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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宾和主谓套叠而成的兼语短语有
#

+

#

'

#

#

(

和
V

%

V$//94;3$/

&四个基本语义成分!前三者是显性的!

V

则是隐性因子"因此!

#

+

'#

(

的语义结构是多元#多层#非直线型的复式结构"

#

+

'#

(

的语义结构类型由
#

+

'

和
'#

(

的语义关联%即
V

&决定"

#

+

'#

(

的语义结构类型主要有目的结果#原因#领有存在#称呼解释四类"从
#

+

'#

(

的语义情况观察!

#

+

'#

(

结构是语义表达精细化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共同要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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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兼语短语
本论文所要讨论的兼语短语是一个动宾关系结构体

中的宾语同时充当一个主谓关系结构体的主语的短语#即
一般汉语语法教材所说的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套叠的情
况%如果用符号表示#这种结构体就是

#

+

'#

(

%其中#

#

+

'

是动宾关系#

'

是宾语+

'#

(

是主谓关系#

'

是主语%

一般语法著作把这种
'

叫做'兼语(%

就实际的言语结构来说#其中
#

+

&

'

&

#

(

三个部分都
可以是词或短语#为方便称说#我们以

#

+

&

#

(

代表谓词性
质的词&短语#以

'

代表名词性质的词&短语%兼语短语
#

+

'#

(

中#

#

+

一般是光杆动词#

'

是名词性词&短语#

#

(

可以是一个谓词&谓词性短语!包括主谓短语&形容词性短
语&动词性短语"%就

#

+

的语义类别来说#

#

+

主要是'使
令(义&'交给(义&'喜怒(义&'称呼(义&'有无(义动词%有
些学者#比如邢欣!

+**B

"#认为只有'使令(义
#

+

构成的
#

+

'#

(

才是兼语短语)

+

*

!邢欣沿用王力的术语#称其为
'递系式("%本文所论说的兼语短语是前述一种#即

#

+

语义不限于'使令(义的&

#

+

'#

(

是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
套叠的短语%

二
!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特点
+̀

兼语短语的基本语义因子
兼语短语

#

+

'#

(

中#

#

+

'

是动宾关系#是个陈述性

结构体#表达一个事件!

2

+

"#其基本的语义结构是动作$

受事!

'

还可能是施事&与事等语义角色!

"%

'#

(

是主谓
关系#也是一个陈述性结构体#表达第二个事件!

2

(

"#其基
本的语义结构是施事$动作!

'

还可能是受事&与事等语
义角色"%前一事件

2

+

的基本语义因子有两个,

#

+

#

'

%

后一事件
2

(

的基本语义因子有两个,

'

#

#

(

%这两个事件
有一个相同的语义因子,

'

%即#这两个事件有
!

个显性
的基本语义因子,

#

+

#

'

#

#

(

%

!

个显性的基本语义因子构成两套语义结构&表述两
个事件%但

2

+

和
2

(

意义上具有某种联系#出于某种表达
需要#表述这两个事件的言语被压缩&整合成一个'完形(

的线性序列
#

+

'#

(

%要准确理解这个'完形(结构的语
义#我们必须挖掘出

2

+

和
2

(

之间的语义联系%而其中的
语义联系是隐性的#它是隐藏地存在于深层的语义成分#

我们标记为
V

!

V$//94;3$/

"#这是兼语短语的第
F

个语义
因子%如果要指出与这个语义成分相对应的显性形式#就
只能是

#

+

'#

(

整体%或者说#

#

+

'#

(

整体才能提示并显
示

2

+

和
2

(

的语义联系%这种隐性的
V

之得来#靠事件
2

+

和
2

(

的语义相宜#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事件及事
件关联的逻辑认识%

(̀

完形的兼语短语语义结构情况
!

+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是复式立体语义结构

@!



