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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动词是汉语动词中一个独特的封闭的小

类�与其他各类动词有较大的不同�我们按其表义等
多方面的差异�分为“做”义类和“处置”义类这两小
类�前者有“进行、从事”等�后者则有“加以、予以”
等。形式动词的语法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结合结
构、语义和表达进行全方位的揭示和说明。

一　一般功能

所谓一般功能�指的是同于一般动词在一般使
用中所具有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充当谓语或
述语。

发挥一般功能时�形式动词无所替代�通常也不
能替换成形式动词以外的其他词。例如：

①招生工作一定要做／干／搞好。
②我最近正在做／干一件大事。
③他就这样一天到晚不停地干／做家务活和地

里的活。
前人对所谓“形式动词”、“虚化动词”等的研究�

通常都是把上述功能和用法排除在外的�所以讨论
的范围远比我们的小。我们无法证明这样用法的
“做”等与“做实验”的“做”等不具有同一性�相反却
很容易证明它们之间有同一性。所以�我们认为�在
形式动词诸多的用法中�应该包括具有动词的一般
功能这一部分用法。

二　替代功能

这是“做”义类形式动词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功
能。

形式动词具有的是一种“类”的意义�它是抽象
的�并具有很高的概括性的意义。而在具体的语句

中�由于某些直接相关的成分的专化作用�抽象、概
括性的意义就变成了某一具体的意义。这也就是
说�一个抽象的意义在具体的语句中与某一具体的
意义形成了等义的关系；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则是
人们在语言运用中�用一个具有抽象性意义的形式
动词替代了一个表示某一具体意义的动词。

比如“搞”�号称“万能动词”�它的词典义就是
“做、干、从事”�概括程度很高�非常宽泛。然而�在
具体的使用中�由于所带宾语等的不同�而被赋予了
不同的具体意义。如“搞（从事）建设、搞（制订）规
划、搞（拉）关系、搞（玩弄）阴谋、搞（研制）导弹、搞
（写）剧本、搞（弄）错”等。
“搞”以外的其他“做”类动词的替代功能同样明

显、突出。例如：
④这项工程已经进行（建设）了一半了。
⑤这一工作政策性强�一定要小心从事（做）。
⑥他的论文选的题目是关于细胞克隆的�刚作

（写）了一半就作不下去了。
⑦上星期他到电台做（主持）了一期节目。
⑧他们的产品已经干（进入、打入）到美国了。
⑨别把他弄（吵）醒了。
这就使我们看到�具有“做”类意义的形式动词

的作用�有时与一般的代词非常相似�因此可以称之
为“动词的代词”或“动词性代词”。

与一般的代词或代词性词语一样�形式动词替
代功能的作用有二：一是避免重复；二是适合模糊表
达。

第一点非常简单�我们比较以下两句话就十分
清楚了：

⑩我们今天下乡调查去了�调查了一天�收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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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〇11我们今天下乡调查去了�干／搞了一天�收获

不小。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形式动词与其所替代的词

语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即一个
形式动词代替的可能是几个词语或几个意思。如
“弄醒”�就可能是“吵醒、推醒、摇醒、踢醒”等。另
外�形式动词所替代的也不一定只是词�也可以是表
示某一或某些动作行为等的词组。后一种情况的用
例如：

〇12我很希望自己能六亲不认�实际上我未必就
能做到。

〇13计划、资料书写以及技术审查都要比较严格
地进行。

按�前一例中“做”替代的是“六亲不认”�而后一
例中“进行”替代的则是一个由动词和分别表示两个
动作行为的联合词组。

关于第二点即模糊表达�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

简言之�在语言表达中�很多时候需要的并不是
“精确”�而是“模糊”�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无法“精
确”�也可能是没有必要“精确”�而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形式动词经常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例如：

〇14这人要弄死这猴子是不是一定能成功。
〇15我全力以赴地搞过�如醉似狂地搞过�以“一

天等于二十年�踏破地球冲破天”的劲头搞过。
按�以上两例中�〇14例中因为并不确定要用具体

的哪一种方式使猴子死�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办法不
模糊；〇15例中只是泛泛地说如何地做某些事情�则基
本上属于没有必要精确。

