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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件句”是汉语陈述句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的完整形式是 “时间词语一处所词 

语 一不及物动词 + 了一名词语 ”，语法结构是 “时间状语一 处所状语一谓语一主语 ”，句式意 

义是 “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它是通过将主谓句的谓语提到主语前的方式形成的。对事 

件句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推动我国句式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特殊 句 

式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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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句是汉语陈述句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 

的完整形式是 “时间词语 一处所词语 一不及物动 

词 +了一名词语”，语法结构是 “时间状语一处 

所状语一谓语一主语”，这种句式专门用来陈述 

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事件，所以我们称之为 “事件 

句”。以往汉语语法学界对事件句的认识有所不 

足，在汉语语法专著和汉语教材的句式系统中甚 

至还没有 “事件句”这一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汉语事件句的教学效率。 

1．以往学术界的观点 

由于事件旬所陈述的大都是人或事物出现或 

消失的事件，因此以往学术界把它称为 “隐现 

句” ，或者把它与存在句统称为 “存现旬”，因 

而以往学术界对事件句的看法，实际就是对隐现 

句或存现句的看法。 

1．1关于事件 句的结构 

关于事件句的结构 ，以往主要有如下三种 

观点 ： 

1．1．1“主一 动一 宾’’结构 

这种观点认为 ，应该根据汉语 “主一动一 

宾”(SVO)的一般语序确定主语和宾语，存现句 

属于 “主一动一宾”结构的句子。如丁声树等在 

《语法讲话》(《中国语文》】952年7月至1953年 

】1月连载)中指出：“表示事物存在、出现、消失 

的句子常常拿地位词做主语”，主张把存现旬中 

谓语动词前的处所词语看作主语，把谓语动词后 

的名词性词语看作宾语。在之后发生的关于汉语 

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邢公碗(1955)、洪心 

衡(1956)、徐仲华(1956)等都赞同这种观点。如 

邢公婉(1955}认为，在 “村子里死了人”这个句 

子中，“村子里”是主语，“死了”是动谓词 ， 

“人”是宾语。那些把存现句看成 “主一动一 

宾”结构的学者被称为 “形式派”。 

1．1．2 “附一述(谓)一主”结构 

这种观点认为，存现句句首的时间词语或处 

所词语属于述语(或谓语)的附加语(也就是状 

语)，而谓语中心采取的是主语与述语(或谓语)倒 

置语序，整个句子的结构是 “附一述(谓)一 

主”。早期的汉语语法学家大都持这种观点，如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1924：50—51)、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4o)等。在2O世纪50年代 

的那场汉语主语宾语问题大讨论中，王力(1956) 

认为在 “台上坐着主席团”、“隔壁店里走了一 

帮客”这样的句子中，“主席团”、“一帮客”是 

句子的主语 ，并且明确地指出：“必须否定 ‘台 

上 ’和 ‘店里 ’的主语 资格 ，因为 ‘坐 ’和 

‘走’的行为并不是属于 ‘台上’和 ‘店里’ 

的⋯⋯ ‘主席团’和 ‘一帮客’在这里是主语 ， 

因为 ‘坐’和 ‘走 的行为是属于它们的。”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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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韩(1956)认为存现句的结构是 “附一谓一 

