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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T+.9Z6,2j'-7\6)9+//!!""O+ K&!JK$%"对英语动结构式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诠释#

他们把英语动结构式看成一个构式家族#这个构式家族之中的构式分支具有家族相似性

! -̂X4.8f6;6XZ.-)76"% 家族相似性决定了英语动结构式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很多构式分支

可以整合进来#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构式分支是表层形式% 首先运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

论对T+.9Z6,2j'-7\6)9+//!!""O"做进一步的分析#对他们未深入研究的特殊句式进行了翔实

的识解#并最终添加两类动结构式分支% 人的认知规律和语法化所造成的语言的外部和内部

理据决定了英语动结构式家族丰富多彩的表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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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语动结构式是客观世界现象与认知方式#

语法语义系统互动作用的产物"可以在构式语法

的框架下得到充分的描写和解释! 把语言看作形

式和意义的匹配"关照意义和形式的对应的构式

语法对这个语法现象与其他各主流语言学派相

比"有天然的优势!

英语动结构式的系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6;V6,;6).#F"F0#FOF/"目前关于英语动结构式

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 语言学者们或从事件

结构角度 .56))8#FFO /"或从词汇语义角度

.'-7\6)9+//#FF"2_6=4) #FF& /"或从句法结构

._6=4) jf-VV-V+>#FFK2A-) A-.4) #FF"/或从构

式角度 .T+.9Z6,2#FFK2 T+.9Z6,2j '-7\6)9+//

!""O/"或以语料库为依托从认知和语用角度

.:+-;!""&/研究动结构式"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我们主要探讨英语动结构式的形式语

义匹配类型以及形成的理据!

二%英语动结构式的类型

一直以来"语言学家从句法和语义方面来研

究动结构式! 关于英语动结构式有两种对立的观

点"以 f-VV-V+,>j _6=4) . !""# / 和 `671;.6,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于动结构式形成的

限制完全是语义性的"控制句法投射到语义的联

接规则能够解释句法对于构式的限制2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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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X;\8.#FF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动结构式的形

成纯粹是一种句法过程! 近十几年来"英语动结

构式一直是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焦点! T+.9Z6,2

和'-7\6)9+//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时"多次涉及

家族相似性! 我们主要基于 T+.9Z6,2.#FFK/和

T+.9Z6,2j'-7\6)9+//.!""O' K&!JK$%/对动结构

式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分析!

T+.9Z6,2.#FFK' #%F/根据动结构式的及物性

.>,-);4>4=4>8/ 把动结式分为两类'二元动结式

.>Y+JV.-76,6;(.>->4=6;/和不及物动结式.4)>,-);4J

>4=6,6;(.>->4=6;/"前者的意义为([0M<?@P>+

:@0EQ@R+"形式为 ( ? AEE:_

MeGee

+! 如句

.#-JZ/2后者指的是意义为([:@0EQ@? R+"形

式为(? AE:_

MeGee

+的动结构式"如.#7J9/"两者

之间通过子部分继承联接 .;(ZV-,>4)16,4>-)76

.4)\/搭桥"表示属于同一构式"如'

.#/-*Q-,8Y4V69 >16>-Z.67.6-)*

Z*e-(.+7,469 14;>1,+->9,8*

7*516,4=6,/,+]6;+.49*

9*516=-;6Z,+\6-V-,>*

图 #CT+.9Z6,2英语动结构式形式语义匹配图

"T+.9Z6,2#FFK! #F"$

图 # 说明动结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非及物动结构式通过子部分继承联接搭桥!

T+.9Z6,2.#FFK' #F&/认为结果状语的出现完全可

以用语义术语预测"结果状语仅适用于潜在的经

历状态变化的论元"且该状态变化是动词表示的

动作所造成的结果"并对.形容词/动结表达式进

行限制'

.#/二元动结构式必须有一个.有生/发动者

论元!

.!/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必须被解读为直接造

成状态变化'不能存在时间间隔!

.& / 形容词结果状语必须表示一个阶的

终点!

.O/结果状语的中心词不能是由动词转化的

形容词.T,66) #FI!2 0-,,46,jf-)9-..#FF!/!

T+.9Z6,2j'-7\6)9+//.!""O' K&!JK$%"以下

简称MTjf'/对英语动结构式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与划分"把英语动结构式分为如下四类'

.#/致使特征动结构式.0-(;->4=6V,+V6,>8,6J

;(.>->4=6/

句法'De# ADe! Me&

语义'[# 致使 ,P! 成为R&-

方式'动词次事件 ,A@f:M_?<:@A@D5-

如'S61-XX6,69 >16X6>-./.->*

.!/非致使特征动结构式.D+)7-(;->4=6V,+VJ

6,>8,6;(.>->4=6/

句法'De# AMeGee!

语义'[# 成为 P!

方式'动词次事件

如'516V+)9 /,+]6;+.49*

.&/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D+)7-(;->4=6V->1

,6;(.>->4=6/.也称作非及物移动构式 (4)>,-);4>4=6

X+>4+) 7+);>,(7>4+)+/

句法'De# Aee!

语义'[# 移向 路径 !

