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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在中动句 à

m

f

m

7&T中"f是中动词"是界定中动句的主要依据! 对于哪些动词可以进入中动句目前还缺

乏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动词的时态#及物性程度及其论元结构等句法语义特征都是它能否进入中动句的限制性条件"

以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作为切入点也有利于提高中动句式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中动词$及物性$论元$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6#2555文献标志码!7555文章编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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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句式中#f是动词# à代表名

词词组#在句中作主语& 如!

例 !5E)VL(SK''0 SRMMS\RMM)这本书好卖'

K)VLRK''0 URE&S&(NN(.OMQMJ)这本书读起来

很难'

.)VLEQ.EU&U(TRSRES(MJ)那辆车开起来很

容易'

这类句子结构形式上是主动句#但在语义上

为被动句#在句中也无类似 KR

m

T

4

R&的形式标记&

在语法研究中#这类句子被称为中动句"P(&&MR

SR/QR/.R% 或主语受施句 "SOK-R.Q

4

[EQ(R/QSR/]

QR/.R%

)!*

#在+当代英语语法大全,中#此类句式被

称为'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E.Q(TR(/ N'UPKOQ

[ESS(TR(/ PRE/(/F%

)#*

&

中动词与其他动词不同#由于其主要是表述

事物的状态-特征等#所以在动词时态方面的界定

一般被认为是一般现在时#我们将通过对比作格

句来更进一步让此结论得到证实& 并且从其状态

的改变来分析非一般现在时中动词出现的个性

情况&

通过对以往关于中动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考

察分析#在中动句式中#有人把中动词界定为不及

物动词#也有人将其界定为及物动词$那么中动词

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划分#还是二

者皆可#在句法结构中#我们无法区分中动词与其

他动词的差异#但在语义中二者存在较大差异&

传统语法 @fC句型中#动词皆带有外论元

"RZQRU/EMEUFOPR/Q即传统语法的主语%和内论元

"(/QRU/EMEUFOPR/Q即传统语法的宾语%& 在以上

例句中#动词表面上均为只带内论元的不及物动

词& 不少学者认为中动词带一个显性受事论元和

一个隐性施事论元)**

& _RJSRUhe'R[RU"下称

_he%

)3*也认为中动结构与被动结构一样暗含施

动者#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 被动结构用 KJ

将施动者外化#而中动句不能带 KJ短语)"*

& 通过

语料库分析)1*

#发现在中动句的例举中#大多以

SRMM# URE&# &U(TR为谓语动词来呈现#是否所有动

词皆可以作为中动词#若不是如此#对中动词又有

何具体界定& 传统语法无法回答以上问题#本文

"*!

!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cGB!1%

作者简介!周启强"!%12

4

%#男#湖南炎陵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试图从语义的角度#通过对中动词论元的施事性

分析来确立中动词的界定标准& 且在英语句式教

学中#对此类特殊的句式应更加强调形式与功能

的互动#以及强调意义和语境的相关性&

#5中动词的时态特征

时态为动词的一个典型特征& 时态变化指动

词动作作用在受事者上#使其在不同的时间在状

态上发生变化& _he"!%+3%提出中动句并不是

描写某一时刻某一特别的事物#而是描写该事物

本质的特性#则其中动词时态一般表现为一般现

在时& 且>EFE/

)2*在时态方面将中动句与作格句

做出区分#认为作格动词可以有时态的变化#而中

动词的时态变化受到限制& 如!

例 #5E)VLRKOQQRUPRMQR&)黄油化了'

K)VLRKOQQRUPRMQSRES(MJ)这个黄油容易化'

