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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派生動詞“一化"的概念結構與語法功能

湯廷池

提要 本文針對漢語的動詞后綴“一化"探討下列幾個問題。( 1 )如果后續“一化"是

由動詞“化"經過虛化而來，那么“化"本來的意義與用法是什么?其詞匯概念結構如何

表述? (2) 含有動詞后綴“-化"的派生動詞，在論元結構或動貌意涵上屬于哪一種狀類?

(3 )漢語動詞無標的音節數目是單音節或雙音節，但是含有“-化"的派生動詢部可以連

同語意前綴長達四、五個音節。這種音節數目的有標性在詞法與句法表現上會引起怎么樣

的特殊現象? (4) 含有詞干“化"的復合詞與含有詞續“-化"的派生詞，在詞睦概念結

構上有何異同?其中不少動詞選產生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現象，應如何詮釋? (5) 

含有“一化"的派生動詞與語意前綴“(反/泛/去)一"連用時，其詞匯概念結構應如何表述?

關鍵飼 派生動詞;動詞后綴;語意前綴;概念結構;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

一前窗

漢語的“合成動詞" (complex verb) 中，自調干與詞干合成的“復合動詞" (compound verb) 聶數不

少，類型也相當豐富。相形之下，曲調干與調綴合成的“派生動詞" (derivative verb). 員。似乎只有“-見"

與“一化"兩種“動詞后綴" (verbal suffix) 而已。其中，“-見"在北京話里只留下“玩兒、火見、嗤兒、

顛見、葛兒"等少數詞，并在現代漢語里已經失去了草生力.但是，另外一個詞綴“一化"部極富掌生力;

不但可以附加于名詞(如“{火/風/氧/酸/鈣/氣/液/洋/西/歐}化" )、形容詞(如“{美/丑/強/硬/軟/聽/

簡/深/淡/僵/綠/同/異}化" )或動調(如“{進/退/分/焚}化" )調干后面，而且可以附加于單音節(如上面

例詞) .雙音節(如“{官僚/商業/工業/都市/鐵路/捷連/電氣/電子/數位/係統/機械/平民/大眾/現代/修

理/本土(以上係名詞)/理想/自由/理性/民主/異質(以上係名詞與形容詞兼用)/簡單/複雜/單純/自然(以

上係形容詞) } " )與多音節(如噫識形戀化" )調干后面，并且還可以帶土類似“語意前級" (seman恥 prefix)
的“反一、泛一、去一"等(如“花{道德/政治}化、反{本土/李登輝}化、去{國民黨/李登輝}化" )。這些歐

化 1 的動詞詞匯，非但經常出現于報章雜誌等書面語里，并且也逐漸使用于一般大眾的口語里;可見，動

詞后綴“一化"在現代漢語里已經牢牢地生了根，而且在不斷地成長中.本文擬針對這一個現代漢語襄唯

一的動詞后綴，深人探討下列幾個問題。(一)如果動詞后綴“一化"是自動詞“化"經過“虛化"

(grammaticalization) 而來，那么“化"本來的意義與用法是什么?虛化的過程與芳向又是什么? (二)含有

動詞后綴 t化"的派生動詞，依其“論元結構" (argument structure; 即屬于“一元述幫" Cone-place predicate) 

的“非作格動詞" Cunergative verb)與“非受格動詞" (unaccusative verb) .抑或屬于“二元述橋" (two-place 

predicate) 的“受格動詞" (accusative verb)?) 或“動觀意洒" (呻ectual import; 即屬于“狀態動詞"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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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 、“連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 、“活動動詞>> (activity verb) 或“完成動詞>> (accomplishment verb) ?) , 

應該屬于哪一種“吹類>> (subcategory)? (三)漢語動詞“無標" (unmarked) 的音節數目是單音節與雙音節，

但是含有“化"的派生動詞甜可以連同語意前綴長連四、五個音節，這種音節數目的“有標性" (markedness) 

在詞法與句法表現上會引起怎么樣的特殊現象? (四)含有調干“化"的復合動詞典含有詞綴“一化"的派

生動詞，其詞匯概念結構究竟如何表述?其中不少動調遺產生“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 (causative

transitive and inchoative一intransitive alternation) 的現象，究竟應該如何詮釋?

二 單純動詞“化"的章，僅與用浩

單純動詞“化"多用于文吉或書面語，并常與另一個文吉書面語調“瑪"連用;例如“化整為零、化

繁聶筒、化民氣為祥和"。這些例旬里的“化"基本上表示“使動及物>> (CAUSE)與“起動變化>> (BECOME) , 

如“化瘓去咳"里使動及物動詞“化"與“去"并列;而“瑪"則表示因“化"的使動及物而引起的“結

果狀態" (BE) 。“瑪"本來就是連係主語與補諧的“係詞" (或“連傢動詞" )，如“眼見3萬信"、“助人萬

快樂之本"，因而具有認定在主語名詞組所指稱的實體(或事實)與補語名詞、形容詞或動詞所指稱的屬性、

狀態之問存在著某一種“語意上的同指涉關係>> (semantic coreferentiality) 2. 這一種“化"的使動及物 (RP

“受格" (accusative)) 用法與“瑪"的係詞用法的連用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還獲得起動不及物(即“非

受格" (unaccusati ve) )用法。試比較:

(1) a. 汰的(要)化悲憤均力量。(受格用法:即使動及物用法)

b. 悲憤(要)化方力量。(非受格用法:即起動不及物用法)

在 (la) 里，“化"與“瑪"分闖出現。“化"在這里是“三元述語>> (three-place predicate); 以“我們"

為主語或“外元>> (externa1 argument) 、以“悲憤"嘉賓語或“(直接)內元>> ((direct) internal 缸gument) 、

而以“(為)力量"為補語或“間接內元>> Cindirect argument) 。另一方面， (1b) 里的“化"與“瑪"連續

出現。“化"在這里是“二元述語" (two-place predicate); 以內元“悲慣"聶主語，而以間接內元“(l1i)

力量"為補語。我們也可以說: (1 a) 的“化( ......j萬)"是使動及物用法，而(1b) 的“化(為) >>則是起動不

及物用法。也就是說，“化( (......)為) >>量現“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 (causative-inchoative 

alternation); ( 1 a) “含蘊" (entail) (1 b) ，但是(1b) 并不含蘊(la)3。我們可以用 (2) 的“(詞匯)概念館槽"

( (lexical) conceptual s甘uc個re)4來表述“化((......)為)"的使動及物、起動變化與結果狀態意義。

(2) a. [x CAUSE [BECOME [y BE INTO-z]]] 

I "----Y--J I 
我們 化 悲憤 矗 力量

b. [BECOME [y BE INTO-z]] 

