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
□刁晏斌

　　《语文建设》1997年第4期发表了邢公畹
先生的《一种似乎要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一
文�笔者读后颇有收益�并且还就其中的有关问
题与邢先生有过书信往还�进行了一些讨论。
后来�又读到《语文建设》1997年第8期上汪惠
迪先生的《“动宾式动词＋宾语”规律何在？》一
文�很受启发。碰巧�本人在研究近代和现代汉
语语法时�对这种形式都有所涉猎�也作过一些
思考�这里�不揣谫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通人
方家。

一、“动宾式动词＋宾语”是一种目前已经
流行开的形式

邢先生在文章中列举了这种形式的15个
用例�其中的绝大多数目前都比较常见�汪先生
的文章列举了见于新加坡报刊的47个例子�其
中绝大多数也都常见于我们的报刊中。汪先生
在文章中说：“就新加坡目前的语用情况而论�
要研究的恐怕已经不是动宾式动词能否带宾

语�而是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规律了。”愚以为�
就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而言�也是如此。

笔者搜集到的用例有上百个之多�例如：
（1）瑞进电子公司女老板罚跪中国员工的

消息经新闻媒介报道后�在珠海、广东以及全国
产生了反响。（《青年文摘》1997年第1期第3
页）

（2）这皮箱有可能成为他行骗乡镇企业的
“通行证”。（《鲸殇》�《十月》1997年第1期）

（3）志愿者隆冬送暖山乡（《中国青年报》
1997年1月15日第1版）

（4）最近她已脱离“正大”�签约茂福。（《大
连晚报》1997年4月22日第3版）

（5）外商争相“攀亲”山东农业（《中华工商
时报》1997年7月18日第4版）

（6）福建挥毫“新三篇”（同上）
（7）王海说�谁要盗版我的书就让他进局

子、破产。（《中国教育报》1998年1月25日第
2版）

二、“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
邢先生的文章指出�“动宾式动词＋宾语”

的用例《史记》中出现过�此后便不易见到了。
但是�笔者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也看到了这样
的用例。例如：

（8）（惠）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六祖坛
经》）

（9）刺史大惧�归命大圣文殊师利。（《入唐
求法巡礼行记》）

（10）相公忧惧�作礼天空�虔诚启告。（《敦
煌变文》）

以上为唐代的用例�以下是宋代《三朝北盟
会编》中的用例：

（11）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滦州归。
（12）粘罕遣乌歇来云：“传语童太师……”
（13）夜遣虞候持檄池州�唤李显忠分付人

马�令会于采石。
仅此书中�就有十几例之多。
以下是清末民初的用例：
（14）因为立等寄信山东�免得耽误时刻。

（《官场现形记》第九回）
（15）不开放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 一回）
（16）原来青崖少年订婚黄氏。（《江左十年

目睹记》第十二回）
在早期的现代汉语（从“五四”前后到40年

代）中�类似的用例也时能见到：
（17）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

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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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
（巴金《哑了的三角琴》）

（19）所以他就到手了八十千。（鲁迅《祝
福》）

（20）但那将军又迁怒她父亲。（田汉《黄花
冈》）

（21）刚才他很中意了屠维岳。（茅盾《子
夜》）

（22）虎爷不撒手钱�并且告诉天赐少瞎扯
淡。（老舍《牛天赐传》）

进入现代汉语的第二个阶段以后（1949年
建国以后）�这样的用例逐渐就很少见到了�笔
者考察了不少语料�情况确实如此。这一点�或
许也可以从各类语法书从未谈及这一现象�以及
像邢先生这样的学者以之为“可疑”而略见一二。

“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的“复兴”是进入
新时期（1978年至今）以后�特别是近十年间的
事。

根据以上的叙述�简单地归纳一下�就是
“动宾式动词＋宾语”的形式产生于古代汉语
中�经过近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沿用到现
代汉语中。在现代汉语阶段�这种形式虽然有
一段时间趋于“断档”�但是终于又复兴了�甚至
可以说是“勃兴”�因为它比以前任何一个阶段
都有更高的使用频率和更广的使用范围�而这
些又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三、“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复兴的原因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内地的现代汉语深

受港台“国语”的影响�由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出现了某
些新的形式和恢复了某些旧有的形式。所谓新
的形式�大都是港台“国语”与内地语言分化以
后出现的�而所谓的旧有形式�则大都是一直沿
用在“国语”中的“传统”用法。

