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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象論元初探一一以漢語動源名詞為例*

趙靜雅

清華大學語言所

提要本文從事件語義學的觀點探蒙漢語動源名詞，嘗試利用「事象論元1 和「λ 萃取」

的概念為動源名詞的現象提供統一描述，並討論動作和事物的共通性。

關鍵詞 動源名詞、事象論元、 λ萃取、事件語義學、實體化

動源名詞指從動作事件發展為物體的語詞。舉例來說，楊樹達(1983:63)指出 z 從造字構

造來看， í冠 j 宇「從寸，從〔'從元，謂人以手持覆加於首也J。也就是說， í冠 j 原指戴

帽的動作，也可以充當名詞使用，指帽子。前者如「諸客星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通J (漢

書)中的第一個「冠J，後者如第二個「冠J。類似的例子還有「倚(椅)、卓(桌)、凳、禽、獸、

育、族、醬、湯、鼓、禮、隻、秉、盟」等。本文嘗試從「事件語義學 J (event semantics; Davidson, 
1967; Reichenbach, 1947)的觀點探討漢語動源名詞，把它看作一種由動作事件轉換為物體的
「實體化J (reification)現象，這樣不僅能為漢語動源名詞的現象提供統一描述和合理解釋，

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動作和事物之間的平行關係。除了第一節前吉和第七節結語，本文的
組織如下:第二節文獻回顧，第三節簡要介紹相闊的理論背景，第四節從字型構造看漢語動

源名詞，第五節初步分析，第六節討論動作事件和物體功能的關f系。

楊樹達(1983:163-164)從句法和語義的角度將古漢語同源詞的掌乳現象分為六類，其中

I動名掌乳J，指[主掌之字為動字，被草之宇為名字 J，比如「引一翱、秉一柄、北一背、
東一菜」等。王力(1990)則分別按語義和語法關f系，有系統地將同源詞(初詞和當生詞)各細

分為十五類和九類，其中與事象闕係密切的語義成分有「工具、對象、行為者/受事者、使
動j 等。馬海江(1996)歸納甲骨文和金文的象事造字法有四個構形特點: (1)突出人或動物

的某一部位，從而體現與該部位特定動作行為有關的詞義，如「臭、閏 J ; (2) 用條件烘托

出詞的詞義，如「鹽、監J ; (3) 描摹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如「輿、卿 J ; (4) 突出

描摹主體動作行為所及的物件，如「秉、令」。

美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Davidson(1967)從邏輯蘊含的必要性出發，論證了在邏輯運算式

中應該增加一個表示事件的論元(即事象論元)。按照傳統的邏輯表達方式， (1a呦的邏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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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2a-d) 。

(1) a. Jones buttered the toast. 
b. Jones buttered the toast in the bathroom. 
c. Jones buttered the toast in the bathroom with a knife. 
d. Jones buttered the toast in the bathroom with a knife at night. 

(2) a. BUTTER (JONES, THE TOAST) 
b. BUTTER (JONES, THE TOAST, THE BATHROOM) 
c. BUTTER (JONES, THE TOAST, THE BATHROOM, A KNIFE) 
d. BUTTER (JONES, THE TOAST, THE BATHROOM, A KNIFE, NIGHT) 

(2a-d)的邏輯表達方式面臨兩個問題。首先 ， butter可以被描寫為二元述語(two-p1ace

predicate )，三元迷語、四元途語或甚至五元述語，缺乏描寫的一致性。此外也無法表達(1a-d)

各旬間的相互蘊含闕係。 Davidson( 1967)的解決方法是把butter看作是帶有固定數量論元的動

詞，並且把表示事件的“e"作為一個新論元引入到邏輯運算式，並用合取關係來體現(1a-d)

中動詞的慘飾性信息的遞增:

(3) a. (:3 e) (BUTTER (JONES, THE TOAST, e)). 

b. (::3 e) (BUTTER (JONES, THE TOAST, e) ^IN (THEBATHROOM. e)). 

c. (:3 e) (BUTTER (JONES, THE TOAST, e) ^IN (THEBATHROOM, e) ^WITH (A 
KNIFE, e)). 

d. (3 e) (BUTTER (JONES, THE TOAST, e) ^IN (THEBATHROOM, e) ^WITH (A 
KNIFE, e) ^AT (NIGHT, e)). 

