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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首先介绍《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体系结构与理论背景；然后，介绍该词典所区分的８种动词小类

及其定义；重点介绍该词典为动词所设置的２２种语义 角 色 及 其 定 义，由 这 些 语 义 角 色 的 不 同 配 置 而 造 成 的２０来

种句法格式及其例句，及其所考察的动词的９种主要的语法功能及其对于该词类的隶属度；最后，给出该词典的检

索系统的界面截图，交代其相应的纸质版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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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汉语动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
（以下简称《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是袁毓林教

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

息词典》（简称《实词信息词典》）的一个子系统。本

文主要介绍《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知识内容和

体系结构，包括该词典为动词所划分的８种动词小

类及其定义、为 动 词 设 置 的２２种 语 义 角 色 及 其 定

义、由目标动词与这些语义角色的不同配置而造成

的２０来种句法格式及其例句，以及动词的９种主要

的语法功能及其对于该词类的隶属度。

１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内容结构和

理论背景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主要描写动词跟其他

词语的搭配方式和语义上的句型构造。通过语料调

查我们可以发现，动词在句子中主要做谓语或谓语

核心，表示人或事物的某种动作、行为、状态或关系；
跟它搭配的词语表示这种动作、行为、状态或关系的

主体，或者受到这种动作、行为影响的事物，以及工

具、方式、处所等其他相关的事物。简单地说，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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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搭配成分是论元；论元又可以根据它们在动

词所表示的事件中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分为不同的

语义角色。
这样，了解一个动词跟什么样的语义角色搭配、

它们怎样搭配、它们组合起来以后描述了一种什么

样的情景，也就基本掌握了一个动词的意义和用法。
难怪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Ｓｔｅｖｅｎ　Ｐｉｎｋｅｒ要说：
“一个动词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指称动作或状态的词，
它实际上是句子的‘底盘’。它为该句子的其他成分

提供了一个多槽的框架，在这里，无论主语、宾语还

是各种介词宾语和从句等成分都可以各就各位，各

司其职”［１］。事实的确如此，请看例子：
例１　 吐鲁番的葡萄熟

■
了。———（主体＋动词）

例２　萧 何 月 下
■■

追
■

韩 信。———（施 事＋处 所＋
动词＋受事）

例３　我们向幸福
■■

进发
■■
。———（施事＋目标＋动词）

例４　黄鼠狼给鸡
■

拜年
■■
。———（施事＋对象＋动词）

例５　我的婚姻
■■■

我做主
■■
。———（范围＋施事＋动词）

例６　我家住
■

在黄土高坡
■■■■

。———（主体＋动词＋
处所）

例７　赵普用半部《论语》
■■■■■

治
■

天下。———（施事＋
工具＋动词＋受事）

例８　爹 爹 送
■

我
■

两 尺 红 头 绳。———（施 事＋动

词＋与事＋受事）
从括号中对这些句子的简单的语义分析可见，意

义和用法不同的动词能够跟不同的语义角色。通过

不同的配置方式造成不同的句式，从而表达了不同的

意义、描绘了不同的场景、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报道了

不同的事件。因此，可以直观地把动词想象成各种带

钩子的原子，不同的动词所带的钩子的数量和形状不

尽相同；于是，它们所能勾住的其他成分的数量和性

质也就有所不同。如果借用化学上原子化合和配价

的说法，那么动词就是语句 组 合 的 核 心，像 施 事、主

体、受事、范围、处所、工具等伴随成分就是配价成分。
不同的动词有不同的配价功能，支配不同数量和不同

性质的配价成分，构成不同形式的短语和句子。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就是从这样一种“情

境语 义 学”（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和“配 价 语 法”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的 角 度，通 过 对 大 规 模 真 实 文

