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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通常都会使用表达事物的语言成分，名词或者类似的成分因此在语言运用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在继承百年来语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现代汉语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句法
地位；句法功能和句法特性，但又不拘泥于传统语法的理论与方法，《名词和名词性成分》也不面面
俱到地讨论同名词相关的所有问题，而是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框架，沿用形式句法的方法论，重点
讨论几个关键的概念；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误解误判，并试图为几个有争议的难题提供新的、较为合理
的解决方法。
本书由石定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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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定栩，南加州大学理论语言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研究领域包括句法理论、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语言类型学、汉语语法及汉语方言学。
目前正从事汉语特殊结构和汉语构词特点的研究，以及香港书面汉语特点的归纳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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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比如“能力”表示抽象的事物，而“运输”的受事一般应该是具体的事物，所以“运输能力”
不大可能理解为表示具体动作的动一宾结构，而较容易理解为表示抽象事物的定一中复合词。
以此类推，由于“研究”的动作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东西，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所以“研究计划”有
歧义，既可表示动作，又可表示事物。
　　除了动词和名词的语义搭配之外，语用因素也会对动一名结构能够表示的意义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方说“遗失”和“丢失”对补足语的搭配要求大致相同，而且都可以表示具体的动作，所以由这两
个动词构成的动一名结构一般情况下会表示相同的关系，如“遗失收据”和“丢失收据”，以及“遗
失皮包”和“丢失皮包”就都表示具体的动作或事件，即表示动一宾关系。
不过，具体的动作总是牵涉到具体的事物，如果相关的名词不表示具体的事物，而是表示类别或者事
物的集合，动～名结构就不大可能表示具体的动作。
比如“车辆”总是表示事物的集合，“丢失车辆”和“遗失车辆”不可能表示具体的行为或动作，也
就很难表示动一宾关系。
　　当然，很难不等于绝对不可能。
在特定的语用环境里，“遗失车辆”还是可以用来表示动一宾关系的，只不过不是表示具体的动作，
而是抽象的动作，或者是某一类别的动作。
比如香港警方有一条规定是“遗失车辆为严重失职”，用来表示特定的动作类别，而保险公司的要求
“遗失车辆应立即申报”则用来表示抽象的动作。
　　另一方面，由于“遗失”也可以表示较为抽象的、作为类别的动作，其构成的动一名结构在某些
语境中就会表示定一中关系。
像“遗失款项三天后寻获”，和“遗失物品待领”中的“遗失”都明显是在充当定语。
就算是“遗失证件”，也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表示动一宾关系，更常见的应该是表示定一中关系
。
　　有些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动一名结构的实际意义。
比如说“辅导”要求表示人物的名词性成分作补足语，“辅导老师”和“辅导学生”照理都应该可以
表示动一宾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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