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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配价结构是现代词汇语义学、句法语义学中的重要概念, 表示谓词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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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thesis, Governm ent Pattern and Argum ent Structure

L iX ia

( C enter o f Russ ian Language and L ite rature S tudies o fH e ilong jiang University, H arb in 150080, Ch ina)

In Russian and Eng lish linguistics there a re notions, such as d iathesis, gov ernm ent pattern and argument structure, wh ich

represen t the co rrespondence betw een sem 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predicators. The author ana lyzes and com pares the ir

sim 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the lingu istic system adhering to, m ethodo logy, ob jec ts of desc ription, m eans of expression, then

po ints out the deficienc ies in dea ling w ith the relations betw een sem antic and syn tactic structures.

K ey words: d iathesis; governm ent pattern; argum en t structure; vo ice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 各种学派背景的语言学家

都开始关注词汇语义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语

言学界在表示语义和句法界面方面存在 配位方式 和

支配模式 两个概念, 欧美语言学中常见的是 论元结

构 概念。本文分析和比较这 3者, 洞悉俄罗斯语言学中

句法和语义对应关系研究的特点。

1 配位方式

1. 1配位方式概念的产生

Diathes is(  !∀# )源于古希腊语, 作为语言学术语,

首先出现在 L. Tesn i re的著作中, 是动词句法范畴概念,

与态 ( voice, # ∃%& )同义 ( T esn i re 1959)。在 Tesni re看

来, 配位方式 (  !∀# )为态的意义或态的结构, 其分类与

态部分重合, 主要区分为主动、被动、反身、相互、使役和

隐性几种配位方式。T esn i re用图示直观展现主动式、被

动式、反身式和相互式 4种配位方式中情景的两个主要

参项之间的关系。Tesni re将态概念本身理解为动词按

照及物性 /不及物性所作的划分, 配位方式仅在及物动词

内部进行区分。他描述了很多配位方式, 但没有区分语

义层面和句法层面。

∋ . ∋. (%∃%%) ∗, + . ∋. , ∀∃−∗./将配位方式概念

引入俄罗斯语言学,指语义配价、句法配价之间的对应关

系, 用来排除动词态范畴以往定义的不明确性, 如在 !现

代俄语语法∀中,动词被动态指及于主体的行为。这里有

两个概念表述得不清楚: 主体  和 及于 X . 为了明确

动词态概念, 须区分句子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 ( 0 )∀ %) 

1970: 351)。(%∃%%) ∗, , ∀∃−∗./对动词态的定义是:

1)每个句子都由一组句法配价构成, 对于含有动词述谓

的句子, 这组句法配价体现为主语、直接补语 (宾语 )和各

种形式的间接补语 (宾语 ); 2)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配价

可从其释义中得出,语义配价体现为行为主体 (施事 )、行

为客体 (受事 )、第二和第三客体等; 3)主动态句子的行为

主体由主语表达 ,行为客体由直接补语表达, 而被动态句

子的主语表达行为客体, 而行为主体变成施事补语。

77

2011年第 1期

总第 158期

外语学刊

FORE 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1, No. 1

Seria lNo. 15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建构!俄汉平行对照语义关系词典∀的理论与实践 ( 09BYY066 )的阶段性成果。本文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张家骅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 , ∀∃−∗./, (%∃%%) ∗ 1970) 由此引出词汇语义和句法

结构之间的对应, (%∃%%) ∗和 , ∀∃−∗./称为态或配位

方式。今天比较配位方式概念和态概念之间的区别, 可

以得到结论: 1)态在语言学中使用广泛、历史悠久, 最初

出现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中, 配位方式正好相反 ,是

一个新概念; 2)配位方式是语义―句法层面的、适用于任

何语言的普遍性概念 # # # 任意语言的任何动词都至少具

有一种配位方式, 而态是句法层面的非普遍性概念 # # #

不是任何语言的任何动词都至少有两种动词形式与不同

的配位方式发生联系。态是语法上有标记的配位方式

( , ∀∃−∗./!. II 1997- 2000, 1 ∃.2&32 2000)。一个动词

的配位方式和动词形式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极端: 1)每种

配位方式都由专门动词形式表达 # # # 态的数量与配位方

式的数量相等; 2)所有配位方式由动词同一形式表达,因

此没有态范畴。

随着时间的推移, 配位方式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

大, 指比态更普遍的句法语义对应现象。 456∀25/7认

为, 配位方式是 (语义 )角色和句法上表示这些 (语义 )角

色的名词性词汇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 456∀25/7 1977:

82)。8. 9. (: /%)5/7主张, 配位方式表达构成该动词

词汇语义单位语义结构的成分总合与构成该动词词汇语

义单 位 句 法结 构 的 成 分 总合 之 间 的 对 应 关系

( (: /%)5/7 1981: 142)。, ∀∃−∗./的定义最为简练 :词

汇语义单位 L的语义配价和句法配价之间的对应关系叫

做 L的配位方式 ( , ∀∃−∗./1997- 2000 !. II: 163 )。9.

;. <=%2!%)指出, 应该在谓词语义 - 句法类别的基础上

建构配位方式的类型学, 不同语义 - 句法类别的谓词具

有不同类型的配位方式 (<=%2!%) 1978)。

配位方式概念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 在现代语义

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1  .∗∀) 2006: 103 )。

在众多研究中, 1  .∗∀) 的配位方式观点形成一定的体

系, 最值得关注。

1. 2 1 .∗∀) 的配位方式概念

1  .∗∀) 在!词汇信息库∀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

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 配位方式是其核心概念

( 1 .∗∀) 2004)。依据 1 .∗∀) 的观点 ,配位方式一方

面反映必需情景参项在谓词的元语言释义中扮演何种角

色, 另一方面通过它们的句法配价位置体现必需情景参

项在交际地位结构中占据何种地位 ( 1 .∗∀) 1998:

82)。这样, 配位方式是情景参项的语义角色类型 (如施

事、受事、工具等 )与其交际地位特征之间的对应机制。

配位方式通过参项交际地位变化而发生改换, 动词词义

能够有规律地区分为各种变体。配位方式不仅区别一个

词的不同词义变体, 而且区别不同的词。

从参项的语义角色出发, 描写句子语义和句法结构

之间对应关系的思想出现在 20世纪 60年代。F illm ore提

出深层格 ( deep case)思想 ( F illm ore 1968, 1977), Chom sky

用 题元角色 (> ro le )代替深层格 ( Chom sky 1981)。俄

罗斯语言学更多使用 语义角色  或 语义配价  

( ∋6:∀532 1974, 1997, 2000)。(%∃%%) ∗, , ∀∃−∗./将语

义角色作为配位方式概念的基本参数之一固定下来

( , ∀∃−∗./, (%∃%%) ∗ 1970 )。1  .∗∀) 细致划分语义

角色, 归纳整理近百种语义角色类型, 构建一套复杂、庞

大的语义角色体系。

1  .∗∀) 的交际地位分为核心、边缘和隐性 3种。

核心交际地位包括主体和客体, 即通常所谓的主语和直

接补语 (宾语 )。主体和客体之外的交际位为边缘位。隐

性位不通过从属于动词的名词性成分显性体现。

( 1 .∗∀) 2004)这样, 配位方式实际上表现为情景参项

的语义角色和表层句法位之间的对应。下面, 对比动词

选举 的语义角色在句子  和 b中交际地位的变化情况:

∃ a.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b.新议会将选举一位总统。

配位方式的变化可表示为:

X 主体 施事

Y 客体 选择对象

Z 边缘位 结果

X 主体 施事

Y 客体 结果

Z 隐性位 选择对象

表格的第一纵栏是变元, 也就是参项的名称; 第二纵

栏是参项的句法地位;第三纵栏是参项的语义角色类型。

从  到 b, 选择对象角色从客体位退居到隐性位, 结果角

色由边缘位提升到客体位。

配位方式的变化可以引起词汇语义单位语义的变

化。例如:

% ? 2 :∀# ∃≅35%!.6Α≅2%Β %≅.

& Χ%Β :∀Β∀!!%∃−/%Δ.≅ &..

