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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统计的
放置义动词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

———以动词“放”为例

丁加勇　张　慧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放置义动词的配位方式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基于语料库统计的放置义动词匹配模

式分析，可以为这些分歧提供更好的认识。文章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ＣＣＬ）现代汉语

语料库中的放置义动词“放”为例，穷尽式地考察“放”所带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统计结果表明，

放置义动词“放”的语义角色有８大类，即受事、处所、施事、范围、与事、方式、工具、结果，其中频率

最高的三个是：受事、处所、施事。从语义角色同现的模式看，［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同

现的频率也最高。这说明，把放置义动词“放”定为三价动词，在使用频率上得到了支持和证明。

“放”的“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有１０种，其中频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为

“施事＋［把］受事＋放＋处所”，即三价放置义动词“放”最常见的、占绝对优势的配价模式是“把”字

句，而其他配价模式频率很低。分析动词“放”的语义角色配位方式，是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

性考察的一个实例，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比以往的更加可靠，同时也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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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学术界对放置义动词，包括典型的放置义动词“放”的语法框架和配位方式都存在分歧。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本文探索的问题。

放置义动词，或者置放义动词，是一种表示“使物件处于一定的位置”的语法关系意义的动词。

在学术界，放置义动词又称置放动词（徐峰，１９９８；范晓，２００１；陈昌来，２００２），或定位动词（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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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或者是附着义动词（朱德熙，１９７８；陆俭明，１９９３）的一部分。

在现代汉语中，“放”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动词，《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显示，“放”的

使用频率为０．０７２７％，在使用度最高的前８０００个词词表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前８０００个词词表中分

别位列第１５３和１８３位。我们选择它作为统计对象，是因为“放”是典型的放置义动词，考察动词

“放”的语义角色配位方式，基本可以看出放置义动词的典型语法框架和配位方式。

本文的做法是，以大型语料库句子中典型的放置义动词“放”为例，考察放置义动词“放”所带

语义角色的配位方式。其中的句子是指以动词“放”做谓语或谓语中心的句子或分句，即以“放”为

核心动词构成的句子或分句。我们利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在详细统

计了含有动词“放”的动词谓语句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谓语动词“放”的实际分布来研究“放”的语

义角色匹配情况，得到了大量有用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使我们对以往关于动词的语义角色

匹配的认识有新的发现。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动词“放”的语义角色的实际匹配情况，对

