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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Pinker(1999)的回环理论(TheLoopTheory)以英语和德语为例，证明句法结构

虽可以进入合成构词(复合或派生)但由于他们本身已经不是真正的词，所以难有曲折变化。

运用回环理论这一假设，探讨汉语单音节动结式复合词的生成问题，从而证明运用模式联体记

忆规则生成动结式复合词比句法说和词汇说更为经济。该生成方式时儿童来说较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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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汉语是孤立语，几乎

无形态变化，所以，从形态和句法交替层面着手处

理、分析汉语问题尤其是涉及动结式复合词的人并

不多。语言事实证明汉语并不是一种孤立语，汉语

与印欧语系一样，也是普遍语法的一部分。普遍语

法的某些规则恰当的解释了汉语中某些语言事实，

这进一步证明了汉语语言的特异性，并不如有些人

想象那样特别或者显著。复合词作为汉语中的一

大类，特点尤其显著。

    一、汉语动结式复合词的部分相关研究

    1、本文的讨论范围

    陆孝栋(1977)[l〕指出，在动结式复合词中V，

和V。之间存在着几种基本关系:

    (l)V:表示的结果是由V:表示的动作或者

过程直接引发的，即在动作或过程发生之前是无所

谓结果。(2)Vl和V:语序正好代表了这个因果

(。ause一effect)关系，也就是说，两者的位置是绝

对不可以颠倒的。(3)基于前两点，Vl而不是VZ

是动结结构的中心动词。(4)V:绝大多数是不及

物动词(或形容词)大多数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陆

俭明1992〔2〕，汤廷池1992a，b[，兀‘〕;郑礼珊、黄正

德 1994[5〕;李 亚 非 1990[‘〕;uaThompson

1976[，〕;Thompsonl973[8〕。

    本文所探讨的动结式复合词其补语是动作或

者过程的结果并且补语表示结果且有使役意义，

(黄正德1958)[，〕或者说V:有使动用法，例如“他

喝醉了”可以理解为“喝酒这件事使他醉了”。我们

认为，只要 V，和VZ之间是使役关系(。ause一

effect)则该Vl一V:是动结式复合词。然而，有几

类V;一V。形式的动词，其补语不是表示动作或过

程的结果(李临定1950)[，。〕。
    例如:(1)“我今天起晚了”在“起晚”中“晚”没

有使动用法，类似的还有 “衣服买大/剪短/买错

了”中的“买大剪短/买错/”。

    (2)“热爱祖国”中的“热爱”;“经济独立”中“独

立”等词的VI一V: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而不是因

果关系(陆孝栋)，类似的还有“出发、休息、爱好、动

摇、满足”等。

    因此，这两类词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动词一体貌助词”、“动词一趋向动词”、“动词一副

词”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缪锦安

(1990)叫认为，如果从较宽的范畴来理解，体貌助

词也可以理解为动作的过程或者结果，如 “吃掉、

做好、用尽、记得拿住”等等，而趋向动词，如“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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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拿来”等等，太田辰夫(1982:210)[l23称这类词