M*方式'动词次事件

:*结果'动词次事件'[# 发出声音

0*结果'动词次事件'[# 消失

如'516Z-..,+..69 9+Y) >1614..*516>,(7\

,(XZ.69 4)>+>16;>->4+)*

.O/致使路径动结构式.0-(;->4=6V->1 ,6;(.J

>->4=6/.也叫致使移动构式 (7-(;69JX+>4+) 7+)J

;>,(7>4+)+/

句法'De# ADe! e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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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 致使 ,P! 移向 路径 &-

方式'动词次事件

如':4..,+..69 >16Z-..9+Y) >1614..*

MTjf'.!""O' KOOJKOK/认为构式次事件的

语义论元结构通过论元联接的普遍规则决定句子

的句法论元结构! 同理"构式次事件的体结构决

定句子的体结构! 构式次事件的体结构从普遍规

则中得到预测"而这些普遍规则来自于与变化#扩

展#运动和路径等相关联的事件结构! 他们运用

论元全部实现原则. (̂..M,2(X6)>f6-.4]->4+)/和

语义一致原则!

.e,4)74V.6+/?6X-)>470+16,6)76/

对大部分英语动结构式论元分配进行了合理的

释解!

三%家族相似性与英语动结构式

把英语动结构式看成一个构式家族"这使得

我们自然想到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 事

实上"MTjf'.!""O'K&!"KO!/也指出以上四类

英语动结构式是基于它们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家族

相似性而构成了一个家族! `4>>26);>64) .#FK%'

$$J$I2蓝纯"!""K' !!/指出'

想想我们成为 (2-X6;+的事情"我指的是

Z+-,9J2-X6;" 7-,9J2-X6;" Z-..J2-X6;" E.8XV47

T-X6;等等! 000别急着说'(肯定有共同点啦"

不然它们就不会都被称为)2-X6;*+000先来细

细观察"看看它们是否真有什么共同点! 11我

们观察和比较显示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许许多

多的 2-X6;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

性网络系统"有一些是整体的相似点"有一些则是

细节上的相似点! 我想象不出更好的名称来描述

这种相似关系"姑且称之为(家族相似性+吧"因

为一个家族成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诸多方面的相

似性000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

就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织! 所以说(2-X6;+

也组成了一个家族!

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范畴并不是通过成

员的共同特征而结合起来的"而是通过范畴成员

之间相互交叉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 据此"

我们可以得知所有的动结分支都被联接在一个模

糊动结范畴上"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

网络束缚在一起"这里的相似性有时是一种总体

上的相似性000动结分支总体上的句法和语义的

相似性"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相似性"论元

分配的相似性等2有时却是一种细节上的相似

性000如第三类非致使路径动结式中动词次事件

和构式次事件结果关系的构式相似性"特殊语义

的相似性"图 ! 明确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 !C英语动结构式家族

图 ! 说明英语动结构式作为一个构式家族在

家族相似性的作用下"分为四个互相联系的构式

分支! 事实上这些构式分支之间还可以构成一些

次家族"如致使特征动结构式和致使路径动结构

式构成致使动结构式家族"致使特征动结构式和

非致使特征动结构式构成特征动结构式家族等

等"

! 另外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还可以有自己的

构式分支"根据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之间的

关系和语义方面的考虑分为三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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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动结构式遵循语义一致原则#共有两种机制参与论元的实现#一是语义相容的论元与语义角色融合!/(J

;4+)"#一是论元由构式单独提供!;+.67+)>,4Z(>4+)"%

这儿只是根据MTjf'!!""O"的文章说明英语构式作为一个家族的轮廓#详细的论证请见他们的文章#本文不

再一一赘述%

图 ! 中没有包含非致使动结构式的分支#也是宏观叙述的需要%



下面要讨论MTjf'.!""O/没有深入研究的

问题'英语中的跳玛祖卡舞类句式.L-)74)2Q-J

](,\-;/和吐痰类句式.?V4>7-;6;/能否作为动结

构式家族的成员"若能作为其成员"它们的理据是

什么"它们应划分到哪一类! 首先讨论跳玛祖卡

舞类句式"见例句.#/'

.# / -*Q-,>1-9-)769 X-](,\-;-7,+;;>16

,++X*.玛撒跳着华尔兹穿过房间!/

Z*516\49;V.-869 .6-V/,+2-7,+;;>16V-,\*.孩

子们做着跳背游戏穿过公园!/

7*'+1) 949 7-,>Y166.;>1,+(21 >167,+Y9*.约

翰做着侧手翻穿过人群!/

MTjf'.!""O' KK$/

可以看出这类句式从形式上看属于致使路径

动结构式"这种构式的特点为动词须是及物性的"

结果短语!的主人.1+;>/

"须是动词的宾语"而最

主要的它要表示[# 致使,P! 移向路径 &-这样的

语义! 显然.#/中的句子是不符合后两项要求

的! 如Q-,>1-9-)769 X-](,\-;-7,+;;>16,++X*句

子中结果状语的主人是主语 Q-,>1-而不是动词

的宾语 X-](,\-;" 并且此句不能理解为 Q-,>1-

X-96X-](,\-;2+-7,+;;>16,++X*或是 Q-](,\-;

