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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领属关系主谓谓语句是主谓谓语句中的典型句式，大小主语间仅仅是语义上的隶属关

系，而不是结构上的偏正关系。大主语常常是说话的起点，小主语则往往是表达的重点。主谓谓语句

本身的语法、语义及语用特征是区别它与其他相似句式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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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谓语句，即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一种特殊句型，它在口语中运用比较普遍，结构比较

简单，整个句子的音节长度不长。其格式可用(6,7（(6"7$6）表示，(6,是全句主语，叫大主语，

(6"是充当全句谓语的那个主谓短语中的主语，叫小主语，$6则称之为小谓语。在这种句型中，

(6,与(6"间是领属关系的又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往往大主语指人，小主语指这个人的身体的

某一部分，小谓语表示某种生理或心理状态。王力先生只承认大主语与小主语之间有领属关系的

才是主谓谓语句，而且大主语须是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可见，大小主语间有领属关系的是主谓谓

语句的重要内容。本文即是从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来讨论这一类主谓谓语句的。

,-, (6,考察。

有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它的主语多数是代词，也可以是专有名词和一般名词。如：

（,）我老脸都叫你丢尽了。

（"）小刘脚也没洗。

（!）文化人工资不高。

（0）这些人心里不平静。

这些名词常常是指人的，但有时也可以是表示物的。如：

（5）这个工厂规模不大。

（8）你的古画价值连城啊！

（9）昆明气候好。

这时候，大小主语之间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领属关系，但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与这个人某一部

分之间的关系，小主语自然也不表示生理或心理状态了。

,-" 从语义角度看，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中的(6,基本上是关系主语，它常常是主谓谓语

评论和描绘的对象。如：

（.）沈若明内心非常紧张。

（3）那个人相貌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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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红性格和蔼。

王力先生把这种句式划归描写句，认为主谓短语对大主语起描写作用，因而小谓语多为形容词

或形容词性短语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领属关系主谓谓语句的主要语用功能就在于对人或事物

本身从某一方面进行说明描写或评论判断。

!#$ %&有时也由动词性成分充当，但这个动词往往带上宾语。这样，大谓语就是一个较为

完整的“主’动’宾”格式，整体上陈述大主语。如：

（!!）我手里并没有工作。

（!(）她心里就有了气。

（!$）我心中又萌发出希望。

!#) %&是动词性成分时，大主语*&!与%&关系如何？从!#$中的三个例句中可以看出，在

语法结构上，这些动词与后面的名词构成了动宾短语，在语义联系上，大主语与小主语都是这个动

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施事。即可以说成：

我并没有工作。 手里并没有工作。

她就有了气。 心里就有了气。

我又萌发出希望。 心中又萌发出希望。

即使将小主语去掉，以上这三个句子的结构依然成立，不过是将主谓谓语句转换成了一般主谓

句而已。有了小主语，则是突出了小主语所表示的这个部分，描写作用更为明显。如：

（!)）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绿军装。

曾经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句子中，“头”和“身”都是多余的成分，因为动词“戴”和“穿”本身的语

义场已经显示其动作的位置所在。实际上，这种观点抹杀了主谓谓语句的某些表达功能。

!#+ 与!#)不同的是，有些主谓谓语句的小主语不能去掉，否则结构不能成立，因为这时小谓

语只与小主语发生结构上或语义上的联系。如：

（!+）胡南玲两眼放光。

（!,）陈小红嘴里还不闲着。

例（!+）句中的动词“放”就不能与大主语组成结构。（!,）句去掉小主语“嘴里”，句义发生了很

大变化。这些句子中，动词先与小主语组合，然后再陈述大主语。大小主语之间仅仅是语义上的隶

属关系，而不是句法上的偏正结构。

(#! *&(考察。小主语是从属于大主语的，表示大主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从词性角度

