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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现代汉语中�“加以” 是一个形式动词。“加以” 的受事者及其相关问题�“加以” 的使用和组合情况�“加
以” 与另一个形式动词 “进行” 的比较�给形式动词 “加以” 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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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以” 是一个使用频率不低的形式动词。关于它的研究�既没有全面的展开�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
度和深度。这样�就给我们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以下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考察和研究的结果。
　　一、关于受事者及相关的问题

周刚在 《“加以” 补议》中说：“由于受‘加以’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的制约�‘加以’的动词宾语
的受事必须放在‘加以＋动词’的前边同‘加以’共现。” 接下来�周文中列举了 “这个必有成分” 的几
种表现形式：1．受事成分由介词引出�格式是 “ （介＋名） ＋ （加以＋动）”�常见的形式有：A．由
“把” “将” 等引出�如 “并把它加以推广”；B．由 “对” “对于” 等引出�如 “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
C．由 “就” 等引出�如 “就每个字的意义去加以解释”；D．由 “关于” 等引出�如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
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E．由 “从……上” 和 “在……方面” 等引出�如 “从思想作风上加以整
顿”。2．“加以” 的动词宾语的受事是 “加以” 前边一个述宾结构的宾语�格式是 “（动＋名） ＋ （加以＋
动）”�如 “找出失误的地方加以改正”。3．受事成分是整个句子的主语�格式是 “名 （主语） ＋ ［助动／
副＋ （加以＋动）］”�如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对于上述结论�我们有以下的补充意见：

第一�在上述各种形式之外�还有由介词引出受事成分的用例�如： （1） 刘心武 《5∙19长镜头》：
“又伴随着连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和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
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 （2） 余秋雨 《一个王朝的背影》：“吕留良这样著书
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
（3） 《中国古代文化史》：“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动植物的名称�根据这些字形的特征来加以
考察……” （4）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
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 还有受事成分是宾语或主语以外的其他成分的用例�受事者分别是中心语、前
句宾语中的定语、小句中的主语和后句中的介词宾语�如：（5） 老舍 《创造病》：“为穿这件新大衣�他想
到浑身上下应该加以修饰的地方。” （6） 《儿童的心理世界》：“乙组是受训斥组�主试宣布儿童的名字并加
以训斥。” （7） 《京华闻见录》：“我早已见他在游览长城的外国人中周旋�以为他是陪同翻译�未格外加以
注意。” （8） 《京华闻见录》：“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

第二�周文把受事看作必有的成分�并且在句子中必须与 “加以＋动词” 共现�也不尽然。如果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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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说�受事是必有的成分；但是在形式上�它却可以不出现。例如： （9） 刘心武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
微》：“难道不可以表面上送往养生堂�表面上托付给有瓜葛的不引人注意的、处于权力斗争漩涡之外的如
营缮郎之类的小官吏去抱养�而实际上却在大家庭的隐蔽角落加以收留、教养�待到时来运转时�再予曝
光吗？” 词典的释义中�经常不出现受事者。例如：（10）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治本】从根本上加以处
理。” （11）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裁处】考虑决定并加以处理。” 有时�受事成分并不特别明确。例如：
（12） 沈从文 《悼靳以》：“靳以由于日益和进步思想接近�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而且在
作品中加以反映。” －－－此例中 “反映” 的对象亦即受事似乎并不明确�如果一定要找的话�大概文中提
到的 “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 与此有关。（13） 老舍 《离婚》：“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
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从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 －－－此例中的受
事也未说明�可能是隐含着的�即 “用他的天平估量” 的某一或某些结果。

