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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受到限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以往研究多从韵律来进行解释$但单双

音节动词在指称化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对立差异% 单音节动词指称性弱$指称化难)双音节及多音节复合动词指称性

强$指称化易% 在需要指称化的句法结构中$单音节动词由于不能指称化而受到限制$不能使用$而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可

以使用% 单音节动词指称化受限的原因又与汉语词法(句法特征密切相关% 其中$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词法结构中存在

"词内句法结构#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单音动词)复合词)词长)指称化)构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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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问题的提出

指称既是名词性成分的功能#也是动词性成

分的功能) 动词性成分用来表示指称用作名词被

称为非范畴化!

) 动词性成分通过各种形式可以

实现指称化#指称化分固有和临时两个层面#固有

指称化在词汇层面完成#临时指称化在句法层面

实现) 如!

!%" 盖-盖子*印-印儿*奔-奔

头08AB.7X8AB.7A?*L7'9XL7'99(/C*A&E.B8AX

A&E.B8'?$

!!"编辑*导演*管家*藏书!他的藏

书"*回信!收到了你的回信"*炒肉丝

!来一碗炒肉丝"*护膝$

! * " B?CEAXB?CE>A/8* B..'>9@(L7XB.X

.'>9@(L7>A/8*A&E.B8AXA&E.B8('/*B.8XB.8('/$

第"%$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转指#且形态上

发生变化/第"!$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转指#形态

上不发生变化/第"*$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自指#

形态发生变化) 这三类动词的指称化在词汇层面

实现#动词转变成了名词)

有些动词在句子中临时用来表示指称#暂时

获得指称功能#如汉语中动词大量用作主语*宾

语*定语*中心语等非谓词性句法功能的现象#如!

!5B"打架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5["她动不动对家人加以毫无意

义的折腾$

此处%打架&%折腾&在词库中仍然是动词#在

句子中临时用作了指称) 郭锐把词语在句中所实

现的%指称& %陈述& %修饰&等意义称为%表述功

能&#并指出表述功能有内部表述功能与外部表

述功能之分) %内部表述功能是词语固有的功

能&%外部表述功能是词语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最

终实现的表述功能&

"

) 此处%打架&%折腾&的内

部表述功能为陈述#外部表述功能为指称)

%内部"固有$&与%外部"临时$&两个层面的

指称化对应词汇与句法两个层面的指称化) 词汇

层面实现的指称化为内部"固有$指称化/句法层

面实现的指称为外部"临时$指称化) 把指称化区

分为词法与句法两个层面能较好地说明指称化与

名词化的关系) 如果动词在词汇层面发生了指称

化#则表明该动词实现了名词化/动词仅在句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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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生了指称化#不一定实现了名词化#如上述%打

架&%折腾&在词汇层面仍然是动词#只是在具有指

称性功能的句法位置临时被赋予了指称的语义值)

主宾语*定语*方位结构*数量结构等表示指称的句

法环境#往往能够给动词以指称功能的赋值)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使用

受到限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以往研究多从韵律来

进行解释#本文通过探讨单音节动词在指称化方

面的特点#对比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复合动词在

词法与句法层面指称化实现能力的差异#揭示单

音节动词指称化难以实现导致的在句法结构中使

用受限的内在机制) 而单音节动词难以指称化又

与汉语词法*句法特征密切相关)

二3单音节动词在指称等级序列中的

表现

陆丙甫通过对及物动词的谓词宾语的指称性

进行测试#发现句子中不同类型动词的宾语的指

称化程度不同) 模态动词"应该,愿意$的宾语没

有发生指称化*真谓宾动词"以为,觉得$的宾语

指称化程度最低*一般谓宾动词"开始,继续$的

宾语具有不同程度的指称化*准谓宾动词"进行,

加以$"假谓宾动词$的宾语没有发生指称化#因

为其宾语原本就是指称性的) 我们根据陆文的测

试归纳为如下指称化等级 _

!

"为了称说方便#标

为_$!

