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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研 究

“

ＮＰ
ｉ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

——

兼谈 与 其肯定 式 的共性 与 微殊

赵 或

（ 上海对外经 贸大 学 国 际商务外语 学院 ）

提要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对组 构成分有制 约 性 ，

ＮＰ
，
具有 ［

±有 生 ］ 属 性 ，

ＮＰ
２ 只 具有

［

－有 生 ］ 属 性 ，

ＶＰ 具有 ［
＋ 自 主 、可控 、无 界 ］ 的 语义特征 。 位序 上 ，

“

按
”

类 介词 的 否 定 只

有 一 种位序 ， 即
“

不
”

在
“

按
”

类介 词短 语之 前 。

“

ＮＰ
， 不 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与 其对 应肯 定 式 都符

合顺 序象似 性 ， 都具有
“

前
一

后
”

抽 象 的 方位 图 式 。 就微殊来 看 ， 前 者 是及 物 性 较低 的 句

式
， 不 具备事件 的 序 列性 与 完 整体特征 ， 常 用 作前 景 信息 的 附属 性或 支持 性材 料 ，

而 后者

是及 物性较 高 的 句 式 ，
既 可 以 用作 前景 小 句 ，

也 可 以 用 作 背 景小 句 。 两种 句 式在 法律语

体和操作语体 中 呈现 出 不 对称 性 。

关键词 ：

“

按
”

类 介词 ； 不 ； 共性 与 微殊
；
顺 序 象似

；
语体差异

＊ 本研究得到 了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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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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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

１２７
．

一

、 刖 Ｓ

现代汉语中
“

按
”

类介词有
“

按 （ 着 ） 、按照 、遵 、遵照
、依 （着 ） 、依照 、

照 （ 着 ） 、据
”

等 ，

这类介词构成的介词短语与否定词
“

不
”

构成的含状谓语结构可 以统
一码化为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 如 ：

（
１

） 警察 不按法律行事他 不依 照牌理 出牌

（
２

） 他 不 照 药方服药隽芝 不遵俗例 行事

学界对于该类结构的肯定形式研究较为丰富 ，而其否定结构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 我

们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
一

，句式 中
“

ｎｐ
，

”

、

“

ｎｐ
２

”

以及
“

ＶＰ
”

各 自 的句法 、
语义属性

是什么 ？
“

不
”

的分布模式到底是
一

种还是两种 ？ 第二 ，否定式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与其

对应的肯定式
“

ＮＰ
１
按 ＮＰ

２
ＶＰ

”

在认知上的共性表现在 哪些方面 ？ 第三
，
否定式

“

ＮＰ
，
不

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与其对应的肯定式的微殊与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些微殊在及物性功能 、

语篇分布以及语体使用中又是如何反映的 ？ 本文就以上问题做出 阐释。

本文语料取 自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 、
ＢＣＣ 现代汉语语料库以及部分人民 网 、 新浪 网

等的 当代新闻报道 、
网络上的报刊 。 除集中举例不标 出处 ，其余所有例句均标 明详细 的

出处 。

２
．
１ 功能特征

进人句式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中的
“

ＮＰ
，

”

与
“

ＮＰ
２

”

以及
“

ＶＰ
”

需要满足
一

定 的语义条

件才能准人。 就 ＮＰ 的生命度属性看 ， 进人句式的
“

ＮＰ
，

”

与
“

ＮＰ
２

”

差异分野较为 明显 ，

“

ＮＰ
，

”

可以 ［
＋有生 ］ ，也可 ［

－有生 ］ ，而
“

ＮＰ
２

”

只能是 ［

－

有生 ］属性的名词 。 如 ：

（ ３ ） 他 同 意 儿子媳妇不 按照 旧 习 惯行大 礼
，
而是举行

“

文 明 结 婚
”

仪 式
，
只 对公婆

鞠 三 躬 ，
不磕头 了 。 （戴厚 英 《流 泪 的 淮 河》 ）

①
“

按
”

类介词与单音节
“

ＮＰ
２ 

”

组合成词的 ，
如

“

按时 、按理 、按例 、按期 ；依次 、依法 ； 照样 、照理 、照例 、照

旧 、据此
”

等不在研究之列 。



？ １２８
？

励耘语言学刊

（ ４ ）土木工程不按 时令兴建 ，
就会 导致蝗 虫 成 灾 。 现在 我 国在 外修 筑长城 ， 在 内

兴建 三 台 ， 大概蝗 灾就 因 为 这个原 因 而发 生 的 吧 ？ （ 柏 杨《 资 治通鉴 全译 》 ）

上例中
“

儿子媳妇
”

是 ［
＋有生 ］ 名词 ，

“

土木工程
”

是 ［

－

有生 ］ 名词 ， 而
“

旧 习惯 、时令
”

均为无生 。 有些
“

ＮＰ
，

”

名为 ［

－有生 ］ ， 实则 ［
＋有生 ］ ，是通过

“

机构转喻人
”

的转喻 （ ｍ ｅ
？

ｔｏｎ
ｙ
ｍ
ｙ ）
机制实现的 。 如 ：

（
５

） 福 清市有 一 些 企业 已投产 两三 年 了 ，
还未 办理 土地征用 手 续 ； 有 的县不 按规

定办理土地征用 手续 ， 造成土地收益流 失 。 （

１ ９９６ 年 《 人 民 日 报 》 ）

（
６ ） 有 些城市 不按 已 有 的 规划 来审 批土地 ，

或是还没有 作 出 规 划就 出让土地 ， 出

让签约后 才 指定规 划 部 门进行规 划设计 ， 甚 至城 市土地 出 让快 完 了 ， 控 制 性 的 规 划

还没有 出来 。 （
１９９ ４ 年 《 报刊精选 》 ）

Ｎｅｒｌｉｃｈ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ｅ
（

１ ９９２
）总结了转喻的类型 ，

提到了
“

机构转喻机构中 负责的人
”

这

一转喻模式 有 的县 、有些城市
”

字面的指称义是 ［

－有生 ］ 的 ，而转喻以后指代行政机构

相关者则是 ［
＋有 生 ］ 的 。 主语

“

ＮＰ
，

”

虽 可 以是 ［
±有生 ］ ， 但生命度呈 现 出 不对称性 ：

“

ＮＰ
，

”

句法位置以指人的有生主语 （
ａｎｉｍａ ｔｅ ｓｕｂ

ｊ
ｅｃｔ ）为优势分布 。 从语义平面来看 ，介词

的语义功能主要是
“

标记
”

