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389-39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11027  

文章引用: 于璐璐. “稍微” “有点(儿)” “稍微有点(儿)”句法语义特征差异[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389-399.  
DOI: 10.12677/ml.2024.12111027 

 
 

“稍微”“有点(儿)”“稍微有点(儿)”句法 
语义特征差异 

于璐璐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2日 

 
 

 
摘  要 

近义词“稍微”和“有点(儿)”的连用用法已进入两词的词典释义，过往研究较多关注于连用本身，探索

“为何要连用”，即连用功能，至于程度副词与后续成分的双向选择性，即“为何能连用”——连用机

制的研究有待深入，机制分析能够影响“信息处理”和“二语教学”等应用领域，有较大价值。本文关

注程度副词对后续成分句法语义方面的选择限制。句法上，程度副词“有点(儿)”和“稍微有点(儿)”能

修饰一些具有性状义的名词(组)，“稍微”基本不修饰名词(组)，揭示出“有点(儿)”的句法特征对“稍

微有点(儿)”连用形式的约束更强。语义上，观察“稍微”对后续成分量度方面的选择限制，“稍微”的

后续成分倾向于两端边界确定的成分，“有点(儿) x”表示线段型成分，这是“有点(儿) x”能够受“稍

微”修饰并形成常用连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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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ecutive usage of the synonyms “slightly” and “a bit (of)”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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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definitions of both words. Previous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phenomenon 
of consecutive usage itself, exploring “why they are used consecutively,” i.e., their combined func-
tions. However, the bidirectional selectivity between degree adverbs and their subsequent compo-
nents, which explains “why they can be used consecutively”—the study of consecutive mechanisms—
remains to be delved into more deeply. Mechanism analysis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as it can impact 
applied fields such a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election limitations of degree adverbs on subsequent components. 
Syntactically, the degree adverbs “youdian(er)” and “shaoweiyoudian(er)” can modify some nouns 
(groups) with characteristic meanings, while “shaowei” basically does not modify nouns (groups), 
revealing that the syntactic feature of “youdian(er)” imposes stronger constraints on the combina-
tion form of “shaoweiyoudian(er)”. Semantically, the subsequent components of “shaowei” tend to 
be components with fixed boundaries at both ends, while “youdian (er) x” represents a line segment 
type component.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youdian (er) x” can be modified by “shaowei” 
and form commonly used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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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如果里面的资料太少，档案夹的表面会稍微有点斜。(《哈佛经理时间管理》1) 

“稍微”和“有点”在状语位置上的连续使用已屡见不鲜。《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1999: 478, 
632) [1]中，“有点儿”有 4 种用法，其中第 3 种用法是和“稍微”连用，附有 4 个连用例句，“稍微”

有 4 种用法，第 4 种是“稍微 + 有点儿 + 动/形”，附有 4 个连用例句；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 1149) 
[2]中，程度副词“稍微”词条下有 3 个例句，其中有 1 个例句是“稍微”和“有点儿”连用。 

上述两本词典用“稍微”解释“有点儿”，副词“有点儿”：“程度不高；稍微(多用于不如意的事

情)”。两个词都可表示“程度低”。两个意义十分相近的词连用为什么没有造成冗余？ 
观察各自单用情况，“稍微”“有点”存在差异。 

(2) 她说这两天有点伤风，嗓子不方便。(老舍《四世同堂》) 

*她说这两天稍微伤风，嗓子不方便。 

(3) 有点红/有点脏/有点想 

*稍微红/稍微脏/稍微想(自拟) 

(4) 稍微有点红/稍微脏一点/稍微想一想 

*有点稍微红/有点脏一点/有点想一想(自拟) 

(5) 一到春季四五月份，稍微起风就会带动沙子。(《阿克苏日报》，2022 年 8 月 25 日) 

Open Access

 

 

1本文语料来自 CCL 语料库，自拟例句会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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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季四五月份，有点起风就会带动沙子。 

(6) 大家稍微等一下，就一块面。(《鲁豫有约》，2011 年 5 月 24 日) 

*大家有点等一下，就一块面。 

(7) *稍微一样 

*有点一样(自拟) 

“稍微”和“有点”的细微差异是它们连用的前提之一。 
另外，根据范琼(2018) [3]对 CCL 语料库和 CNKI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穷尽统计，连用的“稍

微有点(儿)”出现 1050 次 2，“有点(儿)稍微”出现 1 次，“稍微”“有点”连用的位序强制固定，又是

何原因？ 
目前学界有关程度副词连用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表层静态的宏观观察，包括李宇凤

