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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研究概观１

吉　田　泰　謙

要　旨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的语法现象：谓词性成分能够直接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对于这一语

法现象，本文简要分析了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有待于解决的

研究课题及今后的研究目标和方法等。

キーワード：谓词性成分、谓词性主语句、名物化/名词化、汉语主语/话题、指称性/陈述性主语

０．引言――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的语法现象：谓词性成分能够直接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例如：

　　（1） 　学习很重要。 失败是成功之母。 旅行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2） 　艰苦可以锻炼人。 细心是他的特点。 消极是不对的。

　　（3） 　洗衣服非常方便。 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 捆得太紧不好。

　　（4） 　踏实、刻苦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厚一点更好。

　　（5） 　我们明天去比较合适。 你也去太好了。 他写比我写好。２

　　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由主谓结构构成的句子。其中，加下划线的部分都是主语，而这些主语

都是由谓词性成分充当的。具体说，例（1）中的主语（“学习”、“失败”、“旅行”）是由光杆动

词来充当；例（2）中的主语（“艰苦”、“细心”、“消极”）是由光杆形容词来充当；例（3）中的

主语（“洗衣服”、“早睡早起”、“捆得太紧”）是由动词性词组来充当；例（4）中的主语（“踏实、

刻苦”、“厚一点”）是由形容词性词组来充当；例（5）中的主语（“（我们）明天去”、“你也去”、

“他写”）是由主谓结构来充当。

　　过去，前人早已注意到这类句子，分别起了不同的名称。比如，“动词语主语句”（郑怀德

1984：78）；“VP主语句”（范晓1992：176）；“动词性主语句”（吴继光2003：98）；“谓词主语句”（黄

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78）等。虽然这些名称不完全相同，但通过这几位学者所定下的定义（见

（6））可得知，都是指同一类语法现象。

　　（6） 　a．“动词语主语句是指动词性词语做主语的句子。”（郑怀德198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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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本文所说的VP，指的是广义的动词性词语（谓词性词语），它包括一般语法书上

所说的动词和动词短语以及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VP主语句也就是‘VP+VP’构成

的主谓句。”（范晓1992 ：176）

　　　　　c．“动词性主语句，指的是由动词、动词短语和以动词为谓语的主谓短语充当主语的

句子。”（吴继光2003 ：98）

　　　　　d．“主语也可以由谓词性词语充当，谓词性词语包括动词、形容词、谓词性的代词、

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含主谓短语）。这是以动作、性状或事情作陈述的对象，

这种句子可以叫谓词主语句。”（黄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 ：78）

　　此外，朱德熙（1982 ：101）把由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的句法成分叫做“谓词性主语”。本文

沿袭朱德熙先生的“谓词性主语”这一说法，并将由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谓

词性代词”、“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结构”）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的句子或

结构称为“谓词性主语句”或“谓词性主语结构”。３

１．以往的研究――“名物化/名词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关于谓词性成分直接充当主语这一语法现象，过去很多汉语语法学家早已注意到并指出过。

比如，黎锦熙（1924）在《新著国语文法》里指出，“动词在句子里，有时不用作述语，而用作‘主

语’，‘宾语’，或「是」字等的‘补足语’”，这些动词“都可当名词看待”４；赵元任（1968/1996：

91）指出，“动词或以动词为中心的词组，也可以当主语”；刘月华等（2001 ：455）指出，“当

动作行为、性质状态作为陈述的对象时，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可以直接作主语，在形

式上没有任何改变”；朱德熙（1982 ：101）也指出，“汉语和印欧语在语法上的显著区别之一是

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直接充任主宾语而无需乎改变形式”。其实，正因为谓词性成分充当主

语时“无需乎改变形式”，这一语法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石定栩

2004 ：78）。

　　面对这一语法现象，大家所争论的焦点，可以说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当动词、形容词充当主

宾语时，５这些动词、形容词的语法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这些动词、形容词是否已

经转变为“名词”或“事物”。这就是所谓的动词形容词“名词化”或“名物化”的问题。

　　对于主张“名物化/名词化”说的学者来说，最有利的证据之一是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动