生 悲憤 矗 力量

小寫的 x(外元)、 y(內元)與 z(間接內元)代表“費項>> (variable) ，在(1)的例句里分別由“我們"、“悲

憤"與“力量"來充當。大寫的 CAUSE(使動)、 BECOME(起動)與 BE(狀態)分別代表相闊的“謂意述

語>> (semantic predicate) 或“語意函項" (semantic function) 。叉， BE 后面的介詞不限于 INTO，也可能

是 AT、 IN 、 ON 、 OVER 等，這里為了表示變化的結果或“終點" (goa1)用了別TO. (la) 的概念結構顯

示:在這個例句里，語意述語 CAUSE 與 BECOME 一并“詞語化" Oexica1ize) 而成為“化";也就是說，

動詞“化"具有使動興起動的兩面性。另一方面， (lb) 的概念結構則顯示:動謂“化"雖然失去使動意義，

卸的然保留起動意義。同時， (2b) 的概念結構與(2a)概念結構的后半部完全相同。也就是說， (2a)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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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含蘊 (2b) 的概念結構，但是 (2b) 的概念結構都未包含或合蘊 (2a) 的“x CAUSE" 部分。動詞“化"

同時具有使動與起動意義更說明:“化"不但具有使動及物用法，而且還具有起動不及物用法。

三 複合動詞“V 化"的章，每與周邊

單純動詞“化"較常在文吉或正式的書面語襄出現。在現代漢語里，學音單純動祠的“化"則逐漸聶

雙音復合動詞“V 化" (如“轉化、變化"等)所取代 5。其中，“轉化"仍然保留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兩

種用法。例如，我們可以把例句(1)的動調換成“轉化"几

(3) a.我們(要)特化悲憤均力量， (使動及物)

b. 是憤(要)特化方力量。(起動不及物)

相形之下，“變化"則似乎多作頂起動不及物動詞，而少作為起動不及物動調 7. 試比較:

(4)a. 我們(要)(改交r交化}芋生的先盾。(使動及物)

b. 孕生的先Jí(改支/交化}了。(起動不及物)

的)a.地球的溫暖化{改支/1愛化}了南北板的先候。(使動及物)

b. 南北板的先候{改交/交化}了， (起動不及物)

隨著單音動詞“化"的雙音化，表示終點狀態的“瑪"也在口語或非正式的書面語中逐漸由“戚"所

取代;例如，可{化/轉/變/改}(聶/成}y"。不過，或許由于“瑪"在文盲里的自由語性(即可以單獨出現)

似乎較高，而相形之下“成"的自由語性則似乎較低 8，因而較不容易與前面的動調分開出現。試比較:

“) a. 我們{化/特}悠憤{均 /11成}力量。

b. 戚們把悲憤{化/特} (均/成}力量。

C. 悲憤{化/特} (均/成}力量.

屬于“V 化"的復合動詞，還有“分化、腐化、進化、退化‘焚化"等。如果說“轉化" (“變化"

也有可能)是并列式復合動詞，那么“分化、腐化、進化、退化、焚化"應該是偏正式復合動詞。因為不

但“分、庸、進、退、焚"與“化"不同羲，而且其中“進、退"雖然具有及物用法(如“他{進了{門/級

/意見}/退了{席/學/職/備人} }" )，“進化、退化"部只有不及物用法.

(7) a.我的人吳到底是仍然在進化，逕是卉始退化了? (不及物)

b. 1•是什么房、間進化或退化人矣? (及物)

C. 是什么原因使人矣進化或退化? (不及物)

男外一個屬于“V 化"的動詞是“歸化"。遣個種合動調似乎必須帶上終點補詣，;即使有人接受 (8b)

的說法，那也來自補語名詞組“美國"的省略。

(8) a. 他已經如化美圓，交成美閻公民了。(帶上終點補語)

b. ?他已經!個化，交成美閻公民了。(不帶終點補語)

根據以上的分析，“轉化、變化、進化、退化、歸化"的概念結構分別如下:

(9) a. [轉 Ve & Ve 化J Ve: [x CAUSE [BECOME [y BE INTO-zJ J J 

"--Y--J 
聾主10 萬

b. [變 Vi & Vi 化JVi: [BECOME [y BE INTO-zJJ 

建益之10

c. [分/腐 Vt / Ve 化JVe: [CAUSE [BECOME [y BE 肘T仔Z BY一MEANS-OF一主/盧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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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削叭川…/川叫Vi叫E必耐化削伽]川叭: [恤恤B阻…E

LγJ 

生

i些甚

e. [歸 Vi / Vi 化]Vill : [BECOME [y BE INTO-z BY-MEANS-OF-歸自2] ] 

生

(9a) 的“轉化"與 (9b) 的“變化"都屬于并列式復合動詞，但是“變化"只有起動不及物用法，所以

缺少“轉化"里代表“起因"或“使動者" (causer) 的外元 x 與使動述語 CAUSEo (9c) 的“進化"與“退

化"都屬于偏正式復合動詞，而“進"與“退"是表示“情狀" (in the manner 00 的修飾福。 (9d) 的“歸

化"也屬于偏正式，但是“歸"是表示“手鹿" (by means 00 的修飾語。屬于三元述謂的“轉化"與二

元述語的“歸化，'，其 z 都由變項來充當。但是屬于一元述語的“變化、進化、退化"，其 z 都屬于“推定

項" (default; 這個推定項可以解讀為“與以前不同的狀態"，而“進化"與“退化"則還要分別加上“比

以前更好的"與“比以前更不好的" (狀態) )。另外， (9d) 的“歸化"的概念結構里“BE INTO-z" 下面

的虛錢表示這個部分(即終點)在表面結構中可以省略 13.

至于“焚化"雖然具有使動及物用法，但是部設有起動及物用法。因聶“焚化"使動及物用法的賓語

名詞組充當主語的時候，仍然暗會主事者(“暗含的主事者" (implicit agent) 用“空號代詞" (empty pronoun) 

的“小大號" (pro) 來表示)。試比較:

(10) a. 我仍要改法焚化送些反弄物。(使動及物)

b. 那些成弄物* (pro) 已經焚化了。(使動及物)

“焚化"可能是由名詞“焚化爐"經過“反造" (back formation)產生的叫“焚化"與“歸化"都在

后面帶上名詞組，但是，“歸化"屬于表示變化的非受格動詞，而后面的名詞組充當終點補語;“焚化"則

屬于表示活動的受格及物動詞，而后面的名詞組係充當客體賓輯:

(1心心t:…吧抖巾吟z…訓S-吋]]

(t 

我們把這些“V 化"動調分析為種合動詞，除了內部句法結構(即并列式與偏正式)的考慮以外，主要

基于以下理由: (1) 既然前項語素是動詞，就沒有再附加動調眉綴“一化"來形成派生動祠的必要; (2) 以

“V 化"為內部結構的動詞數目極為有限，似乎顯示后項語蒙“化"并非具有草生力的派生調綴; (3)在

我們的調查里還設有找到以雙音動詞為調干再附加“化"的例詞，顯示這個“化"不應該是派生詞綴。

固派生動詞句化"