E为作格句#K 为中动句#我们可以把 E中的

动词换成'(SPRMQ(/F('\(MMPRMQ('LESPRMQR&(等#

对其时态进行任何变化都可以$但若将 K 中动词

换成'PRMQR&(#则会发现该句为问题句'VLRKOQQRU

PRMQR& RES(MJ(#在句义理解上是错误的& 虽然

>EFE/同时也例举出非一般现在时的结构的中动

句'VL(SPE/OS.U([Q(SURE&(/FKRQQRURTRUJ&EJ)(在

此句子中#其动词动作性仍然不强#该句表达的还

是一种属性#'手稿(是好读的这一属性#即使在

此用了进行体#表达的是随时间的变化该属性也

发生了变化#即手稿一天天地变好了 "通过修

改%&

时态与时间密切相关#但关于语言中的时态

中仍然存在争议#主要分为两大派分别支持不同

的时态观!无时态观与有时态观& 无时态观认为

任何事物与命题都不随时间变化#事件不具备将

来-现在或过去时间性质$有时态观则认为#事件

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 就事件发生的先后

顺序#可将时间分为三段#即现在-过去与将来#一

般将说话时间点作为现在时间& 过去与现在的事

件是已发生真实存在的#其命题的真值条件是永

恒不变的$而将来的事件是尚未发生而具有不确

定性的& 根据中动句表示事物状态-属性的特质#

该句属于支持无时态观一派#认为其事物的状态

是永恒不变的& 但世界上很少有事物能够永恒不

变#当中动句描述的事物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状态

时#或是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时态相应可发生变

化#如'VLRKOQQRU(在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下#就不

能将其性质定义为'PRMQSRES(MJ(了#那此时我们

认为'VLRKOQQRUPRMQR& RES(MJ(可以被接受#可以

理解为#在温度还没有如此低之前#这个黄油容

易化&

*5中动词的及物性问题

关于中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这一问题#在学

界有很多争议#总结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

点以 _he为代表#认为中动词为及物动词#是具

有及物性的#_he在解释中动词的特性时就已涉

及该问题#他们认为中动结构与被动结构相似$第

二种观点是以 >EFE/ 为首的学者们#他们认为中

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第三种观点则是部分学者认

为中动词是介于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之间的

'间及物动词(&

@QU'(0

)%

4

!!*认为中动结构在句法层通过移位

生成#生成过程中动词的论元结构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动词将包括其外论元在内的整个论元结构

完整地投射到句法结构中#即中动词为带有完整

论元系统的及物动词#只是通过句式变换变成表

象为无内论元的不及物动词& _he用复合构词

法-表重复性E\EJ# 'OQ前缀-介词的删除与滞留

等手段来证实中动词的及物性& 我们都知道#在

句中不带有宾语"即内论元%的动词为不及物动

词& >EFE/认为中动词是由词汇手段派生而生成

的#在句法上是不及物动词& 面对如此大的争议#

许艾明)!#*认为中动词既有及物动词的特征也有

不及物动词的特征#提出了中动词'中间性(的假

设#该假设认为这种中间性生成的条件就是行为

动词'状态化(的结果#如!

例 * E)VLR[L'/RSRMMS\RMM)这部手机卖得

很好'

K)cRSRMMQLR[L'/R\RMM)我们卖这部手机卖

得好'

在例 * E中SRMM一词#动作性显然没有很强#

在这个句子中#强调'卖得很好(并不是一个具体

的动作#而更加倾向于一种状态#告知我们这部手

机现在的市场状态是'卖得很好(& 在 K 句中#

SRMM一词则是表达了具体的动作#强调我们'卖(

的好这一动作& 且许艾明认为中动词状态化的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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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状语或副词性修饰#动词中间化的条件是状

态化#状态化是由状语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

状语#也就无所谓中动词了(& 徐盛桓)!**还认为

这是因为一个事件预想动作没有发生#就成为一

种状态 &

本文则更加倾向于中动词是及物动词这一观

点#认为中动词在句中结构形式上表示出不及物

性#但要构成中动句#在句中的中动词必有一个受

事者#也就是内论元#且其在句法上是在句子主语

的位置#这样存在受事者的动词为及物动词&

从语义角度来看#'二位关系(是用及物动词

所表现出来的句子呈现出的述谓结构)!3*

& 以'猫

吃蝙蝠";EQSREQKEQS)%(为例#语义关系如下图!

从形式上来看#在中动句中是只有一个论元

表现出来的#而该论元在句式中主语的位置#就中

动词及物性问题#首先我们通过典例来分析其语

义关系!

例 3 E)_'URE/ [U'TRUKS&'/'QQUE/SMEQRTRUJ

\RMM)韩国谚语不好翻译'

K)VL(SKURE& SM(.RSRES(MJ)这个面包好切片'

.)VL(SK''0 URE&SM(0RE/'TRM)这本书读起来

像一本小说'

(!")