主” ，他指出：“只管结构不管意义是不行的， 

因为一切语法形式的作用就在于表达意义⋯⋯ 

‘台上坐着主席团’这样的句子，‘主席团’是 

‘存现主语’，因为存在或出现的主体正是 ‘主 

席团’。”祝孔嘉(1955)也明确地指出：“表示 

出现、存在和消失的句子，主语往往在谓语的后 

面，这类甸子是：某时(或某处)出现了(或存在 

着、消失了)什么。这类句子也叫它 ‘主语后出 

现’。”那些把存现句看成主谓倒置结构的学者 

被称为 “意义派”。 

在那场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形 

式派”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 ，几乎成为定论，之 

后只有少数学者还坚持 “意义派”的观点，如廖 

雅章(2001)认为，以往学术界把 “村子里死了一 

个人”、“丛林里跳出了一只老虎”等存现旬分 

析成 “SVO”结构的句子，这是 “非科学”的， 

因为 “‘死了一个人’有主谓关系，由 ‘静态 

(动)’赋予 ‘一个人’抽象主格。倒装是存现句 

的句型(固定的)，也是汉语的特征之～。理由是 

‘村子里 ’为已知信息 ，‘死了一个人 为未知 

信息，因此发生倒装。”并且其明确地指出 ：按 

照汉语抽象格赋予者规则，上述两个句子中的 
“

一 个人”和 “一只老虎”是句子的主语。 

1．1．3无主旬 

这种观点认为，存现句是 “根本上没有或不 

需要主语的”甸子。高名凯在 《汉语语法论》 

(1986)中以 “客厅里来了一个生人”为例，说： 

“‘客厅’并不是 ‘来’的主语 ，只是在客厅这 

个地方来了一个生人罢了。这个句子也并不是 
‘

一 个 x．~Jj客厅里来了’的倒装句 ，因为这两个 

句子的意义并不相同。”孙毓平(1958)也认为这 

种句子是无主句。 

1．2关于事件句的句式意义 

目前学术界在对事件句的句式意义的认识 

上，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1．2．1 “存现”或 “隐现”说 

这种观点认为事件句的旬式意义是人或事物 

的出现或消失。这是自20世纪以来汉语语法学界 

的主流学说，常见的汉语语法专著和语法教材都 

持这种观点。 

1．2．2 “发生”说 

这是一种新观点，认为隐现旬的句式意义是 

“发生”。李杰(2009)说：“前人对于隐现旬的 

句式意义的概括有一定的道理 ，的确有些具体的 

隐现旬可以表示 ‘出现或消失 ’的意思。但是我 

们在考察中发现，表示 ‘消失’的句子是非常少 

的 ，大约只占隐现句的5％左右。更值得注意的 

是，有些句子所表示的意义很难用 ‘隐现’来概 

括⋯⋯据我们考察，当发话人使用诸如 ‘地上碎 

了一个碗’、‘路边翻了一辆车’这类句子时， 

上下文语境表明他的表达意图不是要表示某处出 

现或消失了某人或某物，而是表示某处发生了某 

事。”李杰(2009)认为隐现句的句式意义是 “某 

处发生了某事”，这是本文所赞同的，但李杰过 

于注重句式间的共 同性 ，强调句式的 “连续 

统”，把传统所说的隐现句与 “领主属宾句”看 

成了相同的旬式，并把它们的句式意义笼统地概 

括为 “发生”。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 

“领主属宾句”与隐现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并不 

相同。隐现句表示某时、某处发生了某事，所陈 

述的是一个事件 ，如 “村里死了一个人”，表示 

“村里发生了一个人死了的事件” ，而 “领主属 

宾句”并不是用来陈述事件的，而是用来表示人 

或事物发生了某种变化，它是通过隶属者的变化 

来表示领有者的变化，如 “王冕死了父亲”，表 

示由于父亲去世 ，王冕成了失去父亲的人(孤 

儿)；“王冕瘸了腿”，表示由于腿瘸了，王冕成 

了残疾人 ；“王冕红了脸”，用脸色变红来表示 

王冕的心理变化(害羞／愤怒)。可见，隐现旬属于 

事件句，而 “领主属宾句”属于 “变化旬”，二 

者并不属于同一种句式(关于 “变化旬” ，笔者 

将通过专文来讨论)。 

1．2．3 “变化”说 

周燕(201 1)在李杰(2009)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认为，隐现句的句式义是 “变化”。她说：“我 

们把隐现句式的句式义概括为 ‘变化’⋯⋯隐现 

句式本身表达的是一个变化事件⋯⋯出现、消失 

类动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变化动词 ，由它们所代表 

的事件均同变化有关。 ’同李杰一样 ，周燕也意 

识到了隐现句是用来陈述事件的，却根据隐现句 

的谓话动词的语义特征，把它的句式意义概括为 

“变化”，这同样是不准确的。 

在上述关于事件句(隐现句)的句式意义的三 

种观点中，本文的观点与李杰(2009)的观点有相 

同之处，认为事件句的旬式意义是 “某时某处发 

生了某个事件”(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I．3事件句的生成方式 

由于事件句看起来像是 “主一动一宾”结构 

的陈述旬，但从句法成分问的逻辑语义关系上 

看，却是 “状 一动 一主 ”结构的陈述句，显然它 

不是一种原生的汉语句式，而是由其他句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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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关于事件句由何种句式转换而来以及具 

