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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感受形容词的情景模式和语义类别 

一组词如果由于具有若干共同属性而在某些语言规则上有相同的表现，那么它们就应用

统一的模式在词典中加以描写，这样的一组词构成词典释义类型（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ипы）。（Апресян 1999；2006：65—69）心理感受形容词就是一种词典释义类型，它们由

于具有共同的情景模式而在义项派生方式、派生义项种类、各种义项的句法行为特征等方面

有相同的表现。每种语言的词汇体系都可以区分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词典释义类型，用相同

的模式来描写属于同一词典释义类型的一系列词的共同特征和区别特征，这是莫斯科语义学

派揭示语言词汇系统性的一种方式。 

心理感受形容词表达的共同情景模式是‘事物、事况等使 X处于某种心理感受状态，这

种心理感受状态通过外部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模式的核心环节是人的心理感受状

态本身，处于核心环节两端的边缘环节分别是心理感受状态的致使原因和反映形式。由于侧

重点不同，心理感受形容词可区分为三种词义：a）感受义，语义指向心理感受本身：‘X 处

于某种心理感受状态’；b）反映义，语义指向心理感受的表现形式：‘呈现这种心理感受状

态的（外部体征、言行等）’；c）致使义，语义指向心理感受状态产生的原因：‘使 X 处于

某种心理感受状态的（事物、事况等）’。 

心理感受形容词通常都是多义的。1 感受义是心理感受形容词的初始义。反映义和致使

义是派生义，词义派生以转喻为方式，以情景各组成环节的连带关系为基础，用一类特征的

名称表示另一类连带特征。初始义、反映义和致使义各自体现在特定的典型上下文中：a)

心理感受形容词的感受义以表人名词短语体现感事为典型上下文标志；b)人的内心世界通过

其外部体征、言行呈现出来，心理感受形容词用于反映义的典型上下文标志是表示音容笑貌、

言行举止的名词、动词，如：脸色、目光、神情、笑容、模样、嗓音、语气；看、说、问、

笑、哭、呼叫等；c）心理感受形容词致使义的典型上下文标志主要是情景名称，如：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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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机会、消息、话语、问题、故事等，以及众多的具体事物名称。（参见 Кустова 2004：

314） 

初始的感受义和派生的反映义是大多数心理感受形容词都有的意义，派生的致使义则为

一些心理感受形容词所有，为另一些心理感受形容词所无。有些心理感受形容词，如愤怒、

恐惧、诧异、激动、寂寞等，只用在 b)类派生义上下文中表示反映义，不用在 c）类派生义

上下文中表示致使义（*愤怒的事情）；另外一些心理感受形容词，如高兴、无聊、幸运、乐

观、忧伤等，则可用在 b)，c）两种派生义上下文中分别表示反映义和致使义（高兴的目光，

高兴事儿）；还有一些心理感受形容词，如恐怖、奇怪、讨厌等，主要用在 c），b)两类上下

文中无标记地表示致使义（恐怖事件、恐怖 1 的目光），但有时也可用在 b)类上下文中有标

记地表示反映义（恐怖 2 的目光）。据此可将心理感受形容词区分为反映、中立和致使三种

类型。这些语义类型的心理感受形容词在句法功能上没有差别，都可在句中做谓语、定语、

状语、宾语等，但在这些句法位上体现的义项种类、语义配价及其句法功能有所不同。如反

映心理感受形容词做谓语时，主语体现感事语义配价；致使心理感受形容词做谓语时，主语

较多体现原因配价。中立心理感受形容词虽兼有反映义、致使义，但做状语说明动词时，只

用于反映义；致使心理感受形容词做状语说明动词时，既可无标记地表示致使义，又可有标

记地表示反映义。 

汉语心理感受形容词在俄语中的语义对应词不局限于形容词，还包括以形容词为理据派

生的副词和状态词。俄语派生副词、状态词是理据形容词的句法变体，与后者词汇意义相同，

句法功能不同。派生副词在句中充当状语，与做状语或补语的汉语形容词相当；派生状态词

在句中充当谓语，用来表示心理感受状态，或心理感受者（心理感受主体）、心理感受状态

和致使原因之间的关系。 

2 致使类心理感受形容词“恐怖、奇怪”的语义描写 

2.1 “恐怖”的语义描写 
“恐怖”表达的概括情景是‘事物、事况等使 X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或残害而恐惧，这种

恐惧通过外部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恐怖 1”语义指向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使 X

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或残害而恐惧的（事物、事况等）’；“恐怖 2”语义指向心理状态的表现

形式：‘呈现这种感觉的（外部体征、言行等）’；而“恐怖 3”则指向心理感受状态本身：‘事

物、事况等使 X 感觉生命受到威胁或残害而恐惧’。 

“恐怖 1” 语义上包含原因配价，用在 c）类上下文中，做定语(1a，1b)、状语(1c)和

谓语(1d)： 

（1）a.恐怖的嘴脸（＝令人恐怖的嘴脸）∣b.恐怖的屠杀（＝令人恐怖的屠杀）∣c.水

库突然垮坝，260 万立方米洪水恐怖地奔腾而下（＝令人恐怖地奔腾而下）∣d.那血腥的场

面太恐怖了（＝太令人恐怖了）。 

“恐怖 1”的感事是一种隐性语义配价，在表层不直接通过动词的句法题元显示出来。

感受主体与导致感受状态的事物、事况（屠杀、260 万立方米洪水奔腾而下、那血腥的场面）

的主体不相一致。“恐怖 1” 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令人’成分：恐怖 1＝令人恐怖；“恐怖 2” 

的语义结构中不包含‘令人’成分：恐怖 2≠令人恐怖。例（1）各句的“恐怖”之前都可

以加上致使动词短语“令人”而不改变句义，但例（5）各句、例（2a,2b 等）的“恐怖”前

加上“令人”会改变句义，这是“恐怖 1”与“恐怖 2”、“恐怖 3”在词汇意义上的一个显著

差别。“恐怖 1”与“恐怖 3”虽都可做谓语，但前者的主语以表人名词短语为主，后者的以

表事物、事况名词为主。 

“恐怖 1”的使用相对自由，是无标记的义项：“恐怖”用在 b）类上下文中的首选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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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恐怖 1”。“恐怖 2”的使用要受到较多的限制，是有标记的义项：“恐怖”用在 b）类上

