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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词汇化语法化探析

□张　然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摘　要]    副词“一定”在现代汉语中的用例十分普遍，使用范围非常广，从历时角度理清其形

成过程，对我们掌握其用法有积极意义。“一定”在唐代以前尚是一个松散的非词短语，表示“一经

确定/制定”的意思，表示“必然”之义的副词用法，萌芽于唐末五代，形成于宋元，在明清之际，经

过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大量使用进而成熟，最终固化。“一定”由短语演变为副词的词汇化、语法化

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短语特性不断弱化以至最终消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的词汇性特征不

断加强，最终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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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s Exploration of “Yiding”

ZHANG R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adverb “Yiding” is commonly and widely used in modern Chinese. So figuring out its forming
process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us to master its usage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Yiding” was a loose
and  non-word  phras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which  expressed  the  meaning  of  “once  decide/formulate”.  The
adverb usage that takes on the meaning of “inevitable” budded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orm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atured after the extensive use in popul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olidified finally. The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Yiding” is a process that its
phrase characteristic was constantly weakened and disappeared eventually. In this process, the vocabulary features
of the “Yiding” wa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and finally soli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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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中，基本是一字一词的特点，现代汉

语的双音节词大都是由古代汉语的词组凝固而成

的，副词的形成多与实词的虚化有密切的关系，现

代汉语表“必然，必定”义的副词“一定”是由松

散的在古代汉语中表“一经确定/制定”①之义的副

动偏正组合演变而来的，对于其历时形成过程及原

因，尚无学者进行系统探讨，本文拟就“一定”由

表示实际意义的组合演变为语法成分这一语法化现

象作一浅探。

一、“一定”演化的基础语义

若想追溯副词“一定”的形成过程，当首先从

“一”的意义泛化和功能转化入手。“一”字（亦

为词）在《说文解字·一部》中释义为：“惟初太

第 20 卷第 4 期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Vol. 20, No. 4
2018 年 8 月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ug. , 2018

 
 

[收稿日期]　2018 – 03 –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于大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十国汉语言文化推广研究”（16XYY006）.
[作者简介]　张然（1989– ）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玉篇·
一部》：“一，王弼曰：一者，数之始也。”本

意是表示最小整数一，也可以表示序数，指第一。

例如：

（1）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尚书·洪范》）

（2）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诗经·郑风·
野有蔓草》）

以上例中“一”表示数量一以及序数词第一，

随着词义的泛化，“一”的使用范围扩大，由表示

具体数量的“一”引申为“全部”之义。例如：

（3）一国之人皆若狂，赐（子贡）未知其乐

也。（《礼记·杂记下》）

（4）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

（《左传·宣公十四年》）

随着进一步使用，其用法也逐渐扩展，可作副

词，表示“一旦”的意思，《古代汉语字典》 [1 ]

中“一”的义项（8）为：“<副>一旦，一经。”[1]

例如：

（5）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吕不韦《吕氏

春秋·贵公》）

（6）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刘向《战国

策·秦策二》）

即在先秦时期，“一”已经产生表示副词“一

旦”的义项，动词“定”表示“确定”之义，如《王

力古代汉语字典》中“定”的义项（3）为：“规

定，制定。”例如：

（7）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

因此，作为副词的“一”作为动词的“定”连

用就组成一个副动偏正组合，“一定”作为一个组

合表示“一经确定/制定”之义的用法从先秦至唐

宋散见于各类文献材料中。如：

（8）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

方行而不留。（战国辛钘《文子·下德》）

（9）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

（汉班固《汉书·刑法志第三》）

（10）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

（汉贾谊《新书·五美》）

（11）经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汉贾

谊《新书·五美》）

（12）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赵佑博学，多览

著作。（南朝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13）陛下即位以来，海内职员一定而天下选

人渐多。（五代刘昫《旧唐书·列传·徐有功》）

（14）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

遣。（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如上所列，诸例之中，“一定”皆为短语性

质，是两个词的组合，表“一旦确定/制定，”或

“一经确定/制定”之义，置于句中谓语位置，是

偏正短语组合，充当谓语，此即为“一定”在演化

为副词之前的基础语义与原始句法环境。

二、“一定”的词汇化过程

词汇化是指一个组合凝固为一个固定的词，词

汇化的过程是一个组合逐渐“词化”为一个词的过

程，一个组合，在其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专

指的意思，并经过不断地使用时，就极有可能发生

固化。

“一定”的词汇化就是表示“一经确定 /制
定”之义的偏正组合演化为一个固定的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短语组合义不断虚化，词汇