从例 3中所有例句看来#句中动词本身是及

物的#且句子的主语并不是其逻辑主语#而是逻辑

宾语#我们可以对此类句子进行任意地主语补充#

按照传统语法句型来搭配句子主谓宾关系#以

"3%中动词为例#如下!

例 " E)cR.E/* QQUE/SMEQR_'URE/ [U'TRUKS

TRUJ\RMM)我们不能把韩国谚语翻译的很好'

K)cR.E/ SM(.RQL(SKURE& RES(MJ)我们可以很

容易地把这个面包切片'

.)cR.E/ URE&SQL(SK''0 M(0RE/'TRM)我们可

以像读小说一样读这本书'

根据例 3-例 "#我们可以理解中动句式的语

义关系如下图!

然而#也有人提出中动句中的动词本身就是

不及物动词的观点#并给出例句!

例 1 BRE& 'NaV7+ >U'P/'\'/! J'OqMMLETR

Q'KR[EU0(/F(/ QLR:M'Q)

6EKU(RMM+ VLR:M'Q, VLEQ*SM(0REP(MRE\EJ)

"['(/Q(/FQ'LRUL(FLLRRMS# VLRSR&'/*Q\EM0)

BRE& 'NaV7+ VLRJ&'/'\)"<RS[RUEQRB'OSR]

\(TRS#

例 1中例句为不及物动词构成的中动句#但

其中的主语都不是动词的直接受事对象#直接受

事动词应为'\REU"穿%(或者任何可以作用在'

L(FLLRRM"高跟鞋%(上的动词& 该施事主语与动

词不能构成动宾表达#即不能说'

#

\EM0 QLRL(FL]

LRRMS(#因此还是与典型的中动句有一定区别

的)!1*

& 由于该例句不符合前文我们所分析出的

中动句语义关系的结构#我们不能把该类句子归

类为中动句式& 此类例句还有'VLRS[U(/F.'PRS

S'NQMJ)(不符合中动句语义关系结构#即不能将该

句变成'二位关系(的结构#不能说'

#

cR.'PR

QLRS[U(/F)(其主语S[U(/F不是动词 .'PRS的直接

受事对象&

就中动词的特殊性#在此#按照 B'[[RUh

VL'P[S'/

)!2*的说法#及物动词有高低及物性之

分#我们认为中动词应该是低及物性的"表 !%&

就中动词及物性问题#我们根据此表分析&

首先是参与者#在中动句中#仅有一个参与者存

在#且该参与者为动词的受事者#所以属于低及物

动词$就中动句在语义上表现出状态特征#其中动

词动作性是表现为非动作性的#该观点徐盛桓早

已经提出#该观点也表明中动词为低及物性的动

词$有界化就是'从结果-程度-状态-时间-空间-

次数等方面对谓语动词中心词进行限制(

)!+*

& 也

曾有学者认为中动词为有界化动词#主要是从中

动句的状语对动作的限制而断定的#但在此我们

认为就中动词自身而言是不能受到任何时态和状

态的限制#其表现更多的是事物特征#不会随时

间-空间等的变化而改变#故中动词为无界化动

词$瞬时性动词不能用来描述动作状态#强调动作

的完整性#故中动词为非瞬时动词$动词的自主性

取决于其施事主语#在中动句句式表现中#其施事

主语是未表现出来的#所以中动词可以被认为是

非自主性动词$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变换成其否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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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该动词的动作性减弱#状态性增强& 如!

例 2 E)H'[R/ QLR&''U)我开门'

K)H&(&/*Q'[R/ QLR&''U)我没有开门'