体的转换方式，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3．1主语中心后移 

沈阳(1996)认为，隐现旬是通过 “主语中心 

后移”的方式生成的。如 “仓库里烂了不少苹 

果”，它的深层结构是 “仓库里(的)不少苹果烂 

了”，是通过将作主语的定中短语的中心语 “不 

少苹果”向后移位转换成的。但事实上 ，汉语定 

中短语的中心语本来就在定语的后面 ，如果要 

发生移位现象 ，也只是将中心语移到定语前。 

例如 ： 

(1)自l988年建校以来已办班227期，培训学 

员35余名。(《人民日报》，2003年) 

这里 “办班227期”是由定中短语 “办227期 

班”转换成的，“培训学员3万余名”是由定中短 

语 “培iJtl3万余名学员”转换成的，都是将定中 

短语的中心语移到定语前。同样，如果将 “仓库 

里的不少苹果烂了”的主语中心 “不少苹果”移 

位的话，也只能前移 ，结果就是 ：“不少苹果， 

仓库里的，烂了。”由此可见，事件句不是通过 

主语中心后移的方式生成的。 

1．3．2谓语动词前移与 “轻动词”合并 

朱行帆(2005)、李杰(2009)等认为事件句的 

底层结构(深层结构)是 “主语(时间、处所)一主 

语(人或事物)一不及物动词”，主语(时间、处 

所)的后面隐含着一个轻动词 “OCCUR(发 

生)”，不及物动词前移，与轻动词 “OCCUR(发 

生)”合并，便生成了 “主语一不及物动词一宾 

语”这种 “表层结构”。下面是朱行帆(2005)所 

举的例子 ： 

(2)a．／ZUOCCUR--堵墙倒了。一 工厂倒 

了一堵墙。 

b．昨天OCCUR--堵墙倒了。一 一昨天倒了 
一 堵墙。 

这种 “轻动词”假说很难能成立，因为实际 

上并不存在 “W--OCCUR(发生)一堵墙倒了”之 

类的 “深层结构” ，所以 “工厂倒了一堵墙”之 

类的事件句也不可能是由 “工厂OCCVR(发生)一 

堵墙倒了”之类的说法转化成的。 

I．3．3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 

综上所述 ，早期的几位汉语语法学家认为存 

现句的谓语中心采取的是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 

的语序，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存现句是通过将句子 

的主语与述语(谓语)倒置而成的。关于这一点，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1924：50—51)说得最明 

