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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具有多种语义解读形式，原因在于包含显性和隐性语义成分的谓语动词与性状

事件共同作用于接受者，使其产生“宽泛性”语义联想。本文旨在为“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提供一个合理的语义解读

方案，首先界定“不含名词的 NP”的应用范围，通过介绍相关理论进而阐明该构式的句法生成过程，最后从动词功能、动
词与省略的名词的关系、隐性次动词与谓补 NP 的关系以及谓补 NP 的语义指向等方面分析构式语义，指出句法上的

SVC 结构在语义逻辑层面可看成 SVO 形式，结合动词显、隐性成分来分析谓补 NP 的语义指向问题，可实现句子“动作兼

容结果”的语义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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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V +NP Without a Noun”
Containing the Meanings of Act and Ｒesult

Wang You-liang
(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Hangzhou 310018，China)

The construction“V + NP without a noun”has several mean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ecause both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mantic components of the predicate verb and the trait event make the receiver imagine extensively． This paper aims at
offering a sensible interpretation scheme for such a construction． It first defines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Second
the theories concerned are introduced，and then the syntactic generation process is illustrated． Finally，the semantic meanings of
“V + NP without a noun”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predicate verb，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 and its object omit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 and its NP complement，and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the NP complem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VC structure in the syntactic way，in some way，can be viewed as the SVO structure in the semantic way． Only when
both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mantic components of the predicate verb are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its NP complement can the ideal expressing the effect of fusing both act and result of“V + NP without a noun”，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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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构式( construction) 指词语与表达的对象之间

存在的常规关系促使词语产生显性语义和隐性语

义，在语义和句子线性表达的作用下形成的特定

结构( 徐盛桓 2003) 。比如:

① a． She sang her finest．

b．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

例①a 为谓补构式，b 为同源构式。其中 a 中

的 sing her finest“V + NP”结构属于特殊的句式结

构，即名词短语 her finest 中不包含任何名词，我

们称之为“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实际上，a

源于 b 同源结构，NP her finest 在形式和意义上都

45

2019 年第 6 期

总第 211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9，No． 6

Serial No． 211

* 作者电子邮箱: wangyouliang0815@ 163． com



与同源结构 her finest song 关系紧密，一定意义上

说属于“隐性同源结构”范畴。

2 “不含名词的 NP”的应用范围
“不含名词的 NP”不能形成独立的信息单

位，需要与前面的不及物动词共同构成一个信息

单元，形成“动作 + 结果”谓补构式，语义上却与

其同源构式不无关系。“不含名词的 NP”一般由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最高级形容词构成，表示动

词动作的结果、情态或评价; 动词主要为非作格动

词( unergative verb) ①，表示动作过程。“V + 不含

名词的 NP”构式从形式上看组合性强，从语义上

看聚合性强。例如:

① a． She sang her finest．
② a． The cock began to crow his best．
③ a． She looked her gloomiest．
④ a． All tongues ought to talk their bitterest．
⑤ a． He laughed his loudest．
⑥ a． She smiled her broadest．
上述 例 句 中 的“不 含 名 词 的 NP”( 划 线 部

分) ，实际上省略谓语动词的同源性宾语名词，相

应的同源结构如下:

① b．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
② b． The cock began to crow his best crow．
③ b． She looked her gloomiest look．
④ b． All tongues ought to talk their bitterest

talk．
⑤ b． He laughed his loudest laughter．
⑥ b． She smiled her broadest smile．
接受者要想明确例①a 至例⑥a 的具体语义，

往往颇费一番功夫，这是因为包含显性和隐性语

义成分的谓语动词与性状事件共同作用于接受

者，使其产生“宽泛性”语义联想。读者初看或听

者初听相关句子时会产生以下 3 种联想意义:

① a． 她唱的歌最好。
b． 她唱得最好。
c． 她唱出最好听的歌来。

② a． 那只公鸡的啼叫最好听。
b． 那只公鸡叫得最好听。
c． 那只公鸡发出最好听的啼声。

③ a． 她的神情最沮丧。
b． 她看起来很沮丧。
c． 她显露出最沮丧的神情。

④ a． 所有人的责骂都应最恶毒。
b． 所有人都应责骂得最恶毒。
c． 所有人都应发出最恶毒的责骂声。

⑤ a． 他的笑声最响亮。
b． 他笑得最响亮。
c． 他发出最响亮的笑声。

⑥ a． 她的微笑最灿烂。
b． 她微笑得最灿烂。
c． 她( 脸上) 展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在以上 3 种语义解读中，究竟哪种符合例①a
至例⑥a 的语义逻辑要求; 表达者如何从深层结

构建构表层结构; 动词语义功能、谓语动词与谓补

NP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谓补 NP 语义指向的是主

语还是谓语; 等等。本文以这些问题为线索分析

和探究“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语义。

3 “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理论阐释
根据同构性和类推性观点( 徐盛桓 2003) ，我

们把同源结构例①b 至例⑥b 看成本源性构式，

各成分与被表达对象之间既存在同构关系，又具

有可类推性，即 SVN 同源结构能以类推方式遗传

给相关的 SVC 谓补构式，这种“遗传性”共轭关系

成为“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形成的理论基础。
目前学者对“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进行

理论阐释的视角有如下几个方面: 同源宾语、补

语、动名关系和含意等，并形成 VP 结构研究的共

识。梁锦祥( 1999 ) 和屈春芳( 2005 ) 主张同源宾

语的修饰语担当传递新信息的角色，是句子的信

息焦点。Crystal ( 1997 ) 、杨子眉( 1989 ) 、刘晓林

( 2006) 、陈昌来和胡建锋( 2003) 等对补语进行系

统研究。David 认为补语包括动词以外构成谓语

的其他部分，杨子眉将补语看作补充词汇动词语

义的句子成分，刘晓林以“小句融合”来评判动词

对谓补的控制程度，陈昌来等提出动词和语迹之

间存在约束照应关系。徐盛桓( 2003 ) 在动名关

系方面指出动词语义内容包含一些表事物的语义

成分，而名词语义内容包含一些表动作的语义成

分。他还认为含意是语言表述中的隐性表述，可以

补充和阐释显性表述，两者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

话语表述。华宗德( 1995 ) 提出“隐性衔接”( im-
plicit coherence) 概念②。周国辉( 2007) 从语义、逻
辑、认知和语境等角度阐明省略出现的“有控制”
情形。

但是，对“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进行阐释

的理论还不够完整和系统，并且一些观点尚存在

分歧。例如，在同源宾语语义指向方面，梁锦祥

( 1999 ) 认 为 宾 语 语 义 指 向 主 语，而 Moltmann
( 1989) 、Mittwoch( 1998) 、高华和金苏扬( 2000) 等

主张宾语语义指向动词。尽管语言学家揭示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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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但在“V + 不含名词的 NP”
构式中“不含名词的 NP”对动词的语义指向问题

上尚存疑惑。杨子眉( 1989 ) 提出的“主补( sub-
ject complement) 出于 SVC”观点，不适用于“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句。徐盛桓( 2005 ) 对谓补

进行的分类未包括“V + 不含名词的 NP”结构。
针对上述不足，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4 “V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句法生成过程
我们用 Chomsky ( 1995 ) 的“提取—移位—整

合”分别对例①b 句的同源结构，例①a 的“V + 不

含名词的 NP”构式，以及从最初词语提取到“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生成的过程描述如下。

4． 1 同源结构句法生成过程

提取: { song． ． ． } { she，her． ． ． } { a． ． ． } { sing，

be． ． ． } { finest． ． ． }

移位: She sang a song + Her song was finest
整合 1: She sang a song + her finest song
整合 2: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
例①b 同源结构的句法生成过程涉及 3 个步

