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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泉

O 语义层属于意群聚合体平面 的范畴
,

是指句子里词义所形成的意群 内部 的层次关系
。

从语义层的角度来说
,

词义是指词的个体义
,

意群是指两个以上个体义扩展米的词 的合

体义
。

词义扩展而为意群
。

意群聚合体表现为词义和意群
,

或者意群和意群之间关系 的最高一

级
,

是语义层的基本要素
,

处于第一语义层
,

起着直接表达句子思想内容的作用
。

词义或意

群也可以是语义层的基本要素
。

就是说
,

当词的个体义或合体义起着直接表达句子思想内容

作用的时候
,

就成为语义层的基本要素而处于第一语义层 了
。

从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角度来说
,

语义层的基本要素
,

实质上就是语义层的直接成分
。

换

句话说
,

起着 直接表达句子思想内容作用的基本要素
:

词 义和词义①
,

词义和意群 (或意群

和词义 ) ②
,

或者意群和意群③
,

都是组成第一语义层的直接成分
。

例如
:

① 天 /黑了
,

路 /滑
。 ”
… (冰心《小桔灯 )))

② 大家 /都在等你
。

(杨沫《怒涛》 )

③ 老松的干上 /染上了金红
,

气鸟的翅儿 /闪起金光
,

一切的东西 /都带出 笑 意
。

(老舍《骆驼祥子 》 )

意群的基本要素则是词义
。

1
·

1 词义和意群都与概食有着密切关系
。

词义是概念的体现者
,

概念是词义的 客 观 基

础
。

意群既然是由两个以上的词的个体义扩展来的
,

也就体现了扩展 了的概念内涵
。

这里所讲的词义
,

包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

也就是说
,

词义概括的是两个方 面 的 属

性
: 一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属性

,

一是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属性
。

前者主要抽象

为词汇意义
,

后者主要抽象为语法意义
,

词汇意义和语法 意义构成词 的核心—
词核

。

在语 言

结构系统中
,

词核的功能从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
:

一方面表现为语法层 (见 怪2
.

1) 中的语

法形式
,

使词按照 民族语言的格局合成句子成为可能
, 一方面表现为语义层中的思维形式

,

使语言最终成为人类彼此交际
、

交流思想
、

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和工具
。

词核这两个方面的功能
,

不同类型的词
,

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

比如实词
,

词汇意义表现

得很明显
,

人们往往先感知它的词汇意义
,

而忽略它的语法形式
。

比如虚词
,

语法意义表现得

最为突出
.

思维形式甚至要进入语义层之后才能明确显示 出来
,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它不表现

词义
。 “

的
”

是典型的虚词
,

在
“

这本书是我的
。 ”

这句话中表示领属关系
,

去掉它
, “

这本书

是我
。 ”

就不象话
。

怎么能说
“

的
”

不 表现词义呢 ? 我们认为
,

凡能进入句子的词
,

都具有词核

的两个功能
,

缺少其中一个
,

词与词之间就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

这两个功能是客观事物
、

现象或它们 之间的关系赋予的
,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没有这个客观存在
,

语言也就不成其为



语言了
。

1
.

2 概念既然是客观事物
、

现象或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的反映
,

就成为 语义 层的

客观基础
,

即成为词的个体义扩展成合体义的客观基础
。

具体说
,

甲词与乙词在词义上能否

组合扩展成一个意群
,

要决定于概念间的关系
。

一般说来
,

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的 (没

有相同属性的 )
,

不具备组合的客观基础
,

这类词义就不能彼此组合在一起扩展成意群
。

比

如
, “

空气
”

的词义是
“

氮和氧等成分组成的无色
、

无昧 的气体
” 。 “

无色
”

是
“

空气
”

的属性之

一
,

表明它同表示颜色概念 的词义 (如
: 红

、

蓝
、

黑等 ) 没有内在联系
,

不具备组合在一起

的客观基础
,

因此不能组合扩展成
“

红空气
” 、 “

蓝空气
”

或
“

黑空气
”

等意群 (修辞用法除外 )
。

但是
,

也有少数这种情况
:

