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比比较较””与与程程度度副副词词的的共共现现  

The co-occurrence of "BIJIAO" and degree adverbs 
 

時時  衛衛国国  
 Weiguo SHI 

 

要旨：本研究は、中国語の程度副詞である“比较(bijiao/比較的)”と他の
程度副詞からなる共起構造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比较”は程度副

詞として、大きな程度とも小さな程度とも言えぬ程度性を表わしているため、

過度、極度や大小の程度及び少量などを表わす程度副詞と共起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共起構造の中で“比较＋程度副词(比較的＋程度副詞)”、“程度副词＋

比较(程度副詞＋比較的)”のように前置的にも後置的にも使用する他、また

被修飾語を隔てて他の量的語句と共起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それで、“比较”

は強い協調性を有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程度副詞同士による

共起と量的語句との共起はいずれも、程度評価の多様性と相対性を表わすこ

とになり、その点は中国語の程度表現の特徴とも言えよう。 

 

キーワード：並列共起 間隔共起 前置 後置 評価構造 

 

一一、、引引言言 

“比较”作为程度副词，除单独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外，还可与量性成分共

现，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程度副词同侧共现，具有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的用法。

同侧共现是指“比较”作为程度副词，与其他程度副词共现于同一修饰结构，

异侧共现则是指“比较”作为程度副词与表示量性的词句共现于同一句中。

如： 

(1)我们只要将凡尔赛和约到希特勒德国的疯狂情形一比较，就觉得中华 

民族的儿女，经过四千年历史的陶冶，还是比较太老成，太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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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山编.《今日评论》文存 3[M].2019) 

(2)室外空气中，由于空气流通性好，阳光紫外线照射使得病原体微生物 

难以存活。而室内空气中，特别比较封闭的环境以及人员拥挤的环境中 

存活着较多的微生物。(王芬，李利红作.微生物与环境的互作及新技术 

研究[M].2021) 

(3)几十年来找我咨询的人也不少，当面咨询的我谈得比较详细，大多数 

在半个小时以上，甚至一小时以上，电话咨询时间比较短一些，20 分 

钟左右。(王极盛著.王极盛与心理学[M].2018) 

(4)所以现在身上就禁不住在起着异样的感觉。挨近天井的一间屋子，比 

较稍微明亮一点，排着一根根木栅的，他看见了雷春兰两母女和一些别 

的女人，坐在里面。雷金(艾芜著.艾芜全集第 5 卷 故乡[M].2014) 

 

“比较”在(1)中作为前置程度副词，与程度副词“太”共现，修饰形容

词“老成”；在(2)中则作为后置程度副词，与程度副词“特别”共现，修饰形

容词“封闭”；在(3)中与数量词“一些”共现，修饰形容词“短”；在(4)中作

为前置程度副词，与程度副词“稍微”共现，同时与量性成分“一点”共现，

修饰形容词“明亮”。(1)和(2)属于同侧共现，即两个程度副词并行共现，一

前一后，形成共现构式，“比较”在共现构式中既可作为前置程度副词使用，

又可作为后置程度副词使用。(3)属于异侧共现，(4)则属于同侧和异侧同时共

现；“比较”既可以与量性成分单独共现，又可以与其他程度副词同侧共现，

同时与数量成分共现 1)。 

本研究想探讨“比较”用于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的用法，看看其怎样用于

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表示什么语义，有哪些语法特点和限制？本研究通过分

析其例句，考察其语义机制和语法特征，究明“比较”在共现构式中所发挥的

语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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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先先行行研研究究  

关于程度副词“比较”的用法，《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吕叔湘主

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4)、侯学超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张谊

生(2004)都有所论述，但均未提到其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用法。時衛国(2012)

简述过“比较”同侧共现用法，指出“比较”主要与表示数量的词句(如“一

点”、“一些”等)共现，不能与表示时间的词句(如“一会儿”、“一段时间”等)

共现；只修饰形容词和含有程度性的动词，不能修饰动作动词等。 

总之，迄今为止尚未有专门探讨“比较”同侧共现用法的论著，尤其是

“比较”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同时用于句中的用法。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用法

进行考察，以便了解其语法特征及其与其他程度副词的相同与相异。 

 

三三、、分分类类  

本研究根据“比较”同侧共现用法和异侧共现用法，进行详细分类。 

一、同侧共现用法 

同侧共现用法可分为前置用法和后置用法。 

(一)前置用法 

前置用法根据其后置程度副词语义，可分为“比较＋过度”、“比较＋极

度”、“比较＋大程度”、“比较＋小程度”、“比较＋少量”等构式。以下进行说

明。 

1、比较＋过度 

比较＋太    比较＋过于   比较＋太过 

2、比较＋极度 

比较＋极    比较＋极其   比较＋极为 

3、比较＋大程度 

比较＋非常  比较＋十分   比较＋相当   比较＋很   比较＋颇 

比较＋甚    比较＋最     比较＋顶     比较＋更   比较＋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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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小程度 