对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
晓&张豫峰&陈昌来等%他们考察了句子的语义成分&语义
成分的组合关系&组合层级&语义成分如何映射0投射为句
法成分&语义平面的句子类型!句模"等等关乎句子语义的
宏观和微观诸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与逻辑相联系的语
义成分在线性上是无序的#在生成句子时#要对这种无序
的语义成分进行组配#并使之映射于句法结构#从而形成
有序的'句法$语义结构(

)

(

*

+E+

%要为语义成分指派句法
功能和语用功能#即'语义结构真正实现为具体的句子还
要附加各种情态成分&语气成分等完句成分(

)

!

*

!FH!"

%也
有学者着眼于句子语义结构的宏观构成情况而认为,语义
结构是句子的一种深层结构#它由语义主体和语义述体两
部分构成)

F

*

%这些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都启示了我
们,不管是动核结构还是名核结构#

"短语没有完句成分
不能成句#但短语也存在着基本的语义框架#如施事$动
作!主谓短语"#动作$受事!动宾短语"等%单独看这些语
义框架#它们表达动作&行为&状态同事物间的不同关系%

动核结构的短语表述不同的事件#是单层的&自足的语义
结构体#可以看作一个平面范围内的不同的板块#它们分
别占据语义平面的一个部分%

相对而言#这些单层的语义框架各有语用价值#互不
干扰#多数时候#人们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选取不同的框
架就能表达意义从而完成交际任务%但当人们要表达事
件及有关系的事件#只用其中任何一个语义框架总是捉襟
见肘的时候#整合多种框架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种整合
是以基本语义框架的存在为基础的#整合的结果不再属于
原来的平面而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复式的&立体语义结构
体%在这种整合中#各个语义框架的性质是基本构成元
素#因而可以把这种整合看作是把平面范畴的零散的元件
建构成一个内部具有有机联系的复式立体结构的工作%

只不过#这个复式立体结构不是常见的短语和短语组合的
结果是句子而已%

语言中#把基本材料整合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这在
由语素到词&由词到短语或句子&由短语到句子&由句子到
段和篇的过程是广泛存在的%借鉴这种整合来理解

2

+

!

#

+

'

"和
2

(

!

'#

(

"作为基本元素整合成一个新的立体语
义结构

#

+

'#

(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只不过#一般的语
法理论梳理出的语言层级装置多半是'音位

#

语素
$

词
$

!短语
$

"句子(而已%

!

(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模型,多元&多层&非直线型
兼语短语的语义和其他结构类型的短语语义比起来#

突出的特点是因为多了一次整合因而语义更复杂%这种
复杂#不是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所反映事物类别的复杂多
样而言#而是从其结构元素&结构形式及语义的整体模式
而言%

主谓&动宾&偏正&中补等基本短语的语义框架是二元
的#结构形式是单一的#其语义结构模式是直线型的%比
如#主谓短语的语义结构是施事$动作#或者是受事$动
作#或者是与事$动作%一个主谓短语

'#

的语义不管具
体是这三种中的哪一种#其基本的构成元素都是两个板
块%这两个板块根据表达的需要又符合语义&语法的组合
规则的话就能够构成一个结构体%这种

'

$

#

!主谓关
系"的组合是一次性实现的#是单一组合的直线型结构%

动宾&偏正&中补等短语的语义结构有相同的特点,二元&

单一&直线型%图示如下!图中
$

&

%

表示组合时各板块语
义运动方向",

!

'

$%

#

%主谓短语&

!!

#

$%

'

%动宾短语&

!

定
$

中%定中短语&

!!

状
$

中%状中短语&

!

中
%

补%中补短语&

兼语短语却是由一个二元结构体!

#

+

'

"和另一个二
元结构体!