骤: 一是从词库中分别提取所需词汇: 名词库中

song，代词库中 she，her，冠词库中 a，动词库 中

sing，be 以及形容词库中 finest． 二是通过移位将

不同词语组合成句，分别构成动作句 She sang a
song 和性状句 Her song was finest． 三是经过整合1
到整合 2 完成句子的表层建构: 整合 1 是根据经济

原则将性状句 Her song was finest 简化为同源性短

语 her finest song; 整合 2 是根据动名互含假设将动

宾结构 sing a song 转化为动词原型 sing 并将动作

句和性状句进行结构融合组成同源构式。
4． 2“V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句法生成过程

提取: { song． ． ． } { she，her． ． ． } { sing． ． ． } { fi-
nest． ． ． }

移位: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
整合 1: She sang with her finest．
整合 2: She sang her finest．
上述基于同源结构生成的“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也需经过提取—移位—整合 3 个阶段:

先从词库中分别提取名词库中的 song，代词库中

的 she，her，动词库中的 sing 以及形容词库中的 fi-
nest，再通过移位将不同词语组成同源宾语句: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之后经过整合 1 到整合 2
完成句子表层建构。在整合 1 中，省去同源宾语

名词 song，初始生成状态 VP( be with NP) 的底层

结构③ : 抽象性介词短语 with her finest，这时因宾

语名词 song 省略，句子的语义联想变得宽泛起

来; 在整合 2 中，省略介词 with 生成状态 VP 的词

法形式( NP) ④，最终构成“形式经济、名词隐含、
动核结构语义聚合”的特定谓补构式。

4． 3 最初词语提取→同源宾语构式→“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句法生成过程

提取: { song． ． ． } { she，her． ． ． } { a． ． ． } { sing，

be． ． ． } { finest． ． ． }

移位: She sang a song + Her song was finest
整合 1: She sang a song + her finest song
整合 2: She sang her finest song．
整合 3: She sang with her finest．
整合 4: She sang her finest．
从最初词语提取到“V + 不含名词的 NP”构

式的句法生成过程，实际上是将以上 4． 1 和 4． 2
的两种句法生成过程融合而成: 一开始先从词库

中分别提取所需词汇，进而通过移位将不同词语

分别构成动作事件句 She sang a song 和性状事件

句 Her song was finest． 之后经过整合 1 到整合 4
完成句子的表层建构: 整合 1 将 Her song was fi-
nest 简化为同源性 NP: her finest song; 整合 2 将

VP sing a song 转化为非作格动词 sing 的原型，即

单个动词 sing，并将动作事件和性状事件进行深

度融合，形成同源构式; 整合 3 去掉名词 song，初

始生成状态 VP 的底层结构: PP with her finest; 整

合 4 省略介词 with 生成状态 VP 的词法形式: NP
her finest，最终形成 sing her finest“V + 不含名词

的 NP”构式。

5 语义分析
5． 1“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中动词的语

义功能

梁锦祥 ( 1999 ) 认为，除与同源性名词连用

外，非作格动词一般作不及物动词，依此可推断同

源性动词在句法上是及物动词或者至少具有及物

动词的主要功能。Burzio( 1981) 认为非作格动词

本质上具有及物性，Baker( 2003) 强调当不及物动

词后跟补语成分时，该动词在语义关系上具有隐

性使役功能。就例①a 而言，动词 sing 后跟谓补

her finest，该动词应具有语义逻辑上的隐性使役

功能，即动词 sing 通过“唱歌”动作对谓补 her fi-
nest 产生具体的结果性效果或内涵性情态: finest．
Sweet( 2014) 主张及物动词可以向半不及物动词

方向转化。邹科( 1984 ) 指出有些及物动词转化

为不及物动词时，其动作仍作用于失去的宾语。
陈昌来和胡建锋( 2003) 强调 S( S主 + Vi + N ) 结

构是最不典型的及物动词外围成员。据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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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中，谓语动词