本文所讨论的“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就
是第二种变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港台“国
语”中保留的汉语原有的这一形式�进入新时期
以后�它又随“引进”大潮涌回了内地�而内地人
士由移用到模仿�再到自由地运用�从而造成了
我们在前边所说的“复兴”。

我们先来看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用例：
（23）难得的一个星期天�偏偏又要帮忙最

讨厌的姊妹会的事儿。（林道衡《姊妹会》�作于
1963年）

（24）就不知那个鹿港憨中意她哪一地处？
（王祯和《嫁妆一牛车》�作于1967年）

（25）成家以后都由她操心家务�他从不操
心。（杨直矗《工等五等》�作于1970年）

琼瑶和三毛的作品在大陆影响巨大�以下
是她们作品中的用例：

（26）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外》�我想来
想去�唯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琼瑶《我的
故事》第二部）

（27）“沙漠里哪里变得出花来嘛！真的。”
他有点失望我猜不中。（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结婚记》）

（28）这次再请你母亲来好了�我不能帮忙
你。（同上《悬壶济世》）

在港台的报刊中�“动宾式动词＋宾语”的
用例十分常见�例如：

（29）30天取得美属护照�入境美国45天
取得红卡、社安卡�学费优待。（台湾《联合报》
1996年11月28日第38版）

（30）许多人对于模特儿能转行别的行业�
都抱怀疑的态度。（台湾《青年日报》1996年12
月2日第2版）

（31）她认为签约唱片公司的先决条件�最
紧要给她有音乐及自由空间�钱不是最重要。
（香港《文汇报》1997年8月15日 C1版）

（32）问秀文现今有多少身家？是否进军九
位数字？（同上）

以上是近期的用例�以下则是早些年的例
子：

（33）我有一次陪同一位学姊应征某杂志社
的编辑。（台湾郑朋书《爱火》第28页�中国青
年出版社1988年版）

（34）他还能做到让咏纯观光了许多地方之
后�还给她安排了足够的休息时间。（香港严沁
《悄然回眸》第57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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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的使用特点
笔者就所搜集到的用例进行排比分析�发

现这种形式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带宾语的动宾式可以分为两类
这两类一类是或“像”动宾式动词�另一类

则是动宾词组。两类中�前者的使用比较稳定�
用例也较多见�如前举用例中的“行骗”“签约”
等；后者的使用则大都是临时的搭配�有偶然
性�用例自然也不多�如前举的“送暖”等。

2∙有相当数量的用例见于标题之中
邢先生文章中所举的15个例子大都见于

标题之中�笔者搜集到的用例大致也是如此�特
别是动宾词组带宾语的用例�几乎只用于标题。
这一现象�肯定与标题的特点（如要求言简意赅�
对各种语言形式有比较大的“宽容度”等）有关。

3∙书面语中多用�口语中少用
这一点�汪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提到�笔者的

查考结果也是如此。
4∙有些用例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如“出台”“挑战”“领先”等�虽然没有完全

取代原有的形式�但确实已经十分常用�用例似
乎比原有形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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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名”的诗意存在
□杨　梅

　　南京有一家挂牌为“非常春天”的影楼�这
儿“非常春天”值得我们一看。首先�作为一个
影楼的招牌�它传达的信息量大�至少可以体会
出以下几点：

1∙拍照的布景给顾客带来春天气息；
2∙影楼的工作人员让顾客感到春天般的

温暖；
3∙影楼自身是个新开照相馆�有进一步发

展前途。
而且这“非常春天”四个字显示了表达上的

简洁、明快、新奇、俏皮�很适合作招牌用语。
“非常春天”的实际含义是“非常具有春天气
息”�但如果用后面这些字作招牌�岂非可笑。

其次�也是它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关于“非常
春天”到底是份什么样的感觉�仅温暖吗�还是
有别的？这就给人开拓了一个思维空间�客观
上激发了顾客“试一试才知道”的心理�因而这
个招牌是很有魅力的。事实上�这个招牌的语
法结构就是“副＋名”。

“副＋名”现象�最初被认为是错误说法�最
近由于其广为运用而使许多语言工作研究者持

承认态度。关于这种用法的语用价值及其名
词、副词之种种分析已有许多见仁见智的说
法�〔1〕这里不作复述�而是想就思维空间的扩
展而产生的美学意义－－－其诗意存在作一点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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