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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关于做主语的动词之性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它既和语法有关也和语义有关 � 对动词主语的全面的分 

析 � 即语用的 !语义的 !语法的 � 有利于明确其动词主语的真正内涵 ∀根据当代语言学的有关理论 � 依据对动词主语 

的语义指向变化 � 动词主语中动词配价变化 � 动词主语的谓语特点 � 以及动词的历时变化分析 � 做主语的动词应为 

动名词 � 它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的双重性质 ∀ 

关键词 � 动词主语 �语法 �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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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 �� 年代曾经出现过 � 次语法专题的 

讨论 �≠ / 汉语词类问题0的讨论 �≡ / 汉语的主宾语 

问题0的讨论 �≈ / 什么是词儿0的讨论 �…/ 汉语单句 

复句划分问题0的讨论 ∀ 

动词主语中动词的语法性质也首当其冲 �直到 

现在尚无定论 ∀一说认为 �动词主语中的动词是已 

经变成了/ 名词说0的名词 �这一说以黎锦熙先生为 

代表�以下简称/ 名词说0� � 一说认为 � 做主语中的动 

词仍是动词�以下简称/ 动词说0� �这一说以朱德熙 

先生为代表 ∀还有一说 �就是吕淑湘的/ 动名词0说 

法 � 只是没有引起语法界的普遍重视 ∀ 

一 ! / 名词说0与/ 动词说0简评 

/ 名词说0者认为 � 用在主宾位置上的动词�或形 

容词�/ 不表示实在的行动或性状 �而是把行动或性 

状当作一种事物 ∀ 0 ≈� 它们已经由行为范畴或性状范 

畴转入/ 事物范畴0 ∀ 黎锦熙在5新著国语文法6中 

/ 以上各句�指例句 ≠ / 坐0/ 立0都不是 ∀ ≡ / 种花0是 

一件快乐的事情 ∀ �中的动词都可以当名词看待0 ≈� ∀ 

黎锦熙又在下文补注中说 � / 种花0是名词语 � 或名词 

短语 ∀

�/ 名词说0者认为 � 凡是在主 !宾位置上的动词 

�这里只限论及动词主语�就变成名词了 ∀如 � 

���交谈也是沟通 ∀ 

主语/ 交谈0和宾语/ 沟通0都由动词变成名词 ∀ 

/ 动词说0的观点集中在朱德熙先生的5关于动 

词形容词/ 名词说0的问题6一文中 ∀ 文章明确提出 

反对/ 名词说0的观点 �认为 �其一 �同类的词在不同 

的位置上意义可以不同 � 不能用/ 位置0来确定词性 � 

其二 � 同类词在不同的位置上表现出来的语法性质 

可以不一样 ∀例如 � 

���过失犯罪� 也是犯罪� ∀ 

/ 犯罪�0与/ 犯罪� 0语法意义不一样 �但是词义 

仍然没有变化 ∀ 

/ 名词说0给我们很多启示 � 第一 � 当动词做主语 

时 � 动词的意义指向发生偏离 �即指向一般概念内 

容 � 如5新著国语文法6中的例 ≠ � 这里的/ 坐0和/ 立0 

不是具体的动作行为 � 而是指向/ 坐0和/ 立0的这些 

概念 ∀第二 � / 名词说0在主语这个位置上的动词是 

/ 名词说0的 � 虽是名词 � 具有名词某些语法特征 �但 

不是真正的名词 ∀ 第三 � / 名词说0在总结的动词主 

语的某些语法特征也是可信的 �≠ 该动词可以有前 

定语 �≡ 可以和名词一起组成联合结构 ∀ 同时做主 

语的动词又丧失了一些动词的特征 �≠ !不能重叠 � 

≡ 不受副词修饰 ∀ 等等这些都是 / 名词说0 的支撑 

点 ∀ 

同样 � / 动词说0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其一 � 

只根据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 �其二 � 用/ 怎么 

样0和/ 什么0来做鉴定词 � 得出在主语位置上的动词 

仍然可以用/ 怎么样0来提问 � 所以仍是动词 � 其三 � 

认为表示事物范畴的不一定是名词 � 因为/ 什么0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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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代体词 � 又可以代谓词 �其四 �词类是根据词的 

