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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吃”的文

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探讨， 在宏观方面， 可以看出

“吃”统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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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只注重个体生命

的救赎与超越，吃倒退居到次要位置，随着黄河流域的农耕

文明逐渐形成“熟人社会”，“吃”以礼的形式凝固下来，并上

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关于“吃”的文化内涵已经十分

明了，归结到具体的语法层面上，我们可以将“吃”分为三个

类型，然后逐一进行分析。
1 吃 +N1（具体、可食用）

动词“吃”加名词构成动宾结构，这是汉语中最常见的

一个结构，按照“配价理论”的解释，“吃”是一个二价动词，

“吃”的后面可以关联两个名词性的词语，像“吃饭”、“吃水

果”、“吃烧饼”之类的结构，其意义非常明了，无需多讨论，

对于“吃 +N”结构，现在就以下两种情况，并结合例句分别

加以分析。
1.1“吃他的饭”和“吃他一辈子”对比分析

“吃他的饭”这个句子中，动词“吃”的后面接了两个名

词性的词语，即“他”和“饭”；同样，“吃他一辈子”这个句子

中，动词“吃”的后面也接了两个名词性的词语，即“他”和
“一辈子”；这两个例句可以证明“吃”为二价动词，但是这两

个句子所表示的意义却有所不同。
在“吃他的饭”这个句子中，“饭”是“吃”的受事者，而

“饭”的前面有一个“的”字结构“他的”，“饭”和“他的”是修

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即“饭”被限定在“他”的范围之上，“吃”
的只能是“他的饭”，而不是别人的“饭”，从这个角度上来

说，动词“吃”的后面只是跟了一个名词成分，只是这个名词

结构比较复杂一点而已，在此，动词“吃”只发挥了一价动词

的作用。
在“吃他的饭”这个句子中，“一辈子”和“他”同是“吃”

的受事者，而“一辈子”的前面有一个“他”字，在这里，“一辈

子”和“他”并非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他们属于并列的两个名

词，只是这两个名词相互影响，即“一辈子”被限定在“他”的范

围之上，“吃”的只能是“他一辈子”，而不是别人的“一辈子”，
属于限定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动词“吃”的后面跟了两个

个名词成分，在此，动词“吃”发挥了二价动词的作用。

1.2“吃 + 的”结构的歧义分析

“吃 + 的”结构能不能独立做主语或宾语来指称人或事

物，会不会有歧义，有很强的规律性。著名的语法学家朱德

熙先生根据这种状况，建立一个有关“动词 + 的”的“的”字
结构指称的“歧义指数公式”，即：P=n- m，在这个公式中的

“P”代表“动词语 + 的”的“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n”代表

动词的配价数，“m”代表在动词语里出现的动词的配价成分

数目。这样，当“P”为零，这样的“动词语 + 的”结构就不能独

立做主语或宾语用来指称人或事物，但没有歧义；当“P”为 2
或 3，这样的“动词语 + 的”结构就一方面能独立做主语或宾

语用来指称人或事物，同时这个“动词语 + 的”的结构一定

会有歧义。
同样，这个公式也可以分析“吃”字结构短语的歧义问

题，“吃 + 的”形成的“的”字结构能不能做主语或宾语来指

称人或事物的问题，以及这种结构会不会产生歧义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吃 + 的”做定语后它所修饰的中心语又有的能

省略，有的不能省略呢？比如前面说过，“吃亏的人”可以说

成“吃亏的”，“吃亏的原因”就不能说成“吃亏的”。这其中又

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同样也跟动词的配价有关，也只有

用配价理论来解释才容易说清楚。
现在我们把“吃亏的人”、“吃亏的原因”这类定中偏正

结构都记为“动词语 + 的 + 名词语（中心语）”。那么就很清

楚，如果“名词语（中心语）”是“动词语”中动词的一个配价

成分，这个作中心语的名词性词语就可以省略不说；如果

“名词语（中心语）”不是“动词语”中动词的一个配价成分，

这个做中心语的名词性词语就不可以省略不说。比较下面

的例子（其中“=”表示“动词语 + 的”修饰的中心语省略与否

的两种结构形式的可成立；“≠”表示“动词语 + 的”修饰的

中心语省略的结构形式不成立）：

a.吃亏的人 = 吃亏的

b.吃亏的原因≠吃亏的

在上面的例子中，做“吃 + 的”修饰的中心语的名词性

成分都分别是前面动词语“吃”中动词的配价成分：如 a 例

中的“人”是动词“吃”的施事成部分，b 例中的“原因”分别是

动词“吃”的受事成分，所以这些“的”字结构中被动词语“吃

+ 的”修饰的中心语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可以省去不说。而上

面 b 例中，做动词语“吃 + 的”修饰的名词性成分“原因”不
是前面“动词语”中动词“吃”的配价成分，所以这样的名词

性成分就在任何上下文里都不能省去不说。
2 吃 +N2（抽象、表处所）

在“吃 +N”结构中，有一种抽象的表达，比如说“吃馆

子”、“吃全聚德”等结构不能用一般的语法方法进行分析，

这就涉及便“语义指向”的问题。
语义指向不一定只是关于名词的语义指称问题，还专

门指一个成分跟另外两个或多个成分中的某一个具有“相

关”的关系，即确定某个词语跟结构内出现或可能没在结构

内出现的哪个其他词语“相联系”。

对外汉语中“吃”的语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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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指向的概念中存在“句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

