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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0.1NV式状中偏正短语指名词作状语、动

词作中心语的偏正短语。N加 Ⅴ是现代汉语 中

极为常见的组合格式 ,这 类格式实际上包含了三

种具有不同句法关系的短语。

第一类 ,NV构成主谓短语 ,如 :

目标转移 价格波动 社会勾通

工作结束 汽车奔跑 新生报到

第二类 ,NⅤ 构成定中偏正短语。如 :

课程说明 财政补贴 经济合作

汉字改革 会议记录 体育锻炼

第三类 ,NⅤ 构成状中偏正短语。如 :

实地搜集 低调处理 机枪掩护

高温消毒 火线入党 书面答复

本文讨论第三类即以 NV格式构成的状中偏

正短语。这种组合格式 中的 N仅指普通名词 ,不

包括时间词、处所词和方位词。

Ⅴol。 28,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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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讨论 NⅤ 式状 中偏正短语必须 回答两

个基本问题 :一是普通名词能否作状语 ,二是 NⅤ

式状中偏正短语如何与上述第一类、第二类格式

相区别。本文拟从句法特征、语义关系的描写人

手来回答上述问题。

- NV式 状中偏正短语的句法特征

1.1现代汉语 的体词性词语和谓词性词语

都能充当主语和宾语 ,在 主语和宾语 的位置上不

存在体词与谓词的对立。但是 ,现代汉语 的体词

性词语和谓词性词语在谓语位置上是互相对立

的。体词性词语充当谓语有严格限制 ,谓 词性词

语必能充当谓语。状 中偏正短语属谓词性短语 ,

因此 ,NⅤ 式状 中偏正短语必能分布在谓语位置

上。如 :

(1)多 亏 了分场医务室里一个
“二劳改

”

医生全力抢救 ,总 算把她从死神的怀抱 中抢

了回来。(从 维熙《走向混沌》,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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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 宋朝是石砚应该感念甚至感激的

时代 ,砚在宋朝开始出现了生命的辉煌 ,身 价

直线攀高。(杜 文和《古砚祭》,《 当代》⒛00

·6,P。 170)

(3)市 里规定不能越级上访 ,尤 其不能

集体上访。(阿 宁《另一种禽兽》,《 十月》

2000· 4,P。 118)

(4)我先跟郎总电话联系一下。(孙 春

平《老 师本是老 实人》,《 十月》⒛00· 6,

P。 17)

(5)他 重拳出击,步 步为营,破 除了车臣

匪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赢 得全国一片喝彩。

(唐 昀《叶利钦放心而去》,《 海外星云》2000
·3,P。 13)

(6)省 电视台要现场直播。(彭 东明《山

歌》,《 十月》2000· 4,P。 73)

(7)这 点最重要,会 拉
“
不叫广告的广

告
”
,即 用文字形式侧面宣传⋯⋯ (莫 怀戚

《花样年月》,《 当代》2000· 4,P。 68)

(8)平 常咱只眼气别人公款消费,今 天

也跟着一把手,算 找些心理平衡吧。(孙 春

平《老 师本是老 实人》,《 十月》⒛00· 6,

P。 12)

(9)洋 机票低价
“
倾销

”
中国。(马 晓

《洋机票低价
“
倾销

”
中国》,《 中国青年报》,

2000 · 10· 24)

上述各例中加点的部分都分布在谓语的位置

上 ,都是名词作状语、动词作中心语的 NⅤ 式状中

偏正短语。本文引言中第三类短语 ,都有充当谓

语或述语的功能。如 :