下文中是有歧义的，要想表示反映义必须借助扩大的上下文因素做支撑，如例（5）中的短

语“恐怖的呼号、恐怖地叫起来”，剥离上下文会被理解为“令人恐怖的呼号、令人恐怖地

叫起来”。由于这些原因，“恐怖”属致使形容词。 

“恐怖 3”与《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2012）（以下简称《现汉》）的“恐怖”释义

“（形）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或残害而恐惧”相当，表示心理感受主体处于恐惧状态（2a）或

处于恐惧状态与致使原因的关系中（2b,c,d），语义包含感事、原因配价，用在 a)类上下文

中，充当谓语(2a,b)、定语(2c)和宾语（2d）等： 

（2）a.有些弟子很恐怖，但佛陀像没有事一样∣b.我不免恐怖起来，因为这个灰色正象

一个人生命的形式∣c.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d. 我对死亡也并不感到恐怖。 

“恐怖 3”的感事语义配价不同于“恐怖 1”，是显性配价，在句中大多数情况下要通过

主语位体现。与“奇怪 3”不同，“恐怖 3”不支配原因小句宾语，导致心理状态的原因要通

过原因从句、介词短语等手段（2b，c，d）体现。心理感受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通常不

是直接的，前者通过感觉渠道作用于后者，在表层结构中，这种联系渠道常通过动词“看见、

听到、读”表达： 

（3）看见水就恐怖∣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读这

些日记感到非常恐怖。 

心理感受的呈现形式不是“恐怖 3”的语义配价，在句中可以副题元位表示，如句(4)

中的补语“脸色苍白起来”表示反映恐怖心理状态的外部生理体征： 

（4）他恐怖得脸色苍白起来。 

“恐怖 2”语义上包含反映配价，用在 b)类上下文中，充当定语(5a)和状语(5b)：  

（5）a. 这是觉新的声音，是悲惨，是绝望，是恐怖的呼号（≠令人恐怖的呼号）∣b.

她一阵心惊肉跳，恐怖地叫起来：“娘，娘！”（≠令人恐怖的叫起来） 

句中的心理感受主体（觉新、她）与反映这种心理状态的体征、言行（脸上现出的神情、

叫起“娘，娘！”来）的主体相一致。 

俄语对应形容词 ужасный（恐怖）的详解词典释义为‘令人恐惧的：ужасный рассказ

（恐怖的故事）’（Ожегов, Шведова 1999），与汉语“恐怖 1”相当： 

（6）a.До моих ушей доносится треск огня и ужасный шум битвы（传到我耳朵里来的

是枪炮的喧嚣声、恐怖的厮杀声）∣b.Он по ее глазам понял: выглядит ужасно.（他从她的

眼睛得知，自己的外表很恐怖。） 

与俄语致使形容词 странный（奇怪的）不同（参见下文），ужасный（恐怖）的派生副

词句法变体 ужасно做状语说明动词时，只用于致使义，试比较： 

（7）a.Как он ужасно смотрел на меня исподлобья, как будто хотел проглотить（他多么

恐怖地、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呀，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b.Ольга с ужасом посмотрела 

по сторонам.（奥莉加恐怖地看了看四周。） 

例（7a）的 ужасно（恐怖地）用于致使义，句中恐怖的心理感受主体是‘我’，使‘我’

恐怖的原因来自‘看着我的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的动作主体是‘他’，两个主体不相重合。

例（7b）语境中的恐怖心理感受主体是 Ольга，反映这一心理状态的是 Ольга的动作‘看了

看四周’，两个主体一致。ужасно（恐怖地）做动词状语不用于反映义，句中要改用前置词

短语 с ужасом（（感觉）恐怖地）。笔者试图在《俄语国家语料库》（ruscorpora.ru）中寻找反

例，证明 ужасно（恐怖地）做动词状语时与致使副词 странно（奇怪地）一样，也可在特定

语境下表达反映义，但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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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奇怪”的语义描写 
《现汉》把“奇怪”划分为两个义项：1）（形）跟平常的不一样：海里有不少奇怪的动

植物；2）（动）感到出乎意料，难以理解：我奇怪为什么这时候他还不来。 

“奇怪”表达的概括情景是‘事物、事况等使 X感觉跟平常不一样，这种感觉通过外部

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奇怪 1”语义指向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使人感到跟平常不

一样的（事物、事况等）；“奇怪 2” 语义指向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呈现这种感觉的（外

部体征、言行等）’；“奇怪 3”则指向心理感受状态本身：‘X 感觉事物、事况等跟平常不一

样’。其中“奇怪 1”、“奇怪 2”与《现汉》（2012）的义项 1）大体相当；“奇怪 3”与《现汉》

（2012）的义项 2）大体相当。 

 “奇怪 1”词义中包含原因配价，在句中常做定语（1a）、状语（1b）和谓语（1c）： 

（1）a.高空有一个奇怪的飞行物∣b.他奇怪地浑身战栗起来∣c. 这现象很奇怪。 

 “奇怪 1”语义指向奇怪的原因‘飞行物、这现象、他浑身战栗起来’，词义结构中的

感觉主体‘人’是一个隐性语义配价，在语言符号表层不体现，语义指向情景外部的观察者：

高空有一个奇怪的飞行物＝‘高空有一个使观察者奇怪的飞行物’；他奇怪地浑身战栗起来

＝‘他使观察者奇怪地浑身战栗起来’。“奇怪 1”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使人’成分：奇怪的

飞行物＝使人奇怪的飞行物。   

“奇怪 2”词义中包含反映配价，可做定语（2a）和状语（2b）： 

（2）a. 她奇怪地反问我们：“举报？管用吗？”∣b. 我不顾别人奇怪的眼光，从垃圾

堆里把那些书捡回来。 

“奇怪 1”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令人’成分：奇怪的飞行物＝令人奇怪的飞行物；“奇