X-96Q-,>1-2+-7,+;;>16,++X*也就是说这些句

子不具有致使性"应该把它们看作非致使的! 假

设把它们看成属于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表示[#

移向e->1!! 这样把动词短语如 9-)769 X-](,\-;

看成复合谓语! 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其一是导致非

致使路径动结构式表层形式上的不一致"其二无

法把它们与去掉动词宾语后的合法句子分类! 如

.!/'

.!/-*Q-,>1-Y-.>]69 -7,+;;>16,++X*.译文

同上/

Z*516714.9,6) .6-V/,+2269 -7,+;;>16V-,\*

.译文同上/

7*'+1) 7-,>Y166.69 >1,+(21 >167,+Y9*.译文

同上/

MTjf'.!""O' KK$/

看来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动结分支"从这些

句式的语义分析看应被称为及物性非致使路径动

结构式 .5,-);4>4=6)+)7-(;->4=6V->1 ,6;(.>->4=6/!

在论证这个结构之前"先来看一下 MTj f'

.!""O'KKO/对.&/ .O/中句式的形式语义匹配

.K/.$/.I/!

.&/-*:4../+..+Y69 >16>146/4)>+>16.4Z,-,8*

.比尔跟随那个贼进入图书馆!/

Z*:4..>,-7\69 >16.6-\ >+4>;;+(,76*.比尔循

着泄露物来到源头!/

7*:4..>,-769 >167.(6;>+>161-()>69 1+(;6*

.比尔追踪线索来到闹鬼的房子!/

.O/-*:4..>++\ >16>,-4) >+D6YP+,\*.比尔乘

火车去伦敦!/

Z*?-,-7-(21>-V.-)6>+D6YP+,\*.萨拉赶

飞机去纽约!/

7*M)) ,+96-.4X+>+>161+>6.*.安乘豪华轿

车去宾馆!/

9*:4..>++\G>,-=6.69 >165-7+)47e-,\Y-8>+

D6YP+,\*.比尔取道 >165-7+)47e-,\Y-8到

纽约!/

6*01,4;,+96>16E,62+) 5,-4.>+b-);-;*.克里

斯开车取道俄勒冈小径到堪萨斯州!/

/*f-8/.6Y>167+-;>-.,+(>6>+:(//-.+*.雷乘

飞机经过沿海路飞到布法罗!/

MTjf'.!""O' KK&/

.K/句法'De# ADe! ee&

语义'[# 移向路径 &

方式'动词次事件'[# 移向由P! 决定的路径

,A@f:M_?<:@A@D5' [# TE,eM5SL@J

5@fQUD@L:PP!--

.$/句法'De# ADe! ee&

语义'[# 跟随 P! 移向路径 & .[# TEJM̂J

5@fP! e->1&/

实例.UD?5MD0@/'动词次事件 ,A@f:M_

?<:@A@D5- 6*2*" /+..+Y" >,-7\" >,-7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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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jf'!!""O+ K&$"把侵占了动词论元正常位置Me和fe!形容词短语和介词短语"称为),6;(.>->4=6V1,-;6*或

)fe*!结果状语"%

MTjf'!!""O+ K&I"称)1+;>*为句子中潜在地经历某种运动或状态变化的名词%



.I/句法'De# ADe! ee&

语义'[# 通过 P! 移向路径 & .[# TEJ:P

`MPÊ P! e->1&/

实例'动词次事件 6*2*" >-\6

或方式'动词次事件 6*2*" ,496" ;-4." 9,4=6

其中.K/为 f'推崇".$/ .I/为 MT所看好2

作者倾向于 MT! .K/仅把动词的宾语看作动词

次事件的论元"未将其看作构式次事件的论元"这

违反了论元全部实现原则"并且排除了一些合理

句式! MT主张添加新的构式分支.$/ .I/"但没

有说明是什么构式! 因为.&/ .O/中的句子都是

非致使的"而动词有是及物性的"本文借用 MTj

f'的术语"把它们归为及物性非致使路径动结构

式! 这种新的构式分支的特点是语义上它与非致

使路径构式有更密切的相似性"而在句法上与致

使路径构式有更深厚的相似性! 这种构式增添了

一种新的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关系000实

例化.4);>-)>4->4+)/! 为了解释跳玛祖卡舞类句

式"现在把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关系说明

一下! 首先看.%/中的例句'