语法性质划分出来的意义的类 ∀同类词既有共性 � 

又有内部分歧 ∀ 同时/ 同类词在不同的语法位置上 

表现出的语法性质可以不一样0 ≈� ∀也就是说 � 动词 

主语与动词谓语的意义可以不同 ∀ 

综观/ 名词说0与/ 动词说0 �两者又都有不可克 

服的缺点 ∀ 

/ 名词说0注意到动词主语/ 不表示实在的行为 � 

而是把动作当作一种事物0 � 由行为动作范畴转入事 

物范畴 ∀ 这主要从语义指向发生变化来分析的 ∀ 

/ 名词说0强调了语用/ 动态0表面上的变化 �而又对 

这种变化的深层的内涵把握不准 � / 动词说0注意到 

了做主语的动词某些语法特征 �忽视形成词义的内 

核 ∀ 

范晓在5三个平面的语法研究6中指出 � / 语法研 

究必须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上升到动态的研究 �并 

使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的语法研究才比较完善 ∀ 0而 

且/ 关于词的功能分类要分清常用功能和临时功能 � 

一个词的临时功能只是一种特殊的使用 , ,在词的 

归类上有时会发现难以确定的情形 �其中有一些就 

是因为经常功能和临时功能不好确定 ∀ 0 ≈� 这里既看 

到了争论的症结所在 � / 名词说0注意了动态的变化 � 

/ 动词说0恪守词的静态的理性 �又找到了研究的新 

方法 ∀ 

二 ! 动词主语指向分析 

� �动词主语语义指向分析 

先看下面的例子 � 

���劳动创造世界 ∀ 

���写字要讲究方法 ∀ 

无疑/ 劳动0/ 写字0在这里并非指具体的某人某 

个具体的行为 �是泛指一切人所有的各种具体劳动 

的总称 ∀也就是说它的含义指向理性意义�或概 

念� ∀但是/ 劳动0一词是不是就不包括任何具体的 

行为呢 �辩证唯物地看 �相对的抽象和具体总是相 

伴而生 � 从没有绝对的抽象和具体 ∀ / 名词说0对这 

个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再看下例 � 

���战 � 勇气也 ∀ �5左传 # 庄公十年6�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 �5论语 

# 为政第二6� 

���进退有律 ∀ �5荀子 # 成相6� 

���改革是一场革命 ∀ 

���关于经济的普查进展顺利 ∀ 

这里的/ 战0做主语所造成的语义指向和作谓语所造 

成的语义指向是不同的 ∀就一般情况而言 �这里的 

/ 战0指向广义的概念内容 � 它指整个战争�包括所有 

过程� � 战争的计划 !计划的实施 !战争的结果等 ∀ 可 

以断言 � 我们在理解这个/ 战0时 � 总是把它理解为名 

词 ∀但这个/ 战0有非常具体的内容 � 如刀来剑往 �冲 

锋陷阵等 � 即是说 � 在指向概念内容同时的也包含了 

具体的内容 ∀ �� ∗ ��也是如此 �其中有一点不同的 

是 � / 改革0一词本身既可看作是动词也可以看作是 

名词 ∀我们从图 � 和图 � 所示清楚地看出 � 

图 1  集合 � 表示名词概念 

图 2  集合 � 表示动词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的范围和本质的思维形式 ∀ 名 

词概念的内核是名词 �动词概念的内核是动词 ∀ 尽 

管动词的性质和意义会随着在句中的位置和角色的 

改变而发生经常性的改变 �但它的本质和所反映的 

内容不会改变 ∀即使做主语的动词丧失了动词的某 

些性质 � 但它的本质内容没有改变 ∀ 

那么名词性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 首先它是 

在主语这个位置上 � 以及这个动词所带的成分 � 特别 

是带有定语 ∀ 一旦有了这些成分 �在人脑中就会形 

成名词性的概念 �人们往往就把动作行为当作一件 

事件 � 即动事名词 �由具体内容转而指向一般内容 � 

其次 � 是由于语义的范围扩大了 �抽象性 !概括性就 

表现得更明显些 ∀一般说来 �带定语的动词主语指 

向概念内容的性质更明显一些 �带状语动词主语指 

向动词性质更明显一些 ∀ 

李宇明先生也早在 ���� 年的5所谓的/ 名词说0 

现象新解6一文中就指出/ 词语有词语性质 �语法位 

有语法位的性质 ∀某个词语在具体语句中所表现出 

来的语法性质 �是该词语本身的语法性质和其所在 

的语法位的语法性质的代数和 ∀假设某个词语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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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质为 ϒ � 这个词在语句中所处的那个语法位的 

