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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趋式里宾语位置的制约因素

张 伯 江

许多学者指出
,

动词后复合趋向补语和宾语共见的时候
,

宾语的位置可以有几种不同的

选择
。

参考吕叔湘(1 9 8 0) 的说法
,

我们根据宾语的不同位置把几种主要格式码化后概括为
:

A
。

V C IC : O

B
。

V C IO C
Z

C
。

V O C z C
Z

D
.

把 O V C : C :

被临时充当表量的量词
。

而且它们对C也有语义制约条件
,

C与V 必须组合成具有
“
破坏

”

意义或
“
充满

”
意义的义丛

。

C和M L 的双重制约
,

使 K
、

l两类句型不容许无限生成
,

它

们 只能生成有限的封闭的一些句子
。

例如
:

(2 4 ) 老鼠咬破 了一袋米 峨一) 咬 〔老鼠
,

一袋米 ; 破(袋 )〕

(2 5 ) 老师写满 了一黑板字
一

写 〔老师
,

字 , 满 (字
,

一黑板 )〕

综上所述
,

补语与句子中各成分都可能发生语义联系
,

在一个常规序列而未经变换的句

子S 二 N
。 十 T + V + C 十

M L 十 N 。
中

,

可能形成 a一 1共12 种与补语有关的基本语义结构
。

对

补语语义的分析
,

将深化我们对句子的分析
。

在a 一d 式中
,

补语相当于一个次核心谓词
,

有

时在
一

语义上地位比核心谓词更显得重要
。

在e 式中
,

补语是由时量
、

方位
、

处所等词或短语

以及部分副词
、

形容词充当
,

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后置状语
。

f一j中
,

除 了i的补语与状语在

语义上有等值照应外
,

其它都是非连续结构
,

状语和补语被核心谓词分割开
,

但它们在语义

上却依存包含
,

共同作为整个句子的补足成分
,

因此在句法分析时似乎也不宜分开处理
。

至

于k
、

1两式是补语语义中的特例
,
它只能组成有限的句子

,

是汉语意合特点的一种反映
,

但

在句法上并没有 特殊之处
,

因此可以归入次核心谓词一类
。

这便是我们对补语的语义一语法

新认识
。

附 注
:

¹ 分别引自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

吕叔湘
、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
,

张世

禄 《古代汉语》
,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

田申瑛 《语法述要》
。

º余志鸿 《线性语序和立体语法》 ( 汉语学习
, 88 年第4期 )

» 钱乃荣主编 《现代汉语》p p .

23 9一2切 ( 高教出版社
,

19 9 0
.

4)

¼ 余志鸿 《语义跟语法的碰撞》 ( 语文研究
, 199 1年第2期 )

½ 吕叔湘 《动补结构的多义性》 ( 中国语文
,

19 8 1年第6期 )

¾ 李芳杰 《试析被包孕的述语和补语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 武汉大学学报
, 19 8 9年第4期 )

〔作者单位 :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飞



四种格式的语义内容基本相同
,

构成成分也基本相同
,

只是成分次序不l司
。

本文将着重

讨论四种格式句法上的强制性条件
。

这里先交代一下几个基本成分的性质
。

0 不一定都是受事
,

也可以是施事性成分 ; V 也不一定都是及物的
,

也可以是不及物动

词
,

因为不及物动词构成的述补结构可以是及物的
。

施事宾语 的例子如
“跑出来一头狮子 ,,,

不及物动词的例子如
“哭出来一笔救济款

” 。

O 为施事时
,

V 一定是不及物的
,

而 V 为不及物

时
,

0 却不一定总是施事
。

本文所讨论的C :
包括

:

上
、

下
、

进
、

出
、

回
、

起
、

开
、

过
、

到
、

人
。

C :
包括

:

来
、

去
。

我们可以根据C ;
是介绍趋向运动的终点

,

还是仅仅表示趋向运动的延伸
,

而把C ;
分为

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两类
:

a
。

不及物的
:

上
; 、 一

卜; 、

进 1 、

出 , 、

回 1 、

过
; 、

起
、

开
。

b
。

及物的
:

上
2 、

下
2 、

进
: 、

出
2 、

回
2 、

过 2 、

到
、

人
。

不及物C ,
其后的0 是事物宾语

,

它的作用是说明宾语的运动趋向
,

如
:

(1 )你想想看
,

是生出他来
,

还是让我剥出他来 ?

