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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ＮＰ句式的非范畴化及其语用构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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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Ｖｉ＋ＮＰ意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名词或名词词组，历年来已有众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但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运用非范畴化理论对Ｖｉ＋ＮＰ结构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 Ｖｉ＋ＮＰ句式的非范畴化
的剖析，掌握Ｖｉ＋ＮＰ句式的非范畴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Ｖｉ＋ＮＰ非范畴化的语用特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点分析，
得出“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是Ｖｉ＋ＮＰ句式得以非范畴化的最根本机制和内在动力”这一
结论，为Ｖｉ＋ＮＰ句式的语用构建和解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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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ＮＰ句式意为不及物动词后接名词或名词词组（如 “走钢丝”“闹情绪”“哭鼻子”等）。对于 Ｖｉ
＋ＮＰ这个非典型句式结构，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高名凯认为汉语中具有动词功能的
动词本身没有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在不同语境下，既可以表现出其及物动词的范畴属性，又可以表现

其不及物动词的范畴属性［１］１０８。徐盛桓认为Ｖｉ＋ＮＰ句式的出现是因为汉语是自由语序型语言，语篇中
的句式可以不受语法关系约束，从而使得 Ｖｉ＋ＮＰ句式成为一种普遍非常规的语言现象［２］。郭继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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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飞上海”的主语和宾语有领属关系把其称为“领主属宾句”，并描述了领主属宾句的句法结构是“主

语＋述语（单向动词）＋宾语”［３］。刘大为认为，Ｖｉ带 ＮＰ的两个条件：一是不及物动词（Ｖｉ）具有带 ＮＰ
的语义要求，二是不及物动词（Ｖｉ）具有了较高的词化程度［４］。程杰认为ＮＰ通过一个虚介词Ｐ与Ｖｉ建
立联系，构成动词短语 ［ＶＰ［Ｖ＋Ｖ［ＰＰ［Ｐ＋ＰＤＰ］］］］，Ｐ选择非核心论元形成 ＰＰ，动词选择 ＰＰ作补语

［５］。

刘正光等在非范畴化理论框架下探讨Ｖｉ＋ＮＰ现象及其成因，认为是不及物动词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
丧失或扩展了其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而获得了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从而使Ｖｉ＋ＮＰ
成为可能［６］。

本文拟以非范畴化理论对Ｖｉ＋ＮＰ结构进行深入研究，详细分析 Ｖｉ＋ＮＰ构式中 Ｖｉ和 ＮＰ的句法，
分别从Ｖｉ＋ＮＰ句法分布特征、句式语义、句式语篇功能、句式功能与范畴等方面运用非范畴化理论进
行解读。

一　Ｖｉ＋ＮＰ句式非范畴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刘正光的定义，非范畴化指语言实体逐渐丧失本范畴的某些特征，同时获得新范畴的某些特征

的过程。范畴成员在非范畴化后重新获得范畴化之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Ｖｉ＋ＮＰ在句法语
义方面就具有这样明显的特性。

（一）Ｖｉ＋ＮＰ句法分布特征的丧失与扩展
Ｖｉ＋ＮＰ句式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丧失或扩展其句法分布的部分特征。非范畴化进一步弱化了不

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别，使得这些处于中间范畴的动词，既不拥有不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典型

特征，也不拥有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典型特征，而是介于这两个范畴属性典型特征的边缘地带。换句话

说，Ｖｉ＋ＮＰ中，动词既具有丧失了不及物动词的部分句法特征，同时又获得了及物动词的部分句法特
征。如作为不及物动词，它可以带宾语了；作为及物动词，它却不能转换成被动语态，动词后不能插入时

体助词等。如“跑官”“走后门”“哭鼻子”等都不能说成：

（１）ａ．这个官被（他）跑了。
ｂ．后门被走通了。
ｃ．她哭了鼻子了。

Ｖｉ＋ＮＰ句式经历非范畴化后，Ｖｉ丧失了其不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这部分丧失的特
征由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弥补，从而使得 Ｖｉ获得了及物动词那样后接宾语的地位，但却
没有获得及物动词所有的句法特征和地位。

