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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 说话太快。

老李投篮很准。

他骑车特别快。

2.他讲课很有精神。

他坐车不给钱。

我打牌输给了他。

这个小孩走路不太稳。 他待人很热情。

试析
“
SⅤP?句

他学习很认真。

爸爸工作勤勤恳恳。

他看小说非常专心。

他种花没有经验。

老一辈写字用毛笔。

他做思想工作很讲究方法。

联宀
小王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方法具体地分析了
“
你做事认真

”
这类句式 :

在句法平面说明它是一个跨类句 ;在 语义平面分析了各成分之问的语义指向;在 语用

平面探讨了两种句式的细微差别。这对正确分析和使用这类句式都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三平面 跨类句 语义指向 主题 :述题 重心 变换

近年米 ,我 国语法学界提出了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的学说 ,这一学说已成为 90年代中国语

法研究的中心 ,它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路子 ,推动了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从句法、语义、语用

三个不同的平面对句子进行分析 ,“使语法分析做到了形式与意义相结含,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描

写性与实用性桕结合
”Dl,也使语法分析更丰富、更全面1更 系统、更科学了。本文试图用三个平面

的理论方法分析
“
你做事认真

”
这类句式。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这类句式称为

“SVP”句。
“
S”代

表句首的名词性短语 ,“ V”代表句中的动词性词语 ,“ P”代表句尾的形容词性词语 (包 括出现在这

个位置上的动词性词语 )。 下面举例说明
“SVP”句的两种类型 :

他游泳夺得了冠军。  他看书写文章都在晚上。

笫一纽例句的末尾是形容词性词语 ,笫二组例句的末尾是动词性短语 ,两组例句基本上反映了
“
SVP”句的概况。下面我们就从三个不同的平面来考察这类句式。

一、从句法平面进行分析

句法分析是对句子内部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进行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
“SVP”句式中的

“
S”

可以分析为全句的主语 ,它 出现在
“VP” 的前面而且不附介词 ,例句中的

“
S”常由

“
爸爸、这个小

孩、老一辈、你、我、他
”
等词语充当。

“SVP”句式中的
“
SV”也可以分析为主语 ,因 为

“
P”是由形容

词性词语或表示非动作的动词和其他词语所组成的短语来充当的 ,句首的主谓短语
“SV”就有资

格作主语。
“
sV”既然是主语 ,“ S”就成了主谓短语中的小主语。不管

“
S”是全句的主语还是主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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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P” 句

语中的小主语 ,它都是由指人的名词性词语(包括代词)来充当的。
“SVP”句式中的

“
V”所指的动作或行为都是

“
S”发出来的。充当

“
V”的动词性词语可以分为

两类 :第一类是指人的动作或行为的动词 ,如
“
学习、工作、游泳、说话、投篮、待人、讲课、走路、种

花、打牌
”
等 (多 数是动宾式的离合词);第 二类是指人的动作或行为的动宾短语 ,如

“
骑车、看小

说、坐车、做思想工作、写字
”
等。充当

“
V”的动词(包括动宾短语中的动词)不能带动态助词

“
着、

了、过
”
,动宾短语中的动词常是单音节的动作动词 ,如

“
走、坐、看、写、种、做

”
等。

“
sVP”句式中的

“
P”是由形容词性词语或动词性短语来充当的。形容词大多是表示状态的 ,

如
“
快、稳、准、勤勤恳恳

”
等。动词性短语中的动词常是表示肯定、否定、存在等的非动作动词 ,如

“
有、没有、在、讲究、输给

”
等。

SVP”句属于何种句型 ,专家们的看法不太一致。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把它归入主谓谓语

句匚z彐 ,即
“
S” 为全句的大主语 ,“ V”为小主语 ,“ P”为小谓语 ,主谓短语

“VP”作为一个整体充当谓

语。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在语法学界影响比较大 ,并普遍地为广大语言工作者所接受。吕叔湘

先生曾说过 :“主语之后连用两个动词(包括形容词)或动词短语 ,可以作两种分析。
”匚3]如

:

你/说 话太快。或 你说话/太 快。

这说明
“SVP”句不仅可以分析为主谓谓语句 ,还可以分析为主谓主语句 ,即 由小主语

“
S”和小谓

语
“
V”所构成的主谓短语作主语的一种句式。两种句式的语法结构关系不同,可它们共存于一个

形式之中,这说明
“
SVP”句是一个跨类句。形成跨类句的主要因素是充当

“
V”的动词性词语具有

双重性 :充当小谓语时具有动作性 ;充 当小主语时具有事物性。它就像一块灵活的七巧板 ,往前靠

就构成主谓主语句 ;往后靠就构成主谓谓语句。我们用层次分析法来说明这两种句式的区别 :