确。黎锦熙把存现甸句首的时间词语或处所词语 

称为 “不用介词的副位名词”，认为它是 “副夺 

主位” ，指出：“这种在句首的副位 ，尤其是表 

地位的 ，在汉语的习惯上往往要变更主语的位 

置，让它倒装于述语之后。”其认为 “茶棚里坐 

着许多的工人”是由 “许多的工人在茶棚里坐 

着”转换成的，“前面来了一个和尚”是由 “一 

个和尚到前面来了”转换成的。 

2．事件句的语法结构 

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主语宾语 

问题的大讨论中，“意义派”根据句法成分间的 

逻辑 语义 关系认为存现 旬的结构 是 “附一述 

(谓)一主”，而 “形式派”则认为存现句的结构 

是 “主一动一宾”。“形式派”的观点后来之所 

以能占上风 ，主要是因为 “意义派”在根据施受 

关系分析存在句的主语和宾语时，得出了矛盾性 

的结论 ，如把 “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 “主席 

团”分析为主语，却把 “墙上挂着一幅画儿”中 

的 “一幅画儿”分析为宾语 ，而这两个句子无论 

在结构上还是在人的语感上都完全相 同，于是 

“形式派”认为，既然 “一幅画”是宾语，那么 

“主席团”也可以看成宾语 ，这样分析可以避免 

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又符合汉语句子的 “主一 

动一宾”的常规语序。但实际上，当时的学者们 

在分析 “墙上挂着一幅画儿”这种谓语动词为及 

物动词的存在句时，对及物动词意义的理解出现 

了偏差。其实，存在句中的及物性的谓语动词并 

不能表示对存在主体进行处置的动作行为，而是 

在持续体助词 “着”的配合下 ，表示存在主体的 

存在状态，“墙上挂着一幅画儿”中的 “挂着” 

表示的就是 “一幅画儿”的存在状态 ，也就是被 

挂着的状态，而不是表示有人正在挂一幅画儿， 

所以 “挂着”和 “一幅画儿”之间并非是动宾关 

系，而是主谓关系。可见，当初的 “意义派”根 

据句法成分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确定存在句的主语 

和宾语 ，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至于隐现句，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借用英文 

字母把它表示为 “TLV N”，其中T代表时间 

词语(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和能够表示时间 

的短语等J，L代表处所词语(包括处所名词、方 

位名词和能够表示处所方位的短语等)，Vi代表 

不及物动词，N代表名词性词语。隐现句的谓语 

动词Vi都是不及物动词 ，而不及物动词本来就是 

不带宾语的，所以它与后面的N也不可能是动宾 

关系，同时它表示的是N的出现、消失或变化， 

而不是T和L的出现、消失或变化，所以它与N能 



构成主谓关系，与TSDL不能构成主谓关系。而且 

实际上，T和L并不总是名词性词语，有时T是时 

间副词，有时是介词短语，而L有时也是介词短 

语，而这些都不能作主语，显然TSnL只是用来表 

示后面的部分(vi了N)所陈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和 

处所的，属于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这样，一个 

完整的事件句的语法结构就是 ：“时间状语一处 

所状语一谓语一主语”。例如： 

(3)那一年(T)我的屋前(L)死(vi)了一棵丁香 

树(N)。( 作家文摘 ，1993年) 

(41这时(T】，迎面(L)来(vi】了一个人(N)。(温 

瑞安 惊艳一枪 ) 

(5)当晚8点20分左右(T)，在首都德黑兰(L) 

又发生(Vi)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N)。( 文汇 

报 ，2005．6．14) 

由于表达的需要，事件句的时间状语和处所 

状语有时前后易位，而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处 

所在上文中已经说明，或者是不言而喻的，时间 

状语和处所状语经常省略 ，形成 “TVi了N”、 

“LVi了N”、“vi了N”的形式。例如： 

(61正在这时候(T)来(vi1了一个人(N)，他双 

手把我的腰抱住!(((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 

这里省略了处所状语 “后面”。 

(7)突然，对面(L)来(Vi)了一辆两人骑乘的 

脚踏车(N)。(木原浩胜、中山市朗 怪谈新耳 

袋 】 

这里省略了时间状语 “这时”(“突然”本 

是 “来”的状语 ，为了强调它，把它提到了旬 

首，占据了时间状语的位置)。 

(8)十九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 

有改变。死(V 了许多人(N)，毁(Vi】了许多家 

(N)。(巴金 爱尔克的灯光 ) 

这里省略了时间状语 “在这十九年里”和处 

所状语 “我的故居”(这里 “毁”是 “被毁坏” 

的意思，表示的是状态的变化)。 

3．事件句的语法意义 

以往学术界把事件句看成表示人或事物出现 

或消失的句子，实际上就是认为它的句式意义是 

人或事物的出现或消失。实际上，如果仅仅要表 

示人或事物出现或消失的意义，是不需要采取主 

谓倒置语序的 ，如 “许多人死 了 ，许 多家毁 

了”，就足以表示许多人和许多家都已经消失的 

意义，而巴金 《爱尔克的灯光》一文说 “死了许 

多人，毁了许多家”(例8)，显然是为了说明在过 

去的十九年里故居所发生的变故 ，是把许多人死 

去和许多家庭毁坏当作故居所发生的事件来陈述 

的。事件句是专门用来表示由人或事物的出现、 

消失、变化所构成的事件。从多个语料库中我们 

搜索到了许多在前后语篇中带有 “事件标记”的 

事件句，充分证明了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 “某时 

某地发生了某个事件”。例如： 

(9)挝里盈工二仝厶，这应该说是大事了。 

(李佩甫 ((羊的门 ) 

