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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角色视角下的“Ｖ满”类主宾互易句
韩超

（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语言工程与认知计算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从名词视角出发，借助物性结构理论框架，考察“Ｖ满”类主宾互易句互易的内在语义基础，并发现互易的Ａ
式Ｂ式动词充当前后“器”“物”名词的物性角色分布各有特点。此外，Ａ式存现句话题名词的空间构成属性凸显，在场
景和空间描述语篇中表现为“整体—部分”的切镜头视角；Ｂ式中话题名词的强势搭配使充当其行为角色的动词，投射在
一般动结式语义上通常表现出使成性、动态性及时间上的特指性，呈现“部分—整体”的慢镜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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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汉语中存在一类特殊句法现象，即主语和宾

语调换位置后，句法依然成立且句子所表示的基

本语义相近，如：

（１）ａ．小李喝醉了酒①　ｂ．酒喝醉了小李
（２）ａ．房间挤满了人　ｂ．人挤满了房间
从结构形式上说，李宇明称之为“主宾互易

句”②，宋玉柱称之为“可逆句”③。例句（１）（２）表
明，汉语中能够构成主宾互易现象的包含动结式，

如“喝醉”“挤满”。但并非所有动结式都能构成

主宾互易，如（３ａ）（４ａ）中主宾互换位置后，句子
语义则不能成立。

（３）ａ．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宁静　ｂ．树林中
的宁静打破声音

（４）ａ．热水烫坏了桌子　ｂ．桌子烫坏了
热水

包含动结式“Ｖ满”的主宾互易句是一类特

殊成员，因其所构成可逆的两个结构式体现出存

现句和一般动结句之间的互动关联。本文以“Ｖ
满”类主宾互易句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如下

两个问题：１）主宾互易实现的内在语义基础是什
么；２）主宾互易的两个结构式在句式语义和语用
功能上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差异。

（一）动词视角出发对该结构的研究

税昌锡、邵敬敏曾将结构式中“Ｖ满”相关的
前后名词性成分以“器”“物”分别④。李虹、齐沪

扬也沿用容器、容物的说法，指明可以主宾互易的

“Ｖ满”结构在形式上构成存现句和使动句两种
句式，前者是状态句，后者是事件句⑤。我们姑且

将形如例（２ａ）“Ｖ满”类结构称Ａ式，表达式记为
“Ｎ器＋Ｖ满（了）＋Ｎ物”，将形如例（２ｂ）结构称 Ｂ
式，表达式记为“Ｎ物＋Ｖ满（了）＋Ｎ器”。

已有研究多从动词视角进行考察。如对“Ｖ
满”中的动词语义特征的研讨（如王红旗⑥，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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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邵敬敏①，沈敏、郭珊珊②，易查方③），考察到

与“满”组合搭配的动词具有［＋附着］、［＋填充］、
［＋铺展］的语义特征。在“Ｖ满”前后主宾互易的
原因和条件问题上，李虹、齐沪扬认为，可逆原因

在于“Ｖ满”可以同一形式表达完结类事件和状
态这两种情状类型，主宾互易则形成不同情状类

型的句子④。

针对结构式中名词的讨论，已有研究除考察

到能互易的存现句其处所名词一般不带方所

标⑤，还发现“Ｖ满”存现句的宾语名词前不能出
现数量词，即“满”与数量成分相排斥⑥，且无界性

越高的名词和名词性结构越容易充任其宾语⑦，

但并未都涉及对“Ｖ满”存现句主宾互易前后两
式的对比。

以上研究均采取以动词为中心出发的结构主

义分析视角，着重从结构的组合分布以及动词内

部语义特征上考察，并从事件语义和名词的界性

特征角度进行探求和描写。

一方面，我们认为，从动词视角出发能够对该

句式进行部分描写，但坚持以动词为中心，则是

“多个名词一起围绕一个动词发生语义关联”。

已有研究指出文言中“满”经历了从作为实义动

词单用的使动用法（如“香气满室”），到“Ｖ满”连
动搭配增加（如“盛满、布满、填满”）以致“满”的

使动用法减弱而自动用法得以加强，再发展至“Ｖ
满”动结式正式形成（如“Ｖ得／不满”结构出现）
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⑧。可见，动词和“满”经历

了地位之争，“Ｖ满”的语义重心游移且不稳定。
比如部分“Ｖ满”可逆句去掉“满”却又无法可逆：

（５）桃花落满地　桃花满地  地满桃花　
桃花落地  地落桃花

（６）容器盛满水　容器满水  水满容器　

容器盛水  水盛容器
另一方面，从动词视角分析，着重关注的是动

核系统中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论元的语义角色。

然而，“Ｖ满”主宾互易句中的名词性成分与动词
之间并非始终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格关系。不仅如

此，虽然动词是事件语义的中心，决定事件中各个

要素之间的联系，但动词本身的产生缺少凭借依

据，难以提供事件演进和篇章推进的动力⑨。因

此，仅从动词视角恐难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发

现，这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二）从动词视角向名词视角的转换

本文试从动词视角转向名词视角对该类句式

进行研究，引入名词的物性结构框架，重新审视其

中前后名词的语义和动名关系。

物性结构框架（ｑｕａｌｉ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由 Ｐｕｓｔｅｊｏ
ｖｓｋｙ在他所提出的“生成词库论”中首创的，物性
结构是词库生成性特征的核心瑏瑠，包含构成角色、

