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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自足句中谓语动词时间属性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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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谓语动词所隐含的时间属性是句子中重要的“量”,谓语动词时间属性的凸显关系到谓语信息量的自足。 在

现代汉语中,时间名词作为宏观时间系统的主要成员可以直接表示时间属性。 时间副词和动态助词作为微观时间系统的成

员则以模糊的量凸显动作的时间属性,此外,趋向动词以及补语都是凸显谓语动词时间属性的重要语法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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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主语一旦进入交际就代表已知信息。 谓语

作为句子核心部分可以对主语的信息进行相关补

充。 谓语往往代表句中的新信息,这种新信息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明确的概念内容以及谓词相关的语

法属性。 句子中词语的概念内容是句子中“质”的

因素,主要由语言中的开放类成员体现。 谓词的相

关语法属性是句子中“量”的因素,主要由语言中的

封闭类成分体现[1]。 谓语动词在句子中一个重要

的语法属性就是时间因素,凸显谓语时间属性最直

接的成分是时间词语。

一　 时间名词与将来事件

现代汉语在表示时间上的特点是以将来时和非

将来时为对立的排他式解析方式[2]。 自足句在表

示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上,一般有相应的时间副词或

者动态助词。 在表示将来的时间上,时间名词则是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时间词。 时间名词作为汉语中

宏观时间系统的主要成员往往表示事件的时间,它
们在句子中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放在主语前也可

以放在谓语动词前面。 现代汉语在表示将来和现在

时的时间上有自己的特点,即表示将来的时间只需

要时间名词就可以凸显动词的时间因素。 例如:
(1)妈妈明天

∙∙
去北京。

(2)我周末
∙∙

给家里打电话。
在表示现在和将来活动事件的限时式中,句子

往往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3]。 在表示将来事件的

限时式中,时间名词表示说话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

的一个时间差。 在“妈妈明天去北京”这一句中,动
词“去”侧重动态的指向过程,“妈妈”充当动作的射

体,“北京”则充当动作的界标。 “妈妈去北京”形成

了一个抽象的结构式。 认知语义学认为,心理空间

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 “妈妈去北京”在语义上

形成了一个基础空间即结构框架。 整个事件的焦点

空间则由时间名词“明天”来表示。 当以说话时间

为参照点时,“明天”表示说话时间到事件发生时间

的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使“妈妈去北京”这一个事件

处于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从而使这一抽象的结构

式转化为具体的语义自足的句子。 由于“去”是运

动动词,我们也可以从运动事件的角度来分析。 在

该句中,“妈妈”充当了运动的主体,从出发点到北

京之间的空间距离充当了运动的路径,“北京”则充

当了运动目标。 因此,“妈妈去北京”构成了一个抽

象的运动事件。 同样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的话,
“明天”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将来的时间段,从而可以

使“妈妈去北京”在时间上得以定值。 “妈妈明天去

北京”作为一个运动事件是在一定时空下定值的事

件,在语义上是自足的。
当时间名词用于表示现在的事件时,时间名词

往往表示行为的频率。 例如,我周末给家里打电话。
“周末”作为具体的时间段,表示以说话时间为参照



点的将来时间,也可以表示频率,即每个周末。 当表

示频率的时候,动词的时间量不再表示行为时间与

参照点之间的时间差,而表示行为的重复,表现为时

间领域中的数丛。 所以,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将来事

件以及现在事件的频率的基本句对表示时间的语法

成分依赖度较低。

二　 时间的模糊量与微观时间

时间副词作为现代汉语微观时间系统的重要成

员,可以表示说话时间与动作时间的差距或者动作

的频率。 例如:
(3)法里达刚 \刚刚 \才走。
(4)法里达就 \立即走。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在例(3)中,开放类

成员“法里达、走”构成了一个基础空间。 封闭类成

分“刚、刚刚、才”作为时间因素表示该结构的焦点

空间,使“走”由动词转化为定式谓语。 从动词的时

间量上看,这三个封闭类成分显示的是一种模糊的

时间量。 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三者表示事件的时

间跟说话时间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表

示的是已然事件;“就、马上、立即”同样表示说话时

间与事件时间一个模糊的时间差,表示未然事件。
以上这两组时间副词分别把“法里达走”这一结构

式定在了过去和将来的时间领域中。
与宏观时间系统表示事件时间不同,微观时间

系统主要表示具体动作的时间因素,是动作在时间

轴上的运行情况[4]。 在现代汉语中,微观时间系统

主要包括时间副词和动态助词,它们从微观层面具

体来说明一个动词在时间轴上所呈现出的“量”。
时间副词作为微观时间系统的重要成分凸显一种模

糊“量”。 根据时间副词所反映出动作时间量的方

式不同,我们从语义上将它们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顺序类:先、后……。
第二,差距类:才、就、快、在、老早、早已、已经、