也就是說，動詞butter帶三個論元:塗抹者、被塗抹物和事件論元“e"，如(3a-d)。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傳統的邏輯表達方式，介詞是沒有地位的。但是在 Davidson 的邏輯表

述方法中，介詞則被視為謂詞(轉述自吳平， 2007:8-9)。在這種表達方式底下，南島語存在

「述語型狀語 J (predicate-like adverbial; Xiao, 2003)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而且能夠更精確描
述並深入解釋此一特點。 l

四

本文在過去的研究成果上(李志兵， 2005; 李亞明， 2007; 徐山， 2003 、 2004; 高兵，
2007; 陳建初， 2007; 張玉金， 2007 等)，根據事件的語義特徵將漢語動源名詞分為「手部

動作轉變為物體j、「祭把或打獵事件轉變為物體J 以及「其它動作或抽象事件轉變為物體j

三類，並透過搜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J、「漢典 j 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現行版)J 中的古籍資料來檢驗相關宇形結構分析的可行性。

手部動作轉變為物體

漢語「冠、隻、秉、鼓、盟、兵、賽、尊j 都是從「于部動作事件J 發展為[物體j 。
比如「冠J 的字形結構表示手拿帽于往頭上戴，原指事件，經過以萃取J (lambda abstraction; 
Gal1in, 1975)謂語提升為指物論元，充當名詞使用，指帽子。同樣地， í隻j 是「獲J 的初文

(楊樹達， 1983:66) ，最初表示獵捕鳥獸的事件，再提升為論元，充當名詞使用，特指鳥獸。

後來發展成鳥獸的類別詞(classifier)，再進一步演變成[可移動物體j 的類別詞。例如現代

l 述語型狀語的研究請參考 Parsons(l 990)， Tsai and Chang(2003), Liu(200月 Henry Chang(2006)以及 Melody

Chang(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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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一隻{箭/*基地};台灣閩南語的一隻{飛行機/船/*山}。這裡顯示了語法化過程中的「持

續 J (persistence)現象(Hopper and Traugott, 1993) 。

2. 祭把或打蠟事件轉變為物體
「禮、交J 和「禽、獸j 分別是從祭記和打獵事件轉變為物體。從字的結構上來說， (禮)

是一個器血裡面盛兩串玉據以奉事於神(戴龐海， 2005:16，引述自郭沫若 1982)，原是一種
祭把活動，作謂語，後來也充當名詞用，指儀式或表敬意的贈品。

「交」造字的文化背景和遠古的;撩祭儀式有闕，它指祈雨祭祖儀式中的活人祭品，其功

能是促成人和上天兩者的接觸和溝通，故其本義指「兩者相接觸J (徐山， 2005)。後來充當

名詞使用，表示人和人之間互相接觸、往來而產生的關係和情誼，如交情、交好。而且「交J

也可以指「人J 。比如:老世交、手帕交、忘年交、故交、舊交。這裡形容詞如「故、舊」
所修飾的其實是名詞「交J 背後所隱含的「事件J (event)(連金發， 2007) 。

3. 其它動作或抽象事件轉變為物體
漢語「畜、令、族、步、解j 皆原指動作或抽象事件，作為謂語，經過 λ 萃取的機制，

謂語提升為指物論元，充當名詞使用。例如「令J 的甲骨文字形中，上面是集聚的「集J ，

下面是「人J，象跪在那襄聽命。從集從人，表示集聚眾人，發佈命令。也可以當作名詞，
指命令。

五

王力(1990)對於滋生詞的語意分類是十分有敵發性的。漢與動源名詞在字形結構上

的共同特點是: (1) 原指動作事件; (2) 字形至少由兩個成份組成，這些字形成份代表

事件的「參與者角色J (participant role)，如「鼓J 最初表示手持棒槌擊鼓的動作事件，
事件涉及的參與者有棒槌移動的「終點J (壺，指樂器)、位移的客體(十，表示棒槌)和

「工具 J (又， ep于);而「冠」字則包含「戴帽子 J 這個動作事件所涉及的「客體J C--' , 
即帽子)、 「終點 J (元，即頭部)和「工具 J (寸，即手)。
我們嘗試用 Davidson( 1967)的邏輯表達方式來描寫「冠、鼓、解、交j 最初所指的

