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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中有一种“!"受 # $ # !"处 ”句式，当动词 $ 具有［ # 附着］的语义特征时，该

句式具有可逆性，即句式中的 !"受 与 !"处 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但“!"受 # $ # !"处 ”与

“!"处 # $ # !"受 ”只具有句法形式上的变换关系，二者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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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这样的句子：

（%）12 鲜花插瓶子里
""""""

，要不然就枯萎了。

32 桌子搬楼上
"""""

，别放在走廊里。

（%）中加着重号的语言片段是本文所要讨论

的句式，我们将其表示为：!"受 # $ # !"处 。其中

!"受 为受事语义范畴，!"处 为处所语义范畴。

有的“!"受 # $ # !"处 ”具有可逆性，即 !"受

与 !"处 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而句式依然成

立，如：

（(）12 鲜花插瓶子里 # 瓶子里插鲜花

32 瓷砖儿贴墙上 # 墙上贴瓷砖儿

42 衣柜摆卧室 # 卧室摆衣柜

有的“!"受 # $ # !"处 ”具有非可逆性，即 !"受

与 !"处 交换句法位置后句式不再成立，如：

（&）12 桌子搬楼上 $ %楼上搬桌子

32 自行车推院子里 $ %院子里推自行车

42 病人背医院 $ %医院背病人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

系的“!"受 # $# !"处 ”与“!"处 # $ # !"受 ”实际上具

有不同的派生过程和句类意义。

二、可逆性“!"受 # $# !"处”

先来看一组例子：

（)）12 鲜花插瓶子里

32 瓷砖儿贴墙上

42 凉菜盛盘子里

52 花儿戴胸前

62 干粮带身上

7 2 衬衣穿里头

82 衣服晾院子里

92 粮食晒场院上

: 2 衣柜摆卧室

动词$ 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动作行

为，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整个句式表示

的意思是某种物件（!"受 ）将在某种动作行为（$）的

作用下位移至某处（!"处）。

（)）中的例句都具有可逆性，如：

（/）12 鲜花插瓶子里 # 瓶子里插鲜花

32 瓷砖儿贴墙上 # 墙上贴瓷砖儿

42 凉菜盛盘子里 # 盘子里盛凉菜

52 花儿戴胸前 # 胸前戴花儿

62 干粮带身上 # 身上带干粮

7 2 衬衣穿里头 # 里头穿衬衣

82 衣服晾院子里 # 院子里晾衣服

92 粮食晒场院上 # 场院上晒粮食

: 2 衣柜摆卧室 # 卧室摆衣柜

在“!"处 # $# !"受”中，动词 $ 表示的是一种将

要发生的动作行为，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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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句式表示的意思是某处（!"处 ）在某种动作行为