为“动态后助词”。另外，动词或者形容词后跟一个

副词，如“V死”、“V坏”、“V满，，、“V惨”。据((现

代汉语词典))，“死”、“坏”、“满”、“惨”作补语时都是

程度副词，表示程度深，“达到极点”的意思，并非表

示“死亡”如“烦死/气死/讨厌死/哭死/笑死”等之

意，“坏”并非表示结果不好，如“乐坏/激动坏/高兴

坏/兴奋坏”等，“满”作补语时有两个意义，一是指

达到一定的期限，此时“满”的语义指向为时间;二

是全部充实、达到容量的极点，其语义的指向是处

所，例如“倒满”、“坐满”、“爬满”、“落满”等等，这三

类词都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2、动结式复合词的派生方式

    动结式复合词的派生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论颇

多的问题，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些研究者主张把Vl一V:看成是在词库中生成

的，(郑礼珊、黄正德1994[5〕;吴道平1992[‘3〕(李亚

非 1990〔6〕、1993〔“〕、1995[‘5〕;黄居仁、林复文

1992[，，〕;顾阳1992[‘，〕;Thompsonl973[8〕)。另外一

些研究者则把V，一V:看成是在句法中生成的(石

定栩1994[‘8〕，1998a[，，〕;邹科1995[20〕)。我们认为这

两种派生方式各有利弊，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回环理

论关照下的动结式复合词可能更容易掌握一些。

    (1)词汇说

    词汇说认为动结式复合词是通过形态规则在

词库里派生出来的，我们将以郑礼珊与黄正德和李

亚非为代表扼要的介绍词汇说。词汇说对于中心

词的位置问题存在分歧。郑礼珊与黄正德和李亚

非认为动结式复合词中，Vl是核心词;黄居仁、林

复文(1”2)[l6〕;顾阳则认为V:是核心词。两者分

歧的细节可参阅郑礼珊与黄正德圈。

    为了说明动结式复合词的论元指派问题，李采

用了层级论元栅、题元合一和中心语投射等假设，

详情请参阅李亚非(1990)[e〕。郑礼珊与黄正德和

李亚非都认为，致事题元是由VI一V:指派的。郑

礼珊与黄正德和李亚非两者对于动结式复合词如

何将题元角色指派给Vl一V:有不同的看法。细

节可参阅郑礼珊与黄正德阁。

    王玲玲与何元建[zl〕则认为，役格谓语(causa-

tive一predicates)必须有一个致事(causer)作主语。

该致事主语有以下三种情况。

    1、由vl的施事的成分充当:

    (3)a.诸葛亮气病了周瑜。 (致事(=施

        事)，客事)

  138

        b.老张吓呆了我。

    在没有使役义的情况下，“诸葛亮”和“老张”分

别是“气”和“吓”的施事主语，役格谓语有使役义，

因此，施事主语可能改作主语(宾格谓语无使役义，

则不存在施事与致事发生冲突的问题，如“他砸碎

了玻璃”)例(3)中“致事=施事”并非说明有关成

分同时兼有两个题元角色。而只是说原本作施事

的成分现在改作了致事，所以，这并未违反“日一cri-

terion，，.(Chomsky1981:29)(22)的“题元准则”(0

一。riterion)的规定。

    2、由vl的客事的成分充当:

    (4)a.苹果吃坏了肚子。 (致事(=客事)，

        施事)

        b.资料看花了眼睛。

    “苹果”和“资料”应分别是“吃”和“看”的客事

宾语，但是现在充当了整个句子的主语。同理，在

这里“致事二客事”只是Vl的客事改作了致事而

已，并非说有关成分有两个题元角色。

    3、完全独立的致事成分充当:

    (5)a.那个梦惊醒了李四。 (致事，当事)

        b.那件事吓傻了张三。

    这些例句中，“那件事”跟“傻”的论元结构没有

关系，是完全独立的致事成分。

    (3)是施事役格句，(4)与(5)是非施事役格句，

但都遵守“致事主语”原则 (Grimshaw 199o:

24)[z3〕，即充当致事的成分必须出现在主语的位

置。致事题元是不是由V，一V:指派?关于这个

问题，郑与黄和李亚非的看法不同，具体细节请参

阅王玲玲、何元建[2l〕。
    (2)句法说

    句法说的代表人物邹科(1995)[20)及石定栩

(1994[‘8」，1998a[‘，〕)认为，V，一V:是在句法中生

成的动词，或者严格的说是句法生成的“具有词的

特性的句法结构”。这一理论来自Disciullo&

Willians(1987)[24〕即“形态结构”(morphological

structure)有两种:强词性的(stronglylexical)和弱

词性(weaklylexical)前者在词库里构成，即通常

所说的词，后者在句法里构成，如成语。在汉语里

除了这一看法(即V，一矶 是在句法中生成的动

词)之外，石定栩(1998b)郎〕还认为某些“动词一名

词”形式是在句法中生成的词结构，如“修理工人/

指导教师”与“修理汽车/指导学生”不同，前者是

词结构，后者是词组。从结构上来说，在句法中生

成的词结构要服从短语生成规则(X一bar)，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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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结构是指句法结构中的次结构(lexicalsub一

