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gerian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NJAH), Volume 1 Number 1, 2021 

 

Olabinjo                                                                                                                                                                 50 

 

汉语动结式的时量与语义分析 

Temporal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verb-resultatives 

 

Yewande Mulikat Olabinjo 

Suzhou University 

Language Department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y.olabinjo@yahoo.com 

 

摘要 

动结式（结果补语）是动补结构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近代汉语语法中，动结式占了很重要的

位置. 近 50 年，不少的专家学者已经描述和研究了动结式补语的各种方面的问题，如来源、

产生、形式、发展过程等。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动结式所表示出的语义。我们使用了不同的

标准给动结式分类，如： 有时间特征的语义分析、补语语义指向的特征、动结式结构［V＋ C］

的语义指向关系。我们把《儿女英雄传》作为我们主要研究的文库。 

关键词：结果补语、 时间特征、语义指向;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s a core aspect of verb complement structure. 

Over the past 50 years, scholars have described and studied various aspects of verb complement, such 

as its origin, syntactic structure etc.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do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and semantic relation existing between verbs and its complements in a resultative. We 

employed the use of different criteria to classify resultatives，we looked mainly at the temporal features 

and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verb complements. "The Gallant Maidian" is the main corpus for this 

research.  

Keywords: Resultative completive, Temporal features, Semantic orientation 

 

1.0 绪论 

汉语中动结式补语由述语动词和结果补语组成。 结果补语中的补语一般由动词或者形容

词承担。 在语义上，结果补语中的动词或者形容词与前面的动词是补充说明关系，亦即后面

补充说明前面动词行为产生的结果。 

充当动结式中的补语一般表示前面一个动作引起的结果、状态或程度，即都有三种语义特

征：完成义、结果或状态变化和一种虚化的结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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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完成义的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有此意的动词，实义虚化以表完成性。补

语如住、着、牢、肯、成等。 

[1] 我看你也是人家一个女孩儿，你难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第七回） 

（二） 表示结果或状态变化。指出动作行为的发生指导了相应的结果。形容词虽然表示

的是事物的属性，但是在动结式中的作用下可以使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发生变化。 

（三） 虚化结果义。指动词后充当补语的词失去了一部分原本意义，然后表示出一种抽

象的结果义。提出虚化义的补语有：肯、着、成、过等。如（2）中“着”有

“了”的意思。 

[2] 那书办道：“这一案断乎办不得。例上杀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手，本官就是偌大

的处分。（第十一回） 

按动结式结构内部的语义成分，我们可以说动结式一般呈现三种语义关系：  V + 结构 、

V +状态 、V + 程度，这些关系是起到补充的功能的。结构中充当动结式的动词通常有其本身

的特点，如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起点，而补语是表示该行为造成的状态、程度或结果。大部分

情况下 V1 是致使动词，致使动词在动结式里经常影响某个事物，然后使其改变状态或者导致

并引起某个结果。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

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本文将依据专业文献、网络材料、报刊等相关资料进行

研究。论文中的例句引用自清代汉语著名小说《儿女英雄传》。整个论文是有描述性的。全文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主要解释汉语的时间特征语义分析。第二部解释动结式中补语的语义指

向特征。第三部是动结式结构［V＋ C］的语义指向关系。最后有论文的结语。 

2.0 时间特征的语义分析 

在语义上，动结式有很强的时间特征，我们可以使用动结式的时间特点给它分类。 看 V 

C 之间的时量如：起点、终点，以 V 是否在结束之后才发生 C 补语为判断的条件。 Chang 

(1993)1 认为在动结式中，V 的动作开始后补语必须有状态的强制性起点。我们都同意他的观

点，因为我们都可以使用补语的实现时间来区分动结式。 

                                                           
1 Chang Shen-Min).［J］《  V+Qi(-Lai)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ociety of R.O.C。(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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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V 和 C实现的时间特点，我们把现代汉语动结式中 VC的时间特征分为三类： 时间

重叠、时间互补、时间分离。用下面的时间标志图解释： (————————>)用代表时间、

（I）是时间结束或开始的标志。 

i． 时间重叠： 

                V1 ：————————————> 

                            补语（C）I————————————> 

ii． 时间互补： 

 

V1 ：————————————I 

                        

补语（C）I————————————> 

iii． 时间分离： 

  

           V1 ：—————————I 

                               补语（C）I————————————> 

例如：   

[3] 暗里魂消骂哭了他，他还作春梦呢！ （第三十二回） 

 

上面（3）中 V和 C 的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归纳为时间重叠或者时间互补。使用时间重叠便

是说 ‘施事者还没骂完他，人就已经开始哭了’。 

                          骂 

                V1 ：————————————> 

                                              哭 

                            补语（C）I————————————> 

 