比较＋稍微  比较＋稍稍   比较＋稍     比较＋稍为   比较＋略微 

比较＋略略  比较＋略 

5、比较＋少量 

比较＋有点  比较＋有些 

 

(二)后置用法 

后置用法根据其前置程度副词语义，可分为“过度＋比较”、“大程度＋比

较”、“小程度＋比较”、“少量＋比较”构式。 

1.过度＋比较 

过于＋比较   

2.大程度＋比较 

非常＋比较   十分＋比较   相当＋比较   很＋比较  

特别＋比较   格外＋比较   更加＋比较    

3.小程度＋比较 

稍微＋比较   稍稍＋比较   稍＋比较     稍为＋比较   稍许＋比较 

少许＋比较   略微＋比较   略略＋比较   略为＋比较   略＋比较 

4.少量＋比较 

有点＋比较  有些＋比较 

 

二、异侧共现用法 

“比较”的异侧共现分为“单独异侧共现”和“同侧与异侧同时共现”。 

1、单独异侧共现构式 

比较＋被修饰语＋一点    比较＋被修饰语＋一些 

2、同侧与异侧同时共现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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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侧与异侧同时共现构式又可分为“比较＋过度＋被修饰语＋少量”、“比

较＋大程度＋被修饰语＋少量”、“比较＋小程度＋被修饰语＋少量”三种。 

①比较＋过度＋被修饰语＋少量 

比较＋太＋被修饰语＋一点      比较＋太＋被修饰语＋一些 

②比较＋大程度＋被修饰语＋少量 

比较＋更＋被修饰语＋一点      比较＋更＋被修饰语＋一些 

③比较＋小程度＋被修饰语＋少量 

比较＋稍微＋被修饰语＋一点    比较＋稍微＋被修饰语＋一些 

比较＋稍稍＋被修饰语＋一点    比较＋稍稍＋被修饰语＋一些 

“比较”异侧共现时，主要与“一点”、“点”、“一些”、“些”等表示不确

定义的量性成分共现 2)。 

 

四四、、同同侧侧共共现现前前置置用用法法  

“比较”同侧共现时，作为前置程度副词，居于其他程度副词之前，主要

表示说话人依据社会标准评价事物，可以与表示过度、极度、大程度、小程度

和少量的程度副词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过度     比较＋极度     比较＋大程度     比较＋小程度 

    比较＋少量 

“比较”前置时，主要强调过度评价、极度评价、大程度评价、小程度评

价和少量评价。这类共现构式都是基于比较视野，因而含有委婉、含蓄的意

味。 

1.比较＋过度 

    “比较”与“太”、“过于”、“太过”共现融合，分别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太      比较＋过于      比较＋太＋过 

如： 

(5)我国有 13 亿人口，除幼儿与衰老之人外，有 10 亿多读书的人，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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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仅占 80 份之 1，数量比较太微小了。(何琼崖著.何琼崖散文集 7 

集[M].2001) 

(6)由此可见，关于联大建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而联合国网站本身关于联大决议没有法律效力的介绍也可能比较过 

于简单和武断。(刘亮著.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的性质问题研究[M]. 

2020) 

(7)“谁说下岗了？”安以若对着镜子瞪她，“那套礼服很漂亮，只是穿在 

我身上和你站在一起，比较太过明显，不适合今晚的场合。如果是出席 

晚宴，又没有你在场抢镜，我一定穿。”(沐清雨编著.听说爱会来[M]. 

2010) 

“比较”表示一定程度，通过与“太”、“过于”、“过”等表示过度的程度

副词共现，使得这些程度评价形式和评价态度具有比较视野，变得委婉含蓄。 

如果说“太微小”、“过于简单”、“太过明显”，评价就过于直白，显得露

骨，加上“比较”则显得委婉含蓄。 

 

2.比较＋极度 

“极”、“极其”、“极为”都是表示程度极高的程度副词，强调其程度达到

了极点。“极”既用于口语，又用于书面语。“极其”、“极为”则多用于书面

语。 

“比较”与“极”、“极其”、“极为”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极          比较＋极其         比较＋极为 

(8)这个故事在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它告诉人们自发的、随机 

的社会比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周淑华著.生活中的行为 

心理学[M].2017) 

(9)道德是相对的，虽然人类的道德在某些方面有共通性，但是在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道德比较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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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其过程和机制值得探索。(文学著.社会比较及其神经机制[M]. 

