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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好”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能作多种句法成分，在句中的位置比较灵活，在从作定语、谓语 

到作状语的演变中，语义并没有消弱，宜把它处理为习用语。 “最好”在各个句法成分上都可以有主观性表述， 

在状语位置上的主观性最强，谓语位置上次之，定语位置上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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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汉语里， “最好”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它是 

不是一个词，以及是一个什么样词性的词，存在不同 

的看法。《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它是一个习用语 [1] ，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2] 、朱景松的《现代汉语 

虚词词典》 [3] 认为它是一个副词，所举的均为“最好” 

作状语的例子。 这样， 就说明现代汉语里存在两个 “最 

好” ：作状语时是副词；作其他成分时是短语，张斌的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就在词条下注明了“最好”可 

以是副词“最”接形容词“好” [4] 。词典里只说“最 

好”是副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其次，对“最好”的释义也存在分歧，《现代汉 

语词典》（第 5 版）释义为“最为适当” ，似乎过于笼 

统；《现代汉语八百词》释义为“表示最理想的选择， 

最大的希望” ，张斌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也释义为 

“最为合适，多用于提出建议” ，似乎更多地侧重于语 

境义。正如乐耀认为“最好”后接话语内容才是说话 

者所选择和所希望的，其本身不能表达“最理想的选 

择，最大的希望” [5] 一样，在朱景松的《现代汉语虚 

词词典》里也看到这样的提示： “用在提出建议的句子 

里，与被修饰的成分一起，表示最合适的选择。 ”据此 

乐耀提出“最好”为汉语中表建议的主观标记词，用 

来指出或明示“最好”前或后的话语内容是说话者要 

表达的主观建议和意愿希望等。但在实际语料中， “最 

好”本身就用在表达建议和意愿希望等的祈使句里， 

或跟表建议和意愿希望等的动词连用，这样仍说“最 

好”是一个标记词就有点不大恰当。例如： 
(1)  群众对范登高提出意见来——差不多都说： 

“你们且不要动员我们， 最好是先动员一下党员！ ” （赵 

树理《三里湾》） 
(2)  老人还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 

配，不然大家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上去。（卫东《曾 

希圣的浮沉》） 
(3)  而且像这样重大问题，他认为最好是由他首 

先提出才好。（姚雪垠《李自成》） 

例(1)中“最好”所在的小句是一个表建议的祈使 

句，(2)(3)里“最好”分别与动词“建议”“认为”连 

用，这些句子本身就表达了主观建议和意愿希望，不 

好说“最好”是标记词。我们认为这里的“最好”跟 

它用作谓语、定语时一样，还是表达一种评价，只是 

它的主观性更强。从语义上看， “最好”是“好”的最 

高级，那些所谓选择、建议、希望等语义是语境赋予 

的。 

二、 “最好”的主观性 

（一） “最好”主观性表述 

戚国辉、杨成虎认为“最好”是语气副词，在其 

语法化过程中，主观性也进一步加强，而形容词性的 

短语“最好”表达的是一种客观评价 [6] 。其实， “最好” 

不论作哪种句法成分，都可以表达主观性。 

邢福义先生认为“最 X”有时是客观性表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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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讲求科学性的数字式认定。 

其表述的客观性，首先表现为计量测定性，其次表现 

为定较抉择性；有时是主观性表述，这是一种来自主 

观心态的表述， 属于情绪性的认定。其准确性的追求， 

是感情的真实， 而不是计量的真实 [7] 。 “最好” 就是 “最 
X”的一个具体的实例，其客观性表述，例如： 

(4)  1896 年第一届奥运会上，男子铅球的最好成 

绩为  11.22 米，如今男子铅球的世界纪录已达  23.06 
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5) 那时我还不是中国最好的中锋，只是 CBA第 

二年的球员。（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这两例的“最好”一为可以计量的，一为可以定 

