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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宾格化削弱了主语的施事性，也让谓语表征为结果或终止状态，并驱动隐含的第二层次主谓结构所表征
的存现意义呈否定状态。非作格化强化了第一层次主谓结构的动作性特征，并驱动第二层次的主谓结构呈常规的存现

意义，由此证明了双及物构式的意义是左向或右向传递。予取的双向性可以共存于同一双及物句，但予取的内容不一定

是物质性的实体。物质性实体或非物质性实体的双向传递，可以概括为双向的损益关系，这就是双及物构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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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及物构式（ｄ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是Ｘ＋Ｖ＋Ｙ＋Ｚ格式的结构式，其中Ｘ、Ｙ、Ｚ是名词成分，分别
充当主语、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动词 Ｖ可以是二价动词，但是一旦进入双及物构式就成为三价动词，
并具有“给予”义，表示Ｘ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ｃａｕｓｅＹ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ＺｂｙＶ－ｉｎｇ［１］３８，［２］２０，比如 Ｓａｌｌｙｂａｋｅｄｈｅｒｓｉｓｔｅｒａ
ｃａｋｅ，表示“Ｓａｌｌｙ烤了一张饼给妹妹吃”，二价动词ｂａｋｅ在双及物构式中与三个名词搭配，并获得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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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义。

但是，能进入双及物构式的动词，并不总是产生“给予”义。徐盛桓（２００１）发现“有些动词是使收受
者受惠的，有些并不受惠，有些还要招损”，所以分别称为“（正）给予”、“零给予”和“负给予”［３］。“零给

予”和“负给予”动词进入双及物构式不能产生“给予”义。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认为，部分动词决定了双及物构式的核心意义，其余动词分别决定双及物构式的多种边缘
意义［１］３８：（１）施事成功地致使与事接受客体（核心意义），如ｇｉｖｅ，ｔｈｒｏｗ等；（２）某些必须满足的条件暗
含施事致使与事接受客体，如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ｐｒｏｍｉｓｅ等；（３）施事致使与事不能接受客体，如 ｒｅｆｕｓｅ，ｄｅｎｙ
等；（４）施事致使与事在未来某时间接受客体，如 ｌｅａｖｅ，ｂｅｑｕｅａｔｈ等；（５）施事致使与事有可能接受客
体，如ｐｅｒｍｉｔ，ａｌｌｏｗ等；（６）施事希望能够致使与事接受客体，如ｂａｋｅ，ｍａｋｅ等。

在汉语中，陆俭明首先区分了“给予”类动词和“非给予”类动词，然后再将后者分为６类，分别对应
各自的构式意义［４］：

（１）施事有所获取，如吃、搬、盛、穿、得、调；
（２）与事、受事有所获取，如表扬、安插、安排；
（３）与事受益，如改、改正、纠正、修；
（４）与事有所损伤，如打／打破、罢、踩、拆、拆除；
（５）施事、与事均有所得，如采购、采用、承担、出版；
（６）施事有所得，与事有所损伤，如霸占、拔、铲除、抽查、查、逮。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的构式意义，只对小范围的动词适用，却不适用于全体双及物动词，更不具有语

际兼容性。所以，这种做法降低了构式语法以及构式概念的有用性，因为构式语法以及构式概念的合理

性就在于能够分担词汇在构建句子意义中的作用。

细审上述分类的原则，我们发现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关注的是“给予”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等［１］３８，如果条件、

时间和现实性都具足，双及物构式具有核心“给予”义；如果条件、时间和现实性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不

具足，就没有现实的、当下的“给予”，而是“零给予”、“负给予”［３］［５］或潜在的、未来的“给予”。陆俭明

（２００２）归纳的基础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授受关系，即“给予”与“取得”关系。所以，上述两种分类都是围
绕“给予”来进行的［４］。

为了不受“给予”的影响，我们可以暂时回避它：既不考虑“给予”类动词，也不考虑“取得”类动词，

而从汉语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予取不明的动词出发，首先弄清楚在解歧过程中确定“予”和“取”的条件，

