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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法视域下副词句法语义的分析与解释①

毛帅梅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认知语法注重从人的认知特点来寻找语法结构形成的理据。通过描写副词句法移位的三种类型，分析移位
所带来的语义改变，探讨解释副词移位的条件和动因。研究发现，语义较为具体实在的副词通常不可移动，其他副词可

以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发生显性或隐性移动。副词的显性移位可导致由表示动作行为的情状义变为表示评价判断的情态

义，或者由句内的限制修饰语义转变为句间的关联衔接语义，副词的隐性移位则可在具体的概念潜势语义的基础上产生

即时的浮现语义。不移动副词主要囿于形式或意义单一性的客观限制，而说话人识解方式的变化在主观上为副词的显

性或隐性移动提供准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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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副词的研究和探讨在语法研究中占有相
当的比率，尤其在副词的个案分析上已取得了一

定的发现。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副词的功能和意

义比较复杂，其内部缺乏一致性，加之研究理论和

方法的局限，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例

如，前辈学者在歧义类型、语义指向等研究中发

现，副词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意义范畴上的多样性，

还在于它句法分布上的灵活性。本文拟分析刻画

副词句法移位的几种情况，并运用认知语法理论

予以相应解释。

一　副词移动的类型
副词“Ａｄｖｅｒｂ”，来自拉丁术语ａｄ－ｖｅｒｂｉｕｍ，其

相应的希腊词源是 ｅｐíｒｒｈēｍａ，顾名思义，指的是
附着于动词，对动作行为进行修饰限制的一类词。

但是从线性位置来说，即使在ＳＶＯ型语言中副词
也并非总附于动词之后。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认为副词有
三个基本句法位置：句首、句末（其前无停顿间

隔）以及助动词位置（即主语和主要动词之间）。

Ｌ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１）①依照副词在句中的位置以

及移位的灵活性把副词分为可移动副词和不可移

动副词，可移动副词既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紧

跟句子的主题或主语，修饰整个句子；不可移动副

词只能位于主题或主语之后，常规上修饰限定动

词的动作行为方式。

就本文研究而言，根据语料主要讨论三种情

况：其一为通常只占有一个固定句法位置的不移

动副词，如“肆意攻击”“舍身相救”中的“肆意”

“舍身”；其二为有明显句法位移的显性移动副

词；其三，例如“很青春”“特现代”中的“很”或

“特”，虽然位置似乎未动，但是却发生了由常规

搭配动词（或形容词）变为搭配名词的转移，我们

视为隐性移动。

（一）不可移动

在副谓组合中，谓词是核心、副词是非核心，

非核心成分的句法位置相对于核心成分而言是前

置还是后置，原则上是由这种语言是核心前置语

言（ＶＯ）还是核心后置语言（ＯＶ）的系统性质决
定的②。在状语前置于核心的结构中，部分副词

与谓词组合时处于谓词之前，在语义上一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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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中心词，具有不可移动的定位性，如“极具、

重返”，“随手关门、极其残忍”等等。再如：

（１）ａ．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鱼贯入
场。（ｃｃｌ：＼当代＼报刊＼新华社 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份新闻报道．ｔｘｔ）

ｂ．？队员们鱼贯一个接着一个
入场。

ｃ．鱼贯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
入场。

例（１）中的“鱼贯”紧列于动词“入场”之前，
如ａ句所示，是定位的。如果移动到 ｂ和 ｃ句的
位置则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此这些副词句法

位置较为固定，不可移动，否则产生不合语法的

表述。

（二）显性移动

显性移动指副词在线性的句法位置上明显可

见的移动，如前文所示，再如：

（２）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新中
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总理来到中央

