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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

及
“
吃

+ N ( N P )
”

的语义学深层解读

陈凯敏
(喀什师范学院 中语系

,

新疆 喀什 8 4 4 0 0 8 )

【摘 要」实义动词
“

吃
”

所带的冥语
,

不止在语义类型方 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

其所指具体范围也在扩大
。

从语义学的角度

来重新对
“

吃
”
以及

“

吃 + N (N P )
”

结构进行研究
,

分析
“

吃
”

和它所带的工具冥语
、

方式冥语
、

结果冥语
、

目的冥语的概念义素和

功 能义素
,

可 以验证
“

吃 + N ( N P )
”

在语义深层次上的组合机制
。

一些特殊的
“

吃 + N ( N P )
”

短语用例之所 以能在语法和语用上

说得通
,

就是因为
“

吃
”

和
“
N P’’ 在功能义素上达到了契合

。

【关键词】
“

吃 + N P’’ ;冥语 ;概念义素 ;功能义素 ;组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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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
“
吃

”
( 7 )挨

: “

吃官司
。 ”

(一 )来源及含义 ( 8 )承受
,

支持
: “

吃不消
。 ”

.1古代汉语 (9) 船身人水的深度
: “

吃水深浅
。 ”

据史料考证
, “ `

吃
’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
” l[] ,

( 10) 被
: “

吃那厮砍了一刀
。 ”

然后在南北朝时期
,

处于缓慢发展中
,

但是用例还 其实
,

这些字典里所举义项也都只是最常用的

是很少的
:

意义
, “

都是由基本义引申或转移过去的
’

侧
。

语言作

( l) 越王之穷
,

至乎吃 山草
。

(贾谊 《新书
·

耳 为一种符号系统
,

具有稳固性和开放性 (灵活性 )
,

稳

库》) 固性体现在语义和语法上
,

开放性 (灵活性 )体现在

( 2 )[ 罗友 〕答曰 : “

友闻白羊肉美
,

一生未曾吃 词汇上
,

尤其是今天我们最常见的网络用语
。

得
,

故冒求前耳
,

无事可咨
。 ”

(刘义庆《世说新语
·

任 (二 )义素分析

诞》) 要去解释
“

吃
+
N( N即

’

的整个语义特征
,

我们不

关于
“

吃
”

的最早解释是
“

形声
。

从 口
,

契声
。 ”

仅要挖掘关于
“

吃
”

的词语来源和意义
,

还得利用新

这是东汉许慎做的理解
,

当然也有很大的认可度
,

时代的义素分析法给出它的 区别性特征
。

我们在

那么它的原始意义 (古汉语义 )是什么呢 ? 许慎在 进行义素分析时是必须遵守一些原则的
,

例如
“

简

他的《说文解字》里又讲到
“

吃
,

言赛难也
。 ”

即他说 明性原则
、

对等性原则
、

系统性原则
” 「枷 4 8。

其中
,

我
“

吃
”

的本义就是
“
口吃

”

或者
“

结巴
” 。

我们今天讲 认为最重要的是简明性原则
,

就像
“

切字法
”

一样
,

的
“

吃
”

就是吃东西的用意
,

但是
“

吃
”

在古代一般不 要拿另外一个字 B来
“

切
”

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字 A
,

当
“

吃东西
”

讲
,

古代写作
“

噢
” ,

汉字简化后
“

噢
”

才 那么
,

这个 B就必须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

老百

写作了现在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
“

吃
” 。

姓大部分能认识的字
,

因为如果 B 比原来的字 A 还

.2 现代汉语 生僻的话
,

那么
“

切字法
”

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了
,

也
“

吃
”

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 》里的释义如 违背了这个方法的初衷
。

所以
,

我们对
“

吃
”

进行义

下
:

素分析
,

就要去总结出最具代表性
、

认可度最高
、

最

( 3 )
“

把东西送进 口中咽下
,

或依靠某种事物生 普通的义素
,

然后再利用这些义素整体去具体分析

活
。

例如
,

吃饭
、

吃药
、

吃斋等
。 ” “

吃
+ N (N P )

”

这一特殊的义丛结构的语义特征
。

当然我们也知道
,

现代汉语中的大部分动词都 1
.