分析动词配价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考察放置义动词“放”所处句式的多样性和

倾向性。

本文语义角色的界定主要参照袁毓林（２００２），同时也参考了林杏光等（１９９４），处所角色的鉴

定还参考了储泽祥（２００４）。储文反思了处所角色宾语的判定方法及其典型性问题，提出判定处所

角色宾语的双层形式标准，强调在判定处所角色宾语时要注意典型性问题。比如，“放桌子”里面

的宾语是受事宾语，而“放桌子上”里面的宾语是处所宾语。

袁毓林（１９９８：９６）曾提出：“关于汉语配价语法的一些理论争鸣和方法分歧，只有在详细地调

查语言事实，充分地占有分析材料，对一个个动词、形容词和有价名词的配价情况作个案研究的基

础上才能有新的认识。”本文对动词“放”做了个案研究，希望对汉语配价理论有一定的帮助，对计

算机中文信息处理有参考价值。

二、学者们对放置义动词的配位方式存在分歧

（一）学者们对放置义动词典型的语法框架存在分歧

１．徐峰（１９９８）的做法

徐峰（１９９８）运用配价理论对置放动词进行了初步的描写和分析。他将置放类动词判定为三

价，携带了三个强制性的语义成分：主体、客体和与体，并要求与体为一个处所成分。他判定现代汉

语三价动词的典型语法框架有两个：

ＮＰ１＋Ｖ＋ＮＰ２＋ＮＰ３ ＮＰ１＋ＰＮＰ２＋Ｖ＋ＮＰ３
这样，判定现代汉语三价置放类动词的典型语法框架有两个：

Ｓ１：ＮＰ１＋Ｖ＋（Ｐ）Ｌｏｃ＋ＮＰ３ Ｓ２：ＮＰ１＋ＰＬｏｃ＋Ｖ＋ＮＰ３
凡是置放类动词都能够进入这两个句式。例如：

（１）ａ．我挂墙上一幅画。
ｂ．我往墙上挂了一幅画。

他推断出其中Ｓ２“ＮＰ１＋ＰＬｏｃ＋Ｖ＋ＮＰ３”是置放动词的优势语法框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语法

框架：

Ｓ３：ＮＰ１＋Ｖ＋ＮＰ３＋ＰＬｏｃ
Ｓ４：ＮＰ１＋Ｖ＋ＮＰ３
比如置放动词“盛”就可以进入这４个句式：

（２）肖军盛碗里一些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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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往碗里盛了一些菜汤。

肖军盛了一些菜汤在碗里。

肖军盛了一些菜汤。

根据徐峰（１９９８），放置义动词典型的语法框架是准双宾句和处所补语句。

２．顾阳（２０００）的做法

顾阳（２０００）从论元理论出发，认为及物定位动词（即本文所说的放置动词）可以涵生出存现动

词，原因就是定位动词中含有一个固有的处所义素。鉴别及物定位动词的办法是，同时使用“把”

字句和存现句两种检测框架式。通常认为，多数及物定位动词，其内含的处所意义很强，所以表示

处所的词组一般必须出现在句中：

（３）ａ．老王把猫锁在屋子里。

ｂ．老王把猫锁了。

（４）ａ．奶奶把花盆吊在窗前。

ｂ．奶奶把花盆吊了。

所以顾文使用的检测框架式是把字句和存现句：

（５）老王把许多花草种在院子里。
刘阿姨把两只小白兔关在笼子里。

妈妈把好几件衣裳晾在绳子上。

（６）院子里种着许多花草。
笼子里关着两只小白兔。

绳子上晾着好几件衣裳。

根据顾阳（２０００），放置义动词典型的语法框架是“把”字句和存现句。

３．陈昌来（２００２）的做法

陈昌来（２００２）认为放置动词的三个配价成分投射在最小的抽象句中主要可以构成两种句法

格式：

１）Ｎｐ１＋Ｐ＋Ｎｐ２＋Ｖｐ＋Ｎｐ３
２）Ｎｐ１＋Ｖｐ＋Ｎｐ２＋Ｎｐ３
此外，放置动词支配的成分有缺省的情况，缺省后形成的格式有：

３）Ｎｐ１＋Ｖｐ＋Ｎｐ３（Ｎｐ２缺省）

４）Ｎｐ１＋Ｖｐ＋Ｎｐ２（Ｎｐ３缺省）

考虑到介词引导与事的位置，形成下面的格式：

５）Ｎｐ１＋Ｖｐ＋Ｐ＋Ｎｐ２＋Ｎｐ３
６）Ｎｐ１＋Ｖｐ＋Ｎｐ３＋Ｐ＋Ｎｐ２
根据陈昌来（２００２），放置义动词典型的语法框架是处所状语句和处所补语句。

４．汉语方言的情况

丁加勇（２００６）以湖南隆回方言为例，分析了放置动词的配价格式，认为隆回湘语处所词后置

做补语的放置句分布广泛，很常见，放置动词构成的典型句式为“Ｓ＋Ｖ＋Ｎ＋在＋Ｌ”，其中引出处所

（放置位置）的介词可以是“在、到”，还可以是“放”，比较特别。与“Ｓ＋Ｖ＋Ｎ＋在＋Ｌ”放置句相关的

句式有：

１）用“放”引出处所的结构“Ｓ＋Ｖ＋Ｎ＋放＋Ｌ”
２）重动结构“Ｓ＋Ｖ＋Ｎ＋Ｖ＋在／到／放＋Ｌ”
３）受事话题化结构“Ｎ＋Ｓ＋Ｖ＋在＋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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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处置格式“Ｓ＋把／担＋Ｎ＋Ｖ＋在／到／放＋Ｌ”
以下是动词“放”构成的放置句以及它的变体形式：

