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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很少”可以做状语，而“很多”却不可以做状语的论述，以一定量的语料库作为
研究基础，统计出“很多”与“很少”在定语、主语、宾语、状语、形容词补语位置上分布不对称，在谓

语和动词补语位置上分布对称。以显著度理论为主、以焦点理论、“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为

辅，全面分析“很多”与“很少”在语法位置不对称的原因。分析结果说明显著度理论、焦点理论、

“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能合理解释“很多”与“很少”的语法位置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对提高

国内外学生对“很多”、“很少”的理解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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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科系列教材—汉语教材》第一册下第５页上，关
于“很少”可以做状语，而“很多”却不可以做状语的论述。进一步探索，发现“很多”与“很少”语法

位置分布的不对称远远不止在状语位置上，其他语法位置上也存在大量的不对称。统计“很多”与

“很少”分布现象汇总如表１。（其中“＋”代表有这种功能；“－”代表没有这种功能；“＋／－”代表有时
候具有，有时候不具有这种功能）。

（做定语）１ａ．
ｂ．

２ａ．
ｂ．

（做谓语）３ａ．
ｂ．

（做主语）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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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ｃ．

（做宾语）５ａ．
ｂ．

（做状语）６ａ．
ｂ．

（做动词补语）７ａ． 　　　　　ｂ．
（做形容词补语）８ａ．

ｂ．

表１　“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上不对称分布情况

定语

（修饰主语）

定语

（修饰宾语）
主语 宾语 状语 谓语

补语

动补 形补

很多 ＋ ＋ ＋ ＋ — ＋ ＋ ＋

很少 ＋ ＋／— ＋ — ＋ ＋ ＋ —

同时，国内对“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不对称现象已有了一些研究。如朱德熙（１９８９）“很
多”带有体词性，又有谓词性，而“很少”有谓词性，却不带体词性；崔显军（１９９６）认为“很多”、“很
少”都有谓词性，但前者有体词性而无副词性，后者有副词性而无体词性，并提出“很少”做状语不

是一种数量关系，而是一种反映主体的动作或行为的频度关系；岳中奇（２００５）对“很多”与“很少”
的分布不对称状况做出解释，他认为“很多”是“不完全肯定”，“很少”是“不完全否定”，并用“很

多”、“很少”自身的词汇意义与句法意义的相互限制理论来解释其在句子中合理、不合理的原因；

党静鹏（２００８）用关联标记模式解释了“很多”与“很少”的不对称现象；还有很多学者讨论了“很
多”与“很少”语法位置的不对称，例如，詹人凤（１９８５）、裘荣棠（１９９９）、梅傲寒（２０１０）等。

然而，学者们只描述了“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的不对称研究现象，并未深入探究其不对称

的原因。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ＣＣＬ语料库中关于“很多”、“很少”的真实语料，考
察“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上的真实分布状况，并借助显著度理论、焦点理论、“很多”与“很少”

的基本含义从新的角度深入探究这种不对称分布现象，以提高国内外学生对“很多”与“很少”的理

解与应用。

本文基于显著度理论与焦点理论、“很多”与“很少”基本含义、语料库中关于“很多”与“很少”

的真实语料，对“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不对称现象进行探究。

（一）显著度理论

显著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人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

和记忆的事物，人们的注意力更愿意放在显著的事物上（沈家煊，１９９９）。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
永恒性的、量大的是显著的事物；而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暂时的、微乎其微的是不显著的事物。

在认知显著度理论中，往往通过句法策略等，来凸显显著性。例如，避免使用不显著的事物，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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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表达不显著的事物，往往用否定词和表达显著事物的词语达到目的；另外某动作特性的凸

显，往往通过对该动作的反面进行消极、反面、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修饰实现。某动作特性的凸

显原理如下：以动作为参照点，记作１，“积极、肯定”记作１，“消极、否定”记作－１，动作的正面记作
１，动作的反面记作－１。“消极、否定 ＋动作的反面

!

动作”的绝对值大于“积极、肯定 ＋动作的正
面

!

