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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ةينEصلا ةغللا >A ھب لوعفم >;إ ةيدعتلما ةمزلالا لاعفلأا ةر+اظ نع ةسارد

 ةثيدHIا

 ١دومحم دمحم ديس ءلاو

 )ةيحايس ةدشرم( هاروتكدلا ةجرد ()ع ةلصاح١

 لا ةداعـ ةثـیدحـلا ةیـنیــــصلا ةغـللا يف ةمـزلالا لاعـفلأا  : ) ةیـبرعلا ةغـللابـ( صلختــــسملا

 لاـعفلأا ضعب كاـنھ نكلو ، اـھلعاـفب يفتكتو ةلـمجلا ينعم متیل ھبـ لوعفم ىلإ جاـتحت

 ھبـ لوعفم ذخـأتـ يتلا ةمـزلالا لاعـفلأافـ ، ھبـ لوعفم ذخـأتـ نأ نكمی يتلا ةــــصاخـلا ةمـزلالا

 ةلكـشملا هذھ تبذج دقو ،ةلیوط ةرتف ذنم ةدوجومو ةینیـصلا ةغللا يف ةماھ ةلكـشم ربتعت

 ھبـ لوعفمل يدعـتلا يلع ةرداقـ ةمـزلالا لاعـفلأا لكـ سیلف، نیثحابـلا نم دیـدعـلا مامـتھإ امًـئاد

 ةقلاعلا ، لعفلا ينعم ،ھب لوعفمل يدعتلا يلع لعفلا ةردق لثم ةصاخ طورش دجوی نكلو

ً لاوأ ثحبلا لوانتی فوــسو ، ھب لوعفملا عاونأ ، ةلمجلا لكــش ، ھب لوعفملاو لعفلا نیب

 لعـفلا مث ، مزلالا لعـفلا فیرعت ، ةثـیدحـلا ةیـنیــــصلا ةغـللا يف لعـفلا عاونأ نع ثیـدحـلا

    . ھعاونأو ھصئاصخو و ھفیرعت ھب لوعفم دخأی يذلا مزلالا

  هب لوعفم ذخ:      مزلالا لعفلا     لعفلا عاونأ : هيحاتتفلإا تاملكلا

Abstract (in English): Intransitive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usually do not need an object to complete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but there are some special intransitive verbs that can 

take an object. Intransitive verbs that take an object ar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ave exist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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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 time, and this problem has alway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Not all intransitive verbs are able to take an 

object, but there are special condition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the 

verb to take an object, the meaning of the ver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object, the form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types of objects. The research will first discuss the types of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transitive verb, 

then the intransitive verb that takes an object and its types. 

Keywords: Types of verbs: The intransitive verb takes an 

object.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带宾语现象 研究 
 

摘要：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但是
有一些特殊的不及物动词能带宾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

问题由来已久 ，这一 问题一直倍受关注，特别是最近一
段时间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具有可

能性和必要性，可能性在于，语义上，不及物动词 和宾
语有语义上的制约，句法形式上，虚词比实词更容易被

简化掉。必要性在于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使用频率很

高。本文讲解现代汉语动词的分类，不及物动词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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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析了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构词情况，结合意义考

察了 。 

关键词：动词的分类    不及物动词       带宾语 
1.0 现代汉语动词的分类： 

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开始把动词分类是及物动词和不

及物动词两大类并对动词进行相关的研究。目前不及物

动词带宾语现象已是没有争议的语言事实了。所以我在

这本章来讲现代汉语动词的分类。虽然学术成果众多，

但观点各不相同。下面我举例说明一些语法学家和研究

学者对汉语动词分类意见。 
吕叔湘先生(1946)把汉语动词分为及物，使动性的及

物和容许性的及物三大类。王力（1954）认为动词的分
类是带“目的位者”是及物动词和不带“目的位者”是

不及物动词。高明山凯（1957）说汉语动词很难决定分
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因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而

且还有其他的词具有动词的功能。 
赵元任（1968）看汉语动词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

词跟即带没带宾语来分别是无交的，要看后面带什么样

的宾语。他认为形容词称为“不及物性质的动词”，形

容词是一种不及物动词的分类。 
邢福(1991)认为汉语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