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四种物性角色，从

而将事物的基本属性结构化瑏瑡，即建立此框架来

刻画以名词为中心的语义关系。由此一来，动词

可以充当名词的语义角色，“动词中心说”的研究

范式被打破瑏瑢。

袁毓林为汉语的名词设计了一个更为全面完

整的物性角色框架，在原来四种物性角色基础上

拓展至十种，增加了单位、评价、材料、行为、处置

和定位，并将反映词项跟其物性角色在句法组合

方面的特点也纳入汉语名词的物性结构描述体系

中瑏瑣。这为我们考察和描写句中名词及其物性角

色提供了可兹参照的系统性原则和判定标准。

比如依据袁毓林以及袁毓林、曹宏瑏瑤的分析，

“水”的物性结构描述包含其词目音义、物性角色

以及所对应形成的句法组配格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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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形式角色是“液体”，形式角色主要描

写物体在更大的认知域中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属

性，包括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维度、方位等，与

名词之间适于构成判断句；构成角色是“最简单

的氢氧化合物、冰点、沸点”，主要反映名词所指

事物的结构属性，描写一个物体跟其各构成部分

的关系，包括组成成分、重量、部分等。

“水”的功用角色是“喝、用、洗涤”，如“水可

以喝”；施成角色是“存在、形成”，“水，冰雪融化

而成”；处置角色是“洒、喷”，“水洒了”。这三种

角色与“水”都适于构成无标记或有标记的被

动句。

“水”的行为角色是“流、淌”，适于构成叙事

句，如“水流淌着”；“水”的单位角色是“滴、杯”，

评价角色是“清、脏”，定位角色是“在、从、往”。

本文对于结构中名词的物性角色判定均以上

述文献中对物性角色的分类和相关描述作为判别

依据。

二　主宾互易语义基础及动词充当物
性角色的对比考察

（一）“器”“物”间的概念转喻及形式角色的

共有

在先秦文献中虽然“满”单独带宾语用作使

动很常见，如“流血满野”，但也同时存在 “满”加

介词“于”加宾语的形式。如：

（７）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备于侧，
毁非满于国，而公不图。 （战国《晏子春秋》）

（８）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
其已也。 （战国《管子》）

通过北京大学 ＣＣＬ语料库的古代汉语语料
搜索，我们发现，如同例（７）（８），“满”加介词
“于”之后的名词性宾语除了“国、天下、野”，还有

“朝、庭、野、山谷、都城、坊市”等，有不少还包含

方位词，如“誉满于四方之内”“献艺者满于阙下”

“谄谋满于左右”“弓驽持满于内”等。可见，在古

汉语中，“满”加介词“于”所介引的宾语名词其空

间属性是凸显的，相当于“Ｎ器”。
此外，《说文》中释“满”为“盈溢也”，而释

“盈”为“满器也”，释“溢”为“器满也”。可以说

“满”与“器”在语义上是无标记组合。正如黄健

秦认为“满”是空间量标记，“瓶子满了”才是真

相，“水满了”只是错觉，是量范畴（空间量和物

量）之间的糅合错觉导致的，转喻、转指是“Ｖ满”
句可逆的根本动因和机制①。

从物性角色角度看，“满”本应是“Ｎ器”的形
式角色，而非“水”的物性角色。所谓“水满了”实

际为“水所在的容器满了”。但因“满”的特殊性，

“满”反映了容器和容物共同占据等量且足量空

间的结果状态，而对于程度量的判定十分依赖于

人的感官，空间量和物量相当极易让人产生认知

对等的错觉。倪、龙涛就曾指出语义上具有对

称性关系的两个事物表现在主动宾结构中的主宾

位置可以互易，可以主宾互易的存现句就表达了

空间上参照物与目标物之间的相互性对称关系语

义②。“Ｖ满”主宾互易句中前后“器”“物”名词
就呈现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彼此间的概念转喻

也更容易发生，以至于“满”也能对称式地充当

“Ｎ物”的形式角色，“满”的存在凸显和强化了这
一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这也是上文例（５）和
（６）所示“Ｖ满”类可逆句有时去掉“满”就互易受
限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在概念转喻基础上，

“器”“物”名词可共有形式角色“满”是该类主宾

互易句可以互易的一个重要语义基础。

（二）动词充当“器”“物”名词物性角色的

考察

已有研究对于“Ｖ满”动词考察发现［＋附
着］、［＋填充］、［＋铺展］的语义特征，如王红旗曾
指出凡具有附着义的动词其语义中必然包含着处

所的语义成分，因为附着义必然联系着主体或客

体存在的处所③。我们认为，处所名词在认知功

能上存在两个维度：一是作为事物存在或活动发

生的空间场所，二是作为行为的目标和定位。从

名词视角出发，我们则可将句式中作为“Ｎ器”和
“Ｎ物”的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描写得更为
具体细致。

１．Ａ式Ｂ式动词充当物性角色
首先，通过对 Ａ式“Ｖ满”存在句的语料考

察，我们发现动词充当前后“器”“物”名词的物性

角色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部分语料中

动词充当其前“Ｎ器”的功用角色的同时，充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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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Ｎ物”名词的处置角色。如：
（９）炕桌摆满酒菜
（１０）停车场停满车
（１１）杯子盛满水
（１２）门上钉满大头铁螺钉
例（９）至（１２）中，“摆”是“炕桌”的功用角