tree)，跟词的功能一样 (Sadler& Arnold

1993)[，6〕。这样，V，一V:可能是一个词。关于Vl

一V:的生成过程、结构及题元指派问题石定栩认

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邹科则把动结式复合词分成同指(同指的意思

是V，的表述主体即是V:的表述主体，V:的表述

主体亦即是V、的表述主体，Vl与V:同指一个主

体)如“我看懂了这首诗/张三喝醉了酒”和异指(发

生动作的主体与产生结果的主体是不同的两个事

物，即一个主体的行为动作导致了另一个主体产生

相应的动作或呈现相应的状态。)如“她哭红了眼

睛/张三推倒了桌子/李四气哭了他老婆”。也就是

说，异指的动结式复合词是指该结构中存在两个表

述主体，即由于主体 A的某种动作导致了主体B

产生某种结果。对于同指的动结式复合词，邹科用

双宾结构处理，异指的动结式复合词则用Chom-

sky(1993)[川的特征表征核查理论。具体细节在

此不赘述，请参阅邹科[20〕。
    邹科的分析方法看起来似乎较为完善，但是，

针对动结式复合词则，邹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

处理，有些繁琐，对儿童来说不易掌握。

    二、我们的假设

    1、Pinker(1999)的理论概述

    Kiparsky(1982)[，，〕提出了形态构词的程序。

他认为，构词分为几个阶段，在人类的大脑里存在

一个记存词根的词库，根据词法理论，这个词库包

括了不规则动词的词根形式，该词库把词根用于规

则词的派生形态上，从而由简单词和词素构成的复

合词就这样产生了，同时产生一个新的合成成分。

也就是说，构词到句法有如下程序“词根~合成构词

~屈折变化~句法”前三个阶段属于词库(即如果一

个词既有词根、也有合成成分如复合、派生或皆有，

也有屈折变化则构词的过程必定如此)。词根可以

进人句法，合成构词的结果也可以进人句法，词根有

屈折变化，则合成构词的结果也可以如此。

    Pinker(28)提出，句法里生成好的结构又可以

返回到词库再进人合成构词，即回环理论，其证据

很简单，句法结构虽然可以回环进人合成构词(复

合或者派生)但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词，因而很难有曲折变化。其理论认为语法有两种

生成机制:模式联体记忆和运符处理规则Pinker，

后者包括词法规则(如中心语右向原则)和句法规

则(如X一标杆规则，移位规则)。语法系统的经济

和最简原则要求两种生成机制能灵活地相互补充，

使整个系统不冗余。就构词而言，补充的方法主要

有:(1)句法将生成好的短语返回到词库再做构词

用(2)曾经的短语形式通过模式联体记忆进人词库

成为词根，及本来是短语的形式自然的进人了“记

存”状态，整个儿地存储起来了，不再通过规则生

成。“记存”状态必须具备某种条件才能发生，即被

“记存”的语言形式必须有相关模式如英语中的不

规则动词形式:swim/swam/swum;speak/spoke/

sPoken等等。大脑这种把相关事物的相关模式存
储起来的记忆叫模式联体记忆，该模式靠存储起来

的模式生成出类似的形式，称为模式联体记忆生

成。Pinker虽以英语和德语为例证明了其理论，

事实证明在汉语里，该理论也是可行的。

    2、回环理论生成单音节动结式复合词

    同指和异指的单音节动结式复合词，如VI

“听/学”和V:“懂/会”，毫无疑问，根据回环理论，

都是词库中的词根。根据Baker(1995，1:46)
[s0〕的题元统一指派假设(UTAH)，该假设要求题

元“在句法结构上的相对位置与题元在题元等级上

的相对位置保持一致”，我们认为两动词在合成的瞬

间，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词根，V，一从 成为一个词根

而不是一个短语，而且，在词库里，VI 可以有前缀，

如“没有/能/不能”以及中缀“得/不”;从 则可以有

后缀“了/过，，(顾阳1994[3‘〕认为“了/过”是后缀)等

等。然而，当在合成以后，V;一从 有了一些新的特

征，这些特征并不能时刻自动把两者原来的特征复

制，派生出合乎汉语语法规范的词语，相反有时会派

生出一些可笑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词语，如“看/读懂”

可能会派生出“没有读懂了”这样的结构。如:

(6)a.

Vl Vl 巩

(前缀)读 (中缀) ’懂(后缀) (前缀)刮 (中缀) 侄吐(后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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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VI与V:有相似的模式，这些共同的

特征附加到了记忆表征上，并且允许共同的模式彼

此强化，新的模式如“摔碎”和“读懂”与已有的模式

的相似之处会产生一些共同特征，然后会与已经存

在的模式产生一种概括性的模式。另外，新的动结

式复合词已经继承了一些词库中已有的中心语的

(左向或者右向语素的)特性。树形图底端的中心

语的特征投射到新派生的复合词上(位于树形图的

顶端)其过程如下:

(7) a. X

      /\ x尸\
/ 尸 \

    我们认为，“X一了/过”进人合成构词就一定

是从句法返回的，也就是说，“打倒过/哭湿了”已经

是动词短语而不是词，因此，汉语不允许单音节动

结式复合词进人构词，即不允许动词短语再进人合

成构词，也就是说，句法结构人词得看是否存在同

类结构，已知词是泛指的，而句法结构泛、特指皆可

以。当句法结构人词时，就把特指结构功能带人词

中(同时保留原词的泛指意义)。因此，如果该词已

经是词根，则从词结构转化成为词根的可能性更

大，生成词的结构应该比生成句法结构来得更经

济，这与语言系统内的经济原则也是相符的。由此，

我们推测，语法不过是一堆词根与规则罢了，施以词

法规则，就生成合成词(复合、派生)或者有了屈折变

化;施以句法规则，则生成短语和句子，但词根是存

储在记忆里的，运用记忆比运用规则更为经济。

    我们认为，动结式复合词中那些高频的词根会

被反复记存，从而得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记存在语

言中，经常出现在Vl与V:位置的、经常听到的模

式是最容易记存的。反之，那些较少作Vl与VZ

使用的词，儿童则会很容易忘记。然而，如果一个

动词或者形容词并非屡屡出现在Vl与V:的位

置，那么，这一代人则会把常见的词放在这一位置

上，并代代相传直到该词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词根

存储在大脑里。

关，而运用规则跟左前叶区活动有关 (Pinker

1999:288一9)。这对语言研究而言，至少有两大好

处Pinkerlzs〕:①能毫无疑问地将缺乏心理学和神

学上对证的语言分析排除在普遍语法的研究范畴

之外。②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学能指导心理学者

和神经学者的研究方向。

    Pinker理论认为，记忆与规则的运作贯穿于

整个语法系统。这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屈折语，对汉

语这一非屈折语，记忆跟规则的相互作用可能主要

表现在句法上。语言事实证明，汉语构词法中同样

存在记忆与规则的相互作用。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儿童(汉语学

习者)必须一个个的学习单音节复合词，直到它们

进人模式联体记忆为止。由此，我们推测，学习单

音节动结式复合词时，虽然合成部分是运用规则，

但我们要先记住词根，同时，用此规则生成的双音

节动结式复合词学起来比较慢，因为双音节动结式

复合词往往是由单音节动结式复合词组成，这也是

学习者的难点。

    三、结论

    Pinker(28)称其理论为“词项与规则理论”

(ThewordsandRulesTheory)，意在为普遍语法

添砖加瓦，因为它将语法的生成机制跟心理学和神

经学直接挂钩。在心理学上，它证明模式联体记忆

尚未形成、受阻或者失去之时，规则就会取而代之;

在神经学上，模式联体记忆跟大脑左颖顶区活动有

  140

                    〔参考文献〕

〔1]Lu.H一TJohn.ResultativeverbCompoundsvs.direc-

    tionalverb。ompoundsinMandarin[J〕.JournalofChi-

    neseLinguisticss，1977:276一313.

[2〕陆检明.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序)，载北京语言学院

    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1992:1一7.

〔3]汤廷池.汉语述补式复合动词的结构，功能与起源

    [M〕.《汉语词法句法四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2a:95一164

〔4]汤廷池.汉语动词组补语的巨幅结构与语义功能:北平

    话与阂南话的比较与分析〔M].《汉语词法句法四集》，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b:1一94.

〔5]Cheng，L.&Huang，C一TJames[M].ontheargu-
  mentstructureofresu1tativecompounds.InM.Y.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林 燕，徐兴胜:汉语动结式复合词的派生问题 2007第3期

    Chen乙J.L.Tzeng(eds)InhonhourofwilliamsS一Y

    Wang:Interdiciplinarystudieson1anguagesand1an-

    guagechange.TaipeiPyramidPress.1994:185一221.

[6〕LIYa一Fei.[M〕.Onv一v。ompoundsinChinese.Nat-
  uraILanguage&LinguisticTheory199o:52:177一
    207.

[7〕Li乙Thompson〔M〕.Developmentofthecausativein
    MandarinChinese:InterPretationofdiachronicPro-

    gressesinsyntax.InM.Shibatani(ed.)Thegrammar

    ofcausativeconstructions，[M〕.Newyork:Academic
    Press.1976:18一91

[8〕Thompson，5[J〕.Resultativeverb。ompoundsinMan-
darinChinese:A

1973:361一379.

caseforlexicalrules.Language49，

〔9〕Huang，JamesC一T〔J〕.wopao一dekuaiandChinese

    Phrasestructure.Language1988:64:274一311

〔10]李临定，[M].《现代汉语句型》。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34一84

〔11〕缪铭安，[M〕.《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25一83

[12」太田辰夫，[M〕.《中国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32一72

[13〕wu，Daoping，[D〕.OnserialVerbConstructions.U-

    niversityofMaryland.1992:16一52

[14〕LIY.F.[J〕.Structuralheadandaspectuality二Lan-
    guage69，1993:480一504.

