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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

—
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

石 定 栩 朱 志 瑜

摘 要
:

香港是语言多元化的社会
。

英语在香港一直享有
“

强势语言
”

的地位
。

在英语的影响下
,

香港

书面 汉语发生 了显著的变异
,

除 了
“

语码混用
”

外
,

还借用 了不 少英语词汇
,

改变 了某些句法结构
。

一种很突出的变异现象是词汇的转类
,

即形容词或名 词作动词
,

名 词或动词作形容词
,

不及物动词作

及物动词
,

非谓形容词作一般形容词
,

等等
。

造成这种变异的原因是多重的
。

从语言内部来说
,

英语

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是重要原因
,

而翻译是造成这种变异的主要途径
。

关键词
:

语言接触 ; 变异 ; 语序 ; 词汇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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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一 )

香港 向来是个语言多元化的社会
,

目前

的状况是
“

两文三语
” ,

即书面语是中文和

英文
,

口 语是 粤语
、

英语和普通话
。

九七回

归之前
,

英语的唯一官方语言地位持续了100

多年
,

在行政
、

立法
、

司法
、

教育等领域 占

据着支配地位
。

直到 19 74 年
,

中文才被接纳

为官方语言之一
。

即使是这样
,

在很长的一

段时期里
,

凡是遇到法律文字上的争议
,

英

语文本仍然是裁决的最终依据
。

香港从70 年

代起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
、

金融和

商业中心
,

英语的地位又发生了变化
,

逐渐

演变成人们在许多领域进行交际时不可或缺

的工具
。

英语在历史上是殖民地精英阶层的

标志
,

现在则成了一种
“

成功的语言
” ,

成

为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

英语在香港一直享

有
“

强势语言
”

印re sti ge
n o
rm )的地位

。

不同语言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势必会引起

语言的变化
。

同一个人在日常交际中经常使

用 两种 或 多种 语 言
,

总 会产 生
“

干扰
”

(in te成re n e e)或
“

转移
”

(tran
sfe r)

,

即一个语言

系统的某些成分进入另一语言系统
。

这种干

扰或转移就个别人来说
,

也许是偶发的
,

没

有规律的
,

而且带有个人特征 ; 但对使用双语



或多语的整个社区来说
,

干扰或转移会对语

言产生积累性的影响
,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引

发新的语言习惯和规则
,

并可能确立新的语

言使用标准
。

因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化

会影响到语音
、

节律
、

形态
、

词汇
、

句法
、

语 义 和 语 用 等 各 个层 面 (Ro m a in e 199 5: 53
-

55 )
。

就书面语语法而言
,

最易受影响的是词

汇
,

形态次之
,

句法则最不易变化
。

英语对香港汉语词汇的影响十分明显
。

除

了在汉语中直接夹用英语单词和使用英语缩

略词外
,

大量使用英语音译词 (如波士
、

贴

士
、

多士等) 和意译词 (如灰色地带
、

新鲜

人
、

割喉式等)也是显著特点之一
。

语言的各个层面不是彼此隔离或相互独立

的
,

因此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

词汇这一个方面
。

香港地区使用的汉语在英

语 (当然还有粤语) 的影响下
,

在句法上也己

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

以规范汉语的标准来衡

量
,

这些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异现象
。

语

言接触对句法影响的显著表现之一是语序的

变化或变异
,

有关文献中对此有过不少论述

(如 Ro m a ine 19 9 5 : 55
,

H o ffi ll

arin
19 9 1 :9 7 )

。

香港

书面汉语的语序变化不小
,

进而造成了词汇

的转类现象
。

本文拟考察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一种显著

变异
,

即汉语词汇受英语 的影响而发生的转

类现象
。

使用的语料来 自香港三份影响较大

的报纸 《星岛 日报》 (以 下简称X )
,

《东

方日报》 (以下简称D ) 和 《明报》 (以下简

称M )
,

收集时间是 199 8年9 月至 1 1月
。

(二)

词的转类现象在香港的报刊汉语中十分突

出
,

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
:

形容词
、

名词 (名

词短语) 用作动词
; 名词

、

动词用作形容词 ;

以及动词
、

形容词用作名词
。

不少转类现象

可以归因于英语语序(通过翻译)对汉语的影响

和干扰
。

1
.

名词用作动词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
,

在划分词类
,

尤其是

实词 (名词
、

形容词
、

动词)的类别时
,

应该采

用什么标准一直是个难题
。

目前大多数语法

学家都主张划分汉语词类的
“

唯一标准是句

法功能
”

(胡明扬 199 6: 44 )
,

因为词类划分归

根到底是为句法分析服务的
。

所谓
“

句法功

能
”

是指分布特 征
,

不但包括 短语组合功

能
,

也包括句子成分功能
。

词类就是根据词

在句法结构中表现 出来的共同功能特点而划

分的
。

虽然语言是
“

社会现象
,

跟物理现象

不 一 样
,

不 那 么 干 净
、

整 齐
”

(吕叔 湘

198 3: 3)
,

在划分汉语词类时
,

无法处处做到
“

一刀切
” ,

总会出现一些
“

中间状态
”

的

词
,

就像
“

工作
” 、 “

学习
”

那样
,

既是名

词
,

又是动词
,

只好算作兼类
。

不过
,

对绝

大多数汉语词来说
,

依据句法功能是能确定

词类的
。

汉语名词的语法特征可以归纳为
: a

.