，介词前置在某种语义成分前面 ，标示出该成分的语义性质 ，显

示出该语义成分跟动词 的语义关系 ， 表明该语义成分在句子语义结构 中 的地位 与价值

（ 陈昌来 ２００２ ） ，

“

按
”

类介词介引 的
“

ＮＰ
２

”

在语义上为凭事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 、

发生是以
“

ＮＰ
２

”

为标准或前提 ，
所 以为 ［

－有生 ］ 名词 。 如
：

（
７

） 不 依法律征 占林地不 照 规 章纳税

（ ８ ） 不依 照 市场供求法则 生产不遵照 税法 办事

此类 ［

－有生 ］ 名词还有 ：标准 、常规 、常理 、规矩 、顺序 、逻辑 、章法 、章程 、
旧习惯 、操作

规程 、客观规律 、 国家号召 、党的要求等 。 此外 ，

“


ＮＰ

２

”

的音节模式也会影响句式的合法性

与 自 足性 ，

“

ｎｐ
２ 

”

为双音节或多音节时限制较少 ， 为单音节时只能与单音节
“

按
”

类介词

组合
， 与双音节

“

按
”

类介词则受限制 。 如 ：

①所谓
“

凭事
”

，
指动作行为 的发生进行往往要有某种工具 、材料 、方式 、依据

，
我们把动作行为发生进行

时所依凭的工具 ，所耗费 的材料 ， 所采用 的方式
，
所参照 的依据 ，

统称为
“

凭事
”

。 具体参看陈 昌来

（
２００２ ）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１ ２９ －

（ ９ ） 不按点 回家 不按 时 间 点 回 家 ？ 不按照 点 回 家 不按照规定时 间点 回 家

（
１０

） 不 依 山 而建 不依 山 势 而 建 ？ 不依 照 山 而建 不依 照危险的 山 势 而建

核心谓词
“

ＶＰ
”

具有 ［ ＋ 自 主 、
＋可控 、 ＋无界 ］ 的语义特征。 如 ：

（
１ １

）赵姨娘不按那个社会文 化 圈 的 牌理 出 牌 ， 结果是满 盘 皆 输 ， 以 上 为她设想

的 五种 目标 中 ，
只 有 Ｄ 种 沾 了 点边

，
而且水溅 两面 ， 她这一方 的 面子更 只 有 扫 地的份

儿 。 （ 刘心 武 《话说赵姨娘 》 ）

（
１ ２

） 我 时常 听 光夏表哥和 母亲谈论李 敖 的 奇 闻逸事 ，譬如他 不肯在 父 亲 的丧礼

中 落 泪 ，不 依规 矩ＭＬ ， 甚 至还传说 他从 台 北 扛 了
一 张床 回 家送 给李伯 母 。 （ 《 我 与

李敖的 短 暂婚姻 》 《 厦 门 商报 》
１ ９９ ９

－

１ １ 

－

１ ７
）

例 （
１ １

）

“

出牌
”

具有无界性与可控性 ，

“

出牌
”

也并不是句法的组合义 ，而是整合义 ；

例 （ １２
）

“

行礼
”

也没有明确的行为起始点 与终结点 。 相关谓词还有 ：办理 、报告 、吩咐 、付

款 、公开 、缴纳 、办事 、 出 资 、 出 牌 、行大礼 、搭支撑架 、交稿子 ；摆 、搭 、 站 、挂 、躺 、捆 、开 、关

等 。 谓词就时相结构来看 ，都表现出活动情状 （ 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ｓ

ｉ ｔｕａｔ ｉｏｎ
） ，其无界性反映在句法形

式上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 ，动词后管辖的名词成分不接数量短语 。 如 ：

（
１３

） 采掘 工偷工减料 ， 不按规定距 离搔 。

采掘 工偷工减料 ， 不按规定距 离搭 支撑架 。 （ 彭 荆 风《 绿月 亮 》 ）

采掘 工偷工减料 ， 不按规定 距 离搭 （ ？ 三个 ）支撑架 。

第二 ，动词不能后附完整体标记
“

了 、过
”

与
“

完 、好
”

等
“

完结义
”

结果补语。 如 ：

（
１ ４

） 不 照
“

早 、小 、 密 、矮
”

的命令 （ 哪 怕是
“

瞎指挥
”

） 社 。

不 照
“

早 、小 、密 、矮
”

的命令 （ 哪 怕是
“

瞎指挥
”

）龍 。 （ 陈世旭 《将军 镇》 ）

不 照
“

早 、小 、
密 、矮

”

的命令 （ 哪 怕是
“

瞎指挥
”

） 种 （ ？ 过 ／完 ） 田 。

第三 ，动词本身不能重叠 ，
也不能后接动量成分

“
一下 、

一

回
”

等动量补语。 如
：

（
１ ５

） 他 不按着 次 序＃ ，

一 眼看 到我们这 一排
，
他猛虎扑食似 的就跑过来 了 。 （ 老

舍 《 我这一辈 子 》 ）

他 不按着次 序看 （ ？ 看看 ／一下 ）
，

一

眼看到 我们这 一排 ， 他猛虎扑食似 的就



？ １ ３０
？

励耘语言学刊

跑过来 了 。

“

搭支撑架 、种 田
”

是
“

单个动词 ＋宾语
”

的活动动词 ，

“

看
”

没有一个 内在的 自 然终止

点 （ 或者说终止点是任意的 ） ，
因而是

“

无界的
”

， 数量短语 、 完整体标记
“

了
、 过

”

、 动量成

分以及
“

完 、好 、到
”

等
“

完结义
”

结果补语等都是连续体离散操作的有界化手段 ，

“

ＶＰ
”

表

现为活动情状说明 了
“

不
”

是对非过程时状的否定 （郭锐 １ ９９７
） ，所以

“

搭三个支撑架 、种

过／完田 、看看／看一下
”

等表现出 的过程时状与连续量否定词
“

不
”

相矛盾 。

２ ． ２ 分布模式

李双剑 （ ２０ １ ５
）认为由 于否定词

“

不
”

的浮动 ， 致使
“

按
”

字句 的 ＮＰ ＋Ｎｅｇ
＋ ＰＰ ＋ＶＰ 和

ＮＰ＋ＰＰ ＋Ｎｅｇ ＋ＶＰ 两种否定式的焦点不 同 ，我们不认为这两种句式是以介词短语为轴形成

的
“

镜像分布
”

，两种句式的性质不相同 ，差异表现在以下几点 ：

第
一

，结构的紧密程度有不同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中 ，

“

不按 ＮＰ
２

”