语法性质为 ′ �那么这个词语句中所表现出来的语 

法性质就是− ϒ � ′. 0 ≈� ∀这就是最好的总结 ∀ 

� �语法的指向分析 

语用的灵活性是靠语法支持的 �同时也是人类 

语言的共同特点 ∀ / 一切语言都有办法把动词性词 

语全部或部分转成名词性词语�如 �调查农村 �农村 

调查等等�0 ≈� ∀汉语是孤立语 �缺少形态变化 � 它把 

动词变成名词只能在句法中体现 ∀动词做主语是其 

中最明显的一种 ∀例如 � 

����很帅 � 很阳光 ∀ 

����你这样做 � 人家会道理你 ∀ 

����这件事谁是谁非 �我俩到经理那儿理论理 

论 ∀ 

这里的/ 帅0/ 阳光0/ 道理0/ 理论�理论�0原本都 

是名词 �但在这些例句中都广泛地用作形容词或动 

词 � 而且这些用法在日常交际中已被经广泛地使用 ∀ 

从这一点上来说 � 把它当作动词的特殊用法 � 很不妥 

当 � 这不是个别现象 ∀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 � 这种语 

用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 �特别 

是网络语言的出现 �语用的灵活多变一定会不断涌 

现 �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 

� �动词主语的谓语特点 

动词做主语不像名词和代词做主语时谓语那样 

丰富多彩 �其表现之一就是动词主语的谓语有极大 

的局限性 ∀从郑怀德的5动词语主语句的谓语6 ≈� 一 

文来看 � 动词做主语的谓语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 

其一 � 谓语是/ 是 � 名0型 � 如例��� ∀ 

其二 � 谓语是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 �表示对主语 

的评判 � 如 � 

����挖苦人不好 ∀ 

其三 � 谓语是/ 是 � 形 � 的0 � 一般用否定式 � 如 � 

����不讲文明是不受人家尊敬的 ∀ 

其四 � 谓语用/ 有0 / 能0 / 会0 / 等于0 / 可以0 / 说 

明0/ 体现0/ 标志0/ 开始0/ 停止0等 � 如 � 

����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 ∀ 

����坚持就能胜利 ∀ 

其五 � 谓语是表示时间和距离的 � 用/ 是0/ 不到0 

/ 没0等联系主谓语 � 如 � 

����走到天坛不到十里 ∀ 

����开始没十分钟 ∀ 

综合以上五种 � 实际不过是两类 � 第一类谓语所 

表示的是对主语的判断 � 包括以上的第一种 !第二种 

和第三种 � 第二类是谓语表示对主语的评论 � 包括以 

上的第四种和第五种 ∀所有这些谓语的性质又都是 

在名词和代词做主语的性质的一部分 ∀ 

一般说来 � 判断性质和评论性质的谓语 � 它的主 

语是话题� ∉∠ ⊃ ℘ � � 其谓语对该主语进行阐述 � 缺少描 

述性的 ∀ 

动名词做主语时就是这样 �人们往往把这个动 

名词当作话题�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动事名词� ∀ 其谓 

语是对其主语进行判断或评述 �不像名词和代词做 

主语一样其谓语那样灵活多变 � 位置可前可后 ∀ 如 � 

倒装句 � 

����万岁 � 伟大的祖国 � 

而且内容丰富 �不限于以上两种 �还有描述 !记 

叙 !说明等等 ∀ 

� �动词主语的配价问题 

配价反映了词的活动能力 ∀动词的配价反映了 

动词的活动能力 �动词作谓语和动词做主语的配价 

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 

����他捐献了她角膜 ∀ 

����捐献是高尚的 ∀ 

����他的捐献是无私的 ∀ 

����他捐献了她角膜 � 是值得赞扬的 ∀ 

例����中 / 捐献0 联系的动元有 / 他0 / 她0 / 角 

膜0 � 这时/ 捐献0是三价动词 � ����例中的/ 捐献0只 