外事组办公室，显得格外步履矫捷，气宇

高朗。（《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几

个片断》节录 王炳南１９７９－１－１）
ｂ．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新中国

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总理来到中央外

事组办公室，格外显得步履矫捷，气宇

高朗。

（３）ａ．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疯狂
的嚎叫和利爪抓挠岩石的声音，随后，他

们又听见身体坠到谷底的沉重响声。狐

狸却再也不见踪影了。（《尼尔斯骑鹅

旅行记》：４８）
ｂ．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疯狂的

嚎叫和利爪抓挠岩石的声音，他们随后

又听见身体坠到谷底的沉重响声。狐狸

却再也不见踪影了。

例（２）中的副词移动发生在同一个小句之
内。“格外”在 ａ句位于动词后面，是动补结构，
在ｂ句位于动词前面，处于主谓之间。例（３）的
副词位置移动发生在两个小句之间。如果把上下

文之间明显的语音停顿（书面语以标点符号隔

开）作为标志，副词可以从一个小句移动到另一

个小句。

（三）隐性移动

《马氏文通》认为副词可以“貌动静之容”“助

实字之状”；《汉语知识》指出副词用在动词或者

形容词前边，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性质、状

态的程度、范围、时间等。然而根据刘燕峰①的调

查统计，约有 ３０％的副词除了修饰谓语动词外，
还可以修饰体词，差不多涉及所有的副词小类，尤

以范围副词和程度副词的比例为高。如“最”（最

高－最南边）、“太”（太坏－太混蛋）。又如：
（４）我赞同她的观点，但前提是：这

个爱人非常爱你，这个情人也非常爱你，

而爱人和情人之间又

很朋友，很理解。（施春宏 ２００１：
２１８）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很”一般用于形容

词、助动词或动词短语前，表示程度高，而例（７）
中的“很”却用于名词之前，此时“很朋友”组配所

突出的语义为“彼此友好和睦地相处”。正是由

于副词“很”的修饰，使得名词“朋友”从一种身份

的指称转义为某种相处的行为方式。类似的情况

又如“太近视眼”。本文把这种形式上没有明显

句法位置移动、而功能上修饰对象从谓语动词变

为名词的“很朋友”“太近视眼”类搭配看作副词

的隐性移动。

二　语义变化的情况
副词的显性移动和隐性移动均引起副词的语

义改变，下面分别讨论。

（一）情状义变为情态义

Ｖｅｎｄｌｅｒ②根据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是否
具有动态性、持续性和明确的终结点等特征提出

对动词的情状类型（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分类。Ｌｙｏｎｓ③

认为通常情况下副词是对动词情状的细化描述，

其语义上体现为“情状”语义，即（动作）何时做、

何地做以及怎样做等。同时，副词也是语言表达

中常见的情态标记，可表明说话人的态度和观点，

包含“情态”语义。因此，如例（５）（６）所示，当副
词在同一个小句内部进行显性移动时，语义由情

状义向情态义转变：

（５）ａ．周大勇，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工
作，我们马上就要打仗了！（杜鹏程《保

卫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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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周大勇，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马上我们就要打仗了！

（６）ａ．小芹去洗衣服，青年们马上也
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青年们马上也都

去采。

ｂ．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去
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

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５）ａ的“马上”在谓语之前，这类位置上的
副词语义表示的是对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或结

果的客观情状描述，即“打仗”这一事件即将发

生、刻不容缓。如果把“马上”移至小句主语之

前，伴随着“马上”向句法左端的位移，原来的客

观时间表述转变为动作行为人进行评价判断的主

观情态意义，则（５）ｂ可理解为“（据人们判断）战
争马上就要开始”。例（６）的情况更为明显。在
（６）ａ中，主语之后的“马上”限定说明中心动词
“洗”或“采”的时间，表示青年们洗衣服、采野菜

等活动紧接着小芹洗、采的动作行为发生；而在

（６）ｂ中，主语之前的“马上”突出了作为行为主
体的“青年们”急于在小芹面前表现，急于向小芹

套近乎的急迫的主观情态，仅仅一个副词“马上”

