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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Talmy(2000)认为，现代汉语的词化模式具有S．语言特征，而实现事件的词化 

模式具有强势s．语言特征。国内外学者针对汉语的类型归属展开了诸多探讨， 

然而主要集中在运动事件上。实现事件是五类宏事件之一，为运动事件隐喻扩 

展类型，核心语义为 “实现”，形式上一般由动词或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基 

于文本调查的实证研究有如下发现： (1)现代汉语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具有S一 

语言特征，但并非强势s一语言； (2)现代汉语较多采用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 

“实现”，而动词和补语韵律结构均表现多样，补语的实现形式有行为动词、 

趋向动词、形容词、虚化结果补语等，同时借助体标记来表达 “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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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Tlalmy(2000)基于宏事件的概念结构映 

射到句法结构的模式特征，将世界上的语言分 

为两种类型，即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s，下文简称v_语言 )和附加语框架 

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下文简称 

S一语言 )。他认为区分这两种语言的主要方式 

是看核心图式是由主动词表达还是由附加语表 

达。他提出现代汉语和英语一样，同属于S一语 

言，且是强势S一语言。上述观点引发中外学界 

广泛关注，现代汉语的类型归属问题成为争论 

的焦点。目前主要有4种观点： (1)附加语 

框架说，即现代汉语总体上说是S一语言 (Li， 

1993；Matsumoto，2003；沈家煊，2003；严 

作者简介 ：李家 辰松，2005；Peyraube，2006)。 (2)动词 

春，黑龙江大学应 框架说，即现代汉语属于V-语言为主，S一语言 

用外语学 院副教 为次 (Tai，2003)。 (3)均衡框架说，即现 

授。东北师范大学 代汉语属连动语言，动词和补语语法地位同等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 重要 (Slobin，2004；Chen，2007；Chen& 

后流动站研究员， Guo，2009；阚哲华，2010)。 (4)混合框 

剑桥大学语言学系 架说，即现代汉语既使用＼，．型结构，也使用S- 

访问学者。研究方 型结构 (Chu，2004；Filipovi6，2007)。 

向：认知语义学和 国内目前对于汉语宏事件的研究尚存在误 

翻译学。E-maiI： 区，研究过多集中在运动事件 ，较少涉及其他 

Iiiiachun@hlju．edu．事件。“运动事件仅仅是宏事件的五个组成部分 

cn 
之～；目前少有研究涉及表示物理性位移运动 

事件之外的内容”(李福印。2013：25)。对 

于汉语实现事件 (events of realization)，目前 

研究仍然有限，代表性的有梅祖麟 (1991)、 

袁毓林 (2001)、沈家煊 (2003)、严辰松 

(2005)、贾红霞和李福印 (2015)等。上述 

研究多着眼于事件的表层语言形式，本文则拟 

从实现事件这个语义实体入手。实现事件的核 

心图式一般由动词或动补结构表征，但并不仅 

限于此。对于动补结构的命名问题学界仍有争 

议 ，例如赵元任 (1979)称为动补复合词，陆 

俭 明 (1 990)称为述补结构，王力 (1 988) 

称为使成式，袁毓林 (2001)称之为述结式， 

沈家煊 (2003)等一般称为动结式。各种界 

定的范围并不一致，本文中采用动补结构的说 

法，涵盖黏合型和分离型动补结构。 

2理论框架 

Talmy提出了宏事件的概念，宏事件是“语 

言的概念组织之下的一种事件复合体 ，这种 

复合体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宏事件至少包 

含5类不同的下属事件，即运动事件、体相事 

件、状态变化事件、行动关联事件和实现事件” 

(TaImy，2000：214)。 

2．1框架事件 

宏事件是一种上层概念，通常包括两种简 



单事件及简单事件之间的关系，即 

主事件和副事件。主事件也称为框 

架事件。Talmy认为，框架事件包括 

4个核心元素，即焦点实体、背景实 

体 、行为过程和联想功能。其中， 

焦点实体是一种变量，是注意力关 

注的核心成分。背景实体是体现焦 

点实体特征的参照实体。行为过程 

是焦点实体相对于背景实体发生转 

变或保持原状的过程，为增强事件 

动态性的因子。行为过程包括转变 

(t ranSitiOn)和不变 (fixity)， 

在运动域中以运动和静止的形式实 

现。联想功能具有使焦点实体与背 

景实体发生关联的功能。 

在Talmy的理论框架中，联想功 

能可以单独构成或与背景实体共同构 

成框架事件的图式核心，称为核心图 

式。在运动事件中，焦点实体和背景 

实体均为物理对象。行为过程是转变 

类型，包含Motion，联想功能使焦 

点实体与背景实体发生关联，包含路 

径。核心图式既可能只是路径，也可 

能是“路径+背景实体”。 (见图1】 

2．2实现事件 

实现事件是运动 事件的隐喻 

扩展。TaImv认 为，“实现事件正 

如空间域中从某地到一个具体地点 

的运动。是一种状态域从不存在到 

具有某种特征的存在 。是一种从潜 

在阶段到实现阶段的过渡，或是从 

某种假设的程度到确定成为现实的 

程度”(TaImy，2000：271)。实 

现事件可以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完成 

(fuIfillment)和确认 (confirrnation) 