模态动词宾语k真谓宾动词宾语k一般谓宾

动词宾语k准谓宾动词"假谓宾动词$ "指称化等

级由低到高$)

动词的指称化等级 _是对特定句法位

置+++宾语位置的谓词的指称性进行测试得出的

结果) 该结果显示#动词充当宾语时#具有指称

性#但宾语动词的指称化强度随着谓语动词的类

型差异而有所不同) 指称化等级 _测试了宾语

位置谓词的指称化强度差异)

吴怀成指出!%指称化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

程) 动词的指称性具有等级差异) 动词的指称义

可分为概念指称义*具体事件指称义*类事件指称

义和物化事件指称义) 这些指称义分别对应于动

词向名词功能漂移的不同阶段)& 吴文所排列的

指称义等级差异"标为W$为"

!

概念指称义k具体事件指称义k类事件指称

义k物化事件指称义"指称性强度由低到高)$

指称义等级 W是对指称义意义本身强度进

行的等级分类) 概念指称义的指称性最低#物化

事件指称义的指称性最高)

用这两个指称强度等级序列对单双音动词的

指称性强度进行测试可以看到#单音动词与双音

复合动词的表现具有对立性)

!一"用$指称化等级_%测试

根据陆丙甫的研究#从模态动词宾语到准谓

宾动词宾语"假谓宾动词$#其指称性强度越来越

高#准谓宾动词宾语的指称性最高) 单音节动词

能充当其他三种宾语#不能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

语#如表 %) 而双音节复合动词能够充当四种动

词的宾语) 可见#单音单纯动词与双音复合动词

在充当假谓宾动词宾语上存在对立差异) 指称化

等级_中#假谓宾动词宾语与其他三类宾语在指

称化强度上差距最大#其他三类宾语存在指称化

强度大小的差异#是量的差别/假谓宾动词宾语自

身就是指称性的#是质的区别) 单双音节动词在

其他三种宾语位置和谐#在假谓宾动词宾语位置

对立#说明单双音节在一定句法条件下都可以发

生一定程度的指称化#但如果要发生质的变化#转

变为指称性的名词#则只有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

可以#单音节动词不可以)

表 %3单双音节动词充当宾语的差异

谓宾类型 单音节动词 例句 双音复合动词 例句

模态动词宾语
0

应该唱#愿意说
0

应该歌唱#愿意诉说

真谓宾动词宾语
0

以为唱#打算说
0

以为歌唱#打算诉说

一般动词宾语
0

开始唱#继续说
0

开始歌唱#继续诉说

准谓宾动词宾语

"假谓宾动词宾语$

! '

进行唱*

'

加以说
0

进行歌唱#加以诉说

#*%

!

"

陆丙甫!'基于宾语指称性强弱的及物动词分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年第 #期)

吴怀成!'关于现代汉语动转名的一点理论思考+++指称化与不同层面的指称义(#'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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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二"用$指称义等级W%测试

根据吴怀成的研究#概念指称义指动词作为

一种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即它所代表的概念)

如%吃是一个及物动词#也是一个二价动词&

!

#所

有动词都有概念指称义) 类事件指称化是动词所

代表的事件类型的指称化) 如主宾语位置上的光

杆动词常表示类事件#这时它表达的是类事件指

称义) 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短语和以领格引导的

动词或动词短语在做主宾语时#如果表示的是一

个有界的事件#则通常表达的就是具体事件指称

义) 做主宾语的动词#如果失去动词的基本语法

功能与语法特征#同时带上一些名词性特征#如形

容词定语*数量或指量修饰语等#则说明它们已经

成为一个%真正&的名词) 这时它所表达的就是

物化事件指称义)

表 !3单双音节动词指称义类型的差异

指称义类型 单音节 例句 双音节 例句

概念

指称义
0

吃是一个及物动词#也是一个二价动词)

0

离婚是一个离合词)

具体事件

指称义
0

立即去北京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0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

变化)

类事件

指称义
0

他这个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0

垃圾处理已成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中的紧迫

问题)

物化事件

指称义
!

