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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介词结构的语义

功能研究

林 忠

【提 要 】 现代汉语介词 结构在 句 中呈现 出 句 首和动前 以及动前和动后 两种漂移现象 。

本文以结构主义的语法描写 为基础梳理漂移介词结构 , 使用 当代句 法 学 的最小 对比方法进

行语义功能定性 , 主要讨论漂移介词 结构的分布和功能 ,
重点探讨 它们在不 同位置上的语

义功能差异 。 研究发现 , 介词结构处在 句 首具有话语框架功 能 ；
主谓之间 为述谓动词提供

伴随语义 ；
当 出现在补语位置时 , 表示动作完成所达成的 结果 , 即动作行为 完成后 事物所

处的状态 , 这种状态 可以在 句 中 出现 , 也可以不 出现 。

【关键词 】 介词结构 漂移 语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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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在于描写这种限制 , 从而揭示不 同位

弓 胃 置的语义功能差异 。

漂移介词结构指 的是在现代汉语 中 可 能 句首句中漂移介词结构的
出 现漂移 的介词结构 , 并不是说在具体 的句

胃

中 有两个位置可 以互相 任意替换 。 实 际 上 ,

口

任何一个介词结构在韵律 、 句法 、 语义和 篇 汉语句尾的焦点位置决定 了非焦点的具有

章的 制 约下 , 在具体的语境 中 只能有
一个位 伴随特征的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动前的主谓之间

置 。 常见的 可以 出现在不同位 置的 现象有 两 的位置 。 魏庭新 ( 通过调查统计也证实

种 ： 种是主语前后两可的 , 种是动词前
了 一

。

两可 的 。

作为一种附 吾 , 我 门认为状语介词结构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西部项 目
“

介词结构漂移的句法语义接

在现代汉语中 通常的句 法位置 (
口研究

”

的阶段性成果 。

为主语后动词前 。 但受到某种语用驱动
林忠 ： 《介词结构语序研究 回顾与展望 》 ’ 《 宁波工程学院学

报 》 ( 哲社版 ) 年第 期 。

时 , 介词结构就会呈现出往 目 和往后移动两种 ② 林忠 ： 《介词结构漂移的语篇及物性阐释 》 , 《 重庆邮 电大学

情况 。 这种两可现象也都是有
一定限制条件的 , 学报 》 ( 哲社版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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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的
“

完型
”

应该是介词结构位于主语 首是有认知 心理基础 的 。 陆丙甫 (
④

和谓语之间 。 指出 ： 听话的过程不是分析过程 , 而是组合或

我们认为这种语序是语言描摹客观事件的 者组块过程 。 听话者在
一

定 的语境下 , 听 了前

结果 , 是对客观世界识解概念化的后果 , 是语 面
一部分词语后就可以预期整个句子将按什么

言像似性的体现。

① 通常来说 , 施事是事件的发 模式展开 , 然后按照模式的格式去理解每一块

起者 、 致使者 , 当然是事件 的起点 , 使用
“

施 成分 。

事 处所 工具 根 由 关涉 动作 受事
”

是与 漂移介词结构位于句 首时 , 违背了 相邻原

客观事件的发生相吻合的 , 如例 ( 。 石毓 则 , 但 是遵 守 了容 器原 则 (

智 (
② 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中某些成分可 。 容器原则指的是对封闭区域的感知倾向

以游移于 动词前和动词后的现象 , 认为现代汉 于获得较大的感知稳定性 , 即倾向 于感知封闭

语这种信息组织方式不仅是句 法临摹 的结果 ,
区域的整体而不是其包容的组成部分 。 这种封

更重要的是语言系统内部发展变化的结果 , 即 闭区域就相当于篇章中 的
“

管界
”

成分 。 (参见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 。 但他没有解释为什 廖秋 忠 张汉 民 、 徐赳赳 (
⑥ 指

么现代汉语中有些介词结构可 以游移在主语前 出 ,

“

在 处所
”

位于句首时 , 其管界可大可

和主谓之间 。
小 , 可 以是

一个句子 , 也可以是几个句子 , 或

他用热水洗了脚 , 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
者
一

个段落 , 甚至是整个篇章 。 这些句首的介

这群歹徒胆大妄为 , 光天化 日 之下抢 词结构 , 就像容器一样 , 把后面的 内容统统纳

走了所有的贵重物 品 , 逃离前还对现场进行了 人 自 己的管辖之 内 。 这就是认知语言学所讲的

清理 , 企图掩盖罪行 。
人类对

“

容器图示
”

