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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的语义、功能探析

王　峰

要　旨
　　“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的结构分类有诸多观点，有人认为是兼语句，也有人认为是单宾句。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该结构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语义分析，其中也对该结构和一般兼语句进

行了对比，最后总结得出该结构是对特定“刺激—反应”行为模式的直观的、完整的表达，其中凸

显的是作为“刺激”的成分，其中的动词存在“讨厌类﹥责备类﹥打类”这样一个准入序列。在观

察中，作者发现该结构更应该归为单宾句。文章还对该结构中所含有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并与

“因为所以”句所表达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两者在语义和表达上的众多差异。

キーワード：兼语、刺激、行为模式、凸显、因果关系

 1．引言

　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句：

　（1）我喜欢他老实。

　（2）我感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3）我恨他忘恩负义。

　（4）我佩服他有才干。

　（5）大家笑他是书呆子。

　　关于此类句型，目前有很多讨论，一般认为是兼语式，如黄伯荣（1991）；有的认为是双宾句，

如宋玉柱（1986）；有的认为是单宾句，如邓福南（1980）、张静（1981）；也有的认为该类结构

可以作多种理解与分析，如李临定（1986）。此外，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该类结构中所隐含的一

个因果关系，以“我喜欢他老实”为例，就是“他老实”是“我喜欢他”的原因。那么这类句型

的语义构成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１有什么样的属性呢？它所隐含的因

果关系又是怎样构成的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几个方面再作深入的探讨，以期更

好地认识“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结构的语义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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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类结构所反映的行为模式

2.1.　语言与行为模式

　　“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简称S—R）是生物的基本的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

语言也是行为的一种，以语言作为反应方式，那么任何言语都是对刺激（stimulation）的反应，如：

　　　　　 刺激　　　　　　　　反应　　　　　　　语言形式

　　　　天太热　　　　　　　想吃冰激凌　　　　我们去买个冰激凌吧。

　　　　他打我　　　　　　　疼　　　　　　　　疼死我了。

　　　　我想看电影　　　　　去看电影　　　　　我吃饭以后去看电影。

　　　　肚子饿了　　　　　　找饭馆儿　　　　　这儿哪儿有饭馆儿啊？

　　在这些事件中的“刺激”在言语本身中是没有表现出来的，但是“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却

直观地、完整地体现了一个“刺激—反应”模式。如：

　　　　　 刺激　　　　　　　　反应　　　　　　　语言形式

　　　　他老实　　　　　　　喜欢　　　　　　　我喜欢他老实

　　　　他帮助我　　　　　　感谢　　　　　　　我感谢他帮助我

　　　　儿子不争气　　　　　恨　　　　　　　　他恨儿子不争气

　　　　他太胖　　　　　　　笑　　　　　　　　大家笑他太胖

　　　　他不听话　　　　　　打　　　　　　　　我打他不听话

　　其实，“使、让”类兼语结构也完整地表达了一个“刺激—反应”模式，如：

　　　　　 刺激　　　　　　　　反应　　　　　　　语言形式

　　　　冷空气到来　　　　　气温下降了　　　　冷空气的到来使气温下降了。

　　　　爸爸让他　　　　　　他买烟　　　　　　爸爸让他去买烟。２ 

　　　　寒风　　　　　　　　他的脸感到疼痛　　寒风使他的脸感到疼痛。

　　　　他用白眼瞅我　　　　我不舒服　　　　　他用白眼瞅我让我很不舒服。

　　　　论文写不出来　　　　他发愁　　　　　　论文写不出来让他很发愁。

2.2.　两种结构所体现的行为模式的不同

　　虽然都是对“刺激—反应”模式的完整体现，但两者还是有诸多差别。

　　首先是主语成分的性质不同，“我喜欢他老实”类中的主语成分是“受刺激物”即受到刺激

的事物，而“使、让”类中的主语成分是“刺激源” （stimulus）即引起刺激的事物。

　　其次是反应指向３不同，“我喜欢他老实”类的反应指向是“刺激源”，是“返回型”的，而

“使、让”类兼语句的反应指向一般是“刺激源”以外的事物，是“直线型”的，即：

　　我喜欢他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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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源　　　　受刺激物　　　　反应　　　　　　反应指向