'

本月的这次调#已是上海实施最低工资

保障制度 %%年来的第 %*次)

'

为了这输不起的高原测#许多球队早早

飞到昆明#放弃一切基本训练#专供体能)

0

本月的这次调整#已是上海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 %%年来的第 %*次)

为了这输不起的高原测试#许多球队早早飞到昆

明#放弃一切基本训练#专供体能)

33单双音节动词在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上出现

对立#如表 !) 单音节动词不能表示物化事件指

称义#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能表示物化事件指

称义)

以上测试表明#在句法层面#单音节动词不能

出现在假谓宾动词宾语的位置充当宾语#也不能

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而双音节动词可以) 单音

节动词在句法层面难以实现自指指称化#名词化

受限)

三3单音节动词在词汇层面指称化受

限的表现

词汇层面的指称化最终都实现了名词化#实

现了词类的转化) 现代汉语动词词汇层面的名词

化有自指和转指两种类型#%自指&是%名词化造

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性成分所指相

同&#是单纯的词类的转化#语义保持不变) %转

指&是%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

性成分所指不同&#既有词类转化#所指也发生

变化"

)

!一"从转指来看

动词转指名词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加缀

派生法/一是零位派生法) 汉语中#动词兼采用加

缀派生与零位派生法) 从词长来考察#单音节短

动词转指多采用加缀派生法#而双音节或多音节

动词多采用零位派生法#如!

!"" 猎,猎人*爱,爱人0编,编者*

作,作者0想,想头*响,响头

以上单音动词添加后缀后转指成名词#后缀

不能省略)

双音节或多音节谓词转指时省略更加多

见#如!

!#"监护,监护人*被害,被害人*候

选,候选人0单身,单身汉

多音节谓词性短语由动作转指动作结果时#

采用零位派生#如!

!1"炒肉丝*蛋炒饭*肉夹馍*鸡蛋

灌饼*宫保鸡丁

1*%

!

"

吴怀成!'关于现代汉语动转名的一点理论思考+++指称化与不同层面的指称义(#'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年第 !

期)

朱德熙!'自指与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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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中有些添加后缀%子&的单音节动词#当

转指工具时可以省略后缀#如!

!+" 盖,盖子*拍,拍子*套,套子*

钩,钩子*扣,扣子

%把盖盖上)& %我的拍呢,& %掉了一粒扣)&

以上例句中%子&尾后缀均省略#仍然可以表示转

指名词义) 但不是所有转指工具的单音节动词其

后缀%子&尾都可以省略) 如%撑子,

'

撑*对子,

'

对*码子,

'

码&等)

不管从类型还是数量来看#单音节动词添加

表示转指义的后缀名词化后#其后缀的省略难度

更大)

王冬梅讨论汉语动词转指的语义类型时提到

了一个现象#她指出!%-动词f词缀.转指名词时#

动词可以是单音节的#如-编者*作者.等#也可以

是双音节的#如-教练员*办事员.等) -双音节动

词f词缀.转指名词时#很多词缀都可以省略#变

成双音节词直接转指名词) 如!裁判员+++裁判/

指挥员+++指挥/司令员+++司令) 而-单音节

动词f词缀.转指名词时#词缀不能省略) 这说明

单音节动词和词缀的结合比双音节动词和词缀的

结合紧密#也就是说#-单音节动词f词缀.转指名

词时词汇化程度比-双音节词f词缀.转指名词的

词汇化程度高)&

!王冬梅从词根词缀结合紧密

度*词汇化程度来说明单音节动词必须加词缀而

双音节动词可以省略词缀的现象) 我们认为#单

音节动词的指称性弱#要实现转指需要增加一个

音节变成双音节#而双音节动词本身已有两个音

节#因而省略词缀音节也可以实现转指#这说明#

双音节形式是转指名词化基本的词长形式)

!二"从自指来看

现代汉语中兴起了一些构词能力强的后缀#

它们常后置于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使其转变为

名词#实现自指名词化#如%性&%热&%风&等)

!6" 创造性*积极性*微创性*原创

性*无菌性*尝试性*发展性

!%$" 购房热*换购热*养鸡热*换车

热*出国热*考研热*培训热

!%%"抢购风*吃喝风*赌博风*自驾

风*偷盗风*补习风*办酒风

上述后缀置于单音节动词后使之实现自指名

词化的较少#如%

'

偷性&%

'

盗热&%

'

吃热&%

'

喝风&%

'

抢风&等都不成立)

英语中动词发生自指名词化时#一般单音节

动词采用零位派生法#而多音节动词多采用加缀

派生法)

名词后缀主要加在双音节或多音节后#如!

