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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宾语结构合法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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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为了避免或减少由双宾语结构引起的理论冗余和导致的教学尴尬$本文重审双宾

语结构研究中的两大焦点问题###格问题与主目结构问题$发现*双宾语结构中的直宾与间宾

不能都获得宾格$从而无法成为合法的动词宾语% 因此$双宾语结构不具有句法学意义上的合

法性$而只存于语言表象% 这一推论得到了语言事实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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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双宾语结构&?27:+,Z/7L+ZJ78?8+-<?(,8?5+-'是

生成语法讨论的热点之一" 他们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至

今仍未达成实质性共识" 双宾语结构研究中的持

久论战直接导致了空介词!空动词和轻动词等为

双宾语结构专设的语类的产生#违背了语言理论

的经济性原则" 同时#这种对双宾语结构认识上

的混沌状态危及教学实践+教师由于难以触及双

宾语结构的实质#常将双宾语结构视作语言结构

中的特例#从而增加了学生的语言习得负担" 因

此#深化对双宾语现象的本质认识在理论研究和

语言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 # ' _9 0.?27(Z+,32?W7 . -7R R.?82

97<?7(:.9)

诸如&#'这样的结构就是学界热论的双宾语

结构#其中.-7RR.?82 被称作直接宾语&直宾'#

W7被称作间接宾语&间宾'" 理论上讲#既然直

宾与间宾都是动词宾语#那么它们就都应该具有

单宾语结构中普通宾语所具有的句法属性+为动

词宾语而非介词宾语#因而它们由动词赋予宾格

&.88,<.?5>78.<7'而非由介词赋予斜格 &+Z/54,7

8.<7'(为动词主目结构&.(3,W7-?<?(,8?,(7'所决

定的必要成分#由动词分配题元角色&?27?.(+/7'"

那么#实际语言材料中的直宾与间宾是否真的具

有这些属性5 本文拟以对此问题的回答为起点#

探索双宾语现象背后的真相"

二%从双宾语结构的格问题看双宾语

结构的不合法性

顾名思义#双宾语结构就是一个动词带两个

宾语的结构" 由于宾格是联接动词与其宾语之间

的主要纽带#所以研究双宾语现象中的格问题对

于考察双宾语结构的合法性有着重要意义"

在管约论框架内#宾格由动词直接赋予" 因

为一个赋格者&8.<7.<<53-7('只能赋给一个格#所

以双宾语结构中的动词不可能同时给两个名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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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赋宾格" 由此#12+W<S9提出区分两个宾格的

设想+将宾格分为一个结构格&<?(,8?,(./8.<7'和

一个内在格&5-27(7-?8.<7'(在单宾语结构中这

两个格都赋给一个宾语#而在双宾语结构中它们

被分别赋予直宾和间宾/#0#K"L#K!

" 然而#这一区分

并不合理" ;+R7(<就曾表示找不到支持区分结

构格与内在格的依据/!0

" 而且#内在格展现的是

句法成分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并不决定句法成

分的表层表现形式" 正如 F,2.//.

/$0!#G所言#内在

格决定于主目结构&或句子的深层结构'#而结构

格决定于句子的表层结构#并不一定要与主目结

构相联系" 比如#被动词赋予宾格内在格的动词

宾语在被动句中可被赋予主格结构格作主语" 可

见#名词短语是否能做宾语只与其所受结构格有

关#而与内在格无关(间宾在主目结构中获得的内

在格并不能取代它在表层结构中存在所需的结

构格"