本语料的调查和分析，来全面、准确、简明地描写动

词在情境意义和搭配用法上的关键性特点，使读者

“观其伴，会其意；明其价，知其用”；即让读者在查阅

一个动词的条目以后，可以了解该动词通常跟哪些

伴随成分一起出现，从而从搭配关系上理解该动词

的意义，明白其配价组合方面的特点，并掌握其基本

的常用句式。
下面，介绍这部词典的动词小类、语义 角 色、句

法格式和语法功能的描写体系。

２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动词小类及

其定义

　　这里的动词是根据其用法（即语法功能）来定义

的，指具有下面这些语法功能的词：①可以作谓语或

谓语核心；②可以受否定词“不、没有”修饰；③可以

带真宾语或者不能受“很”等程度副词修饰。为了反

映动词内部不同的词之间在有关用法上的差别，我们

又把动词分为八种小类：＜不及物动词＞、＜准及物

动词＞、＜体宾动词＞、＜助动词＞、＜形式动 词＞、

＜名动词＞、＜强谓宾动词＞、＜弱谓宾动词＞。
在本词典中，对于每一个动词词条，我们首先根

据它们能否带真宾语而区分为“及物动词ｖｓ．不及物

动词”两 大 类：①可 以 带 真 宾 语 的 是 及 物 动 词；

②不能带真宾语是不及物动词。在广义的不及物动

词中，那些能额外带有一个需要介词引导的必有性

配价成分的是准及物动词。如果是准及物动词，那

么直接标上＜准及物动词＞；剩下的是狭义的不及

物动词，那么直接标上＜不及物动词＞。
如果是及物动词，我们根据它们能否带谓词性

宾语而区分为“谓 宾 动 词ｖｓ．体 宾 动 词”两 大 类：可

以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谓宾动词，不能带谓词

性成分作宾语的是体宾动词。如果是体宾动词，那

么直接标上＜体宾动词＞。
如果是谓宾动词，那么还要细分为下列五种小

类：强谓宾动词、弱谓宾动词、助动词、形式动词，名
动词。粗略地说：只能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表示情

态意义的是助动词，直接标上＜助动词＞。只能带名

动词、事件名词作宾语的是形式动词，直接标上＜形

式动词＞。可以兼作名词的是名动词，直接标上＜
名动词＞。剩下的谓宾动词，只能带谓词性成分作

宾语的是强谓宾动词，标上＜强谓宾动词＞；既能带

谓词性成分作宾语、又能带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是

弱谓宾动词，标上＜弱谓宾动词＞。
各种动词小类的具体定义和判定标准如下［２］：
不及物动词：只 能 带 一 个 必 有 性 配 价 成 分，不

能带真宾语、可以带准宾语的动词。
准宾语包括下列三种：
（１）量 度 宾 语，即 表 示 时 量、动 量 或 程 度 的 宾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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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例如：
［休息了］一会儿｜［醒了］好几次

［锈了］一点儿

（２）处 所 宾 语，即 表 示 运 动 的 终 点 的 宾 语。
例如：

［来］北京｜［去］贵州｜［飞］乌鲁木齐

［到］亲戚家

（３）存 现 宾 语，即 表 示 存 在、出 现 或 消 失 的 宾

语。例如：
［来了］两个新队员｜［走了］几个客人

［新到了］一批冻猪肉

准及物动词：不 能 带 真 宾 语、但 是 可 以 通 过 介

词来引导与事、对象等必有性配价成分的动词。［３］

准及物动词的配价成分，常见的包括下列五种：
（１）与事，即表示动作行为的协作者。例如：
［跟］李红［结婚］　｜　［和］对手［较量］
［与］浙江［接壤］
（２）对 象，即 表 示 动 作 行 为 所 针 对 的 对 象。

例如：
［向］朋友［求助］　｜　［给］师傅［拜年］
［为］儿子［说情］｜［怪罪］［于］他人

（３）施事，即表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例如：
［由］王平［接手］　｜　［由］老板娘［主事］
［由］我爸爸［做东］
（４）处 所，即 表 示 运 动 的 起 点 或 终 点 等 地 点。