（二）Ｖｉ＋ＮＰ句式语义的抽象与泛化
Ｖｉ＋ＮＰ句式在非范畴化的作用下，其语义不断抽象与泛化，其诱因有两种［７］：一是语言演变，二是

语用动机。从语言演变的角度来看，在语言不断磨合的基础上，Ｖｉ＋ＮＰ句式的语义进一步抽象化，二者
最终实现范畴属性特征的相互渗透。从语用动机来看，Ｖｉ＋ＮＰ句式的语义成分与句法成分之间存在关
联性。具体来看，表现在句法上，Ｖｉ＋ＮＰ句式原本的句法结构应为“Ｖｉ＋Ｐｒｅｐ＋ＮＰ”，由于人们追求语
言的“经济性”，对ＮＰ予以凸显，省略句式中的介词。表现在语义上就是原型句式中的概念隐喻化，如
“走后门”隐喻化为表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做成某事，“跑官”隐喻化为表示通过不正当的努力获得官

职。这样的不及物动词加宾语的结构高频使用后可能产生词汇化倾向。

抽象和泛化后，Ｖｉ＋ＮＰ的事件语义类型也可能发生改变，如：
（２）副高哭鼻子杭州水淋淋，本周先雨后晴气温回升（中国日报，２０１１－８－２９）。
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能走钢丝。

例（２）中“哭鼻子”已经发生了转类，原来具体的“哭鼻子”的动作过程逐渐抽象为整个事件，“走钢
丝”由行为动作转化为表达“冒险”这样的具有类指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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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Ｖｉ＋ＮＰ句式的语用特征
Ｖｉ＋ＮＰ构式从最初的被视为个别用法，到今天逐渐广为使用，体现出使用中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

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

（一）ＳＶＯ构式具有认知和心理显性度
Ｔａｙｌｏｒ指出，英语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及物句式不断地侵蚀到不及物句式

中”［８］２１０－２１４，反过来说，不及物句式不断地进入到及物句式中去，这一侵蚀过程体现了认知的非范畴化

过程。Ｔａｌｍｙ也指出，语言的历时变化中，一些不及物动词由于其本身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丧失或
扩展，逐渐拥有了及物动词范畴属性的部分典型特征，甚至是完全转化成了及物动词。史锡尧曾论证了

汉语中也存在这种入侵［９］。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侵蚀？这里体现了什么样

的语言使用动机？

Ｃｒｏｆｔ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句子结构的类型学原型是及物性［１０］９８。根据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１９８７：５７）
（转引自刘正光２００６：２８８）的研究，及物构式作为一种构式原型，其编码形式表达的是前景化信息，前景
化信息是新信息，信息量更大。及物构式不但在认知上是显性的，语篇显性度也高，接近认知原型事件

的心理显性度。认知显性度和心理显性度造就了及物构式在语篇中的表达能力。

（二）Ｖｉ＋ＮＰ是追求经济性的结果
Ｈａｉｍａｎ指出，大多数有标记构式的产生是为了获得表达上的经济性［１１］１０。表达经济性的主要体现

形式是语言表达式的缩短和简化。Ｖｉ＋ＮＰ由非 ＳＶＯ构式转化为 ＳＶＯ构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结构简
化。如上所述，ＳＶＯ构式是人类语言中最经济的构式，能够让语言使用者最快速地处理语言信息，同时
也能凸显宾语位置上的新信息地位。因此，也就自然地成为了语言使用者心理凸显度高并首选的表达

手段，试比较：

（３）ａ．我今天乘飞机到上海去。
ｂ．我今天飞上海。

（４）ａ．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上强渡过去，并快速解放了南京。
ｂ．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并快速解放了南京。

