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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

彭利贞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情态与动词或句子的情状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不同情态

类型存在匹配上的互动关系 ,表现为属于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表达不同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之

间的共现限制。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结构上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 ,这

种联系体现为 :在句法上 ,它们的表现形式呈自然共现关系 ,即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

词自然共现 ,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 (根情态)的动词共现。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多义

情态动词共现时 ,情状类型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会产生有效的影响 ,情状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

具有分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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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 ween Modality and Situation
PEN G Li2zhen

( Research Center of L anguage and Cognition , Zhej 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e situations are t he states of affairs expressed by verbs or sentences and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wo types at the first level : t he static sit uation and t he dynamic one. The

modality is the subjective opinion or manner of t he speaker towards t he fact uality stat us of an

event or t he t rut h value of a p roposition expressed by an ut terance. As t 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s of the modality , t he modals in modern Chinese exp ress t hree types of modality , namely ,

t he epistemic modality , deontic modality and dynamic modality , among which t he lat ter two are

terminologically named root modality or non2epistemic modality syncretically.

The modality determination of the modals is affected by the types of t he sit uations of the

verbs or t he sentences. The types of t he sit uations (especially at t he first level) and modality

rest rict each ot her , t herefore , t he verbs or sentences of a certain type of sit uation co2occur

obligatorily wit h t he modals expressing a certain type of modality syntactically.

The verbs or sentences wit h static feat ures usually express t he static event s , which can only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be altered to some extent f rom t he dynamic2force perspective and can be exclusively understood by

t he language speakers under t he concept of the epistemic po ssibility and necessity in modality.

The typical static verbs mainly collaborate with t he modals expressing epistemic meaning. The

polysemic modals of modern Chinese usually interp reted as epistemic reading when t hey

collaborate with t he static verbs , e. g. , t hey universally have t he epistemic reading when t hey

collaborate with the typical static verbs ″yiweizhe″, ″xiang″and ″dengyu″, etc. , which usually do

not co2occur with the non2epistemic modals.

The dynamic verbs or t he syntactic const ructions wit h t he dynamic feat ures express the

dynamic event s , which can be affected or even changed much more possibly t han t heir

counterpart s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the dynamic2force , and can be impacted or altered readily by

t he language speakers wit h permission , obligation and deontic necessity , or ability , desirability ,

and courage in modality. When t he polysemic modals co2occur wit h dynamic verbs such as the

activity verbs , accomplishment verbs ; and the dynamic const ructions such as dummy verbs

const ruction and ″ba″2const ruction , t hey usually have the non2epistemic meaning , viz. , deontic

modality or dynamic modality , wit hout t he other influences than t he sit uation of t he verbs and

sentences.

Because of t he interaction between t he types of t he sit uations of t he verbs or t he sentences

and t he types of modality , t he former can be well employed as a dimension of semantic

determination of t he polysemic modals in modern Chinese , t herefore , t he sit uational feat ures of

t he verbs or t he sentences are t he interp reter of t he modals , which can differentiate t he readings

of t he polysemic modals.

Key words : modality ; sit uation ; interaction

先看下面两组句子 :

　　(1) a. 他应该在家。　　　　　　b. 他应该回家。

　　(2) a. (这个时候)他能在家吗 ? b. (这个时候)他能回家吗 ?

在这两组句子中 , 情态动词 ( modals)“应该”和“能”分别表达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态
(modality)意义 ,即认识情态 (epistemic)和根情态 (root modality) 。从表面的各种句法因素来看 ,a

句与 b 句是同形的。使得同一词形之下的同一词项出现不同的语义解释的原因 ,在中性语境下 (如

撇开主语的人称等因素的影响)是 a 句与 b 句的“在家”与“回家”在情状 ( sit uation) 类型上的不同。

也就是说 ,句子主要动词的情状类型与情态语义类型之间存在着相互选择的关系。关于情态语义

与情状特征之间的关系 ,以英语为分析对象的 ,Leech [1 ]95 、Coates[2 ]245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 ;以汉语
为对象 ,汤廷池[3 ] 、忻爱莉[4 ]也有所涉及。本文将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对象分

