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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动词宾词的语义功能

黄惠晖

摘 要 英语 中的动词 宾语具有丰富的语义功能
,

在篇章 中采用何种语义功能

的动词 宾语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
,

了解动词 宾语的 不 同语义 功能对深入理解语篇

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动词 宾语 语义功能 语篇分析

对于英语中的宾语
,

语言学家所作的解释不尽相同
。

有的语言学家从句法的角度研究宾语

的句法功能
,

因而认为宾语是接在及物动词或介词之后的名词性成分
。
①动词宾语根据其和动

词的关系可分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
。

然而有不少语言学家从语义的角度出发
,

研究动词宾语

在话语 d( is c 。盯
s e ) 中的意义

,

对于动词宾语的语义意义
,

人们一般都认为动语直接宾语可表

示
:
1) 动作的承受者或动作的对象

; 2) 动作的结果
,

3) 动作本 身
。

勺旬接宾语表示动作对谁而

做
,

或为谁而做
。

语法与话语关系密切
,

进一步认识动词宾语在话语 中的意义和作用显得很有

必要
。

本文拟从语义的角度
,

探讨英语动词宾语的功能意义
,

以加深对动词宾语的认识
。

有些语言学家
,

如 Q iu kr 等人和 H a
ill d a y

,

从语义功能角度对动词宾语和动词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
、

归纳
。

依据 Q iu r
k 等人的理论

,

宾语作为动作的承受者只能说 明
“
S h e t h r e w ht e

ot y ”
这样的句子

。

在这个句子中
,

S h e
作为动作的执行者对 t oy 这个动作对象作出了 t h r e w 的

举动
。

因此
,

及物动词 t h r e w 的对象 ot y 是该动作的承受者
。

整个句子可以理解为
“
S h

e
d记

s o m e t h 一n g t o t h e t o y ” 住D 。

但是英语中还有很多动词宾语却具有其他不同的重要功能意义
,

不能搬用上述的方法解

释
。

根据直接宾语与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之间的语义关系
。

综合 O in on
S ,

Q iu kr 等人
④和王寅⑤

对英语动词宾语的语义划分
,

我们可以看到
,

动词宾语至少可以包括以下 11 类
:

.l 受动宾语 ( a f f e c et d ob j e C t )
,

即宾语是动作的延及对象
,

直接承受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

受动作的影响
,

它是动作发出之前就 已存在的实体
。

例如
:

1 ) T h e o l d m a n s a v e d t h e s o ld i
e r

.

2 ) 1 g a v e t h
e
g i r l a b a g

.

例 l 中的 t h
e s o l d i

e r

是动作的直接受动者 ( a f f e e t e d p
a r t i e i p a n t ) ;

例 2 中的
a b a g 是动作

的间接参加者 ( in d i
r e e t p

a r t i C i p a n t )
.

t h e g i r l 是接受者 ( r e e ip i e n t )
,

以下将讨论
。

.2 结果宾语 (
r e 、 u h a n t o b j e

C t )
,

与受动宾语不同的是
,

结果宾语在动作发 出之前并不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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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它是动作导致的结果
。

如例 3 中的
a ca ke

:

3 )M o t h e r
b a k e d a e a k e

.

3
.

处所宾语 ( l o e a t i v e o b j e e t )
,

即宾语表示动作实现的地点
,

例如
:

4 ) T h e e a r P a s s e d t h e h o u s e
.

5 ) H e s w a m t h e C h a n n e l
.

例 4 和 例 5 的意 义相 当于带介词 的句子
,

如 T h e C a r p a s s e d b y t h e h o u s e ; h e S w a m

a c r o S S ht e C h a n n e l
.

由于此类句子中的动词包含了介词的语 义
,

故有时介词被略去
。

类似的动

词还有 w a lk
,

f l e e
, r o a m

, c r o s s ,

ju m p
,

t u r n , e l im b 等
。

4
.

同源宾语 ( co g n a et o bj e c t )
,

表示所做 的动词本身
,

此类宾语的特点是
:

宾语与动词在

语义和词形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

其语义功能是重复动词的全部或部分意思⑥
。

例如
:

6 ) S h e s a n g a b e a u t i f u l s o n g
·

例 6 的名词 so n g 是动词 is n g 的同源词
,

意思相近
。

5
.