词，但不及物动词能带处所、工具、方式、结果的宾语

称为“代体宾语”，他认为代体宾语应该直接参加与动

作行为活动，提供与常规宾语有关的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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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来（1998）认为汉语有一些特殊的不及物动词
能带受事的成分，但这受事的成分不是动词的宾语，并

从受事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它们不能作动词宾语的原因

徐杰（2001）把汉语动词分为四大类单及物动词、双及
物动词、潜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孙天琦（2012）把汉语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
动词，他认为不及物动词分为非主格和非宾格两类。虽

然两种动词都要满是信息和谐和与话题许允准条件但带

宾语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有一些学者把汉语动词分为

及物动词、不及及物动词或（非作格动词）和非宾语格

动词或（作格动词）三大类。 
王文丽、陈昌来（2017）从语法意义来研究汉语特

殊的不及物动词，认为可以根据动词否具有及物性标准

把现代汉语动词分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作格动词

和假及动词四类。在《动词句法语义信息词典》中把汉

语动词分为八种小类（不及物动词、准及物动词、形式

动词、体宾动词、且动词、各名动词、弱谓宾动词和强

谓宾动词）。从上面的讲解我们可以说现代汉语没有严

格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对立。 
2.0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界定 

2.1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定义：  
吕叔湘(1979)认为按定义，能带宾语的是及物动词，

不能带宾语的是 不及物动词。“定义”是什么，吕先生
没有说明，但明显可以看出，研究动词及 物与不及物必
须联系宾语，所以，他认为问题在于“宾语”的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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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动词后边的名词都是宾语，要是这样，汉语里的动

词就真的像有些语法学者所说，很少是不及物的了。 
李临定(1990)对不及物动词界定为凡动词，它所显示

的动作行为不涉及延续于某种物体、现象、处所，结构

上不能带宾语，这样的动词是内动词。我们可以说凡是

不能带宾语的都是内动词，凡是能够带宾语的(不管是哪
一类宾语) 都是外动词。 

陆剑明(1991)认为应以语法标准来区分，如果按照意
义标准，将无法区分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并且提出

宾语不限于名词性的宾语，还可以包括小句宾语、动词

宾语等。名词性也不仅限于受事宾语。不论动词与后面

所跟的名词性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如何，都在名词性的

宾语之列。如像“上、下、站、蹲、坐、米”大家平时

不认为是及物动词的，因为能够带处所、施事宾语，如

飞上海、死了父亲等。 
刘月华(2001)认为不及物动词指不能带宾语和不能带

受事宾语的动词，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如；着想、相

反、问世、休息、毕业、送行等。刘月华又认为很多不

及物动词可以带非受事宾语。她所列出的宾语类型有表

示行为的处所的，如；回家、去开罗、上山、下乡、出

院，有表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的，如；睡大床、过筛

子，还有表存在、出现、消失的事物, 存现宾语，如；来
了三个人、死了两头牛等。 

对于及物与不及物的概念问题，我们可以说能带受

事宾语，结果宾语，和事宾语就是及物动词，不能带受

事宾语，结果宾语，和事宾语就是不及物动词。不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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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指 “不能带宾语和不能带受事宾语的动词，如：“着
想”，“相反”，“问世”，“休息”，“指正”，“毕业”，“送行”
等”。1 
还有不及物动词是“后面不能直接宾语的动词”2。 
有一些不及物动词能带宾语非受宾语，下面有几种的条

件： 
一. 表示行为的处所。如：上山，回家，去埃及，
飞上海，走路”等。 

二. 表示动作的行为所凭借的工具。如：睡床，过
筛及。 

三. 表示存在，出现，消失的事物（即存现宾
语）。如：死了一头牛，蹲着一个狮子，天上

飞来一只鸟，家里来了客人，在惯用的动宾结

构中；如：跑了第一中可以带特定的宾语。 
 

注释：有些动宾短语结构得很紧，与某些语言中的

一个词相当，例如：结婚，见面，握手，等等，后面不

能带宾语，不能说（结婚她，见面朋友，握手你。要用

“跟”介词与“和”，也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跟她

结婚，跟朋友见面。 
 

 不及物动词的语义标准：  
 

1  增订本《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53 页。 
2 修订本《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大家出版社，2008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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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事态句，典型议特征是后面不能带受事，一般

