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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词典主要反映现代汉语述补结构的什么信息？ 

 
（1） 述语和补语能否搭配的信息。 

基本观念： 
补语反映了述语动作（性状）发生后，跟述语动作（性状）相关的语义角色的

变化情况，或者是对述语动作（性状）本身的相关属性进行评价。如果一个形容

词（或动词）性成分能反映述语动作（性状）相关语义角色的变化，或者能够用

来对述语动作（性状）本身的相关属性进行评价，那么，该形容词（动词）就可

以充当述语动作（性状）的补语。 
 
例如： 
（1）   张三 吃 饱了   =   张三 吃   +  张三 饱了      不饱    饱 
（2） * 张三 吃 醒了   =   张三 吃   +  张三 醒了   * 没醒     醒  

         
  例 1 中，述语“吃”跟“饱”可以搭配成为述补结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吃”

的动作发出者在经过“吃”这个动作之后，会经历从“不饱”到“饱”的状态变

化。 
 
例 2 中，述语“吃”跟“醒”不能搭配成为述补结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不存

在这样的状态变化，即“吃”的动作发出者在经过“吃”这个动作之后，从“没

醒”（“睡着”）的状态变成了“醒”的状态。 
 

（2） 述补结构跟相关结构在用法上的相同点和差异。 
 a. 补语 对应 状语                把手举高[补语]  —  高[状语]举（大旗）   
 b. 补语 对应 定语         （线） 画直[补语]了    —  画 直[定语]线 

 
（3） 述补结构整体的用法特点。 

述语动词的语义角色相对于述补结构的前后位置； 
述补结构能否用于“把”“被”句，重动句中，等等。 

      比如：  张三画累了   —  * 张三画累了这幅油画 
       “画累了”作为一个述补结构，它的后面不能再带“画”的结果成分“这幅画”。 



              张三画油画画累了 
          “画累了”可以出现在“画油画”的后面形成“述宾+述补”的重动结构。 
 

二  本词典关于补语的基本分类框架 

 
以述语为纲列出词典的条目，对每个述语（动词或形容词），按补语的不同语义类型来

分项描写它能搭配的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介词补语。 
1．结果补语 
（一）从补语的语义指向角度来认识结果补语 
  1．1 补语指向述语动词 

1．1．1 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讲错 
1．1．2 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看久 

1．2 补语指向体词性成分 
 1．2．1 补语指向述语的语义角色 
  1．2．1．1 施事：吃饱、洗累 
    1．2．1．1．1 施事的构件部分：看花（看花了眼）、喊哑（喊哑了嗓子） 
  1．2．1．2 感事：冷醒、热哭 
  1．2．1．3 受事：打碎、赶走 
  1．2．1．4 工具：砍钝（砍钝了两把刀）、写秃 
  1．2．1．5 结果：织长（毛衣织长了）、做大 
  1．2．1．6 处所：坐满（教室里坐满了人）、找遍 

1．2．1．7 动作行为的受影响者 （与事）：讲笑（他讲笑话把大家都讲笑了）、 
哭烦（这孩子整天哭，把人都哭烦了）   

（二）从补语的表义功能角度来认识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可以区分为表达“自然结果” 和表达“对结果的评价”两种情况。 
“买累了”“吃饱了” 是 “买、吃”动作发生后的自然结果。 
“买贵了”“吃早了” 是 “买、吃”动作发生后，说话者对结果的评价。 

   
2．趋向补语 
  2．1 表示物体的实际位移方向 
   2．1．1 补语指向述语动词的施事：走上来 
   2．1．2 补语指向述语动词的受事：拿出来（一本书） 
  2．2 趋向动词补语表示引申的结果义 