(2007) [4]、蒋于花(2009) [5]、赵新法(2017) [6]、范琼(2018) [3]和秦赏(2019) [7]，着眼于连用本身，而忽

略了后续成分和程度副词的双向选择性。其二是对“有点太”这种“有点”连用组合的个案分析。其中对

“稍微有点”这一连用组合的关注很少，个别研究如潘晓军(2008) [8]在研究“稍微”时提及“稍微有点”，

认为与“有些、有点儿”等绝对程度副词及同类相对程度副词的连用，是“稍微”类程度副词句法功能扩

大、共时语法化过程的一环。 
关于“稍微有点”尚存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拟从搭配倾向入手，揭示“稍微”“有点”各自的句

法语义特征对连用的约束情况，分析“稍微”“有点”和“稍微有点”的句法语义特征差异。 

2. “稍微”“有点(儿)”“稍微有点(儿)”后的被饰结构类别 

2.1. 被饰结构的种类、频数、比例及高频搭配词 

2023 年 3CCL 语料库中含“稍微有点(儿)”的语料共 200 例，排除重复出现的 11 例，去掉“有点(儿)”
的非副词用法(如“稍微有点(儿)名气”)共 80 例，得到有效语料 109 例。 

程度副词“稍微”“有点(儿)”连用时，被饰结构的种类及占比情况见表 1： 
 
Table 1. The types, frequencies, and proportions of elements located to the right of “shaoweiyoudian(er)” 
表 1. “稍微有点”右侧搭配的种类及频数、比例 4 

 形容词性成分 动词性成分 习用语 名词性成分 总计 

频数 58 45 4 2 109 

比例 53.21% 41.28% 3.67% 1.83% 100% 

 
“稍微有点(儿)”后出现的形容词(组)5有 48 个，如：不同、紧张、困惑、斜 6 

 

 

2范琼(2018) [3]对于“稍微有点(儿)”的统计没有排除非程度副词用法，即“有点(儿)”为“动词 + 量词”组合的情况，比如“稍

微有点正义感”，所以程度副词“稍微有点(儿)”的连用频次实际上少于 1050 次。 
3本文 CCL 语料为该语料库 2014 版语料，即 2024 年升级扩容前的语料。 
4四种成分比例之和后为 99.99%，是各数据四舍五入导致，下文数据同。 
5“(组)”代表“形容词词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并列的形容词，比如“(有点)枯燥和沉闷”，二是修饰语和形容词中心语，比

如“不大得劲”。 
6“稍微有点(儿)”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形容词(组)出现的频次为：“不同”出现 7 次，“紧张”3 次，“困惑”2 次，“斜”

2 次，其余词(组)均为 1 次。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11027


于璐璐 
 

 

DOI: 10.12677/ml.2024.12111027 392 现代语言学 
 

“稍微有点(儿)”后出现的动词(组)有 38 个，如：变化、发胖、怕、担心、驼背 7 
“稍微有点(儿)”后出现的习用语(包括成语)有 4 个，列举如下：一瘸一拐、与众不同、以偏概全、

坐立不定 8 
“稍微有点(儿)程度副词”后出现的名词(组)2 个，列举如下：鹰勾、鹰钩形 9 
“稍微有点(儿)”后接名词时，“有点(儿)”一般是动词短语，极少为程度副词，试比较： 

(8)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稍微有点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阳光是流动的。(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 

(9) 他长着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珠和宽宽的额头，他的鼻子稍微有点儿鹰勾，嘴唇闭得紧紧的。显出他是个

自信心很强的人。(森村诚一《逃离苦海》) 

(10) 温菲尔德又高又瘦、黑头发、黑眼睛，鼻子稍微有点儿鹰钩形，但是并不讨厌，庄重、潇洒，很有理智，

很有吸引力，非常乐观。(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 

例(8)“有”是动词，“点”是量词，修饰“有”的宾语——“物理知识”，“稍微”修饰“有点物

理知识”，“稍微”和“都”共同强调：“阳光是流动的”是入门级物理知识，非常基础。此例的“有点”

不是程度副词，“稍微有点”不属于程度副词连用。 
例(9)和例(10)里的“有点儿”又是何词性呢？右侧的具体搭配词是关键提示。 
CCL 语料库中，鹰钩(勾)鼻相关的语料有 98 条，左搭配词(组)主要是“长着”“有”类和“人称代