带分为施为事态句和结果事态句。 
不及物动词的形式标准： 

构成单论元句，如果动词后面带非受事成分，则属

于构式强制使然，施为事态句一般可以带助词“着”。 
2.2 汉语不及物动词的特点： 

Ø 主要作谓语或谓语中心。  
Ø 一般不能带宾语。 
Ø 后面可以带动态助词“着、了、过”表示动作
的进行、结束和曾经。 

Ø 一般不能带“把，被”句子。 
Ø 可以重叠表示短暂、轻微的意思，还表示可特
续动作的动词：如：坐坐，飞飞，结婚结婚。 

Ø 有一些不及物动词可以变换及物动词，如果不
及物动词的前面用（把字句、被字句、让、介

词），就成为及物动词，如：那封信已经被他

封口了，他已经把那封信封口了。 
2.3 汉语不及物动词的结构：  

Ø 主语（名词）+ 不及物动词，如：我吃了，孩子快
乐，病情恶化了，粮食丰收了。 

Ø 主语（名词）+ 介词（跟，和，与，向，对，

为，给）等+ 名词+ 不及物动词，如：我和艾哈迈
德订婚了，埃及与中国合作，我向我妈妈道歉。 

Ø 主语（名词）+ 不及物动词+ 介词（于，为，
在），如：她抱束于封建礼教，她就业于一所大

学，这个广场相当于一个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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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定语（名词）+主语（名词）+不及物动词，如：
这些任务大家包干，这件事我包九 。 

Ø 主语（名词）+ 把- 被 + 名词+不及物动词+为+名
词，如：我把责任归结为经验不足，她被大家公认

为最优秀的作家。 
Ø 主语（名词）+ 不及物动词+ 在、到+ 名词，
（在、到可以省略），如：他愣在那儿了，也可以

说他愣那儿了。 
主语（名词）+在、到+名词+不及物动词，（在、到可以
省略），名词一般是处所次，动词后面直接出现出现处

所词，而这些处所并不是最简句式中的必有成分 
3.0 现代 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分类： 

 汉语不及物动词动词的分类是一个问题，语言学家

按不同的标准来类，所已文本文将进多有的分类，汉语

不及物动词分类问题比较复杂，可以从不同角度，按不

同标准再加以分类，有一些语言学家从意义上分类，有

一些语言学家从形式标准分类，还有的语言学家从能带

不带宾语分类。下面讲不及物动词的分类： 
 

3.1 按意义的分类：  
 不及物动词从意义上分为五小类，再在每类后面说

明甚句法特点：  
(一)  关系他物，如：坐、走、出、站立。 
(二) 通常动作，如：去、来、开放、休息、飞。 
(三) 情意作用，如：笑、喜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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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身变现，如：变、成、现出，这类叫做“关

系内动词”一定要带补语。 
(五) 表示存在，如：在有，这类性似于“同动

词”。 
3.2 按形式标准： 
一些语言学家根据形式标准对不及物动词进行分类三

种 ： 
(一) 不及物性质动词，如：伟大、干净、大。 
(二) 不及物动作动词，如：生、死、走、去、来。 
(三) 不及物状态动词，如：饿、饱、醒。 

3.3 按能不能带宾语： 
 不及物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但有一些不及物动词

能带宾语，这种不及物动词分类两种（不带宾语-能带宾
语）下面我来讲每种类的情况：  
一） 不能带传统宾语（受事、与事、结果）的不及物

动词： 
 大多数的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有一些动词通过

介词与地点命发生关系，如（散步、出发、毕业、流

行）。这类地点名词不能这接作动词的宾语，即不能说

“毕业大学，出发六点”，而要说“从大学毕业，在六

点出发”。有一些动词一般通过介词与表示对象的名词

发生关系，如（谈话、聊天、见面、结婚、相反、照

相、着想）。这类名词不能直接作动词的宾语，即不能

说“见面她、结婚他、聊天朋友”，而必须用介词

“跟，和，给，为”等引进作状语要说“跟她见面、和

他结婚、跟朋友聊天、给他照相、为你着想”。还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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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一些动词在一般情况不带名词宾语，如（休息、

