出方式副词

“简直”的“直接”、“干脆、索性”义，隐喻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形容词“简直”的语义逐渐偏重于“直”字，“简”字的语义已经非常淡薄。10)因此我们在

此可以着重分析“直”字的隐喻过程。而“直”字可以表示方式，比如表示走路时不改变方向，可

以用“直行”来表达。“直”表示不改变方向和路线的这种空间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

从空间域”映射到方式域，就衍生出“直接”、“干脆、索性”义。而这些语义都是“直接了当”

的意思，也就是说不通过其他途径，或者说避开其他一切方法、途径，采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

(27) 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28) 你我还等什么，简直咱们到各处探探去。《济公全传》

(29) 您简直也弃暗投明吧，在镖行做一分事情，当山大王哪有好下场呢？《三侠剑》

(30) 明天你不要到观音庵这儿来呢，你就简直直到我家去吧。《三侠剑》

(31) 黄天化一想：“我何必等着他睡了行刺呢，简直下去亮刀把他杀了就完了。”《济公全传》

(32) 简直还叫他们带了一面锣鼓，一副鼓板，做足了样子。《黄绣球》

(27)-(32)中的“简直”都表示“干脆”、“索性”。11)(27)中的“简直也躺了下来”是说行

为者排除了其他任何姿势，最终只“索性”采取了“躺”这一姿势，即将可取的姿势精简到“躺”

上，因此“简直”里包含【+精简】、【+排他】的语义特征。(28)中的“简直咱们到各处探探

去”，意思是不再等待，也不再采取除了“探探”以外的任何一行动。而相比(27)-(28), (29)-(3

2)中的“简直”的语义离目标概念更近，【+直接】这一语义特征也更明显，可以解释为“干

脆”、“索性”。

9) 梁银峰译(2008:104)。

10)同样属于“简形容词+X形容词”, 表示“简单直接”的“简直”词汇化为一个副词，可以无需加“地”直

接修饰谓语，而诸如“简朴(意为简单朴素)”、“简洁(意为简单洁净)”、“简单(意为简单单纯)”、

“简明(意为简单明了)”、“简易(意为简单容易)等却没有这种用法,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简直”属

于语义后倾向型词汇，换言之，方式副词“简直”的主要语义来自“直”的义项。而“直”可以作为一种

方式，因此无需添加标记，就可以直接做状语。而上列中的“朴”、“洁”、“单”和“明”表示结果、

性质，相比而言不易做状语来修饰谓语。

11)现代汉语的方言中仍然存在“简直”表示“干脆”、“索性”的用例。参考《现代汉语词典》。



172 ․ 中國學 第64輯 (2018.09)

<图2> 隐喻与“简直”的虚化

3) 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Blending Theroy)也叫概念融合或概念合成理论，

由Fauconni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概念整合”是人类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

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12) Fauconnier & Turner(2002)

指出人们是通过概念整合来理解生活的物质世界、心智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沈

家煊(2006)认为，例如复合构词“甘苦”，知道“甘”的意思，也知道“苦”的意思，不一定知道

“甘苦”的意思，“甘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意义不能完全靠组成成分推导出来，“整合”能够

突出这种整体性。13) 

Fauconnier&Turner(2002)提出了四空间论，并指出概念整合是在四个基本空间中进行的：

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

输入空间1 (Input space 1)

输入空间2 (Input space 2)

合成空间  (Blending space) 

Fauconnier & Turner(2002:48)将这四个空间的关系用下面图示加以描述：

12)吴为善(2011:248)。

13)袁嘉(200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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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概念整合图示

类属空间向两个输入空间映射，整合反映出输入空间共同的、常见的、抽象的组织与结构，

规定核心跨空间隐喻；输入空间映射具有部分与选择的属性，当输入空间I与输入空间Ⅱ部分地投

入到合成空间后通过“组合”、“完善”和“精致”三个彼此关联的心智认知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

创新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在创新结构中完成意义的产生。14)

朱怀(2011:40)指出概念整合是心理空间之间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由输入空间、

共有空间和整合空间组成整合网络，空间之间能进行跨空间的对应连接映射，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

会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整合空间通过整合形成整合结构。因此，整合是一个由心理空间之间的

映射和投射构成的整合空间网络。15)  

我们在上一节中探讨了表“简单直接”义的形容词“简直”到表“干脆”义的方式副词“简

直”的虚化过程，李计伟(2007:20)认为“简直”的“直截了当”义可以衍推出“完全”义，我们

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直接性的语义联系。我们的立场是，形容词“简直”到表夸张的语气副词“简

直”的虚化，是通过概念整合完成的另一条渠道。 

14)吴为善(2011:248-255)。

15)概念整合借鉴了隐喻的跨概念域的映射方式，认为意义的构建是不同心理空间的成分和关系的映射。映射

原来是数学术语，指两个集合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如y=F(x)指集合x和y之间存在的对应规则F，集合x中

的任一成分在集合y中都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概念整合用数学中的映射原理来分析两项和认知过程，也

是借鉴了Nunberg(1978)的语用功能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能够通过心理、文化等语用关系在不同性质的

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在吸收概念隐喻的映射模式和Nunberg语用理论基础上，整合理论通过心理空间之间

概念与概念的认同、对应和匹配关系来构建映射关系。Nunberg(1997:9-13)将映射进一步细分为三类：投

射映射、语用功能映射和图式映射。引用自朱怀(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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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简直”的概念整合过程

位于类属空间中的形容词短语“简直”是由独立的“简”和“直”构成，输入空间Ⅰ中

“简”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简单】、【+小量】，输入空间Ⅱ中“直”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

【+直接】、【+小量】，通过概念整合过程，“简单”与“直接”整合出“度的极限”，“小量”

与“小量”整合出“量的极限”，“度的极限”与“量的极限”又可以整合出“完全”，随着使用

频率的增加及主观化的发展，“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而这正是语气副词“简直”的基本功

能。

4. 结语

本论文以语法化理论和认知理论为依据，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简直”的虚化过程，分析

了其虚化机制，并阐明了“简直”的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简直”的形容词用法大致萌芽于唐代，语义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在句

子中主要充当谓语或宾语。随着“简直”的位置的改变，即前置于相邻形容时，在重新分析机制的

作用下，获得状语功能，用来修饰形容词谓语、动词谓语。这就是“简直”的副词功能形成。

第二，形容词“简直”的语义逐渐偏重于“直”字时，“直”表示不改变方向和路线的这种

空间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凸显出【+精简】、【+排他】的语义，并由空间域映射到方

式域，使得“简直”衍生出“直接”、“干脆、索性”义。而这些语义都是“直接了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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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通过其他途径，或者说避开其他一切方法、途径，采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这就是方式

副词“简直”的形成。  

第三，语义特征为【+简单】、【+小量】的“简”与语义特征为【+直接】、【+小量】的

“直”，通过概念整合，“简单”与“直接”整合出“度的极限”，“小量”与“小量”整合出

“量的极限”，“度的极限”与“量的极限”又可以整合出“完全”，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及主观

化的发展，“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这就是语气副词“简直”的形成。。

 第四，对于“简直”的演变过程，既往研究的意见存在分歧，通过考察，我们认为在“简

直”的语法化阶段，演化语义链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两条虚化链呈并列状态，即：

形容词“简直”

（“简单直白”、“简朴正直”义）
    

ì 链条1：方式副词“简直”(“直接、干脆”义)

î 链条2：语气副词“简直”(“实在、完全”义)

                    ê

                 夸张语气

<图5> “简直”的虚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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