因后面省略宾语名词而变为“半不及物动词”，但

仍具有及物动词的核心功能: 动词 sing 动作依然

作用于失去的宾语名词 song，不过“V + 不含名词

的 NP”构式不适用于陈昌来所谓的“最不典型的

及物动词外围成员”观点，因为原宾语名词( 旧信

息) 已省略，“不含名词的 NP”属于无核心名词却

包含新信息的“无名词的名词组”，这时动词 sing
既充当主谓句的动作角色，又对后面的谓补 NP
语义加以限制，作结果性补语的原因，即 her finest
是由 sing 动作造成的，故在“V + 不含名词的 NP”
构式中动词及物性特征鲜明，具有“动作兼容结

果”的语义内涵。
胡建华( 2008 ) 认为句法上的主谓结构和语

义上的动核结构存在和谐对应关系。动词是语义

解读的依据，又是句法结构建构的基础，所以动词

在判断句法和语义一致性关系方面扮演着关键性

角色。在例①a 中，自主动词 sing 既包含施事 she
又包含受事 song( 隐性) ，3 者形成句子基本表述，

而谓补 NP her finest 在语义关系上用以阐释和补

充动词 sing 动作的进一步变化特征，是动词语义的

引申和发展，故而是核心动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根据动词 sing 在句子结构的组合形式: She +
sang + her finest( song) ，和句子语义聚合的凝练程

度: She ← sang→ her finest ( song) ，我们可以判断

例①a 的句法结构和语义表达处于同构关系。具

体而言，从上述句子生成过程( 4． 1，4． 2，4． 3) 看，

句子最终的表层结构和语义关系都需要两子事件

( 动作事件和性状事件) 在形式和意义上的深入

融合。Dowty 指出句法离散性并不影响语义解读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例①a 至例⑥a 句作为最终

生成的句法形式，往往出现结构上省略( 宾语名

词省略) 、混用( 动名搭配而非动宾关系) 和跳跃

( 谓补 NP 的语义解读跨度大) 等“离散性”特征。
但是这种离散性结构具有严密的逻辑要求，属于

词语超常搭配( 周国辉 2007) ，不受完整性句义解

读任何影响。可见，语言通过符号与所指对象的

分离来实现交际或表达目的，特定结构对所指对

象信息的传递可能不够细腻具体，需要依靠接受

者的经验和想象来完成对信息的恢复与归位。
5． 2 动词与所省略的宾语名词之间、谓补 NP

与隐含的性状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陈昌来和胡建锋( 2003 ) 指出动词与语迹之