2020) 

(10)厨房中所用的叠部煤气平均约为半数是用千：准备热水。除此之外， 

要使炉灶中热水罐的水烧热，就需要化费很多时间。为此使用小型的煤 

气热水器比较极为方便。((苏)布罗涅夫，(苏)罗赞采夫编；北京市房 

地产管理局译.房屋经营管理 房屋管理人员手册[M].1960) 

“极”的强调形式“极其”、“极为”也与“比较”共现，说明“比较”

具有减缓程度语气作用，使这种极度评价构式具备相对和缓的评价语气。 

“比较极”在(8)中修饰形容词“大”，作为状语使用；在(9)、(10)中

“比较极其”、“比较极为”则修饰“重要”和“方便”，分别作谓语。 

 

3.比较＋大程度 

3.1.“比较＋非常”类 

“非常”、“十分”、“相当”也都表示确定程度义，夸饰程度之大。

“比较”与其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非常        比较＋十分        比较＋相当 

(11)这三个层次的教学内容具有一致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第一层 

次的教学内容比较非常宽泛，存在的形式多样。(李芳.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方法科学化研究[M].2019) 

(12)到了 7月份，便从学校调拨教师，甚至是学生去帮助招生。除此之 

外，招生部门在各个城市都发展了自己的招生代理，他们对当地情况比 

较十分了解，～。(文川，莫秀全，江雪珍著.民办高校发展与法律风险 

控制[M].2018) 

(13)当然每逢青年运动爆发之时，青年当中，往往具有一种比较相当严密 

的组织，所以一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张昌山编.《民主周刊》文存 

2[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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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非常”、“比较十分”在(11)、(12)中分别作谓语，“比较相当”

在(13)中则作定语。 

 

3.3.比较＋“很”类 

“很”是个具有代表性的程度副词，表示程度之大，用于口语和书面语，

使用范围较广。“颇”、“甚”主要用于书面语，不用于口语，语气比较硬。这

三个程度副词都能跟“比较”共现。 

“比较”与“很”、“颇”、“甚”共现，分别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很       比较＋颇       比较＋甚 

(14)将一艘翻没的帆船恢复比较很困难，因为颠倒的船体很稳定，浸在水 

中的帆也会对扶正帆船的操作产生很大的阻力。(刘航编著.游艇操作技 

术[M].2018) 

(15)在碰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时，就干脆暂时搁下，不去思也不去解；就 

是在思考得比较颇畅时，也要适可而止，善于停笔，以免过度兴奋，造 

成超界限抑制。(文艺心理学学术研讨会[M].1987) 

(16)厘金之害，仅及本国商人，而外商则不受之，即使受害，亦比较甚 

轻，因外商在中国关税制上，所受种种之优待，本国商人不能同样享 

受。(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M].2007) 

“很”、“颇”、“甚”所表达的程度不是很大，但因语气较硬，同样需要与

“比较”共现，以减缓语气。“比较”则是为这种构式添加比较义，起到减缓

语气的作用。 

 

3.4．比较＋“最”类 

“最”、“顶”是表示最高程度的程度副词，具有强烈的语气。“最”使用

范围较广，“顶”则多用于口语或方言，与“比较”共现融合，可以减弱语

气，使之变为委婉含蓄的最高程度评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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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最”、“顶”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最       比较＋顶 

(17)在轴心各国中，芬兰是英美最注意的一个，因为芬兰与苏俄的纠纷， 

在她们看来是比较最容易解决的。芬苏两国开战以来，可说是始终成对 

峙的局面。(焦扬主编.陈望道文存全编第 7卷[M].2021) 

(18)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头子顶先去，接着是亲属们，接着是留下来的人们 

中间比较顶勇敢的，接着是真正好探听闲事的人们，最后是青年们和勇 

敢的妇人们。(卡达耶夫.盗用公款的人们[M].2020) 

“比较”与“最”、“顶”共现说明最高程度的评价也需要比较视野。 

 

4.比较＋小程度 

4.1.比较＋“稍微”类 

“比较”分别与“稍微”、“稍为”、“稍稍”、“稍”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稍微      比较＋稍为      比较＋稍稍      比较＋稍 

(19)～，他们现在是躲在那一连三间并排着的小房子那边，利用比较稍微 

高起的地势，雄健地控制了这平坦地的全面；～(丘东平著.丘东平作品 

全集[M].2011) 

(20)在南洋，戏伶十五岁以内者，排演不能过下午十时，教艺须重人道， 

不得任意鞭打。其生活比较稍为舒适，其他什伶或临时招雇，或短期佣 

工，殊无详述之必要。(林杰祥编. 潮汕戏剧文献史料汇编[M]. 2018) 