词/人名 + 的”类，分别对应了“鹰钩(勾)鼻”做宾语和主语，但这 98 条语料中有 1 条里，“有点鹰钩

鼻”是谓词性成分，如例(11)。 

(11) 托宾并没有蓄须，而且相貌相当英俊——尽管有点鹰钩鼻。明亮的蓝眼睛似乎正强调着他缺乏经验的事实。

(龙枪，《龙枪短篇故事集》) 

例(11)“有点鹰钩鼻”的谓语中心语到底是“有点”还是“鹰钩鼻”呢？“鼻”一般不能受动词短语

“有点”修饰，尤其是其中的“点”，一般不会用来限制“鼻”，因为“有点”为动量短语时，后面的受

支配成分必须有量性，量性可以简单理解为“多还是少”，而例(11)中“鹰钩鼻”的理想化认知模型中，

不存在“多还是少”，因为此句的话题即讨论范畴，是“托宾的相貌(脸)”，他的脸上只有一个鼻子，且

是一个确定的不可切分的认知整体，不能受低量的不定量词“点”修饰，量词“点”与动词“有”语义捆

绑，此处“有点”不能是动词短语，只能是程度副词，所以“有点”不是谓语中心，谓语中心只能落在

“鹰钩鼻”上。那么名词“鹰钩鼻”为什么可以作谓语并受程度副词修饰呢？“鹰钩鼻”的百科释义“指

在鼻梁的上端有凸起，形似驼峰或结节状，鼻尖有点下勾”，鹰钩鼻之所以能“有点”修饰，是因为“鹰

钩”是一种特性，特性具有程度高低的差异，当说话人根据内心的评判或参考外部的标准，将鼻子的“鹰

钩”程度划归为低程度时，前面可以加上低程度副词“有点”。 
回到例(9)和例(10)里的“有点儿”词性问题上，比较例(11)和这两个例子，会发现“有点(儿)”所在

句的话题不一样，例(9)和例(10)的话题即讨论范畴是鼻子，不过因为在某个人的鼻子上，“鹰钩”的理想

认知模型依旧无关“多少”，即不会说鼻子上有几个鹰钩，且句子所表达的本质上依旧是“鼻子形状相

对于普通鼻子的偏离”，偏离无大小之分，有程度之别，所以例(9)和例(10)的“有点儿”依旧是程度副词，

“稍微有点儿”属于程度副词连用。 

 

 

7“稍微有点(儿)”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动词(组)出现的频次为：“变化”出现 4 次，“发胖、怕、担心、驼背”各出现 2
次，其余词(组)均出现 1 次。 
8“稍微有点(儿)”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习用语(包括成语)出现的频次均为 1 次。 
9“稍微有点(儿)”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名词(组)出现的频次均为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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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副词“有点(儿)”容易和同形结构混淆，需要分辨清楚，才能确定真正的研究对象。 
“稍微有点(儿)”是“稍微”和“有点(儿)”的连用形式，那么连用相比单用有哪些不同呢？ 
田宏梅(2006) [9]在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文语料库中检索“有点”，找到 1421 例语料，“有点”

的右侧可以与形容词(组)､动词(组)､名词(组)和习用语(包括成语)搭配。田文指出，“有点”的右侧搭配成

分为名词类时，为动词性；而“有点”右侧搭配成分是形容词(组)、动词(组)和习用语(包括成语)时，为

副词性，动词性和副词性“有点”比例为 1:5。这样对名词“一刀切”的做法忽略了名词做谓语、“有点”

做状语的可能性。 
田文还列出了“有点”右侧各类搭配的占比和高频词，见表 2： 

 
Table 2. The types, frequencies, proportions and high-frequency collocations of elements on the right side of “youdian(er)” 
表 2. “有点”右侧搭配的种类及频数、比例、高频搭配词 

 频数 比例 高频搭配词 

形容词(组) 533 38% 奇怪(16)紧张(13)怪(12)急(10)累(9)尴尬(9)乱(7)不耐烦(7)惊讶(6)
得意(6)不自在(6)等 

动词(组) 475 33% 像(69)怕(18)害怕(12)后悔(10)失望(9)喜欢(8)生气(7)感动(6)恼火

(6)怀疑(6)担心(6)吃惊(6)等 

名词(组) 280 20% 事(33)意思(13)味道(8)精神(6)感觉(6)等 

习用语(包括成语) 133 9% 不好意思(23)不知所措(11)不可思议(5)莫名其妙(4) 
心不在焉(3)等 

总计 1421 100% / 

 
陈千云(2016) [10]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检索“稍微”，找到 141 例语料，陈文与本文、田文