间存在约束照应关系。在“V + 不含名词的 NP”
构式中，主动词和所省略的宾语名词之间存在约

束照应关系，通过动词对名词的约束和名词对动

词的照应使得显性表述和隐性表述形成一个“立

体化”语义网: 她唱歌了 + 她( 唱得) 最好 + 她

( 的歌) 是最好的。徐盛桓( 2003 ) 主张事物和动

作是不可分的，即使出现名词省略，动词仍以后面

省略的名词为参照点，对自身语义内容所包含的

表事物的语义成分作出选择，并以此作为语义指

向，对省略或隐含的名词产生约束和影响。以例

①a 为例，动词 sing 以省略的名词 song 为参照对

象，对其语义内容中表事件( song) 的语义成分作

出选择，对省略的名词 song 进行约束和控制。同

样，在动词省略情况下，名词仍以前面省略的动词

作参照点，对自身语义内容所包含的表动作或状

态的语义成分作出选择，与省略的动词相互关照。
以例①a 的性状 NP her finest 为例，该性状 NP 在

前面状态动词和次主语 ( 性状句: Her song was
with her finest) 同时省略的情况下，仍以前面省略

的动词 be with 和隐含的次主语 her song 为参照

点，对自身语义内容所包含的表状态的语义成分

作出选择，并以此为语义指向，与省略的状态动词

与次主语相互关照。可见，主动词对省略的宾语

名词有语义上的约束力而谓补 NP 对性状句中所

隐含的次动词和次主语则有语义呼应的功能，这

可能是人类原逻辑思维使然。
5． 3 动词与“不含名词的谓补 NP”之间的语

义关系

动词与“不含名词的谓补 NP”之间的语义关

系，主要从主事件与次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谓

补 NP 的语义指 向 两 方 面 分 析。一 方 面，Givon
( 2009) 把带谓补的动词分成操作动词、能愿动词

和感知—认知—言语动词等，主事件与次事件之

间的 语 义 关 系，从 左 到 右 由 紧 变 松。刘 晓 林

( 2006: 57) 主张操作动词是语义融合程度最高的

词类。笔者认为既然表示自主动作的非作格动词

具有及物和使役等特点，其功能就相当于或接近

于操作动词。在“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中，通

过小句语义的融合，动词与谓补之间的边界变得

模糊，动词对谓补的语义控制程度极高，因而主动

词语法化程度较弱。刘晓林指出不及物动词后跟

宾语的结构是为强调动作对象，那么动词原型与

其后的补语 NP 组成的“V + 不含名词的 NP”构

式，则旨在突出谓补 NP 的新信息角色，使句眼处

于受强调的突出结构位置。
另一方面，谓补 NP her finest 后面因省略宾

语名词 song，使得它自身与动词更靠近，线形距离

的因素将动词 sing 识别为谓补 NP 语义指向的对

象时，大脑所付出的认知努力相对于较远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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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得多或者说要感觉自然得多，原同源结构所

省略的宾语名词与谓语动词所隐含的动作对象具

有同一性，它们对谓补 NP his finest 的语义联想存

在双重作用: 前者与动词有同源关系; 后者与谓补

NP 逻辑上是主谓关系。两者促使谓补 NP 兼具

“修饰”或“指称”等功能，均与主动词直接相关，

语义上受到其控制，因此谓补 NP 语义自然指向

谓语动词。
5． 4“不含名词的 NP”语义指向分析

其一，当语义指向动词显性成分时，谓补 NP
在逻辑上相当于附加语功能。

① a． She sang her finest．
A1． She sang + with her finest
A2． A［NP ( VP( NP) ) ］

例①a 为“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表层结

构，A1 为谓补 NP 语义指向动词显性成分时该构

式的深层结构，A2 为结构公式。在语义指向动词

显性成分时，谓补 NP 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可以用

下面的信息流动图和谓词逻辑图加以说明。
在 she→ sing→ her finest 信息线形图中，主

体 she 从实施 sing ( 唱) 动作到表现出 finest ( 最

好) 程度，整个过程体现出从动作到结果并突出

结果的语义特征( 圆周句) ，尽管动词 sing、施事

she 和受事 song ( 动词隐含) 构成句子的基本表

述，但若缺少谓补 NP her finest，句子语义重心将

严重缺失，故谓补 NP 在句中担当关键性角色，即

句眼功能，用来修饰动词。
从 she ←sing ← her finest 谓词逻辑结构图

看，一阶谓词 sing 对主语 she 的动作属性进行刻

画，然后高阶谓词 her finest 对一阶谓词 sing 的动

作属性又作属性之属性的梯度性刻画，即“唱得

最好”，这样形成一个连贯的谓词语义逻辑关系:

他唱了且唱得最好。谓补 NP her finest 在句法上

虽缺乏“合法”的附加语地位，但从主动词的宾语

( 隐性) 和性状 NP 的逻辑主语之间的同一语义关

系以及谓补 NP 中的形容词与动词之间的“修饰与

被修饰”逻辑关系等因素考虑，“不含名词的 NP”
在语义上“合理”的附加语身份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在语义指向谓语动词隐性成分时，谓补

