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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

黄宜凤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 5 0 2 2 )

【摘 要】本文运用三个平面理论
,

对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进行描写分析
,

力求做到形

式与意义相结合
,

句法
、

语义
、

语用相结合
,

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带
“

着
”

的存在句的用法有 一

个更清楚
、

全面的了解
。

【关键词】 《型世言》 ; 着 ; 存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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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句是表示某处存在某物或人
,

以及存在的

状态的特殊句式
。

本文运用三个平面理论
,

对 《型

世言》 (中华书局
,

1993 年版 ) 中带
“

着
”

的存

在句 (共计 18 例 ) 进行描写分析
,

力求做到形式

与意义相结合
,

句法
、

语义
、

语用相结合
。

希望能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带
“

着
”

的存在句的用法有

一个更清楚
、

全面的了解
。

一
、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的

基本格式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的基本格式

是
: S 处 + v + 着 + O

。

根据动词是表动态还是表静

态
,

又分为两种
:

(一 ) 动态存在句

结构形式
: s 处 十 v 进行 十着 十 O

。

动态存在句里的动词
“
V

”

表示人体或物体的

运动变化
,

表示一种进行状态
, “

V 着
”

前可用时

间副词或状态形容词修饰
。

如
:

( l) 一 日走到灶前
,

见正煮着一锅饭
,

熬上

大锅豆腐
,

灶上灶下忙不及
。

(三十四 / 4 7 7) 此例
“
V 着

”

前有时间副词
“

正
”

修饰
。

( 2) 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
。

(二十

一 / 2 9 5 )

此例
“ V 着

”

前有状态形容词
“

骨碌碌
”

修

饰
。

《型世言 》 中带
“

着
”

的动态存在句只见 2

例
。

此类句式表示某处存在某人或某物
,

并指明其

状态处于进行之中 (或
“

在动作过程之中
”

)
,

因

此与英语进行时相当
。

(二 ) 静态存在句

结构形式
: s 处 十 v 静止 +

着
十
。

静态存在句里的动词
`

,V
”

表示人对物体进行

安放或处置的动作
,

表示一种静止状态
。 “

着
”

附

在能造成某种后果
,

出现某种状态 的动 词 (如
“

摆
、

供
、

镌
、

勒
”

等 ) 后
,

表示保持某种行为遗

留状态不变
,

或者说表示某种状态的持续
。

如
:

.

( 3) 房里摆列着锦裳绣帐
、

名画古炉
、

琵琶

弦管
,

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
、

修竹奇花
。

(一 /

10 )

( 4 ) 已是天亮
,

和 氏与翠羽起来
,

看见灶下

横着婉儿的尸
,

房中桌上摆着两个头
,

公子提着一

把剑
,

床中真氏血流满床
。

(二十九 / 41 4 )

( 5) 去时家里供着一个徐金都生位
。

(三 十

一 / 44 5)

(6) 沈刚看一看
,

上边供养着沈 间一个牌位

与他亡母牌位就也晓得他不是负义人了
。

(十五 /

2 15 )

( 7 ) 信步行去
,

只见柱上有联
,

镌着金字
。

(十九 / 2 6 5 )

( 8) 看时
,

项下勒着一刀
,

死在地下
,

已是

死两 日的了
。

(二十三 / 犯 l)

( 9 ) 只见果有一团青衣
,

打开都是血污
,

中

间卷着解手刀一把
,

还有血痕
。

(二十三 3/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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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0阶上立的都是马面牛头
,

下边缚着许多

官民士女
,

逐个个都唱名过去
。

(三十七 / 5巧 )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静态存在句较动态存

在句为多
,

计有 16 例
。

此类句式表示某处存在某

人或某物
,

并指明其状态处于静止之中
,

是
“

动作

产生的结局
” 。

二
、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的

句法
、

语义
、

语用分析

以上两类结构中
“
S 处 + V + 着 + O

”

的语义关

系都是
“

处所一动作一主体
” ,

是典型的存在句
。

谓语动词
“
V

”