虽然结构格与内在格的区分不合理#但这一

区分却成为了解释双宾语现象中格关系的奠基理

论之一" d.(<+-秉承着这一区分#并提出了$B̀ L

嵌套 & B̀ L<27//'%协助解决双宾语结构的格问

题/%0

" 12+W<S9认为在同一小句中不可出现两个

实体动词B#遂提出上层 B实为功能语类轻动词

>的设想/M0

" 如图 # 所示#B先在 B̀ 中给直宾赋

予内在格#再移至 >与 >一起通过例外赋格

&7V87'?5+-./8.<7W.(S5-3'的方式给间宾赋予结

构格" 不难看出#其中的轻动词 >是为解决双宾

语结构的格问题专设的" 为了理论的一致性与解

释力#很多研究者都将这一新增语类视为一切语

言结构共有的语类" 可以推测#如果在语料中出

现了某种新结构#按照此思路的话完全可能再新

设语类以作解释"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向理

论的解释充分性迈进#而是重返语言现象的描写

研究"

进入最简方案&W5-5W./5<?'(+3(.W'阶段后#

为了理论解释的对称性和统一性#一致性特征和

结构格特征都要求在 $标志语L中心语 & @'78L

27.:'%的关系中得到体现" 在主语和宾语位置

上#名词词组与动词中心语的关系都是通过一致

性成分&3(的中介作用而建立" 据此#].:0+(: 展

图 #

示了这一时期处理双宾语格问题的方法/H0!%#L!%!

"

图 !

如图所示#B̀ 与 &3(fF合并#动词 B移至

&3(fF#直宾 fF升至 <'78L&3(fF̀ #直宾的宾格

在$标志语L中心语%关系中得以核查&8278S'" 然

后#&3(fF̀ 与 &3(YF合并#位于 &3(fF的动词再

移至&3(YF#间宾 YF升至 <'78L&3(YF̀ #间宾所带

的与格特征也在$标志语L中心语%关系中得以核

查" 然而#这种分析也不能合理解决双宾语结构

的格问题+间宾被认为带有与格特征#这与双宾语

结构定义中要求的宾格特征相悖(&3(YF为双宾

语结构独有#因此不具有人类语言机制要求的普

遍性与刚性"

随着生成语法进入最简探索 &W5-5W./5<?

5-4,5(9'阶段#&3(作为一种语类被取消#宾格的

核查又转而依赖 >的 '25特征" 首先#直宾与动

词B合并#再与间宾合并形成 B̀ (B̀ 与 >合并#

B移至>并与之组成复合体" 然后#>的 '25特征

集&包括结构格特征与内在格特征' 为探针

&'(+Z7'#寻找带有与之相匹配特征的直宾与间

宾#核查掉直宾的内在格&包含在直宾的 '25特征

中'和间宾的结构格&包含在间宾的 '25特征中'

这两个不可解释性特征" 较之于最简方案时期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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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这一阶段的操作有其优势+特征核查无需在

核查域&8278S5-3:+W.5-'内进行#从而减少最简

方案时期要求的移位步骤#使整个操作更为经济"

然而#它仍然没能避开>的合理性问题#没能避开

内在格的争议#也没能解决直宾与间宾赖以存在

的结构格的问题"

从本小节分析可见+要解释好这种一个主动

词与两个宾语的特殊关系#最佳的方案就是增设

语类协助主动词给其中一个宾语分配题元角色和

赋格(但是#一旦采用这种方法#所谓的双宾语结

构就不能再算作真正的双宾语结构#因为这种情

况下并非两个名词短语都是那一个主动词的宾

语" 简言之#以双宾语结构的合法性为出发点无

法对双宾语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三%双宾语结构中的主目结构问

题***对二分结构的违背

二分思想至少可追溯到1易经2" 它认为宇

宙万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的基础为阴阳二

气" 老子在1道德经2中所讲的$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和$高下相倾%等对立也体现了

$名%之间相反相成的道理" 与老子几乎同时代

的西方大哲赫拉克利特&\7(.8/5?,<'也认为每一

种实体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 十八世纪#德国数

理哲学大师莱布尼兹&d75Z-5U'发现了二进制#认

为世界信息可以二为基本单位进行编码" 二十世

纪被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计算

机的发明与应用#其运算模式正是二进制#这证明

了莱布尼兹原理的正确性"

