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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语法研究中有关动词、名词的划界问题中常

常涉及到“NP+的+VP”，像“中国的解放”、“这本书

的出版”这类短语，语法学界一直对他的词性及功

能类型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偏正结构中的谓词名词

化了。黎锦熙先生最早认为其中的VP转成了名

词：①思想的变迁/世界的进化（被领的名词由内动

词转成）②父母的教育/律师的辩护（被领的名词由

外动词转成）。[1]后来又有名物化之说，张志公认为

“NP+的+VP”处于主语位置时，VP从意义上看有些

事物化了；从语法特点上看，有些名词化了，失去了

动词的一部分特点，同时增加了名词的一部分特

点，属于名物化用法。朱德熙先生针对这种观点，

指出语法性质和语法特征并不相同。语法性质指

该类词全部的语法特点，语法特征指该类词所有而

它类词所无的那部分语法特点。处于主语宾语位

置的VP可以受定语修饰，可以用名词或代词复指，

可以跟名词组成联合结构。这三项是名、动、形三

大实词共有的语法性质，而非名词独有的语法特

征。[2]

第二种意见，根据布隆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

论，人们根据偏正结构的整体功能与其直接组成成

分功能的异同来决定中心语所在，那么如果把“NP+

的+VP”看作是偏正结构，其中心语由谓词性词语充

当，但整个短语却是体词性的，似乎是有矛盾的。

但是陆俭明先生认为，根据形式语法学理论中所谓

“中心词”，是指某种结构里要求与之在同一个结构

里共现的、其他成分都从属于他的那个成分。因此

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NP+的+VP”不是偏正结

构，而是由结构助词“的”插入“NP+VP”中构成的另

一中“的”字结构。[3]

二 ”NP+的+VP”的语法功能

（一）作主语

1.其谓语中心常由判断类动词及表示标志类、

使令类动词充当，而动作动词则比较少见。

(1)判断类动词：是、好像、像、算得上、属于。

如：

事态的扩大是你纵容的结果。

(2)标志类动词：标志、象征、证明、意味。如：

经济的增长标志着俄罗斯经济终于摆脱了停

滞的状态。

(3)获取类动词：得到、取得、赢得、受到。如：

这次活动的开展得到了校党委领导的高度关

注。

(4)使令类动词：使、逼。如：

此次主干道的设标志使大小车辆各行其道。

(5)引起类动词：引起、造成、带来。如：

板块的迁移挤压引起地表地貌的变化。

(6)形容词。如：

这一国策的基本落实有利于千千万万家庭的

健康幸福。

2.谓语的语义类型

(1)谓语中心由使令类动词充当，表事件产生的

结果。如：

泥浪的拍打使两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2)谓语中心由获取类动词充当，表事件受到的

影响。如：

这项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

欢迎。

(3)谓语中心由判断类动词充当，判断事件的归

属。如：

这种奇异现象的产生属于超自然力的解释范

围。

(4)表示促成某件事的完成或达到目的。如：

新的路线的开辟为南航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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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契机。

(5)表事件所需要的条件。如：

女排的再度腾飞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二）作宾语：其谓语中心语大多不表示具体的动作

1.表获取类、遭受类动词：受到、承受、获得、博

得，等。N为V的施事。如：

那段艰难的日子我得到了乡亲们的照顾。

2.感知类、心理动词：怕、理解、了解、知道，等。

判断类动词：是、好像、像、算得上、属于

引起类动词：引起、造成、带来

动作类动词：看到、听、读

这几类动词所带的“NP+的+VP”宾语，N既可以

是V的施事，也可以是受事，也可以既非施事又非受

事。如：

(1)灾区人民盼望着政府的救援。（N为V的施

事）

(2)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N为V的受事）

(3)人们认为上游水土的流失是引起沙尘暴的

原因之一。（N为V的当事）

3.表示从事、进行意义：着手、负责。如：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传染病的预防。

（三）作介词宾语

(1)把支教老师的来临看成是全村的喜事。

(2)他没有把张平的刁难看作是挑衅。

（四）作定语

语素的划分和归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三“NP+的+VP”的构成
（一）NP的构成

