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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节　选题依据

先看一则新闻标题：

我省仅在去年在闽引资１４０亿元 （《楚天都市报》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这则新闻标题是否妥当？副词 “仅”① 与 “就”是否应该

共现才好？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仅Ｘ就 Ｙ”格式

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使用特点。

在现代汉语副词系统中，“仅”属于范围副词，对其后所

接谓词或体词性成分所指语义内容进行限定，表示仅仅限于该

词所涉及范围，排除其他情况，言其范围小；或表示说话人对

客观数量的主观看法，具体表现为时间短、数量少等。如：

此次文化专题测试，仅针对高级班学生。

他牺牲时，年仅十九岁。

而副词 “就”的情况则比 “仅”复杂些。它在现代汉语中

１

① 本书研究语料对 “仅”和 “仅仅”不作区分。



!
"
#
$
%
&
’
(
)
*
!
"
X#
Y$
%
&
’
(
)
*
+
,
-

使用频率极高，可以表示时间、范围、语气等意义，还具有关

联功能。关于其义项的分类，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义项的

数目从５个到２１个不等。学者们分类的依据不同，导致划分

结果各异，存在交叉重叠现象，但各类词典中的义项大致是围

绕着 “时间”“数量”“范围”等几个方面。如：

他十三岁就进部队了。

我们单位就派去四五个人。（“就”轻读、重读，句子

作两解）

就为了一张车票，值吗？

句中带有数量短语时，副词 “就”一般指向数量短语，而

当其前后均出现数量短语时，“就”的指向通常需要借助其读

音轻重来判别。如在 “我们单位就派去四五个人”中， “就”

轻读时，表示 “我们单位”派出的人不少，意在强调人多；

“就”重读时，“我们单位”派出的人少。

在相关虚词词典中，我们常看到有关 “仅”和 “就”在句

中呼应使用情况的描述，而由这两个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副词

共现构成的 “仅Ｘ就 Ｙ”格式在句法、语义层面上呈现出什

么样的特征？该格式的制约机制又是什么？这是本书拟解决的

主要问题。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仅”“就”作为 “仅Ｘ就Ｙ”格式的句法标记，制约着

这一格式的句法表现、语义表达及语用功能，是该格式形成的

基础。作为副词，二者在句法、语义方面的表现等备受学者关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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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他们对二者的句法分布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类，在语义尤

其是语义指向上对二者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但对 “仅Ｘ就 Ｙ”这一格式的研究则不多见。下

面我们对学者们对副词 “仅”“就”以及 “仅Ｘ就Ｙ”这一格

式两方面的相关研究作一概述。

一、有关范围副词 “仅”的研究

范围副词是副词内部一个重要的小类，虽然数量不多，但

与其他副词相比，在语法功能与语义特点上有着极其复杂的表

现。目前，语言学界对副词的研究多集中在时间、情态、程度

副词上，而对范围副词的研究，则主要针对 “都、光、只、

仅、就”等少数几个常用词本身及其与其他副词连用的情况。

下面我们将从语义特征、语义指向、语法分布等方面，对范围

副词的整体性研究及对范围副词 “仅”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范围副词的界定及 “仅”的归类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范围副词研究，最早见于 《马氏文通》

（１８９８），它将范围副词归入 “度事成之如许”的 “状字”，而

将 “皆、尽、具、悉、遍、都、咸”等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归

入 “约指代字”中。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将副词分为时间

副词、地位副词、情态副词、数量副词、否定副词、疑问副词

六类。其中的数量副词即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范围副词。杨

树达在 《高等国文法》（１９３０）中将其归入 “表数副词”。王力

在 《中国现代语法》中称之为 “数量修饰”。以往学者大都是

从意义出发，从 ［＋数量］特征这一角度来界定范围副词的。

从有关范围副词的内部分类看，学者们主要围绕副词的意

义归纳、语义指向语用功能的异同和同类之间的句法、语义等

方面对范围副词进行再分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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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从 “表数副词”所表达的词汇意义对范围副词进行