从全息角度讲#语言结构与宇宙结构同构!相

似!相套/K0

" 因此#有理由相信语言结构的二分

性" 同时#就研究方法而言#用二分法处理语言结

构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因为这符合奥卡姆剃刀

原理&F88.W*<].U+('...对于同一现象的两种

不同假说#我们应该采取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所倡导的科学研究中的简化法则"

为此#以语言理论的解释充分性&7V'/.-.?+(9

.:74,.89'为目标的生成语法采用了二分的 XLZ.(

图式描述语言结构" 问题是#如何用此二分图式

描述双宾语结构5 在普通单宾语结构中#动词与

唯一的宾语同处 B̀ 节点之下#形成二元互斥关

系(而在双宾语结构中#动词则与两个宾语同处

B̀ 节点之下形成了三分结构#有违语言结构二分

的普遍规律"

图 $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维护二分结构#研究者试

图另谋他法" b.9-7反对将双宾语结构中的直宾

与间宾置于动词的姐妹节点&<5<?7(-+:7'#而认为

它们组成了小句 &<W.//8/.,<7'作动词中心语

&27.:'的补语&8+W'/7W7-?'" 在b.9-7所说的小

句中#间宾是主语#直宾是谓语#间宾与直宾之间

有着拥有关系&'+<<7<<5+- (7/.?5+-'...间宾是直

宾的拥有者&'+<<7<<+('#直宾给间宾分配题元角

色#谓语动词给直宾分配题元角色/N0

"

图 %

这种方案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受到学者们

的批评+因为名词的主目结构来源于对派生该名

词的动词的主目结构的继承#而直宾并不必然由

某动词派生而成(根据;.(<<gd.<-5S所发现的间

宾与直宾之间的不对称&.<9WW7?(9'

/G0

#间宾应8L

统制&8L8+WW.-:' 直宾而不是与直宾处于同一层

级(名词短语没有分配题元角色的功能#因而直宾

不会给间宾分配题元角色(由于直宾与间宾都是

动词题元框中的刚性成分#间宾和直宾的题元角

色都只能由该动词分配"

图 M

维护双宾语结构二分性的另一种可能方案则

如图 M 所示+动词先与直宾合并成B*#再由B*与

间宾合并成 B̀ " 该方案早已成为众多分析双宾

语结构的研究&如图 # 所示的 12+W<S9等学者的

研究'的理论起点#然而其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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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宾处于外论元&7V?7(-./.(3,W7-?'位置#高于动

词B#其句法特征不同于处于内论元位置的普通

宾语或直宾"

可见#双宾语结构中一个动词与两个宾语的

关系无法用二分结构分析#其合理的分析只能是

图 $ 所示的三分结构" 换言之#双宾语结构既违

背作为宇宙万物存在基本方式的二元结构#也不

符合人类语言普遍存在的二分结构#因此不具有

合法性" 人类语言中不存在双宾语结构#只存在

双宾语现象"

四%质疑双宾语结构合法性的语料

证据

"一$来自被动化的证据

根据 *.733/5#被动化吸掉施事角色 &.37-?

(+/7'与宾格#动词宾语为了获得格而移至主语位

置/#"0

" 按照这一法则#通过被动化分别将&#'中

的间宾与直宾移至主语位置得到&!.'与&!Z'"

&!' .)YR.<Z+,32?.-7RR.?82 Z9W90.?27(

97<?7(:.9)D

Z)&-7RR.?82 R.<Z+,32?W7Z9W90.?27(

97<?7(:.9)

8)&-7RR.?82 R.<Z+,32?0+(W7Z9W90.?27(

97<?7(:.9)

事实上#&!.'为合法被动句#而&!Z'不为英

语本族语者所接受" 这说明双宾语结构的被动化

不能用被动化的一般规律来解释" 若要使&!Z'