(1O)偶尔看了一部电视小品： 局长的小鸡 

死了 。说的是墓局 I二 鸡，本来区 

区小事不值一提，然而一些献媚讨好者却群起而 

围之，演出了这样的一幕：上门慰问的、电话 

“告急的”、送鸡赠物的，进进出出，络绎不 

绝⋯⋯( 人民日报 ，1996年4A份) 

(11)此外， 期闻 工三垒员 ，造成巨 

额的赔偿，这些意外事件，导致公司业绩下降， 

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走上破产之途!( 哈佛 

管理培训系列全集 ·第13单元 哈佛经理弊病诊 

治》) 

(12)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 

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墓j 挝量 适活地篮 

死了三个人。(欧阳山 苦斗))) 

(13)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联想起丧事来。 
一 家死了人 ，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 

(俞平伯 (《国难与娱乐))) 

(14)“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工人 

问。 “没事i叠I且企 子⋯⋯”(乔雪竹 ((城 

与夜 ) 

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6例 

中的 “村里死了一个人”、“某局长家死了一只 

小鸡”、“施工期间死了三名员工”、“震北村最 

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一 家死了人”、 
“

一

国死了人”、“碎了几个瓶子”等句子所陈 

述的都是事件。 

通过事件句与普通陈述句在表意上的分工 ， 

我们也可以看出事件句的句式意义是 “某时某地 

发生了某个事件”。例如 ： 

(15)a．记得吗?那一年我的屋前 I二握工 

香树⋯⋯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死了丁香这件事，只 

记得姥姥那阵子常偷偷磕头祷告，生怕别人看 

见。(((作家文摘》，1993) 

b．胜利油田机关报上曾有人写了一篇 树 

祭》为其作传，第一句话是：孤岛二握挝 I。 

( 人民日报))，1994年第3季度】 

例(15)a中是把 “那一年我的屋前死了一棵丁 

香”当作一件事来陈述的 ，所以采取了主谓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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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序，而例(15)b中 《树祭》的作者是为了 “祭 

祀”孤岛上一棵死去的树，而不是要叙述孤岛上 
一

棵树死去的事件，所以开头便说 “孤岛一棵树 

死了”，而没有使用主谓倒置的事件句，说成 

“孤岛死了一棵树”。 

通过实际用例和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事件句是一种专f-]ffl来陈述已经发生的事件 

的句子，它的句式意义是 “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 

事件”，而隐现旬的名称并不能表明这种句式的 

实质。 

4．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总的说来 ，事件句的语用功能就是陈述事 

件。事件句实际上有两种，格式都是 “TLvi了 

N”，但其中有一种事件句的谓语动词是典型的 

事件动词 “发生”(有时是 “爆发”等)，后置主 

语N又是名词 “事件”、“事变”、“运动”等 

“事件标记”，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它的格式 

就是 “TL发生了⋯⋯事件 ／事变 ／运动”。例 

如 ： 

f16)今年542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的三 

九太空月光城发生了一起歹徒持枪伤人事件。 

( 人民日报》，2002) 

(17)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 “马日事 

变”。( 作家文摘 ，1997A) 

(18)1891年初，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 

的反洋教 强 。(《宋氏家族全传 ) 