（#）的作用下将出现某种物件（!"受）。

从表面上看，“!"处 $ # $ !"受 ”是由“!"受 $ # $
!"处”通过 !"受 与 !"处 互相交换句法位置而变换来

的，但实际上，二者有着不同的派生过程。

我们知道，%&：在 $ !"处 $ #$ !"受 是一个由底层

直接生成的无标记施动句，具有陈述的句类意义和

进行体的语法意义。它通过受事 !" 向前移位，处所

!"向后移位等语法手段派生出 %’：把 $ !"受 $ # $
在(到 $ !"处 ，%’ 仍为施动句，具有处置义、完成体等

语法意义，可以有祈使的句类意义。如：

（)）把鲜花插在(到瓶子里，要不然就枯萎了。

%’ 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把”!、“在(到”派生出

%*：!"受 $ #$ !"处 ，%* 是一个非施动句，具有未然的

语法意义和祈使的句类意义，如：

（+）鲜花插瓶子里，要不然就枯萎了。

从 %& 到 %’ 再到 %* 的派生过程可以由例（,）表

明：

（,）-. 在墙上贴瓷砖儿 ! 把瓷砖儿贴在(到墙

上 ! 瓷砖儿贴墙上

/. 在瓶子里插鲜花 ! 把鲜花插在(到瓶子

里 ! 鲜花插瓶子里

0. 在盘子里盛凉菜 ! 把凉菜盛在(到盘子

里 ! 凉菜盛盘子里

1. 在胸前戴花儿 ! 把花儿戴在(到胸前

! 花儿戴胸前

2. 在身上带干粮!把干粮带在(到身上!
干粮带身上

3 . 在里头穿衬衣!把衬衣穿在(到里头!
衬衣穿里头

4. 在院子里晾衣服 ! 把衣服晾在(到院子

里 ! 衣服晾院子里

5. 在场院上晒粮食 ! 把粮食晒在(到场院

上 ! 粮食晒场院上

6 . 在卧室摆衣柜!把衣柜摆在(到卧室!
衣柜摆卧室

另一方面，%& 也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在(到”派

生出 %7：!"处 $ #$ !"受
"，如：

（8）-. 在墙上贴瓷砖儿 ! 墙上贴瓷砖儿

/. 在瓶子里插鲜花 ! 瓶子里插鲜花

0. 在盘子里盛凉菜 ! 盘子里盛凉菜

1. 在胸前戴花儿 ! 胸前戴花儿

2. 在身上带干粮 ! 身上带干粮

3 . 在里头穿衬衣 ! 里头穿衬衣

4. 在院子里晾衣服 ! 院子里晾衣服

5. 在场院上晒粮食 ! 场院上晒粮食

6 . 在卧室摆衣柜 ! 卧室摆衣柜

%7 是一个非施动句，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和类

似说明的句类意义，且常以对举的形式出现在特定

的语境中，如：

（&9）墙上贴瓷砖儿，地上铺地板。

我们可以用图示表示上述派生过程：

由此可见，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系的 %* 与

%7 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派生过程，因此句类意义也不

尽相同。

三、非可逆性“!"受 $ #$ !"处”

先来看一组例子：

（&&）-. 桌子搬楼上

/. 病人背医院

0. 床挪外屋

1. 自行车推院子里

动词 # 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动作行

为，处所是受事的预期性位移终点，整个句式表示的

意思是某种物件（!"受 ）将在某种动作行为（#）的作

用下位移至某处（!"处）。

·&)·

!

" 本文所涉及到的“!"处 $ # $ !"受 ”句式不同于存现

句，虽然它与存现句在形式上具有相同的词语序列：处所语

$动词语 $ 名词语。李临定（&8,)）认为存现句可以用“有”

（或“是”）来替换，替换后不违背原句的基本意思，如，“墙上贴

着瓷砖儿”与“墙上有瓷砖儿”基本意思相同。而本文的“!"处

$ #$ !"受 ”句式则没有相应的替换，如，“墙上贴瓷砖儿”不同

于“墙上有瓷砖儿”，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处 $ #$ !"受 ”具有

未然的语法意义。另外，本文所涉及到的“!"受 ”为光杆名词，

即不带任何修饰、限定成分。否则，“!"处 $ # $ !"受 ”也会成

为存现句，至少可能引起歧义，如，“墙上挂一幅地图”既可以

理解为“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存现句），也可以理解为“墙上挂

地图”（具有未然的语法意义，表示类似说明的句类意义）。

根据格语法的主语前置词删除规则，从 %’ 到 %* 的

派生过程中 %’ 删除了主语前置词“把”，使 !"受 首级主题化，

在句中作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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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例子中的“!"受 # $ # !"处 ”都具有非可逆

性，如：

（%&）’( 桌子搬楼上 ! "楼上搬桌子

)( 病人背医院 ! "医院背病人

*( 床挪外屋 ! "外屋挪床

+( 自行车推院子里!"院子里推自行车

非可逆性“!"受 # $ # !"处 ”与可逆性“!"受 # $
#!"处”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都很相似。,%’：“往

#!"处 # $# !"受”是一个由底层直接生成的无标记

施动句，它可以通过受事 !" 向前移位、处所 !" 向后

移位派生出 ,&’：把 # !"受 # $#到 # !"处 ，,&’具有处

置义、完成体等语法意义，可以有祈使的句类意义，

如：

（%-）把桌子搬到楼上，别放在走廊里。

,&’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把”、“到”派生出 ,-’：

!"受 # $# !"处 ，,-’是一个非施动句，具有未然的语

法意义和祈使的句类意义，如：

（%.）桌子搬楼上，别放在走廊里。

从 ,%’到 ,&’再到 ,-’的派生过程可以由例（%/）

表明：

（%/）’( 往楼上搬桌子 # 把桌子搬到楼上 #
桌子搬楼上

)( 往医院背病人 # 把病人背到医院 #
病人背医院

*( 往外屋挪床 # 把床挪到外屋 # 床挪

外屋

+( 往院子里推自行车#把自行车推到院

子里 # 自行车推院子里

,%’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往”派生出 ,.’："

!"处 # $# !"受 。如：

（%0）’( 往楼上搬桌子 ! "楼上搬桌子

)( 往医院背病人 ! "医院背病人

*( 往外屋挪床 ! "外屋挪床

+( 往院子里推自行车!"院子里推自行

车

我们仍可以用图示表示上述派生过程：

这里，由于 ,.’是个非法句式，所以 ,-’中的 !"受

与 !"处 不可以互相交换句法位置，因而表现出了非

可逆性。

四、“!"受 # $ # !"处 ”具有可逆性及非可

逆性的原因

可逆性“!"受 # $ # !"处 ”（,-）是由 ,&：把 # !"受

#$#在1到 # !"处 派生而来的，,& 由 ,%：在 # !"处 #
$# !" 受派生而来。同时 ,% 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