派生動詞后報“-化"可以附加于名詞詞干，而名詞詞干包括單音、雙音與三音。

(一)單音名詞詞干，例如:氣化、液化、火化、風化、氧化、洋化、歐化 15. 其中“氣化、液化、洋

化、歐化"名詞詞干表示結果狀態(即TO戶z) ，而“火化、風化、氧化"名詞調干表示工具 (BY-MEANS

OF-w)或原因 (BY-REASON-OF-w) ，而且所有“N化"派生動詞都兼具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用法:

(12) a.究竟用什么方法來液化瓦斯? (使動及物)

b. 瓦斯液化后是不是比絞安全? (起動不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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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 他們1准各火化遺休。(使動及物)

b. i童体已經火化了。(起動不及物)

(14) a.西瓜逐漸洋化本方人。(使動及物)

b. 在方人越來越洋化 16 了。(起動不及物)

(1 5) a.我們可以用火焰來氧化缺。(使動及物)

b. 缺氧化就舍生傷。(起動不及物)

(16) a. 是圭年累月的風吹雨打勾寒暑交化才~i!些芳石都成化了。(使動及物)

b. J告石(經述)成化后交成現在的奇宏怪石。(起動不及物)

我們可以把這些“N化"派生動詞 ([N N/Ve 化]Ve) 的概念結構分為三類來表述:

(17) a.先化、液化、洋化、歐化:

[x CAUSE [BECOME [y BE 別T0-氣(體)/液(體)/(西)笙(習俗)/監(美習俗) ]]] 

LγJ 
化

b. 火化:

[x CAUSE [BECOME [y BE 別TO一骨灰 BY-MEANS-OF一主]]]

巳寸J
化

c. 風化、氧化:

叫問世ME [y 阻帥。一月-REASON一OF也]]]

化

從上面的概念結構可以知道:派生后綴“一化"的概念結構基本上與單純動詞“化"的概念結構相同，

而且二者都具有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兩種用法。這兩種用法的區別可以在“x CAUSE" 部分的下面標

虛錢來表示“未指明" (unspecified) 的便動者或外元主事者在表面結構中加以省略(即“x →f 吋;也可

以經過外元 x 與內元 y 的“認聶等同" (identification; 即可=y" 門把兩個論元合而為一。也就是說，基

本上這兩種方法都把起動用法分析為使動用法的“反使動化" (anticausativization) 。派生后綴“一化"與單

純動謂“化"在概念結構上的差別在于:前者除了動調調干(在此充當后綴)以外，還多了名詞詞于在概念

結構中或者出現為結果狀態(如(15a) )、或者顯現為工具或原因狀語(如 (1鉤， c)) ，但是都設有干擾謂意

述語 CAUSE 、 BECOME、 BE 的排列與組合，完全保存了后者在概念結構上的問架。

(二)雙音名詞調干，例如:都市化、公園化、緣地化、電氣化、鐵路化、地下化、機械化、科技化、

資訊化、係統化、效率化、制度化、文字化、條理化、現代化、工業化、商業化、資本化、中團化、香港

化、美國化、畫灣化、本土化、省籍化、陽光化、金權化、財團化、國家化、國際化、全球化、平民化、

親民(黨)化、大眾化、私利化、污名化、妖魔化、畫面化、空洞化、虛級化......(以上係專作名詞用) ;自

由化、民主化、專制化、獨裁化、封建化、理想化、理性化、經濟化......(以上係兼作名詞典形容詞用)。

(三)三音名詞訶干，例如:狗仔隊化 20、國民黨化、李登輝化。 21

(四)四音名詞詞干，例如:意融形態化 22、自由經濟化。

雙音名詞詞干與派生動詞詢繳“一化"合成三音動詞。就音節數目而宮，漢語里無標的動詞是單音動

詞與雙音動詞，而三音節以上的多音動詞則是有棟的動詞。漢語動詞在音節數目上的無標性與有標性，顯

現于下列幾點語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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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口語案基本而常用的動詞多屬于單音動詞典雙音動詞;而多音動調則多屬于有關政治、經濟、科

授等方面的新造詞。前者的使用頡率通高于后者的使用頻率。

(乙)大多數學音動詞典一部分雙音動詞可以帶上“動相棵誌" (phase marker. 倒如:處理掉、解決掉、

清理完、油漆完、意識到、感覺到、把撞住、控制住);而多音動詞則多不能帶上動相棵誌 23。

(丙)單音與雙音“活動動詞" (activity verb) 24一般都可以重盡量;而多音動詞則不能重壘，例如:

(18) a. 大家一起來研究(研究)問題;大家一起來把問題研究研究，

b. 大家一起來美化(?美化)我仰的草草境;大家一起來把成怕的綜境美化(?美化)25.

c. 我來替你再有$;.J!島(*?馬殺幾) 26. 

d. 我們來把我們的社舍克進一步地氏主化(*民主化)。

(丁)單音與雙音活動動詞一般都可以帶上動量補謂“一下"，而多音動詞則不容易帶上，例如:

(19) a 大家一起來研究一下問題。

b. 大家一起來美化一下我們的軍事境。

c. 我來替你l!;~長，~( (?)一下)。

d. 我的來把我的的社合史進一步地民主化(*一下)。

(戊)在合“化"的動詞中，單音與雙音動調大都兼有使動及物興起動不及物兩種用法;而多音動詞則

以起動不及物用法與“名物用法" (nominal use) 或“定輯用法" (叫jectival use)居多，使動及物用法較少。

(20) a 台灣的多鎮逐漸在都市化。(起動不及物用法)

b. 另一方面，台灣的都市也反法公國化，至少也要緣地化。(起動不及物用法)

c. :h 了大都市的投退化，紋路最好能地下化. (名物用法興起動不及物用法)

d. 近十年來因內最大的交化是民主化、自由化勾本土化。(名物用法)

這可能是因為三音節以上的多音動詞不能直接出現于賓語名詞組的前面 27 來充當使動及物用法的緣

故。含有派生詞綴“化"的多音動詞，如果要作為使動及物動詞來使用，就必須設法把賓語名詞組移到

多音動詞的前面來。試比較:

(21) a 她正在{按摩客人/替客人按摩}。

b. 她正在{*?為寄生喝客人/替客人為ff<-J!島} • 

(22) a *政府已經屯先化了台灣所有的表材。

b. 台灣所有的表村，政府都已經屯先化了。

c. 政府已經犯台灣所有的表村都(如以)屯先化了。

(23) a. *你不能泛政治化一切問題。

b. 你不能犯一切問題都(加以)泛政治化。

根據以上的分析與討論，以雙音或多音名詞為調干研形成的派生動詞“N化"的概念結構基本上如下:

(24) [N 化JVe: [)(__月時耳 [BECOME [y BE WI叩-zJJJ

L一~ I 
益型<prope前y>

“ X CAUSE" 底下的虛錢表示這個部分在表面結構中可以省略。也就是說，有“X CAUSE" 這個部

分的時候是使動及物用法，而設有這個部分的時候則是起動不及物用法。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以

下簡稱為凶阻) (1995)認聶:所有引起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的動詢，都在本質上屬于使動及物動