较抉择的，所以它是客观性的表达。 

其主观性表述，例如： 
(6)  我今天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刘燕敏 

《天才的造就》） 
(7) 慧素想了想说： “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 

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 

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 让他给拦了！ ” （刘军 《张 

伯驹和陈毅的交往》） 
(8)  同学们中间，除了一个姓范的同学，曾经混 

到过一个小省的副省长，后来又被当作“三种人”打 

下去以外，还数老袁混得最好。（刘震云《官人》） 
(9)  业界将竭力在产品及服务上做到最好,希望 

内地游客日后重游香江。（新华社 2004年新闻稿） 
(10) 最好别像打巴拿马似的， 一锤就砸烂了。（王 

朔《我是你爸爸》） 

以上几例中“最好”在句中分别充当定语、谓语、 

补语、宾语和状语，都是属于情绪性的认定，是一种 

主观性的表述。如例(6)中的“礼物”是一个小男孩想 

给“我”的圣诞树挖一个坑，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孩纯 

朴而真诚的举动，但“我”为之感动，从情绪上认定 

这礼物是“最好的” ，其余类此。当然这里要区分两种 

不同的主观性，一种是说写者角度的“主观性” ，即认 

知语言学中的“主观性”(subjectivity),指的是说写者 

自己的认识、视角、感情在语言中的表现 [8] 。区别的 

标准是看说写者是在进行主观认识或评价还是在进行 

客观叙述。一种是句式主体的“主观性” ，具体来说， 

如果是主体内在的精神活动即个人的看法，就是主观 

性的表现；而如果是主体外在的行为即社会的看法， 

那就是客观性的表现。(6)到(9)中的“最好”侧重于句 

式主体即句子主语的主观性认定。而如(10)一类做状 

语的 “最好” 则更侧重于表达说写者即言者主语的 “主 

观性” ，其主观性更强。 

（二） “最好”主观性程度 

“最好”能在句中充当多种句法成分，我们通过 

对几部作品进行统计，发现“最好”主要还是充当定 

语、谓语和状语(见表 1)。 

表 1  “最好”充当定语、谓语和状语统计 

作品 定语 谓语 状语 总数 

上海的早晨  15  14  37  66 

十面埋伏  18  5  32  55 

四世同堂  45  4  14  63 

红顶商人胡雪岩  8  19  39  66 

金粉世家  7  16  42  65 

李自成  17  26  51  94 

定语位置上的“最好”后面一般接名词性成分， 

这种“最好” ，虽然有一部分对名词性成分有主体上的 

主观认定，但主要还是说写者在进行客观叙述，因而 

这种主观性比较弱。例如： 
(11) 无锡的水蜜桃在全国是闻名的，而下甸乡的 

水蜜桃是无锡水蜜桃当中最好的一种。（周而复《上海 

的早晨》） 
(12) 他有他的盘算：假若他能找到招弟，说不定 

她也能把他介绍进去，他确信作特务是发财的最好的 

捷径。（老舍《四世同堂》） 

这两例中的“最好”一是客观认定，一是主观认 

定。前一个是通过某种标准评选出来的，后一个是句 

子主体“他”的个人的看法，但是从说写者来说，还 

是客观叙述“他的盘算” 。 

谓语位置上的“最好”主要起评价作用。所谓评 

价，是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一种态度和评判。在具体 

的句子里，评价的内容可以为事物，往往为名词性成 

分，其主客观性表述相当于定语位置的“最好” ，是客 

观评价；也可以为事件，往往为动词性成分，对事件 

的评价比对事物的评价难以进行计量，也难以进行定 

较抉择， 因而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有说写者主观的认定， 

或是评价、或是建议、或是希望、或是认同等等，在 

这种情况下主观性较强。例如： 
(13) 以陕西形势而论，关中最好，汉中次之。（姚 

雪垠《李自成》） 
(14) 同学们风趣地说： “唐英做思想工作最好， 

他是靠行动而不是靠语言，是无言的榜样。 ” （余清楚 

《无悔的青春——记南昌大学聋哑人研究生唐英》） 
(15) “好极！你去最好。 ”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 

岩》） 
(16) 我算过了，11点左右到达省城最好，上下班 

高峰，吓不死他们！（张平《十面埋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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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崇祯又问： “武清侯李国瑞如何？”“武清侯 