了更为细致的分类：

表数之全：“皆、尽、悉、举、遍、俱、毕”等。

表数之仅：“仅、唯、惟、独、才、衹”等。

表数之约：“约、率、虑”等。

王力将 “数量修饰”细化为指示主语的范围、指示谓语的

范围和指向目的位的范围三种。

朱德熙 （１９８２）根据语义指向的不同，将现代汉语的范围

副词分为两类：一类标举它前面的词语范围，即总括副词，如
“都、也”；另一类标举它后面的词语范围，即限制副词，如
“光、就、单、只”等。

杨荣祥 （２０００）根据语义和功能相结合划分副词次类的原

则，把范围副词分为 “总括、统计、限定”三个不同的次类。

张谊生 （２０００）根据范围副词的表意功能将范围副词归纳

为统括性、唯一性和限制性三类①， “仅”属于唯一性范围副

词，其所概括的对象是整个范围的某个个体。根据表意方式和

语义特征，张谊生对这三类词进一步分类，其中唯一性范围副

词再细化出表示 “特例”与 “例外”两小类，首先，他指出
“仅”所概括的对象是整个范围的某个个体；其次，他从句法

功能出发，将范围副词分为附体性和附谓性两大类；最后，他

通过分析范围副词的语义指向，根据位置、数目、隐现的具体

情况将其分为 “前指、后指”“单指、兼指、双指”“实指、虚

指”三个小类。根据张谊生的分类，“仅、光、单”等属于表

特例的唯一性附体限定一类，就其语义指向来看，属于后指、

４

①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 ［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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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指、实指抑或虚指①的情况。

张亚军 （２００２）在论述范围副词及其限定功能时，将范围

副词分为总括、排他、限量三小类。② 其中， “只、仅、就”

被归为 “只”类，兼具限量、排他双重特征：重在解释某一范

围内个别或部分成员的异质性特征，同时又限定与事物事件相

关的数量特征，往往有数量词语与之共现。

本书参照李运熹 （１９９３）的观点，根据范围副词不同的句

法结构和语义特点，将范围副词分为三类：总括类、限制类、

外加类。③ 典型的范围副词是和名词的 “量”特征有关的④，

限制类范围副词作为其一员，一是限定事物的外延大小，即限

定事物事件等的范围，表示仅仅限于该词语所说的范围之内，

排除其他情况；二是限定事物数量的多少。我们所要探讨的
“仅”即属于限制类范围副词。除了 “仅”，限制类范围副词还

包括 “仅仅、只、单、单单、光、就、惟、独、惟独、专”

等。结构方面，这类范围副词既可以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也

可以直接接体词性成分；语义方面，它们一般指向后面所接成

分，当接谓词性成分时情况较为复杂，既可以指向谓词性成

分，也可指向与谓词相关的体词性成分，限定其范围或数量。

（二）范围副词 “仅”的研究现状

关于 “仅”的词性界定，学界存在一些争议。范围副词作

为副词的一个小类，其最典型的用法是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作

５

①

②

③

④

“仅、光、单”一类所指对象在句法结构的表层中可出现，亦可蕴含于深层
语义中，十分灵活，在 “语义分析”一章中我们将对此详细分析。

张亚军．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 ［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０．
李运熹．范围副词的分类及语义指向 ［Ｊ］．宁波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３ （２）：

３７～４３．
张亚军．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 ［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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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修饰限定与动词相关的名词或动词性成分本身。而类似
“只、单、光、仅、就、唯独”这样的副词，除了用于谓词性

成分前，还可直接出现在体词性成分前。学界针对这类词有两

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将位于体词性成分前的 “单、光、仅”等

处理为他类，不归入副词类。如范开泰 （２０００）认为，副词不

能限制名词，“他仅仅去过那儿”与 “仅仅他一个人去过那儿”