詞;而與此相對應的起動不及物動詞則是因為在概念結構中相當于“使動者" (causer) 的外元無法在論元

結構中獲得“連係" (1ink (ing) )所產生的用法。根接他們的看法. (25a) 與 (25b) 的例句都具有 (26a) 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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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結構，但是分別具有 (26b)與 (26c) 的論元結構 2月而 (26c)里論元結構中的池"則表示 (26a) 襄概念結

構中的外元使動者“x" 沒有在論元結構中顯現出來。

(25) a.他升了門; He open吋 the door. (使動及物用法)

b. f1升了;四e door opened. (起動不及物用法)

(26) a. [[x心DO-SOMETHING] CAUSE [y BECOME OPEN]] 

b. <x <y>> 

c. <ø <y>> 

另一方面，影山(1996)則認3萬: (25a)與 (25b) 的概念結構分別是 (27a) 與 (27b) ;而 (27心里的“x=y"

則表示把外元 x 與內元 y “(等同)認定" (identification) ，亦即其指涉對象相同.這個侍候，客體內元 y 因

聶本身具有某種“自力性" (self-effort) 或“內部控制" (internal ∞ntroO 的力量"，所以可以不依賴使動

者而自己起動來發生變化。

(27) a. [x CONTROL [y BECOME [y BE AT-Z]]] 

b. [x=y CAUSE [y BECOME [y BE AT-Z]]] 

無論是凶朗(1995) 或是影山(1996) ，都聶使動及物用法與起動不及物用法接設相同(或極為相似)的

概念結構，并把起動不及物用法規為使動及物用諧的“反使動用法" (anticausativization); 即使動及物用

法的使動者外元在起動不及物用法中消失。L&RH (1 995)與影山 (1996) 所不同的，只是反使動化的機制(即

“X=ø" 或“X=Y" )而已。

只具有使動及物用法的動詞(如漢語與英語的接觸動謂“推; push" 與打擊動詞“歸， kick" )，因聶

客體內元本身不具有自力性或內部控制的力量，所以不能出現于 (28) 裹起動不及物動祠的句式。也就是說，

問可能因們框較松或空氣流動而自個兒聞，但是門都決不可能自個見推或蜴。試比較:

(28) a. f1 ( {自丹、JL/ 自幼} )升了;四e door open吋( {of itself/ automatically} ) . 

b. *f1 ( {自小JL/ 自劫} )掉了;西e door pushed ({of itself/automatically} ). 

c. *f1( {自丹、JL/ 自劫})踢了;甘le door kicked ({ of itself/ automatically} ) . 

在L&RH(1996) 的分析中，例句 (2的)與 (28c) 具有(26a) 的概念結構，并可以連係聶 (26b) 的論元結構，

卸無法連係為 (26c) 的論元結構。而在影山 (1996) 的分析中，倒句 (28b)與 (28c) 則具有 (27a) 的概念結構，

卸不具有 (27b) 的概念結構。凶阻(1996) 更認為: (29a)之所以可以適用反使動化，是由于“開 f 類動

詞的“上位事象" (superevent)在概念結構中“未指定" (unφecified) ;而 (29b) 之所以無法適用反使動化，

是由于“推、踢"類動詞的上位專象在概念結構中“受指定" (旬的ified) 的緣故.

(29) a. 開， 0戶n: [[X DÛ-SOMETHING] CAUSE [y BECOME OPEN]] 

< -specified> 

b. 推、踢; push, kick: [[X Dû-SOMETHING] CAUSE [y BECOME 

< +specified> 

{PUSHED/ KICKED}]] 

除了受指定與未指定以外，反便動化與動調係表示“狀態變化" (change-of-臨te) (如“John baked the 

potatoes; 前le potatoes baked." )抑或“創造" (creation) (如“John baked a cake; *A cake baked." )鬥3拘o

外元主語係衰示“自然力" (natural force) (如“The wind cleared the sky; 四e sky cleared." )抑或“主

事者" (agent) (如“The waiter cleared the table; *油e table cleared." )，以及客體內元係具體名詞(如“John

broke the {cup/glass/vase}; 甘le {cup/glass/vase} broke" )抑或抽象名詞(如“John broke {his promise/the 

contract/the world record}; * {His promise/The con叮叮t/The world record} broke" )等因景有關 31.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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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1-22)還參照 Pinker(1989) 、L&RH(1995) 、 Talmy (l 996) 、 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1998) 的主

張，提出“事象結構" (event structure) 的概念。根據他的看法，事象結構是在個別的“詞項記載" Oexical 

entry) 中獨立于概念結構的表述層次，而事象結構與概念結構的連係則可以用 (30) 的方式表述出來。

(30) a. 事象結構: el (x) 、 (y)

b. 概念結構: [X ACTJ CAUSE [y BECOME <state> J 

根據小野 (2000:22) ， (30) 基本上代表“開， open" 等允許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的作格動祠的

語意結構。起因事象叭的參與者是代表主事者(或使動者)的外元 x，而結果事象冉的參與者是代表客體的

內元 y。結果事象里唯一的參與者 y 顧示:結果狀態的變化是完全由內元本身來操縱的，而非自起因事象

里外元 x 的干預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內元 y 本身必須具有某一種“自力性"或“內部控制"的力量。另

一方面，“推， push" 等不允許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的受格動詞，則具有 (31) 的語意結構。

(31) a. 事象結構: el (x) 、仗， y) 

b. 概念結構: [X ACTJ CAUSE [y BECOME <state> J 

在 (31) 里，起因事象的主事者(或使動者)外元 x 在結果事象里也出現。小野 (2000:22)認為:結果事

象里國起因事象使動者 x 的出現，阻礙了這個動謂的反使動化。

最后， (24) 的結果事象里的語意述語 WITH 表示“具有" 32 結果狀態 N 的屬性或特征 (propertie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sult state N); 而這些屬性或特征不但常牽涉到“有欄現實世界的知識"，而且還可

能牽涉到說話者的“觀點"或“信念"。以“國民黨化" J萬冊，追里的結果狀態名詞“國民黨"指稱當前

畫灣的國民黨所特有的屬性，或目前畫灣一般人心目中的國民黨的習性. 2001 年 6 月l3日程臺灣日報》

二版社論中有這樣的記載:“民進黨取得地方說敬的優勢之后迄今，似乎已經越發‘國民黨化，也是事實，

諸如黨內派係山頭力量的坐大，黨內賄選與人頭黨員的充斥、與黑金勢力的妥協甚至挂勾，時有研間.