'#

(

"组织而成的#其语义结构的显性基本构成
元素是

#

+

&

'

&

#

(

三个板块#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语义成
分

V

%结构形式是由两个有关联的直线型结构
#

+

'

和
'#

(

交结而成!句法结点在
'

"#因此#兼语短语的语义结
构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层面的运动,第一个层面!基层"是
#

+

$%

'

和
'

$%

#

(

#第二个层面是交结,

#

+

$%

'

和
'

$%

#

(

的交结#结点在
'

%所以#和主谓&动宾等短语比
起来#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不是一次性实现的#不是单层
的#而是多层&多次实现的%其结构模式是非直线型的复
式模式#图示如下,

#

+

$ %

'

&

'

#

(

在这个图中#

#

+

'

和
'#

(

各是直线型结构#这两个结
构因为有某种关联!即隐性的

V

"而交结#句法上的显性结
点在

'

%为了说明结构模式#这里
#

+

'

和
'#

(

恰好被放
在了垂直的方向%在我们看来#以

'

为结点#构成兼语短
语的两个直线型结构几乎可以构成任何一种角度的弧度
!一般应该排除

#

+

&

#

(

在同一点的情况#否则起不到图示
的作用了"%而且#因为

#

+

常常是光杆动词#

#

(

则可以是
词或短语#所以就言语长度来说#

#

+

'

常比
'#

(

短%所
以#

#

+

'

和
'#

(

的结构模式如果以球体来模拟的话#是以
'

为球心#

#

+

和
#

(

可在球体的任何一个球面上!半径不
同#球的体积不同#球面位置就不同"%

总的说来#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模式是多元&多层&非
直线型的复式结构%

三
!

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类型
*!

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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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



一般而言#

#

+

'

和
'#

(

都是陈述性的结构体#都能表
述一个事件%这样#构成兼语短语的

#

+

'

和
'#

(

就是有
关联的两个事件%其中每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二元&单一的
直线型结构#兼语短语的语义是由两个有关联的直线型结
构交结而成%这样#这两个直线型结构的关联不同#就决
定了兼语短语语义结构类型的不同%构成兼语短语的两
个直线型结构之间的关联有以下

F

类,

+̀

表明目的或结果,

2

+

!

#

+

'

"的目的!结果"是
2

(

!

'#

(

"

这一类的
#

+

多是有比较具体的使令义的动词#如
'请&叫&令&要(等#或者是词汇意义虽然不具有使令义但
在这些动作的推动&促使下对象往往会产生某种结果而由
语境赋予了这个动词有类似弦外之音的使令义的作用#如
'通知&约&培养&鼓励&批评(等%如,

!!!

请他来做报告
"

选他当队长
#

通知班长
!

点开会
$

约张宝宝一块儿去
%

给他水喝
&

培养他当厂长
'

鼓励孩子直面问题
除了上述使令义动词或因语境而具有使令义的动词

外#还有一些个体词义特征难于类聚的动词在
#

+

位置而
领起的

#

+

'#

(

也具有多层面&非直线型语义结构的情况%

这些
#

+

'#

(

的
#

+

'

和
'#

(

也具有目的或结果关系%如
!下面的这些例子多引自吕冀平-复杂谓语.

)

B

*

#但都稍有
变换",

!!!

服侍他吃药
"

搀她坐到炕沿上
#

天保佑他在这年上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

送郎去参军
%

指给武震看他们的城市
&

扶我坐下
'

扶着他溜溜
(

送大家走
)

送她到这公馆里来
这类

#

+

一般只带名词性宾语#即
#

+

只支配&关涉
人&物%在语法结构上#

#

+

'#

(

只能做一种切分!为方便
下文叙述#我们标记为'切一(",

!!

动宾
主 谓

#

+

!!!

'

!!

#

(

这类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是,

#

+

'

的目的!或结果"

是
'#

(

%具体是目的还是结果#只能根据语境来判断%

目的常常是未实现的事#是一种愿望%当
#

+

后带

'了(#由于'了(的语法意义而常使
'#

(

只能认定为结果%

如,

!!

