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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益格式标记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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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了受益结构标记 “给”的形成过程，并且对比了语义相关的一组 “受益”类动词， 

认为 “受益”这一语义特征以及双宾语的句法结构对 “给”发展成为格式标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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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汉语的特点，除了其所具有的语言共性这 

个“质”之外，还有汉语自身的“量”，正是这个“量” 

导致了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差别。我们常以西方 

语言作为标准来衡量汉语，比如说汉语缺乏形态。 

不过汉语是不需要依靠形态来表示其主要的语法意 

义的，汉语可以说是一种语境依赖型语言，语境提 

供了汉语消除句法结构自身无法因语义丰富而产生 

歧义的信息。这并不是说语境对其它语言没有作用， 

而是对于形态较发达的语言来说，句式自身的形态 

对于语境的依赖没有汉语高。从这个角度说，汉语 

的句型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现代汉语，汉语 自 

身的发展也表明了这一点。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其 

句型是在不断丰富的，以 “被动”句而言，上古汉 

语表示被动主要是采取句法的形式，主动语态和被 

动语态的句法格式是一样的。如 “昔者龙逢斩，比 

干剖，苌弘胞，子胥靡”。是否表示 “被动”需要在 
一

定的语境下来判断，之后汉语逐渐有了表示被动 

的 “见”字句、“为”字句，最后形成了具有形式标 

记的典型意义的 “被”字句。汉语在发展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一些有形式标记的句法格式，而这些句法 

格式的形成和西方语言的形态标记是不同的，本文 

试图对受益格式标记 “给”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

、 句法结构对同一语义范畴的词的影响 

我们在谈论词的语法功能变化的时候，往往着 

眼于单个词在句子中的共时或者历时的变化，较少 

的讨论概念意义相近的一组词在受到句法格式发展 

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由于受到同样句法格式的影 

响，有些基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词，在发展过程中会 

有相近的发展轨迹，在这里，我们考察几个相关词 

的发展情况： 

赠 《说文》：“玩好相送也，从只曾罄。” 

送 《说文》：“遣也。” 

给 《说文》：“相足也。从糸合罄。” 

之所以考察这一组词语，是因其基义相近，都 

有 “一方使另一方收益”这样的核心意，可以抽象 

为 “位移受益”，我们不妨称之为 “受益类动词”， 

但这组的陪义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的用法和 

使用环境乃至使用频率的不同。 

(1)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诗·郑风·女日鸡 

鸣》 

(2)我送舅氏，日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诗·国风秦风·渭阳》 

在上古汉语中动词 “赠”的主要用法主是：“赠 

+受益者”，此用法在西周的语料中是最常见的，此 

外 “赠物+赠+受益者”的情况也很常见，在战国时 

期的语料中常可见有 “赠+赠物”的情况： 

(3)执披者，旁四人。凡赠币，无常。《礼记·既 

夕礼第十三》 

(4)大丧，赞赠玉、含玉。作大事，则戒于百官， 

赞王命。《周礼·天官冢宰》 

其中(1)句中，从古汉语语法的角度结合语境来 

看，“杂佩”应该是作为状语使用。为宾语的情况如 

(2)，指示代词放在动词前做前置宾语，这符合上古 

汉语的语法习惯。东汉六朝之后 “赠+受益者+赠物” 

这种双宾语结构比较常见了。 

(5)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若子，故赠君生刍 
一

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西京杂记》 

(6)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西京杂 

记》 

在古代汉语中 “名一动”主谓关系的叙述句和 

“动一名”关系的非主谓句是基本的句式。所以动 

词 “赠”的用法基本都符合这个基本的句式，但动 

词 “赠”的内在语义关系涉及到动作发出者、赠送 

物和受益者，所以东汉以后在原来基本句式的基础 

上，动词 “赠 “进入到双宾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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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谴也。主要是送行之意，所以在上古汉语 

中主要的用法：送+人物名词 

(7)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诗·国风秦风·渭阳》 

(8)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国风·都风》 

上古汉语中 “送”主要是 “遣送”的意思，严 

格意义上没有 “受益”之意。但是在汉语发展中正 

如 “赠”一样可以名词做状语的形式可以出现。 

(9)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 

《国语．晋语四》 

“厚币”作为方式状语，是古代汉语中一个很 

常见的句法形式。汉魏时期经常可见到 “送”的宾 

语是事物名词的情况。 

(10)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汝白量体气何如孝武。 

寻当遣使送药与汝。(《魏书·刘 传》 

(1D刘雍 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若新发於州。《宋书》 

“送”出现在双宾语结构中在汉魏时期也已经 

可见。如： 

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卵9儒 

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汉书》) 

⑩傅子方 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中，皆亡取之。 

(《风俗通义》) 

“送”原义为 “遣送”，不过遣送的对象主要是 

人但是也不排斥物的情况，当对象是物的时候，那 

么就有一个潜在的受益者，所以 “送”进入双宾结 

构有其语义上的依据的。 

给，上古汉语中主要是 “供给使用足”之意。 

动词 “给”的宾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14)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 