此外�常见常用的如“搞／弄错、搞／弄清（楚）”等
中“搞／弄”的选择�都与它们所具有的“模糊替代”功
能有关。

在发挥替代功能的同时�形式动词还具有其他
多种功能�这些我们将在下边各部分中进行讨论。

三　句法功能

形式动词的句法功能�可以概括地表述为“济造
句之穷”。具体地说�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变指称为陈述
我们曾经以“他们正在进行谈判�明天还要接着

进行”为例�来分析形式动词的意义�这里�我们把前
一分句略作扩展�然后在此基础上谈形式动词的功
能：

〇16他们正在进行第一轮谈判�明天还要接着进
行

按�由于“谈判”前边加上了修饰语“第一轮”�句
中的“进行”就成为必有成分�不再能够去掉了。

那么�为什么“谈判”带了修饰语“第一轮”�“进
行”就成了必有成分？

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动词（即不是作为“进行”
等的宾语的时候�我们在下边将要谈到�在做“进行”
等的宾语的时候�“谈判”也是指称性的）�“谈判”带
上了修饰语“第一轮”�就由一个具有陈述义的动词
变为一个具有指称义的词组了。

我们知道�表陈述义一般是谓词性词语所具有
的功能�而表指称义则通常是体词性词语所具有的
功能�所以�由陈述义变为指称义�就意味着丧失了
谓词的基本特点和功能�而获得了一系列体词的特
点和功能。
“谈判”由于有陈述义�所以可以直接作谓语（如

“他们正在谈判”）�可以受副词的修饰（如“不谈判、
没谈判、马上谈判”等）�或后带某些补语（如“谈判了
一天、谈判得不错”等）�甚至还可以带宾语（如“谈判
一个项目、谈判投资问题”等）［1］�而“第一轮谈判”只
有指称义�所以上述几点都不具备。

有时�为了表达某一特定的意思�让指称性词语
直接作谓语可能是最方便、最直接的方式�可是由于
其自身结构特点的限制�这样的形式又是语法规则
所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此时就面临着造句之穷。解
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使用形式动词�由
它与指称性词语共同构成述宾结构�来作句中的谓
语。即：

〇17∗他们正在第一轮谈判－－－他们正在进行第
一轮谈判。

关于这一问题�朱德熙先生也注意到了。朱先
生有以下的表述：“名动词本来可以作谓语�在前边
加上了某些修饰语转化为名词性成分之后就不能作

谓语了。这也跟上文提到的纯名词的情形一样�必
须加上虚化动词使它转化成动宾结构才能作谓语。”
朱先生举的例子如：

〇18与其等到将来进行大的调整�还不如现在就
着手进行一些小的调整。

〇19只要上级和邻近地区给予一点支援�生产很
快就能上去。［2］

这种情况特别普遍�以下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〇20有一个念过一年初中的菜园组长的女儿�给

他做了个鉴定。
〇21他觉得没有必要搞服装展览。
朱德熙先生还提到了名词的问题�有些名词与

上述的指称性词语一样�要作句子中的谓语�就要前
加一个形式动词�构成述宾结构［3］。在我们搜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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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用例中�有一些就是取“形式动词＋名词”的
形式�其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就在于此。例如：

〇22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
〇23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

“五一六分子”。
（二）使谓语由不合格到合格
汉语中有不少句子对谓语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

或限制。比如“把”字句�就要求它的谓语动词不能
是光杆动词�也就是说�如果让一个光杆动词作“把”
字句中的谓语�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谓语。为了变不
合格为合格�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动词的前
边或后边添加某些成分－－－如状语、宾语或补语等。
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成分的添加�
可能会使原来想要表达的意思有所改变�因此有时
不宜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加进一个形式动词�这
样做可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构成合格的谓语
而又完全不改变原意�这样�相对于前一种做法来
说�有时这种做法就是唯一的选择了。例如：

