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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动词的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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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讨论关系动词的鉴定标准问题。关系动词的语义特征是表示其所连接的前后

两个成分之间的同一或类属关系 ,句法特征之一是其后不能带表幅度或次数的数量词语 ,必须

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的词才是关系动词。据此 ,本文筛选出 37 个关系动词。从语言信息处理

和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 ,本文认为 ,由关系动词组成的句法结构为“主 + 系 + 表”。

关键词 　关系动词 ;语言信息处理 ;对外汉语教学

一 　考察关系动词的最大范围

关系动词又称“同动词、系词、联系动词、判断词、判断动词、分类动词”等 ,是汉语动词中较

为特殊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类词。关系动词的名称及数量 ,前人多有提及。马建忠

(1983)称关系动词为决辞 ,有“是、非、为、即”4 个 ;另有“有、无、似、在、类、如、若”7 个同动词 ,

合计 11 个。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把关系动词称为同动词 ,另有准同动词。他把同动词分为

两大类 :决定的同动词和推较的同动词。前者有“是、系、为、就是、即、便是、乃是、乃、算是、算、

不是、非、匪、为、作 (做) 、成、化为”等 17 个 ;后者有“像、像是、好像、好像是、犹如、如同、如、好

似、似、等于”等 10 个。另有“决定名称或情状的”准同动词“叫做、叫、说是”3 个 ,文言的“谓

之、之谓、曰”3 个 ,同内动的“有”及其否定式“没有”,以及“没、无、欠”等 5 个 ;认定名义的外动

词“认、称、谓、当、以、以为”等 6 个亦应属此类 ,共计 44 个。

王力、吕叔湘都把关系动词分为系词和准系词两类。王力 (1985)确定为系词的有“是、非、

为、即、乃、系”6 个 ,准系词有“像、似、如”3 个 ,合计 9 个 ;吕叔湘 (1982)提到“是、为、乃、即、非”

5 个系词 ,准系词有表“作为”义的“为、做”2 个 ,表“变化”义的“化为、化成、变为、合为、分为、

为”6 个 ,表“称谓”义的“谓、曰、字、号、叫作”5 个 ,表“犹若”义的“犹、如、同”3 个 ,共计 21 个。

赵元任 (1979)把“等于、叫、姓、号称、做、当、像”等 7 个词称为分类动词 ,另有一个系词

“是”,合计 8 个。张静 (1980)称关系动词为判断动词 ,只举了“是、叫、算、等于、在于、叫作、像”

等 7 例。刘月华等 (2001)称这类词为关系动词 ,也只举了“是、叫、姓、当作、成为、像、等于”等

7 例。

笔者 (1997)也曾对关系动词进行过一些探讨 ,经计量考察 ,共筛选出 65 个关系动词。把

上述各家提到的这类词合在一起 ,除去重复的 ,共有 92 个。即 :是、为、即、乃、系、便是、乃是、

就是、说是、算、算是、非、匪 ;姓、字、号、叫、叫做、叫作、称、号称、简称、合称、谓之、之谓、谓、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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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变成、变为、成为、合成、合为、分成、分为、组成、构成、化为、化成、化做 ;当 (兵、伙计) 、做

(好人、东、官、贼) 、担任、充当、充任、兼、兼任、作为、做为、当作、当选 ;等于、同、相当 (于) ;认、

以、以为、看作 ;像、像是、好像、好像是 ,好比、好似、类、似、类似、近似、如同、犹如、如、若、犹 ;

演、扮演、改扮、扮装、装、装作、假装、假冒、冒充、充 ;有、没有、没、无、欠、在、在于 ;不是。

本文将在这 92 个词语范围内对关系动词进行考察。

二 　关系动词的鉴定标准

2. 1 关系动词的语义特征

关系动词的语义特征 ,或称关系动词的语义功能 ,指关系动词在表达上的作用。这个问题

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是关系动词本身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其前后两项之间的关系。关于这

两方面 ,前人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如马建忠 (1983 :26、177) 指出 ,关系动词 (马氏称为决词)