(21)桑蝶靖呈半椭圆形，一端圆钝，一端尖细，有时还装着一个短短的 

柄。表面是颇整齐的凸面，还有三条分明的纵带。比较稍稍狭细的中央 

带，由两行对列的薄片构成，恰像屋瓦般重叠着。(陶秉珍.昆虫漫话 

[M].2020) 

(22)最初的讨论者认为有始，反对之者主张无始，其综合则是认为宇宙无 

始终，而天地有始终。有无问题，自老庄开始讨论，后来注意之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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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稍多。(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M].2017) 

“稍微”、“稍为”、“稍稍”多用于修饰双音节词，“稍”则多用来修饰单

音节词。 

“稍微”、“稍为”、“稍稍”、“稍”等程度副词虽然可以单独使用，但是更

多的情况是与“一点”、“一些”等量性成分共现使用
3)
。尤其是“稍微”、“稍

为”、“稍稍”、“略为”等程度副词，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与量性成分共现使

用。然而与“比较”共现融合后，可不用与“一点”、“一些”等量性成分共

现。这是因为“比较”给构式带来一定程度义，使这些程度副词统括在该种语

义下，可不需要量性成分与之共现。 

 

4.2.比较＋“略微”类 

    “略微”、“略为”、“略略”、“略”比“稍微”等程度副词语气略硬，但在

与量性成分共现方面却与其一致。“比较”与“略微”、“略为”、“略略”、

“略”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略微      比较＋略为      比较＋略略      比较＋略 

(23)这两种开局，一般说来，先走的一方比较略微占先，但最后的胜负仍 

以双方中、残局功夫的深浅为转移。(张雄飞编著.象棋初步(修订本) 

[M].1956) 

(24)蚤岛约 600 里长，345 里宽。每年之中，约有九个月左右的炎热(相 

当於热带)天气。只有冬季的三数月中比较略为寒冷。(王正仪编著.钩 

虫病[M].1956) 

(25)萧朝贵听了，连连地谦逊道：“小弟怎敢称得熟悉，不过生长乡邦。 

朋友比较略略多些罢了。”(徐哲身著.徐哲身品读大清风云人物 1[M]. 

2006) 

(26)然体格仍有不同，凡肥人多脂肪，瘦人则神经之反射较敏，通例活体 

感寒则化热，而肥人感觉比较略钝，往往不易化热，瘦人感觉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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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化热。(恽铁樵著；潘华信点校.恽铁樵传世名著 下[M].2020) 

“略”作为单音节程度副词，其修饰对象也多为单音节词，“略微”、“略

为”、“略略”作为双音节词程度副词，其修饰对象也多为双音节词。 

 

5.比较＋少量 

    “有点”、“有些”都是表示少量的程度副词，多用于口语，语气比较和

缓。 

“比较”与“有点”、“有些”共现融合，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有点        比较＋有些 

“有点”、“有些”由于其构成中含有量，故与上述“稍微”类和“略微”

类有所不同，它们可以单独修饰形容词，但是不能与“一点”、“一些”等量性

成分共现
4)
。 

(27)据说封禁的理由是它被列为黑线作品，是专了“四人帮一他们的政 

的，这就比较有点费解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欧阳山专集[M].1979) 

(28)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不但要培养大量的尖子学生，使他们将来成 

为各方面的专家，而且要培养更多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尖子的中等学生， 

以及现在看起来还比较有点困难的学生。(赵宪初著.赵宪初教育文集 

[M].1991) 

(29)圣西门晚年在这上面的意见，比较有些进步。他在《新基督教》一书 

中对于将来社会究属于谁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白的见解：他以为社会应该 

组织得这样，使之有利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吴黎平.社会主义史 

[M].2012) 

(30)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人们对热原才比较有些了解。认为热原是指 

某些能够致热的微生物的尸体及其代谢产物，主要是细菌的一种内毒 

素。(李广骥编.输液的制备与临床[M].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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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点”、“比较＋有些”构式是一种十分含蓄的共现构式，因为

“比较”表示一定程度，“有点”、“有些”5)暗示少量，本身就有往小里说

的语气。而“比较＋小程度”
6)
构式则与此相反，虽然也十分含蓄，却隐含略

微夸张的语气。 

 

五五、、同同侧侧共共现现后后置置用用法法  

“比较”作为后置程度副词使用时，可以与“过于”、“非常”、“十分”、

“相当”、“很”、“特别”共现，分别形成以下构式： 

过于＋比较       非常＋比较       十分＋比较        相当＋比较 

很＋比较         特别＋比较 

“比较”在同侧共现中用作后置程度副词时，整个构式也是依据社会标准

评价事物，但确定意义在前，比较语义在后，语气强于其前置时。然而，其后

置用法所受限制较多，能够共现的程度副词有限。如“比较”可以置于“极”、

“极其”、“极为”其后，却难以置于其前，一般不说“极比较”、“极其比较”、

“极为比较”等。“太”也难以置于其前，不能说“太比较”。同样，“颇”、

“甚”等程度副词也难以置于其前。 

原因是语义和音节的关系，如“极”、“极其”、“极为”语义和语气均较为

强烈，难以与“比较”搭配；“太”、“颇”、“甚”则因语义或音节等原因，难

以与“比较”搭配。可见，“比较”前置时比其后置时更加开放，所受限制较

少，而后置时则受限制较多。 

(31)针对气动伺服系统非线性特点各智能控制算法进行算法融合与改进，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效果，但算法文现过程过于比较复杂，～。 