(2) 祥子故意的磨烦
,

等 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
,

骂 了句
: “

讨厌 ! ”

(3) 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扑满
,

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
。

例(1 )的语义关系是
“生他 + 他出来

,

(3) 是
“
加三十多块 + 三十多块进去

”

作用
,

所以说它是不及物的
。

及物的C :
其后的O是 处所宾语

,

剥他 十 他出来
” ,

例 (2 )是
“抄车把 十 车把起 来

” ,

例
。

也就是说
,

C :
的作用仅在于说明O

,

并不起支配O 的

它的作用是介绍出趋向运动的终点
,

如
:

(4) 瑞宣摇了摇头
,

走进老三屋里去
。

(5 )小顺儿吓愣了
,

忙跑到祖母屋里去
。

(6 )咱们得设法教他逃出城去
。

a和b 的这种区别可以从 C l + O 能否单说得到证明
,

当C ;
为a类时

,
C , 十 O 不能单说

: 苦出

他
, 朴
起车把

, 爷
进三十多块

; 而 C ;
为b类时则可以单说

:
进老三屋里

,

到祖母屋里
,

出城
。

跟某些外语比较
,

可以说a类有副词的性质
,

b类有介词的性质
,

关 于这两种特点
,

可以参看

周焕常(1 9 81 )的有关论述
。

在实际运用中
,

A
、

B
、

C
、

D 并非总是可以 自由地换着说的几种格式
,

它们在句法上都

有一些强制性的或半强制的条件
,

决定了在某些条件下只宜于采 取某种格式而不宜换成其他

说法
。

以下依次分析
。

2
.

1 当O 为小句时
,

一般要采用 A 式
,

例如
:

(7) 他们俩都猜出来那必定是一两张字画
。

(8 )小顺儿看 出来屋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
,

扯了扯妞子
。

( 9 )除了脸上和身上落了一层细黄土
,

路的
。

简直看不出来他是刚刚负着儿十斤粮走了好 几 里

(1 0 )他向巡警打听
,

巡警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才能开城
。



(1 1 )一跨出刑部大牢
,

暗
,

衣裳破
,

步履艰
。

鸟
一

瞥保看街街宽
,

看夭夭远
,

⋯⋯这才妙中枣自弓令岑冬
,

西今

O还可以是复句形式
:

(1 2 )我说不上来那时候我心里怎么股子味儿
,

. . . . . . . . . .

⋯ ⋯
仿佛是恶心要吐

,

又仿佛是—我说不上

来 r

以上这些句子都不能换说成 B 式或其他格式
。

小句宾语可以说是 A 式的二个 强 制 性 条

件
。

这些宾语小句有判断性的
,

如(7 )(9
‘

)
,

有陈述性的
,

如 (8 )(2 1 )
,

也有无主的
,

如(2 0 )
。

宾语小句可以很长
,

所以有时在O之前有个停顿
,

例如
:

(1 3 )哼 ! 他想起来
,

自己的头一辆车
,

自己攒下的那点钱
,

又招谁惹谁了 ?

(1 4) 一直闹到月底
,

连祥子也看出来
,

这是真到了时候
,

她已经不象人样了
。

汉语里插入成分不能太长
,

因此 B
、’

6
、 ’

D 等裕被满鑫活如小句宾语
,

当小句较短时
,
B式

也偶有用例
,

如
“
我已经想不起他姓什么来 了

” 。

和(1 3 )(1 4 )两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B式带

小句宾语时整个句子必须一 口气说完
,

而不能有停顿
。

2
.