谁放了小柳儿走了+

'小柳儿走了(是既成事实#

#

+

'

和
'#

(

的关系应该
理解成

#

+

'

的结果是
'#

(

#即,放了小柳儿的结果是小柳
儿走了%

相比之下#兼语短语
#

+

'#

(

中#

#

+

带动态助词的情
况远远少于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朱德熙曾指出#包含
'伴随(&'协助(意义的动词放在

#

+

'#

(

的
#

+

位置时#都
可以带'着(#有的还能带'了(

)

"

*

%邢欣认为#'递系式框架
对动词

+

的分布特征有着一定的影响(#动词
+

的后附成
分与空语类的特性&动词

+

的词类语义特征等有关)

E

*

%我
们认为#动词在单层事件

'#

中带事态限制词或带动态助
词的能力和进入多层事件

#

+

'#

(

的
#

+

位置时带时间
词&带体貌词的能力的不同#同

#

+

'#

(

的语义框架有密切
关系%这个问题#还可另文专述%

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下
#

+

为'使&让(的
#

+

'#

(

%

一般语法书和语法教材都认为
#

+

为'使&让(而领起
表致使义的

#

+

'#

(

是兼语短语#'使&让(是具有使令义的
动词%如,

!!!

让香飘四方的川菜亮相方寸
"

使人心疼
#

让人心酸
我们认为#和'请&命令&要求(等的使令义相比#'使&

让(的使令义空灵&宽泛得多#因为'请&命令(有一定的具
体可感的动作性#动作的种类往往也比较少#比如说话来
'请&命令(#打手势来'请&命令(等%而'使&让(则不具有
具体动作性#有可能一系列不同的行为&事件都为了实现
一个目的或者是把它们加起来以促成某种效果&结果#那
么这一系列的动作&事件都是'使(或'让(的发出者%'使&

让(的使令义只能凭语言的使用者对于汉语的把握来领悟
其中的促使&使令义%这种空灵&宽泛或者说从结果观察
而倒推总结出的使令义#是可以把'使&让(和'请&命令&

叫(等有具体动作性的动词区分开来的%我们借用吴竞
存&梁伯枢的说法)

@

*

#把'请&命令(类动词称为'支使(义动
词#把'使&让(类动词称为'致使(义动词%

另外#从认知的角度看#动作行为和动作结果可以构
成一个认知框架%从'使&让(的结果来看#所促成的往往
是事件&状态的发生&形成%由表致使义的'使&让(作

#

+

而领起的
#

+

'#

(

的
#

+

'

和
'#

(

难于分开#单说'让人&

使人&让川菜(都站不住#我们会觉得语义不完整#信息缺
失感很强烈%万莹曾'从一般只能充当主语而不能充当宾
语的名词性成分着手#从语料中找出此类成分充当

'[

(

#

从而证实了单纯致使句并非为兼语句#而是
'[

(

_#[

整
个小句充当单纯致使动词的宾语(

)

*

*

%即表致使义的'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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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促成的结果不是单纯的人&物#而是由
'[

(

_#[

构
成的事件%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单纯致使义的

#

+

构成的
#

+

'#

(

不是兼语结构#而是主谓短语
'#

(

作
#

+

的宾语%

这还可以参照一下'知道他去北京(是主谓短语作宾
语结构的理解,我们只能说'知道的是,他去北京(#不能说
'知道他(或者'知道的是他(#因为'知道他(让人觉得信息
严重不足#或者意义发生了变化#表现为言语事实中人们
不这么说%这个结构是'他去北京(主谓短语作宾语%'让
川菜香飘四方&使人心疼&让人心酸(一类结构中#致使义
动词

#

+

和
'

组合站不住#也是因为信息缺省感非常严
重% '

'

+

使
'

(

#

(

( 中# 语义上#

'

+

是事
件)

+)

*

+F(

#)

++

*

+!BH+B+

#)

+(

*#)

+!