色，同时充当“酒菜”的处置角色。“炕桌”可以用

来“摆”东西，而“酒菜”是被“摆”上桌的东西。

同理，“停”“盛”“钉”也分别是“停车场”“杯子”

“门上”的功用角色，同时又充当“车”“水”“大头

螺钉”的处置角色。这里动词充当“Ｎ器”的功用
角色与之搭配组合，是与其前名词的“容器”属性

在Ａ式中凸显分不开的，Ａ式的“Ｎ器”包括含方
位词的名词性短语，如李强、袁毓林曾在分析表示

处所义的“的”字结构的谓词隐含时，所列例句中

就指出，结构中隐含的动词可以是 ＮＰ１的功用角
色，如“抽屉里（放）的卡片”“衣架上（挂）的衣

服”①。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同类动词还有

“放、涂、种、贴、挂、铺”等等。

不过在这类情形中，有时同一个动词在不同

的例句中，会因“Ｎ物”不同而呈现其不同的物性
角色，如：

（１３）ａ　身上涂满颜料
ｂ　地图上涂满圈圈点点

（１４）ａ　裙子绣满蕾丝花边
ｂ　衣服绣满花朵图样

例（１３ａ）中“涂”是“身上”的功用角色，同时
充当“颜料”的处置角色，而例（１３ｂ）中“涂”却是
充当“圈圈点点”的施成角色，属于人为施加类施

成角色。同样，“绣”在例（１４ａ）中充当“裙子”的
功用角色的同时，充当“蕾丝花边”的处置角色，

但在例（１４ｂ）中却是“花朵图样”的施成角色，因
为“花朵图样是绣成的”，“蕾丝花边”却是本就成

形的而“绣到裙子上”的。

其次，第二种情形是，在部分 Ａ式语料中，动
词不直接充当其前名词“Ｎ器”的物性角色，但却
充当其后“Ｎ物”的行为角色或自然成形类施成角
色。如：

（１５）地上落满树叶
（１６）天空飘满雪花
（１７）脸上淌满泪水

（１８）天幕缀满珍珠
（１９）坑中积满淤泥碎石
（２０）窗户结满冰花
根据袁毓林（２０１４）②以及袁毓林、曹宏

（２０２１）③对于名词物性结构系统中行为角色的描
述，行为角色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惯常性的

动作、行为、活动，如“月亮”的行为角色有“挂（在

天上）、出来、洒下清辉”，“树”的行为有“生长”

等。可知，例（１５）至（１８）中动词“落”“飘”“淌”
“缀”都是其后“Ｎ物”的行为角色，例（１９）和（２０）
中的“积”“结”都是“Ｎ物”的施成角色，属于自然
成形类施成角色，但这些动词却并不直接构成其

前“Ｎ器”的某一物性角色。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两类情形中动词所关联的主体的隐现

情况不同。第二类情形中充当“Ｎ物”的行为角色
和施成角色的动词其后“Ｎ物”通常即为该动词所
关联的主体，是在句中显现的，可以是事物类名词

或指人名词。指人名词如前文的例（２）“房间挤
满了人”，“挤”是“人”的行为角色，但不能同“房

间”直接构成功用角色，因为“房间”的功用不是

用来“挤”的，类似的动词还有“坐、站、排”等。这

类动词在句中凸显“人”的姿态类行为角色，而非

对某物进行处置的处置角色。然而，第一类情形

却不同，充当“Ｎ物”的处置角色和施成角色的动
词，其动作发出者即动作主体在句中隐去了，隐去

的原因实际在于其中的动词主体通常都是“人”，

只是“人”作为常识主体在句中隐去了。

第二，两类情形句子语义被动意味强弱不同，

动词所提供的语义信息也有差别。第一类情形的

句子语义上的被动意味较为凸显，表明的是

“Ｎ器”空间被人为利用后呈现充满“Ｎ物”的状态，
只是真正的施事“人”被隐去了，因而动词的动作

性也降级而在语义上表示出导致“Ｎ器”存在
“Ｎ物”的原因。相比之下，第二类情形的句子语
义被动意味较弱，虽动词的主体就在句中，但更侧

重表明“Ｎ物”所指事物或人存在的姿态和方式，
并不表示某个主体针对某事物进行处置而施加的

动作行为。

董秀芳明确提出“Ｖ着”存在句是一类“方式

８４１

①

②

③

李强，袁毓林：《名词词义描写和研究需要什么样的语义学知识？》，《中文信息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袁毓林：《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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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句”，包含两种下位类型：一种就是“墙上贴

着一张画”，存在实体是动词的受事而非施事，静

态性强，表达由动作造成的存在方式或状态，也更

为典型；另一种就是“天上飞着一只鸟”，动词施

事即为存在实体，该类动态性强于前一类，但所表

达的存在状态则更具临时性①。我们认为，“Ｖ
满”类存在句即属于这种方式存在句，不同的是，

第一类情形中动词更侧重表明导致“满”结果状

态的原因。

接下来观察主宾互易的 Ｂ式，我们发现 Ｂ式
中动词充当“Ｎ物”的物性角色，从类别数量上看
与Ａ式一致：即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和施成角色
三种，不同的是 Ｂ式中“Ｎ物”位于动词前的主语
位置。请看例句：