你说话  太快     或 你  说话太快

凵 L」 | 谓 |
凵 凵 四趾 |谓 |

四凵
上而图示清楚地表明充当

“
V”的动词

“
说话

”
与

“
你

”
可以构成主谓关系,与

“
太快

”
也可以构成主

谓关系 ,“ V”是一个既能作谓语 ,又 能作主语的特殊成分 ,它在构成主谓主语句和主讠1了 谓语句中

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两种句式所用的词语虽然相同 ,但它们的语法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不一

样。如果我们只把
“SVP”句分析为主谓谓语句 ,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出这种跨类句的不同的语法结

构关系和层次关系。

二、从语义平面进行分析

语义分析是分析词语在结构当中的深层意义。
“SVP”句式中的

“
s”是由指人的名词性词语来

充当的 ,无论是在主谓主语句中还是在主谓谓语句中都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
“
V”的施事。如

“
你

投篮/很准
”
或

“
你/投篮很准

”
,两 种句式中的

“
投篮

”
这一动作都是

“
你
”
发出来的。如果

“
V”是一

个动宾短语 ,“ S” 只是动宾短语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行为的施事。如
“
他看小说非常专心

”
,

“
他

”
便是

“
看

”
这

一动作的施事。
“SVP”句式中的

“
V”既然是

“
S”发出的动作或行为 ,那 么

“
S” 与

“
V”之问就存在施事与动作

的关系。如果
“
V”是一个动宾短词 ,“ S” 只与动宾短语中的动闸具有施事与动作的关系。如

“
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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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很讲究方法
”「卜的

“
他

”
与

“
做

”
便是如此。

“
s”与

“
V”之问的语义关系不受句法结构的影

响 ,也不受层次关系的影响。
“
SVP”句式中的

“
P”虽然处在句末 ,但它的语义不是指向

“
S” ,就是指向

“
V” 。   ‘

l.指 向
“
S” :

〃SVP∷句式中的
“
P”不论是形容词性词语还是动词性词语 ,都可以直接对

“
S”进行描写或加

以说明,表示
“
S”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如

“
他学习很努力

”
,形容词性短语

“
很努力

”
指他勤奋学

习的状况 ,这 可以通过句式变换来加以说明 :

∷
他在学习方面很努力。学习他很努力。
“
很努力

”
的语义苴接指向

“
他

”
。又如

“
他讲课很有精神

”
,动词性短语

“
很有桁神

”
的语义也苴

接指向“他
”
,这 也可以通过句式变换来说明 :

∷ 他在讲课时很有精神。 讲课他很有精神。

2.指向
“
V”

“SVP”句式中的
“
P”还可以苴按对

“
V”这一动作或行为进行描写或加以说明。如

“
你说话太

快”,形容词性短语
“
太快

”
指说话的速度不同于一般 ,这还是可以通过句式变换来说明 :

你说话说得太快。 你说的话太快。
“
太快∵的语义既然可以分别指向

“
说

”
和

“
话

”
,就可以指向合起来的

“
说话

”
这一行为。又如

“
他讲

课很有特色
”
,动 闹性短语

“
很有特色

”
指讲课的风格特点。在前面举的两组例句中 ,“ P”的语义指

向
“
V”的还有 :