〔15〕Li。Y.F.〔M〕.Thethemati。hierarchyandcausativity.

    NaturalLanguage衣Li叱uisticTheory1995:13。2:
      255一282.

〔16〕Hua昭，J一R乙Lin，F.[R〕.Compositeeventstruc-
    tureandcomPlexpredicates:AtemPlate一basedap-

    proachjtoafgumentselection.Proceedingsofthethird

    annualmeetingsoftheformallinguisticssocietyofMid
      一America。1992.

〔17〕Gu，Y.TheSyntaxofResultativeandCausativeCom-

    poundsinChinese〔D〕.Ph.D.dissertation.CornellU-

    niversity.1992:62一142.

[18〕石定栩.heV一V。omplexpredicatesare。omplex

    [R」。.PaperpresentedatLSHKAnnualResearch
      Forum94，HKU.1994.

〔19)石定栩.TheComplexNatureofV一CConstructions.
    InGuyang(ed.)StudiesinChineseLinguistics[J〕.

    LinguisticsocietyofHongKong.1998a:23一52

〔20〕Zou，K.〔D〕.ThesyntaxoftheChineseBA一con-
    structionandVerbCompounds:AMorPh一Syntactic

    Analysi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southern
    California.1995:76一94

〔21〕王玲玲、何元建，[M〕.《汉语动结结构》。浙江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6一38

〔22〕Chomsky，N.[M〕.LecturesonGovernmentand

    Binding.伪rdrecht，TheNetherlands:Foris.1981:
      38一156

〔23〕Grimshaw〔M〕.Argumentstructure.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Press199o:56一108

[24]DISciullo，A.M.乙E.Williams.[M〕.OntheDefi-

    nitionofwords.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87:80一128

〔25〕石定栩.Deverbalization，nominalizationandde。on-

    structions〔R〕.PaperpresentedatLSHKAnnualRe-
    searchForu解98，5一6December，HongKongPoly一

    TechnicUniversity.1998b.

〔26〕sadler，L.D.&Arnold〔J〕.prenominaladjectivesand
    phrasal/lexicaldixtinction。JournalofLi雌uistics3o，
      1993:187一226.

[27〕Chomsky，N.[M〕.Aminimalistprogramfrolinguis-
    tictheory.InL.Kenneth&SamuelJ.Keyse(eds.)，
    TheViewfromBuildingZo:ESsaysinHonorofsyl-

    vainBromberger，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93:1一52.

〔28〕Pinker，5.[M〕.WordsandRules:Theingredientsof
    Ianguage.London:Pheonix.1999.79一136

〔29〕Kiparsky，P.[Mj，Le劝calphonolotyandmorpholo-
gy.In:1.5.Yang(ed.)，L intheMorning

    Calm.Soul

[30〕Baker，M.

:Hansin.1982:

Ingulstlcs

3一91.

IncorPoration:A TheoryofGrammatical

    FunctionChanging〔M〕.Chicago，1llinois:University

    ofChicagoPress.1988:139一184

〔31〕顾阳.论元结构理论介绍[J〕.国外语言学，1994，(3):
      1一11.

                            (贵任编辑:朱德东》.

0nthederivationofChineseResultativeVerbComPounds

LINYan，XUXing一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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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inkefsLoopTheory(1999)proposesthatsyntacti。structure。anentertheformationprocessofcom卯unds，

whichisexemplifiedinEnglishandGermanbutthecompoundsandderivativesaredifficulttobemadesophisticated

changebecausetheyarenotrealwords.Thispaperain1satusingtheLoopTheorytoprobeintotheoriginofmonosyllabic
ChineseResultativeVerbCompounds(RVCs)，holdsthattheformationofChineseRVCsisamorph一syntacti。process，

andassumesthatChineseRVCsareformedthroughtheinteractionofthePatternassociatormemoryandsymbol一pro-

cessingruIeswhichprovidestrongevidencefortheeconomyprincipIeofUGandassurethatthebabyisburdenedwithone

setofrulesorprinciplesinsteadaftwoormoresets，wI1ichiseasierforthemtoacquiretheirmother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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