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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几种“给”字结构研究	

摘要	

	

“给”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用法较为复杂的多义成分，在“给”由

作为实词表“给予”义发展出多种虚词用法的同时，也形成了几种与“给”的使用相关

的句式，形成了诸多值得关注的语法现象。本文将主要以几种具有一定的主观化色彩的

含“给”句式为研究对象，对句中“给”的语义、功能及其演化过程等进行比较系统、

深入的探讨。 

具体地说，除了作为动词表“给予”义的原型义和原型用法之外，“给”还不但可

以用作语态标记，而且可以用于语态“对立”的句式中，如处置式和被动式。在用于处

置式与被动式时，“给”同其他句式标记成分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口语语体特征，具有

更为强烈的主观性。除引介名词性成分，“给”还可以直接和谓词性成分组合在一起，

构成“给 VP”结构。“给 VP”结构本身既可被理解为表处置义或被动义结构，也可用于

“把”字句及以“被”（含“叫”、“让”）为标记词的被动句中，实现一定的情态功

能，也即为整个语句增添某种情态义。此外，“给”与某些人称代词构成的“给 P”结

构（如“给你”）的一体化特点更为突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和主观化

（subjectification）程度更高，可被看作类似话语标记之类的成分。以上几类“给”

字结构或者说语法现象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将“给”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因为“给”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词，人们

对之给予较多关注但同时也有较多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外，也是因为“给”的语义、

用法及其演化路径比较复杂。因而对这之进行研究会有一定的例示作用，相关结论有可

能可以推及其他由实词演化为虚词的常用词的研究。 

本文以“给”的介词及助词用法为中心，对相关句法结构或者说语法现象展开研究，

全文共有五章，现将各章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明确及已有研究综述两项内容。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种具有一定的主观化色彩的含“给”句式，如以“给”为句式

标记词的处置式、被动式以及“给”直接和谓词性成分组合而成的“给 VP”结构。在

“已有研究概述”部分，简单评介“给予”义的形成与发展、“给”的语法化、现代汉

语中的“给”的用法等方面问题。 

    第二章《用作处置式标记的“给”》，首先从“给予”义与“受益”义的相关性与

连续性的角度，对“给”引介受益者的介词用法的形成和特点加以说明；然后从历时的

角度，分析“给”演化为处置式标记的路径和动因；最后，我们将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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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考察现代汉语中“给”字处置式施受成分的语义性质（主要从“有生”（animate）

与“无生”（inanimate）的角度），并将其与“把”字处置式进行对比，分析二者共现

成分方面所表现出的倾向和差异，从而明确“给”字处置式和“把”字处置式在表意特

征和语用功能所存在的区别。从历时到共时，从形式到功能，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大致程

序，下面两章也基本采取这样的步骤。 

    第三章《用作被动式标记的“给”》，首先通过历时语料及非母语者汉语习得、儿

童语言发展中的“给”的使用情况的考察，分析“给予”与“容许”（广义的“使役”）

概念的关联关系；其次通过从“主动容许”到“被动容许”的语义演化轨迹的描述，阐

释给予者向受损者转化的理据以及“给”用以引介受损者的“给”字句与被动式在结构

和语义上所体现出的平行性。同时，我们根据一部分“给 VP”结构中受损者对事件的

“非预期性”及所述事件的已然性特点，说明“给”进一步向表被动式标记发展的动因；

最后，通过比较共时层面上“给”与“被”在使用倾向上的差异，阐释“给”字被动句

的使用一般需要满足的条件。 

    第四章《“给 VP”结构的形成和使用》，主要讨论“给”直接与谓词性成分组合

的“给 VP”结构的形成过程和语义、功能特点。“给 VP”结构本身既可被理解为表处置

义或表被动义结构，也可用于“把”字句及以“被”（含“叫”、“让”）为标记词的

被动句中，为整个语句增添某种主观情态义。我们在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该结构的形成机

制、说明该结构的语义和功能特点之后，将着重探讨“把……给 VP”结构中“给”的

使用条件和语用功能。此外，“给”与某些人称代词构成的“给 P”结构（如“给你”）

是一类语法化和主观化程度较高的“给”字结构，我们将其作为具有一定话语标记特征

的固定结构加以讨论。 

第五章《结语》，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概述全文内容，总结研究成果；二是指

明本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