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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句法地位

石 定 栩

提 要 本文讨论动词后数量短语 的句法地位
,

重点是所谓的准宾语或时量补语
。

从这种数量 短

语与状语
、

情态动词
、

否定成分以及宾语的关系 出发
,

并考虑到递归的可能性
,

将其句法地位分析

成谓语
,

前面的成分构成主语小句
。

关健词 动词后数量短语 双重小句 谓语

O 背 景

本文探讨名词性成分出现在动词后面时的句法地位
,

特别是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地位
。

汉语后面通常只能出现一个名词性成分
,

这本是常识 (丁声树等 1 96 1
,

刘月华等 20 0 1 )
,

后

来有人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汉语动词短语的结构要求
,

即动词只能向右分派一个格位
,

所 以动词

后通常只允许出现一个名词性短语 (Li 1 9 90 )
。

据说这种结构要求同样适用于数量短语
,

主要证据则来 自时段短语和频率短语 (d ur at io n

an d fr eq ue nc y p hr as e )的分布情况
。

众所周知
,

二价动词后面可以 出现一个名词性短语
,

通常

是像例 (l) 里那样的受事
; 而一价动词虽然通常不能带宾语

,

但其后却可以像例 (2) 和例 (3 )那

样出现时段与频率短语
。

由于这种时段或频率短语并非论元
,

所以不会具有题元角色
,

照理不

会影响到格位的分配
。

可是
,

时段或频率短语与受事短语同时出现在二价动词后面的 (4 b) 似

乎不能说
,

而动词后只有一个名词性短语的例 (l) 和 (4 a) 却都是能说的
。

对于这一现象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解释
,

最直接的是时段和频率短语跟名词短语一样
,

也是名词性成分
,

同样需要格

位
,

而动词只能向右边分派一个格位 (Li 199 。)
,

动词后面有两个名词性成分的 (4 b) 自然就不

能说了
。

(l )他骑 了马
。

(2 )他已经来 了三个小时了
。

(3 )他来 了三 次
。

(4 )a
.

他骑 了三 天 / 三次
。

b
. ‘

他骑马三 天 / 三次
。

不过
,

这种限制显然有些例外
。

比如例 (5) 中
“

给
”

那样的三价动词后面可以有一个直接宾

语和一个间接宾语
,

或者用朱德熙先生(1 9 8 2) 的说法
,

有一个
“

近宾语
”

和一个
“

远宾语
” 。

这两

个名词性成分的题元角色不同
,

而且可以 同时出现在动词后面
。

至于为什么双宾语结构允许

动词后出现两个名词性成分
,

有一种解释是说间接宾语的题元角色为与事 (鲁川 1 9 94
,

陈昌来

Zo o Z b)
,

结构上是介词短语的宾语 (Li 1 9 9 0
,

邓思颖 20 03 )
,

也就是说
,

双宾语结构的动词后面

其实只有一个充当宾语的名词性短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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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送他很多吃的
。

这种分析方法对于表示给予义的双宾结构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

但却无法推广到例 (6 )那种

表示取得义的双宾结构 (朱德熙 1 9 8 2
,

徐峰 20 04 )
。

徐杰 (20 0 1) 将这种结构称为单及物动词的

双宾结构
,

即临时组建的双宾结构
。

由于这种结构的近宾语不会以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在动

词后面
,

所以动词后面应该有两个充当宾语的名词性短语
。

(6 )他偷 了我一 张邮票
。

与此相关的是例(7) 和例 (8 )那种带有保留宾语的句子
。

即动词前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受事

短语
,

而动词后面还有另一个受事
。

例 (7) 中的两个受事可以构成一个名词性短语
,

而例 (8) 中

的两个受事并不属于同一个名词短语
。

动词前的受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宾语
,

但两个

宾语却不能同时出现在动词后面
,

所以这种句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宾语结构 (石定栩 1 9 9 9
,

徐杰 2 0 0 1 )
。

(7) 妈妈把橘子剥了皮
。

(8 )校门被贴上 了无数的大标语
。

还有一种是例(9 )那样的双宾结构
。

这种结构表示一种等同关系(朱德熙 1 9 8 2 )
,

或者说

表示一种称类关系 (徐杰 2 0 0 1 )
。

这类结构 中的近宾语可以认为是受事
,

具有宾格
,

而且还可

以充当相应被动句的主语 ; 另一方面
,

远宾语也具有宾格
,

但却不能充 当被动句的主语
。

这种

句子比较特殊
,

两个同时出现在动词后面的名词性成分地位相似
,

而且近宾语和远宾语之间有

着明显的主谓关系
,

所以王力 (1 94 3 / 1 98 5 :