义不断加强，最终固化，其从组合固化为词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一”作为副词后面带上动词

“定”，而“定”后又出现其他体词或者独立动词

的时候，“一”和“定”就会出现并存连用的现

象。例如：

（15）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

（汉贾谊《新书·俗激》）

（16）若经制一定，则官才有次。（晋陈寿

《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在共现语境中，“一”和“定”虽然并存连

用，但并不是句法上的一个独立单位，尚属松散的

组合，“定”是主要谓语成分，“一”是作为将谓

语动词与后面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桥梁，这种共现

模式也是从先秦至唐宋“一定”作为短语组合的典

型模式。到唐末，“一定”作为一个词的性质开始

萌芽，表现之一就是可以进行语义双解，即可以按

照组合义“一经制定”进行句意解释，也可以按照

现代汉语中“一定”作为副词的“必然”义进行句

意解释。例如：

（17）量式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

之。（五代刘昫《旧唐书·列传·吕才》）

（18）萧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复动。”（五

代刘昫《旧唐书·列传·崔融》）

以上例句中，“一定”已经趋向于表示副词

“必然”义，介于表示“一经确定”的词组义与表

示“必然”的副词义之间，若对例句进行两解，语

义皆通。以（18）为例，若作“人情一定|不可复

动”解释，即表示“人情一旦确定，就容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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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若作“人情|一定不可复动”解释，句意亦

通，可释为“人情必然（坚决）不容许再改变”，

但是相比之下，第一种解释似乎更符合句法语义关

系，也即虽然“一定”开始出现词化的萌芽，但是

整体性质仍然偏向于短语而非词，其演化过程才刚

刚开始，性质尚未转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

“一定”的组合义开始减弱，作为词的意义开始占

据一席之地。随着语言的发展，“一定”作为“必

然”的副词义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钟兆华主编的

《近代汉语虚词词典》中，“一定”义项为：“副

词。表示推度判断的语气。必定，必然。一、定，

义同。”[2]所示例句为：

（19）员外道：“我是他公公，怎么好说他

……”妈妈道：“他见你一定不敢调嘴。”（《清

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20）明明望见杨六儿走到五台山下，怎么就

不见了，一定躲在这寺里。（元朱凯《昊天塔孟良

盗骨杂剧》）

例（19）引摘于《清平山堂话本》，一般认为

其中所录内容跨宋元明三代，据《续修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集部》：“是书收集宋元明三代话本……