 在时间互补的情况下：‘人被骂完立马开始哭了’，这么个情况叫做时间互补。 

 骂 

V1 ：————————————I 

                                            哭 

补语（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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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句子不能提出时间分离的情况，在一个框下，将骂完了后隔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哭。 

[4] 且说那女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

指头去勾住了。（第三回） 

[5] 例上杀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手，本官就是偌大的处分。（第十一回） 

 

（4）只能有时间互补顺序，和（5）可以有时间互补或者时间分离。有时间分离时，“杀”完

之后才死人。 

 杀 

           V1 ：—————————I 

                                                            死 

补语（C）I————————————> 

我们也考虑到 VC 之间语义关系的时间特征。 王鑫（2003）
2
 使用时间特征把动结式分为三种

类型：持续过程动结式、持续完成动结式、瞬间实现动结式。按照我们所理解，这三个特点归

纳的标准为： 

—、VC之间是否有结果实现。 

二、它们之间是否有持续性特点。 

三、它们是否有固定的终点。  

有结果实现和持续特征归纳为持续过程动结式；瞬间实现动结式的语义特征是结果实现加上固

定终点；具有全三个标准称为持续完成动结式。 

2.1  持续过程的动结式 

在结构中，从 V 开始一直到 C的结果实现是通过一个过程的，而且结果的实现没有固定的终点

时间。结果可以实现于 V 后的任何一点，因此它的终点比较清弱。 从下面的图，我们会注意

到结果实现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 

                              V1 ：————————————>  

          终点 

 补语（C） 

                                                           
2 王鑫（2003）[D]《有关“动 1 ＋动 2”类动结式的几个问题》山西：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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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补语大多由形容词充当，如：长大、加长、打扫干净等中的补语。 “长大” 中的指向

人物需要无限时间的延续行为才得到“大” 那么一个结果。此结果并没有固定的终点。持续

过程的起点比终点更明确。例如： 

[6] 你们都是金枝玉叶，天子脚底下长大了的，可到那儿听这些去呢？（第三十三回） 

[7] 这个当儿，越耗雨越不住，雨越不住水越加长，又从别人的上段工上开了个小口子。

（第一回） 

2.2 持续完成的动结式 

持续完成有很强的终点，一般来说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它的延续时间也是固定的，过

了持续阶段后就到达终点。持续完成主要强调动作实现的终点，因此起点比较弱。如（8）中

V一直发生到 C完成的终点。 

[8] 看毕，顺着大殿房脊，回到那禅堂东院，从房上跳将下来。（第六回） 

                              V1 ：——————看——————> 

      （终点） 

 毕  

补语（C） 

 

和其他语法成分配合时，成分如 ‘了’ 和时量短语。持续完成可以强调动作结果发生的

时间；‘不’  结合也是说明动作非到达目的结果的意义。 

[9]  “你瞧，这是我们商量着给你众人拟出来的奖赏单子，打算请老爷、太太看了好施

恩。(第三十六回) 

 

2.3 瞬间实现的动结式 

    瞬间实现有很明显的结果实现加上一个固定的终点，可是持续性不会都体现。 V 的行为

是立刻改变状态成另一个新状态的，并不强调动作行为的起点以及续断。语义重心在结果上。

根据王鑫（2003），瞬间实现动结式的最大特点在便在于它瞬间性，即起点和终点合在一起的。  

[10] 且说那女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

两个指头去勾住了。（第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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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面的分类， 我们支持持续过程动结式、持续完成动结式的分类和解释，不过对于瞬间

实现动结式，本文认为起点和终点不能实现在同一个时间。瞬间实现的起点属于上面第一种起

点类型——时间重叠，虽然结构中强调结果的终点但是起点和终点不可能混合在一起。举例来

讲，“拿走” 中，V 和 C 在语义上两个之间的实现时间很密切，但是要先 V才实现 C。当然可

能 V还没结束就发生 C，而其如果 V没有开始 C就不可能实现。看下面：  

拿走 

                拿：————————————> 

       走 I————————————> 

3.0动结式中补语的语义指向特征 

    在语义上，补语指向句中的指某一个句法成分。 从语义指向角度分析补语和其他句法成

分之间的关系，补语可以分为三种：补语指向受事、补语指向施事、补语指向动词。 

1.1 补语指动词 

    句中动词和补语发生直接关系，而补语只和动词发生关系，则把说明动词行为作为主要任

务。句中“C”的语义指向不与任何句中的其他词语有关系，而是指“V”。 补语指动词时，

一般表示出的意思是动词的结果、动词的评价或者动作完成。  

[11] 一时大家乐的，就连笑也笑不及。（第三十五回） 

[12] 看毕，顺着大殿房脊，回到那禅堂东院，从房上跳将下来。（第六回） 

[13] 面上写了“褚宅家信”，又写上“内信送至二十八棵红柳树邓九太爷宝庄问交舍亲

褚一官查收”，写明年月，用了图书，收好。（第二回） 

   （11）和 (13)中的 “不及” 、“好” 表动作的评价义即“不及” 说明动作不是实现

的，“好” 表示动作的实现按照要求是准确的；（12）的“毕” 表示动作的完成义。 

1.2 指受事补语 

动结式中的补语在语义上说明受事者经过动作行为后所表示出的状态，即施事通过 V的动

作使受事者产生 C 的 动作、状态变化。受事可以出现于宾语或主语位置。如（14）和（15）

中的补语“翻”“坏”都是指向受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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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听得他那位萧史卿这半日倒像推翻了核桃车子一般，总不曾住话。（第三十六

