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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式的性质及句式的形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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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Ｎ（施事名词）＋把（表“处置”义）＋Ｎ（受事名词）＋Ｖｔ（动作动词）＋Ｖｉ（状态动词）”句式（“武松把老虎打死了、黄狗
把花猫咬伤了”之类）

（２）“Ｎ（受事名词）＋被（表“被动”义）＋Ｎ（施事名词）＋Ｖｔ（动作动词）＋Ｖｉ（状态动词）”句式（“老虎被武松打死了、花猫
被黄狗咬伤了”之类）

１
２

（３）“Ｎ（处所名词）＋Ｖ（动作动词）＋着＋Ｎ（事物名词）”句式（“门口站着警卫员、草原上奔驰着骏马”之类）
（４）“Ｎ（事物名词）＋Ｖ（动作动词）＋在＋Ｎ（处所名词）”句式（“警卫员站在门口、骏马奔驰在草原上”之类）

３
４
（５）“ＮＰ（指人的数量名短语）＋Ｖｔ（动作动词）＋ＮＰ（指物的数量短语）”句式形式（“１０个人吃了一锅饭、两个人骑了

一匹马”之类）

（６）“ＮＰ（指物的数量短语）＋Ｖｔ（动作动词）＋ＮＰ（指人的数量名短语）”句式形式（“一锅饭吃了１０个人、一匹马骑了
两个人”之类）

５
６

２．

（７）“台上坐着主席团、广场上站着许多人”之类
（８）“台上唱着黄梅戏、广场上跳着秧歌舞”之类
７ ８ Ｎ ＋Ｖ ＋Ｎ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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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ｔ ＋Ｖｉ Ｎ ＋ ＋Ｎ ＋Ｖｔ ＋Ｖｉ
→←

（９）“天上有一片乌云、桌上有一盆鲜花”之类
（１０）“天上是一片乌云、桌上是一盆鲜花”之类
（１１）“天上飘着一片乌云、桌上摆着一盆鲜花”之类
（１２）“天上一片乌云、桌上一盆鲜花”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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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式的表述与句式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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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Ｎ１（施事主语）＋把＋Ｎ２（受事宾语）＋Ｖｔ（动作谓语）”句式（如“张三把李四批评了、你把那垃圾扔了”之

类），句式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施事主体处置受事客体以某种动作行为。有些不及物动词有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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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能进入这种句式，如“他把几个村庄都跑过了”、“你先把婚结了”。［１４］

（１６）“Ｎ１（施事主语）＋把（处置态）＋Ｎ２（受事宾语）＋Ｖｔ（动作谓语）＋数量词语（数量补语）”句式（如“他把她看了一眼、

我把书翻了几遍”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施事主体处置受事客体以某种动作并呈现动

作的量。有些不及物动词有时也能进入这种句式，如“他把几个村庄都跑了一遍”）。

（１７）“Ｎ１（施事主语）＋把（处置态）＋Ｎ２（受事宾语）＋Ｖｔ（动作谓语）＋副词（程度补语）”句式（如“我他把您想死（煞）

了、他把我恨得要命”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施事主体处置受事客体以某种动作并呈现

动作的程度。

（１８）“Ｎ１（施事主语）＋把（处置态）＋Ｎ２（受事宾语）＋［一＋Ｖｔ＋就＋ＶＰ］（连谓短语作谓语）”句式（如“孩子把
书包一放就去玩了、他把手一挥就走了”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一旦施事主体处置受事

客体以某种动作，施事主体就会接着发出另一种动作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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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Ｎ１ ＋ ＋ ＋Ｎ２ ＋Ｖｔ ＋ ＋ＷＰ

３
（３０）“ＺＷ（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使事）＋Ｖｉ／Ａ（状态谓语）＋Ｗ（结果补语）”句式，（如“技术革新把他的身体

累垮了、堤坝崩裂把大家吓坏了”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致事”（某个ＺＷ示的事件）致
使“使事”产生某种状态及其结果。

（３１）“ＺＷ（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使事宾语）＋Ｖｉ／Ａ（状态谓语）＋得＋ＷＰ（情状补语）”句式（如“卫星上天把我
激动得热泪盈眶、堤坝崩裂把大家吓得惊慌失措”，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致事”（某个ＺＷ表
示的事件）使得“使事”产生某种情状。