（２２）晨曦洒满田野
（２３）火龙果挂满枝头
（２４）果皮扔满路面
（２５）牛奶摆满货架
（２６）血气聚满胸膛
（２７）色彩涂满天空
例（２２）（２３）中，“洒”“挂”分别为“晨曦”“火

龙果”的行为角色。当然“挂”也可能充当的是处

置角色，如“字画挂满墙”中，“挂”是“字画”的处

置角色。例（２４）（２５）中，“扔”“摆”分别是“果
皮”“牛奶”的处置角色。例（２６）（２７）中，“血气”
是“聚成的”，“聚”是“血气”的施成角色，属于不

可控而自然成形类施成角色，“色彩”是“涂而形

成的”，“涂”是“色彩”的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

当动词充当的是其前“Ｎ物”的行为角色和自
然成形类施成角色时，“Ｎ物”即为动词的直接主
体，也是动词的主语，如例（２２）（２３）（２６），而当动
词充当的是处置角色和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时，

动词的真正主体“人”在句中隐去了，如例（２４）
（２５）（２７）。

２．结果分析与发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三个现象。第一，无

论Ａ式还是Ｂ式，除“Ｎ物”的行为角色、处置角色
和施成角色以外，其余物性角色尤其是“Ｎ物”的
功用角色一般不充当句式中的动词。因为事物名

词的功用角色主要是表明其功能和用途，通常是

泛时空的，即并不要求匹配某一具体的时间及处

所信息。例如：

（２８）ａ　桌子刻满了刀印
ｂ　桌子刻满了刀片
ｃ　刀片刻满了桌子

（２９）ａ　屋子摆满了椅子
ｂ　屋子坐满了椅子
ｃ　椅子坐满了屋子

（３０）ａ　墙上写满了字
ｂ　墙上画满了字
ｃ　字画满了墙上

例（２８）（２９）中，句式中的“Ｎ物”如“刀片”可
以“刻”东西，“椅子”可以“坐”，动词都是功用角

色，但用于“Ｖ满”句式中语义不成立。此外，例
（３０）中“字”通常是“写”出来的，“写”是“字”的
施成角色，而“字”通常并不是“画”出来的，除非

规定了上下文的特殊语境，“画”也不在“字”的行

为角色、处置角色或施成角色之列。需要说明的

是，“Ｎ物”和“Ｎ器”是依存于句式的特定语义结构
才分别凸显容纳物和容器名词的属性特征。因

此，即使是同一个名词形式如“椅子”，在进入 Ａ
式或 Ｂ式后，则视组合位置而成为句式中的
“Ｎ物”或“Ｎ器”，如例（２９ａ）“椅子”充当 Ａ式的
“Ｎ物”，而在“椅子贴满了爱心”一句中充当 Ａ式
的“Ｎ器”，在主宾互易后 Ｂ式中位置变化了但语
义角色未变。句式中充当动词的成分会因所搭配

前后“Ｎ物”或“Ｎ器”的物性角色而受到语义约束
和限制。

第二，在Ａ式和Ｂ式中，动词充当“Ｎ物”名词
的这三种物性角色的分布比例存在差异。

我们通过 ＢＣＣ语料库进行搜索并人工筛选
符合“Ｖ满”类主宾互易句的 Ａ式、Ｂ式语料，并
对其中动词充当“Ｎ物”的物性角色进行标注和统
计，即考察Ａ式中Ｖ充当 Ｎ２的物性角色和 Ｂ式
中Ｖ充当Ｎ１的物性角色的分布情况，见表１。

在三类结构式中，Ａ式、Ｂ式均表现为动词充
当“Ｎ物”的行为角色和处置角色优势明显。并
且，Ａ式呈现处置角色＞行为角色＞施成角色的分
布级差，而Ｂ式则呈现行为角色＞处置角色＞施成
角色的分布级差。其中，Ｂ式动词充当“Ｎ物”行为
角色的比例在三种物性角色中占绝对优势，达近

６８％，而充当施成角色的例子占比极少。

９４１
①董秀芳：《汉语方式存在句的性质、特点与历史来源》，《中国语文》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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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Ｖ满”类主宾互易句动词充当“Ｎ物”名词的物性角色类型分布表

Ｖ的主体 物性角色

结构类型

Ｎ１Ｖ满Ｎ２
１３０例

Ａ式
５８

Ｂ式
７２

Ｎ１Ｖ满了Ｎ２
１０３例

Ａ式
６６

Ｂ式
３７

Ｖ与Ｎ１非紧邻

３４５例

Ａ式
２４５

Ｂ式
１００

总计

５７８例

Ａ式
３６９（１００％）

Ｂ式
２０９（１００％）

Ⅰ
主体为

人或物

行为角色 １８ ４７ ２７ ２２ ７７ ７３ １２２ ３３％ １４２ ６７．９４％

施成角色

（自然形成）
５ １ ４ ０ ３５ ５ ４４ １２％ ６ ２．８７％

Ⅱ
主体为

人（隐）

施成角色

（人为施成）
６ ０ ５ ０ １５ １ ２６ ７％ １ ０．４８％

处置角色 ２９ ２４ ３０ １５ １１８ ２１ １７７ ４８％ ６０ ２８．７１％

　　此外，按动词语义所关联的执行主体在结构式
中的隐现分布来看，Ａ式、Ｂ式均包含主体显现和
主体隐去两类。从分布上看，Ａ式的第Ⅰ类在其总
语料中占４５％，第Ⅱ类占５５％，两类分布较为相当。
而Ｂ式第Ⅰ类高达７０．８１％，第Ⅱ类仅为２９．１９％。