根據這篇社論，“國民黨化"的特性是振係山頭、黨內賄選、人頭黨員與黑金勢力等。

叉， (24) 里的“ [N 化J v." 表示:在無標的情形下，名詞調干與動調后綴“一化"合成允許使動及物與

起動不及物交替的作格動詞 Ve。但在有標的情形下，可能只有使動及物用法，而沒有起動不及物用法。

五派生動輛“A 化"

派生動詞后綴“一化"也可以附加于形容詞詞干，而形容詞調干包括單音與雙音 33 。

(一)單音形容詞詞干，例如:美化、五化、強化、弱化、矮化、種化、硬化、軟化、惡化、淡化、深

化、窄化、僵化、簡化、綠化、藍化、赤化、獨化、內化、同化、異化。

(二)雙音形容詞調干，例如:簡單化、複雜化、單純化、自然化、透明化、明朗化、合開化、合法化、

合理化、優質化、惡質化、多樣化、民營化...... (以上係互尊作形容詞用) ;自由化、民主化、專制化、獨裁

化、封建化、理想化、理性化、經濟化... ... (以上係兼作形容詞典名詞用)。

以形容詞為詞干的派生動詞，顯然比以名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詞少。而且，以雙音形容詞為調干的派生

動詞的使用頻率似乎比以單音形容詞聶詞干的派生動詞的使用頓率1If;與雙音名詞3萬調子的派生動詞之比

以單音動詞為詞干的派生動詞多而使用頻率侃的倩影呈現明額的對比。另一方面，以形容詞1萬詞干的派生

動詞與以名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詞一樣，單音調干一般都可以有使動及物興起動不及物用法;而雙音調干則

雖有起動不及物用法，卸不一定有使動及物用法"。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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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 我們來美化我仰的草草境。(使動及物)

b. 我們的l1-境美化了。(起動不及物)

(33) a. 政府進一步筒化了出因手績。(使動及物)



b. 出困手繞道一步筒化了。(起動不及物)

(34) a. 政府造一步{*筒羊化了出周手縷/(?)把出國手續筒羊化了} 0 (使動及物)

b. 出因手縷造一步筒羊化了 o (起動不及物)

派生動詞“A 化"的概念結構，不分形容詞調干是學音或雙音，基本上如下:

(35) [A 化J ve : [x__ç~lJ月堅 [BECOME [y BE AT zJ J J 

'--y--) I 
生 A<state> 

“x CAUSE" 鹿下的虛鐘仍然表示這個部分在表面結構中可以不出現;也就是說，“x CAUSE" 的部

分出現的時候是使動及物用法，而不出現這個部分的時候則是起動不及物用法.叉， z 里的 A 表示“狀態"

(state) 或“結果狀態" (result state) 。與 (24) 的派生動謂“N 化"的概念結構相形之下， (24) 的結果事象

衷的 N 表述這個名詞(多半都是抽象名詞)所具有的“特征"或“屬性" (pro阱甸) ，而結果狀態述語 WITH

I!P~表示“具有" (possession) 。因此，把“把都市(加以)公園化"是“使都市變得具有公園的特征"，喜慶市

民行走于樹木間聆聽鳥叫蟬鳴或躺~t于草地上仰望天上行囂。而 (35) 的結果事象里的 A表示這個形容詞(包

括自由語與粘著語形容詞)所指稱的“狀態" (咽te) ，而結果狀態述語 BE AT 則表示“(等同)認定"

(identification)路。因此，“美化教室"或“把教室 Cb日以)美化"表示“使教室變得更美麗"，用繪畫、花卉

來布置教室。以雙音節形容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詞之較不容屬具有使動及物用法，其主要原因似乎仍然在于

形成三音節這個音節數目上的有標性。至于“ [A 化JVe" 的標示，則表示以形容詞聶調干的報生動謂“A

化"基本上屬于兼具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兩種用法的作格動詞。但是三音節派生動調因上述理由而較不

容屬有使動及物用法，而派生動詞“A 化"之能否具有起動及物用法則一如派生動詞“N 化"之能否具有

起動及物用法，鋪車負結果學象叢內元 y 的是否具有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影山 (1999: 18。一 182) 以下面的

英語例句為例，說明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興起動不及物用法的關係:

(36) a. They dimmed the lights. (使動及物)

b. 甘le lights dimmed. (起動不及物)

(37) a. 叫ey westernized Japan. (使動及物)

b. Japan westernized rapidly. (起動不及物)

(38) a. She lengthened her skirt. (使動及物)

b. *The skirt lengthened. 36 (起動不及物)

c. The skirt shortened. (起動不及物)

d. 甘le waiting line lengthened. (起動不及物)

(39)a. The fi缸m釘 (homogenized/pasteurized} the milk. (使動及物)

b. *訂le milk {homogenized/ pasteurized}. (起動不及物)

(40) a. 四e cook caramerized the sugar. (使動及物)

b. The sugar caramerized. (起動不及物)

(36a) 表示“他們把燈光調睹了"，并有使動者“他們"的存在; (36b) 表示“燈光變睹了"，雖然事實

上可能有使動者的存在，但是起動不及物用法卸把焦點放在客體“體光"上面，信佛是燈光國本身的力量

變睹了。同樣地， (37a) “他們把日本西化了"里有使動者“他們"的存在; (36b) “日本西化得很快"則

不考慮外來的作用或影響力，而只看眼于曰:本這個國家的演變。 (38a) “她把裙子放長了"是使動者“她"

用裁縫工具把裙子的長度放長; (38b) “裙子變長了"的客體檔子不可能自動聲長(所以不合語法) ;而 (38c)

“裙子變短了"則可能是縮水的結果(所以合語法)。也就是說， (38a) 因為有使動者而合譜法， (38c) 因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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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而合語法，而 (38b) 則因為既無使動者又無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而不合譜法。

另一方面， (3個)“排隊的隊伍變長了"甜可以因(形成)隊伍(的人)本身的自主性變長。同樣地，在例旬 (39)

里，“homogenize" (均{質/勻) )化與“pasteurize" (低溫殺菌)這兩種現象必讀依賴使動者“the fanner" 

有意闊的行為才能促成，無法僅靠客體“自e milk" 本身的自主性來發生。另一方面， (40a) 的使動及物旬

與 (40b) 的起動不及物句都合語法，因為只要把砂糖繼續加熟，就不需要使動者的照料，而會變成焦糖

(caramel) 的狀態。也就是說，砂糖本身的化學成分(即自力性)因加熱而變成焦糖的狀態e 前面有關漢語例

旬起動不及物用法的合法度判斷，大致都能依接這種客體內元的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來解釋。

以上的觀察與討論顯示:含有后綴“一化"的派生動詞，基本上都能充當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用法，

因而在動詞的“fX類範曙" (subcategorization)上屬于作格動詞 (Ve) 。但是，由于漢語動調音節數目上的限

制，三音節以上的多音動詞不能直接出現于賓語名詞組的前面，影響所及這些多音動詞的(使動)及物用活

就比較受限制。另一方面，含有后綴“-化"的派生動詞，只有客體內元具有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的時

候，才能充當起動不及物用法。而這種自力性與內部控制力量的判斷，係與現實世界的知識有關。因此，

含有后綴“一化"的派生動詞之能否有使動與起動交替，除了與動詞的概念結構、概念結構輿論元結構以

及句法結構的連係有關以外，與現實世界的知識或語用上的考慮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六語韋爾攝“反、龍、臺-"

