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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VP+者 ”
结构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必须满足几个条件 ,即 从主题信息明确度的角度 ,从 配价和语义格

的角度,从 动作的持续度和强烈度的角度对进入这个结构的动词作了条件限制 ,在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可从这几

个方面去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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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
者

”
的情况

“
者

”
字在古代汉语中相当普遍 ,在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也比较高 ,所 以,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研究它。但是 ,对
“
者

”
的界定并不一致。王力在《古

代汉语》中界定为
“
特殊的指示代词和语气词

”
匚1彐

(363页 ),杨树达在《词诠》也持相近的观点 ,认为是
“
指示代名词 ,复牒代名词和语末助词

”
匚2彐 (260页 )。

而杨伯骏和田树生编著的《文言常用虚词》一书中又

把它界定为
“
助词和语气词

”
匚3彐 (355页 )。 在现代汉

语中,有很多学者沿用这两种说法。有的又通过新

的研究分析把
“
者

”
界定为后缀 ,吕 叔湘等编著的《现

代汉语八百词》就明确指出,“者 :后 缀 ,表示某种信

仰 ,从事某种工作或有某种特性的人 ,构成名词
”
E刂

(655页 )。 郭爽和康振栋在《论现代汉语
“
者

”
字结构

中
“
者

”
字的性质》一文中又论证了

“
者

”
作为词缀的

理由。得出
“

者
’
字不可能是一个词 ,而只能是词中

的—个构词成分——语素
”
匚5彐 。他们指出:“ 者

’
字

的这种性质符合词缀的定义 ,即不能独立成词 ,只 能

附加在词根上面表示某种附加意义。
”
匚5彐 而对于

“
者

”
字构成的

“
者

”
字结构的研究 ,先有朱德熙把它

作为古代汉语名词化标记之一与
“
所

”
、
“
之”

和现代

汉语中名词化标记
“
的

”
作了对比研究 ,分别从 自指

和转指的角度 ,对语义成分的提取的角度 ,分析了他

们的异同。他指出 :“ 者
’
字有 自指和转指两种功

能 ,主要提取施事的成分。
”
匚6彐 (33页 )后来袁毓林在

《
“
者

”
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一文中借助谓词隐

含的观念把
“
者

”
的自指和转指联系起来 ,用 一种统

一的理论 ,即
“
提取句法成分 ,表示转指意义

”
来解释

二者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匚7彐 。我倾 向于认同
“
者

”
在古代汉语中充当助词和语气词 ,而发展到现

代汉语中,则 作为词缀使用的观点。
“
者

”
作为词缀

可以和动词、形容词或数词短语组合 ,形成名词性的

者字结构。但是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中,并不是所

有的动词性短语都可以和
“
者

”
组合 ,这给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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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带来很多不便 ,留 学生常常造出诸如
“
跳者

”
、

“
吃者

”
等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词来 ,并且也没有现成

可行的规律去纠正他们。所以,本文试着集中讨论

在现代汉语中,哪些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可以和
“
者

”

字组合而成为一个名词性的结构 ,这些动词短语有

什么样的共同点 ,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谈到动词加
“
者

”
构成

“
者字结构

”
时 ,都会有这

样一个认识 :“者
”
和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组合 ,可 以表

示发出这个动作的人 ,如
“
读者

”
,表示读书的人 ;“作

者
”
表示创作什么书刊的人 ;“旁观者

”
,就表示旁观

的人尸消费者
”
就表示消费某种产品的人。文言词

“
者

”
在古代汉语中运用相当普遍 ,它 的基本作用就

是和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主谓短语一起 ,把他们

变成名词性的结构。
“
者

”
的这些用法在现代汉语中

也沿用了下来 ,而且 ,成为有一定程度的构词功能的

词缀 ,如
“
读者

”
、
“
作者

”
、
“
消费者

”
、
“
患者

”
、
“
死者

”
、

“
爱国者

”
、
“
挑战者

”
、
“
开拓者

”
、
“
制定者

”
等等。本

文只讨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和
“
者

”
的组合 ,指称这

个动作的发出者这种情况。并且 ,动 词可以分为动

作动词、状态动词、关系动词与能愿动词。本文只讨

论动作动词和
“
者

”
组合的情况 ,所 以,文 中使用的

“VP”和
“
动词

”
是专指动作动词的。究竟什么样的

动词和动词性短语与
“
者

”
组合而成的

“
者

”
字结构才

合乎汉语的语法规范和语用习惯呢?即“VP+者”