第三，在我们考察的“Ｖ与 Ｎ１非紧邻”类语
料中，Ａ式２４５条有１５１例动词前的“Ｎ器”名词都
包含方位词，比例达６１．６３％，而 Ｂ式１００条里仅
有２条动词后的“Ｎ器”包含方位词。

正如李宇明所观察到的，存现句主宾互易句

中动词前的Ｎ１在存现句中其处所职能是显性的，
因其可以无条件加上方位词，而在互易后的句式

中，Ｎ１居于动词后，通常不再带方位词，事物性成
为显性的。但他同时指出，即便如此，Ｎ１的处所
职能仍然存在，只是转为隐性的，因为当动词为光

杆形式时，Ｎ１后仍可将方位词补回来①。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Ｎ器”在 Ａ式和 Ｂ式

都提供了处所信息，但在 Ａ式中更凸显存在或活
动发生的空间维度，而在 Ｂ式中则成为目标或定
位的地点信息，此时事物性是显性特征，且应是地

点处所类事物属性。从提问方式也可看出，若对

Ｂ式“Ｎ器”进行提问的话，我们也只会用“哪里”
进行提问，而不会用“什么”来提问，比如：

（２２′）晨曦洒满哪里？　 晨曦洒满什么？
晨曦洒满田野。

（２５′）牛奶摆满哪里？　 牛奶摆满什么？
牛奶摆满货架。

而且绝大部分的 Ｂ式“Ｎ器”前都可无条件加
上介词“于”，句义不发生明显改变。“于”一般介

引的宾语为目标对象或地点，因此 Ｂ式“Ｎ器”包
含目标定位的语义信息是合理的。

以上我们从物性角色角度重新审视了“Ｖ
满”类主宾互易的语义基础及其内在语义构成。

李敏曾归纳出主宾互易句能否互易会受到句法条

件、动词自身的语义特征、主宾语和 Ｖ的语义关
系如施事或受事角色的制约，且互易也会引起语

用变化②。接下来，我们将从功能视角对互易句

式语义、语用功能差异进行分析。

三　“Ｖ满”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和语
用功能差异

从名词的物性角色角度出发，不仅能全面考

察“Ｖ满”类互易句 Ａ式和 Ｂ式中动词的物性角
色分布的强势弱势差异，而且动词的产生也有了

凭借和依据。更重要的是，从名词视角出发来观

照句型，能够从某种意义上补充单从动词视角出

发研究句型的不足之处。袁毓林、曹宏从汉语主

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作谓语所投射的句型出发进行

考察，明确指出汉语因其话题突出，“话题名词的

语义特点和概念结构对于句子的展开和主谓之间

陈述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于后续话语的接续和衔

接，应该产生较大的影响”③。由此，下文将在考

察“Ｖ满”类主宾互易句中动词充当话题名词的
物性角色基础上，探寻Ａ式Ｂ式的语义和语用功
能差异。

（一）结构同语义的联动

前文我们指出“Ｖ满”类主宾互易句的 Ａ式
和Ｂ式中动词充当“Ｎ物”的物性角色均分布为两

０５１

①

②

③

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李敏：《现代汉语主宾可互易句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２６卷 韩超：物性角色视角下的“Ｖ满”类主宾互易句

类情形，但Ｂ式话题成分是“Ｎ物”，而 Ａ式话题成
分是“Ｎ器”，二者因“处所性”的有无（显隐）而可
划归为截然不同的两类范畴①，所投射出的句型

语义功能也有明显差异。

先看Ａ式，第一类情形之所以被动意味相对
明显，就是因为话题的处所名词或方所结构空间

性凸显，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关系以外，

还有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后者正是结构式

中“Ｎ器”的功用角色与“Ｎ物”的处置角色或人为
施加类施成角色在动词处得以重合的语义基础。

李强曾指出，“在特定语境因素下，功用角色所表

现出来的并不总是一种固定的、常规的属性特

征”，即特定语境可以赋予名词一定的功用角

色②。因此Ａ式中“Ｎ器”因空间性凸显，作为空间
可以为人所用即体现为空间名词在该特定语境下

被赋予其一定的功用角色。但因动作执行主体

“人”的隐去，句式中述题部分只陈述空间利用后

的存在状态，动词在语义上则是对造成空间“满”

