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句的构式形成和意义浮现
*

蔡淑美

提要 文章首先描写了“值得”作为词项的意义和用法，指出其概

念基础是从功用角色的维度对事物的内涵或价值作出动作或行为

实施之 必 要 性 的 评 述，然 后 考 察 了 在 其 语 义 结 构“［XP］对 当

［YP］”的促动下向句法层面投射而形成“值得”构式群的过程和特

点，最后借助“值得”句所提供的语境信息推导出构式群中各构式

的语法意义。我们发现，构式的形成和构式义的浮现具有多重界

面互动的特点，这也为人们识别和理解构式及其意义提供了结构

基础和认知路径。

关键词 “值得”句; 构式形成; 语法意义; 浮现

一、引 言

“值得”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 ( 吕叔湘 1980 /2005 ) 的释义和用法

如下:

值得 1． 价钱相当，合算。可带动词宾语: 五十块钱一米的布值得买。

2． 有好处，有意义，有价值。

a． 单独做谓语: 出去一趟很值得，长了不少见识。

b． “值得”+ 动 /小句: 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这种刻苦钻研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这样的说明对汉语母语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对留学生来说情况可

能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介语语料库中发现了下面这样一些病句: ( “* ”

*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 项目编号 16CYY040) 的资助，《语言研究

集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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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合格)

( 1) * 但是长辈经验不少，值得听他们的意见。( 韩国，高级水平)

( 2) * 反过来子女也先想一想父母的立场以后，再主张自己的意见的

话，这代沟是不值得成为问题的。( 韩国，中级水平)

( 3) * 他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也是我值得尊敬的。( 日本，高级

水平)

( 4) * 值得说，虽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会说汉语的苏丹

人几乎没有。( 苏丹，高级水平)

例( 1) —例( 4) 满足了“‘值得’+ 动 /小句”的要求，可为什么还是不合格呢?

留学生的习得偏误告诉我们，“值得”出现的句法结构具有特殊之处。它有

什么样的句法配置，具有何种形式特征，背后有何概念基础，表达什么样的

构式义，在汉语本体研究中鲜有人提及。本文便以这些问题为基本目标。

二、“值得”的意义和概念基础

这一部分我们通过实例来探讨“值得”的意义和它背后的概念基础。

“值得”有两个义项，一是“价钱相当，合算”，即对商品买卖行为是否具有价

值性进行评述。例如: ①

( 5) 这鱼一块钱一斤值得买。

( 6) 还有那些小饰物、装饰品，可致可爱呀! 贵也值得买一点。

例( 5) 、例( 6) 均涉及商品交换行为，表明作为商品的事物( 如“这鱼”“那些

小饰物、装饰品”) 其价值与“买”的行为之间具有某种对当关系，“值得”便

是对商品交换行为的必要性做出“合算”的评述。

“值得”的第二个义项表达“有好处、有意义、有价值”的意义，例如:

( 7) 文章颇具创见，值得一读。

( 8) 就分析惩罚的教育价值和功能而言，科氏的两个重要研究结论值得

我们特别关注。

例( 7) “值得”一头连着“文章”，一头连着对“文章”所采取的处置行为“读”，

它评述的是“文章”的价值与人们读文章的必要性之间的对当关系。例( 8)

①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用例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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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有些动词虽然并不能像“读、关注”这样对事物进行处置，但由于本身

表示所关涉的对象有价值，也可以构成“值得”句，例如:

( 9)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这是

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

( 10) 只要是能译出来的，他都译出来，实在无法译的则给以注释，务必

使读者能够看到莎士比亚的原貌。老作家这种存真、求全、负责

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

“自豪”“佩服”这样的心理动词本身就蕴含着事物有价值的客观属性，

如“自豪”指“因为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集体或个人具有优良品质或取得伟

大成就而感到光荣”，因此进入“值得”句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从商品交换行为之必要性的维度( 义项一所示) 对事物的内涵或