和/ 高尚0有联系 � 是一价的动词或一价的名词 � ���� 

例明显带有名词的性质 � ����例/ 他捐献了她角膜0 

一起做了主语 � 尽管/ 捐献0联系有三个成分 � 是三价 

动词 � 但不是动词做主语 � 而是整个短句做主语 ∀ 为 

什么有如此的变化 � 这是动词的用法发生变化 �是 

它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也是动词做主语时其性质 

的表现 ∀ 

在语用过程中动词的活动能力最强 ∀ 它不仅关 

涉主语和宾语 � 还可以同时带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 � 

最高可以是三价 ∀许多人都认为名词没有价 �有部 

分学者认为名词也有价 ∀根据袁毓林的研究 �只有 

二价 � 而且局限于感情 !观念类 �一般情况是一价 ∀ 

����例中的/ 捐献0就是一价的 � ����例的/ 捐献0尽 

管前有修饰成分 � 但它的价仍是一价 ∀ 

同一个动词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 � 一般地 

说 � 名词联系的成分主要是定语�包括大名小名互 

冠� !主语 !宾语等 � 而动词联系的成分有主语 !谓语 ! 

宾语 !状语 !补语 �所以动词的价比名词的价高 ∀ 当 

动词做主语后 � 它的位置由句中移到了句前 � 它活动 

的能力/ 场0明显缩小 �因此它的/ 价0就降低了 ∀ 尽 

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低价的动词就是名词 �但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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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动词变成低价动词是动词性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是不可否认的 ∀这性质是什么 � 就是动名词性质 ∀ 

� �动词主语反映了词汇的语法功能的渐变过 

程 

语法在语言的三个要素当中是最为稳定的一个 

要素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法就永远一成不变 ∀ 现 

在的许多主语动词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反映了词汇功 

能的渐变过程 ∀动词既作谓语又做主语 � 历史地看 � 

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 � 语言也日益丰富 � 为了交 

际的需要 �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用最简捷的语言去 

表达完备的意思 ∀ 或新造词语表达概念 �或就地取 

材 � 临时改变词的用法 �或变调构词 �例如 �古代/ 保 

民而王0中的/ 王0 � 或变性构词 � 如今天的/ 洞穿其奥 

妙0的/ 洞0 ∀这就是语用中的经济原则 �表现在语法 

上就是词�或大部分词汇�的功能在变化 � 或扩大 � 或 

缩小 � 或转移等 ∀这些都是语法发展变化的具体表 

现 ∀ 

由于长期的习惯积累有许多过去是动词的今天 

是名词 ∀如/ 司令 � 司马0有的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 成 

了动名兼类 ∀刘月华等的5实用现代汉语语法6 ≈� 中 

/ 动词名词兼类0列有 � 

单音节 �摆  包  刺  病  事  服 

双音节 �保管  报导  报告  代办  裁判 

残废  沉淀  陈设  呼唤  演奏  计划  翻 

译  参谋 

三 ! 做主语的动词应界定为 
/ 动名词0�动事名词�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把同时兼有动词和名词双 