可

以受数量词修饰 ; b
.

一般不受副词修饰
; c

.

主要句法功能是充任主语和宾语
,

也可作定

语
。

部分名词可作谓语和状语
。

换句话说
,

大多数名词的特点是不直接充当谓语
,

更不

能带宾语
。

而香港报纸上这两种用法都很常

见
,

也就是名词转类做动词了
。

请看下面的

例子 (例句后的编号表明出处
,

包括报纸
、

版面及日期 )
。

(l) 他们周一清晨叫醒总理 内塔尼亚胡
,

直玉这次袭击
。

()了A 6 / 10 / 10 / 9 8 )

(2 ) 父母没有必要把第三者丘些成罪大恶

极的坏人
。

(MO 7 / 19 /0 9 /9 5)

(3 ) (今 日西方的教育 ) 错把老师当作艺

人
,

要握生学生
。

(X /D 7 /2 6/ 10/9 8)

(4 ) 双方盖鱼尽量不会把大学范围内的教

职员宿舍发展成商住楼宇
。

(M旧 12/ 18/ 09 /9 8)

(5 )首先要鱼迥自己
。

(D /A2 0 /3 1/ 10 /9 8)

例(l)直接译 自国外电讯
,

句中的
“

简报
”

来 自英语动词 to brief
。

其余四句虽然不是译

文
,

却显然套用 了英语的词语或句子
。

如例

(2) 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to lab el so m e
bo dy as ⋯ 这



样的结构
。

例(3 )的内容和话语环境也不能不

让人想起英语的 to am us e 或 to ent e
rta in 来

。

“

共 识
”

和
“

低 调
”

分 别译 自英 语名 词

c o n s e n su s 和 low k ey
。

这些汉语词在上述例子

里都用作动词
,

而且都带了宾语
。

按照规范

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句法功能
,

它们都应该

属于名词
。

其 中
“

标签
”

是表示事物名称的

具体名词
; “

娱乐
”

是表示日常活动的抽象

名词 ; “

简报
” 、 “

共识
”

和
“

低调
”

都是
“

形容词 + 名词
”

的偏正结构
,

应该算复合名

词
。

当然
,

名词和动词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

越的界限
,

但也不是所有名词都可以随便当

作动词用
。

以例 (2) 中的
“

标签
”

为例
,

该词

是具体名词
,

是名词这个类别 中的典型成

员
,

是最不容易转换为动词的
。

根据
“

名词

功 能游 移
”

(fu n e tio n a l shift )理 论 (张 伯 江

199 4: 3 3 9)
,

名词中的典型成员 (如具体名词)

稳定性较强
,

发生功能游移 (即名词用作其他

词类 )的可能性较边缘成员 (如抽象名词 ) 要

小
。

而且名词转类的可能性与活用形式的可

接受程度也有区别
,

可以归纳出如下的等级

排列 (李宇明19 %
:7)

:

名词 > 非谓形容词 >

一般形容词 > 不及物动词 > 及物动词
。

等级

排列左边的词类可 以向右边发生功能游移
,

相邻项 目之间的功能游移较为 自然
,

距离越

远游移越不 自然
。

由此可见
, “

标签
”

作为

汉语名词的典型成员本来就较难发生转类
;

即使发生转类
,

也是用作非谓形容词或一般

形容词的可能性较大
,

而作及物动词的可能

性最小
,

可接受程度也最低
。

lab el 在英语中

本是名词
,

但可以不发生任何形态变化而直

接转作动词
。

在香港
, “

语码混用
”

(co de
-

m ix ing) 现象十分普遍
,

经常可读到或听到在

粤语里夹用英语单词的句子
,

如
“

你唔好随

便 la be l 人啦
”

(不要随便给人下结论)之类
。

如果从语码混用回到粤语
,

把 fa be l 按名词的

词义译成
“

标签
” ,

按动词的用法放在宾语

前面
,

对香港人说来是很 自然的事情
。

2
.

名词短语作动词

汉语 中以名词作定语
,

动词为中心词的

偏正短语
,

是名词性的 (胡裕树19 8 7: 3 48 )
。

因

此
“

私人访 问
” 、 “

官式访问
” 、 “

政治干

预
” 、 “

性侵犯
”

都应该是名词性短语
。

在

下述句子中
,

它们却被用作了动词
:

(6 )前港督彭定康来港
,

丛左鱼且四天
。

(D /A 19/ 18/0 9/ 9 8 )

(7 ) (他)宜
.