的位置移动使得“青年们”追随附和、殷勤讨好的

情态跃然纸上。可以说，当限制修饰谓语中心词

的副词往左移动到句首时，副词的语义强烈聚焦

于句首的主语，由此产生情状义向情态义的转

变①。我们认为，句法上发生显性移动的副词在

语义上侧重表达主观性的情态，是说话者将其所

持有的认识附加到语言表述中、负载说话者对命

题、事件的评价和态度的主观信息标记。这种变

化是言者主观性的体现，就不同的句内位置比较

而言，往往表现出位置左移则语义主观化的

倾向②。

（二）修饰义变为衔接义

类似地，在小句之间显性移动的副词也发生

语义变化。如“随后”，在（３）ａ中用于句内表示
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一旦移动到句间位置（３）ｂ，
则时间意味变淡，衔接功能增强。（３）ｂ中的“随

后”借助字面上的时间顺序与语境背景中其他时

间成分的呼应（“就在这时”），贯穿上下文的并列

对照，由此突出逻辑上的内在语篇衔接涵义。也

就是说，小句之间显性移动的副词虽然未改变句

子的逻辑语义真值，但是通过更细致的辨析，可体

味到句内－句间两个位置所隐含的副词句法功能
的变化，其中句内位置修饰义较强、衔接义较弱，

而句间位置修饰义较弱、衔接义明显加强。试

比较：

（７）ａ．冷门股有时也成为有惊人表
现的个股，这种冷门股其实从前大多也

有过突然爆发的经历。（ｃｃｌ：＼当代＼应
用文＼社会科学＼股市宝典．ｔｘｔ）

ｂ．冷门股有时也成为有惊人表现的
个股，其实，这种冷门股从前大多也有过

突然爆发的经历。

“其实”在（７）ａ中修饰限定事件的真实性，
表示“所说的情况是真的”；（７）ｂ中的“其实”首
先表明上文的情况或现象基本属实，然后引出下

文内容作为解释来进一步补充言者的观点或其他

相关信息，是一种“以退为进”式的补充连接。此

外，一般认为“大概”“也许”“或许”等副词表示

估测、委婉语气。然而如果跨越小句的藩篱，不难

发现，表示语气只是这些副词的附属性语义功能，

借婉转之虚是为了行衔接之实，使言说内容一层

比一层精确，或者一层比一层深刻③④。诚如屈承

熹⑤的篇章语法研究所见，“副词在句子中的位

置，看来属于某种篇章标志”。类似的，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Ｄａｓｈｅｒ⑥对副词性话语标记的考察也发现，副词
位置的变化引起一系列句法语义转移，其规律性

为从小句内的修饰性副词变为句子层面的评说性

副词再变为语篇层面的连接性副词。

（三）潜势义变为浮现义

已有研究⑦⑧⑨考察了副名组合中的名词语

义，认为被修饰的名词在功能上发生了转化，由类

属指称变为性状描述。如“太瘪三”“很山东”“最

情感”“绝对天安门城墙”等例通过提取名词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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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春宏：《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中国语文》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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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内涵，突显了名词所指称人、事、物的典型特征