接受宾语 (
r e c i p ie nt

o bj e c t )
,

即宾语为动作所影响的对象
,

也有人称之为与格宾语
,

例

女口
:

7 ) 1 P a i d t h e w a i t e r ( t h e t iP )
·

上例中的 ht e it p 是直接宾语
,

但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可略
; t he w ia t er 在句 中是接受宾

语
,

表示它是动作的受益者
。

6
.

受动 I旬接宾语 ( a f f e e t e d i n d i r e e t o b j e e t )
,

与例 2 中的受动宾语
a b a g 所不同的是

, a b a g

在句 中作直接宾语
,

而例 8 中的受动宾语 ht e b
a
b y 在句中起间接宾语的作用

,

其后的直接宾

语往往是结果宾语
,

而且不能用带介词
t 。
或 f or 的句型进行转换

。

例如
:

8 ) 1 g a v e t h e b a b y a b a t h
·

7
.

事件宾语 (
e

ve nt i v e o bj e c t )
,

事件宾语 的语义特点是
:

它提供 了动词的主要意义
,

传递

事 件这一慨念
。

其动词是 一种
“

无实际意 义动词
”
(e n l p yt ve r b )

。

常见的动词有 d o, m a
ke

,

h a v e ,
t a k e ,

g
e t ,

g iv e ,

p
a y

,

p u t 等
。

例如
:

9 ) H e d i d li t t l e w o r
k

.

8
.

工具宾语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o b j

e e t )
,

即宾语是动作完成所需要的工具
。

例如
:

1 0 )W
e u s e d t h e e o m p u t e r

f o
r o u r

m a t h p r o b l e m
s

.

9
.

使役宾语 (
c a u s a t i v e o b j

e c t )
,

即宾语是动作使役的对象
,

例如
:

1 1 ) S h e d a n e e d t h e b a b y o n h e r k n e e s
.

1 0
.

换喻宾语 ( m e t o n y m ic o bj ec t )
,

指与宾语有密切关 系的事物
,

它并非宾语本身
,

例 12

中所传达的意义实际上是
“

抹掉
”
( w iP e )

“

眼泪
” ,

因此
,

hi s e y e s

是换喻宾语
。

1 2 ) H e w ip e d h i
s e y e s

.

1 1
.

方式宾语 ( o b j
e e t o f m

a n n e r
)

,

即动作为宾语的实现方式
,

例如
:

1 3 ) S h e s m i l e d h e r t h a n k
s

.

尽管以上 11 种分类包括了动词宾语的很多语义功能
,

但仍无法涵盖其全部意义
,

因此
,

有

必要参考系统语法所作的分析
。



在 H a ill d a y 的系统语法理论中
,

语言的概念功能主要反映说话者对于外部世界和 内心世

界的经验
,

句子被看作为语言描写的一个基本单位
,

动词是体现语言的概念功能中及物性系统

的一个成分— 过程
。

H a
ill d a y 把句子分为三个成分

:
( 1) 过程 (P or

c e s s )本身 ; ( 2) 过程的参与

者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 ( 3 )与过程有关 的环境 ( e i r e u m s t a n e e s )
,

如时间
、

地点
、

方式等成分
。

这三个成

分在句子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

过程即动作本身
,

用动词表示
;
参与者即动作参与者

,

用名词等表

示 ;
环境

,

即
“

过程
”
需要参照的成分

,

多用副词或介词短语表示
。

为了进一步解释不同过程所执

行的不同语义功能
,

H a ill d a y 又把过程分为六大类
,

它们是
: 1

.

物质过程 ( m a t e r i a l rP co o s s ) ; .2

思维过程 〔m e n t a l p
r o e e s s

) ; 3
.

关系过程 ( r e l a t io n a l p r o e e s s ) ; 4
.

行为过 程 ( b e h a v i o u r a l p r o -

e e s s ) ; 5
.

言语过程 ( v e r b a l p
r o e e s s ) ; 6

.

存在过程 ( e x i s t e n t i a l p r o e e s s )
。 , 划分过程类型的结果

是每个过程中的过程与参与者 (一个或两个 )都分配有不同的功能并赋予不同的名称
。

参与者

在句子中的功能是由不同类型的过程决定的
。

以下分述说明系统语法中的所有过程
,

侧重阐述

类似传统语法中的动词宾语现象
:

1
.

在物质过程或称
“

做
”

的过程 ( p
r o e e s s e s

它们的语义关系必定是
of d io n g ) 中

,

当句中同时出现两个参与者时
,

“
动作者对 目标做了某事

” 。

换言之
,

动作者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主语
,

目标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
目标是行动者行动所延至的对象

。

“

受动宾语
” 。

例如
:

1 4 ) H e

动作者

e a u
g h r

过程

t h e e r i nt i n a l
.

