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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常有这样的句子：他喜欢在家住。

小鸟飞向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毛老师讲解给我

们听。王二小站在山岗上放哨。李大爷蹲在院子

里劈柴。他睡在床上看书。这些句子都涉及双动

词且在两动词间有一介词结构，这些介词结构很难

说一概充当状语或补语。怎样分析“V+介词结构+

V”格式中涉及到的语法问题？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定的《现代汉

语》（重排版）教材，提到由介词结构充当补语类

型，举出例子（1）老包头蹲在院子里劈柴（杨朔

《三千里江山》）。（2）从胜利走向胜利。（3）马克思

生于一八一八年。（4）一直等到昨天（以下简称北

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

版）下册，对类似“他走向溪边去”中的“向溪边”

为处所补语。（以下简称黄本）；胡裕树主编《现代

汉语》（重排版），谈介词的语法特点时，“在、向、

于、到、给、自”等可以直接附着在动词或其他词

语后边构成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动词。如“落

在我们的肩上”/“好在大家都知道”/“走向胜

利”/“习惯于这样做”/“勇于实践”/“走到了目的

地”/“献给人民”/“来自五大洲”。朱德熙《语法

讲义》“介词和介词结构”一节：“我们把介词跟它

的宾语合起来称为介词结构，所有的介词结构都

能做连谓结构的前一个直接成分，少数从文言来

的介词组成的介词结构可以作连谓结构的后一

个直接成分”。朱先生重点分析了“送到家里”和

“住在家里”。他认为“送到”是述补结构，“住在

家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住/在家里”、“住

在/家里”。他采取后一种分析法。

介词结构在动词后的语法意义，大致有两种看

法：（1）以朱德熙和胡裕树两位先生为代表的“合成

宾语”说。（2）以北本、黄本为代表的“介词结构补

语”说。分歧的存在，给我们判定“V+介词结构+V”

格式的语法意义带来困难。

通常介词结构的位置有以下四种：（1）位于句

首。如：在家里，我爱读书。（2）位于动词前。如：我

在学校认识了她。（3）位于动词后。如：我住在学

校。（4）间于两动词之间。如：

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欣赏美景。相应就有四

种格式（1）式：PP+NP+VP[PP为介词结构、NP代表

体词性词语、VP代表谓词性词语]（2）式：NP+PP+VP

（3）式：NP+VP+PP（4）NP+VP+P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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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普遍认同:动词后的介词结构为补语，动词前的介词结构为状语。介词结构处于两动词间的语法意义相

对复杂，我们从结构和语义两大方面尝试分析“V+介词结构+V”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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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王二小站在山岗上 王二小在山岗上放哨 王二小站在山岗上放哨

老张坐在家里 老张在家里听音乐 老张坐在家里听音乐

张明跑向教室里 张明向教室里哭（？） 张明跑向教室里哭

小鸟飞到树上 小鸟到树上做窝 小鸟飞到树上做窝

他睡在床上 他在床上看书 他睡在床上看书

（C）组例句，是连谓句，连谓句中的介词结构及

动词，同（A）（B）组相比结构较复杂，连谓结构中首

先涉及到一个省略原则的问题。以“在+PP”为例，

介词结构似乎遵循的是公因式，“站”离不开“在山

岗上”，“放哨”离开“在山岗上”就放不成哨，介词结

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有的，它起到粘和前

后两个动词的作用。采用传统的观点，其层次划分

可以有以下两种：

王二小 站 在山岗上 放 哨 王二小 站 在山岗上 放 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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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的划分，介词结构的句法成分为补语。按

（2）划分就为状语。介词结构充当补语，表示时间或

处所，介词结构充任状语表示处所、时间、目的、方式

或与动作发生关系的人或物等。介词结构充当的补

语和状语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合，会有同一介词结构

兼属状、补，即“中间现象”，同时来表达动作发生的

时间，处所，兼跨二类语法现象的介词结构，是语言

研究中的特殊现象，应针对性的采用划分标准，细化

以有利于教学。以“在”引导的短语为例来看。“在”

及“在”充当的句子中，从汉语语法学史上看，过去许

多论著都按“在”的词性分别说明它的特征。一般认

为“在”分别属于不同的词类，包括动词、介词、副

词。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可在

动、介区分的问题上还没取得一致的意见。范继淹

先生在《论介词结构“在+处所”》一文中说：“动介之

分，一直是汉语中难题，例如，“他在家”和“他在家休

息”两例可以有以下三种分析：（1）两例的“在”都是

动词，后例是连动式（赵元任1968）。（2）两例的“在”

都是介词，前例是介词结构做谓语充当动词，后例的

“在”是介词，构成介词结构做状语”。（3）前例“在”是

动词，后例“在”是介词。现在多数语法著作都采取

第三种选择，至于造成“在”字动、介区分上困难的根

本原因，范晓先生指出：“汉语介词大都由动词转化

而来，有的动词跟介词的区别很明显，但许多介词的

转化还不够彻底。因此动词跟介词有交叉重叠之

处，划界标准不一样就会涉及到介词的范围、数量以

及动介兼类等好多问题。王还提出较早的关于“在+

处所”短语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语法意义，他认为

“在动词之前表示某个动作在什么地点发生，或某种

状态存在于什么地点，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施事

或受事因动作的结果达到什么地点”。James-H-Y

Tai也分动词前后位置来讨论“在+处所”的语法意

义，他认为“汉语动词前的处所词语表示动作和事态

的处所，而动词后的处所词语表示参与者的处所”。

介词结构划为“状语”、“补语”，其中都存在着兼类，

即兼“状补”为一体句法成分。

动词后的介词在共时的平面上呈现出一系列

的中间状态。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现代汉语的介

词大多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如具有浓厚书面色彩

的“向、往、于、自”，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在”经常见

到，使用频率最高。人们经常谈论到的例子“飞向

蓝天”，有的人认为在表层形式上似乎可以在“向”