或
月

边」亘外地
。

(M办公八2/ 11/9 8 )

(8 )英政府不宜这迫土皿引渡皮诺切特事

件
。

(X 叭6 /2 3 / 10/9 8)

(9 )教职员因性鱼直旦学生而被解雇
。

(D /A2 4 /2 1/0 9/9 8)

这几个短语都是译 自英语的外来语
。

例

(6 )中的
“私人访问

”

印ri
v at e vi s

it) 和例 (7) 中

的
“

官式访问
”

(o ffi ci al vi sit) 后面分别以时间

名词 (
“

四天
”

)和处所名词 (
“

外地
”

)作宾

语
。

例 (8 ) 中 的
“

政 治 干 预
”

印o litie a l

inte rv en tion 或 to in tervene po lit ic all y) 后面的宾

语是个名词性偏正结构
,

由动宾结构
“

引渡

皮 诺切 特
”

作定 语 修饰 名 词 中心 词
“

事

件
, , 。

例(9 )中的
“

性侵犯
”

(sexu
a l as sau lt)后

直接带名词宾语
。

由于这四个名词性短语在

句子里带上了宾语
,

整个短语也就用作及物

动词了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异
。

当然
,

还

可从另一角度分析这种用法
,

短语里中心词

前的成分可以看作是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作方

式状语
,

修饰后面的动词
。

问题是现代汉语

中除了时间词
、

方位词和处所词以外
,

能不

加
“

地
”

而直接作状语修饰动词的名词很少

(吕叔湘 19 5 4 : 17
一

15
,

刘月华等 19 8 3 :3 0
,

3 2
-

33
,

3 6)
。

随着语言的发展
,

名词直接作状语

的现象有所增加
,

但无论把名词的范围放到

多大
,

现代汉语中可 以直接作状语的名词仍

然 是 少数
,

应 该 是 可 以 列 举 的 (孙 德 金

199 5 :9 1)
。

因此 即使把
“

私人
” 、 “

官

式
” 、 “

政治
” 、 “

性
”

当作方式状语
,

从

规 范汉语 的角度 看
,

也还是一种变异的用

法
。



3
.

形容词用作动词

汉语形容词的主要句法特征是
: a

.

可受程

度副词的修饰
; b

.

一般不能带宾语
。

在一定

条件 下
,

少数形容词可以带名词或名词短语

作宾语
,

主要是所谓的使动用法
。

根据李泉

(19 9 6 : 18 2 )的统计
,

在所有
“

形 + 宾
”

结构

中
,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
“

繁荣经济
”

)约 占

66 %
,

是大多数
。

其他几类
“

形 + 宾
”

结构

包括
“

形 + 自动宾语
”

(
“

黄了几片叶子
”

)
,

“

形 + 意动宾语
”

(
“

重利轻义
”

)
, “

形 + 对

动宾语
”

(
“

热心环保事业
”

)
, “

形 十 比较宾

语
”

(
“

大我五岁
”

)
, “

形 + 存现宾语
”

(
“

文坛上活跃着几位青年作家
”

)
。

下述各例

中的谓词原本是典型的形容词
,

可是都带上

了宾语
:

(10) 她明显堕鱼莱温斯基
。

(M /A 16/2 0 /0 9 /9 8 )

(11 )百分之十五的人说置直购买 (某物)
。

(M/ A 17 /0 6 / 11 /9 8 )

(12) 他不:比虚和平 而理性的游行会出现混

乱的场面
。

(D /A2
020 1八。月8)

(13) 我非常至主可 以从事研究
。

(M /A 4 / 15门0 /9 8)

(14 ) 很遗签案中被绑架受害人未有向港警

报案
。

(刀A 14 /2‘ 10/0 5 )

(15) 现在的同学都赶直她在实用学校的过

去
。

(M /A Z /2 6/0 9 / 9 8)

(16 )他很业立物理研究
。

(入刃A 3 / 14 / 10 /9 8)

(l 7) 富裕国家善财难舍
,

查童捐助
。

()了B 10/ 17八0 /9 8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几个形容词在带宾语

时
,

都不牵涉使动用法
; 而 且除了例(14) 属于

“

形容词 + 对动宾语
”

的用法外
,

其余都无

法划归上述
“

形 + 宾
”

结构中的任何一类
。

与规范汉语形容词带宾语 的规律相 比
,

这里

的用法显然属于变异
。

例 (10) 中的
“

恼怒
”

在规范汉语中能带宾

语
,

可以说
“

一句话恼怒了他
,

再也不跟我

说话 了
” ,

但这是使动用法
,

意为
“

触怒
,

激怒
,

使
·

~ ⋯恼怒
” ,

与
“

她明显恼怒莱温

斯基
”

中的用法完全不同
。

例 (10 )的意思是
“

她明显因莱温斯基而感到恼怒
” ,

显然译

自 be

ann
o ye d (或 irr itat

ed
,

an ge r ed ) w ith / by

这类结构
。

其余几例的结构也基本上属于
“

因⋯⋯而害羞 (忧虑
、

荣幸
、

遗憾
、

好奇)
”

这一类型
。

类似的说法在英语里一般用形容

词(如 as ham
e d

,

anx io u s , 50
叮 等)后跟介词短语

或 th at
一

从句来表达
,

英语的影响在这里显而

易见
。

又如例(16) 中的
“

投入
”

一词
,

能用作

及物动词
,

表示作为投资放进去
,

如
“

投入

精力
,

投入人力
、

物力
,

投入资金
”

等
,

也

能兼类作形容词
,

表示集中精力
,

如
“

别太

投入了
”

等
。

这后一种用法不能带宾语
。

在

例 (16 )里
,

表示集中精力的形容词
“

投入
”

又带上 了宾语
,

但语义和选择的宾语都和原

来的及物动词
“

投入
”

不一样
。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

一般形容词可以

受程 度 副 词修 饰
,

比如可 以说
“

非 常繁

荣
” , “

很红
”

等 ; 但带宾语的形容词则不

能受这类副词修饰
,

不能说
“

非常繁荣了国

内市场
” ,

也不能说
“

很红着脸
” 。

因此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

形容词带宾语后已失

去了形容词的基本特征
。

在例(13 )
、

(14 )
、

(16)

这几句中
,

形容词一方面受程度副词修饰
,

一方面又带了宾语
, “

非常荣幸⋯⋯
” , “

很

遗憾⋯⋯
” , “

很投入⋯⋯
”

后面还跟了一长

串东西
,

同标准汉语的用法相差就很大了
。

4
.