例如： 关上（门）、  这辆车他买下来了   
2．3 趋向动词表示动作的状态 

例如：停下来、唱起来、热起来  
 
3．程度补语 

本词典中只收录一部分比较固定的程度补语搭配，在形式上有带“得”和不带“得”两

种情况。 
    带“得”的程度补语，如“～得不得了、～得了不得、～得很、～得多、～得慌、～得

要命/要死”等； 



不带“得”的程度补语，如“～极了、～死了、～多了、～透了、～坏了”等。在意义

上都表示程度深。 
 
4．可能补语 

本词典收录的可能补语形式主要有两种： 
V 得（不）了       V 得（不得）  

注意说明两类情况： 
（1）有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形式，但没有相应的可能补语形式。 

例如    说起来  —  * 说得（不）起来 
（2）有可能补语形式，但没有相应的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形式。 

例如    经得起  —  * 经起 
 

另外，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说明 “V 得（不）了”  “V 得（不得）”跟相应的“能愿

动词+V”（主要是“能 V”“不能 V”）结构在用法上的区别。 
 

5．介词补语 
本词典收录动词带“在、到、给、于、自”等介词引出的补语结构。特别是动词加介词

补语（比如“V 在”）形成述补结构表达非实际处所义的用例，要详细说明其用法和语义特

点。例如：说到点子上了     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三  本词典收录条目的原则及描写重点 

 
本词典在收录“述补结构”时，遵循下面两条原则： 
 
1 常用性原则 
（1）本词典的词表底本基于砂冈老师的述补结构词典词表，该词表中的词一般都保留，除

非有明显问题（包括特别低频，或者原词条有错误的情况）； 
（2）HSK 词表中甲、乙级词一般都收入本词典，除非在语料库中明显是低频词； 
（3）HSK 词表中丙、丁级词一般不收入本词典，除非在语料库中该词的述补搭配属于高频

用法。 
 
2 多样性原则 
（1）如果一个词语能带多种类型的补语，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可能补语，

等等，则应该收入本词典； 
（2）如果一个词语不能带结果补语，只能带其他特定类型的补语，并且所形成的述补搭配

属于低频用法，则不收入本词典。 
 
本词典在描写述补结构用法时，应突出以下内容： 
1 本词典描写的补语类型集中在： 
   A “述语 + 结果补语” 
   B “述语 + 趋向补语” 



2 可能补语看作是 A、B 两种补语类型的变化形式，一般用法如无特别之处，则不单独列出； 
3 对于无对应的 A、B 形式的可能补语格式，本词典应加以描写说明。 
  比如能进入“V + 得” “V + 得了” “V + 不了”格式的可能补语，本词典应收录； 
4 对于“述语 + 时量/动量/介词结构”等，虽然广义而言，可以看作述补结构，但一般情

况下，本词典不针对每个词条逐一描写，而是对这类补语，做统一的整体说明。 
 

四  本词典的体例 

 
一个述补结构条目的内容由 4 部分组成： 
 
（1） 基本信息。 

包括[述语词条] [拼音] [词性] [义项] [释义] 
（2） 语义角色 
      描写参与该述语事件的各种名词性成分 
（3） 补语分项举例，描写各个具体的述补结构的用法特点和语义性质 

[补语类型 1] 
[举例 1] 
[举例 2]     
…… 

[补语类型 2] 
[补语类型 3] 

…… 
（4） 对述补结构整体的用法特点和语义性质进行概括说明。比较述补结构跟相关的状中结

构在表达功能上的差异。 
 

注意： 
a. 第 1 项内容中义项划分跟第 2 项是相关的，述语动词划分义项的标准主要依据不同

义项下是否关联不同的语义角色。 
b. 第 3 项内容跟第 2 项是相关的，补语应跟述语的相关语义角色发生语义关联。 
c. 以上第 4 项是可以缺省的。第 1-3 项是必须要填写的内容。 
d. 如果第 4 项缺省，那么，第 4 项中涉及的内容应在各具体的述补结构条目中分别加

以描写。 
e. 对于一个述语条目所带的不同补语，一般按照频度由高到低来安排前后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