A&E.B8('/ "X8('/$* &(L8E?[B/.A"XB/.A$*C'ZA?/>A/8

"X>A/8$等)

零位派生法多针对单音节动词#如:B@0"7BZA

B:B@0$*@BEC7" 7BZAB@BEC7$*@''0" 7BZAB@''0$

等) 类似的还有 7BZAB8?;* 7BZAB?AL8* 7BZAB

&?(/0) 双音节也可以零位 派 生# 如 7BZAB

LE?9?(LA#但音节越长#零位派生越难/同理#音节

越短#加缀派生越少)

加缀派生是通过词法的形式标记为名词#零

位派生通过句法形式#如加冠词*充当主宾语等句

法形式标记其名词性) 可见#英语中的单音节动

词也可以实现名词化#但词汇层面的加缀派生多

选择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而加缀派生是更为彻

底的名词化)

英语中的单音节动词自指名词化不如多音节

动词自由#而在现代汉语中#自指名词化对单音节

动词的限制性更加显著) 据李小雪考察#'现代

汉语词典"第五版$(单音节动源名词约有 "$ 个#

通过对这 "$个动源名词进行分析#发现大都是转

指名词化产生的名词"

) 汉语中动词自指非形态

变化名词化很少在单音节动词中发生) 自指名词

化产生的名词很少)

四3单音动词在句法层面指称化受限

的表现

!一"充当名词性句法功能

%)光杆形式充当主语

单双音节动词都能够充当主语#汉语动词性

成分充当主语时#该动词性成分不与谓语动词发

生施动关系#具有话题的性质#谓语通常为系动

词*能愿动词*变化动词等) 如!

!%!"有这么一个高层的父亲#学习

不过是个形式$ ,,应当明确#学是为了

+*%

!

"

王冬梅!'动词转指名词的类型及相关解释(#'汉语学习(!$$5年第 5期)

李小雪!'单音节动源名动兼类词初探(#'现代语文(!$$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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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但干不能代替学$

动词%学习&与%学&充当主语#谓语为系动词

%是&) %学习&%学&与动词%是&之间不发生施动

关系)

!%*"根据我的经验#练习可以增进

记忆力#不管老少都如此$ ,,唱歌需要

练#练才能提高发声的技巧$

动词%练习&%练&充当主语#谓语由能愿动词

与行为动词构成#%练习&与%练&与谓语动词%增

进&%提高&不发生施动关系#施事为某人在句中

没有出现) %练习& %练&可以解读为话题) 其后

可以补出主语%我们&) 话题可以由小句*动词性

成分*名词性成分充当#由于话题不与谓语动词发

生施动关系#话题既可以是陈述性成分#也可以是

指称性成分)

单双音节动词在充当主语上只存在频率上的

差异#双音节动词充当主语的频率比单音节动词

高) 从随机抽取的 %$$例动词充当主语的例句来

看#谓语动词为系动词%是&的句子抽取 "$ 例#单

音节动词作主语的例句仅 * 例/谓语动词为

%"才$能&的动词作主语的句子抽取 "$ 例#单音

节动词作主语的例句仅 #例) 单音节动词充当主

语的频率远少于双音节动词或多音节动词)

!)充当宾语

单音节动词不能光杆充当体宾动词和准谓宾

动词的宾语#双音节动词可以) 如%学习&%练习&

可以作准谓宾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学& %练&不

能) 如!

进行学习,练习2

'

进行学,练/通过学习,练

习2

'

通过学,练)

下面列举几个%学&%学习&的例句)

!%5"我们要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

会的精神进行认真深入的学习!