概念化的结果 。

⑦

例 ( 介词结构是施事进行
“

洗
”

这个动 总之 , 我们认为 , 漂移介词结构位于句首

作行为 的工具 , 例 ( 介词结构是动作行为 和位于主谓之间句法语义功能不 同 , 前者具有

“

清理
”

的对象 , 他们都不是动作行为 的
“

结 话语框架功能 , 后者为述谓动词提供伴随语义 。

果
”

, 只是伴随特征 , 从而使用介词结构将其置
动前动后漂移介词结构的

于动词前 。 我们举
“

把
”

字句为例来证明 。

传统语法认为 ,

“

把
”

字句 的宾语通常 为
口

“

有定
”

, 从语义上讲 ,

“

把
”

宾语通常为动作行 处所状语和处所补语

为的对象 。 这些对象是动作行为发生之前必须
“

在 、 到 、 向 、 往 、 于
”

都可以介引 处所成

存在的 , 所以汉语中 的
“

结果
”

宾语不能 出 现

在
“

把
”

字句中 。 如 ：
①

妈妈把
■

件 ) 毛衣织 了
如 】 °

°

：

—

！ 他把 (
一篇 ) 文章写了 。 ② 石毓智 ： 《现代汉语组织信息的原则 》 , 《语法研究与探索 》

学校把 (

一

幢 ) 教师公寓修建了 。

娜③ 刘辰诞 ： 《结构和边界 句法表达式认知机制探索 》 , 上

这些句子之所 以不能成立 , 是 因 为
“

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年版 。

“

宾语都是动作的结果 , 按照汉语信息的表达规
④ 陆丙甫 ： 《汉语的认知 心理研究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土 上 处 丄 卞 匕 尤 卞灿 以
⑤ 廖秋忠 ： 《现代汉语中的篇章连接成分 》 ’ 《 中国语文 》 娜

律 , 动作的结果只 能位于动词 的后面 , 不能处

在表示伴随方式的 动词前 , 所以这 些结构是 ⑥ 张汉民 、 徐赵赳 ： 《篇章中的
“

在 处所 ”

结构 》 , 《浙江师

“

劣形结构
”

( 。

③

⑦

大学 报

二
期 。

⑦ ：

介词结构作为语乂组块 ( , 位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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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当位于状语位置和补语位置时语义上有细
“

往
”

转换到 动前 , 而
“

静感
”

义只 能变换为

微的差别 。

“

在 着 ( 呢 )

”

形式 。 其实不管是
“

动
“

到 、 在
”

介引处所宾语用在状语位置是 感
”

还是
“

静感
”

, 我们认 为 , 这可能跟动词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 , 即动作行为 的处所 有关 。 比如 ,

“

写
”

, 它可 以表示连续的动作 ,

王还 状动结构所在的整 所以
“

写在纸上
”

就可以 转换为
“

往纸上写
”

,

个构式表示
一个动作事件 ( 张国宪 。 需 当表示

一

个瞬间的动作时 ,

“

写在纸上
”

可以

要说明 的是 , 状语位 的处所没有指 向施事或受 转换为
“

在纸上写着呢
”

, 这种分化其实就是

事的可能 ( 。 如 ： 动词的标量取值 ,

“ 是对同一个动作
“

写
”

整体

妈妈在盥洗室洗衣服 。
扫描 ( 和次第扫 描 (

系主任到北京去做报告 。
不同识解的结果 , 后者表示

农民在田地里干活 。

一种状态 。

例 ( 、 和 ( 中谓语分别为
“

洗衣 当
“

在
”

所介引 的介词结构位于动后时 ,

服
”

、

“

做报告
”

和
“

干活
”

三个动词结构 , 表 还有
一

种
“

纯状态句
”

。 (袁晓明 比如 ：

示动作行 为 。 张 国 宪 ( 认为 , 状 语 的 (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 国寺附近的

“

在 处所
”

和补语的
“

在 处所
”

构式分别赋
“

小羊圈
”

。 老舍 《 四世同堂 》 )