的作用是“表决断口气也”,“凡动字所以记行也 ,然有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者”。所谓“决断

口气”,我们理解就是肯定、判断或认定的作用 ;所谓“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即不表示动作

行为的意思。黎锦熙 (1992 :19、99)认为同动词“是用来说明事物是什么 ,或说明事物之种类、

性质、形态的”,“同动词的职务 ,只在结合补足语 ;这种补足语 ,和被补足的主语必是同物 (此点

最需注意)”。这一段话已经包含了“主宾语是同一关系或类属关系”的意思。王力 (1985 :51)

的解说更为明确。他认为所谓系词 ,就是担任连接主位和表位的一种词 ,由系词所构成的一种

句子叫做判断句。判断句是用来断定主语所指和谓语所指同属一物 ,或断定主语所指的人物

属于某一性质或种类的。

概括前人的论述 ,可以得出如下两点。

第一 ,关系动词不表示动作行为 ,其基本作用是表示肯定或认定。

吕叔湘 (1979 :81)明确指出 :“是字的基本作用是表示肯定 :联系 ,判断 ,强调 ,都无非是肯

定 ,不过轻点儿重点儿罢了”。

既然是一种肯定和认定 ,当然不表示动作 ,没有任何动作性 ,也不表示任何发展变化。正

如马建忠所言 ,这种词是“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者”,也就是说 ,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静止不动、

没有发展变化意义上的肯定或认定。例如“他是学生”、“那个房间是办公室”等 ,“是”的作用只

是指出其前后两项之间的关系 ,而没有发展变化的意思。

第二 ,关系动词所连接的前后两项之间是同一关系或类属关系。例如 :

(1)你这么一个人 ,竟是大俗人。

(2)他是回民。

(3)《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4)一年的四个季节是春、夏、秋、冬。

例 (1) 、(2)两句是类属关系 ,例 (3) 、(4)两句是同一关系。

但也有一些不同情况 ,即“主宾之间不是简单的同一或类属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些“不合

逻辑的判断句”(朱德熙 1982 :105 ,王力 1985 :118) 。例如 :

(5)我是中文系 ,他是历史系。

(6)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 ?

(7)我是五尺八。

(8)你们是知识分子的语言 ,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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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释这种情况 ? 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否可以推翻“关系动词所连接的前后两项之间是

同一关系或类属关系”的观点呢 ? 其实对这一问题 ,王力 (1985 :118)早就做过解释 :“有些句子

的意义 ,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除非我们认为说话人的话有所省略 ,把省略的话补了出来 ,然

后在逻辑上讲得通。这种情形 ,是由于语言的经济所致。”如果我们把例 (5) - (8) 的句子加以

补充 ,那么这些句子就仍然表示的是同一关系或类属关系。

(5′)我 (的单位)是中文系 ,他 (的单位)是历史系。

(6′)不知他们 (用的)是什么法子 ?

(7′)我 (的身高)是五尺八。

(8′)你们 (说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 ,他们 (说的)是人民大众的语言。

2. 2 关系动词的句法功能

2. 2. 1 关系动词的分布位置是在主语和宾语之间。

马建忠 (1983 :26)已指出 ,决辞“参于起表两词之间”。王力 (1980b :279) 也说过 :“正式的

系词须是具备主格与表词两项 ,而系词置于两项的中间 ,如‘张先生是我的朋友’一类的句子”。

2. 2. 2 关系动词所连接的可以是体词性成分 ,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

王力 (1980a :347)曾经指出 :“系词是在判断句中把名词谓语联系于主语的词。⋯⋯当谓

语不是名词性质的时候 ,谓语前面的‘是’字也不是系词。”吕叔湘 (1979 :81)也说过 :“‘是’最常

见的用法是放在两个名词中间”。

上述说法虽然有道理 ,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句子。

(9)他这次返乡的目的是为故去的父母扫墓。

(10)你在这次比赛中的任务是争取第一 ,确保第二。

(11)政府各级官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

(12)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13)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14)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