这个结构中的
“VP”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进人

这个结构呢?下文将做一些分析。

二 主题信息明确度的要求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认为 :“信息是用以消除不

确定性的东西
”
E8彐 (83页 )。 所以,明 确是语言的灵

魂。国内学者温琐林也研究了信息结构中的已知信

息和未知信息。他指出,信息结构就是信息传输过

程中新旧信息的组织模式。已知信息是指说话人主

观上以为听话人知道所传信息是什么;而未知信息

是指说话人估计听话人不知道所传信息是什么。信

息串中各单个的信息的地位是不均衡的,焦点就是

新信息的核心 ,是 表达的重点。主题是表述的出发

点 ,言谈的中心 ,一般代表旧的信息。述题是对主题

的说明部分 ,一般代表新的信息。说话人根据 自己

的意愿 ,选择句子中跟主题联系着的一个内容点 ,来

确立整个表述的框架E8彐 (gs页 )。 由此 ,我们可以看

出,在句子中,主题担负着很重要的功能 ,而功能之

首 ,就是它是说话人注意的中心 ,他希望通过这个信

息框架能暗示听话人 ,他的重心在哪里 ,即听话人必

须按照这个信号来调整 自己的注意力 ,只 有双方把

注意力指向同一个对象 ,信息的交流才能成功。它

预先设置了一个起点 ,也在大体上锁定后面话题的

框架。

如前所述 ,“者
”
和

“VP”组合 ,使整个结构由陈

述转化为指称。关于指称 ,朱德熙又提出了
“
自指

”

和
“
转指

”
两个概念 ,他指出在

“
仁者 ,人也 ,义者 ,宜

也
”
这句话中 ,“仁者

”
是指

“
仁

”
这种德行本身,是 自

指 ,在
“
仁者乐山

”
中

“
仁者

”
是指有

“
仁

”
这种德行的

人 ,是转指匚6彐 (37页 )。 现代汉语中都是转指的用

法 ,本文讨论的情况都是针对转指的用法 ,是指发出

这种动作的人 ,不是指动作的本身。如
“
漫步者

”
,是

指漫步的人 ,不是指漫步本身这个动作过程。他还

指出 ,“者
”
跟

“
所

”
字提取的不同的成分 ,“ 者

”
是提取

的主语匚6彐 (29页 )。 并且 ,我认为提取出来的主语 ,

一般又恰恰是这句话的主题 ,是 旧信息。如 :

(1)自 杀身亡者 ,是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

(2)许 多买者都深感不满。

在(1)句这个信息结构中,自 杀身亡者是旧信息 ,双

方都知道 ,只 是不知道谁自杀身亡了,等待着说话人

的指明,是主语也是主题 ,是双方谈话的一个出发点

和起点 ,而焦点在后面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
”
才

是听话人等待的信息重点。既然是双方谈话的出发

点、交流的起点 ,就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指向,有

了这个意义指向,信息才能在述题上聚焦。这个旧

信息和新信息组合的信息结构才能传送出去 ,不然 ,

说话者说出的
“
者

”
字结构 ,在他看来是旧信息 ,而听

话者却并不能响应 ,那这次交流就中断了。如 :

(3)甲 :今天跳者的成绩不错哦 !

乙:什 么?你说的是跳高者还是跳远者?

(砼 )甲 :哟 !这 么漂亮的礼物,赠 送者是谁啊?