在戚畹中较为殷富，由他来倡导最好。 ” （姚雪垠《李 

自成》） 

例(13)“最好”是对“关中”的客观评价，是经 

过比较得出的结果，后面的“次之”与之对应。(14) 
虽然前面是主谓结构，是事件，但这是大家共同认可 

的，可以说也是一种客观评价。后三例就不同，这三 

例中，句子主体同时也是说写者，分别表明说写者的 

评价、建议和认同等态度，如(17)崇祯提出建议由武 

清侯倡导如何，薛国观表明自己的态度，对这个提议 

表示认同，并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因而主观性较强。 

状语位置上的“最好”主观性最强。它往往出现 

于表示祈使、建议、希望等的句子里，后面所接的一 

般为动词性成分，不论位于主语前还是主语后，这时 

句中往往会隐含着一个言者主语，即说写者，有时如 

果“最好”前出现表建议、主张、认为之类的动词或 

“我想、按我说”这样的话题标记，言者主语也会同 

现，这样，说写者的主观态度更为明显。例如： 
(18) 胡雪岩摇摇头， “最好不用那个法子！ ” （高 

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19) 她说， “他退不出赃，承认把钱花在你闺女 

身上了。你最好把钱拿出来，省得丢人。 ” （老舍《鼓 

书艺人》） 
(20)  我的主张最好你还是找个相当的学校去读 

书。（张恨水《金粉世家》） 
(21)  按我说，最好请闯王住在山里边，多派人 

加意保护。 （姚雪垠《李自成》） 

例(18)中的“不用那个法子”本身就是一个祈使 

句，表明了胡雪岩的态度，并不是如乐耀所说的是由 

“最好”标明这是一个表建议的祈使句， “最好”只是 

对“不用那个法子”这个建议的主观评价。(20)(21) 
出现了言者主语“我” ，其实在状语位置上的“最好” 

前一般都可加上“我认为、我建议、我看”等这样的 

话语性结构。 

由此可见，不同位置上的“最好”都能进行主观 

性的表述，只是状语位置上的“最好”主观性最强， 

谓语位置上的次之，定语位置上的最弱。 

（三）状语与谓语位置上的“最好”的转化 

戚国辉、杨成虎认为“最好”是语气副词，张谊 

生认为，语气副词“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它们的表述 

性” ， “在句中主要充当高层谓语” [9] 。照这样理解， 

下面例(22)a可以转化为(22)b而意思不变。 
(22)  a. 最好让大家做个准备，免得临时吃亏。 

（姚雪垠《李自成》） 
b. 让大家做个准备最好，免得临时吃亏。 

确实， 大部分状语位置上 “最好” 可以这么变换， 

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好”是语气副词使然，而是 

由于状语位置上的“最好”主观性最强，往往表达言 

者主语对事件的评价，即“我认为/建议/主张……最 

好/是最好的” ，言者主语往往又可以隐现，因而状语 

位置上的“最好”可以转化为谓语位置上的“最好” 。 

但不能因此认为这两个位置上的“最好”完全相同， 

两者之者可以实现互换。 

乐耀认为作为表建议的主观性标记副词， “最好” 

在句中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位于句首、主谓之间或句 

末。用来指出或明示“最好”前或后的话语内容是说 

话者要表达的主观建议和意愿希望等。他所举的例子 

如下： 
(23)a. 一般 5~7 岁每天应睡 12 小时，其中中午 

最好能睡一两个小时。 
b. 一般 5~7 岁每天应睡 12 小时，其中中午 

能睡一两个小时最好。 
(24)a. 邓小平后来谈到，十二人搞了个半退，但 

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b. 邓小平后来谈到，十二人搞了个半退，但 

我一直认为那时最好全退。 

他认为 a、b可以互换， “最好”都是起主观性标 

记副词的作用，但他接着在文中又举例说像(23)b、 
(24)a中的“最好”是形容词性短语“最+好” ，在句中 

作谓语时，多是表示一种较客观的陈述。前后有点矛 

盾，说明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点摇摆。 

从表达主观性角度上来说， 状语位置上的 “最好” 