(15)饮茶是他最大的嗜好。

(16)学好外语是他多年的愿望。

从上面的例句来看 ,“是”所起的作用都是判断、肯定 ,前后两项之间都是同一关系 ,因而不

能说这些句子中的“是”不是关系动词 ;但例句 (9) - (12) 的宾语是动词性成分 ,例句 (13) -

(16)的主语是动词性成分。事实表明 ,认为关系动词只能连接体词性成分的说法是缺乏概括

力的。

朱德熙 (1982 :105)曾指出 ,“‘是’后边的宾语可以是体词性成分 ,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

“宾语是谓词性成分 ,往往表示对比 ,‘是’字也读轻声”。刘月华等 (2001 :676)也指出 :“能充当

‘是’字句的主语和宾语的词语是多种多样的 ,比一般动词的主宾语要广泛得多 ,几乎一切实词

和一切短语都可以。”可见 ,“是”的宾语绝不限于体词性词语。

其实 ,王力等诸位先生不会否认存在关系动词后面是动词性成分的句子 ,他们之所以持那

样的观点 ,大概是因为关系动词前后的动词性成分具有引语性质 ,表示指称意义。但因此就认

为关系动词后面的动词性成分是名词性的 ,还是不够妥当。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把词语本身具

有的基本属性和它们在一定具体环境中的临时性特点区别开来 ,即 :关系动词后边完全可以是

动词性成分 ,只不过此时的动词性成分具有引语性质 ,表示指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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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一般不带动态助词“了”、“着”、“过”。

黎锦熙 (1992 :95) 、王力 (1985 :51)都曾指出 ,关系动词“没有动态”,“都是没有发生的时间

的”,“是不涉及时间的”。既然如此 ,关系动词当然不能带动态助词。但“一般不带”就意味着

个别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带的 ,只不过那样的情况比较少就是了。这里面有等级的差

别 ,即有的可能完全不能带动态助词 ;有的可能只能带一个 ,比如“了”;有的也许能带两个甚至

三个 ,比如“了、着、过”。问题是我们怎样掌握这条标准 ,是完全不能带动态助词的才算关系动

词呢 ? 还是能带一个的也算 ? 或者是能带两个或三个的就不算是关系动词 ?

我们认为 ,关系动词一般不能带动态助词 ,但不排除例外 ,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有的关系

动词可以有条件地带上动态助词。比如“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一生只用一个姓 ;但就某一

个人而言 ,也许会因种种原因而改姓 ,因而会有“从那时起他就姓了王了”、“现在他还姓着王

呢”、“他从来就没姓过王”之类的句子。此种情况应视为例外 ,不能因此就认为“姓”不是关系

动词 ,也不能因此认为关系动词可以任意带动态助词。如果一个动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带

上动态助词 ,那就表明它有动态、涉及了时间 ,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关系动词了。

2. 2. 4 一般不用重叠形式。

2. 2. 5 一般用“不”表示否定。

2. 2. 6 不能带表幅度或次数的数量词语。①也就是说 ,关系动词后边不能加动量补语 ,例如

可以说“他是北京人 ,姓王 ,看起来像学生”,但不能说“他是一回北京人 ,姓一次王 ,看起来像一

遍学生”。对于关系动词来说 ,这一条很重要 ,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关系动词只表示肯定、认定 ,

不表示动作 ,没有动作性 ,自然也就谈不上动作的幅度与次数问题。

2. 2. 7 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但有例外 ,除研究者普遍提及的“像”之外 ,“是”也有前加