NP 相当于逻辑谓词。
① a． She sang her finest( 表层结构)

B1． She sang + The song was with her fi-
nest( 深层结构)

B2．［NP( VP) ( NP) ］( 结构公式)

在 B1 式中，主谓句 She sang 构成动作事件，

谓补句 The song was with her finest 构成性状事

件。B2 式反映的是在语义关系上 sing 属动词性

谓语，her finest 为名词性谓语，两者在语义关系上

构成双重谓语结构，谓补 her finest 担当逻辑谓词

的角色。实际上，谓补 NP 语义指向谓语动词隐

性成分时，凸显动作对象的性状特征。
谓补 NP( her finest) 的“名谓”功能还可以从

Van 的“三层结构”体现出来:

词库 { her，． ． ． } { finest，． ． ． }

语义表达式 ［The song］ was with her finest．
句法表达式［She sang］ her finest

胡建华( 2008: 401) 认为，汉语句子中信息的

分拣以动词为基点，前面部分具有话题性 ( to-
pic) ，属于旧信息，动词与其后的补语往往是述题

( comment) ，属于新信息。英语许多句子也遵循

上述规则。在例①B1 深层结构中，动作事件 She
sang 可看成话题功能，而性状句 The song was with
her finest 可当作述题，其中宾语名词 song 尽管是

旧信息，但因与作新信息的修饰语 finest 在语义

上相互聚合靠拢，所以只能位于述题的位置。在

例①a“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中，省去的宾语

名词 song 具有［+ 定指］特征，可担当隐性话题的

角色，由于动名互含原则的要求以及省略的名词

song 在语义逻辑上与谓补结构的主语相关，这样

话题性核心词 song 以隐性方式向性状事件的次

主语位置移位，与谓语动词所隐含的受动元在空

间上彼此靠拢，共同指向同一对象( song) ，这时接

受者的关注点往往停留于主谓句和谓补句之间，

宾语名词因“隐性移位”而“被忽略”，其修饰语则

处于句子显著的结构位置: 句尾。这时谓补 NP
担当逻辑谓词功能，即“她唱的歌最好”( 动作因

作用次要，语义解读上作忽略性处理) 。
其三，谓补 NP 语义同时指向动词显、隐性成分

时，可实现句子“动作兼容结果”的双重表达效果。
① a． She sang her finest．

C1． She sang + ［sing］her finest ［song］
C2． ［NP( ( VP⊙1 ) NP⊙2 ) ］( ⊙1 = 隐性

补语“出”; ⊙2 = 隐性宾语名词“歌”)

从逻辑支撑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

尔( 1981) 将人类思维划分为原逻辑思维和理性

思维两种类型。句子语义解读均受到原逻辑思维

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前者要求接受者的语义解读

需建立在物我互渗的记忆联想经验基础之上，通

过关联与前关联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表达通畅，而

后者则要求接受者基于矛盾率和或然率结合语境

来合理联想。当谓补 NP 语义指向谓语动词的

显、隐性成分时，“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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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解读上就具有具体、明确、生动和动态等特点。
换言之，由动作事件 She sang 和性状事件 her fi-
nest 构成的“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在语义逻