除了動詞后綴“一化"以外，漢語里還有可卡、不-、無-、未-、勿-、民-、捏一、去一"等語意前綴。

這些詞綴，與“一化"不同，不但出現于調根或調干的前面，而且形成合成詞之后并不改變詞穎而只有補

述語意的功能。因此，這一類詞綴可以稱為“語意前綴" (semantic prefix) ，以便與出現于調干后面來改

變詞類的“派生后綴" (derivational suffix) “-化"區別。

在以上所學的語意前續中，“非一、不-、無-、未-、勿-"等“否定前級" (negative prefix) 一般都不

能與含有“化"的派生動調連用，但是“反、泛一、去J 等語意前綴則可以與含有“一化"的派生動詞

連用，例如:

(41)a. 本土化勾反本土化的主旅常錯漠地勾急獄勾促統的主旅4島上等寺。

b. 立委政客劫不劫就把目前因內的苦L象泛政治化勾泛意iR形恣化。

c. 達成況:本主化不是去中困化。

d. 泛草率共同的意訊形恣目林是去李登輝化。

首先，“反一"是“態度前綴" (attitudinal prefix) ，一般都以動詞或自動調轉顯而成的抽象名詞爵調干

來表示“反對的態度" (attitude of opposition) ，在語意上相當于英語的“counter-" (against, in opposi位on

to) ，指稱“針對或反對先前的行動采取行動" (action in opposition to or in r'呵。nse to previous action) 37 。

派生動詞“反N 化"的概念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42) [反 N 化JVe: [x CAUSE38 [BECOME [y BE AGAINST-WITH-ZJJJ 

"--y--) I I 
益 犀些<prope前y>

派生動詞里語意前續“反"的出現，在概念結構結果事象的結果狀態里引進語意函數 AGAINST(反

對)。因此，“ [BECOME [y BE AGA肘ST-WITH 本土JJ" 的意思是:“變得反對具有本土的屬性(如本土

意識的抬頭、本土語盲的使用與學習、本土文化與傳統的維謹等)"。

其次，“泛"是“數量前綴" (number prefix) ，一般都以動詞或由動調轉穎而成的抽象名詞為調干來

表示“全稱量化"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如“全部、統統、所有的" )，在語意上相當于英語的“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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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派生動詞“泛 N 化"的概念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43) 則叫:叫U凶S它已抖F鬥[1?↑「L…L

坐 星 !型空〈句prop阱er吋ty>

派生動詞里語意前續“造一"的出現，在概念結構的結果事象里引進普遍量調 ALL(全部) ，并以此“c

統制" (c-command) 內元 y. 因此，“ [x CAUSE [BECOME [ALL-y BE WITH一z]]]" 的意思是: "x (利

委政客)把 ALL-y(所有的問題)N 化(政治化) "。

最后，“去"是“倒反前綴" (reversative prefix) ，一般都以動詞或自動調轉穎而成的抽象名詞馬詞

干來表示“狀態或行動的倒反" (the reversal of state or action) ，在語意上相當于英語的“de-" (to reverse 

the action, to get rid of).派生動謂“去 N 化"的概念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44) [去 N 化]Ve: [x CAUSE[BECOME [y BE NOT-WITH-z]]] . 

L一γ_) I I 
it 主型<property>

派生動詞里語意前綴“去"的出現，在概念結構的結果事象里引進了吉普意函數 NOT(否定) ，并與詩

意函數 WITH(具有)的連動下表示“去除"的意思。因此，“ [x CAUSE [BECOME [y BE NOT-WI甘←

zJ ] J" 的意思是:“x(國民黨)使 y(本身)去除 z(李登輝的影響)"。

語意前綴“反一、注一、去一"在派生動詞“N 化"中，都出現于名詞調于“N" 與動詞后綴“-化"的

前面。但在概念結構中，“泛J 出現于內元 y 的前面 c 統制內元;而“反一"與“去一"則出現于表示結果

狀態的吉普意動調 BE 與詩意函數 WITH 的中間。同時，在語意上都先有“N 化"的行動或事實，然后才有

“倒反"或“去除"的行動。

七錯港

本文針對現代漢語“新遁詞" (neologism) 里最常用的派生動詞后續“-化"，深人探討其演變的來源、

可能與遣個詞綴合成的調干、所形成的概念結構輿論元結構、以及其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用法的交替現

象等閑題。本文認為:動詞后綴的“-化"是由述語動詞的“化"經過虛化而來。述語動詞“化"屬于三

元述話，具有下面 (45a) 的概念結構、 (45b) 的“諭旨網格" (也eta-grid)與 (45c) 的論元結構:

(45) a. [x CAUSE [BECOME [y BE INTO-zJ]J 

b. <Ag <Go <賢。>>

c. < x < z < y >>> 

隨著單音動詞的雙音化趨向，單音動謂“化"也與同義或近羲單音動謂合成雙音并列式復合動轉(如

“轉化(作格動詞)、變化(~~受格動詞)" )或與表示情狀 (IN一THE-MANNER-OF) 、手毆(BY一MEANS-OF)

等的單音動詞形成偏正式復合動詞(如“分化" (作格動詞)、“進化、退化、歸化(~字受格動詞)、焚化(受

格動詞)" )。在這些復合動詞中，主要語動謂“化"基本上仍然保持單純動詞“化"的概念結構，而含有

CAUSE(使動)、 BECOME(變化)與 BE(狀態)這三種語意述語。如果造三種語意述語，以及外元 (x) 、內

元 (y)與間接內元 (z) 這三個論元都具備，那么這個復合動詞就屬于三元述語。反之，如果使動者外元 x 在

表面結構中消失(即“x → ø" )，或與客體內元認為等同(即“x=y" )而合而聶一，那么這個種合動詞就屬

于二元述語或一元述語。試比較(46a， b, c): 

(46) a 叫/叫Vt:叫呵!ffTE[YBE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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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b. [進/退 Vi/Vi 化]Vi: [BECOME [y BE 別TO-zIN一THE-MANNER-進/退]]

」一~

化

c. [歸 Vi/Vi 化]Vi: [BECOME [y I3g 別TO-z 昕一MEANS-OF-歸]]

化

單純動詞“化"的概念結構輿論元結構，不但在復合動詞中由動詞語眾“化"繼承 (inherit) ，而且在

派生動詞中也由動詞后綴“-化"來繼承。因此，無論是以名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調(“N 化" )或是以形容

詞為謂干的派生動詞( "A 化" )都可以分別概化為下面 (47)與 (48) 的概念結構丸

(47) [N 化]Ve: [}(_çA_lJSE [BECOME [y BE WI在f-z]]]

L一~ I 

化 N<pro伊甸〉

(48) [A 化]油: [)( ÇA_USE [BECOME [y BE AT-z]]] 

L一γ_) I 
化 A<state> 

(46) 與 (47) 的概念結構都包含起因事象(即“x CAUSE"'" )與結果事象(即“BECOME[y BE"']" ), 

而變項 x 與 y 則分別代表使動者外元與客體內元。表示(結果)狀態的語意述語 BE 可以加上指稱“存在"

(position) 、“具有" (possession) 與“認定" (identification) 等“語義海" (認mantic field) 的屬性，因而表

示結果的 z 就可以分聶“處所" (place) 、“特征" (property)與“狀態" (state) 0 惆如，“噸化 (palatalize) 、

唐化(labialize) 、局部化(localize) "等派生動詞的概念結構含有存在與處所的屬性，而“西化(we到ernize) 、

歐化 (Europeanize) 、機械化 (mechanize) "等派生動詞含有具有與特征的屬性，而“美化 (beautify) 、強化

(s甘engthen) 、理想化 (idealize) "等派生動詞則含有認定與狀態的屬性.