价值做出评述，还是从动作行为实施之必要性的维度( 义项二的来源) 对其

做出衡量，“值得”都是在评述不同事物内涵或价值之间对待关系中的量化

范畴。显然，义项二比义项一更具有普遍意义，义项一其实是包含在义项二

之中的。因此，我们将“值得”的概念基础概括为: 基于事物的内涵或价值

而对动作实施的必要性做出评述。

更进一步，“值得”的概念基础背后折射了更深层次的理论背景———物

性结构( qualia structure) 。物性结构指的是事物的性质结构，它主要关注词

项所指对象由什么构成、指向什么、有什么用途或功能及怎样产生的，等等。

而刻画事物的内涵和性质大致可以从构成角色( constitutive role) 、形式角色

( formal role) 、功用角色( telic role) 和施成角色( agentive role) 这四个方面来

进行( Pustejovsky 1991，1995; Pustejovsk 等，2013 ) 。以“小说”为例，它由一

个或多个有情节的故事连缀而成，其构成角色便是“故事”等; 它一般以书本

的形式呈现，其形式角色便是“书”; 它的用途和功能是供人们阅读，其功能

角色便为“读”; 它是通过人的写作而产生的，其施成角色便是“写”。本文所

讨论的“值得”的概念意义，与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这个维度关系最为

密切，如“这文章值得一读”“张家界的风景值得好好观赏”中，“文章”是供

人们“读”的，“张家界的风景”是供人们“观赏”的，等等。因此，对“值得”的

概念基础又可以进一步精准化为: 从功用角色的维度对事物的内涵或价值

做出动作或行为实施之必要性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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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念驱动下“值得”的句法实现和句法特征

以上分析了“值得”的意义及背后的概念基础，那么这种意义和概念基

础是如何结构化为现实表达的呢? 引言部分告诉我们，“值得”的句法配置

相当特殊。它到底能出现在什么样的句法结构里，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内在

关联，具有何种特征，是下面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 一) “值得”的句法实现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值得”的句法配置是在概念基础和语义结构的促动下

生成的。“值得”的概念基础里蕴含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事物的内涵或价值，二

是主体对该事物实施某种动作或行为的必要性，二者形成对当关系。如果分别

用 XP 和 YP 来表示这两个部分，那么“值得”的语义结构便可以描述成:

值得: ［XP］对当 ［YP］

其中 YP 部分还可以进一步细化，我们用 A( agent) 来表示发出动作或行为的

主体，用 VP 来表示动作行为，上述语义结构便可表示为:

值得: ［XP］对当 ［A + VP］

句法形式是语义结构在线性序列上投射的结果。当语义结构中的成分

及其关系投射到句法线性序列中来时，便形成了下面这样的形式:

1． “XP +值得( +A) +VP”

如果动作或行为的主体 A 出现，那么便有:

a． “XP + 值得 + A + VP”

( 11) 《叫魂》“讲故事”的形式、手法和技巧 就更 值得我们深思和借

鉴了。

( 12) 这种人不值得我替他卖这个命!

( 13) 作者对于建设精神文明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且具有创新的精神，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在这种格式里，语义结构中的所有成分都在线性序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值得”一头连着 XP，一头连着主体对该事物采取的动作行为 A + VP。其中

XP 既可以是例( 11) 、例( 12) 这样的名词性实体成分，也可以是例( 13) 这样

的述谓性成分。

如果主体 A 隐含不现，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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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XP + 值得 + VP”

( 14) 近九成市民认为，“老字号”值得保护，其无形资产不容小视。

( 15) 此路上的张良庙值得一看。

这两句的主体 A 虽然没有出现，但并不影响理解。如例( 14) 对“老字号”实

施保护行为的主体肯定是“我们”或“人们”，在上下文或谈话中并不需要出

现( 当然也可以补出来) 。

从内部语义关系来看，“XP + 值得( + A) + VP”最突出的句法特点便

是: XP 是( A) + VP 所表事件中的广义受事成分，具有被动性质。如例( 11)