目标

2
.

思维过程也就是感觉的过程
,

表示动作实体对现实世界的感觉
、

认识和反应
。

思维过程

不存 在物 质 过 程 中 的行 动 者 与 目标的关 系
,

其过程 ( 即 动词 ) 多与情感 (f
e
出 ng )

、

思 想

( t h i n k i n g ) 以及感知 ( p e r e e i v in g ) 有关
,

如 l i k e ,

lo v e ,

h a r e ,

k n o w
, r e a l i

z e ,

b e l i e v e , s e e , u p
-

S e t
,

W o r r y
,

p u Z “ l e
,

f e
e l

,

d e 王i g h t
,

im p r e s s
等

。

两个参与者的关系是感知者与现象的关系
,

感

知者多是具有感知能力的
“

人
” 。

传统语法中的宾语在思维过程中可能是感知者 (s en
s or )

,

也可

能是现象 p h e n o o l e n o n )
,

如
:

1 7 )

感知者

I

感知者

u P
s e t s

过程

1i k
e

过程

r e ir l e n l
b e r

过程

1l l e
。

感知者

t f
飞e n e w h o u s e

.

现象

p o s t i n g t h e I e r t e
r

.

现象

、

,、夕卫
厂J口{)

, l,1.

3
.

关系过程表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关系
。

由于现实世界的关系复杂
,

型 (
a r t r i b u r i v e )关系过 程和识别 ( i d

e n t i f y i n g ) 型关 系过程
,

关系过程分为属性

包式 ( i n t
。 n s i v e )

”

这两种关 系过程各 自又可分 为
“

、 “

环境式 ( e i
r e u n 飞s t a n t i a l )

”
和

“

所有式 ( p o s s e s s iv e )

者分别为
“

载体 ( e a r r i e r )
”

和

” 。

属性型关系过程的参与

属有关系
。

载 1不 ( c a r r l e r )
”

和
“

属性 ( a t t r ib u t e )
” ,

这种类型的过 程可赋予载体一种性质
、

环境或

识别型关系过程的参与者分别是
“

被识别者 ( i d e n t if i e d )
”
和

“

识别者 ( id e n t i f i e r )
” 。

识



别 句中有一个
“

标记 ( ot ke n)
”
和一个

“

价值 ( va lu e )
” ,

标记和价值与识别者和被识别者总是联

系在一起
。

标记指外表
、

形式
、

名称或符号
,

价值指性质
、

身份
、

功能或意义
。

例如
:

18 ) T h e g i r l r e s e m b l e d t h e m o t h e r
.

识别者 /标记 过程 被识别者 /价值

关系过程中的动词 多数为传统语法 中的系动词
,

它们后面所跟的名词相当于传统语法中

的表语
。

但有些表示时 间
、

空间
、

伴随
、

方式等概念意义的动词后所跟的名词则与传统语法中的

动词宾语相当
。

如
“
T h e m e e t i n g t o o k u p t h e w h o l e m o r n i n g ” , “ A b r id g e e r o s s e s / s p a n s t h e

r i v e r
. ”

等
。

另外还有一些表示
“

属有
”

概念的动词后的名词如果担当
“

拥有物
”
( p os s e S S e

d) 的角色
,

也

属价值的范畴
,

与它产生关系的标记是
“

拥有者
”
( p os

s e s s

or )
,

如
:

1 9 ) M y b
r o t } l e r

拥有者 /标记

t h e h o u s e
.

拥有物 /价值

由此看来
,

根据关系过程类型的不同
,

在带及物动词的过程的句子中
,

传统语法中的宾语

可以是属性
、

识别者
、

被识别者
、

拥有物
、

价值等
。

4
.

行为过程指的是生理或心理行 为的过 程
,

表现实体的生理反应或心理活动
,

但它 只有

一个参与者
,

该参与者总是位于过程之前
,

充当句子中的主语
。

由于行为过程中的过程往往是

不及物动词
,

因而不存在传统语法中的动词宾语
。

5
.

言语过程指的是用言语形式来谈论某事的过程
,

典型的动词有
s

ay
,
t e ll 或表示表扬

、

批

评
、

抱怨
、

毁谤之类 的动词
,

其参与者一个是
“

说话者 (
s a y e r

)
” ,

一个是
“

受话者 (
r e C e iv e r

)
” ,

还

有一个
“

说话内容 (
v e r

b
l a
g e )

” 。

例如
:

2 0 ) T h e t e a e h e r t o l d u s a s t o r y
.