状态的原因信息的具体阐述，整句凸显的是一种

人为原因造成的“器满物”的存在结果状态。

汪昌松发现“汉语存现句中存在方式状语修

饰限制，其中不能出现问方式的‘怎么’，而只能

出现问起因的‘怎么’”，如例（３１）（３２）③。
（３１）墙上怎么刻着几个大字？

墙上用力地刻着几个字。
（汪昌松 ２０２１：３２３（２６Ｂａ））

（３２）桌子上怎么放着几本书？
桌子上轻轻地放着几本书。

（汪昌松 ２０２１：３２４（２７Ｂａ））
两例均属 Ａ式的第一类情形，句中动作主体

“人”是隐去的，因而指向主体实施动作行为的方

式语义也应是弱化的信息。不过，这一类可以包

含指向“Ｎ物”的描写性状语，如“模模糊糊地刻着
字”“乱糟糟地放着书”等。但语料显示Ａ式中动
词前出现这类描写性状语的分布偏少，不及 Ｂ式
出现得多。

而Ａ式第二类情形，就可能在句中出现指向
动词方式信息的“怎么”。如：

（３３）玉萍的眼眶里迅速地溢满泪水。
（３４）山路上沿途开满樱花。
（３５）宫女僵死的面部逐渐缀满生气。
三例中动词“溢、开”分别是“泪水”和“樱

花”的行为角色，“缀”是“生气”的施成角色。动

词后的“Ｎ物”均是动作关联的主体。
此情形中的动词语义表现出人类的非可控

性，即便是人的姿态行为类，如“房间里挤满了

人”，“挤”是由多人形成而非某一人可控的行为。

换言之，该类情形主要表现的是空间内存在某人

或某物以其自身行为、姿态或自然成因而充满的

状态。董秀芳认为这一类方式存在句的下位类

型，表达的仍是某个处所内存在着某个实体，而非

某个实体在某个处所运动④。汪昌松指出存现句

中的主要谓语是一个没有语音实现形式的轻动词

ＨＯＬＤ／ＯＣＣＵＲ，ＮＰ与轻动词建立关联并且选择存现
对象为补足语⑤。从物性角色角度看，轻动词

“有／存在”当属“Ｎ器”的构成角色。我们推测，Ａ
式第二类情形中动词充当“Ｎ物”物性角色的同时
与充当“Ｎ器”构成角色的轻动词发生了整合。

不过，在所考察的 Ａ式“Ｖ与 Ｎ１非紧邻”的
２４５条语料中，包含状语成分的例句有 ６９条，占
比２８％，但这些状语成分中属于方式状语的用例
仅有３例，参见表２。

表２　“Ｖ满”类Ａ式结构中包含状语成分语义类型分布表

类型
项目

占比 语例数 状语成分

范围 ３３．３３％ ２３ 都１４　全部２　四处１　到处１　普遍１　无不１　全１　统统１均１

时间 ３０．４３％ ２１ 已９　已经４　就３　早１　早已１　开始１　将１　将要１

语气 ２８．９９％ ２０ 连……都５　连……也１　也 ５　却３　会２　还是１　更是１　必须１　要１

方式 ４．３５％ ３ 迅速１　逐渐１　沿途１

频度 ２．９０％ ２ 重又１　经常１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宇明：《存现结构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李强：《从物性角色看汉语供用句的句法语义特点》，《语言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汪昌松：《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董秀芳：《汉语方式存在句的性质、特点与历史来源》，《中国语文》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汪昌松：《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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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方式和频度状语有少量分布以外，出现
更多的是范围、时间和语气类状语成分。当然限

于语料数量，方式状语肯定不止以上３例，但从分
布频率上看，一定是以低频出现的。范围类状语

指向话题主语“Ｎ器”，时间和语气类状语成分则
指向整个句子语义的情状信息。

相比而言，Ｂ式“Ｖ与Ｎ１非紧邻”语料中包含
的状语类型较Ａ式更为多样，差别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以上５种状语类型外，Ｂ式大量出
现修饰“Ｎ物”的描写性状语成分，如：

（３６）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小院，但见装着葵花
子、西瓜子、南瓜子的麻袋成堆成垛地摞满院落。

（３７）她漠然地放下头发，全部松开，淡黄色
的头发像波浪一样洒满后背。

第二，Ｂ式范围类状语数量极少，同Ａ式反差
明显。但Ｂ式方式状语较 Ａ式出现更多，如“缓
缓地”“慢慢地”“迅速”“依山（铺满）”等等。

第三，Ｂ式“Ｖ满Ｎ２”常常以连动结构的后项
成分出现于“Ｎ１”后的述题部分，如：

（３８）阳光透过舷窗洒满机舱，但飞机里头还
是很冷。

（３９）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
会场，很是壮观。

（４０）白色的鱼在你的手指尖游来游去，浪花
沿着水做的藤开满裙裾。

这些描写性状语成分、方式状语以及连动结

构也都可以作为提问方式“怎么”的回答。

Ｂ式呈现与Ａ式不同的句法表现同其话题名
词“Ｎ物”自身的事物属性凸显以及在句中的物性
结构构成是密不可分的。Ｂ式的第一类情形是其
强势分布类型，分布占比７０．８１％（参见表１），语
料显示，包含方式状语和连动结构的 Ｂ式语例大
部分也都属于第一类情形。

两类情形中的动词差异正体现出主体对事件

控制能力的强弱。那么，综合句中动作主体的隐

现以及动词充当“Ｎ物”的语义角色，Ｂ式语义的致
使性强弱形成一个如下的梯度级差：Ⅰ“Ｎ物”是
人或物类行为主体且动词是其行为角色 ＞Ⅱ
“Ｎ物”是被处置对象且动词是其处置角色但动词
直接主体人隐去了 ＞Ⅲ“Ｎ物”是物类主体且动词
是其自然形成类施成角色。而致使性最强的第Ⅰ
类是 Ｂ式中的强势类，其中动词是行为角色，多