的统计重点有所不同，陈只关注“稍微”右侧搭配的第一个词，得出“稍微”右侧搭配的词性多达 9 种，

列举见表 3： 
 

Table 3. The parts of speech, frequencies, proportions of collocations on the 
right side of “shaowei” 
表 3. “稍微”右侧搭配的词性及频数、比例 

序号 词性 词性 频数 百分比 

1 V 动词 72 51.1% 

2 a 形容词 45 31.9% 

3 d 副词 6 4.3% 

4 p 介词 5 3.5% 

5 n 普通名词 4 2.8% 

6 W 标点符号 3 2.1% 

7 m 数词 3 2.1% 

8 vu 能愿动词 2 1.4% 

9 u 助词 1 0.7% 

合计 1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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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有点不舒服”就计入“副词”类，而不是计入形容词类。 
目前学界对于“稍微”“有点”及“稍微有点”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从语感出发分析，辅以语料库例

句作为证明，较少基于语料库对“稍微有点”的搭配情况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上述两项研究(田宏梅，

2006 [9]；陈千云，2016 [10])属于利用语料库研究词语搭配的定量研究，但尚不完善：田文没有考虑到“程

度副词 + 名词(组)”做谓语的情况，导致其将“有点 + NP”中的“有点”全部分析为动词短语用法，实

际有一部分是程度副词用法；陈文没有分析右侧搭配的中心词词性，只统计了“稍微”右侧第一个词的

词性，导致其统计结果的概括性较弱。本文前面已基于语料库对“稍微有点(儿)”进行了初步的统计，下

面将对“稍微”的搭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寻找“稍微”“有点(儿)”及“稍微有点(儿)”三者之间

的异同。 
MLC 语料库中含“稍微”的语料共 4304 例，本文选取该语料库的部分语料进行右侧搭配词分析，

检索范围限定在 2008 年~2009 年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语料，检索出 222 条语料，去掉病句 10，得到 214
条有效语料。 

“稍微”被饰结构种类及占比情况见表 4： 
 
Table 4. The types, frequencies, proportions of elements on the right side of “shaowei” 
表 4. “稍微”右侧结构的种类及频数、比例 

 形容词性成分 动词性成分 习用语 名词性成分 总计 

频数 107 104 3 0 214 

比例 50.00% 48.60% 1.40% 0 100% 

 
“稍微”后出现的形容词(组)有 59 个，如：大、多、好、远、高、便宜、小、重、晚、落后、低、

偏、少、慢、晚、粗、绝对、长 11 
“稍微”后出现的动词(组)有 100 个，列举如下： 
一 VP (“一风吹草动”“一努力”“一查”“一波动”)，有一点动词短语 NP (NP 包括“不同的意见”

“危机”“理性”“样子”“漏洞”“隐患”“臭味”)，有点动词短语 NP (NP 包括“成就”“鱼肚的色”“钱”

“问题”)，有一些动词短语问题，有些动词短语差别，有了回升，有蛛丝马迹变化，有风吹草动，有一个民主程

序，做了一下 B 超，做一下简单的处理，做了一个调整，做个安顿，休息，梳理，商榷 12 
“稍微”后出现的习用语(包括成语)有 3 个，列举如下： 

说得过去、松了口气、耸人听闻 

2.2. “稍微有点(儿)”修饰名词(组) 

“稍微”“有点(儿)”连用后可以搭配名词，修饰名词的性状义程度的高低，下面对这种特殊搭配进

行分析。2023 年在 CCL 语料库中检索“稍微 + (n)”和“有点 + (n)”，使用 Corpus word parser 分词，

 

 

10筛选语料时，发现有 1 例语料“稍微”的右侧搭配了名词(组)：“现在先熬糖浆。让它慢慢化掉，稍微闻到有一种糖的，稍微一

种焦糖的味道，颜色慢慢变暗了，变成一种暗色，有一些糖的香味出来……”本文认为此例属于病句，搜索微博和 MLC 语料库，

没有发现其他“稍微+味道”的语例，猜测此句为说话人在口语表达时组织有误，不算作有效语料。 
11“稍微”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形容词(组)出现的频次为：“大”出现 11 次，“多”出现 9 次，“远”出现 6 次，“好”

出现 5 次，“高”“便宜”“小”出现 4 次，“重”出现 3 次“晚”“落后”“低”“偏”“少”“慢”“晚”“粗”“绝对”“长”