的组合。Talmy认为主要有下列4种 

类型的组合 ，形成一种递增性实现 

语义系列： (1)固有完成义动词+ 

后续事件附加语 (Intrinsic-fulfillment 

verb+Further event satellite)例如： 

I kicked the hubcap flat．(2)未尽完 

成义动词+实现性附加语 (MOot— 

fuIf．1lment Ve rb + FUIf_IIment 

satellite)例如：The police hunted 

the fugitive down．(3)隐含完成 

义动词+确认性附加语 【ImPlied— 

fu⋯ llment Verb+COnfi rmation 

satellite)例如：1 washed the shirt 

Clean．【4)达成性实现义动词+赘 

语性附加语 【Attained—fuIfiIIment 

verb+Pleonastic satellite)例如： 

l drowned h；m．(Talmy 2000：262— 

263)。 

以第3种类型为例 ，例句中的 

主动词“wash”本身具有隐含的完 

成义，包括一种洗干净的意图，一 

般不添加特别补充说明时已经具有 

洗干净的会话含义，而添加附加语 

“clean”仅是对该意图已经成为现实 

的一种确认。S-语言中，洗干净的 

意图和对意图成为现实的确认用动 

词和附加语共同表征。 

研究方法：小说本文调查 

本文提 出两个假设 ： (1)汉 

语编码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基本属 

于S一语言 ，但并非强势S一语言 ； 

(2)汉语表达 [实现 ]时不仅限于 

“杀死、洗净、踢扁、抓住”这样单音 

节动词加单音节补语的结构，实现 

方式更为丰富多样。为了验证上述 

假设，我们采用小说文本调查的方 

法收集语料。并参照Li＆Thompson 

(1981)、Slobin(1996)等的研 

究设计进行了实证研究。 

框架事件 

焦点实体 行为过程 
＼—— —— —— — 

转变／不变 

联想功能 背景实体 

核心图式 

图 1 框架事件的概念结构图示 (Talmy，2000：221) 

3．1语料来源 

我们首先开展语料调查 ，从6 

部现代文学作品中收集了1 80个实 

现事件。作品包括 ： 《寒夜》 (巴 

金 )、 《骆驼祥子 》 (老 舍 )、 

《丰乳肥臀》 (莫言 )、 《玩的就是 

心跳》 (王朔 )、《一个红卫兵的自 

白》 (梁晓声 )和 《射雕英雄传》 

(金庸 )。上述文学作品语言运用较 

为生活化、IZl语化 ，基本符合lalmy 

对语料的要求。即“口语化、使用广 

泛、频率高”(Talmy，2000：27)。 

其中，动词和动补结构的分布如下： 

3．2动词统计 

在1 80个实现事件中，表 [实 

现 ]的动词出现频次为31次，出现 

频率为1 7．22％。其中，单音节动词 

出现频次23次 。频率 (见表1)为 

12-78％，包括“杀6、开1、砍2、烧1、 

劈 、害 、摔 、捕，、搞，、甩 、打，、 

揍 、砸，、干 、锯 、缚 ”(注：文字 

后数字下标表示该字在语料统计中出 

现的频次 )；双音节动词出现频次为8 

次，出现频率为4．44％，包括“丧失 、 

毒害 、泄露 、遮挡，、败坏 、开除 、 

揭发 、消灭 ”。 

表 1 表 [实现 ]的动词使用频率 

实现 实现动 频率％ 

事件 词频次 

18O 31 17．22 

3．3动补结构统计 

在文本调查中，用动补结构中的 

补语来表示实现事件的共1 49个，占 

82_78％ (见表2)。统计过程中动补 

结构包括黏合型和分离型两种类型。 

表 2 表 [实现 ]的补语使用频率 

l实现事件 补语频次 频率％ 

l 180 149 82．78 

3．3．1黏合型动补结构 

黏合 型动补结构理论上 大致 

可以有1 0种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方 

式，而在文本调查中仅出现 了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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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方式 (见表3)。 