表 !5动词及物性程度"B'[[RUhVL'P[S'/%#"##

BH6B"高% GCc"低%

7)a7eVH;Ha7̀ V"参与者%

# 'UP'UR[EUQ(.([E/QS# 7"7FR/Q% E/& C"CK-R.Q%)

"两个或者更多的参与者%

! [EUQ(.([E/Q"一个参与者%

:)_H̀=@H@"动作性% E.Q('/"动作% /'/

4

E.Q('/"非动作%

;)7@a=;V"体特性% QRM(."有界% EQRM(."无界%

<)aD̀ ;VD7GHVI"瞬时性% [O/.QOEM"瞬时动词% /'/

4

[O/.QOEM"非瞬时动词%

=)fCGHVHC̀ 7GHVI"自主性% T'M(Q('/EM"自主% /'/

4

T'M(Q('/EM"非自主%

>)7>>He?7VHC̀ "肯定性% ENN(UPEQ(TR"肯定形式% /RFEQ(TR"否定形式%

6)?C<="语气% UREM(S"现实的% (UUREM(S"非现实的%

B)76=̀ ;I"施动性% 7L(FL (/ ['QR/.J"强% 7M'\(/ ['QR/.J"弱%

H)7>>=;V=<̀ =@@ C>C"宾语受事性% CQ'QEMMJENNR.QR&"完全受影响% C/'QENNR.QR&"不受影响%

Y)H̀<HfH<D7VHC̀ C>C"宾语个体性% CL(FLMJ(/&(T(&OEQR&"高度个体化% C/'/

4

(/&(T(&OEQR&"无个体化%

55对比例 2 中两个例句#K 句中'没有开门(表

现为一种状态#由此可知否定句状态性增强#动作

性减弱& 结合中动句中动词状态性的特性#我们

把肯定性归类为其状态性方面#认为动词状态性

强则为低及物动词$动作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

分体现在动词动作是否发生#中动句中动词强调

事物特征状态#为未发生动作#属于低及物动词$

动词皆有施动性#但有强弱之分#施动性强的动词

能导致动作发生#中动词不能导致动作发生#其表

现为弱及物性$宾语受事性的强弱取决于宾语或

受事者受动作影响的程度#我们认为受事者在动

作作用下发生状态变化越强则受影响程度越大#

反之状态不发生变化则其宾语受事性不受影响&

下面通过被动句与中动句为例予以说明!

例 + E)VLR\(/&'\\ESKU'0R/ KJV'P)窗户

被汤姆打破了'

K)VLR\(/&'\ KURE0SRES(MJ)这扇窗户容

易破'

例 + E中表示受事者受到实施者发出的外

力#使其状态强制性发生变化#可以理解为E中受

事宾语受事性强& K 中更强调的是受事者'容易

破(的特性#状态未发生变化#则其宾语受事性不

受影响$刘正光)!%*提出决定宾语个体性程度的

是!人或者有生命的-专指的-具体的-可数的-单

数的& 越符合以上特征#其个体化程度越高#反之

则低& 中动词受事宾语为无生命的事物"此观点

在下文有提及%#中动句是对某个事物特征的描

述#描述对象一般为一类事物#我们称之为'类事

件"FR/RU(.RTR/Q%(

)#$*

#其并无专指-具体等特征#

则以此来看#我们仍然认为中动词应该是低及物

性的动词&

35中动词论元的语义特征

中动词的论元问题与其及物性问题有很大联

系#在中动结构 à

m

f

m

7&T中# à与f之间的关

系为! à是动作f的受事者#即内论元#如!

例 % VLR&''U'[R/SRES(MJ)这扇门很容易

打开'

在这个句子中#&''U与 '[R/ 之间的关系是#

'门(是'打开(这个动作的受事者#即'门(为该

句的内论元& 在传统语法基本句型中#@f"主语-

谓语%成分必不可少#那么在该句中#'打开(这个

动作的施事者是否存在& 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动

句中是存在外论元的#不过是被隐含了的施事者&

那么是否所有动词只需有一个受事者存在于

句子构式主语的位置皆可以构成中动句#该受事

者为动词内论元#且存在一个被隐含的施事者#该

施事者为动词外论元&

陈平)#!*提出原型施事与受事的特征分别为!