（３２）“ＶＰ（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使事宾语）＋Ｖｉ／Ａ（状态谓语）”句式（如“开夜车把他累了、终日劳累把她
病了”之类），整体语用意义是：叙述“致事”（某个ＶＰ表示的事件）致使“使事”发生某种状态。

（３３）“ＶＰ（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使事宾语）＋Ｖｉ（动作谓语）＋Ｗ（结果补语）”句式（如“爬山把他爬伤了、睡沙发把

他睡苦了”之类），整体语用意义是：叙述“致事”（某个ＶＰ表示的事件）致使“使事”产生某种结果。
（３４）“ＶＰ（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使事宾语）＋Ｖｉ（动作谓语）＋得＋ＷＰ（情状补语）”句式（如“爬山把他爬得腿都

发软了、睡沙发把他睡得腰酸背痛”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致事”（某个 ＶＰ表示的事
件）使得“使事”产生某种情状。

（３５）“Ｎ１（致事／施事－主语）＋ＶＰ（事件）＋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Ｖ（动作谓语）＋Ｗ（结果补语）”句式（如“他割麦子把

手割破了、他砍树把刀砍折了”之类），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致事（兼施事）发出动作或干某事

致使施事自身某部分或动作的工具产生某种结果。这种句式里的Ｎ２后边的谓语动词一般是及物
动作动词，但某些不及物动作动词在及物化的条件下（带上宾语）也可以进入这种句式，如“他爬山

把腿爬瘸了、他跑马拉松把鞋子跑丢了”之类。这种句式里ＶＰ通常是由“Ｖ＋Ｎ”构成，其中的 Ｖ和
Ｎ２后面的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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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可省略或隐含。［２１］

（４０）“Ｎ１（致事／系事－主语）＋ＡＰ（状态谓语）＋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Ａ（性状谓语）＋得＋ＷＰ（情状补语）”句式（如“这
活儿很累把他累得精疲力竭、这件事很忙把他忙得手足失措），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致事（兼

系事）发生某种状态使得“使事”产生某种情状。这类句式里的致事由事件名词充当，表示“状态”

的“ＡＰ”在特定语境中可省略或隐含。［２２］

（４１）“Ｎ１（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Ｖｉ／Ａ（状态谓语）＋Ｗ（结果补语）”句式（如“这场战争把他的美梦

毁掉了、紧张的工作把她累垮了），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事件名词所表致事致使“使事”产生

某种结果。

（４２）“Ｎ１（致事主语）＋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Ｖｉ／Ａ（状态谓语）＋得＋ＷＰ（情状补语）”句式（如“战争把城市毁
坏得惨不忍睹、海啸把他的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事件名词所表致事

使得“使事”产生某种情状。

（４３）“Ｎ１（致事／受事－主语）＋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Ｖｔ（动作谓语）＋Ｗ（结果补语）”句式（如“青草把羊群喂肥了、

这杯酒把他喝醉了”），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叙述受事名词所表致事（受事名词前边或后边隐含着

某个动作或事件［２３］）致使“使事”产生某种动作的结果。

（４４）“Ｎ１（致事／受事－主语）＋把（致使态）＋Ｎ２（使事宾语）＋Ｖｔ（动作谓语）＋得＋ＷＰ（情状补语）”句式（如“青草把羊群喂
得肥肥的、这个南瓜把他吃得拉肚子了”），整体语用功能意义是：受事名词所表致事（受事名词前

边或后边隐含着某个动作或事件［２４］）使得“使事”产生某种情状。

＋ＮＰ

三、句式的运用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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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１．
＋

（４５）“Ｎ１（施事主题）＋［Ｖｔ（动作谓语）＋Ｎ２（受事宾语）］（述题）”句式（如“我看过这个电影了、她读过这本书
了”之类）

（４６）“Ｎ２（受事主题）＋［Ｎ１（施事主语）＋Ｖｔ（动作谓语）］（述题）”句式（如“这个电影我看过了、这本书她读过
了”之类）

４５ ４４

（４７）“Ｎ（处所主题）＋Ｖｉ（动作谓语）＋着＋Ｎ（施事宾语）”句式（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大堂门口站着两个门卫”
之类）

（４８）“Ｎ（施事主语）＋Ｖｉ（动作谓语）＋在＋Ｎ（处所宾语）”句式（如“主席团坐在台上、两个门卫站在大堂门口”
之类）

４７
４８

２．

（４９）“Ｎ（施事主语）＋Ｖｔ

式）的

船 （事主语

也 ）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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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Ｎ（受事主语）＋［被（被动态）＋Ｎ（施事宾语）］（介宾状语）＋Ｖｔ（动作谓语）＋Ｖｉ（结果补语）”（如“老虎被武松打死
了、大灰狼把小山羊咬伤了”之类）