(《机械解释与制造》2020 年 7月第 7 期 P111) 

(32)为客户的需求对产品进行适应性改进就不是问题，而要完全了解如何 

接近这些客户则非常比较困难。((荷)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terprise & Industry 著.安全领域军民协同研究[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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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国的民歌唱词大都是十分比较洗练的，篇幅通常也较短小，但是， 

人们却能够在这短小的文辞篇幅中，创做出很多令人无比赞叹的结构类 

型，～。(苏娜著.民族声乐的文化流变与表演体系构建研究[M].2019) 

(34)内辐射带带电粒子分布相当比较稳定，而外辐射带的形态及其高能电 

子的强度在太阳风暴期间都会发生剧烈变化。(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 

部著.太阳风暴的监测与预报[M].2015) 

(35)运行显示，当没有进入空闲模式时，数字电压表能够很比较准确地测 

量出此时两个电压采样点的值，并具有四位有效数字，单位使用 mV。 

(宋春林，董观利编.嵌入式系统 基于项目的分析和设计[M].2017) 

(36)室外空气中，由于空气流通性好，阳光紫外线照射使得病原体微生物 

难以存活。而室内空气中，特别比较封闭的环境以及人员拥挤的环境中 

存活着较多的微生物。(王芬，李利红作.微生物与环境的互作及新技术 

研究[M].2021) 

这类构式的特点是暗示过度或大程度，具有比较视野。 

“比较”后置时，与其前置时相比较，能够共现的程度副词有限，仅限于

少数表示过度或大程度的程度副词，不能与小程度副词共现。原因有二：一，

“比较”除作为程度副词使用外，还作为名词和动词使用 7)，与“稍微”等程

度副词共现容易产生歧义；二，“稍微”类多与量性成分共现 8)，如果与“比

较”共现，就会与量性成分的语义发生冲突。 

总之，“比较”后置时，其前置程度副词表示主要程度义，比较视野居于

次要位置，每每受到前置程度副词语义制约。 

 

六六、、异异侧侧共共现现与与同同侧侧共共现现  

1.异侧共现 

“比较”单独修饰形容词或动词时，主要进行程度修饰，即修饰状态的程

度性，如说“比较快”、“比较紧张”时，是修饰形容词“快”、“紧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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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示“快”和“紧张”的程度较大。而与“一点”、“一些”等数量成分异

侧共现时，则修饰状态量。如： 

(37)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去进货。如果是住得 

远的话，就需要考虑地铁之类比较快一点的交通工具，住得近的话就可 

以选择公交的士之类的交通工具。(潘兴华，崔慧勇编著.从零开始打造 

赚钱微店 淘宝、微信小店及微商城实操一本通 全彩图解版[M].2015) 

(38)解放前有甲长和保长，经常催我们交税，有几年交得重的时候，他们 

和村民的关系比较紧张一些。(徐勇，邓大才.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 25 卷 

口述类第 7卷 农村变迁 第 7卷[M].2019) 

“比较”在(37)中与“一点”共现，修饰“快”的状态量，在(38)中则与

“一些”共现，修饰“紧张”的状态量。与“比较”异侧共现的“一点”、“一

些”作为量性成分，通过“度量共现”构式，用于表示评价的相对性和说话人

谨慎的态度。如只说“比较快”、“比较紧张”，是一种绝对的断定性评价，缺

少相对性，而与“一点”、“一些”等量性成分共现，可以相对地评价该状态。

“一点”、“一些”可以单独修饰形容词，如可以说“快一点”、“紧张一些”，

表示少量，但比较意味不显著。只有与“比较”共现时，才能凸显比较意味，

并使该评价具有相对性。 

 

2.同侧与异侧同时共现 

2.1.前置构式 

“比较”与“太”类、“更”类、“稍微”类等共现，同时与“一点”、“一

些”等量性成分共现，分别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过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比较＋大程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比较＋小程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2.1.1. 比较＋过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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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在同侧共现时，主要与表示过度的“太”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太＋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39)不但可把两种节约超支分成三种节约超支，并且各批购人材料的实际 