怪 2”的语义结构不包含‘令人’成分：我不顾别人奇怪的眼光≠我不顾别人令人奇怪的眼

光。“奇怪”做动词状语时，既可用于“奇怪 1”（1c），语义指向“他浑身战栗起来”──使

人产生奇怪感觉的外部原因，‘奇怪’的感受者（观察者）与非自主动作者（如例（1a）中

的‘他’）不一致；又可用于“奇怪 2”（2a），语义指向“反问”──感受者‘奇怪’心理状

态的表现形式，‘奇怪’的感受者与自主动作主体（如例（2a）的‘她’）一致。 

“奇怪”的致使义“奇怪 1”是第一性、无标记的，使用频率高，搭配范围广，可能令

人奇怪的几乎是任何事物、特征、属性、现象、事件，甚至包括‘奇怪’感觉者自身的内心

世界（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它似曾相识）。“奇怪”的反映义“奇怪 2”则是第二

性、有标记的，较少使用，只与个别语词，如“眼光、表情、看、问”等搭配，而且即便是

这样的搭配也多有歧义，如短语“奇怪的眼光”在孤立情况下被首选的通常是致使义；只借

助特定上下文才能排除致使义，表达反映义（例（2b））。因而“奇怪”属致使类形容词。  

 “奇怪 3”是“奇怪”的初始义，“奇怪 1”、“奇怪 2”都派生于“奇怪 3”。在句中“奇

怪 3”主要做谓语（3a），也做宾语（3b）和定语（3c）等：     

（3）a.我奇怪他怎么不来∣b.我感到很奇怪∣c.有一天我称呼一个小伙子同志，他看我

半天，很奇怪的样子说，你是苏维埃革命时期过来的人吧？ 

“奇怪 3”表示事物、事况等外部原因导致的结果，以‘奇怪’心理状态的感受主体和

导致这个心理状态的原因为语义配价。句（3a）的主要成分“我奇怪”与句（1c）语法结构

虽然相同，但语义结构不同：句（1c）的主语表示使观察者‘奇怪’的原因，而句（3a）主

语表示的则是‘奇怪’的感受人。试比较： 

（4）a.他很奇怪，为什么要舍近求远？∣b.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例（4a）是个歧义句，句中的“奇怪”可作“奇怪 3”、“奇怪 1”两种解读：1）‘他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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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奇怪，X 竟然舍近而求远’；2）‘他使人觉得很奇怪，竟然舍近而求远’。作第二种解读

时，“他”表示导致奇怪感受的外部事件主体，事件‘舍近求远’直观、同步地展现在观察

者的视野中；作第一种解读的“他”则表示奇怪心理的感受人，使“他”奇怪的原因与观察

者无关，与其说是客观事件本身，不如说是奇怪感受人对于事件的主观评价。例（4b）的情

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我’被别人观察的可能，只可理解为“奇怪 3”，“我”表示‘奇怪’

的感受人：‘我觉得很奇怪，他竟然舍近而求远’。例（2a）的意思可以转述为： 

（5）他奇怪我们怎么会认为举报管用。 

尽管两个句子的“奇怪”都以心理感受人为陈述对象，但它们不同的是：例（5）的“奇

怪 3”语义上直接连接的是感受人及其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例（2a）的“奇怪 2”语义上

直接联系的则是感受人及其心理状态表现的形式，‘奇怪’心理状态的产生原因只是间接地

蕴涵在直接引语中。 

“奇怪 3”的原因配价常以宾语小句（例（3a, 6a））体现，也可通过充当主语的小句（6b）、

名词短语（6c）等形式体现： 

（6）a.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富裕的贵族或绅士看中她∣b.您动不动就提起阿荣，

我觉得很奇怪∣c.他最近的活动我感到很奇怪。 

心理感受的原因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常通过动词“见、听”等表达： 

（7）父亲见我一个人来很奇怪∣她听了这一句话好生奇怪。 

奇怪的致使原因不是‘见我一个人来’，而是‘我一个人来’，感觉动词“见”将二者联

系起来。 

“奇怪 3”与形容词“诧异”的意义与句法行为都相近，后者在《现汉》中释作‘（形）

觉得奇怪：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们都十分诧异’，也可支配小句宾语：姚太太正诧异

女儿到了哪里去，姚宓却回来了。 

形容词 странный（奇怪的）在俄语详解词典中被看作单义词，释义译文是‘因不同一

般使不理解、惊讶的’（参见МАС 1984），Г.И. Кустова（2004）称之为致使意义，同本文指

出的语义变体“奇怪 1”。Г.И.Кустова（2004：316）将 страшный（可怕的）、жалкий（可怜

的）、противный（讨厌的）、странный（奇怪的）等表示‘（事物、事况等）使人处于某种

心理状态的’形容词称之为致使形容词，认为由这些形容词构成的副词做动词状语时，与理

据形容词一样，只用于致使意义。据笔者观察，以 странный（奇怪的）为理据词构成的副

词 странно（奇怪地）做动词状语时，主要表示致使义（例 8），但不局限于此，有时也可表

达与汉语“奇怪 2”相同的“反映”义（例 9）： 

（8）a.Вдруг я странно заболела: температура 40.（我突然奇怪地病了：体温 40 度）∣

b.Как она изменилась за это время: черты лица странно опустились.（这段时间她变化多大

呀：脸盘奇怪地耷拉下来了）∣c.Юл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странно хмыкнула, но не ответила сразу

（尤里娅·米哈依洛夫娜奇怪地哼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d.Юрий странно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го и еще более странно промолчал.（尤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非常奇怪地避而不答。） 

（9）a.Он странно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меня: ― Зачем вам Карелин? Я говорю: ― По делу.他

奇怪地看看我问：“你找卡列里做什么？”我说：“有事情。”∣b.Вика странно посмотрела на 

мужа и пожала плечами. 维卡奇怪地看看丈夫，耸了耸肩膀∣c.Она приблизилась ко мне, 

взяла меня за руку и, заглядывая в глаза, как-то странно спросила: ― Петя!  зачем ты 

едешь в Петербург? 她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有点奇怪地问道：“彼佳，

你去彼得堡干什么呀？”  

例（8）各例句的语境类似（2a），句中的 странно（奇怪地）语义指向致使‘奇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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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有的是非自主的状态变化（заболела 病了，опустились 耷拉

下来了），有的是自主动作（хмыкнула哼了一声，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го看了他一眼，промолчал