“TL发生了⋯⋯事件 ／事变 ／运动”式事件 

句是一种显性事件句，而普通 “TLVi了N”式事 

件句是一种隐性事件句。这两种事件句的语用功 

能是有差异的。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种事件句 

的语用功能。 

4．1隐性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隐性事件句主要用来陈述由人或事物的出 

现、消失和变化等构成的瞬时发生并结束的简单 

事件。由于隐性事件句的谓语动词都是不及物动 

词，所以可以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从而与普通陈 

述句相区别，非常适合用来陈述简单事件。具体 

表现如下： 

第一，能够使听者或读者充分注意事件的整 

体。为了能够充分实现陈述事件的功能，隐性事 

件句采取了主谓倒置语序，使事件的参与者位于 

句末，这样可以避免用事件的参与者作话题，因 

为如果用事件的参与者作话题，听者或读者注意 

的是参与者的出现、消失、变化等，而采取主谓 

倒置语序，听者或读者先听到或看到的是一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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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动词(不及物动词)，继而在悬念的作用下，再 

去注意听或看这个一元事件动词的唯一必要论 

元，也就是事件的参与者，这样就充分注意到了 

事件的整体。例如： 

(19)我们满洲里线的这边昨天发生意外死了 

二仝 ，听说漠河线的那边翻了一台车。(微博) 

这里说 “死了一个人”、“翻了一台车” ， 

而不说 “一个人死了”、“一台车翻了” ，是因 

为 “一个人死了”、“一 台车翻 了”表示的是 
“

一

个人”和 “一台车”所发生的变化 ，而用 

“死了一个人”、“翻了一台车”这种事件动词 

在前、参与者在后的主谓倒置结构来表示所发生 

的 “意外”(意外事件)、所 “听说”的事件，就 

能使听者或读者注意到事件整体。再如： 

(20)a．1992年阴历十一月，河底镇 I二 

个年轻人。(杨平、胡晓光 《铁血刑警张晓峰》) 

这里用主谓倒置的事件句来陈述 “一个年轻 

人失踪了”的事件，而不说 “一个年轻人失踪 

了”，显然是为了避免人们把句子的意思理解为 
“

一

个年轻人”所发生的变化(失踪)。试比较： 

b．本月中旬发生了 跬蒸釜佥佳 厶 盛 

死亡事件。(《人民日报 ，1994年第3季度) 

这里谓语动词是典型的事件动词 “发生”， 

听者或读者自然知道后面将要陈述一个事件，所 

以后面的事件 内容 “大陆劳务合作工人失踪死 

亡”用正常的主谓语序来陈述 ，而无需像20a那 

样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但后面需要加上事件的标 

志 “事件”，共同构成体词性成分，以便与事件 

动词的 “发生”相照应。 

c．下午发生了第二件事：二仝 监I。 

(凡尔纳 巴尔萨克考察队的惊险遭遇 ) 

这里前一句是一个显性事件句 ，但没有说出 

事件的内容，只是表明后一句要陈述一个事件， 

而有了这个事件标记，后一句也只需采取普通主 

谓句的形式，无需采取主谓倒置语序，同样可以 

使读者知道这个句子陈述的是一个挑夫失踪了的 

事件，而不是在强调一个挑夫的变化(失踪)。 

第二 ，符合汉语已知信息在前、未知信息在 

后的语序原则。事件句所陈述事件的参与者对听 

者或读者来说 ，通常是未知的，属于未知信息， 

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汉语在语序的安 

排上，有一种让已知信息在前、未知信息在后的 

强烈倾向，而事件句采用主谓倒置语序，让事件 

的参与者位于句末，正符合这种要求。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36}举了一个典型 

例子： 



 

(21)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都已回来了， 

还来了区上二仝 堡 、二仝 通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丁声树等说：“‘大黑、三个民兵’是上文 

已经提过的，是确定的，所以说 ‘大黑、三个民 

兵都已回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 

员’是上文没有提过的，是不确定的，所以说 

‘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 

不过，尽管未知信息在后的原则对汉语事件 

句的语序有影响，但决定汉语事件句采取主谓倒 

置语序的主要因素还是陈述事件的需要，因此， 

有时为了让听者或读者关注所要陈述的事件整 

体，即使参与者是已知信息，说话人或作者也会 

采取主谓倒置语序，让参与者位于句末。例如 ： 

(22)这时来了 美文》杂志的编辑穆涛，往 

衣盆里看了，问：“主编给哪个婆娘洗裤衩?” 