庐本也更接近实际。运费钱数较大，变劫也较大，只总起来计算，比较 

太粗糙一些.（殷宗鹗.铁道基本业务会计[M].1963） 

“比较”在(39)中与“太”同侧共现，同时与量性成分“一些”异侧共

现，形成“程度＋程度＋少量”构式，简称“度度量”构式 9)。 

2.1.2. 比较＋大程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比较”前置时能够同侧共现的大程度副词有“格外”、“更”、“更加”、

“更为”等，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格外＋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更＋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更加＋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更为＋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40)这种试验，明知其没有效果；但一经儿童亲自动手，他们的知识和经 

验，比较格外真切些。(徐枫吟编著.幼稚园课程 下[M].2013) 

(41)蔡康永先生就说过：“外表好不好看，绝对不是人生的决胜点。讨不 

讨人喜欢，还比较更重要一点。”(佳薇编著.每个女人都缺一堂口才课 

[M].2017) 

(42)～，传统的小说所描写出来的人物性格特征大概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 

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心理现实小说比较更加容易凸显一些人物的真实性 

格，将他们的性格特征、爱好兴趣进一步刻画出来。(项红梅.英美现当 

代女性文学研究[M].2018) 

(43)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较大的样本与较小的样本相比，它所估计出来的 

一些母体数值会比较更为精确一些。([加拿大]斯塔诺威克著 范照等译.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如何正视心理学(第 7 版)[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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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构式也是“度度量”构式，强调比较，夸饰程度递增，同时暗示具有

相对性。 

2.1.3. 比较＋小程度＋被修饰语＋量性成分 

    “比较”前置时，能够共现的小程度副词有“稍微”、“稍为”、“稍许”、

“稍稍”、“稍”、“略微”、“略”等，分别与量性成分形成以下构式： 

比较＋稍微＋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稍为＋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稍许＋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稍稍＋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稍＋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略微＋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比较＋略＋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44)但是走着走着看到不行，真的很远，而且时间也比较稍微紧张一点， 

得走很快才能走过去。(释定弘.体验人生最高享受[M].2014) 

(45)这个说法比起早先的说法来，能用比较稍为实际一些的方式使我们懂 

得：在我们假设的经济体制中并不出现利息，因此，这里所描述的经济 

事物的逻辑不能解释利息现象。(熊彼特著.将引领一生的西方智慧大作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2012) 

(46)以奉地产品为原料而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食品工业，地位比较稍许稳 

定一些。([苏]切尔丹采夫教授 尼基丁教授等编.苏联经济地理[M]. 

1962) 

(47)硫化镉与硒化镉可以无限制混合的可能性是由它们结晶格子的各种尺 

寸都相同所决定的。它们的钱琴照相互相非常相似，只是硫化镉的谱线 

比较稍稍浅淡一些而巳。((苏)别连基,(苏)利斯康著 张兆麟，闵观铭 

译.颜料化学与工艺学 下册[M].1956) 

(48)在这册新集里前半部分(九首)是已发表过的旧作，其中如《眼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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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说好，也不说坏，我只能说这是类似《望舒草》里的《寻梦者这是 

很难写的诗》一类的诗，不过比较稍野一点，便容易发生危险了。(朱 

英诞著；陈均编.格致文库 我的诗的故乡[M].2019) 

(49)其次，冬天的东北地区是很寒冷的，据说，县境北靠龙岗山，南有 

鸭绿江，这里气温比较略微高一些。(重庆新四军史料征集研究会编.东 

进风云录十[M].100) 

(50)维吾尔语形容词的比较级的意义没有“更”的意思，而是表示“些微 

稍微”或比较略进一层的意思。(《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 

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编委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简志丛书 卷 5[M].2008) 

这些能够用于同侧共现的程度副词，一般是单独可与量性成分共现的程度

副词，如“太”、“格外”、“更”、“更加”、“更为”、“稍微”、“稍为”、“稍稍”、

“稍”、“略微”、“略为”、“略略”、“略”等都可与量性成分共现、修饰状态

量，因此，才与“比较”同侧共现，并能与其异侧共现。而“极”、“极其”、

“极为”、“非常”、“十分”、“相当”等程度副词，本身没有与量性成分异侧共

现的语法功能，与“比较”同侧共现时，也不能与“一点”、“一些”等量性成

分异侧共现。用于异侧共现的量性成分除常用的“一点”、“一些”外，还有其

省略形式“点”、“些”和表示短时量的“一阵儿”10)、表示数量的“一层”