病），除非特殊情况如（这次旅行病倒了好几个人）病

带了结果补语的后面才能带宾语。 
二）不及物动词带宾语： 
 在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但有一些

不及物动词能带宾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是汉语学

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 不及物动词带施事宾语，许多是存现动

词，如：（飞、来、到、坐、经过、失

去、存在、出现）等，不及物动词在动词

配价分析中属于一价动词，即只要求和行

为动作的施事或主体发生联系，不涉行为

动作对象从结构形式看一个动词的前后两

个位置（名词），表达行为动作的施事或

主体的成分，通常置于动词前，但可以置

于动词后面。这样句式的转换是为了表示

的需要将本该在动词前的成分放在动词的

后面，在形式上构成了“述宾语结构”。

这些动词没有逻辑议上的宾语还属于不及

物动词。 
（二） 黏宾语动词：在语义上不能自足，必须

要宾语表示完整的意义，而且宾语定位在

动词的后面。黏宾动词能带名词性宾语；

如：（成为作为、写有、标有、给予）等

等，另外种类能带谓语性；如：（省得、

用以、难以、显得）等。不及物动词有一

部分黏着形式，在使用中必须与壮语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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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所以称为黏状动词；如：（相待、

论外、效力、道别）这种动词的前面加介

词（跟、与、为、向、和）等介词构成的

介词短语做状语。 
 不及物动词有一些动词从议上来看行为动作的发生

必须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施事或主体参与，所以称为

交互动词；如：（相合、会谈、相见）。这种类动词要

求主语有复数的含义；如：母凉终于重逄了。 
 

汉语有一些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但不是宾语位置上

的名词却出现在宾语位置，如：飞埃及、阿里死了父

亲、跑材料。这些（埃及、父亲、材料）名词在结构中

可能从主语位置移位过来，也可能是从补语或状语位置

移位过来，如：他们在太空违游，也可以说他们违游太

空。 
 

4.0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情况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一般不带宾语，但是有一些特

殊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下面我说明语法学家的看法 
4.1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定义： 

赵元任(1968)说明，我们分别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不是按照能否带宾语来区分，而是按照带什么种类的宾

语。不及物动词只能带自身宾语，并可以倒过来做倒装

主语的宾语。而且，及物动词可以带任何宾语。赵先生

不光对不 及物动词进行了分类，还对其所带的宾语进行
了考察，计有六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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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动的出发地；如出家、出院。 
2. 表动量时量的自身宾语；如跑了两趟、哭了一
天。 

3. 表存在的倒装主语；如地下睡两条 狗、墙上
挂着一幅画儿。 

4. 行动的目的地；如开组 约、飞上海。 
5. 表来到和出现的倒装主语；如来了三位客人、
跑了两个贼。 

6. 表离开、消失的倒装主语；如这产妇死了孩
子。这里的“倒装主语” 大致相当于现在所
说的“施事主语”，至于“及物动词可以带任

何宾语”，未免失 之宽泛，因为及物动词带
宾语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朱德熙(1982)认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在于
所带的宾语不同。及物动词能带真宾语和准宾语还能，

但不及物动词只能带准宾语。不管是真宾语还是准宾

语，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宾语，关键就看如何界定宾语

了。紧接着, 他对准宾语的类型作了划分，分为表时量、
动量或程度的宾语，表运动终点的处所宾语和表存在、

出现或消失的存现宾语。 
陆俭明(1991)认为逻辑标准(按逻辑标准即意义标准)

无法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应以语法标准来区

分。凡能直接带宾语的动词是及物动词，凡不能直接带

宾语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他也说明宾语不限于名词性

宾语，还包括动词宾语、小句宾语、形容词性的宾语，

也认为我们所说的名词性也不限于受事宾语。不管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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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直接所跟的名词性成分与动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如何，

都在我们所说的名词性宾语之列；如“去、上、下、

米、飞、站、住、坐、 腾”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及物的
动词，也被列为及物动词，因为它们都能带施事，处所