避而不答）。例（9）各例句的语境则类似例（2b），странно（奇怪地）在语境中表达的不是

‘因不同一般使不理解、惊讶的’，而是‘表现这种感觉的（体态、动作等）’。странно（奇

怪地）语义指向自主动作 посмотрел（看了看），посмотрела（看了看），спросила（问）。‘奇

怪’的‘感觉人’与句中动作主体 он（他），Вика（维卡），она（她）一致。例（9b）中和

посмотрела（看了看）并列的 пожала плечами（耸肩，俄罗斯人表示不解的体态符号）更

加印证本文的观点：странно（奇怪地）在特定的语境中确实可以表示与汉语“奇怪 2”相同

的意义。 

3 中立类心理感受形容词“无聊、高兴”的语义描写 

3.1 “无聊”的语义描写 
“无聊”表达的概括情景是‘X 因为没有事情做或对事物、事况没兴趣而感觉烦闷，这

种感觉通过外部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由于侧重点不同，“无聊”可区分为三个词义

变体：“无聊 3”侧重心理感受状态：‘X 因为没有事情做或对事物、事况没兴趣而感觉烦闷’；

“无聊 2”侧重反映心理状态的外部特征：‘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外部体征、言行等）’；“无

聊 1”侧重的则是致使这种心理感受产生的原因：‘使 X 感觉没意思因而烦闷的（事物、事

况等）’。 

“无聊 3”与《现汉》“无聊”的第一义项“由于清闲而烦闷：他一闲下来，便感到无

聊”大体相当，词义包含感事和原因配价，用在 a)类上下文中，以心理感受主体为直接描

写对象，在句中主要做谓语(1a,b)，用在虚义动词“感到、感觉”后做宾语(1c,e)，或做补

语(1d)： 

（1）a.我们俩很无聊，晚上就坐在一起说话∣b.卖西瓜的坐着无聊，也就敲开一个西瓜

来吃∣c.因为感冒，在床上躺了几天，感觉无聊∣d.想做事的人却闲得无聊，那是最可怕的

∣e.我对那哭哭啼啼的电影觉得无聊。 

使无聊这一感觉产生的原因在释文中用析取的方式表达（‘X 因为没有事情做或对事物、

事况没兴趣’），可能来自感受者自身没有事情做，如例（1b,c,d）分别用连谓句前项动词短

语“坐着”、原因从句“因为感冒，在床上躺了几天”、谓词“闲”等表示导致无聊感的原因，

‘坐着、感冒、躺、闲’与‘无聊’共有同一主体，各例中的“无聊 3”都可用同义的反映

义心理感受形容词“寂寞”取代；也可能来自外部的事物、事况，如例（1e）介词短语中的

‘那哭哭啼啼的电影’，这里的主体应另有其人，句中的“无聊 3”不能用“寂寞”取代。 

 “无聊 2”词义里包含反映配价，用在 b）类上下文中，以显示心理感受的体征、言行

等为直接描写对象，体征、言行的主体与心理感受主体一致。在句中“无聊 2”主要做定语

(2a,b)或状语（2c,d)： 

（2）a.他就是要装出一副无聊的样子，让老孔他们消除疑心∣b.脸上带着疲劳和无聊的

表情∣c.他厌倦地躺在炕上吸烟，无聊地向空中吐着烟圈∣d.我无聊地四下张望。 

各例中的“无聊”都可用同义的“寂寞”替换。 

“无聊 1”的语义大体相当于《现汉》“无聊”的第二义项‘（言谈、行动等）没有意义

而使人讨厌：老谈吃穿，太无聊了’，用在 c）类上下文中，以致使无聊感受产生的外部事

物、事况为直接描写对象，事物、事况的主体与心理感受主体多不一致。在句中“无聊 1”

主要做定语（3a,b）、谓语（3c,d），有时也做补语（3e）： 

（3）a.盘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b.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本无聊的书∣c.电视节目很无聊，

很俗气∣d.是啊！这工作有些无聊∣e.这本书写得很无聊(百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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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的“无聊 1”都不能用反映义心理感受形容词“寂寞”替换。“无聊”在例（3e）与

（1d）中虽都做补语，语义都指向主语事物，但在例（3e）中的主语表物、无聊感的外部原

因，在（1d）中的主语表人、‘无聊’的内心感受者。 

与“无聊”大体对应的俄语形容词是 скучный. 该词的详解词典释义也可归纳为感受、

反映和致使三个词义变体：1）因为没有事情做或对周围的事情没兴趣而感觉烦闷：Больной 

сегодня скучен（病人今天很无聊）；2）表现这种感觉的：скучный взгляд（无聊的眼神）∣

Лица у всех учеников скучные, апатические.（学生们的脸都显得无聊、淡漠）；3）使人感觉

没兴趣而烦闷的：скучная книга（无聊的书）。（Ожегов и Шведова 1999；МАС 1984） 

скучный（无聊的）的派生副词句法变体 скучно（无聊地，（得）无聊）可用在句尾充

当交际结构述位，相当于汉语以“得”为语法标记的补语，如： 

（4）a.Время проводили скучно.（日子过得无聊）∣b.Один автор,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глубоко владел материалом, но писал скучно. Другая книга была написана лихо, но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他认为，有的作者虽然素材掌握很多，但写得无聊。另外一些书写得尽管

不错，但很肤浅。） 

《俄语国家语料库》显示，句尾 скучно（（得）无聊）与谓语动词前的 скучно（无聊地）

语义有所区别。前者的心理感受主体可能与谓语动作主体一致（例 4a），类似于汉语例（1d）

中的“无聊 1”，也可能不一致（4b），类似汉语例（3e）中的“无聊 3”。但谓语动词前的 скучно

（无聊地）多与谓语动作主体一致，类似汉语例（2c,d）中的“无聊 2”： 

（5）С крыши скучно смотрит на них（баб）одним глазом толстая ворона.（有只肥胖

的乌鸦不时从房顶上无聊地睄她们（村妇）两眼。） 

скучный（无聊的）的派生状态词句法变体 скучно（（感觉）无聊）常与表自身心理感

受原因的不定式动词连用，动词的语义主体和用与格表示的无聊心理感受主体一致： 

（6）Ему скучно сидеть на уроке, скучно готовить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他坐在课堂上