的“《叫魂》‘讲故事’的形式、手法和技巧”是“深思和借鉴”的受事等。有意

思的是例( 12) ，“这种人”与“替他卖这个命”中的“他”同指，充当的是“我卖

这个命”的与事论元，做“替”的宾语，同样具有被动性质。

这样看来，引言部分的例( 2) 和例( 3) 在论元提取和位置安排上出现了

偏误。例( 2) “但是长辈经验不少，值得听他们的意见”中“长辈经验 ( 不

少) ”并不是 VP“听他们的意见”中的论元成分，因为“听”后已经有受事论

元“他们的意见”了，此时 VP 在句法上已经自足①。例( 3) “他从来不在背后

说别人的闲话也是我值得尊敬的”是将“尊敬”的主体“我”放错了位置。主

体 A 如果要出现，一定是放在“值得”之后而不是之前。

既然主语部分含有 VP 事件具有被动性质的论元，那么是不是可以用

“被”来彰显这种关系呢? 答案是否定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动态作文语

料库中出现了下面这样的句子:

( 16) * 生命值得被保护，不能被我们轻易地扔掉。( 美国，中级水平)

“生命”是“保护”的受事，“生命被保护”是合格的句子，但有了“值得”，就不

能再加“被”了( “生命被值得保护”也不合格) 。受事论元做主语，但却不能

用“被”来标记，这正说明“值得”句的独特之处。

句法结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与语义结构也并非总是一一对应。说

话人可以选择其所要突出或强调的成分来实现特定的配位。如果说话人想

要突出主体对某事物所采取的动作或行为是必要的，那么( A + ) VP 便从语

① 修改时可把受事“意见”提到主语位置，即“他们的意见值得听”; 或者去掉“他

们的意见”这个受事论元，从而将前面的“长辈经验”作为“听”的受事论元，即“但是长辈

经验不少，值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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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结构中凸显出来置于主语位置。形成下面的句法形式:

2． “VP +值得”

根据 XP 出现位置的不同，又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两种:

a． “VP( V + XP) + 值得”

( 17) 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

“值得”评述的是“好学生”的价值与“一个人( 用) 一生来教”的必要性之间

的对当关系，此时，XP“好学生”做了 V“教”的宾语，内嵌入句。不过，语料中

出现的更多是下面这样的形式:

b． “为 /为了 /以 /只要 /……XP，VP + 值得”

( 18) 他说:“为了保证质量和信誉，多付一点学费也值得。”

( 19) 这个故事说明了青草堂禅师，是以一生修行禅定功夫，只换来一个宰

相的地位，实在太不值得了，人的一言一行，都有因果，值得我们三思。

( 20) 但老党认为只要社会效益显著，亏损了出版社也值得。

上述例句中的VP 得到凸显后做“值得”的主语，XP 要么用标记引出做状语［如

例( 18)、例( 19) ］，要么出现在关联复句的前一分句中［如例( 20) ］。

不管是 a 式还是 b 式，都是 VP 凸显而 XP 在句法上降级( down grade) ，

它充当动词的宾语( a 式) 或介词的宾语，亦或在语义上有所偏倚( 条件复句

是偏正复句，往往后一分句才是表达的重点，如 b 式) 。

除了以上句法形式，“值得”还常出现在下面这样的格式里:

3． “值得( +A) +V +的是，+小句( clause)”

( 21) 时代在变，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也在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

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往往是复杂的，多面的。

( 22) 这些事件被通称为地理大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理大

发现”仍是以欧洲为中心出发的历史观的认知。

( 23) 元、明时期，汉字研究的成就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六书的研究、字书

和古印谱的编纂。

“值得( + A) + V + 的是”形成框式结构，V 和 /或 A 插入其中，其他部分固

定。在这种框式结构中，后面整个小句都是 V 的对象，如例( 21) 中，“这种价

值观念……多面的”都是“关注”的对象。由于出现在“值得”后的动词常常

是认知类( 如“注意、关注、思考、研究、学习”等) 、评判类动词( 如“称颂、表

扬、赞同、提倡、批判”等) ，这些动词往往以小句为宾语，因此这种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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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值得”后的动词有很大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像例( 23) “值得一提的