从% 到& , 施事角色从主体位退居零位, 工具角色由

边缘位提升到主体位, 配位方式变化可以用以下方式表

示 ( 1 .∗∀) 2004: 63):

X 主体 施事

Y 主体 工具

Z 边缘位 工具

Y 客体 受事

X 客体 受事

Z 隐性位 施事

动词 :∀# !−(切 )的词义由% 表行为变为& 表属性。

F illm ore也提交际地位特征, 用于描写参项句法地

位, 但不包含隐性位, 情景描写无法全面展开 ( F illm ore

1977)。

2 支配模式 
!俄语详解组合词典∀ ( , ∀∃−∗./, ∋. Ε. Φ %∃/%)5/7

1984)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 60年代, 支配模式 (≅%∀∃−

.6: )∃∀2 3)是其词条解释的核心部分, 是对莫斯科语义

学派!意思 文本∀模式理论思想的浓缩。支配模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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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组转换规则, 根据这些规则可以构建与对应的语义

结构相联系的深层和表层支节点树形图。作为词典, 可

以根据上表列出动词正常、可能和不可能的搭配结构。

莫斯科语义学派从 1967年开始使用支配模式概念,

以表格形式体现特定谓词的语义配价、深层句法配价和

表层句法配价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详解组合词典∀中,

表格第一横栏为深层句法配价 ( 1, 2, 3 . . . )和对应语义配

价变项 ( X, Y, Z. . . )。第二横栏是表层句法配价, 是深层

句法配价在表层句法的体现方式。深层句法配价 1, 2, 3

等是对深层句法结构图示中节点 1, 2, 3等的抽象。语义

配价变项从词汇语义单位的释义中得出, !详解组合词

典∀表格的第一横栏中进一步用谁、什么、哪里等代词在

语义上加以阐释。在以语义角色和题元层级为基础的链

接理论 (参见下文 )遇到瓶颈, 受到更多批评的时候, 这种

处理方式更符合现今链接理论的发展趋势: 将词汇语义

分解成具有典型特征的语义元素, 语义配价就是用变项

( X, Y, Z. . . )表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语义元素; 这样, 语

义配价变项取代语义角色与句法成分链接。支配模式实

质上就是语义配价变项 ( X, Y, Z. . . )与深层句法位 ( 1, 2,

3. . . )、表层句法形式的链接。如俄语动词 .∗ !−53 (学

习 )具有 4个语义价变项: X (谁获取知识或技能 ), Y (力

求做到 (学会 )什么 ), Z (谁 (什么 )传授知识或技能 ), W

(在什么机构 ); 其中, X, Y, Z, W4个语义价变项从释义中

得出 4个深层句法配价: 1, 2, 3, 4。

俄语动词 .∗ !−53 (学习 )的支配模式 ( , ∀∃−∗./

1999: 127)如下表所示:

4Γ+ ΗΙ9<1. X .∗ !53 Y . (. Z  ( )W ∀) ) = X 有

意识地付出努力获取 ( Z在W 传授的 ) Y .

1= X

谁获取知识

或技能

2= Y

力求做到 (学会 )

什么

3= Z

谁 (什么 )传授知

识或技能

4=W

在什么机

构

动物名词短

语
∋

1. 三格名词短语

2. 未完成体动词

不定式

3. 2 + 四格名词

短语

4. 6%+ 三格名词

短语

1. .+二格名词短

语

2. 6% :./%)%5!

)%≅+ 二格名词

短语

3. 6%+ 三格名词

短语

1. )+六格

名词短语

2. 2 + 六

格名词短

语

1  .∗∀) 指出, 支配模式是!意思 文本∀模式理论

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之一,没有支配模式 (配位方式 )、配

价和题元等概念 ,就没有当代语义学; 更为重要的是, 在

这些概念基础上产生解决语义和句法界面问题的机制,

即西方语言学中兴起于上世纪 80年代,至今仍然吸引大

批学者研究的所谓 (链接问题 ) ( linking prob lem )  