　　他　　　　　　 我　　　　　　　喜欢　　　　　　他

　　爸爸让他去买烟。

　　刺激源　　　　受刺激物　　　　反应　　　　　　反应指向

　　爸爸　　　　　 他　　　　　　　买　　　　　　　烟

　　下面图示1为“我喜欢他老实”类，图示2为“爸爸让他去买烟”类。

图示１　　　　　　　　　　　　　　　　　　　　　　图示２

 3. 心理活动（psychological activity）和语义凸显（semantic prominence）

3.1.　行为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当代认知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单纯研究刺激和反应转而研究中间环节—内部的心理活

动，４我们可以将一个行为视为“刺激—心理活动—反应”过程，下面我们就通过观察“我喜欢

他老实”类结构所反应的心理活动来探讨这类结构在语义层面的凸显成分。

　　实际上，“刺激—心理活动—反应”这一行为模式在语言中有很多种表现，而且其中的每一

个阶段都有可能得到凸显或说是关注，如同样的一个情境：小刘骂了老张，老张生气了，他想通

过打小刘来解气，然后他就打了小刘。凸显或关注“刺激”的如：

　　老张为什么打小刘？

　　小刘骂了老张。

凸显或关注“反应”的如：

　　小刘骂了老张，老张反应如何？

　　老张打了小刘。

凸显或关注“心理活动”的如：

　　小刘是骂了老张，可老张怎么能打他呢？

　　老张气不过，打他是想解解气。

3.2.　从心理活动角度对该类结构中的动词属性的考察

3.2.1.　现有动词分类的心理学基础

　　段永华（1994）在他的“谈谈‘我喜欢他老实’之句式归类”一文中将该结构的动词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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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动词所表示的动作限于内心而又通过面部表情表露，如：爱、喜欢、佩服、恨、嫌、

烦、怨、怨恨、痛恨、讨厌、满意、原谅、可怜；第二，动词所表示的活动都含有不同的感情和

态度，而且必须通过言语、声音向外表露，如：称赞、夸奖、赞扬、表扬、骂、责怪、埋怨、批评、

笑、嘲笑、哭、感谢、多谢、祝贺、欺负。我们发现这两类动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所

代表的动作行为一般都是不能自发产生的，都是受到某种刺激而产生的，在这一反应过程中，施

事（agent）５的主观意愿不是决定性要素。比如下面的句子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愿意爱他。

　　*我愿意讨厌他。

　　*妈妈愿意埋怨爸爸。

　　？老李愿意祝贺科长。

　　而且，此类“刺激—心理活动—反应”模式中的心理活动大都是较为简单的，施事从刺激产

生到动作行为的发生的过程一般是比较短暂的，它常常是在一定刺激下直接地、即时地产生的。

比如我们看到某某做了一件傻事，我们当时就会嘲笑他，而不会是经过一番思考后或间隔一段时

间后再嘲笑他，再比如下面几个例句是不够自然的。

　　*他一口气游了五百米，深思熟虑后，我佩服他。

　　*他叫我小子，思考过后，我讨厌他了。

　　这两个例句中的“佩服”“讨厌”是说话人对某种现象或行为状态的心理态度，这种态度本

身也是一种反应，是行为过程的终点。所以这一行为过程是比较简短的。下面的两个例句和上面

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a小明得了一等奖，经过考虑，老师还是在心里表扬小明了。

　　 b小明得了一等奖，经过考虑，老师还是在班里表扬小明了。

　　*a老刘升科长了，通过一番思考后，他还是在心里祝贺老刘了。

　　 b老刘升科长了，通过一番思考后，他还是决定去祝贺老刘。

　　这两个例句中的“表扬”“祝贺”有两种情况。既可以表示说话人的心理态度，也可以表示

说话人的外部行为。如果仅指心理态度，它所表示的“刺激—反应”行为模式中的心理活动和“佩

服”“讨厌”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看到某人做好事，我们可能会在心理表扬他，这种“表扬”是

即时发生的，是不需要经过思考的；如果是指外部行为，它所表示的“刺激—反应”行为模式中

的行为过程就相对较为复杂了，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的主观意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动词背

后所暗含的心理活动上的区别大概就是上面提到的段永华两类动词的分类基础。

3.2.2.　对不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的分析

　　再来看一些看似不能进入该结构的及物动词，如打、拉、看、想、观察、谈论、相信、怀疑、

捉弄、指望、访问、讹诈、冒充、收买、揭发、答应、陷害、协助、开除、欺骗、邀请等。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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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般情况下，这些词不能进入该结构呢？