2 及物 的C : 只能出现在B式里
,

这是 B式的一个强制性条件
,

参看(4 )(5 )(6 )例
,

这

里不再举例
,

只简单谈一下形成这种强制性的原因
。

我们在前面说过
,

C :
有近似于介 词 的

性质
,

总是要求处所性的0 紧随其后
,

因此只能采取B式
。

具体而言
,

A 式的语序v C , C : O
,

由于 C
。

为不及物的
“
来

、

去
” ,

¹ 所以处所宾语不能放在其后 ; C式的语序是v O C : C
Z
, O

是 V 的宾语
,

和 C : 没有及物性关系
,

也不能出现及物C :和处所宾语
;
关于D 式

,

丁声 树等

( 1 9 61 )和马真( 19 8 5) 都 曾把及物C :和 处所宾语不能在
“
把

”
字句里共现 当作一条规则 提 出

来
,

º但都没有指出原因
。

其实这一现象不难解释
,

因为
a
把

”
字总是要求O 紧随其后

,

O

不可能再出现到 C :后边
。

有的论著中在谈到这种条件下所以不能采用 C式的原因时说
: “这是 因为带处所性 宾语

的动词都是 白动词
,

不能直接同宾语组合
,

但复合趋向补语的前一部分却有同处所性宾语组

合的能力
,

例如
‘

逃出城去
’ , ‘

逃城
,

不成话
, ‘

出城
,

却可以
,

动词
‘

逃 ’
有

‘

出
, 的配

合
,

方可以带处所宾语
。 ”( 陈信春1 9

J

82) 作者这里看到了C :
的一些性质

,

但把原因归结为V

的不及物性 (作者称为
“
自动词

” )实在是 个误会
。

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及物动词的例子 来
:

( 1 5 )再多的新台币
,

将来带回大陆去
,

也没用啊
。

( 1 6 )有时候无心 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
,

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人家吵闹
,

而极冷

静的拉回厂子去
。

( 1 7 )你别骑过河来
。

可见只看到不及物动词是不全面的
。

因为C l及物
,

直接关系
。

V 是及物动词
,

时常常要求其受事出现
。

这时就要用

处所宾语由它带出来的
, O与V 没有

“
把

”
字来 引出

,

成为B
、

D 混合式
:

( 1 8 )假若小三儿再和招弟姑娘来往
,

他会把他赶出门去的
。

(1 9 )小崔知道反抗四大妈是没有便宜的
,

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
。

( 20 )他 自己准备好完全尽义务
,

把杠领出城去
。

这些例子里的C : 如果换成不及物的
,

就可以说成
“ 赶出他去

,

把他赶出去
” , “拉进车 去

,

把车拉迸去
” , “

领出杠去
,

把杠领出去
” 。

从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

不及物C :
强



调的是动作的趋向
,

而及物C , 强调的是运动的终点
。

2
,

3 关于C式
,

我们谈不出什么强制性的条件来
。

原因在于
:

北京话里C式用得极少
,

同

时在大量书面材料里几乎找不到多少用例
。

在我们考察的近77 万字的小说里
,

C式用例只有

不到十个
。

在北京籍作者所编 《动词用法词典》 里
,

C式举例算是最多的
,

但相对 于A
、

B

也是很少
,

更重要的是
,

该词典里每一个C式例子都有相应的A 式 或B式例子
,

足以说 明 C

式在使用上没有强制性的条件
。

2
.

4 D 式的强制性条件比较多
。

第一个就是及物 C l要求事物宾语共现时
,

需要采取B
、

D 混用式
,

也就是例(1 8 )一 (2 0 )所表现的现象
。

我们既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 B 式 进 入 了
“
把

”
字句

,

也可以直接看成D 式
。

一个旁证是
,

在
“
把 O V C , O C

: ”

中
,

如果把C ,
处理为

介词
, 则C : O C

:

就是介词结构作补语
,

这样一来就成了地道的 D 式了
。

D 式 的第二个强制性条件是 多项V C ; C
Z

并列出现
,

宾语既不宜于重 出
,

义不宜于并列

结构之后
,

因而先用
“
把

”
字提走

。

例如
:

( 21 )瑞全扯着小顺儿
,

在院中跳了一个圈
,

而后把小妞子举起来
,

扔出去
,

一

再接住
。

(2 2 )她不再哭
,

也不多说话
,

而只把眼中这点光一会儿放射出来
,

一会儿又收起去
, 存

储了一会儿再放射出来
。

(2 3 )他把秘密原封的带了 }团来
,

而想等个最好的机会再卖出去
。

(2 4 )东阳不会这一套外场劲儿
,

只扯动着脸
,

把眼球 吊上去
,

义放下来
,

没说什么
。

D 式的第三 个强制性条件是谓语里有总括性副词
“都 ”

等
。

因为总括性副词
“都

”

样 一个特点
:

当被总括者为受事时
,

要求

宾语以某种方式前置
。

因此
,

下面这些用

(2 5 )瑞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
。

“都
”

