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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中
，

产生了许多以前没有或很少有的

语法现象
，

其中有不少与述宾短语有关
，

而述宾短

语的新变化
，

往往又是与带宾语的动词性述语直接

相关的
�

本文即以此为题
，

择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

一
、

动词的
“
系

”
及其变化

动词的
“
系

”
是李临定先生在 《现代汉语动词》

一书中提到的一个概念
。

所谓
“
系

” ，

就是动词联

系宾语的数量情况
。

李先生根据语义关系把宾语分

为以下十种
�

受事
、

对象
、

处所
、

结果
、

工具
、

目

的
、

原因
、

方式
、

致使
、

角色
�

只能联系也就是只

能带一种宾语的
，

称之为单系动词
，

如
“
逛商场

”

�处所单系动词�
“
尊重师长

”
�对象单系动词�

�

能带两种宾语的称为双系动词
，

如
“
刷油漆

、

刷桌

面
”
�工具

、

处所双系动词�
“
弹被套

、

弹棉花
”

�结果
、

受事双系动词�
�

以此类推
，

最多的为六

系动词
���。

进入新时期以来
，

现代汉语语法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

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或用法
，

其中有不少是

动词本身的发展变化或者是与之相关的
，

而动词的

系的变化
，

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动词的系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从无到有以及数

量的增加这两个方面
。

所谓从无到有
，

就是原来不能带宾语的动词
，

即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
，

可以带上某种宾语使用

了
，

这样
，

它们也就有
“
系

”
了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例如
�

早饭后
，

丹丹倡议和夏强一同出去花半天的时

间游玩花神庙
。

� 《霹雳三年》
�

《当代 》 ，
����

�

��

于是
“
联动

”
中便有人挺身而出

，

抵触
“
中央

文革
” 。

� 《树与林同在 》
�

《中国作家》 ，
����

�

��

按
，

以上两例中的
“
游玩

”
和

“
抵触

” ，

根据

我们以前所见
、

自己的使用情况
、

语感以及查考一

些工具书 �如 《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 ‘幻 、 《现代

汉语用法词典》 �，，
等�

，

都是不及物动词
，

而在这里

却分别带上了处所宾语和对象宾语
，

从而变为处所

单系动词和对象单系动词
�

本文主要考察动词的系变化的第二种情况
，

即

系的数量的增加
。

动词的系数量的增加
，

主要表现为由单系动词

变为双系动词
�

例如
�

洪阳市私营企业家洪涛致富不奉献社会
�

�《戏

剧新闻》
�

《收获》 ，

�������

按
， “

奉献
” 《现代汉语用法词典》 的解释和所举

的例子是
� “

恭敬地交付
。

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

献了自己的一生
。 ” 《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

中所举的例子是
“
把青春奉献给祖国

” 。

以上两个

例子
，

基本反映了
“
奉献

”
以前的用法

�

作为及物

动词
，

只能带受事宾语
，

此外
，

就只有不及物的用

法
，

比如用介词
“
给

”
或

“
向

”
等引介对象等

�

此例中的
“
奉献

”
带了对象宾语

，

而以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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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通常只能表述为
“
奉献给社会