在初步确定双及物构式的意义之后，再用“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分别测试初步确定的构式意

义，并在测试中对初步确定的构式意义进行调整，使之具备一般性和普适性，并最终确定为双及物构式

的意义。这样做的依据是，“给予＋取得＋予取不明”三者之和具有周延性，彼此之间具有互补性。

１　汉语中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及其解歧条件
１．１　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

汉语中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是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的句子，一种表示“予”，即客体右向转移，

另一种表示“取”，即客体左向转移，比如：

（１）ａ．甲借乙一本书。
ｂ．甲租乙一间房子。
ｃ．甲赁乙一个柜台。
ｄ．甲贷乙一万块钱。
ｅ．甲上乙一门课。
ｆ．甲换乙五十斤大米。
ｇ．甲分乙一碗汤。

为了化解上述句子的歧义，可以分别添加过去时间状语和未来时间状语，如：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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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甲昨天借乙１００元钱。
（３）甲明天借乙１００元钱。

卢建（２００３）的统计数据表明，（２）有３１人（７７．５％）理解为取得，９人（２２．５％）理解为给予；（３）
则只有１人（２．５％）理解为取得，３９人（９７．５％）理解为给予。与无标记予取不明双及物句“甲借乙１００
元钱”（取得与给予之比是２４：１６，分别占总数的６０％和４０％）比较，（２）取得义的理解值增加了１７．
５％，而（３）取得义的理解值却下降了５７．５％。

如果将“昨天”换成完成体标记“了”，也具有相同的解歧功能，如（４）：
（４）甲借了乙１００元钱。

相反，在加“给”之后，则表达给予义，如：

（５）甲借给乙１００元钱。
所以卢建认为，可以将“给”和“了”看成是负载语义信息的标签，即“给”表示右向移动，“了”表示

左向移动［６］。

１．２　对解歧条件的解释
时间名词“昨天”是一个指示语（ｄｅｉｃｔｉｃｔｅｒｍ），它把说话人的说话时间和听话人的听话时间定位在

“借”这一动作之后，听话人听闻到的是一个过去事件，过去事件留给听话人的是结果或终止状态，相当

于存现构式（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而较难回溯动作发生的过程（我们是从概率上来分析，这体现为卢建统计数据
中明显的倾向性［６］），正如一列火车驶过之后，我们看到的只是最后一节车厢在远处所呈现的小黑点，

却看不到车身。

由于“借”本身是予取不明的，我们可以暂时忽略词汇意义，而用存现构式的构式意义来描述句子

意义。“存现构式”可以顾名思义，表示“存现”，可以通俗地表达为“有”①，也包括否定性质的“存现”，

即“没有”。对于（２）来说，“昨天Ｖ”所留下的结果或终止状态是“（现在）有”，即“甲（现在）有乙１００元
钱”，当然这只是（２）意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意义我们留待下一节来分析。

相反，想象一个未来事件，就像看到前方迎面驶来的列车，首先看到的是车身（“车身”比喻“过

程”），只有当列车驶过之后才能看到车尾（“车尾”比喻“结果”）。所以对于（３）来说，“明天”让人想到
某事件会在将来发生，但尚无结果或终止状态，所以突显的是过程（同样是从概率上来分析），可以表达

为“甲做某事”。“做”是“借”的上义词，更笼统，因为“借”的词汇意义暂时被忽略。

同样，体标记“了”也抑制事件的过程，而只让结果和终止状态成为被突显的侧面（ｐｒｏｆｉｌｅ），所以与
“昨天”的作用相同。与此相反，“给”附在“借”之后，强调的是主体的动作（即过程），而不是主体承受

的结果或终止状态。

我们的分析可以理解为对动词的非宾格化（ｔｏ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ｉｚｅ）和非作格化（ｔｏｕｎ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ｚｅ）：“昨天”
或“了”增强了动词的非宾格性，“明天”或“给”增强了非作格性。