看，它们或是名词，或是名词性短语。多数是具体名词，也可以有抽象名词。如：

（!-）老头牙齿很好。

（!.）小刘脚也不洗。

（!/）郑林信心百倍。

（("）王枫作风正派。

小主语一般形式简单，音节较少，即使有修饰语，也很短小，这与主谓谓语句常用于口语，要求

简洁明快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小主语由一个方位短语来充当的情况比较普遍。如：

（(!）我心里有数。

（((）陈小红嘴里还不闲着。

（($）她眼中没有我。

这些方位短语相对于单个名词来说，或更强调动作所在的处所，或在语义上有了较大变化。

“心里”、“嘴里”相对于“心”和“嘴”，更突出动作所处位置，“眼中”的意义与“眼”又有很大不同。

$!!第(期 寿永明，朱绍秦：领属关系主谓谓语句分析



!"! 有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中，#$!常常是“满（—）%#”格式，语义上表示程度加深。

（!&）肖建国一肚子不痛快。

（!’）我一言不发。

（!(）他满脑子私心杂念。

!") 由于主谓谓语句中的谓语常常是一个主谓结构的成语，因而，#$!有时既非短语，又非

词，而是一个语素，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这个语言单位已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不能单独运用。

但因为它存在于成语的格式之中，是古汉语的遗留，实际操作时，我们还把它当作词来处理，把它分

析为小主语。如：

（!*）王小二年过三十了。（年：年龄）

（!+）老人终于泪如雨下。（泪：眼泪）

（!,）女儿一言不发。（言：话语）

!"& #$!与-$关系考察。当-$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充当时，#$!是表示关系的小主

语，它是-$的陈述对象。当-$是动词性成分时，#$!可以是表示施事的小主语，也可以是表示

受事的小主语。如：

（).）刘主编面露笑容（“面”是动词“露”的施事，“刘主编”也是“露”的施事）。句子可转换成：

刘主编露笑容。

面露笑容。

（)/）我老脸都叫你丢尽了（“老脸”是动词“丢”的受事）。这时，句子只能转换成：

老脸都叫你丢尽了。

我都叫你丢尽了老脸。

)"/ #$/与#$!关系考察。从语法结构分析，#$/与#$!有些可以组成结构，有些不能组成

结构。

（)!）她内心燃烧着对祖国的热爱。（“她内心”可以组成偏正结构）

（))）牲畜身上长毛。（“牲畜身上”可组成方位结构）

（)&）郑林心情愉快。（“郑林”与“心情”不能组成结构）

（)’）那几个打牌的人目光呆滞。（“那几个打牌的人”与“目光”不能组成结构）

这种结构上的能否成立，有时可以成为分析句子的一种依据。一般而言，结构上不能成立的，

把它分析为主谓谓语句比较合适。结构上能成立的，可作两种分析，如：“牲畜身上长毛”就可分析

成：“牲畜身上／长毛”；或“牲畜／身上长毛”。

)"! 从语义上看，#$/与#$!之间的领属关系主要表现为小主语是大主语生理器官上的一

部分，也可以是与生理或生活相关的成分。如：

（)(）肖经理面无表情。

（)*）陈主任心情愉快。

（)+）他家境贫寒。

（),）老人终于泪如雨下。

如果大主语不是表示人或动物的名词，则其领属关系又另当别论。如：

（&.）这工厂规模不大。

（&/）昆明气候好。

&"/ 两个词语间语义上的领属关系，在形式上可加“的”表示，也可以不加“的”直接组合。如：

工厂规模———工厂的规模

她身上———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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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上的关系不等同于结构上的关系，因而这种结构间有无结构助词“的”，又常常涉及到对这

种结构作不同的分析。这正反映了虚词是语法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在语法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如：

（!"）他的身体结实。

（!#）他身体结实。

这两个句子的不同点，仅在于（!"）句中“他”与“身体”间有结构助词“的”，但一字之差，两句的

陈述对象发生了变化。（!"）句的陈述对象是“他的身体”，（!#）句的陈述对象是“他”。

主谓谓语句有其特殊的修饰功能，为了强调某人或某事，我们可将这某人或某事置于主语的位

置上。我们把一般主谓句改为主谓谓语句，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表达上的需要。由此可见，主谓谓语