(如例句(50))等。 

“比较”作为前置程度副词与其他后置程度副词同侧共现，同时再与量性

成分异侧共现时，分别表示比较视野下的过度倾向、程度递增倾向和程度微小

倾向等。构式是“度度量”，即表示状态过度量、状态程度递增量和状态程度

微小量，一言以蔽之，就是修饰状态量。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于同一句中时，

前置程度副词和后置程度副词共现，借助于量性成分修饰状态量，表示评价的

相对性。如“比较更重视一点”，“比较”强调比较视野，“更”表示程度性，

“一点”则表示量性，比较性和程度性融为一体，并与量性共现融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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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度度量”构式是一种复合型的语气委婉含蓄、含有多种语义的程度评价

方式。 

 

2.2.后置构式 

后置构式的评价标准与前置构式相同，也是依据社会标准评价事物，只是

语义更加明确。 

“比较”用在同侧共现构式后侧，语义表达以前置程度副词为主，比较含

义则起衬托作用。 

“比较”与“特别”、“格外”、“更”、“更加”、“更为”、“稍微”、“稍为”、

“稍稍”、“稍许”、“略微”、“略略”共现，形成以下构式： 

特别＋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格外＋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更＋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更加＋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更为＋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稍微＋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稍为＋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稍稍＋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稍许＋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略微＋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略略＋比较＋被修饰语＋一点/一些 

2.2.1.“特别”类＋比较 

    “特别”、“格外”强调程度特别，非同寻常，需要与“比较”共现以加强

比较含义，并与量性成分共现，表示评价的相对性。 

(51)在城市发展模式方面，云南求大求全，特别比较注重发展一些主要城 

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大理、楚雄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闫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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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云南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研究[M].2007) 

(52)很多偏瘦的女性在妊娠纹的生长以及消除方面格外比较容易一点。这 

是因为偏瘦的人在怀孕之后肚子不是很大，这样就不会过度拉扯肌肤纤 

维，～。(邱宇清编著.怀孕了 长胎不长肉的健康秘笈[M].2015) 

2.2.2.“更”类＋比较 

“更比较”、“更加比较”、“更为比较”表示程度递增，同时暗示比较，并

强调相对性。 

(53)～u 作“介音”，其紧张情形只比母音稍松，但比其余的母音紧些， 

尤其是比居于介音地位时的 i，u，ü，更比较紧张些。(徐世荣编.教师 

进修汉语拼音广播讲义[M].1959) 

(54)英国人更加比较讲究些，在伦敦的银行区，中午时分，银行职员们出 

来吃午饭，街上人来人往，大都西服革履，穿着整齐。(何伶俐编著.高 

级商务礼仪指南[M].2003) 

(55)但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如果将“父母之年”理解为父母的生日，似 

乎更为比较客观实际一些，更有利于诠释“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于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李照国著.《论语》英译释难 上[M].2016) 

2.2.3.“稍微”类＋比较 

    “稍微”类经常与量性成分共现，与“比较”同侧共现时，仍可与量性成

分共现，表示状态量。 

(56)这个时段大部分都是买个人的早餐，但是消费预算会稍微比较高一 

点，消费者比较能接受价格较高的商品。(关登元著.成功开店计划书 

[M].2020) 

(57)经过这段时间，路面已稍为比较稳定些，但是初期扔邻出现明显的汽 

车轮胎印痕。((苏)格津茨维,Л.Б.著 余玉英译.地沥青混凝土生产工 

艺学[M].1962) 

    (58)所以我才想到要把那些故事改写，把一些枝芜、荒乱、不必要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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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字删掉，把其中的趣味保留，用我现在稍稍比较精确一点的文字和 

思想再改写一遍。(程维钧著.古龙小说原貌探究 裸脊锁线精装本[M]. 

2018) 

(59)当应用正方形罩壳时，由图 8-24可见，罩壳表面上的涡流分布稍许 

比较有利一些。因此，在短路肘圆简形罩壳所受到的作用力略大于正方 

形罩壳，其比例为 4r，亦即约大 25 男左右。(德沃斯金.高压配电装置 

的布置和结构[M].1965) 

(60)这一章比这项研究的其他大部分章节要略微比较专门一些。([加]赫 

伯特·G·格鲁柏 迈克尔·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1993) 

(61)四个人那里还敢回答?个个皆噤著寒蝉，心跳气结，金薇还略略比较 

镇定一点，马囱水简直就骇得几乎全身都瘫了……(柳残阳.断肠花[M]. 