重性质的做主语的动词叫做/ 动名词0 �或/ 动事名 

词0 ∀ 

这个动名词不是纯语法上的概念 �也不是纯语 

义上的概念 � 它是/ 依句定品0 �但不是/ 离句无品0 ∀ 

当动名词离开具体的语境 � 它会还原原来的性质 � 动 

词�兼有动词和名词性质的除外� ∀因为汉语动名词 

是从动词与其它词发生的关系以及动词在句子中所 

处的位置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无形态的形态 �不像印 

欧语系的动名词有形态标志 ∀这种/ 无品0只是一种 

潜形 � 并非真的无形 ∀ 

对汉语动名词这个概念 �程工在5语言共性论6 

中也有过论述 ∀他从人类语言的一般性即不同语言 

的相似性出发 � 比较汉英两种语言的异同 � 认为汉语 

的主语动词同样具有英语动名词的性质和特点 ∀ 

如 � 

����做比说重要 ∀ 

����盲目的�地做是没有意义的事 ∀ 

����做飞模很有趣 ∀ 

����⁄∉⊃ ∈∩⊃  ⊆∉ ⊕⊃⊆∠∉  ℑ∈ ∪ℑ∈  ℑ∧⊃ ∈∩ � 

���� ⁄∉ ⊃ ∈∩  ∪ℑ ∉∅ ℑ ⊃⊆⊃ ∈∩⊂⊕  ∪ℑ∈∉∈ ⊕∈ ⊕� 

���� ↑ ℑ⊄⊃ ∈∩ ℑ ∠ ⊂ℑ∈⊕ ⊆∉⊗ ⊕ ⊂ ⊃  ℑ∈ ⊃ ∈ ⊕  ⊕   ⊃ ∈∩ 

 ∪ ⊃ ∈∩� 

����″ ℑ ⊃ ∈⊃ ∈∩ ∪⊕ ℑ√⊃ ⊂∧ ⋅⊃ ⊂ ⊂ ⊗∉ ∪ℑ⊆  ∉ ℘  ∉∠⊕� 

英语的动名词可以直接做主语 �如���� ⁄∉⊃ ∈∩� 

可以带定语做主语 � 如���� ⁄∉ ⊃ ∈∩ ∉∅ ℑ ⊃⊆⊃ ∈∩ ⊂⊕  �可 

以带宾语做主语 �如���� ↑ ℑ⊄ ⊃ ∈∩ ℑ ∠ ⊃ ℑ∈⊕ ⊆∉⊗ ⊕ ⊂�英 

语的动名词还可以带状语 � 如����∪⊕ ℑ√⊃ ⊂∧ 是副词作 

动名词 ″ ℑ ⊃ ∈⊃ ∈∩的状语 ∀汉语做主语的动名词 � 在这 

一点上和英语没有两样 �如��� ∗ ��� ∀ 其中有区别 

的是汉语是孤立语 �按龙果夫的说法 �汉语是语根 

语 � 它没有形态变化 ∀ 这就是汉语动名词不被人重 

视的原因之一 ∀ 黎锦熙 !刘世儒说 �/ −阅读是快乐 

的 ∀ . −阅读. 转向名词了 � −阅读报纸是快乐的 ∀ . −阅 

读报纸. 就可以直捷了当地认为动宾词组作了−是. 

的主语 �是个名词性的词组 �根本不必比照着印欧 

语 � 说它是动名词带了宾语 ∀ 0 ≈� 他们承认汉语动名 

词但又否认动名词带宾语 �个中原因有待作进一步 

的研究 ∀ 

动词做主语有动词的性质 ∀这是保持动词的语 

法性质 � 又因为是处在主语这个语法位上 � 即名词或 

代词应该出现的位置 ∀所以这个动词同时应该具有 

名词代词所具有的性质 �也就是英语动名词那样的 

双重性质 ∀这里的动名词不同于 ϒ �ϒ � 龙果夫5现代 

汉语语法研究6中的动名词 ∀ 龙果夫的动名词实际 

上是/ 动词 � 的0的/ 的字结构0 �如/ 他看的是中国 

报0 ∀这种/ 的字结构0是一种蒙后省 � 只要读完整句 

就会知道这个句子省略成分是什么 ∀它不是完全意 

义上的动名词 ∀龙果夫还有另外一种动名词是单音 

节的动词带上/ 着0或带上其它成分做主语的 �也不 

能算作动名词 ∀ 这个动名词是其中的一种 �即动词 

短语 ∀

由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动词主语的动名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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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性质 � 

≠ 动名词的性质具有游动性 � 是/ 依句定品0 � 

≡ 动名词具有双重性 �既有动词的某些性质 � 

又有名词的性质 � 

≈ 动名词具有统一性 �把名词的性质和动词的 

性质同时统一到自己的身上 �而不需要附加其他诸 

如英语的形态标志 ∀ 

四 ! 结语 

从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来看 �动词主语同时具有 

名词和动词的双重性质 �无论是在语法平面上还是 

语用的平面上都有很明显的事实根据 ∀ 其动词性主 

要从能带状语和宾语中表现出来 �以及动词主语的 

内在的动词性本质不变方面表现出来 �其名词性主 

要从能带定语和做主语时语义指向偏于概念内容等 

表现出来 ∀把动词主语界定为动名词准确地反映了 

这一性质 � 也较好地揭示了这一规律 ∀ 汉语动名词 

不是一个词类 �是语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语 

法特征 ∀英语也是这种情况 �动名词也不是一个单 

独的词类 ∀ 它不仅可以做主语 �还可以作宾语 ∀ 它 

有 � ⊃ ∈∩形式作标志 � 但不是所有 � ⊃ ∈∩形式的都是 

动名词� ♣∞″ ∝ →⁄� ∀ 像这样的语法特征不只是在 

动词的运用过程中存在 �在其它的词语运用过程中 

也已经存在�如名词� ∀这种语法现象还将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断地涌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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