第三�周文中列出的格式�都比较简单。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用例是比较复杂的复句；特别是当受
事者是全句主语时�句子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形式。例如：（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对于这个问题
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介词结构与本
句之间有另外的句子隔开。（15）《中国古代文化史》： “痘�也是一种传染病�古人畏惧�遂加以神化。”
（16） 《中国古代文化史》：“节日可以根据许多宽泛的标准加以界定。” （17） 刘心武 《七舅舅》：“但是那位
共产党员后来被共产党本身宣布为‘托洛茨基派分子’�加以开除�不知所终。”以上三例�大致可以代表这类
句子的常见形式�即“加以……”带各种修饰限定语、主谓谓语句和复句�在这样的句子中�受事者都是作
为话题出现的。以下一例中包含了上述的两种形式�即 “对……” 和主语：（18） 《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
粹主义》：“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
放的姿态加以吸取。”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形式�即中间没有别的成分隔开�大量句子是很难成立的。例如：
（19） 邓贤 《大国之魂》：“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
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如果把他们加以严格训练） （20） 《“为人类工作” －－－
马克思的生平》：“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正确的理论加以阐
明和发挥）

我们在1600余万字的语料库中共检索到504个 “加以”�下面的表1可以说明 “加以” 的受事者的各
种形式及其分布情况。

表1　 “加以” 受事者的形式及其分布表
形式

介　　词　　结　　构

把／将 对 （于） 就 关于 从／在 其他

全句

主语

全句

宾语
未出现

其他

成分

用例 86 100 8 2 7 7 115 68 79 25
　　表1中的 “其他” 指周文所列5种介词结构以外的其他形式�“其他成分” 指周文所列受事者作为全
句主语和前一述宾结构宾语以外的其他位置上的用例。上述各种形式中�用 “把／将” 和 “对 （于）” 引出
受事者的形式最为接近�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多数用 “把／将” 引出受事者的句子都可以变换成 “对
（于）” 字句。例如：（21） 《实用软件工程》：“我们还可以按错误的性质和范围�把出现错误的情况加以区
分。” （对出现错误的情况加以区分） （22） 老舍 《兔》：“在夸奖的言词中�他顺手儿把当时最有名的旦角
加以极厉害的攻击。” （对当时最有名的旦角加以极厉害的攻击） 不能变换成 “对” 字句的�通常是比较复
杂的 “把” 字句。例如：（23） 刘心武 《七舅舅》：“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为县里第一个党支部的第
一任书记加以记录。” 此例中�“把他” 管辖连谓结构中的两个谓语�如果换成 “对”�可以与第二个谓语
“加以记录” 相配�但却无法与第一个谓语 “移植为……” 组合�所以�此例不能变换。类似的比较复杂
的 “把” 字名相当常见�所以�不能变换的用例比较多。由于种种原因�“对 （于）” 句要变换成 “把” 字
句大都比较困难。例如：（24） 《中国古代文化史》：“对生物的遗传和变异�中国古代亦已有较深刻的认
识�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 此例中 “对……” 位于句首�而 “把” 及其宾语通常不能出现在这一位
置�它一般只能位于主语后。（25） 《中国古代文化史》：“周成王时又继续对同姓亲属加以分封”。“把” 字
句中的谓语动词不能是 “光杆动词”�主要是出于表意的需要�因为句中的谓语动词不能是无界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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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一个表示完成或祈使的 “了” （如 “把饭吃了”）。更多的时候�“把” 字句除了表示处置外�还要同
时交代由此造成的某一结果、达到的某种程度�或动作进行时的相关情态及伴随情况等；在形式上就是谓
语动词通常要带上状语、宾语或补语�所以�“把” 字句的谓语部分通常都比较复杂。以 “分封” 为例：

　　∗把同姓亲属分封－－－把同姓亲属全部分封－－－把同姓亲属分封到各地－－－把同姓亲属分封了
个遍－－－把同姓亲属分封为诸侯
此例不能变换成 “把” 字句�原因就在于 “加以分封” 是无界的�它不能满足构成 “把” 字句的必备