　　首先这些动词指向的受事（patient）（即反应指向）很可能不是该动词所代表的反应的刺激源，

如：

　　刺激源　　　　　　　受刺激物　　　　反应

　　女朋友（分手了）　　我　　　　　　　打沙袋

　　他的车（漂亮）　　　我　　　　　　　冒充他开走了他的车

　　处长（给科长施压）　科长　　　　　　科长开除了老刘

　　职位的提升　　　　　他自己　　　　　他揭发了李局长

　　即使这些受事就是刺激源，其中作为主语的施事的主观意愿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该反应

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

　　刺激源　　　　　　　受刺激物　　　　反应

　　他很有钱　　　　　　歹徒　　　　　　敲诈他

　　老刘没请老王吃饭　　老王　　　　　　揭发他

　　他出现了技术失误　　厂长　　　　　　开除他

　　他现在是名人　　　　记者　　　　　　采访他

　　这些动词所指代的动作行为甚至可以是完全取决于施事的主观意愿而和受事的刺激没有一点

关系，比如：

　　（6）他没惹我，我就是想打他。

　　（7）不干什么，我就是想看看他。

　　（8）我就是想好好观察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9）不管他说什么，我都相信他，我的直觉是他永远不会说谎。

　　当然，上面说的是一般情况，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10）我打他不长记性！

　　（11）我看他穿得奇怪。

　　（12）我笑他土老冒。

　　这些例句中，一般的行为动词“打”“看”“笑”等也进入了该结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

果是行为模式中的刺激得到了凸显，而施事的主观意愿却被弱化了，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上

面三句话说：

　　我本不想打他，可他也太不长记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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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得太奇怪了，我禁不住要看他。

　　他也太老土了，我怎么能不笑呢？

　　由此可见，当语言结构中的受事恰是刺激源，说话人要凸显刺激，弱化施事的主观意愿，且

施事的反应指向又是“返回型”的时候，“打、看、笑”这类词语也是可以组成“我喜欢他老实”

这类结构的。

3.3.　小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反应的“刺激—心理活动—反应”行为模式中，

从行为过程的复杂程度角度讲，存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

　　喜欢类　<　责怪类　<　打类

　　从施事的主观意愿的强度来讲，存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

　　喜欢类　<　责怪类　<　打类

　　而进入“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的可能性则存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

　　喜欢类　>　责怪类　>　打类

　　说“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结构是凸显刺激的结构，这在重音和停顿上也有所反应，即该类结

构的重音一般是落在表示刺激的成分上，而一般不会落在动词上，如：

　　（13）我嫌他不爱干净
4 4 4 4

。

　　　　 *我嫌
4

他不爱干净。

　　（14）大家祝贺老刘升职为处长
4 4 4 4 4

。

　　　　 *大家祝贺
4 4

老刘升职为处长。

　　（15）他嘲笑我没钱没车没房子
4 4 4 4 4 4 4

。

　　　　 *他嘲笑
4 4

我没钱没车没房子。

此外，这一点在提问方式中也有所表现，比如下面①中的对话成立，而②中的对话则不能成立：

　　①A ：你喜欢他（的）什么？

　　　B ：我喜欢他老实。

　　　A ：你羡慕他什么？

　　　B ：我羡慕他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②A ：你喜欢什么？

　　　B ：我喜欢他老实。

　　　A ：你羡慕什么？

　　　B ：我羡慕他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 59 ｜

“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的语义、功能探析

 4. 对该类结构所表达的因果关系的考察

4.1. 所表达因果关系类型的不同

　　很多研究者认为兼语结构中前后两个谓语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包括含有使役动词的兼

语结构，如段永华（1994）、宋卫华（1995）、赵益贵（1998）、游汝杰（2002）。

　　“因为…所以…”结构是我们较为常见的表达因果关系的结构，上面我们也提到某些一般兼

语句也存在因果关系。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三者在表达因果关系时有某些功能上的差异，“因

为…所以…”结构和“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不但可以表达“现实世界”６ 中的因果关系，如：

　　（16）因为他很老实，所以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老实。

　　（17）因为他帮助我，所以我感谢他。

　　　　 我感谢他帮助我。

　　（18）因为他睡觉达呼噜，所以我讨厌他。

　　　　 我讨厌他打呼噜。

它们还可以表达“推论”等涉及“可能世界”７ 中的事件的因果关系，如：

　　（19）因为它是开水所以它当然是热的。

　　（20）她是世界小姐，所以应该很美丽。

　　（21）因为AB与CD的夹角是90度，所以AB垂直于CD。

　　（22）她可能喜欢他长得帅。

　　（23）妈妈大概骂他不打扫房间。

而一般兼语句一般不能表达上面的这类因果关系：

　　　 *它是开水使它当然是热的。

　　　 *她是世界小姐使她应该很美丽。

　　　 *AB与CD的夹角是90度使AB垂直于CD。

　　　 ？他长得帅使她可能喜欢他。

　　　 *他不打扫房间使妈妈大概骂他。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因果关系进行表达时，“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和一般兼语句在“因”

