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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听 + N P”语义生成机制研究

何 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 东 广 州 510545)

[摘 要 ] 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及语义生成是复杂的语言现象。文章在生成词库理论指导下，通过检索 

相关的语料库，对 汉 字 “听”与名词的组合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研究发现，名词宾语的物性结构决定了 

动词与名词的语义融合及浮现；另外，动词与名词组合所涉及的组合机制实际上比生成词库理论所描述的 

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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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利用数据建立语言模型、设计算法对语言进行处理 

是自然语言处理常见的方法。然而，仅依靠概率而忽略 

语境的统计方法往往无法解决动词与名词组合的复杂问 

题。以动词“出”为例，依托数据的处理模式无法识别 

“出院”的歧义现象，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动词在“出国”

“出狱” “出商场”中 表 “离开”义，而 在 “出庭”中 

表 “出席”义。词项组合的规律及语义的浮现是生成词 

库理论关注的重点。该理论认为，研究词义不能脱离具 

体的语境以及与之组合的成分。根据名词的语义类型， 

动词与之组合时会涉及不同的语义生成机制。名词语义 

类型和生成机制的关系描述见表1 (Pustejovsky &  Jezek, 
2008)。

表 1 语义类型和生成机制

宾语语义类型
动词要求

自然类 人造类 合成类

自然类 类型选择/类型调节 引入 引入

人造类 利用 类型选择/类型调节 引入

合成类 利用 利用 类型选择/类型调节

表 1说明，当动词搭配的宾语语义类型（目标语义 

类型）和实际宾语的语义类型（来源语义类型）一致 

时，动词和名词通过“类型选择”或 “类型调节”机制 

实现语义融合与浮现。当目标语义类型与来源语义类型 

相冲突，需 要通过“引入”或 “利用”机制进行协调。 

然而， Wang &  Huang (2010)和 李 强 （201 5 )分别对汉 

语 “看”字 和 “读”字与名词组合做了细致考察，发现 

动名语义生成机制比表1 所描述的更为复杂。本文沿着 

上述研究的思路，继续探讨汉语动词“听”与名词的组

合机制。

二、生成词库理论的基本主张

由 Pustejovsky (1995)提出 的 “生成词库论” （The
ory of Generative Lexicon, 下文简称 GLT) 认为： 储存在 

大脑中的所有词项，只 具 有 单 一 稳 定 的 词 义 （in- 
fraespecification)，语义的生成是通过词项组合及一系列 

的语义生产机制来实现。GLT提出，可从四个层面描述 

词项的基础语义：一是论元结构：描述词项所含的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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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论元类型；二是事件结构 （Event Structure) : 描 

述词项的事件类型及其内部结构，可分为状态体、过程 

体和转换体等三类；三是物性结构：与百科知识相关， 

包括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能角色及施成角色；四是 

词汇继承结构：描述词项在一个类型系统的位置，即一 

个词项的类型。

基于物性结构信息， Pustejovsky ( 2 001)将名词分 

为三类：自然类、人造类和合成类，其区别如下：自然 

类：与物性结构中的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 

如石头、猴子；人造类：结合物性结构中的功能角色或 

施成角色的基础信息，与自然类相比，突出物体的特定 

功能，如桌子、椅子；合成类：也 被 称 为 “点对象”， 

由自然类和人造类组成，是一个复合概念。

在上一节中已介绍了语义类型与组合机制的关系 

(见表1)，接下来文章对组合机制进行简单阐释，主要 

包括：一是纯粹类型选择：动词要求的语义类型与宾语 

语义类型一致；二是类型调节：动词要求的语义类型能 

从宾语语义继承；三是类型强迫：提取宾语的部分语义， 

迫使其满足动词的要求。类型强迫机制分为两种：一种 

是引入：把动词要求的语义特征引入至宾语；另一种是 

利用：提取宾语的部分语义满足动词的要求。

接下来，文章将利用生成词库理论中提出的物性结 

构、词项语义类型和生成机制，理论，考察不同意义的 

“听”携带宾语名词的情况，探讨动名组合过程中激活 

了何种生成机制，使组合语义得以融合与浮现。

三、“听 + NP” 语义生成机制研究

本节将对“听 + NP”组合结构进行详细分析。本节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CL语料库检索及Sketch Engine搜索 