语义条件。如果用于未然�且出于法律、科技及社科等书面语体中�“把” 字句似乎就不受这一点的限制。
上文所举第 （18） 例�就是如此。再如：（26） 《儿童的心理世界》：“然后把这力用的日常概念加以推广。”
也有极少数用于已然的例子：（27） 《中国古代文化史》：“它把先秦时期主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的早期盖天说加以改造。” （28） 《中国古代文化史》：“据 《初学记》引 《大戴礼》说�对于那些没能很好
地贡献人才的诸侯�要加以惩罚。” 把字句多用于已然�如果要用于未然�则表示未然的词语 （此例中是
能愿动词 “要”） 通常要放在 “把” 前。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把” 字句是表示处置的�而 “把” 本身也
成了一个处置的标志�有了它�一定就有一个处置的动作行为�并且这个动作行为往往都是已经完成或发
生了的�所以�只能说 “要把书写完”�不能说 “把书要写完”。再如：（29） 《诗人的两翼》：“你说你对我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感兴趣�希望我能加以解释。” 此句与例 （23） 非常相似：“对……” 也
管辖两句话�即与两句话中的谓语都能搭配�而如果换成 “把”�就只能与后一句搭配 （即没有 “把……
感兴趣” 的形式）�因此�这句话就无法变换成 “把” 字句�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

综上所述�就是 “对 （于）” 句的使用范围远比 “把” 字句广泛�因为前者所受到的限制远比后者少；
所以�前者的用例要多于后者�并且后者大多数都可以变换为前者。不过�作为处置类的虚义动词�“加
以” 与 “把” 字句的语义取向高度一致�所以�用 “把” 的 “加以” 句也为数不少�只不过大多数都取例
（23） 那样的比较复杂的形式。
　　二、“加以” 的使用和组合情况

“加以” 是一个 “纯度” 相当高的书面语词�下面的表2可以证明这一点：
表2　 “加以” 使用频率统计

语体或文体 语料字数 （万） 用例数 词频 （％）
口　语 41 0 0∙00000
文　学 130 8 0∙00062
社　科 136 145 0∙01062
科　技 166 135 0∙00811
法　律 52 38 0∙00719

　　 “加以” 是一个 “粘宾动词”�它的必有成分是宾语。“加以＋宾” 的可有成分是主语和状语�它的主
语以受事主语为多�施事主语比较少。“加以” 不能紧挨着主语�二者之间总要有各种成分隔开�如状语、
其他谓语等。例如：（1） 《儿童的心理世界》：“这说明遗传因素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一定的环境因
素加以控制和改变。” （2） 《中国古代文化史》：“大约在晚唐时�军事家从炼丹家手中得到了配制火药的方
法�并在军事上加以应用。”

“加以＋宾” 带状语的用例比较多�其中最常见的状语是介词结构�如前所述�大量的各类介词结构
是引进受事者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引介工具或手段、处所及施事者等的。例如：（3） 《中国古代文化史》：
“对于彗星运行路线……都用生动而又简洁的文字加以描绘。” （4） 《中国古代文化史》：“对生物的遗传和
变异�中国古代亦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 （5） 老舍 《四世同堂·饥荒》：“他请
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她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

其他类的状语不太多�方式副词相对多一些�如：逐步、分别、及时、单独、尽快、及时、故意、不
断、严格�等等。另外�稍多一些的�有能愿动词�如：要、可以、应当；否定副词�如：不、不必；某
些形容词�如：自觉、努力；以及固定词组�如：进一步、兴高采烈、因地制宜、一本正经、真心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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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必须带上 “地” 才能做状语。
“加以” 不能带的成分是补语�另外也不能带 “了、着、过” 等动态助词�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例外的。

这一情况在动词中是相当独特的�这说明�“加以” 是非常 “单纯” 的动词�是虚化得最彻底的动词�它
只施与某一动作行为�而绝不涉及动作行为的结果、情态、趋向、量以及可能与否等�因此自然也就不能
带表示这些相关内容的补语了。
　　三、“加以” 与 “进行” 的比较

