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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Talmy( 2000) 把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认为现代汉语属于后者。此后，学界关于现代汉语

的类型所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本文发现相关研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首先，Talmy 所研究的运动事件既包含位移事件，

又包括表示“处所”和“存在”的静态事件。但是，在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中，静态事件几乎完全被学界所忽视。其次，绝大

部分关于事件的研究，没有遵循 Talmy 关于语料的 3 点重要要求( 口语化、使用广泛、频率高) 。本文设计了 10 张关于静

态事件的图片作为实验手段，通过采访 50 位受试和实证方法，得到第一手语料，建立本文语料库，对静态事件进行深入

分析。研究结论支持现代汉语为卫星框架语言。同时，本文发现一些表示静态事件语义的特殊句型，呼吁学界对此问题

进行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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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ary Event: An Exploration on Lexicalization and Typology
Li Fu-yin

( 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almy( 2000) proposes that languages fall into two general types，the verb-framed languages，and the satellite-framed langu-
ages，and mandarin Chinese belongs to the latter． The debate over the typological status of mandarin continues． It is argued in th-
is article that there generally exist two serious drawback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irst，motion event treated by Talmy contains
both translocational motion( e． g． “The boat entered the cave．”) as well as the continuation of a stationary location． ( e． g．“The
forbidden city is in Beijing．”) ． The latter，the stationary event，has been basically neglected． Second，the majority of the rese-
arches on translocational motion events did not observe the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n the colloquialism of the data proposed
by Talmy． Therefore，the present article，aimed at exploring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reflected in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 in
non-translocational stationary events，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the ongoing discussion of the typological status of mandarin Chine-
se． A set of ten pictures were designed as stimuli to represent stationary events． 50 subjects were interviewed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patterns reflected in the data lend suppor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andarin Chinese falls into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Meanwhile，some specific constructions found in the data might hav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which call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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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缘起
Talmy 把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

语言两大类 ( verb-framed languages 和 satellite-fr-
amed languages ( Talmy 2000b: 222 ) ，下文简称 V-
语言和 S-语言) 。Talmy 认为现代汉语属于 S-语
言( Talmy 2000b: 272 ) 。对于现代汉语是否属于

S-语言，学界一直存在争议。Slobin 认为除了上

述两种类型外，还存在均衡框架语言( equipollen-
tly-framed languages，下 文 简 称 E-语 言 ) ( Slobin
2006: 64) 。Slobin 认为现代汉语属于 E-语言。关

于现代汉语类型归属问题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

势。代表 性 的 研 究 有 Tai ( 2003 ) ，Chu ( 2004 ) ，

Chen ( 2005 ) ，Slobin ( 1996，2004，2006 ) ，Talmy
( 2012 ) ，严 辰 松 ( 1998，2005，2008 ) ，史 文 磊

( 2011a，2011b) ，李雪( 2008，2010) ，等等。
但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既往研究存在两