.%/-*S6Y4V69 >16>-Z.67.6-)*.他把桌子擦

干净!/ T+.9Z6,2.#FFK' #%F/

Z*516Z(..6>;Y14;>.69 V-;>>161+(;6*.子弹呼

啸着飞过房子!/ MTjf'.!""O' KO"/

7*516Y4>71 =-)4;169 4)>+>16/+,6;>*.女巫消

失于森林之中!/ MTjf'.!""O' KO#/

.%/中 -句构式次事件是 S6X-96>16>-Z.6

7.6-)" 动词次事件是 Y4V69 >16>-Z.6" 可以说 S6

X-96>16>-Z.67.6-) Z8Y4V4)2>16>-Z.6" 因此它们

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方式联接! Z 句属于发声动结

构式 . ?+()9J6X4;;4+) ,6;(.>->4=6/"不可以说 516

Z(..6>;Y6)>V-;>>161+(;6Z8Y14;>.4)22只能认为

子弹的声音.>16Z(..6>;* Y14;>.4)2/是子弹经过房

子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动词次事件和构式

次事件的关系是结果关系! 7句是消失动结构式

.L4;-VV6-,-)76,6;(.>->4=6/"同 Z 句一样也不可以

说516Y4>71 Y6)>4)>+>16/+,6;>Z8=-)4;14)2"只能

说516Y4>71 Y6)>4)>+>16/+,6;>-)9 >16,6Z8=-)J

4;169"其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关系也是结

果关系! 那么再来看.&/ .O/中的句子! 这些句

子与致使路径动结构式.属于及物动结构式/中

的句式不同"它们动词的宾语.与跳玛祖卡舞类

句式同理/不是受试"结果状语的主人是句子的

主语! 它们的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关系是

一种新的关系000实例联接.4);>-)>4->4+)/! 也就

是说在这些句子中的动词的语义与构式的语义相

似"如.&/-句"动词/+..+Y是具有普遍意义[2+6;

-/>6,P-.+)2-e->1 的具体实例! .&/.O/中的句

子也不属于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因为这些句子

中的动词都是及物的"也违反了论元全部实现原

则! 那么.&/.O/中的句子自然也与跳玛祖卡舞

类句式一样"归入一种新的构式分支000及物性

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

.&/.O/中动词次事件和构式次事件的关系

是实例联接"那么跳玛祖卡舞类句式的动词次事

件和构式次事件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仔细观察

.#/中的句子"可以发现它们的动词次事件和构

式次事件是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 具体说".#/

中句子都可以表示为' Q-,>1-Y6)>GY-;2+4)2

-7,+;;>16,++XY14.69-)74)2X-](,\-;*"516\49;

Y6)>GY-;2+4)2-7,+;;>16V-,\ Y14.6V.-84)2.6-VJ

/,+2*"'+1) Y6)>GY-;2+4)2>167,+Y9 Y14.69+4)2

7-,Y166.;*作者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动词次事件和

构式次事件是一种新的关系'同现 .7+J+77(,J

,6)76/或伴随.7+..->6,-.4>8/! 它的结构如下'

.F/及物性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5,-);4>4=6

)+)7-(;->4=6V->1 ,6;(.>->4=6/ .6*2*Q-,>1-9-)769

X-](,\-;-7,+;;>16,++X*/

句法'De# ADe! ee&

语义'[# 伴随做 P! 移向路径 & .[# TEJ

`SU_@LEUDTP! e->1&/

同现G伴随'动词次事件

由.$/ .I/ .F/构成的新的动结构式分支如

图 &'

图 & 与图 ! 的组织形式稍微不太一样"图 &

说明及物性非致使路径动结构式作为英语动结构

式家族的一个分支"它又分为三个次分支'跳玛祖

卡舞类构式"跟随类构式和乘车类构式! 三个构

式次分支与中心家族的直线代表它们在家族相似

性的影响下共同属于这个家族"它们之间的弧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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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新的动结构式分支图

代表它们在句法或语义上的相似性!

下面探讨吐痰类句式 . ?V4>7-;6;/"例句

如下'

.#"/-*:4..;V4>G(,4)->69 +(>>16Y4)9+Y*.比

尔把.痰/G.尿/吐G尿出窗外!/

Z*:4..;Y6->69GZ.69 +) >16/.++,*.比尔的汗

水G血流到了地板上!/

7*:4..->6+//>16/.++,*.比尔离开地板吃饭!/

9*:4..9,-)\ /,+X >161+;6*.比尔从水管

喝水!/

6*516>+4.6>.6-\69 >1,+(21 >16/.++,4)>+>16

\4>716) Z6.+Y*

.那个厕所泄漏污水.污水/穿过地板到达下

面的厨房!/

/*Q+..4686..69 +(>>16Y4)9+Y*.Q+..46朝窗外

大声喊!/ MTjf'.!""O' KK$/

MTjf'.!""O' KKI/把这类句式首先称为

介词短语附加语路径构式"后因为.##/句式的出

现"又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构式"但没有深入

研究! 作者在此不敢苟同于 MTjf'"作者认为

它们中的有些句式在语义上具有动结的意义"应

归纳到动结构式之中! 和分析跳玛祖卡舞类句式

同理"这类句式从形式上看属于非致使路径动结

构式"但分明隐含着动词宾语并且具有致使意义!

但是不能看作致使路径动结构式"因为这违反了

论元全部实现原则! 看来又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

动结构式分支! 因此和构建跳玛祖卡舞类类似"

作者称之为非及物性致使路径动结构式! 我们认

为.#"/中的 -" Z" 6" /可以进入该构式"而 7"9

不可! 具体原因如下'

.#"/中-" Z" 6" /隐含某物从主语上排出或

者说远离主语"而 7" 9 隐含某物进入主语! 从

.#"/中动词本身来看'-" Z" 6" /中的动词如

;V4>" ;Y6->" .6-\" 86..等的含蓄宾语都可以得到

具体的预测"它们的含蓄宾语分别是(痰"汗"污

水"喊声+! 而7" 9中->6" 9,4)\的含蓄宾语只能

说是(食物"水G饮料+"它们只是一些总称"没有

具体的含义! 从构式语义上来看'-" Z" 6" /都可

以表示 .尽管听起来不太符合语用意义/ (516

;(ZH67>X-\6;.;+X6>14)2/+(>+/;+X6Y16,6Z89+J

4)2;+X6>14)2000主语通过做某事致使某物排出

某地+这样的致使意义" 如可以说 :4..X-96>16

;V4>+(>>16Y4)9+YZ8;V4>4)2等! 但 7" 9 绝不可

以说:4..X-96>16/++9 +//>16/.++,Z86->4)2" :4..