说话者 过程 受话者 说话内容

2 1 ) S h
e s a ld t h a t s h e w o u ld e o m e s o o n

.

说话者 过程 说话内容

20 例中的受话者和说话内容与传统语法 中的间接或直接宾语相似
。

6
.

存在过程是表示某实体存在的过程
,

该实体可以是人
、

物
、

事或状态
。

存在过程必须有

一个
“

存在物 (
e x i s t a n t )

” ,

如
:

`

I
’

h e r e C a m
e a

b u 、
.

该过程不含有传统语法中的宾语
。

此外
,

传统语法中称间接宾语的成分
,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称
` .

受益者 ( b e n e if C ia r y )
” 。

在物

质过程中
,

受益者 又细分为
“
(物品 )接 受者 ( r e c i p ie n t )

”

和
“

被服务者 ( e l ie n t )
” 。

前者是在句型

转换中可带介词 t o 的句子
,

如 H e g a v e m e t h e : a d i。
.

(一 H e g a v e t h
e r a d i 。 t o m e )

,

后者为在

句型换中可带介词 f o
r

的句子
,

如 e a n y o u b u y r n e 。 n 。 。 V e
l。 p ? (一 C

a n y 。 u b u y a n e n v e l o p f o r

m e ? )
.

C l i e n t 也用在包含两个参与者的句子
,

如 P le :
, s e f i n d u s s o 。 、 e d e s k

s
.

在言语过程中
,

受

益者即受话者
,

用 r e e e i v e r

表示
,

如 H e t o l d
: ; 、 a s r o r y ; 在关系过程中用 b e n e f i e ia

r y 表示
,

以示

区别
,

如 T h
e
b o o k C o s t S m e f i

v e d o l l a r s
.

另外
,

被 Q iu r k 等 人视为同源宾语
,

处所宾语等一些结构
,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被称作
“

范围

( ar gn
e )

” 。 “

范围
”

是一种语法成分
,

具体说明过程所涉及的范围
。

它可以是物质过程
、

行为过

程
、

思维过程和言语过程中的现象
,

有些与 目标很相似
,

但 H a ill d a y 把它 们归属
“

范围
” ,

而不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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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
“

目标
” 。

他认为 目标与行动者之间的语义关系是
“

做
”

的关系
,

而
“

范围
”

与参与者则没有这

层关系
。

其他原因如范围成分不能跟表示结果的补语同用
,

如不能说 T h e y c r

os s e e d ht e lan d

fl a t
.

以及范围不能是人称代词等事实都是判断两者区别的依据
。

从以上可以看 出
,

在 H a ill d a y 所归类的六种过程中
,

除了行为过程
、

存在过程及部分关系

过程中的句子外
,

其余的过程中的句子都包含了传统语法 中的动词宾语
。

H al l i d ay 从语义功能

的角度出发
,

对它们进行了详尽
、

细致的分析
,

并赋予其不同的名称
。

为了便于理解
,

本文权且

把它们统称为动词宾语
,

相信 H a ill d ay 这种语义功能理论的分析会对我们理解动词宾语有所

启发
。

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
,

它反映 了人类现实世界中的主客观经验
,

从以上对 比分析可以看

出
,

形式和意义有必要有机地联系起来
,

认识动词宾语现象及其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作者

/说话者的表达的认识
。

尽管 Q iu r k 等人和 H a ill d ay 以各自的观点对宾语作出不同的划分与解

释
,

但都比较完整地说明了宾语的实际意义
。

了解其理论对我们进行语篇分析不无裨益
。

为了

验证这些理论在语篇分析 中的实 用价值
,

笔者选用 了牛 津大学 G iu d e d c o m p er h e ns ion
a

dn
S u m m a r y 刊物于 1 9 8 2 年出版的一篇有关美国西部牛仔文章的部分段落进行分析

。

I n t h e e a r l y d a y s i t w a s a h a r d J o b g e t t i n g t h e e o w s t o t h e m
a r
k e t s t h e y w e r e k i l l e d

.

I t

w a s n o g o o d k i l l i n g t h e m o n t h e r a n g e s b e e a u s e t h e r e w e r e n o l o r r i e s o r r a i lw a y s t o e a r r y t h e

m e a t
.

T h e e a t t le h a d t o b e d r i v e n a l o n g i n a la
r
g e h e r d t o t h e t o w n s w h e r e t h e y w e r e n e e d e d

.