引擎。关于动词“听”字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归 

纳了五种，其作为量词的用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下面 

分别描述“听”的四种意义：

(一）“听”：用耳朵接受声音

1. “听” + 自然类名词

纯粹类型选择机制： “听”的宾语必须是具有“声 

音”语义特征的名词，常见的名词包括雨声、噪声、海 

浪声、蛙鸣、狗吠、雷声等。这些名词能直接满足动词 

“听”的语义要求，通过纯粹的类型选择机制直接组合， 

实现语义浮现。

2. “听” +人造类名词

类型调节机制：能进入这类组合机制的名词，必须 

是 名 词 “声音”的下位词，比如：音乐。名 词 “音乐” 

的物性结构可描述为声音（形式角色）、有节奏、旋律 

的 声 音 （构成角色)、供耳朵听（功能角色)、创 作 （施 

成角色)。通过名词的形式角色可看出名词“音乐”是 

“声音”的下位词，满足目标语义类型，因此，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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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能实现语义浮现。

人造利用机制： Pustejovsky &Jezek ( 2 0 0 8 )认为， 

当人造类事物的施成角色或功能角色被利用，这一操作 

即是人造利用。比如， “小提琴/钢琴/爵士鼓”属于乐 

器，动 词 “听”可以利用乐器的功能角色，实现语义的 

组合。以 “小提琴”为例，其物性结构可描述为乐器 

(形式角色）、由琴弦、琴身、弓等部分组成（构成角 

色)、供 弹 奏 （功能角色）、制 作 （施成角色）。人类造 

名 词 “小提琴”的功能角色描述为“供弹奏”，“听小提 

琴”实 际 指 “听小提琴/钢琴/爵士鼓弹奏的声音”。动 

词 “听”后还可接表示播放工具的名词，比 如 “录音机 

/MP3/点读机”等。上述名词的功能角色描述为“供播 

放声音”，“听”字正是利用这些名词的功能角色，从而 

实现语义的组合。

点引入+ 人造利用：点 引 入 （dot introduction) 是指 

原本不是点结构（dot object) 的 词 项 （不具有双义面的 

词项）也能被赋予多义面，变成合成类名词。点引入和 

人造利用的机制在动词“听”与名词组合的过程中也能 

得到体现。比如，“听周杰伦/刘欢”组合。根据百科知 

识，名 词 “周杰伦/刘欢”的所指是歌手，动 词 “听” 

利用名词的功能角色（唱歌），将 “声音”义面引入这 

些名词中。因此， “听周杰伦/刘欢”表 示 “听周杰伦/ 

刘欢唱的歌”。“歌曲”作 为 “声音”的下位词，满足动 

词 “听”对论元的语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名词 

不具有相应的功能角色，点引入+ 人造利用机制无法被 

激活。例如：“听小王”无法解读为“听小王的歌”。或 

许 “小王”能唱出优美的歌曲，但 如 果 “唱歌”不是他 

们的职业，不为百科知识所标记，其功能角色无法凸显， 

那么就无法和动词“听”搭配。

在 “听普通话/粤语”组合中，名词所指代表不同 

语言，动 词 “听”利 用 “语言”的功能角色（说、讲）， 

将 “语音”义面引入这些名词中。因此，“听普通话/粤 

语”指 “听用普通话/粤语说的话”。虽 然 名 词 “文言/ 

白话”同属语言工具，但是其所指代表不同的书写方式， 

其功能角色为“写”，该信息无法被动词“听”利用， 

因 此 “听文言/白话”无法实现语义浮现。

3. “听” + 合成类名词

点利用+ 人造利用： “唱片”是合成类名词，既可 

以指物质实体，也可指内容信息。例如：这张唱片很贵。 

(物质实体）/这张唱片很有意思！（内容信息）。当动词 

“听”和 名 词 “唱片”组合时，先利用该名词的内容信 

息义，再利用其功能角色（供欣赏、聆听），实现语义 

的组合。“听磁带”与 “听唱片”的语义生成机制一致: 

动 词 “听”先利用其内容信息义面（录音内容），再利 

用其功能角色（供播放），实现语义组合。

点利用：除 了 和 [物 质 实 体 内 容 ]类 名 词 组 合 ，



“听”字也可以和[事件内容]合成类名词组合，比如: 