( 作家文摘》，1994B) 

(23)当客轮停靠在目的地马赛港以后，在全 

部的乘客中，惟独失踪了二仝 雅克 ： 韭 煎 

立法塑墨鳌宣。(蔡骏 猫眼 ) 

以上二例中的 “穆涛”和 “雅克 ·萨非”对 

读者来说虽然是未知信息，但作者用 “《美文》 

杂志的编辑”、“前s市法租界警官”表明了 “穆 

涛”和 “雅克 ·萨非”的身份 ，使 “穆涛”和 

“雅克 ·萨非”临时成了读者的已知信息 ，本来 

可以用 “《美文》杂志的编辑穆涛”和 “一个叫 

雅克 ·萨非的前s市法租界警官”作主语，但作 

者为了增强语言的故事性，仍然采取了主谓倒置 

语序。 

第三，可以更流畅地陈述事件。隐性事件句 

的谓语中心采取主谓倒置语序 ，让事件的参与者 

位于句末，这样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后续篇章进 
一

步描写或说明的对象，后续篇章可以自然地省 

略主语 ，这既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 ，又使语篇连 

贯，在小说等记叙性文体中经常使用。例如： 

(24)刘乾站立檐前，只见南门那边来了二 

， 腰束皮挺带，身穿布衫，行走如飞。(《封 

神演义))第16回) 

(25)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手 

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要他师父哩!( 西游 

记 第二十回) 

(26)后边又新从景州来了二仝尼姑，姓郭， 

年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齐齐整整的一个婆 

娘。((《醒世姻缘传 第八回) 

以上3例中的后置主语 “一个人”、“一个雷 

公嘴毛脸的和尚”、“一个尼姑”可以自然地作 

后续篇章的逻辑主语，而无需另用代词代替，行 

文简洁流畅。 

第四，有利于对话语的顺利理解和记忆 。 

有时事件的参与者较多，并且需要通过并列短 

语的形式分别加以说 明，这样的主语就显得 比 

较复杂 ，而隐性事件句的谓语 中心采取主谓倒 

置语序，就可以使复杂的主语处在句末焦点的 

位置上，能够使听者或读者集中精力听或看构 

成主语的各个参与者，这符合简单成分优先、 

复杂成分靠后的语序安排原则，有利于理解和 

记忆。例如 ： 

(27】这成都是四川省会之地⋯⋯来了十二名 

皇 四仝主 ，翌仝[]王 △垒 二副 

事，一顶明轿，齐齐的接到江边。(《醒世姻缘 

传 第九十一回) 

这一例陈述的是有多个参与者的事件，如 

果不采取主谓倒置语序，事件的多个参与者罗 

列完之后才说出事件动词 ，那么排在前边的事 

件参与者与事件动词相隔较远，影响对话语的 

顺利理解，也降低了对事件的多个参与者记忆 

的容易程度。 

4I2“显性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我们知道，“隐性事件句”通常用来陈述由 

人或事物的出现、消失、变化等所构成的瞬间发 

生并结束的简单事件 ，它的句式意义相当于 “某 

时某地发生了⋯⋯事件”，但陈述瞬时发生并结 

束的简单事件时通常不采取 “某时某地发生 

了⋯⋯事件”这种 “显性事件句”的格式，因为 

对于陈述这种简单事件来说，这种格式不够简 

洁。 “显性事件句”通常用来陈述由人或事物的 

动作行为等构成的具有一个持续过程的较复杂的 

事件，如打人伤人事件、劫机事件、劫持人质事 

件、暴动事件、骚乱事件、爆炸事件、自杀式袭 

击事件、枪击事件、谋杀事件、自杀事件、家庭 

暴力事件、考试舞弊事件、泄密事件、中毒事 

件、溺水事件、上访事件，以及被称为 “事变” 

的重大的政治性、军事性事件 ，还有各种被称为 

“运动”的群众性事件等。“显性事件句”具有 

浓厚的书面语色彩 ，大都在新闻报道中使用，通 

常是用来概括地说明一个事件的发生 ，然后由后 

续篇章对该事件的过程进行具体的陈述。例如： 

(28)黎巴嫩首都贝鲁特3日发生了一起武装分 

子袭击俄驻黎大使馆的事件。( 人民日报》， 

2000年) 