（５）ａ．今晚你就在沙发上睡觉吧。
ｂ．今晚你就睡沙发吧。

就表达的基本命题意义而言，例（３）～例（５）中的 ａ句与 ｂ句几乎没有差别，但在句法结构和语言
资源的使用上却差别很大。（３）ａ是 ＳＶＯＡ结构，多了一个补语成分，多用了５个字；（４）ａ是 ＳＡＶＣ结
构，多用了４个字；（５）ａ是ＳＡＶ结构，多用了２个字。

一般而言，宾语位置是焦点位置，同时也是新信息位置。Ｖｉ＋ＮＰ构式是将原来的状语成分提升为
宾语成分。这种提升一方面简化了句子结构，另一方面减少了语言表达需要的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

语言使用者可以直接从焦点位置获取最重要的新信息，从而减少了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

处理任务，降低处理难度，从而实现快速、有效、简洁地完成交际任务的目的。

（三）Ｖｉ＋ＮＰ的语用含义强化
　Ｖｉ＋ＮＰ越来越得到语言使用者的接受，除了能够实现认知和表达的经济性外，另外一个原因是，

它能够丰富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如：

（６）ａ．在台儿庄血战。
ｂ．血战台儿庄。

（７）ａ．ｒｉｄｅｏｎａｈｏｒｓｅ
ｂ．ｒｉｄｅｔｈｅｈｏｒｓｅ

（６）ａ客观地描述在台儿庄的惨烈的战斗，而（６）ｂ除了表达（６）ａ的意义以外，还隐含着敌人的强
大、难以战胜以及战士们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的意义。（７）ａ描述骑在马背上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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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ｂ还附加了驾驭这匹马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ＳＶＡ构式提升为ＳＶＯ构式以后，会产生这样的语用意义添加和强化的现象呢？前面

已经从语用信息处理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与解释。我们还可以从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９９）的能量传递理论中找
到解释。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一个事件概念原型体现一个完整的行为链，主语是行为链的头，传递出能量，
谓语表示能量的传递方式，宾语是能量的消耗者，能量传递到此结束［１２］４８。在Ｖｉ＋ＮＰ构式中，原本为状
语的成分提升为宾语了，那么，它就由行为链之外进入了行为链之内，参与能量消耗，因此获得更多注意

而成为关注的焦点，语义由此得到强化。

（四）Ｖｉ＋ＮＰ的规约性限制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和非范畴化理论可知，由于Ｖｉ＋ＮＰ句式只具备原型及物句式的部分典型特征，

但同时又保留了不及物性原型句式的部分典型特征，从而该句式受到不及物性原型句式和原型及物性

句式的双重句法限制。因此，Ｖｉ＋ＮＰ句式的语用产出效能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Ｖｉ＋Ｐｒｅｐ
＋ＮＰ原型句式中的介词（Ｐｒｅｐ）并入不能任意扩大或并入，二是不及物动词后接的宾语 ＮＰ并不具备随
意添加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刘正光对Ｖｉ＋ＮＰ句式合格与否给予了两个前提条件：（１）Ｖｉ
＋ＮＰ句式的隐喻化程度，（２）Ｖｉ＋ＮＰ句式的转喻认知模型。条件（１）提示如果 Ｖｉ＋ＮＰ句式的隐喻化
程度越高，则其使用者可能因为难以理解而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句式，反之，则易于接受。条件（２）是一
个限制条件，它限制Ｖｉ后面所接的ＮＰ的范围［６］。Ｖｉ＋ＮＰ句式借助于隐喻方式拓展原有的语篇功能，
再以转喻方式实现其原型范畴身份的改变。

徐盛桓认为社会常规关系是Ｖｉ＋ＮＰ句式的理据。社会常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转喻，它在描述概
念结构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１３］。在Ｖｉ＋ＮＰ句式中，不及物动词（Ｖｉ）在深层语义范畴属性内都凝固
了动作对象受动元，成为隐性表述，使语言表达更为经济，而再另带宾语（ＮＰ）是为了表述精确。由于
Ｖｉ＋ＮＰ句式是语言追求“经济性”并遵循“常规关系”的基本属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首先，Ｖｉ＋ＮＰ
句式其原型句式为“Ｖｉ＋Ｐｒｅｐ＋ＮＰ”，追求“经济”使得意义空泛的“Ｐｒｅｐ”从句子表层消失（但是，Ｐｒｅｐ并
入不能任意扩大，也就是说，在某些句式中，介词不能省略，省略后将导致句式不合法，介词是有条件的