与核心谓词 ＶＰ

结合紧密 ，构成单
一

命题 ，状语与中心语之间不能插人其他成分 。 如 ：

（
１ ６

） 高疤 不按 照 命令作 战 ， 部 队 受 了 很大损 失 。 （ 孙犁 《 风云初记 》 ）

＊ 高疤 不按 照 命令產作 战迨 ，
部 队 受 了 很 大损 失 。

＊ 高疤 不按 照 命令＃作 战 ， 部 队受 了 很大损 失 。

＊ 高疤 不按 照 命令应该作 战 ，
部 队 受 了 很大损 失 。

上例中 ，

“

不按照命令
”

与核心谓词
“

作 战
”

关系 紧密 ， 不能插人
“

是 … … 的
”

、 副词

“

都
”

以及情态动词
“

应该
”

等 。 而相反 ，这些成分均可以插人在
“

按 ＮＰ
２

”

和核心谓词
“

不

ＶＰ
”

中间 ，甚至还可以有语气词或语气停顿 。 如 ：

（
ｎ

）按纪律她是不该把案 情告 诉 亲属迆 ， 可是她告诉你 了 。 （
豆 豆 《遥远 的 救世

主 》 ）

（
１ ８

）按任何标准垫 不 能称 他们 是海 盗 。 （ 罗 恩 ？ 哈伯德 《 地球杀场 》 ）

（
１９

）
回 归 正题 ， 鲁 春 一开 口 便说 ：

“

房 子按原价迄 ，
不需 要任何折扣 ，

这是 我 唯 一

的要 求 。

”

（ 东 门 的 阿庆 《风流镖 师 》 ）

（ ２０ ） 我们走 到 一 幢 颓败 的 石 头 房 子 跟前 。 快快说 ：

“

这也许 原 来是个别 墅 。

”

从

它 毁坏 的样子 看 ， 我们 推 测 ， 是 战 争 中 炮击 或 是 飞机 轰炸 时 被摧毁 的 。 它 修建在 半

山腰上是很奇 怪 的
，
按 常理 ，

不会 有 人把 一个 别 墅 修在这祥 的 深 山 里 。 （ 高 行健 《 有

只 鹤子 叫 红唇儿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１ ３ １？

上述例句 ，

“

按 ＮＰ
２

”

和核心谓词
“

不 ＶＰ
”

分别构成两个独立命题 ，
中间可以分别插人

“

是… …的
”

、副词
“

都
”

，甚至中 间还可以被语气成分或停顿隔开 ，结构松散。

第二 ，

“

按
”

的词性有差异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是
一

个完整 的简单命题小句 ， 其 中
“

按
”

毫无疑问是标记凭事成分的介词 。 如 ：

（
２ １

）就是这 么 一 点工钿 ，徐义德还要在上面 动我们 的 脑筋 ，
他顶 刮 皮 ，

不 按 时 间

发工钿 ， 每个号 头 的工钿他都 要拖几天 （周 而 复 《 上海 的 早 晨 》 ）

例 （
２ １

） 中 ，

“

不按时间
”

与
“

发工钿
”

是语义关系紧密的有机整体 ，是
一

个完整的单命

题小句 ，

“

按
”

是给谓词
“

发工钿
”

介引凭事
“

时间
”

的介词 。 而在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不 ＶＰ
”

中 ，

“

按 ＮＰ
２

”

可 以独立充当谓语 按
”

为动词。 如 ：

（
２２

）
他 是一 位锅 炉 工 ，

一 条 虎 彪彪 、 黑 凜凜 的 汉 子 ！一 天
， 他 闯 进 了 我 的 斗

室 ，

……

，跟我谈 了
一

阵 儿 ， 他主 意 改 变 了
，
提 出 来干脆 把他 自 己 的 妹妹介 绍 给 我 。

他说 ：

“

按规矩 ， 不兴这祥 。 我看你是老实 人 ， 咱就不管 那 一套 ！

”

（ 《读 者 》 合订本 ）

例 （
２２

） 中
“

按
”

是动词 ，支配其论元成分
“

规矩
”

，
主语是零形反指其后的

“

我
”

。

“

按

规矩
”

与
“

不兴这样
”

分别构成两个独立的小句 。

第三 ，副词状语性质有区别 。 两种句式性质不 同 还反映在外部其他状语的性质

上 。 如 ：

（
２３

） 我们 在审计工作 中发现 ，

一 些单位现金 收入不 记 帐 ，也 不按规定存入银行 ，

而是 以 私人 名 义储蓄或保存 ，
乱 支乱用 ， 问 题十分突 出 。 （

１ ９９５ 年《人 民 日 报 》 ）

（
２４ ） 法官 一想 ： 虽 然 他是庸 医 杀 人 ，

但是初 犯
， 又是无 知 ，按 法律也 不 该 死 呀 ！

“

你们 都 听着 ： 他 虽 是庸 医 杀人 ， 念在初犯 ，按法律也不该判 死 刑 。 判他个 三年 五载

还不是警戒他 下次 嘛 ！ 本庭有个 断决 。

”

（ 冯不 异 、刘英 男 《 中 国 传统相 声大 全》 ）

例 （
２３

）

“

也
”

是类同义副词 ，表概念功能 ，而例 （
２４

）

“

也
”

是语气副词 ， 表达人际功

能
，
相 当于表态语

“

也是
”

（李治平 ２０ １ ２
） ，
即是

“

按法律也是不该死
、
按法律也是不该判

死刑
”

。 原因 有三 ：第一 、表概念功能 的
“

也
”

是预设触发语 ，而例 （
２４

） 中的
“

也
”

无法激

活一个预设 。 第二 、表人际功能的
“

也
”

是对命题的主观评注 ， 不参与命题意义 的建构 ，

可 以删除而不影响真值意义 ，
而例 （

２３
） 中的

“

也
”

是参与命题意义的 ，删除后反 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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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值意义① 。 其实
“

也
”

的表态用法是表达行事语力较低 的言语行为 ，
衍生 出表达建议 、

讽刺等功能的习语性结构 ， 传递特定的主观意义 （邓川林 ２０ １ ７ ） 按法律也不该死 、
按法

律也不该判死刑
”

均是表达行事语力较低的建议类言语行为 。 第三 、例 （
２４

） 的
“

也
”

若篇

章功能突显 ，
则会走 向关联化 ， 充当

“

按 ＮＰ
２

”

和
“

不 ＶＰ
”

的联系项 （ ｒｅｌａ ｔｏｒ
） ，
而例 （

２３
）

“

也
”

是参与命题意义的 。 概而言之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与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不 ＶＰ

”

是两种不

具有 同
一

性 的句式 ， 在
“

不
”

与
“

按
”

