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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阅读大系”之一种。
阅读对象主要为该专业的研究生及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
《汉语动结式的整合与历时演变》采用概念整合理论，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汉语动结式的整合度高低及
层级分布，对动结式在句法语义等方面表现出的“等级”差异和典型特征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分析，以
此为依据将汉语动结式分为低整合度(A级)、中整合度(B级)、高整合度(C
级)三个等级。
同时，本书将共时研究与历时考察有机结合起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语义因素、双音化趋
势、类推效应、隐喻、转喻等认知因素分析了动结式的形成机制及虚化动因；提出了动结式历时演变
的两种模式，即“链型”和“辐射型”，以及因语言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缺位现象。
本书既反映了国内汉语学界对动结式的研究成果，也突出了作者在动结式研究方面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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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结式之间能否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是鉴别动结式紧密度高低的标志。
整合度相对较低的动结式一般都可以插入“得／不”构成可能式，也都能进入“-A就B”格式。
如“打死”、“磨破”、“刺穿”都可以插入“得／不”变成可能式“打得死／打不死”、“磨得破
／磨不破”、“得穿刺不穿”，都能进入“一A就B”格式，如“一打就死”、“一磨就破”、“一刺
就穿”，它们也都能分解成两个表述，如“打老虎，老虎死”、“磨鞋底／鞋底破”、“刺鱼肚／鱼
肚穿”。
这是因为动结式的历时整合，就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表述被压缩进入双音节框架的结果。
　　当动结式整合度高时，补语R的语义虚化，VR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各种句法表现就会变得不自由
或受到限制。
如“路堵死了”，“死”不再表示本义，虽然在一定语境下可以插入“得／不”变成可能式“堵得死
／堵不死”，但不能进入“一A就B”格式，我们不能说“路一堵就死”，也不能进行分解式变换，如
“*堵路，路死”。
又如“她看破了红尘”，可以说“看得破／看不破”，但不能进入“-A就B”格式，我们不能说“一
看就破”，也无法分解、变换成两个表述，如“*她看红尘，红尘破”。
这里的“破”不是表示本义，而是表示引申义“领悟、透彻”。
可见，VR整合度的高低在结构上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再如“乐坏（了）”、“恨透（了）”，补语“坏”、“透”都表程度义，整合度很高。
一般就不能插入“得／不”构成可能式，没有“乐得坏／乐不坏”、“恨得透／恨不透”的说法；也
不能进入“-A就B”格式，没有“一乐就坏”、“一恨就透”的说法；当然它们也无法分解成两个表
述。
　　根据以上鉴别标准，我们把动结式的整合度高低分成三个不同的层级：A级（低整合度）、B级（
中整合度）、C级（高整合度），动结式第二成分用“R”表示，用“VR1”、“VR2”和“VR3”分
别表示A级低整合度动结式、B级中整合度动结式、C级高整合度动结式。
三个等级形成⋯个层级分布序列，关于不同等级的动结式在句法语义等方面的“等级”差异，我们将
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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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概念整合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过程，在自然语言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对动结式的考察研究中，我们发现汉语动结式具有复杂性，其内部是不同质的，有的是本义或基本
义之间的整合，有的则是本义与引申义（比喻义或转喻义）或引申义与引申义的整合，因此它们的整
合度有高低之分，其分布也是有层级性的。
石慧敏所著的《汉语动结式的整合与历时演变》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采用概念整合理论，从共
时平面探讨动结式的整合度高低及层级分布，对不同等级的动结式在句法语义属性以及语用等方面表
现出的“等级”差异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分析。
共时平面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是历史发展使然，不同层级动结式的语法化有早有晚、有彻底与不彻底
，由此会造成动结式演变模式的不同及发展的不平衡。
有鉴于此，本课题将在共时平面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历史语言事实来分析、廓清和验证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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