和“果”的表达顺序上是相反的，前者“果”在前，“因”在后；后者“因”在前，“果”在后。如：

　　“我喜欢他老实”类：



｜ 60 ｜

王　峰

　　　因　　　　　　　　　果　　　　　　　　　语言形式

　　他老实　　　　　　　我喜欢　　　　　　　我喜欢他老实。

　　我没有关门　　　　　他责怪　　　　　　　他责怪我没有关门。

　　小明迟到了　　　　　老师批评　　　　　　老师批评小明迟到了。

　　老刘不会开车　　　　老王嘲笑　　　　　　老王嘲笑老刘不会开车。

　　小家伙没人照看　　　他可怜　　　　　　　他可怜小家伙没人照看。

　　一般兼语句：

　　　因　　　　　　　　　果　　　　　　　　　语言形式

　　论文写不出来　　　　他发愁　　　　　　　论文写不出来让他很发愁。

　　爸爸　　　　　　　　他买烟　　　　　　　爸爸让他去买烟。

　　风　　　　　　　　　红旗展开　　　　　　风使红旗展开了。

　　歹徒　　　　　　　　机长开动飞机　　　　歹徒命令机长开动飞机。

　　寒冷的天气　　　　　人们不敢出门　　　　寒冷的天气让人们不敢出门。

4.2.　动词外延（extension）的不同

　　在表达同一个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我喜欢他老实”和“因为他老实，所以我喜欢他”这两

者在语义上是否就完全等同呢？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句：

　　（24）a我喜欢他老实，但是不喜欢他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

　　　　 *b因为他老实，所以我喜欢他，但是他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所以我不喜欢他。

　　（25）a妈妈讨厌爸爸抽烟，但是妈妈很爱爸爸。

　　　　 *b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妈妈讨厌爸爸，但是妈妈很爱爸爸。

　　（26）a我恨他经常工作起来就忘了回家，但我喜欢他兢兢业业的精神。

　　　　 *b因为他经常工作起来就忘了回家，所以我恨他，但因为他有兢兢业业的精神，所以

我喜欢他。

　　由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中的施事（我）对受事（他）作出的

反应（喜欢）只是针对受事所作出的某一行为或者是受事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状态，即句子中受

事后面的成分（老实），这种反应不是针对受事本身的。拿上面的第一个例子来说，我喜欢他是

因为他有“老实”的这种性质，同时我喜欢的只是他的“老实”，或说“老实的他”，它并不代表

我真的完完全全地喜欢他，我可以喜欢他的这一点而不喜欢他的那一点。而“因为…所以…”句

中的“喜欢”则是完完全全地的喜欢，至于他有没有别的毛病或缺点，我不在乎了。一般来说，

对同一个事物是不能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的，所以上面一组例句中的b句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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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表示两种结构在表达因果关系上的差异：

 

图示３

　　前者是讨厌抽烟，只是逻辑上必然地连带着讨厌抽烟者，但是并不表示讨厌爸爸的全部；后

者则是讨厌爸爸的全部，是“恨乌及屋”。

　　事实上，下面一些例句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27）毛泽东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非常喜欢人家搞个人崇拜。（董保存《毛泽东‘管家’

访谈录》）

　　（28）或者，这阿丽知道得太多了，而戴笠不喜欢女人什么都知道。（尹培民《戴笠的黑桃皇

后》）

　　（29）我不喜欢您这样折磨自己。（廖静文《难忘那一年除夕夜》）

　　上述句子的意思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毛泽东非常喜欢人家”“戴笠不喜欢女人”和“我不

喜欢您”。

4.3.　前提及结论的不同

　　我们再从逻辑学上讲的“三段论” （syllogism）来讨论一下这些语言形式里的因果关系。我

们知道，“因为…所以…”句是倾向于用来说理的，是对在心理上完成的逻辑推理过程的一个外

在的语言表述，它符合三段论的基本形式：

　　大前提 major premise 　　　A---------------B

　　小前提 minor premise 　　　B---------------C

　　结论 conclusion 　　　A---------------C

　　举个例子说“因为他老实，所以我喜欢他。”这个表达所反映的逻辑推理应该是：

　　大前提　　 我喜欢老实的人

　　小前提　　 他是老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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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老实”之类兼语结构所表示的因果在逻辑上也是符合三段论的，但是它的前提与