名词和动词作形容词

无论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还是从共时的功

能分布来看
,

都有理由认为
“

名词和动词是

两个最基本的词类
”

(张伯江 19 94
:3 4 2)

,

其他

词类多半是从这两个词类分化或发展而来

的
。

这在形态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以英

语为例
,

许多形容词是从动词或名词派生而

来的
,

如名词加后缀
一ed

, 一

fu l
, 一a l

, 一

ab le 等构成

形容词
,

动词加
一

ed
, 一

in g 等形式构成分词型

形容词
。

同一词干加不同词缀
,

词义和词类

就会发生变化
。

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
,

词



类和词义转变须依靠词汇手段
。

在移植和翻

译英语形容词的过程中
,

有时候只是将名词

或动词词干译了过来
,

却未能用相应的汉语

词汇手段表达词缀的意义
,

这很可能是香港

书面汉语 中以名词或动词充作形容词的起

因
。

如用
“

力量的
”

来表示
“

强有力的
” ,

就是受英语形容词 po w e
而1 的影响而造成的

(L 1 199 6: 14 3)
。

类似 的用法在香港报刊上相当

普遍
,

下面是一些信手拈来的用例
:

(l 8) 电视和电台广告太墨左
。

(M /A 6/3 0 /0 9 /9 8)

(19 )较为鱼兰的问题 (M从6/0 9/ 10/9 8)

(2 0) 创作无疑是很土丛的事
。

(M / E3 /2 2/ 0 9 /9 8)

(2 l)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异常全些
。

(X /A4 /2 7 /0 9 /9 8 )

(2 2) 他那年轻肚直的妻子

(M /A 19 /2 9/0 9 /9 8)

在例 (18 )至例 (2 1)中
, “

暴力
” 、 “

细

节
” 、 “

个人
” 、 “

分歧
”

前面加上了程度

副词
“

太
” 、 “

较 为
” 、 “

很
”

和
“

异

常
” ,

具有明显的形容词特征
。

这些词在规

范汉语中都用作名词
,

而名词和动词 (心理

动词除外 ) 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

这是形

容词 与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所在
。

例 (2 2) 中的
“

时尚
”

原来是名词
,

现与前面的
“

年轻
”

并列使用
,

也显然是用作了形容词
。

再看下

列三句
:

(2 3) 两名立丝
乙人士周四透露 ⋯ ⋯

。

(X /A 6 /2 6 /0 9 / 9 8)

(2 4) 现聘补习教师一 至 两名
,

丝丝者优

先
。

(M /D S/2 9 /0 9/9 8 )

(2 5) 做个鳌直的
,

有责任感的旅游者
。

(卜f D S /2 7/0 9 /9 8 )

香港的街头巷尾有不少提供私人辅导的小

广告
,

以
“

经验教师
”

作 为招徕顾 客的口

号
,

这种结构显然是英语形容词ex pe ri en ee d

用法的翻版 (Li 199 6 : 1科)
。

上面几句中
“

消息

(人士 )
” 、 “

经验
” 、 “

智慧
”

的用法似

乎 同 出一 辙
,

源 自英 语 形 容 词 in fo rm ed

(sourc
es)

, e xPe ri e n eed 和 w ise
,

但都译成了名

词
,

置于名词
“

人士
”

和
“

旅游者
”

前作定

语
,

或加上
“

者
”

构成名词
。

按照
“

者
”

字

的语法特征以及上述句子的意义
,

加在这些

名词和
“

者
”

前面的应该是形容词或动词
,

或 者 是形 容 词短 语 或动 词 短语 (吕叔 湘

19 84: 5 8 3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199 6 : 10 64
,

15 9 4)
。

所以例(2 3) 和(2 4) 中的
“

消息人士
”

和
“

经验者
”

可分别改为
“

消息灵通人士
”

和
“

有经验者
” ; 例(25 )中

“

智慧的
”

可改成
“

有智慧的
”

或
“

聪明的
” 。

再看下例
:

(2 6) 书中披露的事相 当显遨
。

(X /B 9/2 7/ 10 /9 8)

(2 7)他感到十分鱼曼
。

(刀A 7/2 2/0 9 /9 8)

(2 8)(价格)实在非常丝旦上
。

(刀B g尼7/ 10月s)

(2 9) 本港市民的平均寿命可媲美其他发展

国家
。

()了A叨 17/0 9, 8 )

这里的
“

震撼
” 、 “

侮辱
” 、 “

吸引
”

和

“

发展
”

都是动词
。

在前三句中
,

这些词受

到程度副词
“

相当
” 、 “

十分
”

及
“

非常
”

的修饰
,

显示了形容词的重要特征
。

除例(2 6)

外
,

这几句均非译文
,

但句 中
“

震撼
” 、

“

侮辱
” 、 “

吸引
”

和
“

发展
”