刊刻时改动润色不多，……可由此窥见宋元明话本

旧貌”[3]由此，作者认为，“一定”作为副词在宋

元时期已经形成。白维国主编《近代汉语词典》

中，“一定”义项（1）为：“必然；确切无疑。

表示肯定判断。”[4]所示例句为：

（21）他是龙宫之女，他父亲十分狠恶，怎肯

与我为妻？这婚姻之事，一定无成了。（《元曲选

张生煮海》二折）

（22）我想这校尉一定是魏太监差来的，必然

来拿与魏家作对乡宦。（清李玉《清忠谱》一

0折）

因此，对于副词“一定”的形成年代，钟兆华

认为应该成于宋元，白维国认为始成于元，即最晚

在元代，“一定”的副词用法已经形成，但是我们

在宋代文献中可检索到将“一定”当作副词的其他

用例，如：

（23）夫小人岂一定为恶耶？能迁就善则君子

矣；君子岂一定为善耶？苟造次为恶则小人矣。

（南宋陈显微《关伊子文始真经注·一宇篇》）

（24）故善学者充其巧而遗其迹，乃欲操一定

不移之势而无顾于敌者之情，则亦败而已矣。（南

宋陈亮《苏门六君子文粹·宛丘文粹·审战篇》）

（25）谓其错综互见不可论类而又有截然一定

不可易者。（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

（26）这椿事须不是你一人妇人家做的，一定

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

宁》）

以上例句中，“一定”只能作为副词理解，其

后都跟了动词或者动宾短语，其中的“为善”“不

移之势”“不可易者”“有奸夫”都是动宾短语，

置于动宾短语之前作状语，是副词的典型用法。此

时，“一定”已经完全凝固为一个词，不再承载表

示“一经确定”之义，表示“确定 /制定”的

“定”的实义在“一定”这个词中已经作为隐性含

义融入新义中，此过程也就是“一定”由松散的组

合向凝固的词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理

上的组块过程使得原来分立的单位变得互相依赖，

相应地，原结构的较为清晰的理据性逐渐变得模糊

甚至最终消失” [5 ]，最终促成短语凝固成词。因

此，确切地说，我们认为，“一定”当始成于宋

元。

明清之际，随着“一定”在通俗小说及其他文

学作品重的大量使用，作为副词的用法逐渐增强，

最终固化成现在的副词用法。白维国主编《近代汉

语词典》与钟兆华主编《近代汉语虚词词典》中都

列举了明清用例，再如：

（27）如果不答应，一定还要缠之不休。（《官

场现形记》五六回）[4]

（28）既是达摩祖师的诗，一定就是达摩祖师

的鞋了。（明罗懋登《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回）

（29）忽然想起当初盐商告他打官司县里出的

原差姓柳，一定是这差人要来找钱。（清吴敬梓《儒

林外史》九回）[2]

学界一般认为，造成词汇化的动因主要是频率

因素、认知上的转喻因素和外来语的影响因素等。

频率因素即在线性顺序上邻接的两个成分在经过高

频使用的情况下会凝固成词，而频率和认知上的因

素可视为词汇化动因的内部因素，外来语的影响可

视为词汇化动因的外部因素。基于前文对“一定”

词汇化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频率因素和认知因

素是促成“一定”这个动词性组合词汇化的主要因

素。“一定”表示的“一经确定 /制定”之义与

“必然”之义存在认知上的联系，“一经确定”即

内含确定之后就不可更改之义，在此基础上逐渐引

申出“必然”义，这个演变过程是一个隐喻抽象化

的过程，即语义由表示具体的规章制度的“一经确

定/制定”不可更改到抽象的一切事物的确定之后

不可更改之义，是从个别的具体的感知域引申到全

部的抽象的感知域，这种演变与人们从具体到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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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模式相契合。因此，表示“必然、坚决”之

义的“一定”的词义就是在“一经确定/制定”这

组语义的中衍生出来的新义，然后，在后世典章文

献中此类组合不断使用，衍生出的新义被不断加

强，逐渐固化，最终形成现在的固定词义。

三、“一定”的语法化过程

表示“一经确定/制定”之义的“一定”在唐

末五代开始衍生出表“必然”之义，处于萌芽状

态，形成于宋元时期，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在明清

通俗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高频使用，其句法功

能和语义特征进一步发展，最终性质发生转变，完

成语法化，演化为副词。

词汇语法化可以有多种演变类型，可以是组合

凝固成词，也可以是实词演化为虚词，也有可能是

从有实际意义的语言成分演化为无实际意义的虚词

成分。“一定”由一个动词性质的组合演变成副词

就是由一个词组结构演变成一个词的过程，也是由

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语言成分演变为一个较虚的语言

成分的过程，“一定”的语法化经历了一个渐变的

过程。根据文献记载，“一定”在最初用作表示

“一经确定/制定”之义时，用在主语之后，位于

两个分句之间，分句之间是一种假设关系，即“一

经确定/制定”，就不可更改之义，后一分句的谓

语与“一定”分属不同的主语。例如：

（30）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

矣。（汉班固《汉书·刑法志第三》）

（31）经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汉贾

谊《新书·五美》）

（32）天下一定，万事无风尘。（南北朝沈约

《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

以上例句中，“一定”皆为松散性组合，作谓

语成分，与其前面的主语构成主谓关系，是一个有

实义的短语组合。这里，前后两个句子都是这一整

句的小分句，其后的分句却有属于自己的主谓成

分，两分句各自完备，在结构上相互独立，互不影

响，这是“一定”作为有实义的组合最初所处的句

法环境，在这样的句法环境限制下，“一定”很难

虚化为副词，因为在此句法中，句子表达的意义是

“A一经制定/确定，B就必须（必定）……”，如

例（25）中，表示的是“法律政令一经制定，百姓

就知道什么地方该躲避”之义，前后两个分句都有

各自的主语，“一定”与后句的动词之间被名词隔

离，因此无法连用，也就缺乏触发“一定”语法化

的句法环境。唐宋之际，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一定”虽然仍表示“一经确定/固定”之义，但