出现 2 次，其余词(组)均为 1 次。另外，其中有的形容词前面有“有(一)点程度副词”，即组成“稍微 + 有(一)点 + 形容词”结构，共

11 例：晚(2)、不同、不太合适、大、小性感、粗、重、长、低、绝对。 
12“稍微”的有效语料中，右侧搭配的各动词(组)出现的频次为：“休息”出现 3 次、“梳理”“商榷”出现 2 次，其余词(组)均为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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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ntconc 归并同类项后，人工筛选语料，没有发现“稍微 + NP”的语例；“有点(儿)”的 5896 例语

料中有 75 例 NP 作谓语，列举如下： 

a. 神经质、神经病、病态、伤风 

b. 理想主义、主观主义、官僚 

c. 灰色 13 

a 类可归纳为生理失常类词语，b 类归纳为理念、做派，c 类归纳为抽象性质，分析这些词的百科和

词典义后发现，三者的共同点是词语内涵有程度的高低，因而具备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潜质，这些词都具

有描述修饰的作用而能做谓语。 
张祺(2019) [11]认为当“有点儿 + NP”中的名词性成分表示的是抽象事物时，它和“有点儿 + AP/VP”

在语义功能具有相似性。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张文还指出在“有点儿 + NP”的实际使用中，有一类较为

固定的特别用法，也即“有点儿 + …… + 的味道/感觉/意味/……”。在“有点儿”和句尾名词性成分之

间是名词性成分时，句尾名词性成分不能省略，比如： 

(12) 享受到和银行信用卡用户一样的服务了，还真有点儿“上帝”的感觉。 

(13) 被人告发的东西有点儿“禁果”的意味，大家于是就争先恐后地去咬它。(张祺，2019) 

这可能是因为“有点儿”仍处于从动词性向副词性进行转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再如： 

(14) 我渐渐地有点儿“跟上了”的感觉了。 

(15) 我渐渐地有点儿“跟上了”了。(张祺，2019) 

本文发现这种过渡状态也出现在了与名词的搭配情况上，试比较： 

(16) 朱负柴上街，总是边走边“唱”，并非叫卖，却是朗声诵书，颇有点神经质的样子。(《人民日报》，1998 年) 

(17) 我觉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怪人。都有点神经质。(戴厚英《人啊人》) 

(18) 浪漫的民主主义多少带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CCL 语料库，读书\vol-203) 

(19) 往往给人感觉很正直仁义，不会向世俗妥协，甚至有点理想主义。(微博，2023 年 12 月 16 日)14 

“神经质”“理想主义”后面的中心词可有可无，分别对应了“有点”做动词和程度副词的两种状

态，印证了其动态转化的过程。 
CCL 检索“稍微 + (n)”得到 368 例语料 15，但其中没有名词(组)做谓语的情况，上文陈千云(2016) 

[10]统计中“稍微”的右搭配词有 4 例为名词，也未列明为哪 4 例。 
在 CCL 语料库检索“稍微”和方位词“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里、外、中、

 

 

13“有点”句中各名词(组)做谓语的语料数量为：“神经质”做谓语的有 34 例、“神经病”19 例，“病态”6 例，“伤风”5 例，

“官僚”各 2 例，“理想主义”“主观主义”“灰色”各 1 例。 
另外有一些语料中的 NP 既可以分析为谓语也可以分析为“有点”的宾语，这些词是“天才(3)”“胃病(2)”“心脏病(1)”，形容

某个人的“天才”，如果指出类拔萃的人，“有点天才”是状中结构，如果指“天赋的才能”或“天然的资质”，“有点天才”是

动宾结构；“胃病”“心脏病”指与胃、心脏相关疾病的统称时，前面的“有点”是动词短语，指具体疾病时，“有点”是程度副

词。 
14CCL 例句为“我的家境很优越，所以一直有点理想主义，总觉得感情的一切讲的是自由、平等。”无法找到该句出处，因此用微

博语料替换。 
15CCL 语料库不能在区分词义的基础上准确分词，368 例都是类似于“稍微花点功夫”这种：把“稍微”后的第一个“花”分析为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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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旁”的搭配，搜到的语料多数为方位词和动词组成的短语(如：爸爸在安乐椅上稍微前倾)，纯方位词

(组)较少，只搜到 3 例，举 1 例如下： 

(20) 嘉丁纳太太站在稍微后面一点；(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除方位词外，杨琳(2008) [12]曾举出 1 例“稍微 + NP”，属于“稍微”作定语的情况： 