'

学"$

!%""见小丽的枕头下放着课本#我

问&.练滑冰影响学习!

'

学"吗1/

两个例句中#双音节动词%学习&充当了%进

行&%影响&的宾语#而替换为单音节动词%学&皆

不能成立) 这里的动词为准谓宾动词"假谓宾动

词$#陆丙甫指出假谓宾动词的宾语是指称

性的!

)

!%#"通过学习!

'

学"#各级干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

提高$

双音节动词%学习&充当了介词%通过&的宾

语#替换为单音节动词%学&不能成立) 介词介引

的是一个指称性成分)

在汉语动词用做主*宾语表示指称这一问题

上#学界经常把主宾语并提用来说明动词的名词

化或指称化#其实主宾语对于验证动词的名词化

来说具有较大区别)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单音

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在充当主语时表现

为不对称性#而在充当宾语时则表现出对立) 动

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有的不与谓语动词发生施

动关系#如充当话题#而充当话题的动词不需要进

行指称化功能赋值) 动词性成分作体宾动词与准

谓宾动词的宾语时#动词性宾语与谓语动词发生

支配关系#宾语动词处在一个指称性句法环境中#

需要进行动词的指称功能赋值) 总之#从上述考

察也可以看出#单音动词与双音及多音动词在充

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时表现出对立#即单音节动

词不能出现在准谓宾动词宾语位置#而准谓宾动

词的宾语是指称性的)

*)充当定语和中心语

在粘着式定心结构中#单音节动词不能直接

作定语#双音节动词可以) 以%学习,学& %练习,

练&为例!

!%1"练习本*练习题*练习册0学习

卡*学习量*学习桌

'

练本*

'

练题*

'

练册0

'

学卡*

'

学量*

'

学桌

练习次数*练习时间*练习方式0学

习成绩*学习效率*学习场所

'

练次数*

'

练时间*

'

练方式0

'

学成绩*

'

学效率*

'

学场所

在粘着式定心结构中#单音节动词不能直接

作中心语#双音节动词可以) 如!

!%+"步伐练习*双人练习*综合练

习0理论学习*语文学习*业余学习

'

步伐练*

'

双人练*

'

综合练0

'

理论学*

'

语文学*

'

业余学

在粘着式状中结构中#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

直接修饰中心语) 以%学习,学&%练习,练&为例!

6*%

!陆丙甫!'基于宾语指称性强弱的及物动词分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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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刻苦学习*勤奋学习*自主学

习0刻苦练习*勤奋练习*精准练习

常学习*多学习*晚学习0常练习*多

练习*晚练习

!!$"苦学*勤学*自学0苦练*勤练*

精练

刻苦学*勤奋学*自主学0刻苦练*勤

奋练*精准练

单双音节动词在定心结构与状心结构中的对

立差异表明了单双音节动词指称性强弱的差异)

状心结构为陈述性结构#状语与动词中心语表示

陈述功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不需要发生指称化#

因而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进入该结构) 定心结构

为指称性结构#定语与中心语具有指称性#进入该

结构位置的动词要发生指称化#单音节动词不能

进入该结构中#说明单音节动词不能在该结构中

激活指称功能)

!二"与方位词$中%组配

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与方位词%前& %后&组

合构成表示时间的方位结构)

!!%"说前,后*跑前,后*笑前,后*

写前,后*买前,后

说笑前,后*奔跑前,后*谈笑前,后*

书写前,后*买卖前,后

但单音动词不能与方位词%中&组合构成表

示时间的方位结构#而双音动词可以) 如!

!!!"