刚、刚刚、忽然、立刻、马上、赶紧……。
第三,保持类:不断、一直、一贯、一向……。
第四,频率类:再、总是、常常、往往、时常、时不

时、净、老是、又……。
对顺序义的时间副词来说,“先、后”暗含了一

定的时间参照。 这种先后可以是动作的主体之间的

先后,也可以是动作之间的先后。 当参照点不同时,
“顺序”的内涵也不同,如:“长者先行”。 在这一句

中,“长者”是运动的主体,“先”表示“优先”,这种

顺序义实际上是一种优先关系,其内在的参照是一

种社会关系。 在“他先取了钱才去买票的”一句中,
“先”表示动作之间所体现的一种时序性,其内在的

参照是动作之间的时序关系。
表示差距的时间副词往往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与参照时间存在量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主要指动作

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间之间的差距。 其中,“才、老
早、刚、刚刚、突然、忽然”等表示的是一种已然情

况,可以表示动作跟说话时间有一个时间差。 “就、
快、立刻、马上、赶紧”等表示的是在未然的情况中

动作时间跟说话时间也有一个时间差。 “在、正在”
表示动作时间跟参照时间是重合的,这个差距可以

视为零。
表示顺序义的时间副词与差距义的副词主要表

示动作与参照点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种差距

在“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大小量。 保持义和重复

义的时间副词所显示的动词是一种多少量。 “不
断、一直”表示动作的持续,即动作在时间轴上延续

的时间比较长。 “再、总是、常常、时常、老是、又”等
则表示出动作的一种频率,所以这类副词在表示动

作的“量”时,“量”的多少意就更加明显,它们在表

示时间的量上主要表现为数丛。 此外,现代汉语中

动态助词“着” “了” “过”往往用来说明动词的情

态,将动词转化为定式谓语,从而使一些抽象的结构

框架转化为具体的句子。 在基础空间以及焦点空间

中,时态和语气是空间转换的重要手段。

三　 趋向词与谓语趋向属性的凸显

在现代汉语中,运动动词是最能体现动词特点

的词语,这类词在语言中常常表现为运动事件。 有

些运动事件需要有表示运动趋向的趋向词才能使其

在语义上更完整,达到自足的状态。 例如:
(5)王厨师笑着走出

∙
了餐厅。

(6)小梅跑进
∙

了屋子。
从概念内容上来说,“王厨师”充当了动词“走”

的射体。 “餐厅” 充当了动词“走” 的“界标”。 因

此,“王厨师走餐厅”在概念内容上形成了抽象语法

结构式。 当这一结构式进入到交际领域中时,谓语

的时间因素要体现出来。 在该句中,“着”用来说明

“笑”的状态,同时也含有伴随意义,表明“笑” 是

“走”的伴随动作;“了”则说明“走”的状态即已经

完成。 虽然这一结构式中含有表示时间因素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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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词“着”和“了”,如果没有“出”这一趋向词语,句
子“王厨师笑着走了餐厅”也是不自足的。 趋向动

词“出”也是制约句子自足的一个变量,表示动作在

一定的空间内所消耗的时间量。
在例(5)中,谓语不仅体现出时间上的“量”,同

时还显示运动的趋向,二者都是运动动词所具有的

重要语法属性。 对于例(6),从概念内容上看,“小
梅”充当运动动词“跑”的射体,“屋子”充当了界标。
“小梅跑(进)屋子”在概念内容上形成了一个抽象

的结构。 句中同样含有表示时间因素的动态助词

“了”。 若缺少表示趋向的“进”整个句子也是不自

足的。 因此,在这一句中,“进”作为趋向动词用来

说明“跑”的一个动程,从目标空间的目标外部到空

间的内部,整个过程凸显了时间的消耗。
在现代汉语中,趋向词也是凸显谓语属性的重

要成分,往往用来表示运动动词在时空领域中的运

动方式。 关于语言中运动动词的特点,Talmy 指出,
世界上任何语言在表达运动事件时都包含着运动主

体、运动状态、运动目标以及运动背景等四个基本的

语义要素。 除此之外,共发事件也是说明运动方式、
原因等的重要语义要素[6]。 在现代汉语中,运动动

词通常包含两个语义要素即运动状态及方式。 如,
“跑”“走”“飞”“滚” “爬”等,这一组运动动词都是

一种动态的运动且包含一定的运动方式。 不过,这
些运动动词的语义内容中并不包括运动趋向,而是

需要通过其它语言成分显示出来。 趋向动词是句子

中与动词有直接联系的语义单位,它通常包含动词

中没有包含进去的语义要素。 因此,从某种语义上

说,它是补救性的,所表达的语义与动词的语法属性

是互补的。

四　 意念类动词与隐含时间因素的激活

在现代汉语中,有些表示意念类的动词自身包

含一定的时间因素。 因此,含有意念动词的句子对

表示时间因素的“完句成分”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例如:

(7)父母希望
∙∙

孩子们回家过年。
(8)阿里祝

∙
大家发大财。

(9)我让
∙

他去买书。
在以上这一组句子中,“希望、祝、让”等都是表

示意念类的动词。 这组句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句子

由开放类成员组成,且句子中并没有表示时间要素

的语法成分,整个句子在语义上却是自足的。 “孩

子们回家过年”作为一个复杂句中的小句,当其作

为始发句时,其语义上是不自足的,句子中缺少表示

时间因素的成分。 “希望”充当句子谓语之后,整个

句子对表示时间因素的“完句成分”的依赖度就变

小了;同样,“大家发大财”作为整个句子的小句,当
其作为始发句时,该结构式在语义上仍然是不自足

的。 当该小句充当动词“祝”的宾语后,整个句子在

语义上就达到了自足的状态;“他去买书”也是一个

抽象的结构式,当作为始发句时在语义上也是不自

足的,充当“让”的宾语之后,整个句子在语义上达

到了自足的状态。 由此可见,“希望、祝、让”等意念

类词语对小句的自足有一定的影响。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意念的动词多用于复杂事

件,句子中往往还有其它动词。 在复杂句中,表示意

念的动词充当了其它动词的参照点。 因此,句中往

往表现出两种时制,即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所表现

出的绝对时制和以意念动词为参照点体现出的相对

时制。 相对时制是以其中的一个动作为参照点来表

示一种未然的事件,句子中对表示时间的语法成分

的依赖度较低。 在“父母希望孩子们回家过年”一

句中,“希望”表示一种希求式的语气,表示对将来

事情的一种看法。 当“希望”表示意念时,往往表示

以“当下”为参照点,从而可以凸显将来时间。 因

此,在“主语+希望+小句”这一结构中,“希望”可以

充当小句的参照点,从而在整个句子内部形成了一

个相对时制。
在“阿里祝大家发大财”一句中,“祝”表示的是

一种意愿。 我们可以从其语义上对其进行分析。
《说文》:“祝,祭主赞词者。 从示从人口。” “祝”本

来是主持祭祀的人,后来把主祭祀者说话的这种行

为也称之为“祝”。 “祝”的内容是祈求神灵能保佑

未然的事情能按照祭者的愿望进行。 因此,“祝”等
表示祝愿式的意念动词往往是对将来事情的想法。
因此,在“主语+祝+小句”这一结构中,小句所代表

的事件的时间在动词“祝”之后。 因此,整个句子可

以有三个时间要素,即说话时间,动词“祝”的时间,
以及小句表示事件的时间。 其中,动词“祝”的时间

与小句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含的时间关系,即先后的

时间关系。 即以“祝”的时间为参照的话,可以凸显

小句的时间。 因此,在“主语+祝+小句”这一结构

中,隐含了一定的参照时间。 因此,该小句对表示时

间要素的“完句成分”的依赖度较低。
根据“状态是位置、变化是运动、原因是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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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的基本隐喻,在汉语中,表示意念的某些动词

尤其是意愿式、祈求式、强迫式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

外力,可以使客体的状态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

用“了”来表示出来。 认知语言学的相关观点认为,
人们的意念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心理趋势,主语往

往就是外力的发出者,它可以使客体具有一种变化

的运动趋势。 因此,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意念类的动

词往往可以充当其它动词的参照点,从而激活了句

子中隐形的时间因素。

五　 否定手段与定式谓语的形成

否定范畴是语言中的普遍范畴,现代汉语中基

本句的否定形式对显示时间要素的语法成分的依赖

度相对较低。 龙果夫比较详细地探讨了现代汉语中

否定词“不”和“没”在句子中的作用。 他认为:“否
定词在否定句中的语法地位,跟词尾在肯定句中的

作用相同,把未经形式构成的动词语素,从动作的名

称变成形态上完成了的整体,变成定式谓语。” [7] 他

所谓的动词指的是时间因素没有显示出来的动词,
所谓的定式谓语指的就是时间因素表现出来的动

词,即将不完整的谓语转化成完整的谓语。 例如:
(10)法里达没

∙
参加这次论坛。

(11)法里达不
∙

参加这次论坛。
在以上一组句子中,如果把否定词“不”和“没”