(21) 真的，人有时真是把握不住自己，稍微的一个闪失，没准就错上十万八千里，谁也预测不了自己的明天会

是……(杨琳，2008) 

同时该文强调，虽然己有“稍微”系程度副词修饰普通名词的情况出现，但出现频率极低，目前尚

不能做为“稍微”系程度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之一。 

2.3. 小结 

综上，“有点(儿)”能修饰名词(组)，“稍微”基本不修饰名词(组)，“稍微有点(儿)”能修饰名词(组)。 
张谊生(2004: 15-31) [13]认为受程度副词修饰的 VP 分两大类，一类是性状类 VP，包括动宾短语、动

补短语、兼语短语和偏正短语，一类是数量类 VP，只有“很”和“稍微、略微”类副词可以修饰(比如“稍

微吃了点饭”“稍微看了一下”)16。换个角度看问题，从“稍微有点(儿)”出发，关于“稍微有点(儿)X”，

当“有点(儿)”是动词短语时，“稍微”修饰数量类成分(比如“稍微有点物理常识”)17；当“有点”是程

度副词时，“稍微”修饰性状类成分(比如“鼻子稍微有点儿鹰勾”)。 
修饰与被饰成分之间的选择限制涉及很多方面，如果想从被饰成分的分类出发作出描写，分类的标

准不是唯一的。虽然细致的分类或许有助于认识现有的例子，但是认识难度大，而且较难应用到汉语教

学和信息处理上，因此本节集中对比分析了程度副词单用时的特性与连用组合的特性。 

3. “稍微”“有点(儿)”“稍微有点(儿)”与后续成分的量度分析 

3.1. 存在外部介入的“稍微 X” 

“稍微”修饰的后续成分的共同点是外部介入，介入来源包括心理预期、比较对象、衡量标准、连

锁变化、外部时间、外部数量等。 
稍微在单句中，动词一般是非光杆形式，比如“看”： 

(22)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着点 

稍微看看 

稍微看一会儿(自拟) 

动词添加小量 18 结构或直接变成小量形式时，动词量度的大小依旧是主观模糊的，但量度的有界性

 

 

16根据张谊生(2004：31) [13]的表格，数量短语和动宾、动补、兼语、偏正四类同级并列，这种分类存在问题：数量短语内部可分

为动宾、动补、兼语、偏正，数量短语是根据语义分出的类，表中其他短语是语法分类，两种分类标准导致表格内容交叉。根据本

文前文对“稍微”的统计，“稍微”可以修饰动宾短语、动补短语、偏正短语，至于兼语短语，针对“稍微 + 使/令/让”在语料库

进行了检索，只发现了 7 例，其中让(令)人 + a 有 3 例，让 + 人称代词 + VP 有 4 例，考虑到此数量与“稍微”语料总量差距的

悬殊，张谊生(2004)所说的“稍微”“基本不能修饰”“引发类兼语短语”，宜改为“较少修饰”。 
17这种情况不属于程度副词连用。 
18“小量”指在所处语境中是小量，脱离语境时可能不是一般认知中的小量成分，比如下例“几十年”在一般认知中并非小量，但

在作者看来，在该语境中是小量：在乾隆、嘉庆年间，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那么离开现在已经有二百年了，有一位叫

二知道人，一位评点家，他在谈到金钏之死、晴雯之死的时候，他就说：“袭人是功之首，罪之魁。”她向王夫人进言有功，立头

功的就是她，罪魁祸首也是她。比他稍微晚几十年，道光年间，那就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叫涂赢的，说得就更严重了。(《百

家讲坛》，《晴雯之死与袭人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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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量成分的添加会得到确定，这是因为小量成分会使一些原本起始界相对清晰、结束界模糊缺失的

动词产生结束的界。一些动词，比如“理解”，不但代表了“从不理解到理解”这一变化的发生，还包含

了“进入理解状态”这一结果的持续，而添加小量形式，比如“理解一下”“理解理解”“理解点”，会

大大弱化结果的持续性，动作结果由持续状态弱化为短时状态，甚至接近零，持续状态弱化为短时的结

果是“动词加小量形式”表示“该动词代表的变化的发生 + 结果有限的持续”，即动作是有界的，持续

状态接近零的结果是“动词加小量形式”只表示该动词代表的变化的发生，动作始终的界限都确定存在。 

(23) 稍微咳嗽了几下 

稍微咳嗽了两下 

稍微咳嗽了下(自拟) 