①我放起放了本书在咯里这里。

②我放起本书放咯里。
③我放起本书放在／到咯里。
④我放本书放倒放了放咯里。

⑤咯本书我放起放了在咯里。

⑥咯本书我放到咯里。
⑦咯本书我放起放咯里。
⑧我把咯本书放起在咯里。
⑨我担把咯本书放倒放咯里。
⑩我把咯本书放到咯里。
这些句子的意思大致都是说“我放了本书在这里”或“我把一本书放在这里”。

根据丁加勇（２００６），隆回湘语里放置义动词典型的语法框架是处所补语句。

总之，在选择放置义动词的典型句法框架和配位方式上，学者们存在分歧。到底如何选择，值

得深入研究。

（二）学者们对动词“放”的配位方式存在分歧

孟琮等（１９８７：２５９）重点关注动词后面的成分，将放置义动词“放”的使用情况归纳为：一般功能、

名宾类（放桌子）、动结（东西都放好了）和动趋（她把菜放进篮子里）。其中一般功能又具体包括：名

宾（这儿放大衣柜）、存现（屋里放着很多东西）、动时量（放了半年）、动介（放在阳台上）、了着过（靠墙

放着一张单人床）、重叠（你再放放，我看正不正）和动结宾（放错了地方）。宾语语义角色包括受事、

处所两个语义角色。如：放桌子、放电视、放书柜；放桌子上、放办公室、放操场、放仓库。

林杏光等（１９９４：２９７—２９８）按义项对动词进行格关系描写，将语义角色分为七大要素总共２２个

格。表示“使处于一定的位置”的“放”的基本句式为：“施事＋放＋受事”，如：小全放下了篮子；小全把

篮子放下了；小全篮子放下了；篮子被小全放回原处了；篮子他已经放下了。加上扩展式中出现的与

事、同事、结果、基准、数量、工具、依据、目的、时间和处所，该动词共有１２个相关语义格。该词典把

“放”的格框架归为二价他动词格框架，把处所格放到扩展式里面，没有放到基本式里面，如：

［处所］＜阳台上＞小全放着两只箱子。／他＜水房外＞放了几只破箱子。他们＜从顶屋＞放下来

一根麻绳。／阿姨把词典放＜桌子上＞了。方方把土豆放＜在饭盒里＞了。这些句子所代表的句式分

别是：处所施事主语句、处所状语句、把字句。

袁毓林（１９９８：２０４）把“放”定义为二元三位三项三联动词，能关联三个从属成分：一个是施事，

一个是受事或结果，一个是处所或工具或材料或原因。基本的配位方式有五种：

Ａ＋在Ｌ＋＿＋Ｐ；Ｐ＋（Ａ＋）＿＋Ｌ；Ｌ＋＿＋Ｐ；Ａ＋把Ｐ＋＿＋Ｌ；Ｐ＋被Ａ＋＿＋Ｌ。
分别是：处所状语句；受事话题句；存现句；把字句；被字句。

陈昌来（２００２：２２１）考察放置类三价动词的价质、价位和价用，认为放置动词构成的句子在句

法平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动词“放”至少可以构成以下１１种句式（注：为了统一对三价动词句

