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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谓 宾

李 芳

语 句

杰

本文全面 分析 由主谓词组充任宾语的句子
,

提 出话 头概念
,

排除某些并非主谓

宾语句的言语格式
。

文章重 点考察了述语及其与宾语 的关系
:

认为有的动词 可 以单

独作述语
,

有的动词必须带上
.

其他成分 ; 述语对 宾首状语有所 限制
,

对宾语 形式有

所选择
。

文章还把主谓宾语 句与相关句式加 以比较
:

与一般述宾
一

渭语 句的区别在于

宾语 承载信息量悬殊
; 与主谓补语句的 区别在于语 义关系单纯与否

,

宾 /补语能否

体词化
;
与兼语句的区别在于述语停顿大小不 同

,

以及 由此产生的儿 个方面的对立
。

引 言

0
.

1 主谓宾语句指述宾谓语句中宾语由主谓词组充
`

当的句子
。

例如
:

( 1) 村长广
`

聚以为他是哪村派
,

来的送信 的
。 〔赵树理选集

,

巧页 )

(2 ) 他说我是呆大
,

我看他才愚蠢
。

(人 民文学
,
1 9 8 9年 9 期

, 7 7页 )

例 ( 1 ) 是述宾谓语句
,

宾语
“

他是哪村… 送信的
”

是主谓词 组
。

例 (2 ) 两个分句都是述宾

谓语句
,

宾语分别由主谓词 组
“

我是呆大
”

和
“

他才愚蠢
”

充当
。

“

状语 + 主谓词组
” ,

论结构是:偏正
,

不过
,

确定句型主要依据中心语
,

因此
,

由它作宾

语 的述宾谓语句仍然属于主谓宾语 句
。

例如
:

(3 ) 你才间接地知道原来他很喜欢你做了这件事或者那件事
。

(人民文学
, 1 9息9年 5 期

,

25

页 )

“

原来
”

是其后主谓词组的状语
,

一 起作
“

知道
”

的宾语
。

本文把王谓宾语的主语和谓语称作小主语和小谓语
,

全句主语称作大主语
,

主谓宾语句

的基本格式是
:

大主语 } 述语 + 宾语 {小 主语
·

小谓语 }

0
.

2 有一种 以动词收尾的格式
,

结构成分简单并趋于固定
,

一般位于句子或段落前面
,

主要用于引出作者 /说话人 想要强调
、

阐发或辩驳的观点
. 、

议论或事情
。

例如
:

(1 ) 你想
,

成本重
,

销路不好
,

资本短细
,

还有什么希望 ? (茅盾 《子 夜》 ,

43 页 )

(2 ) 要翅道
,

村支书杨金生也
`

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呀
,

那疙针花惹得他真 想 大 干 一

场
。

(中国青年报
, 1 9 8了年 6 月 1了印

“

你想
” “

要知道
”

与其后语句之间
,

结构上若即若离
,

语义关系 匕若明若暗
,

并无明显的述宾

关系或
“

动作 /行为— 受事
”

等语义关系
。

因此
,

不妨把
“

你想
” “

要知道
”

看作一个整体
,

叫

话头
,

其后的语 句不作主谓宾语处理
。



各成分的构成

1
.

1 大主语

大主语
,

通常由体词性词语充当
,

也有少量是谓词性词语的
。

例如
:

(1 ) 前不久
,

英
、

美两国研究人员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表明
,

吸烟者发生 白血病的危险

性显著增加
。

(人民 日报
, 1 989 年 12 月血日)

(2 ) 一项科研的结果正确与否
,

要看它能否被反复证明
。

(北京 日报
, 1 9 8 9年 1 1月 4 日 )

1
.

2宾语 (小主语 + 小谓语 )

1
.

2
.

1 各类主谓词组都可 以作宾语
,

以小谓语是动词性词语者为最多
。

例如
,

(1 ) 什么都得我现告诉
,

真劳人得慌 ! (老舍短篇小说选
,

87 页 )

(2 ) 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
。

(老舍《骆驼祥子 》 , 7 页 )

(3) 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
,

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二卫i
。

(高晓声代表作
, 8 1页 )

(4 ) 何营长向商会担保镇上的治安生壑鱼皇全重廷…
。

(茅盾《子夜》 ,
1 , 2页 ,

1
.