14 1) 称之为
“

次系的谓词可以不用
”

的
“

递系式
” ,

即

兼语后没有动词的兼语式 (参见陈建民 1 96 0 )
。

从语义 的角度看
,

例 (9) 这种句子似乎不宜视

为双宾结构
,

而应该采取王力 (1 94 3/ 1 9 8 5 )的意见当作双谓结构
,

具体的分析以后会另文讨论
。

(9 )人家当他呆霸王
。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句式之外
,

有些句子的动词后面已经有了受事
,

也还可 以再出现数量短

语
。

这包括下面几种情况
:

(10 ) 三 幢房子他卖了两幢
。

(1 1 )《雍正王朝》我看 了两遍
。

例 (性0) 中动词后的数量短语是受事
,

而且应该具有宾语的地位
,

但动词前受事和动词后受事在

语义上明显相关
,

有些甚至可以处理为同一个名词性短语
,

因而此句同保 留宾语类似
,

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双宾语结构
。

例 (1 1 )动词后的数量短语不一定具有受事的地位
,

动词前受事可以

放到动词后面
,

而且会同数量短语组成一个单一成分 (朱德熙 1 98 2
,

王压 20 0 1 )
,

所以这一句也

不是双宾语结构
,

动词后数量短语应该不是宾语
。

一 问 题

本文要讨论的是例 (1 2) 和 (1 3 )那样的句子
。

动词
“

等
”

在通常情况下为二价 (鲁川 1 99 4 )
,

也就是可以像例 (1 4 )那样同时带有施事和受事
,

以受事短语为宾语
。

例 (1 2) 和 (13) 动词后面

数量短语 的地 位 向来有 争议 (参见朱德 熙 1 9 82
,

Li 1 9 9 0
,

张旺熹 1 9 99
,

任鹰 2 0 00
,

陈 昌来

ZOO Za)
。

从语义上说
,

这些数量短语显然不是受事
,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宾语
,

所 以有人称之为

准宾语 (丁声树等 19 6 1
,

朱德熙 1 98 2 )
,

还有些人将其视为时量补语 (刘月华等 2 0 0 1) 或数量补

语 (李兴亚 19 8 0 ,

朱晓亚 2 0 0 1 )
。

(1 2 )我等了十年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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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我等了你十年 了
。

(1 4 )他在等女朋友
。

准宾语的概念当然是说这些数量短语虽然不是受事
,

但也基本具备了宾语 的地位
。

这种

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动词后面的名词性短语都应该视为宾语
,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

例 (12 )和

(1 3 )里准宾语所表示 的是动作延续的时间 (朱德熙 198 2 )
。

问题在于这种数量短语虽然是名词性成分
,

却似乎有一些不属于名词性宾语 的特性
。

比

较重要的是这种数量短语可以受状语的修饰
,

就像例 (1 5 )到例 (1 9) 的情况那样
。

一般说来
,

真

正的名词性宾语是不能受状语修饰的
。

(2 0 a) 和 (20 b) 之所 以在接受程度上有很 大的差别
,

显

然是因为例 (20 b) 的数量短语
“

整整三千块钱
”

受到了状语
“

已经
”

的修饰
。 “

已经
”

的语义同其

他句子成分并没有冲突
,

所以 (2 0 。)是能够说的
。

(2 1a)
、

(2 1 b) 和 (2 1 。)的情况也是这样
。

(1 5 )我等你 已经足足十年了
。

(1 6 )我来香港就快三 天 T
。

(1 7 )王恒吃了他爸爸都差不 多半辈子 T
。

(1 8 )安全监督局警告肖村煤矿仅仅一次
,

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l 9) 他当厂长才一年多
。

(2 0 )a
.

老王 给了他老婆整整三 千块钱
。

b
. ’

老王给了他老婆 已经整整三千块钱 了
。

c
.

老王 已经给 了他老婆整整三 千块钱 了
。

(2 1 )a
.

警察罚了肇事司机五 十块钱
。

b二 警察罚 了肇事司机才五十块钱
。

c
.

