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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P1的 NP2”的句法语义研究 

 

宁娜 张云 

（湖南大学外国语及国际教育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6） 

 

摘要：在汉语语法学界对于“对 NP1的 NP2”这一特殊的“对”字结构的讨论，如：对他的意见，对学生的

批评，对祖国的忠诚等，历来争议颇多。本文尝试从句法、语义的角度，对“对 NP1的 NP2”的内部结构、

潜在歧义进行全面考察。本文认为“对 NP1的 NP2”其实是句子投射的一部分，即“NP0对 NP1 V NP2”,V 作

为杠杆，对 NP2进行提升，之后被省略，生成“NP0对 NP1的 NP2”，同时，本文还简要探讨了这一结构产生

歧义的原因。本研究对于“对”字结构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有助于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对；的；对 NP1的 NP2；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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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对”字结构，如：对他的意见，对学生的批评，对祖国的忠诚等

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 NP1的 NP2”结构。 

这一结构之所以特殊主要在于：（1）NP2可以分别由 NP,AP,VP 充当，如意见，批评，

忠诚，分别属于不同的词性。在汉语学术界争议比较多的是对于 VP和 AP性质的界定。一方

面，此结构中 VP 与其做谓语时在语法表现上不同，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不能有体标记，不能

带宾语，由于“对 NP1的 VP”结构中“NP1的 VP”呈现名词性，根据布龙菲尔德（1933）的

向心结构原理，VP此时应归为名词；但是 VP又不同于普通名词短语，因为它本身还带有动

词的意义，而且在形式上也不能被形容词修饰。换言之 VP 既具有动词性，又具有名词性，

然而又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兼类词。另一方面，当 NP2由 AP充当时，也同样遇到了与 VP类似

的向心结构矛盾。出现在此结构中的 AP 的性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因为 AP 和 VP

在汉语中都能做谓语，所以有时候一些学者将两者都视为 VP。讨论的焦点同样在于“对 NP1

的 AP”结构中“NP1的 AP”是一个名词性短语，根据向心结构原理中心词的特点，AP 当属

名词，但是此时的 AP又有别与普通名词，在语义上 AP 仍然表明的是“某人或某事所具备的

特征”，且其又呈现出与做相应谓语时不同的语法表现，如不能被“很”，“相当”等副词修

饰，简言之，AP既具有形容词性，又具有名词性（2）由于“对 NP1的 NP2”这一结构有时候

可以有两种解读，如“对学生的批评”，既可以将其视为介词短语“对|学生的批评”，也可

将其视为“的”字短语“对学生的|批评”，而对于“对漫画的|兴趣”却只有一种意义，背

后产生这种歧义的原因是什么，在解读这样一种“对”字短语的过程中，又如何消除其歧义，

都是汉语语言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 

 

2 研究问题 

这一特殊结构，很早就引起了诸多汉语学者的关注。其焦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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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的 VP/AP是否已经名词化或者名物化了，如果是这样，这一变化又是如何生成的。二

是这一结构是否背离向心结构原理。朱德熙（1961b）认为这一结构中的 VP/AP 词性没有发

生变化，向心结构理论需要修正。陆俭明(2003)则认为受“的”字隐形的名词后缀影响，再

经过转换提升，此结构中的 VP/AP才具有名词性特征。三是对这一结构歧义问题的讨论。袁

毓林运用名词的配价理论从降级述谓结构的角度重点讨论了此结构中的二价名词，如“对他

的意见”中，“意见”时一个二价名词，“他”具有[+人]的语义特征，既可以做其降级主语，

又可以做降级宾语，这就是“对 NP1的 NP2”这一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 

尽管对这一结构前人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

探讨。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 NP1的 NP2”结构中各个节点语言成分的

性质和特点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即“对”，NP1，“的”和 NP2，其中因为 NP2可以由 NP,VP,AP

充当这一特殊性，我们将重点分析 NP2 的特性（2）我们认定“对 NP1 的 NP/VP/AP”中的

“NP/VP/AP”统一为 NP2，即我们承认了 VP/AP 的名词性，那么这一结构在生成过程中，其

VP/AP 名词性从何而来？（3）对于此结构中的歧义问题，袁毓林只谈到了其中的二价名词

“对 NP1的 NP”，我们将由此延伸，继续探讨“对 NP1的 VP/AP”。 

 

3 对字分析 

对于介词是由古汉语中的动词转化而来这一观点，早已在汉语学界达成共识。“对”作

为介词，既有动词的一面，如“对窗而立”，表示“面对”之意，当然，“对”也可以只做纯

粹介词，如“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此时，“对”只表示“动作的趋向或对象”之意。但不

可否认的一点是，“对”不管是做动词还是名词，其后成分都只能是名词，这也就是说“对

NP1的 NP/VP/AP”中整个“NP1的 NP/VP/AP”呈现名词性，不管是根据向心结构原理还是“的”

字结构的空成分影响，VP/AP 都具有名词性，所以我们暂且把“NP/VP/AP”统归为 NP2. 