.2 2 令人感兴趣 的是
,

小谓语如果是述 (小述语 ) 宾 (小宾语 )词 组
,

其宾语还可以是

主 (小小主语 ) 谓 (小小谓语 )词 组
,

这种主谓宾语套主谓宾语的结构更加复杂
,

其格式如下 :

大主语 】}述语 + 宾语 {小主语
·

小谓语 〔小述语 + 小宾语 (,J
、 小主语

`

小小谓语 )〕 }

例如 (划线部分前者为述语
,

后者为小述语 )
:

(5 ) 他们都在那里近一个人进述声L民和兵变如何攻打宏 昌当
。

(茅盾 《子夜 》 , 1 7 3页 )

(6) 这也型坦工万十四年来张学 良坚疽他发动西安事变没有错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1 9 0 0

年 7月 1 7 日)

(7 ) 她猜想那些人一定觉得背着铺盖赶路的她象一只蜗牛
。 (人民文学

, 1 9 8 8年 7 期 )

(8 ) 她鱼卫道得豆在离她不远的背后宁静地直置她整理头发
。

(收获
,
1 9 8。年 4 期

, 1 5。页 )

现 图解例 ( 5 )如下
:

大主语

— 他们

述语

一
都在那里听

小主语

—
一个人

,

J
、

述语

—
讲述
,

主语

—
乱 民和兵 变

、

谓语

— 如何攻打宏昌 当

了

l上̀
语宾

l
廿

、̀ l、

语宙月

矛

!
矛、.̀、

语宾

产

1
2

1
、

形成这种句式的关键条件是充当述语和小述语的动词都要能带主谓宾语
。

因此
,

为了描

写方便
,

可以把主谓宾语套主谓宾语的现象用简式
“

述语一小述语… ”

表示
。

如此
,

例 ( 6 )就

是
“

证明
·
” 坚信

” ,

( 7 )就是
“

猜想… 觉得…
” ,

(8 ) 就是
“

知道…看着
· “ ” 。

还有
:

说…怕 }反

对…支持 }了解…需要 }不料…意识黔
~

}以为…是 }明白…标 志 !看…说 }晓得…是 {料定…容忍
,

等等
。 一 ’

1
.

3 述语
一 ’

、

1
.

3
.

1 约有 3 00 来个常用动词能够单独 (即不重叠
、

不带时态助词
,

不带补语或状语 ) 作

述语
。

从意义上看
,

主要有以下几类
:

1) 表示言语行为的
:

说 叙述 说明 表明 表白 声明 声称 坦 白 交代 解释

讨论 商量 协商 议论 评论
`

一

辩论 争论 争吵 吵 骂 怨 抱怨 埋怨 责备 责

怪 批评 攻击 揭露 抗议 控诉 讽刺 否认 拒绝 奉承 夸 夸奖 称赞 吹嘘

·

8曦
。



问 审问 盘问 追究 回答 提议 提醒 强调 宣传 介绍 宣布 宣告 主张 透露

预言 打听 汇报 酝酿

2) 表示思维活动 的
:

猜 猜想 揣测 推测 估计 预计 考虑 操心 着急 发愁

愁 怕 担心 害怕 唯恐 认为
:

以为 当 ( 以为 ) 觉得 ( 以为 ) 看 (认为 ) 打算 想

(思索 ) 琢磨 研究 计算 算计 算 合 (折合 ) 惦记 回忆 怀疑 疑心 后悔 忍心

伤心 恨 生气 忌妒 嫌 讨厌 舍得 计较

3) 表示意愿
、

需求的
:

希望 期望 盼望 盼 指望 愿 愿意 想 (希望 ) 妄想 妄

图 贪图 企图 需要 得 (需要 ) 靠 (依靠 ) 甘 心 甘愿 追求 求 (追求 ) 讲究 申请
「

争取 依赖 等 等待 等候 纪念 假装

4) 表示感觉
、

知觉的
:

感觉 感到 觉得 觉着 发觉 发现 看 见 看见 观察

注意 留神 留心 听 听见 梦见 知道 晓得 明白 料到 惊悉 认得 认识 熟悉

记得 懂得 忘记

5) 表示认可的
:

承认 同意 表扬 提倡 赞成 服从 相信 迷信 拥护 纵容 支

持 重视 佩服 喜欢 欣赏 爱 欢迎 感 谢 庆祝 祝贺 负责 负担 保证 肯定

断定 确定 指定 规定 决定 定 (决定 ) 当 (当做 ) 够

6) 表示显示作用的
:

显示 表示 代表 (表示 ) 表明 表现 表演 反 映 描 写 写

(写作 ) 登 (刊登 ) 登记 记 记录 标志着 显得 引起 拍 (拍摄 )

7) 表示判断
、

评价的
:

是 等于 (跟…没有区别 ) 据说 了解 (知道得清楚 ) 适合

象 意味着 证明 明确 值得 不如 判断

) 8表示检测的
:

测量 查 检查 调查 搜查 审查 量 (Ij 6g n ) 试 试验 考 考 验

核对

单独作述语 的动词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1) 单音少
,

双音多
。

上述动词 22 9个
,

单音动词 37 个
,

仅 占16 %
;
与其相应的同义双音

动词往往也能带主谓宾语
,

如
“

诬 陷一咬
” , “

吹嘘一吹
” 。

可 是与带主谓宾语的双音动词同义

的单音动词不一定有这种功能
,

如
“
指望

”

的同义词
“

指
”

只有带上
“

着
” , “

相信
”

的同义词
“

信
”

只有构成
“

深信
”

才能带主谓宾语
。

例如
:

( 1) 团 长要指着 这段相声当资本呢
。

(人民文学
,

9] 89 年 8 斯
,

36 页 )

(2 ) 这些财迷心窍的家伙
,

深信赵公元帅可以感天动地
。

(人民 日报
, 1 0 8 9年 1 2月 1 7 日 )

2) 表示行为的动词多
,

动作性强的动词少
。

上举八类
,

仅第 1 类有些动作性强的动词
。

有些多义动词
,

基本义不带主谓宾语
, 「

派生义带
,

其原因可能是基本义表动作或动作性强
,

而派生义表行为或动作性弱
。

例如下列动词只有派生义可以带主谓宾语 (括号里前项为基本

义
,

后项为派生义 )
: ①

追 (追赶 ! 追究 ) 笑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愉快声音 } 讥笑 )

写 (用笔写字 } 写作 ) 分 (跟
“

合
”

相对 l 辨别 )

吹 (冲击 } 夸 口 ) 攻击 (进攻 } 恶意指摘 )

.1 3
.

2 有些动词只有重叠或 时态助词 附着其后才能带主谓宾语
。

例如
:

(3 ) 她可以狠狠地打量一下这个不相识的讨厌鬼
,

丛丛他到底是什么人 里 (人民文学
,
, 9 8 ,

年 1 2期
,
1 0页 )

( 4 ) 他 :宣工少 日是在哪一天
。

(老舍 《驼骆祥子 》 , , 。页 )

(5) 他们仗着刚继位的皇帝撑腰
,

千方百计打击正 直人士
。

(人民文学
,
1 9 8 9年 8 期

,

78 页 )



“

认
” “

忘
” “

仗
”

都是不能单独带主谓宾语的
.

有些可以
.

单独带主谓宾话 的动词
,

在某种语境里
,

要实现这一功能
,

以重叠或带上时态

助词为宜
。

例如
:

(6 ) 秋子
,

大叔不跟你开玩笑
,

鱼兑你心里咋想的
。

(人民文学
, 1 9 8 9年 8 期

, 6 页 )

( 7) 我们儿曾
二

)适丝大批 日本人在平顶 山
、

在雨花台
、

在雾社… …默哀忏
’

}侮? (收 获
, 1 9 86

年 4 期
, 2 0 4页 )

(8 ) 花村人只晓得权老爹一辈子至今没娶妻
,

只坦置权老爹一辈子侠胆豪义
。

(人 民文学
,

1 9 8 8年 9 期
,
2 7页 )

“

说
” “

见
” “

记
”

都可以单独带主谓宾语
,

( 6 ) 重叠
“

说
” ,

显得亲切
,

单用略嫌生硬
,

不符合说

话人的口吻 ; ( 7 ) ( 8 ) 两例都是音律的需要
, “

几曾
”

和
“

见过
”

对称
, “

晓得
”

和
“

记着
”

对称
,

“

过
”

和
“

着
”

也是不能不用的
。

1
.

3
.