很无聊，做家庭作业也无聊）∣Позевывает малый, скучно ему тут стоять.（小伙子直打哈

欠，站在这儿很无聊）∣Стало скучно мне жить одному.（我开始觉得一个人生活很无聊。） 

汉语例（1b）与俄语例（6）的句式很相似，再如： 

（7）晚上独自在旅馆里非常的无聊∣马上开不了会，大家等着无聊，青年人们便拿起

八音会的锣鼓打起来∣站着无聊，免不了也看看热闹∣呆着无聊，我就摆上棋盘研究研究∣

躺着无聊，不如一骨碌爬起来。 

3.2 “高兴”的语义描写 
“高兴”表达的概括情景是‘事物、事况等使 X 感觉愉快而兴奋，这种感觉通过外部

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由于侧重点不同，“高兴”可区分为三个语义变体：“高兴 3”

侧重心理感受状态：‘X 感觉愉快而兴奋’；“高兴 2”侧重反映心理状态的外部特征：‘呈现

这种感觉的（外部体态、动作等）’；“高兴 1” 侧重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使人感到愉快

而兴奋的（事物、事况等）’。“《现汉》对于“高兴”的释义‘（形）愉快而兴奋：听说你要

来，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凸现了概括情景的核心部分，相当于“高兴 3”。 

“高兴 3”词义包含感事和原因配价，在句中主要做谓语： 

（1）a.大家都很高兴∣b.很高兴见到你∣c.很高兴你也来了∣d. 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

了很高兴，但未重用∣e. 因为收获很大，学生们都非常高兴∣f. 孩子成绩优异，全家上上

下下都很高兴∣g. 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感觉愉快而兴奋’。上例中的“大家、秦王”等表示‘高

兴’心理感受主体。例（c,e,f）中的“你也来了、因为收获很大、孩子成绩优异”等虽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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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功能有别，分别充当小句宾语、原因从句、并列小句等，但语义上都是体现原因语义配价

的句法题元。例（b,d,g）中的感知动词“见、听到”是连接感受主体与致使原因的中介成分；

例（g）的“合不拢嘴”表示反映心理状态的生理符号。 

“高兴 2”词义包含反映配价，在句中主要做定语（2a,b）、状语（2c），有时也做补语

（2d）： 

（2）a.高兴的泪水夺眶而出∣b.这两天，她高兴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c.大家高兴地笑

了∣d.菲尔普斯高兴得合不拢嘴。 

“高兴的泪水”＝‘反映愉快而兴奋感觉的泪水’。例（2a）修饰名词短语“高兴的泪

水”中的“高兴”和“泪水”共有同一主体，X 流泪是 X 高兴的反映，类似的短语如：高

兴的神色∣高兴的样子∣高兴的表情∣高兴的笑声等。例（2c）的“高兴”和“笑了”都以

“大家”为主体，大家笑是大家高兴的符号。 

“高兴 1”包含原因语义配价，在句中做定语： 

（3）a. 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我怎么会哭∣b.给女孩起下个高兴的名字──喜云∣c.这

本该是件高兴的事，但特特委屈得哭了。 

高兴的日子＝‘使人感到愉快而兴奋的日子’，“高兴”语义蕴涵‘使人’。修饰短语

中的“高兴 1”与原因语词“日子、名字、事儿”等的主体多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上，“高兴 1”是有标记的，较之相对自由的“高兴 2”要受到若

干限制。这首先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如上所述，“高兴 2”既可充当定语，又可充当状语， 而

“高兴 1”只做定语。“高兴 1”的标记性还表现在搭配限制上。与“令（使、让、叫等）﹢

高兴”的组合搭配表达致使原因的名词很多，如：事（情）、特点、情况、消息、成绩、态

度、变化、进展、程度、成果、电报、地方等，但其中能够与“高兴 1”单独搭配，不借助

致使动词表示情感原因的很少。可以说“饮酒是高兴的事∣这本该是件高兴的事∣兄弟俩都

有件高兴事∣改换了生活环境，这是高兴的事”等，但 “消息”与“高兴”搭配表示情感

原因，则要借助致使动词：笔者搜索《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查到 12 个“高兴

的消息”短语，其中 11 个与“令、使、让、叫”搭配使用。 

“高兴 1”使用的不自由与同样是中立义心理感受形容词“无聊 1”、“乐观 1”使用的相

对自由形成对照。“乐观 3”──（形）精神愉快，对事物的发展充满信心：乐观主义∣乐观

情绪∣不要盲目乐观（参见《现汉》）；“乐观 1”──（形）使精神愉快，对事物的发展充满

信心：前景很乐观∣形势不乐观。试比较：我一点都不乐观 3∣形势一点都不乐观 1。可与“乐

观 1”搭配的名词很多，如：未来/ 前途/ 消息/ 状态/ 效益/ 情况/ 结果/ 处境/ 销售（不）

很乐观，而且都无须借助“令、使、让、叫”等表示致使意义。  

俄语形容词 радостный（高兴）的详解词典释义与汉语“高兴”的三个语义变体大体对

应：1）体验快乐感、心满意足感的：Я шел радостный и веселый.（我走着，很高兴，很快

乐）；2）反映这种感觉的：радостное лицо（一张高兴的脸），радостный смех（高兴的笑声）；

3）使有快乐感、心满意足感的：радостное событие（高兴的事情），Весна у нас не радостна.