去掉,动词“参加”就变成了一个未经形式的动词语

素了,即没有进入交际领域。 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
“法里达”充当了“参加”这一动词的射体,“论坛”
充当了动词的界标。 “法里达参加这次论坛”是一

个抽象的结构式,缺少表示时间因素的成分。 不过,
整个结构其否定形式在语义上却是自足的。 否定词

充当了凸显时间因素的作用,把“参加”从动作的名

称变为形态上完成了的整体。 这种形态的变化并没

有在动词自身显示出来,体现出了汉语作为孤立语

的特点。 在“不”和“没”激活谓语的时间属性上,一
般来说否定词“不”用在现在和将来时;否定词“没”
主要用过去时或者说话时间的现在时[8]。 在“法里

达没参加这次论坛”一句中,表示以说话时间为参

照点对过去事件的一种否定或者对现在状态的否

定,“没+参加”使“参加”这一动词变成定式谓语;同
样,“法里达不参加这次论坛”也是以说话时间为参

照时间来表达对现在或者将来的事件的一种否定,
“不+参加”也使“参加”从一个动词变为定式谓语。
实际上,当没有否定词时,“法里达参加这次论坛”

是一个抽象的事件,表现的是一种虚拟的运动事件。

六　 补语与活动事件的时间消耗

述补结构的产生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件重要的事

情,是汉语句子逐渐精密化的重要表现。 补语用来

补充说明整个句子的语义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句子的自足度。 在现代汉语中有些“补语”的使

用实际上蕴含了谓语时间的消耗,即补语所负载的

信息的实现通常伴随着谓语动词在时间轴上的运

行。 这种情况以结果补语、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为

比较典型。 例如:
(12)我学会

∙
了骑自行车。 (结果)

(13)默罕默德吃饱
∙

了。 (状态)
(14)窗外的雨下得大极

∙
了。 (程度)

对于这些表示表示结果、状态以及程度补语的

“会、饱、极”等成分来说,它们的存在让句子在语义

上更加自足。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充当补语的这

些语言成分代表一种新的信息,用来补充说明整个

句子。 这一组句子中都有动态助词“了”,表示事物

在时间轴上的发展变化情况。 因此,影响这一组句

子的谓语属性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表示时间因素成

分,在该组中主要是动态助词“了”,另外一个参数

则是补语成分。 把两者都去掉之后,句子显然是不

自足的,它们变成了抽象的结构式。 添加表示时间

因素的动态助词“了”之后,句子当作为始发句时仍

然是不自足的。
(15)∗我学了骑自行车。
(16)∗默哈默德吃了。
(17)∗窗外的雨下得大。
以上一组句加“了”之后,句子强调状态的变

化,即从“没学自行车”到“学自行车”的转变,从“没
吃”到“吃”的转变,从“小雨”到“大雨”的转变。 因

此,“了”仅代表了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提

供一些新信息。 “吃———吃饱”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开始学”到“学会”以及“开始下雨”到“下得很大”
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恰好

是一种新信息的实现所要消耗的时间。 因此,动补

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谓语在时间轴上所消耗

的时间。 不论是目标的实现,还是状态以及程度的

改变,这都体现出时间因素的变化。 即这种变化是

以时间的发展为前提的。 补语表示新的语义信息的

实现是通过一定的时间消耗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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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　 语

认知主体把自己融入具体的事件或表述中,通
过一定的参照点把谓词所蕴含的量表述出来。 对于

谓语动词的时间量,主体往往以说话时间或动词内

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参照从而把一个事件的时间

因素表述出来。 在时间领域,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

及动态助词的使用可以比较直接凸显出动词的时间

属性。 意念类动词可以激活动词之间所隐含的时间

因素,动词之间表现为一种相对时制。 动词补语的

使用往往与动词在时间的消耗联系在一起。 汉语中

否定副词“不”和“没”也可以凸显一定的时间属性,
使谓语动词转化为定式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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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mmatical Means of Highlighting the Time Attribute of Predicate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Self-contained Sentences

ZHANG Dong-z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attribute implied by predicate verbs is an important “quantity” in sentences, and the prominence of predi-
cate verbs time attribute is related to the sufficiency of predicate in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ime nouns, as the main members of
the macroscopic time system, can directly and accurately represent time attributes. Time adverbs and dynamic of utterances as members
of the micro time system with fuzzy action are highlighted by the amount of time property, in addition, the trend verb and complement
are important grammar highlighting time attributes of the verb.

Key words:　 predicate;　 verb;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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