的句法功能的对立足以说明这两处 “仅仅”分属不同词类，前

者是范围副词，而后者是表示专指意义的限定性区别词。另一

种是将二者都处理为范围副词，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处理

方法。本书 “仅Ｘ就Ｙ”格式的相关用例中Ｘ常由体词性成

分充当，而在语义和功能上多是限定范围所用，因而我们遵照

大多数人的意见，将 “仅”处理为范围副词。

到目前为止，前人关于范围副词的研究多集中在 “都、

只、就、才、光”等副词上，而有关 “仅”的描写与解释，多

见于对范围副词的整体情况的论述及相近副词的比较分析中，

如周刚① （１９９２）从语义特征、语义指向及语法分布的角度对

“光”“仅”“只”三者进行的比较分析，陈伟琳② （１９９６）从

句法分布及语义制约方面对 “只”“仅”的辨析等。针对性的

论述并不多，有邓根芹③ （２００６）针对副词 “仅”的句法、语

义的研究。此外，针对 “仅Ｘ就 Ｙ”格式的形式、意义及功

能的分析集中见于王弘宇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的相关论述。如

６

①

②

③

周刚．表示限定的 “光”、“仅”、“只”［Ｊ］．汉语学习，１９９９ （１）：１２～１６．
陈伟琳．限定副词 “只”“仅”的句法分布及语义制约辨微 ［Ｊ］．信阳师范

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４）：９０～９４．
邓根芹．限定副词 “仅”的句法、语义分析 ［Ｊ］．韶关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１１）：１１８～１２１．



引
　
言

　
　
　
　　

　

《“仅…，就…”格式的形式、意义和功能》① 以及 《“仅……

就……”格式的实现条件》②。此外，还有就其历史演变的研

究，如金颖③ （２００８）的 《释 “仅”》、田启涛④ （２００８）的
《释 “仅”兼及其他》等。

二、副词 “就”的研究现状

（一）“就”的义项分合问题
“就”功能多、用法杂，它由指空间上的接近发展出表示

时间上的接近，并进而演化出表示逻辑关联的用法。在现代汉

语中它既可以表达时间关系，还可以表示对数量、范围的限

定，亦可用于表语气、关联。正是由于用法的多样性，各类辞

书对 “就”的义项的分类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如在 《现代汉

语词典》中分出１０个义项，《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中有８个义

项，《现代汉语八百词》多达２１个小项。分类的依据不同，导

致所分出的义项也有所不同，有些甚至存在界限不清的情况。

如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关于副词 “就”的第３个义项 “强

调数量”中，下分两个小项：

１．强调数量少，数量一般较小。数量短语位于 “就”前

７

①

②

③

④

王弘宇． “仅…，就…”格式的形式、意义和功能 ［Ｊ］．语言教学与研究，

１９９６ （３）：７４～８０．
王弘宇．“仅……就……”格式的实现条件 ［Ｊ］．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９ （４）：

４７～５１．
金颖．释 “仅”［Ｊ］．语文建设，２００８ （４）．
田启涛．释 “仅”兼及其他 ［Ｊ］．今日南国，２００８ （１０９）：１２３、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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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数量短语重读①；位于 “就”后面，“就”重读。

２．强调数量多，数目一般较大。往往用衬托的方式表示

相对的数量。

照词典中义项的说明，副词 “就”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

强调数量少，这两个义项本身就是矛盾的。

此外，针对 “就”的义项分合问题，学者们做了许多研

究，如王还 （１９５６）通过 “就”“才”句法、语义特点的比较，

得出 “就”在表示时间、数量、条件等５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马欣华、常敬宇 （１９８０）对 “就”作动词、介词、副词的情况

作了分析归纳，其中副词用法有七大类，在这些大类下又描写

归纳了１７种具体用法。这种划分正如词典中的释义一样，由

于缺乏明确的原则，所分类别同样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偶然

性，很难体现 “就”的内部一致性及义项间的关联。

陆丙甫 （１９８４）根据 “就”与语义直接相关成分的句中位

置的不同，将其分为前摄和后摄两类，并指出其基本作用是限

制范围，语气上强调 “少量”，这可以解释为时间上的 “快”

或 “早”，空间上的 “近”，逻辑上的 “直截了当”等。陆丙甫

还对前摄与后摄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其中，当 “Ｘ就Ｙ”