动作”的绝对值。即︱消极、否定（－１）＋动作的反面（－１）－动作（１）︱
"

︳积极、肯定（１）＋
动作的正面（１）－动作（１）︳。例如，“我很少逛街”比“我经常不逛街”表达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我很少不逛街”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同时比“我经常逛街”更加凸显逛街的经常性，其中“我很少不

逛街”就是通过“很少”这一消极、反面、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词修饰动作的反面来凸显不逛街的

显著性。

（二）焦点理论

最先提出焦点理论的是功能语言学派，功能语言学派认为“焦点”是指句子中韵律凸显的部

分，反映新信息。“焦点”是一个语用概念，从信息传递角度，“焦点”是说话人想要传递或强调的新

信息，或新信息中的重点；从语用或说话人心理动机角度，“焦点”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需要特别注

意的重点信息或语言片段（祁峰，２０１４）。“很少”表“小量”，焦点性强，语义分量重，倾向于后置
（做补语）；而“很多”表大量，预设性、已知性强，更倾向于前置（做定语），也可后置（做补语）。

（三）“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

“很”是副词，表程度高。“多”可做形容词、动词、数词、代词和副词，做形容词时，一表数量大

（与少、寡相对），二表相差的程度大；做数词时，表零头，如“五十多岁”“三年多”；做代词时，１．用在
疑问句里，问程度或数量，如“他多大年纪？”，２．指某种程度，如“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做副词
时，１．用在疑问句中，询问程度、数量，如“那栋楼多高”等，２．表示任何一种程度，用在“无聊／不管…
多…”等，３．表示程度很高，多用于感叹句中，如“多好的老师”等。“少”可做形容词、动词、和副词，
做形容词时，与“多”相对；做副词时，表示稍微、别、不要等劝阻、少做某事，如“少说点”等。由上述

可知“很多”既表数量大，又表程度量大；而“很少”只表数量少。

（四）基于语料库的“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实际分布状况

通过检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ＣＣＬ语料库，下载“５００条关于很多”语料，５００条关于
“很少”语料，进一步整理，去重、去错，得到“很多”语料４９０条，“很少”语料４９５条。对“很多”与
“很少”语法位置的分布状况作出统计，统计结果如表２。

从表２中，可清楚地看出“很多”与“很少”在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形容词补语位置上分布不
平衡；在谓语和动词补语位置上分布对称。本文主要研究“很多”与“很少”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在

谓语和动词补语位置上是对称的，故不在考察范围内。

表２　基于语料库的“很多”与“很少”语法位置分布情况

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修饰主语 修饰宾语
状语

补语

动补 形补
总计

很多

（占比）

９
（１．８％）

９１
（１８．６％）

２４
（４．９％）

１２４
（２５．３％）

２２７
（４６．３％）

０
（０％）

４
（０．８％）

１１
（２．３％）

４９０

很少

（占比）

５
（１％）

１４８
（２９．９％）

０
（０％）

１２
（２．４％）

３２
（６．５％）

２９０
（５８．６％）

８
（１．６％）

０
（０％）

４９５

（一）“很多”与“很少”的主语定语位置不对称分布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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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２．“很多”与“很少”的宾语定语不对称分布原因探析
在统计的语料中，“很多”做宾语定语的比重达到４６．３％，“很少”做宾语定语的比重是６．５％。

由此可见，做宾语定语是“很多”的主要功能。

根据显著度理论，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永恒性的、量大的显著事物

上，宾语一般也是预设存在的事物，表肯定的事物。“很多”表达的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量大

的意思，故“很多”可以大量、自由地充当宾语定语。而“很少”是表达负面、消极、否定、量小的意

思，故不能或较少直接修饰限定宾语。例（２４）（２５）（２６）（２７）这样的句子不太符合汉语的表达习
惯，可接受度比较低。

同时根据焦点理论，“很少”比“很多”焦点性强，语义分量重，更倾向后置（做补语）；“很多”的

存在预设性、已知性强，更倾向前置（做定语），也可后置（做补语）。故“很多”做宾语定语的比例

比“很少”高。

另外，通过（２８）（２９）（３０）（３１）等例子发现，“很少”是先修饰数量短语，再修饰宾语，而不是直
接修饰限定宾语，如果把“很少”前面的数量短语去掉，“很少成绩”“很少盈亏”等，明显不符合汉

语的表达习惯。

例（２）ａ．
ｂ．
ｃ．
ｄ．
ｅ．

例（２）中“大量”和“少许”是形容词，表示量大或者量少，可直接修饰限定名词。由上文知，
“很少”直接修饰名词，可接受度低，需加上数量短语，方可修饰名词，加上“几件”变成“发现很少几

件古物”或“发现很少的几件古物”才是合理的表达。故“很多”可大量直接修饰宾语，而“很少”要

受到限制才能修饰宾语。

（三）“很多”与“很少”的主语位置不对称分布及其原因探析

１．“很多”与“很少”的主语位置不对称分布表现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２．“很多”与“很少”的主语位置不对称分布原因探析
在统计的语料中，“很多”做主语的比重是１．８％，“很少”做主语的比重是１％。“很多”与“很