例如：
［起源］［于］唐朝｜［出生］［在］苏州

［毙命］［于］海外｜［在］西安［落户］
（５）依凭，即 表 示 动 作 行 为 所 依 靠 或 凭 借 的 事

物。例如：
［以］音乐［见长］　｜　［以］功臣［自居］
［以］失败［告终］
体宾动词：不 能 带 谓 词 性 宾 语、可 以 带 由 体 词

性成分充当的真宾语的动词。
谓词包括动词、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谓词

性代词等。
体词包括名词、时间词、处所词、合成方位词、数

量词、体词性代词等。例如：
骑（马）｜　买（菜）｜捆（行李）
喝（一盅）｜　驾驶（汽车）
修理（拖拉机）｜招待（他们俩）
强谓宾动词：只 能 带 谓 词 性 宾 语、不 能 带 体 词

性宾语的动词。例如：
打算（买房子）｜企图（越狱逃跑）

希望（大家都高兴）
觉得（这样做不妥当）
以为（没有人知道）
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弱谓宾动词：既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又可以带体

词性宾语的动词。例如：
看（下棋／立体电影）
喜欢（出去旅游／中式服装）
赞成（走出国门／他的意见）
反对（盲目地扩大产能／厂长提出的融资方案）
考虑（买一台电脑／这种办法）
助动词：只能 带 谓 词 性 宾 语、不 能 带 体 词 性 宾

语的表示情态意义的动词。助动词又叫能愿动词、
情态动词。例如：“能、能够、会、可以、可能、得、要、
敢、想、应该、应当、该、愿意、情愿、乐意、肯、许、（不）
配、值得”等。它跟不表示情态意义的其他谓宾动词

的不同的语法特点是：①不能重叠；②不能带时体

助词“着、了、过”；③可以放在“不～不”格式里。
形式动词：只 能 带 名 动 词、事 件 名 词 或 以 它 们

为核心的体词性偏正结构为宾语的动词。形式动词

又叫傀儡动词或准谓宾动词。下面是“形式动词＋
名动词”的例子：

有（准备／保障）｜作（调查／分析）
进行（处理／研究）｜加以（鉴别／管束）
给以（打击／报复）｜受到（批评／监控）
予以（表扬／追究）
下面是“形式动词＋事件名词”的例子：
作（手术）｜进行（手术／战争）
名动词：可以 作 形 式 动 词 的 宾 语，可 以 修 饰 名

词或受名词修饰的动词。名动词又可以称为名动兼

类词。例如：
［有］准备／保障｜　［作］调查／分析

［加以］鉴别／管束｜　［给以］打击／报复

［受到］批评／监控｜　［予以］表扬／追究

３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语义角色系

统及其定义

　　动词的各种伴随成分（即配价成分，又叫论元），
根据它们跟动词在意义上的不同关系，可以区分为

不同的语义角色。在本词典中，动词的配价成分首

先分为必有论元和非必有论元两种，前者是构成意

思相对完整的句子所不可缺少的，后者则用以扩充

句子的意思，帮助形成意思相对复杂的句子。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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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可以分为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两种，前者主要

作主语，后者主要作宾语。主体论元可以细化为施

事、感事、经事、致事、主事等语义角色，客体论元可

以细化为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系事等语义角色。
非必有论元可以从语义上分为依凭论元、环境论元

和关涉论元三种，它们主要作状语。其中，依凭论元

可以细 化 为 工 具、材 料、方 式、原 因、目 的 等 语 义 角

色，环境论元可以细化为时间、处所、源点、终点、路

径等语义角色，关涉论元可以细化为量幅、范围等语

义角色。
上述２２种语义角色的定义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１）施事（ａｇｅｎｔ，简写为Ａ）：动词所表示的自