乙:什 么啊,我 自己买的,准各送给小利的。

甲:我 就是问你要送给谁嘛。

在这里 ,“跳者
”
和

“
贝曾送者

”
都应该是旧信息 ,但是 ,

不符合主题旧信息明确度的要求。又处在主题的关

键位置 ,不能完成其定向和定架的任务。不能顺利

引出述题的焦点 ,信息结构再也无法展开运行 ,谈话

不能继续 ,只有重新寻找主题信息 ,或完善原来的主

题信息 ,让双方的注意力集中指向,运行新的信息结

构 ,交际才能继续。

另外 ,从词本身的义项上考察 ,单独一个
“
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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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它的静态的字面的义项有 4个。D腿上用力 ,使

身体突然离开所在的地方。如 :高兴得直跳。2)物

体由于弹性作用突然向上移动。如 :新皮球跳得很

高。3)一起一伏地动。如 :心跳 ,眼跳。4)越过应该

经过的一处而到另一处。如 :跳三级。所以,单从义

项上来看 ,单独一个
“
跳

”
字 ,它 的意义辐射很广 ,跟

“
者

”
字组合以后 ,“ 者

”
字没有指向,无从提取 ,意义

含混不清。而
“
跳高

”
的静态字面意思是

“
田径运动

项目之一 ,有急行跳高、立定跳高两种
”
。
“
跳远

”
的

静态字面意思是
“
田径运动项目之一 ,有急行跳远和

立定跳远两种
”
。它们的意思都很确定 ,和

“
者

”
组合

以后 ,提取出这个事项的施动者。同样 ,一 个
“
打

”

字 ,有 25个义项 ,义项辐射太广了,没有特殊语境的

限制就不能跟
“
者

”
字组合。但可以说

“
打人者

”
、
“
打

斗者
”
、
“
打工者

”
等等 ,因 为它们的意义方向有了明

确的限定 ,信息的明确度提高到可以被理解的程度。

三 价和格的要求

关于
“
配价

”
,近年来研究的人相当多 ,而究竟配

价属于句法的还是语义的 ,还 是句法/语义的,众说

纷纭。我认为,配价应该更多地从语义这个平面来

考察才更符合实际。因为语义平面更能细微地直接

地显示配价的关系,并投射到句法平面 ,形成一定的

句法关系。但是 ,也要联系句法平面 ,因 为 ,动词是

句子的核心 ,光具备一个核心是不够的,要求有其他

的句法成分来补是它 ,与它同现 ,形成一个完整的句

子。同时 ,动 词也是事件的核心 ,一个事件 ,有很多

种因素 ,只 有情节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参

与进去,情节才可能展开,也需要有更多的说明,才

是为人所理解的事件。而在这些因素中,施 时、受

事、与事等语义成分又是最重要的,因 为它直接和动

词发生关联 ,是直接的参与者 ,是动词意义本身所蕴

涵的,它在自己本身的周围就留着空位 ,等待着补足

和充满 ,否则 ,自 己就无法单独出场 ,是强制要求要

同现的。这些成分就是动词支配的
“
价

”
,而这些成

分相对动词来说 ,具有的语义性质就是
“
格

”
。

“VP+者”
结构因为它是一个动词中心结构 ,而

又转指这个动作的发出者 ,所 以内在地就包括
“
价

”