置于动词之前
、

受事之后
,

也就是说
,

字式的例子都不宜改说成其他形式
:

有这

要求
“
把

”

( 2 6 )当初
,

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
,

太空 虚
。

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
,

才能显得院内不

与副词的总括性相关的是遍指性宾语
。

当宾语为有定的遍指性受事成 分
,

而 V C 1 C
Z

为

及物性结构时
,

需要采用
“
把

” 字式
。

一般都有
“都 ”

类词出现
,

没有的可以添加
。

例如
:

(2 7 )他们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
,

因为他们是要分离
。

( 28 )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和腔调都能唱上来
。

(2 9 )她们的心 中开 了闸
,

把平 日积聚下来的污垢一下子倾泻出来
,

有定受事宾语和当事宾语共现时
,

必须用
“把 ”

’

字式
。

因为受事和 当书共现的常式是双

宾语句
,

如
“
给他一本书

” ,

双宾语句要求受事是无定的
, » 如前例不能说成

“给他书
”
或

“
给他这本书

”。

当受事宾语为有定成分时
,

就需要采用
“
把

”
字式

,

当事宾语由介 词
“
给

”

引出
。

例如
:

( 30 )来 ! 把饺子给她拿过去 !

( 31 )这时候
,

四大妈已把白糖水给少奶奶灌下去
,

少奶奶哼哼起来
。

( 32 )过了两天
,

胡大头来了
,

说是来东城票房说戏
,

顺便把衣裳给武老头带回去
。

四种格式句法上的强制 .l,[ 或半强制性条件已如 1: 述
。

当然宾语位性的制约因素不 仅 这



些
,

趋向词的不同语义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

趋向词的实在意义是表示趋向
,

这种意义上宾语

位置不受什么限制
,

虚化以后的趋向词
,

有的表示动作达到某种结果
,

有的表示人或事物状

态的变化
。

虚义的趋向补语对宾语选用哪种格式有一定的要求
,

例如
:

(3 3 )她看到的
,

听到的
,

全接不上禅子来
。

—
? 接上来桦子

—
关
接桦子上来

—
? 把摔子接上来

(3 4 )及至说起话来
,

他才晓得她是冠家的姑娘
,

而对她相当的客气
。

—
? 说起来话

—
关
说话起来

—
关
把话说起来

这个现象的成因应该从历史发展上去找
,

它是趋向词语义虚化的结果
。

(参看张伯江1 9 9 1 )

除去这些语法
、

语义上的强制性条件以外
,

那些可以通说的格式在实际运用中仍有适用

于某种场合的倾向性
,

这是应该从语用角度加以说明的
,

请参看张伯江 (1 9 9 1 )
。

附 注
:

¹
“

来
、

去
”
为不及物前文并未讲明

,

因为那里只讲了C l ,

如果对所有的后附于动词的趋向词作分类的

话
, “

来
、

去
”

应该算是不及物的
,

因为
“

拿来北京” “

带去屋里
”
的说法都不成立

。

应该指出
, “

来
、

去
”

之为不及物
,

并非是向来如此的
,

近代汉语里处所词放在
“

来
、

去” 之后的例

子并不罕见
,

如 《水浒传》 第五回就有
“
智深接过来手里” 的说法

。

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老舍作品里还偶见
“

逃出去北平
”
的说法

。

º丁声树等 ( 19 6 1) 说
: “ ‘

把
,

字句的动词是有限制的
。 ‘

回
, ‘

到
’ ‘

进
, ‘

来
, ‘

出
’ ‘

去
’

一类

字后带处所宾语或时间宾语的不能用
。 ‘

我回家
,
不能说成

‘

我把家回
’ 。 ‘

说出话来
,

可以改成
‘

把话说

出来
, ,

但
‘

说出 口来
,

却不能改成
‘

把 口说出来
, ,

因为
‘

口 ’

在这里是表示处所
,

不是
‘

说出
’
的东

西
。”
马真 《把字句补议》详细论述了

“
把

”

字带处所宾语和由动趋式充任述语的情况
,

指出二者不能共

现
,

并说这
“
无疑是使用介词

‘

把 (将 ) ’

的一条规则
” 。

» 吕叔湘 ( 19 84) 里说
: “

双宾语的句式是
: A 一动B 一C 。B代表的事物通常是有定的

,

C代表的事物

通常是无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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