析情态与情状类型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情状特征在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分化

过程中的作用。

一、情状与情态的关系

(一)动词的情状分类

情状 (sit uation)是语言中动词或句子表示的事件的状态和方式。情状属于动词[5 ]13[6 - 11 ] ,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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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句子[5 ]15 。汉语动词或句子的情状可分成静态、活动、完结和达成四种。本文将以相关学者的情

状研究为基础 ,主要参照戴耀晶在《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5 ] 一书中对动词和句子进行的情状分

类 ,来分析情态动词与不同情状类型的同现现象 ,并着重考察多义情态动词与不同情状类型同现时

的情态表达情况。

(二)情态动词表达的情态类型

情态是说话人对句子表达的命题的真值或事件的现实性地位的主观态度。情态动词是情态的

主要载体之一。Palmer 认为 ,英语的情态动词可表达三类情态 ,即动力情态 ( dynamic modality) 、

道义情态 (deontic modality)和认识情态[12 ] ;Coates 则把动力情态与道义情态合为根情态[2 ] 。从与

认识情态相对的角度来看 ,动力情态与道义情态也可以合称为非认识情态。

现代汉语的情态动词同样可以表达三类情态 : (1) 动力情态 ,指人或事物使句子表达的事件成

真的致能条件 ,涉及能力、意愿、勇气等概念。表达这类情态的情态动词有 :能、会、可以、想、愿意、

要、肯、敢 ,等等。(2)道义情态 ,指说话人对事件成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 ,涉及许可与

必要等概念 ,表达这类情态的情态动词主要有 :可以、能、应该、必须、得 ( děi) ,等等。(3) 认识情态 ,

指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 ,表达这类情态的情态动词主要有 :可能、能、

应该、会、一定 ,等等。

各种语言的情态动词常常表现出多义特征。现代汉语的情态动词也有一部分表现出多义特

点 ,这种情态动词主要有 :能、会、应该、要、一定、得、肯定。这些多义的情态动词在具体的句法环境

中一般可以获得单一的情态语义解释 ,而这些句法环境因素就包括本文讨论的动词或句子的情状

特征。

(三)动词的情状对情态动词语义表达的影响

Leech[ 1 ]95 、Coates[2 ]245都讨论过动词的情状特征对英语情态动词情态表达的影响 ,特别是动词

的动态与静态这一对情状特征对情态动词意义表达的影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汤廷池[ 3 ]对“会”的

分析和忻爱莉[4 ]对“应该”的初步分析也基本符合英语学者得出的结论。汤廷池[3 ]在分析动力情态

的“会”(即他所说的“能力的会”)和认识情态的“会”(即“预断的会”) 时指出 ,出现于“预断的会”后

面的主动词可能是动态动词 ,也可能是静态动词 ;“能力的会”后面的主动词却只限于动态动词 ①。

忻爱莉[4 ]指出 ,只有“状态动词”(即“静态动词”) 与“应该”结合时 ,“应该”才得到认识情态 ②的解

释 ,与其他各类动词 (活动动词、完成动词、单变动词、复变动词 ③) 结合时 ,“应该”都偏向义务情态

的解释。

对英语、汉语的分析表明 ,情态与动词的情状类型之间的确存在着同现限制关系 ,特别是静态

动词与多义情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一般都获得认识情态的解释 ,而典型的动态动词与多义的情

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则可能得出根情态的解读。也就是说 ,句子主要动词的情状特征 ,特别是

动静态特征与情态之间存在匹配上的限制。下文将分析现代汉语的多义情态动词与静态动词和动

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语义呈现的情况 ,看一看这种匹配上的限制在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的语

义分化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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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汤 (1976)举的例子是 :“a. 他一定会看相的。他将来一定很会赚钱的。b. 他一定会看到你的。他将来一定会很有钱的。”

a 为“能力的会”,b 为“预断的会”。

忻文称“认知情态”。

忻文称作“复杂改变动词”和“单纯改变动词”,并认为这两类动词是从 Vendler (1967)的成就动词 (achievement verb) 中分

出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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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