是”这样的表达具有高度凝固性，随意更换其中的成分或者变动次序都会带

来偏误。例( 4) 就是将“值得一说的是”误用为“值得说”，这是不清楚其作

为框式结构的凝固性和特殊性带来的。

综上，在特定概念意义和语义结构的驱动下，“值得”实现了句法配置过

程。以上这三种句法配置，虽然不同，但密切相关，都是基于相同底层语义

结构关系而在表层配位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形成了“值得”构式群 ( zhide-

construction group) ①。下面我们来探讨“值得”构式群的句法特点。
( 二) “值得”构式群的句法特点

在“值得”构式群里，无论是 1 式、2 式还是 3 式，在句法上都有一些共同

点，主要体现在对动词的选择限制和情态特征两个方面。首先来看对动词

的要求。我们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里随机

抽取出 500 个含有“值得”的句子，剔除掉一些无关句，在剩下的 479 例中，

与“值得”搭配的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②

1． 认知类动词: 表明人的思维、思考等过程或感官

注意、关注、重视、思考、参考、研究、学习、探讨、探索、考察、斟酌、考虑、

推敲、玩味、讨论、深思、深究、商榷、怀疑、质疑、反省、警惕、借鉴、记住、铭

记、回忆、怀念、留恋、回味、期待、追寻、追求、总结、说明

( 一) 看③、( 一) 听、( 一) 提、( 一) 读、( 一) 写、( 一) 谈、( 一) 说、大书特书、大
书一笔

2． 评判类动词: 表明人的态度、认识或感受

称颂、称述、称道、称许、称扬、称赞、敬重、尊重、尊崇、尊敬、喝彩、叫好、

赞同、表扬、提倡、肯定、支持、推荐、仿效、珍视、相信、信任、信赖、爱护、鼓励

①

②

③

“构式群”的内涵与施春宏( 2010) 的“句式群”本质一样，本文为了保持术语的

一致性而采用“构式群”的说法。
陈爱锋、郭继懋( 2016) 按动词的具体词义对进入有宾句( 如“这个意见值得参

考”) 的高频谓词进行分类，如“思考”类、“注意”类、“写”类、“花钱”类等，认为这些动词具

有［+ 可控］［+ 自主］等特征。我们认为光是［+ 可控］［+ 自主］并不能保证生成合格的

“值得”句，如“* 这儿的风景值得瞄一眼”。基于此，本文从更基本的语义范畴入手概括出

动词进入“值得”句的允准条件，即“动作量或程度量越充足，就越能进入‘值得’句”。
像“看、听、提”等动词前一般都会加上体貌性成分“一”，这属于句法层面上复杂

的动词性结构。



21
“值得”句的构式形成和意义浮现

自豪、骄傲、钦佩、佩服、惊讶、高兴、欣慰、同情、庆幸、神气

3． 其他

( 一) 去、( 一) 游、( 一) 玩、( 一) 逛、买、收藏、开发、采用、运用、继承、加

强、保护、推广、发扬、实现、投资、变革、尝试、付出、持有

与“值得”搭配的动词带有强烈的倾向性，除了像“去、游、开发、采用”这

样的无明显语义偏向的动词外，绝大多数动词与人的思维、感官、情绪、态

度、认识等相关，这些动词都表示主体对外界事物的关注，体现了鲜明的主

观性特征。①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面有不少动词和形容词，它们所表达的动

作量或程度量是充足和丰满的。比如“这个观点很值得推敲”中的“推敲”，

并不是一般的思考，而是“斟酌字句，反复琢磨”，表明主体所花费的动力值

足够大; 又比如“他的说法值得我们重视”，“重视”是“认为人的德才优良或

事物的作用重要而认真对待; 看重”，其中的“认真、看重”不是一般程度的对

待，而是重点对待，需要主体付出更多的能量。不仅如此，“值得”之后、动词

之前的状语也多是像“特别( 如‘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认真、深

入、进一步、密切、高度、仔细、充分、谨慎”等修饰性成分，通过对动作量或程

度量进行具体地刻画和描写来加强其充分性。即便像“这儿的风景值得一