表 3 黏合式动补结构的组合方式统计 

序号 组合方式 频次 频率％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 
1 89 49．44 补语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 2 
41 22．77 词补语 

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 
3 5 2．78 补语 

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 
4 2 1．11 补语 

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 
5 l 0．56 

词补语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 
6 1 0．56 补语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形容 
7 1 0．56 词补语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 
8 4 2．22 补语+名词性短语 

第 1种是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 

语”，频次为89次，频率为49．44％。根据补语 

的类型，可以分为3个小类： (1】动词+结果补 

语，如：戳穿 、震飞 、碰伤 。 (2)动词+趋 

向性结果补语，如：裁开 、拭去 、擦去 、撕 

下 。 (3)动词+虚化结果补语，如：搔着 、 

挤掉 、抓住 。第2种是“单音节动词+单音 

节形容词补语”，出现频次为41次 ，频率 为 

22．77％，如 ：惹怒 、啃光，。第3种是“单音 

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出现频次为5次， 

频率为2．78％，如：踢出去 扯下来 ，其中 

的补语均为趋向性结果补语。第4种是“双音节 

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出现频次为2次，频 

率为1．11％，包括“收拾好 、观察出 ”，其中 

“好”为虚化结果补语，“出”为趋向性结果补 

语。第5种是“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补 

语”，出现频次仅有1次。即“筹借足 ”。第6种 

是“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频次仅有 

1次 ，即“折叠起来，”。第7种是“双音节动词+ 

双音节形容词补语”，仅出现1次，即“交代明 

白 ”。第8种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 

语+名词性短语”，出现频次 为4次 ，频率为 

2．22％，包括“碾成肉酱 、劈成了两半 、烧成 

碎铁 、切成碎块 ”。 

3．3_2分离型动补结构 

分离型动补结构理论上大致可以有1 O种组合 

方式，而实际上出现的只有两种 (见表4)。第 

1种是“单音节动词+得+双音节形容词补语”， 

频次仅为1次，即“撕得粉碎，”。第2种是“单音 

节动词+得+四字补语”，频次为4次 ，频率为 

2．22％，包括“破得稀里哗啦，、烧得干干净净 、 

查得清清楚楚 、忘得一干二净 ”。 

表4 分离型动补结构的组合方式统计 

组合方式 频次 频率％ 

单音节动词+得+双音节形 
1 0．56 容词补语 

单音节动词+得十四字补语 4 2．22 

调查结果表明，符合S一语言类型的实例 

最多，在总计180个实现事件中出现频率为 

82．78％。该组中实现事件的【实现】语义主要由 

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核心图式出现在表层 

成分中的附加语上，即动补结构的补语。因此 

该文本调查支持现代汉语为S一语言的假设。但 

是，有些语料表明现代汉语具有独特性和复杂 

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4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文本调查，现代汉语实现事件的词化 

模式具有S一语言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v_语言 

的某些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实现事件 

并非强势S一语言，不甚典型。这在动词和补语 

上都有体现。 

4．1动词分析 

汉语实现事件的动词类型较为丰富，并且 

在使用上与其他印欧语言有较大的差异。 

第一，汉语 中主动词类型较为丰富。首 

先，本研究的文本调查表明，有些完成性动 

词，可以直接表达 [实现 ]意义，或者添加体 

标记表达 [实现 ]意义。单音节动词如“杀、 

开、砍、烧、劈”等，双音节动词如“丧失、毒 

害、泄露”等。例如： 

[1]贫道追 了他 十 多天 ，才把 他干 

了。—— 《射雕英雄传》 

[2]其他女孩子揭发 了他。—— 《玩的 

就是心跳》 



 