概念义素

不是只有一个义项
,

所以字典里还列出了它 的许多 传统的义素分析法大都是拿两个或者是两个

引申义
: 以上的词语来进行对比

,

但是我觉得除了要分析静

( 4 )消灭 (多用于军事
、

棋奕 )
: “

吃掉敌人一个 态的语言事实
,

我们还得从动态的言语交际角度去

连
。 ”

解释
。

因为
,

义素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

( 5 )吸
: “

吃烟
。 ”

反映
,

是人脑思维的成果
。

义素虽然是无形的
,

但

( 6 )感受
: “

吃惊
” 、 “

吃紧
” 、 “

吃一堑
,

长一智
。 ”

在具体语言运用中却处处都有表现
。

关于这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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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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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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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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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客观存在的义素
,

都是人们基于体验哲学所形

成的认知义项图式
,

我们分析交际效果
,

最直接的

就是看
“

吃
”

进人短语
、

句子
、

篇章等的表现形式
。

我们最常见的
“

吃
+ N ”

例子如
:
吃苹果

、

吃桔子
、

吃菜
、

吃米饭
、

吃面包
、

吃饼干
、

吃花卷等等
。

既然

是简明性
,

那么 就要根据义位进人言语交际结构

(如短语 )中的基本义来分析其义素
。

那么
,

这样的

话
,

我们就可 以用语义特征这样来表示
: “

吃 l+ 施

事 ; + 固体食物 ; + 咀嚼 ; + 吞咽 ]
” 日〕p 24 3 。

这个结果在语

法学界也有很高的认可度
,

也比较普遍被接受
。

看

人句就是看义位和义位的关系
,

从这个关系来看
,

我们就不得不明确
“

吃
”

的概念义素和功能义素
。

通过分析
,

我们可 以看出
, “

吃
”

的基本义和上述义

素反应了主客观世界中人
、

事物以及人与事物相关

的动作
、

行为
、

性质
、

状态等概念
,

按山东师范大学

博士云兴华老师的观点
,

这是
“

吃
”

这个动词的概念

义素
,

本文也持这个观点
。

但是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

吃
”

的胃口已经越来

越大了
,

因为除了可 以
“

吃
”

固态事物外
,

一些非固

态的非名词 (非名词性结构 )也被它囊括其中
,

而且

还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

例如
:
吃大碗

、

吃食堂
、

吃包

月
、

吃 回扣 (利息 )
、

吃皇粮等等
。

那我们又如何来

解释这些结构呢 ? 结构中
“

吃
”

的义素还具有先前

的约束力吗 ? 是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

词语的义素

特征也会发生改变呢 ? 这就需要引进另外一个术

语来研究
。

2
.

功能义素

这里的
“

功能
”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语法功

能
,

而是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义位的一个术语
,

但

是两者也有相似性
。 “

义位是组合义丛
、

实现句义的

材料
。

义位之所 以能够搭配
、

组合
,

就是因为他们

具有功能义素
。 ”

这是云兴华博士关于汉语语义研

究的新成果
,

这个理论不仅用语义学事实再现了索

绪尔关于语言具有
“

句段关系 (组合关系 )
”

和
“

联想

关系 (聚合关系 )
”

的不争真理
,

而且也给了我们一

个关于解释为何会这样的启示
:
分析语法事实

,

不

仅要分析表层语法结构的
“

语表
”

意义
,

还要去分析

其深层的
“

语里
”

意义
。

其实我们可 以这样说
,

语法

中的词性就是功能义素的外化
。

据此
,

因为
“

吃
”

是

动词
,

那么和它结合的语法成分就会有状语
、

补语
,

再来看例子
“

吃食堂
” 、 “

吃大碗
”

等
,

就可 以知道这

里的
“

食堂
”

和
“

大碗
”

在语法结构上是来修饰
“

吃
”

的
,

则这是从语法功能上来分析语法成分组合情况

的
,

那么这里就可以得出
“

吃
”

的功能义素
: +[ 作谓语

中心 ; + 支配 ; +
陈述 ; +

作用于 ; +
被修饰 ]

。

因而
,

“

吃
”

之所以能和名词性成分和非名词性成分如
“

食

堂
” 、 “

大碗
” 、 “

包月
”

等组合
,

就是因为它和
“

食堂
”

( [
+
处所 ])

、 “

大碗
”

( [
+
工具 ] )

、 “

包月
”