和
“
格

”
的概念在里面 ,因 此 ,这个结构的成立必须满

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动词的价量是指动词支配的

价的个数 ,从语义上来讲 ,价是动词本身蕴涵的语义

成分 ,而价元的出现并不是每次都是饱和的,实际上

与动词同现的价的个数与饱和时的价量之间存在一

70

个差的问题 ,而这个差度就准确的反映了歧义的多

少。如果 ,这个差度为零 ,歧义指数也为零 ;这个差

度为 1,歧义指数也为 1;这个差度为 2,歧 义指数也

为 2。

在汉语中,价类的问题也有争议 ,有没有零价就

是争论的焦点 ,我个人倾向认同没有零价动词的观

点 ,即 ,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价、二价、三价动词三类。

只能支配一个强制性出现的语义成分的动词是一价

动词 ,如
“
休息

”
、
“
笑

”
、
“
活

”
、
“
退却

”
、
“
玩耍

”、
“
旅

游
”
、
“
流浪

”
、
“
疗养

”
、
“卩申吟

”
、
“
徘徊

”
、
“
失败

”、
“
胜

利
”
、
“
到来

”
、
“
考试

”
、
“
打猎

”
等等 ;只能支配二个强

制性出现的语义成分的是二价动词 ,如
“
挑战

”
、
“
消

费
”
、
“
观察

”
、
“
守护

”、
“
开拓

”
、
“
翻译

”
、
“
学

”
、
“
读

”
、

“
看

”
、
“
听

”
、
“
研究

”、
“
鼓动

”
、
“
倡导

”
、
“
探索

”、
“
开

发
”
、
“
生产

”
、
“
背叛

”
、
“
经营

”
、
“
说

”、
“
目击

”
、
“
打

”
、

“
旁观

”、
“
吃

”
、
“
爱

”
等等 ;只 能支配三个强制性出现

的语义成分的是三价动词 ,如
“
送

”
、
“
赠

”
、
“
告诉

”
、

“
问

”
、
“
给

”
、
“
寄

”
、
“
捆

”
、
“
打听

”
等等。

在汉语中,与动词直接相联系的语义成分 ,在性

质上有施事格、受事格、与事格三种 ,这也属于价质

的层面。

(一 )一价动词 VP+“者
”
的情况

一价动词或短语 ,由 于是一价的 ,即强制要求-
个行动元与之相联系。而

“
者

”
的功能就是与动词短

语合在一起 ,表示它的施事成分 ,可 以说是隐含地带

进了一个行动元 ,即在
“
者

”
进人这个结构的同时 ,就

完足了这个动词的要求 ,指 明了这个动作需要补足

的当事或施事。饱和时的价量和实际出现的价量之

间的差为零 ,歧义指数也为零 ,所 以,成为了一个整

和体。常常可以直接作句子的主语、定语 ,如 :“死者

的家属
”
、
“
淘金者的遭遇

”
、
“
战斗者的意志

”
、
“
投资

者的眼光
”
、
“
退休者的福利

”
、
“
胜者的荣耀

”
、
“
沉思

者的姿态
”
。所以,一价动词跟

“
者

”
组合的合理率是

最高的。

一价动词中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之分 ,以 下分开

来进行考察。

1.单音节一价动词跟
“
者

”
组合的情况。这种情

况比较少 ,并且大多数都在使用中固定下来 ,成为-
个词了,如

“
死者

”
、
“
伤者

”
、
“
胜者

”
、
“
隐者

”
等等。那

为什么
“
哭

”
、
“
笑

”
、
“
跳

”
、
“
跑

”
这些单音节一价动词

又不能跟
“
者

”
字组合构成这个结构呢?这除了在后

面要谈到的动作持续度和动作强度的要求以外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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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还有一个格的要求。由于这个一价动词是单音节

的,与
“
者

”
组合后便形成了一个双音节的词 ,在现代

汉语中,双音节占有极大的优势 ,并且很容易被人们

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 ,因 为这类动词本身的陈述能

力比较弱 ,支配能力比较弱 ,所 以这个动词没有明确

的施事成分 ,“者
”
字所提取出来的这个价元更大程

度上是一个当事或与事 ,所 以,格的要求 ,限制了很

大一部分单音节一价动词进人这个结构。就拿
“
死

者
”
、
“
胜者

”
、
“
隐者

”
来说 ,没有明确的施事意义成分

存在 ,只 是对当事者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描述 ;“胜

者
”
,只 是获胜的人处于胜利的状态中,并不是在实

施一个动作 ;隐者的
“
隐

”
在这个结构中也是描绘人

处于隐居的状态中。

2.双音节一价动词或短语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

在这类双音节组合中,有 的是一个动词 ,有 的是一个

短语 ,这里分开来谈。

1)双音节一价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这类动

词在音节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 ,不需要
“
者

”