（春天在我们这里不是令人高兴的），Известие было радостное и важное.（消息是令人高兴

的，重要的）。（МАС Ⅲ 1983；Ожегов, Шведова 1999） 

俄语表示‘体验快乐感、心满意足感’的不限于形容词 радостный 1（高兴），还有短尾

形容词 рад（高兴）和动词（об）радоваться（高兴）。前者不仅可充当谓词，也可充当其他

句子成分；后两个则主要用来做谓词。汉语“高兴 3”用于例（1b，c）时的词类属性是个值

得讨论的问题。试与表示心理状态本身的“奇怪 3”比较。如上文所述，“奇怪 3”语义指向

心理状态本身：‘X 感觉跟平常不一样’。《现汉》把“奇怪 3”看作动词，释义为‘（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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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出乎意料，难以理解：我奇怪为什么这时候他还不来’。“很高兴你也来了”与“我奇怪为

什么这时候他还不来”在结构、语义上很相似。它们都是命题态度句，命题态度谓词支配小

句宾语，联系表人主体与表心理状态产生原因的从属命题。“高兴 3”似应和“奇怪 3”一样

看作动词。 

俄语 радостный 3 的用法相对自由，其搭配范围比汉语“高兴 3”宽泛，На днях получили 

ваше радостное письмо.（今日收到你的一封令人高兴的信）∣Войдите сюда и сообщите это 

радостное известие.（请你进来通报一下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Весть, конечно, радостная, 

но по сути ничем н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ая.（消息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还没有得到证实）∣Над 

письменным столом  висела радостная картинка.（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令人高兴的画）∣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достные（结果都是令人高兴的）∣Ситуация здесь отнюдь не радостная.（这

里的形势一点都不令人高兴）等句中 радостный 3的致使意义，译成汉语时都必须在“高兴”

前加致使动词表达。  

4 反映类心理感受形容词“愤怒、恐惧”的语义描写 

4.1 “愤怒”的语义描写 
 “愤怒”表达的概括情景是‘事物、事况等使人极度不满而情绪激动，这种激动情绪

通过体征、言行等外部形式反映出来’。由于侧重点不同，“愤怒”可区分为两个语义变体：

“愤怒 3” 侧重心理感受状态：‘事物、事况等使 X 极度不满而情绪激动’，这是“愤怒”

的初始义；“愤怒 2” 侧重反映心理状态的外部特征：‘呈现这种激动情绪的（外部体征、言

行等）’。“愤怒”不能用在 c）类上下文中表达致使义。 

“愤怒 3”的词义与《现汉》的“愤怒”（形）释义‘因极度不满而情绪激动：愤怒的人

群∣愤怒声讨侵略者的罪行’大体相当，在句中做谓语（1a）、宾语（1b）、定语（1c,d）等：  

（1）a.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愤怒∣b.对于离婚她感到愤怒∣c.愤怒的乘客拒绝下机∣d.

一说到这些问题，他就抑止不住自己愤怒的情绪。 

“愤怒 3”词义包含感事和原因配价（“愤怒”只用在初始义“愤怒 3”时词义包含原因

配价，用于派生义时不包含原因配价），做谓语或在虚义动词后做宾语时，多用来表示愤怒

的结果与原因之间的关系。原因配价通常以表示对待关系的介词短语体现（2a，b），也可通

过动词宾语（2d）、主位谓语句中做主语的动词短语体现（2c）；兼语句中的致使动词“令、

使、让”等则是表示原因﹣结果关系的普遍手段，句中的主语体现“愤怒 3”的原因配价，

兼语体现其感事配价（2e）： 

（2）a.新闻界对此感到愤怒∣b.每个人都对武装分子劫持学生感到愤怒∣c.发生这种事,

每位父母都会很愤怒∣d.艾瑞阿卡斯十分愤怒遭到这样的干扰∣e.他的话让我愤怒。 

在感知、认知动词“看到、听见、知道”等做前项的连谓句、复句中，前项动词宾语也

常常可以表示后项谓词心理感受状态的致使原因： 

（3）我们现在一看到街上的美军士兵就感到愤怒∣头目听了赖和尚的话却感到很愤怒

∣秦始皇知道了方士、儒生在背后诽谤他，非常愤怒。 

“愤怒”不用在 c）类派生义上下文中表示致使义，只用在 b) 派生义上下文中表示反

映义，是反映义心理感受形容词。试比较：*愤怒的事件∣*愤怒的罪行∣*愤怒的欺诈 / 愤

怒的脸色∣愤怒的目光∣愤怒的神情。“愤怒”不用于转喻派生致使义“*愤怒 1”与“奇怪”

主要用于转喻派生致使义“奇怪 1”明显地相互区别。‘愤怒’与‘奇怪’心理感受的情景

模式尽管都由原因、结果、反映三个环节组成，但被关注的焦点不同。‘愤怒’情景被关注

的焦点是心理感受结果，与人直接相关；‘奇怪’的关注焦点则是导致心理感受的原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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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事况直接相关。这可用“奇怪”、“愤怒”做定语时的主要修饰对象不同证明。以“愤

怒的”、“奇怪的”为关键语词搜索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

络版）》，在各自第 1—100 条结果中，“愤怒”修饰表人语词计 64 条，“奇怪”修饰表事物、

事况语词计 96 条。 

“愤怒 2”的词义为‘呈现这种激动情绪的（外部体征、言行等）’，语义中包含反映配

价，在句中做定语(4a,b)、状语(4c,d)等；反映配价通过“面孔、口气、语言、目光、拳头；

呼喊、吼叫、诅咒、控诉、谴责、反抗”等名词、动词实现：  

（4）a.她昂起头，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b.屋子里又是一阵愤怒的呼喊∣c.村民们愤怒

地挥舞着拳头∣d.赫顿当时愤怒要求当局严查泄密者。 

“愤怒”的俄语对应形容词是以名词为生产词的 гневный 和以动词为生产词的

возмущенный,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й，它们的详解词典释义译文分别是：гневный―1）充满极度

愤懑情绪的: гневный владыка（愤怒的主宰）；2）表示愤怒的：гневный взгляд（愤怒的目

光）。возмущенный―充满极度愤懑情绪的：возмущенный тон 愤怒的口气, возмущенно 

говорить（愤怒地说）。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й―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й поступок（令人愤怒的举动≠愤

怒的举动）。（Ожегов и Шведова 1999；МАС 1984） 

4.2 “恐惧”的语义描写 
恐惧与恐怖语义相近，表达的概括情景是‘事物、事况等使 X 感觉惊慌害怕，这种心理

状态通过外部体征、言行等形式反映出来’，既可用在 a）类上下文中，体现感事、原因配

价，语义指向心理状态本身，表示感受义“恐惧 3”（例 1），词义与《现汉》（第 6 版）的“恐

惧”释义‘（形）惊慌害怕’相应，又可用在 b）类上下文中，体现反映配价，语义指向心

理状态的外部表现形式，表示反映义“恐惧 2”（例 2）： 

（1）a.看了看周围，我猛地又恐惧起来∣b.波兰人很恐惧，但不想屈服∣c.他既不觉得

悲哀，也不觉得恐惧∣d.我们总想摆脱出事时那种恐惧的感觉。 

（2）a.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b.我突然恐惧地颤抖起来∣c.正在观察晴雨计

的大副恐惧地叫道：“啊，上帝啊！” 