( [
+
方式 ] )在义

素上达到了功能的对应
,

即实现了功能义素上 的契

合性
。

二
、

关于
“
吃+ N ( N )P

”

根据
“

吃
”

的概念义
,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宾语一

般是具有固态性
、

可以咀嚼和吞咽
、

得到能量
、

得到

利益等这些语义特征的名词
,

比如吃饭
、

吃西瓜
、

吃

馒头
、

吃亏
、

吃烟
、

吃酒
、

吃父母
、

吃老本
、

吃官司等
,

本文根据收集到的语料
,

认为基本上可 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归类
:

(一 )
“

吃+ N
”

1
.

“

吃
”

配合单音节名词

最典型的如
:

( l)
“

你和女同事这么亲密
,

你女朋友看见了肯

定会吃醋的
。 ”

小李对会计小张调侃道
。

( 2 )老船长建议道
: “

吃水深的船只不适合在浅

滩登陆
。 ”

( 3 )对于老年人来说
,

爬个 5层的楼梯都是很吃

力的
。

( 4 )
“

什么 ? 敢这样欺负老百姓 ? 老子也不是

吃素的… …
”

2
.

“

吃
”

配合双音节名词

最常见的例如
:

( 5 )
“

在公车上可得注意点
,

别让不怀好意的男

人吃你豆腐
”

( 6 )
“

这次考试可要考好点
,

再吃鸭蛋就对不起

妈妈了
。 ”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 出
, “

吃醋
” 、 “

吃水
” 、 “

吃

力
” 、 “

吃素
” 、 “

吃豆腐
” 、 “

吃鸭蛋
”

在句子里所表达

的并不是其表层语法结构的意义
,

而是有其深层次

的语义结构的含义
,

即 :
男女朋友的嫉妒

、

吸取水分

(船身人水的深度 )
、

费劲儿
、

不易惹
、

占便宜 (尤指

女孩 )
、

考试得零分
。

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

变化的
,

词语的意义也是一样的
,

具体表现为
“

词义

的扩大
、

缩小和转移三种情况
” 「饰252

。

这是从传统语

法学的理论来解释的
,

也有很多语法学家从最新的

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过类似于上面这些句法事实
,

认为这里体现出了隐喻机制
, “

通过隐喻和转喻概

念化而产生 的意义延伸
” 「6] ,

即这些句子中的
“

醋
” 、

“

素
” “

鸭蛋
”

等成分在语境下 已经不再是语素或者

是词语
“

单用
”

时的概念意义了
。

例 ( l) 中的
“

醋
”

本

身是酸的
,

语境下的
“

吃醋
”

就是把适用于烹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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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醋
”

移用于男女之间心理的酸楚
,

即
“

感情上的

嫉妒
” ;例 ( 6 )中的

“

吃鸭蛋
”

就是借用了
“

鸭蛋
”

的形

象特征
,

即像
“

零蛋
”

的圆
。

其它的几个例子也是如

此
。

不管是传统语法学的语义变化论
,

还是最新的

认知语法学理论
,

都是很好的研究角度
,

也都取得

了不少可人的成就
。

关于优略
,

本文认为无可厚

非
。

但是
,

我觉得用功能义素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成

分和
“

吃
”

的组合机制
,

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

(二 )
“

吃 + N尸
”

关于词汇的变化
,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最明显

的就是双音节化的趋势
。

马建忠 的《马 氏文通》虽

说是以
“

字
”

为基础
,

但是
,

这部书是以古代汉语为

语言事实来研究的
,

那时的
“

字
”

就是现在的
“

词
” 。

比如古代汉语中的
“

目
” 、 “

江
” 、 “

河
” 、 “

欲
” 、 “

过
”

在

现代汉语中
,

我们用
“

眼睛
” 、 “

长江
” 、 “

黄河
” 、 “

想

要
” 、 “

过错
”

来表示
。

所以
, “

吃
”

后边的宾语是双音

节的语言事实更容易被语法学家拿来研究
,

本文也

是基于这个原因
,

把重心放在了
“ N列上

,

通过比较

收集到的预料事实
,

发现
“

吃
+
N( N )P

”

中
“ N列的种类

很丰富
,

除了上边所举的几个双音节例子
,

还有如
“

吃食堂
” 、 “

吃大碗
” 、 “

吃包月
” ,

现就这三个典型例

子分析如下
:

1
.