主性动作行为的施行者。例如：
鸟儿飞

■
了　　医生来

■
了

奶奶杀
■

了一只鸡　　爸爸买
■

了一本书

在上面的例子中，“鸟儿”是发出“飞”这种动作

的施事，“奶奶”是进行“杀（鸡）”这种行为的施事。
（２）感事（ｓｅｎｔｉｅｎｔ，简写为ＳＥ）：动词所表示的

心理感觉、精神体验等事态的感知性的主体。例如：
我们看

■
电影｜爸爸认识

■■
李小龙

同事们赞成
■■

这个方案｜大家讨厌
■■

这个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是“看”这种感知行为

的感事，“大 家”是 体 验 了“讨 厌”这 种 心 理 行 为 的

感事。
（３）经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简写为ＥＸ）：动词所表

示的某种变化的具有感知性的主体。例如：
同学们都毕业

■■
了｜爷爷去世

■■
了

我碰到
■■

几个熟人｜布什当选
■■

为美国总统

在上面的例子中，“同学们”是经历“毕业”这种

变化性事件的经事，“我”是经历了“碰到”这种行为

的经事。
（４）致事（ｃａｕｓｅｒ，简 写 为ＣＡＵ）：某 种 致 使 性

事 件 的 引 起 者，即 造 成 某 种 后 果 的 致 使 性 因 素。
例如：

大雨阻断
■■

了山区的交通

这一举措改变
■■

了公司的形象

罢餐事件引起
■■

了校方的注意

工厂倒闭的消息把大伙儿吓坏
■■

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致事“大雨”是造成“山区的交

通”发生“阻断”的引起因素，致事“罢餐事件”是“引

起”“校方的注意”的致使性因素。
（５）主事（ｔｈｅｍｅ，简写为ＴＨ）：动词所表示的

性质、状态、关系或变化等事态的非感知性的主体。
例如：

锅里的水开
■

了｜村后的石桥塌
■

了

小孩掉
■

水沟里了｜我爸爸长
■

了一个疖子

在上面的例子中，“锅里的水”是“开”这种状态

的主事，“小孩”是“掉”这种变化的主事。
（６）受事（ｐａｔｉｅｎｔ，简写为Ｐ）：因施事或致事的

行为而受到影响的事物。例如：
小猫逮

■
耗子　　爷爷喝

■
葡萄酒

老师批评
■■

了王平　 弟弟打碎
■■

了那面镜子

在上面的例子中，“耗子”是受到“逮”这种动作

影响的受事，“王平”是遭受“批评”这种行为影响的

受事。
（７）与事（ｄａｔｉｖｅ，简写为Ｄ）：动词所表示的动

作、行为的非主动的参与者。例如：
老板对雇员发火

■■
我们向当事人打听

■■
了一下

舅舅给
■

了小明一本词典

同学们请教
■■

李老师一个地理方面的问题

在上面的例子中，与事“雇员”是“发火”这种事

件的被动的参与者，与事“李老师”是“请教”这种事

件的非主动的参与者。
（８）结果（ｒｅｓｕｌｔ，简称Ｒ）：由施事或致事的动

作、行为造成的结果。例如：
爸爸又挖

■
了一个菜窖

妈妈织
■

了一件毛衣

猫咪在桌子上踩
■

了一串脚印

弟弟把窗户纸捅
■

了一个大窟窿

在上面的例子中，“一个菜窖”是“挖”这种动作

的结果，“一串脚印”是“踩”这种行为的结果。
（９）对象（ｔａｒｇｅｔ，简写 为ＴＡ）：动 词 所 表 示 的

心理感觉、精神体验等感知性行为的对象和目标，有
时可以用介词“对、对于”等引导。例如：

我爸爸认识
■■

吴校长｜妹妹喜欢
■■

芭蕾舞

我奶奶居然相信
■■

通灵术

陈一平很熟悉
■■

广告业务 ～ 陈一平对广告业

务很熟悉
■■

我哥很热爱
■■

本职工作 ～ 我哥对本职工作很

热爱
■■
在上 面 的 例 子 中，感 事“我 爸 爸”所“认 识”的

对象是“吴 校 长”，感 事“妹 妹”所“喜 欢”的 对 象 是

“芭蕾舞”。
（１０）系事（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简 写 为ＲＥ）：在 动 词 所 表

示的状态、关系等事态里，跟主事、与事等相对的事

物，一 般 表 示 相 应 于 主 事、与 事 等 的 属 性、类 型 等。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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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是
■