类介词形成的否 定 句 中 ， 有且仅 有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０

、肯定否定与认知共性

３ ．
１ 象似特征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突出地反映感知到的现实世界与语言成分及结构之间 的顺序象

似性 （ ｓｅｑｕｅｎｃ ｅ
ｉｃｏｎｉ ｃ ｉ ｔｙ ） 。 Ｇｒｅｅｎｂｅ ｒｇ （

１ ９６６
） 以大量类型学证据明确提 出语言中成分的次

序与物理经验的次序或对事物的认识的次序是平行的 。 Ｈ ａｉｍａｎ （ １ ９８０
）指出所谓

“

顺序象

似性
”

，
即 为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叙述的顺序对应所描述的事件的顺序 。 戴浩

一

（
１９８８

）最早关注汉语表达中的时间顺序动 因 ，并指 出顺序象似可以解释汉语多种语法结

构 ，其中就涉及 动状中结构 。 如 ：

（
２５

） 孙少 平既 活在他人 的 周 围 ， 又活在 自 己 的 内 心 ，
他有 自 己 的 行事 原 则 ， 经常

不按常理 出牌 ，
圣徒就是 不按常 理 出 牌 。 （ 郭 小 聪 《路遥 的 诗意 》 ）

（
２６

） 他批判 了 右 派反对孙 中 山 的 新 三 民 主 义 的 罪 行 ，指 出 ：

“

这些 右派 ， 完 全不

服从孙先生 的 三 民主 义
， 完全不 照 三 民主 义 去实 际工作 。

”

（ 李 颖 《 与 毛 泽 东 一起感 受

历史 》 ）

语言结构的语序安排取决于概念领域中事件结构的顺序 。 事件结构 中 ，行为动作的

发生与推进蕴含着相关的前提与条件 ，
也即在事件结构 中 ，前提与条件在前 ，行为动作在

后 。

“

按
”

类介词介引 的凭事成分
“

常理 、三民主义
”

等是作为动作行为的前提与根据 ，在

动作行为
“

出牌 、
工作

”

之前就已存在 ，符合
“

前提在前 ，行动在后
”

的顺序象似原则 。 这

种象似关系也同样体现在肯定式
“

ＮＰ
，
按 、？，？

”

中 。 如 ：

①匿 名审稿专家指 出这里的
“

也
”

可能只有概念功能的类 同 义这
一

种用法 。 我们认为这里
“

也
”

处于两

种不同的句式之中 ，
其性质也不 同 ，有必要区分类同义与表态义两种用法 ，并提 出 三点形式证明 。



ＮＰ
，

不按 ＮＰ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１ ３３ ？

（
２７

） 鲁肃 拿起 药方 粗略地看 了
一

眼 ， 然 后 交给一名 铁卫 吩 咐道 ：

“

按照 药方 去抓

１ ！ 记 住
， 任何人 问 起 ，

就说是 你 的 同 袍 中 有 人 生 病 了 ！

”

（ 妖 惑 天 下 传 《 重 生 在 三

国 》 ）

（
２８

） 那 宝珠按未嫁女之丧 ， 在 灵前哀哀欲绝 。 于是 ，合族人 丁并家 下诸人 ， 都各

遵 旧 制 行事 ， 自 不敢紊乱 。 （ 曹 雪芹 《 红楼 梦 》 ）

介词
“

按照 、遵
”

介 引 的
“

药方
、
旧制

”

是谓语动词
“

抓药 、行事
”

的依据
，
也 同样符合

“

前提在前 ，行动在后
”

的顺序象似原则 。 Ｊａｋ〇ｂｓ〇ｎ
（

１ ９６ ５
） 就已指 出在

一

个 由 Ｓ １ 和 Ｓ２ 构

成的组合体里 ，

Ｓ １ 和 Ｓ２ 之间的 次序关系常常对应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 。

若将上述介词短语移至 ＶＰ 之后
，

“

按
”

类介词恢复为动词 ，
整个句子就成为疑似连动式

的话题结构 （黄哲 、刘丹青 ２０ １８
） ，遵循

“

已知的 （ 旧信息 ） 在前 、未知的 （ 新信息 ）在后
”

的

顺序象似原则 。 请看例句 ：

（
２ ５

）

’

孙少 平 出 牌不按常理 。

（
２６

）

’

这些右派工作不 照 三 民 主义 。

（
２７ ）

’

铁卫抓 药按照 药 方

（ ２８ ）

’

合族 人 丁并 家下诸人行事遵 旧 制 。

上述例句均可以码化为
“

ＮＰ ＋ＶＰＪＶＰ／
’

的形式 ，
不 同于连动形式 ，

ＶＰ
，
是以指称性的

谓词充当 已知 、有定的次话题
，
是话语关涉的对象 ， 自 身没有事件性 ， 是无界的活动 ， 因而

没有时态和情态 ，
只是为其后的述题部分提供框架信息 ； 而 ＶＰ

２ 是在次话题 ＶＰ
，
设置的

框架内对其进行说明 阐释 。
ＶＰ

，

与 ＶＰ
２
２间还可 以停顿 ，语调特征与连动式也不

一

致 ，

因此形成了
“

形似连动 ，
而非连动

”

的话题结构 。 有如下测试方法来验证 ，
以例 （

２５
）

’

为例 ：

停顿或提顿 词 （ 孙少平 出牌啊
，
不按常理 。 ）

话题标记 （ 孙少平在 出牌 方面 不按常理。 ）

语序 （ 出牌 ，
孙少 平不按 常理 。 ）

特指 问 （ 孙 少平 出牌怎 么样 ？
——孙 少平 出牌 不按常理 。 ）

而适用于连动式的操作却不能用于此形式 中 。 如 ：

否定词 的位置 （ ＊ 孙 少平不 出 牌按常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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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体标记 （ ＊ 孙少平 出 着 ／ 了 牌不按常理 。 ）

３ ． ２ 图式结构

语言是
一种线性排列的符号系统

， 这种线性排列与组织折射出人类思维的认知方式

与图式结构 。 意向 图式来源于我们在 日 常生活 中与世界的互动经验的简单而基本的认

知结构 （ １ １１＾６１６１＆３（；
１１ １１＾ １９９６ ） ，是经验结构 的抽象化 ，是对心里经验高度抽象的模拟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反映的 内在心智 图式是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建构起的抽象的
“

前
一

后
”