'

说中*

'

跑中*

'

笑中*

'

写

中*

'

买中

说笑中*奔跑中*谈笑中*书写中*买

卖中

方位词%前&%后&%中&都既能与名词组合又

能与动词组合#与名词组合表示空间#与动词组合

表示时间) 但%中&在与动词组合表示时间时#单

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出现了对立) 这种对立体

现了单双音节动词指称化功能的对立)

%中&与%前& %后&同为方位词#其概念差别

在于#%前&%后&表示%正面所朝的方向&%背面所

朝的方向&"'现代汉语词典("55 页*%$5$ 页$#是

二维空间概念#%中&表示%范围内& %内部& "'现

代汉语词典( %#6* 页$#是三维空间概念) 相应

的#% D̂前,后&表示以 D̂为起点无终点或以 D̂

为终点无起点的单向时间段"如%奔跑前,奔跑

后&$/% D̂中&表示由 D̂构成的有起点有终点

的时间段"如%奔跑中&$#由起点和终点包围构成

的时间段是离散的*可数的事物#如%一次奔跑

中&%奔跑这一过程中&#而只有起点或只有终点

的时间段为连续的*不可数的事物#如%

'

一次奔

跑前,后&%

'

奔跑这一过程前,后&) 强离散性表

现为强空间性#弱离散性表现为弱空间性/强空间

性表现为强指称性#弱空间性表现为弱指称性)

可见#% D̂中&为强指称性结构#进入该结构要求

激活动词的指称功能) 单音节动词不能进入#说

明单音节动词的指称功能不能激活)

!三" 与数量,指量短语组配

单音动词不能与动量词%场&和时量词组合#

而双音动词可以)

!!*"

'

一场说*

'

一场跑*

'

一场

笑*

'

一场写*

'

一场买

一场演说*一场奔跑*一场谈笑*一

场书写*一场买卖

!!5"

'

一小时说*

'

一小时跑*

'

一小时笑*

'

一小时写*

'

一小时买

一小时演说*一小时奔跑*一小时谈

笑*一小时书写*一小时买卖

%场&常组配事件名词#如%一场晚会& %一场

研讨会&%一场婚礼&等#事件名词%晚会*研讨会*

婚礼&等虽具有时间性#但从词类功能来说是名

词#所以%一场 GD&是指称性结构) 单音节动词

不能出现在该指称性结构中#表明单音节动词的

指称功能不能被激活)

时间量词也常与事件名词组配#如%十分钟

早餐*一小时雨*一小时会议&等) 数量短语修饰

动词构成的仍然是定心结构#为指称性结构#进入

该结构动词的指称功能需要激活#而单音节动词

激活受限)

由"一$至"三$可以看出#上述表示指称性

的句法结构中#单音节动词都不能进入#这些事

实表明#汉语单音节动词在句法层面指称化受

到限制)

五3单音动词指称化受限的原因探讨

!一"已有观点

学界已注意到汉语单音节动词名词化受限这

一现象) 如张国宪认为#单音节动词动性强#适于

陈述#双音节动词动性弱#不仅可以用于陈述#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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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于指称!

) 张建军指出大多数双音动词本

身都能够自由地实现指称化#而单音动词以及能

愿动词*形式动词*判断动词*领属动词等少数几

类特殊动词在指称化过程中则具有标记性"

) 朱

德熙和沈家煊在论述虚义动词宾语时谈到了单双

音节动词名词化的差异) 朱德熙指出了单音节动

词不能成为表示动作的名词性成分#但没有解释

为什么单音节动词不能成为表示动作的名词性成

分"纯名词或名动词$

#

) 沈家煊在解释为什么不

能说%

'

进行第三次打,调&而可以说%进行第三

次打击,调整&时指出#按照%名动包含&说#单音

的%打&%调&是动强名词#双音的%打击& %调整&

是动弱名词#但没有更进一步解释单音动词动强

名弱的原因$

)

以上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但没有解释

为什么双音节是动词转化为名词的必要条件) 吴

怀成首次进行了解释#指出%单音节动词无法向

名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单音节动词大多是一个多

义范畴#无法激活一个事件框架&) 本文赞同吴

文所说的%无法激活一个事件框架&#但不同意

%单音节动词大多是一个多义范畴&导致无法激

活事件框架的观点) 根据吴文的统计#%在 "!+

个单音节动词中#有 !%# 个动词具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义项#占全部单音节动词中的一半&

%

)

用仅占一半的数据来说明全部事实恐怕缺乏说服

力) 另外吴文认为单音节%读&因为多义很难指

称化#举了以下例句!

