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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关于现代日语中的后置词

「（に）
!

して」的研究①

肖　婧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从词组学的观点出发，对于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和动词之间所形成的结构类型进行归类，并且

对各种结构类型的特征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进而，对于后置词「（に）
!

して」与格助词在日语中之所以存在的不同理

由以及在句法功能上的特征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首先把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和动词之间所形成的结构

类型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

象的なむすびつき〉（对象关系）、〈
!"

のむすびつき〉（对策关系）、〈
!#

のむすびつき〉

（对应关系）。每类结构在进行分析归类的基础上，对于后置词「（に）
!

して」的存在理由以及句法功能上的特征作进一

步的分析，得出了四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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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及先行研究
在后置词的先行研究中，对于具体的后置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十分完善。『日

本语文型辞典』［１］４４２，森田和松木［２］１４对「～に
$

して」的使用方法及语用功能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但具

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表现出指示对象的功能，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着指示目标的功能等问题上未作

详细的分析。

另外，马小兵［３］３１－５４从句法和语义特性等方面对复合格助词「（に）
$

して」进行了分类，主要从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湖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１２ＸＱＮ１１）
作者简介：肖　婧（１９８１－），女，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に）
$

して」和单一格助词「に」之间替换使用的条件，限制以及替换造成的细微差别进行了说明。

对于现代日语中为何需要复合格助词「（に）
$

して」的理由未作解释，所构成的结构类型也没有从语义

上进行分析。

本文将把「（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与动词的组合作为研究对象。从奥田［４］２８１－３３９的词组学的观点

出发，通过研究主导词（かざられ）和从属词（かざり）之间的关系特征，了解后置词「（に）
$

して」的语

法功能以及它的存在理由。

二　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与动词的组合

后置词「（に）
$

して」是由动词「
$

する」的第二中止形派生出来的。动词「
$

する」的语意特征逐

渐消失，最终只行使其语法功能，从而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置词。

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与动词的组合根据其主导动词与从属名词的结合方式的不同，可

以大致分为以下３种结构类型。
（一）对象关系

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和动词的组合与を格名词和动词的组合不同，在主导词的位置上

因一般不会出现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因此对对象不会产生直接的作用以及不会出现由对对象作用而

产生的物理变化。象“同情する、思う、诧びる”这样的表现心理活动的动词，当与「（に）
$

して」黏附

的表示人的名词或「金
%

、生活」这类抽象名词结合时，它表现的是对于对象的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这

些关系都体现了人类活动与对象的某种关系。

根据结构类型的不同，我们又可以把对象关系大致分成以下３种类型。
１．心理作用关系
在心理作用关系中，又可分为ａ态度关系，ｂ传达关系，ｃ内在体验关系，ｄ认知关系，ｅ感知关系五

种类型。其中，根据主导词位置上出现的动词及动词句的意义、结构上的特征，态度关系又可分为 ＜感
情性的态度关系＞＜态度性的心理状态＞＜表现性的态度关系＞＜认知性的态度关系＞＜要求性的态
度关系＞＜动作性的态度关系＞六类关系。

在＜感情性的态度关系＞中，主导词位置出现如“同情する、嫌
&

する”这类感情性态度动词，与从

属词位置上出现的「（に）
$

して」黏附的人名词或抽象名词，构成了对于对象的的某种感情或评价的关

系。这种情况下，名词必须与「（に）
$

して」结合出现。这类词组与を格名词与动词的结合，に格名词

与动词的结合相比，主导词位置上出现“同情する、嫌
&

する”这类实意动词的例子很少，象“うらみを

もつ、嫉鮅をする”这类表示感情性态度的机能动词词组较多。村木指出机能动词是指动词本来的实

质性意义消失，仅借托名词来表现行为、过程、状态、现象等事物的某一侧面［５］２０３。简单来说，如“感谢を

捧げる、嫉鮅をする”这类机能动词词组在语义上与“感谢する”、“嫉鮅する”几乎相同，可以认为机能

动词词组是实意动词的一种分解性表现手段。如：“
'

亲に
$

して怨みを持つ。”“妻に
$

して
(

の毒な

(

がする。”