地质学家

徐先生有
■

两个女儿

大家叫
■

鞠萍知心姐姐

通州属于
■■

北京

在上面的例子中，系事“地质学家”表示主事“李
四光”的性质，系事“知心姐姐”表示与事“鞠萍”的称

谓，系事“北京”表示主事“通州”的归属关系。
（１１）工具（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简称Ｉ）：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器具，有时可以用介词“用、以”
等引导。例如：

妈妈用水果刀切
■

黄瓜

王老师用显微镜看
■

切片

刘大夫用中药治
■

风湿

建筑师用计算机设计
■■

智能大楼

在上面的例子中，“水果刀”是“切”这种动作的

工具，“计算机”是“设计”这种行为的工具。
（１２）材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简称ＭＡ）：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行为所用的材料，有时可以用介词“用、以”等

引导。例如：
妈妈用毛线织

■
了一双手套

孙大爷用米泔水浇
■

月季花

小海娃用红蚯蚓引诱
■■

鱼群

设计师用灯光装饰
■■

展厅

在上面的例子中，“毛线”是“织（手套）”这种行

为所凭借的材料，“红蚯蚓”是“引诱（鱼群）”这种行

为所用的材料。
（１３）方 式（ｍａｎｎｅｒ，简 称 Ｍ）：动 词 表 示 的 动

作、行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有时可以用介词“用、
以、经过、在（……下）”等引导。例如：

余子真用低音唱
■

了一首民歌

曼联队以点球取得
■■

了决赛胜利

他们经过三年的奋斗编纂
■■

了一部词典

电影节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顺利结束
■■

在上面的例子中，“低音”是“唱（民歌）”这种行

为的方式，“三年的奋斗”是“编纂（词典）”这种行为

所用的方式。
（１４）原因（ｒｅａｓｏｎ，简写为ＲＮ）：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原因，一般用介词“因、因

为、由于、为、为了”等引导。例如：
鱼苗由于缺氧而死亡

■■
雷曼银行因金融危机而倒闭

■■
小明因考试失败而哭泣

■■
小芳为找不到工作而叹气

■■
在上面的例子中，“缺氧”是造成主事“鱼苗”“死

亡”的原因，“找不到工作”是造成施事“小芳”“叹气”
的原因。在表示原因的介词结构和动词之间经常用

连词“而”来连接。
（１５）目的（ａｉｍ，简写为ＡＩ）：施事发出动词所

表示的动作、行为、事件等的目的，一般用介词“为、
为了”等引导。例如：

为了早日完工，工人们经常加班
■■

为了出国旅行，她兑换
■■

了一些美元

为了加薪，小刚向厂长求情
■■

为了养家糊口，大伙儿拼命地工作
■■

在上面的例子中，“早日完工”是驱使施事“工人

们”“加班”的目的，“养家糊口”是促使施事“大伙儿”
“（拼命地）工作”的目的。

（１６）时间（ｔｉｍｅ，简写为Ｔ）：动词所表示的动

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时间，有时可以用介词“在、
于”等引导。例如：

工人们在节假日也不休息
■■

我们明天去
■

北京

在上大学期间他们俩就相识
■■

了

１９９６年春天孩子出生
■■

了

这件事发生
■■

在深夜

在上面的例子中，“节假日”是“（不）休息”这种

行为发生的时间，“１９９６年春天”是“（孩子）出生”这

种行为发生的时间。
（１７）处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Ｌ）：动词所表示的动

作、行为、事件等发生的处所，有时可以用介词“在、
于”等引导。例如：

同学们在教室里写
■

毛笔字

我们火车站会合
■■

在南操场上他们训练
■■

了一个上午

大礼堂里正在放映
■■

一部美国电影

抢劫案发生
■■

在银行外面

在上面的例子中，“教室里”是“写（毛笔字）”这

种行为发生的处所，“银行外面”是“（抢劫案）发生”
的处所。

（１８）源点（ｓｏｕｒｃｅ，简称ＳＯ）：动词所表示的动

作、行为开始 的 地 点 或 时 间，有 时 可 以 用 介 词“自、
从、在、于”等引导。例如：

赛车从北京出发
■■

我们从窗口看
■

风景

我们从七月初放假
■■

这些学员来
■

自沿海地区

科举制度起源
■■

于隋朝

监狱里跑
■

了一个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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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例子中，“北京”是“出发”这种行为发