看”中的“一看”，也蕴含着“好好 /仔细 /认真地一看”之义，而不能理解为

“随便地一瞥 /瞄一眼 /扫一眼 /过一眼”之类的，“一读、一写、一谈”等都是如

此。而“大书特书、大书一笔”中的“大”和“特”，也正是彰显了这其中动作

量的充分性。

在说话者看来，如果动作的实施越必要，便越能凸显事物的内涵或价

值。因此，那些具有较强动作或认知操控义的动词能顺利进入，反之则受到

很大的限制。如 HSK 作文语料库中的偏误句:

( 24) 一般人认为流行歌曲是很多人都喜欢听喜欢唱的就是流行歌曲，

但是实际上人们喜欢的，流行的那些流行歌曲是值得喜欢、值得

红火吗? ( 韩国 C)

( 25) 反过来子女也先想一想父母的立场以后，再主张自己的意见的话，

这代沟是不值得成为问题的。( 韩国 B) ［原例( 2) ］

① 在认知类动词里，有的词项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如“注意”出现了 81 次，“关注”
出现了 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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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红火、成为问题”这样的表达，没有动作性，也不表示实施的必要性，自然

就不能进入到“值得”句中来。

再来看“值得”句在情态方面的特征。“值得”句中的 VP 一般表未然，

VP 所代表的动作或事件并未实际发生。不妨把前面提到的一些有代表性

的例子摘录如下:

( 26) 此路上的张良庙值得一看。［原例( 17) ］

“一看”的动作尚未展开，并没有实际发生，换成“此路上的张良庙值得看着 /

了 /过”均不合法。有的句子，在句子末尾出现“了”，如:

( 27) 《叫魂》“讲故事”的形式、手法和技巧就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了。［原例( 13) ］

这个“了”是表示语气( 与句中的“就”“更”呼应) 的句尾“了”，而不是跟在动

词后面表完成的“了”。由此可见，“值得”句中的 V 一般不能加体标记，它

评述的是事物的某种内涵或性质，而不是描述动作的行为或状态，这点我们

在谈“值得”句的语法意义时会进一步阐释。

在由“值得”构成的构式群里，不同的句法形式在动词的选择和情态特

征方面呈现出相同的特点，这都受制于其共同的概念意义和基础，由此也鲜

明地展现了同一概念基础对不同句法形式的制约。

四、“值得”构式群的意义浮现

以上考察了概念驱动下“值得”句的形成过程及其句法特点。作为形式

和意义配对的构式，“值得”构式群里的各个构式又表达什么样的语法意义

呢? 苗传江、陈小盟( 2011) 将“花几个钱儿值得，我们打心眼儿里高兴!”( 即

本文的“VP + 值得”式) 的语法意义概括为“某事物值得”，将“这里存在的一

些问题很值得重视、他值得我为他付出全部的爱”［即本文的“XP + 值得( +

A) + VP”式］的语法意义概括为“某事物值得做某事”。这样的总结实际上

是基于句法线性序列对语义成分做出的表层概括，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构式

的语法意义，更无法说明不同构式之间所表语法意义的联系和区别。陈爱

锋、郭继懋( 2016) 则将“值得”句分为有宾句( 如“他值得我们学习”) 和无宾

句( 如“为这种人生气伤身不值得”) ，认为有宾句评价事物给人带来的所得

大于或小于做这件事的付出，无宾句评价当前语境中某个具体行动 ( 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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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是否合算。这仍然是基于“值得”的两个义项、就其表层句法形式概括出