数都包含位移特征，如“洒、飘、流、传”等，其动态

性很强，而第Ⅱ类分布为弱势，虽动词都是处置角
色，但没有了施事主体，动词的动态性也就遭到降

级，第Ⅲ类分布最少。
李虹、齐沪扬指出“Ｖ满”主宾互易的结果是

形成了存现句和使动句两种句式，前者是状态句

后者是事件句①。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无论 Ａ
式还是Ｂ式内部都还有下位细分的小类。Ｂ式在
句式语义上呈现致使性强弱的同时也呈现动态性

的强弱，这样的句式语义功能是由话题名词

“Ｎ物”的事物属性及其所关联的物性结构特征带
来的。Ａ式存在句的话题名词“Ｎ器”则因其空间
处所属性凸显，句式对容纳物“Ｖ满”状态的陈述
则会因行为主体的隐现而有人为利用和存在物主

体自主发生两个维度。

（二）Ａ式Ｂ式语篇功能和视角差异
“Ｖ满”类主宾互易 Ａ式 Ｂ式的句式语义建

立均离不开句首话题名词的语义特点和物性结构

特征，而这也进一步带来了二者在语用功能上的

差别，包括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视角的差异及由

此所展现的修辞色彩。

首先，Ａ式语篇功能体现出存现句的场景描
写功能，话题名词“Ｎ器”作为空间量凸显的处所
名词，在语篇中表现出空间构成属性，可以用于呈

现场景描写的主题或是空间的建构。

（４１）一进门，我就被室内的装饰和风格所吸
引，映入眼帘的一切几乎可以说都是中国式的：四

壁挂满了大幅中国地图及分省地图、中国字画、绣

有长城及桂林山水等图案的挂毯；中国的彩灯、风

筝、纸扇在室内各处飘摇；地上铺着新疆出产的精

制纯毛地毯；书柜里和办公桌上放满了带有中国

标记的各类书籍、文房四宝以及景德镇瓷器，置身

于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格外亲切、自然。

例（４１）语篇内容是对室内场景的静态描述。
“四壁”“地上”“书柜里和办公桌上”作为空间参

照物放在句首，同首句的“室内”构成“整体—部

分”空间关系话题链，即“室内—四壁—地上—书

柜里和办公桌上”，建构起室内空间，有序地描写

出其中存在的物体。

袁毓林、曹宏从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投射出

句子结构的角度指出，主语名词与其构成角色适

合于构成状态句，体现具有组织或构成特征的

２５１
①李虹，齐沪扬：《汉语“Ｖ满”结构的情状类型与句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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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部分”关系，与其功用角色适于构成无标

记的被动句①。Ａ式的“Ｎ器”名词与其构成角色
和功用角色投射出的存在句式，亦体现了“状态

呈现”，是一种“整体—部分”的视角。

英语的存在句和处所句同样存在视角选择的

问题，根据Ｂｏｒｓｃｈｅｖ和Ｐａｒｔｅｅ的视角结构理论，一
个句子在情景描写时会选择情景中的哪个参与者

作为视角中心并以其他成分对其进行陈述，由此

呈现不同的视角结构②。比如处所句“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
ｗａｓｉｎｔｏｗｎ”的视角中心为“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而存现
句“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ｄｏｃｔｏｒｉｎｔｏｗｎ”的视角中心则为处
所成分“ｔｏｗｎ”③。同理，如例（４１）“四壁挂满字
画”与“字画挂满四壁”虽然描写情景内容相同，

但选择的视角中心不同，前者为“四壁”即“Ｎ器”，
后者为“字画”即“Ｎ物”，而一旦选定了视角中心
则为全句确定了“话题”再展开陈述和说明。张

耕即认为汉语中存在句是一类典型的“话题—说

明”结构，其中“动词＋存在物”是对话题部分“处
所”的断言④。

不仅如此，Ａ式呈现的是一种切换式镜头视
角。郭圣林提到存现句在语篇中形成渐次推进，

注意点逐渐聚焦，类似于电影中长镜头、短镜头、

特写镜头的推进⑤。李挺也指出存现句时空词语

具有转换／缩小背景的功能⑥。我们发现，语料中
Ａ式除独立成句外，还大量内嵌于整句中，充当
“看见”类、“等待”类或“相信、喜欢”等动词及判

断动词“是”的宾语。可见，一句存现句就是一幅

定格镜头画面描写，而存现句接续则在进行切换

镜头式操作。

再来看Ｂ式，依据袁毓林、曹宏⑦的研究，Ｂ式
的“Ｎ物”与其分布最强势的行为角色投射出的通常
为叙事句，在时间上一般是特指性的，而“Ｎ物”与其
处置角色通常投射出省略施事论元的无标记被动

句，在时间上也具有特指性。不过，Ｂ式又不同于
普通动词性谓语句即“Ｎ物＋在＋Ｎ器＋Ｖ满”，Ｂ式将
“Ｎ器”所代表的处所名词由状位提升至宾语位置，

强化了“Ｎ器”的事物性这一显性特征和作为动作对
象或目标的语义特征，同时体现出“部分—整体”