警察才罚 了肇事司机五十块钱
。

这种数量短语还可以跟在某些情态动词后面
,

例 (22 )与例 (2 3 )便是如此
。

一般的数量宾

语和动词之间是不会 出现情态动词的
,

所以 (2 4 a) 和 (24 b) 的可接受程度有很大的差别
。

不过
,

由于 (2 4 。)是可以说的
,

所以数量短语宾语和情态动词之间应该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

(2 2 )他出这种事故可 能好几 次了
。

(2 3) 她爸爸去美国应该 已经 三 年了
。 ’

(2 4 ) a
.

老板给 了所有的员工 三 十份干股
。

b
. ’

老板给 了所有的员工 应该三十份干股
。

c
.

老板应该给 了所有的员工 三十份干股
。

这种数量短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可 以被否定
。

比如在例 (25 )中
, “

没
”

只能理解为对
“

几年
”

的否定
,

即对
“

担任校长
”

持续时间的长度加以否定
; 而在例 (26 )中

, “

不
”

对
“

可能才一次
”

加以

否定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这两句中所否定的其实是句子的语态或者句中的情态动词
。

但是
,

充

当宾语 的数量短语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否定的
,

所以才会有 (2 7 a) 和(27 b) 的对立
,

而带有数量宾

语的句子本身是可以被否定的
,

(2 8 a) 和(2 s b) 就是这样
。

(2 5 )你担任校长没几 年
,

就 已经累成了这样子
。

(2 6 )她做这种亭不 可能才一次
。

(2 7 )a
.

单位又 补助 了他三 千块钱
。

b
. ’

单位又 补助 了他没 三 千块钱
。

c
. ’

单位又补助了他不三 千块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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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a
.

单位没补助他三 千块钱
。

b
.

单位不会补助他三 千块钱
。

很显然
,

在这类句子动词后面出现的数量短语 比较特殊
,

从句法性质的角度来说不应视为

宾语
。

将其称为准宾语可以回避这一 困难
,

但准宾语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够明确
,

只不过是用一

个句法地位不明的术语把问题掩盖了起来
。

另一方面
,

可以受状语修饰
,

能与情态动词搭配
,

以及可以被否定等
,

显然已经不再是体词性指称成分的一般特点
,

而是谓词性陈述成分的特

点
,

应该另寻解释的办法
。

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之一是将这种短语看成数量补语 (如李兴亚 1 9 8 0
,

朱晓亚 2 0 0 1 )
,

或

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动量补语和时量补语 (刘月华等 2 0 0 1 )
。

补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表述
,

带
“

得
”

的补语可受状语修饰
,

可与情态动词搭配
,

还可以被否定
,

所以将这种数量短语分析为补

语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

不过
,

这一解决方案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
。

一方面
,

在各种补语结构中
,

只有带
“

得
”

结

构才允许宾语 出现在动词和补语之间
,

而上面讨论的那些句子里虽然都有一个受事短语
,

即朱

德熙先生 (1 9 8 2) 所说的近宾语
,

但句子中却并没有出现
“

得
” 。

另一方面
, “

得
”

字结构中的补语

一定对宾语进行表述
,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主谓短语作补语 (谭永祥 1 95 7
,

