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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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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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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词
，
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

、

各个

角度进行了许多的研究
，
产生了相当多的比

较深入的认识
。

但是
，
就动词的使用来说

，

它的一个特点似乎被人们忽略了
，
这就是它

的
“
非光杆性

” ，
就笔者目力所及

，

尚未发

现有人提及
。

所谓 “
非光杆性

” ，
是指动词一般不能

孤零零地不附带任何附加成分地出现于句子

中
。

笔者曾经对�。万字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科

学著作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发现
，
���以

一

�

的动词总要带上状语
、

宾语
、

补语等修饰或

连带成分
，

最简单的
，

也要带一个时态助词
，

如
��万 等

。

剩下的不到�。�的 “ 光杆 ” 用例
，
大致

也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
因而我们可以对它

们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
。

“ 光杆” 用例主要有以下几类
�

�了某些双音节动词

例如
� “

父亲在那场风暴里跌倒” ���陶

铸和他的哥哥 》 ， 《 十月 》 ����� ��。 这样的

句子之所以会出现
，
一是因为动询 是 合 成

词
，
象这里的

“
跌倒

” 就是表示动作及其结

果的动补式结构
，
这样

，

它已经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
“ 光杆， 动词了

，
典型的光杆动词是

单音节的单纯词， 二是这样的句子往往不独

立
，

而有赖于后边的语句的补足
，
象上一句

就未完
，

下边接着是
“
成了

‘

中国最大的保

皇派
， ， ‘

中国第三号走资派
， ” 。

如果没

有后边的话
，
前一句就会使人有别扭之感

，

觉得话没说完
，
因而语句不完整，

刁呼

�
�

在对话以及对对话进行叙述的语句

巾

这里还包括几小类
�

���在某些请求
，

命令的语句中
，
可

以使用光杆动词
。

比如
，
在宴会上

，
主人不

断地让客人
� “

吃�
” “

喝�
”
而被让的人

也点着头说
“
吃 ” 、 “

喝
” ， 一个人发怒了

，

对另一个人大喝一声
“
你滚” 或

“
滚 ” 。

经

常能这样用的动词不大多
，

往往限于那些能

够引起某些动作或活动的动词
，
如 “ 看万 、

“
听刀 、 “ 跑万 、 “

猜” 、 “
跳 ” 、 “

打
”