程度副词的情况 ,例如“张三是好样的 ,李四更是好样的”。

2. 2. 8 可用“V 不 V”的形式提问。

2. 2. 9 可受能愿动词的修饰。

综上所述 ,鉴定关系动词的标准有 : (1)关系动词的语义功能是对其前后两个成分之间的

同一或类属关系加以肯定或认定 ,这种肯定或认定没有动作性 ,是相对静止的、没有发展变化

的 ; (2)一般不带动态助词“了”、“着”、“过”; (3)一般不能重叠 ; (4)一般用“不”表示否定 ; (5)不

能带表示幅度或次数的数量词语。

在这 5 条标准当中 ,第 (1)条语义功能标准是决定性的 ,凡不符合此条的 ,即可判定其不是

关系动词 ,后四条是句法功能标准 ,其中第 (5) 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不符合这一条的 ,也不是关

系动词。因此 , (1) 、(5)两条是判定关系动词的必备条件 ,即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条标准的动词

才有可能是关系动词 ,其他三条标准可用作参考。

三 　关系动词的范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非”与“匪”、“作为”与“做为”、“叫做”与“叫作”,都分别是同一个词

的不同写法 ,应该分别视为一个词。这样合并了 3 个词之后 ,还剩 89 个词语。

用上面的鉴定标准来衡量 ,在这 89 个词语中 ,有 52 个词语可以肯定不是关系动词。

a. 演、扮演、改扮、扮装、装、装作、假装、假冒、冒充、充

b. 当、做、担任、充当、充任、兼、兼任、当选

c.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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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认、以、以为

e. 有、没有、没、无、在、在于、欠

f . 组成、构成、变、成、变成、变为、成为、合成、分成、合为、分为、化为、化成、化做

g. 不是、便是、乃是、就是、算是、像是、好像是、说是

a 组“演、扮演”等 10 个动词符合关系动词的语义标准 ,可以表示一种临时的、虚拟的同一

或类属关系。但在句法功能方面与关系动词存在很大距离 ,它们可以加上表示次数的数量词

语 ,如“演一次电影、扮演两回关公、装一回好人”等 ;也可以加动态助词 ,如“演过电影、扮演过

张飞、一天演了两场戏、他正在台上演着窦尔敦呢”等等 ;甚至还可以重叠 ,如“演演戏、装装好

人、充充好汉”等。所以 ,这类词不是关系动词。

b 组“当、做、担任”等 8 个词与“扮演”类词情况类似 ,也可以说“当一回领导、担任过局长、

当选过一回代表”等。

c 组“字、号”在语法性质上与“姓”完全不同。“姓”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获得了动词的身份 ,

而“字、号”只是名词 (赵元任 1979 :316) 。

d 组“认、以、以为”3 个词的含义是“认为”,其使用环境是“认敌为友”、“以史为鉴”、“我以

为你是老师”等 ,表示的是一种主观看法 ,而不是肯定或认定一种关系 ,不符合关系动词的语义

功能。

e 组“有、没有、没、无、在、在于、欠”等 7 个词不表示同一或类属关系 ,而是表示存在 (或不

存在) ,也不符合关系动词的语义标准。

f 组“组成、变成、化做、成为、分为”等 14 个词 ,有的不表示主宾语之间的同一或类属关

系 ,如“组成、构成”;有些则含有动作性 ,表示发展变化 ,如“变成、化做、合为、分为”等。此外 ,

这些词还可以加上动态助词 ,如“英雄变成了狗熊、传说中一对情侣化做了蝴蝶、一个整体分为

了两个部分”等等。

g 组“不是、便是、好像是”等 8 个成分大多不是词 ,而是短语。有些也不表示同一或类属

关系 ,如“说是”。

排除上述词语之后 ,可以得到 37 个关系动词。根据语体 ,可以把它们分为 3 类。

a. 口语体的 5 个 :是、算、姓、叫、像。

b. 书面语体的 18 个 :作为 (做为) 、当作、看作、等于、同、相当 (于) 、叫做 (叫作) 、称、号称、

简称、合称、好像、好比、好似、类似、近似、如同、犹如。

c. 文言语体的 14 个 :即、为、乃、系、类、似、如、若、犹、谓之、之谓、谓、曰、非 (匪) 。

四 　关系动词与句法分析

词类研究的目的是为句法分析服务 ,即通过词类可以搞清楚句子的结构 ,得出句子的语义

解释。关系动词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于两个名词性 (也可以是动词性) 成分之间 ,对其构成的句

