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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立英是我的博士生。
这部书的基础就是她的同名博士论文《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
看到书稿即将付梓，真是很高兴。
这其中的辛苦和欢乐，可说她知我也知。
　　曾立英博士入学时已经在三峡大学担任讲师多年，以前写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修辞和广告语言方面
。
我看这些文章挺有灵气，从“移情”视角写出了新意。
本想让她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但她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她认为北大汉语语言学的主要优势在于语言学的核心部分——语法和音系，自己既然成了北大的博士
，就应该学习北大最有优势的学科。
博士的几年中，她要补很多课，要看许多国内外的原著，但她乐在其中。
通过艰苦的学习，她成功地扩展了自己的知识基础。
　　我多年讲授“韩礼德功能语言学”这门课，对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阐述的作格一直有
浓厚的兴趣。
也正由于接触早、思考多，对这之中的“水深”很有体会。
也许是我的兴趣影响了曾立英，她居然选择了作格问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她尽力搜集之前相关的研究文献，发现各种不同的术语乱成一团。
还记得，她千辛万苦地整理各家术语和看法，而我却提出不同的命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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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现代汉语的作格现象，从作格动词到作格句式，到有关作格的语言类型研究，由点及面
，构成一个整体。
　　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五章。
 　 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作格”在国内外研究的状况，从五个角度综合说明前贤对于作格的理解，阐
明本书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主要是在给动词分大类的基础上确立作格动词这一细类，认为作格动词的分出与动词分类的
另外两个维向有重要的关联。
这两个维向分别是：(1)双论元动词还是单论元动词的分类；(2)动词的动态、静态等情状类型的分类
。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作格动词自身必须有自己的论元结构：一个必有论元——“中介”，一个可选
论元——(外部)“引发者”。
具体说就是，从论元的配置上看，作格动词必须既能够出现在单论元句中，也能够出现在双论元句中
；从句式的情状类型上看，作格动词所出现的单论元句表达“中介”这个参与者静态的情状类型。
双论元句则表达“外部引发者致使某物达成某状态”的动态义。
　  第二章论证汉语作格动词的判定标准。
根据前章所梳理出来的作格动词的基本特点，我们在作格动词能出现在NP1+V+NP2和NP2+V交替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诊断式——“使+N+V”和“NP2+自己+V了”的结构，作为判定汉语作格动词
的相容的析取标准。
符合这些条件的汉语动词，才是真正在句法语义中有作格性的动词。
　　第三章具体描写现代汉语的160个作格动词，并将这些动词分成四小类，逐一讨论。
这四类分别是：表“状态变化”的作格动词，表心理状态变化的作格动词，兼属形容词的作格动词和
表“自身变化”的作格动词。
每一子类都讨论其特点，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动词及其各大词典在这些词的释义上的得失，并列出符
合该类特点的词表。
该章还把对作格动词的探讨和词典释义联系在一起，指出现有词典在对作格动词的释义上存在一些模
糊之处，有待修正。
    第四章讨论汉语中最重要的两种作格句式：动结式与存现句。
与鉴别作格动词的方法相同，我们依然用“既可以用于‘表中介的状态’的单论元句中，也可以用于
‘表使中介成为某状态’的双论元句”，作为形式标准来鉴别作格性动结式。
本书还以“破”为例，说明古代汉语作格动词向动结式的演变。
存现句是一种专用的、作格角度的中介句，但存现句中的动词不是作格动词，而是由非宾格动词、及
物动词、不及物动词等不同类型的动词来充当的。
这些不同类型的动词进入存现句后，受句式的制约，在句中统一表现为非宾格动词的特点：(1)只带“
中介”单论元；(2)动词表达该论元有关的状态、现象而非有意识的动作。
    第五章借鉴Dixon(1994)的观点，根据S、A、O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考察汉语的主
语系统的选择情况。
Dixon把语言分为“主格一宾格”、“作格一通格”和“分裂的系统”三种类型。
汉语是属于“分裂的系统”这一类型的。
在这个前提下讨论汉语的动词分类情况，讨论汉语的动词在小句内选择什么样的主语，在小句和小句
之间选择什么样的主语，同时通过汉语和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对比来说明主语系统的选择差异。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语不是典型的“作格语言”或典型“宾格语言”，也不是“作格／宾格”各占一
半的“动词分裂型语言”，而是属于“分裂的系统”中“变动的主语系统”这一类型。
    结论部分主要总结本书的选题意义、主要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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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作格术语的翻译  　二、作格研究综观　  (一)作格的类型学研究　  (二)从动词分类的角度
看作格　  (三)功能派针对作格关系所谈的作格　  (四)从认知的角度谈作格　  (五)关于汉语的作格研
究    (六)本书的理论背景  三、本书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一)本书研究思路　  (二)章节安排　四、语
料来源第一章  动词的分类与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  一、动词分类、作格动词与语言类型  二、与作格动
词相关的动词分类    (一)双论元动词和单论元动词    (二)动态动词和静态动词¨    (三)动词的细类--作
格动词  三、作格动词的语义角色及其分析　  (一)作格成分的确认　  (二)对作格角度句式中论元身份
的分析　  (三)作格动词  四、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　  (一)作格和致使　  (二)作格动词的词汇句法结构
和词汇语义结构第二章　汉语作格动词的判定　一、汉语鉴别作格动词的特殊困难    (一)非作格动词
不能有使役结构和不及物结构的交替    (二)及物动词能否进入"NP1+v+NP+NP2"和"NP2+V"的交替格式
　二、确定作格动词的标准    　(一)确定作格动词的标准之一　  (二)确定作格动词的标准之二　  (三)
确定作格动词的标准之三　  (四)三条标准的满足次序  三、作格模型之一--"X化"  　  (一)关于英语的后
缀-ize　  (二)汉语的"X化"  四、其他相关问题      (一)非宾格动词与作格动词的区别    (二)有致使义的动
词不一定就是作格动词第三章  现代汉语的作格动词及其释义    一、作格动词的意义和分布    二、表"
状态变化"的作格动词　　⋯⋯第四章　动结式、存现句与作格第五章　从“作格”角度谈主语系统的
选择结语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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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宾格语言与作格语言的提出。
这主要是从名词的形态变化看作格，根据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的格标记是同于及物句的主语还是宾语
，把语言分为宾格语言和作格语言两大类。
　　b.分裂作格的提出。
　　c.词法作格与句法作格的提出。
将“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是同于及物句的主语还是宾语”的判定依据，由小句内（词法作格的范围）
扩展到小句外（句法作格的范围），从小句衔接中省略主语的论元身份、反身代词的指代等现象观察
一种语言句法上的作格性或宾格性。
　　（2）从动词分类的角度看作格，生成派提出不及物动词有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但及物动
词不区分两类。
　　（3）功能派从语言对世界有不同的认知模式的角度，来讨论作格语言与宾格语言的区别。
　　（4）从认知的角度谈作格，主要是从语言与认知的接点谈作格。
　　（5）专门针对汉语而谈有关汉语作格现象的研究，并评价汉语作格研究的状况。
　　以上是我们从作格含义的角度对已有研究的分类，其实这5个方面的研究是相互影响的，在时间
先后上是彼此交叉的。
比如，正是由于不同语言在名词格标记上有截然相反的表现，才引发了功能派关于语言对经验世界有
不同的认知模式的讨论；而又由于有不同认知模式的观念，类型学的研究才能够从名词格标记的不同
扩展到其他句法形式的不同、动词分类的不同以至篇章衔接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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