从概念间的关系看
,

两个词义没有内在联系
,

而在实际语言

中却可 以组合在一起扩展成意群
。

为什么 ? 究其原因大略有三
:

第一
,

借
“

媒介词
’

的帮助
。 “

水
”

和
“

空气
”

都没有数的属性
,

不能同表示数 目概念的词组

合
,

不能说
“

一水
” 、 “

五空气
” 。

但是
,

汉语有表示计量单位的词
,

如
:

个
、

张
、

升
、

斗
、

次
、

趟等
。

由于交际上的需要
,

某些本来没有数属性的词义可 以利用计量词作为
“

媒介词
”

而赋子

数的属性
。

例如
, “

水
”

和
“

空气
”

分别具有液体和气体的属性
。

由于液体和气体都具有任 意形

变
、

能盛于容器里这一属性
,

`

同计量词存在着内在联系
,

因而可用
“

杯
” “

升
”

等表示计量单 位

概念的词作为
“

媒介词
’ ,

同数词一起组合扩展成
“

一杯水
, 、 “

五升空气
,

等意群
。

第二
,

借修辞手法的帮助
。

修辞手法在语言运用 中
,

往往能赋予词义以
“

临时属性
” ,

使

本来不具备组合条件的词义联系起来组合扩展成意群或意群聚合体
。

例如
:

① 一个浑身黑色的人
,

站在老栓面前
,

呼幸正餐两把刀
,

卿得孝珍零小丁丁半
·

(鲁迅 《药 )))

② 高射炮兵人缘好
,

傍晚夕阳把炕烧
。

青蛙枕边道晚安
,

星月陪伴头上笑
。

((( 旗红歌谣 )))

例①
“

眼光
”

本不是刀
,

不能刺 , 人 (老栓 ) 哪能缩小? 例②
“

夕阳
”

不会烧炕
, “

青蛙
”

也

不会道晚安
, “

星月
”

又何尝会笑 ? 可是作者采用 了比喻
、

夸张和拟人等修辞手法
,

不仅使这

些词语可以组合在一起
,

而且使人倍感形象生动
。

不过词义的
“

临时属性
”

同
“

媒介词
’

不一

样
。 “

媒介词
”

是固定的
,

已经成为汉语里 的一定格式
,

而词义 的
“

临时属性
”

则是暂时的
,

修

辞环境一旦不存在了
, “

临时属性
”

也就随之消失
,

词义又恢复它原来的性质
。

第三
,

借
“

约定俗成
,

作用的帮助
。

实际语言中
,

有一些所谓不符合逻辑的格式
,

例如
,

“
吃食堂

” , “

打扫卫生
’ , “

恢复健康
’ , “

救火
. , “

一顿饭 吃十块钱
’

等等
,

经过长期
“

约定俗

成
”

之后
,

说汉语的人都能共同理解了
,

不过是通过所谓
“

潜在语言
”

拐 了弯儿去理解的
。 “

吃食

堂
”

要理解为
“

在食堂搭伙吃饭
”

, “

恢复健康
’

要理解为
“

使病痛消除
,

逐渐健康起来
”

……
。

这

种
“

潜在语言
’

所表示的意义是人们在长期言语交际中经过
“

约定俗成
’

之后取得的
。

它虽然没

有语义层的固定形式
,

却不能不说是正确理解意群层次关系的一种辅助手段
。

综上所述可知
,

不是任何词义都可以组合在一起扩展成意群的
。

有的看来不能组合的词

义
,

由于采取了必要的交际手段
,

也能组合在一起了
。

这样就形成词义和概念间更为错综复

杂的关系
,

从而使语义层和语法层出现不相对应的现象
。

2
.