非宾格动词（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ｖｅｒｂ）和非作格动词（ｕｎ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ｖｅｒｂ）在事件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互补性，两
者之和是一个完整的及物过程［７］。比如，“砌”是及物动词，指工匠有意地从事某土石工程，当工程完成

之后，某建筑物就永久地存在了。如果我们截取“砌”这一事件的结果或终止状态，该及物动词就被非

宾格化了②，即以存现句形式存在，如“院子里砌了一个花坛”，“砌”的施事、动机、所用工具等都被抑

制，即不成为侧面，在读者那里唤起的是一个完工了的花坛存在着，即“院子里有一个花坛”。这一终止

状态的前期阶段，则可以用非作格动词表达，比如“工匠进场”、“工匠劳作”等。

在（２）和（４）中，“昨天”和“了”降低了“甲”的施事性，也使动作“借”体现为结果或终止状态，即

８０１

①

②

“有”是一个歧义句型，既表示“存现”，也表示“拥有”，分别对应英语的ｔｈｅｒｅｂｅ和ｔｏｈａｖｅ，前者构成存现构式，后者表示拥有关
系，此处专指前者。

终止状态对应非宾格动词，而过程本身对应的是非作格动词，这一对比刚好和汉语“有”的两种歧义对应（见脚注１）：ｔｈｅｒｅｂｅ是
动作完成后的终止状态，在时间轴上是无边界的（ａｔｅｌｉｃ），这种状态是存现句的描述内容，而 ｈａｖｅ不是终止状态，具有非作格性特征，有
时间轴上是有边界的（ｔｅ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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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现在）有乙１００元钱”，表达的是存现句（亦即非宾格句）的意义；相反，在（３）和（５）中，“明天”和
“给”增强了“甲”的施事性，也使“借”的动作性特征被强化，即“甲做某事”，表达的是非作格句的意义。

非宾格句和非作格句的特征及其意义是语言学同行所认可的，“昨天／了”和“明天／给”分别增强了
及物动词的非宾格性和非作格性也是合乎逻辑的语义结果，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双及物句语义推导的基

础，在下一节中还将继续使用。

２　隐含的非宾格结构与构式意义的初步确定
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只是双及物构式的结构意义特征的一部分，其实双及物构式还隐含了另一个非

宾格结构，同样具有存现句的特征，表达“有”或“没有”。

Ｏｅｈｒｌｅ指出，双及物句的与格是拥有者，它和客体（ｔｈｅｍｅ）的关系是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的关系，所以
具有非宾格结构的特征［８］２０６，比如在（６）ａ中隐含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Ｆｒｅｎｃｈ，这就是被隐含的非宾格结
构（亦即存现句），而（６）ｂ则没有这种隐含：Ｊｏｈｎ虽然教了，但学生们可能什么也没学到。

（６）ａ．Ｊｏｈｎｔａｕｇｈ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ｅｎｃｈ．
ｂ．ＪｏｈｎｔａｕｇｈｔＦｒｅｎｃｈ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ｅｈｒｌｅ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比如 Ｌａｒｓｏｎ认为，在图 １中，移位前的 ｓｅｎｄ是非宾格
动词［９］。

与此类似，Ｈｏ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ｈ通过汉语副词“各”的出现规律证明了与格与客体之间有一个隐藏的存现
动词［１０］，该存现动词与客体在同一个 ＶＰ边界内，并可被“各”（ＧＥ）修饰，如“他送了那三个人各一本
书”隐含了“（三个人）各有一本书”，如图２。

图１　Ｌａｒｓｏｎ（１９８８）对该书例２６的图示 图２　Ｈｏ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ｈ（２００５）的图２７