”
或

“
向社会

�作�奉献
” 。

这也就是说
， “

奉献
”
由受事单系

动词变为受事
、

对象双系动词了
，
而带对象宾语这

一用法的出现
，

实际上就是
“
奉献

”
由不及物用法

向及物用法的扩展
，

或者说是扩大了及物用法的使

用范围
。

由受事单系动词到受事
、

对象双系动词的变化
，

是动词的系数量增加的主要方式
，

我们看到的几乎

都是这种情史
�

再如
�

台胞骨髓昨移植大陆患者 � 《中国青年报 》

����
�

��
�

��
�

��

按
， “

移植
” 《现代汉语用法词典》 中所举的

用例是
“
这个医院能够移植肾脏

” ，

而我们平常所

见
，

也只有
“
移植器官

”
等 �但是更常见的用法却

是
“
器官移植

”
等�

这样做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隐瞒组织
、

抽逃资

金的机会
。

� 《天怒》 ��页�

按
，

据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
， “
隐瞒

”
可以带

小句宾语
，

如
“
我不隐瞒我的部下犯了军法

” ，

但主

要还是带名词宾语
，

如
“
自己的错误

、

事实真相
、

历史
、

罪行
、

事实
”
等

，

都是受事宾语
，

而这里的

“
组织

”
只能是对象宾语

。

·

丽人行—感受杨丽萍
、

沈培艺 � 《大连 日报 》

����
�

�
�

��
�

文化周刊 �

按
， 《现代汉语用法词典》 和 《现代汉语词典》

中所举的
，‘

感受
”
的用例分别是

“
同志们的热情关

怀
，

使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 � “

感受风寒
” 。

泰山队签下两
“
老中 �同上����

�

�
�

�
�

��

按
，

此例的
“
签

”
义为

“
为了表示负责而在文

件或单据上亲 自写上姓名或画上记号
”
�见 《现代

汉语词典 》 �
，

一般只能带
“
字

” 、 “
合同

”
等指

物的受事宾语
，

而这里带的却是指人的宾语
�

受事宾语和对象宾语有时不易区分
，

这里的
“
老

外
”
就是一例

，

所以
，

我们在这里再提出指人和指

物这样一对区别特征
，

因为有很多名词指物和指人

时与动词搭配的情况并不相同
，

而我们所见到的动

习的发展变化
，

有不少就是由只能带指物宾语到也

可以带指人宾语
，

或者是由只能带指人宾语到可以

策带指物宾语的
。

类似的用例再如
�

吕泽似乎明白了一些刘邦
，

这个绝代的英雄
，

�实也和普通人一样
，

也有他的烦恼和不幸
。

�《天

绝��
�

《十月》 ����
�

��

按
， “

明白
”
可以带动词性的宾语

，

如
“
明白

怎么说
” ，

但主要是带名词性宾语
，

如
“
道理

、

你

的意思
、

真相
、

他的心理
”
等 �据 《汉语动词用法

词典》 � ，

总之以前是不能带指人宾语的
�

多少年来
，

他都没有与人分享过素荷
。

� 《掘

金时代》
�

《收获》 ����
�

��

按
， 《现代汉语词典》 对 “

分享
”
的解释是

�

“
和别人分着享受 �欢乐

、

快乐
、

好处等�
” �，

即

“
分享

”
的是物 �具体或抽象的�

，

而不是人
，

这

里的
“
素荷

”
却是一个指人的专有名词

。

此例大致

意为素荷多少年来只照顾
、

侍候他一个人
。

以下则是由指人到指事或物的用例
�

�他�给老伴侍候了一泡尿
，

端半盆热水让老

伴洗了手脸
�

� 《雪境》
�

《当代》 �������
“
侍候

” 《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 “
在人身边

供使唤
，
照料饮食起居

�

侍候病人
。 ”

以前见到的
“
侍候

”
带的几乎都是指人的宾语 �唯一的例外大

概是
“
侍候月子

” ，

意为
“
侍候产妇坐月子

即 �
，

而这里的宾语却是
“
一泡尿

” �

此例意为
“
伺候老

伴尿了二泡尿
” �

中跃提醒 了几次植物园
，

司机却都不搭腔
。

� 《斗地主 》
�

《十月》 ������

据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 ， “
提醒

”
只能带指

人的宾语
，

如
“
学生

、

自己
、

对方
、

他
”
等

，

与此

例的
“
植物园

”
不同

。

此例意为
“
中跃提醒了几次

要去植物园
” �

我们把以下一例也归入此类
�

《常回家看看 》 感动滨城 � 《半岛晨报 》

�����
�

�
�

��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列出的 “
感动

”
所带的宾语

有
“
大家

、

全体同志
、

听众
、

父亲
”
等

，

也全都是

指人的
，

而此例中的宾语却是
“
滨城

” 。

与上引大多数用例不同的是
，

在这里
， “
感动

”