一般說來，含有動詞后綴“一化"的派生動詞大都有起動不及物用法，以及與此有闋的“體語" (nominal) 

與“定龍" (叫jectival)用法。以單音名詞或形容詞萬調干的派生動祠，大都屬于作格動詞而兼有使動及物

與起動不及物用法。但是，這些派生動祠的能否有起動不及物用法，要看客體內元是否具有自行發生變化

的自力性或內部控制力量，因而常牽涉到有關現實世界的知鵲(或語用上的考慮與判斷)。以雙音名詞 40 或

形容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詞，因為音節數目連到三音節而屬于有棟的動祠，因而不能重盡量，不容易帶上動相

或動貌標誌，不能直接出現于賓譯名詞組的前面。影響所及，在實際語料中三音派生動詞的使動及物用法

所出現的頻率并不高。

最后，含有動詞后綴“一化"的派生動詞，還可以帶上語意前綴“反一、琵-、去J 而形成“反本土化、

反李登輝化、泛道德化、泛政治化、泛意論形態化、去李登輝化"等四音、五音甚至六音派生動詞，這些

派生動調分別具有下面的概念結構:

(49) a. [反 N 化]Ve: [x CAUSE [BECOME [y BE AGAINST-WI四f-z]]]

LY-J I I 
化 反 N<property) 

b. [泛 N 化]Ve: [)( çA_lJ~_~ [BECOME [ALL-y BE WITH-z]]] 

.....__,,_, I I 
化 泛 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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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去 N 化JVe: [耳c_ c:::，Al)S_E [BECOME [y BE NOT-WI叩一zJJJ

」一γ__J I I 
化 去 N<pro伊甸〉

在這些概念結構里，語意前擁“反-、逆-、去J分別以謂意函數 AGAINST(反對)、 ALL(全部)、 NOT(倒

反)出現于結果事象里，但是基本上仍然繼承了單純動詞“化"的概念結構。

附注

1 含有“﹒化"的漢語合成動詞中，除了“變化、轉化、火化、焚化"等少數復合動調以外，大部分的派生

動詞很可能是來自英語派生動詞謂綴“-ize" 、“-ify" 等的譯義。這個派生動詞詞綴九化"，隨歐美外來

詞的大量侵入，在中文報章刊物出現的詞數越來越多，頭率也盤來越高。影響所及，含有這個派生后級

的動調音節數目也越來越多，與語意前敏的前后搭配之下竟然可以長連五音節。

2 這一種語意上的同指涉聞係可以用“上裸" (superscript; 如“[助人]為[快樂之本Ji" )來表示，以便與標

在右下角表示指涉上同指涉關係的“下裸" (subscript; 如“[小明J ó會好好照顧[自己];" )區別。

3 FlP如果(la)這個“命題" (proposition)的“真假值>> (加th-value)是真的話， (lb)遣個命題的真餵值也是真

的;反之，雖然(lb)的真偎值是真， (la)的真假值郁不一定是真。

4 萬了敘述的方便，“詞匯概念結構"在下文裹一律稱萬“概念結構"。叉，為了解績的方便，本文里概念

結構的表述方式基本上采用影山(1993 ， 1996)比較接近英語與漢語表面結構調序的表示方式。不過，影

山的“AT-INTOZ" 、“AT-ONZ" 等表述方式，我們都用“別TOZ" 、“ONZ" 等簡化方式表述。

5 這是漢語詞匯從古漢語到現代漢語“雙音化"趨勢的表現之一。叉，典名詞或形容詞調干合成的 u化"

雖然可以分析為動詞后綴而形成派生詞，但是與動詞詞干合成的“化"卸似乎應該分析為詞干而形成復

合詞;因為既然有動詞詢干，就不必再利用動調后級產生派生動詞。

6 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我們(要)轉悲價為力量" (使動用法)與“悲憤(要)轉馬力量" (起動用法)。果真如此，

“轉化"似乎可以分析為前后兩項語黨的詞頓與改顯(即“作格動詞>> (erga討ve verb; Ve)都相同，詞義

亦相同或相近的并列式(即[Ve& VeJ油)。

7 萬了方便合法度的比較，我們在例句中放進了并列式很合調“改變"。有人認為:即使在起動不及物的

用法中，“改變"似乎比“變化"來得自然而過顧。對于這些入而吉，“變化"可能遲漸轉穎而成為名詞。

8 “成"在文盲里，無論是及物或不及物用話，多作“成就"解(如“事遂不戚"、“功成身退"、“成人之美"、

“成名之梁>> )，似乎到了現代漢語才開始有表示“成為"而帶上終點狀態的用法(例如“你成了瘋子了>> )。

9 我們認為這個終點名詞組是補語，而不是賓稽，固而不能形成“把字句"或“被字句"。

10 并列復合動詞“轉化"與“變化"的概念結構可能由其前后兩個構成動詞的概念合成，例如:

轉化: [x CAUSE [BECOME [y BE 別TO-zJJ [x CAUSE[BECOME[y BE 刑TO-zJJJJ

"--Y--J I "--Y--J I 
轉 (為) 化 (囑)

但是為了節省篇幅，我們采取了。a)與(9b)的表述方式。

11 我們把帶上終點補語的動詞暫且分析焉不及物動詞。

12 “姆"在這里做“歸向依附"解;除了“歸化"以外，“歸附、歸順、歸依"等都是以表示“歸向依附"

的“歸"為狀語的偏正式復合動詞。

13 用虛錢標示“可用>> (optional)變項或語意述語的方式，果自 Lieber(l 998)與影山(1999: 177-178)。

14 另外一個可能的反造詞是由“催化劑"反進出來的“催化"。“焚化爐"與“催化劑"都屬于比較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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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遁詞，因而“焚化"與“催化"都很可能是派生詞。但是在新造的派生詞中，以動詞為詞干的例詞很

少，我們所能找到的也只有這兩個而已。由于例詞少，我們暫放在這里討論。

的“洋化"與“歡化"的“洋"與“歐"分別表示“商洋(習俗)"與“歐美(習俗)"，因而做名詞調子解。

16 “洋化"可以受“很、太、越來越"等程度副詞的修飾，顯示出“洋化"已經有轉類的形容詞用法了。

17 “風化"后，結晶體(y)失去其結晶形，而岩石(y)則改變其形狀甚而崩解;“氧化"后，鐵片(y)常生銬。

18 這是 Levin and Rapport Hovav(1995)所采取的方法，詳后。

19 這是影山(1 996)所采用的方法，詳后。

20 果自 2001 年 6 月 2 日《畫灣日報》社論標題 d向問政“狗仔隊化"的立委說不》。

21 通常多以“去李登輝化"的形式出現。

22 名詞詞干的音節數目越多，可以帶上攬生動詞詞綴的用例越少，而用例最多的則是雙音名詞詞干.

