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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头”副词化的过程、动因与机制及相关问题
倪晋玉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浙江 台州 318020）

摘要：动宾短语“分头”首次出现于六朝时期，意为“分开为几个方面”，也是副词“分头”的源头；至晚唐五代，“分头”已有

了强烈的副词化倾向，最迟于元明时代已完全词汇化为副词。句法位置、韵律制约、主观性增强和高频使用等因素综合作用是其副词化动因，

语义泛化、隐喻和重新分析是其副词化机制。“分头”的状语用法在明代以后保存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其名词与副词来源不同，可能由

本义为“分开”的“分”与本义为“脑袋”的“头”词汇化而来，二者之间是同形同音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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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当中，“分头”既是一个副词，又是一个名词。例如：

（1）唔，再选八个机灵点的小伙子，分头保护新闻干事，特

别要注意，保护照相机。（莫应丰《将军吟》）

（2）一个上穿着橘黄色麂皮夹克、下穿橄榄绿毛料军裤、足

蹬赭红色高牛皮靴子、留着潇洒的分头、戴着一副镜片圆圆的小

墨镜、嘴巴里叼着一根粗大雪茄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院子里。（莫

言《四十一炮》）

从中可以看出，例（1）中的“分头”是副词，位于谓语动词

之前，作状语用来修饰谓语动词，其意为“若干人分若干方面（分

开行动）”；例（2）中的“分头”是名词，意思是“短头发向两

边分开梳的式样”。《现代汉语八百词》将“分头”定性为副词，《现

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将“分头”定性为名词和副词。那么副词“分

头”是怎样产生的呢？名词“分头”又是如何来的呢？关于“分头”，

学界目前主要有钟小勇、杨荣祥、汤丽丽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均

未从历时的角度对“分头”的词汇化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本文着重拟探究“分头”副词化的过程、动因与机制，并简要探

讨“分头”的名词由来问题。

一、“分头”副词化的过程 

（一）短语“分头”的出现

《说文·八部》：“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

可以看出，“分”本为动词，意为“分开、分散”等。这一意义

早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出现。例如：

（3）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微子》）

（4）及后分裂，固其理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以上几例中的“分”均表示将一个整体分开或分散之意。

“头”，繁体为“頭”。《说文·页部》：“頭，首也。”

其本义为“脑袋”。这种用法早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出现。例如：

（5）荀偃瘅疽，生疡于头。（《左传·襄公十九年》）

（6）目与头同形，手与足同体。（《论衡·物势》）

以上几例中的“头”均表示人的头部、脑袋。“头”通过隐

喻引申为物体的顶端或末端，如“山头”；进而又由事物的端头

扩大使用范围，意思是“方面”。

动词“分”与名词“头”紧邻出现的时间较晚，笔者通过搜

索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发现其最早出现在《全梁文》一中，但

仅有 1 例：

（7）服色齐同，分头各驱，皆称帝主，人云尊极。（萧衍《净

业赋》）

根据上下文意得知，这里的“分头”为动宾短语，意为“分

开为几个方面”。这里的“分”是分开的意思，“头”指方面。

虽说这里的“分头”也可以理解为副词“分头”，但因为是首次

出现，且仅有 1 例，理应理解为动宾短语。不过六朝时期出现的

短语“分头”却是副词“分头”的源头。

（二）“分头”副词化的时代 

大约到了唐代，“分头”出现的次数有所增加。如在《全唐诗》中，

“分头”共有 8 例，不过意思是“分为几头”或“分为几个方面”，

甚至还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8）连手窥潘掾，分头看洛神。（陈嘉言《上元夜效小庾体》）

（9）万里尚能来远道，一程那忍便分头。（元稹《别李

十一五绝》）

（10）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温庭筠《过分水岭》）

例（8）中的“分头”与前句的“连手”形成对举，而“连手”

是谓词性成分，这说明“分头”的谓词性质还很强，意为“分为几头”。

例（9）和例（10）中的“分头”谓词性质性较强，意为“分为两头”。

因此，在唐代，“分头”的谓词性质较强，且具有一定的副词化倾向，

但并不明显。

不过到了晚唐五代，“分头”均位于谓语动词之前，都表示“分

别、各自”之意。如：

（11）耶娘兄弟，各自救疗。生男养女，分头自求。（《敦

煌变文校注·庐山远公话》）

（12）众人分头散后，道明独往卢山布水台。（《祖堂集》

卷十八）

如例（11），“分头”与“各自”对举，很显然已可以看作

副词了，均用作状语。因此如果说，最迟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分

头”有强烈的副词化倾向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的用例仍然不多。

在两宋时期，“分投”一词代替“分头”出现。例如：

（13）愍帝患之，命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谓之射狼。（陶岳《五

代史补·第三》）

（14）金人渡河，分投出攻，围虏掠。（《三朝北盟会编》

卷一百十七）

例子中的“分投”即为“分头”，意思是“各自、分别”。

那么“分投”为何可以等同于“分头”呢？因为“分头”的读音、

意义和用法都与“分头”相同，是一词异形。因此，“分投”与“分

头”一样，也可以作状语，用来修饰谓语动词。

大概到了元明时期，“分头”的副词用法大量出现。例如：

（15） 四 下 里 分 头 厮 杀， 敌 对 死 战。（《 水 浒 全 传》 第

一百一十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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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那怪物举宝刀，分头便砍，好行者，掣铁棒，觌面相迎。