结论和“因为…所以…”结构是不同的。还是拿“我喜欢他老实”来说，它所反映的逻辑推理应

该是：　

　　大前提　　 我喜欢老实这种品质

　　小前提　　 他身上有老实这种品质

　　结论　　　 我喜欢他老实的品质

　　由上面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结构中的受事后面的成分（老实）像

客体，像“喜欢”的宾语。这一点还表现为这类结构中的动词后面的成分之后还可以加上对其性

质的概括的成分，比如：

　　（30）我喜欢他老实的品质。

　　（31）妈妈讨厌爸爸抽烟的行为。

　　（32）老师夸奖他见义勇为的行为。

　　（33）大家嘲笑他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开的行为。

　　（34）我可怜他没人照顾的状态。

　　事实上，在口语中，在使用一些该类结构的句子的时候，人们也可以将受事和受事后成分间

加上一个“的”使之变为名词性成分，该部分也就彻底变成了动词的宾语，而此时的语义是保持

不变的。如：

　　（35）我喜欢他的老实。

　　（36）我讨厌他的磨磨唧唧。

　　（37）我笑他的大老土。

　　（38）邻居们看不惯他的游手好闲。

4.4. 语篇功能的差异

　　从语篇功能方面讲，“因为…所以…”结构更倾向于是说明性的，即解说和阐释事物的属性

或联系，所以它最适合回答这样的问题：

　　花儿为什么是红的？

　　三角形为什么是最稳定的几何形状？

　　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而“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是动宾性的单句，更倾向于是叙述性的，即将事情的前后经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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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下来或说出来，所以可以在动词前面加上时间地点方式等修饰词，如：

　　（39）我那时喜欢他老实。（现在不喜欢了）

　　（40）我站在那儿笑他衣服奇怪。

　　（41）老师下课后在教室门口批评他没交作业。

　　例（39）如果变成“因为…所以…”结构，时间词应该放在整个复句的句首，整个句子的叙

述性被降低了：

　　那时，因为他老实，所以我喜欢他。

　　例（40）（41）中的地点状语则很难在“因为…所以…”结构中出现。

　　我们知道，叙述主要是对“经过”的“记载”，有些不存在“经过”的因果关系是不能用“我

喜欢他老实”之类的结构来表达的，但是他可以用“因为…所以…”结构来表达，如：

　　（42）a因为它是三角形，所以它有三个角。

　　　　 *b它是三角形有三个角。８ 

　　（43）a因为这是开水，所以很热。

　　　　 *b这是开水很热。

　　（44）a因为他很聪明，所以成功应该属于他。

　　　　 *b成功应该属于他很聪明。

　　也正因为该类结构是对某一过程的叙述，所以它能很容易地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事件，而“因

为…所以…”结构的整体事件性就显得相对较弱，这在句法中也有所表现，如该类结构可以作为

一个整体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定语、宾语等成分，比如：

　　（45）老师批评小明没交作业的行为受到了非议。

　　（46）我觉得老刘嘲笑老王不会开车是不应该的。

　　（47）我不赞成大家祝贺老王升迁。

　　两种结构的“叙述性”与“说明性”的不同在我们搜集的语料中也得到了验证，如：

　　（48）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

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

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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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肖华

《我和张艺谋的友谊与爱情》）

　　（49）11月2日中午，专程从广州飞抵桂林的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石海珍女士向兴安县

农民潘奇斌转交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亲笔信，感谢他今年早些时候营救一名美国

记者。（廖惠雄“山崖下救起美国女记者 桂林农民潘奇斌收到克林顿感谢信”）

　　（50）司徒聪看着我，冷冷地说：“我发觉你很有天才把别人正经八百的话导向荒谬。”“不是

这个意思，我确实是想象力有限。”我解释说，可能因为我太唯物了所以目光短浅。（王

朔《痴人》）

　　（51）这种体验可以说明，我舅舅是因为走投无路，才研究这种东西。（王小波《未来世界》）

　　上述例（48）（49）都是叙述文体，里面的黑体部分改成“因为…所以…”句就显得句子与

文章整体不太协调。而例（50）（51）中的“因为…所以…”和“因为…才…”部分就是“解释”