回） 

[15] 这边三个贼听得，一齐回头看时，见房上那个跌了下来，一则怕跌坏了他。(第

三十一回) 

1.3 指施补语 

    指向施事表示施事发生 V 动作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补语和施事发生直接关系。施事者

也是补语的受事者。（16）中“站”和“稳” 都指向受事者“公子”，（17）的“坐”“定”

也是指施事者“那女子”。 

[16] 却说那公子立起身来，站稳了，便把两只手倒转来，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

一步步的踱进房来。（第六回） 

[17] 跑堂儿的走后，那女子进房去，先将门上的布帘儿高高的吊起来，然后把那张

柳木圈椅挪到当门，就在椅儿上坐定。（第三回） 

4.0 动结式结构［V＋ C］的语义指向关系 

动结式结构中有［V1 ＋ V2］时，V2 一般是结构中的补语。V1和 V2 都必须选择一个具体

的语义对象。按照 V1或补语 V2所选择的对象。  

    我们可以把动结式分为三种情况：［V＋C］指向同一对象、［V］和［C ］的指向不一致、

指向抽象。 

4.1 ［V＋C］指向同一对象 

    ［V＋C］相当有共同的对象时，即 V1 动作和 C 的结果变化影响的物体都一致。该物体一

般是句中的主语。在这个情况下，主语做某个动作而受到某个结果或状态的影响。 如： 

[18] 跑堂儿的走后，那女子进房去，先将门上的布帘儿高高的吊起来，然后把那张

柳木圈椅挪到当门，就在椅儿上坐定。（第三回） 

4.2 ［V］和［C ］的指向不一致 

    ［V］和［C］指向说明不同的事物时，V可以选主语为对象，而 C指向客事说明。不管选

了哪个对象，V还是引起了 C 的动作或状态变化。 这种 V和 C 的指向关系最普遍。如： 

[19] 宝宝哭醒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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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补语结构句法：   

 S  

 

NP TP 

 

N  VP   T’                         VP 

宝宝   哭 了 V  

    

                                                           醒             NP  

  

                                                                                                            N 

                                                                                                                      妈妈 

语义分析： 

 S  

 S   S  

  

NP Ti 

                

N  VP  Ti TP 

宝宝 哭         （妈妈） 

 T’ VP 

 了  

 V NPi 

 醒 妈妈 

     （上面的表中 S ＝句子、Ti ＝语迹、VP＝动词性短语、T’＝时态短语、NP＝名词性短语、

N＝名词、V＝动词） 

    我们认为，为了成立一句话， 第二句中的开头短语必须下降并承担另一位置。原来像不

同的句子的，为了能够完全融合成一个句子第二句话的主语需要往下移到宾语位置。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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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说：“莫不是我们在青云堡住着，九公把他找来演锤给我们看，看他一锤打碎了

一块大石头的那人？” （第三十八回） 

 

4.3 指向抽象 

    第三种情况是 Chang（1993）提出的，他认为在一个结构中，［V1］或者［V2］可以指向

不存在于结构里的抽象。他举的例子如下，  

[21] 张三打（人）断了棍子。 

            

     句中的 V1 “打” 客事是一个不存在句中的 “人” 。我们认为第三类情况与第二类情

况差不多。两个句为了彻底融合成一个结果补语，前句中的受事得消失让着两个句子融合，因

为两个句子有同一主语，一个主语也需要被淘汰才能成一个完成句。见下图： 

 S 语义分析 

 S   S  

  

NP Ti 

                

              Ti TP 

                  Ni VP                                （张三） 

                                       VP  

               张三         T‘  

                                        V           NP                           了      断           棍子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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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小总结 

 

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法给动结式分类。在论文中，我们使用：有时间特征的语义分析、

动结式中补语语义指向的特征、动结式结构［V＋ C］的语义指向关系。我们用这三个标准区

分动结式通常表出的意义。从动结式中补语语义指向的特征角度，我们把动结式分成补语指动

词、指受事补语、指施补语三类。从时间特征语义分为：时间重叠、时间互补、时间分离、持

续过程动结式、持续完成动结式。动结式结构［V＋ C］的语义指向关系：［V＋C］指向同一

对象、［V］和［C ］的指向不一致、指向抽象。这些特点使得动结式在汉语结果补语中都可

以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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