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第 1期 
2008年2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01．9 No．1 
Ireb．20o8 

两个系动词be还是一个系动词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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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浅析英语系动词be 

何 丽 萍 

(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 “两个系动词 be”之说认为系动词 be在等值句中与述谓句中有不同的特点，在等值句中是一个真正的及物动 

词，赋两个题元角色。文章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进行分析，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充分不恰当的。文章认为，在英语中系动词 be 

只有一个，是一个功能性成分，其没有语义内容。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分析，系动词 be具备提升动词(r．isins verb)的特点，而等 

值句和述谓句中的系动词 be都符合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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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系动词(copula)这个概念引入语言学领域以来，因 

为系动词 be表现出来的句法特殊性，在生成语法理论领域 

一 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系动词的特征分析 

各有千秋。如Heggie认为等值系动词句的原始生成结构中 

的两个限定性词组不可能构成述谓关系。Partee认为系动词 

be既有述谓意义又有等值意义。Mow在 Raising of Predicate 

中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对系动词结构提出了提升分析法，影 

响极大。Rothstein在 Subjects and Predicates中认为等值系动 

词句中的系动词 be在的主语是原本生成的，这种结论与其 

关于 be动词的解释(其认为 be动词是一个提升动词)相互 

矛盾 。在国内，很多文献把系动词这个术语等同于动词 be， 

seem，go，appear这一类在用法上能够体现出相似性的一系 

列词，如赵彦春的《英语系动词词库的模块性及其句法语义 

特征》，如高玉梅的《浅谈系动词》从语法的角度对系动词的 

用法进行总结和归类。更值得一提的是刘爱英教授，韩景 

泉教授也对系动词结构有过论述和分析，其解释和分析对 

系动词以及系动词结构的理解和分析很有借鉴意义。此外，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在英语中有两个系动词 be的说法。本文 

在生成语法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其在系动词结构中呈现 

的特点对“两个系动词”之说进行分析和验证以证明这种观 

点的不足。 

一 什么是英语系动词? 

传统英语语法 中，系动词 即为连系动词(Radford称为 

“系词”)，很多词典对系动词的定义为：连接主语和补语的动 

词。按照这一定义，英语 中的系动词便包括了一系列动词 ， 

如表存在的 be(be为典型的连系动词)，表变化的 become， 

get，turn，表触觉的touch，表味觉的smell，还有 seem，look， 

appear等等。因此，人们把由这些动词接一形容词构成的结 

构被称为系表结构，如： 

(1)a．The flower looks beautifu1． 

b．nle food smells delicious． 

系表结构是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中最常用的结构之一。 

尽管对系动词 be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但事 

实上，对于“系动词”这个概念至今为止也没有标准的定义。 

历史上一些学者们对其做过一些描述和解释，如 Ahelard， 

Aristotle，Russell，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基础。在对系 

动词从生成语法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文献中，语言学者们 

都把英语中动词 be及 be的各种形式的某一用法看作英语 

系动词 的直接研究对象(如 Moro1997，Heggie1988，Par． 

tee1986，Rothstein2001)，而对于传统语法中的系动词seem等 

词，笔者尚未在讨论copula的文献中见到有把其列入copula 

这一类词之列的，只有在 Mow在(The Raising ofPredicate))-- 

书中提出因seem与be有很多类似的句法特征所以把 Boom 

称为半系动词(quasi—copula)。 

众所周知，动词be在英语中有两大功用：其一是用作助 

动词，用于辅助其他的动词构成某种语法形式，如： 

(2)a．John is to come here． 

b．John is coming here． 

其二是用作句子的主动词，其后可以接一个限定性词组 

(DP)或形容词词组(AP)或介词词组(PP)，组成一动词词组， 

文献中动词 be的这一用法被称为系动词 (copula)。因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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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本文中采用当今大多数语言学家在文献中的提法，把英 