用于感受义、反映义时，“恐惧”与“恐怖”基本同义，例（1，2）中的“恐惧”都可

用“恐怖”替换，如：看了看周围，我猛地又恐怖起来∣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怖的眼睛。

替换前后的句子只在惊慌害怕的轻重程度上有差别，“恐怖”的词义较重，“恐惧”的词义较

轻。（参见张志毅 张庆云 2005） 

“恐惧”与“恐怖”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前者不能用在 c）类上下文中表达致使义，后者

可以： 

1）“恐惧”的语义结构中不包含‘令人’成分（恐惧≠令人恐惧）(例 3a)，“恐怖 1”

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令人’成分（恐怖＝令人恐怖）（例 3b）；因而前者不用在 c）类上下文

中表示致使义“*恐惧 1”（例 4a），后者可用在 c）类上下文中表示致使义“恐怖 3”（例 4b）：  

（3）a.恐惧的目光∣～的神色∣～的面孔∣～的表情≠令人恐惧的目光∣～的神色

∣～的面孔∣～的表情 / b.恐怖的传言∣～的场景∣～的消息∣～的叫骂声＝令人恐怖的

传言∣～的场景∣～的消息∣～的叫骂声。   

（4）a.*恐惧的传言∣～场景∣～消息∣～叫骂声 / b.恐怖的传言∣～场景∣～消息

∣～叫骂声。 

2）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恐惧”做谓语表示初始感受义“恐惧 3”时，无须借助更多上

下文的帮助，不会产生歧义（5a）；而“恐怖”做谓语表示初始感受义“恐怖 3”时，须要借

助更多的上下文帮助，否则会产生歧义（5b），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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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波兰人很恐惧，但不想屈服 / b.有些弟子很恐怖，但佛陀像没有事一样。 

例（5a）在删除“但不想屈服”之后，“恐惧”仍保留感受义：波兰人感到很恐惧；但

例（5b）如删除“但佛陀像没有事一样”，“恐怖”既可理解为感受义“恐怖 3”：有些弟子感

到很恐怖，又可理解为致使义“恐怖 1”：有些弟子令人很恐怖。由于同样的原因，恐惧做定

语表示派生反映义“恐惧 2”时，也无须借助更多的上下文帮助，不会产生歧义：恐惧的目

光∣～的神色∣～的面孔∣～的表情；而“恐怖的目光∣～的神色”等在一种广义上下文中

表示‘反映恐怖心理的目光’等，在另一种广义上下文中则可能表示‘令人恐怖的目光’等。 

3）做状语时，“恐惧”只用于派生义“恐惧 2”（6a）；“恐怖”既用于派生义“恐怖 2”

（6b），又用于派生义“恐怖 1”（6c）： 

（6）a.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b.她一阵心惊肉跳，恐怖地叫起来：“娘，娘！”

∣c.再生障碍性贫血作为一种顽症，还是很恐怖地威胁着人的生命。 

 与“恐怖 3”一样，“恐惧 3”词义中也包含心理状态感事和原因的语义配价，常用在

谓语或宾语句法位上,表示‘恐惧’的原因-结果关系,将体现感事的主语与体现原因的句法

题元（例（7a）的动词宾语“与异性同学交往”、（b）中的名词宾语“自然灾害”、（c）中的

小句宾语、（d）中的介词结构状语“她对未来的日子”）联系起来： 

（7）a.他恐惧与异性同学交往∣b.他们不再恐惧自然灾害，担心的是政策变化∣c.人们

恐惧通货膨胀∣d.她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恐惧。 

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实现“恐惧 3”原因配价的句法手段较多，实现“恐怖 3” 原因配

价的句法手段较少。 

与“恐惧”语义相近的俄语形容词是 страшный及其句法变体──状态词 страшно.俄语

详解词典对于 страшный的相关释义为‘使产生十分害怕感觉的：страшный рассказ（恐怖

的故事）∣Угрозы не страшны кому-нибудь.威吓未能使人恐惧；对于状态词 страшно的释

义为‘某人觉得十分害怕’：Как в светелке страшно одной-то! Ночь темная, ветер воет.（一

个人在阁楼里多恐惧呀！夜色漆黑，狂风呼啸。）（Ожегов и Шведова 1999；МАС 1984） 

страшный 的词义中包含感事和原因两个语义配价。用于 c）类上下文中、在表层结构

里只体现原因配价时，страшный表示致使义 страшный 1（可怕的，恐怖 1的）(8a，b)；用

在 a）类上下文里，在表层结构中既体现原因配价、又体现感事配价时，страшный 表示感

受义 страшный 3（恐惧 3，恐怖 3）(8c，d，e，f)： 

（8）a.Какой-то господин прочел страшный рассказ о мертвеце, перевернувшемся в 

гробу（有位先生读了一篇死人在棺材里翻身的恐怖/ *恐惧故事）∣b.Сон ее был страшен（她

的梦很恐怖/ *恐惧）∣c.страшные ему сны（她很恐惧的那些梦）∣d.Ему страшен проигрыш.

（他恐惧/ *恐怖输牌）∣e.Нам не страшна могилы тьма（我们不恐惧/ *恐怖坟墓的黑暗）

∣f.Но вдруг смысл слов стал страшен ей.（但这些话的意思突然使她感到恐惧。） 

страшный 的句法变体──状态词 страшно（恐惧）专门用在 c）类上下文中表示感受

义： 

（9）Ученые пугают, а нам не страшно!（学者们危言耸听，但我们并不恐惧）∣Воет 

пурга, злится, а нам не страшно.（暴风雪在呼啸、肆虐，但我们并不恐惧）∣Неужели ей не 

страшно жить в одиночестве?（难道她孤零零地住着不感到恐惧？） 

这里顺便指出，страшный 的句法变体──副词 страшно（恐怖地，恐惧地）既可用于

致使义（10a），又可用于反映义（10b）： 

（10）a.― Что это, Митраша, ― спросила Настенька, ежась, ― так страшно воет вдали?