X-96>16Y->6,/,+X>161+(;6Z89,4)\4)2! 可以这

样考虑'-" Z" 6" /中的动词都表示排出某物"而

后面的地点状语可以得到部分的预测! 而 7" 9

中的动词表示输入"输入到的地点只能是身体内

部"它们外在的地点状语没有任何预测性! 从动

词论元看'-" Z" 6" /中隐含的动词论元明显地表

现了与后面结果状语有关的位置转移"造成一种

结果! 而7" 9 中隐含的动词论元没有明显的转

移! 总体上看"7" 9只是描述了一种状态的存在'

比尔吃饭"比尔喝水! 后面的介词短语只是附加

语"仅说明状态存在的位置!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 Z" 6" /进入非及物性

致使路径动结构式"而7" 9 被排除! 这就像一个

表示运动的球类家族"在里面混进了一些用于装

饰的玻璃球2尽管这些玻璃球与表运动的足球#篮

球等有形式的相似性"但因为实质上的巨大差异

而不能进入表运动的球类家族"反倒是那些形式

上不太符合典型.V,+>+>8V6/的板球#水球能够进

入这个家族! 这种新的构式分支结构如下'

.##/非及物性致使路径动结构式.U)>,-);4J

>4=67-(;->4=6V->1 ,6;(.>->4=6/ .6*2*:4..;V4>+(>

>16Y4)9+Y*/

句法' De# ADe! ee&

语义' [# 致使.P!/移向路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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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动词次事件,A@f:M_?<:@A@D5-

这样整个动结构式家族就有六个构式分支"

详见总结构图 O! 此图类似于图 &"说明六个构式

分支在家族相似性的作用下构成一个家族! 构式

分支与中心的六条直线代表着家族相似性的凝聚

力! 构式分支的虚弧线表示它们之间在句法或语

义上或多或少的相似性! 四个由直线联系的构式

分支表示它们是动结构式家族的中心构式分支!

构式分支之间的直线还寓意为它们每一个构式与

相邻两个构式有着更加密切的相似性"如致使特

征动结构式与非致使特征动结构式.除了一个表

致使"另一个表非致使/都属于特征构式次家族"

而它与致使路径动结构式都属于致使构式次家

族! 两个新的构式分支由于它们太多的特殊性"

注定是这个家族的边缘分支!

图 OC英语动结构式家族总结构图

四%动结构式形成的理据

上文已提到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实质必然导致

动结构式分支是表层形式"因为家族相似性理论

是根据构式分支之间的相似性而进行概括"而不

是运用充分必要条件来进行规约! 家族相似性理

论也决定了其家族成员是单层面的"这与构式语

法相吻合! 构式语法认为'当某语言中存在着一

套构式"而这些构式能够组合起来产生一个句子

的表层结构和语义的确切表达式时"这个句子才

被语法认为合格! 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就是因为

存在着一套以上的构式"这些构式产生了另一种

可能的表征式! T+.9Z6,2.!""$'!!/认为每一个

表层形式都有其相对应的功能"而不是从另一个

形式派生出来的! 特别是表层概括假设.?(,/-76

T6)6,-.4]->4+) S8V+>16;4;/的提出更是有效地解释

了一些构式!

严辰松.!"""'&/认为语言理据可以十分明

确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部理据.6W>6,)-.X+>4J

=->4+);/" 另一类是内部理据.4)>6,)-.X+>4=->4+);/

.详见图 K/! 作者认为在省力理据的作用下"某

些基本句式发生了合并整合"同时在形态和语义

理据的作用下"这些句式逐渐形成一种构式"并导

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固化和语法化!

语言的理据

外部理据

拟声

拟象

临摹理据{
省力理据

内部理声

形态

语音{















语义

图 KC语言理据"严辰松"!"""! &$$

传统语法认为一个简单句通常包括三个要

素'主语 .;(ZH67>/"动词 .=6,Z/ 或述语 . V,694J

7->6/"补语.7+XV.6X6)>/包括宾语.+ZH67>/或状

语.-9=6,Z4-./"这也是人类经验的基本情景的基

本句式.包括主谓结构/! 所以以上动结构式分

支都可以还原为两个基本句式! 详见.#!/.每一

个构式分支举一个例子/'

.#!/-*S6Y4V69 >16>-Z.67.6-)*

$

S6Y4V69

>16>-Z.6-)9 >16>-Z.6Y-;7.6-)*

Z*516V+)9 /,+]6;+.49*

$

516V+)9 /,+]6-)9

>16V+)9 Y-;;+.49*

7*516Z-..,+..69 9+Y) >1614..*

$

516Z-..

,+..69 -)9 >16Z-..Y-;9+Y) >1614..*

9*:4..,+..69 >16Z-..9+Y) >1614..*

$

:4..