加
“

着
” ,

表示人或事物以何种姿

态
、

方式存在
。

存在句句首处所词的语法功能学界一直有争

议
。

有学者认为
,

在
`

,S 处 + v 十着
十 o’

’

这一格式

的存在句中
,

处于主语位置的名词性词语表示处

所
,

是
“ v 着

”

表示的某种静态动作或某种动作结

束后遗留下的一种状态得以持续存在的空间
,

它在

句中不应算作句子的主语
,

其功用相当于一个表示

处所的介宾结构
,

在它前面加介词组成介词短语
,

形成的是一种同义结构
。

胡裕树
、

范晓
、

刘月华
、

黄伯荣等先生则认为
,

存在句句首的处所词和时间

词语一样
,

在句中作主语
, “

主语不一定都是施事

(虽然施事常用来作主语 )
,

受事
、

客体
、

工具
、

处所
、

时间等也可作主语
”

(范晓 《试论语法研究

的三个平面》 )
。

笔者比较认同后者的说法
,

上述

各例句首的处所词都宜看作主语
。

关于存在句的主体
,

李临定 ( 19 86) 指出
,

“

存在句里
,

动词后的名词是施事还是受事是不怎

么起作用的
,

施一受关系在存在句里并不重要
,

这

种句型只是用来表示某处存在某物或人
,

以及存在

的状态
。 ”

因此
,

存在句的主体可能是施事也可能

是受事
,

如例 (2 ) 的主体
“

一个人头
”

是施事
,

例 ( 3) 的主体
“

锦袅绣帐
、

名画古炉
、

琵琶弦

管
”

则是受事
。

至于存在句的语用功能
,

刘月华等 ( 19 83) 指

出
, “

存在句的表达功能主要是描写客观环境
,

人

物的穿着打扮和姿态等等
,

即存在句是说明
、

描写

性的
,

不是叙述性的
。 ”

刘宁生 ( 19 85) 通过考察

也指出
,

这种
“

着
”

字句 (谓语动词不是
“

有
”

和
“

是
”

的存在句 ) 多用作对环境场景
、

外观相貌等

的描写铺排
。

考察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

不难发现
,

这类
“

着
”

字句确实有着描写功能
。

钱乃荣 ( 2 0 0 0 ) 认为存在句中的
“

着
”

表示动

作行为发生后所产生的状态在延续或存在
。

他将这

种用法称为
“

存续体
”

的用法
。

这种用法
,

可以把

动词后 的宾语前置后
,

用介词
“

在
”

替换助 词
“

着
” 。

请看 《型世言》 中的例子 :

( 1 1) 两个正待望门借宿
,

只见呀一声门响
,

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
,

手里拿着一把壶儿
,

想待要

村中沽酒的
。

(一 / 8)

( 12) 一 日又到书房中来听他讲书
,

却见他窗

外晒着一双红鞋儿
,

正是陆仲含的
。

(十一 / 1 59)

( 13) 进房
,

却见床上一个没头女尸
,

身上几

剑
,

连被砍的身上还紧紧裹着一条被
。

(二十九 /

4 14 )

( 14 ) 只见水面上漂过两个箱子
,

都用绳索联

着
,

上面骑着一个十七八岁女子
。

(二十五 3/ 4 1)

我们可将以上句子里的
“
S 处

+ V +
着 十 o’

’

作以下变换
:

手里拿着一把壶儿— (一把 ) 壶儿拿在手里

窗外晒着一双红鞋儿— (一双 ) 红鞋晒在窗

外

身上还紧紧裹着一条被— (一条 ) 被还紧紧

裹在身上

上面骑着一个十七八岁女子—
(一个十七八

岁 ) 女子骑在上面

我们将变换前的句子称为
“

着
”

字句
,

变换后

的句子称为
“

在
”

字句
。

因为
“

在
”

与
“

着
”

有共

同的语义特征
,

都强调空间的概念
,

都有
“

附着
”

的意义
,

所以变换前后两种句子表达的语意相同
,

可以互换
。

但它们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

首先
,

它们的词组搭配不同
。 “

着
”