在＜态度性的心理状态＞中，根据主导词上出现的机能动词词组的意义特征，可以分为：心理状态
性的机能动词词组与态度性的心理状态机能动词词组。「（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表示的是引起该心

理状态的对象，可以从原因角度去考察。如“赤い唇に
$

して?暴な
(

持が起こる。”

在＜表现性的态度关系＞中，对于对象的感情或评价主要从语言行为中表现。主导词位置上为表
示表现性态度的语言行为动词或机能动词词组。从属词主要为人名词。物体名词也有出现。如“Ｂ２９
に

$

して格
)

の批评を加える。”

＜认知性的态度关系＞表现的是对于对象的某种判断或思考。主导词位置上出现的是判断或思考
活动的动词或机能动词词组。如“田川夫人に

$

して反
$

の事を考える。”

＜要求性的态度关系＞中，主导词位置上出现的是“要求する、期待する”这类要求性态度的动词，
主导位置上出现的を格名词表示的是被要求的实质性内容。「（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不仅仅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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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性态度所指的对象，同时也是を格名词所指动作的主体。如“由美子に
$

して谢罪をすることを要

求する。”

＜动作性的态度关系＞表现的是对于人类对象的某种行为关系。这类词组，表现的不是使其发生
变化的物理作用，而是该物理作用之前的阶段。主导词主要分为三类结构：Ａ实意动词，如“笑う，

*

う”；Ｂ机能动词词组，如“内心をみせる，无礼を鮏く”；Ｃ惯用型，如“モ
+

ションをかける”。从属名

词只能为人名词。

另外，在心理作用的ｂ传达关系中，主导词位置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答える、语る”这类语言行
为动词，另一类为“手纸をおくる”这类语言行为以外的传达行为。从属词位置上只能为人名词。ｃ内
在体验关系表现的是对于对象产生的某种感情或感觉。如“息子に

$

して共感を
,

える。”ｄ认知关系
中，从属词位置上只能出现抽象名词，主导词位置上表示思考活动内容或方法的修饰成分被义务要求。

如“山に
$

して
-

いの
.

念をもつ”。ｅ感知关系表现为主体具有的某种能力或关系。从属词位置上出
现的名词为某种能力或关系所涉及的对象。如“文芸に

$

して爱好をもつ。”

２．对于对象的客观的作用关系
当主体不是人类也就是无意志的主体时，主导词的位置上出现“はたらく、影响する”等作用动词，

从属词的位置上出现“个性、贸易”等抽象事物的名词与之搭配，所体现的就是对于从属词所指示的对

象的某种抽象的作用。也就是说，意志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被客观的反映出来，并通过这一语

法结构所体现。如：“个性に
$

して鮏きかける”“社会状态に
$

して影响を及ぼす”之类的词组。

３．对于对象的授受关系
当主导词出现“おくる、あたえる”这样的授受动词时，从属词只能出现表示让与对象的名词。如：

“女に
$

して土地を与える。”它主要表现为对于让与对象的某种授受关系，「（に）
$

して」可以与格助

词「に」互换，但与格助词「に」相比，を格名词表现的让与物不发生位置或实际的分离。

（二）对策关系

在对策关系中，从属词的位置上常出现“反政府运动、
/

み、寒
(

、
0

展”这类关于人或物的行为、状

态、特征或某种关系等抽象名词。主导词位置上则会出现“
1

置する、振舞う”这类表示人类意志性的

动作动词，“话す、告白する”这类语言活动动词，“考える、信じる”这类思考行为动词以及“心配する、

-

眎する”这类表示心理状况的动词。

这类词组与对象关系的词组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属词的位置上出现的不是具体的人或物，而是关

于人或物的行为、状态、特征或某种关系等抽象名词。在对策关系中，从属词位置上出现的名词在语义

上已经出现了如动词或形容词一样的表示人或事物的行为，状态，性质，关系的特征。因此，我们说这类

词组中的关系呈现出的是两类事物之间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况下的「（に）
$

して」不能

归纳于前文提到的后置词的范畴。本文姑且把它视为后置词，进行分析。

根据主导词位置上出现的动词和动词组的语义不同，我们又分为＜根据事物产生的抽象作用关系＞
＜根据事物产生的态度性行为关系＞＜根据事物产生的表达性态度关系＞＜根据事物产生的语言行为关
系＞＜根据事物产生的认知行为关系＞＜根据事物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关系＞６种类型进行研究。从属
词位置上出现的是表示人或物的行为、状态、特征或关系的动作性名词、状态名词以及抽象名词。