刘月华等 2 0 0 1
,

陆俭

明 1 9 9 2 )
,

但上述句子中的数量短语并不对近宾语进行表述
,

两者不形成主谓关系
。

需要进一

步指出的是
,

补语的基本功能是对句中的某一个成分进行表述
,

而这种数量短语 与句 中的主

语
、

宾语甚至动词都没有表述关系
,

实在要分析为补语的话
,

就只能算是一种与众不同
、

独一无

二的补语
,

但这样一来
,

补语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

补语说还有另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

从例 (29 )
、

(3 0) 和 (3 1) 中可以看到
,

这类句子的动

词后面可以 同时出现一个受事短语和两个数量短语
。

一般说来
,

一个动词只能带一个补语 (刘

月华等 2 0 01 )
,

而这种数量短语能够以递归的方式出现
,

显然超越了补语的范围
。

(2 9 )我住老 乡家十天半个月 已经好多次 了
。

(3 0) 病人每天便血 两 三 次已经半年多了
。

(3 1) 父亲每天早上打太极拳一个小时才半年
,

就 已经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

二 答 案

本文讨论 的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二价动词句
,

其动词后面除了宾语之外
,

还可以 出现一个数

量短语
。

这种数量短语具有一些不寻常的句法特性
,

比如可以受状语修饰
,

能与情态动词搭

配
,

还可以被否定
,

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指称性名词短语
,

不应该视为宾语或准宾语
。

将这种数

量短语分析为补语固然可以解释相关的现象
,

但这种补语同一般补语的基本性质不同
,

这样做

就会扩大补语的适用范围
,

因此也不可取
。

宾语
、

准宾语和补语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
,

就是都与句子中的主要动词相关
,

要么是动

词的补足语 (。o m p le m e n t )
,

要么与动词构成一个单一的复杂结构 (朱德熙 1 9 8 2
,

H u a n g 1 9 8 8
,

Sy be
s m a 1 99 9 )

。

从这一点出发
,

上面讨论的这几种分析方法都可以归纳为单一小句说
,

也就

是认为这种数量短语和主要动词属于同一个小句
,

并且按照这种关系去解释相关的现象
。

从表面上看
,

单一小句说提供了一种简单明了的描述方法
,

可以将问题归结到现成的框架

里去
。

可是
,

只要将这种句子放到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去考察
,

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
。

比如

说
,

这类句子同句末语气助词
“

了
: ”

的互动关系非常特别
。

通常情况下 句末
“

了
: ”

同
“

了
l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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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

可以共存
,

所以 (3 2a) 和 (3 3 a) 都可以说
;
但

“

了
2 ”

同
“

了
, ”

或
“

过
”

的否定式却不能出现在同

一个句子里
,

所以 (32 b) 和 (3 3 b) 都不能说
。

(3 2 ) a
.

我吃过
几

榴莲 了
。

,

b
. ’

我没吃过榴莲 了
。

(3 3) a 甲

我吃了榴莲 了
。

b
. ’

我没吃榴莲 了
。

不过
,

这种限制与否定式的结构位置有关
。

如果
“

了
, ”

或
“

过
”

的否定式不在主句结构里
,

就不会与
“

了
: ”

发生冲突
。

例 (34 )中
“

了
, ”

的否定形式
“

没
”

出现在充 当主语的小句里
,

例 (3 5)

中
“

过
”

的否定形式出现在宾语小句里
,

两句因此都可以接受
。

(3 4) 张校长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享 了
。

(3 5) 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进过赌场 了
。

这种差别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下面几个例子的特点
。

例 (3 6 )和(3 7 )里包含了动态助词
“

过
”

的否定式
,

例 (3 8) 和 (3 9) 中的
“

没
”

是
“

了
, ”

的否定形式
,

而这几个带
“

了
: ”

句子显然都可 以说
。

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这些
“

了
1 ”

或
“

过 ”的否定式与
“

了
: ”

不在 同一个小句里
,

因而没有冲突
。

也就是说
,

这些句子从结构上说并非单一小句
,

而是双重小句
,

句子里的数量短语其实是谓语
,

以小句为主语
,

例 (3 6) 的结构应该是 (4。)
。

由于否定成分的作用范围不能超出所在小句
,

因此

这些
“

了
; ”

或
“

过
”

的否定式对主句没有影响
,

而
“

了
: ”