是其所处的句法环境开始改变，即其后的分句与之

共享同一主语，如下例：

（33）此礼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唐

贾公彦《周礼疏》）

（34）此命一定，终不变改也。（唐孔颖达《毛

诗注疏》）

（35）素分一定，更无改易。（唐成玄英《南

华真经注疏》）

以上例句中，“一定”与其后的句子在结构上

共享同一个主语，整个结构所表示的意义是“A一

经制定/确定，（A）就必须（必定）……”，如例

（28），表示“这种礼法一经制定，（这种礼法）

就要作为一种常理施行下去”之义，在这个句子

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主语“礼”，“一定”和“常

行不改”皆为“礼”之谓语成分，并列其后。在这

种情况下，“一定”与动词便有了接触的机会，也

就有了使其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进而在不断使用的

过程中便开始从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组合单位向虚

词过度。由此也可看出，“一定”承载副词功能特

点的用法在唐宋之际已经基本开始萌芽，但是此时

的副词功能还不能占据上风，“一定”整体上依然

是作为一个组合出现在文中，它的语义有待进一步

虚化，其句法功能也需要进一步转化，直至宋元，

这一功能转化最终完成。

例句（19）、（20）、（24）~（26）中“一

定”已经不再是谓词性成分，在句法上，已经完全

处于状语位置，这是典型的副词的句法功能和句法

位置。因此，与之前相比，此时的“一定”不止在

语义上有所变化，在句法功能上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句法功能上由作谓语发展为作状语，表明动词

性组合“一定”的句法功能已经转化完成。

此后，“一定”作为副词在明清通俗小说及其

他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句法功能不断强化，最终

成熟，用法沿用至今。如例：

（36）男子汉须比不得妇人，只是出得人前罢

了，一定要选个陈平潘安不成？（明抱瓮老人《古

今奇观》）

（37）徐军师才识高远，他归顺的一定是真命

天子。（明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

（38）我也都记得这事一定有些蹊跷，我却怕

邻舍听得。（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

断冤》）

（39）我晓得不是你杀的，一定是你心上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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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 ·陆五汉硬留合色

鞋》）

（40）刘家翠翠小娘子心里一定要嫁小官人，

几番啼哭不食。（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六》）

（41）这还没有送完呢，你今儿来一定有什么

事情。（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回）

（42）太夫人若将消息通王府，一定要京天动

地奏圣君。（清陈端生《再生缘全传》卷十二）

（43）这等说来，一定是云亭山人了。（清《桃

花扇传奇》）

（44）如此说来，一定要兄弟吃酒斗局的了。

（清《官场现形记》）

四、结语

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汉语发展历史中普遍存在的

一种现象，这种语言现象的形成背后有很多原因。

在词汇化过程中，一个结构的语义变化可以说是其

主要变化，“一定”的短语义与副词义的共同之处

在于都具有强制与不可改变之义，“一经制定/确
定”内含确定之后就不可更改之义，因此最后成为

“一定”的副词义“必然”的直接语义来源，这个

演变过程是一个隐喻抽象化的过程；语法化过程

中，语法功能的变化是其主要变化，由于“一定”

被不断地用在动词前，在语义和句法环境地双重影

响下，句法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最终演变为副

词。词汇化和语法化往往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逐渐

演变的一个复杂过程，汉语中极大一部分虚词是经

由词汇化和语法化产生地，“一定”由一个动词性

短语组合最终演变为表示“必然”义的副词的过程

就是一个组合词汇化语法化的过程。

注释

①  “一定”同时还有表示“（一种）固定的 /
确定的……”之义，作为修饰性成分置于名词之前，但是

由于其词性为形容词性，不是现代汉语中副词“一定”的

语义以及词性来源，所以在本文中暂不讨论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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