3 有些动词只有带上补语组成述补词组以后才能带主谓宾语
。

这类动词不少
,

有
“

觉
” “

觉悟
” “

意识
” “

轮
” “

料
” “

拿
” “

碰
” “

闹
”

等
;
常用的补语是

“

到
” “

出
” “

上
” “

得
” “

清
”

等
。

例

如
:

(9 ) 四外 已围得风雨不透
,

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
。

(老舍短篇小说选
, 1 9页 )

( 1伪他从自已的利益 出发觉悟到他的命运是和大家联在一起的
。

(高晓声代表作
, 257 页)

( 1 1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已闯下了塌天大祸
。

(传奇文学选刊
, 1 9 8 7年 2 期

,

50 页 )

( 1 2 )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
,

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
。

(赵树理选集
,

1 2页 )

有些能单独带主谓宾语的动词
,

在一定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里
,

往往要带上补语 以后

方可实现这一语法功能
。

如
“

听
” “

看
” “

记
”

都可以带主谓宾语
,

但在下列句子里
,

补语却是不

可不要的
:

(1 3) 孙行终于听懂了他们二人之间谈的是谁
。

(十月
, 1 9 9。年 4 期

, 1 15 页 )

( 1妇 崔金成苦脑地看清这个人没有志气
。

(高晓 声代表作
,

26 5页 )

( 1 5 )他渔翌谴他有多大了
。

(人民文学
, 1。。 o年 3期

, 3 0页 )

形容词是不能带主谓宾语的
,

但有的与补语组成述补词组以后可以带了
。

如
“

严重 卜到
” :

“

这事儿严重到几个头头不敢离开办公室
。 ”

1
.

4 述语对宾语的影响

1
.

4
.

1 述语对宾首状语有所限制

介宾词组和副词可以 出现在成句的主谓词组前面
.

当主谓词组作宾语时
,

其主语前
,

介

宾词组仍可出现
,

有些副词则不大能 出现
。

例如
:

( l a) 忽然他们 的谈话声放低了
。

( l b) 小李听见他们的谈话声忽然放低了
.

(训 )

( I c ) 小李听见忽然他们的谈话声放低 了
。

?( )
.

(2 a) 渐渐地
,

吴少奶奶的脸色又转为可怕的苍白
。

(茅盾《子夜 》 , 1 81 页 )

( Z b ) 人们看见吴少奶奶的脸色渐渐地又转为可怕的苍白
。

(侧 )

( 2c ) 人们看见渐渐地吴少奶奶的脸色又转为可怕的苍白
。

?( )

副词
“

忽然
” “

渐渐地
”

都可以出现在
a
句即主谓句主语

、

b 句即主谓宾语 句的小谓语前
,

但不

大能 出现在
c 句即主谓宾语句的小主语前

。

换句话说
,

一旦成句的主谓词组失掉句子资格作

了宾语
,

其主语前原本有的副词状语就受到限制
,

有的不能在主谓宾语前出现了
,



1
.

4
.

2述语动词对宾语形式有所选择

少数述语动词 要求主谓宾语是疑问形式
。

例如
:

( 3) 他向四周 的听者瞥了 一眼
,

考察他 自己 的话语 起了多少影响
。

(茅盾 《子夜 》 ,

37 页 )

(4 ) 这 两年不打听谁给省里写信告你的状了
。

(人 民
;
文学

, 1 9 8 9年 9 期
,

35 页 )

两例述语
“

考察
” “

打听
”

所带主谓宾语都是特指问式
,

也可以是选择问式
: “

考察他自己 的话语

起了影响没有
。 ” “
不打听他是不是给省里写信告你的状

。 ”

但不会是是非问式
, “

他给省里写信

告你的状吗 ? ”

是是非 间句
,

在
“

不打听他给省里写信告你 的状吗 ? ”

里
, “

他…告你的状
”

是陈述

式
, “

吗
”

并不附着于它
,

而附着干整个句子
: “

不打听
· ·

….l 吗 ? ”

这个句子才是是非问句
。

这类动词主要有
:

·

比赛 赛 比较 表决 辩论 协商 争论 争吵 打听 考察 审

问 盘问 调查 检查 搜查 查 测量 量 酝酿 议论 解释 商量 回答 回忆 汇

报 计算 记录 登记

不过这些动词有 的并非绝对不能带非疑 问形式主谓宾语
,

与补语组合后
,

也可 以带非疑
1

问形式主谓宾语
。

例如
:

(5 ) 一位港商打听到舒成友
:是他 湖北黄冈老乡

。

(人民 日报
,

1 9 8 9年 12 月 1。日 )

多数述语动词既可以带疑问形式主谓宾语
,

又可以带非疑间形式主谓宾语
。

这又分为两

类
:

1) 多数带疑问形式主谓宾语之后
,

仅仅造成疑问句
。

例如
:

( 6a ) 她听得入迷
,

指望我继续背
。

(收获
, 1 9 8 9年 4 期

,

79 页 )

( 6 b ) 她指望谁继续背?