1 语法层属于句子成分平面的范畴
,

是指句子成分平面里各小平面之间所形成的层次

关系
。

语法层包括
“

层
”

和
“

级
”

两个范畴
, “

层
”

由
`

级
”

合成
。

所谓
“

层
” ,

是指句子成分平面
、

词组平面
、

词平面之间的最高一级的层次关系
,

实质上是指语言结构 中句法成分 之间所形成

的
、

起着直接组句作用的直接成分
。

在一般情况下
,

句子 成分平面处于第一语法 层
,

词组平



面处于第二语法层
,

词平面处于第只语法层
。

第一语法层的功能是直接组成句子或同另一第

一语法层互为直接成分
,

组成句子 , 第二
、

三语法层的功能则是直接组成词组或同另外的第

二
、

三语法层互为直接成分
,

组成词组
。

所谓
“

级
” ,

是指词组平面内部的层次关系
。 “

层
”

和
“

级
”

的关系是
: “

级
”

属于
“

层
’

的下位 , “

层
,

的层次关系决定于下位的层次关系
。

词或词组处

于
“

层
”

或
“

级
” ,

处子哪一级
,

功能不尽相同
。

处于最高一级
,

相当于
“

层
” ,

由意群聚合体充

任
,

可以直接组成句子
,

或者同另一
“

层
”

互为直接成分
,

组成句子
, 处于非最高一级的词或

词组
,

其功能只是同另一词或词组互为直接成分
,

组成词组
。

2
.

2 愁1
.

1说过
,

词汇意义和语法 意义构成词的核心—
词核

。

词核最基本的特征是对

客观事物
、

现象或它们 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的反映
。

语义层也好
,

语法层也好
,

都要受它的

制约
。

语义层决定于思维形式
,

是句子的客观基础
。

没有这个基础
,

句子思想内容的形成是不

可能的
。

从这个 意义上说
,

语义层是语法层的客观基础
。

没有它
,

语法层会因为失去组句 的

基础而不复存在
。

可见
,

语法层虽然决定于语法形式
,

却依存于语义层
。

可以这么说
,

语法

层的层级关系只不过是语义层之间关系的映射而已
。

当然
,

语法层对语义层之间关系的反映

不是漠不关心
,

而是要赋予语义层以语法意义的
。

大家知道
,

汉语缺乏印欧语言那种形态变

化
,

词序和虚词是语法层关系的主要形式
。

换句话说
,

固定的词序和必要的虚词
,

是反映语

义层之间关系的形式标志— 语法 意义所决定的形式标志
,

语法意义就是通过它而表现出来

的
。

例如
:

① 一锅饭吃十个人
。

②
一

卜个人吃一锅饭
。

上例都是施受关系
,

对应于
“

主语—
述语

— 宾语
”

这一句型
。

然而两个句子 的意思却

不是完全一样的
:

①着意在陈述
“

一锅饭
”

够
“

十个人吃
” , ②着意在陈述

“

十个人
”

就
“

吃
一

锅

饭
” ,

是否够吃并不肯定
。

两个句子使用的词语相同
,

之所以产生语义上的细微差别
,

是 因为

①把受事项置于动词之前的缘故
。

就是说
,

语法层 (通过不同的词语位置 ) 赋予受事主语句

以不 同于施事主语句的语法意义
。

这种不同的语法意义反映射于语义层就产生 了细微的语义

差别
。

语义层和语法层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

但是从大处着眼
,

可以归纳成同步关系和非同步

关系两种
。

3
.

1 同步关系
,

指的是语义层与语法层在语言结构序列上存在着相一致的对应 的关系
。

在 以动词为轴心的句型 中
, “

主语

—
述语— 宾语

”

是个主要类型
。

我们认为
,

汉语中 仁语

是施事
,

宾语是受事
,

即
: “

施—
动

— 受
”

格式是动词为轴心的句型的基础
。

施受关系 Y `

中「: 1 “

W越 / D / W里”

同
“

主语— 述语— 宾语
”

的对应关系就是同步关系
。

此外
,

限制关系
、

中性关系
、

平行关系等
,

也都能找到与语法层的同步对应关系
。

下面以限制关系为例加以分

析说明
。

Y 。 〔X 〕 / M /〔X 〕 r 2 1

l( ) X / M
:

对应于偏正式 ( 2) M / X
`

对应于主谓式

l( ) 为后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偏正式
,

例如
: “

木头 /房子
’ , “

一个 /村庄
, , `

我们 的

/事业
” , “

美丽的 /花园
” , “

昨天来的 /客人
”