的系数并未增加
，

因为无论是指人还是指物
，
�如

果把
“
滨城

”
也看作

“
物

”
的话�它们都是致使宾

语
。

但是
，

由指人到指物
，

确实反映了
“
感动

”
使

用中的变化
，

这一点
，

也是无可否认的
。

动词的系数量的增加
，

反映了动词用法的变

化
，

即可带宾语用法的增加
，

或者说是及物性用法

使用范围的扩大
，

而由此
，

往往也提供了一种与原

有用法不同的新的
、

简约的形式
，

从而在一个方面
、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语言运用和接受者求新求变

的语言心理取向以及语言表达丰富化
、

多样化的客

观需求
。

二
、

动词性固定词组带宾语

我们所说的动词性固定词组
，

指的是动同性的

成语和一些比较固定的习惯说法等
。

在以往的使用

中
，

它们相当于不及物动词
，

即不能带宾语
，

而现

在
，

这些不及物性的动词性词组带宾语的用例却比

较多见
，

并且成为一种新的述宾形式
�

根据带宾语的动词性固定词组的不同
，

这种形

式的用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

� 直接带宾语

所谓直接带宾语
，

指的是固定词组中含有某一

个动词
，

而这一个动词可以与所带宾语直接构成动

宾关系中的施受等关系
。

例如
�

她看得出
，

他在略显焦躁不安之余并非就不肯

洗耳恭听她要传达的消息
。

�《解剖者的位置》 ，

《天津文学》 ����
�

���

按
，

本例中
�
洗耳恭听

”
是一个动词性的固定

词组
，

以前通常只能用为
“
对—洗耳恭听

” ，

但

是在这里却作为及物动词使用了
，

其中包含的动词
“
听

”
直接与宾语

“
消息

”
构成施受关系

，

而这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
‘
直接带宾语

”
了

。

这类用例为数不少
。

再如
�

江青心血来潮放大她的摄影作品
，

想取而代之

钓鱼台十八号楼的国画
。
� 《红镜头》 ���页�

按
，

此例中所包含的动词是
“
取代

” ，

它与宾

语直接构成施受关系
。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是用林秸秆儿做的
。

�《老健》
�

《中国作家》 ����
�

�� 另眼相看民工 �《中

国教育报�� ����
�

�
�

��
�

��

按
，

以下一例固定词组中同样也有
“
看

” ，

它

也与宾语构成施受关系
�

刮 目相看瓦房店—瓦房店市城市建设剪影

� 《大连日报 》 海外周刊
，
����

�

�
�

��
�

��

八一队的三号刘俊成也是同样形影不离王涛
。

� 《大连晚报 》 �����
�

��
�

��

他的美貌而年轻的妻子欲弃他而去香港时
，

他

眼睛和眉毛抬都没抬地扫了她一眼
。

� 《我哪儿都

不去》
，

《当代》 �������

按
，

此例中的
“
弃他而去

”
也是一个忱较固定

的形式
，

但是
“
去

”
的本来意思是

“
离去

” ，

而此

处用的却是
“
前往

”
义

，

这种改变词义的使用与前

后各例有所不同
。

中 国 队狭 路 相 逢 瑞 典 队 � 《 光 明 日报 》

����� ����

百看不厌数字护眼电视�《大连日报 》 ����
，

��
�

��

你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市委副书记了
。

�《选举 》 ，

《人民文学》 ����
�

��

按
，

此例中与宾语直接构成动宾关系的是
“
上

任
” ，

与其他各例不同的是
，

这是一个动宾词组
，

而不是单个的动词
�

作为动宾词组的
“
上任

”
是可

以带宾语的
，

例如
�

他上任海南省乐东县县长时刚满��岁
。

� 《现

代女报 》 ����
�

�
�

��
�

���

范曾年轻时曾到蜀地游历
，

他仍记忆犹新那飞

鸟也要软翅的栈道
。

� 《天绝》 ， 《十月》 ������

���
·

��

来到了他们的住处
，

的确不敢恭维里面的杂乱

和版凝
�

� 《真的听到了 �国际歌》 》 《中国作家》

������

实话实说信贷消费 �《大连日报 》 ��������
�

���

司马蓝不理不睬藤
，

他从那通道里往人群里走

� 《日光流年》 十一章�

有些动词性固定词组是由两个并列的词组构

成的
，

而这两个词组中分别都有一个可以与宾语构

成施受关系的动词
。

例如
�

我老婆侍候我
，

我女儿养老送终我
。

� 《党风

月刊 》 ������

街谈巷议美国总统 � 《海外文摘》 ����
�

��

�门卫�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讨好地迎来送往每

一位顾客
�

� 《鸟粪》
�

《青年文学》 ����
一

��

�
�

间接带宾语

这一类是与上一类相对的
�

此类用例中