他实地搜集资料。
①

对这个敏感问题 ,人们尽量低调处理。

战士们机枪掩护小王前进。

纯正的伏特加不可以低温冷冻。

这些食品必须高温消毒。

三位战士火线入党。

我们可以书面答复读者的问题。

投资者只能现金入股。

1.2在 NV式状中偏正短语中,N和 Ⅴ的结

合十分紧密 ,在 N和 Ⅴ之间没有别的词插人。在

上面所引的例句中,有些 NV式状中偏正短语之

前有递加的状语出现。这些递加的状语有的是助

动词 ,如例(6)的 “
要

”
,例 (3)的 “

能
”
;有 的是副

词 ,如例(3)的 “
不

”
,例 (4)的 “

先
”
;有 的是介词

短语 ,如例 (4)的 “
跟郎总

”
,例 (7)的 “

用文字形

式
”
。我们知道 ,多层状语的排列顺序比较复杂 ,

孰前孰后往往取决于谓语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表意

的需要。不过 ,现代汉语动词之前的多层状语排

列顺序仍有一定的规律性 ,通 常表现为条件、时

间、处所、语气、范围、否定、程度、情态。名词作状

语可以划分为多种语义类别 (下 面将讨论这一问

题 ),但无论其属于哪种语义类别 ,名 词总是紧靠

动词 ,其他状语都不能移位到名词状语和动词中

心语之间 ,否则 ,句子不成立。

1.3NV式状中偏正短语的组合手段

现代汉语的组合手段一是虚词 ,二 是词序。

讨论 NV式状中偏正短语的组合手段实际上就是

讨论状语和中心语之间是否加
“
地

”
。实际上 ,当

普通名词充当状语时 ,名 词状语与动词中心语的

组合手段有三种不同情况 :一是必须以虚词为组

合手段 ,中 间必须加
“
地

”
,否 则不能组合 ;二是只

能以词序为组合手段 ,中 间不能插进
“
地

”
;三是

两种组合手段均可 ,中 间加
“
地

”
与否是自由的。

1.3.1 以虚词为组合手段 ,状语和中心语之

间必加
“
地

”
,构成

“N地 Ⅴ”
格式。如 :

(10)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历史地落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刘 月华《实用现

代汉语语法》,P。 zs)

(11)不 要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吕 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P。 18)

(12)反 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

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从 维熙《走向混

沌》,P。 49)  '
(13)我 有一个请求,请 蔡志忠先生智慧

搀 婵 举
一 下 蔡 志 忠 先 生 。 (淳

子 《 一 条 毛 虫

一匹狼——访漫画家蔡志忠》,《 读者》⒛00
·17,P。 16)

上述各例 ,分别由名词
“
历史

”
、
“
形式主义

”
、

“
本能

”
、
“
智慧

”
作状语 ,状语后面的虚词

“
地

”
不

可缺少 ,否则组合不成立。如例(11)不能说成 :

※不要形式主义看问题。

1.3.2以 词序为组合手段 ,状语和中心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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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能插进
“
地

”
,构成

“
NⅤ

”
格式。如 :

(14)这 些食品必须高温消毒。

(15)三 位战士火线入党。

(16)咱 们掌声鼓励。

名词作状语 ,多 数 以词序为组合手段。上面

几例中充当状语的
“
高温

”
、
“
火线

”
、
“
掌声

”
后面

都不能插入助词
“
地

”
,否则 ,句 子不成立。即不

能说成 :

※这些食品必须高温地处理。

※三位战士火线地入党。

※咱们掌声地鼓励。

1.3.3既能以虚词为组合手段 ,又 能以词序

为组合手段 ,状 语和 中心语之间
“
地

”
可 自由隐

现 ,可 以表达为
“N(地 )Ⅴ

”
格式。如 :

(17)我 支支吾吾总不正面(地 )表 态。

(莫 怀戚 《花样年 月》,《 当代》⒛00· 4,

P。 84)

1.4名 词作状语的组合手段虽然有三种不同

情况 ,但是第二种方式 ,即 以词序为组合手段是最

主要的,最具有普遍性。以虚词
“
地

”
为组合手段

的名词状语比较特殊。孙德金对《HsK词汇等级

大纲》的名词进行全面考察 ,仅得出 4个可以加
“
地

”
作状语的名词 :

深情 本能 历史 逻辑

在笔者搜集的语料中还有
“
智慧

”
=词可加

“
地

”
作状语 ,但

“
深情

”
可受程度副词修饰 ,与 其

他名词作状语的倩况并不完全相同,当排除在外。

如 :

(18)十 分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月 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P。 1008)

(19)极 其深情地吟唱起来。(月 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P。 1008)