中Ｘ、Ｙ都含数量词时，“就”既可以前摄，重音落在前摄的

Ｘ上；也可以后摄，重音一般落在 “就”上。如 “我们一个小

８

① 关于轻重音，叶军 （２００１）对汉语语句韵律的语法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他指出副词 “就”轻读、重读的现象与句子的焦点、语气有关，副词既可以独立承担
焦点，也可以和一个直接相关的意义成分共同形成焦点，前者重读，而后者轻读。此
外，具有正面、积极、确定之类特征的副词往往重读，反之则往往轻读。陈雅
（２００３）在其研究基础上，对副词 “就”的语音形式及语义指向进行了细化分类，分
析得出不同含义 “就”的８种能指形式。详见：叶军．汉语语句韵律的语法功能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８１；陈雅．试析副词 “就”的语音形式及
语义指向 ［Ｊ］．语言学研究，２００３ （１２）：９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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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就十个人”一句，前摄时，表明 “我们一个小组”有少量之

义；后摄时，意在说明在说话人看来 “十个人”是少量的。我

们认为这样的分类似乎能更好地体现副词 “就”在语义上的内

部一致性及各义项间的关系。本书所讨论的 “仅Ｘ就 Ｙ”格

式与副词 “就”前摄的情况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完全重合，在

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作具体分析。

同样的，古样① （１９８４）在归纳 “就”的用法时也十分重

视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各义项间的内部联系。他将副词
“就”分为 “就１”“就２”：“就１”表示时间上的 “早、快”，条

件上的 “宽”，都和数量 “少”有关；而 “就２”带有 “权限”

义，有范围小的意思。如：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

古样通过 “就”语义关联的对象的不同及其外在表现形

式———重音位置的不同，在脱离现实语境的情况下分析得出这

句话蕴含五种言外意：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浇得真不少。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浇得太少了。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并没栽树。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并没浇花。

他们两个人就浇了十棵树，其他人没浇。

他指出前两句中的 “就”为 “就１”，表示数量 “少”，与

它相关联的数量成分带有 “少”的意思；后三句中的 “就”为
“就２”，分别限定了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受事、施事

的范围，使这些词带上 “仅限”的意味。同时，他也指出 “权

９

① 古样．也说 “就”［Ｊ］．汉语学习，１９８４ （６）：２９～３５．



!
"
#
$
%
&
’
(
)
*
!
"
X#
Y$
%
&
’
(
)
*
+
,
-

限”有 “范围小”的意思，和数量上的 “少”义有一定的关

系。

卢英顺① （１９９５）从语义指向的角度指出 “Ｘ就Ｙ”中副

词 “就”的语义性质是限定范围，而其语用蕴含义为 “量少”。

这种语义及蕴含的分析与古样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虽有所不同，

但都指出 “就”与数量关系联系紧密。

此外，由于 “就”与 “才”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大体相同的

分布特征，二者在句法、语义、语用方面既对立又相近，学者

们常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研究，除前面提到的王还 （１９５６）

外，还有白梅丽② （１９８７）、陈立民③ （２００５）等。其中，陈立

民从八个方面比较了 “就”与 “才”的语法意义，并将它们归

并为两个大的方面：时间与数量。就时间而言，“就”表示事

件发生得比预期早，同时，他将时量、物量、物种、条件、正

反可能性、原因、方式这七类全部归入 “数量”这一大类，

“就”表示数量比预期的要少。

前人在讨论与主观量有关的副词 “就”时，有的并未将

“就”归入某一具体的副词小类，如马真 （１９８１）、陈小荷

（１９９４）等；有的则将其命名为 “限定副词”，如周小兵

（１９９１）、陈伟琳 （１９９８）、贾齐华 （１９９９）等；还有的根据说

话人的情态将 “就”命名为 “估价副词”，如张旭 （１９９９）。在

这里我们认同卢英顺 （１９９５）的观点，认为作为副词的 “就”

