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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動詞旬式詞典〉簡介

王玲玲孫德金

〈現代漢語動詞句式詞典)(以下簡稱〈詞典))選收一于多個常用的現代漢語動詞，

是一部全面描寫動詞典其前後名詞性成分(不包括非名詞性成分和語言結構)之間語義

組合關係(即格關係)的新型語文工具書。這種語義組合關係在〈詞典〉中是用句式來反

映的。

〈詞典〉的釋義主要參考〈現代漢語詞典〉。但盡可能克服〈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某些

以詞釋詞的缺點，同時根據語義組合描寫的實際需要對〈現代漢語詞典〉的義項進行了

必要的刪併。

〈詞典〉按動詞的義項立條，稱為義條。全書共三于多義條。按義項來立條的考應

是:同一個動詞不同義項的語義組合關係一般都不同。有些多義動詞某些義項的語義

組合功能差別不大， <詞典〉則將其合併為一個義條。比如「影響」有兩個義項: ( 1 )對

別人的思想或行動起作用; ( 2 )妨礙。這兩個義項的語義組合功能基本相同，因此

〈詞典〉將它們合併為一個義條。如果同一義項有兩種詞性，貝iJ分別描寫，但不分立義

條。比如「噴J (液體、氣體、粉末受壓力而射出)有他動和自動兩個詞性，則在同一義

條中作( 1 ) <他動〉和( 2 ) <自動〉描寫。

〈詞典〉的各個義條標注詞性，用統一的格系統進行考察，並將考察的結果分為基

本式和擴展式兩項。

關於詞性的標注

〈詞典〉的詞條雖然都是動詞，但動詞是對整個漢語的詞進行語法分類所得到的一

個大類，相對於名詞、形容詞等而言，要深入了解、研究動詞的內部特點，還必須對

動詞進行再分類。因此， <詞典〉條目上標注的詞性都是動詞的吹類:

〈他動詞〉主體為動作的發出者、動作涉及客體的動詞，如:核對、拿、吃等。

〈自動詞〉主體為動作的發出者、動作不涉及客體的動詞，如:走、跑、暴發等。

〈外動詞〉主體不是動作的發出者、動作涉及客體的動詞，如:碰見、知道等。

〈內動詞〉主體不是動作的發出者、動作不涉及客體的動詞，如:究、塌等。

〈系屬動詞〉表示系屬關係的動詞，如:是、等於等。

〈領屬動詞〉表示領屬關係的動詞，如:有、擁有、具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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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動詞的再分類，能滿足語義組合描寫的需要，也能揭示各類動詞的許多細微

的特點。

關於二十二格的解釋

〈詞典〉描寫動詞的格系統包括二十二格，現按確定的順序排列並逐個解釋:

〔施事〕事件中自發動作行為或狀態的主體。有兩種類型:一是典人有關的比較典

型的施事。如: <小事〉扔了個銅元。 I <媽媽〉摔了個酒壺 01<小李〉演特務。 I <那

個人〉跑了。 I 臺上坐著〈主席團> 0 二是自然力方面的。這類在句法形式上和典型的

施事有不少共同之處，因此歸入施事，不男立「格J '如: <洪水〉沖走了莊碌。 I <鬧

鐘〉不走了。 I <風〉刮倒了圍牆。 I <樹枝〉在搖擺。 I <太陽〉升起來了。 I <飛機〉撞

在山上了。施事從帶不帶介詞格標來分也可分為兩類，一類不帶格標，一類帶格標

「被」、「由」、「讓」、「給」、「歸」等，如:我〈被她〉打了兩拳。 l 這工作〈由他〉負責。

|自行車〈讓他〉騎走了。|鋼筆〈給弟弟〉拿走了。 I 糧食〈歸他〉保管。

〔當事〕事件中非自發動作行為和狀態的主體 0 分兩種情況:一是血非白發動作行

為動詞(碰見、犧牲、丟、知道、懂得、塌、在、死等)相聯繫的，如: <我〉在街上碰

見了他。 I <連長〉犧牲了。 I <我〉丟了一本書。 I <他〉死了。 I <書〉在桌子上。|

〈蘋果〉成熟了。二是與系屬詞(是、姓、吽、等於)相聯繫白雪，如: <小王〉是老師。|

〈我〉吽小李 01<他的妻于〉姓王。

〔領事〕事件中有領屬關係的主體，如: <我〉有一本書。 I <敵人〉擁有三個團。

〈蜻蜓〉有兩對翅膀。 I <她〉長著一雙大眼睛。

〔系事〕事件主體的類別、身分或角色，如:我是〈學生> 0 I 你演〈廠長> 0 I 他姓

〈李> 0 I <作為主任〉你應該負責。( r作為」當格標介詞) I 他跑〈第四棒> 0 

〔受事〕事件中自發動作行為所涉及的已存在的直接客體。與施事相闕，受事也分

兩類:一是與人的動作行為相關的典型的客體，如:媽媽打破了〈一個杯子> 0 I 她昨

天發了〈一封信> 0 I 廠長支持〈這個方案> 0 I 她同意這個〈計劃> I 我喜歡〈足球> 0 二

是自然力所涉及的客體。如:風刮倒了〈房屋> 0 I 房子壓著〈人〉了。|從帶不帶格標

來分，可分為兩類:一是不帶格標;二是帶格標「把」、「將」、「對」等，如:我軍〈把

敵人〉消滅了。|她〈將這個蘋果〉吃掉了。 I <對這個方案〉經理很讚賞。

〔客事〕事件中非自發動作所涉及的已存在的直接客體。包括兩類:一是非自發動

作行為動詞(收到、撞見、丟、知道、懂得、得到等)所涉及的直接客體，如:我收到

〈一封家信> 0 I 廠長撞見了〈他們> 0 I 我不知道〈內情> 0 二是「有」所涉及的一種客

體，如:我有〈一本書〉。有時帶格標「把J '如:她〈把錢〉丟了。

〔分事〕事件領事的組成部分，如:蜻蜓有〈兩對翅膀> 0 I 桌子有〈三條腿兒> 0 

〔與事〕事件中有利害關係的間接客體。可以不帶格標，也可以帶格標「給」、



語文天地 17 

「向j 、「替J 、「眼J 、「為J等，如:老師送〈我〉一支筆。|廠長嘆了〈勞模〉一千元。|

工人們〈給廠長〉提了很多意見。|我國政府〈向對方〉提出強烈抗議。|他〈替我〉講了

假。!我〈跟親戚〉借了兩千塊錢。 l 幹部要〈為重眾〉謀利益。

〔同事〕事件中所伴隨或排除的間接客體，有時無格標，如:我們要團結〈畫眾〉。

一般情況都帶格標「眼J 、「除了」、「連J等，如:請您〈跟同事〉仔仔商量一下。|老師

〈跟她〉說過了。 I <除了她〉別人都知道。|這個桔子她〈連皮〉都吃了。

〔結果〕事件中所產生、引起或達成的結局。它和受事的區別在於，結果是從無到

有(蓋〈房子>) ，受事是原本已有(修〈房子> )。可以不帶格標，在日;他們正在寫〈信〉。

|她，急了〈一頭汗> 0 I 她棍了〈一身泥> 0 I 他吃了〈滿嘴油> 0 I 他挖了〈個窟權> 0 I 

〈教室〉已經蓋好了。也可帶格標「把J 、「將J等，如:工人們〈把大橋〉架起來了。一般

在動詞後能加「成」、「出」等，如:他寫成〈一篇論文> 0 I 他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基準〕事件中進行比較或測量所參照的間接客體，有加「比J式和不加「比」式，

如;她〈比我〉跑得快。|你〈比我〉洗得乾淨。|我吵不過〈你> 0 I 我跑不過〈她〉。

〔數量〕事件中相關的數量或頻度。著重描寫三種: (一)名量，如:他向前邁了

〈一步> 0 I 書只買空IJ <一本〉。但是「我買了一本書」中的「一本J不作為數量格。(三)動

量，如:老師來過〈一次> 0 I 我賜了他〈一腳> 0 I 他在樹上砍了〈一刀> 0 (三)距離，

如:部隊前進了〈一百米> 0 I 他跑〈三千公尺> 0 

〔範圍〕事件中所關涉的領域或範圍及所伴隨的狀況。一般都有套子，常見的有:

關於...... ，在......方面，就......問題，在......上，在......情況下，在......條件下，在

...過程中等，如: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認真研究一下。|我〈就這個問題〉寫一篇

文章。|學校〈在這種情況下〉只好採取措施。|他〈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工

作。也有無套子的，如:他的言論轟動〈全國〉。

〔工具〕事件中所用的器具。一般有「用J 、「拿J等格標，如:她〈用筆〉寫字。 1 他

〈拿棍子〉打人。|語言也歸入工具格，如:她〈用英語〉寫文章。有時也可以沒有格

標，如: <那隻籃〉可以抬煤。|你吃〈大碗> '我吃〈小碗> 0 I <大筆〉寫大字。

〔材料〕事件中所用的材料或耗費的物資。可不用格標，也可用「用」、「拿」、

「由J 、「把J等格標，如: <這木料〉可做家具。|他一頓飯吃掉〈五十塊> 0 I 她一直

〈拿煤油〉燒飯。|我〈用工資〉買了一套書。|水〈由氫和氧〉組成。|他〈把錢〉都買書

了。與工具格的不同之處在於:不改變原物的是工具( <用沙鍋〉煮稀飯) ，轉化為新的

物質形態或被耗費掉的是材料( <用小米〉煮稀飯 I <用煤氣〉煮飯)。

〔方式〕事件中所採用的方法或形式。格標是「用」、「以J等。這是較抽象的，和工

具、材料都不同，如:她〈用書面形式〉發了言。 I <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有時也不