方位性图式 （
ｆｒｏｎ ｔ

－ｂａｃｋｓｃｈｅｍａ ）结构 。 如 ：

（ ２９ ）他 们根本不按队形走 ，
纵横交错 ，

唧 唧喳 喳
， 毫 无秩序 ，

如果照
一

个俯镜头 ，

简直 象 一群 多 种杂 生 的 爬行 的狗 。 （李英儒 《 野 火春风 斗 古城 》 ）

（ ３０ ）本事是有 ，
可是她并不 照 规矩行事 ，据 内行 的 眼 光看来 ，

那简 直是胡 闹 。 不过

她交 际 的 手腕 ，
很是不错

， 我是 受 人之托 ，
不得不和她 帮 忙呢 。 （ 张恨水 《春 明 外史 》 ）

“

按
”

类介词介引 凭事成分 ， 是句子语义结构 中施事者进行动作行为时所依照的标

准 、前提和基础 （ 陈昌来 ２００２
） ，客观世界 中总是动作行为的标准 、前提和基础在前 ，而动

作行为本身在后 ， 所谓
“

矩不正 ，
不可为方 ；规不正 ，

不可为圆
”

正是此理 ，相反则不成立 。

例 （

２９
）

“

走
”

的动作行为不 以
“

队形
”

为标准 ，
也即

“

不按队形
”

在前 走
”

的动作行为在

后
，例 （

３０
）

“

行事
”

也不以
“

规矩
”

为前提 ，语序上
“

不 照规矩
”

在前 ，

“

行事
”

在后 。

“

前一

后
”

方位性图式也同样体现在肯定式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中 。 如 ：

（ ３ １ ） 陈水源 副 股长 即宣布该股竞 赛方 式方法 ：

“

依 工会编 号八 、九两 组 ，每组 十六

人 ， 分 为组 与 组之 间 ， 个人 与个人之 间 的 两种 竞赛 ， 内容包括 ， 印花 、 报刊 、包 裹 等 ， 竞赛

时期从十 二 日 起 至 月 底止 。

”

（ 《掀起纪念
“

二七
”

生产 竞赛》 《厦 门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

２
－

１ ３ ）

例 （
３ １

）

“

分组竞赛
”

是 以
“

工会编号八 、 九两组
”

为依据 的 ， 因而语序上
“

依工会编号

八 、九两组
”

在
“

分组竞赛
”

之前 。

“

按
”

类介词介引 的凭事成分位于核心谓词之前 ， 由此

形成的
“

前提在前 ，行动在后
”

的
“

前
一后

”

图式揭示 出这种语序模式在认知上采用次第

扫描 （ ｓｅｑｕｅｎ ｔｉ ａ ｌｓｃ ａｎ ｎ ｉｎｇ ） 的方式去识解一个复杂场景 ，
可以呈现为 ：

Ｓｔｅ
ｐ 

１Ｓ ｔｅ
ｐ
２

前提 、基础动作行为

图一 扫描模式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 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

 １ ３５
？

在
一

个事件进程 中 ，
动作行为的前提条件首先被扫描激活 ， 随后动作行为被激活 。

次第扫描的成分状态是一个接着一个被处理 ， 尽管为形成一个一致的经验 ，状态之间 的

关联也必须被感知到 ，但这些状态不被处理为共现的 ，扫描它们所得到的 资料是依次得

到而不是 同时呈现的 （吴为善 ２０ １ １ ） 。 这种前后相继的顺序认知 中 ，

一

个事件隐退
一

个事

件凸显 ，先扫描识解的前提 、基础处理为背景 ，后扫描识解的动作行为处理为焦点 。 如 ：

（ ３２ ） 曾赛珠 竟不 按 照婚姻 法办事 ，
没有 征求女 方 意见 ，

也 没通过 司 法 程序 ， 自 作

主张 单 叫 男 方到 区 公所办理 离婚手 续 ，
自 己代替女方 盖指模 。 （ 《 没有按 照婚姻 法 办

事》 《厦 门 日 报》 １ ９５３
－

４
＿

１ ０ ）

（
３３

）

“

花 冈 事件
”

是鹿 岛 组 虐待和 杀害 中 国人 的 一件惨 案 ，
至今鹿 岛 建设公 司仍

无正 确认识 和反 省 。 东 京地方法 院不依 照 法律程 序秉 公审理 此 案 ， 丧 失 了 法庭维 护

人类 公道 的 立场 。 （
１ ９９８ 年 《 人 民 日 报 》 ）

上述两例 ，

“

不按照婚姻法 、不依照法律程序
”

作为状语句法上不 自 足 ，是处于从属地

位 的降级的述谓结构 ，修饰负载语义重心的谓语成分 ，认知上隐退成为背景 ，
而

“

办事 、审

理此案
”

得到突显 ，
是前景成分。

四 、肯定否定与微殊差异

４
．
１ 及物性功能相异

Ｈ 〇Ｐｐｅ ｒ＆Ｔｈ〇ｍｐＳ〇ｎ （ １ ９８０ ）基于对语言中凸显前景信息策略的认识 ，提出 了
“

及物性理

论
”

，及物性指的是动作对参与者所施加的影响的大小或强弱 ，
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

一个

有效力的 （ ｅ ｆｆｅｃ ｔ ｉｖ ｅ ）动作和两个参与者 ，并结合这三个要素给出 了影响及物性高低的 十

项句法
－

语义参项① 。

“

及物性理论
”
一

个重要假说是 ：

一

个语言中 的 （
ａ

） （
ｂ

） 两个句子 ，

如果 （
ａ ）句在下述任何

一

项特征方面显示为高及物性的 ，那么 ， （
ａ ） （

ｂ ） 两句中 的其他语

法／语义区别也将体现 出 （
ａ

） 句的及物性高于 （ ｂ ）句 。

“

肯定性
”

标明肯定句及物性高 ， 否

定句及物性低 ，
根据及物性假说 ，其他及物性特征也应该表现为肯定句

＞
②否定句 。 如

：

①


Ｈｏ
ｐｐ

ｅｒ＆Ｔｈｏｍ
ｐ
ｓｏ ｎ（ 

１９ ８０ ） 给出 影响句子及物性高低 的十项句法
－

语义参项 有 ：参与者 （ ｐ
ａ ｒｔ ｉｃ ｉ

ｐ
ａｎｔ ） 、动

作性 （
ｋｉ ｎｅｓｉ ｓ

）
、体貌 （

ａｓ
ｐ
ｅｃ ｔ

）
、瞬时性 （ ｐ

ｕｎｃ ｔ ｕａ
ｌ

ｉｔ
ｙ ） 、意愿性 （

ｖｏ
ｌ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
ｉ ｔ
ｙ ）

、肯定性 （
ａｆｆｉ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
、语式

（ ｍｏｏｄ ） 、施动性 （ ａ
ｇ
ｅｎ ｃ

ｙ ） 、宾语受动性 （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ｎ ｅｓ ｓｏｆ０ ）和宾语个体性 （
ｉ ｎｄｉ ｖｉ ｄｕ ａｔｉｏｎｏｆ０