原型施事!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

自立性$

原型受事!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

附庸性&

陈平还指出不论是施事还是受事其性质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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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之分#在具体句中#名词所包含的哪种特征数

目最多#则表现为其施事性或受事性越强& 并通

过分析句中主要成分"如主语-宾语%与语义成分

之间的配对原则#总结归纳出其主语充任语义角

色的优先顺序为"宾语充任语义角色顺序从右至

左排列%!施事o感事o工具o系事o地点o对象o受

事& 感事具有感知性$工具具有使动性和位移性$

系事一般理解为与动词关系比较间接的名词"如

双宾语中的间接宾语%$地点具有自主性和静态

性$对象具有受动性-渐成性和自主性& 我们可以

看出施事性越强充当主语倾向性越强#受事性越

强充当宾语倾向性越强&

结合该原则#笔者认为!在中动句中#动词隐

含外论元施事性大于内论元#且论元的施事性在

其作用的动词中表现出来#此类动词称为施事性

动词& 中动词的内论元不能是施事性强的语义角

色#即中动词不能为作用在施事性最强的名词上

的动词& 一般认为有生命-有思想的人类为施事

性最强的语义角色的#其具有主观能动性#其思想

与行为#甚至是状态的改变都是自发的改变#具有

原型施事性特征中的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

移性-自立性全部特性& 而内论元位于中动句受

事的位置#动词的动作会作用在内论元上而导致

其状态发生变化& 一般认为无生命的事物名词受

事性最强#其具有原型受事性特征中的变化性-渐

成性-受动性-静态性-附庸性全部特性& 故中动

词的内论元应为事物名词#该名词承受中动词发

出的动作#为动作的受事者& 无生命的事物发生

状态上的改变是被有生命的生物施加动作而形成

的#有生命的动物即使是被施加动作而发生的状

态改变#该改变我们也认为是该动物自发反映出

来的& 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对比下列例句中外论元

与内论元的施事性来解释该观点"句中中动词的

隐含外论元我们可以用施事性最强的语义角色

@K来补充%&

例 !$ E)

#

B(SP''& (PEF(/RSRES(MJ)他的情绪

想象起来很容易'

K)

#

V'PL(QSRES(MJ)汤姆打起来很容易'

.)VLR.L(M&UR/ M''0SENQRURSE(MJ)孩子们很容

易照顾'

&):OUREO.UEQSKU(KRRES(MJ)官员们很好贿赂'

R);L(.0R/S0(MMRES(MJ)鸡很容易杀'

N)VLEQK''0 UE&Ŝ O(.0MJ)那本书读起来很快'

>RMMKEOP

)##*提出表示感知-理解-怀疑-情感

等此类感事动词都不能构成中动结构& E句中动

词 (PEF(/RS不是施事动词#而是感事动词#所以我

们认为E句不能构成中动句$K 句中 V'P为人类

名词#其对动词 L(Q的施事性与隐含的外论元 @K

相同#根据我们上文提到的观点#动词隐含外论元

施事性大于内论元#该句不能构成中动结构& 我

们从语义上也可以分析 K 句为!我们可以说 V'P

被YE.0打#但不能说 V'P这个人很好打#在语义

上的理解有歧义& .句中#内论元.L(M&UR/ 对动词

M''0SENQRU无施事性#我们认为儿童的认知就成人

相比较其施事特征中的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

位移性-自立性都没有成人强#即使句中 .L(M&UR/

为有生命-有思想人类#但也并非施事性最强#且

此时对外论元 @K 根据其施事性大于内论元原则

限定#必须是比 .L(M&UR/ 的施事特征更强的 @K#

如!QRR/EFRU# [EUR/QS等& & 句中#:OUREO.UEQS对动

词 KU(KR无施事性#其在思想上以及身体上是接受

该动词所施加的动作#隐含外论元 @K对动词具有

施事性#即在该句中我们认为外论元 @K 对动词

KU(KR施事性大于 :OUREO.UEQS$R句中 .L(.0R/S是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语义角色#但我们认为其施事

性小于外论元 @K#该句可以看作中动句$N句为典

型中动句结构#内论元 K''0 为无生命的事物#显

然施事性小于外论元 @K&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一般认为双及物动词

"带有双宾语结构的动词%不能作为中动词#因为

该动词有两个内论元#且其中一论元为施事性较

强的人#另一为受事性强的无生命的事物#所以我

们无法比较其内论元与外论元的施事性强弱#则

不认作为中动词来构成中动结构& 英语双及物动

词构句的中心意义是施事外论元通过某行为使受

事客体 "内论元% 向接受者 "内论元% 成功转

移)#**

& 但是#在一些双及物动词构句并不一定受

事客体被成功转移到潜在的接受者& 如!