大严重缺陷: 第一，研究者普遍忽视了 Talmy 所说

的“运动事件”不仅包括空间中位移性质的物理

运动，例如“石头从山上滚到山下”，还包括静态

的“持续的存在”，例如“书在桌子上”。这一点仅

从 Talmy 对运动事件的定义就可以明确:“我们把

含有运动及持续性静态位置的情景都看作是运动

事件”。这种静态的运动事件在研究中几乎完全

被忽视了，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简称为静

态事件。第二，既往研究在方法论上也都存严重

缺陷。它们大都没有遵循 Talmy 对语料的 3 点要

求，即 口 语 化、使 用 频 率 高、普 遍 性 强 ( Talmy
2000b: 27) 。由于这两大严重缺陷的存在，直接

导致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方法不科学。最终导

致现代汉语的类型归属目前至少有 5 种结论的现

状。这 5 种类型为: S-语言( 张亚锋 2007: 42) 、V-
语言( Tai 2003，吴建伟 2009 ) 、E-语言、S-语言和

V-语言兼有型( 唐晓磊 2008: 30) 、S-语言 V-语言

以及 E-语言兼有型 ( 阚哲华 2010 ) ，仅列举几个

关键文献。这种现状呼唤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

究，尤其是对静态事件的研究。
为了克服以上两大缺陷，本研究首先将被学

界普遍忽视的静态运动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语

料上搜集使用口语语料，力图在 Talmy 理论框架

下给现代汉语类型归属更准确定位。为此，本文

设计了 10 张有代表性的静态图片，通过在校园等

公共场所采访 50 名受试来搜集第一手口语语料。
由于很多文献中都有对 Talmy 词汇化模式理

论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第二部分将介绍

方法论; 第三部分是主要发现及讨论; 第四部分为

结论。

2 方法论
材料: 共设计 10 张静态图片，见“附件 2 试验

用图片总库 Picture 1 － 10”。这些静态图片都含

有一个焦点物体，一个背景物体。
受试: 受试 50 名，均为汉语为母语的成年人。

采访地点为京内几所高校校园、几个公园、以及公

交车上。采访从 2012 年 4 月初开始，持续大致 4
周时间。男女性别大致各占 50%。

语料搜集过程: 把附件 2 中的 10 张图片分别

打印在 10 张 A4 的白纸上，一张一个图。采访过

程大致如下:

采访者: “您好，我是……大学的学生，现在

帮助老师做一个课题，就是看图片回答问题，只占

用您几分钟时间，您愿意配合一下吗”。
受试:“可以呀”。
采访者: “您能告诉我，在这张图片里，书在

哪里吗?”( 以图片 P1 为例) 。
受试:……
此后，采访者继续对图片 P2 － P10 进行采

访。问题大致如下: “( 那) xxx 在哪里呢?”( xxx
表示 图 片 中 的 焦 点 物 体，下 同。) ; 或 者 “xxx
呢?”; 或者 “( 那) xxx 在哪里呢?”。

语料整理与分析: 整个采访过程全部录音。
根据录音，转写成文字。50 名受试，10 张图片。
这样共得到 500 条答案，也就是整理出 500 个句

子。本文第三部分讨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3 主要发现
本文对 50 位受试所做出的 500 个答句做了

穷尽性分析。经过概括，我们得到 9 个类型，按照

出现频率高低用大写罗马数字标出，从 I 到 IX，

见表1 ( 表中符号说明: VP = 动词短语，NP = 名词

短语，LNP = 方位名词短语( Locative NP) ，PP = 介

词短语) 。因为主语不涉及路径的词汇化问题，

因此在统计中主语没在考虑范围之内。
下面，分别介绍这 9 个类型，确定路径语义成

分出现的位置。Talmy 认为，在运动事件中，［路

径］具有类型学意义，并提出核心图式的概念，核

心图式 = ［路径］+( ［背景］) 。核心图式词化并

入( 或称编码) 的位置有两种: 动词词根和卫星

词，见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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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词汇化模式类型

类型 描述 频次
频率

( x /500)

举例( S 表示受试，S 后的数字表示 50 位受试的排序;

P 表示图片，P 后的数字表示 10 张图片编号。S 和 P
二者组合在一起表示该受试对该图片的描述。)

I: V在 + LNP 动词“在”+ 方位名词短语 218 43． 6% S30P2:“刀子在树干上。”

II: LNP 方位名词短语 169 33． 8% S48P1:“架子上。”

III: VP方式 + PP在 方式动词 + 介词“在”短语 34 6． 8% S46P10:“绳子啊绑在两根柱子上。”

IV: VP在 + NP 动词“在”+ 名词短语 30 6% S44P5:“猫在副驾驶位。”

V: PP在 + VP方式 介词“在”短语 + 方式动词 24 4． 8% S21P4:“在头上戴着。”

VI: NP 名词短语 13 2． 6% S40P8:“天空。”

VII: LNP + VP方式 方位名词 + 方式动词 8 1． 6% S41P4:“头上，戴着。”

VIII: VP方式 + NP 方式动词 + 名词短语 3 0． 6% S12P10:“绳子横跨山崖。”

IX: VP方式 方式动词 1 0． 2% S11P10:“绳子在两个悬崖之间，把两个悬崖连起来。

总和 共 9 类 500 100%

①a． The students entered the classroom． ( 学

生们进入了教室。)

动词 enter =［Move］+ ［Path］( 从教室外进

入教室内的路径。)
b． The stone rolled down the hill． ( 石头滚

下山坡。)