〇24∗我们应当把这一研究成果推广－－－我们应
当把这一研究成果进行／加以推广。

〇25∗领导应当把这一建议考虑－－－领导应当把
这一建议加以考虑。

与“把”字句相类似的还有“对”字句。例如：
〇26∗千万别对他报复－－－千万别对他进行报

复。
〇27∗他对这种行为批评了－－－他对这种行为进

行／给予了批评。
朱德熙先生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名动词

前边加上虚化动词使动词部分复杂化之后�本来站
不住的VP＋NV 变成了 VP＋WV＋NV�就往往能站
住。”他举的例子是：

〇28区县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向群众承认错误（作／
进行）检讨。

〇29这些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今后还在不断
总结经验（加以／予以）改进。［4＼〗

类似的用例再如：
〇30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发现了声音的

共鸣现象�并加以利用。
〇31梁武帝并多次登坛讲经�从事著述。
（三）其他方面
形式动词的句法功能除上述两点之外�还由于

具体的词的不同而有其他一些表现。比如一个最典
型的形式动词“进行”�就有以下几点：
1．解决没有宾语的问题。如：
〇32∗你应当耐心地教育－－－你应当耐心地进行

教育。

2．解决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的问题。例如：
〇33∗他们正在录像比赛的实况－－－他们正在对

比赛的实况进行录像。
3．解决多述一宾的问题。例如：
〇34∗均可以独立地编写、调试、修改和阅读每个

模块－－－每个模块均可以独立地进行编写、调试、修
改和阅读。
4．出于音节方面的考虑。例如：
〇35∗一群白衣白帽戴着大白口罩的医生正在有

条不紊地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
其他各个形式动词的语法功能�也都值得逐一

地考察和分析。
四　关系功能

所谓关系功能指的是�在某些句子中�某些成分
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是特别清楚�或者不是那么明
显�此时�由于形式动词的使用�使得上述关系变得
清楚、明显了�那么�此时形式动词就是或主要是在
发挥关系功能。

我们来分析以下的例子：
〇36他曾在洛阳多年经营着自己的一份庄田�利

用所积累的农事经验�加以整理写成了《四民月令》�
传授给和他相似的其他经营地主。

按�此例中�如果没有“加以”�“整理”的对象就
应当是“《四民月令》”�而有了“加以”�就非常明确地
说明�“整理”的对象是上句中提到的“农事经验”。

〇37因为保不齐哪一位姑奶奶哪一次应选会选进
宫�不能不预先给以优待�这就养成了一些满洲少女
的特别脾气。

按�此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给以”�“优待”的
对象就不是特别明确了。

然而�就绝大多数情况来说�即使不用形式动
词�语义关系也是明确的�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式动
词�而使得这种关系进一步加强�甚至是得到了强
调�这也是形式动词关系功能的一种表现。例如：

〇38在学习上儿童遇到困难的时候�成人不要急
于提供帮助�最好先让他们自己先想一想�实在想不
出来�成人再给予启发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

〇39既然小艇下江是违法�为什么不予以收缴和
处罚�而任其进行带有经营性质的活动。

以上举的都是“处置”义类形式动词的例子�其
实“做”义类同样也有关系功能。

比如�在“最近的官司搞／弄得他狼狈不堪”这句
话中�“搞／弄”已经基本没有“做”之类的意义了�他
们只起一种关联的作用�即在“最近的官司”与“他狼
狈不堪”之间建立并明确一种因果关系。这样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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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相当多见。例如：
〇40满树挂满的果子�都着了色�发出香气�弄得

果园的空气都是甜甜的�闻着都醉人。
〇41各种奇思妙想�犹如一支支离弦之箭搞得他

心力交瘁。
五　标记功能

（一）指称标记
关于指称�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
所谓指称标记�指的是这样的词语：由于它们的

出现�使与其直接关联的词语或成分由陈述性变成
了指称性的。我们认为�形式动词恰恰就有这样的
功能：一个动词�做了形式动词的宾语后�就失去了
动词的绝大部分功能（这些功能都与动词的陈述性
相关）�变成一个指称性的成分�而此时的形式动词
就起了指称标记的作用。

关于形式动词带动词宾语这种形式中动词宾语

的性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远未达成共识。但是�
有一点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这个作宾语的
动词已经失去了动词的大部分功能。比如一般再也
不能带副词性状语、宾语和补语等。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词在作宾语的时候都是
这样？显然不是的�我们来比较以下的句子：