） 。

②
“

為
”

表示在及物性方面 ，
左项强于或等同 于右项 。



．
１ ３６

． 励耘语言学刊

（
３４

） 对这笔钱 ，

一部分人 主张 照 别 处 的 样按人头分掉 ， 让各家各 户 拿 去 做本钱

自 己发展 ，
八仙过海 ，

各 显其 能 。 （ 陈 世旭 《 将军镇 》 ）

（
３５

） 荷花按 照 用 途分 ， 大 体上 可 分 为 观 赏 莲 、 子用 莲和 藕 用 莲 三 大 类 。 （
１ ９９４

年 《报刊 精选》 ）

谓语动词纯命题意义的 内在时间特征 由谓语动词的词汇意义决定 ，就动作性来看 ，

“

分掉
”

的过程结构是有始点有终点的完结情状 ，而
“

分
”

是不含内在终结点的 活动情状 。

就动态事件看 ，具有终结语义的事态具有高及物性 ， 而没有终结语义或持续性的事态具

有低及物性 。 肯定式
“

ＮＰ
，

既可以表达高及物性事件 ，
也可以表达低及物性事

件 。 而在否定表达式 中 ，谓词体现出的情状类型只是及物性较低的活动情状 。 如 ：

（
３６

） 斐毅冷跋扈 的 性子 、 阴 冷 的思 绪本来 就 难 以揣测 。 他 从 不 按规矩 行 事 ， 对

体制 、 礼教他都 嗤之 以鼻 。 （ 蓝又希 《 心舞晨 雨 》 ）

（
３７

）这就在于 一切 政 治运动 都不按逻辑 办事 ，
它 信 马 由 缰 ， 撞到 你 ， 你躲都躲 不

开 。 我 幸亏 一走 了 之 ， 要 不 ，
文革 中还不又 是一 死 ？ （ 方方 《桃花灿烂 》 ）

上述两例 ，谓词
“

行事 、办事
”

在事态上没有 内在终结点 ， 呈现为无界特征的活动情

状 。 若将其替换为完结情状的
“

行完事 、办好事
”

， 则不成立 （虚拟句除外 ） 。 再如 ：

（
３ ８

）现在美 国乒 乓球队要求 访华 ，
是 一个极好的 时机 。 于是 他 立 即 要身 边 的 工

作人 员 吴旭君赶快通知 外交部 ，邀请美 国 乒乓球 队访 华 。 此时 的 毛 泽 东 已 按 习 惯服

用 了 安 眠药 ，准备就 寝 。 （
２００３ 年 《人 民 日 报 》 ）

（
３９

） 那件又破又脏 的 衫 子和裤子 ，
那床烂 得分不 清 里 子和 面 子 的 棉 被 ，

现在 都

顺 窑壁挂着 ， 用 塑料膜儿严 严地罩 起来 支着 小 铁锅 的 三 块礓 石也 按原 样摆 着 。 （ 陈

忠实《 尤代表轶事 》 ）

肯定式中 ，体貌表达限制较少 ，可 以表达完整体 ，如
“

服用 了安眠药
”

；
也可 以表达非

完整体 ， 如
“

摆着
”

。 而否定式 中 ，对体貌有筛选 ，仅能与非完整体共现 。 如 ：

（ ４０ ）在公共场所不 注重仪表 文 明 ，不按规矩骑 着摩托 车 ， 自 行车在 园 内
“

兜 风
”

，

大 杀风景 ，
既损形象 ，

又干扰 市 民休 闲 。 （ 《上公 园不 是下灶 间 》 《厦 门 日 报 》
１ ９９ ８

－

６
－

１ ０ ）

否定词
“

不
”
一

般不能否定完整体 ， 如
“

不按规矩骑 了 ／过摩托车
”

。 完整体／非完整体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

１ ３７
．

注重事态的有界性／无界性或者整体性 ／非整体性 （ 陆丙甫 、金立鑫 ２０ １ ５ ） ，完整有界的事

态 ，及物性高 ；非完整无界的事态 ，
及物性低 。 因此

，在体貌方面 ，肯定式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既可与完整有界的事态相关联 ，
也可与非完 整无界的事态相关联 ，

而否定式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一般只能与非完整无界的事态相关联 。 最后再如 ：

（
４ １

）
这天 肖 副 大 队长也来参战 ，

这对大 家是个莫 大 的鼓舞 。 经过二十 多 天 的 搏

斗
，
终于按计 划 完成八十 三亩 沙洼 地的 改造任务 。 几年来 沙洼 地上水 稻 长 得一 片 青

翠 茁壮 。 （ 潘叔仁 ， 张君祥 《农业 战线 的
“

虎 将
”

》 ）

（
４２

）

“

宛西制 药
”

在西 峡县按标准建立 了１５ 万亩 山 茱 萸 生产 基地 ， 并建立起技

术服务体 系 和购 销体 系 。 （新 华社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份新 闻报道 ）

宾语个体性关注的是宾语所指是否是现实客观存在 的某个具体的 、离散的有界实

体 。 具体可数的名词的个体化程度 比抽象不可数的名词高 ，肯定式 中宾语可以通过
“

八

十三亩 、

１ ５ 万亩
”

等数量短语个体化或离散化 ，
而否定式中宾语不能个体化 。 如 ：

（
４３ ） 有些 干部和 社 员 思 想 上 是模糊 的

， 甚 至 存在错误 观 点 。 因 此
， 表现在行动

上有 的 人就不 顾 国 家和 集体利 益 ， 不按 规定完 成 征 购 派 购 任务 。 （ 《 还是 要 算账 对

比 》 《 福建 日 报 》
１ ９８ ２

－ ２－ １ ６
）

（ ４４） 房地产 商 不按规划 兴建 肉菜 市场 ， 或 转作他用 ， 有 关职 能部 门 是
“

睁 只 眼 闭

只 眼
”

。 （ 《 种好 了
“

菜 园 子
”

别 忘 了

“

菜摊子
”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９６
－

６
－

２７
）

“

不
”

专 门否定无界成分 ，

“

完成征购派购任务 、
兴建 肉菜市场

”

都是没有 内在终结点

的活动 ，而非事件 。 沈家煊 （
１ ９９５ ） 指 出用

“

不
”

否定的动宾短语 ， 其宾语排斥数量词 ，把

“

不
”

换成
“

没
”