，

不包

含可以与宾语直接构成
“
可接受

”
的动宾关系的动

词
，

因而动词性的固定词组就是作为一个整体
，

表

示某一动作行为而带宾语的
，

这样的用例也比较多

见
。

窄�如
�

呼小尾一撅屁股
，

爬起来
，

怒 目而视拣他笑话

的混帐们
。

� 《我们是兄弟》
�

《长江文艺》 ����
�

��

按
，

本例中
“
怒目而视

”
中的动词

“
视

”
无法

与宾语构成
“
视混帐们

”
的形式

，

而这正是与上一



类的不同之处
�

使人一 目了然请示的主要内容
� 〔 《经济应用

文写作 》 ��页�

�文章 �内容几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针锋相对

了 《周末 》 报的批评
。

� 《废都》 �引页�

说长道短中国电视 � 《大连晚报 》 ��������
�

��

但随着歌舞话剧业的不景气
，

老部不得不忍痛

害」爱自己的艺术事业
。

�同上����
�

��
�

����

拔河跳绳台球钓鱼门球广播操登堂入室上海市

运会 � 《中国体育报》 ����
�

�
�

��
�

��

按
，

此例意为拔河等项 目成为运动会的正式项

目
。

我在连队当过兵
，

知道战士们津津乐道女人
�

� 《王仁先 》 ， 《人民文学 》 ����
�

���

走 马观花 欧洲音乐厅 � 《文化市场周刊 》

����
�

��
�

����

江丰饶成天与外界打交道
，

耳濡目染了大上海

的许多事物
。

�《蓝印幽梦》 ， 《上海小说》 �������

仅主持人插科打浑那些肚济三寸之下的
� “
玩

笑
” ，

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
� 《大连晚报

����
�

�
�

�
�

���

阿胡感同身受了男人的神圣责任
。

� 《石库门

之恋 》 ， 《十月》 ����
�

��

后来房地产热起来
，

他们又转而零敲碎打些卖

楼花炒地皮之类的事
。

�《光和影子》
�

《收获》 ����
�

��

他在方圆百里内布满了汉军
，

严阵以待项羽
。

� 《天绝 》
�

《十月》 ����
�

��

布拉特说他梦寐以求各大洲的足球运动共同发

展
。

� 《大连日报 》 ����
�

�
，

��
�

��

动词性固定词组带了宾语后
，

宾语大多数是表

示动作的狭义受事的 �广义的受事包括下边提到的

对象等�
，

但是也有不少是表示动作对象的
，

其中

既有一般的动作对象
，

如
“
不理不睬藤

”
就是

“
对

藤不理不睬
” �

也有动作所与的对象
，

如
“
狭路相

逢瑞典队
”
是

“
与瑞典队狭路相逢

”
等

。

以上动词性固定词组带的都是受事宾语
，

偶尔

也有带施事宾语的例子
。

如
�

白月月被我的眼泪搞得油然而生柔情
�

� 《初

恋》
�

《江南 》 ����
�

��

�人们�也别指望会横空出世一名外援球星来

拯救万达
。

� 《大连晚报 》 ����
�

�
�

� ���

除了动词性的固定词组带宾语外
，

也有个别形

容词性固定词组带宾语的用例
�

如
�

老包头得意地笑一声
，

沾沾 自喜自己的威势
。

� 《风潮如诉��
�

《黄河�� ����
�

��

�干早的谷苗�似乎不好意思只结了这么点可

怜的果实
。

� 《银姐儿》
�

《黄河�� ����
�

��

按
，

这两例中的
“
沾沾自喜

”
和

“
不好意思

”

带的都是原因宾语
�

动词性的固定词组可以带宾语使用
，

至少带来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

第一
，

拓展了动词性固定词组的使用范围
，

同

时也扩大了不及物性动词 �含词组�的使用范围
�

第二
，

造成了动宾关系的新形式
�

第三
，

为表情达意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

形式
，

从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手段
。

第四
，

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简约的形式
。

因为

动词性的固定词组中
，

除主要动词外
，

几乎都包含

修饰连带等成分
，

它们被
“
压缩

” 、

凝固在通常只

有四个字的结构中
，

应该说是相当简约的
。

所以
，

如果把动词性固定词组带宾语的形式
“
还原

”
为其

他形式
，

可能就不会是那么简约的了
。

比如例 ����

的
“
忍痛割爱自己的艺术事业

” ，
如果换一个说法

而原意不变
，

大概就只有
“
忍痛割舍自己所爱的艺

术事业
”
之类

，

既增加了字数
，

也使结构更复杂 �增

加了层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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