(一)静态情状

动词从情状的角度分类 ,第一层分出静态动词与动态动词。戴耀晶认为 ,静态动词的特点在于

它在语义上的非活动性质 ,句法上一般不能带“了”、“着”等形态标记 ,有些心理感觉类静态动词如

“知道”、“相信”等虽然可以带“了”,但其含义是“进入”某种状态[5 ]13 。郭锐则认为 ,区分动态动词

与静态动词的标准是加“了”后能否表示动作的结束[ 13 ] 。也就是说 ,加“了”后不能表示动作结束的

动词是静态动词。

　　(3)我相信了他的话。

例 (3)中“相信”加“了”后 ,其含义只是进入某种状态 ,而且该状态还在持续 ,它与动作动词带

“了”后表示某种活动的实现不一样。所以 ,静态动词“能以非过程表示现实状况”[ 13 ] 。

按戴耀晶[5 ]13对静态动词的进一步分类 ,有属性动词、关系动词 ,如“是”、“姓”、“等于”、“标志

着”等 ,这是纯静态的 ;还有心理感觉动词 ,如“知道”、“相信”、“抱歉”、“怕”等 ,这类动词虽然是静态

动词 ,但有的带有弱动态。郭锐[13 ]从过程结构上对动词进行了分类 ,在给静态动词的举例中 ,其成

员也包括“是”、“等于”、“知道”、“认识”、“喜欢”、“姓”、“保持”、“有”。按这些静态动词的判别标准 ,

下列动词也是静态动词 :包含、包括、差、愁、处于、担心、当心、懂、放心、符合、感动、害怕、害羞、后

悔、怀疑、昏迷、具备、具有、渴、满意、满足、明白、佩服、屈服、散、伤心、熟悉、属、算、失望、完、误会、

误解、瞎、显得、相等、相反、相同、相似、相仿、哑、意味着、肿、总计。在这些动词里 ,有纯静态与弱

动态的区别。而且 ,这种弱动态也会影响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

(二)静态动词与认识情态

典型的静态动词一般只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结合。与多义的情态动词结合时 ,情态动

词一般解释为认识情态。下面以几个比较典型的静态动词为例 ,来分析它们与多义情态动词同现

时 ,是如何影响情态动词的情态解读的。

1.“意味着”。静态动词“意味着”可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 ,如“可能意味着”。笔者还未发现“意

味着”与只表达根情态的情态动词同现的用例 ,如“3 可以意味着”、“ 3 必须意味着”等。“意味着”

与多义的情态动词同现时 ,多义的情态动词只获得认识情态的解释。

(4)白发 ,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衰老 ,它可以象征着成熟和睿智。(田真《访韩散记》)

(5)但从长期看 ,有限的目标只能意味着问题的有限解决。(《人民日报》1996 年 2 月1 日)

(6)若不能有 ,对今后市场的猪肉价格 ,将会意味着什么 ? (《人民日报》1995 年 5 月19 日)

例 (4) - (6)中的情态动词“一定”、“能”、“会”都存在认识情态与根情态之间的多义 ,但是在这

些例子中 ,这些多义的情态动词表达的都是认识情态 ,如“一定”表示的是“必然”推定 ;“能”表示的

是“可能”这种认识情态 ,表明说话人对由纯静态动词表达的纯静态事件的推测 ;“会”表现为“盖然”

推断 ,说话人认定该静态事件具有“盖然”性 ,即极大的可能性。

“意味着”与情态动词的结合能力并不强 ,除与“一定”、“可能”、“会”、“能”同现的少数用例外 ,

没有发现与其他情态动词同现的用例。另一个与“意味着”相似的纯静态动词是“标志着”,笔者没

有找到在它前边出现情态动词与之同现的用例。原因可能在于 ,“标志着”表达的命题有很强的断

言性 ,一般不再从情态上对这种命题进行“可能”或“必然”之类的限定。

2.“像”。“像”是另一个公认的静态动词。这里的“像”要保证它的静态情状特征 ,在句法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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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满足这样的特点 ,即“A 像 B”的 A 和 B 是对称的 ,如都是名词性成分或都是谓词性成分。例如 :