的衬托。陈述力和支配力相对增强 ,但是 ,这种陈述

也不是一个事件的陈述 ,更大程度上侧重于状态的

描述 ,在这个性质上 ,跟单音节的-价动词很相似。

其施事格施事的意味不是很重 ,也侧重于一种当事

或与事 ,例如
“
退休者

”
、
“
幸存者

”
、
“
战斗者

”
、
“
沉思

者
”
、
“
漫游者

”
、
“
劳动者

”
、
“
工作者

”
、
“
失败者

”
、
“
流

浪者
”
、
“
潜伏者

”
、
“
迟到者〃等等。在这些动词中比

如
“
劳动

”、
“
战斗

”
有一定的陈述力 ,但是也并不是某

一个具体的动作 ,还是侧重于状态的描写 ,指这个人

处于劳动着和战斗着的状态中 ;“退休者
”
,是指这个

人处于非工作状态中 ;“ 流浪者
”
,表示此人处于居无

定所的状态中。

2)双音节一价动词短语 ,这类两字短语也可以

跟
“
者

”
字结合组成

“
者

”
字结构 ,表示动作的施事 ,例

如
“
爱国者

”
、
“
探险者

”
、
“
越野者

”
、
“
投资者

”
、
“
追梦

者
”
、
“
获奖者

”
、
“
受难者

”
、
“
肇事者

”
、
“
失眠者

”
、
“
淘

金者
”
、
“
捐款者

”
、
“
受益者

”
等等。这类短语跟

“
者?

的组合能力比较强 ,在现代汉语中运用也比较广泛。

仔细考察一下 ,短 语 内部就是一个有价组合 ,如
“
爱

”
、
“
探

”
、
“
越

”
、
“
投

”
、
“
追

”
、
“
获

”
、
“
受

”
、
“
失

”
、

“
淘

”
、
“
捐

”
等动词本身就是二价动词 ,强制要求两个

论元与之相联系 ,即 施事成分和受事成分 ,但是 ,它

们的受事成分在组合中已经出现 ,也即是已经有工

个行动元与之同现 ,所 以,从整体上来考察就变成一

价的了,是 因为从目前状态来讲 ,只强制要求与另外

一个行动元相联系了。由于本身是一个有价组合 ,

其陈述能力相当强 ,施事格也相当明确。比如
“
探险

者
”
、
“
投资者

”
就准确指出了

“
在探险的那个人

”
、
“
在

投资的那个人
”
,意义很明确。

这种组合形式 ,比较能产 ,报刊杂志随处可见。

如
“
有销售经验者优先

”
,“有意者请联系

”
,“擅长绘

画者优先
”
等等 ,不胜枚举。看起来结构复杂 ,考察

起来 ,就属于这类
“
者

”
字结构。

(二 )二价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

1.单音节二价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这类动

词与
“
者

”
的组合 ,数量不多。由于是一个双音节的

组合 ,使用频率高 ,都倾向于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9

如
“
学者

”
、
“
作者

”、
“
患者

”
、
“
记者

”
、
“
买者

”
、
“
卖者

”
、

“
说者

”
、
“
听者

”
,其 中

“
买者/卖者

”
、
“
说者/听者

”
都

是要成对提出,有 固定的场合才能用。二价动词蕴

涵的语义成分有两个 ,而
“
者

”
的进人在人们的意念

中提取出一个语义成分 ,即 ,价饱和状态是两个语义

成分都出现 ,而这里只出现一个 ,因此其歧义指数为

1,由 于存在这个歧义指数 ,而外在地又要把它看为

一个整体 ,二价动词与
“
者

”
结合就非常有限了,如

“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
。其他场合 ,一般不能单用。

如
“
打

”
、
“
吃

”
、
“
喝

”
、
“
踢

”
等都不能直接和

“
者

”
组合 ,

“
打者

”
、
“
吃者

”
、
“
喝者

”
、
“
踢者

”
等单独出现的时候 ,

听话者都不明白具体所指 ,因 为这个结构本身留下

了一个歧义空间,不能集中听话人的思维方向。但

是如果在特殊的语境中,如 :“看者酸溜溜 ,吃者喜滋

滋。
”
通过对举 ,上下文存在-种呼应和补充说明,意

义也就比较明确完善了。

2.双音节二价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由于是

双音节的词 ,从音节上独立开了,所 以这类词与
“
者

”