( 7a ) 这意味着火箭
、

飞船
、

科研计划全部告吹
。

(光明 日报
, 1 9 8 9年 12 月 7 田

( 7 b ) 这意味着火箭
、

飞船
、

科研计划怎么样?

a 句带非疑问形式主谓宾语
,

b 句带疑 问形式主谓宾语
J,

并且都是特指问式
,

造成特指问句
。

这类动词 比较多
, ’

常见的有
:

爱 喜欢 羡慕 相信 迷信 佩服 奉承 服从 期望

盼望 盼 需要 取得 停止 取消 值得 庆祝 同意 反对 标 志着 意味着 防止

抵抗 避免 否认 承认 等 等待 等候

2) 少数带疑间形式主谓宾语 以后有两种可能
,

既造成疑 间句
,

又造成陈述句
。

例如
:

( a8 ) 范博文立刻明白自己的话有点被误会
。

(茅盾 《子夜》 ,

26 页 )

( 8 b l ) 我不明白
,

我下农村有什么错 ? (尹文用例 )

(8 b2 ) 我不明白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他 的烟
。

(收获
,
1 9 8 9年 4 期

,
1 64 页)

a 句带非疑问形式主谓宾语
,

b 句带疑问形式主谓宾语 以后
,

既造成疑问句 (b 1)
,

又造成陈

述句 ( b2 )
。

( b l) 为特指问式
,

也可 以是选择问式
,

如
: “

我不 明白
,

我下农村错了没有 ? ”

这也

是不 同于前一类的
。

这类动词常见的有
:

责备 怪 埋怨 批评 指责 忘记 反映 恨 关心 担心 惦

记 记得 猜 知道

与相关句式的比较

与一般述宾谓语句比较

一般述宾谓语句的宾语
,

通常比较短
,

而主谓宾语则比较长
,

它表达一件事情
,

承载的

信息量丰富
,

是句子语义中心之所在
。

试 比较下面句群里的几个句子
:

(1 ) ①得豆那时候很小
,

②她觉得那个她称之为妈妈的女人有时跟小孩子一样爱脸红
,



⑧他喜欢那个女人
。

④那个女人会烙很好吃的饼
,

⑤会做漂亮 的鱼子酱
。
(收获

,

扮”

年 连期
, 王56 页 )

分 句①是形容词谓语 句
,

③一⑤是述宾谓语句
,

宾语或是体词
,

或是谓词
,

都比较短
,

唯有

分句②很 长
,

长在主谓宾语有 22 字
。

长主谓宾语往往把大主语
,

述语淹没了
:

(2 ) 她清楚这一切都是从村长带着那个 叫翠环 的丫头来到犁坪坝后 引起的
。

(
一

卜月
, 1 9 9 0

年 4 期
, 2 0 1页 )

(3 ) 我感觉到我 的脸被另一张脸的疯狂的热情与爱给笼罩了一段时光
。

(收获
,
1 9 8 9年 4期

,

1 6 2页 )

交 际双方完全可能忽视
“

她清楚
” “

我感觉到
” ,

而把注意力集 中在宾语上
。

体词宾语较短
,

传达的信息量较小
,

要延展 以扩大信息量
,

就得添加很多 的修饰语
,

这

又不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
;
如果 以主谓宾语追补体词宾语

,

延展起来就方便多了
:

(4 ) 我看着
,

曲儿
,

看着
:

他哆哆嗦嗦地穿起衣服
,

把他身上那些发育极好的肌肉掩盖起

来
,

看着
。他十九岁饱满的泪水滴落到陈旧的红砖地上

,

那些圆圆的泪珠因为裹了

浓厚的灰尘
,

看上去像一片灰色的瓢虫
。

浓获
, 1 9 8 。年 4 期

, 1 60 页 )

“

看着
, ”

后面是名词宾语
“

曲儿
” , “

看着
: ” “

看着
: 3” 后面用了主谓宾语

,

从而有了它的延展形式

— 复句形式
,

把
“

我
”

眼里的
“

曲儿
”

描写得淋漓尽致
。

2
.