等等
。

(2 ) 为前 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 中的主谓式
。

前向项仅 限于形容词
、

名词性词组和数童词

组
,

同时可以转换成后向项
。

例如
:

桃花 /鲜艳 ` 鲜艳的 /桃花
,

孩子 /聪明` 聪明的 /孩子
,

这个小女孩儿 /苹果脸儿` 这个苹果脸儿的 /小女孩
,

那个人 /大眼睛
、

黄头发 , 那个大眼睛
、



黄头发的 /人 , 这本书 /五百页~ 这本五百页的 /书
,

机车 /十八台 , 十八台 /机车等等
。

。

Y
。 〔 X〕 /W /〔X〕 : s -

l( ) X /W
.
对应于偏正式 ( 2) W /X :

对应于述补式
, ,

(1 ) 为后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偏正式
,

中心项是形容词
、

动词或形容词性
、

动词性

词组
。

例如
: “

非常 /严肃
” , “

(说明了 ) 他的 /坚决和顽强
”

, “

在床上 /躺着
” , “

从树上 /摘下

来
” 。

(2 ) 为前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述补式
,

中心项是形容词
、

动词或形容词性
、

动词性

词组
。 .

例如
: “

好 /极了
’ , “

硬得 /象钢板
” , “

说 /清楚了
” , “

坐 /在窗口
” , “

逼得 /我没地方作

艺
. 。

Y
,

X /〔Z /W〕 :
对应于偏正式

: ; i

Y
,
为后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偏平式
,

中心项是主谓式词组
。

例如
: “

昨天 /他 就来

了
, , “

在老师的帮助下
,

/他进步很快
” 。

Y 。 X
.

/ W (或 M ) 「。 l

(l ) X袱W
:
对应于多项偏正式 ( 2) x汀M

:

对应于多项偏正式

(l ) 是多项后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多项偏正式
,

中心项是形容词
、

动词或 形 容 词

性
、

动词性词组
。

例如
: “

很 /不刀认真
” , “

每天晚上 /在教室里 / /非常刻苦地 /刀学习
’ 。

(2 ) 是多项后向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多项偏正式
,

中心项是名词或名词 性 词 组
。

例

如
: “

中国人民的 /高尚 / /品德
” , “

我 的 /一 口 / /大 / / /木头 / / / /箱子
’ 。

综上所述可见
,

词核的两个功能在完成交际任务过程中做到了完全同步
。

一个明显的特

点是
: 词序

、

虚词相同
,

长度相等的语法形式
,

表示相应的思维形式时具有单一性
,

不产生

多义象现
。

语义层和语法层的这种关系
,

是思维形式和语法形式 的基本关系
,

代表着汉语 的

总的性质
。

3
.

2 非同步关系
,

指的是语义层和语法层在语言结构序列上不存在相一致的对 应 的 关

系
。

捧受关系语义层序列有顺展式和逆展式两种形式
。

非同步关系指的主要就是逆展式同语

法层的关系
。

映射于语法层的非同步关系
,

有两种情况
:

第一
,

相同的思维形式 由同一语法形式表示
,

又有两种情况
:

1
.

语义层序列直接映射于语法层
。

见下例
。

Y ,
( M一 受 ) / D / ( M女一 )

:。 1

(1 ) M 受 /D
:
对应于主谓式 ( 2) D /M . :

对应于述宾式

( 3) M受 /D / M . :
对应于主述宾式

(1 ) 是只有受事一项 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谓式
,

受事项处于主语位置
。

例如
:

召间题 /解决了
” , “

烟 /也不抽
,

酒 /也不喝
” 。

(2 ) 是只有施事一项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述宾式
,

施事项处于宾语位置
。

例如
:

“

对面
,

靠壁坐着 /女特等劳动模范武玉兰
” , “

山脚下突然钻出来 /五个人
” 。

(3 ) 是有施 /受两项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述宾式
,

受事项处于主语位置
,

施事

项处于宾语位置
。

例如
: “

一锅饭 /吃 /十个人
” , “

这间屋子 /住 /五个人
’ 。

Y : M一受 / M舜一 / D

l( ) M . / M交 / D : 对应于主谓式 ( 2) M 受 /M月 / D :
对应于主谓式

(1 ) 是有两项 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谓式
,

施事项处于主语
,

受事项处于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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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动词之间
。

例如
: “

他 /什么 /都要
” , “

我 /一点儿消息 /也不知道
, 。

(2 ) 是 有两项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谓式
,

受事项处于主语
,

施事项处于受事

项和动词之间
。

例如
, “

什么 /他 /都要
” , “

缺点 /他 /不肯说
’ 。

2
.