等宾语；如死了父亲(施事宾语)、飞上海(处所宾语)等， 
黄伯荣(2001)说明很多不及物动词可以带非受事宾

语。所列出的宾语类型有表消 失、存在、出现的事物，
称之为存现宾语；如:死了一头牛、来了三位人等;有表示
行为的处所的，如:回家、去上海、下乡、出院。以上例
子只是列举性的，至于其它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把

不及物动词放在特定的句式中来考察其语法功是很值得

重视的，不及物动词不能带一般的宾语，但在一些特殊

句子中是可以带宾语的。 
黄伯荣、廖序东(2002)在讨论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时限

制条件较多。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可把动词分成及物动词

和不及物动词，这是就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 的分类。又
认为不能带受事宾语的动词叫不及物动词；如休息、游

行、来、去等。同时动语和动词中心通常用及物动词，

在存现句里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如来了一位客人、出

太阳了、走漏了消息。 
廖序东(2002)提出有些动词在主事主语句里必须带宾

语，构成“（主事）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式。出现在这
种句式里的动词有“姓、称为、当做、好比、显得、妄

图”等等。有些动词在（主事）主语句里一般也要带宾

语，通常也可构成“（主事）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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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和主事主语也是动词所联系着的强制性成分(必有成
分)。出现在这样句式里的动词也是及物动词但由于语用
表达的需要，这类动词后边有时可不出现宾语。这样的

动词有“吃、打、读、写、看、说、骂、唱、知道、注

意、改正、批评、坚持”等等。 
张斌(2004)似乎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和阐释。他

说；“不及物动词可以分为两种，典型的不及物动词, 不
能带宾语；如:咳嗽、睡觉、游行、休息、考试、生存、
失败、 再一种是可以带施事宾语的动词,如:来、去、死、
活、病、站、躺、坐、蹲、 爬、趴、伸、跪、睁。”我
们可以看出，张先生运用原型理论，把不及物动词分成

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和边缘的不及物动词，区别对待,这是
一种新的思路,颇有 启发性。 

郭文认为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有七情况： 
1. 与“相互动词”相关情况，如：我和他紧挨
着，我挨着他 。 

2. 与义项变化相对应的情况，如：义项、露出
愉快的表情，如：他    笑了，义项了讥笑，
你也笑过穷人。 

3. 与“使动意义”相关的情况，如：篝火慢慢
地灭了，他灭两了堆篝火。 

4. 与“领有者和身体一部分”相关的情况，
如：他的眼睛睁了一下，他睁了一下眼睛。 

5. 宾语是施事的情况，如：省监跑了两个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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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带准宾语的情况，如：笑了一下，跑了五分
钟。 

7.  语义已经相当于一个词的真正的习用组合，
如：哭鼻子 

4.2 不及物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 
由于宾语问题与受事语义关系密切，提到宾语必然

会涉及到受事。但宾语与受事并不是一回事。及物动词

后边可以带一个表示承受动作的事物的名词，称为宾

语。不及物动词不能带这样的名词，但是可以带跟它发

生别的关系的名词，一般也叫宾语。宾语不一定由受事

充当，任何语义角色都可以担任宾语。 
 深入研究汉语的宾语成分，并进而研究带宾语的不

及物动词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句法

角度研究宾语有利于对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作深入研

究。现代汉语所带的宾语一般为名词宾语，但是不物动

词带特殊的宾语，下面我来讲解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类

型 ： 
（一）处所宾语：不及物动词所带名词性宾语中处所宾

语较为常见。从名词性成分构成上，有几个种类： 
• 表地点的专有名词、地名：在这个种类宾语分别为
表示洲名、城市名、自然地理实体名、国名、街道

名称的专有名词。例如： 
Ø 国际高级车展登陆埃及。 
Ø 全国弧度最大巨屏国庆亮相二七广场 

• 表处所的一般名词: 例如；万元美金桥落户省城。 



 
 

 
   

 

 2025 )١( ددعلا ةيملعلا ةمجترلاو ةيبدلااو ةيوغللا تاساردلا ةلجم "تْاينسُلأ" 