虽然有多重用法，可以用来表示时间、范围、语气以及逻辑上

的关联，但在 “仅Ｘ就 Ｙ”格式中， “就”主要用于限定范

０１

①

②

③

卢英顺．语义指向研究漫谈 ［Ｊ］．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５ （３）：２３．
白梅丽．现代汉语中 “就”和 “才”的语义分析 ［Ｊ］．中国语文，１９８７

（５）．
陈立民．也说 “就”和 “才”［Ｊ］．当代语言学，２００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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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可以前指、后指，语义蕴含数量 “少”的意味。我们依照

前人的命名及副词 “就”在格式中的特点，将其归入 “限定副

词”一类。

（二）“就”的语义指向问题

王还 （１９５６）曾指出 “就”放在数量、时间、条件之后，

表达说话人对数量、时间、条件的看法。古样 （１９８４）也提出

类似的观点：在表数量的句子里，副词 “就”一般只作用于表

数量的词语。而在 “仅Ｘ就 Ｙ”格式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

突出。格式中不论 Ｙ中是否有表量词语，Ｘ必含表量词语。

当格式用于复句中时，不论Ｘ与副词 “就”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成分或是否由标点符号隔开，“就”在语义上都表示说话人

对位于前面的Ｘ中所含表量词语的主观看法，即语义指向Ｘ
中的表示数量的词语。

卢英顺① （１９９５）在论述语义指向及歧义现象时，指出
“Ｘ就Ｙ”中副词 “就”的语义指向可前可后，其语义性质是

限定范围，在语用上蕴含 “量少”的意味。同时指出，语用蕴

含义与 “就”相同的 “才”由于语义指向方向单一 （只后指），

因而我们可以用 “才”替换 “就”，以此消除句子歧义。

陈伟琳 （１９９８）在 《限定副词 “只、就”语义指向辨析》

一文中谈到语义指向模糊性的问题②，如 “一个人就吃了两个

馒头”，由于 “就”语义指向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孤立的语

境下，句子可作四种解释。而当范围副词 “仅”修饰 “一个

人”时，句子的歧义即可消除。

贾齐华 （１９９９）则指出，副词 “就”在句法平面与语义平

１１

①

②

卢英顺．语义指向研究漫谈 ［Ｊ］．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５ （３）：２３．
陈伟琳．限定副词 “只、就”语义指向辨析 ［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８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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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所限制的对象并不是一一对应的。① 句法平面上， “就”

既可限定谓词性成分，也可限定体词性成分，且限定的成分一

般在 “就”字之后；而在语义平面上，“就”的限定对象却较

为复杂，既可以在其前，亦可在其后。他指出，前指的对象必

须是数量短语，而后指时，可以是直接指向其后的整个短语，

也可以是间接指向短语中的某一部分。

综上所述，副词 “就”的语义既可前指，也可后指。句中

只出现一个数量成分时，不论它在 “就”的前面还是后面，二

者位置不论远近，“就”的语义都指向该数量成分。而当 “就”

的前后均出现数量成分，并且这两个数量成分仅仅是客观量，

没有其他带有主观评价意义的词修饰时，这时 “就”的语义指

向模糊不定，句子产生歧义。

（三）主观量及相关格式研究

陈小荷 （１９９４）较早引入主观量的概念对副词 “就”进行

了分析，指出 “就”不论前指、后指，都帮助标示主观小

量。② 当 “就”前后都出现数量词即 “Ｘ就 Ｙ”时，前指的

“就”只标示Ｘ为主观小量，而Ｙ标示主观大量是前后对比而

显示出来的，并非 “就”直接作用的。Ｘ、Ｙ标示主观小大量

是 “Ｘ就Ｙ”整个格式带来的，“就”所起的作用只是标示和

强调。

此后，李宇明 （２０００）对主观量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

析和归纳。③ 他指出当 “就”位于单量式中时，不论数量词出

２１

①

②

③

贾齐华．限定副词 “就”的语义指向及语句的语义蕴涵 ［Ｊ］．信阳师范学院
学报，１９９９ （３）：８６．

陈小荷．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 “就” “才” “都” ［Ｊ］．世界汉语教
学，１９９４ （４）：２１．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 ［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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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前面还是后面，“就”都帮助其标示主观小量；而当位于