语中的系动词视为作主动词用法的动词be。 

二 历史上三种影响深远的对系动词 be的认识 

对于系动词的语义内容，我们最早接触的是课本上对 

be的具体形式 am，is are)的解释：是。进一步的学习让我们 

二语习得者们了解到 be还可以表示“存在”、“状态”、“发 

生”、“举行”、“产生”等意义，而词典中对 be的解释也便是如 

此。如此看来，系动词be是一实义动词，有具体的语义。 

在语言学领域，对于系动词的描述与解释产生过三种意 

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的认识。 

(一)Aristotle：系动词——时态标志成分 

Aristotle的系动词理论收藏在其书De Interpretatione中， 

他对系动词的分析是从对陈述句的分析中得出的，他认为陈 

述句既可陈述事实也可揭示假象 ，但单个的名词词组没有这 

两种功能。在英语中，任何一个陈述句都必须包含一个动词 

或动词的屈折变化成分(也就是说英语中任何一个主句或 

c 的补语 都必须有时态或屈折成分要求)，组成一陈述 

句的最基本元素应该包括主语、谓词和时态标志成分。当句 

子中没有实义动词时，就必须借助另一时态标志成分，而这 

一 时态标志性成分就是系动词。因此，在Aristotle看来，系动 

词与实义动词屈折变化成分是呈互补分布状态的。此外，根 

据 Aristotle的部分论述我们可以得知 Aristotle眼中的系动词 

本身不是一个谓词。 

(_--)Abd~ ：系动词——主语和谓词的连接成分 

Abelard关于系动词 的分析是在讨论 三段论 法(syllo． 

西锄)0的分析和推断方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Abelard在 Dia． 

1ee．flea主要讨论了三段论法的分析和推断方法)。Abelard认 

为每个普通命题都必须是至少包含一个主语和谓词的句子， 

主语和谓词由不同语类充当，而所有语类中既能充当主语 

又能充当谓词的只有名词性短语。他在发展 Afi~ofle的系动 

词解释的同时强调系动词可以连接主语和谓词并可以在一 

个三段论中把一名词变成谓词，他用如下例子说明系动词的 

作用： 

(3)a．AI咖 is amamma1． 

b．~cmtes is a man． 

系动词的存在使 a man由(a)句中的主语变成了(b)句 

中的谓词。Abelard对系动词的认识是一种概念性的转变， 

这种转变奠定了“系动词(copula)”这个术语的产生，而 copula 

这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pulare，其意思为“连接(1ink)”。 

(X)Russell：系动词——表示等值意义 

Aristotle和 Abelard对系动词解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 

们认为系动词本身不是谓词。Russell对系动词的认识是 19 

世纪逻辑思潮(1ogical thought)和英国黑格尔哲学(British He． 

gehanism)影响下的产物。Russsell一方面受 Abelard和 Aristot． 

1e系动词理论的影响，认为系动词是一个表述谓关系的连接 

成分，如(4a)；同时他提出系动词后面接一个名词短语时表 

示等值意义，而这时的系动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如(4b)。 

(4)a．Soemte is human． 

b．~crate is a man． 

Russe11关于系动词既表述谓关系又表等值意义的分析 

被当代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接受并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生 

成语法学家(generative grammar)，关系语法学家(relational 

grammar)~蒙太古语法学家(Montague grammar)。 

三 两个系动词 be还是一个系动词 be? 