上述四种分析均揭示了双及物句的结构特征，即双及物句包括两层主谓关系，第一层是显性的（我

们在上一节中已讨论），第二层是隐性的非宾格构式。这种观点在 Ｍａｒａｎｔｚ那里也得到证明，Ｍａｒａｎｔｚ认
为双及物构式比与格构式多一层ＶＰ［１１］１１３。

在子句的结构成份中，主语最突显［１２］１１２，是语义关系传递的起点，谓语动词为传递过程提供动

力［１３］９０，所以，及物性系统的语义关系总是从第一个 ＮＰ传向第二个 ＮＰ，再传向第三个 ＮＰ［１４］８６，这是无
标记的子句语义结构。当“明天”或“给”强化了动词的非作格性特征的时候，主语的施事地位被强化，

即传递的起点地位被强化；谓语的动作性特征被强化，即传递的动力被增强。所以，无标记的右向传递

也被强化。当“昨天”或“了”将动词非宾格化了的时候，主语的施事地位被抑制，即传递的起点地位被

弱化，谓语动词表示结果或终止状态，所以不能提供语义传递所需的动力，传递过程就会发生逆转。对

（２）和（４）来说，第一层主谓关系表示“甲（现在）有乙１００元钱”，由于传递过程发生逆转，在第二层主
谓关系中，“乙”和“１００元钱”之间就是否定的存现关系，即［－ＨＡＶＥ］，表示“乙没有（＝借出了）１００元
钱”，如图３。“乙”和“１００元钱”之间的否定存现关系是第一层主谓关系被非宾格化所驱动的，即第一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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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主谓关系中谓语表示“有”，驱动了第二层主谓关系中谓语表示“没有”①。

对（３）和（５）来说，第一层主谓关系表示“甲做什么”，甲的施事性特征被增强了，谓语的动作性特
征也增强了，右向传递的结果使得第二层主谓关系，即“乙”和“１００元钱”之间，呈常规的存现关系，即
［＋ＨＡＶＥ］，表示“乙有（＝借入）１００元钱”，如图４。这也是河水奔流入流的常规现象。

图３　传递过程发生逆转 图４　常规的传递关系

　　图３和图４所表示的是初步认定的双及物构式的意义，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物品在两个参与者之间
传递，二是传递的方向互反。

既然传递的方向可以由中性动词（即予取不明动词）在双及物构式中通过非作格化和非宾格化分

别产生，那么，“双向传递”可能是双及物构式意义的一部分，只是这种双向性受到了动词意义的干扰

（详见一下节），比如传递的不一定是物质性实体，但干扰不等于“双向传递”不存在，因为词汇义和构式

义是句子解读中互动的双方，被干扰的只是互动的方式和所传递的内容不同罢了。下面我们尝试将给

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分别进行非作格化和非宾格化，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

３　对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的测试
在上文中，我们选择予取不明的动词，是为了不让词汇意义影响对双及物构式意义的归纳，我们既

然发现双及物构式可以表示左向或右向的物品转移，那么就必须把给予类动词（如“送”）和取得类动词

（如“拿”）作为测试材料了。

（７）ａ．甲昨天送乙一本书 ／甲送了乙一本书。
ｂ．甲明天送乙一本书 ／甲送给乙一本书。

（８）ａ．甲昨天拿乙一本书 ／甲拿了乙一本书。
ｂ．甲明天拿乙一本书 ／甲拿给乙一本书。

在（７）ａ中，“昨天”和“了”将“送”非宾格化，并驱动第二层非宾格结构的意义为负存现，即表示
“没有”，传递关系左向移动。但是，语感直觉地告诉我们，句子的意义仍是右向迁移，即“甲把一本书送

给了乙”。那么，是不是非宾格化理论出错了？应该不可能，非宾格化理论是可靠的，那么就只有一种

可能，第一层主谓结构“甲（现在）有乙Ｘ”中的Ｘ并不是物质实体“一本书”，而是由“送了一本书”所产
生的某种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可能正是甲所追求的，比如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而把书送出去；相应