词、形容词可以受定语的修饰，就构成“NP+的+VP”偏正结构（如“这本书的出版”、“这个作

品的发表”等）。这说明这些动词、形容词已经具有了名词的语法特征。

　　现在已经也几乎没有人主张“NP+的+VP”偏正结构中的VP是“名词化”，６但这样就带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NP+的+VP”整个结构的语法功能和其中心语VP的语法功能不一致，就跟布龙

菲尔德（L.Bloomfield）所提出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 construction）的理论相悖。



｜ 185 ｜

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研究概观

　　针对这个矛盾，过去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朱德熙（1984）认为，布龙菲尔德

的关于向心结构理论的定义有问题，需要修改，并提出了修正意见；施关淦（1988 ：265）认为，

例如“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好象还是说成‘名物化’用法比较好一些”。这样就无需

修改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论；项梦冰（1991 ：75）认为，“汉语里‘这本书的出版’确实是

定中偏正结构，其中的‘出版’也确实是谓词性成分，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并存”，

其原因是由于汉语中存在着“词类和句法成分的错综对应关系以及名词谓词和主语谓语同指称、

陈述的错综对应关系”。７此外，陆俭明（2003）、司富珍（2004）等用以乔姆斯基（N.Chomsky）

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head theory）来分析“NP+的+VP”结构。他们的

结论是，“NP+的+VP”是一种名词性的“的”字结构，其中心语（head）是作为名词性功能标

记的结构助词“的”。这样就可以解决以前研究中“整个结构性质（名词性）与作中心语的词语

的性质（动词性或形容词性）之间的矛盾”和“这类结构与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之间的矛盾”

（陆俭明2003 ：389）。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文献，还有史振晔（1960）；施关淦（1981）；陆丙甫

（1985）；董晓敏（1987）；范晓（1992）；张伯江（1993）；胡裕树、范晓（1994）；袁毓林（1995）；

詹卫东（1998a,b）；程工（1999a,b）；郭锐（2000）；沈家煊、王冬梅（2000）；司富珍（2002）；

王冬梅（2002）；李大勤（2003）；石定栩（2004）；熊仲儒（2005）；周国光（2005）；邓思颖（2006）；

吴长安（2006）等，这些研究也都值得参考。８

２．前人对谓词性主语句的研究

２．１ 研究现状

　　跟前面介绍的“名物化/名词化”问题和“NP+的+VP”结构的讨论相比，关于谓词性主语句

的讨论并不很多。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对谓词性主语句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著作

有：朱德熙（1982）；郑怀德（1984）；范晓（1992）；陈一、赵惜微（1998）；齐沪扬、连蜀（2000）；

王莉莉（2000）；朴重奎（2002）；吴继光（2003）；张德岁、张国宪（2013）等。其中，对谓词

性主语句进行较全面的研究的是：郑怀德（1984）；范晓（1992）；吴继光（2003）等。这些著作，

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前人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

　　郑怀德（1984）主要考察谓词性主语句中谓语部分的特点，详细描写了哪些动词或形容词可

以充当这类句子的谓语；范晓（1992）从句法、语义和语用这三个平面出发，对谓词性主语句进

行了综述性的分析；吴继光（2003）根据谓词性主语句的谓语的特点，先把谓词性主语句分为六

种句子类型：“是”字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数量短语谓语句；“比”字

句，然后，分别对各个句型的谓词性主语句进行了句法、语义分析。最后，也讨论了谓词性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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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构成、结构特点以及谓词性主语句的表达功能等问题。这些研究都指出，当谓词性成分作

主语时，其谓语或谓语动词一般是由非动作动词或形容词充当。另外，吴继光（2003）指出，在

谓词性主语句中，“是”字句占的比例相当大。

　　朱德熙（1982）第一次对谓词性主语进行了分类：“指称性主语”（如“教书
4 4

不容易”、“他母
4 4

亲病了
4 4 4

是真的”等）和“陈述性主语”（如“大一点儿
4 4 4 4

好看”、“天天练
4 4 4

才学得会”等），并简单地

说明其语法特点；王莉莉（2000）根据自己的考察和分析，对朱德熙（1982）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她指出，有许多谓词性主语不能根据朱德熙的划分方法一清二楚地区分为“指称性主语”和“陈