或独特性状。然而毋庸置疑，在每一个合格的副

名组合中，副词和名词的语义都应有所贡献。既

然其中的名词语义发生转变，那么副词的情况如

何？前文把“太混蛋、很朋友”结构中的副词视为

发生了隐性移动，试比较下列例子 ａ句中的饰谓
副词和ｂ句中的饰体副词：

（８）ａ．智慧使人生有点意义，有点欣
赏，也有点悲凉。（ｃｃｌ：＼当代＼ＣＷＡＣ＼
ＡＨＭ００３２．ｔｘｔ）

ｂ．脂批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晴有林
风”，就是说，晴雯有点林黛玉的作风。

（ｃｃｌ：＼当代＼电视电影＼非文艺＼百家讲
坛＼０５０１１８－０５０９０３＼１月２６日 《晴雯之
死与袭人之冤》周思源．ｔｘｔ）

（９）ａ．马晓春执黑以小林流开局，陈
临新则以星小目应对，双方布局比较平

稳。（ｃｃｌ：＼当代＼报刊＼人民日报＼１９９３
年人民日报＼１０月份．ｔｘｔ）

ｂ．一般地说，国家的规定通常都比
较原则。（ｃｃｌ：＼当代＼ＣＷＡＣ＼ＡＥＢ０００１．
ｔｘｔ）

（１０）ａ．从根本上说，教育的培养规
格是由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决定的，但

精神文化也给予相当重要的影响。

（ｃｃｌ：＼当代＼ＣＷＡＣ＼ＡＥＭ００１６．ｔｘｔ）
ｂ．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

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ｃｃｌ：＼当代
＼ＣＷＡＣ＼ＡＨＢ００１８．ｔｘｔ）
语料分析显示，程度副词是最常见的能进行

隐性移动的一类副词。（８）（９）（１０）中含有“小
量”“中量”“大量”等不同程度或量度的副词。当

它们用于修饰谓词时，直接与谓词的量性幅度进

行结合。因此（８）ａ中的“有点欣赏”是“少量地
欣赏”，（９）ａ“比较平稳”是“中等平稳”，（１０）ａ的
“相当重要”则指“重要性强”。当它们用于修饰

体词时，虽然“林黛玉”“原则”“政治家”等名词

本身并无所谓程度高低或量度大小，但是百科知

识有助于激活某个量性幅度。“林黛玉”往往让

人联系到体弱多病、敏感多疑，由此浮现出“强－
弱、多－少”等对比；“原则”是规范言行的准则，可
激活“内－外、松－紧”的概念范围；而“政治家”对
宏观局面的掌控，指点江山的气魄等形象，可创生

“大－小、高－低”等量幅。王寅①认为此时的副词

对名词发生明显的压制作用，通过启动转喻机制

来激活其所代表的典型特征。换言之，进行隐性

移动的副词，其概念语义仅仅提供一个语义潜势，

只有当该副词激活一个量幅范畴，即由潜势义转

变为浮现义，并在此量幅上定位于某一量点或量

段，才能借以对体词进行不同程度的语义限定，从

而实现完备的语义内涵。

三　条件和动因的解释
研究者对语言事实的观察或描述在一定程度

上遵循某些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语言学理论又进

而要对语言现象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背后所蕴

涵的规律作出必要且合理的解释。当代主要语言

学流派都提出对语言研究的解释性要求：生成语

言学强调要在“观察的充分性”和“描写的充分

性”的基础上力求“解释的充分性”；认知语言学

从创立之初就明确倡导“概括的承诺”和“认知的

承诺”两个基本原则；功能语言学寻求建立尽可

能“心理上充足的”的语法模型来解释语言能力

和语言行为；语言类型学则探索“类型上充分的”

蕴含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同类语言现象可

以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或解释视角，既反映不同的

理论背景，也突出不同的出发点或侧重点；恰当的

解释能深化对语言现象乃至人类语言能力的

认识。

（一）客观限制：形式或意义的单一性构成副

词不可移动的条件

所谓形式或意义的单一性主要是指音节单一

或意义单一。不可移动的副词通常固定占有某一

单一的句法位置，简单的语音形式（单音节词）或

匀质具象的概念语义（单义词）似乎从客观上限

制了副词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１１）ａ．世上本无事———本世上
无事

ｂ．世上本来无事———本来世上无事
（１２）ａ．我从没听说过———从我

没听说过

ｂ．我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我没
听说过

（１１ａ）和（１２ａ）中的“本”“从”不可
移动，而（１１ｂ）、（１２ｂ）中的“本来”“从
来”可以移动。对比“本”与“本来”，

“从”与“从来”前后的主要差异在于语

音形式，“本”、“从”是单音节，“本来”、

１８１
①王寅：《构式语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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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是双音节。