“咳嗽”不指动作指活动 19，“咳嗽了下/两下/几下”都不再指活动而指事件，其中“两下”是虚指。 
虽然此例中“稍微”后面动词表示事件而不是活动，但是在其他句子中“稍微”后面可以跟活动动

词，但是不能只跟活动动词，需要通过句子里的其他成分为动词添加终止点，使“稍微”后面的动作出

现时间上的终点，没有内在终止点时必须有外在终止点，不然不足句不合法，比如： 

(24) 稍微起风就会带动沙子(《阿克苏日报》，2022 年 8 月 25 日) 

*稍微起风 

稍微所在句若为复句，动词可以不带微量成分单用，数量成分不是“稍微”的出场条件，“稍微”真

正的入句要求是：非核心成分代表外部因素介入，补全被饰核心，使被饰具有两个端点，满足“稍微”对

被饰成分的量度要求。 
除上文的动量补语、时量补语、不定量词、重叠式和复句形式外，添加数量宾语 20 和趋向补语也会

使“稍微”后面的动作出现时间上的起点或终点。 

(25) 而这个产业大规模产业化刚刚开始，所以我国跟很多发达国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或者稍微落后几年。(《人民

日报》，2000 年) 

刘医生稍微抱怨几句，老头老太就拍桌子打板凳，怂恿儿子打老婆或者离婚。(六六《王贵与安娜》) 

(26) 过了半晌，等小玉稍微停歇下来 21，她才解下头发上扎着的一块手帕，替小玉揩脸，又替他擤鼻子，一面

哄着：“玉仔，你听阿母讲。……”(白先勇《孽子》) 

例(26)中受“稍微”修饰的“停歇下来”表示从忙碌状态变到停歇状态，“下来”强调变化的实现，

 

 

19沈家煊(1995) [14]把有内在终止点的有界动作称作“事件”(event)，把没有内在终止点的无界动作称作“活动”(activity)。“盛碗

里”跟“盛”，“打破”跟“打”，“飞进来”跟“飞”，“吃了”跟“吃”都是前者表示“事件”，后者表示“活动”。 
20郭锐(2015) [15]认为可以把数量短语看作后续事件，并举例：a. 我吃了两碗饭。b. 他离开了三次。c. 我们等了四天。“动词后的

数量短语有谓词性，这个数量短语在语义上实际上表示‘达到某个数量’，因此可以看作动词后的后续事件，给前面的动词提供时

间参照，从而使带“了 1”的谓词性成分站住。” 

21*稍微拿上来。 

稍微拿上来一点。 

上面这一对句子的合法不合法现象涉及“上来”和“下来”的不对称问题。童小娥(2009) [16]指出当物理空间的上下位移投射到数

量域和状态域时，可衍生出“高量度的状态位置为上，低量度的状态位置为下”“动态为上，静态为下”的抽象位置关系，因而凸

显位移主体由高量度的状态位置向低量度的状态位置转移或由动态位置向静态位置转移时，不能用“上来”式。如“松下来”“安

静下来”等都没有相应的“上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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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点和终结点都确定存在。 
稍微后面 X 的核心词，时间上(动作)或程度上(性状)一般是前限后不限的，本身终点模糊，通过添加

小量成分或后续句，确定了 X 终点的存在。 
还有一种确定 X 两端点的手段是“稍微”和程度副词“有点”连用。 

3.2. 内部相对匀质的“有点(儿) X” 

程度副词“有点”修饰的后续成分包括性状和心理动词以及含性状义的动词名词，这些成分的共同

点是可以被视作匀质的，“有点”的修饰对象具有相对匀质的内部性质。 
郭锐(2023) [17]根据形容词的程度量级的量幅宽窄把形容词分为窄幅形容词和宽幅形容词，“有点”

可修饰宽幅形容词(有点弯，有点脏)，而不能修饰窄幅形容词(*有点直，有点干净)，否定使程度量级的宽

窄发生反转(*有点不弯，*有点不脏，有点不直，有点不干净)。 

(27) ？毛巾有点干(自拟) 

郭锐(2023)认为“干”是窄幅形容词中的段幅完全形容词 22，“有点”不能修饰“干”，那么按照郭

的这种说法例(27)不合法。可是例(27)真的不能说吗？ 

(28) 毛巾有点干了(自拟) 

这句话对应两种语义，第一种表示性状的实现，第二种是表示性状实现的同时强调性状对预期的偏

离。这两种语义在有前后句语境配合表义时，也可以直接表达为“毛巾有点干”，比如： 

(29) 毛巾有点干，衣服完全不干(变化的实现)。(自拟) 