后插入时态助词“了”，但是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

认识，因为介词是动词的虚化，位于动词后的介词

确实有一部分已经和前面的单音动词无法拆开理

解，比如“居于、对于、见于、忙于、给以、终于、好在”

等，但是介词不可能都和前面的动词结合，所以不

同的介词在语音、语义以及语法功能上呈现出一系

列“不稳定的中间状态”。

带介词结构的动词，从音节上来看有单音和双

音动词之分。单音节动词出现在介词结构前面又可

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类诸如：躺、漂、晾、坐等

动词，它们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即“附着于某

处”。我们把这样的语义特征记为[+附着]，从《现代

汉语词典》里的释义看出来。躺：身体倒在地上或其

它东西上。漂：停留在液体表面不动。晾：把东西放

在通风或者阴凉的地方使干燥。坐：把臀部放在椅

子、凳子或其它物体上支持身体重量。挂：借助于绳

子 、钩子、钉子等使物体附着于某处的一点或几

点。第二类是表示运动的动词，此类动词都包含的

语义特征“位移”。例如：走、爬、跳、飞等，借助于词

典的释义，跑：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走：人或

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飞：（鸟、虫等）鼓起翅膀在

空中活动。在上面的两类单音节动词中，对于第一

类而言[+附着 ]语义特征就意味着动作行为的发出

者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处所或方位结构来起到辅助作

用，或补充、或修饰的作用。如病人躺在床上输液。

船漂在水上一动也不动。衣服晾在外面干了。钱存

在银行里最安全，举例中可以看出，不说“病人躺”、

“船漂”等，要在后面加上具有表示处所或方位的介

词结构，表面看来是起到补充的作用，但对于单独地

说“病人躺在床上”这种结构中的“在床上”可以看作

前面动词的补充说明，但如果进一步在介词结构后

面加上谓词性动词、形容词就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

而论，（A）当介词结构位于连谓句中就不能笼统地说

其为状语或补语，而是一种兼属“补状”的特殊成

分。例如：老王坐在狮河边钓鱼/ 王老师站在教室

里讲课 ，两例中的介词结构，“坐、站”体现的语义特

征具有[+附着]的范畴义，介词结构看似跟前动词结

合紧密，但后动词的发出与介词结构引导的表示处

所或方位的词组也具有紧密性，二者的关联是通过

介词结构统一的。（B）当介词结构位于前面是动词后

面为形容词的结构中，不但介词结构补充前面的动

词，而且介词结构之后的形容词再次对主语或谓语

补充说明。如下：牡丹开在校园里很美/她穿在身上

最漂亮，“美、漂亮”是补充说明花和她的，而介词结

构是用来进一步说明“开、穿”的位置。

双音节动词后可以紧跟介词结构，一般有两类

（1）一部分表感情色彩的动词，如他喜欢在家住/老

李讨厌在背后说人坏话等。（2）表示赠送、给予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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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安老师讲解给我们听。具有感情色彩的动词

是有限的，具有褒义色彩的动词如“热爱”“忠诚”等

就不能用介词结构来连接，可以看出动词前后的介

词结构是跟有限的双音节动词相配合。一方面动词

能否带介词结构与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有关，另一

方面与动词的音节有关，这就要求在划分层次的过

程中既要考虑动词的种类又要分清介词前后的谓词

性质，同时把动词性谓词的语义特征考虑进去。

“V+介词结构+V”格式的主要特点：首先动词

的数量有限且以单音为主，单音节动词一般不是光

杆动词，后一个常常可以带宾语。其次介词结构具

有桥梁作用，在连谓结构中必不可少。我们不说

“老王蹲吃饭”，但加上介词结构就显得句法连贯，

如“老王蹲在院子里吃饭”。第三介词结构的功能

在连谓句中具有双重性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它不但

起到补语的作用而且又具有状语性质，它在双动词

中的层次划分具有区别性。对于“V+介词结构+V”

中介词结构的划分有：

1）他 喜欢 在家 住

2）他 睡 在床上 看书

两动词中的介词结构语法意义不能搞“一刀

切”。采用传统划分方法时遇到了两难的情况，一

方面介词结构应归入补语，还是状语，另一方面找

不到合适的标准，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这种“夹

缝”中的介词结构，既要区别出介词结构单独出现

在单个动词前、后的情况，又要看出处于两动词中

的不同情况。我们把处于两动词间的介词结构分

为连动和非连动两中情况，连动中的介词结构把它

看作特殊成分即“兼补状”，非连动中的看作状语。

从语义深层分析，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如“他跳到水

里捉鱼/他蹲在桶外捉鱼”两例，虽然句子格式一样，

但是经过分析“他跳到水里捉鱼”中的“到水里”是

“跳”“捉”发出的位置，而“他蹲在桶外捉鱼”中“在

桶外”只能是“蹲”发出的，这样就把这类特殊结构

的语法意义独立定性出来 ，也就是我们不同意简单

的把具有双动词结构中的介词结构一概定性为补

语或宾语或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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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Discuss the Modern

Chinese Sentence "V+ preposition structure+V" Format

CAI Zi-he，CHEN Xing-liu
(Instit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ucu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Academic circles generally accept that the preposition structure after the verb is a complement, and
that in front of the verb is an adverbial modifier .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seems to be complex relatively when the
preposition structure is inserted between two verbs. We attempt to analyse the format of "V+ preposition structure +
V" from the two aspects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Key words:Preposition; Preposition structure; Complement; 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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