生的源点，“七月初”是“（开始）放假”的源点。
（１９）终 点（ｇｏａｌ，简 称 ＧＯ）：动 词 所 表 示 的 动

作、行为结束的地点、时间或状态，有时可以用介词

“朝、向、往、到、至、在、于”等引导。例如：
骏马向北方飞驰

■■
我们朝窗外看

■
星星

在南墙上他们挂
■

了一幅山水画

黑板上老师又写
■

了几行字

我们将工作
■■

到八月底

这些学员要分配
■■

到边远地区

科举制度延续
■■

至晚清

我们家里来
■

了几个客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北方”是“飞驰”这种行为的

终点，“八月底”是“工作”的终点。
（２０）路 径（ｐａｔｈ，简 写 为ＰＡ）：动 词 所 表 示 的

动作、行为、事件等中途经过的处所或时间，有时可

以用介词“经过、通过、沿着、在、于”等引导。例如：
坦克从石拱桥上经过

■■
火车经过天津抵达

■■
北京

士兵们沿着大马路巡逻
■■

我从窗户通过两座楼房的空档仰望
■■

天空

我们将走
■

四号线

他们通过
■■

了榆树林

在上面的例子中，“石拱桥”是“经过”这种行为

的路径，“四号线”是“走”这种行为的路径。
（２１）量幅（ｅｘｔｅｎｔ，简写为ＥＸＴ）：动词所表示

的动作、行为、事件等所涉及的数量、频率、幅度、时

间长度等相关事项。例如：
小明去

■
了两趟

鲁智深打
■

了郑屠夫三拳

一个西瓜卖
■

八块钱

渔船偏离
■■

了主航道几百米

小王迟到
■■

了一刻钟

我们结婚
■■

二十多年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两趟”是“去”这种行为的量

幅，“一刻钟”是“迟到”这种行为的量幅。
（２２）范围（ｒａｎｇｅ，简写为ＲＡ）：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行为、事件等所涉及的具体方面，或者是主事