“在”派生出 ,.：!"处 # $# !"受 。于是 ,- 在表层具有

了一个与之有对应关系的句式 ,.，表现出了可逆性。

但由于二者的派生过程不同，所以 ,- 与 ,. 只是具有

句法形式上的变换关系，其句类意义并不相同。非

可逆性“!"受 # $# !"处”（,-’）是由 ,&’：把 # !"受 # $
#到 # !"处 派生而来，,&’由 ,%’：往 # !"处 # $ # !"受

派生而来。而 ,%’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往”派生

出 ,.’："!"处 # $ # !"受 。所以 ,-’也就失去了在表

层与之有对应关系的句式，从而表现出了非可逆性。

那么，为什么 ,% 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派生出

,.，而 ,%’则不可以？这与动词 $ 的语义特征有着密

切的关系。,% 中的动词 $ 具有［ # 附着］的语义特

征，如例中的“贴、插、盛、戴、带、穿、晾、晒、摆”等，这

类动词除了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即具有动态功能之

外，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之后受事的存在状态，

即具有静态功能，所以动词的“位移性”! 相对较弱，

处所 !"位 于动词前时可用“在”标记，也可以无标记，

因此 ,% 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在”派生出 ,.。,%’中

的动词 $ 具有［ 2 附着］的语义特征，如例中的“搬、

背、挪、推”等，这类动词只可表示动作行为，即只具

有动态功能，所以动词的“位移性”相对较强，处所

!"位 于动词前时只可用位移标记性强的“往”标记，而

不可以无标记，因此 ,%’不可以直接删除格标记“往”

派生出 ,.’。

五、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知，由于动词 $ 的语

义特征的不同，导致了现代汉语中“!"受 # $ # !"处 ”

句式有可逆性与非可逆性之分。可逆性“!"受 # $ #

·&0·

! 动词的“位移性”是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使受

事发生位移的能力。,- 中的动词 $ 即具有动态功能也具有

静态功能，其“位移性”自然弱于只具有动态功能的 ,-’中的

动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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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中的 !"受 与 !"处 互相交换句法位置后句式变

换为“!"处 # $# !"受 ”，但这只是句法形式上的简单

变换，二者的派生过程及句类意义并不相同。

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受

#$# !"处”是一个“施为句”（,-./*.01()2-’），表示“言

有所为”，即说话的本身就是做了某事，如“瓷砖儿贴

墙上”，是说话人让听话人去实施“贴”这一动作。而

“!"处 # $ # !"受 ”是一个“表述句”（3*+’(1()2-’），表示

“言有所述”，即说话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如“墙上

贴瓷砖儿”，只是说明墙上用来贴瓷砖儿这一事实。

可见，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变换关系的“!"受 # $ #
!"处”和“!"处 # $ # !"受 ”在语义和语用平面上的意

义各不相同。

参考文献：

［4］沈阳 5带方位处所宾语的动词及相关句式［%］5语言学论丛（第 67辑）［8］5北京：商务印书馆，499:5
［6］李临定 5现代汉语句型［;］5北京：商务印书馆，49:<5
［=］俞咏梅 5论“在 # 处所”的语义功能和语序制约原则［>］5中国语文，4999，（4）：64? 695
［@］朱德熙 5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5中国语文，49:<，（6）：:4? :A5
［B］朱德熙 5“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5语言教学与研究，49:4，（4）：@? 4:5
［<］朱德熙 5语法答问［;］5北京：商务印书馆，49:B5
［A］何自然 5语用学概论［;］5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49::5
［:］85>5菲尔墨 5“格”辨［;］5胡明扬译 5北京：商务印书馆，67765

!"#$% &’ ()* +*,’-’. &/ !*’"*’0* 1,""*2’ ,’$
3*2-4*$ 12&0*55 &/“617 # 8 # 619”

CD!E FG&1+H
（F3G**I */ J)(-.1(&.-，!*.(G-1’( !*.01I K+)2-.’)(L，>)I)+ 8G1+H3G&+ 4=776@，8G)+1）

:;5"2,0"：MG)’ (G-’)’ /*3&’-’ *+ (G- (.1+’13()*+ */ !" */“!"D # $# !"J”5 NG-+ (G- 2-.O“$”G1’ (G- ’-01+()3 (.1)( */［ # 1((13G-P］，“!"D #

$# !"J”)’ .-2-.’)OI-5“!"D # $# !"J”1+P“!"J # $# !"D”G12- P)//-.-+( P-.)2-P ,.*3-’’ 1+P 0-1+)+H */ ’-+(-+3- ,1((-.+5

<*%=&2$5：!"D # $# !"J；(.1+’13()*+1I；P-.)2-P ,.*3-’’；0-1+)+H */ ’-+(-+3- ,1((-.+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