(一)“两个系动词 be”之说 

20世纪初 Russell的系动词理论对当代语言学界的影响 

是巨大的，一些赫赫有名的大语言学家如Jesperson，Hamday， 

Quirk and Greenbaun，Kahn等都不同程度地受了该理论的影 

响，并发展了 R~sell的解释，认为当系动词 be后接一个有定 

性名词短语(definite DP)时，系动词句既可以作述谓意义解 

读也可以作等值意义解读。 

接着，Susan D．Rothstein写了一篇名为 'I]lI~e Forms of En． 

sh BE的文章，他认为句子(5a)、(5b)、(5c)分别代表了系动 

词的三种特点——表述谓性，表等值意义和表存在意义。 

(5)a．Mary is a genius． 

b．MaryisMrs．Smith． 

C．There are three COWS in the garden． 

他在文中提出：表述谓性的系动词不给其后的名词短语 

赋论旨角色；表等值意义的系动词给其前后两名词短语各赋 

一 论旨角色；表存在意义的系动词只能给其后的名词短语赋 

论旨角色——不同意义的系动词有不同的句法特征。 

系动词在充当主动词时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句法特性。 

此外，有的学者发现在其充当例外授格动词(如 consider，be． 

heve等)补语时系动词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 

(6)a．I believe／consider Mary(to be)a clever woman． 

b．I believe／consider Mary (to be)Dr．Smith． 

同样是例外授格动词后面的补语，而且补语中的组成成 

分都是名词词组，(6a)中的系动词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句子 

的语法性，而(6b)中的系动词却不能省略。 

因此，有的学者便就此得出结论：英语中有两个系动词 

be，表述谓意义的系动词只是一个述谓标记，没有任何实在 

意义也不能赋论旨角色(如6a)；表等值意义的系动词是一 

个真正的及物动词，其可以赋两个论旨角色，一个给主语，一 

个给宾语(如 6b)，“两个系动词 be”的说法由此产生。 

(二)“两个系动词 be”说法的优势 

“两个系动词be”说法明确指出了述谓系动词句中系动 

词 be不能赋论旨角色给其后面的名词性短语 ，并且提出 be 

只是一个功能性成分。述谓系动词句后的名词词组是谓词 

性的(predicafiona1)，其与别的谓语成分有相同的特征表现， 

试看(7a，b)： 

(7)a．The photography ofthe presidentwasthe cause ofthe ri- 

ot ． 

b．Th e photography ofthe presidem causedthe riot． 

Rothstein把 the cause of the riot称为 自然 谓词 (natural 

predicate)，因为(7a)中的名词 callBe与(7b)中的谓词 cause同 

音同形。此外，虽然是名词词组 ，根据 Chomsky的精神，充当 

谓词性的名词性成分不同于论元名词词组，其没有结构格特 

征，因此不会参加格特征核查操作，而处T[sl~c， ]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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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词组可以通过 spee—head结构关系核查格特征并且从 

谓词性名词词组处获得论 旨角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系动词 

似乎只是一个语法形式 I-_(grammatical formative)的存在成分 

而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句中的两个名词词组不需要从它那里 

获取论旨角色或者结构格。因此，关于述谓系动词的分析基 

本符合生成语法理论。 

这种说法把等值句中的系动词看成一个真正的及物动 

词，系动词前后的名词词组便可以分别获得相应的主格和宾 

格及论旨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圆满地解决了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的等值句中两个名词词组的格特征的要求这个问题。 

(三)“两个系动词be”说法的不足与本文的解释 

“两个系动词 be”说法看起来似乎为系动词句的表面特 

征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当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说 

法是不充分不恰当的。首先，如果表等值意义的系动词是一 

个真正的及物动词，那么其后的名词词组便是个直接宾语， 

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从及物动词后的直接宾语抽取成分 

(extract)比从主语中抽取成分更加容易。Chomsky是这样解 

释这一语言现象，主语由于受非词汇性成分 Infl的管辖不受 

词汇标记，即不受严格管辖，而当且只有一个论元受到严格 

管辖，即受到词汇中心词论旨标记时，才能从中抽取成分。 

请看以下例句： 

(8)a．[a picture of the wal1]revealed lthe cau,~ofthe riot]． 

b．[which riot]idid[a picture ofthe wal1]reveal[the cau,~of 

ti]? 

c．*[which wal1]idid[ft．picture of ti]reveal[the eallSe of 

the riot]? 