“进行” 是最典型的 “做” 义类形式动词�而 “加以” 则是最典型的 “处置” 义类形式动词�因此�
比较二者的异同是十分必要、十分有意义的。

“加以” 与 “进行” 的关系相当密切。例如：（1） 《企业环境管理》：“为此�‘要点’中首先规定各类
工业固体废物都要因地制宜地加以综合利用或进行无害化处理。” （2） 《实用软件工程》：“软件在投入运行
以后�由于发现错误�为适应运行环境或是需要对其功能加以扩充�都需要对软件进行修改。” 此二例中�
“加以” 与 “进行” 互文；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 “进行综合利用或加以无害化处理” “对其功能进行扩
充�对软件加以修改”。所以�我们看到有大量的 “加以” 句都可以变换成 “进行” 句。例如：（3） 汪曾
祺 《八千岁》：“染得了�还要由一个师傅双脚分叉�站在一个 U 字形的石碾上�来回晃动�加以碾砑�
然后摊在河边空场上晾干。” （4） 《中国古代文化史》：“至今未见确切纪年的隋代度量衡器�唯有根据 《隋
书·律历志》加以论证。” 同样�也有许多 “进行” 句可以变换为 “加以” 句。例如：（5） 《儿童的心理世
界》：“然后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 （6） 《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大学生往往把与自我不一致
的经验进行歪曲。”

但是�“加以” 和 “进行” 毕竟分属于两类不同意义的虚义动词�二者的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
1．语义差异。“加以” 是 “施加某一动作、行为”�而 “进行” 则是 “从事某一活动”�二者的语义重

心或侧重点明显不同。“进行” 基本上是单向的�它的语义指向它所带的宾语；而 “加以” 则是双向的�
它的语义同时指向宾语及受事者。在 “加以” 句中�或隐或显的受事者是一个必备的要素�而在 “进行”
句中�受事者则是可有可无的。以下的“进行”句不能变换成“加以”句�原因就在这里。例如：（7）《邓小平文
选》第3卷：“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8） 《表
弟》：“每个人都似乎忽然意识到了�坐在这里听一通有讲演癖的人进行辩论�是一件很乏味的事。” 二者
的另一个语义差别是：“加以” 的 “施加” 义更具主观性和目的性�语义较重�大多有强调的意味和色彩；
而这一点�在使用 “进行” 时就不那么明显。我们来看以下的用例：（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巴黎七
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
裁。” 如果把此例改为 “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加以制裁”�语义就重了许多。
2．用法差异。“加以” 和 “进行” 在用法上还有很多差异�“进行” 的使用范围远比 “加以” 大。“进

行” 有及物性用法和不及物性用法�而 “加以” 只有及物动词用法；在及物性用法中�“进行” 可以带的
宾语有动词性、名词性和中间性的�而 “加以” 只能带动词性的和少量中间性的宾语�不能带名词性宾
语。后者的使用范围要比前者小许多�用例数也要少许多 （不到前者的七分之一）。“进行” 在句中的位置
比 “加以” 灵活。“加以” 是粘着定位词�它在句中只能做述语�且前边必须有其他的成分。相比之下�
“进行” 在这方面的限制要小得多�因此�以下的句子就无法变换：（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加以” 不能位于句首�通常是因为它的前边必须交代受事者
等。上文提到�“进行” 句中的中间性宾语比 “加以” 句中的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有一种倾
向：凡是能做宾语修饰语、构成中间性宾语的�就不做状语；而后者相反�凡是能做状语的�就不做宾语
修饰语。以下两组用例恰好形成了对比： （11A） 《技术贸易实务》： “本章即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讨论。”
（一一进行讨论） （11B） 《火葬》：“对每个人的化装�他也一一的加以矫正。” （∗加以一一的矫正） （12A）
《文学长短录》： “也是根据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重新的审查。” （重新进行了审查）
（12B） 《柏慧》：“如果一个人‘不称职’票超过了半数�就将对其‘重新加以考虑’。” （∗加以重新考虑）
再看以下一例：（13） 《诗人的两翼》：“我们要能够在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加以分析。” 此例不能变
换成 “再加以进一步 （的） 分析”�但是可以变换成 “再进行进一步 （的） 分析”。上述情况表明�“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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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词宾语的结合比 “进行” 更加紧密�而这也是有表达上的依据和理由的：“加以” 表示施加某一动作
行为�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动作行为上；如果动词加上别的修饰语�就会使这一点受到削弱。
3．动词性宾语的差异。 “加以” 与 “进行” 都可以带动词性宾语�但所带的宾语不尽相同。首先�

“加以” 的宾语除了几个词根是双音节词的 “化” 尾词 （如：定量化、拟人化、理想化） 外�都是及物动
词；而 “进行” 的动词宾语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不及物动词。例如：伴奏、排版、占卜、交际、编码、自
救、劳作、把关、订货、投票、自卫、抗争、比赛、交配、答辩�等等。这些动词都不能做 “加以” 的宾
语。其次�“加以” 的宾语通常是处置性的�大致是那些可以用于 “把” 字句中的动词；而 “进行” 的宾
语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如 “伴奏” 之类就不是处置性的。另外�有许多及物动词也不是处置性的�它们也
可以用于 “进行” 句中而不能用于 “加以” 句中�例如：创作、煽动、参与、消费、祭祀、占验、呼吸、
宣布、广播、应付、采访、贿赂、经营、救助、选举、回忆�等等。此外�二者的动词性宾语在语义特征
上还有两点差异：一是 “进行” 的动词宾语通常不能是表示心理活动或与心理活动有关的动作行为的；而
“加以” 的宾语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下列用例不能变换成 “进行” 句：（14） 《中国古代文化史》：“由于那
些山峰‘高与天接’�古人就把它想象成天地相通的道路而加以崇拜。” （15） 《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
“这种人的情绪反应浓厚而强烈�行为做作、夸张�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关心�常把自己的感觉和情感
加以夸大。” （16） 沈从文 《禁书问题》：“政府既从不知道对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
待遇吝啬。” （17） 宋云彬 《杂谈》：“这是不是应该为‘小德出入可也’而加以原谅呢？” 诸如重视、保证、
强迫、注意、戒备、原宥、认识、领悟、宽容、肯定、重视、歧视等动词都属于此类。二是 “进行” 有
［＋持续］ 义�而 “加以” 没有这样的特征。如前所述�“进行” 本身有持续义�它所带的动词宾语有持续
义�整个句子所叙述的事件或过程有持续性；而 “加以” 则不然�“加以” 句以表示 “未然” 为主�当然
不会 “持续” 了。下列用例也都因其没有 “持续” 性而不能变换成 “进行” 句：（18） 《实用软件工程》：
“各个阶段和步骤都安排了复审�其目的在于及时发现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不使其影响后面的工
作。” （19） 钱锺书 《写在人生边上》：“所以我们看了 《伊索寓言》�也觉得有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
正不可。” （20） 刘心武 《公共汽车咏叹调》：“为什么汽车公司不对夏小丽这样的司、售员采取严厉措施�
比如说�他们屡教不改�便加以开除？” 诸如制止、吸取、理解、实现、保证、强迫、剥夺、破坏、纠正、
克服、消灭、改变、隐瞒、拒绝、开除、忽略、没收、反对、提高、固定、改正、否定、改善等动词�都
表示短暂或瞬间完成的动作行为�也都不能做 “进行” 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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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oints about the Formal Verb “JiāYǐ”
Diao Yanbin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ialian Liaoning�116029）

　　Abstract： This passage introduces that in modern Chinese� “JiāYǐ” is a formal verb�its object and relative
question�the situation of its uses and combination．So we can research “JiāYǐ” through comparing with another formal
verb “Jìn Xíng”．
　　Key word： formal verb�grammar function�mean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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