的组合能力是最强的。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 :

“
挑战者

”
、
“
消费者

”
、
“
观察者

”
、
“
守护者

”
、
“
开拓

者
”
、
“
翻译者

”
、
“
研究者

”
、
“
鼓励者

”
、
“
倡导者

”
、
“
探

索者
”
、
“
开发者

”
、
“
生产者

”
、
“
守望者

”
、
“
执行者

”
、

“
制造者

”
、
“
制定者

”
、
“
目击者

”
、
“
使用者

”
、
“
主张

者
”
、
“
反叛者

”
、
“
经营者

”
、
“
旁观者

”
、
“
初学者

”
、
“
表

演者
”
等等。如

“
研究

”
、
“
守望

”
等,施事成分很明确 ,

若是在
“
的

”
字结构中就表示

“
研究的人

”
、
“
守望的

人
”
却是有歧义的,它 既可以指施事 ,也可以指受事 ,

而在
“
者

”
字结构中却没有这样的歧义 ,这跟

“
者

”
字

本身的功能有关 ,它能在一定范围内提取施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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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 ,由 于二价动词强制要求与两个行动

元相关联 ,内 部又没有行动元与之同现 ,所 以是一个

开放式的结构 :既可以在定中结构中做定语 ,如
“
读

者的心声
”
、
“
目击者的证词

”
、
“
初学者的艰苦

”
、
“
观

察者的细致
”
等等 ;同 时 ,又 可以在定中结构中作中

心语 ,如
“
产品的制造者

”
、
“
事件的目击者

”
、
“
政策的

制定者
”
、
“
节 目的表演者

”
、
“
这个项 目的研究者

”
等

等 ;并且 ,由 于
“
者

”
字结构强调的是施事成分 ,所 以 ,

其受事成分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 ,因 此 ,在定中结构

中作中心语在前面指明受事 ,这种格式更为常用。

(三 )三价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

三价动词主要有两类 :一是给予类动词 ,一是加

工制作义动词。

1.给 予类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给予类三价

动词联系的三个名词 ,从语义上看 ,分别是施事、受

事、与事。若动词与
“
者

”
结合 ,侧 重于指明一项 ,意

义是并不完足的 ,歧义很多 ,会让人产生无法理解其

具体指向的感觉。所以 ,三价动词一般不能与
“
者

”

字结构结合 ,如
“
给者

”
、
“
送者

”
、
“
赠者

”
等意义都是

含糊不清的 ,究竟是指的施事 ,还是受事 ,还是与事 ,

没有特别明确的语境暗示 ,听话人肯定是不能定夺

的。

2.加工制作义动词与
“
者

”
的组合情况。加工制

作义动词构成的格式表示的意思是 :某人使用某种

工具对某对象进行加工 ;某人使用某种工具制作某

种产品 ;某人利用某种原材料制作某种产品。这类

动词有
“
切

”
、
“
包

”
、
“
捆

”
、
“
檫

”
、
“
装

”
、
“
织

”
等等。这

些动词在现代汉语中也不能和
“
者

”
字结合 ,因 为无

法确定其意义的指向,究竟是指施事 ,还 是受事 ,还

是工具 ,让人无法理解。如
“
切者

”
可以指实施切这

个动作的人 ,也可以指被切的东西 ,也可以指用来切

的刀什么的 ,听话人很难判断 ,如果没有特别完备的

语境 ,一定会导致交流中断。

总的来说 ,三价动词强制要求有三个行动元与

之相联系 ,意义内涵太广泛 ,而
“
者

”
只提取一个语义

成分 ,歧 义指数是 2,所 以,三 价动词一般无法与
“
者

”
字组合。除非出现在特殊的语境当中,那又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这里就不探讨了。