述性主语”。因此，她甚至怀疑这种分类的科学性。

　　陈一、赵惜微（1998）专门考察了“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的情况。他们指出，

这类句子的主语一般是由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充当，而形容词一般不能出现在这类句子的主语

位置；朴重奎（2002）以马庆株（1988）“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两类动词的分类为基础，

考察了光杆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作主语的情况。他指出：“大部分自主动词都可以做主语，非自主

动词中除了变化动词外都不能做主语”。在谓语方面，他指出，非自主动词一般可以自由地作谓

词性主语句的谓语，而自主动词中可以作其谓语的数量不多。另外，根据这些考察的基础上，他

进一步论述了“自主动词”“非自主动词”和“指称性”“陈述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哪些动

词是否可以作主语、哪些动词是否可以作谓语等问题作了解释。

２．２ 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以往关于谓词性主语句的研究，多是着眼于谓语部分的描写和分析，所关心的主

要是哪些动词可充当谓词性主语句中的谓语，而哪些动词不能充当。应该说，在这方面，谓语部

分的研究成果很可观。但在主语部分的研究，跟谓语部分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还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前人的研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谓词性主语

或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在引言里已经介绍过各位学者对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这些定义看起来

说得很清楚，按照这些定义我们似乎很容易判断哪些句子或结构属于谓词性主语句。但在实际语

料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好判断一个句子是否属于谓词性主语句的情况（如“此类案件调查起
4 4 4

来
4

相当困难”９、“好男儿死
4

都不怕”10等）。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很难判断一个谓词性成分到底是

否跟其后面的成分具有主谓结构关系。11因为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汉语中的主语或话题的定义问题，

于是，在过去对谓词性主语句的研究中，一般不容易看到这方面的论述。

　　关于汉语主语和话题之间的关系，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在汉语语法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热

门问题之一。一般认为，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但是对于汉语话题的语法地位，大家的观点不

一致。有人认为，话题是语用层面的概念，而主语是句法层面的概念。话题和主语实际上往往指

在不同层面上的同一个东西。也有人认为，话题跟主语一样是属于句法层面的概念，具有自己的

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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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谓词性主语是否都可以看作话题呢？朱先生分出来的“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

这两类主语是否都可以看作话题？或者，这两类主语是否有只能理解为话题的可能性？关于谓词

性主语和话题的关系，范晓（1992）、吴继光（2003）等曾经指出，谓词性主语一般都可理解为

话题，但我们认为这个结论过于笼统，而且他们并没有拿出论据来说明为什么它们可理解为话题。

因此，谓词性主语和话题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对应关系，这也是有待于作进一步分析的、值得探讨

的问题。

　　当然，以往关于谓词性主语句的研究中，有对谓词性主语的句法、语义特点等问题的讨论。

比如，郑怀德（1984）、吴继光（2003）等指出，谓词性主语中的中心谓词一般不带动态助词“了、

着、过”；吴继光（2003 ：147）指出，谓词性主语自身“缺乏语法上的自足性”等等。另外，范

晓（1992）、吴继光（2003）等论述了谓词性主语句中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指出，谓

词性主语和其谓语之间基本上具有“话题（主题）－评论（述题）”的关系，而且认为“整个句

子是评议或说明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吴继光2003 ：150）我们认为，这些对谓词性主语的

描写和分析还是过于笼统，不够深入。

　　值得关注的是朱德熙（1982）根据谓词性主语中的谓词性成分是否“事物化”，把谓词性主

语分为“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吴继光（2003）也同意这一分类，并把“指称性主语”

再细分为表示“自指”的指称性主语（如“小李迟到早退
4 4 4 4 4 4

是经常的”、“解决了八亿农民的吃饭问
4 4 4 4 4 4 4 4 4 4 4

题
4

是了不起的”等）和表示“转指”的指称性主语（如“天津到北京
4 4 4 4 4

一百四十公里”、“我们进行
4 4 4 4

经济改革
4 4 4 4

是谨慎的”等）。前面已指出，在过去研究中对谓词性主语的描写和分析不够细致，那

么我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对谓词性主语作进一步的分类，没有在此基础

上进行研究。很遗憾的是，我们在后来的研究中一直没有看到从“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