2 与主谓补语句②比较

2
.

2
.

1 主谓补语句的小主语和述语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 的语义关系
,

直接的
,

间接的都

有
。

主谓宾语句的小主语和述语之间大多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
。

例如 :

(1 ) 这意味着我要做出相当大的牺牲
。

(光 明 日报
, 1 98 5年 8 月 5 日 )

(2 ) 提的问题说明他看过我的材料
。

(人 民 文学
, 1 9 8 9年 9 期

,

29 页 )

例 ( 1 )
“

我
”

与
“

意味着
” ,

( 2 )
“

他
”

与
“

说明
”

之间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
。

部分主谓宾语句的小主语和述语之间虽然有直接的语义关系
,

但比较单纯
,

往往表现为
“

受事— 动作 /行为
” :

(3 ) 半月微光
,

照见上游一个东西浮下
。

(传奇文学选刊
, 1 9 8 7年 2 期

,
56 页 )

(4 ) 谢谢你一大早来看我
。

(人民文学
, 1 9 8 9年 7 期

,

64 页 )

“

上游一个东西
” , “

你
”

分别是
“

照见
” “

谢谢
”

的受事
。

2
.

2
.

2 主谓词组是谓词性的
。

由于补语要求谓词充当
,

主谓补语不能体词化
; 而宾语可

以是谓词和体词
,

某些动词可以带谓词宾语和体词宾语
,

因此有的主谓宾语可以体词化
,

其

主要方式是
:

主谓之间加
“

的
” 。

如
:

(5 ) 这些人顾不上孩子丝啼哭
,

顾不上一天的劳累
,

到这儿来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空虚
。

(人世 间
, 1 9 8 6年 4 期

, 1 0 7页 )

(6 ) 靠岸边的婆婆婶婶们正有油有盐地数落着 自家媳妇好吃懒做
,

又相互羡慕对方媳妇

的贤惠孝敬
。

(人民文学
, 1 9 8 4年 5 期

,
`

29 页 )

例 ( 5 )
“

孩子的啼哭
”

是
“

孩子啼哭
”

的体词化
; ( 6 )

“

数落着
”

用主谓宾语
“

自家媳妇好吃赖做
” ,

“

羡慕
”

的宾语则体词化了
: “

对方媳妇的贤惠孝敬
” 。

当然
,

不能带体词宾语 的
“
认为

” “

以为
”

等
,

其主谓宾语不能体词化
; 本身不能体词化的主谓词组作宾语也如此

。

如
“

他想一
x 他的

想
” , “

我知道他想一 x 我知道他的想
” 。

2
.

2
.

3 主谓宾语之前可以出现状语 (见 1
.

4
,

1)
,

而主谓补语之前不大能出 现 状 语
。

例

女口
:



汀 ) 那时月高三丈
,

照得道垦轰药氢星逸兰
。

(尹湛 纳希 《泣红亭” ,
4 `页 ,

( 8) 汪师丹感功得卫垦坦逃鱼米工
。

(陆文夫《 清高 )))

主谓补语之前没有状语
,

表明它
一

与述语的关系比主谓宾语与述语的关系紧密
。

2
.

2
.

4 主谓宾语句的述语之前可 以出现程度副词
。

例如
:

( 9) 大 家十分欢迎她 卜持这个节 日
。

主谓补涪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结果或情态
,

往往 含有程度高的意味
,

因此述语前不大

能出现表现程度高的状语
。

例如
:

( 1 0) 妮妮
’

觉得活着很累很果
,

累得脑仁
“

喘嘶
”

地跳着疼
。

(人 民文学 )

( 1 1) 我无 比开心地大笑起来
,

笑得我两眼溢出泪花
。

(人 民文学
,

, 。 8 9年 8 期
,

71 页 )

(1 0)
“

累
”

开始用
“

很
”

修饰
,

带
_

L主 谓补语以后则不能
。

( 1 1) 带趋 向补语
“

起来
”

的
`

笑
”

前面有

两个表程度的状语
“

无比开心
” “

_

友
” ,

带主谓补语
“

我两眼溢出泪花
”

的
“

笑
”

前面则没
一

育任何表

程度的状语
,

因为补语足以 友现出程度之 高
。

2
.

3 与兼语句 比较

2
.

3
.