但(9)和(10)中例句的对比表明等值句中系动词后的成 

分并不容易被抽取。 

(9)a．*Mary，who his best friend is t，likes to go to the 

beach． 

b． * le wolnRn that his best friend is t is here． 

c．*It is Mary that his best friend has been t． 

(1曲a．Mary，who his best friend met t yesterday for the first 

time，wants to invite him to a movie． 

b． le womsn that his best friend invited t has arrived． 

c．It is Mary that his best friend has invited t． 

我们也可以从(1O)看出等值句中系动词后名词词组似 

乎不是直接宾语而更具有主语的特点。 

其次，如果等值句中的系动词be是一个真正的及物动 

词 ，根据 Government and Binding中题元准则(Theta Criterion)的 

要求 ：一个论 旨角色只能赋给一个名词性论元，而一个名词 

性论元只能充当一个论旨角色。那么系动词给主语和宾语 

分别赋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论旨角色。但众所周知，等值句 

中的两个名词词组在结构和指称性上具有完全一致性与同 

一 性。如 ： 

㈣ a．[DP，I1le evening star]is[DP the morning star]． 

b．1 DP Your opinion of Edinburgh J is l DP my opinion of 

Philadelphia]． 

(1Oa，b)中的两个名词词组从表面上看起来结构完全相 

同，而且在指称性上也无法区分哪个指称性更强哪个稍弱。 

对于这样两个成分在同一个句子中承担不同的论旨角色是 

不合逻辑的。下面例子说明有相同指称对象的两个成分应 

该共享同一个论旨角色。 

㈦ a．[We psychologists]don’t trust[you linguists]． 

b．[We]don’t trust[you]． 

c．1Psychologists]don’t trust[1inguists]． 

最后，我们认为(6a)与(6b)之间的对比并不能直接断定 

表述谓关系的系动词只是一个述谓标记而表等值意义的系 

动词是一个真正的及物动词因此无论在母句还是在例外受 

格动词的补语成分中都不可缺少。其对比只是一个表面现 

象，表面现象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其内在本质——只有一个系 

动词be这一事实。至于(6a)与(6b)之间的对比，我们的解 

释是：(6b)中的两个名词词组都是指称性的，两个指称性的 

名词词组本身无法构成述谓关系，因此无法形成小句。Heg． 

gie也赞同这一观点。而在小句中插入系动词就可以为其中 

任一个名词词组提升(系动词句的主语并非原始生成)提供 

落点的指示语位置。(6a)中系动词后的名词词组是谓词性 

的，在句子的底层结构中两个名词词组可以构成述谓关系， 

因此可以构成小句。我们可以试着观察(13a，b)之间的对 

比： 

03)a．I consider my aog(to be)my only friend． 

b．*I eomider my only friend my aog． 

c．I eomider my only friend to be my aog． 

(13a)中consider后面的小句成分 my only friend是谓词 

性名词短语，是小句中的谓语，(13a)类似于(6a)，而(13b)错 

误的原因并非因为my only friend与my aog都是表指称性的 

而真正在于：我们认为在小句中主语在语序上要永远先于谓 

语，但(13b)t]~句缺乏功能性中心词，因此无法为小句中的谓 

语my only friend提升提供落脚点的指示语位置而导致了其 

结构的崩溃。 

由以上分析 ，我们得知英语 中的系动词 be只有一个。 

从生成语 法的角度来看，系动词 be没有实在的语义内容 

(semantically null dement)，它只是一个功能性成分 ，起一定的 

语法作用。系动词 be后可以接名词词组(DP)、形容词词组 

(AP)、介词词组(PP)。1978年 Stowell提出把系动词 be看成 

— 个提升动词(raising verb)，其次语类选择一 I-／1,句(8man 

dause)作补语，因其原始生成位置为空，但作为提升动词的 

be便会触发小句补语中的成分显性移位到句子主语位置， 

这样一来既满足了 EPI'(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的要求 

又解决了本身的格特征要求。请看以下句子： 

㈤ a．John[VP is[DP the cau,~of the riot]]． 

b．Johnl VPis lAP angry]]． 

c．John[VP is[PP on the wal1]] 

㈦ a．Jol [VPis[SC[DPti][DPthe cau,~ofthe riot]]]． 

b．Johni lVP islSClDP ti]lAP angryJ J J． 

d．J [VPis[SC[DPti][VPis[PP onthewal1]]]我们 

认为(14a，b，c)分别以(15a，b，c)为底层结构 ，从(15a，b，c)到 

(14a'b，c)的演变正好体现了系动词 be的上述语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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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CP：Complementizer Ptu'a~e．标句语短语的缩写，即指 

标句语 C的最大投射，cP是生成语法理论语法分析的最大 

单位。 

②IP：hd]ectional Phrase屈折短语的缩写，是 CP的补足成 

分。 

③Syllogisin．三段论法，即从两个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 

方法。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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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BE’or not Two ‘BE’ 

The analysis of the copula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grammar 

HE Li—ping 

(Huru~ Universio‘of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00，China) 

Abstract： “two‘be”’analysis claimed that be in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 is a true transitive lexical verb，assigning two theta—mles
．  

one to its subject and the other to object．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analysis is inadequate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The copula bes in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s and in pred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s bear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The copula be,is a semantically null element． 

performing grammatical function．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aising verb，assigning no extemal theta—role or accusative case
． An d the two be 

in both the pmdicational and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s bear the salYle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two‘be ’”analysis； raising verb predieational； identity； re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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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le Same M oon with Different Connotations 

CHEN Ding—hong 

(胁埘伽 Biology Mechanoelectronic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Cha~sha 410000，Ch／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mages ofthe moon in LiBai’s and Percy Byssche Shelley’s(they are both as great romantic poets)poems． 

All these images reveal the similar cultural connotations such as beauty、harmony and peacefulness and SO on
．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lence of 

their time and background，and their psycholog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these images show various meanings and connotations
．  

Key words： LiBai； Percy Byssche Shelley； the image of the moon；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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