T h e p l a e e s w i t h l o t s o f p e o p l e w h o n e e
d e d m e a t w e r e o f t e n h u n d

r e d
s o r t h o u s a n d s o f m i l e s

a w a y f r o m t h e r a n g e s
.

T h e e a t t l e w e r e r o u n d e d u p
, a n d t h o s e t o b e s e n t a w a y w e r e k e p t t o

-

g e t h e r
.

O n t h e t r a i l t h
e
l e

a d e r w a s t h e t r a i l b o s s ,

w h o t o l d t h e m e n w h ie h jo b
s t o d o

.

H e d e -

e id e d w h e r e t h e y s
h o u ld e a m p a t n i g h t

.

H u n d
r e d o r m a y b e t h o u s a n d

s o f
e a t t l e w e r e t a k

e n o n t h e t r a i l
.

T h e h e r
d w a s n o t m a d e

t o m o v e t o o q u i e k l y 一 i f t h
e y r u s h e d a l o n g t h e y w o t l

ld g e t t h i n a n d n o t b e w o r t h m u e h
a t

m a r k e t
.

S o m e e o w b o y s r o d e b e s i d e t h e n l , s o n i e i n f r o n t a n d o t h e r s a t t h e b a e k
.

C o w s w h i e h

m o v e d t o o s
l o w l y w e r e

h u r r i e d a l o n g
.

C o w s w h i e h t r ie d t o g e t a w a y w e r e m a d e t o 9 0 b a e k t o

t h e h e r d
.

美国中部大平原在内战后早期因路况差
,

牛仔被雇来把牛群赶到远离牧场的集市宰杀
。

该

文介绍了他们的生活情景
。

借用上文所列的动词宾语类型
,

我们便能加深对该文的理解
,

窥视

牛仔的生活画面
。

从形式上看
,

该文有 32 个动词
,

其中及物动词占了 17 个
,

有 10 个及物动词

用了被动语态
。

因而在形式上带宾语的动词只有 7 个
。

根据 Q iu kr 等人的划分
,

在这些形式上

可见的动词宾语中
,

有 6 个是受动宾语 (如 t h e c o w s ,
t h e m

,
t h e m e a t 等 )

,

剩下的 l 个是接受

宾语 ( t h e m e n )
。

而按照 H al h da y 分法
,

文章中共有 13 个物质过程的句子
,

其中有 9 个 (包括主句和从句 )

使用了被动语态
,

它们的主语是物质过程的目标
,

动作者被略去
。

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可允许出

。

9 3
。



现一个参与者而略去另一个参与者
,

即略去动作者
,

这时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不想透露 动作

执行者
,

或是动作执行者不明确
,

或是动作执行者的身份不言而喻
,

而在两个参与者都出现的

情况下则表明说话者既关心动作的对象
,

也关心动作执行者
,

篇章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而略去

动作执行者
,

其中有两个原因
:

一是在上下文的情况下
,

动作执行者 ( C o w bo y S ) 的身份读者无

须提示便一清二楚
;二是为了突出

“

牛群
” ,

而不突出
“

牛仔
” ,

因为
“

牛群
”

是文章的主题
,

牛仔处

于次要的地位
,

其唯一的任务是把牛群赶去集市宰杀
。

此外
,

文章中频繁使用了物质过程
,

物质

过程中的目标在语义上相当于受动宾语
,

都是动作执行者
“

做
”

的对象
。

这里多数句子 的
“
目

标
”

是牛群 (如 t h e C o w S ,
t h e C a t t l e )

,

说明牛仔们在做事
,

与
“
目标

”

牛群打交道
。

这也是篇章中

较多使用受动宾语的原 因
。

另外 2 个关系过程是含动词 en ed 的句子
,

说明人们有食肉的需要
,

这种需要决定了牛仔的工作性质
:

他们必须把牛赶到集市宰杀
。

最后
,

文 中的 2 个言语过程

( ot dl
,

de c记 e d ) 中有受话者 1 个
,

说话 内容 2 个
。

言语过程的
“

说话者
”

是他们的头目
,

头 目作出

决定
,

让其他牛仔照办
,

因此牛仔们只是
“

受话者
” ,

他们只有照做的权利
。

由此可见
,

语篇中某个特殊语言模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
。

作者在考虑该用何种语言模式时

总是与他的写作意 图相联系
,

他们选用 自认为最好的模式以求有效地传达某种信息
。

了解英语

动词宾词的语义功能是我们深入理解语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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