四 VP动 作持续度和强烈度的要求

动词性的短语本身的性质就是在于陈述和描绘

一个由主体发出的或正在进行的动作 ,但是 ,和
“
者

”

组合以后 ,就名词化了。陈述形态转化为指称形态。

72

据此 ,这个结构本身就对动词的相对静态持续性有

一定的要求 ,才能使这种转化是一个平稳的过渡 ,而

不是一个陡峭的跳跃。所以,我认为,VP的 动作强

度要低 ,而动作的持续度要高。

比如常见的一些
“VP十者

”
结构 :“ 管理者

”
、
“
执

法者
”
、
“
使者

”
、
“
殉道者

”
、
“
垦荒者

”
、
“
吸毒者

”、
“
退

休者
”
、
“
幸存者

”
、
“
战斗者

”
、
“
沉思者

”
、
“
漫游者

”
、

“
劳动者

”
、
“
工作者

”
、
“
失败者

”
、
“
倒退者

”、“流浪

者
”
、
“
潜伏者

”
、
“
自杀者

”
、
“
死者

”
、
“
胜者

”
等等。这

些动词表示的动作强度不大 ,只 是对当事者所处的

状态的一种描述 ,如
“
管理者

”
、
“
执法者

”
等倾向于一

种职业的描述 ,都不是瞬间的动作 ,持续度高 ,从总

体上考察 ,其强烈度也低。
“
退休者

”
的

“
退休

”
,并 不

是指离开工作单位这个瞬间动作 ,即 便在这个动作

发生后的时间里 ,也可以一直使用这个词 ,它更侧重

于描述这个人所处的一个长期的状态中。即使是
“
读者

”
的

“
读

”
,看起来强度似乎比较大,有 朗读、跟

读、领读的可能性动作在里面 ,但是
“
读者

”
一词在使

用中,其意义外延有所变化。如 :

(0)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对得起广大读者。

(6)《 收获》的读者朋友,将 受到一份新年的礼

物。

(7)我 想对我的读者们说一句
“
谢谢

”
。

可见 ,这个
“
读者

”
所表示的并不是字面上表示的那

种正在朗读的人 ,而 是指长期阅读某个作家的书或

长期关注某种刊物的一个群体或个人 ,这种动作是

一种相对静态的 ,这种关系也是长期延续的。

所以,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

用
“
跳者

”
、
“
跑者

”
i是 因为诸如

“
跳

”
这类的词 ,其动

作强度高、动作持续度低 ,不符合动作强度、持续度

高的要求 ,所 以不能和
“
者

”
组合。不过

“
跳

”
、
“
跑

”
这

样的词 ,可 以扩展为
“
跳高

”
、
“
跑步

”
这样的短语 ,这

时候 ,作为一个整体考察起来 ,它 的动作持续度高并

且动作强度又低 ,符合要求 ,就可以和
“
者

”
组合了。

这条规则 ,还有待于补充和进一步研究。

长期以来 ,对
“
者

”
的研究和解释比较多,但是 ,

对现代汉语中哪些动作动词可以和
“
者

”
结合这一

点 ,没有人涉及过 ,尤 其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角

度。本文对进人
“VP+者”

结构中的动词的条件做

了一些理论上的规定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际操作的

过程中,可 以主要从动作的强烈度、持续度和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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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者”

成立的几个条件

明确度来讲。因为对
“
价

”
和

“
格

”
的理解需要一定的  方式表示 出来 。并且信息 的明确度 ,也是具有直观

汉语水平和理论修养 ,也没有必要讲那 么深人和复  的可信性 ,容易操作 ,通过举例 的方式 ,学生就可 以

杂。动作的强度和持续度都是可 以被理解 的,也容  对 比出来 。

易直观地表述出来 ,在课堂上可 以通过 图式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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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P+zhe” construction must meet seˇeral conditions of accuracy of topic informaˉ

tlon, coordinat⒒ on and case, and vˉ durat1on and vˉ condensat1on, which 。an be op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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