卫星词 down =［Path］( 从山上往山下滚动的

路径。)
c． The book lay on the table． ( 书放在桌子

上。)

卫星词 on =［Path］( 书放置的地点。)

根据语言词化并入核心图式的偏好，Talmy 把

语言分为 V-语言和 S-语言两大类型。核心图式倾

向于出现在动词词根上的，归为 V-语言( 如例①
a) ，倾向于出现在卫星词中的( 如例①b 和例①c) ，

为 S-语言。本文研究的静态事件正如例①c。例①
c 中路径表现为表达位置的介词 on。因此，在本研

究中，我们须要观察核心图式出现的位置。
②: 类型 I: V在 + LNP( 动词“在”+ 方位名词

短语)

a． S7P1:“书在第一个夹层里。”
b． S10P1:“这个书应该在书架第一个格子

里。”
c． S17P1:“它在书柜上。”
d． S21P1:“书在书架上面。”
e． S40P1:“书在架子上。”

例②说明，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方位名词可以

回答像“……在哪里?”这样的问话。方位名词构

成的词组在句中充当背景。以上 5 个回答中，方

位词“里”、“上”、“上面”在语义上等同于 Talmy

所说的如介词和小品词等属于封闭类的卫星词

类。虽然在汉语中，这些方位词划为名词类别，但

是在数量上十分有限，因此属于 Talmy 所讨论的

封闭语类。我们得出结论: 类型 I: ［路径］= 方位

词 = 卫星语素。

③: 类型 II: LNP( 方位名词短语)

a． S9P2:“树干上。”
b． S36P2:“树上。”
c． S37P2:“树干里面吧。”
d． S47P2:“树的中间。”
e． S4P3:“车子左边。”

类型 II 中的句子可以单独回答什么物体在

什么地方的问句。和类型 I 一样，类型 II 含有方

位词。整个句子可以看成是类型 I 中句子的省略

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 类型 II: ［路

径］= 方位词 = 卫星语素。

④: 类型 III: VP方式 + PP在 ( 方式动词 + 介词

“在”短语)

a． S5P2:“刀子插在树上。”
b． S10P2:“刀子插在树干上。”
c． S21P9:“电视机摆在地上么。”
d． S7P10:“绳子架在空中。”
e． S10P10:“绳子挂在两个悬崖的中间。”

类型 III 中的句子，出现了表示方式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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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插”、“摆”、“架”和“挂”等。方式动词后面

是由介词“在”引导的介词短语。路径语义毫无

疑问是在介词短语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类型 III: ［路径］= 介词短语 = 卫星语素。
⑤: 类型 IV: VP在 + NP( 动词“在”+ 名词短

语)

a． S12P1:“书在书架的第一层。”
b． S22P1:“书在柜子的最上面一层。”
c． S31P1:“书在书架的二层。”
d． S32P1:“书在书架的最高的一层。”
e． S46P1:“书在这个柜子的第一排。”
在类型 IV 的句子中，动词应该是“在”，后面

表示背景的为名词短语。关于路径信息，我们有

3 种考虑。第一，路径在动词“在”中。第二，路径

在名词短语中。第三，路径信息既不在动词“在”
中，也不在表示地点的名词短语中，而是在整个构

式中。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动词

“在”加上地点名词的表达，在口语中很常见。例

如“故宫在北京”和“自由女神在纽约”等。
⑥: 类型 V: PP在 + VP方式 ( 介词“在”短语 + 方

式动词)

a． S3P2:“在树的中间插着呢。”
b． S21P4:“在头上戴着。”
c． S21P5:“在车里头呆着。”
d． S14P6:“在水上漂着。”
e． S18P6:“在水上游呗。”
我们认为，类型 V 与类型 III 本质上相同，只

不过方式动词与介词“在”引导的介词短语前后

位置互换。因此，类型 V: ［路径］= 介词短语 =
卫星语素。

⑦: 类型 VI: NP( 名词短语)

a． S25P1:“柜子的顶层。”
b． S28P1:“第一格。”
c． S25P4:“头顶。”
d． S23P5:“副驾驶位置。”
e． S42P5:“副驾驶。”
类型 VI 中的句子，都是表示位置或地点的名