,+..69 >16Z-..-)9 >16Z-..Y-;9+Y) >1614..*

6*Q-,>1-9-)769 X-](,\-;-7,+;;>16,++X*

$

Q-,>1-9-)769 X-](,\-;-)9 Q-,>1-Y6)>-7,+;;>16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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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4>+(>>16Y4)9+Y*

$

:4..;V4>.>16

;V4>/-)9 >16;V4>Y6)>+(>>16Y4)9+Y*

可以看出"每一个例句的前面部分与后面部

分相比"都省略了一些成分.宾语或主语/! 那么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 为什么发生了省

略$ 省略的生成机制实际上就是心理的省力倾

向"体现了交际心理中的省力原则! 省力原则

.>16e,4)74V.6+/_6-;>@//+,>/又称经济原则.>16

@7+)+X8e,4)74V.6/可以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

最大的收益! 陈伟英.!""K'#%" m#%&/认为省略

能够产生并灵活广泛地运用于日常言语交际中"

主要是来自语言经济性的要求! 科学研究证明"

在交际中"交际双方及其他听者并非对交谈的话

语每个词都关心"也并非是完全听到每个词才明

白对方的意思! 这样"人们为了交际的需要"在保

证不引起理解失误的基础上"就会尽可能地将那

些承载旧信息的成分剔除出去"从而起到简洁#明

快#精练的表达效果! 一般认为"省略是为了省

力"因此可以认为省力是省略的深层动因! 省略

的使用是在交际中进行言语的高效选择"以达到

最好的信息传递效果"突出强调了交际的主要信

息"使言语的表达和接收更清晰"更准确"也更迅

速! 交际话语传达的信息分新信息和旧信息"新

信息才是话语表达的重心和焦点"所以一般不能

省略"而被省略的往往是负载旧信息的那一部分!

如.#!-/中 S6Y4V69 >16>-Z.6-)9 >16>-Z.6Y-;

7.6-)*根据省力原则可以整合成一句话"并且这

部分后出现的>16>-Z.6属于旧信息"可以省略!

"

其它例句可以做同样的理解! 这种简洁明了的句

式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得到不断的重复"使得这种

句式的形态和语义得以固化而语法化! 例如致使

特征动结构式在形态上形成了 De# ADe! Me&

这种结构在语义上表示 [# 致使 P! 成为 R&! 一

些句式.#&/更加印证了这种推理!

.#&/ -*'+1) ,-) 14;D4\6;>1,6-9Z-,6*.约翰

把他的耐克鞋跑破了!/

Z*'+1) .-(2169 14X;6./;+,6*.约翰笑痛了!/

7*516>+(,4;>;Y-.\69 >16X;6.=6;>4,69*.游人

走累了!/

9*51689,-)\ >16V(Z 9,8*.他们把那酒馆喝

干了!/

以上句式属于非选择性及物动结构式.<);6J

.67>69 >,-);4>4=6,6;(.>->4=6;/

"

"也就是说直接宾语

不是由动词所选择的! 这种句式已经语法化"从

而允许一些不及物动词也可加入到这种构式

之中!

那么人们不断地重复为什么会造成语法化$

S-4X-).#FFO/从心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对此做

了系统而深入的解释! S-4X-) 认为"像人类所有

的机制.4);>4>(>4+);/一样"人类语言也在使用中发

生变化"特别是语法由于话语在不断重复而发生

变化! S-4X-) 用(仪式化+ .,4>(-.4]->4+)/来概括

由重复导致的(适应+ . 1-Z4>(->4+)/"(解放+ .6J

X-)74V->4+)/和(自动化+ .-(>+X->4]->4+)/三个相

关的演变过程! 在(适应+过程中"刺激.;>4X(J

.(;/的高频重复使得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持续

减弱"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 在

人类语言中"重复可以导致形式发生弱化"也可以

独立地使意义变得虚化! .#&/中的不及物动词

的题元结构和意义已经弱化! 整个.#&/的句式

形式和意义也表现出弱化而倾向于呈现出动结构

式这种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解放+使得这种

结构变得跟它原来的主要动机相分离"从而自由

地表达信递功能"并进一步获得意义"变成一个符

号"最终这种结构变成一种(自动化+!

五%结语

本文主要运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对

T+.9Z6,2.#FFK' #%"J#F%/和MTjf'.!""O' K&!J

K$%/中的英语动结构式重新进行了分析与整合"

但并不是说现在或将来就只有这六种构式分支!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就决定了英语动结构

式家族是开放的系统! 很可能存在着其它种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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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理解是建立在理想化的认知模式!U96-.4]69 0+2)4>4=6Q+96."基础上!_-\+//#F%I+ $%"# 不考虑特殊的语

用环境#特殊的重音强调等情况%

这种构式属于致使特征动结构式#只是分类方式的问题%



分支.即使英语中没有"其它语言也会有/"或者

现在不能说的句式将来会得到肯定! 实际上"家

族相似性的实质也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因为它不

是依靠充分必要条件来划分范畴! 家族相似性理

论的实质导致动结构式分支是表层形式"而这些

表层形式的形成是基于人们对反映人类经验的基

本情景的基本句式的整合! 整合的过程中必然涉

及省略原则"而省力是省略的深层动因! 省略和

省力原则使得人们不断地重复这种经过整合的句

式"最终导致动结构式的形态和语义得以固化而

语法化!