字句的宾

语多为无定的人或物
,

而且一般不能是单个名词
,

前面往往有数量词或其他定语修饰
。

再看书中其他

语例
:

( 1 5) 三间小坐憩
,

上挂着一幅小单条
。

(十

一 / 1 5 7 )

( 16 ) 在这一放
,

到第二 日
,

人见水上浮着一

个青龙爪
。

(三十九 / 5 4 2)

以上是宾语无定的例子
,

充当宾语的名词
“

小

单条
”

和
“

青龙爪
”

前分别有数量词
“

一幅
”

和
“

一个
”

修饰
。 “

着
”

字句的宾语绝大多数无定
。

“

着
”

字句的宾语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有定

的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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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那妇人已洗完
,

左手缩着衣服
,

右手提

着褪棒
,

将走到一大宅人家
。

三 / 4 6)

这里
“

左手缩着衣服
”

和
“

右手提着褪棒
”

对

举
,

宾语前就没有任何定语
。

“

着
”

字句的宾语到了
“

在
”

字句里一般是有

定的物或人
,

否则就不是地道的汉语句子
。

如上述
“

着
”

字句变换成
“

在
”

字句后
,

括号里的成分一

般不用或换上表有定的修饰语
。

其次
,

它们的句法功能不同
。

一个描状性
,

一

个表述性
。 “

着
”

的作用在于描写主语 的状态
,

“

在
”

的作用在于叙述动作的进行
。

另外
,

它们的语用表达不同
。 “

着
”

字句是存

在句
,

其主题 ( t叩 ic 或译作话题 ) 是处所词
,

如例

( 1 1 ) 的
“

手里
” ,

例 ( 12 ) 的
“

窗外
” ,

例

( 1 3 ) 的
“

身上
, , ,

例 ( 14 ) 的
“

上面
, ’ ,

它们是

句子描述的对象
,

也是句子叙述的起点 ; 评论

(
C o m m e nt

,

或译作述题 ) 部分重在说明主题 (某

处 ) 有某物
,

并指明其存在状态 ; “

在
”

字句是一

般谓语句
,

主题是物或人
,

说明部分在于点明某物

在某处
。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
, “

着
”

字句变成
“

在
”

字

句后
,

虽然基本义未变
,

但整个句型发生了变化
,

由
“

主动宾
”

式变成了
“

主动补
”

式
。

在静态的存在句中
,

当宾语 (名词组 ) 有数量

词修饰时
, “

着
”

和
“

了
”

常常可以互换
,

可具有

替代关系
, “

了
”

和
“

着
”

这时的语法功能可以说

是中和了
。

但互换后句子的情状略有不同
,

如上述

例子我们可作如下变换
:

手里拿着一把壶儿— 手里拿了一把壶儿

窗外晒着一双红鞋儿— 窗外晒了一双红鞋儿

身上还紧紧裹着一条被— 身上还紧紧裹了一

条被

上面骑着一个十七八岁女子— 上面骑了一个

十七八岁女子

变换前后都是表示某种情状的存在
,

但变换前

用
“

着
”

的句子强调的是动作遗留的状态
,

变换后

用
“

了
”

的句子强调的是动作造成的结果
。

结构里 的
“
V

”

如
“

挂
、

提
、

拿
、

骑
、

勒
、

供
、

卷
、

缚
、

裹
、

摆列
”

等动作都是在瞬间进行和

完成的
,

其本身不能持续
, .