词短语。本类型可以看成是类型 IV 句子的省略

形式，我们认为其句法性质与类型 IV 相同。因

此，无法确定路径语义的归属。
⑧: 类型 VII: LNP + VP方式 ( 方位名词 + 方式

动词)

a． S36P5:“车前坐着。”
b． S3P6:“水面上……浮着。”
c． S3P8:“天上飞。”
d． S39P8:“树上飞着。”

e． S3P10:“两座山的中间拴着呢。”
类型 VII 中，路径语义在动词之外的方位词。

因此，类型 VII 与类型 I 和 II 相同，类型 VII: ［路

径］= 方位词 = 卫星语素。
⑨: 类型 VIII: VP方式 + NP( 方式动词 + 名词

短语)

a． S12P10:“绳子横跨山崖。”
b． S15P10:“绳子在……跨过悬崖。”
c． S30P10:“绳子……连接两个悬崖上。”
本句型中，路径在动词“跨”、“连接”和“连”

中。因此，类型 VIII: ［路径］= 动词词根。
⑩: 类型 IX: VP方式 ( 方式动词)

a． S11P10:“绳子在两个悬崖之间，把两个悬

崖连起来。
本句型为“把”字句子，我们认为是动词“连”

提供了路径语义。因此，类型 IX: ［路径］= 动词

词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动词词根以外的成分

中表达路径语义的类型为 I，II，III，V 和 VII。由

动词词根表达路径语义的类型为 VIII 和 IX。对

于类型 IV 和 VI 中路径语义的编码情况，难以判

断。以上各种类型中的路径信息情况见表2。
根据以上发现，本研究考察的语料支持如下

结论: 现代汉语为卫星框架语言，即 S-语言。

4 结论
静态的运动事件是运动事件的两大组成部分

之一。其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位移”性质的物理

运动，这一部分得到了广泛研究，静态的运动事件

被学界所忽视。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位移”性质

的物理运动事件的文献大部分没有遵循 Talmy 关

于语料的要求。本文遵循 Talmy 对语料的要求，力

图研究现代汉语静态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模式，以此

来考察汉语的类型归属。本文结论认为，现代汉语

属于卫星框架语言，即 S-语言。由于本文的局限

性，尚有许多后续研究可以开展，简述如下。
本文使用的 10 张图片是随机选取的。这种

随机选取不一定准确反映现代汉语在实际使用中

静态事件的实际分布。如何选取和实际语言使用

相一致的静态事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受试数量有限，可以考虑扩大受试数量。同

时可以具体研究不同年龄、职业和性别等不同层

面人群对静态事件的描述。
类型 IV: VP在 + NP( 动词“在”+ 名词短语)

和类型 VI: NP ( 名词短语 ) ，具有特殊性。这种

“在 + 地点”的用法在汉语口语中十分普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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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故宫在北京”和“老张在河北”等等。我们发

现，这两类句型中的例子基本上来自对图片 P1、
P5、P8 和 P9 的描述。如果把这种句型定性为动

词“在”含有路径语义，并且在试验中大量使用此

类图片，那么最终结论就会是现代汉语是动词框

架语言，直接挑战本文目前的结论。
因此，本文建议，对现代汉语中静态事件的语

义编码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在口语语料库中的分布

情况进行全面研究。

表2 S-语言 /V-语言

类型 描述 频次
频率

( x /500)

频率

( x /500)
S-语言 /V-语言

I: V在 + LNP 动词“在”+ 方位名词短语 218 44%
II: LNP 方位名词短语 169 33． 8%
III: VP方式 + PP在 方式动词 + 介词“在”短语 34 6． 8%
V: PP在 + VP方式 介词“在”短语 + 方式动词 24 4． 8%
VII: LNP + VP方式 方位名词 + 方式动词 8 1． 6%

90． 6%

S-语言

［路径］= 卫星语素

IV: VP在 + NP 动词“在”+ 名词短语 30 6%
VI: NP 名词短语 13 2． 6%

8． 6% 不能确定路径语义编码在何处

VIII: VP方式 + NP 方式动词 + 名词短语 3 0． 6%
IX: VP方式 方式动词 1 0． 2%

0． 8% V-语言

［路径］= 动词词根

总和 共 9 类 5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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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图片 Picture 1 － 10( 简称 P1 －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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