1.N可以是名词、人称代词。如：

(1)信息产业的重组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2)你就信他的劝。

2.指示代词“这儿、那儿、这样、那样”也可以进

入“NP+的+VP”结构。如：

(1)农村招聘大学生村干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

虑。

(2)这儿的拆迁得赶紧。

3.疑问代词不能单独进入“NP+的+VP”结构，必

须与量词组合构成短语才能进入。如：

(1)这几年里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压迫和打击

都没有屈服。

(2)哪回的争吵不都是为了他！

4.数词和量词一般不能进入“NP+的+VP”结构，

组合成表示时间、频率的数量短语才可以进入。

如：

(1)三番五次的劝说都不管用。

(2)科研机构改革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索，终于

找到了一条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

置的出路。

（二）VP的构成

“NP+的+VP”结构整体功能相当于名词，表示

指称意义，而不像其核心词是陈述意义。就指称性

而言，又不同于一般名词指“事物”，他要所指的是

“事件”，这就要求能进入这一格式的V应该同时包

含与动作有关的信息，如人物、时间、地点、方式

等。从心理联想的角度看，这类表示动作意义的词

与其中包含事物意义的信息之间在心理上的联系

是显而易见的。如“表演”这个词，自然会联想到动

作的施事即表演者，“联系”会联想到施事、受事双

方。这使得V所包含的信息度增大。因此能愿动

词，带有“得”的动词不能进入。

1. V为光杆动词。如：

他的落选对共和党派是一次打击。

2. V为偏正短语。如：

(1)经过一晚上的吵闹家里又恢复了平静。

(2)对于改革开放来说，这意味着一个蓬勃新时

期的到来。

3. V为联合短语。如：

(1)党的各方面政策的贯彻落实。

(2)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俩之间的相互吸引和迅

速接近。

4. V为主谓短语。如：

我们之前一点也没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

5. V为述宾短语。如：

常四爷的爱大清国，有他十分具体的爱法。

6. V为述补短语。如：

这个角色的塑造成功奠定了他转型成为演技

派的基础。

7. V为兼语短语。如：

他的请我赴宴是不是和解的标志呢？

四 对“NP+的+VP”结构的语义考察
“NP+的+VP”结构整体功能相当于名词，表示

指称意义，而不像其核心词是陈述意义。就指称性

而言，又不同于一般名词指“事物”，他要所指的是

“事件”，这就要求能进入这一格式的VP应该同时

包含与动作有关的信息或者与此类信息相关联，表

示动作的对象、结果或目标，如人物、时间、地点、方

式等。从配价理论分析，二价动词、三价动词能够

支配一个以上的行动元，即它与一个以上不同语义

角色的名词词组有关联。Fauconier提出心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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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揭示了语言意义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他认为

心理空间是人类进行思考、产生感觉并接纳各种经

历和关系的空间，是人类进行交谈和思考时构建的

“概念集”，心理空间的建立需要借助于各种语义要

素、角色、策略和关系。因此在提到一个二价或三

价动词时自然会联想到与之关联的施事、受事、与

事等行动元，如“表演”这个词，自然会联想到动作

的施事即表演者，“联系”会联想到施事、受事双

方。从心理联想的角度看，这类表示动作意义的词

与其中表示事物意义的信息之间在心理上的联系

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使得VP所包含的信息度增

大。因此能进入这一结构中的二价三价动词数量

占多数，而一价动词由于只能作为施事或当事，数

量较少。能愿动词、存在动词、带有“得”的动词，作

为指称性的“事件”，语义不完整，不能进入“NP+的+

VP”结构。

五“NP+的+VP”结构的语用功能
（一）“NP+的+VP”结构中核心词是动词，但整

个结构却是指称意义。谓词性成分做主宾语，它表

示的是一个命题。朱德熙先生说：“指称性的谓词性

主语，虽然仍旧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等等，可是跟谓

语联系起来看，这些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等已经

事物化，即变成了可指称的对象。”简单的将NP、NP

看成是指称形式，将VP、VP看成是陈述是值得商榷

的，我们不能孤立的离开语境去确定是指称形式还

是陈述形式。指称和陈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

互转化。特定的句法位置可以使名词性成分表现为

陈述性，动词性成分表现为指称性。如：

(1)保持最重要。（指称性）

(2)他太蛮横。（陈述性）

（二）短语的指称性是由其句法位置和结构助

词“的”造成的。[4]其中的VP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

事件。“NP+的+VP”结构的形成是以陈述性的“NP+

VP”语用前提句转换而来的。“NP+VP”是陈述性的，

NP是处在主语位置上的体词性成分，是指称性的。

在“NP+VP”中承担陈述功能的是VP。“NP+的+VP”

的整体是指称性的，其中NP是NP+VP直接转化而

来的，其指称性质不变，那么在“NP+的+VP”中承担

整体指称功能的主要因素是VP。“NP+的+VP”中的

VP是一种具有指称功能的成分。

每一个“NP+的+VP”都各自回指前提句并指称

不同信息，如“NP+VP”（NP为施事），“NP+的+VP”中

的NP回指前提句中的施事成分，而VP则选择了前

提句中时间、处所等其他客体成分。同一个前提

句，可以转化成多种类型的“NP+的+VP”。如：

(1)他们为该国灾民组织募捐……

(2)……他们的募捐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响

应。

(3)……组织有序的募捐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

的响应。

“NP+VP”中包含了时间、地点、方式等多种语

义要素，蕴含的是预设信息，因此“NP+的+VP”中的

NP可以根据不同表达需要而进行转换。

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NP+的+VP”中

的VP是指称一种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事件。在语法

上，VP仍为动词性，改变的是由特定语用目的而决

定了的语义特征；“NP+的+VP”形成是语用上NP与

VP相互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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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分析中，前置定语在新闻导语中被广

泛的使用。这种现象归因于新闻价值中的清晰性，

简洁性，生动性。

七 结束语
从对新闻导语的词汇分析层面上可以得知，导

语除了具有新闻英语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的

独特性，在词长方面，简短小词的使用，前置定语的

使用上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导语中词汇用法大

多由新闻价值中清晰性、简洁性、生动性决定的。的

规模有限，加之，文中只是对纯新闻报道中的导语进

行的分析，所以分析结果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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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s report is composed of headline, lead and body. News lead is a key component of a news text，
which gives a highly condensed summary of the news. Based on the corpus linguistics，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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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grammatical nature of the Chinese“NP-de-VP”structure. It expatiates on
the type of“NP-de-VP”structure. Based on Valence Grammar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Mental Spaces，
we reveal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 of“NP-de-VP”structure in Chinese. The VP in this structure
contains the message that verb phrase is concerned. The majority of the type is two or three value verb. It is the
choice of NP and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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