＜根据事物产生的抽象作用关系 ＞中，主导词位置上主要出现“指导を与える、有
2

性を
0

挥す

る”这类对于对象的某种作用的动词句。＜根据事物产生的态度性行为关系 ＞中，主导词位置上出现
的是：Ａ“抵抗する”这类态度性的动作动词；Ｂ“责任をとる”这类表示态度性动作的机能动词词组；Ｃ
“弱さを示す”这类表示显露态度性的机能动词词组；Ｄ“笑う”这类生理性动作动词。这类词组与
＜动作性态度关系＞相比，主导位置上出现的动词及动词句几乎相同，但是从属位置上出现的名词不
同，因此视为不同的词组关系。如“偏见に

$

して反论する。”“注文に
$

して意见を述べる。”“死に
$

して喧哗をする。”“行
3

に
$

して文句をつける。”“知らせる电报に
$

して折り返し电报がくる。”＜
根据事物产生的表达性态度关系＞表现的是根据某事件，主体的评价性的、感情性的态度通过语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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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传达行为来体现。＜根据事物产生的语言行为关系＞表现的是根据某问题或状态，进行相应的语言
行为。如“质问に

$

して势い
4

んで喋る。”“疑问に
$

して正しい解答を与える。”＜根据事物产生的
认知行为关系＞表示根据某事件，做出的判断或认知行为。如“难事业に

$

して方法を考案する。”＜
根据事物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关系＞表现的是根据某状态或事件，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或感情性的态
度。如“自然现象に

$

して
-

眎する。”“返事に
$

して不
5

を感じる。”

（三）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的词组表现了「（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所指示的事物与主导词位置上出现的事物之间

的一种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把对应关系分为：１）相对关系，２）相应关系，３）状
况对应关系。如“空想に

$

して理性は役にも立たない。”“西洋思想に
$

して东洋思想を主张する。”

“教育の方向が民主的
0

展に
$

して～任务をもつ。”这类词组表现的是两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我
们认为它更接近于后置接续词的语法功能。

三　结　论
根据以上对各种词组在结构上的划分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后置词「（に）

$

して」的存在理由以及结

构特点得出以下的结论。

根据对主导词位置出现的动词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特点：

在主导位置上很少出现单独的动词，而机能动词词组或动词句出现的频率很高。

因为机能动词词组是实意动词分解性的表现形式，所以后置词「（に）
$

して」在句中，与「に」格起

着同样的语法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后置词实际上也是格的一种分解性的表现形式。

机能动词词组中的名词部分对主导词或主导句有义务性的需求。随着其名词部分的主导词越来越

复杂化，为了明确的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必然需要像「（に）
$

して」这样的后置词的出现。

主导位置上很少出现具体的动作动词，而感情性的心理活动，表示态度的语言活动，思考活动以及

表示态度的动作等动词比较多出现。也就是说，这类动词表现的是一般化，抽象化的人类行为活动的动

词。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即行为的目标。

另外，从句子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特征：

在对象关系中，后置词「（に）
$

して」起到了相当于に格或を格的语法功能。很多情况下，他们可

以互换。在句中起到了对象语的作用。

在对策关系和对应关系中，因为后置词「（に）
$

して」黏附的名词主要表示事物的动态，状态，性质

或关系，所以这类词组表现的是两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语法功能更接近于后

置接续词的语法功能。因此在句中它起到了状语的作用。

后置词「（に）
$

して」在起到与格助词相当的语法功能的基础上，逐渐向后置接续词的语法功能转

移，从而能够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抽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词组中还是句中，为了能够表现名词

与其它单词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后置词「（に）
$

し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注：例句的出处来源于日本新潮社ＣＤ－ＲＯＭ中所收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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