是附着在主句后面的
,

只对主句的内容做

出判断
,

所以同这些深藏在从句中的否定形式不会有冲突(参见石定栩
、

胡建华 2 0 0 4 )
。

(3 6 )我没出过大门已经 三 个月了
。

(3 7) 他没见过王老 师已经快半年 了
。

(3 8) 实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已经十几次 了
。

(3 9 )她爸爸没有踏足美国应该已经 三十年 了
。

(4 0 )仁
e P

仁
, P

〔
eP

〔
,。我没出过大门〕〕 已经 三个月] 了〕

双重小句说和(4 0 )中的结构同样适用于例 (1 2 ) ~ ( 13 )
、

(1 5 )一( 1 9 )
、

(2 2 )~ (2 3 )
、

(2 5 ) ~

(26 )
。

正由于这些句子 中动词后面的数量短语是谓语
,

所以可以受状语修饰
,

能够与情态动词

搭配
,

也可以被否定
。

句中的动词与后面的名词性短语形成动一宾关系
,

但却与后面的数量短

语没有直接关系
,

这类句子的特性因此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

事实上
,

这类句子往往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

其数量短语前面可以加上个没有太多实在意

义的动词
“

有气参见 吕叔湘 1 9 9 9
,

储泽祥 2 0 0 5)
,

就像例 (41 )和例 (42 )那样
。

这就进一步证明

这种数量短语应该具有谓语的地位
。

(4 1 )我等你 已经足足有十年 了
。

(4 2 )实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已经有十几 次 了
。

双重小句说还有另一个长处
,

可以为例 (29 )一 (3 1 )所代表的现象提供一种相当直接而又

简单的解释
。

从 (4 0) 的结构中可以看出
,

这类句子中的动词及其主语和宾语构成一个小句
,

充

当主语
,

以后面的数量短语为谓语
,

形成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小句
。

而这种小句同样可以充当

主语
,

以另一个数量短语为谓语
,

这就形成了数量短语以递归方式重复出现
,

充当谓语的(43 )
。

(4 3 ) [
eP

[
IP

仁
c P

〔
I P

[
c P

[
IP

病人每天便血〕〕两 三次] ] 已经半年 多〕了〕

(4 4 )病人每天便血 两三 次达半年 多已经好几 次了
。

例 (2 9) ~ (3 l) 其实都具有 (43 )那种结构
,

从理论上说
,

数量谓语的递归可以无限制地进行

下去
,

形成例(4 4 )那样的句子
。

不过
,

人类的短期记忆很少会允许出现太长的递归结构
,

这种

句子始终只是理论上可能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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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 论

双重小句说是一种句法结构假设
,

可以用来分析一种动词后带数量短语的特殊句式
,

但并

不能用于所有动词后 同时出现名词性短语和数量成分的句子
。

比如例 (4 5) 和 (46 )就不应分析

为双重小句结构
。

在这类句子中
,

数量成分出现在名词性短语的前面
,

意义上形成一个完整的

数量短语
,

两个成分之间有时候还可以加人
“

的
” ,

从形式上保证其作为单一成分的地位
,

所以

这些是只有一个宾语的单一小句 (参见朱德熙 1 9 8 2
,

徐杰 2 0 0 1 )
。

(4 5) 我那天 已经拆 了整整六个小时的炸弹
。

(4 6) 李主任去 了两次王琦瑶家
。

动词后面同时出现名词短语和数量成分的句子还可以有其他结构
。

例 (47 )
、

(48 )的动词

后面都带有一个名词性短语加一个数量短语
,

但所表达 的意思同例 ( 15) 到例 (1 9 )那种句子不

同
。

这里的名词性短语应该是与事
,

表示接受动作结果 的一方
,

即所谓的受益者 ben efi ci ar y
,

或者用 Pan (1 9 9 8) 的话来说
,

是受害者 m al fic iar y ; 而数量短语则是受事
,

即被送 出去的事物
。

也正因为如此
,

这种句子的主要动词往往都可以改用给予类动词
,

就像 (4 9a) 和 (49 b) 那样
。

从

这点上说
,

这类句子应该属于双宾结构 (朱德熙 1 9 82
,

徐杰 2 0 0 1
,

徐峰 2 0 0 4 )
,

而不是双重小句

结构
。

(4 7) 韦小宝踢 了番僧两脚
。

(4 8 )萧凌又抽 了黄公绍一鞭子
。

(4 9 ) a
.

韦小宝给 了番僧两脚
。

b
.

萧凌又给了黄公绍一鞭子
。

例 (4 5) 和例 (4 6) 这类句子数量成分后 面的名词性 短语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省略
,

形成例

(50 )和例 (5 1 )那样的句子 ; 而例 (47 )和例(48 )里的与事也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不说出来
,

从而得

到例 (52 )和例(53 )那样的句子
。

(5 0 )我那天 已经拆 了整整六个小时
。

(5 1 )李主任去 了两次
。

(5 2 )韦小宝踢了两脚
。

(5 3 )萧凌又抽了一鞭子
。

表面上动词后面只有一个数量短语的句子还可以有其他来源
。

比如例( 15) 和例 (1 6 )那样

的双重小句结构中
,

主语小句的宾语可以不说出来
,

结果就是例(54 )和例 (5 5 )那种动词后面只

有一个数量短语的结构
。

(5 4 )我等了 已经足足十年 了
。

(5 5 )我来 了快三 天 了
。

例 (5 6) 和例(5 7) 是双重小句结构
,

但由于主语小句的动词为一价
,

所以从表面上看
,

动词

后面只有一个数量短语
。

当然
,

这是双重 小句结构
,

数量短语和前面 的动词 之间没有直接

关系
。

(5 6 )古浊飘死 了三年 了
。

(5 7 )聂云龙病了两 天
。

还有一些句式的动词后面也只有一个数量短语
。

例 (58 )和例 (5 9 )的主要动词都有
“

花费
”