(29)新华社北京电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发生 

了一起罕见的球形闪电穿过客运飞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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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日报 ，1984．1．19) 

(30)2003年6>q在成都青白江区塞生I一件 

固鳌鏊 昱 煎适适 的皇篮。 

( 文汇报 ，2005．7．4) 

(31)1931年，中国大地上 生I震惊中外的 

： 二△’：主 。( 人民日报 ，1996年lOA) 

(32)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7年，发生了 “五四 

运 ”。(((人民日报 ，2000年) 

(33)正当微电子产业蓬勃兴起之时，中国发 

生了 “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 ，1995年1 

月】 

有些 “显性事件句”所陈述事件的参与者往 

往由施事和受事双方构成 ，这种事件只能用 “主 

语一动一宾”格式来陈述 ，而不能用主谓倒置的 

“隐性事件句”格式来陈述，否则会造成施受关 

系混乱，如例(29)的 “球形闪电穿过客运飞机” 

就不能说成 “ 宝 窒 竖 皇”，但是 

“主一动一宾”格式本来是用来陈述人或事物的 

动作行为的，如果用它来陈述事件，同时没有事 

件标记，人们注意的是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而 

不是事件整体，于是人们就在 “主一动一宾”格 

式的后面加上事件标记 “事件”，表示所要陈述 

的是由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所构成的事件，然后 

再用 “发生 +了”来表示该事件已经发生，不过 

这时仍需采取主谓倒置语序，表示把该事件的发 

生当作一个事件来陈述，而不是单纯强调该事件 

已经发生，如 “发生I教师体罚学生皇仕”、 

“发生了恶狗咬死人事件”等。如果单纯强调一 

个事件已经发生 ，不需要采取主谓倒置语序 ， 

如：“就这样，一场逼婚抢亲的事件发生了。” 

(《福建日报》，1980．11．19)。 

5．事件句的生成方式 

如前所述，事件句采取的是主谓倒置语序 ， 

那么它的生成方式并不复杂 ，就是将一个主谓句 

的谓语提到主语前 ，无论是 “隐性事件句”还是 

“显性事件句”都是这样生成的。一个完整的事 

件句的原型是 “TL NVi了” ，将主语N与谓语 

“Vi了”倒置，就形成了 “TLⅥ了N”式的事件 

旬，如将例(15)b的 “孤岛一棵树死了”的主谓倒 

置，就可以形成 “孤岛死了一棵树”这样的事件 

句。当然，并不是每个事件句都经过了这样的转 

换过程，事件句的格式一经形成，人们便可以直 

接按照这种格式类推造句，而无需临时转换。也 

正因为如此，不是每个事件句(主要是隐性事件 

甸)都可以意义 “无损”地转换为非事件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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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例(11)的 “施工期间死了三名员工”转换为 

“施工期间三名员工死了”，意义会发生轻微变 

化 ，因为汉语句子的主语通常是有定的，如果 

这样毫无添加地转换 ，人们可能会把 “三名员 

工”理解为特定的三名员工，而且是全部的施 

工人 员。 

6．结语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汉语 

事件句的结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和生成方式 

等问题，希望能够对重新认识汉语的隐现句和全 

面认识汉语的句式系统有所帮助 ，以便提高汉语 

事件句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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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ent Sentence” in Chinese 

Abstract：Event Sentence iS a kind of special Chinese declarative 

sentence．and its fu1l fornl is“time一1ocaiton—intransitive VCrb 

+了 一noun”，and its grammatical structure iS“adverbia1 of 

time—adverbia1 of 1ocation—predicate—SUbject”．and its 
constructionaI meaning iS “an event has occurred somewhere 

sometime”．It is formed by moving the predicate verb ofa subject— 

predicate sentence to the front ofthe subject．Acorrect understanding 

ofthe event sentence in Chinese iS conduc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ntactic system of Chinese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the special sentenc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event sentence；existential sentence；vanishing and 

appearing sen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