来的句式义，同样无法说明“值得”构式群内部的联系与区别，也没有进一步

论证句式义如何得来的问题。

基于本文对“值得”的分析，我们认为“值得”构式群中各构式所表达的基

本语义关系是一致的，都是对事物的内涵或性质做出评述，但共性之下各构式

的语法意义又有所不同，这主要来自于其配位方式形成过程的差异，通过这种

差异实现了对基本语义关系的具体化和有别化。为了使问题集中，我们只考

察“XP +值得( + A) + VP”“(……XP，) VP +值得”和“值得( + A) + V + 的是，

小句( clause)”这三种构式，对每一种构式内部的下位分类 a 式和 b 式暂不展

开，因为它们作为具体构式虽有个性的一面，但其构式意义同属于某个上层构

式而具有共性。下面我们结合语料来考察这些构式的意义及其浮现过程。

由于“XP + 值得( + A) + VP”是“值得”语义结构中的成分及其关系完

整地投射到句法的结果，如果将它考察清楚了，其他相关构式也就能比较好

地说明。对于“XP + 值得( + A) + VP”构式，除了“这本书值得( 我们) 好好

读读”这种各个成分结合较为紧密的例子外，实际语料中出现的大多数是下

面这种成分结合不甚紧密、较为松散的句子:

( 28) 宏印法师说，西安是历史上中国佛教最大的译经重镇，这里的建

筑、雕塑、 壁画艺术举世无双，
是民族的瑰宝，值得保护。

( 29) 蜂蜜作为大自然赠与人类的“私密”礼物，除了古方中提及的“清热
、

补中、解毒、止痛”等功效，
它还有更多神奇的用途，值得女性宠爱。

例( 28) 中的 XP“这里的建筑、雕塑、壁画艺术”和 VP“保护”在线性序列上隔

开，中间插入了其他成分，例( 29) 按此。如果不拘泥于形式上的紧邻而注重

内在的语义结构关系，这种松散形式跟“这本书值得( 我们) 好好读”应该同

属一类，只是“这本书值得( 我们) 好好读读”是“XP + 值得( + A) + VP”里构

式化程度最高也是最典型的代表。已有的研究多关注这类“干净”的句子，

忽略了很多篇章、信息表达方面的因素，也难以认识其本质。本文便从上述

这样的实际语句出发去探寻其语法意义及其浮现过程。

我们发现，“值得”句中 XP 的特征对其语法意义的提取具有重要意义。

从表面看，“值得”句中的 XP 常常是个名词性的实体成分( entity) ，如“这本

书值得一看”中的“这本书”，但语料中发现了不少 XP 为述谓性内容的表达，

甚至是一个命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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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很多设计技术、社会和文化、价值观

和方法、财政和教学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

( 31) 总之，一个人老无所养，只能靠别人的施舍了此残生，的确值得同情。

( 32) 小凯不到 10 岁就读完了小学，这是值得骄傲的。

例( 30) 的 XP 为“还有……的问题”，是述谓性表达。例( 31) 虽可以把实体

成分“一个人”看成“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更可能的是将整个述谓性表达看

作“值得同情”的对象，即“老无所养，只能靠别人的施舍了此残生”的“一个

人”才是值得同情的。例( 32) 则是将述谓性命题用指示代词“这”来指代。

即便表面由实体成分来充当，XP 在根本上还是述谓性的，而非完全的

实体。如:

( 33)
此菜简便易做，

鸡蛋滑爽，
葱香扑鼻，

口感极好，
有蛋羹的味道，

烧

制时间却比蒸鸡蛋羹要短得多，
又不油腻，值得坛友们一试。

例( 33) 的 XP 为“此菜”，接下来画曲线部分“简便易做，鸡蛋滑爽，葱香扑

鼻，口感极好，有蛋羹的味道，烧制时间却比蒸鸡蛋羹要短得多，又不油腻”

都是对“此菜”进行描绘，“此菜”具有这些属性或特征，所以值得坛友们一

试。也就是说，其他补充说明或修饰限制信息表明 XP 具有强述谓性而弱实

体性特征。像“这本书值得好好读读”，从表面看“这本书”是典型的实体成

分，前后又没有其他信息，但如果将之放到更大的篇章中去，那一定是“这本

书”所具有的某种属性特征使得它值得人们好好读，如下画曲线所示:

( 34) Lan Stewart 写过一本关于混沌的书，书名也叫《上帝掷骰子吗》，

文字非常优美。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当然和我们的史话没什么

联系。

下面这些句子也都是如此，虽然表面都是实体成分充当 XP，但实际上下

文已经有了足够的信息表示这个实体的特点或特征，描述性特征得到凸

显。如:

( 35) 楚都郢( 湖北江陵) ，西周其势力仅在丹水( 汉水中游) 流域; 东周

时日益发展，
多次问鼎中原，

地域最广，
民族最杂，楚文化值得

研究。

( 36) 转念一想，
你理岱在床上搂着小老婆睡大觉，

还动不动要杀这个，

砍那个，这种人不值得我替他卖这个命! ［原例( 12) 的完整句段］

即便有时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可以依据生活经验从中推知 XP 的内涵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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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

( 37) 要知道，家门小巷虽值得眷恋，外面的世界却更加精彩。

“家门小巷”具有“为人熟悉、温馨、乡情浓厚”等特点，所以才“值得眷恋”。

这种特点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出的。

基于对“XP + 值得( + A) + VP”构式中的成分及其关系的分析，我们将

其构式意义概括为“XP 由于具有某种内涵或性质从而使得( 主体 A) 对其所

采取的动作行为 VP 变得充分”。其中，XP 的内涵或属性对执行某动作提供

了量的充分性。在具体语境中，对内涵或属性的描述特征越凸显、语境提供

的内容越明确，这种句式就越有可能得到充分的读解。就该构式义的获得

而言，“( 主体) 采取某动作行为”能比较透明地从线性序列“( + A) + VP”中

继承过来，而“XP 由于具有某种内涵或性质从而使得……”部分则是“构”中

所无，是在其他述谓性内容中浮现( emerge) 出来的，上下文提供的语境或日

常生活经验的规约性为其构式意义的浮现提供了现实化的条件。因此，

“XP + 值得( + A) + VP”的每个成分虽然在结构中作用大小或表现途径虽

不一样，但都贡献了自己的意义，构式意义并不是无源之水。

与完整映射“值得”语义结构的“XP + 值得( + A) + VP”相比，“(……XP，)

VP +值得”和“值得( + A) + V + 的是，+ 小句( clause)”则是通过对语义成分的

特定配位方式来实现说话者特定的语用目的。对于“(……XP，) VP + 值得”来

说，XP 要么在句法上降级( V 的宾语或介词的宾语从而做整个“VP 值得”的状

语) ，要么在语义上处在从属小句中，而 VP 直接与“值得”组合充当主句，如:

( 38) 珍珠乡的一位老大娘看了这出戏后，拉着演员的手说:“花一万块

钱也值得。”

( 39) 由知青子女回沪所生的忧与虑确实不少，但喜和乐更多。为了换

来这一切，吃多少苦也值得。

在说话者看来，例( 38) 的“这出戏”( 前一小句中已出现)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

值和意义，即便是花一万块钱也应该来看; 例( 43) 则是说换来“知青子女回

沪”这样的结果具有重大意义，无论吃多少苦也是必须去争取的。以上“值

得”句通过对( 主体) 实施某动作行为 VP 的必要性的评述来间接说明 XP 所

具有的内涵或价值，因此可以将其语法意义概括为: 通过凸显( 主体) 实施

VP 的必要性来说明 XP 的内涵或价值。

对于“值得( + A) + V + 的是，+ 小句( clause) ”，我们认为它与“XP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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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A) + VP”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具有自身特色。“值得 + VP 的

( 是) ”后面常常接小句( 方清明，2012) ，而小句所表内容是对前面语段 /句中

所谈话题的进一步说明。如:

( 40) 淡盐水除了有排毒通便的功效之外，此法还有诸多健体作用。值

得注意的是，早喝淡盐水虽有助于长寿健康，但睡前饮用此物，却

是对健康大大不利的。

( 41) 胡萝卜和菠菜营养成分极其丰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茶多酚。

研究发现，
茶多酚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具

有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血压和血脂、防治血栓等作用。

例( 40) 谈论的话题是“淡盐水”的功效作用，在继续这个话题的过程中，说话

人又特别提醒听众要注意饮用淡盐水的时间。例( 41) 接在“最值得一提”后

面的“茶多酚”虽然不是一个小句，但接下来详细说明该物所具有的特点和

功用。因此，“值得( + A) + V + 的是，+ 小句( clause) ”具有很强的话题跟

进、强调或提示功能，“值得”作为话题标记，不仅起到了衔接和连贯的作用，

而且还强调或提示下文是某种重要信息，需要听话人予以特别注意。因此，

我们将其构式义概括为: 凸显小句所示内容( 评述事物的内涵或性质) 是重

要信息，需予以特别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值得( + A) + V + 的是，+ 小句( clause) ”的形成和语法

意义的获得并不仅仅由“值得”带来，还跟“值得”后的动词密切相关。“值

得”常常跟认知类动词和评判类动词组合在一起，这些动词都表示主体对外

界事物的关注，往往以小句为宾语。当该动词的主语是说话人时，“说话人

+ 认识动词”这个主句部分常常会虚化，成为认知情态类的插入语，后面的

宾语从句则主句化，即成为语篇的基本表述单位。这就跟“我认为他一定会

赢”中的“我认为”可以虚化一样，它后面可以停顿，与宾语从句分开，宾语从

句“他一定会赢”部分可以上升为语篇中的基本信息。“值得”后面的认知、

评判两类动词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演化，而“值得”自身又是跟动词紧密结

合的，所以它们就一起在语篇组织和认知情态上发挥话语标记的作用了。

至此，我们考察了“值得”在概念基础的促动下经由语义结构向句法结

构投射并形成“值得”构式群的过程及其特点，并借助语句所提供的现实化

环境和背景信息推导出了构式群中各个构式的语法意义。我们用图 1 来展

示本文的推导过程和论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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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值得”的构式形成和意义浮现

从图 1 可以看出，“值得”本身作为词项，其概念为语义结构的形成提供

了基础，语义结构则是对概念基础的进一步结构化。在语义结构向句法结

构投射的过程中，说话人选择不同的形式来凸显想要表达的内容，而这些特

殊的句法配置形式基于同一语义关系而形成相互关联的系统———“值得”构

式群。在语境所提供的现实化、具体化环境中，构式浮现出了语法意义，既

有从“构”中透明地继承过来的意义，也有“构”中所无，从语句其他信息中整

合而得来的“式”的意义。

以上分析还说明，“值得”构式的形成和构式义的浮现跟词库、词法、语

义、句法、语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具有多重界面互动的特征。比如，我

们在归纳其概念基础时，是从具体的用法中总结出来的; 在描写其句法格式

和句法特点时，也以其概念基础和语义结构作为参照; 在提取构式义时，又

无一不是综合句法特点和语义关联来进行的。本文将其分开描写只是为了

更清楚地展示层与层之间、界面与界面之间的作用机制和互动过程。

五、结 语

“值得”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它的句法配置和语义关系很特

殊，在动词选择、情态特征等方面也独具特色。本文通过分析“值得”构式中



28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三辑)

的形义关系及其浮现机制问题，借此说明只有对形义关系的建构过程和“浮

现”特征加以分析，构式研究才可能通过条件规则的限定来实现可操作性，

而不仅仅停留在观念说明或语义读解层面。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模式充分

展示了词项与构式之间、语义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构式的形式与意义之

间、构式及构式义的透明与非透明之间、语言表达的线性与非线性之间等多

层次的互动关系，为构式研究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路径和模式。

这种关注多重界面互动关系的分析模式不仅在构式研究中具有理论意

义和实际操作价值，在探讨人脑如何进行信息加工和语义识解等方面也同

样具有普遍意义。如袁毓林( 2014a，2014b) 分别就副词“白、白白( 地) ”和

“救火、养病、回复疲劳”等看似扭曲的现象为例，通过分析它们的概念基础

和语义结构，探讨了人脑是如何根植于概念结构、在句法结构的制导下生成

语句和识解其意义的过程。由于这种基于多重界面的研究路数尤其注重发

掘不同界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其中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机制，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人脑信息加工和识解方式的基本路径和普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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