1 判断 S V
,
N V

Z

造旅语句还 是 仁渭宾语句
,

是 个不易解决的老问题
,

为进一步探 讨

这个间题
,

本文从述宾结 含砚叹 谈起
。

宾语有体词宾语
、

谓词宾语
、

主谓宾语
。

一般说来
,

述语与 沐词宾语结合紧乡
,

与谓词

宾语次之
,

而与主谓宾语 的关系则显出 了松散
。

这 是由 卜作为述宾谓沂的一部 丁
,

体同宾语

粘附 犷述语
,

谓词宾语出现 j’ 游离性
,

谓词前而加 上休司成为主谓词组再作宾语
,

游离性增

强 j
` 。

兼语 句的所谓
“ _

兼语
”

( N )
,

语义 L兼为 V
、
的受事

,

V Z

的施事
,

结构上则仅 作 V
;

的宾语
,

兼

语 是沐词
,

因此 V N 之间关 浪资密
,

不容停
’

项 ; 主谓宾语 ( N V
Z
) 与二

_

}王语 ( V
I ) 之间结合 不紧

,

可以停顿
。

这 是主渭典语 句与兼语句的根本区别
,

认而导致两种句式 在许多 方 面 的 对立
:

1) V ,

与N 之 司了逛厅插入状济
。

能插 汉的 链主渭 二 ` 句
,

否则是兼语 句
。

③例如
:

(1 ) 我典担心明天他们说不好
,

更加 重了组织价二的印象
。

( 中篇小 说选 刊
,

1 9 9 1年 1 期
,

7 5

贝 少

(2 ) 我清他去一

—
义 我请明天他去

。

2) N
’ 、 :

能 否移到 S V
,

前
。

能移前的是主谓宾语句
,

否则是兼语句
。

在主谓宾语句里
,

N V
Z

之间有句法结构关系
,

自成结构体
,

作 V
,

的宾语
,

但关系松散
,

因此能脱离述语而移

前 ; 在兼语句里
,

N V Z

之间没有句法结构关系
,

不成结构体
,

N 与 V
、
之间有结构关系

,

且紧

密
,

因此 N V
,

不能移前
。

例如
:

(3 ) 父亲同意儿子去实习
。

—
儿子

一

去实习
,

父亲同意
。

(4 ) 父亲让儿 J’. 去实习
。

一一
丫 犯 户去实习

,

父才i 让
。

3) N V
:

能否体词化
。

体同化指介 N 丫
:

之间加
“

的
”

或在 N V
:

之后用
“

指代名
”

词组 (如
` .

这

件事
” , “

这一情况
”

) 来复指 N V
。 。

他体词化的是主谓宾语句
,

否则 达兼语句
。

例 如
:

(5 )
”

诊校批评池粗心大 感
。

— 学校批评他的粗心大意
。

—
”

产校批评他粗心 人意这个缺点
。

(6 ) 学校督促他谨慎 小心
。

—
义 学校督促他的谨慎小心

。

—
x 学校督促他谨慎小自这件事

。

4 ) V
,

后能否带 上
“

的是
, 。

能带 卜的是主谓宾语句
,

否则是兼语 ; ,

j
。

例如
:

(8 ) 母亲盼池考大学
。

—
一

母亲盼的是他考大学
。

·

Rg
·



(9 ) 母亲逼他考大学
。

—
x 母亲逼的是他考大学

。

2
.

3
.

2 有些动词一身二任
,

既能形成主谓宾语句
,

又能形成兼语句
,

辨析起来更 困 难

些
。

.il 颐运用上列原则作些分析
。

〔介沼 〕A 老王介绍小张如何克服困难
。

(介绍
:

使了解)

— 老王介绍的是小张如何克 服困难
。

B 老王介绍小张入党
。

(介绍
:

引进 )

—
x 老王介绍的是小张入党

〔文持〕A 他支持儿子去海南 岛
。

(支持
:
鼓励和赞助 )

— 儿子去海南岛
,

他支持
。

B 理思支待着小王生活下去
。

(支持
:

勉强维持 )

—
x 小王生活下去

,

理想支持着
。

〔称〕 火小李称称西瓜有多重
。

(称
:

测量重量 )

— 小 李称称
,

西瓜有多重
。

B 小李称他为叔叔
。

(称
:

叫做 )

—
二 小李称

,

他为叔叔
。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
,

A 句都是主谓宾语句
,

B 句都是兼语句
,

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清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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