（《西游记》第三十一回）

从中可以看出，“分头”全部位于谓语动词之前，用来修饰

谓语动词，意为“各自、分别”。可以认为，“分头”最迟到了

元明时期已完全词汇化了。

清代时期，“分头”作状语的用例仍然在不断增加。例如：

（17）将令已下，各将分头前去。（《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

（18）文武两处，各分头差人去讫。（《绿野仙踪》第十三回）

（19）这日两人分头去访。（《镜花缘》第三十四回）

从中可以看出，“分头”均位于行为动词之前，表示“各自、

分别”之意。这种情况一直沿用至现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分头”最迟在元明时期已完成了副词化。

二、“分头”副词化的动因

“分头”的副词化动因有很多，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句法位置是其决定因素。“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

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因为一个实

词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副词，那它必须长期处于谓语的前面位置，

即充当状语用来修饰谓语。动宾短语“分头”因为经常位于主要

动词之前，构成“分头 +VP”格式；而这样的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

其本身的短语意义就会逐渐弱化以至虚化，“分头”最终变成了

一个情状方式副词。

其次，韵律制约是其重要前提。“汉语的两个音节构成一个

标准音步，一个标准音步就是标准的韵律词。”“分”和“头”

六朝时期在线性顺序上紧邻出现，这两个音节恰好构成了一个标

准的音步，也就是一个标准的韵律词。随着时间的推移，音节“分”

和“头”因为经常紧邻出现，其原有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人们

往往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这样，“分头”也就成了一个双音节情

状方式副词。

再者，主观性增强是其内在因素。主观性是语言的一种特性。

动宾短语“分头”起初用来表示“分开为几个方面”，多出现在

句中或句末，属于一种客观现象的表达。随着句法位置的最终固定，

“分头”可以作状语用来修饰谓语动词。在这一过程中，“分头”

的主观性逐渐增强，可以用来表达若干人分几个方面做事的主观

愿望。

最后，高频使用是其外在作用。“使用频率是语法化的一

个重要因素，一种语言形式在话语中出现得越频繁，越容易语法

化。”“分头”早期出现时，位置极为不固定，既可以是句中，

也可以是句末，使用频率也较低；到了元明时期，因“分头”在

句中所在的状语位置趋向稳定，它的用频也随之在增加。最终到

了元明时期，“分头”已完成了副词化。

三、“分头”副词化的机制

“分头”的副词化机制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义泛化是“分头”副词化的首要机制。我们这里所

讲的是语义泛化。动宾短语“分头”起初用于表示分为几头或分

开为几个方面，后来用于表示若干人分若干方面做某事，但不论

怎样，其语义基础依然还在，即表示将一个整体分开为几个部分，

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之上的抽象延伸。

其次，隐喻是“分头”副词化的重要机制。“分头”作动宾

短语使用时，意为“分几头”或者“分开为几个方面”。后来，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原有的表示具体的动作含义就抽象引申表

示若干人分若干方面做某事，副词“分头”也就随之慢慢成熟。

隐喻机制就在这中间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最后，重新分析是“分头”副词化的重要机制之一。动宾短

语“分头”最初单独作谓语或者谓语动词的一部分，位置极为游

移不定，后来因为经常连用并出现于谓语之前，这恰好构成了“分

头 VP”的格式。这种格式原本是由“分头”与 VP 构成的连动短语，

由于语义重心是 VP，语言使用者就会对该结构重新分析，将“分

头 VP”重新理解为状中短语，即“分头”被理解为 VP 的状语成分。

而状语的位置恰恰是副词经常出现的位置，因此充当状语的“分头”

便被重新解读为副词。

四、“分头”的名词由来

1911 年 12 月资政院颁布：“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辨。”

在这种情况下，可供自由选择的发式主要有立式板寸、中分、分

头和背头。因欧美短小精致的绅士分头发式很受国人的欢迎，再

加上“国父”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这种发式，一时之间分头发式

成为国人的主要选择。语言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分头”一词就

带有浓厚的时代性色彩。笔者认为，名词“分头”可能是由本义

为“分开”的“分”与本义为“脑袋”的“头”词汇化而来。“分”

的本义是一分为二，“分头”即是将整个头部的短发一分为二，

也就是将短头发向两边分开梳的式样。“头”表示为“头发”的

意思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例如：

（20）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秦、韩之交。（《战国策·韩

策三》）

（21）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汉书·车千秋传》）

这几例中的“头”意思均为“头发”。可见，“头”的“头发”

义早已有之。再加上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分头”就被保留

了下来并一直沿用到今天。由此可见，名词“分头”与副词“分头”

的来源不同，二者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同形同音词关系。

五、结语

动宾短语“分头”首次于六朝时期，意为“分开为几个方面”，

也是副词“分头”的源头。到了晚唐五代，“分头”有了强烈的

副词化倾向；大约在元明时期，“分头”已完全词汇化为副词。

此后，其状语用法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副词

化动因主要是句法位置的变化、韵律规则的制约、主观性增强和

较高的使用频率；副词化机制集中表现在语义泛化、隐喻和重新

分析。名词“分头”可能由本义为“分开”的“分”与本义为“脑

袋”的“头”词汇化而来，再加上受清末民初剪辨运动爆发后国

人自由选择发式的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

的词语也就在那样的情形下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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