双量式 “Ｘ就Ｙ”中时，若Ｘ、Ｙ中不包含其他带有主观评价

色彩的词，该格式就会产生歧义，形成 “小—大” “大—小”

两种不同的主观量对比的表达。如果Ｘ前出现限定范围的词，

特别是出现表示范围的副词 （单、就、仅）时，则句子只表达

一种量性评价。相比于陈小荷，李宇明虽指出Ｘ、Ｙ分别标示

主观小大量，但未对Ｙ标示主观大量的原因进行说明。

董为光 （２０００）指出 “Ｘ就Ｙ”的重音往往落到Ｘ上，Ｘ
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其他 “单位”（即与Ｘ同属于一

个较大范围的其他相关事物）。因此，Ｙ的主观大量的评价意

义并不是 “就”直接作用于 Ｙ得出的，而是从隐含对比的语

境中间推导出来的。① 如：

光我们部门就有三台打印机。

例句隐含了除 “我们部门”以外的 “其他部门”，这里只

说明了 “我们部门”的情况，其他部门的情况自是不言而喻

了。我们是从这种隐含的对比语境 （将 “我们部门”与 “其他

部门”相比）中推导出总量大，Ｙ在这种语境下间接带上主观

大量的色彩。

此外，周守晋 （２００４）在对 “就”和 “才”进行语义分析

的基础上指出，二者表达结构中的主观量是 “起点化”或 “终

点化”的语义关联成分②，即 ［＋起点］ｚ就 （达成），或就ｙ
（达成）［＋终点］。

在论述范围副词 “仅”时，我们提到针对 “仅 Ｘ就 Ｙ”

３１

①

②

董为光．汉语副词的数量主观评价 ［Ｊ］．语言研究，２０００ （１）：７５～８０．
周守晋．“主观量”的语义信息特征与 “就”“才”的语义 ［Ｊ］．北京大学学

报，２００４ （３）：１２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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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形式、意义及功能的分析集中见于王弘宇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的相关论述。但其实有关副词 “就”的文章中就常有对

该格式直接或间接的描述及分析，但都不够深入。如李宇明
（２０００）在论述与主观量有关的框架时就曾提过 “只／仅／仅仅／

刚／刚刚 …… 就 ……”“单／光 …… 就 ……”等。① 张 谊 生
（２０００）在分析副词修饰名词时，曾指出在 “光／仅”和 “就”

相呼应的格式中，副词 “光／仅”在深层语义中其实是对名词

所表示的人、事物、现象从数量上加以限定，并且可以是多项

限定，即能被这类副词限定的事物可以是多项的。② 张亚军
（２００２）在论述范围副词及其限定功能时，对 “范围副词＋ＮＰ

＋ＶＰ”与 “范围副词＋ＮＰ＋就＋ＶＰ”两种结构作了比较分

析，进一步比较了 “就”隐、现的两种情况，指出二者的对立

在于 “就”的有无。③ 蔡淑美 （２００７）从替换和重音的角度出

发研究双量式 “Ｘ就Ｙ”的语法意义的行使依据，尝试从主观

量和 “理想化认知模式”两个方面对该格式作出解释。④

从语用的角度看，用 “仅”和 “就”可以进一步突出说话

人的态度。“仅”和 “就”都是标示主观量的副词手段，强调

说话人带有倾向性的主观评价。它们用于句子里时，表明事

物、事件实际发生的状况跟说话人或听话人预期的状况不一

致，客观和主观不一致，即客观偏离主观。⑤

综上所述，“仅Ｘ就Ｙ”格式中，范围副词 “仅”限定其

后的成分，而 “就”限定其前的成分，二者共同作用于 Ｘ；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 ［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９．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
张亚军．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 ［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３～７６．
蔡淑美．双量式 “Ａ就Ｂ”的语义理解问题 ［Ｊ］．世界汉语教学，２００７ （１）：

８２～８８．
陈立民．也说 “就”和 “才”［Ｊ］．当代语言学，２００５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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