〇42他喜欢学习－－－他进行学习。
〇43他喜欢学习英语－－－∗他进行学习英语。
〇44他喜欢学习到深夜－－－∗他进行学习到深

夜。
〇45他喜欢拼命地学习－－－∗他进行拼命地学

习。
〇46∗他喜欢他的／为期一年的学习－－－他进行

他的／为期一年的学习。
〇47∗他喜欢英语学习－－－他进行英语学习。
由以上的对立可以看到�“喜欢”与“进行”虽然

可以带同一个动词作宾语�但是这同一个动词在作
不同的动词的宾语时性质是不同的。“喜欢”的宾语
仍然保留了动词的所有特点和功能�因而不能接受
通常修饰名词的词语的修饰；“进行”的宾语失去了
动词的特点和功能�所以才可以接受通常修饰名词
的词语的修饰。这也就是说�“喜欢”的宾语依然是
陈述性的�而“进行”的宾语却已经变成指称性的了。
“学习”的性质不变�是因为它作的是“喜欢”的

宾语；“学习”的性质变了�则是因为它作了“进行”的
宾语。所以�我们说�“进行”是变陈述为指称的手
段�也可以说是指称的标记。

与“进行”一样�几乎所有的动词在作形式动词
宾语的时候都有由陈述到指称这样的变化�所以我

们说�形式动词具有指称标记的功能。
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动词与形式动词对动词性

宾语的限制是一致的。例如：
〇48发起／进行进攻－－－∗发起／进行进攻敌人

－－－∗发起／进行进攻得很猛。
〇49接受／进行考验－－－∗接受／进行考验他－－－

∗接受／进行考验了一次又一次。
但是�类似“发起、接受”这样的动词都是“实义

动词”�各有各自具体、固定的词汇意义�自然与“进
行”等属于不同的类别�虽然相关的问题可以进一步
研究�但是却不宜搅在一起。所以�第一�“发起”等
的动词宾语是不是指称性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
二�我们目前还不认为“发起”等也是指称标记。

建立指称标记的概念�对词的指称和陈述及其
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等的研究是很有用的�对解释
动词作形式动词的宾语时的变化也是有利的。
（二）前置受事标记
朱德熙先生列举了大量诸如“他们不得不把这

批来源和性质都不相同的资料加以整理”、“抽调一
批农村小学教师加以培训”之类的例子后指出�一些
句子中要采用虚化动词�“显然跟说话的人想要让表
示名动词受事的名词性成分在名动词前边出现这件

事有关”。“说话的人出于对语义、上下文的限制或
修辞等方面的考虑�有时需要选用受事前置的句式�
而虚化动词正是造成受事前置句式的一种重要手

段”。“总括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单独的
NVt 作谓语造成的句子可以是受事前置句�也可以
不是�而由WV＋NVt 作谓语造成的句子一定是受事
前置句……由此可见�WV＋NVt 里的虚化动词有标
记前置受事的作用。” ［5＼〗
（三）焦点标记
鲁川先生把“加以、予以、给以、给予、进行”称为

焦点标记�认为它们也是一种改变句子语序的标记。
他举的例子是“我们应该解决他的住房问题”。在这
句话中�“如果想强调‘他的住房问题’的‘解决’的迫
切性�就可以用焦点标记‘加以’将‘解决’移到句尾
焦点的位置”�改为“他的住房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解
决” ［6］。

谈到焦点�就涉及到语用的问题了�关于这个问
题�我们在下边还要讨论。
（四）划分句群的标记
胡裕树、范晓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话语中

如果出现省略受事的 DV 句式�这个受事一般出现
在上文的某个句子中�于是就使那个含有受事的句
子与这个 DV 句式连贯起来�同时也使得这两个句
子之间结构意义联系更加紧密而明显。从而�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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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句子为起止的一系列句子构成一个句群。据
此可以说�DV具有划分句群的标记作用。”他们举的
例子是：

〇50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
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
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
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
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
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
继续流入。［7］