辑上有完全融合的倾向。动词 sing 所隐含的对

象 song 发挥着重要的潜在作用: 作为宾语，衔接

主动词 sing; 作为次主语，衔接性状 NP her finest，
这种隐性衔接使得主动词和谓补事件之间形成粘

合度极高的意义联想关系。具体表现在: 主动作

和次动作同时发生，主动词的宾语和次动词的主

语同指，主动词对次动词的作用通过“动作创造

结果”语义链得以实现，主动词 sing 与次动词短

语( be with her finest) 词法上的初始形态 her finest
直接相邻，两者空间融合度高。主体 she 的意志

性通过动作 sing 对次主体 song 产生 finest 影响效

果，因而如果没有主体动作的实施，次主体就无法

实现其性状结果。这样，主事件的发生对次事件

的发生具有强制约束力，形成前者造成后者的同

一过程，主事件对谓补事件语义上的完全控制不

言而喻。
另外，经小句完全融合而形成的例①c 至例

⑥c 句充满强烈的情感色彩，表达效果强烈: 例①
c 和例②c 句中的“最好听的( 歌声) ”和“最好听

的( 啼声) ”凸显褒扬赞美等积极性情感，例③c 句

和例④c 句中的“最沮丧的( 神情) ”和“最恶毒的

( 责骂声) ”体现了挖苦、贬斥等消极性情感，而例

⑤c 句和例⑥c 句中的“最响亮的( 笑声) ”和“最

灿烂的( 笑容) ”则揭示了烘托热烈气氛、抒发感

慨等夸张描述情调。因此，谓补 NP 同时指向动

词显、隐性成分时，可实现句子“动作兼容结果”
双重表达效果。

当“不含名词的 NP”语义指向谓语动词时，

语义解读可能具有多角度和多层次性，原因在于

动词语义上既包含显性成分，又包括隐性成分，而

性状事件比同源结构在语义解读上更具宽泛性，

接受者往往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根据含意理论和

重新分析视角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语义

解读版本，即句法上的 SVC 结构在语义关系上可

看成 SVO 形式。具体来说，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谓

语动词身上，既突出其动作特点又体现句子的语

义重心( 谓补) ，实现“动作兼容结果”的完形意

义。在例①a 句中，谓语动词 sing 表达主语 she
有“唱歌”这种经历，而谓补 NP her finest 体现“最

好听”这一结果，那么如何表达“她唱歌，同时又

有最好听的效果”呢? 一是重新审视动词，使之

具备发出动作和引起结果的双重身份。根据含意

原方式的要求，我们把“唱歌”动宾结构转换成:

动词原型“唱”+ 补语“出”结构。这种能引出结

果性对象的及物动词，通过“动词 + 补语”形式将

主事件 She sang 和次事件 her finest 联系起来。
二是把抽象意义的 her finest 变为具体事件 her fi-
nest song，即在深层结构上由性状 NP her finest 转

变为事件 NP her finest song． 句子完整的语义是:

“她唱出最好听 的 歌 来”，结 构 式 是: ［NP ( ( VP
⊙1 ) NP⊙2 ) ］，其中⊙1为隐性补语“出”，⊙2 为隐

性宾语名词“歌”。通过这种“动作兼容结果”语

义解读手法，我们头脑中可以产生一幅具体动态

化的情境画面。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界定“不含名词的 NP”

的应用范围，其次介绍该构式研究相关的理论，进

而阐明“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的句法生成过

程，最后从动词功能、动词与省略的名词的关系、
隐含次动词与谓补 NP 的关系以及谓补 NP 的语

义指向等方面，对构式语义进行分析，指出句法上

的 SVC 结构在语义逻辑层面可看成 SVO 形式，结

合动词显、隐性成分来分析谓补 NP 的语义指向

问题，可实现“V + 不含名词的 NP”构式语义解读

上“动作兼容结果”的理想表达效果。

注释

①在 Perlmutter 看来，非作格动词是行为动词，表示动词

论元所指对象主体意愿的“施事”或“感事”等特点。
②华宗德认为隐性衔接是接受者对省略的成分进行补出

的补偿性过程。
③Hale 和 Keyser 指出状态 VP 的底层结构是抽象的介词

词组，其结构是［pD［P with［D］］］。
④胡建华( 2008) 主张状态动词原本不具动词性，只是通

过句法合并生成复合动词: be with，其句法结构为［vp
DP ［V［N］］］，N 是状态 VP 词法化的初始形态。

⑤在没有改变表层结构的情况下，一个本来可分析为一

种语义的结构，由于认知角度的变化，经重新分析变成

另一种或多种语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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