地，乙在获赠物品之后，在常规情况下也会产生另一种心理状态，即亏欠人情的感觉。

所以，（７）ａ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双向对称的传递，既有右向的物质性实体的传递，也有左向的非物质
性实体的传递。既然是双向对称的予取关系，我们不妨把把它称作双向损益关系，因为物质形态的客体

只是损益关系的载体，而心理感受的付出和取得同样属于损益关系，如图 ５。图 ５所示同样适用于
（７）ｂ。

在（７）ａ和ｂ中，“昨天”和“明天”、“给”和“了”的功能被中和了，说明我们从予取不明的动词入手
是合理的，所得出的结论再在予取明确的双及物句中加以验证，并进一步归纳双及物构式的意义，这一

顺序不能颠倒；另一方面，我们的分析也维护了动词非宾格化的语义效果，即非宾格化产生了存现意义

（在此句中体现为“甲有了心安理得的感觉”），并驱动语义关系左向移动。当然，对于心理感受的推测

和归纳取决于参与者双方的个体差异，即各人的思想境界或动机可能并不相同，而且语境和文化传统也

会影响实际的心理状态，所以心理状态具有语用意义的特征。在下文的例子中也是如此。

（８）不同于（７）之处在于“拿”是取得义动词，但它同样涉及双向的损益关系，而且“昨天”和“明

０１１

① 这里的“有”和“没有”都与ｔｈｅｒｅｂｅ（ｎｏｔ）应。ｔｈｅｒｅ句型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差别对应“存现”与“负存现”（即“消失”），如 ｔｈｅｒｅ
ｇｏ（ｅｓ）可表示“负存现”，表示“负存现”的动词在语义上对应ｔｈｅｒｅｂｅｎｏｔ，可以解释诸如“钱包里少了１００元钱”这种句子所表达的终止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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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给”和“了”的功能同样被中和了，如图６。
图５和图６在损益关系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损益的内容不同，或者说损益的实现方式不同：高

尚的人以“予”为乐，自私的人以“取”为乐，这就保证了予取关系具备相同的心理动机：即两者都以“自

利”为出发点，有的人以“取”为“自利”的途径，有的人以“予”为“自利”的途径①。

图５　物质性实体右向传递 图６　物质性实体左向传递

４　双向损益关系
图５和图６所示的物质性实体与非物质性实体双向传递的观点，对于予取不明动词来说同样适用。

比如对“借”来说，不管理解为“借入”还出“借出”，诸如“感激”和“亏欠”的予取关系是必然伴生的，也

必然在两个主体之间传递。

双向传递不一定具有物质性内容和非物质性内容的对称性或互补性，相反，双向传递的内容可能都

是物质性的，或者说，另一种物质性内容的传递比某种非物质性内容的传递更加突显，并取代了后者在

损益关系中的位置，比如对（９）来说，既有物质性内容“一本书”的右向传递，也有另一种物质内容“钱”
的左向传递，在“钱”左向传递的同时，也许还有购买者的感激之情的传递，但显然不如“钱”的传递那么

突显了。我们对商业交易图式的熟知程度，进一步证明了双及物构式表达双向传递关系的客观性和真

实性，因为我们在关注“书”的传递的同时，无法无视“钱”的传递，至少“钱”的传递比“感激之情”的传

递更具有现实性和可验证性。

（９）甲卖给乙一本书。
（１０）甲卖了乙一本书。

我们的这一认定对于（１０）意义可以很好地加以诠释。例（１０）是歧义句，它可以表示“甲把一本书
卖给了乙”，也可以表示“甲帮乙卖了一本书”。对于前者来说，右向传递的是书，左向传递的是钱，“钱”

和“书”都是损益关系的载体；对于后者来说，右向传递的是服务（即“帮忙”），左向传递的可能是感激，

或者别的（如乙可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双向传递的内容可能都是非物质性的。为了能将（９）和
（１０）纳入统一的解释框架，就必须把双及物构式的意义定义为双向的损益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证明了非物质性内容的确是可以被传递的。这一结论对于非物质性客体名词在