语义层序列借助虚词映射于语法层
。

见下例
。

Y
,

M一交 / J ( M ) 女
一
旅 / D 「v l

(l ) M 芍 J/ M受 / D :
对应 于主谓式 (2) M受 J/ ( M ) . / D :

对应于主谓式

( l) 是有两项 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谓式
,

施事项处于主语
,

受事项借助介词

处于施事项和动词之间
。

例如
: “

他 /连饭 /都不吃
” , “

他 /把这件事 /忘得干干净净
” 。

(2 ) 是有两项 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主谓式
,

受事项处 于主语
,

施事项借助介词

处于受事项和动词之间 , 没有必要知道施事者是谁时
,

施事项 可以不出现
。

例如
: “

杯子 /被

(我 ) /打破 了
” , “

敌人 /被 ( 我军 ) 打 /得到处逃窜
” 。

Y
`

JM刻M 绝 / D
:

对应 于偏正式

Y
`

是有两项的逆展式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偏正式
,

中心项由主谓式词组充任
;
受事项

借助介词处于施事项 之前
,

施事项 (即中心项 的主语 ) 处于受事项和动词 之间
。

例如
: “

连他

的名字 /我 /也记不起来了
” , “

对那件事 /他 /很关心
” 。

第二
,

不同的思维形式由同一语法形式表示
。

汉语的语法形式没能够表现语义层的全部

关系
,

因而出现了同一语法形式表现不同语义层 (包括潜在语义层 ) 的多义现象
。

语义层与

语法层的这类对应关系
,

可以从语言环境和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去分析
`

从语言环境的角
’

度分析
,

多义意群可以分为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两类
。

所谓有条件的
,

是指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才产生的多义现象
。

例如
:

①许多老张的先进事迹 ②许多非洲的发展 中国家

①有两种理解 : ( 1)
“

老张的许多先进事迹
” , “

老张
’

只一个人 , ( 2)
“

有许多个老张的

先进事迹
” , “

老张
”

不只一个人
。

可是
,

②却只有一种理解
: “

非洲 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 ,

这是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
“

非洲
” , “

许多
”

和
“

非洲
”

不具备组成意群的客观基础
; “

许多
”

虽在
“

非

洲
”

之前
,

却因受到意群中其他词义的制约
,

不能直接限制
“

非洲
” ,

因而不产生多义现象
。

所谓无条件的
,

是指在任何语言环境中都会产生的多义现象
。

例如
:

③ 调查了某个大学的学生

③有三种理解 : l( )
“

调查 了某个大学的 /学生
” , “

学生
”

是施事
,

单
、

复数不定
,

( 2)

“

调查了 /某个大学的学生
” , “

学生
”

是受事
,

单
、

复数不定 , ( 3)
“

调查了 /某个刀大学 的学

生
” , “

学生
”

是受事
,

单数
,

意思是
“

对大学 的某个学生进行调查
’ 。

即使把③扩展 成句 子 :

“

我们调查了某个大学的学生
。 ”

也仍有 (2) (3) 两种理解
。

从结构关系的角度分析
,

语义层关系有的有固定形式
,

可以进行语法层级 的定型分析
,

我们把这种能进行定型分析的语义层叫作显性语义层
。

有的则没有固定形式
,

不能进行语法

层级的定型分析
,

我们把这叫作隐性语义层
。

1
.