ISSN (Print): 3009-7789  

ISSN (ONLINE): 3009-643X 

16 

• 有些一般名词在特定场合可以视为表示处所，其中
有些是虚化的处所；例如:百余位专家将聚首高等教
育国际论坛。 

• 有些则是单位机构的名称：例如； 
Ø 仙桃学院挂牌华中师大。 
Ø 委内瑞拉大便被扣中国机场 

  在上面的例子（登陆、亮相、落户、聚、

挂、扣）是不及物动词，但是在上面的例子带处所宾语

（埃及、二七广场、省城、教育国际论坛、教育国际论

坛、中国机场、牌华中师大）为了表示完整的意思。  
（二）施事宾语: 宾语是动作或活动的发出者或当事者。
例如: 

Ø 张三家死了两头牛。 
Ø 圈里飞了只鸡。 
Ø 家里来了三位客人。 
Ø 出去了一个人。 

（三）结果宾语 ： 宾语表示动作产生的结果，例如: 
Ø 中国当选第十届亚洲审计组织主席国。 
Ø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北师大星 ”。  

（四）对象宾语 ：例如 
Ø 小语种进校园活动昨天启动，万学生明
年问候全世界。 

Ø 今年我院退休三位教授。 
（五）致使宾语：动词表示结果或持续的状态，宾语是

动作致使的对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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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同学情感动生命。 
Ø 中国民族艺术倾倒法国民众。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主要带以上几种宾语，但

是有几种宾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上面几种；例如： 
 
（一）方式宾语：例如“走八字步”、“跑长途”、

“飞特技” 
（二）目的宾语: 宾语指动作行为所欲达到之目的，可以
是体词性的，也可是谓语性的；例如“跑项目”、“跑

调动” 
（三）时间宾语:例如“睡五更,起半夜”、“我休息星期
一”  
 我认为宾语不仅仅限于受事，汉语中还存在着大量

的非受事宾语。所以不及物动词后边所带的成分尽管不

是受事宾语，但仍然属于宾 语。典型的宾语应是受事和
焦点(自然焦点)的重合。 
4.3 及物动词带宾语与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之比较 
（一）带宾语的自由度比较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大多没有否定式，另外，它 也是
一种非自足句式，很少独立成句，最常见的功能是充当

复句中的非终止小 句 （始发小句或后续小句），其次是
充当句法成分。这些特征较之典型的及物动 调带宾语格
式，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不是一种典型的、自由的带宾格

式。 
不及物动词虽然能够获得像及物动词那样后接宾语

的地位，但并没有同时获得 及物构式的其他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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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还带有不及物动词原有的某些典型特征。比如 不能
在动词前随意添加状语，不能在动词和宾语间插入补语

等。 
这些发现说明了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是有不少限制

的，它与及物动词带宾语 的能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
及物动词带宾语不如及物动词自由。而且不及物动词带

宾语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除了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外，不及物动词所带宾语的

类型也少于及物动词所 带宾语类型。及物动词可以带上
任何一类，而不及物动词所带宾语是非常有限的，语料

显示，不及物动词仅带有限的宾语例如，施事(当事)、原
因、目的、工具、方式、对象和处所。 

另外，受到构式意义的影响不同，同样是及物构式

一般说来，不及物动 词进入构式后会被构式附加一些额
外意义，这些额外意义大多具有及物性质, 

 
（二）宾语的生成途径比较 

及物动词带受事类宾语属于典型的及物结构，这点

我们不再讨论，因为不 及物动词本身的语义特点决定了
其不能带典型的受事类宾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都

能带上非受事宾语，这些受事 宾语在及物动词与不及物
动词句中的生成机制是否相同。 

不及物动词的句法功能决定了其后不再带其他成

分，也就是说，不及物动 词后面没有位置，主体格或外
围格占据宾语位置很显然不是动词句法结构中其 他语义
格腾出的位置。由于语用的要求，主体格或外围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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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视角表达中 的突出角色，因而移至动词后面，增添
了宾语位置。 

当然，主体格和外围格的述题化并不是非常自由

的，并且它们述题化的方 式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施事/当
事的述题化是很受限制的，一般需要处所或受事 的话题
化作为先导（对于不及物动词而言，需要处所的话题

化，所以生成存现）。在关系宾语句,动词也被附加上一
些其他意味。例如: 