戏剧、课程、音乐会、报告、演讲等。上述名词既可以 

与 “持续、上”等动词搭配，表示事件进行的时间持续 

性，也可以与“有趣、精彩”等形容词搭配，表示事件 

的具体内容义。上述合成类名词具有共性： “内容”义 

面的形式角色均可深入描述为“声音” （ [information 
sound])。因此，“听”字可直接利用该义面，满足语义 

生成的条件。也就是说，当这类名词和“听”字组合 

时，只有内容义面被利用，是凸显义面，事件义面被压 

制。

(二） “听”：接受别人的意见

“听”在表示接受别人意见时，其携带的名词必须 

具有内容信息的特征。此外，该类名词的功能角色具有 

[ + 说服性]语义特征。语料库中常见的搭配有听劝告、 

听警告、听建议、听民意等。上述名词属于合成类名词 

( [事件内容])，当这类名词和“听”字组合，其事件义 

被压缩，只有内容义被利用。因此，上述组合的语义生 

成涉及点利用的组合机制。

(三 ） “听”：遵 循 、顺从

当 “听”表示遵循规章制度或顺从命令的活动，具 

有 [ + 命 令 ] 或 [ + 规则 ] 语义特征的名词都能与 

“听”组合。

1. “听” + 自然类名词

名 词 “心”属于自然类名词，其物性结构无显性的 

功能角色和施成角色。本小节讨论的义项要求宾语携带 

[ + 命 令 ]或 [ + 规则 ]语义特征，作为自然类名词的 

“心”显然不具备与“听”字组合的条件，那么，为什 

么 “听 （从）内心”仍能实现语义的浮现？本文认为， 

名 词 “心”借助其形式角色及构成角色，激活了隐喻机 

制，指 代 “自己的情感、想法”。名 词 “心”的物性角 

色描述如下：身体器官、外形像桃子、大小如本人拳头 

(形式角色）、由心肌构成，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 

房、右心室四个腔（构成角色）。名 词 “心”的形式角 

色和构成角色与“容器”所表示的概念合并（有一定体 

积，能装载物体），获得隐喻义“心即容器”。根据百科 

知识和人类自身的生活体验，作为容器的“内心”装载 

着自身的情感以及对外界的判断、认知，对个人的行为 

起到指示性的作用（也可理解为：[ + 命 令 ]语义）。因 

此，“听”字 能 与 “心”字组合，表示顺从内心承载的 

想法。

2. “听” +人造类名词

“听”能 和 “党章/规章制度/规矩”等人造类名词 

组合，实现语义的浮现。本文认为，上述名词虽然是人 

造类名词，但是在与“听”的组合中只涉及纯粹类型选

择机制。也就是说，只是其形式角色（内容信息）和构 

成 角 色 （由一系列条文构成）被利用，语义的生成不涉 

及其功能角色和施成角色。

3. “听” + 合成类名词

“说明书、论语、佛经、兵法”等名词能成为“听” 

字的宾语。上述名词皆属于合成类名词（[物质实体内 

容])， “听”与其组合，直接利用其内容义面（点利 

用），实现语义的融合及浮现。与合成类名词“唱片或 

磁带”相比较， “说明书、论文或佛经”作 为 “内容” 

时，其构成角色具有[ + 规则 ]语义特征。因此，动词 

“听”与其组合时，能生成“顺从、遵循”义。

(四 ）“听”：治 理 、判断

在 “听”表 示 “接受别人意见”义的基础上可引申 

出 “治理、判断”的意思。因为在听取别人意见的过程 

中会伴随着对所听意见的思考和评判，所 以 当 “听”的 

对象由意见类名词转移到政治类名词时，如政、证、讼、 

审等， “听”字的思考及判断语义仍被保留下来。以 

“听政”为例，该组合表示帝王听取臣子报告并决定政 

事的行为，动 词 “听”除 了 表 示 “听取”义，还具有 

“判断、治理”义。

三、总结

对比表1不难发现，动名组合涉及的语义生成机制 

比表1 描述得更为复杂。表 1 认为，动词与人造类名词 

的组合涉及纯粹类型选择/类型调节或者点引入机制。但 

是，分析发现动词和人造类名词组合的机制更为丰富， 

如：当 “听”表 示 “用耳朵接受声音”时，与人造类名 

词 （“小提琴”、“钢琴”等）组合会激活人造利用机制。 

又如表1所示，动词与合成类名词组合涉及纯粹类型选 

择/类型调节或点利用机制，而实际上，还有可能涉及点 

引入+ 人造利用机制，如 “听磁带”“听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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