法语义属性的描写，该书中将处所称为与事，为了方便，我们把里面的“与事”改为“处所”）：

①小王放桌子上一本书。（双宾语句）
②小王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书。（“在＋处所”做状语句）
③桌子上被小王放满了书。（处所主语“被”字句）
④书被小王放在桌子上。（受事主语“被”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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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小王把书放在桌子上。（受事由“把”引导的“把”字句）
⑥小王把桌子上放满了书。（处所由“把”字引导的“把”字句）
⑦小王放一本书在桌子上。（“在＋处所”做补语句）
⑧书小王放桌子上了。（受事做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
⑨桌子上小王放了一本书。（处所做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
⑩在桌子上小王放一本书。（“在＋处所”做句首修饰语）
瑏瑡小王放在桌子上一本书。（动词后附介词“在”做述语构成双宾语句）
可见，学者们对放置义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和配位方式处理不尽相同，对放置义动词“放”所

带的处所角色处理也不一样。

三、基于语料库的放置义动词“放”的配位方式的统计分析

（一）语料库中动词“放”的语义角色

面对动词配位方式存在的分歧，我们处理的方法是利用大型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考察大型语

料库中动词语义角色配位方式的情况，主要看配位方式出现的频率，频率高的为常见配位方式。我

们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筛选出了一些常见动词进行统计。我指导

了我的研究生张慧（２０１１）参与了这项工作，她主要负责动词“放”的统计工作。我们筛选出了表放

置义的动词“放”的用例（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１年），得到动词“放”充当句子谓语中心的语料共２２２５３
条，包括以“放”为核心的动补结构，如动结式“放成”和动趋式“放上”、“放下”、“放回”、“放入”、

“放进”等。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来分析“放”的语义角色及其匹配模式出现的频率。

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出现情况占语料总数的比例见下表，表中比例为占语义角色总数的比例。

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出现情况占语料总数的比例统计表（参看张慧（２０１１），有修改），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出现情况占语料总数比例的统计表

语义角色 出现次数 出现比例（％）

施事 １７６７３ ７９．４２

受事 ２２２５３ １００

处所 １９４５２ ８７．４１

与事 ２７ ０．１２

结果 ５ ０．０２

工具 １２ ０．０５

方式 ２７ ０．１２

范围 ２８９ １．２９

统计表明，语料库中放置义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分为８大类，按照在语料中出现数量的多少，

它们依次为：受 事、处 所、施 事、范 围、与 事、方 式、工 具、结 果，其 中 频 率 最 高 的 三 个 是：受 事

（１００％）、处所（８７．４１％）、施事（７９．４２％），其余的出现频率极低，排在第四是范围，只有１．２９％。

（二）语料库中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同现情况

现在分析语料库中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同现情况，其中的处所角色只有前后出现两个时才分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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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小类。先看下表２：

表２　动词“放”的语义角色同现情况统计表（参看张慧，２０１１，有修改）

同现个数 同现角色 例句 数量 比例（％）

两个

受事、处所
灯放在大厅中央的桌上。

桌子上放着许许多多小礼物。
４４５６ ２０．０２

施事、受事 我放下背篓。他把杯子放下。 ２７３７ １２．３０

受事、范围 婚事就放在“八一”吧。 １０ ０．０４

小计 ７２０３ ３２．３７

三个

施事、受事、处所

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

老妈妈把茶放入小泥罐中。

街坊们把李明善从树上放下来。

１４６９４ ６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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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发现：

第一，从语义角色同现的数量看，在以“放”为核心动词构成的句子、分句中（共有２２２５３个），

和动词“放”同现的语义角色的数量为２个到５个，频率高低依次为：动词“放”与３个语义角色同

现的频率最高，为６６．８２％，其中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又占绝对优势，为

６６．０３％；动词“放”与２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次之，百分比为３２．３７％。同现频率很低的是与４个

语义角色同现，百分比为 ０．８％；同现频率最低的是与 ５个语义角色同现，只有 ２例，百分比为

０．００９％。

第二，从语义角色同现的模式看，频率最高的前三种模式为：［施事、受事、处所］，［受事、处所］

和［施事、受事］。［施事、受事、处所］３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最高，有１４６９４处，占６６．０３％；［受