例 !! E);LU(SKE0R& YE/ E.E0R)克丽丝给简

烘焙了一个蛋糕'

(#*)

例 !!并不是表达YE/确实得到了蛋糕#也许

蛋糕在还没有送给YE/之前就被V'P偷吃了& 所

以该句表达的主要意思是!;LU(S为 YE/ 做了一个

蛋糕#存在的事实仅仅只是 ;LU(S做了一个蛋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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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为 KE0R的受事者#其施事性明显小于实施者

;LU(S#由于第二个内论元不明确#我们可以把

KE0R作为中动词构成中动句& 如!

例 !# VLR.E0RKE0RSRES(MJ)蛋糕很容易

烘焙'

像这样的双及物动词一般分为以下三类!一

是创造类动词 "KE0R# PE0R# KO(M&等%$二是获取

类动词"FRQ# FUEK# \(/等%$三是允许类动词"[RU]

P(Q# EMM'\等%& 这些词暗示有实施性强的内论元

存在#但其动作不一定成功的转移到该内论元上&

故我们认为该类双及物动词可以被作为中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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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句式动词语义特征分析对

教学的启示建议

陆丹云)#3*提出句法教学不仅只是对句式的

结构和形式分析#应强调形式与功能的互动#以及

强调意义和语境的相关性& 并认为系统功能语法

的理论框架对英语教学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一方

面#它说明了对于语言形式的解释在英语教学中

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它指出了句法教学的方

向为!摒弃仅仅只关注形式的教学方法#更加注重

语言的多重功能#关注语言功能与形式选择的关

系& 然而#在英语句式教学中#教师一般倾向于将

解释的范围局限于句子内部#而忽略了语境的意

义#将重点放在解释句子结构如何符合语法

规范)#"*

&

结合以上给出的教学建议#我们认为#在英语

中动句式教学中#不能仅仅解释该句式的形式特

征#更应将句式的句法语义特征解释清楚& 综合

本文对中动句式中动词的句法语义分析#认为在

英语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中动词的时态被认为是固有的一般现在

时#但结合本文分析#我们发现当中动句描述的事

物存在于某个特殊的状态时#或是状态发生改变

时#其时态应相可发生变化$

"#%中动词是否及物的问题在学术界颇受争

议#我们可从语义角度进行分析#从其表现的'二

元关系(可得出结论!中动词为及物动词#且及物

性为低$

"*%在中动句中#并不是所有动词皆可作为

中动词#我们可通过分析论元的语义特征#判断动

词隐含外论元施事性是否大于内论元&

15结语

对中动句句法语义特征的确定#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中动句& 本文通过对比作格结构与

中动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将中动词的时态界定为

一般现在时#且其时态在特定状态下需根据具体

语义分析来确定其时态$前人对中动词的及物性

问题也颇有争议#我们认为中动句在语义上是符

合述谓结构图的#即施事者施加动作在受事者上#

本文通过该语义关系证实了其及物性问题#并进

一步证实其属于低及物性动词$最后#通过分析中

动词论元的语义特征#对中动词进行限制界定#即

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作为中动词来构成中动

句的#主要通过比较动词的内论元与隐含外论元

的施事性的强弱来界定该动词是否能够作为中动

词#且就此原则对双及物动词进行具体分析#认为

一般的双及物动词不能作为中动词#但对于一些

双内论元其中有一论元不明确"是否一定有论元

存在%的双及物动词可以界定为中动词& 在英语

句式教学中#尤其是特许句式#应更加注重语言的

多重功能#关注语言功能与形式选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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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f

m

7&T句式中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其教学启示

%!! & @QU'(0 V)?(&&MRSE/& URNMRZ(T(QJ% Y&)G(/FO(SQ(.

H/^O(UJ" !%%%**$+( !!%

4

!*!)

%!#& 许艾明)中动构式的转喻阐释%Y&)外语与外语教

学" #$$1*%+( !3

4

!1)

%!*& 徐盛桓)语义数量特征与英语中动结构%Y&)外语教

学与研究" #$$#*1+( 3*1

4

33*)

%!3& GRR.L 6 )̀aU(/.([MRS'NaUEFPEQ(.S%?&)G'/&'/ E/&

R̀\I'U0( G'/FPE/" !%+*)

%!"& 6URR/S['/ ?)7;M'SRUG''0 EQQLR?(&&MR;'/SQUO.Q('/

%<&)aL)<)<(SSRUQEQ('/)IEMRD/(TRUS(QJ" !%%1)

%!1& 熊雪亮" 付岩)英汉中动词的及物性探究%Y&)外语

教学与研究" #$!**!+( !