!!""

'

他每天都读书#读已经成了

他的一个好习惯$

但如果换一个也是多义的单音节动词%吃&#

合法度要高一些#如!

!!#"他每天都吃很多零食#吃已经

成了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例句"!"$之所以被认为不好也是因为%读&

常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带宾语#没有宾语会产生突

兀感#而不是因为它的多义性) 况且%读&的多义

分化并不显著) 例句"!1$ "!+$中的谓语动词为

%成为&#%读&%吃&等单音节动词相当于话题#后

可插入%这&#如!

!!1"他每天都读书#读#!这"已经

成了他的一个好习惯$

!!+" 他每天都吃很多零食#吃#

!这"已经成了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因为不与%成为&构成施动关系#没有发生指

称化#这一类句子是可以成立的)

!二" 本文的观点

本文认为单音节动词不能激活一个事件框架

的原因在于汉语句法的非独立性以及汉语词法的

特点) 汉语句法不具独立性#句法规则依赖语义

语用) 刘丹青指出!%汉语句法的独立性太弱#难

以建立独立于语义*语用而相对自主的句法体系)

具体地说#一#汉语句法的显性形式标志较少而且

使用中缺少强制性#许多范畴不得不借助于语义

语用来建立/二#汉语语法中仅有的形式手段即语

序虚词#往往既表句法又表语用或语义#顾此难免

失彼)&

&汉语动词在句法中实现指称化也依赖于

首先满足指称义的语义基础) 激活事件框架及获

得指称化所需要的空间性语义基础)

而汉语词语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双音节及多音

节词具有词内句法关系) 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能

够激活一个事件框架#而单音节动词无法激活一

个事件框架) 汉语词法结构的独特性表明#汉语

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或多音节复合动词的区别#

不仅是词长的区别#更是内部结构的区别)

董秀芳在论述汉语词语双音化的来源时指

出!%从共时来看#汉语复合词与句法结构具有明

显的同构性#复合词的五种主要结构方式正对应

于短语的五种主要类型)& %从历时角度考察#复

合词在来源上与句法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因而#

复合词可以说是词语与句法的一个界面"(/8A?X

PB.A$)&%复合词来源于短语)&

'黄月圆指出复合

词的两种来源#一种来源于句法#另一种来源于词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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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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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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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宪!'%动f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中国语文(%6+6年第 *期)

张建军!'单音动词指称化的标记模式及其类属问题(#'社会科学论坛(!$%*年第 #期)

朱德熙!'现代书面汉语里的虚化动词和名动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年第 %期)

沈家煊#张姜知!'也谈形式动词的功能(#'华文教学与研究(!$%*年第 *期)

吴怀成!'单音节动词的类事件指称化(#'海外华文教育(!$%% 年第 5期)

刘丹青!'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 +++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语文研究(%66"年第 !期)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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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董秀芳总结%汉语最早的复合词产生于句

法) 在那时还没有复合词造词法#当复合词不断

地从句法中衍生出来之后#复合构词法就产生了#

这以后复合词就可以不通过句法而独立地创造出

来了) 把范围定在双音词情况也是如此&

"

)

不管是最初产生于句法的复合词还是后来根

据复合构词法创造的词法复合词#复合词都具有

与短语同构的句法关系#正是这种句法关系能够

激活一个复杂事件框架使双音节动词能够实现指

称化)

汉语复合动词有五种主要类型#^̂ "争吵$*

O "̂地震$*Î "空袭$* ĉ"提高$* V̂"毕业$#五

种结构类型与汉语主要句法结构类型同构) 词内

句法关系激活了事件框架)

动宾结构 V̂) 如 %毕业&#由动词性语素

%毕&与名词性语素%业&构成支配与被支配的语

义关系#动作%毕&指向%业&这一论元#激活了%结

束学业&这一事件)