(7)我在国内作曲忙得不得了 ,我有我的听众 ,假如到海外会像鱼失去了水。(杨曦冬《永

恒的“蝴蝶”何占豪》)

(8)我的气质 ,怎么能像哈姆雷特 ?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9)期待中的长谈应该像一幅静物写生 ,优雅致远冲淡平和而又色彩斑斓 ,并带一点凄楚

的忧郁 ⋯⋯(毕淑敏《不宜重逢》)

例 (7) - (9)中多义情态动词与静态情状动词“像”同现时 ,都得出了认识情态的解读 ,如 (7) 的

“会”是“盖然”义 , (8)的“能”是“可能”义 , (9)的“应该”是“盖然”义。这些“像”都是意义比较抽象的

“像”,不带有其他附加意义。如果带上附加意义 ,多义情态动词表达的情态就可能出现变化。

3.“等于”。“等于”也被认为是典型的纯静态动词 ,用“等于”联系的主语和宾语 ,表示它们具有

“相等”的关系。“等于”与情态动词同现的用例很少 ,在 7000 万字的语料中 ,笔者只找到 7 例。“等

于”与多义的情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一般获得认识情态的解释。例如 :

(10)当一笔投资处于无风险状态时 ,它的资本回报应该等于银行的贷款利息。(《人民日

报》2004 年 12 月 14 日)

(11)形式上好像是 ,但实质上不可能 ,他们不能等于它们 ,他们的雪地也不等于它们的雪

地。(严力《纽约三记》)

例 (10)中的“应该”表示对“等于”表达的命题真值的“盖然”性推断 ,即除此命题规定的内容以

外 ,基本无例外的情况出现。例 (11) 中的“能”表达认识情态“可能”,“好像”、“可能”有助于其后

“能”的情态的识别 ,因为在同一个句群中 ,邻近的前后句之间出现的情态标记常常只表达同一种

情态。

以上对典型的静态动词“意味着”、“像”、“等于”与多义情态动词的同现分析表明 ,多义的情态

动词与具有静态情状特征的动词同现时 ,在这种静态特征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多义的情态

动词一般得到认识情态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 ,动词的静态特征对多义情态动词的情态解释提

供了线索 ,我们可以通过动词的静态特征来得到多义情态动词的认识情态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 ,“静态动词与多义情态动词同现 ,情态动词获得认识情态解释”并不是一条刚性

的规则。有时候 ,即使一般认为的纯静态动词与情态动词结合 ,情态动词也可能出现表达非认识情

态的情形。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 ,也有语言外部的因素。

三、动态情状与根情态

(一)动态情状

动态动词的特点是它在语义上具有活动性质 ,语法上一般能带“了”、“着”等形态标记。动态动

词又可进一步分为动作动词和结果动词两大类 ,而这两类动词内部又存在持续与非持续之间的区

别。动作动词带“了”,通常表示某种活动状态的实现 ,并且该动作不再持续。如例 (12) 的“看”带

“了”以后 ,“看”通常不再持续。

　　(12)我看了他的小说。[5 ]13

在戴耀晶[5 ]13对动态动词进一步分类的举例中 ,瞬间动作动词有“踢”、“砍”、“碰”、“咳嗽”等 ,

持续动作动词则有“看”、“吃”、“想”、“洗澡”等 ,瞬间结果动词有“死”、“爆炸”、“醒”、“见”等 ,而持续

结果动词则有“变好”、“长大”、“走进”等。除此之外 ,介于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尚有姿势和位置动词 ,

前者如“站”、“坐”、“躺”、“蹲”、“住”,后者如“戴”、“拿”、“挂”、“吊”、“抱”等 ,它们在进入句子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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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静态 ,也可能表达动态。

可以认为 ,动态动词在数量上比静态动词要多得多 ,表达事件的手段也要丰富得多。动态动词也

有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比如 ,可以把持续动作动词看做是动态动词的原型 ,而位置动词和姿势动词