予动词不 同 的标量值 。 前者所在构式具有动作 ( 他想由七七抗战起一直想到钱孟石的

的反复性 、 动作的意愿性 、 和动作 的进行性三 死亡 , 把还活在心 中 的
一

段亡 国史重新温习
一

种语义浮现 。 正如上节所讨论 , 介词结构位于 遍 。 ( 同上 )

主谓之间 的状语位置 , 我们认为在汉语 中主要 ( 我最后一次徘徊查这查直上 , 我原地

还是表示动作的伴随方式 。

打转像是钟面上寂寞的指针 。

当出现在补语位置时 , 表示状态事件 , 表 例 ( 中的
“

在西城护 国寺附近的
‘

小

示动作完成所达成的结果 , 即动作行为完成后 羊圈
’ ”

不能 移到 动词前面去 , 动词
“

坐落
”

事物所处 的状态 , 这种状态可 以在句 中 出现 ,

书面语较浓 , 在实 际使用 中 , 可 以用在 古汉

也可 以不 出现 。 如 ：

语中遗 留下来 的
“

于
”

代替 , 表达 的是 人或

朗匙掉在茅厕了 。

物在某处 的 显现 , 是 静态 的语义 。 例

衣服吹到楼下了 。

和 ( 中动 词
“

活
”

和
“

徘徊
”

只能 表本

例 ( 和 ( 介词 结构
“

在茅厕
”

和 持续的动作 , 所以它们显然也是一种
“

纯状

“

到楼下
”

位于 动词 后边 , 前者 表示
“

钥匙
” 态

, ,

。

发生了位移 , 结果位置在
“

茅厕
”

； 后者表示 往
”

和
”

向
”

介引 的介词结构在状语位置

“

衣服
”

被风吹走 了 , 从原来的某 处 , 吹到 了 和补语位置都表示动作行为要达到 的趋向或处

另外地方
——

“

楼下
”

。 要注 意的 是 , 当
“

在

方位词组
”

位于动词后 时 , 句式似乎有歧 ？②

乂。 比如 ,
( 饭 ) 吐在手上 可以表不 吐里 ,

：

手上
”

,
也可以表示

“

吐在手上
”

。
( 字 ) 写在

一

也 商 佳圭 “它
③ 张国宪 ： 《

“

在 处所
”

构式 的动词标量取值及其意义浮
纸上 , 也同 样表不 写到 纸上 和 写里里 现 》

, 《 中国语文 》 年第 期

± 。 俞光中 (
④ 认为此时补语位的介词结 ④ 俞光 中 ： 《

“

在
”

的分析及其来源献疑 》 , 《语文研究 》

构含有 动感 义 和 静感 义两种 。 很多学
⑤ 张 国宪 ： 《

“

在 处所
”

构式的 动词标量取值及其意义浮

者通过变换分析指出 ,

“

动感
”

义可以用
“

到
”

、 现 》 , 《中国语文 》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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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不过仍有 细微的 差别 。 在状语位置上时 , 机制 , 表示了动作行为 的结束时 间 , 用英语表

表示动作的方向 , 整个句子强调动作 的状态 , 达应该是
“ ”

。 如 ：

或者动作的趋势 ；
而补语位置上时表示动作最 ( 琴珠好意请她当傧相 , 说什么也得给

后达到的 目的地 , 介词结构是全句 的语义中心 , 琴珠争点面子 ,
至少要坚持到仪式完毕 。

通常表示动作的达成 。 ( 会议开到了下午 点 。

时间状语和时间补语 这本小说写在文化大革命前
一

年 。

认知语言学认为 , 时 间是空 间范畴的隐喻 这本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写 。

结果 。 上
一

节我们讨论处所状语和处所补语在 这本小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
一

年写的 。

语义上的差别 , 这节讨论时间状语和时 间补语 这本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就写了 。

在语义上的差别 。 跟前面一样 , 我们的讨论对 例 ( 中 动词
“

坚持
”

结束的时间 即是

象仍然是指两个位置都能 出现 , 意义相近 , 但
“

仪式完毕
”

, 例 ( 开会 的结束时 间是
“

下

因为位置不同而有细微差别 的情况。 午 点
”

。 不难看出 , 同样都表示时间的终点 ,

“

到
”

介词结构介引时间成分 , 当处在状语 但说话人视点不 同 , 导致状位的
“

到
”