的用法明显

受到英 语形容 词 shoc kin g
,

in su lte d
, a tt ra c tiv e

和 dev el ope d 的影响
。

这些形容词的词干部分

被翻译或移植了过来
,

但词缀部分的意义却

遗漏了
。

例(2 6) 中
“

相当震撼
”

可改为
“

相当

震撼人心
”

或
“

令人感到相当震撼
” ; 例(2 7)

中
“

十分侮辱
”

应改为
“

十分受侮辱
” ; 例

(2 8)中
“

非常吸引
”

可改为
“

非常吸引人
”

或
“

非常具吸引力
” ; 例(2 9 )中的

“

发展国家
”

应改为
“
己发展国家

”

或
“

发达国家
” 。

还

要指出的是
, “

非常吸引
” 、 “

很吸引
”

这

类用法不但在香港的报刊中非常普遍
,

而且

在 口语使用中也已经习以为常
。

5
.

动词和形容词用作名词

在现代汉语中
, “

动词和形容词向名词漂

移是一种欧化语法现象
”

(胡明扬19 95 : 3 8 7)
,



不少动词和形容词正处在 向名词漂移的过程

中
。

但动词和形容词 向名词的漂移是有限制

的
,

有些动词就不可能或不大可能兼名词
,

大多数口 语动词
、

助动词
,

本身带文言介词
“

于
” 、 “

以
”

的动词
,

以及相当一部分动

结式动词都是这样
。

不管欧化趋势 怎么发

展
,

在规范汉语里
,

像
“

承担
”

这类及物动

词 向名词漂移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
。

至于形

容词
,

能兼名词的更少
。

据一项考察统计
,

包括性质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 内的一千多

个形容词中
,

能兼 名词 的仅 占4. 20/of 胡明扬

199 5 :3 87 )
。

这正说明了汉语词类发展的一个

事实
:

谓词(动词
、

形容词)间的漂移比较 自

由
,

而谓词向体词(名词
、

代词)漂移却不那么

容易(张伯江 19 94
:3 4 4)

。

然而
,

这条规律在香

港书面汉语中似乎不太起作用
,

报刊上常有

动词或形容词用作名词的例子
:

(3 0) 准备第二份施政报告较第一份更具逃

选
。

(M /A 10/ x6 /0 9闪s)

(3 1) (我)必须对市民有巫望
。

(M / A 10 / 16 /0 9 /9 8)

(3 2) 两国由于克什米尔边境开火事件而令

竖韭升级
。

(o 从3八2 / 10月s)

(3 3) 决策者需要特别具有鱼盛
。

(X /AZ /2 4 /09 /9 8 )
“

挑战
”

和
“

承担
”

在规范汉语 中只用

作 动 词
,

如
“

向我 们 挑 战
” 、 “

前 来挑

战
” ; “

承担义务
” 、 “

承担责任
”

等
,

未

见有用作名词 的例 子
。 “

挑 战性
”

可作 名

词
,

比如可以说
“

更具挑战性
” ,

但那是因

为加 了个名词性后缀
“

性
” ,

整个结构已经

名词化了
。 “

紧张
”

和
“

敏感
”

能接受程度

副词的修饰
,

是典型的形容词
。

在例(3 0) 至(33 )

里
,

这些词都直接跟在
“

有
” 、 “

具有
” 、

“

令
”

这些动词后面做宾语
,

而能否
“

直接

做
‘

有
’

的宾语
”

是判别名词的标准之一 (胡

明扬 19 9 6 : 1 7)
。 “

令
”

在例(3 2 )中如用
“

使
”

字
,

意为
“

致使
” ,

后面必带兼语 (吕叔湘

19 8 4 :4 3 2 )
,

如
“

令人兴奋
” , “

令人肃然起

敬
”

等等
,

因此紧跟在
“

令
”

字后面的成分

也一定是名词性的
。

由此可见
,

原来是动词

的
“

挑战
” 、 “

承担
”

和
“

紧张
”

以及原本

是形容词的
“

敏感
”

在这里都用作了名词
。

在现 代汉语 中
,

谓词 向体词的漂 移十分不

易
,

一旦发生
,

往往是受外语的影响
。

例如

从
“

更具挑战
”

中可以见到英语 to pre sen t a

笋at er e ha llen g e 或 to b e m o re c ha lle飞in g 这类

用法 的 痕迹
; “

有承 担
”

似是 to hav e a

e o m m itm
en t 一语的直译 ; 而

“

(令 )紧张升

级
, ,

则很 可能译 自T e n sio n 15 m o
un tin g (或

d sin g
, e se a lat in g )等等

。

(三)

香港书面汉语中不但各大词类间有明显的

转类
,

而且词类内部各小类之间的转用现象

也很突出
。

1
.

非谓形容词用作一般形容词

汉语形容词按其语法特征和功能可分为一

般形容词
、

非谓形容词和唯谓形容词
。

唯谓形容词只能作谓语
,

不能作定语
。

这

类形容词数量不多
,

如
: “

昏沉
” 、 “

准

时
” 、 “

盎然
” 、 “

迟
”

等等
。

非谓形容词

不能充任谓语
。

除此两类之外
,

其余绝大多

数都属一般形容词
。

非谓形容词的句法特征

为
: a

.

都可以直接修饰名词
; b. 绝大多数可以

加
“

的
”

修饰名词
; c. 大多数可以加

“

的
”

用

在
“

是
”

字后面 ; d
.