（“这是什么，米特拉莎？”娜斯佳瑟缩地问道：“远处咆哮得多恐怖/*恐惧呀。”）∣b.И вдру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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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е своим голосом, он страшно крикнул: ― Караул…（他突然恐惧地拼命呼喊：“救命呀！”） 

5 结语 

1）心理感受形容词致使义变体语义结构中有‘令人’成分；包含原因语义配价，其感

事是隐性配价，在语言符号表层不体现；感受主体与导致感受状态的事物、事况等原因的主

体多不相一致。心理感受形容词反映义变体语义结构中没有‘令人’成分；包含反映语义配

价；心理感受主体与反映这种心理状态的体征、言行主体相一致。心理感受形容词感受义变

体语义结构中包含感事、原因配价；其感事配价不同于心理感受形容词致使义，是显性配价，

在句中大多要通过主语位体现；原因配价常通过宾语小句、主语小句、原因从句、介词短语、

连谓句前项动词等手段体现。 

2）致使类心理感受形容词除初始感受义外，有致使义和反映义两个派生义变体。致使

义变体使用相对自由，是无标记变体，不仅用在 c）类上下文中，而且可以首选变体用在 b）

类上下文中；能够用在句中做状语，谓语动词体现其原因配价。2 反映义变体使用上受到较

多的限制，是有标记的义项，只用在 b）类上下文中，在句中做状语时，谓语动词体现其反

映配价。反映类心理感受形容词不用来表达致使义变体，除初始感受义外，只有用在 b）类

上下文中无标记地表达派生的反映义。中立类心理感受形容词和致使类心理感受形容词一

样，除初始感受义外，也有致使义和反映义两个派生义变体，但区别于致使类心理感受形容

词的是，其反映义变体使用相对自由，既可用来做定语，又可用来做状语，而致使义变体要

受到一定限制，不能用来充当状语。 

3）初始义不等于常用义，派生义也不等于非常用义。反映类心理感受形容词的初始感

受义变体固然是常用义，但致使类心理感受形容词使用频率较高的则通常是派生致使义变

体。 

4）“奇怪 3”表示人的内心感受，其主语指内心感受人，常带小句宾语，宾语小句表示

使‘奇怪’内心感受产生的原因。这些语义句法特点想必是“奇怪 3”被《现汉》（2012）、

吕叔湘（2007）看作动词的主要根据。和“奇怪 3”在这方面类似的有“高兴 3、幸运 3、恐

惧 3、惊讶 3、惊异 3、诧异 3”等很多心理感受形容词：很高兴你也来了∣我们很幸运能与

这位朋友相识∣我很惊讶他还活着∣人们惊异他何以能够创作出如此巨量的艺术珍品∣我

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人们恐惧通货膨胀。各例中的谓

词与“奇怪 3”一样，都表示‘X 处于某种心理感受状态’，语义结构中包含感事和原因配价，

属叙实情感—认知谓词。“但凡是叙实词都预设相关命题”（沈家煊 1999：139），例中体现

致使内心感受产生原因的小句宾语、动词宾语命题就是这样的预设成分。这里的“高兴 3、

幸运 3、恐惧 3、惊讶 3、惊异 3、诧异 3”等的词类属性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5）将心理感受形容词区分为致使、反映、中立类有助于阐释同义词的语义异同关系，

如文中涉及的“恐怖/ 恐惧、奇怪/ 诧异、无聊/ 寂寞”，当前者用于感受义、反映义时，常

常可用后者替换，但用于致使义时不能替换。这表明它们的同义关系实际上是“恐怖 3，2/ 恐

惧，奇怪 3，2/ 诧异，无聊 3，2/ 寂寞”之间的同义关系，而不是“恐怖 1/ 恐惧，奇怪 1/ 诧异，

无聊 1/ 寂寞”之间的同义关系，因为“恐怖、奇怪、无聊”属致使类、中立类心理感受形

容词，可用来表达致使义，而“恐惧、诧异、寂寞”属反映类心理感受形容词，不用来表达

致使义。 

6）俄语心理感受形容词在俄语详解词典中都有感受、致使、反映义的标注，我国对外

汉语教学词典如对汉语心理感受形容词也做相关的标注，无疑将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

词典编写质量和词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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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个别心理感受形容词只用于致使义，如“古怪”与“奇怪 1”词义相近，也指向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使
人感到跟平常很不一样的（事物、事况等）’，但只有致使义“古怪 1”，不用于“*古怪 3”、“*古怪 2”。  

2 形容词的语义配价首先是被其说明的事物和行为（动作、状态、属性、关系等）（参见 Кустова 2006）。 

形容词做定语说明名词时，一方面通过名词实现其语义配价，另一方面与名词组成短语充当句子谓语
的题元成分；形容词做状语说明动词时，一方面通过动词实现其语义配价，另一方面与动词组成短语充当
句子的谓语部。 

 

参考文献 

[1]АН СССР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Ⅰ- ) (МАС). МⅣ 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1-1984. 

[2]Апресян Ю. 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конце  столетияⅩⅩ [J].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99, №4. 

[3]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6. 

[4]Кустова Г. И. Типы производных значений и механизмы языков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4. 

[5]Кустова Г. И. Валентност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dialog-21.ru, 2006. 

[6]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ruscorpora.ru 

[7]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1999. 

[8]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ccl.pku.edu.cn 

[9]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0]张志毅，张庆云. 新华同义词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A Corpus-based Description on the Types of the Metonymical Extension 
of the Semantics of Emotional Adjectives 

 

ZHANG Jia-hua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djectives expressing emotions convey common situational type and constitute the unified 

type of 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emphasis on the components of the 

situational type, the very emotional adjective often can produce variations such as meaning of reflection 

and meaning of causation based on the metonymical extension of its basic meaning – the meaning of the 

emotional situation and reality. These variations of the lexicographical meaning are used in their own 

typical contexts, an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both syntax and the rule of combination with 

other words. Classifying emotional adjectives into different variations and describing their meanings 

based on the unified model can reveal the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among lexicon and make in-depth 

comparison of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synonyms, which in turn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mpilation of dictionaries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facilitate them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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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of lexicon.  

 

Keywords: type of 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 semantic valence; syntactic actant; meaning of reflection; 

meaning of cau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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