成为合法被动句#则需在间宾前添加具有指向义

的介词&如此处的 0+('而成&!8'" 然而#根据被

动化法则可知+&!8'并非双宾语结构&#'经被动

化而生#而是其对应的与格结构&$'的被动句"

&$ ' _90.?27(Z+,32?.-7RR.?82 0+(W7

97<?7(:.9)

上述分析显示+从双宾语结构&#'到&!8'的

过程实质上是从与格结构&$'到的被动化过程"

也就是说#双宾语结构&#'实为与格结构&$'的表

象#从句法结构上讲不存在双宾语结构"

"二$(间宾)的非宾语性

动词可带宾语的数量并非随意#而是取决于

该动词本身的次语类特征 &<,ZL8.?73+(5U.?5+-

07.?,(7<'" 因此#双宾语结构如果真实存在#其动

词谓语仅可而且必须带两个宾语" 然而#如下事

实证明双宾语结构中的动词谓语并非必须带两个

宾语"

&%' .)_90.?27(Z+,32?W7)

Z)_90.?27(Z+,32?.-7RR.?82)

将双宾语结构&#'中的直宾省掉可得&%.'#

将其间宾省掉可得&%Z'" 不难看出#缺少直宾的

&%.'不合语法#而且没有$给我买%之义(相反#缺

少间宾的&%Z'却仍然合语法#而且仍然有$买新

手表%之义" 这说明+直宾同单宾语结构中的普

通宾语一样#都是人类语言中的刚性存在(而间宾

则与普通宾语不同#它不是双宾语结构中谓语动

词所必须带的宾语#因而不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刚

性构成" 对此现象#\,:<+- 也曾有描述" 他将直

宾和间宾与普通宾语相对比#发现+普通宾语与直

宾易于从句子中提出#而间宾则难于如此(直宾可

以像普通宾语那样跟在小品词&'.(?58/7'之后#而

间宾不能(直宾可以像普通宾语那样进行重名词

移位#而间宾不能(直宾可以像普通宾语那样控制

&8+-?(+/'描述谓语&:7'58?5>7'(7:58.?7'#而间宾不

能"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 得出$直宾才是

真正宾语%的结论/##0

"

再考察中古英语#我们会对间宾有更多认识"

根据B5<<7(所述#在中古英语中#间宾可置于直宾

前#而且间宾前可带诸如?+这样的介词/#!0H!"LH!M

"

&M' .)627S9-378+W.,-:5: ?2.?4 R5?825<

.-: 7-82.,-?+(<<2,/:7- ?+?27S9-3725<<R7,:7-<

&f.-57/YY# [98/50# !')

Z)YZ7<7??7?+@5(]+Z7(?1.(/7?+- ?27<?.9-7:

Z7: &d5-8+/- f5+87<7f+8,W)%"# #"')

可见#间宾其实并非真正的动词宾语#而是含

有指向义的介词宾语" 因此#这些所谓的双宾语

结构实际上也并非真正的双宾语结构#而是带含

有指向义介词短语的单宾语结构" 可以推测#这

些带有介词短语的单宾语结构部分经过历史演变

丢掉介词的语音形式而成现代英语中的双宾语

结构"

五%结语

语言研究早已抛弃了单纯的现象描写而转向

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本研究通过对双宾语现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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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进行探索#发现+双宾语结构并不具有机制性

意义#双宾语现象是单宾语结构带介宾短语的一

种特殊表现形式" 这一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利于

剔除现存句法系统中的部分冗余#即剔除专为解

释双宾语现象而设立的语类和相关推理步骤#有

利于句法理论从描写到解释的进一步发展" 在教

学实践中#对双宾语现象的本质认识有利于降低

学生学习相关句型的难度#并提高学生对此类句

型的使用正确率" 不过#对双宾语现象的探索还

不能就此止步#对于双宾语现象的出现原因与出

现过程等问题还需要做大量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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