事、处所］两个语义角色同现，有４４５６处，占 ２０．０２％；［施事、受事］两个语义角色同现，有 ２７３７
处，占１２．３％。

这说明：

第一，动词“放”在句中最多只留出５个位置供语义角色填入。如果要出现更多的语义角色，

则往往采用多个核心动词的形式。可见，尽管和动词“放”相关的语义角色很多，但它们不可能同

时都出现在一个句子中，语义角色的搭配不是随意的，而是呈现相对固定的配位方式。

第二，把放置义动词“放”定为三价动词，在使用频率上得到支持和证明。在绝大多数场合，放

置义动词“放”要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同现，同现频率为６５．９５％。

第三，尽管把放置义动词“放”定为三价动词，但是只有２个语义角色同现的频率依然比较高，

分别是“受事、处所”同现和“施事、受事”同现。

第四，出现４个和５个语义成分的句子中，一定包含受事、处所这２个语义角色。

一个动词能支配若干从属成分不一定能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袁毓林（１９９８：１２０）的调查结果

是，在一个句子中，跟动词共现的配项一般不能超过４个；也就是说，句子具有压膜功能，不管一个

动词能支配多少个联，一个句子只留下４个或更少的位置供它们填入。我们大型借助语料库的统

计表明，动词“放”在句中最多只留出５个位置供语义角色填入，即跟动词“放”共现的配项一般不

能超过５个，尽管“放”与５个语义角色同现的比例极低。我们可以生造出这样的句子：“我每天早

上按妈妈的吩咐帮妹妹把课本和文具从书桌上放进书包”，但是在实际语料中没有人会这样说话。

可见，语料库中的句子模型和语法学家从理论上归纳或推导出的句子模型可能有出入。

（三）动词“放”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

接下来我们考察动词“放”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到底有哪些匹配模式？哪些匹

配模式又是高频率的、最基本的？哪些匹配模式又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下面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得

到的统计表３：
表３　动词“放”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表

匹配模式 主要对应的句式 数量 比例（％）

施事＋［把］受事＋放＋处所 把字句 １３７８４ ９３．８１％

施事＋处所＋放＋受事 处所状语句 ４１４ ２．８２％

受事＋［被］施事＋放＋处所 被字句 ２０４ １．３９％

施事＋［把］受事＋处所＋放
施事＋处所＋［把］受事＋放

处所状语“把”字句 １８７ １．２７％

施事＋放＋受事＋［在］处所 处所补语句 ４４ ０．３０％

施事＋［用］受事＋放＋处所 用字句 ２７ ０．１８％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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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模式 主要对应的句式 数量 比例（％）

受事＋施事＋放＋处所 受事话题句 ２２ ０．１５％

施事＋放＋处所＋受事 准双宾句 ５ ０．０３％

处所＋施事＋放＋受事 有施事的存现句 ４ ０．０３％

施事＋受事＋放＋处所 受事次话题句 ３ ０．０１％

总计 １４６９４ １００％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放”与“施事、受事、处所”三个语义角色有下面１０种匹配模式：

１．匹配模式“施事＋［把］受事＋放＋处所”出现频率最高，占绝对优势，有 １３７８４例，比例为

９３．８１％。这种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把”字句，其中受事主要由“把／将”引出，处所角色一定在动词

后。如：

（７）ａ．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汪曾祺《黄油烙饼》）
ｂ．吃完后，他和牛顿开了个玩笑，把鸡骨头放到盘子里，盖上盖。（《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包括下面一类，其中的处所角色由趋向动词引出：

（８）ａ．她把箱子放上床，当着全舱的旅客，打开锁，翻开粉红色内衣，花绸夹袍……（罗广斌 《红
岩》）

ｂ．贺汉儒把相当于五万多人民币的钱放进康伟业的口袋，连收据都没有要一份。（池莉
《来来往往》）

２．匹配模式“施事＋处所＋放＋受事”有４１４例，比例为２．８２％。这种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处所