关系”的一致和不一致问题，一致的问题上文已经分析过，下

面主要讨论不一致问题：同样是“动宾”关系的“吃面包”是“动

作和受事”关系，“吃食堂”却是“动作和处所”关系。
3 吃 +N3（抽象、表他者）

在“吃 +N”结构中有一类更为抽象的表达，完全是他者

性的揭示，如占人便宜的“吃豆腐”，表嫉妒的“吃醋”，下象

棋中的“吃卒子”，表示生活状态的“吃苦”、“吃香”等结构非

具体的语法知识可以解决，这必须通过“概念隐喻”来解决。
隐 喻 普 遍 采 用 的 方 法 是 使 用 意 象 图 式 理 论 (image

schema)，这是因为意象图式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身体

经验(如感知环境、运动身体、发出动力、感受力量等)所形成

的。(参阅 Turner, 1996;Gardenfors,1999;Lekoeff,1980)
在概念隐喻研究中，研究者将源域(source domain)投射

于目标域(target domain)，形成概念隐喻，他们关注的是目标

域。我们主要采用 Hutchins (1980) 的命题结构(proposition
schema)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他认为，一个命题结构就是“一

系列命题所建立的模板”，可以包含若干个概念隐喻，概念

隐喻和命题结构的关系可以从图 1 中看出。
概念隐喻是两个不同语域之间一对一的映射关系，而

在命题结构中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其并不是简单的一一

对应关系，而是一个多对一的映射模式。
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经常会利用有关“吃”的隐喻，将

源域“吃”中的概念映射到不同的目标域中。因此，形成了很

多的有关“吃”的概念，即：

A：吃是依赖。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B：吃是获得。如：吃回扣、吃豆腐。
C：吃是遭遇。如：吃官司、吃苦、吃醋、吃香。
D：吃是承受。如：吃力、吃劲、吃重。
E：吃是消灭。如：吃掉敌人一个师、吃卒子。
以上是对隐喻概念理论的分析，“吃 +N”的抽象意义得

到了很好的解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隐喻本身是文化的

构成部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文化的内容，如信念、态
度、行为方式等，它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并随社会文化变化

产生、发展和消亡。隐喻与文化密切相关，其跨文化研究也

有重要意义。
4 结论

通过对“吃”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探讨，我

们可以看出“吃”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吃”字
统摄社会关系结构，并维持其正常运转；对其语法意义的分

析使我们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并对“吃 +N”的语法结构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推动语法问题的研

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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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后检测改变以笔头呈现的主要形式，趋向多元化，比

如口译、社会调查、做报告、表演等形式

传统的检测方式主要是做练习或者考试，事实上学生

很反感这些方式，很多学生都是敷衍了事，随便抄抄答案，

根本就没用心去想，这样就使检测毫无意义，也浪费了老师

和学生的宝贵时间。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笔者在进行课

后检测时尽量做到无纸化，注重学生的即兴表达和口头表

述，这样既能锻炼他们的口语能力，也能锻炼反应能力。比

如每个单元的翻译练习，在口述给学生后，给他们 30 秒的

反应时间，当场翻译。事实证明每次到这个环节学生就会非

常紧张，总是能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此外以表演的形式

进行课后检测也是实践教学的重要方面。学生的创造力和

表现力是非常强的，只要老师加以适当引导，他们的潜力就

会得到充分展现。比如由上海外国语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

语教程》中有一篇文章讲述的是 extraterrestrial life,在文章讲

解完之后，随机给了学生四个单词：alien, black, science,
princess，要求学生根据这几个词利用课后时间自编自导自

演一台话剧，学生热情很高，全班 62 个女生都积极地参与

到表演中来，其结果是笔者欣赏到了四台不同风格但创意

十足的话剧表演，很多平时在课堂上不愿开口的同学居然

也在积极地用英语诠释着剧本。
3 结语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社会对英语类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高职院校的综合英语教学充当的

是培养英语人才基础能力的角色，其地位不言而喻，面对综

合英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实践教学无异

于一把万能钥匙。通过实践教学能把我们的理论教学和社

会实际联系起来，能够凸显外语加专业的优势，能够让学生

提前进行社会实践。实践教学和综合英语教学的结合将会

成为高校综合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必将有效改善高校的

综合英语课堂，也能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外语类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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