义
,

后面表示时间的数量短语是花费的对象
,

也就是受事
,

这两句因此是普通的受事宾语句
。

(5 8 )我们用 了整整三 个小时
。

(5 9 )展 一帆花了三 年
。

由此可见
,

动词后面只有一个数量短语 的句子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结构
,

也就很可能会出

现歧义
,

像例 (60 )这样的简单句子就有好几个不相干的意义
。

其中最直接 的是完全按照字面

理解的意义
,

即
“

吕南人消耗了两天时间
” 。

需要稍微转一下弯的是例 (6 1 )和例 (62 )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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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在一定的上下文中
,

这两句中的一些名词性成分可以省略
,

从而得到表面上同例 (6 0) 相

同的句子
。

实际上
,

例 (6 0 )引自一部关于空军学院生活的小说
,

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例 (63 )
,

即

吕南人占用 了说话人的练习时间
,

所以例 (60 )其实是个双宾结构
。

(6 0 )吕南人用 了两天 了
。

(6 l) 吕南人用了两天 车了
。

(62 )吕南人用 了这台电脑两天 了
。

(6 3) 吕南人用 了我两天模拟器练习时间了
。

与此相关的是前面讨论过的 (4 a) 和(4 b) 之间的对立
。

Li (1 9 9 0) 指出
,

例 (l) 和 (4 a) 都可

以说
,

而 (4b )却不能说
,

说明汉语的动词只能向右面分派一个格位
,

因此只允许 出现一个名词

性成分
。

(4a )与例 (60 )相似
,

可以有好几种来源
,

可 以为大家接受不足为奇
; 而 (4 b) 作为 (4 a )

的可能来源之一
,

具有双重小句结构
,

照理是可以说的
。

另一方面
,

与 (4 b) 类似的句子似乎是能够说的居多
。

例 (64 )的第一个分句和 (4 b) 一模一

样
,

但作为对举句式的一部分就完全没有问题
。

例 (6 5 )只不过将
“

骑
”

的宾语改为定指
,

在
“

骑
”

后面加上了动态助词
“

了
” ,

整个句子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

显然
,

(4 b) 的问题是由语义
、

语用等

因素造成 的
,

与结构限制无关
,

具体的分析则留待以后另文讨论
。

(64 )他骑马三 次
,

骑骡子 两次
。

(6 5 )他骑了这 匹 马三 次
。

四 结 语

语言现象错综复杂
,

有些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句子可能会具有相同的结构
,

而有些看上去相

同的句子却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构
。

只有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本质
,

才有可能准确地分析相关 的

现象
。

动词后面的数量短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句法地位
,

试图将它们归人同一种模式
,

应该是

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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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华文教学国际论坛在武汉召开

“

第二届华文教学国际论坛
”

于 2 0 0 5 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在华中师范大学顺利召开
。

本次

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 中心
、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和新加坡华

文教师总会联合主办
。

共有来 自美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和中国香港
、

台湾以及中国大

陆的 10 0 余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

新加坡教育部兼 贸工部政务部长曾士

生
、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袁善腊
、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 司司长李宇明
、

华 中师范大学校

长马敏等出席了开幕仪式
。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 明司长
、

’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

会长邢福义教授
、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李英哲教授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张德鑫教

授
、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李爱 民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学高慕莲教授
、

华中师范大学郭元祥教授
、

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祝新华教授
、

台湾师范大学曾金金副教授等九位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
。

“

华文教学 国际论坛
”

是个国际性
、

连续性
、

学术性 的论坛
,

组织该论坛的 目的是为了探讨

在当前国际形势与东南亚多语社会环境下
,

华文教育课程与华文教学的改革途径及方向
,

促进

世界华文教学事业的发展
。

第一届华文教学 国际论坛于 2 0 0 3 年在新加坡举行
。

本次论坛重

点讨论多语环境下 的华 文课程及华文 教学 问题
,

论坛设立了 四大论题
:

(l) 华文课程设计
;

(2) 华文教材编写 ; (3) 华文教学策略
; (4) 华文水平检测

。

(会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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