“
深情

”
同

“
科学

”
、
“
机械

”
一样 ,兼 属名词和

形容词 ,不是真正的名词作状语。

名词充当状语 ,既能靠虚词组合 ,同 时又能单

靠词序组合 ,因 而后面的
“
地

”
可以自由隐现。这

种情况似乎只有个别特例。与例 (17)类 似的还

有一个
“
大力

”
。如 :

(20)我 们要大力(地 )推广普通话。(月

行健《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P.188)

由此可见 ,名词修饰动词构成状中偏正短语 ,

其基本的组合手段是词序 ,而且修饰语和中心语

结合紧密 ,中 间不能扩展 ,一 般不能插人虚词
“
地

”
。

“
NⅤ

”
式是名词作状语修饰动词中心语的

基本格式。

二 N与 Ⅴ之间的语义关系

2.1这里讨论名词状语同动词中心语之间

的语义关系时 ,仅限于不加
“
地

”
的 NⅤ 格式。语

义关系不是由个别词的具体意义决定的,也不是

由一群词的概括意义决定的,而是根据名词和动

词在深层语义结构中发生的相互联系概括出来

的。如 :

(21)肉 包子吃完了。

(22)肉 包子打狗。

(23)肉 包子是面粉加肉馅做的。

同一个
“
肉包子

”
,在上面三例中词汇意义不

变 ,但是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却不同。在例 (21)中

是受事 ,在例(22)中是工具 ,在例(23)中 是系事。

相反 ,词 汇意义表示工具 ,但在句法语义中不一定

是动作行为的工具。如 :

(24)锄 头修好了。

(25)锄 头是小王的。

(26)锄 头锄草。
“
锄头

”
在例(24)中 是受事 ,在例(25)中 是系

事 ,只 有在例(26)中是工具。

上面所举的例子 ,名 词都处在主语的位置 ,同

动词发生语义关系的名词 ,句 法上以处在主语和

宾语位置为常。现代汉语中,如 果名词要出现在

非主、宾位置上 ,则 通常需要前加介词才能出现在

句法层面。因此 ,介词有标记语义关系的作用。

例如
“
被

”
通常是施事的标记 ,“ 把

”
通常是受事的

标记 ,“ 用
”
通常是工具的标记 ,“ 在

”
、
“
从

”
通常

是时间、处所的标记 ,“ 对
”
通常是与事的标记。

名词直接作状语 ,其特殊性在于它们的前面没有

介词。但是在讨论名词状语和动词中心语之间的

语义关系时 ,我们可以根据可能添加的介词作为

形式验证。

2.2N是动作、行为的方式或手段。如 :

(27)咱 俩单线联系。(孙 春平《老师本

是老实人》,《 十月》⒛00· 6,P.13)

(28)经 诊断,马 老师患了阑尾炎 ,必 须

手术切除。(孙珙《清风吹过土窑课堂》,《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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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000· 15,P。 21)

这类名词状语前可添加介词
“
通过

”
,名 词后

可添加
“
的方式/手段

”
。类似的 :

田头承诺 武装入侵 集体研究

低价倾销 政治解决 高温消毒

2.3N是动作行为的处所、范围。如 :

(29)届 时,中 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

台、四川电视台将向全国现场直播。(唐 青

林等《第六届大运会明天开幕》,《 中国教育

报》2000· 9· 2)

这类名词状语前可添加介词
“
在

”
或

“
从

”
,名

词后面有时可添加上
“
方面

”
。类似的如 :

精神鼓励 局部调整 全线出击

内部消化 中途撒手 现场办公

2.4N是动作行为的工具。如 :

(30)只 有少数几家已购置电脑 ,或 因别

的原 因婉言谢 绝。(温 金海《中关村进行

曲》,《 啄木鸟》2000· 12,P。 5)

(31)大年初一早上,尧 志邦⋯⋯就到徐

家院落里看了看 ,然 后到村委会给徐早蝶全

家电话拜年。(关 仁山《平原上的舞蹈》,《 十

月》2000· 3,P。 27)

这类名词状语前可添加介词
“
用

”
。这里所

说的
“
工具

”
,不 是词汇学意义上的,而是从句法

语义角度着眼的。我们认为凡语义上表示动作、

行为赖以发生、进行或完成 ,语法上可以用介词
“
用

”
来标记的名词 ,则 可以根据句法语义关系纳

人工具类的语义关系范畴。类似的如 :