不能充当一般性的主语

和宾语 ; e
.

不能作 谓语 ; f 不能在 前边加
“

不
”

和
“

很
”

(吕叔湘
、

饶长溶 19 8 1 :8 1)
。

后三个特征可以用来区分非谓形容词与一般

形容词(以及动词和名词)
:

非谓形容词不能直

接充任谓语
,

而一般 形容词可以; 非谓形容词

多不能受
“

很
”

等程度副词修饰
,

而受程度

副词修饰正是一般形容词的典型特征
。

但在

下列句子里
,

非谓形容词却直接充任谓语
,

或受程度副词修饰
:

(3 4) 你会以为这个社会并不是很鱼
~

亘
,

他

们不是常常叫人捐钱做善事吗 ?



(M / E3 / 13 09 /9 8 )

(3 5) 该公司的报告十分查坐
。

(NUB 7 /2 2 /0 9 /9 8 )

(36 ) 我一向生鱼
。

(X /D S/2 4八 0 /9 8 )

(3 7 )汪辜会谈是非常更全丝的进展
。

(M /A 15/2 9 /0 9/ 9 8 )

(3 8) 活动包 括最赏土上匡的研 讨会及讲

座
。

(Mj C7 / 17 /0 9 /9 8)

(3 9) (她) 不忘向异常土壁l匕的在场记者及

摄影师开玩笑
。

(X旧 16 / 1 8/ 0 9 /9 8)

这些非谓形容词的变异用法完全可以归咎

于英语形容词的影响
。

英语形容词按下述四

个标准分为
“

中心形容词
”

(c e n tra l adj
e e tiv es)

和
“

边缘 形容词
”

中e riphe ra l adj
eetiv es)两大

类
: a

.

能否前置修饰名词
; b

.

能否与 be 连用

充任谓语
; c

.

能否被 ve ry 修饰
; 以及 d

.

有否

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
。

而边缘形容词可进一

步被分为
“

唯定 (att
rib u tiv e o n ly) 形容词

”

(只能充任定语 ) 和
“

唯谓印re di c
ati ve on ls) 形

容词
”

(只能充任谓语)这两小类 (Qui rk et al

19 5 5 :叨3 4 以
,

4 2 5
一

4 3 3)
。

汉语的非谓形容词

具有很高的增殖性
,

不仅大量存在
,

而且不

断产生
,

实际上大多是从其他语言 (主要是英

语 ) 借入的
。

上述各例中的
“

负面
” 、 “

专

业
” 、 “

冷血
” 、 “

建设性
” 、 “

学术性
”

等就是译 自英语形容词
。

问题在于相关的英

语 形 容 词 如 p o sitive
, n e

gat iv e
,

nro fe ssio n al
,

阴
stru c tive

,

ac ad em ie
, e o ld

一

blo o d ed 等都属于
“
中心形容词

” ,

不仅可以作定语
,

可以与

be 连用作谓语
,

而且还可以受 ve ry 修饰
,

可

以说 ve ry po
sitiv e (n egat ive

,

Pro fe ssio n a l
, c o n s -

truc
tive

,

ac 毗m ie )
。

t匕如
“

冷血
”

在汉语中只

能用于
“

冷血动物
”

(也许还有
“

冷血杀手
”

)

之类 的复合名词中
,

不可单独使用
,

是典型

的非谓形容词 ; 而在英语中 c o ld
一

b lo o d e d 既可

与 be 连用作谓语 (S n a ke s

are
e o ld

一

b lo o d e d
·

)
,

又可作定语(H e ’5 a e o ld
一

b lo od
ed m urd

ere r
.

)
,

而

且还可以被 v e仃
, e o m ple te ly 这些程度副词修

饰
,

句法特征与汉语的
“

冷血
”

大相径庭
。

在上述各例中
,

非谓形容词用作了一般形容

词
,

不仅受
“

很
” 、 “

十分
” 、 “

非常
” 、

“

最
” 、 “

异常
”

这些程度副词修饰
,

而且

在例(35 )和(36 ))中直接充任谓语
。

这显然是受

了英语用法的影响
。

2
.

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

在香港书面汉语词汇 的句法变异中
,

以

“ 一

化
”

类动词的转化最引人注 目
,

这里是几

个典型的例子 :

(4 0)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今年四月才签署
,

而诺贝尔和平奖早于二 月一 日便截止提名
,

皇途韭工本届竞逐的情况
。

(
MIB

20 / 16/ 10/ 98 )

仆l) 一些外佣雇主以极为歧视的措辞指责

外籍佣工 ⋯ ⋯从而查理立减外佣薪酬行为
。

(M / D S/2 0 / 10 /9 8 )

(4 2) 这么一来更查里韭 了所有减薪恶行
。

(M /D S/2 0 / 10 /9 8 )

汉语的规范用法是
“

单音节形容词 十 化
”

组成及物动词
, “

双音节形容词 + 化
”

组成

不及物动词 (吕叔湘 19 84 :2 39
一

24 0)
,

所以
“

绿

化
” 、 “

简化
” 、 “

净化
”

及
“

美化
”

是及

物动词
,

而
“

简单化
” 、 “

具体化
” 、 “

庸

俗化
”

和
“

绝对化
”