1988) 

前置程度副词可以单独与“一点”、“一些”等量性成分共现，才能够与

“比较”同侧共现，因此，没有与量性成分共现用法的程度副词不能用作前置

程度副词。 

 

七七、、动动因因、、理理据据及及限限制制  

“比较”之所以能够与表示过度、极度、大小程度及少量的程度副词共

现，是因为新时期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对某种事物进行程度评价时，

不仅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印象，还会高度关注交际对象的感受或态度，以便使语

言交际顺利进行。为了提高交际效果，人们改变了以往直截了当地表达个人见

解的说话方式，而采取迂回婉转、深沉含蓄的表达方式，避免引起听者反感或

不满，于是便形成了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及其交叠融合的动因。也就是说，随

着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的改变，人们的表达方式和评价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变

成了迂回曲折、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和评价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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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通过与其他程度副词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而形成的构式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下登场的。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序颠倒相对不受限制(如可以

说“非常热闹”、“十分精彩”，也可以说“热闹非常”“精彩十分”等)，“比

较”及其共现融合的后置程度副词和前置程度副词可以相对自由结合，同时接

受异侧共现。同侧共现是为加强比较视野下的程度评价，或者作为赋予各种程

度评价以比较含义的衬托。“比较”前置时，强调比较前提下的程度评价，后

置时则强调程度评价没有脱离比较视野，旨在强调各种程度评价都是通过比较

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与量性成分异侧共现，使程度评价具有相对性，也含

有委婉含蓄的语气和特点。 

“比较”虽然即可前置又可后置，但是与其共现的量性成分仅限于“一

点”、“一些”、“点”、“些”、“一会儿”、“一层”等表示不定量词 11)，不能与定

量词共现。不能说“比较稍稍安静两小时”、“稍为比较安静两小时”等。因为

定量词语义太过明确，且不能表示相对性，不适合充当异侧共现的量性成分。

因此，表示不定量的词句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为同侧共现构式提供相

对性，为程度表达带来委婉含蓄的意味。 

能与“比较”同侧共现的程度副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主要修饰状态程

度。但是在同侧共现时，又能与异侧共现的程度副词则颇受限制，需要具备相

应的语法条件才能实现同侧共现和异侧共现的交叠构式。 

 

八八、、结结论论  

“比较”作为程度副词表示某种状态具有一定程度，由于其词义不甚确

定，所表程度性既不能说大，也不能说小，其性格具有一定融合性和协调性。

因此，它既与表示过度的程度副词共现，又与表示极度、大程度的程度副词共

现，还与表示小程度和少量的程度副词共现。这些用法都证明其具有融合性和

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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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前置于同侧共现构式时，“比较＋大程度”构式多于“比较＋小

程度”构式，而后置于同侧共现构式时，则恰好相反，“小程度＋比较”构式

多于“大程度＋比较”构式，这或许是因为其居于共现构式首要地位时，其语

义适合与大程度副词共现，而居于共现构式次要地位时，则适合与小程度副词

共现。前置时是开放式的，后置时则是相对封闭的，因此，表示过度的程度副

词难以前置于同侧共现构式，而表示小程度的程度副词则容易前置。“比较”

前置多助于大程度评价，后置则多助于小程度评价。 

“比较”用于异侧共现构式时，只与“一点”、“一些”等少数不确定义的

量性成分共现，不能与表示确定义的量性成分共现。同时用于同侧共现和异侧

共现时，比单独用于同侧共现时所受限制较多。但是其前置时比后置时，所形

成的共现构式较多，融合度更高。 

总之，“比较”的同侧共现用法和异侧共现用法反映出其语义具有融合性

和协调性，可以与各种不同的程度副词共现融合，同时还与量性成分共现融

合，分别构成“度度”共现构式、“度量”共现构式、“度度量”共现构式，表

示程度的大小和评价的相对性。这些构式的存在证明汉语的程度表达形式复杂

多样，丰富多彩，同时也需要认真揣摩，仔细领会，方能巧妙地运用。 

 

 

注注 

1)与“比较”共现的词句多为“一点”、“一些”等数量词，但不限于数量词，

本研究将“一点”、“一些”称为量性成分。下同。 

2)“比较”不能与表示确定义的量性成分共现，不能说“比较快一个小时”

“比较早一刻钟”等。 

3)关于“稍微”类程度副词与量性成分共现的用法，请参考時(2009)、

(2017)、(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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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点”和“有些”分别是由动词“有”和数量词“一点”、“一些”构成

的，即“有＋一点”、“有＋一些”，其中“一”脱落后，就成为“有点”、

“有些”。因其本身已含有量性，排斥其他量性，不再像其他程度副词那样

与量性成分共现，而“稍微”类本身没含有量，故而需与量性成分共现。 

6)可见，“稍微”类和“有点”、“有些”各自发挥不同作用。 

7)本研究只考察“比较”作为程度副词的用法，不考察其作为名词和动词的 

用法。下同。 

8)如前所述，“稍微”类程度副词多数情况下要与量性成分共现。 

9)目前尚未发现“过于”、“过”用于这种构式。 

10)“一阵儿”也是常用量性语句之一，時衛国(2011)、(2012)曾有所论述， 

详见该书。 

11)本研究仅探讨“比较”与“一点”、“一些”的共现构式，其他构式另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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