状语句，处所主要用介词“在”引出，也可以是其他介词。如：

（９）ａ．洗衣的少女少妇在河中放一长凳，捶衣浣纱。（《人民日报》）
ｂ．在这里有必要加上一句：给孩子们的书包里多放上两本好书！（《人民日报》）

３．匹配模式“受事＋［被］施事＋放＋处所”有２０４例，比例为１．９３％。这种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

“被”字句，施事用“被”类介词引出。

（１０）到了１７９１年，他的遗骸才被法国人民放在写有“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字样的柩车上运
回巴黎。（翁义钦《作家的永生———从墓志铭ᘰ⁔䐍⠅呪റ㠸㘸‰⁔䐍⠅呪〣ര㏸ ͔樍ㄮ〱㠸㘷‰‱㠸㘷‰⁔䐍⠉〮㈸㔷ㄴ‰‰‱〮㈸㔷ㄴ‰⃢㘳ㄶ⁔䐍⠀呪ര⸵‰⁔䐍⠀呪ര⸴㤹㤹㘠〠呄നé⥔樍〮㔠〠呦ര⁔爍㔷ㄴ‰㠮㜴㈸㔷⁔洍㘮㔷ㄱ㔸″㌮㠸ㄷ㤠呄നᏅ⥔樍ㄮ〱㠸㘸‰⁔䐍⠓꘩呪റ⸰ㄸ㠶㡄നé⥔樍〮㔠⥔樍ㄮ〱㠸㘸‰⁔䐍⠕唩呪റ⸰ㄸ㠶㜠〠呄ന“⥔樍〮㘰㌷㜳‰⁔䐍⠕琩呪റ⸰ㄸ㠶㠠㈮㠴㘠㘱㘮〲㐱⸰㐷ㄶ㤠〠呄ന有⥔樍⼮〱㠸㘷‶㐠〠呄ന，⤷⁔洍ㄳ⸴㐸㔱㠠㔵⸳㘲㤱㤠呄നÞ⥔樍⽆㌠ㄠ呦ര⁔爍⸲㠵㜱㐠な传䘠呄ന〰ル⥔樍〮㔠〠⁔洍ㄴ⸱㈷㜶㌠㔵⸳〶㌱㘠呄നؔ⥔樍〮㘶〳㜸‰⁔䐍⠋�吰㠸㤴呄നé⥔樍〮㔠〲㘀有

骸于 ） 于进 ᕟ ᕟ 把 放᐀�〳㜷㌠〠呄ന把⥔樀给〰㜀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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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匹配模式“施事＋放＋［在］处所＋受事”有５例，比例为０．０３％。这种模式接近通常所说的准

双宾句。如：

（１５）天赐放在口中一块窝窝头。（老舍《牛天赐传》）
９．匹配模式“处所＋施事＋放＋受事”有４例，比例为０．０３％。这种模式是带兼语的存现句。如：

（１６）江涛走过斋舍的时候，探头一看，床板上有人放着铺盖。（梁斌《红旗谱》）
１０．匹配模式“施事＋受事＋放＋处所”出现频率有３例，比例为０．０２％。这种模式就是受事做次

话题句。如：

（１７）你白菜放地上，这玩意好像不登大雅之堂。（百家讲坛《金正昆谈礼仪之握手礼仪》）
可见，通过语料库的统计发现，放置义动词“放”频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为“施事＋［把］

受事＋放＋处所”，即放置义动词“放”最典型的匹配模式（即论元结构类型）是“把”字句。我们得到

的动词“放”匹配模式频率高低依次是：

把字句＞处所状语句＞被字句＞处所状语“把”字句＞处所补语句＞用字句＞受事话题句＞准双宾

句、带兼语的存现句、受事次话题句

这个匹配模式等级序列基本反映了放置义动词“放”的配价方式的多样性和倾向性，即：“放”