 

4 NP1 的限制条件 

通过对 “对 NP1的 NP2”中 NP1的限制条件的分析，我们发现 NP1既可以是单个名词，

也可以是代词，甚至可以是短语。对于能出现在这一结构中的单个名词，又可分为个体名词，

如“对学生的批评”，集合名词，如“对中国队的胜利”，抽象名词，如“对温度的调控”。

代词中只有人称代词才可以出现，如“对他的意见”，我们还没有发现能够进入该结构中的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能够充当 NP1 的短语有同位短语，如“对祖国母亲的感情”，偏正短

语，如“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敬仰”，名词性联合短语，如“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主谓

短语，如“对他拍电影的兴趣”，数量短语，如“对三个月的总结”。 

 

5 “对 NP1的 NP2”的内部结构 

因为“对 NP1的 NP/VP/AP”中 NP的性质不变，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了 VP和 AP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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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文提出“对”字短语其实是完整句子投射的一部分。“的”后的成分是隐含的动词的

宾语经过关系化提升生成。“的”后的成分就是名词短语，并不是名词化或名物化结构。具

体说来，可以分一下三种情况：（1）“对 NP1 的 NP”，如“对他的意见”。我们认为“对 NP1

的 NP”可以和“NPa对 NPb V[±有] N<X>”,N<X>是一个二价名词，其语义可以表示为 N <NPa

对 NPb>，NPa和 NPb 分别为其降级主语和降级宾语，V[±有]是存现类动词，表示“有或者没

有”。因此，介词短语“对他的意见”可以表述为句子“群众对他有意见”，“群众”作为降

级主语可以省略，这里不做详述。“NPa对 NPb V[±有] N<X>”中 V[±有] 和 N<X>组成“V[±

有] N<X>”动词性词组，使降级主语 NPa和降级宾语 NPb 挣脱 N<X>的束缚，提升为句子“NPa

对 NPb V[±有] N<X>”的主语和宾语，这就是说 V[±有]是造成 NPa和 NPb提升的杠杆；（2）

“对 NP1的 VP”，如“对学生的批评”。通过“的”后的中心词与轻动词对其宾语的限制，我

们发现介词短语“对 NP1的 VP”是完整句子“对 NP1 V[+轻] VP”投射的一部分，V[+轻]表

示轻动词，如“给予，进行，予以”等。因此“对学生的批评”可以转写为“老师对学生进

行批评”。作为名动词的“批评”具有 V[+V,+N]的语义特征，与轻动词“进行”结合后抑制

了其[+V]的特征，所以“批评”只显示出[+N]的一面，成为名词，因此才可以进行关系化提

升，提升到关系结构的中心词位置，因为轻动词没有实际语义，所以可以被省略，从而得到

“老师对学生的批评”；（3）“对 NP1的 AP”，如“对祖国的忠诚”。类似于“对 NP1的 NP/VP”，

我们认为“对 NP1的 AP”也可以由句子“对 NP1 V[±是]AP 的”经过关系化提升转化而来。

所以“对祖国的忠诚”是由“人民对祖国是忠诚的”经过联系动词“是”的关系化提升而生

成的。V[±是]的语义做联系动词时语义空灵，只起连接作用，因此被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用关系化提升机制来解读“对 NP1的 NP2”这一结构，可以使“对 NP1的 NP/VP/AP”形式统一

为“对 NP1 V NP2”，虽然引起提升的杠杆动词 V各不相同，但经过提升后，动词都被省略，

从而形成“对 NP1的 NP2”。对于“对 NP1的 NP2”中的“的”，我们认为它就是普通关系结构

中的“的”，可以将其分析为标句词。 

 

6“对 NP1的 NP2”的歧义分析 

对于“对 NP1的 NP2”的歧义问题，我们可以凭语感得知“对学生的建议”，既可以理解

为“老师对学生的建议”，也可以理解为“对学生给老师的建议”，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却

只有“我对音乐的热爱”着一种解读，同样的结构，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呢？为此，

我们在袁毓林(1995)配价理论降级述谓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分析。“对 NP1的 NP/VP/AP”中

“NP/VP/AP”都可以用配价理论来解释其语义，因为我们着重研究二价词，所以“NP/VP/AP”

可以统一改写为 X<NPa对 NPb>, 当 NPb 具有[+人]的特征时，就会产生歧义。这就是为什么“对

学生的建议”有两种语义，而“对音乐的热爱”只有一种理解，因为“学生”具有[+人]的

语义特征，而“音乐”具有[-人]的特征。为了消除歧义，只有把“对 NP1的 NP2”放到句子

中，从宏观层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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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我们认为本文较之以往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解释优势：（1）俗话说，句法语义不分家，相

比之前纯句法的名物化分析，从句法语义的角度对其中的 NP2进行了详细的解读；（2）相比

以前的空缀词分析法，我们的关系化提升分析更具说服力，这种解释分别对“对 NP1 的

NP/AP/VP”进行了探讨，最终又将其统一为一个共同的关系提升机制，可以对以后的汉语研

究提供一种思路；（3）对该结构歧义的分析可以让“对 NP1的 NP2”语义更清晰，从而为对

其进行句法研究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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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Analysis of dui NP1 DE NP2   

 

Ning Na  Zhang Y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410006) 

 

Abstract： In the doma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special 

dui-construction, namely, dui ta DE yijian ( for his opinion), dui xuesheng DE piping (for students’ 

criticism), dui zuguo DE zhongcheng (honesty for the country).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potential ambiguity of dui NP1 DE NP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This paper holds that dui NP1 DE NP2 is a part of a larger sentence projection, that is NP0  

dui NP1 V NP2 , in which V is served as the lever, which raises NP2 and then is deleted to form NP0  dui 

NP1 DE NP2 , and the reason of the ambiguity of this structure is also simp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is research is of reference value in some degree for the studies of dui-construction, and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o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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