的分类出发深入探讨谓词性主语句的文章。朱先生本人也指出区分这两类主语的“重要性”，但

并没有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３．小结

　　在上节中，我们扼要回顾前人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过去面

对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作主语这一语法现象，主要讨论“名物化/名词化”问题及与它有

关的“NP+的+VP”结构的定性问题。而对于谓词性主语句本身的研究，虽然有些学者作过分析

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处于以描写语言事实为主的层次上，而且对语言事实的挖

掘本身还远远不够深入。

３．１ 今后的研究目标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把今后的研究目标确定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并描写谓词性主语句在句法、语义和语用各个方面的



｜ 188 ｜

吉　田　泰　謙

特点，深入挖掘有关谓词性主语句的方方面面的语言事实，以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俾使我

们能够全面地认识谓词性主语句的语法特征（包括其定义和范围等问题）；

　　第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说明朱先生所提出的“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的

合理性，并从这两类主语的分类出发，分别讨论“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在各个方面的

语法表现，指出区分这两类主语的意义；

　　第三，根据前面的描写和分析，试图利用功能语法学、认知语言学中的“转喻”“有界／无界”

等概念或理论来对“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及其相关的语法现象作出统一解释。

３．２ 具体的研究方法

　　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们打算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方面对谓词性主语句、指称性

主语、陈述性主语的形式和意义特点进行考察。主要采用描写语法学中的分布分析（distribution 

analysis）、变换分析（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认知语言学中的有界（bounded）和无界

（unbounded）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之间存在的

句法表现上的差异、指称性主语句和陈述性主语句中各直接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以及有关格式之

间的关联性；采用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语义特征分析（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语

义指向（semantic orientation）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谓词性主语句（包括指称性主语句和陈述

性主语句）中充当谓语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条件及其跟主语的语法关系、谓词性主语句的句

式义等问题。此外，还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角度，讨论陈述性主语句的形成机制问

题、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的语法化程度问题；用到关于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主

语（subject）和话题（topic）的联系和区别等有关理论，来分析指称性主语和陈述性主语的语用

特点。

　　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及成果，我们将另文介绍或探讨。

註

１　本文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袁毓林教授（北京大学）的悉心指导。此

外，匿名审稿专家对部分内容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作者文责自负。

２　以上例子都转引自李德津、程美珍编（1988）第235-236页。

３　以下本文说“谓词性主语句”就包括“谓词性主语结构”。

４　据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

５　本文主要研究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谓词性成分，不讨论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谓词性成分。

６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名物化’的说法影响比较大”（朱德熙等1961 ：51），但后来朱德熙等（1961）

指出“名物化”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之后，汉语语法学界的“主流意见不再支持‘名词化’或‘名物化’

的观点”了（石定栩2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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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又参看陆俭明（2003 ：387）。

８　最近，沈家煊（2007，2011）提出一个新的汉语词类模式：“名动包含”，就是“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不

是像印欧语那样是两个分立的类，而是名词包含动词，也就是说，汉语的动词其实都具有名词的本性，

它是名词这个大类里面的一个特殊词类”（沈家煊2011 ：65）。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９　转引自殷树林（2006 ：20）。

10　这一例子来自池莉《来来往往》。

11　关于这一问题，分歧较大的是对重动句式的分析。据范晓（1993），汉语语法学界对重动句（“SV1OV2 

得R”句式）的结构分析有以下几种观点：①“主状动”句，如“他+唱歌+唱得好”（主语+状语+谓语）；

②“主谓谓语句”，如“他+唱歌+唱得好/我+买书+买得贵”（大主语+小主语+谓语/S1+S2P）；③“连动句”

（“连谓句”），如“他+说话+说得不清楚/他+怕你+怕得厉害”（S+VP1+VP2）；④谓语“重说”，如“喜欢

书+喜欢得着了迷/追敌人+追得太猛”（“V1O+V2得R”构成联合关系的谓语）；⑤“主动宾补”句，如“他

+讲+书+讲得非常清楚”（主语+动词+宾语+补语）；⑥“主动补”（或称“主述补”）式，如“我+抽烟+

抽得很多/他+回家+回得很早”（“动宾结构加补语”）。按照第二种观点，小主语（“唱歌”、“买书”）和

后面谓语部分（“唱得好”、“买得贵”）就构成谓词性主语句（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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