是不及物动词
。

据此推

理
, “

现代化
” 、 “

合理化
”

和
“

复杂化
”

应该用作不及物动词
。

可是
,

按照 香港 的
“

语 码 混 用
”

(eod
e一m ix ing )习 惯

, “

去

m ode m ize X
”

(X 指某具体事物)这样的说法是

正常的(L i 19 9 6 : 10 8 )
,

因为英语的to m od
em ize

,

to ju st i斤
,

to e o m plieate 均是典型的及物动词
,

后面一定要带宾语
。

一旦把 to m o d em iZe
,

to

j
u stify

,

to eo m plieate 翻译为
“

现代化
” 、 “

合

理化
” 、 “

复杂化
” ,

又顺理成章地把英语

的
“

动十宾
”

用法移植过来
,

原来的不及物动

词也就成了及物动词
。

“

语码混用
”

还造成了另一种不及物动词

向及物动词的漂移
。

香港的 口语和书面语中

常有
“

去 eo n

tac t X ” 、 “

去 jo in X ” 、 “

去

se rv e x ”

之 类 的 汉 英 语 夹 用 句 式 (Li

19 9 6 : 10 5 )
,

成为习惯以后
, “

语码混用
”

的



用法就会影响到相应汉语动词的句法特性
。

下面是几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用例 :

(4 3) 凶徒动机是卫遨司法界
。

(D /A 15 /2 6/ 0 9/9 8 )

(44 )
“

马家军
”

将丝度受谷亚运会
。

(刀A ll/0 4 / 10 /9 8)

(4 5) 评论员应星他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和精力去一读再读
。

(D /A 19/2 0/ 09 /9 8)

(4 6) 她否认遍卫个人著作
。

(M /A ll/ 17 /0 9 /9 8)

(4 7) 本港居 民的平均寿命可媲羞其他发展

国家
.

(刀A g / 17 /09 /9 8)

(4 8) 规定华人不得担任公职及五旦鱼军旅
.

(X /B 1 5八6/ 10 /9 8 )

王力先生早就指出过
, “

动员
” 、 “

登

陆
”

之类的动
一
宾结构原来是不及物动词

,

之

所 以有及物用法
,

是受英语动词 to m ob ili ze
,

to lan d 或 d is em bark 的影响(王力 19 8 5 a :3 80 )
。

这些词在英语中要么是及物动词
,

后面可以

直接带宾语
;

要么是所谓的合成动词
,

与固

定的介词搭配
,

形成一 体
,

然后再带宾语
。

汉语的动
一

宾结构作及物动词用
,

后面带宾语

的现象
,

在古汉语(如 《史记》)曾出现过
,

但

后来不易见到
,

通常称为
“

古汉语之罕见语

法 现象
” 。

邢公蜿 (19 97
:2 1

一

23 )曾经指出
,

除

少数有特定意义的以外
,

汉语的动宾式动词

一般不能再带 宾语
。

范晓 (19 91 :33
一

34 ) 则将
“

挑战
” 、 “

服务
” 、 “

质疑
”

等明确划为

不及物动词中的
“

单向动词
” ,

充当谓语时

句中必须出现两个强制性成分
,

即动作的施

事 (动作者 )和与事 (动作的对象)
。

在主事主

语句中
,

与事名词短语必须作为介词短语的

一部分
,

置于动词前作状语
,

形成
“

施事主

语 十 (介词 + 与事) 十 动词
”

这样的句式
,

如
“

我们为他人服务
” , “

他向我挑战
”

等
。

(4 9) 菲航职员没有主动筵遨我
。

(X/ A 4八8/0 9 /9 8)

(5 0) 父亲会从北京飞往广州鱼查他们
。

(X / A 2 8/ 0 9门0 /9 8 )

(5 l) 记者可继续璧望两人
。

(卜f A 6 / 14 / 10 /9 8)
“

会合
” 、 “

接触
” 、 “

联络
”

是互 向动

词
,

这些动词作谓语时
,

在句中也必须出现

两个成分
:

施事和共事
。

表示共事的名词成

分通常跟介词构成介词短语
,

置于动词前作

状语
,

如
“

与他会合
” , “

同他接触
”

之

类
。

而上面几例中互向动词的用法是一种变

异
,

显然受 to c o n
tac t

,

to m ee t等英语动词的及

物用法影响
。

(5 2) (议员)公开抨击戴卓尔夫人此举笠且
不尊重司法

。

(刀A 6 /2 3 / 10 /9 8 )

(5 3)犯案手法宣且
“

廉政先锋
”

。

(X /A S/ 17 /0 9 / 9 8 )

(54 )表示愿意胜丛危机
。

(M /A Zo八7/0 9/9 8)

(5 5) 亚视艺员2当生宣传舞台
。

(刀A 3 2 / 1 8/09 /9 8 )

例(5 2 )和(5 3 )中的
“

等 同
” 、 “

雷同
”

要

在后面加介词
“

于
”

才能带宾语
。

例 (55 ) 中

的
“

消 失
”

是
“

准 无 宾 动 词
”

(范 晓

19 91 :34)
,

只有在所谓的存现句里才可以带宾

语
,

如
“

舞台上从此消失了她 的身影
”

之

类
。

在主事主语句 中
,

这种动词只能用作不

及物动词
,

不能带宾语
,

所以上述及物用法

尚属变异
。

3
.

