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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中的汉语语法问题 
李本燕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401572） 

摘要：流行歌曲是对时代的反映和民族文化的体现。种种原因导致流行歌曲的创作出现了重量轻质的不良现象，语法便成了其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语法作为语言的结构规则，是我们交际和思维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因此，流行歌曲歌词中出现的语法
问题表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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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是什么 
语法是语言三要素之一，是语言的组合法则，是遣词造句的结

构规律。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更具体、更科
学地对“语法”一词进行了解释：语法是语言中由小的音义结合体
组合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的一套规则。总而言之，语法是我们
生活中进行语言交际和思维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语法不成语
法，那么整个现代汉语的语言体系就会乱套，例如“我买了件衣服”，
这是正常的句法结构——主语+谓语动词+宾语，就不能说成“衣服
买了件我”，这种宾语+谓语动词+主语的结构则违反了主语要在谓
语动词之前的语法规则，“衣服”有[-生物]的语义特征，无法行使
“买”这一动作，因此和“买”不能搭配，而“我”有[+生物]这一
语义特征，可以和“买”搭配。由此可见，语法像一根绳子将字词
的明珠有序地串成了美丽的项链，一旦绳子断裂或遭到毁坏，所有
的珠子都将散乱一地。 

2..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语法问题产生的原因 
流行歌曲也可称作通俗歌曲或大众歌曲，在蒋超文和郑成伟主

编的《流行歌曲鉴赏》中对流行歌曲进行了这样一个定义：流行歌
曲指的是一种能够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和流行的歌曲。流行歌曲无论
是从歌词来看，还是从唱法来看，都具有一定的通俗性，而正是这
种通俗性使它坐拥了五湖四海的听众。但现代流行歌曲却因为社会
发展、创作者水平和传播媒介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而导致歌词中的语
法问题层出不穷。 

3.具体语法问题及修改方法 
3.1 词类性质和词类的误用、活用 
词类即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词依据是否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

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实词和虚词，其中实词包括名词、动词、
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十类：
虚词包括连词、介词、助词和语气词四类。例如：宝罗的歌曲《哪
里天涯有鲜花》中有句歌词道：“不再苦恼那情感”。“苦恼”在现
代汉语第 7 版中被解释为“痛苦烦恼”，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被
误当成动词来用了。形容词可以活用为动词，但在这之前还有个条
件限制，那就是活用为动词的形容词后通常不能带宾语，如“我只
开心了几天”中的“开心”作为形容词处于谓语动词的位置，其后
只有一个助词“了”和一个作补语的数量短语“几天”，所以“开
心”后面没有带宾语，可以判断为是形容词的活用。 

3.2 句法成分搭配不当 
句法成分是句法结构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

定语、状语和补语。句法成分搭配不当也是语法问题之一，例如“逛
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中的“收获”和
“满意”是中心语和补语的关系，“收获”是一个既定事实，可以
是获得某种心得体验或者得到什么东西，但是“满意”是一个主观
感受，是人对人、事、物才有的情感体验，所以补语“满意”不能
和中心语“收获”搭配。再如“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徐秉龙
《青柠》），动语“到达”和宾语“方向”是不能搭配的，“到达”
后所带的宾语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点或者是某种水平、程度，“方
向”是指具体的东、南、西、北等方位或者是指具体的位置或对象
所处的方位，要么说“朝着/向着/望着/迎着直通你心门的方向”，要
么说“到达直通你心门的地方”。 

3.2 句法成分残缺 

歌词“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余生都有关于
你”（程响《四季予你》）中，动语“有”的后面跟着由介词“关于”
和人称代词“你”构成的介词短语，而介词短语一般是做状语，只
有少数可以做补语和定语，无法做宾语，所以“有”缺少宾语与之
构成动宾结构。若删去介词“关于”，那么代词“你”则充当“有”
的宾语，整个句法结构就完整了；或者在“你”的后面加上“的……”，
如“让我余生都有关于你的回忆”，使介词短语成为“回忆”的定
语，“回忆”则做“有”的宾语中心，如此，句法结构也是完整无
缺的。 

3.4 语序不当 
语序是句子中各句法成分的位置，现代汉语中语序是固定的，

不能随意更改、变换。 
“我穿过所有故事曲折”（叶琼琳《你的轮廓》）1 是一个很有趣

的例子。由于形容词“曲折”的位置在句末，又位于宾语“故事”
的后面，所以对于“曲折”的句法成分就有以下两种理解：首先是
作状语，当“曲折”作“穿过”这一动语的状语时，又会产生两种
不同的情况，一是状语“曲折”后置起强调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这
个句子是成立的，是没有语法错误的；二是“曲折”在句中原本就
不起强调作用，那么这时状语“曲折”位于句末则是犯了状语、中
心语错位的语法错误，直接将“曲折”一词移动到谓语动词“穿过”
之前即可。然后是作定语，当“曲折”作“故事”的定语的时候起
限制、修饰中心语的作用，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语之前，但例子中的
定语“曲折”和中心语“故事”发生了错位，所以只要将二者的位
置相互调换一下，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3.5 句式杂糅 
“多愁善感的时候打开听杰伦的唱片”（陈壹千《一个》），这

句歌词中出现了两个动词“打开”和“听”，但是只要任意放一个
到句子中我们会发现句子仍旧成立，打开杰伦的唱片和听杰伦的唱
片意义大体一致，这两个词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所以两个表
达同样意义的的词混杂在一起就造成了句式的杂糅，任意删去其中
一个动词即可解决问题。 

4.总结 
流行音乐凭借着它的通俗性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喜

爱。流行歌曲本身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语法问题，而
青少年对语法错误的辨识能力还不够高，甚至还会受到一些不规范
的流行歌词的错误引导，从而影响青少年及广大群众对现代汉语语
法的正确认识和学习。所以，现代汉语语法的规范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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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是笔者缩减后的歌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