再如（１３）、（１４）：
（１３）ａ．毛译东同志提出把支部建在

连上，以至亲自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走历史的

必由之路》节录 冯定１９７９－３－１６）
ｂ．毛译东同志提出把支部建在连

上，亲自以至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１４）ａ．英国主播肆意攻击中国，引
发国内外民众不满。

ｂ．肆意英国主播攻击中国，引发
国内外民众不满。

例（１３）（１４）的情况与前文例（１）类似。“亲
自”表示亲力亲为进行某项活动，“肆意”强调毫

无约束任性胡为，“鱼贯”描摹一个群体前后接连

的动作序列。可见，“亲自”“肆意”“鱼贯”等副

词的词汇意义比较实在，以描摹某种客观的行为、

过程或状态为主，其表义功能主要在于使表述更

为生动鲜明。这类以表示词汇意义为主的副词常

常只能直接置于谓词之前，他们的句法语义功能

是充当修饰性状语，为整个动词短语（ＶＰ）增强具
体形象的色彩。如此一来似乎可以说，稳定实在

的意义经过若干惯用法逐渐沉淀为相对固定的语

法位置，形式上的原型性与语义和功能上的原型

性表现出拟构的关系。

（二）主观准允：言者识解是副词显性和隐性

移动的认知动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者在组织和构建

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语言与情景之

间不存在直接的映射，同一个情景可以采用不同

的编码方式，激活不同的意象，形成不同的语义内

容。这种“人们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同一事态

的能力”即“识解”①。如“他来了”和“他也来

了”，前句可视为情景的内容本体，相对客观；后

句加上了副词“也”，暗示说话人的视角可能包含

“第三方”的参照，如“小王来了，他也来了”，侧显

的是主体间的关系，主观性较为明显。再如，“飞

机就要起飞”和“飞机还不起飞”的对比中，副词

“就”和“还”都是对时间关系的前景化，但是两者

的侧显不同，“就”侧显的是“快”，而“还”则侧显

“慢”，由此形成迥异的主观判断。正如王寅②所

强调的，人类概念的形成、语言的使用、语言的理

解、人际的交流等过程中包含着“客－主、主－客、

主－主”等多种互动关系。这些多重互动充分表
明，意义不是在词库里细化定型的成品，而是在实

际使用中在线即时识解时产生的，是动态识解的

结果。类似地，对同一个言谈场景的不同选择性

编码可能导致副词的句法移位，这个过程中的本

质差异在于“说话人”的言者识解方式不同。

其一，由顺序扫描转变为总括扫描是副词句

内移位的主要认知动因。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③区分两种心
理扫描方式：顺序扫描（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和总
括扫描（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在顺序扫描的认知
处理中，一系列状态的表征方式依次呈递，一个过

程被看成事件成分的一个序列。而总括扫描作为

一种认知处理方式，其中各成分状态以累加性方

式激活，各个侧面呈现共存同现状态（见图 １）。
这两种扫描方式的切换可以体现在语法的许多方

面，如ｈｅｃａｍｅ和 ｈｉｓｃｏｍｉｎｇ，动词 ｃａｍｅ凸显顺序
扫描，动名词ｃｏｍｉｎｇ激活总括扫描。

图１　顺序扫描———总括扫描（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７：２５４）

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的差异可以促使说话

者根据表达的需要，对同一个客观的情景进行不

同的描写，可产生副词句内移位的情形，如：

（１５）ａ．其他美国客人相继下机，周
总理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向他们逐一

作了介绍。（张谊生２０００：３８）
ｂ．相继其他美国客人下机，周总理

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逐一向他们作了

介绍。

例（１５）ａ中的“相继”和“逐一”对“下机”和
“介绍”两个动作过程进行顺序扫描式描写，其发

生和发展仿佛观看一段影片，依次激活一系列一

个接一个连续的动作序列，如图１（ａ）所示。（１５）
ｂ体现的是总括扫描被激活。在这种识解方式的
处理下，尽管“下机”和“介绍”的情景包含先后不

同的动作过程、涉及不同的行为主体，但扫描时却

２８１

①

②

③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ｕｔｏ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９９，Ｐ．１４７．
王寅：《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哲学动态》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ｖｏｌ．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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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平等的方式被同时激活，也就是说，是作为