其他动词

3
.

1动作动词兼作心理动词

在现代汉语中
, “

享受
”

是个典型的动作

动词
,

可以用
“

不
”

和
“

没
”

来否定
,

可以

带动量或时量补语
,

并且不能受程度副词的

修饰
。

因此
,

我们可 以说
“

没有享受到亲友

的照顾
” , “

享受一下春天的阳光
” ,

但不

能在前面加程度副词状语
。

例(58 )是在香港报

刊上常可见到的
“

语码混用
”

句子
,

作者还

特地在英语单词后加 了个汉语注释
。

汉语
“

享受
”

一词受英语 e
njoy 用法的影响

,

在句

法特征方面发生了变化
,

这句可算得上明确

证据了
。

英语中的 e
njoy 有两个词义

,

用法也

不同
。

其一为
“

享受⋯ ⋯的乐趣
,

喜爱
,

欣



赏
” ,

与 like 的意义和用法相似
,

表示心理状

态
,

不能用于进行式
,

可受 ve ry m uc h
, a

lot
, a

gre
at de al

,

m o re 等 程度 状 语修 饰
,

如 H e

e njoy
ed th e fi lm (v ery m u c h)

.

/ H e e nj oy
s his

w ork m o re th an be fo re
.

; 其二为
“

享有
,

享

用
” ,

可用于进行式
,

但不能受程度状语修

饰
,

如H e has alw即5 e nj o yed g o od hea lth
.

/ Th
ey

w ere e
nj叮in g the d irm

e r at th at m o m en t
. 。

请看
“

享受
”

在下面几句中的用法
:

(5 6) (彭定康表 示 ) 很皇呈这次的签名
会

。

(M /A 7乃。/ 10月s)

(5 7) 我好
月

皇里现在做散工
,

平时少吃些
,

我也不介意
。

(M /D 3 /2 0/ 10/9 8)

(5 8) (看 到对 自己嬉笑怒骂的漫 画或文

章
,

)他说他其实相 当
e
nj oy (享受)

。

(M /A S /3 l/ 10/9 8 )

从上述几例可以看出
,

在规范汉语中仅用

作动作动词的
“

享受
” ,

在英语动词 e
njoy 的

影响下
,

带上了心理状态动词的特征
,

因而

可受 “很
” 、 “

好
”

(= 多么 )
、 “

相当
”

这些

程度副词的修饰
。 “

享受
”

的这种用法在香

港的书面和 口 头汉语 中都很常见
,

显示该动

词的词义有 了扩大
,

句法功能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
。

3
.

2 单宾动词用作兼宾动词

汉语及物动词可分为单宾动词 (即带一个

宾语即可构成主事主语句)
、

双宾动词 (构成主

事主语句时要带两个宾语
,

即直接宾语和间

接宾语)和兼宾动词 (用于构成
“

兼语式
”

的

主事主语句)这三类
,

而 F述用例中动词的句

法功能则发生了变异
:

(5 9) 资方型昼工会的要求不现实
,

难以接

受
。

(D /A 1 7/2 4 /0 929 5 )

(6 0) (德国现任总理表示)希望力P直政府搬

迁到柏林
。

(MAZ O乃。/0 9 /9 8)
“

形容
”

和
“

加速
”

均为单宾式及物动

词
,

并非兼宾动词
。

汉语中用于兼语式的动

词 一 般 有 三 类
:

表 示 使 令 意 义 的 动 词

(
“

请
” , “

强迫
”

); 表示称谓或认定意义的

动词 (
“

认为
” 、 “

推选
”

) ; 表示心理活动

的动 词 (
“

喜欢
” 、 “

赞扬
”

) ; 以及动词
“

有
” 、 “

是
” 。 “

形容
”

和
“

加速
”

不属

于此类动词
。

例(59 )
“

形容
”

一词的用法显然

源 自英语 to de se ri be ⋯ as
,

原本是单宾动词的
“

形容
”

因照搬英语句式而成了兼宾动词
。

(四)

香港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社会
。

由于长期

而稳定的英语影响
,

香港书面汉语发生了很

显著的变化
,

除了 “语码混用
”

现象外
,

还

借用 了不少英语词汇
,

改变 了某些句法结

构
。

变异现象之一是词汇的转类
,

如形容词

或名词作动词
,

名词或动词作形容词等
。

词

类 内部的小类之间也发生了转类
,

如不及物

动词用作及物动词
,

非谓形容词用作一般形

容词等
。

变异的原因是多重的
,

社会的
、

文

化的
、

心理的和语言的因素都有
。

从语言内

部来说
,

英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

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

而翻译则是造成这

种变异的主要途径
。

由于照搬或移植英语语

序
,

再加上翻译过程中照字面直译的做法
,

香港书面汉语中部分词汇出现了与规范用法

不尽相合的句法特征
。

当然
,

双语或多语社

区的语言不 断交叉影响
,

变化发展是永恒

的
。

现在被看作变异的语法现象
,

也许经过

若干年后会成为规范
,

这是语言本身的性质

和内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

研究英语对香港

书面汉语句法所产生的影响
,

不仅对汉语规

范化有实际意义
,

而且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有重要理论意义
。

(本文根据香港理工 大学科研项 目 YB1 5 的

结果写成
,

作者谨在此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慷

慨支持表示感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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