動作事件。

(4)a. :3 e[冠(e) ^客體制=r- ^終點(e)=元〈工具(e)=寸]

b. :3 e [鼓(e) ^終點(e)=豈〈客體(e)=十 A 工具(e)=又]

(5) a. :3 e [解(e) ^客體(e)=牛 A 客體(e)=為 A 工具(e)=刀]

b. :3 e [交(e) ^受事者(e)=交〈工具(e)=火]

是故，就事件語義學的角度來分析，漢語的動源名詞似乎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涉物，即只突顯動作事件中的某一個參與者，如「冠J 突顯客體(帽子)、「鼓J

突顯終點(樂器)。

(二)涉事，即提升整個事件，如 I解j 不是突顯字形成分「牛、舟、刀 J 中的某
個成分，而是提升整個事件，即剖開的動作或抽象事件。 r交 J 宇亦同。

若在謂語「交J 的邏輯運算式中增加一個表示事件的論元(即事象論元 e)，如(6a) ，

則提升為論元後， r交 J 仍帶一個事象論元，表示人和人之間互相接觸、往來而產生

的關係和情誼。因此， (6b) r 交厚 J (交情深厚)的邏輯表達方式中， r交 J 作為謂語「厚J

的論元， r厚 J 所描述的正是這個「交j 所帶的事件論元(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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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λyÀXÀ.e. 交徊， X， y) 

b. )字(支付))

此外，事象論元甚至可以量化，如(7a)句中的「老同事交情一場j 中的「老同事J

和「交情J 都表示一種關係，關係也是事件的一種:量詞「場J 則扮演把事件個體化

的功能。由此可見，事件和物體之間存在某種共通性。

(7) a. 老同事交情一場，幫對方偶爾打打卡，也很平常嘛。

b. 一場{戰爭/鼻轟烈烈的愛情/競賽/愛情風暴J闕劇/很棒的婚宴}

J、
有些動源名詞原本所指的動作或抽象事件似乎都與物體的功能有關。舉例來說， r響 J

原本是連的意思，表動作事件，如[以爵并服，響裳於衣左J (儀禮);後指用來棺髮或固定

頭冠的頭飾，如[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替J (杜甫詩)。又如「倚(椅)、卓(桌)、登(凳)J (董

志翹， 1999; 劉志基， 1997) 。
漢語動賓式複合詞「司機、司儀、將軍、主席、主編、編輯、知寺、掌櫃、保攤、管家、

理事、幹事、董事、領事、導演、替身、跟班、領班、領隊:墊肩、披肩、護膝、扶手、摘

要 J 也反映人或物的功能。翻譯佛經中的「有情J (眾生)、「覺有情 J (菩薩)的意義則反映屬

性。英語如 do-all (打雜的)、 cut-throat (殺于)、 kiss-ω，s (馬屁精)、 cut-throat(殺手)、 know-all

(全知者)(仇國璽， 2004)、閩南語「等路J tan2 1oo\伴于禮)、「牽手 J khan 1 chhiu2(妻子)以及
底下的例(9)-(10)都是平行的例子。

(9) 並列式複合詞

朋友 隨從 指揮 教授 領導 編輯 偵探 看護

駕駛 會計 乞丐

約采 研究 闖關 考察 包裹 演奏 調查 約談

包裝 包里 建築 賞賜 收藏 批評 著作 買賣

擁抱 倚靠 會議 翻譯

(1 0) 偏正式複今詞

鄰居 相好 t告文 總督 主謀 共修 同學 同事

總統 共犯 主編 主筆 主播 主顧 主修 主審

主演 筆記 面試 面談

七
本文考察漢語動源名詞的字形結構，並利用 Davidon(1967)的邏輯表達方式和 λ 萃取的

機制，將這些動源名詞分成「涉物J 和[涉事J 兩大類，嘗試為漢語動源名詞的特點提供系

統性的描述，並針對事件和物體的共通性做初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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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Event Argu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Verbal Nouns 

CHAO Chingy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verbal nouns in ancient Chinese from an event 
semantics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ories of event argument and À-abstraction, a unified account of 
verbal nouns is given and the similari句 between action (events) and entity (objects) is discussed. 

Keywords verbal noun, event argument, À.-abstraction, event semantics, re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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