广播找人 现金支付 公费出国

键盘输入 黄牌警告 科技挟贫

2.5N是动作、行为的目的、原因。如 :

(32)这个情报官员逃到西方政治避难。

这类名词状语前可加介词
“
因为

”
或

“
为了

”
。

类似的还有
“
友情出演

”
。

?。 6N表 示动作行为的情状。如 :

(33)江 利兵在面包制作上花样翻新 ,口

味繁多,质 量过硬 ,营 业额直线上升。(洪 燕

《一个贫困生的企业家之梦》,《 中国青年》

2000 · 1,P。 27)

这类名词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情状 ,具有描

述或比况的作用。比较特殊的是这些名词之前不

能添加介词 ,可视为零标记形式。这种用例较少 ,

类似的还有
“
盛情款待

”
。

以上分类着眼于语义和形式两个方面。由于

对语义本身的理解不完全一致
②
,并 由于现代汉

语的某些介词 ,比如
“
用

”
,可 以标记多种语义范

畴 ,所 以分类中不免有相互交差 ,或可此可彼的现

象。限于我们搜集的语料 ,可能分类还不全面 ,但

比较明显的是 :N的语义类别主要集中在手段、方

式、范围、工具三个方面。

三 NⅤ 式状中偏正短语同其他短语的区别

3.1引 言中已经指 出 ,现代汉语 的
“N+Ⅴ ”

可以构成三种句法关系 ,即 主谓、定 中、状 中。只

有将 NⅤ 式状 中偏正短语 同其他句法关 系相 区

别 ,我 们才有充分的理 由肯定现代汉语 中有普通

名词作状语、构成状中短语的情况。

3.2与 NⅤ 式主谓短语的区别

3.2.1名 词加动词常常构成主谓短语 (属 引

言第一类 ),但 主谓短语与状 中短语 的语义关 系

不完全相同。主谓短语 中的名词主语可 以是施

事、受事 ,状中短语中没有这种语义关系。如 :

河水流淌 阳光普照 春风吹拂

火车运行 学生学习 大夫看病

婴儿学步 农民务工

以上短语中的名词为施事。

相反 ,状 中偏正短语中的名词可以表手段、方

式、原因、目的、情状。主谓短语都不能表示这些

语义关系。

3.2.2名词主语和名词状语都能表处所、范

围 ,但是表范围的名词作主语时 ,充 当谓语的动词

是非动作性的 ;而表范围的名词作状语时 ,充 当中

心语的动词是表动作行为的 ,且语义上必定有一

个施事主语。如 :

a。 局部倾斜 全线崩溃 侧面透光

b.局 部调整 全线出击 侧面打听

a类为主谓短语 ,“ 倾斜
”
、
“
崩溃

”
、
“
透光

”
均

不表动作行为 ,短语前不能添加施事。b类 等属

状中短语 ,其 中的动词
“
调整

”
、
“
出击

”
、
“
打听

”

表示动作行为 ,整个短语之前可加施事主语。

3.2.3名词充当主语表示工具范畴 ,这种情

况比较常见 ,可分为两类 ,如 :

a。 这把刀切 肉 盆儿里的水洗菜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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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坛子装米

b。 大碗盛汤 斧头砍柴 太阳灶做饭

滴滴畏灭蚊

这类短语同状中短语较难区别 ,因 为名词无

论作主语还是作状语 ,凡表工具范畴都可以添加

介词
“
用

”
。状中短语必能作谓语 ,但 主谓短语并

非不能作谓语。尽管两类短语 的形式差异很贫

乏 ,但 既然属于不同的类 ,便必有不同的语法特

征。

工具主语都是有定的 ,表示特指或表示泛指。

a类主语表特指 ,前面常带指量短语或其他限制

性定语。b类 主语表泛指 ,这类主谓短语语义上

不易 自足 ,多 用于构造复句或在单句 中作 主语

[1](22页 )。 女口:

(34)大碗盛汤 ,小 碗盛饭。

(35)太 阳灶做饭可方便啦。

工具状语则是无定的 ,前面不能添加体词性

限制成分。具有工具关系的状中短语都能充当谓

语。

其次 ,主语和谓语结合比较松散 ,因 此主谓之

间可以添加别的成分。如 :

这把刀切肉。→这把刀是不是切 肉。

大碗盛汤 ,小 碗盛饭。→ 大碗是不是盛

汤 ,小 碗是不是盛饭。

NⅤ 式状中偏正短语结合紧密 ,不 能扩展
③

,

下面的变换都不成立 :

公款吃喝→ ※公款是不是吃喝

掌声欢迎→ ※掌声是不是欢迎

3.3与 NⅤ 式定中短语的区别

名词加动词还能构成 NⅤ 式定 中短语 (属 引

言第二类),在这类定中短语 中 ,名 词和动词的语

义关系较复杂 ,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类别
④

:

a。 N表 示受事。如 :机 器安装、家 电维

修。

b。 N表 示手段方式。如 :武 力镇压。

c。 N表 示工具。如 :篮 球比赛。

d。 N表 示处所、范围。如 :广 州起义、国

际比赛、政治表现。

e。 N表 示 内容。如 :国 事访 问、形势报

告、算术测验。

其中 a类 、e类是不会与状中短语混淆的 ,因

为 NⅤ 式状中偏正短语中的 N没有这样的语义类

别。b、 c、 d三类的语义关系虽然在 NⅤ 式状 中短

语中也存在 ,但是 NⅤ 式定 中短语 中的动词只能

是名动词[2](ω -61页 ),并且整个短语是体词性

的 ,不能充当谓语。这些语法特征与 NV式状中

偏正短语截然相反。

3.4在 NⅤ 格式的短语中,N可 以是主语 ,可

以是定语 ,也可以是状语 ,从而构成三种句法关系

不同的短语。虽然三种短语表面形式一样 ,但是 ,

由于句法关系不同,因 而其语义关系、句法功能、

相关格式都有明显区别。

四 余论

目前语法学界对现代汉语普通名词能否作状

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朱德熙先生认为名词一般

不能作状语 [3](5页 )。 马真先生认为名词经常

作主语 ,不能作状语、补语 [4](10页 )。 刘月华先

生认为名词作状语仅有少数特例 [5](犭 页 )。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也是如此观点 [6](Bs页 )。

笔者认为普通名词作状语是一种客观存在 ,且它

们的范围和使用频率呈增加的趋势。

孙德金先生曾撰文讨论了现代汉语名词作状

语的情况 ,但他认为作状语的名词都是兼类词 ,即

名词兼副词 [7](117-119页 )。 这种观点说到底

还是不主张名词本身具有充当状语的功能。我们

认为承认现代汉语有少数名词可以作状语 ,并 不

破坏现代汉语词类的系统性 ,正如我们承认时间

词、处所词可以作状语 ,并不破坏词类的系统性一

样。相反 ,在承认少数普通名词可以作状语的前

提之下 ,进一步搞清楚普通名词作状语的范围、条

件、规律则显得更为重要。对此笔者将另文再陈。

注释 :

①例句中没标明出处的为自造句子 ,这些句子都是在口语中广泛验证过的。下同。

②如Ⅲlm。re将 工具格(Instmmental)定 义为
“
某种无生命的力量或物体 ,它常常是句中的动词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产生的

原因
”
,这就包括了本文的手段、方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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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现金支付

”
可以扩展为

“
现金是否支付

”
、
“
现金已经支付

”
。但扩展式中的

“
现金

”
是受事,扩展式是主谓短语 ,与原

式不同。

④在这种格式中 N也可表示时间。时间词可作状语 ,语法学界认识大体一致 ,本文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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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Ⅱa1y⒍s of NV Phrase1￠ 仕l N as Adverbialin Modern CⅡ nese

LI M0
(sichuan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Teachers,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 NV phrase with N as adverbial can function as predicate。  This

kind of NⅤ  phrase is different from the NⅤ  phrase with N as su刂 ect,whiCh Can be clearly dif】 1Dr-

enuated by thei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It follows that in modem Chinese parL of nouns

can function as adverbs。

Key words:NV phrase; noun adverbial; syntactic feature; semantic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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