大多能用谓语位置上的“最好”来表达，但有下列几 

种情况一般是不能转化的。 

从篇章上来说，所评价事件的表述较长时， “最 

好”一般用于状语。例如： 
(25)  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 

死；（鲁迅《狂人日记》 ） 
(26) 最好只尝滋味而不吞物质。最好越吃越饿， 

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 

嚼……（丰子恺《吃瓜子》） 

因为状语位置的“最好”是表达言者主语的主观 

态度，放在开头便于让听者一下子抓住言者的主要信 

息。 

在答句中，为了与问句衔接紧密， “最好”也一 

般用于开头，作状语。例如： 
(27)“你觉得时间定在什么时候最好？”“最好 

是今天晚上。（张平《十面埋伏》） 

这一方面是便于篇章更好的衔接，一方面因为 

“今天晚上”是对应问句“什么时候”的，在句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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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焦点， “今天晚上” 作为自然焦点处在句尾更自然。 

当“最好”与语气助词“吧”“啊”等连用时，状 

语位置上的“最好”也不宜转化为谓语。例如： 

(28) 最好等明天再谈吧。（茅盾《林家铺子》） 

同样，当“最好”前面是动词性主语，同时在语 

境上含有建议、希望之类的表达时，主观性较强，这 

种谓语位置上的“最好”可以转化到状语位置。但是 

当“最好”前是名词性主语，也没有建议、希望之类 

的表达时，其主观性较弱，不能转化到状语位置。同 

时，据乐耀观察，他发现“最好”后的动词短语或小 

句都是非现实的、未然的，所以当“最好”前的动词 

性主语为已然事件，即“最好”是对这种已然事件的 

认同时，谓语位置上的“最好”也不能转化为状语位 

置上的“最好” 。例如： 

(29) 聂础楼笑： “对，能够这么想最好，不至于 

会随时大吃一惊。 ” （梁凤仪《弄雪》） 
(30) 你们跟赵宝禄谈妥当了最好，不然，我替你 

们找个朋友。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31) 我刚才好心劝她，她很不高兴，说明后天就 

走，她走了最好！ ” （朱邦复《巴西狂欢节》） 

这几例中虽然“这么想”“谈妥当”“她走”还未 

成为现实，但“能够这么想”“谈妥当了”“她走了” 

是对事件的一种期望，是一种虚拟的已然事件，所以 

“最好”宜作谓语。另外如上面所举(24)a， “全退” 

是一种已然事件，我们认为不宜转化为(24)b。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所评价的事件分正反两方面讨 

论时，一般用“最好”作谓语。而如果要用状语的“最 

好”来表述时，一般采用“最好……，省得……”这 

样的免除式目的复句 [10] 。例如： 

(32) 谈得成最好，谈不成则揭穿了蒋介石的政治 

伪装。（福贝《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中)》） 

(33) 桂英的病能好最好，不能好我也会养她一辈 

子，你们放心吧。（蔡康《花烛泪诉人间情》） 

(34) 你最好把钱拿出来，省得丢人。 （老舍《鼓 

书艺人》） 

(35) 你非科学家，最好是不涉及他，免闹笑话。 

（李宗吾《厚黑学》） 

(32)(33)两例分正反两方面来谈，对两种情况分 

别表明自己的态度，一般用谓语的“最好”表达。而 

(34)(35)两例是免除式目的复句，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 

“最好”用在状语位置上。 

有意思的是， 在实际语料中我们还发现状语和谓 

语位置上同时用上“最好”的，例如： 

(36) 你说“热闹” ，最好你的文段里面不用热闹 

最好，写出来让我一看，这个同学写的这个场面多热 

闹啊。（姚家祥《备战高考（一）语文篇之记叙文》） 

这两个“最好” ，都是表达对“你的文段里面不 

用热闹”的态度和建议，在两个位置上同时使用只是 

为了增加语气，去掉任何一个都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三、 “最好”的词汇化程度 

主观性总是和语法化、词汇化联系在一起，下面 

我们看一下“最好”的词汇化程度如何。 

（一）从能否扩展或替代看“最好”的词汇化 

程度 

汉语词和短语的界限不是那么能分得一清二楚， 

能不能扩展或替代被认为是区分词和短语的一个较为 

有效的标准。说处于状语位置的“最好”已词汇化成 

副词，可能依据的就是这一标准，因为这时的“最好” 