主谓结构 O )̂ 如%地震&#动词性语素%震&

与名词性语素%地&构成陈述与被陈述的语义关

系#动作%震&指向%地&这一论元#激活了%大地震

动&这一事件)

偏正结构 Î ) 以%空袭&为例) 动词性语素

%袭&与名词性语素%空&构成限制与被限制的语

义关系#动作%袭&指向%空&这一论元#激活了

%在,从空中袭击&这一事件)

述补结构 ĉ) 如%提高&#动词性语素%提&

与形容词性语素%高&构成补充与被补充的语义

关系#动作%提&指向%高&这一补充性论元#激活

了%向上提升达到一定高度&这一事件)

并列结构 ^̂ ) 如%争吵&#由词义近似的两

个动词性语素%争&与%吵&构成相互并列的语义

关系#由动作%争&指向动作%吵&#激活%争与吵&

这一事件)

根据N?'P8对简单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的概

括可知#事件是一个复杂概念#由动作与它的各种

论元构成一个事件框架#

) 这是从静态的语义层

面说的) 句法层面指称化是一种动态的使用规

则) 一个单音节动词在静态层面即使表示一个复

杂概念#具备潜在事件框架#但因为不能激活动作

对潜在的论元支配关系#所以不能在句法层面表

示事件框架#而双音节动词由于词内句法关系#能

够激活动作对论元的支配或影响#构成一个事件

框架) 获得事件框架解读#使该词在语义上具有

时间性的同时也获得了空间性#从而获得了指称

化的语义基础)

考察中发现#并列式动词句法平面的指称化

最为普遍) 如 ^̂ 结构类双音节动词基本上都能

充当%进行&或%加以&的宾语) 取北京大学 NN_

语料库中一部分包含%进行&的语料对其宾语加

以统计#宾语频次出现不少于 *$$次的如下!调查

! *"#*检查 % $+"*研究 % !#"*改革 % !!%*合作

% $$**分析 +***监督 ++6*访问 +%#*调整 #+#*管

理 "+$*清理 5"$*修改 5$%*比较 56$*改造 516*交

流 5*6*处理 *#6*斗争 *5+*审查 *"1*教育 *%")

这些复合词都是 ^̂ 结构类)

MB@>;提出了宏事件的概念#宏事件是%语言

的概念组织之下的一种事件复合体#这种复合体

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 %宏事件是一种上层关

系#通常包含两种简单事件及简单事件之间的关

系#即主事件与副事件)&

$并列复合动词由两个

表示动作意义的结构成分构成#每个表示动作的

语素构成一个独立事件#因此并列结构由两个独

立事件复合而成) 两个独立事件构成更加显著的

事件框架#因而指称化更加容易)

结语

首先#单音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使用受到

限制#如形式动词宾语*方位结构*定中结构等)

受到限制的原因学界已从较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从指称性角度进行的探讨较少#且尚未深入)

其次#单音节动词难以实现名词化是汉语学

界早已观察到的一个语言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产

生的原因研究不多#从认知视域下的事件框架模

型进行解释具有启发性) 本文从词法结构对事件

框架视域下的解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汉语具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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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高再兰#等!单音动词指称化受限的表现及成因

较为独特的词法结构#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

音节动词之间不仅具有词长的区别#更有结构上

的内在区别) 双音节及多音节复合词具有与短

语*句子同构的主谓关系*述宾关系*偏正关系*述

补关系*联合关系等句法关系) 而这一特征是英

语等印欧语言中不具有的#这也表现了汉语单音

节动词在自指名词化方面不同于其他语言的

特点)

最后#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指

称化功能的差异也表明词长与词的功能之间的相

关性#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刘丹青!

#他首次

提出了词类与词长的相关性这一概念#并调查了

名词与动词的词长差异) 词长与词类的差异不仅

存在于名词与动词之间#也存在于其他词类之间)

高再兰"从类型学视角调查了介词与连词之间的

词长差异与功能差异之间的关系) 词类与词长具

有相关性是许多语言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 当

然#量词与名词*形容词与副词*性质形容词与状

态形容词*语气词与叹词等词类之间词长与功能

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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