双及物句中的意义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比如在（１１）中，ａｋｉｓｓ是抽象名词（即动词的名物化），ａｂｌａｃｋｅｙｅ
和ａ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ｋｉｎ虽然是具体名词，但在当前语境中分别表示“（打出来的）黑眼圈”或“（整容得来的）
美丽长相”。在（１１）的三个句子中，右向传递的都是非物质性的，左向传递的既可能是非物质的（如感
动、仇恨、报复性的举动），也可能是物质性回报（包括钱）。

（１１）ＪｏｈｎｇａｖｅＭａｒｙａｋｉｓｓ．
ＭａｒｙｇａｖｅＪｏｈｎａｂｌａｃｋｅｙｅ．
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ｇａｖｅＭａｒｙａ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ｋｉｎ．［１５］

双向损益关系还能很好地解释陆俭明所归纳的６类“非给予”动词的意义，因为“非给予”只是“非
物质性给予”，一旦“给予”可以统括“物质性给予”和“非物质性给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兼容陆俭

明［４］的各种“非给予”动词。

１１１

① “予取”必然对应“损益”，在概念内容上有物质性实体与非物质性实体的互补性存现，甚至纯粹是非物质性实体的交换与损益

认定。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规律和心智特征来解释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语言与心智的界线，或者说语言与心智具有连续性的

特征，所以我们在此不拟区分“语言内”与“语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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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避免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３８提出多种构式义的作法，因为“给予”得以发生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都
可以归结为损益关系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当条件、时间和现实性不具足的时候，“给予”关系被消解

了，但是损益关系依然存在，充其量是损益颠倒，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论合理性，因为我们忽略损益的

内容和实现方式。

５　结语
以“给予”关系为中心，将适用于双及物构式的动词分为若干次类，再归纳对该次类动词适用的构

式意义，这种做法降低了构式语法和构式概念本身的有用性。为了不受“给予”的影响，我们选择了在

汉语中较普遍存在的予取不明的动词，用“昨天／明天”和“了／给”等词汇和语法手段可以对予取不明的
双及物句进行解歧，即对予取不明的及物动词进行了非宾格化和非作格化。

双及物句在结构上都包含两个主谓结构，第二个主谓结构是隐含的非宾格结构，表达与第一个主谓

结构有语义关联的存现状态。如果及物动词被非作格化，主语施事性被增强，谓语提供语义传递所需动

力的能力也被增强，语义关系从左向右传递，由此导致第二个主谓结构表征常规的存现意义，即表达肯

定性质的“有”；如果及物动词被非宾格化，主语的施事性被弱化，谓语表征结果或终止状态，不再提供

语义传递所需的动力，由此造成语义关系从右向左传递，并驱动第二层主谓关系呈否定形式的存现状

态，即表征“没有”。所以，双及物构式既可以表征左向传递，也可以表征右向传递。

再用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对初步认定的双及物构式意义进行测试，发现予取的双向性共存于

同一双及物句中，但予取的内容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客体，相反，予取关系的部分甚至全部都可能是非物

质性的内容。在此背景下，汉语中的取得义动词、抽象的客体名词以及高级施用成分和低级施用成分的

分歧可以通过损益关系的双向性得到合理的解释。

既然是双向的损益关系的传递，那么我们在此谈论“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都是用部分代替整

体的一种表述策略。当我们使用这一策略时，“从左向右”是常规的及物性方向［１３］，而对于“从右向

左”，我们上文给予的解释是隐喻性的。“从右向左”是动词概念结构对双及物构式意义的选择性侧面

化，选择性侧面化的结构是另一种传递内容和另一种传递方向成为“非侧面”，“侧面”与“非侧面”的组

合实现了双向损益这一完形（Ｇｅｓｔａｌｔ）。动词对构式意义的选择性侧面化，体现了词汇与构式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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