的视角，因为容器是容纳器物的，同 Ａ式“整体—
部分”视角相对。在语篇中，Ｂ式常常在Ａ式后接
续出现，体现出视角的转换，如例（４２）：

（４２）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
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

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

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

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台下已聚满学

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

很是壮观。

此外，Ｂ式语义凸显使成性和动态性，呈现一
种慢镜头视角，如果 Ｎ物本身具备位移属性，则呈
现其位移致使目标发生“满”的状态变化，如果

Ｎ物本身不具备位移属性，则通过镜头下的视点移
动，模拟展现主观视角中的物体量增而致“满”的

过程。张伯江认为物质运动的过程不仅是“位置

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状态变化”的过程，这是

一个普遍的系统的隐喻，属于传导隐喻类型，比如

有充分的句法证据证明把字句中结果补语和状态

补语是趋向补语的语义映射⑧。Ｂ式语义凸显使
成性和动态性以及传导隐喻的发生，使得 Ｂ式在
语用功能上较Ａ式更具修辞色彩，也更能体现言
者的主观性，表现为言者在主观意念的作用下让

非位移主体“动”起来，甚至带有拟人色彩。如例

（４２）的“绿色”变成了动态主体，还有“鸡皮疙瘩
爬满全身”“阳光穿过薄雾洒满机场”等。

Ａ式Ｂ式在对动作主体的语用凸显上也存在
差异。当动词是“Ｎ物”的行为角色或自然形成类
施成角色时，动作主体或人或物在句中都是直接

凸显的，而当动词是“Ｎ物”的处置角色或人为施
加类施成角色时，动词所关联的施事主体虽是隐

去的，却并非代表言者一定完全不关注动作的施

事。这里施事主体的隐去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前

文或句内已出现而从结构上隐去以免重复；一种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ＢｏｒｓｃｈｅｖＶ，ＰａｒｔｅｅＢＨ．“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ｇｅｎｉｔｉｖｅ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ｒｈｅ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ｌａｖｉｃ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２００２（１０）：１０５－１４４．
李京廉：《英汉存现句中的定指效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张耕：《从动态存在句看及物动词施事的隐现》，《汉语学习》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郭圣林：《现代汉语若干句式的语篇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年。
李挺：《篇章中的存现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
袁毓林，曹宏：《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语言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张伯江：《说把字句》，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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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者主观认为没必要给出施事，如例（４３）；还
有一种情况则是言者以环境描写来衬托语篇中对

于人的描写和叙述，句中动词作为“Ｎ物”的处置
角色隐含了幕后的责任主体“人”，为下文对“人”

加以描述做铺垫，如例（４４）“挂满”“摆满”的责
任主体“公司员工”就是下文展开陈述的对象。

（４３）心雁的手让仲翔挽着，随着他慢慢步入
沉香亭内，名满天下的沉香亭果真是名不虚传，园

内筑山穿池、竹林丛翠，楼阁水榭中植满奇花异

卉，艳丽夺目的牡丹更绽放在其间。仲翔带心雁

在一凉亭内坐下来后，抬头看见……

（４４）在象山建筑二公司办公室，我们见到墙
上挂满奖状，摆满银杯，可见是老先进了。他们在

上海转战１０年，先后捧走６只代表上海建筑业最
高荣誉的“白玉兰杯”……。

结语

“Ｖ满”类主宾互易句因其中“器”“物”名词
之间存在相互性对称关系语义，空间域和事物域

间的概念转喻更易发生，且“器”“物”名词能共有

“满”这一形式角色，这些构成其主宾互易成立的

重要语义基础。

Ａ式和Ｂ式皆因动词关联的直接主体在句中
隐现而分出两种下位情形。从动词充当“Ｎ物”的
物性角色看，两式中动词均要么充当处置角色或

人为施加类施成角色，要么充当行为角色或自然

形成类施成角色，前者动作主体隐去而后者则是

与动词共现。不同的是，从分布上看，Ａ式动词多
充当“Ｎ物”的处置角色和行为角色，两者分布相
当，而Ｂ式中强势角色类型则是行为角色，“Ｎ物”
即为动词的直接主体。此外，进入两式的动词均

不由“Ｎ物”的功用角色来充当。从动词充当
“Ｎ器”的物性角色来看，Ａ式中“Ｎ器”呈现出构成
属性，动词要么充当“Ｎ器”功用角色，要么与
“Ｎ器”的构成角色“有／存在”叠加整合。Ａ式中
“Ｎ器”空间属性凸显，Ｂ式中“Ｎ器”，主要表明动词
所关联的目标或定位信息。

另外，Ａ式Ｂ式因主语名词所搭配的物性角
色的不同，表现出两式句式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

上的差异。Ａ式话题名词“Ｎ器”与其构成角色和
功用角色投射出的存在句式，体现了对于话题或

空间的构建式描写，体现出一种“整体—部分”的

切镜头视角。Ｂ式主语名词“Ｎ物”与其分布最强
势的行为角色投射出的一般动结式通常在时间上

具有一定的特指性，体现出“部分—整体”的慢镜

头视角，表达效果常常更具修辞色彩。从名词视

角出发重新审视“Ｖ满”类主宾互易句句式语义
结构及其语用功能，能够获得对于该类句式更为

丰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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