*

@FH@*

#'使(是表示一个事件和另一
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抽象动词#不具有动作性+

'

(

#

(

用来
表述另一个事件%那么#一个事件促成另一个事件#即

C

促成
K

#这个结构和普通的主谓宾结构
'

+

#'

(

没有二致%

把'让川菜香飘四方&使人心疼&让人心酸(理解成为主谓
短语作宾语!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模式"#则这些结构中
的'使&让(也都可以换作'致使&促使(#说成'致使!促使"

∣川菜香飘四方&致使!促使"∣人心疼&致使!促使"∣人
心酸(%这样的语义结构和普通

#

$%

'

线型结构在语
感上似有不同#这主要是口语中#人们常常把单音节的
'使&让(和单音节的后续成分'人(&'之(等连起来说#因而
觉得这种句法分析好像不合习惯&有些怪异一样%另外#

平常提到
'

+

#'

(

结构!即主谓宾结构"#首先出现在人们
脑海中的是

#

为名宾动词%而致使义动词的普通语义是
显示由它们连接的两个对象的关系#在功能上#因为它们
后面常带主谓短语&谓词性短语!如'不使发生偏差("#所
以#我们得把'使&让(归在谓宾动词#其鲜明的语义特征
)

_

致使*的实质是表述两个事件的关系%

#

+

为致使义的'使&让(在
#

+

'#

(

中#因为语义结构
模式不合

#

+

'_'#

(

#和一般兼语短语多元&多层面&非直
线型的复式语义结构模式不同#这能帮助我们对单纯致使
义动词'使&让(构成的短语的性质提出质疑%从语义基本
因子&语义结构模式及'动作$结果(这一认知基本框架等
角度来综合观察#把单纯致使义的'使(构成的'使

_'#

(

(

的语义'致使出现某一事件&状态(纳入'动作$结果(语义
框架是可行的#即把单纯致使义的'使

_'#

(

(看作是主谓
短语作宾语更合适%

(̀

表明原因,

2

+

!

#

+

'

"的原因是
2

(

!

'#

(

"!或简记
为,

2

+

#因为
2

(

"

一个事件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当需要说明某
事件的原因时#汉语常用的句法格式是,'因为

C

所以
K

(%

其中#'因为(&'所以(都是形式标记#用以表明语义联系%

取消形式标记&使这两个有关联的事件合并&压缩在一个

线型序列中#经过语用指派和调整#就得到了兼语短语
#

+

'#

(

%因为
#

+

'

和
'#

(

都有
'

这个语义成分#整合
时#这两个事件的句法序列本应该是

#

+

''#

(

#为使形式
简洁#就进一步删略了

'

%这样整合压缩掉一个
'

而成
了

#

+

'#

(

#就好像'卖菜的秤断了(中本有两个'的(#而实
际说话时不会说成'卖菜的的秤(一样的道理%所以#既然
能承认兼语短语是动宾短语和主谓短语套叠在一起#而且
动宾短语和主谓短语总能拆分&总能指出主谓短语中的主
语#那么#参照着合并删略的手段#我们不必把

#

(

前的动
元看作空语类%

这一类的
#

+

主要是心理动词!表示赞许&责怪&感
谢"及表示欢迎&祝贺等语义的及物动词%如,

!!!

埋怨他隐瞒实情
"

讨厌他搞小动作
#

感激她曾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

原谅他小
%

喜欢他老实
&

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

嫌你胆子小
(

表扬老李工作认真
)

怪他不用功
*+,

欢迎体育健儿凯旋归来
*+-

祝贺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

!

可以理解为'埋怨他#因为他隐瞒实情(#其余例
子均可仿照此格式来理解%这一类的

#

+

'

和
'#

(

都可
以独立构成一个事件#在言语事实中都是可以独立存在
的&合法的句子%因为一个事件可以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原
因#要说明这个原因就使这两个事件关联起来压缩在一个
线型序列

#

+

'#

(

中%这类
#

+

'#

(

的语义结构是,

#

+

'

的原因是
'#

(

!或,

#

+

'

#因为
'#

(

"#其句法结构切分方
法同'切一(%

这类
#

+

'#

(

除了有'切一(分析法之外#还可以做如
下切分!标记为'切二(",

主 谓
#

+

!!

'

!!

#

(

!