简单句构式与反映人类经验的基本情景的语

义结构直接相联.T+.9Z6,2#FFK' K/! 动结构式

是其中的一种简单句构式"基于人们体验的完形

.26;>-.>/! 本文也只是从宏观上对英语中的动结

构式做了论述! 在微观领域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

地方! 例如'有的动词能够接 Me作 fe"却不能

接ee作fe"反之亦然! 有的动结构式能产性高"

有的能产性低"甚至有的没有能产性.习语/! 动

词语义对动结构式的影响! Me和ee的限制问题

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各种构式虽是表层形

式"但并不表明它们是孤立的! 实际上"各种构式

在范畴化这一普遍原则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高度

综合的系统! 构式与构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 某些构式的相似点构成了这些构式的共性"

这一共性本身也是一个构式! 这个构式的特征通

过遗传层级"传给其它更加具体的构式! 英语动

结构式是客观世界现象与认知方式#语法语义系

统互动作用的产物"可以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得

到充分的描写和解释!

&参考文献'

'#( :+-;# S*!""&*M0+);>,(7>4+)-.MVV,+-71 >+f6;(.>-J

>4=6;'Q(*?>-)/+,9+ 0?_Ue(Z.47->4+);*

'!( 01+X;\8# D*#FFK*516Q4)4X-.4;>e,+2,-X 'Q(*

0-XZ,4926# QM+ QU5e,6;;*

'&( 01+X;\8# D*#F%K*b)+Y.6926+/_-)2(-26;+ U>;)-J

>(,6# E,424)# -)9 <;6'Q(*T,66)Y++9 e(Z.4;14)2

T,+(V# `6;>V+,># 05# <?M*

'O( T+.9Z6,2# M*@*#FFK*0+);>,(7>4+);+ M0+);>,(7>4+)

T,-XX-,MVV,+-71 >+M,2(X6)>?>,(7>(,6'Q(*0147-J

2++ 0147-2+<)4=6,;4>8e,6;;*

'K( T+.9Z6,2M*@*!""&*0+);>,(7>4+);+ MD6Y516+,6>4J

7-.MVV,+-71 >+_-)2(-26''(*5,6)9;4) 0+2)4>4=6?74J

6)76# I!K"+ !#FJ!!O*

'$( T+.9Z6,2M*@*!""$*0+);>,(7>4+);->̀ +,\+ 516D-J

>(,6+/T6)6,-.4]->4+) 4) _-)2(-26'Q(*EW/+,9+ EW/+,9

<)4=6,;4>8e,6;;*

'I( T+.9Z6,2# M*@*jf*'-7\6)9+//*!""O*516@)2.4;1

f6;(.>->4=6-;-̂ -X4.8+/0+);>,(7>4+);''(*_-)2(-26#

%"+ K&!JK$%*

'%( S-4X-)# '*#FFO*f4>(-.4]->4+) -)9 >16L6=6.+VX6)>+/

_-)2(-26' M(* e6,;V67>4=6;+) T,-XX->47-.4]->4+)

'0(*69*`*e-2.4(7-MX;>6,9-XGe14.-96.V14-+ '+1)