( 1 .∗∀) 2005: 343)。与转换生成语法相比, 20世纪 60

年代的 Chom sky处在标准理论时期, 主张句法自治, 排斥

语义。莫斯科语义学派已将语义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词

汇语义和句法对应关系的研究在此后几十年里成为俄罗

斯国内句法学和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3 论元结构

西方语言学中也存在类似配位方式和支配模式的理

论, 用于探讨题元角色 (语义角色 )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对

应关系, 称为论元结构 ( argument structure)。最早探讨语

义角色和句法成分之间对应关系的学者是 F illm ore

( 1968)。他认为深层格和表层的主、宾语在顺序上并不

一一对应, 深层格通过主语化 ( sub jectiv ization)实现为句

子主语, 优先实现为表层句子主语的是施事, 其次为工

具。论元结构最初主要以语义角色清单的形式出现。如

英语动词 put(放 )的论元结构可表示为: a. PUT: <施事,

客体, 处所 > ; b. PUT: 施事∗客体, P_处所+。论元结构

表达式 a和 b中的 3个变项表明, put是一个三元动词, b

说明谓词的论元如何获得语义角色: 括号外边的论元为

域外论元, 它在中心语动词 put所属的动词短语之外, 语

义角色为施事, 担任主语; 括号内部的论元为域内论元,

在中心语动词 put所属的动词短语内, b中有下划线的变

项为直接域内论元,它直接从动词 pu t获得语义角色, 语

义角色为客体, 另一个论元是间接域内论元, 它通过方位

介词间接获得语义角色,用 P_处所 表示。

为实现语义角色跟句法论元的链接 , 不同学者建立

不同的题元层级模式,如: c. 施事 >目的 /来源 /处所 >客

体 ( Jackendoff l972); d. 施事 > 受益者 > 接收者 /经验者

>工具 >客体 /受事 >处所 ( Bresnan & Kanerva 1989 )。

>表示角色出现在句中位置的高低,如 c和 d一致认为施

事者的位置最高 ; /表示几个语义角色的次序是随意的。

在论元结构和题元层级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全新理

论 # # # 链接理论 ,专门用于研究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关系。

学者们根据不同句法现象设置不同题元层级, 每种题元

层级都无法概括所有语言现象, 这也成为学者们对以语

义角色和题元层级为基础的链接模式提出质疑的原因。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语义分解角度

建立链接模式。 语义分解就是把词汇的意义分解成几个

部分,被分解的意义是一系列特征, 但更多情况下是一种

复杂结构。 (高明乐 2004: 62)这样, 词汇意义就体现为一

组具有典型特征的语义元素, 包括物体、状态、地点、行动、

路径、特征、数量等。语义元素数量有限。有了它们,语义

角色就可以不必作为初始概念,可以利用它们实现同句法

论元的链接。 ( Jackendoff 1983, 1990; P inker 1989)