的语义角色的配价方式是多样性，体现为１０中匹配模式；但是“放”的语义角色的配价方式又有明

显的倾向性，体现为使用“把”字句是绝对优势的匹配模式（使用比例为９３．８％）。这种配价模式处

于绝对优势，与目前大多数学者提到的动词“放”的配位方式不完全一致。具体说：

１．与顾阳（２０００）确定的定位动词检测框架式有相同的地方，他取“把”字句和存现句作为定位

动词的检测框架式，这和本文的结论接近，但他没有充分阐释理由，也没有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

验证。

２．在放置义动词“放”构成的句式中，学者们提到的部分句式，在语料中频率很低。如处所补语

句、用字句、受事话题句、准双宾句、带施事存现句、受事次话题句。

３．在放置义动词“放”构成的句式中，一些学者提到的部分句式，在语料中没有出现。如：“在＋
处所＋施事＋放＋受事”构成的“在＋处所”句首句、“施事＋放＋在＋处所＋受事”构成的准双宾语句。

四、本文的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１．为研究动词配价和句式的互动关系服务

沈家煊（２００２）基于构式语法的研究思路，将配价看作是句式的属性，提出了“句式配价”。“句

式配价”是指抽象的句式配备的、与谓语动词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和类属（指施事、受事、与

事、工具等），句式的配价或论元主要是由句式的整体意义所决定的。我们认为，动词配价和句式

可以结合起来进行，是一种互动关系。句式配价的一个前提是确定句式（构式），即沈家煊（２００２）
提出“抽象的句式”，问题是动词和语义角色的匹配模式具有多样性，如何确定这个“抽象的句式”

就是配价语法要解决的问题。从本文的考察发现。放置义动词“放”最典型的匹配模式是“把”字

句，基本可以确定为放置义动词的“抽象的句式”或典型结构式，这是典型放置义动词“放”对句式

互动选择的结果。

２．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本文分析动词“放”的语义角色配位方式，是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一个实例。储

泽祥（２０１１）认为，倾向性考察必须以多样性为基础，并在多样性基础上得出倾向性的结论。在多

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其意义和价值重大：倾向性研究不仅是研究视点的转向，也可能造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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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巨大的研究领域；建立在语料统计分析基础上的倾向性研究思路，能够为分析汉语语法里

那些“刚性”不强的现象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倾向性研究重视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概率

性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回归。本文对动词“放”语义角色配位方式的分析是基于统计的倾向性考察，

方法上重视统计法和定量定性分析法，这种结论应该比以往的一些结论更加可靠，同时也具有很好

的实用价值。

（二）实用价值

１．可以借助典型的配价模式识别词义

动词“放”有许多义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列出了作为动词的“放”共１２个义项，只有“使

处于一定的位置”的义项才属于放置动词，而“播放”义等不是。如：

（２７）电影院放着电影。把电影放在电影院。
可见，“播放”义的“放”不能进入“把＋Ｎ＋Ｖ＋在＋Ｌ”格式。本文的分析表明，放置义动词“放”频

率最高、最典型的配价模式为“把＋Ｎ＋Ｖ＋在＋Ｌ”形式的“把”字句，那么“把＋Ｎ＋Ｖ＋在＋Ｌ”格式就能

成为放置义动词的鉴定句式。

下面句子中的“放”和前后的 Ｎ构成“动作———受事”的语义关系，在动宾格式里的“放”有很

多义项，而用“把＋Ｎ＋Ｖ＋在＋Ｌ”格式里的“放”词义取放置义（“使处于一定的位置”）。

（１８）把俘虏放在监狱里。（放置义）
在监狱里放俘虏。（词义为“解除约束，使自由”）

（１９）把牛放在山坡上。（放置义）
在山坡上放牛。（词义为“让牛羊等在草地上吃草和活动”）

（２０）把树放在山上。（放置义）
在山上放树。（词义为“弄倒”）

（２１）把酱油放在冰箱里。（放置义）
在冰箱里放酱油。（放置义）

在菜里放酱油。（词义为“加进去”）

上面句子的共同点是：处在动宾格式里的“放”有很多义项，而用“把＋Ｎ＋Ｖ＋在＋Ｌ”格式里的

“放”，词义均取放置义。可见典型的配价模式对词义识别确实有积极作用。

“把”字句中动词的宾语一般可以通过介词“把＋Ｎ”找回，形成“ＶＮ”动宾结构。比如上面的句

子，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找回动词的宾语，形成“放俘虏”、“放牛”、“放树”、“放酱油”等动宾关