则是动态动词的边缘成员 ,因为根据不同的句法表现 ,可以让它们表达的事件在动静态之间游移。

(二)动态情状与情态的关系

动态动词在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下一般表达动态事件。戴耀晶认为 ,动态与静态的基本区别“在

于动态反映变化 ,动态的句子表达的是变动事件 ;而静态不反映变化 ,静态句子表达的是恒定事

件”。动态的句子“反映了一种变化 ,表示有无、大小、强弱、频率或位移”[ 5 ]25 。所以 ,动态语义特征

具有非均质性 ,而静态语义特征则具有均质性。

从事件的均质性与非均质特征来看它们与情态的关系 ,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寻找到根情态与动

态语义特征自然匹配的理据。对于具有均质性与恒定性的静态事件 ,在人们的活动中 ,一般无法再

施以外在之力对它进行内部的改变并使其外部看起来产生变化。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 ,只能从可

能性的大小上去认识它 ,这就是为什么静态事件倾向于与认识情态结合的原因。动态事件则不一

样 ,其内部的非均质性表现到外部就是人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种种变化 ,但是要产生这种变化 ,一般

都要有外在之力的作用。这种外在之力 ,不外乎自然之力与社会之力。动力情态中的意愿、各种类

型的能力 ,道义情态中的必要性、义务、许可这些类型的道义之力 ,都可以是促成事件发生变化的外

在之力 ,而且这些动力与道义力量也只有施于具有可变性的非均质事件 ,才能对事件产生影响。这

也就是根情态与动态语义特征具有天然的相容性的理据所在。

(三)与动态动词同现的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读

下面将考察几类动态情状特征比较突出的动词与多义情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的语义解读

情况。因为动态动词占动词的大多数 ,所以 ,在此只能举隅性地分析一些比较典型的动态动词与多

义情态动词的共现情况。

1. 动作动词。典型的动作动词与“应该”同现时 ,“应该”一般表达道义情态“义务”,此时说话人

发出指令 ,要求或禁止动作动词表达的事件成真。

(13)美芳 ,你是一个很多疑的人 ,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你。(朱文华《爱的复活》)

(14)他执意要杀 ,于是就杀。(阿城《棋王》)

(15)我只能跳我们最熟的慢四。(王朔《顽主》)

(16)别以为老娘只会烧火 ,我会唱歌呢。(阿城《孩子王》)

(17)招急了我 ,我会跺脚一跑 ,有钱 ,腿就会活动 ! (老舍《骆驼祥子》)

在这些句子中 ,典型的动作动词与多义的情态动词“应该”、“能”、“要”同现时 ,情态动词一般获

得根情态的解读 :“应该”的意义是“盖然”性推断 ;“能”可以是“能力”,也可以是“许可”;“要”可表达

“意愿”和“义务”等根情态 ;“会”则可表达“能力”或“义务”。

2. 结果动词。在戴耀晶[5 ]13 的动词情状分类中 ,结果动词也是动态动词的一个大的下位类。

下面我们来看看多义情态动词与结果动词共现时 ,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情况。

“应该”与结果动词同现 ,一般呈现为道义情态“义务”,即说话人要求道义目标实施结果动词表

达的“指令”。如 :

(18)你应该划清界限的 ! (朱文华《爱的复活》)

再看看“要”,例如 :

(19)她喜欢温文尔雅 ,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 ⋯⋯(毕淑敏《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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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是结果动词 ,“要”与之同现时 ,得到的是根情态“意愿”的解读。

“能”与结果动词同现时可以获得比较一致的语义解读 ,即“能力”这种动力情态。例如 :

(20)能办到吗 ? (王朔《顽主》)

(21)你能约上他们吗 ? (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结果动词“办到”、“约上”与“能”同现时 ,“能”表达的情态语义比较一致 ,都是动力情态“能力”。