但其结果却可以持续下

去
,

即
“

着
”

是表示动作结果的持续
。

如例 ( 15 )

中的
“

挂着
” ,

在
“

挂
”

的动作完成后
, “

挂着
”

这一结果将持续下去
,

这类
“

着
”

当然是表示一种

状态的持续
。

“
s 处 + v + 着 + o’

’

结构的隐含语义是状态持

续
, “

着
”

有表示状态持续的语义
,

可将
“
v 着

”

直接概括为
“
V 有

” 。

《型世言》 中带
“

着
”

的存在句有一个比较特

殊的用例
,

这里提出来加以讨论
。

( 18) 看时
,

只见门边死着阮大
,

里边死着温

氏
,

惊得魂不附体
,

转身便走
。

(三 十三 / 4 6 9) 它

与例 ( 8)
“

看时
,

项下勒着一刀
,

死在地下
,

已

是死两 日的了
”

共现
。

我们知道
, “

死
”

为非持续动词
。

许多学者都

已证明
“

死
”

不能与表持续的
“

着
”

同现
。

如徐丹

《汉语里的
“

在
”

与
“

着 (著 )
”

》 指出
, “

非持

续动词
:
死

、

摔
、

落 ( 1八)
、

丢
、

扔
、

断等
,

`

在
’

可以与其搭配
, `

着
’

则不能
。

如 * 屋里死

着人呢
。

人死在屋里了
。 ”

例 ( 1 8 ) 似可这样解

释
: “

阮大死了
,

躺在门边
” ,

即先完成
“

死
”

这

一动作
,

然后保持某种持续状态
,

即
“

死后的状

态
”

持续着
。 “

着
”

表示动作结束后
,

留下的状态

的持续
。

郭锐 ( 19 9 3) 称这个
“

着
”

是
“

表示动作结

束后留下的状态的固定的着
3 。

如
:
地下扔着一双

鞋
。

他剪着短发
。 ”

笔者认为这里可结合语境进

行分析
, “

门边死着阮大
” ,

是别人打死 了阮

大
, “

打
”

的动作造成阮大死了
, “

死后的阮大

躺在门边
” ,

或
“

门边躺着死了的阮大
” ,

呈现

出一种静止状态 的持续
。 “

死
”

的发生和结束都

是一瞬间的事
, “

着
”

的作用使动词的动态属性

降到最低
, “

死着
”

不再表示瞬间动作
,

只显示

静态情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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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m Pl e

-

m e n t a巧 e o n e e m i n g t h e e x p l a n a ti o n o f m e t a P h o r
·

F i n a l l y
,

i t a n a l y z e s th e p or b l e m s i n t h e tw o t h e o r ie s ,

w h ie h

p a v e s th e w a y fo r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er if n e m e n t o f e o n e e p tu a l m e t a P h o r th e o巧 a n d b l e n d i n g t h e o叮
.

Ke y w o dr s : C o n e e p tu a l M e t a P h o r T h e o叮 ; B l e n d i n g Th e o yr : Co
邵 i ti o n : Sim il a ir ty ; D iffe er n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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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郭 锐
.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田
.

中国语文
,

199 .3

6[ 1 陈月明
.

时间副词
“

在
”

与
“

着
”

田
.

汉语学习
,

199 9
.

【7] 钱乃 荣
.

体助词
“

着
”
不表示

“

进行
”

意义 田
.

汉语学习
,

20 00
.

A n

吻
515 Of E x i s t e nt ial S e n t e n e e s C o n t a in in g

“ Z h e , ,

in 刀咭肋了冷
刀

H U AN G Y i
一

fe n g

乃 ,
习

枷 en t of `五勿 se 弓 万扩c方a月 g oC从罗
,

S 动 u
an 石I炙龙2

A b s t r a e t : B y m e a n s of t h e T h e o叮 o f Th r e e S u

afr
e e s ,

th i s a rt i e l e g i v e s a d e e P d e s e ir p t i o n a n d a n a ly s i s to t h e

e x i s t e n t i a l s e n te n e e s e o n t a i n i n g “ z h e , ,

i n X i才移 助 j aY
n a n d tir e s t o e o m b i n e t h e fo mr

s w it h t h e m e a n i n g s ,
t h e

s y n ta x w it h t h e s e m a n t i e m e a n i n g s
.

hT
e p u印 o s e 15 t o g i v e t h e r e a d e r s e l e a er r a n d a l l

一

or u n d u n d e r s ta n d i n g o f t h e

u s a g e o f t h e s e e x is t e n t i a l s e n t e n e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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