显性语义层
。

显性语义层与语法层的关系
,

是指语义层级关系能够在词序和虚词相同
、

长度相等的语法层上分析出所有的关系来
。

举例来说
。

④ 撞倒我的自行车

④语义层有两种关系 :
( 1)

“

撞倒
”

和
“

我 的自行车
’

组成最高一级语义层时
,

它 的 关 系

是
: D / M女 ,

对应于语法层中的述宾式
, “

我的自行车
”

是受事
,

意思是
“

我的自行车被 撞倒
’ ,

(2 )
“

撞倒我
”

和
“

自行车
”

组成最高一级语义层时
,

它 的关系是
:

X (〔D / M妇 )/ M . ,

对 应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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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层中的偏正式
, “

我
.

是后向项中的受事
, “

自行车
’

是后向项的施事
,

意思是
“

自行车 撩

侧我
. 。

2
.

隐性语义层
。

隐性语义层与语法层的关系
,

是指语义层级关系不能在词序和虚词相同
、

长度相等的语法层上分析出所有的关系来
,

就是说
,

只能分析出一种层次关系
,

另外的语义

层级关系要借助于
“

潜在语言
`

的语义层级关系才能在语法层上进行分析
。

举例来说
。

⑤ 鸡不吃了
。

⑥语义层有两种关系 : `1) M . /D , (2 ) M刻 D
。

但是
,

在语法层上只能分析出 一 种关

系来
:

O

l
了一吃谓一不一

叠
}
述

1
要把语义层的两种关系都在语法层上表示出来

,

就得借助于
“

潜在语言
’

的语义层级 关系

了
。

例⑤潜在语义层的关系是
:

⑥ 鸡不吃食了
。

⑦ 不吃鸡 (肉 ) 了
。

根据上面两种关系
,

就可以在语法层上进行分析了
。

“

潜在语言
”

的语义层没有固定的语义层形式
,

它的层次关系和它所反映的思维形式
,

是

人们在长期交际过程中
“

约定俗成
”

的
。

虽然如此
,

有
“

约定俗成
”

这个基础
,

某些意群聚合体

的意思才能被准确地理解
。

然而
,

由于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固定语义层形式 (理解不同就会有

相应的不同形式 )
,

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相对应 的语法形式
。

所以
,

隐性语义层的关系

只有借助于
“

潜在语言
”

的语义层才能在语法层上分析出它 的全部层级关系来
。

只有进行隐性

语义层全部关系的分析
,

才能揭示 出意群或意群聚合体所包含的多义关系
,

从而解释多义现

象同语法形式的各种关系
,

以促使汉语朝着规范化方向健康发展
。

注释
:

〔均 施受关系
、

限制关系
、

中性关系
、

平行关系等
,

是语义层中的基本类型
,

我们把它归纳成十个语

义层级关系的公式
:

Y : ( M一受 ) z D / ( M里一 )
,

或 ( J M . ) / D / (M . )

Y : M扭
一
圣 / M女一 / D

Y o M .
一
里 J/ ( M ) 女一 / D

Y ` JM受 /M . / D

Y 一 〔X 〕 /M / 〔X〕

Y . 〔X〕 /W / 〔X 〕 (包括用
“
得

’
和不 )IJ

“
得

’
两式 )

Y : X /〔Z /W〕

Y . X
。

/ W (或M )

Y . (M 、 ) / D / (M t )

Y : 。 .P
〔幻 M 表示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

X表示限制项
,

M前的X为后向项
,

M后的 X为前向项 , 〔 〕 表示前

响项与后向项 互补
,

或者两项均有
,

下 同
.

〔3〕 W 表示诵词
,

包括动词和形容词
.

〔4〕 Z 表示中心项中的小主语
.

〔5〕 X
。

表示限制项为多项式
, n 表示项数

,

如 n 二 3
,

X
. 二 X , = xl / X z/ X , , 中心项为谓词的

,

写 作

X
.

/W
,

中心项为名词的
,

写作X扩M
.

〔6〕 D 表示动词或动词性词组 , ( ) 表示前后项施事受事互补
,

或者前后项均有
,

但不能均无
,

下

俩
。

〔力 uJ ( M ) 女一
,
只 有施今项

,

如
“
敌人 /被 (游击队 ) /打败了

. ,

主语是受事 , `
,J M

号

表示介词同

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的介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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