(30) 得用湿巾擦这块顽固污渍，那条毛巾有点干(与预期不符)。(自拟) 

观察例(29)和(30)，可以发现进入句子后，语境赋予了“干”一个确定的端点，新端点有两种可能。

其一，这个语用端点可以是一个新端点，替代郭锐所说的“干”本身语义所指的顶端程度线段，比如表

示不合预期的例(30)，再如： 

(31) 毛巾还是有点干(自拟) 

“还是”提示这句话有言者主语，同时这句话隐含一个泛较对象，即言者主语对毛巾干湿度的心理

预期，所以句中“干”的一端为预期干湿度这个确定点，而不再是接近 100%干的线段，“干”的另一端

是不确定的。 
其二，这个语用端点也可以和郭所说的顶端程度线段重合，覆盖郭文所说的“干”本身语义所指的

顶端程度线段，在实际的识解过程中会以点代线，另一方向受“有点”修饰前没有端点。 
表示性状的实现时，句子可以带“了”，对于“有点 + 形容词 A + 了”这一句式，郭文从其中的 A

可以是积极义这一点，判断它的层次结构为“有点 + (A + 了)”而不是“(有点 + A) + 了”：“积极义

形容词都是窄幅形容词，本来程度量幅很窄，没有低程度幅段，但加‘了’后表示变化，变化的那部分幅

段可以是低程度的，因此可以受‘有点儿’修饰。”本文同意“有点 + (A + 了)”这一层次结构，并认为

此类句子表示变化实现时，这种实现在一定的语境中是无法重复的，但变化所实现的状态则是内部同质、

有伸缩性的，也就是说“A + 了”只有变化一端的边界是确定的，变化结果一端没有确定的边界 23。 

 

 

22“段幅完全形容词(segment total adjective)：程度量级顶端封闭，形容词语义指达到或接近顶端程度，程度范围为较窄的线段”(郭
锐，2023)。 
23变化涉及起点和终点，“A + 了”中得到确定的端点是起点还是终点，与 A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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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点”与动词的搭配，田宏梅(2006) [9]考察了采自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文语料库和台湾

中央研究院的现代汉语标记语料库 4.0 版(简称 ASC)，有点”的右侧所有搭配中 VP 占 33% (475 个)，包

括的高频搭配词有像(69)怕(18)害怕(12)后悔(10)失望(9)喜欢(8)生气(7)感动(6)恼火(6)怀疑(6)担心(6)吃惊

(6)等。 
相比某种变化的发生，这些动词的语义重心更多地落在某种状态的持续上，类似于数学的射线，有

一端边界不确定。 
“有点”修饰射线、直线型后续成分 x，形成“有点 x”，相比 x，“有点 x”范围更小，大大弱化 x

的匀质性，持续状态弱化为短时状态，有界性更强，表示长短未定但两端确定存在的线段。 
综上，“稍微”倾向于修饰线段型后续成分，且“有点(儿)x”表示线段，“有点 x”能够受“稍微”

修饰，“稍微 + 有点(儿) + X”为优势语序 24，成为了常用的连用。 

4. 结语 

本文从句法语义两方面探究后续成分和程度副词的双向选择性。第一，程度副词与被饰结构的类别

方面，“稍微”基本不修饰名词(组)，“有点(儿)”和“稍微有点(儿)”能修饰名词(组)，要求名词内涵有

程度高低，反映出“有点(儿)”与“稍微有点(儿)”的关系比“稍微”紧密。第二，程度副词与后续成分

X 的量度方面，“稍微”修饰线段而非直线射线这一过程的实现，拆解来看，是后续成分中的非核心成

分代表外部因素介入，补全被饰核心，一般通过动量补语、时量补语、不定量词、重叠式、数量宾语、趋

向补语和复句形式等，添加时间上(动作)或程度上(性状)的参照点，使被饰具有起点和终点两个端点，满

足“稍微”对被饰成分的量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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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文对语料数量较大的微博语料，进行了随机抽选，排除个别明显病句、重复句，以及“稍微有点(儿)”中的“有点(儿)”不能分

析为程度副词词性的句子，选得 120 条“稍微有点”的有效语料；对数量较少的 CNKI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进行穷尽式研

究，选得 385 条有效语料，共 505 条有效语料。504 条语料为“稍微”在前“有点”在后形式的连用，“有点+稍微”只出现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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