规定宾语和非规定宾语说

汉语语法学界一般认为
,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和

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十分丰富的
,

宾语可 以表示

动作的受事
、

施事
、

结果
、

对象
、

处所
、

时间
、

工具等

等
,

郭继愈在《谈动宾语义关系分类的性质问题 》中

将宾语分为规定宾语和非规定宾语
v[] 。

类似的说法

邢福义也有自己的观点
,

他提出了常规宾语和代体

宾语的理论
。

即给出一个动词
,

凭借我们头脑中已

经形成的意象图式
,

人们首先想到的一个或者几个

可 以跟在这个动词后边的宾语就是规定宾语 (也称

常规宾语 )
,

比如
“

写
”

后跟
“

作业
” 、 “

作文
”

等
,

二者

形成施受关系
,

但是像
“

写毛笔
” 、 “

写楷体
”

就不是施

受关系
, “

毛笔
”

和
“

楷体
”

就是非常规宾语 (也称代

体宾语 )
。

例 ( 1 )到例 ( 6 )句子里的
“

吃
”

带的都是常规宾

语
,

都是施受关系
。

而
“

吃食堂
” 、 “

吃大碗
”

和
“

吃包

月
”

不是
“

施事
”

和
“

受事
”

的关系
,

因为这里的
“

食

堂
” 、 “

大碗
”

和
“

包月
”

已经在宾语位置上代替体词

性成分了
,

是非规定宾语
,

分别是处所宾语
、

工具宾

语和方式宾语
。

这样看来
,

似乎利用如上理论来分

析
“

吃
+ N列也能说得通

。

2
.

功能义素与组合机制

上面讲到了义素分析中有概念义素和功能义

素
,

而且所有义位都包含功能义素
。

而且词性是功

能义素的外化
,

也就是说
,

只要一个词是属于一个

词类的
,

那么我们就可 以根据这类词的语法功能和

语义特征分析出这个具体的词的功能义素
,

也就可

以解释为何
“

吃
”

后为何可 以跟
“

食堂
” 、 “

大碗
”

和
“

包月
” 。

那么 隐藏在语法形式背后的语义搭配合

理性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

“

吃
”

的功能义素为
: +[ 作谓语中心 ; + 支配 ; + 陈

述 ; + 作用于 ; + 被修饰 ]
, “

食堂
” 、 “

大碗
”

和
“

包月
”

分

别是处所名词
、

工具名词和时间性名词
,

则它们的

功能义素可以这样表示
: “

食堂
”

(+[ 处所 ; + 被陈述 ; +

修饰限制 ; + 被作用于 ]) ; “

大碗
”

+([ 工具
; + 被陈述 ; +

修饰限制 ; + 被作用于 ;)]
“

包月
”

(+[ 时间性 ; + 被陈

述 ; + 修饰限制 ; + 被作用于 ])
。

这样我们从深层的义

素来看
,

一 目了然
,

原来
, “

食堂
” 、 “

大碗
”

和
“

包月
”

都是来修饰
“

吃
”

这个动词的
,

分别表示
“

吃
”

的处

所
、

工具和方式 (隐喻性 )
。

因为在功能义素这个层

面上达到了很好的契合度
,

我们听起来才不会觉得

这样的义位组合是不合理或是不合语法的
。

综上所述
,

在不同的义位组合中并非全部功能

义素都在起作用
,

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具有决定性

一部分或是几部分
。

三
、

结语

关于
“

吃
+ N列的研究角度不少

,

研究论著和成

果也很丰硕
。

本文首先简单的列举 了几个具有普

遍性意义和利用新的语言理论来研究的例子
,

然后

从义素分析的角度
,

利用功能义素的较强的解释力

来一步步论证了
“

吃
+ N列中

“ N列是表示处所
、

工具

和方式时
,

它们和
“

吃
”

的义位组合是合理的
。

由于

例子不能穷尽的限制因素
,

再加上语言类型学研究

还没有形成气候
,

本文的研究视野也许还不够宽

阔
,

像一些地方方言中的诸如
“

吃酒
” 、 “

吃烟
”

等这

些言语事实光利用功能义素是不能完全解释清楚

的
,

也许可以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理论
、

社会语言学

的角度和类型学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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