23 一般說來，派生動詞詞綴“﹒化"的附加形成注重結果狀態的“連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因而較

不容易與表示結果狀態的動相標誌連用。我們甚至可以說，“﹒化"也是一種廣羲的動相標擻，或准動相

標誌。但是，有些人會接受“(1)退化掉、 (1)焚化掉"等用例。叉，除了動相標誌以外，多音動調似乎

也較不容易與“動貌標誌" (aspectmarker)連用。試比較:“退化{了/過j*著/?起來/下去}"與“現代化{了

/?i動*著j*起如?下去}"。又，例詞里的“了"多數屬于表示“新情境" (new si個叫on)的用法，因而與旬

尾助詞的用法重登。

24 根據 Vendler(1967)，述語動詞可以分為“狀態動詞" (state verb)、“活動動詞" (activity verb)、“完成動

祠" (accomplishment verb)與“達成動詞" (achievement verb); 其中，只有活動動詞可以重壘，例如:

(i)(*請)他像什像)一個男子漠。(狀態動詞) (ii) (請)他看(一看)這一封信。(活動動詞)

(iii) (請)他看什一看)完這一封信。(完成動詞) (iv) (*請)他看們一看)到這一封信。(達成動詞)

又 Smith(1991)，除了上面四類述語動詞以外，又加了“反復動詞" (semelfactive verb)，并舉“tap， knock, 

cough" 等為例。其中，打擊動詞“敵"可以重壘，而生理現象動詞“咳嗽"則似乎不易重金。

(v)(請)他敲(一敲)門。 (vi)(請)他咳嗽(1咳嗽)一下。

25 以動詞或名詞為詞干帶上派生詞綴“化"的雙音動調一般都不容易重疊或帶上動量補語“一下"。這可

能是由于這些雙音動詞都屬于注重結果狀態的達成動詞或“但性述謗" (individual-Ievel predicate)。這個

事實似乎顯示﹒漢語動祠的重壘，不但限于活動動詞，而且限于“暫態述譜" (stage-Ievel predicate) 。

26 “馬殺為"是來自英語“massage" 的譯音詞，雖然是三音詞，部是含有一個語素的“單純詞" (simple word) 。

這一種單語素的三音調似乎比多語黨的三音調容易重疊或帶上動量補語“一下"。

27 例句來自 2001 年 6 月 19 日程臺灣日報}} 3 版釀慶余畫灣論壇 4誰怕李登輝? }}。

28 但是，由雙音動詞與動相樣誌合成的三音動調則例外地可以出現于賓語名詞組的前面。叉，動貌標誌

的出現與否，似乎不影響動調音節數目的多寡，例如:

(i)他們終于{意識到/覺悟到}(了)事態的嚴重。 (ii)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感覺到/體會到}(了)人間的溫暖。

另一方面，單音動詞與雙音動貌標誌(如起始貌的“起來"與繼續貌的“下去" )連用的時候，賓語名詞

組也常移到單音動詞典雙音動貌標誌的中間或前面來。例如:

(iii)他們{*打起來架/打起架來}了。 (iv) a.*1請你繼續續下去遣一封信。

b.請你繼續把遣一封信讀下去。

c.這一封信，請你繼續讀下去。

29 根據他們的看法，概念結構“映射" (map on to)為論元結構，再由論元結構映射聶句法結構。

30 參影山(1 996:160， 191, 203)與影山(1999:182) 。

22 



31 影山(1996)分別為狀態變化動詞與創造動詞擬設(i)與(ii)的概念結構，并認為:在(i)的狀態變化動詞的概

念結構里，內元 y 在狀態變化發生以前即巳存在(即 [y BECOME [y BE AT zJ J)，所以可以與外元 x做同

一物認定(即 x=y); 但是在(ii)的創造動詞的概念結構里，內元 y 去P:tt:狀態變化發生以后始能存在(即

[BECOME [y BE AT zJ J)，所以無法與外元 x 作同一物認定。

(i) [X CONTROL [y BECOME [y BE AT zJ J J (ii) [X CONTROL [BECOME [y BE AT zJ J J 
32 有關漢語種合動祠的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參普普(2000a) 。

33 我們在這里選語義上最有概括性的 WITH(具有)作為此類動詞的代表。但是，實際上，因各別名詞語義

內涵的不同，可能用其他語義述語;例如，“公圓化"的概念結構可能用“ [X CAUSE [BECOME [y BE 

LIKE-PA眼J J J "，“地下化"的概念結構可能用“ [X CAUSE [BECOME [y BE UNDER-GROUNDJ J J>> 。

34 漢語的形容詞，除了“透心涼、為蛋黃"等少數例外以及含有“可能標誌>> (potential marker) “得/不>> (如

“(很)吃{得/不}閱、(很)對{得/不}起)或“成分否定" (constiωent-negation) “不" (如“(很)不禮貌、(很)

不可靠、(很)不穗定>> )的形容詞以外，絕少三音或多音形容詞。

35 參(12)到(16)以及(20)里‘明化"的例句。

36 派生動詞“A 化"里結果事象的結果狀態述語“ [y BE AT也 <state>J>> 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概化為派生動

詞“N 化"衷結果事象的結果狀態述語“ [y BE WITH.z <property> J >>。但是，這里依照 Gruber( 1976)與

Jackendoff(1983 , 1990)的看法，把 BE 這個述語概念的“語義場" (semantic field)分為“位置" (position) 、

“認定" (identification)與“具有>> (possession) 。

37 但是，在畫大外文系任教的史嘉琳(Karen Steffenαlung)教授認為(38b)的例句是可以通的。也就是說，

根據她的生活經驗，裙子是可以因為洗刷而變畏的。可見，這個例旬的合法度判斷是與有關現實世界的

知識或語用判斷息息相關的。

38 參 Quirk et al(l 912:982-992)。

39 派生動詞“反 N 化，'，不但含有派生后綴，而且還含有語義前績。結果，音節數目必然達到三音節以上，

所以絕少充當使動及物動詞使用。如此，我們也可以把(42)的概念結構改為:“[反 N 化J Vi: [BECOME 

[y BE AGAINST-WITH zJ J" 。

40 以單音名詞為調干的派生動詞(參例旬(12)至(16)及(17a)至(17c)的概念結構)，其概念結構比較類似復合

動詞，因而可能應該分析為種合動詞。

41 名詞詞干甚至可能是三音節(如“狗仔隊化" )與四音節(如“意識形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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