就允准数量词 。 因此
，动作对个体化程度较高的具体可数名词施加的作

用力越大 ，
及物性就越高 ；

反之就越低 。 综上所述 ，及物性的强弱在动作性 、体貌与宾语

个体性也得到充分呈现？ ，
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及物性功能可以概括为 ：

ＮＰ
，
按ＮＰ ２

ＶＰ＞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４
．
２语篇功能不同

及物性的强弱也影响着语篇的推进与叙述 。 语篇的铺陈和叙述是主体对不 同小句

进行调控的结果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是低及物小句 ，不具备事件的序列性 （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 ｔ

ｙ
）

①本小节仅选取了及物性 １ ０项参项中 的动作性 、体貌与宾语个体性来分析 ， 其实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及

物性差异还反映在其他参项中 ，限于篇幅就不再讨论了 。



？１ ３８
？ 励耘语言学刊

与完整体特征 ， 因而常作为前景信息的附属性或支持性材料 。 如 ：

（
４５

） 小 菲这 时和方 大姐 已做 了 朋 友 ，

一 有 什 么 不 顺心 就 去 叫 方 大姐
“

骂 骂 他
”

。

比 如酒 喝 多 了 ， 酒 后狂 言 ， 不按时 间 去 学院上班 。 （
严歌苓 《

一个女人 的 史 诗 》 ）

（
４６

） 前边一个高 大 的 人 ，

一 声 不 响 ， 光着膀 子 ， 疯狂地 横冲 直 撞 ， 扫 射 着 ，
跳 跃

着 ，
向前 飞奔 。 后 边跟着 一群人 ，

也像 刀 枪不入 的 神 兵 天将 ，横 冲 直撞 ， 又砍 ， 又 刺 ，

又射 击 ， 又投弹 ， 好像他 们 全不 在 乎 自 己 的 生 死 ， 也 全不 按 照 任何 战 斗 条令 行 事 。

（ 雪克 《战 斗 的青春 》 ）

Ｌ〇ｎｇａｃｒｅ （
１９９６

）指出了前景的特点是 ： ［
＋动态 、

＋顺叙 、
＋完整体 ］ ， 背景的特点是 ： ［

＋

动态 、
＋顺叙 、

－完整体 ］ 。

“

不按时间去学院上班 、不按照任何战斗条令行事
”

中 核心谓词

具备 ［

－

完整体 ］ 属性 ，
不能搭配

“

了
， 

”

或
“

过
”

等完整体标记 ，作用在于对前景小句的举例

性或补充性说明 。 背景小句由 于没有序列性要求 ，
可以位于时轴上任意

一

点或根本不在

时轴上 ， 内部关系松散 ，
可以删除或者相对浮动而不影响故事线的叙述和事件的主干结

构 。 如 ：

（
４５

）

’

小 菲这 时 和 方 大姐 已做 了 朋 友 ，

一 有 什 么 不 顺 心 就 去 叫 方 大 姐
“

骂 骂

他
”

。

（ ４６ ）

’

前边
一

个高 大 的 人 ，

一

声 不 响 ，
光着 膀 子 ，

疯狂地横 冲 直撞 ， 扫 射着 ， 跳跃

着 ， 向 前飞 奔 。 后边跟着 一 群人 ， 也像 刀 枪不 入的 神兵 天 将 ， 横 冲 直撞 ， 又砍 ， 又 刺 ，

又射 击 ，又投弹 ，
好像他们 全不按照任何战 斗条令行事 ，

也全不在 乎 自 己 的 生 死 。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是高及物小句 ，可以构成依次按时间先后顺序呈现出序列性的语篇

主干结构 ，
可 以搭配

“

了
ｒ或

“

过
”

等完整体标记
；

也可构成附属性 、描写性的背景小句 ，
可

搭配
“

着
”

或
“

正在
”

等非完整体 。 完整体倾向于报道前后相承的前景信息事件 ，而非完

整体主要用于为前景事件提供背景信息 （
Ｈｏｐｐｅ ｒ

１ ９７ ９ ） 。 如 ：

（
４７

） 在聂荣臻 总指挥 的 同 车 陪同 下 ， 朱德 总 司 令 出 东 三座 门
，
沿着长 安 东 街 、 东

单广场 ，
直 到外 国 使馆聚 集 的 东 交 民 巷 ，按 顺序 检 阅 了 肃 立 受 阅 的 陆 、 海 、

空 三 军部

丛 。 （ 于 江 《 开 国 大典 ６ 小 时——大典背 后 的 秘 闻 》 ）

（ ４８ ）
天 气 酷冷 ，

矿工们 把 黑上衣 的 领子翻 起兜 住下 巴
， 缩 头 耸 肩 ，

抵御严寒 。 雅

克 把他先 带到 挂 放煤 油灯 的 房 间 ， 架上 的 灯 按号 码 挂着 。 （ 欧 文 ？ 斯通 《凡高传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的句法特征 、功能类型及相关问题 ？１ ３９？

例 （
４７

）描述了
一

连串有时间序列的连续事件 ，界标
“

了
”

标明
“

按顺序检阅 了肃立受

阅的陆 、海
、空三军部队

”

是语篇主干前景信息 的
一部分

；
例 （

４８
）

“

按号码挂着
”

是对房间

布局的环境描写 ，是背景小句 ， 删除也不影响主干信息 。 李晋霞 （
２０ １ ７

）指 出界标对动词

篇章地位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 。

一

般来说 ，有界化标志使动词拥有前景地位 ，
而无界化

标志使动词拥有背景地位 。 屈承熹 （
２００６

） 在论述体标记与篇章功能时也指 出体标记

“

了
”

主要用于指明有界情景 （
ｂｏｕｎｄｅｄ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 ，其关注的焦点是情景的终点 ， 充当前景

的能力最强 ，
而

“

着
”

总是 出现在从属结构 中 。

４ ．３ 语体使用差异

肯定句是无标记分布 ，否定句是有标记分布 ，很难想象
“

只有否定句 ，没有肯定句
”

的

语篇 。 Ｇｉｖ６ｎ
（
２００１

）统计英语肯定句和否定句在叙事小说中 的语篇分布 ， 肯定 句的比例

是 ８ ８％
，
否定句 的 比例是 １２％ 。 语体 因 素 也反 映在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和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上
，法律语体和操作语体在对待这两类句式时呈现出不对称性 ， 如下表所示 ：

表一 语体差异

ＮＰ
，

不按ＮＰ２ ＶＰ ＮＰ
，

按 ＮＰ２ ＶＰ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等 ２ ８ 部法律文献 ４４ ４７６①

《 中华菜谱——微波炉菜系大全》 ０ ８５

可以发现 ，法律语体中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在使用上远高于操作语体 ，
而在操作语体