4 区别
谓词词汇语义单位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对应

79

2011年 李 侠 配位方式 支配模式 论元结构 第 1期



方式叫做配价结构。这种对应方式以谓词词汇语义单位

的配价能力为基础, 1  .∗∀) 的配位方式、莫斯科语义学

派的支配模式、西方语言学的论元结构统称为配价结构。

由于理论体系不同, 上述几个概念存在差异。既然这个

概念本身有歧义, 就应该将它放到特定语言学理论体系

中讨论。 (张家骅 2003: 27)配位方式、支配模式和论元

结构之间的差别体现在: 1)三者秉承的语言学体系不同。

配位方式和支配模式概念主要见于俄罗斯语言学界。配

位方式概念多用于 1  .∗∀) 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

支配模式是莫斯科语义学派!俄语详解组合词典∀中的词

条栏目。, ∀∃−∗./将配位方式和支配模式二者等同起来

( , ∀∃−∗./1974), 1  .∗∀) 认为它们是 亲属 , 二者之间

只有细微差别: 支配模式概念强调每个词汇语义单位个

性的支配特征, 因此它主要用于单语词汇学尤其是词典

学中; 配位方式概念强调支配特征规律、(对于整个类别

单位 )普遍适用的方面,因此它更多用在普通语言学和句

法类型学中 ( 1  .∗∀) 2005: 343)。论元结构的语言学

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Tesn i re的 配价 概念, 此后主要

见于美国的生成语法学派及其派生流派。 2)表示语义和

句法结构的手段不同。由于表现语义和句法结构的手段

不同, 学者们建构的模式也不尽相同。配位方式的语义

部分使用传统语义角色, 支配模式的语义部分是从词汇

语义单位释义中得出的语义配价变项, 论元结构的语义

部分在生成语法中对应 >角色 ( > ro le) , 在 Jackendo ff

( 1983, 1990), P inker( 1989)等人的理论中则是具体语义

元素; 句法方面, 1  .∗∀) 的配位方式使用客体、边缘、隐

性位等交际地位级次称谓其在句中的位置, 莫斯科语义

学派的支配模式使用阿拉伯数字 1、2、3等标记深层句法

位置, 然后进一步在表层用形态手段 (格和前置词格 )填

充。论元结构的句法方面因研究者的不同可以是深层句

法结构, 也可以是表层句法结构, 3者没有实质的区别。

因此, 配价结构实质上就是谓词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层

面 (可抽象为语义角色, 也可具体为语义元素 )与句法层

面 (可以是抽象的深层句法位, 也可具体为主语、谓语等

甚至是形态上的表现手段 )之间的对应图示。 3)方法论

不同。配位方式主要采用归纳法, 注重每种词汇语义类

别动词的配位方式变化情况。!意思 文本∀模式理论本

身虽是演绎性理论, 但描写支配模式主要采用描写和归

纳方法, 准确描写和归纳每个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配价、

深层句法配价和表层句法体现方式是词典词条编纂的基

本要求。论元结构理论继承生成语法 以演绎法作为基

本的推导方式, 以验证假设的形式探求语言最本质的内

核 的传统, 研究中常见 复杂的推导和数学公式般的表

述 (冯志伟 刘俊莉 2008: 5)。 4)描写的对象不同。

1  .∗∀) 的配位方式概念是动词词义的重要参数, 主要

用于概括制约俄语多义动词语义衍生的总模式, 因此配

位方式变化可能引起词义改变, 论元结构和支配模式没

有涉及这部分内容。1  .∗∀) 的配位方式概念不仅区别

一个词的不同词义变体, 还区别不同词。支配模式是语

义和深层句法相互转换的工具, 它以单个词的每个义项

为描写对象, 通过一系列推导规则将句中名词性成分的

句法分布情况按步骤逐级从动词词汇意义中推导出来。

一个支配模式表格中会同时给出多个配位方式, 无论配

位方式如何变化, 词汇语义单位的语义不会发生改变。

关于论元结构理论的讨论众多,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论

元结构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层次来看待 , 如 Gr im shaw

将论元结构看成词汇语义和深层句法之间的界面,

Bresnan认为深层句法结构是冗余的, 将论元结构看成词

汇语义和表层句法之间的界面。 讨论的课题往往也以

找寻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为宗旨, 学者们对究竟

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表现这个层次提出了种种设想, 并已

在研究和探讨这一层次的内部结构及支持该结构运作的

机制和一些语法约束规则。 (顾阳 1994: 10)

3种配价结构从根本上讲是 动词中心论 的产物, 这

决定 3者在处理语义和句法关系方面的不足。一方面,

远非所有语言、所有句式都是以动词为中心的 (张家骅

2008); 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词汇语义对句法结构的决定作

用。正如部分学者对 意思 文本 模式理论的批评那

样, , ∀∃−∗./描述的配价框架设置语义、深层句法和表层

句法 3个层面, 但 其句法层面的不足之处在于句法类别

过分依赖特定词项 , 因此难以定义 ( Debusm ann 2003:

111)。配价结构这方面的缺陷引起部分学者关注, 更多

强调句法独立性的研究和理论出现, 如 Go ldberg的构式

理论, 沈家煊 ( 2000)、袁毓林 ( 1998)等基于构式理论探讨

的汉语动词和句式互动机制, 鲁川等 ( 2000 )归纳的现代

汉语基本句模等。两方面研究相互补充, 会进一步促进

语义和句法关系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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