(四)与动态情状格式同现的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

戴耀晶认为 ,情状不仅属于动词 ,也属于句子[5 ]13 - 15 。笔者认为 ,情状也可以属于格式

(const ruction) ,既有静态格式 ,也有动态格式。比如 ,大致来说 ,“是 ⋯⋯的”一般是静态格式 ,而

“把”字句则是动态格式。下面将以这两种格式为例来说明多义的情态动词与动态格式同现时的情

态解读。

1. 形式动词格式。形式动词指的是“进行”、“给以”、“加以”、“予以”、“作”这些词 ,对于它们的

情状特征 ,还没有论者论及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组成的格式是动态的。“应该”与形式动词格式同

现时 ,语义解读比较统一 ,都表达道义情态 ,即“义务”。例如 :

(22)我们认为你们的感情还没有“确已破裂”,应该进行调解。(谌容《懒得离婚》)

“能”与形式动词格式同现时 ,一般解释为根情态 ,即动力情态的“能力”或道义情态的“许可”。

例如 :

(23)明智的人不仅能在祸患未发时加以防止 ,并能举一反三 ⋯⋯ (《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20 日)

(24)保不齐哪一位姑奶奶哪一次应选会选进宫 ,不能不预先给以优待。(邓友梅《烟壶》)

情态动词“要”与形式动词同现时 ,也表达根情态 ,即道义情态“义务”或动力情态“意愿”。

例如 :

(25)伊拉克政府针锋相对 ,警告美国不要进行“军事干预”。(《人民日报》1996 年 9 月 1 日)

(26)那你说 ,是不是要对蕾丝进行一次测试啊 ? (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2.“把”字格式。“把”字格式是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讨论得很多的格式 ,从它的“处置”意义来

看 ,其动态情状特征是明显的。以下是一些与“把”字格式同现的情态动词用例 :

(27)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王朔《谁比谁傻多少》)

(28)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满。(毕淑敏《补天石》)

(29)您来付钱时能不能把您的作品带来让我们拜读一下 ? (王朔《顽主》)

(30)咱们刚结婚的那天 ,我说以后我会把你拐跑。(毕淑敏《转》)

在这些例子中 ,多义的情态动词都呈现为根情态 ,如例 (27) 的“应该”表达“义务”义 ;例 (28) 的

“要”表达“必要”义 ;例 (29)的“能”表达动力情态“能力”义 ;例 (30)的“会”表达的也是说话人作出的

“承诺”,属道义情态。

情状与情态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之间、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

结构上的联系 ,这种联系表现在句法上则是 ,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

现 ,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 (根情态)的动词共现。情状与情态的这种关系 ,使我们有可能

把情状作为一个对多义情态动词进行语义解释的维度 ,从这种意义上说 ,动词或句子的情状特征是

多义情态动词情态语义的解释成分。

静态动词主要组成静态事件。对于静态事件 ,从动力的角度上说 ,人们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

表现在情态上则是 ,人们可以从必然等角度上去认识这种事件。典型的静态动词“意味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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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像”等与多义的情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一般获得认识情态的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些

静态动词起到了多义情态动词解释成分的作用。动态动词则组成动态事件 ,从动力的角度来看 ,对

于动态事件 ,人们更可能用力去改变它 ,表现在与情态的匹配上则是 ,人们可以从许可、义务、必要

或者能力、意愿、勇气等角度去影响甚至改变这类动态事件。多义情态动词与动作动词、结果动词

等典型的动态动词或形式动词格式以及“把”字格式等动态格式同现时 ,一般得到非认识情态 ,即动

力情态或道义情态的解释。在没有体标记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动态动词与动态格式同样可

以作多义情态动词情态语义的解释成分。值得注意的是 ,静态动词与情态动词同现时 ,情态动词也

可能得出非认识情态的解释。这是因为静态动词的情状特征受到语言内或语言外的其他因素的影

响 ,由此产生改变而带有动态的性质。所以 ,把静态动词作为多义情态动词的解释成分时 ,有必要

分析清楚这些静态动词的静态情状特征是否因种种因素已经发生改变。

(本文写作得到导师戴耀晶先生指导 ,胡明扬、邵敬敏等先生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一

并致谢 ;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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