少”做主语，只是充当形式上的主语，省略了真正的主语。例如（３６）中“很多”是“很多鸭梨”，根据
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语义明确的情况下常省去了中心语，“很多”原本只是定语，在这里充当形式上

的主语，省略了真正的主语。

根据认知显著度，显著事物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处理，不显著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处理，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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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焦点理论，“很多”更倾向于前置（做定语），也可后置（做补语），“很少”倾向于后置

（做补语）。但“很多”与“很少”做形容词补语时，一般都在比较句中，而比较的事物：一有可比性，

二有差异性，要比较的事物一般是差异大的事物，根据显著度理论，可知“很少”一般不做形容词补

语，可知用焦点理论解释“很多”与“很少”的形容词补语位置不对称分布是不可行的。

（六）“很多”与“很少”的状语位置不对称分布及其原因探析

１．“很多”与“很少”的状语位置上不对称分布表现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２
５５
５６
２．“很多”与“很少”的状语位置不对称分布原因探析
统计显示，“很少”做状语的占比高达５８．６％，没有发现“很多”做状语的例子，可见做状语是

“很少”的主要功能。“很少”能做状语，而“很多”不能，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１）从显著度理论来解释
显著度理论认为量大的事物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量小的事物、稍纵即逝的事物不能引起人的

关注；但认知显著度的句法策略中，为了凸显某动作的特殊性，往往通过对其动作的反面进行消极、

反面、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修饰来达到目的，以凸显其显著性。“很少”是表示量小、消极、反面、

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修饰语，故得出结论：“很少”加动作的反面，来凸显动作特征；而不用“很

多”加动作的正面，来凸显动作特征。

例如，一般用“我很少打球”来凸显不打球的经常性，用“很少不打球”来凸显打球的经常性，即

根据显著度理论中通过对其动作的方面进行消极、反面、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修饰来达到目的，

以凸显其显著性，如图１所示。

图１　“打球”与“不打球”

以打球这个动作为参照点，记作１，“很多”记作１，“很少”记作－１，打球的正面记作１，反面记
作－１。“很少 ＋打球的反面

!

打球”的绝对值大于“很多 ＋打球的正面
!

打球”的绝对值。即︱

很少（－１）＋打球的反面（－１）－打球（１）︱
"

︳很多（１）＋打球的正面（１）－打球（１）︳。故得出，
“很少”打球的反面，比“很多”加打球的正面更能凸显打球特征。所以用“很少”充当状语，而不用

“很多”。

（２）从“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来解释
根据“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可知，“很多”表示多 “

从“很 用 ”多 ，“ 用 的 量 来 “ 示 的 “ ， 本 “ “出 出 高 传 从 传 “点”加“很 “能 能 。很 ， 物 常 形，即很 ， 即反

知，知。

例

２

）从“加的”的状”“

“，， 解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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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般用“经常”、“常常”表示频率高，排斥用“很多”表示频率高这个义项，如图２所示为频
率增加的连续统图。

图２　频率增加的连续统图

基于上述显著度理论和“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等，可知“很少”可以做状语，而“很多”不

能。

　

基于“很少”可以做状语，而“很多”却不可以做状语的论述，本文以语料库中４９０条关于“很
多”的语料及４９５条关于“很少”的语料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很多”与“很少”在语法位置的不对称
情况，通过统计得出，“很多”与“很少”在定语、主语、宾语、状语、形容词补语位置上分布不平衡，在

谓语和动词补语位置上分布对称。基于显著度理论，人们的注意力更愿意放在显著的事物上；某动

作特性的凸显，往往通过对该动作的反面进行消极、反面、否定、暂时、微乎其微的修饰实现这两方

面特性，详细分析了“很多”与“很少”在定语、主语、宾语、形容词补语、状语、位置上分布的不对称

现象。基于焦点理论，“很少”的焦点信息强，倾向于后置；“很多”焦点性弱，预设性、已知性强，倾

向于前置，辅以解释了“很多”与“很少”在主语定语、宾语定语和主语、宾语位置上的不对称分布现

象。基于“很多”与“很少”的基本含义，“很多”有数量大的语义特征，“很少”表示数量较小的语义

特征，辅以解释了其在状语上的不对称分布现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显著度理论、焦点理论、“很

多”与“很少”基本含义能合理地解释“很多”与“很少”在语法位置的不对称分布现象，本文研究对

国内外学生在“很多”、“很少”理解与应用方面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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