中间不能插入包括否定词在内的其他成分， “最”和 

“好” 不能被意思相近的词来替代。 而其他位置的 “最 

好”中间可以插入否定词“不” ， “最”可以用“很” 

“较”等替代， “好”可以用“佳、妙”等替代，所以 

是短语，是“好”的最高级。但我们通过上面对处于 

状语和谓语位置上的“最好”的比较，发现处于谓语 

位置的“最好”如可以转化到状语位置上，这时的“最 

好”其实也不能被扩展或替代，那我们也可以认为这 

时的“最好”是词。而处于定语位置的“最好”和不 

能转化位置的谓语位置上的“最好”在表达相反的语 

义时，中间最易插入“不” 。例如： 

(37)  在某一方面来说，最好的事往往都是最不 

好的事，所以在另一方面来说，最不好的事本来就是 

最好的事。（古龙《英雄无泪》） 

(38) 6年来，她一直安排在离部队最远、条件最 

不好、待遇最差的镇麻纺厂上班，风里雨里每天奔波 

近 30 里。（谭道博，吴凡军《大厦柱梁——记济南军 

区某部团长利少安清正廉洁的事迹》 ） 

例(37)中的 “最好” 处于定语位置， 是对名词 “事” 

的修饰，当表达相反的意思时，可以用“最不好”来 

表达。(38)中的“最不好”处于谓语位置，是对“条 

件”进行评价，是“条件最好”的相反面。 

因此单纯从能否扩展或替代角度不能截然把 “最 

好”分为副词和短语。 

（二）从语义是否专门化看“最好”的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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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语义是否专门化也是划分词与短语的一个标准， 

状语位置和一部分谓语位置的“最好”主观性最强， 

出现在表达建议、意愿、态度等的句子里，表达说写 

者对事件的评价。既然是评价，这一事件在读写者的 

主观意识里是最好的选择，即“最好”还是“好”的 

最高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你最好来吧”“你 

最好说出来”这样的话，这往往是在对方“来与不来” 

“说与不说”之间犹豫时劝导别人的话语，表明自己 

认为“你来”“你说”是最好的选择， “你来最好”“你 

说出来最好”同样表达这样的意思。抛开主观性来说， 

我们认为各个位置上的 “最好” 从语义上来说都是 “好” 

的最高级，在从定语、谓语到状语的演变中，语义并 

没有得到消弱。单纯以所处位置作为依据，很难说处 

于状语位置的“最好”词汇义已专门化，不再表示它 

的词汇意义，只表示一种主观标记或是表达语气的副 

词。我们认为在“最好”出现的句子里， “最好”本身 

还是表示“好”的最高级，表建议、希望等语气是由 

语境所赋予的。 

（三）从历时发展看“最好”的词汇化程度 

从历时来看，谓语位置的“最好”出现最早，在 

六朝时期已经出现，例如： 

(39)《荆州地记》曰： “浮陵荼最好。 ” （贾思勰《齐 

民要术》） 

句中的“最好”作谓语，是“好”的最高级，这 

是一种客观性表述，《荆州地记》 是一本自然科学类书， 

由此也可以看出“浮陵荼最好”是由当时的某种标准 

进行鉴定的。 “最好”这一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时期，做定语的“最好”开始形成，例如： 

(40) 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贾岛《望山》） 

做定语的“最好”直接修饰名词，大多是一种客 

观性描述， 但客观事物会刺激和反映言者的主观情感， 

所以这种用法发展到现在，分化为有客观叙述的和主 

观认定的两种。 

也就是在唐朝时期， 表指称功能的 “最好” 形成， 

例如： 
(41) 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全 

唐诗》) 

这时的“最好”有所指，是指“最好的时节” ， 

“最好”还是“好”的最高级，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最好的” ，但因为位置提前，位于动词 “是” 的前面， 

和“是”同现又是鉴定语气副词的一条重要的标准， 

所以很容易让人认为这时的“最好”就开始向语气副 

词转化了。 

唐朝时期“最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 

“最好”除了对名词性主语进行评价外，还可以对事 

件，即对行为性主语进行评价，例如： 

(42)  祖师玄旨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著最好。 

(静筠二禅师《祖堂集》) 