４９
５０ ５１

３．

（５２）“Ｎ＋是＋不＋Ａ”句式（“你是不对、我是不好”之类）
（５３）“是＋Ｎ＋不＋Ａ”句式（“是你不对、是我不好”之类）

５２
Ａ ５３ Ｎ

（５４）张三
獉獉

今天吃了两只苹果。

（５５）张三今天
獉獉

吃了两只苹果。

（５６）张三今天吃了
獉獉

两只苹果。

（５７）张三今天吃了两只
獉獉

苹果。

（５８）张三今天吃了两只苹果
獉獉

。

Ｎ ＋Ｎ ＋Ｖｔ ＋ ＋Ｎ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Ｎ（施事主语）＋Ｖｔ（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你干什么？／你吃什么？”之类）
（６０）“Ｖｔ（动作谓语）＋Ｎ２（受事宾语）＋Ｎ１（施事主语）”句式（如“干什么，你？／吃什么，你？”之类）
（６１）“Ｎ（施事主语）＋Ｖｔ（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张三问：你喝什么？”之类）。
（６２）“［（施事主语省略）］＋Ｖｔ（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李四答：喝红酒。”之类）。
５９ ６０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１

６２

４．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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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不＋准＋ＶＰ（干某事）”（如“不准吸烟！”“不准吐痰！”之类）
（６４）“请＋你＋别＋ＶＰ（干某事）”（如“请你别吸烟！”“请你别吐痰”之类）
（６５）“你＋能＋不＋ＶＰ＋吗（干某事）”（如“您能不吸烟吗？”“你能不吐痰吗？”之类）

２７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Ｎ（施事主语）＋副词（揣测口气）＋Ｖ（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他大概喝过酒了、他也许喝过酒
了”之类）

（６７）“Ｎ（施事主语）＋副词（肯定口气）表肯定＋Ｖ（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他是喝过酒了、他的确喝过酒
了”之类）

（６８）“Ｎ（施事主语）＋副词（否定口气）＋Ｖ（动作谓语）＋Ｎ（受事宾语）”句式（如“他难道喝过酒了、他没喝过酒”之
类）

２８ ６６
６７ ６８

１．

　

（６９）蒋光鼐等抗日将领率领率领国军奋起抵抗，连续打退日军的进攻，［　］打死日军 ３０００
人，［　］打伤６０００多人，迫使日军更换了三个指挥官，挫伤了日军的气焰。（这句用“主动态”）

（７０）去年以来，一帮海匪穷凶极恶，抢劫我公司渔船３艘，［　］把我渔船烧毁，［　］把３名船
长及１０余名船员打伤，［　］把船上的所有财物都抢走了。（“把”表“处置态”）

（７１）她的腿被她的男人打伤了，伤得很厉害，站也站不起来。（“被”表“被动态”）
６９

７０
７１

４３７



６ 　

６９
７０ ７１

２．

Ａ． Ｎ ＋Ｖ ＋
Ｖ

Ｂ． Ｎ ＋Ｖ ＋
Ｎ Ｖ

Ｃ． Ｎ ＋ ＋
Ｎ ＋Ｖ ＮＶ

（７２）第一幕里的舞台布置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地上铺着一张粗旧的地毯，地毯上摆着一圈
老式沙发，侧面的墙上挂着一些镜框，那些镜框里镶嵌着一些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７３）她的室内到处都有她与萨特的照片，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书架上或书桌上。
（７４）记者走进他的家，发现这里有着玲琅满目的各种艺术品，有些手工艺地毯在地上铺着，有

些油画在墙上挂着，还有些雕塑在柜子里摆着。

ＡＢＣ
７２ Ａ ７３

Ｂ ７４
Ｃ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３ ７２ ７４ ７４ ７２ ７３

四、结　语

２９

５３７



２０１６

注释：

１ ２００３ １
２ ２０１０ ４

２０１２ ３ ２０１３ ４
３ １＋ ＋ ２＋ Ｖ －Ｎ－Ｃ

Ｓ Ｖ Ｎｓ＋



６ 　

１１

９４ ２００３
１２

→ 
→

１３ ＶＰ ３３
３６ ＶＰ ４１ ４２ Ｖ

３５ ３６ １８１９
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８
２０００ １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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