并入），此时，ＮＰ缺少格，为了配格，ＮＰ“暂时”被赋予了宾格，最后，在“常规关系”的作用下，Ｖｉ＋ＮＰ句
式的用法才会大量出现。正是受这一认知框架的影响，某些语境下的语言表达需要以最简洁的语言传

递出最多的信息时，或使受事宾语能得到突显，或对表达新颖性的追求等，正是在这些语用因素的作用

下，这类 Ｖｉ＋ＮＰ句式在语言接触中逐渐为更广泛的人群接受。由于 Ｖｉ＋ＮＰ句式语义突出（ｆｏ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和省略（ｇａｐｐｉｎｇ）的各不相同，沟通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者对于社会常规关系的认识已
经完善。比如“睡窑洞”，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窑洞里睡觉”，“窑洞”是“睡”的场所。同样的，在“闯红

灯”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闯过去”（时间宾语）。根据社会常规关系，我们知道正确的

做法是“红灯停，绿灯行”。再比如“吃食堂”（处所宾语），其原型句式为“在食堂吃饭”，一般情况下，吃

饭是在家里进行的。“吃食堂”不仅描述一种具体的“在食堂吃饭”行为，而且还表示只能去食堂吃饭的

客观因素。“睡沙发”，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沙发上睡觉”，根据社会常规关系，“沙发”属于“坐”的范畴

而不是“睡”的范畴，但是，“睡沙发”却是合法句子，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根据刘正光对 Ｖｉ
＋ＮＰ句式合格与否给予了两个前提条件中的条件（２），本文认为“沙发”在隐喻和转喻的认知作用下获
得了作为“睡”的“工具”来使用的受动性（工具宾语）。同理，“吃旅馆”则不合法，不可接受，这是因为

旅馆在社会常规关系中的属于“住”的范畴，不属于“吃”的范畴。这也表明，刘正光对于Ｖｉ＋ＮＰ句式合
格与否的判断条件是正确的，其中条件（２）是一个限制条件，它限制 Ｖｉ后面所接的 ＮＰ的范围。因此，
我们可以说“住旅馆”，不能说“吃旅馆”，这表明Ｖｉ＋ＮＰ句式的语用环境对句式结构和语义有一定的选
择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事物的常规关系是Ｖｉ＋ＮＰ句式的认知理据。

综上所述，Ｖｉ＋ＮＰ句式中Ｖｉ和ＮＰ的语义关系相当复杂，必须遵循社会常规关系的约束，因此，其
语用产出效能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Ｖｉ＋Ｐｒｅｐ＋ＮＰ原型句式中的介词（Ｐｒｅｐ）并入不能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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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或并入；二是不及物动词后接的宾语 ＮＰ并不具备随意添加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Ｖｉ＋ＮＰ
句式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其实质是非范畴化的认知机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非范畴化与范畴化一样，

二者都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Ｖｉ＋ＮＰ句式是人类认知的发展和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结　语
语言规则的变化性和人类语言使用的心理认知动因是Ｖｉ＋ＮＰ句式得以非范畴化的最根本机制和

内在动力。由于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语言为适应认知的逐步深化不断地进行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的概

念整合。这种范畴属性的交互激活和不断扩展正是语言保持活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Ｖｉ＋ＮＰ句式的
出现是语言系统对人类认知逐渐深化的一种反应，也是范畴化与非范畴化不断整合的一个具体体现，其

目的是以更经济的手段表达更复杂的世界，或者说以有限的句式满足人类无限的认知需求，从而为构建

新的语言规则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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