介词结

位置上时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 如 ： 构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 即伴随时间 ；
而补位

学院计划到开学前把拖欠的工资发给 的
“

到
”

结 构 表示 动作结 束 的 时 间 即 结果

大家 。 时间 。

到 了第二年春天 , 黑娃已经可以下床 处在状位和补位的
“

在
”

介词结构介 引 时

四处活动了 。 间结构时 , 同样有语义上的 细微差别 。 这种差

但愿到那时 , 我们来相会 , 荡起小船 别主要体现在
“

已 然体
”

和
“

未然体
”

方面 。

儿
……

当
“

在
”

介词结构位于状位时 , 表示动作行为

例 ( 中
“

发 工资
”

的 时 间 在
“

开 学 发生 的 时 间 , 至于动作完成与 否 ,
无从而知 ,

前
”

, 例 ( 中
“

下床活动
”

发生在
“

第二年 即它所标记的是动作的未然体 , 因此 ( 例

春天
”

, 例 (

“

相会
”

、 荡起小船儿
”

发生 不能成立 , 需改成 ( 或者 才合语法 。 而

在
“

那时
”

。 这三个句子中 ,

“

到
”

介词结构语 当
“

在
”

介词结构用在补位时 ,
可 以单独起标

义上都指 向谓语动词 , 都可 以 用
“

什么 时候
”

注动作行为已经完成 , 如 ( 例 , 句子不需

提问 , 如下 ( ( 。 这些状语位置表示 要其它的完句成分就可 以独立 , 所 以说 , 补位

的意义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 的
“

在
”

介词结构标志动作行为的已然性 。

学院计划什么时候把拖欠的工资发给 通过上面对动前动后介词结构 的对 比 , 不

大家？ 难发现 , 当介词结构出 现在补语位置时 , 表示

什么 时候黑娃 已 经可 以下床四处活 状态事件 , 即表示动作完成所达成的结果 , 动

动了 ？ 后介词结构所表现 出 的高级物性和完成体正是

但愿什么时候 , 我们来相会 , 荡起小 动作完成结果的体现 。

船儿…… ？

当
“

到
”

介词结构位于补语位置时 , 表示

动作行为结雜咖 。 张
语序嘛记 当代句法類学的最感兴趣

“

到
”

的语义特征可 以描写 为 ： 指 向 、

着落 和 到达 。 当 到 介引 时间结
① 张董 ：

“ ‘

到
’

结构研究
”

, 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构时 , 空间 着落 、 到达 义通过隐喻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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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内容 , 因为语法关系 的表达要使用语序或者 统研究 , 摒弃了传统的孤立地描写和分析每
一

标记 ( 形态和虚词 ) 手段 。 介词是语言类型学 个个别的结构形式 , 而是从动态的 、 关联的视

中除开小句 、 、 之外的最重要参数 。 语言 角去观察漂移介词结构语言事实 , 从而让定性

类型学认为 ,
汉语的动宾语序为 , 那么根据 的任务获得新的视角 。 漂移结构在句 中不同的

语序蕴含共性 , 汉语中 的介词结构 的语序应该 分布具有不 同的语义功能 , 他们在句首 、 句 中

为 即介词结构位于动词后边 )
, 因为这样 和句尾分别具有话语框架 、 动作伴随和动作达

才能满足核心
一致原则 。 在现代汉语 中 , 只有 成结果的语义功能 。 有意思 的是 , 并不是所有

少数介词结构仍然位于动词结构后 , 而绝大多 的介词结构都具有漂移的句法表现 , 其背后的

数位于动词前面
；
而且很多介词结构在句中位 语义 、 句法乃至语用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 另 文

置具有漂移性 , 即有些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句首 ；
再述 。

有些只能位于主语后动词前 ；
有些既能位于句

首又能位于主语后动词前 ； 有些既能位于主语 本文作者 ： 重庆邮 电 大 学外语学 院 副教授 ,

后动词前又能位于动词后 。 有趣的是 , 有些可 中 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届语言 系

以出现在句首 、 动词前和动词后三种位置 。 这 博士 ,
上海 外 国 语大学 外 国语言文 学博

是为什么 呢？ 这些问题的 回答有助于语言类型 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学的进
一

步发展 。 责任编辑 ： 马 光

本文对漂移介词结构的语义功能进行了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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