其次 ，动补结构 中的主动词 

【V )不仅可 以由完成性动词 充 

当。还可以由运动动词充当。王力 

【1 988)认 为动补结构应该是外 

动词带着形容词或内动词；贾红霞 

和李福印 (201 5)认为，实现事 

件为认知和实体状态变化，其动词 

为完成动词和意动动词。而下面例 

子中，“蹦”属于运动动词，也可以 

添加补语成为动补结构，表达实现 

事件。此类动词在相关著述中较少 

论述。 

[3]⋯⋯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 

顶。——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第二，动补结构中有些V，可以 

省略补语，仍能表达【实现】意义，后 

面一般添加体标记“了”。例如，下 

面两句中，省略补语后意义基本不 

变。 

[4]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 

掉了。—— 《寒夜》 

[5]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 

看了大家一眼。—— 《骆驼祥子》 

我们对文本调查 中出现的1 49 

个动补结构进行了逐个检验，在其 

所出现的语境中有1 7个V 可以省略 

补语单独使用 ，如 “吃掉、化开、 

杀死”，所占比重为11．41％。多数 

可以省略的补语为虚化结果补语。 

能单独使用表征 [实现 ]的V，仅为 

少数现 象 ，但与我们统计 中表示 

[实现 ]的动词共同构成了总体的 

28．63％。因此本组实例虽未改变汉 

语属于S一语言的事实 ，但这种特殊 

性为汉语属于非强势S一语言提供了 

证据。 

第三 ，动补结构 中的动词补 

语 (V，)有时单独使用，充当主动 

词，表达【实现]意义。这也为汉语归 

属非强势S一语言提供证据。 

[6]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 

饭桌往上一推 ，饭桌翻倒在地上， 

碗碟全打碎了。—— 《寒夜》 

该句中V “打”可以单独使用作 

谓语，V，“碎”也可以单独使用。“碗 

碟全打 了”和“碗碟全碎 了”在汉语 

中均可接受。但这种可以由补语充 

当主动词的实例一般出现于中动句 

中，有待进一步考察。 

4．2补语分析 

以往 针对汉语 的研究 中 ，大 

多数仅涉及单音节动词加上单音节 

补语的形式 ，但在语言的实际应用 

中，我们发现汉语动补结构的实现 

形式非常丰富，类型多样，远远超 

过了文献中列举的类型。因此我们 

从形态上进行了调查。我们将动补 

结构中的补语成分分为动词补语、 

形容词补语 和虚化 结果补语 。其 

中。动词补语包括一般动词补语和 

趋向动词补语。 

动词补语中，常见的一般动词 

有 “穿、死、断、倒”等。趋向动 

词包括 “开、出、去、下”等。虚 

化结果补语有 “着(zhao)、掉、住、 

完、好”。例如： 

[7]⋯⋯紧紧地裹住 了它。 
— — 《丰乳肥臀》 

[8]杀好 了腰，再穿上肥腿的 

白裤。—— 《骆驼祥子》 

形容词补语包括三类：单音节 

形容词补语，如“短、破、净”等；双 

音节的包括“明白、粉碎”；四字成语 

如“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Talmy(2000：101)认为，主 

动词属于开放类 ，附加语属于封闭 

类。英语中的附加语以介词居多。 

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现代汉语 

中的补语可以由动词和形容词来充 

当 ，并非封 闭类 。动词与补语连 

用，构成相当高产的动补结构。因 

此 。现代汉语实现事件词化模式中 

的主动词和附加语的搭配虽与英语 

有相似之处 ，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 

不同。 

结语 

本研究基于文本调查有如下发 

现： (1)现代汉语编码实现事件的 

词化模式基本属于S一语言 ，但并非 

强势S一语言 ； (2)现代汉语较多 

采用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实现】 

意义，而动词和补语韵律结构均表 

现多样 ，补语的实现形式有行为动 

词、趋向动词 、形容词、虚化结果 

补语等，同时借助体标记来表达f实 

现1意义。文本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 

了很多丰富有趣的非典型语言实例， 

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深入研 

究。因此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采用口 

语调查、文本调查和语料库调查相结 

合的手段进一步关注汉语实现事件词 

化的地区方言差异、使用人群差异， 

并关注儿童对实现事件的语言习得问 

题，以及外部条件和受试的个体差异 

对于结果的影响。口 

注释 

① 本文是2 0 1 8年国家社会科学 

基 金项 目“汉 语 致使性 状 态 变 

化事件 的词化 模式及 英译 研 

究”(18B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同时受到2016年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 目“汉语实现 事件词化模 

式的类型学研究”(16YJC740037) 

资助，是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由导 

师张绍杰教授指导完成的，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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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LexiCaIiZatiOn Pattern of Events 

of Realization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Abstract：In Talmy’s(2000)research 

on languagc typo1ogY，modern 

mandarin Chinese is categorized into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and it is a 

strongly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in 

encoding events of realization．Scholars 

have debated a lot on the typ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but mainly focused 

on motion events．Event of realization 

is one of the five macro events and is a 

metaphorically extended type of motion 

events．With“realization”as the core 

meaning，it is usually represented by 

verb·-roots or complements in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two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Firstly， 

when encoding events of realization， 

modem mandarin Chinese behaves as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but not a 

strong one．Secondly，complements 

in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are mostly adopted to represent 

realization．Verbs and comp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can be single—character 

or double—character cOnstructiOns． 

complements being activity verbs， 

di rectional verb s，adj ective s 

or gram m aticalized resultative 

complements，and aspectual markers 

sometimes being used to express 

realization． 

Keywords：events of realization； 

1exicalization：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language ty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