系，但我们不能只根据动词和受事宾语这种意义搭配关系来确定“放”的词汇意义（比如“放牛”的

“放”根据它们的搭配关系取“让牛羊等在草地上吃草和活动”义），而是要根据“把＋Ｎ＋放＋在＋Ｌ”

这种句式，来确定动词“放”取放置义（“使处于一定的位置”）。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放”在“把＋Ｎ＋
放＋在＋Ｌ”句式中取放置义。这是由于特定句式决定的，即特定句式决定动词义。

２．为对外汉语动词教学提供帮助。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中心，地位重要，结合句式进行动词教学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这就会面临一个句式选择的问题，教学中应该优先选择最常用的句式，即

频率高的句式。本文统计了动词“放”和它所构成的句式，对“放”所构成的句式出现的频率进行了

量化统计，结论应该是可靠的。统计结果表明，三价放置义动词“放”构成的句式中，“把”字句占绝

对优势，是动词“放”的高频句式和优势句式，应该是教学中首选的句式。

３．为机器翻译提供支持

确定典型的配价模式对机器翻译也有实用价值。詹卫东等（２００２）认为，要让计算机能“翻译”

一个句子，首先需要“理解”一个句子，而理解一个句子，实际上要解决下面这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一个句子的结构和意义是什么（如何呈现／表示一个句子的结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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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何得到一个句子的结构和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Ｗｈａｔ”的问题，这是理论语言学关心的问题（语言学家也关心跟“Ｗｈａｔ”相关的

“Ｗｈｙ”的问题，即一个句子的意义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第二个问题是“Ｈｏｗ”的问题，

这是计算语言学关心的问题，是面向机器翻译的语言研究需要关心的问题。

语义角色在句子理解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比如“吃食堂”不同于“吃东西”，因为前者要理解为

“动词＋处所”，不能理解为“动词＋受事”。而后者理解为“动词＋受事”，翻译时“吃食堂”理解为

“动词＋处所”较为合适。又如，“卡车装满西瓜”，句中的“卡车”要理解为动词的处所角色，翻译才

能准确。

本文分析的“放”也是如此，比如汉语的“在校园里放枪”、“把枪放到抽屉里”中的“放”，翻译

成英文，要选择的译词分别为“ｆｉｒｅ”和“ｐｕｔ”。如何准确地选择译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

识别里面的语义角色，特别是处所角色，得到“施事＋［把／将］受事＋放［在］＋处所”匹配模式，而这

种匹配模式跟动词的放置义是直接关联的。可见本文提到的“典型的配价模式”可以为机器翻译

提供帮助。

４．为编写动词格框架词典服务

林杏光等（１９９４：２９７—２９８）对放置义动词“放”格框架的基本式描述为：

【基本式】施事（老师、小全、打字员）＋放＋受事（碗、笔、行李、筐、桌子）：小全放下了篮子。／小
全把篮子放下了。／小全篮子放下了。／篮子被小全放回原处了。／篮子他已经放下了。

根据本文的研究，放置义动词“放”格框架的基本式可以增加下面的描述：

【基本式】施事（老师、小全、打字员）＋放＋受事（碗、笔、行李）＋处所（桌子上、抽屉里、阳台上）：

小全把碗放在桌子上。小全把笔放在抽屉里。

本文只考察了典型的放置义动词“放”，其他非典型放置义动词还未考察，其结论可能存在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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