之。 

⑩臣多谏於太子者，日：“雪甚如此而行葬，民 

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 

在具体的使用中，“给”常用于 “名一动”叙述 

句中，只是做主语的名词受事主语，这和古代汉语 

中表达主动和被动可用相同的句法形式有关。“给” 

用在双宾语结构中在六朝时代已经比较常见： 

(16)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 

米，必使周悉。(《宋书·文帝纪》) 

⑩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 

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三国志 ·鲁 

肃传》) 

这一组动词，其功能的用法有趋于一致，除了 

语义因素外，汉语语法结构也影响了它们的用法。 

都可以进入到双宾结构，三个动词的基义虽然相同， 

但陪义是有差别的。“赠”的陪义侧重的是 “好”的 

东西比较正式的转移，“送”侧重的对象是人，而“给” 

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陪义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它们使用的场合和频率的不同。 

二、格式标记 “给”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 

比较虚化的、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 

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 “实词虚化”。语法化 

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是语言成分 

之间的重新组合引起了一些单位的功能上的变化， 

虚化的成分主要是功能上的减弱，在概念意义上没 

有大的变化，只是侧重的点有所不同。 

动词 “给”的不论是在 “动一名”结构还是双 

宾句结构。其宾语都是名词性成分。不过至少在唐 

代口语中已经出现了 一给’+人称代词+事件”的句 

法形式。如： 

(18)张天右道：“老千岁说得不差，他果肯给我陪 

罪，也就罢了，”程咬金道：“既如此，老夫即同行。 

《薛刚反唐》 

(19)长安城中人人怕他，故此人给他起了一个浑 

名，叫做 “通城虎”。《薛刚反唐》 

以上两个句子中，“给”后面跟的是一个事件， 

而不再是一个名词或者代词。以上句子中 “给”的 

动词性功能相对减弱了，但是其概念意义并没有大 

的变化。我们认为 “给”已经成为 “受益格式标记” 

了。当 “给”作为动词时，受益者接收的是具体的 

事物，当 “给”作为格式标记时，受益者接受的是 

整个事件。这在现代汉语中更为常见。如： 

∞ 他给我买了好多书。 

按照美国语言学家罗纳德．兰艾克为代表的认知 

语法认的观点，“给”能够和句中的主要动词相结合 

完全是因为两者之问的概念重合。为了得到 的结 

构，首先要得到 “给我”和 “他买了好多书”两个 

下位结构。然后 “他”和 “给”的射体相对应，“买 

了好多书”这一事件充当 “给”的事件。相同的概 

念成分重叠之后，得到以上的符合结构。因此我们 

认为 “给”在由动词发展成为格式标记的过程中， 

双宾语的基本的句法结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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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参考文献： 

汉语句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格式标记， 

但是这些标记的形成和 自身的语义有着密切的关 

系，同时句法结构对其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汉语发 

展的过程中汉语句式不断丰富，其中一些句法格式 

标记起到了区分作用，这对于分解汉语因句式简单 

而句法结构语义复杂而造成的歧义问题无疑有着重 

要的作用。就注意力系统来说，句法格式标记对于 

儿童学习语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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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纳德 ·兰艾克．认知语法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 

出版社，2007． 

[3]沈家煊．“语法化 ”研究综观[J]．外语 教学与研究 ， 

1994(4)：．367—377． 

[4]王力．汉语史稿 京：中华书局【M]．2004． 

[5]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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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al mark of‘‘give’’in the beneficial structure 

ZHANG Dong-zan 

(College ofA~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spects o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structural mark “give’’in the beneficial 

structure，and compares a list of“beneficial”verbs with related meanings．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semantic feature of‘'beneficial’’and the syntactical structure of double object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making“give”into a structuralmark． 

Key words：give；beneficial verbs；structural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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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三洲聚落形态的形成，首先是在充分考虑周边 

自然地理环境，协调处理人地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在此基础上，人们以血缘聚居的方式来发展 

组团，由小到大，由中心到周边不断扩展。不同姓 

氏的组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和冲突，在不断调 

和中，大姓组团问基本以街巷为界限来界定，小姓 

的小组团则被分解或包围。在组团中，人们把与自 

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要素，比如，祠堂、店铺、私塾 

等聚集在民居周围，而把宗教神灵等要素安排在聚 

落的边缘与外围，形成了由己到他，由亲到疏、由 

紧到松，层层推出的、类似 “水波同心圆的差序格 

局”。瞳 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以宗族认同感为核心的， 

同时兼顾了民生经济与聚落安全，具有较强的相对 

性与伸缩性。也正因此，三洲聚落形态无论是在物 

质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有了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参考文献： 

[1】[清]林牧．阳宅会心集 (卷上)·宗祠说flⅥ]．清嘉庆十六 

年刻本．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8-3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Probing into th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Sanzhou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LI Hufl—zhen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Department，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 350008，China) 

Abstract：Based on field survey and document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s and characters of Sanzhou 

ancient villages，from the aspects of selection of site and borderline，distribution of the organized group and the 

streets system，etc．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inherent natural，social and cultural reasons in its forming，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Key words：Sanzhou ancient village；the form s of the settlement；the organiz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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