%埋怨
((

他隐瞒实情&

'切二(的语义结构是,

#

+

的是,

'#

(

%这一类动词
#

+

既可以带名词性宾语#也可以带主谓短语充当的宾语#

它们支配&关涉的对象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事件&状态%

比如'喜欢他老实(#作'切一(#理解成'喜欢他#因为他老
实(#这时

#

+

'#

(

是
#

+

'

和
'#

(

这两个事件的交结#是
兼语短语+作'切二(#理解成'喜欢的是他老实(#即'他老
实(这种状态!或这个事件"是'喜欢(的对象#这就不是兼
语短语而是主谓短语作宾语%'我们不得不承认#由2喜
欢&欢迎3等引起的句子兼有

#

+

$

'[

$

#

(

和
#

$

2

两种
性质(

)

+F

*

(B(

%陈建民所说的
#

+

$

'[

$

#

(

即我们这里所
+F

黄晓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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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切一(式交结的非直线型兼语短语#

#

$

2

即主谓短
语作宾语的'切二(式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吴竞存&梁
伯枢说'情态句和认定句有时兼具其他结构性质(

)

@

*

(!@

#其
情态句指由心理动词为

#

+

领起的
#

+

'#

(

#如,'爱他能劳
动(%下面这个转引自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第

(B)

页"的例子非常能够说明这类
#

+

'#

(

结构可能是主谓短
语作宾语性质而不是兼语短语,

!!

我喜欢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个例子如果作'切一(式#就是'我喜欢他#他和我们
一起工作(!或'我喜欢他#因为他和我们一起工作("#这样
理解不合常情%即这个例子虽然是

#

+

'#

(

序列#但不是
#

+

'

和
'#

(

交结的语义结构%这个例子当理解为'切二(

式#即'我喜欢的是,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或'他和我们一起
工作#是我喜欢的事(#即这个由'喜欢(领起的

#

+

'#

(

是
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单一的&直线型语义结构%

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心理动词&表示赞许&责怪&感
谢&欢迎&祝贺等的及物动词因为既可以带名词性宾语也
可以带主谓短语充当宾语#当它们在

#

+

位置而领起的
#

+

'#

(

#其语义结构在某些语境中可能兼属两种,第一种#

#

+

'

的原因是
'#

(

!或,

#

+

'

#因为
'#

(

"#这是兼语短语+

第二种#

#

+

的是
'#

(

#这不是兼语短语#是主谓短语作宾
语%而在某些语境中#可能只属于第二种语义结构!如'喜
欢他和我们一起工作("%

!̀

表示领有&存在
这一类的

#

+

典型的是'有&没有&轮(等#它们所领起
的兼语短语

#

+

'#

(

的语义结构难于用一种语义表述框架
来比划#因为'有&轮(这样的词义非常独特#难于用另外的
同义词语来模拟%但这种

#

+

'#

(

也都是多层次的&非直
线型复式语义结构%如,

!!!

有人找你%有人
_

人找你&

"

轮到我发言了%轮到我
_

我发言&

#

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画着一
只很肥大的梅花鹿

_

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
下&

$

买了一本书三百页%买了一本书
_

一本书三百
页&

这一类的
#

+

只能带名词性宾语#语法结构和语义结
构性质都比较确定%这一类中#有一些

#

+

'#

(

可以把语
义结构模拟为

#

+

的是
'#

(

#义即'存在!具有"着
'

#

'#

(

(#比如例
#

和例
$

%

F̀

表示称呼&认定!解释关系"

这一类的
#

+

典型动词是'称(#表示称呼义%

!!!

称他是活雷锋
"

称他作表弟
#

骂他是废物

这一类
#

(

一般是'是&为&作(等等动词#

'#

(

部分如
果没有'是&为&作(#一般认定为双宾语%因为

#

+

词义特
征鲜明#

#

+

'#

(

语义结构符合多元&多层&非直线型结构#

所以我们将其独立为一类%这一类的
#

+

'

和
'#

(

的关
联可以看作是解释关系%

三
!