:6)H-X4);e(Z.4;14)20+XV-)8*

'F( '-7\6)9+//# f*#FF"*?6X-)>47?>,(7>(,6'Q(*0-XJ

Z,4926+ 516QU5e,6;;*

'#"( '6;V6,;6)# E*#F"FJ#FOF*MQ+96,) @)2.4;1 T,-XX-,

+) S4;>+,47-.e,4)4V.6'Q(*_+)9+)+ M..6) j<)Y4)*

'## ( _-)2-7\6,f*`*#F%I* +̂()9->4+);+/0+2)4>4=6

T,-XX-,# A+.(X6U'Q(*?>-)/+,9+ ?>-)/+,9 <)4=6,J

;4>8e,6;;*

'#! ( _-)2-7\6,f*`*#FF#* +̂()9->4+);+/0+2)4>4=6

T,-XX-,# A+.(X6UU'Q(*?>-)/+,9+ ?>-)/+,9 <)4=6,J

;4>8e,6;;*

'#&( _6=4)# :*#FF&*@)2.4;1 A6,Z 0.-;;6;-)9 M.>6,)-J

>4+);+ Me,6.4X4)-,8U)=6;>42->4+) 'Q(*0147-2+j

_+)9+)+ 516<)4=6,;4>8+/0147-2+e,6;;*

'#O( _6=4)# :*jQ*f-VV-V+,>S+=-=*#FFK*<)-77(;->4J

=4>8+ M>>16?8)>-WJ_6W47-.?6X-)>47;U)>6,/-76'Q(*

0-XZ,4926+ 516QU5e,6;;*

'#K( _6=4)# :*-)9 Q*f-VV-V+,>S+=-=*!""!*516?6J

X-)>47L6>6,X4)-)>+/M,2(X6)>@WV,6;;4+)+ MA46Y

/,+X>16@)2.4;1 f6;(.>->4=60+);>,(7>4+) 'M(*516

?8)>-W+/54X6'0(*@9;*'*T(6,+) j'*_67-,X6*

0-XZ,4926+ QM*

'#$( e-(.'*S+VV6,*j@*0*5,-(2+>>*!""&*T,-XX->4J

7-.4]->4+) !?67+)9 @94>4+)"'Q(*@)2.-)9+ 0-XZ,4926

<)4=6,;4>8e,6;;*

'#I( g(4,\# f*# ?*T,66)Z-(X# T*_6671 j'*?=-,>=4\*

#F%K*M0+XV,616);4=6T,-XX-,+/>16@)2.4;1 _-)J

2(-26'Q(*_+)9+)+ _+)2X-)*

'#%( f-VV-V+,>S+=-=# Q*j:*_6=4)*!""#*M) @=6)>

?>,(7>(,6M77+()>+/@)2.4;1 f6;(.>->4=6;''(*_-)J

2(-26II+ I$$J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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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6))8# 0*#FFO*M;V67>(-.f+.6;-)9 >16?8)>-WJ?6J

X-)>47;U)>6,/-76'Q(*L+,9,671>+ b.(Y6,M7-96X47

e(Z.4;16,;*

'!"( A-) A-.4)# f*L*',*#FF"*?6X-)>47e-,-X6>6,;+/

?V.4>U)>,-);4>4=4>8''(*_-)2(-26$$+!!#J$"*

'!#( `671;.6,# ?*#FFI*f6;(.>->4=6e,6947->6;-)9 0+)>,+.

'M(*56W-;_4)2(4;>47̂ +,(X&%+ 516?8)>-W-)9 ?6J

X-)>47;+/e,6947->4+) '0(*@9;*f*:.421>-)9 Q*

Q++;-..8# &"IJ!#*M(;>4)# 56W-;+ <)4=6,;4>8+/56W-;

L6V-,>X6)>+/_4)2(4;>47;*

'!! ( `4>>26);>64)# _*#FK%*e14.+;+V147-.U)=6;>42->4+);

'Q(*>,-);*Z8T*M);7+XZ6# Q-.96)+ :.-7\Y6..

e(Z.4;16,;*

'!&( 陈伟英*省略与省力''(*浙江大学学报# !""K!$"+

#IIJ#%&*

'!O( 姜望琪*R4V/与省力原则''(*同济大学学报# !""K

!#"+ %IJFK*

'!K( 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Q(*北京+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K*

'!$( 梁君英*构式语法的新发展+语言的概括特质---

T+.9Z6,2/工作中的构式0介绍''(*外语教学与研

究# !""I!#"+ I!JIK*

'!I( 石毓智*结构与意义的匹配类型''(*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学报# !""I!K"+ #J$*

'!%( 王怡*英语话语标记语之构式语法分析---以)U

X6-)*为例''(*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I%J%&*

'!F( 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 'Q(*重庆+ 重庆出版

社*!""K*

'&"( 严辰松*语言理据探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 !"""!$"+ #J$*

"责任编校!朱德东#段文娟$

?8+?=."-"C= %()L"&',%&'"("/@(C-'68>+62-&%&',+9"(6&#25&'"(

`MDTP4

.1$%%/8/$&U$)/+82 :(287(8/," 1#$28I+28 42+5/),+06$&X$,0,(2G O/%/"$--72+"(0+$2," 1#$28I+28 O"""$K" 1#+2(/

:;6&#%5&'

T+.9Z6,2j'-7\6)9+//.!""O' K&!JK$%/+//6,69 -7+XV,616);4=6-)9 96;7,4V>4=6.8-963(->6-77+()>+/>16@)2.4;1

,6;(.>->4=6-;-/-X4.8+/7+);>,(7>4+);" 4) Y1471 6W4;>X-)8;(Z7+);>,(7>4+);>1->-,6.4)\69 Y4>1 6-71 +>16,4) >6,X;+/̂-X4.8

f6;6XZ.-)76*(516/-X4.8+ 4;Z+()9 >+Z6-) +V6)J6)969 ;8;>6X4)>+Y1471 X-)8;(Z7+);>,(7>4+);7-) Z64)>62,->69*516;(ZJ

7+);>,(7>4+);-,6-.;+96>6,X4)69 >+Z6;(,/-76,6V,6;6)>->4+);*̀ 4>>26);>64)*;̂ -X4.8f6;6XZ.-)76516+,84;(;69 >+/(,>16,-)-J

.8]6T+.9Z6,2j'-7\6)9+//.!""O/*U>4;;(226;>69 >1->" 4) >16.421>+/6W>6,)-.-)9 4)>6,)-.X+>4=->4+);7-(;69 Z81(X-) 7+2)4J

>4=6V->>6,) -)9 2,-XX->47-.4]->4+)" >16@)2.4;1 ,6;(.>->4=6,6)96,;-Z()9-)>X+)+J;>,->-.,6V,6;6)>->4+);*

<+= 7"#)6'

@)2.4;1 ,6;(.>->4=67+);>,(7>4+)2 /+,XJX6-)4)2V-4,4)22 /-X4.8,6;6XZ.-)762 X+>4=->4+)2 ;(,/-76,6V,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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