所依附的主体；它是主体、客体、环境、依凭和量幅之

外的 事 物，有 时 可 以 用 介 词“在（……上／方 面）、关

于、对于”等引导。例如：
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做

■
了许多工作

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刘建生教授提出
■■

了一个

方案

陈冬青在学业上取得
■■

了丰硕的成果

大楼施工，我们顺利地完成
■■

了第一阶段的工

程

我的手表，发条断
■

了

这本书，爸爸只读
■

了第一章

在上面的例子中，范围“立法方面”是施事“全国

人大”“做 了 许 多 工 作”这 种 行 为 的 具 体 方 面，范 围

“我的手表”是主事“发条”所依附的主体。

４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句法格式系

统及其例句

　　在本词典中，动词跟其配价成分构成的句法格

式，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主体论元作主语、客

体论元 作 宾 语 的“主 语＋动 词（＋宾 语）”类 基 础 句

式；第二类，是非主体论元（包括：客体论元、环境论

元、依凭论元、关涉论元）作话题的“话题＋主语＋动

词（＋宾语）”类派生句式；第三类，是用介词“把”引

导客体论元，或用介词“被”引导主体论元的“把”字

句或“被”字句等有标记的派生句式。例如：
例９　ａ．Ａ＋ （用Ｉ＋）＿＿＋Ｐ：
妈妈正在洗

■
衣服。｜爸爸用大刀

■■
砍
■

树枝。

ｂ．Ａ＋ （用 ＭＡ＋）＿＿＋ Ｒ：
奶奶炒

■
了两个菜。｜爷爷用柳条

■■
编
■

了一个筐。

ｃ．Ａ＋ （在Ｌ＋）＿＿＋Ｐ／Ｒ：
哥哥在 路 旁

■■
种
■

了 槐 树。｜弟 弟 在 墙 上
■■

画
■

了 一

幅画。

ｄ．ＴＨ ＋＿＿＋ ＲＥ（＋ＥＸＴ）：
我姑姑是

■
知 识 分 子。｜轮 船 偏 离

■■
了 主 航 道２０

■
多米
■■

。
例１０　ａ．Ｐ＋ Ａ＋ （用Ｉ＋）＿＿：
衣服 妈 妈 已 经 洗

■
了。｜ 那 棵 树 爸 爸 用 大 刀

■■
砍
■

了。

ｂ．Ｉ＋ （Ａ＋）＿＿＋Ｐ：
这块香皂
■■■■

洗
■

衣服。｜这把大刀
■■■■

爸爸砍
■

树枝。

ｃ．ＭＡ＋ （Ａ＋）＿＿＋ Ｒ：
这些香椿
■■■■

炒
■

鸡蛋。｜这些柳条
■■■■

我编
■

一个箱子。

ｄ．Ｌ＋ （Ａ＋）＿＿＋Ｐ／Ｒ：
路旁
■■

种
■

了槐树。｜墙上
■■

弟弟画
■

了一个太阳。
例１１　ａ．Ａ＋ （用Ｉ＋）把Ｐ＋＿＿：
妈妈把 衣 服 都 洗

■
了。｜爸 爸 用 刀

■
把 那 根 树 枝

砍
■

了。

ｂ．Ｐ＋ 被Ａ＋ （用Ｉ＋）＿＿：

４３



８期 袁毓林等：《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知识体系及其检索界面

衣服被 妈 妈 都 洗
■

了。｜那 棵 树 被 爸 爸 用 大 刀
■■

砍
■

了。

ｃ．Ａ＋ 把 ＭＡ＋ ＿＿＋ Ｒ：
奶奶把肉末

■■
炒
■

了两个菜。｜爷爷把柳条
■■

编
■

了一

个筐。

ｄ．ＭＡ＋被Ａ＋ ＿＿＋ Ｒ：
肉末
■■

被奶奶炒
■

了两个菜。｜柳条
■■

被爷爷编
■

了一

个筐。
上面的例子中，例９是一般性的“主语＋介词结

构＋动词（＋宾语）”类基础句式。其中，施事、主事

等主体论元作主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作宾语，
工具、材料、处所等环境或依凭论元通过介词引导作

状语。把这种状语放在圆括号中，表示没有它们也

不影响句子的结构和意义的完整。例１０是特殊性

的“话题＋主 语＋动 词（＋宾 语）”类 派 生 句 式。其

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前置到句首作话题，其余

部分作说明（用以对话题作出评论）；施事、主事等主

体论元作说明部分的主语，从而形成没有宾语的主

谓谓语句。或者，工具、材料、处所等环境或依凭论

元前置到句首作话题，其余部分作说明（用以对话题

作出评论）；施事、主事等主体论元作说明部分的主

语，受事、结果等客体论元作宾语，从而形成保留宾

语的主谓谓语句。例１１是用介词“把”或“被”作标

志的主谓句。在介词“把”的引导下，受事等客体论

元可以前置到动词之前；在介词“被”的引导下，施事

等主体论元可以降级为状语，同时受事等客体论元

可以前置到句首作主语。
上面的句式表示，不用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概

念，也不用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等句法范畴

概念，而是用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材料、时间、处

所、范围、量幅等语义角色概念；目的是要反映动词

的几个惯常性的伴随成分在语句中的出现位置，以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共现和选择限制关系，从而帮助