他骑车特别快。 老李投篮很准。

三、从语用平面进行分析

从句法平面和语义平面对句子进行分析是静态的分析 ,而语用分析是研究人们怎样运用词

语组合成句子进行交际 ,它偏重于表达 ,是动态的分析。语用分析的内容很广泛 ,它包括主题、述

题、表达亟心、句型或句式的变化等。当
“
SVP”句是主谓谓语句时 ,“ S”是全句的主题 ,是陈述的对

象 ,是 已知的信息。
“
VP”是用来陈述

“
S”的部分 ,它 能回答

“
S”怎么样的提问 ,给 人以新的信息 ,因

此 ,“ VP”是述题。如
“
他待人很热忄i吁

”
中的

“
他

”
与

“
待人很热情

”
是主题与述题的关系。主题、述题

是语用成分 ,不是句法成分 ,但在主谓谓语句中,主题与主语重合,述题与谓语重合。当
“SVP”句

是主谓主语句时 ,“ sV”是主题 ,“ P”是述题 ,语用成分主题与述题同句法成分主语与谓语也分别

重合。

o  范晓先生曾经说过 :“ 在主题与述题的关系中,述题传达新的信息 ,它常常是表达重心。
”E4彐 。

由于
“
SVP”句是一个跨类句 ,不同的句式表达的重心不一样。

“sVP∵是主谓谓语句时 ,“ VP”是表

达重心。由于述题又是由小主题和小述题两个部分组成 ,小述题对小主题而言又是表达重心 ,因

此 ,小述题是表达重心的重心。比如
“
爸爸工作勤勤恳恳

”
,“工作勤勤恳恳

”
是表达重心 ,“ 勤勤恳

恳〃是表达重心的重心。
“
SVP”句是主谓主语句时 ,“ P”是述题 ,是表达重心。如果

“
P” 由动宾短语

来充当,那么动宾短语中的动词能不能成为表达重心的重心呢?在句法平面和语义平面 ,出 现在

谓语位置上的动词是一个句子的支点 ,是句子的结构中心 ,也是句子的语义核心。从语用平而来

看 ,动 词常出现在述题的中心位置上 ,对主题加以闼述和说明,我们可以在动词前加上附加成分 ,

使动词更为突出。如
“
他种花确实没有经验

”。“他坐车从来不给钱
”
。我们又从人们在回答问话时

的情况来说明动词在表达中的重要性。如
“
他知道这件事吗?”

“
他种花有没有经验?”回答的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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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j

以是
“
知道这件事

”
、
“
有经验

”
或

“
知道

”
、
“
有

”
。回答问话时可以省略宾语

·,但不能省略动;词”这说

明动词在表达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构成一个旬子的最根本的诃是

名词和动词
”E5],而 动词往往又是传达新信息的。因此 ,我们认为:出Ⅱ现在述题这个位置上的动宾短

语中的动词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表达重心的重心。这时 ,一个句子的结构中心、语义核心和∷表

达巫心就完全亚合了。
“SVP”句既然可以分析为不同的句式 ,那它们在表义方面有什么不同?这个间题只有通过语

用分析才能解决 ,因 为语用是分析语义的一把钥匙。我们先举例 :

1‘ 他/学 习很认真 ,(他 )做 其他事不一定很认真。

⒉他学习/彳艮认真 ,他 做其他事/也很认真。

笫一个例句是主谓谓语句 ,笫二个例句是主谓主语句 ,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去

考察 ,发现两种句式在语义语用方面的差别有三点 :A。 主谓谓语句陈述的对象是
“

s∶
”

,“ s”与
“VP”之间可以停顿 ,可 以加上语气词 ,如

“
他嘛 ,学 习很认真

”
;主谓主语句陈述的对象是

‘
:SV” ,

“
SV”与

“
P”之间可以停顿 ,也可以加上语气诃 ,女Ⅱ

“
他学习嘛”很认真

”
。以上分析说明两种句武陈

述的对象不同 ,句 中停顿和添加语气词的地方也不同。⒏主谓谓语句∴j塞用 ,主语柑同 ,后一分句

的主语可以省Ⅲ各;主谓主语句连用 ,即 使小主语柑同,后一分句的
·
小主语不∵能省”如果省去了,整

个句式就变成了主讠Fl谓语句的连用。C。 主谓谓语旬传达信息时的聚焦点是
“
V” ,这时的

“
V”隐含

了表示范 F日 的意思 ,主谓渭语句大都可以变换成主谓句 ,“ V”就变成、了具有修饰限制作用的状语

成分。如 :

他在学习方面很认真。 他在种花方面没有经验`。

他讲课时很有精神。  他在游泳这个项目上夺得了冠军。

主谓主语句是主谓短语
“
sV”作主语 ,“ SV” 已被当成一件事来加以陈述 ,具有柑对的完整性 ,但

主谓主语句传达信息时的聚焦点是
“
S” ,“ S”与

“
P”在语义上有密切的联系 ,“ S”可以成∷为

“
P”的陈

述对象 ,通过主谓主语句可以变换成主谓谓语句 ,“ V”仍然是陈述的对象 ,不能变换成具有修饰

限制作用的状语成分。如 :

学习他很认真。

讲课他很有精神。

种花他没有经验。

游泳他夺得 了冠军。

本文虽然从句法 、语义和语用三个不同的平面对
“
SVP”句进行了分析 ,但 由于三平雨的理论

提出时间不久 ,用 这个理论结合汉语语法事实进行分析还处在起步的阶段 ”自已对这个理论的认

识还很肤浅。困此 ,本文对
“SVP”句分析不一定完全符 合语法筝实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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