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7304524

10位ISBN编号：7807304529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作者：李杰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

前言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书所说的不及物动词，或者可
以叫不及物谓词，它包括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对于西洋语言来说，不及物动词
和形容词带宾语是不可思议的。西洋语言的语法规则是：及物动词带宾语，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不能
带宾语；如果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一带上宾语，就会有及物性的形态标志，就变成了及物动词。而在
现代汉语的句子里，偏偏有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后面再带一个名词宾语的情形。　　研究汉语语法，
既应重视各种语言的语法的共性，又应注意汉语语法的个性，即汉语语法的特点。在动词带宾语问题
上，及物动词带宾语可以说是各种语言语法的共性，汉语语法也不例外，而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就是汉
语语法的个性；这就是说，跟西洋语言比较，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也涉及到汉语语法的特点。但必
须指出，汉语不及物动词在主事主语句里作谓语动词时是不能带宾语的，所以它的带宾语是有条件限
制的。可见，探索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问题，对于如何处理好语法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很有理
论意义。同时，把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问题研究好，也有助于更好地构建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
体系，进而也有利于语言教学，包括对内、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及物动词带
宾语问题迄今仍是一个疑难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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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

内容概要

李杰博士的《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研究》一书以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为指导，吸收当代
西方语法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全面、系统地讨论了不及物动词(指广义动词，包括一般所说的形容词)
带主事宾语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
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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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杰，山东青岛人，1976年2月生。2001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
至200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语法专业，师从范晓先生，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复
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要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在《语言研究》等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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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引言1 研究范围2 理论框架2．1 语法观2．2 操作原则3 研究思路和方法4 研究重点5 语料来源6
符号说明第二章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研究综述1 建国之前有关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的研究2 50年
代有关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的研究3 60年代到90年代有关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的研究4 90年代以来
有关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的研究5 小结第三章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的句法研究1 主事宾语句各
段的构成和性质1．1 主事宾语句A段的构成1．2 主事宾语句B段的构成和性质1．3 主事宾语句C段的构
成1．4 NP1和NP2的句法身份分析2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结构体的分布2．1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
结构体作句法成分2．2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结构体作复句中的小句2．3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结构
体独立成句3 小结第四章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的语义研究1 NP1和NP2之间的语义关系分析1．1
NP1和NP2之间有广义的领属关系1．2 NP1是从强处所性到强事物性的一个连续统2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
宾语句的句式意义分析2．1 构式语法和“轻动词”假设2．2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的句式意义及其
下位类型3 NP2和NP1的语义身份分析——从句式意义的角度看3．1 NP2的语义身份分析3．2 NP1的语
义身份分析4 小结第五章 不及物动词带主事宾语句的语用研究1 NP2的指称性分析1．1 NP2的类指性简
析1．2 NP2的定指性分析2 NP1承前作话题和NP2新出现作焦点2．1 “死”的三种句式的话题和焦点2
．2 NP1承前作话题和NP2新出现作焦点3 NP2的启后性分析3．1 “坐”主事宾语句中NP2的启后性分
析3．2 “来”主事宾语句中NP2的启后性分析3．3 “死”主事宾语句中NP2的启后性分析3．4 “瞎、
红”类词主事宾语句中NP2的启后性分析4 主事宾语句的语用蕴含分析4．1 有些主事宾语句具有“受
损或受益”的语用含义4．2 主事宾语句所蕴含的受影响强度和主观性5 小结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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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了一（1956）认为，“意义往往是随着结构形式转变的，某词在某种结构形式里，已经不再是
词典里的原来意义。例如‘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按汉语语法的一般规律，动词下面加‘了’字，
‘了’字后面再加名词，这动词就是一个外动词，因此，这里的‘死’字已经变了外动性质。这句话
的结构和‘王冕七岁丧父’是同一类型的。严格地说，当然不能说‘死’就等于‘丧失’，因为‘死
’字本来不是外动词，是由内动变外动的，而‘丧失’本来就是外动”。②按照这样的分析，“父亲
”不可能是“死”的施事，倒是“王冕”似乎应该看成是施事。　　李人鉴（1956）认为，动词除本
身所含的意义外，还可以在句子里表示其他意义，例如“王冕死了父亲”中，“死了”兼表丧失的方
式。他认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他死了父亲”，都是说明遭遇的句子。虽然“得”与“失”是对
立的，但是他们同属于遭遇的范围，所以句子也就采取了同样的结构形式。他认为“一个儿子”和“
父亲”都是宾语。③　　任铭善（1956）认为汉语里施受关系是一回事，主语宾语又是一回事；两者
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死了父亲”和“来了一个人”是施事者居于宾语的地位。他指出
“‘死了父亲’是一个动宾结构，但这并不否定了‘父亲’的施事性质。”④　　关于“王冕七岁上
死了父亲”，邢公畹（1956）认为，依照语法上的分析，“王冕”是名词，在动谓词前，跟动谓词及
其宾语发生了主谓关系，成为谓语所说明的主题事物，所以是主语。“父亲”在动谓词“死了”之后
，使动谓词的意义更具足，所以是宾语。“死了父亲”是全句的谓语，所以在节奏上结合得很紧，“
父”字是重音节。又如“村子里死了人”，“村子里”是主语，“死了”是动谓词，“人”是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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