法关系有四种看法 : (1)主 + 同动词 + 补足语 , (2) 主语 + 系词 + 表语 , (3) 主语 + 动词 + 宾语 ,

(4)主语 + (判断词 + 名词 →合成谓语) (吕叔湘 1979 :81) 。现在一般都采取第 3 种看法 ,认为

关系动词在句法结构上与一般动词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构成动宾结构。但是这种看法在语义

解释上存在问题。典型的动宾结构的语义解释是动作和受事 (陆俭明 2000 ,袁毓林 1998 :

235) ,而关系动词则与之很不相同 ,是表示其前后两项之间存在同一或类属关系。再者 ,把语

义解释不同的东西都放在动宾这种结构关系当中 ,使本来就承载着太多语义关系信息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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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复杂化了。

其实对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来说 ,哪种看法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不论怎样解释语句的句法

结构关系 ,都不会妨碍人们对句子的正确理解 ,人们对句子的语义解释都不会搞错。但对计算

机来说 ,理解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不一致的自然语言是很难的。因此 ,我们可以采取第 2 种看

法 ,把由关系动词参与组成的句子视为“主语 + 系词 + 表语”结构 ,其语义解释是关系动词表示

它所连接的前后两项之间的同一或类属关系 ,从而把关系动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统一起

来 ,这对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颇为有益 ,而且 ,这种结构与英语系词句的句法结构相同 ,对对外

汉语教学同样是十分有益的。

附注

①赵元任 (1979 :315、294)认为分类动词及系词“不带表幅度或次数的自身宾语”,包括“三尺”、“一回”等。本

文不取“自身宾语”的说法 ,而以“数量词语”代之。

②参见丁声树等 (1979 :83) 、吕叔湘 (1982 :60) 、赵元任 (1979 :315) 、朱德熙 (1982 :105) 、张静 (1980 :104) 、胡裕

树 (1981 :320) 、黄伯荣、廖序东 (1997 :14) 、刘月华等 (2001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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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ndards of Copula Identif i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ndards of copula identifi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Copula possesses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expressing identical or generic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mponents it joints. One of the syntactic features it possess is that no numerals expressing range

and frequency are allowed to follow it . Only words that have such features can be called copula.

According to this standard , thirty2seven copulas are identifi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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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 the syntactic st ruc2
ture of sentences with copula should be“subject + copula + predicative”.

Key words 　copula ;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张宝林 　100083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 　高晓虹)

简　讯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在西安隆重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侯精一研究员、张振兴研究员等 10 多位著名语言学家及省内部分

专家应邀莅会。中国语言学会、全国汉语方言学会、陕西省语言学会、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

所等学术团体和机构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博士慨然解囊为中心

提供捐助。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副校长吕九如、杜鸿科教授出席了大会。赵世超在讲话

中强调了研究西北方言和民俗的重要性 ,希望中心的成立能够起到吸引人才、统一规划、团结

省内外有关力量共同进行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表示学校今后将对中心的调查研究和成果出版

等事宜给予有力的支持。

与会专家们建议 ,中心应突出西安及陕西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 ,立足陕西 ,逐步向整个

西北辐射 ;对重要方言点进行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 ,打通现状与历史 ,拿出有分量的成果 ;关

注学科发展的趋势 ,加强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和方言的比较研究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收集和保存

珍贵的方言、民俗资料 ;充分利用西北地区丰富而独特的方言和民俗资源 ,结合地域文化 ,突出

自己的特色 ;团结和协调省内外从事西北方言、民俗研究的学者共同开展工作 ,加强同国内外

有关学术机构的联系并建立合作关系。会上 ,中心主任邢向东报告了在课题设置、信息资料、

横向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打算 ,其他同志也就各自的研究专题和中心的工作发表了意见。

联系地址 :陕西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710062

联系人 :胡安顺 　邢向东

E - mail :xingxd @eyou.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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