对行为性主语进行评价，其主观性较强，但“最 

好”还是“好”的最高级。正因为“最好”可以修饰 

动词性词语，使其逐渐可以居于状语的位置。 

宋朝时，状语位置“最好”开始形成，例如： 
(43) 曰:“此有数节，最好仔细看。 ”(朱熹《朱 

子语类》) 

(44) 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全宋词》） 

一般认为，处于状语位置的“最好”已是副词， 

完成了其词汇化的过程。但我们认为这时的“最好” 

与对行为性主语进行评价的“最好”在语义上没有什 

么区别，都是表达言者对事件的评价， “最好”还可以 

看作是短语，是“好”的最高级。这种用法自宋以后 

用得越来越多，并且在句中可以出现言者主语，与建 

议类的词连用，表达的主观性越来越强。例如： 

(45)  依我的意思，单叫人去上控还是便易他， 

最好弄个人从里头参出来，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乐毅等认为“最好”在由谓语、定语位置到状语 

位置过程中发生了语法化，确实，语法化和语法成分 

在句子中位置的变化存在一定关系，韩琴认为被语法 

化的的语类倾向于放在句子左边，并且语法化越深越 

居左 [11] 。但“最好”一直发展到现代都没有专门只处 

于状语位置，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最好”在定语、 

谓语和状语位置各占了很大的比重，处于状语的“最 

好”虽逐渐用于表希望、建议类的语境里，但我们认 

为“最好”最后有可能成为表达建议的主观标记词， 

但目前还未完全语法化。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一些词典中说“最好”是副 

词是有失偏颇的。它能做多种句法成分，同时做状语 

时在句中位置比较灵活，在句中语音上还可以停顿， 

可以与语气词连用。例如： 

(46) 上官飞燕颤声道： “你最好不要知道得太多， 

否则……否则……” （古龙《陆小凤传奇》 ） 

(47) 麻烦你，最好你能自己交给他，有些人喜欢 

看人家的私信。（吴强《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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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最好，你自杀，就像她所听说的，碧槐为我 

而自杀一样！（琼瑶《雁儿在林梢》） 

(49) 最好哇， 把天王老子也锁起来， 要他哭就哭， 

要他笑就笑。（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以上前两例“最好”分别居于主谓之间和主语前， 

例(48)当中的“最好”与后面的小句在语音上可以停 

顿，例(49)当中的“最好”与语气词“哇”连用，语 

气副词在句中的位置比较灵活，但同样不能依此说它 

是语气副词，插入语、习用语在句中的位置同样灵活， 

《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它处理为一个习用语，我们认 

为这比处理为副词较好。 

四、结语 

语言不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它还能表达说写者的 

观点、感情和态度。因而词语的使用总会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 “最好”由程度副词“最”和性质形容词“好” 

组合而成， “最”和“好”本身就具有[+度量]这一语 

义特征，而[+度量]总是与主观联系在一起， 在表达建 

议、 意愿态度等的句子里， “最好” 的主观性更加突显， 

在状语位置其主观性最强，使得其词汇意义不那么明 

显，容易让人认为其词汇意义已经消弱。加之其句法 

位置左移，与副词的特征相近，所以很多人认定“最 

好”是副词。但谓语位置的“最好”同样具有这样的 

特点，因而只简单举例说“最好”为副词不能让人信 

服，我们认为其词汇化的过程还未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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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ization on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zuihao 

LUO Zhubin 

(Liberal Art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Zuihao” is used frequently in modern Chinese. It contains many kinds of syntactic elements in the sentence. 
In  addition,  its  position  in  sentence  is  pretty  flexible.  Its  semantic  has  not  been  weakened  when  it  evolves  being 
adverbial  from being attribute  and  predicate,  so  it  is more proper  to  regard  it as  idioms.  “Zuihao”  in  its  all  position 
according to rules of the sentence owns its subjective expression. It owns the strongest subjectivity as the adverbial, the 
secondary as the predicate, and the weakest as the attribute. 
Key Words: zuihao; subjectivity; idi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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