这里�“各级组织都要……予以查禁、销毁”是一
个省略受事的句子�这个受事可以在前句中找到�即
“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尽管
这两个句子之间被其他几个句子隔开�但是有了“予
以”�就把它们的意思连贯起来了�同时二者之间的
结构意义也更加明确。这个语段是一个有因果关系
的句群�而省略了受事的“予以”正是划分这个句群
的标记。

六　语用功能

胡裕树、范晓对形式动词语用表达方面的作用
谈了六点［8］�如果只限定在一般所理解的语用的范
围内�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变换焦点
焦点指的是信息焦点�也就是一句话中最重要

的信息。汉语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基本上也
是取句尾焦点的格局。但是�有的时候�人们想要突
出的焦点并不在一般句子的末尾�这时往往就需要
通过移位来形成句尾焦点的格局。人们经常需要突
出和强调的是动词�所以很多相关的移位往往都与
动词谓语句有关。比如�某些“把”字句、受事主语句
的形成和使用可能就是如此：

〇51昨天我教训了他一顿－－－昨天我把他教训了
一顿。

〇52我已经吃了午饭－－－午饭我已经吃了。
形式动词的使用�也有同样的功用。例如：
〇53我们要批判这种思潮－－－我们要对这种思潮

进行／加以批判。
〇54教师批评了他的错误－－－对他的错误�教师

进行了批评。
（二）变换话题
话题是语用学或语法研究的语用（表达）平面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相关的问题也是语用（表达）
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言语交际中�同样的意思�如果
采用不同的话题形式�表达的效果等就会有所区别。
上边提到的由“我已经吃了午饭”到“午饭我已经吃

了”�就包含了话题的转换。在这个例子中�变焦移
位和话题转换是同时完成的。

如果句中动词是已知的信息�而说话人想让它
成为话语的出发点�也就是话题�就可以通过移位来
把这个动词移到句首�而动词留下的空位就可以由
形式动词来填补�这样�形式动词也就成了动词话题
化的一种手段。例如：

〇55我们正在调查－－－调查我们正在进行／搞。
〇56已经研究了三年了－－－研究已经进行／做／搞

了三年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后续句中�有时需要把

前句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作为话题�来做进一步的
叙述或申说�此时�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形式。例如：

〇57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询问证人。询问证人应
当个别地进行。

〇58人需要学习�学习应当随时随地地进行。
（三）附加语气
即在原意的基础上�增加或突出某种语气�或者

是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与形式动词及其使用相
关的语气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形式动词往往可以表示强调的语气�或者
说�是通过形式动词的使用�使得原来的意思得到了
进一步的强调。比如�上边举的“我们要批判这种思
潮”还可以有另外几种变换形式：

〇59这种思潮我们要批判－－－这种思潮我们要进
行／加以批判－－－对这种思潮我们要进行／加以批
判。

两相比较�就不难体味到�用与不用形式动词�
语气明显的有轻重之别�而如果在使用形式动词的
同时�又用介词“对”引进或进一步指明受事者�强调
的意味就更明显和突出了�因为这很可能是在已有
的句尾焦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对比焦点［9］。

二是表达或突出正式、庄重的语气�使文句更具
“书卷气”。这主要是指由于使用了那些来自文言或
由文言中的形式动词为构成成分的形式动词而带来

的语体色彩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动词总是
经常用于庄重、典雅的文体。如政论、科技、法律文
献等。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体会这一点：
〇60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市场调查－－－下一阶段的

任务是进行市场调查。
〇61我是干教育工作的－－－我是从事教育工作

的。
按�前两句中是形式动词用与不用的区别�后两

句中是使用不同语体色彩的形式动词的区别。
三是表达或突出轻松、随便的语气�使语句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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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的色彩。能够表达这样的语气和色彩的形式动
词有“搞、干、弄”三个�它们主要用于口语以及口语
化程度比较高的文学语体中�而在上述的政论、科技
及法律等书面语体中则用得很少。比较以下的形
式：

〇62这一工程目前还在进行－－－这个工程现在还
在干／搞／弄。

〇63我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我搞／弄不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其他如“干什么”、“怎么搞／弄的”等�都是十足
的口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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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页）　不同的历史情景决定了不同的发
展模式以及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我们在借鉴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对策的同
时对此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总之�对于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理论�我
们一定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以批判的眼光来辩证地
看待�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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