一个单一的完形被整体感知，就像看一张相片，即

图１ｂ。就语义内容而言，副词发生显性句内移动
之前，语义表现为相对动态变化的情状意义；副词

发生显性句内移动之后，位置由右边向左边推进，

语义转变为相对静止的、稳定的情态意义，由状态

修饰变为性质评判。就时间结构而言，（１５）ａ顺
序扫描反映出来的情状在时间上是异质的（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强调过程性；（１５）ｂ总括扫描呈现的
却是均质的（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时间结构，突出的是结
果性。因此，语义和功能变化的认知理据在于不

同的扫描方式所勾勒的侧显有所不同，从而形成

两种不同意象的识解方式。

其二，图形－背景的转换是副词句法语义转
变的又一认知理据。副词发生句间移动之前，与

之关联的事件成分往往是认知的焦点，即图形；当

副词外移到小句之间时，该事件成分转换为认知

框架中稍次要的元素，成为背景。图形／背景理论
最先被心理学家用来研究知觉或描写空间组织，

完形心理学家认为知觉场总是被分为图形和背景

两个部分。Ｔａｌｍｙ①和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等认知语言学家
继而提出，图形－背景不但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
本认知原则，也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

认知原则。图形和背景的感知是人类体验的直接

结果，两者具有可转换（Ｆｉｇｕ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ｗｉｔｃｈ）的
重要特性。例如句法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

互转。再如：

（１６）ａ．正处在严冬寒夜中的加拿大
耶洛奈夫镇，人们都还在熟睡之中，……

他猛然抬头一望，只见尚未破晓的天空

里，出现了一团耀眼的火球，后面还跟着

许多小星星 ……（ｃｃｌ：＼当代＼报刊＼作
家文摘＼１９９４＼１９９４Ｂ．ＴＸＴ）

ｂ．…… 猛然，他抬头一望，只见尚
未破晓的天空里，出现了一团耀眼的火

球，后面还跟着许多小星星 ……

根据经验可知，人的注意力有主次之分：注意

的焦点部分，即“图形”是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

中突出的部分；另外一些次优势、不突显的成分则

构成“背景”，背景可以衬托或突出图形。（１６）ａ
的“猛然”用于主谓之间，修饰谓词的动作行为，

表示突然性时间，激活的是一个在感知上比周遭

环境和人物更显眼的情景，构成“图形”。（１６）ｂ

的“猛然”移动到了两个小句之间，表示从上文的

情况来看，下文发生的情况来的非常突然。表时

间短暂为虚，表情况的逆转为实，前后两种情况的

意外逆转使得语篇的转折性衔接尤其强烈。下文

所引发的情景围绕它组织起来，并为它提供一个

环境，是为“背景”。（１６）ａ反映了较小的，在时
间上被包容的事件，是有界的。（１６）ｂ则催生较
大的，在时间上可包容的事件，相对而言是无界

的。当图形和背景这两个角色互换之后，它们所

表达的语义侧重也随之调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总是会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

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图形－背景的转换创
生了认知上的主观选择。可见，正是说话人对事

件描写的识解方式的切换，产生语言组织结构中

图形－背景的转换，并导致副词以句法移位为基
础的语义转变。很显然，这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