的做法小句中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没有出现
一

例 。 法律语体是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群

众团体在实际工作中 ，为了确保各项活动有章可循 ， 保证工作 、生产 、学习 和生活有条不

紊地达到预定的 目 的 、要求而制定的 （ 袁晖 、李熙宗 ２００５
） ，其 目 的在于

“

要求怎样做和避

免怎样做
”

。 如 ：

（ ４９ ）抵押合 同 以登记 生效 的 ，按照 抵押 物登记 的先 后 顺 序 清偿 ； 顺序 相 同 的 ，按

照 债权 比例 清偿 。 （ 《担保法 》 ）

①统计结果来源于 ２８ 部法律文献 （语料字数为 ： ３ ８０ １ ９５ 字 ） 和 《 中华菜谱——微波炉菜系大全》 （
语料字

数为 ： ８０５８７ 字 ） 。 法律文献包括 ： 《刑法》 、《担保法》 、 《公司法》 、 《海商法 》 、 《海关法》 、 《证券法 》 、 《 合

同法》 、 《专利法》 、 《商标法》 、 《拍卖法》 、《 民法通则 》 、 《著作权法》 、 《 国家赔偿法》 、 《行政处罚法 》 、

《行政复议法》 、 《行政诉讼法》 、 《文物保护法》 、《刑 事诉讼法》 、 《企业破产法》 、 《外资企业法》 、 《个人

所得税法 》 、 《发票管理办法》 、《 出境人境管理法 》 、 《领海及毗邻区法》 、 《反倾销 和反补贴条例 》 、 《海

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 》 、《外国人人境 出境管理法》 、 《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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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 图 书 出 版者 不按 照 合 同约定 期 限 出版 ， 应 当依 照 本法 第 五 十 四条 的 规 定 承

担民 事责 任 。 （ 《 著作 权法》 ）

法律语体中存在前景与背景的对 比 ，
而操作语体基本不存在 。 操作语体是用书面语

或 口语指导用户 （读者 ／听者 ）完成某个具体任务的语言形式 （
Ｆａ ｒｋａＳ １ ９９９ ） ，其 目 的是在于

“

通过指导使用户 完成任务 ，达到 目 的
”

。 如 ：

（
５ １

） 莢 白 修去老 的 一 头 ，
削 皮切 滚 刀 块 ， 装 入封链肢袋 内 ，

大 火 加 热 ４ 分 钟 ， 沥

水后 照 干 烧冬笋 方 法完成 。 （ 《 中 华菜谱
——微波 炉菜 系 大全 》 ）

（ ５２ ） 微波炉 内 用 双层厨 纸垫在 转 盘上 ，
将茄 子 依放 射形排好 ， 前 蒂 部 分 放近 转

盘边沿 ， 大 火热 １ ２ 分钟 ， 移 出候冷 。 （ 同上 ）

操作语体 中的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都是时序性较强 的前景小句 ，
动作的前后连接是靠

时间相关性 。 在操作语体中的做法小句中很难 出现
“

不照干烧冬笋方法完成 、
不依放射

形排好
”

等否定小句 。 张伯江 （
２００７

）就指 出任何一种语体 因素的介人 ， 都会带来语言特

征的相应变化 。 当我们对语体特征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对语言事实 的观察就会获

得更清楚的线索 。

五 、结语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对组构成分有制约性 ，

ＮＰ
， 具有 ［

±有生 ］属性 ，

ＮＰ
２ 只具有 ［

－有生 ］

属性 ，
语义上是凭事成分 ，

ＶＰ 具有 ［ ＋ 自 主 、可控 、无界 ］ 的语义特征 ，句法上有相应的表现形

式 。 在位序上 按
”

类介词的否定只有
一

种位序 ，

Ｂｒ不
”

在
“

按
”

类介词短语之前 。 就共性

角度看 ，否定式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与其对应肯定式都突 出地反映感知到的现实世界与语言

成分及结构之间的顺序象似性 ，并且两者的图式结构也都表现为
“

前一后
”

抽象的方位图

式 。 就微殊与差异来看 ，

“

ＮＰ
，
不按 ＮＰ

２
ＶＰ

”

是及物性较低的句式 ， 不具备事件的序列性与

完整体特征 ，常用作前景信息的附属性或支持性材料 ，而
“

ＮＰ
， 按 ＮＰ

２
ＶＰ

”

是及物性较高的

句式 ，
既可以用作前景小句 ，

也可 以用作背景小句 。 两种句式在法律语体和操作语体中

呈现出不对称性 ，语体因素的介入使得对语言现象的观察有进
一

步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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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ｓｅ
ｙ ，

１ ９９２ ．

Ｕｎｇｅｒｅ ｒ
＆Ｓｃｈｍ ｉｄ

，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ｔｏ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ｖｅＬ ｉｎｇｕ

ｉｓ ｔ 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

Ａｄｄｉ ｓｏｎＷｅｓ ｌｅｙ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Ｌ ｉｍ ｉ
ｔｅｄ

， １ ９９ ６ ．

Ｓｙｎｔａ ｃ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
ｕｅｓｔ ｉｏｎｓａ／ｉＮＰ

２
ＶＰ

Ｍ

Ａｌｓｏ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ａｌ
ｉ 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ｃｅｓｗ ｉ ｔｈ ｉ ｔｓ

ｐｏｓ
ｉ ｔ ｉｖｅｆｏｒｍ

ＺｈａｏＹｕ

（ Ｓｈａ ｎｇｈａ ｉＵｎ ｉ ｖｅｒ ｓｉ ｔｙ 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Ｂｕ ｓ ｉｎｅｓ 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Ｓ ｃｈｏｏ ｌ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Ｐ
〗

ａｎＮＰ
２
ＶＰ

”

ｈａｓｃｏｎｓ ｔｒａ ｉｎｔｓｏｎｃｏｎ ｓ ｔｉ ｔｕｔｅ ｓ
，

“

ＮＰ
丨

’ ’

ｈａｓｔｈｅａｔ ｔｒｉｂｕ ｔｅｓｏｆ［ 土

ａｎｉｍ ａ ｔｅ
］ ，

“

ＮＰ
２

”

ｏｎ ｌ
ｙ
ｈ ａｓｔｈｅａｔｔｒ ｉｂ ｕｔ ｅｓｏｆ

 ［

－

ａｎ ｉｍａ ｔｅ
］ ，

“

ＶＰ
’ ’

ｈａｓｔｈ ｅｓ ｅｍａｎｔ 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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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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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 ｉｏｎｏ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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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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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ｏｎ ｅ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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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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