句是交际中不同的语用要求在对句法语义作出调整选择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结果。

!$" 有些有领属关系的主谓谓语句。如果于大小主语之间加上“的”，把它改为一般主谓句，

就可以造成“风格变了，甚至句子的‘价值’也变了”的状况［%］（&’()）。赵元任先生曾举例分析说，“他

耳朵软”是轻信的意思，“他的耳朵软”可能是轻信，也可能是说这个人的耳朵（物质的）软。显然，两

者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

!$# 主谓谓语句与名词性偏正短语作主语的句子的另一个区别是，一般主谓句的主语是句子

谓语的陈述对象，而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既是大谓语陈述对象，又往往有明显的话题性质，它是叙

述的起点，说话的对象，也是交际中已知的信息，其目的在于引出新信息，传递交谈的重点或焦点。

这种话题性质的主语，在连续的说话中更居于显要的地位。如：

（!!）她只有八九岁光景，眼睛溜圆，脸色红润，头发很短。

句中“她”就是说话的起点，居于统摄全句的显要地位，后面三个平列的主谓短语都是为了叙述

或说明“她”的。

($% 定中关系有领属性质的偏正短语作主语的一般主谓句，它与主谓谓语句的区别是我们讨

论主谓谓语句的一个重点。由于观点不同，分析也就五花八门。因而，考察主谓谓语句的句式特征

是辨析这种句式的最有效的方法。

($" 主谓谓语句的语法特征之一：*+%是*+"—,+的陈述对象，主谓之间的较大停顿符合汉

语语法规律。这种停顿，可用标点符号显示，可添加语气词显示，也可依赖于语音间歇显示。如：

（!(）耳背的人嗓门本来就大。

（!-）他，身体很好。

（!)）他呀，身体很好。

（!(）句的主谓结构用语音间歇表示：“耳背的人／嗓门本来就大”。（!-）、（!)）句则用标点及语

气词显示。

($# 主谓谓语句的语法特征之二：大主语与小主语之间能插进状语，如果是复句，还可加进关

联词语。如：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

（!/）他［今天］心情不好。

（(0）我虽然
!!

身体有些疲惫，但
!

精神很好。

($! 当谓语由一个主谓结构的成语充当时，应将它作主谓谓语句处理。如：

（(%）我热泪盈眶。

（("）屠夫意犹未尽。

由于成语往往是整体充当句子成分，因而，虽然“我”与“热泪”间，“屠夫”与“意”间有领属关系，

我们也不应将它们割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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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泪／盈眶。 屠夫意／犹未尽。

有些主谓结构虽不属于成语范畴，但因其结构简洁，音节很少，当它充当谓语时，也宜把它看作

主谓谓语句。如：

（!"）陈主任作风正派。

（!#）她们面色黯然。

$%& 有许多类似的句子从理论上说可作两种结构分析，成为跨类句。如：“中国历史悠久”这

句话，可分析为一般主谓句：“中国历史／悠久”；也可以分析成主谓谓语句：“中国／历史悠久”。究竟

选择哪一种结构，有些可以依赖上下文。如：

（!!）我胳臂酸，歇一歇就会好。

句中“胳臂酸”应是主谓短语作谓语，陈述大主语“我”，后一分句承前一分句的大主语而省略。

“让大主语’(&一直管到句子末尾，即一个大主语带上两个谓语，看上去眉目清楚。”［)］（**+&!,-&!.）

有些也可以依赖语感，凭语言习惯分析结构。如：

（!$）谢普天相貌英俊。

（!/）她这句话确是真理。

（!$）句是主谓谓语句，语音间歇一般为“谢普天／相貌英俊”。间歇处可加“曾经”等状语。（!/）

句是一般主谓句。“她”与“这句话”间只能插进定语性质的成分，不能插状语。

$%)“如 果 ’(& 后 面 没 有‘ 的’字 出 现，我 们 宁 愿 把 它 们 一 律 分 析 为 主 谓 谓 语 句。”

［)］（**+&!,-&!.）这个结论，我们认为是比较符合汉语实际情况的，而且在具体运用时，确有其不少方

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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