4

!#)

%!2& B'[[RUaY" VL'P[S'/ @ 7)VUE/S(Q(T(QJ(/ FUEPPEU

E/& &(S.'OUSR%Y&)GE/FOEFR" !%+$*#+( #"!

4

#%%)

%!+& 石毓智" 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

展的动因和机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 刘正光" 崔刚)语法原型与及物性%Y&)外语与外语

教学" #$$" *!+( +

4

!#)

%#$& H\EQE@)C/ QLRSQEQOS'N(P[M(.(QEUFOPR/QS(/ P(&&MRS

%Y&)Y'OU/EM'NG(/FO(SQ(.S" !%%%**+( "#2

4

""*)

%#!& 陈平)试论汉语中的三种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

则%Y&)中国语文" !%%3**+( !1!

4

!1+)

%##& >RMMKEOP;)C/ QLR?(&&MR;'/SQUO.Q('/ (/ =/FM(SL

% ?&):M''P(/FQ'/( H/&(E/E D/(TRUS(QJ G(/FO(SQ(.

;MOK" !%+1)

%#*& 6'M&KRUF7);'/SQUO.Q('/S( 7;'/SQUO.Q('/ 6UEPPEU

7[[U'E.L Q'7UFOPR/Q@QUO.QOUR%?&);L(.EF'( VLRD]

/(TRUS(QJ'N;L(.EF'aURSS" !%%")

%#3& 陆丹云)cL

4分裂句的元语言功能和英语句法教学

%Y&)外语研究" #$$**"+( "2

4

1#)

%#"& 章振邦"张月详" 强增吉)新编英语语法概要%?&)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3)

8&(,'+,-+ '()8#0'(,-+ ?#',3%#; $.,"#7*

m

4

m

C)E

8#(,#(+#*',,#%('()B,; !#'+"-(9F#E#5',-$(

ABCDj(̂(E/F# GH?(E'

"@.L''M'N>'UR(F/ @QO&(RS# BO/E/ D/(TRUS(QJ'N@.(R/.RE/& VR.L/'M'FJ# W(E/FQE/ 3!!#$!# ;L(/E%

0:7'3".'! f(/ QLR[EQQRU/ 5<

m

E

m

F81(S.EMMR& EP(&&MRTRUK# \L(.L (SQLRKES(SN'U&RN(/(/FQLR.'/]

SQUO.Q('/)7Q[URSR/Q# QLRUR(S/'.MREU&RN(/(Q('/ N'UR(QLRUQLRP(&&MRSR/QR/.R'UQLRP(&&MRTRUK):RS(&RS#

URSREU.LRS'/ TRUKS\L(.L .E/ R/QRUQLRSR/QR/.R[EQQRU/# LETR/'QKRR/ SQO&(R& QL'U'OFLMJ)VL(S[E[RU#

QLRURN'UR# RZ[ME(/SQLRSJ/QE.Q(.E/& SRPE/Q(.NREQOURS'NQLRP(&&MRTRUKSE/& E/EMJSRSQLR.'/&(Q('/SQLEQUR]

SQU(.QTRUKSQ'R/QRUQLR[EQQRU/ NU'PQLR[RUS[R.Q(TRS'NQLRQR/SRQUE/S(Q(T(QJE/& EUFOPR/QSQUO.QOUR'NETRUK)

7/& SRTRUEMSOFFRSQ('/S# (/ QLR[E[RU# EUR[OQN'U\EU& N'UQLRURMRTE/QSJ/QE.Q(.QRE.L(/F'/ QLRKES(S'NQLR

(/TRSQ(FEQ('/ 'NQLRSR/QR/.R[EQQRU/)

;)< =/3+7! P(&&MRTRUK$ QUE/S(Q(T(QJ$ EUFOPR/Q$ SRPE/Q(.E/EMJS(S

"责任校对5龙四清#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