等
。

它们的出现大都与口语
，
表达的简约性

有关
。

���在某些答话中
，

可以使用光杆动

词
。
比如甲问乙

“
你去不去� ” 乙 回 答 说

“ 我去 ， 或
“
去，， 。

这类动词的范围稍广
，

凡是能出现在
“ �不�

” 这样的格式中的动

词
，
都可以在答话中单独使用

。

其实
，
这也

不难解释
�

一是对话中
，
往往可以 有 大 幅

度的省略
，
二是问话

“
�不�

”
本 身 已 经

限定了答话的范围
，
或者说是规定 了 答 话

的方式
，

即只能在
“ � ” 和 “ 不 ” 中选捧一

个
，

而这就是这类光杆动词出现的 特 定 条

件
。

���用于连接某些引语的动词可以是

光杆的
。

例如
“ ‘
砸

” ，

李兆贵谬
” 、 “ ‘

要

来事了
， ，

他想万 。
�《 棺材铺 》 、 《 小说

界 》 ����
�

�� 严格说来
，

这类还不能算是真

正的光杆动词
，
因为那个引语正是它们的宾

语
，
而前引 的 句 子 不 过 是

“
李 兆 贵 说

‘
砸

， ” 的变体
。

�
�

在某些固定结构
、

习语或紧缩复句

中

例如
“
他一边叫

，

一边跑 ” 、 “
山不转

水转” 、 “
你不给我就抢

”
等

，
都属此类

，

而其中的光杆动词的出现
，
也是有原因的

。

象
“
一边

· · · ·

一边 ”
这样的关联词语

，
本身

就构成了光杆动词出现的条件
，
所以动词与

之合在一起
，

也就不是光杆的了
， 至 于后



两例
，
前后两部分是对待的关系

，
这样

，
前

一部分就成了后一部分中光杆动词出现的依

据或条件
。

�
�

在某些兼语式和连动式中

在有多个动词谓语的句子中
，
最 后 一

个动词经常可以是光杆的
，
如

“
要衣服穿

” 、 “
请他来， 等

“
买饭吃 ” 、

。

其实
，
在这

类句子中
，
这最后一个动词已经没有多少独

立性了
，
它往往是依附前边的名词

，
甚至是

前边的动词的
，
而这就是它们的使用条件

。

除上述四类外
，
就很难见到光杆动词的

用例了
。

因此
，
从大量的语句中排斥光杆动词以

及少数的语句中虽然出现了光杆动词
，
但是

几乎都有使用的条件这两个方面
，
我们可以

认定
�
动词的非光杆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

律
，
而这一点

，
无疑是动词的一个比较重要

的特点
。

书面语中
，
动词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十分

明显
，
在 口语中

，
更 是 如 此

。

比 如 人 们

对别人的帮助和关心
，
总要说一声

“
谢谢

”

就没有单说一个
“
谢万 的， 有礼貌的人对对

方的致谢往往回一声
“
不谢

” ，
而 不 能 说

“
不谢谢，， 。

之所以这样
，
原因很简单

，
这

就是单音节的动词一般不单独使用
，
所以总

要连带别的成分
，
实在无可连带

，
那就重复

一下这个音节
，
从而造成了

“
谢谢” 这样的

重盛式的出现
，
说

“
不谢

” ，
因为

“
谢

”
有

了 “ 不 ” 这样的副词做修饰成分
，
自然就用

不着再重叠了
。

那么
，
动词的非光杆性特点是怎么产生

的呢� 我们认为
，
主要原因有二

�

�
�

动词表意的单纯性与人们的活动及

语言表达的复杂化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
，
动词 �特别是单音节动词�

一般只能表示某一具体或抽象的动作行为
，

而人们的活动是由许多的动作行为构成的
，

每一个动作行为总要涉及到某些对象
，
产生

某些影响或造成某些结果
，
而动作行为本身

也有程度
、

范围
、

时间
、

处所等许许多多的

差异
。

因而
，
在语言表达中

，
往往就要对上

述诸多方面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 进 行 表

述
，
只有这样

，
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叙述

，

才能构成信息量充足的一句话
。

正 因 为 如

此
，
一句话中

，
动词的各种连带成分才得以

运用
，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
其中的某一个或

几个成分还成为必不可少的
。

�
�

汉民族的审美心理

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审美心理趋向是讲求

平衡和稳定
。

先民们由于受自然现象 �包括

人本身�的相对相依现象的启发
，
逐渐形成

了以偶数为美的心理定势
。

这一点
，

在社会

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
而

在语言运用中
，
同样也有所反映

。

就拿语句

的安排来说
，
大量的四六句的使用

，
确实体

现出一种均衡之美
。

一句话中
，
动词往往是

中心点
，
是主要信息的载体

，
所以就尤需讲

究
，
尽量不使之呈光杆性

。

时间长了
，
人们也就形成了这 样 的 习

惯
�
即使不考虑表达的因素

，
在很 多 情 况

下
，
也不会接受一个光杆动词的

，
因为这会

使他们看起来或听起来觉得别扭
。

名人名言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
，
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

，
日

积月紧
，
从少到多

，
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

—鲁 迅

我的簇言始终是
�
无 日不动笔

，

如果有时我让艺术之神磕睡
，

也只 要使它醒后更兴奋
。

—贝多芬

我一生的嗜好
，
除了革命之外

，
只有好读书

。

我一天不读书
，
便不能够生活

。

—孙中山
学习—不管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

，
还是孩受书本上的知识

，
都要花出很大的劳动

。

只

有这样不断地劳动
，
才熊使我们变得聪明

。

—徐特立

�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