和“说明”的内容。

4.5.　认识层次上的区别

　　哲学上认为，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认识对象，是对事物的

内在联系的认识，具有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理性认识的三种形式有：概念——对事物本质

属性的概括，判断——在概念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各种关系进行区分、识别；推理——由一个一直

的判断推出另一个判断。理性认识的这三种形式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具有递进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觉得，“因为…所以…”结构表达的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它表

达的是人们的一种推理（reasoning）９ ；而“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结构表达的还不是一种推理，

而只是一种判断（judge），它在认识的层次上要低于前者。

　　在“因为他老实，所以我喜欢他。”这类表达中，“他老实”是说话人的一个判断，由此判断

得出了“我喜欢他”这样的新的判断。而在“我喜欢他老实。”这类表达中，“他老实”不像是一

个“判断”，而更像是一个“概念”（concept）（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

　　下面是我们用可以表示“推理”的“道理”和可表示“判断”的“事情”对两种语言结构的

考察：

　　A组：…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

　　老师批评小明是因为他没交作业

　　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妈妈讨厌爸爸

　　因为老王不会开车，所以老刘嘲笑他

　　男友没给她送花，所以她埋怨男友

　　因为老王升迁了，所以大家祝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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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批评小明/没交作业

　 *妈妈讨厌爸爸/抽烟10 

　 *老刘嘲笑老王/不会开车

　 *她埋怨男友/没给她送花

　 *大家祝贺老王/升迁

　　B组：…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

　　老师批评小明/没交作业

　　妈妈讨厌爸爸/抽烟

　　老刘嘲笑老王/不会开车

　　她埋怨男友/没给她送花

　　大家祝贺老王/升迁

　　？因为小明没交作业，所以老实批评小明

　 *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妈妈讨厌爸爸

　　？因为老王不会开车，所以老刘嘲笑老王

　 *她埋怨男友是因为男友没给她送花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可表达“判断”的“察觉”和可表达“推理”的“推测”来考察上面两

种表达形式：

　　C组：我察觉…

　　他喜欢我老实

　　妈妈讨厌爸爸抽烟

　　他看我衣服奇怪

　　D组：据我推测：

　　因为我老实，所以他喜欢我。

　　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妈妈讨厌爸爸。

　　因为我衣服奇怪，所以他看我。

　　上面两组表达中，无论是C组中的句子换做“推测”的宾语还是D组中的句子换做“察觉”

的宾语都会显得不自然。

 5.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我喜欢他老实”之类结构应该是动宾结构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兼语结构。

　　（2）“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是对“刺激—反应”行为模式的直接的完整的体现，而且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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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返回型”的行为模式，即某物在另一物的刺激下产生了针对该刺激物（刺激

源）的反应。

　　（3）“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凸显刺激，弱化施事的主观意愿。

　　（4）在语篇功能上“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叙述性强，而“因为…所以…”结构说明性强。

　　（5）在认识层次上，“我喜欢他老实”类结构所表达的更像是“判断”，而“因为…所以…”

结构所表达的更像是“推理”，后者的认识层次要高于前者。

注 释

 1 ．这里所说的动词是指“兼语”前面的动词，以“我喜欢他老实”为例，即“喜欢”。

 2 ．我们这里所说的“反应”包括该类未实现的反应。

 3 ．这里的反应指向即动词（如“喜欢”）的指向对象。

 4 ．见《当代美国认知心理学》P5-6，乐国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 ．以“我喜欢他老实”为例，施事是“我”，受事是“他”。

 6 ．“现实世界”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客观世界，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就处于现实世界中。

 7 ．在哲学和逻辑中，可能世界的概念被用来表达模态断言。在哲学中，术语“模态”覆盖了如“可能性”“必

然性”和“偶然性”这种概念。

 8 ．这里的“因”—它是三角形和“果”—它有三个角之间不是“刺激—反应”行为模式，前者也不是后者

的“刺激源”，这两个事件之间不存在行为过程。

 9 ．郭继懋在“表因果意义时‘得’字句与‘因为…所以…’句的差异与分工”（《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

十一期）曾经指出：“得”字句对应于感觉过程，“因为…所以…”句对应于认识过程。这一观点和我们

的分析是相通的。

10．如果重音落在“讨厌”上似乎可以，但它是对“讨厌”的强调，强调不是“喜欢”“模棱两可”等等。

这和我们讨论的重点有所差异，故本文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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