Ø 他发愁几千元的学费 
在上面的例子“发愁”不仅仅表示一种心理活动，而

且还含 有“发愁”会触及到“学费”的意味。 
Ø 运动员蹲着杠铃 
在上面的例子“蹲”不仅有“蹲的姿势”的意义,还有

被构式赋 予了及物性质，“寒”的动作延及至宾语“杠
铃”，谓语“蹲”实际上是将“露” 的意义与“举”的
意义结合一起,由更能体现该动作艰难的动词“蹲”表
达。 

Ø 我跑第一神 
在上面的例子“跑”不仅仅表示“跑”的动作，由于

构式作用，被附 加上“拿。。跑”,“跑”对宾语“第一
神”具有处置意义。 

Ø 他相识了一位民间少女 
在上面的例子“相识”由于构式的作用，对动词语义

框架 的参与者“对象”角色具有了支配意义。 
正因为不及物动词在及物构式中被构式语义附加了一

些其他意味，而这些 附加的语义一般具有支配名词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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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而带上附加义的不及物动词也改变了 自身不能带
宾语的性质。 
及物动词进入构式后语义不会有较大的变化，即使受

到影响的也仅仅是个 别意义的增添，其功能不会改变，
例如：及物动词“挂”的参与者角色为施事和 受事当

“挂”进入存现句后，如“墙上挂着一幅画”。由于构

式意义的作用附 加上了“存在”意义，但并没有改变其
带宾语的功能 。 
及物动词后面的非受事宾语还原到状语位置后，动词

后面可以再带上其他 宾语，如:“他们今天吃食堂 、我睡
沙发”（处所格述题化），处所还原到状语位置为“他

们 今天在食堂吃面条、我在沙发上 睡”(动词后面可以跟
受事宾语)。 
身体动作的不及物动词能带方式宾语、原因格的述题

化一般发生在表示情绪 的心理活动动词句里，成为宾语
成分的更多的是述谓结构成小句，名词成分有 限制，目
的格的述题化限制较少，而且很多目的格已经看不出原

本的“目的” 语义角色了，与受事角色几乎一致；对象
格的述题化报自由，不管是相互动词 还是针对动词所带
的对象格，作宾语与作状语相当自由，而且充当宾语成

分渐 强。处所格的述题化是比较自由的，相比较而言，
外在处所格的述题化不如内 在处所格的述题化自由。 

 

综上所述，虽然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带上主体格(施
事/当事)宾语、外 围格宾语都是经历了一个语法过程述题
化，但这些非受要格在两类动词句 中的述题化途径是不
相同的，及物动词句的述题化一般伴随着受事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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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的话题化，即话题化和述题化先后交替进行，最后造
成主语和宾语互换位置；不及物动词句的述题化无话题

化过程，并不是建立在主宾位置的互 换上，而是直接在
动词的句法结构中增添一个宾语空位，外围格述题化为

宾语，至于主体格的述题化,需要先有处所（功能相当于
处所的其他名词）作为话题，主体格才能述题化为宾

语。正是因为述题化的途径不同，及物动词带非受事宾

语与不及物动词带非受 。 
结语 : 

大部分的汉语语法学家将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

物动词，及物动词后可以带宾语，不及物动词后不能带

宾语。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及物动词带

宾语现象,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是一个比较复杂同
时也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汉语句法现象。虽然不及物动

词带了宾语，但这些宾语的语义格并没有因此改变，仍

然是处所格、时间格或工具格等，在句法中只能分析为

边缘性修饰成分。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是有不少限制的，它与及物动词

带宾语 的能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不
如及物动词自由。而且不及物动词带宾语有一定的限制

条件。 
 句式(主谓宾)的影响下，具有了宾语的一些原型特

征、目的宾语获得了原型宾语特征、工具宾语具有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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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宾语特征、方式宾语具有了原型宾语特征、对象宾语

带上了原型宾语特征、处所宾语带上了原型宾语 。 
对于及物与不及物的概念问题，我们可以说能带受

事宾语，结果宾语，和事宾语就是及物动词，不能带受

事宾语，结果宾语，和事宾语就是不及物动词。汉语中

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受事宾语，所以不及物动词后边所带

的成分尽管不是受事宾语，但仍然属于宾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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