观是一致的，语义不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

与客观的结合，即意义是概念化的产物，概念结构

的形成与识解方式密切相关。

其三，“自主－依存”结构关系为副词的隐性
移位提供认知解释。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②根据突显的程度
性和层级性定义了语言结构的“自主－依存”关
系。认为自主依存关系具有普遍性，在语言各层

面都存在自主－依存结构，如辅音依附于元音，副
词依附于动词等情形。再如介词短语 ｏｎ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ｏｎ是一个依存结构，包含一个图式性的详
述位（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ｅ－ｓｉｔｅ）次结构，侧显的是关
系，决定整个结构式为介词短语。ｔｈｅｔａｂｌｅ是一
个自主结构，它对详述位做精细化描写。副词隐

性移位形成的副名组配也是一个自主－依存结
构，试以“很男人”为例做简要分析。

如图２所示，“很男人”是一个“修饰语－语
核”式的依存型概念，名词“男人”虽然具有相对

稳定独立的语义元素，［人类］＋［雄性］＋［成年］，
表示根据性别和年龄等维度对人的归类，具有类

别 义，但 是 其 语 义 内 涵 却 是 不 饱 和 的

（ｕｎｓａｔｕａｔｅｄ），可能隐含着若干待填入或解释的空
位，需要修饰语中的副词“很”来起到详述位的作

用，从而使语核得到精细化解释。副词“很”是一

个典型的程度副词，表示深浅、大小、高低、轻重、

强弱、长短、多少等各种不同范畴的程度，具有量

度义，可以侧显关系，激活交际事件中的说话人和

３８１

①

②

ＴａｌｍｙＬ．Ｆｉｇ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Ｊ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ｏｌ．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６３２．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ｖｏｌ．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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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人对现实语境的匹配。因此，当看到魁梧健

硕的施瓦辛格，人们不禁会感叹他“很男人”；当

听到勇敢的消防队员献身扑火的新闻报导，人们

也会赞叹他们“很男人”。前者激活的是男性孔

武有力的外形特征，后者彰显的是男性果断勇敢

的行为品质，副词“很”使得这些特征或气质在

“男人”这一基体语义中被提升到一定程度，由此

形成具有特殊显著度的次结构，即侧显。又如，

图２　依存结构 “很男人”（改自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７：２６３）

（１７）我们有电影叫“非常爱情”，有

话剧叫“非常球事”，有电视节目叫“非

常男女”、“非常档案”，有报纸专栏叫

“非常男人”，有一种饮料叫“非常可

乐”。（ｃｃｌ：＼当代＼ＣＷＡＣ＼ＡＬＪ００４２．ｔｘｔ）
例（１７）显示，副名组合式的副词隐性移动现

象使用频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具有较为鲜明的

时代特色，在电影、电视、话剧、报纸等新型媒体和

纸媒中均有出现，还涉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看来，语义结构以意象为
基础，对同一情景的不同识解方式产生不同的语

言表达式。语言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事

体或事件，我们对客观世界所做出的种种主观识

解也是语言描述的重要内容。语言的编码与识解

相互依存，所选择的语言结构既取决于对情景的

识解，也体现了该情景的具体识解方式。副词隐

性移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即尽量以越少的

实体形式表达越多的意义内容①，从而形成一种

流动的（ｆｌｕｉｄ）、灵活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即时的（ｏｎ－ｔｈｅ
－ｓｐｏｔ）语言创新现象②。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ｂ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ＡＯＳｈｕａｉ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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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ｂ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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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ｎｏｎｍｏｂｉｌｅ，ｗｈｉｌｅｏｔｈｅｒａｄｖｅｒｂｓｃａｎｂｅｓｈｉｆｔｅｄｏ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ｏｒ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ｏｖｅ．Ｔｈ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ｂｓｍａｙ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ｒｆｒｏｍｉｎｔｒａ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ｙ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ｅ
ｍｅｒｇ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Ｉｔｉｓｃｌａｉｍ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ｍｏ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ａｄｖｅｒｂ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ｍｉ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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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谢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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