从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看兼语短语的成因
剖析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我们看到#构成兼语短语

的基础是有
#

+

'

和
'#

(

这两个独立的陈述性结构!或者
说是两个事件"%在此基础上#由于具有某种关联#如具有
说明目的&结果&原因的作用#说明所存在的状况或做出解
释的作用等#

#

+

'

和
'#

(

发生交结#结点在
'

%这样#

#

+

'

和
'#

(

被整合在一个线型言语序列中%比如'!我
们"原谅他(!

C

"和'他小(!

K

"这两个结构各自能独立构成
事件#这是构成'!我们"原谅他小(的结构基础%因为

K

和
C

能够表达某种关联#或者说
K

在人们的经验中可以
作

C

的原因&理由#于是在需要对
C

作出说明的时候#

C

和
K

在形式上交结成一个完形的线型整体%

所以#从兼语短语的语义结构看这种短语的结构成
因#我们初步归纳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

兼语短语是语义表达精细化要求的结果
人们用语言传达信息#精细化要求是永恒的追求%语

义精细化#就是要求语义丰富最大化%从汉语句子的语用
结构讲#

#

+

'#

(

在句子中作谓语的话#整个
#

+

'#

(

共同
构成句子的说明部分以对话题进行陈述#这比仅有

#

+

'

作为句子的说明部分内容丰富得多%另外#从整体上看#

兼语短语的逻辑语义大致都可以归为'解释$被解释(关
系,

'#

(

对
#

+

'

进行解释&补充%不管
'#

(

具体是原因
还是结果或者是对情况的叙述#这部分都是说话人的语义
重点也是听话人应该重点抓取的信息%在一个

'+[

$

#

+

'(#

(

结构的句子中#语用焦点在
#

(

#这也是符合汉语
句子句尾焦点的总体特点和要求的%根据粗略调查#'-红
楼梦.前八十回#全部

E+

万字#递系结构约有
!)))

个#在
谓语结构各级层次上出现的约有

(B))

个#占
@)G

强#在
主&宾&定&补等位置上出现的约有

B))

个#占
()G

弱(

)

@

*

((F

%其中所言'递系结构(#即
#

+

'#

(

结构%可见
#

+

'#

(

的语法功能!主要作谓语"和语用功能!充当焦点"

是有相互适应性的%

所以#具有关联的&能够整合的两个陈述性结构
#

+

'

&

'#

(

被压缩&整合在一个完形的线型言语序列中#是满足
人们使用语言传递信息时的语义表达精细化要求的结果%

(̀

兼语短语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的结果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语言表层形式最简化%在前

面的语义分析中我们看到#要准确清晰地阐明一个典型兼
语短语的语义结构#往往要使用复句形式或是句子中必须
添加出能显示

#

+

'

和
'#

(

之间的关联的词语#如'因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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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的目的是//(#'//的结果是
//(等等%可见#要使言语表层结构形式最简化#删略话
语中的某些不影响意义表达的词语是常用手段%比如#

'我爱他#因为他老实(和'我爱他老实(比较起来#显然是
后者意义丰富而形式更简洁经济%从整体上看#兼语短语

的逻辑语义大致都可以归为'解释$被解释(关系#这其实
是属于广义的因果关系范畴%一个复句或是一个形式比
较复杂的句子中显示各部分之间的关联的词语被删略而
不影响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其机制大约主要是人们的认知
经验所致%

注释!

!

为方便#我们把施事&受事之外的名词性语义格统称为与事%

"

动核结构是指以动核为核心构成的语义结构#它由动词和它们联系着的某些语义成分构成%动核是表示动作&行为&变化&性状&关系的语义
成分#其所联系的语义成分主要有动元和状元两种%名核结构是指以名核为核心构成的语义结构%名核是表示名物的语义成分%范晓&陈
昌来等是用动核结构&名核结构来指称句子的不同语义结构%参见范晓&张豫峰等-语法理论纲要.!第

+"*

页
H+E(

页"%

#

'知道他(作另外一种理解#表示了解&知晓有这么个人的意思#信息无缺省#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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