用格標，如:寫〈仿宋體> I 隊伍走〈正步> I 隊列排〈橫排〉。

〔依據〕事件所遵照或指靠的根據。分三額:一是「遵照」、「按照J 、「根據J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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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遵照上級指示〉安排了春耕生產。 I <按照畫眾的要求〉辦。 I <根據報導〉日

本有個人腦研究所。二是「靠」、「憑j式，如: <靠誰〉辦學? I <憑票〉入場。三是「論」

式，如:為蛋〈論斤〉賣。

〔原因〕引起事件的原因。分兩頓:一是加介詞格標「因為j 、「因」、「為」的，如:

她〈因為這筆錢〉觸犯了刑法。|媽媽〈因家務〉辭去了工作。|不能〈為幾個錢〉把命也

搭上。二是不加介詞格標的，如: <這事〉把她累壞了。|市民正躲〈警報〉。

〔目的〕事件所要達到的目標。分兩額:一是有格標「為了J '如〈為了你〉她命都可

以不要。二是不加格標介詞，如:廠長跑〈鋼材〉去了。|她們都在排〈球票> 0 原因、

目的格限於單旬的內部，分句之間的原因、目的關係不在此列。

〔時間〕事件發生的時點或持續的時段。分兩類:一是時點，如:電子計算機

<1946年〉問世。|她〈昨天〉進城了。二是時段，如:她大學畢業〈五年〉了。|我等你

好〈一會兒〉了。時間格常帶的格標是「從j 、「至Ij J 、「趁j 、「於j 、「打j 、「在J '如:他

〈從五歲起〉就踢足球。|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0 I <趁年青〉多學點東西。|他畢業
〈於1946年> 0 I 他〈打一大早〉就進城去了。|她〈在上班時〉打毛衣。

〔處所〕事件發生的場所、境況或經過的途徑。分兩頓:一是加格標「在j 、「往j 、

「從」、「沿著」、「於」、「自」、 IV 于IJJ 、「當著......的面J 的，如: <在客廳〉休息一會

兒。|朋友們相會〈在北京> 0 I 大家〈往里〉走走。|她〈從東京〉回來了。|你〈沿著

山路〉走吧!這種鳥產〈於南方> 0 I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 0 I 她步行〈至Ij河邊> 0 I 
她〈從東到西〉都跑遍了。 I <當著老師的面〉她不好意思說。二是不加格標的，如:

〈課堂上〉她很少發言。|你必須走〈這條路〉。

〔方向〕事件中的時空趨向。一般有「向」、「朝」等格標，如:大雁〈朝南〉飛。|仇

恨的子彈射〈向敵人> 0 I 走〈向勝利〉。有時也不帶格標，如:他王軍顧〈四周〉。

關於基本式及其變換

〈詞典〉把動詞典其前後名詞性成分間存在的二十二種語義組合關係(格關係)分為

兩個層吹:一是必需格，一是可選格。足以描述某個動詞的格關係特徵的必不可少的

格吽做必需格。換句話說，必需格不但可與動詞搭配，而且必不可少。一且缺少，就

會影響語義的自足性，比如: I我削了個蘋果J '施事「我」和受事「蘋果j是必需格。

「主任住在車間J '施事「主任」和處所「在車間」是必需格。「這部作品轟動文壇J '施事

「這部作品」和範圍「文壇」是必需格。「弟弟游泳了J '施事「弟弟」是必需格。「老師給

我一本書J '施事「老師」、受事「一本書」和與事「我」是必需格。一般地說，他動詞有

兩個必需格，帶雙賓語的動詞可以有三個必需格，自動詞只有一個必需格。可選格雖

則可與動詞搭配，但缺少了並不影響語義的自足性，比如: I我用刀子削了個蘋果J ' 
工具「用刀子j是可選格。「除了小華班裹的人都去拍水泥了J '同事「除了小華j是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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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他替我們拍行李來了J '與事「替我們」是可選格。「按處長的要求我們把襄面的

櫃子都抬出來了J '依據「按處長的要求」是可選格。「這夥人貪污了幾吹福利費J '數

量「幾次」是可選格。「那件事他比我談得詳細J '基準「比我」是可選格。「連長向窗外

探望了一下J '方向「向窗外」是可選格。「他在地上躺了一身泥J '結果「一身泥」是可

選格。

必需格和動詞構成基本句式(格框架) ，簡稱基本式，比如: r吃」的基本句式是:

〔施事][1殼于、病人、小狗 1+ 吃+受事|飯、藥、水果1 )。這個基本式告訴我們:

「吃」的必需格是施事和受事，同時「吃」的施事是孩于、病人、小狗這類名詞， r吃」的

受事是飯、藥、水果這類名詞。列舉出類型性的名詞旨在對必需格進行語義限制。

在漢語中，一個動作所聯繫的主體、客體、乃至鄰體，在表層旬于中，可以有多

個位置，因此構成了各種句子格式，比如「吃」的主體「我J '可以分別處於旬首和句

中:我吃了一碗飯，飯我吃了一碗，飯被我吃了一碗。為使變換具有完備性， {詞典〉

列出了「無客式」、「帶客式」、「一客一鄰式」三種句型的最大限度的可能變換格式:

無客(不帶客體)式:

主體+V 這個人死了。|客人來了。

v+主體死了一個人。|來客人了。

帶客(帶客體)式:

主體+v+客體我吃了一碗飯。

主體+介詞+客體+V 我把那碗飯吃了。

主體+客體+V 我飯已經吃了。

客體+介祠+主體+v 飯被我吃了。 飯全讓她吃了。

客體+主體+v 飯我已經吃了。 飯她全吃了。

一客一鄰式:

主體+v+鄰體+客體我送他一本書。

主體+介詞+客體+v+介詞+鄰體 我把書送給他了。

主體+介詞+客體+V+鄰體我把書送他了。

主體+v+客體+介詞+鄰體我送一本書給他。

客體+主體+v+鄰體書我已經送他了。

客體+介詞+主體+v+介詞+鄰體 書已被我送給他了。

對每一個動詞的基本式， {詞典〉都巖格地按以上的格式篩一遍。從實際出發，能

變者則變，不能變者從略。在變換中，對於一些特殊動詞，有時為了言語的通順，可

在變換格式的基礎上，適當增減詞語。如「我已經買書了J '允許說成「我已經把書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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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交換基本式，一方面可以顯示出各類動祠，甚至是每一個動祠的特點;另一

方面可以為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提供不同的旬式。

關於擴展式

擴展式是在基本式的基礎上增加可選格構成的句式(不描寫兼語句、連動句) ，其

中重要的內容是可選格所處的格位。

格位是格在句中所處的位置。漢語有八個格位:

一位一二位一三位一四位一(動詞)一五位一六位一七位一八位

一位 格處於旬首位置，無介詞: (昨晚)馬跑了。 I (桌上)你放了一本書。

二位 格處於旬首位置，並冠以介詞: (在我沒到家的時候)馬跑了。

三位 格處於動詞之前，本位前還有其他的格，無介詞:馬(昨晚)跑了。|你

(桌上)放了一本書。

四位 格處於動詞之前，本位前還有其他的格，有介詞:馬(在我沒到家的時候)

跑了。|你(在桌上)放了一本書。

五位 格處於動詞之後，本位後還有其他的樁，無介詞:他看了(兩小時)電影。

六位 格處於動詞之後，本位後還有其他的樁，有介詞:我放(在桌上)一本書。

七位 格處於旬尾的位置，無介詞:他躺(床上)了。|他把書放(桌上)了。

八位 格處於旬尾的位置，有介詞:他躺(在床上) 0 I 他把書放(在桌上)。

以上的八個位中，一、三、五、七無介詞格標，三、四、六、八有介詞格標，這

是兩頓悟位的區別。八個位是最大可能的格位數，並不是每個動祠的每一個格都有八

個格位。有的格的格位多些，有的格的格位少些。一般來說，時間格、處所格的格

位多些，領事格、分事格的格位少些。如動詞「放」的處所格共有七個格位:

一位: (桌上)他放了一本書。

三位:他(桌上)放了一本書。

四位:他(在桌上)放了一本書。

五位:他放(桌上)一本書。

六位:他放(在桌上)一本書。

七位:他把書放(桌上)了。

八位:他把書放(在桌上)了。

如動詞「有」的分事格僅有一個格位:

七位:蜻蜓有(兩對翅膀) 0 I 桌子有(三條腿兒)。

〈詞典〉的原則是從實際出發，有就描寫，沒有就不描寫。一般是一個位一個例

句。也有一個位兩個例旬的，有時為了節省篇幅也有的位沒有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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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況說明， {詞典〉在四個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工作:漢語動詞的分

類、漢語格系統的提出和落實 、 漢語格框架的建立及其句式變換的描寫、漢語格位的

描寫。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般的理論探討 ，而是把理論落實到一千多個常用動詞的

三千多個義項上， 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 ，同時通過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去檢驗證實理

論和豐富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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