人们在纷繁多变的语句形式上发现语句的意义骨架

的有限性。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同的上下文抽象成有

限的几种语义格式（即由语义角色作为分布框架的

句法构式），那么就可以在语言学习中以有限统御无

限了。

５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中关于动词的

语法功能信息

　　在本词典中，我们根据袁毓林等（２００９）和袁毓

林（２０１０），设定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及其对于动词

这一词类的隶属度：
（１）可以受否定副词“不”或“没有”修饰。符合

得１０分，不符合得０分。例如：
不走、不发展、没有前进、没有洗澡。
（２）可 以 后 附 或 中 间 插 入 时 体 助 词“着、了、

过”，或者可 以 进 入“……了 没 有”格 式。符 合 得１０
分，不符合得０分。例如：

躺着、买了（票）、去过（美国），洗着澡、理了发、
出过力、上过学；

钉子锈 了 没 有、樱 花 谢 了 没 有、尸 体 腐 烂 了 没

有、东京地震了没有。
（３）可 以 带 真 宾 语，或 者 通 过“和、为、对、向、

拿、于”等介词引导其必有论元。符合得２０分，不符

合得０分。例如：
看电影、踢足球、想心事、学习 本领、研究 太空、

和朋友见面、为子孙造福；
对孩子发火、向观众挥手、拿次货充数、昆曲 起

源于昆山。
（４）或者不能受程 度 副 词“很”修 饰，或 者 能 同

时受“很”修 饰 和 带 宾 语。符 合 得１０分，不 符 合 得

－１０分。例如：

＊很哭、＊很做、＊很改造、＊很探索；
很 想 家、很 怕 考 试、很 感 谢 你 们、很 担 心 她 的

身体。
（５）可以有“ＶＶ、Ｖ—Ｖ、Ｖ了 Ｖ、Ｖ不 Ｖ、Ｖ了

没有”等重叠和正反重叠形式。其中，Ｖ代表动词。
符合得１０分，不符合得０分。例如：

坐坐、琢磨琢磨、瞧一瞧、试验 一 试验、说 了 说、
调查了调查、吃不吃、考虑不考虑、馊了没有。

（６）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因而一般可以受

状语 或 补 语 修 饰）。符 合 得１０分，不 符 合 得－１０
分。例如：

咱们走、钢丝断了、你们好好儿地玩、我们马上

出发，修好、洗干净、整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跳得

非常高。
（７）不能作状语直接修饰动词性成分。符合得

１０分，不符合得０分。例如：

＊站吃～站着吃、＊笑说～笑着说。
（８）可以跟在“怎么、怎样”之后，对动作的方式

进行提问；或者可以跟在“这么、这样、那么、那样”之
后，用以作出相应的回答。符合得１０分，不符合得

０分。例如：
怎么剪？～这么剪！、怎样开？～这样开！、怎么

调查？～那么调查！、怎样发展？～那样发展！、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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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颤的？～这么颤的！、植物是怎么发育的？～
植物是这么发育的！。

（９）不能跟在“多”之 后，对 性 质 的 程 度 进 行 提

问；并且不 能 跟 在“多 么”之 后，表 示 感 叹。符 合 得

１０分，不符合得－１０分。

６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的检索界面

图１是《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中检索系统的

界面截图。

图１　《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检索系统的界面截图

７　关于纸质版《汉语动词造句词典》

我们把《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进行了简化处

理，特别是删去了其中的“语法功能”这一板块，形成

了纸质版本 的《汉 语 动 词 造 句 词 典》①，以 方 便 广 大

读者携带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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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洪阳（１９９６—），硕 士 研 究 生，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自然语言处理。

Ｅ－ｍａｉｌ：ｈｙｃｈａｎｇ＠ｆｏｎｍａｉｌ．ｃｏｍ

昝红英（１９６６—），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自

然语言处理。

Ｅ－ｍａｉｌ：ｉｅｈｙｚａｎ＠ｚｚｕ．ｅｄｕ．ｃｎ

马玉团（１９９６—），硕 士 研 究 生，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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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毓林（１９６２—），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

域为 理 论 语 言 学 和 汉 语 语 言 学，特 别 是 句 法 学、

语义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ｙｌ＠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曹宏（１９６８—），副 研 究 馆 员，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应

用语言学和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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