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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大树下乘凉”“*在大树乘凉”(*表示不能说)两个短语广义上格式相

同，都是“在 + NP + VP”这一结构(NP表示名词性成分；VP表示动词性成分)，但前者能说，后者不能

说，这样的现象引人深思。文章对比了合法与不合法的两种结构，发现两个短语的“VP”相同，差异在

于介词“在”后的“NP”。普通名词虽然无法独立进入该结构，但通过添加方位词“下”，使其具备[+
处所]的语义特征，便能够进入该结构。此外，“在 + NP + VP”结构对“VP”也有相应的语义要求，这

是语言中组合规则的体现。文章进一步考察了该结构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特点，结果表明，该结

构在句法上功能多样且灵活，语义关系确定且指向多样，语用上则具多功能性并受语境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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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where two phrases, “take the cool under the big tree” 
and “* enjoy the cool in the big tree” (* means that you can’t say), are broadly similar in structure; 
both follow the format “zai (在) + NP + VP” (with NP representing a noun phrase and VP representing 
a verb phrase). However, the former is acceptable while the latter is not, leading to intriguing re-
flection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two structures, legal and illegal, and finds that the “VP” in both 
phrases is the same, with the difference lying in the “NP” following the preposition “zai (在)”. Alt-
hough common nouns cannot independently enter this structure, adding the locative word “xia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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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s them to acquire the [+premises] semantic feature, enabling their inclusion. Moreover, the 
“zai (在) + NP + VP” structure also imposes certain semantic requirements on the “VP”, reflecting 
the combinatorial rules in language. The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
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tructure, finding that it is syntactically diverse and flexible, semanti-
cally precise with varied references, and pragmatically multifunctional while being context-de-
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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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 XX”这一结构自朱德熙先生发表《“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以来，引发了汉语学界广

泛关注，但大多数论著都集中在“在 + 处所”构式的分析(如张国宪，卢建 2010 [1])，运用“三个平面理

论”分析该结构的句法结构、语义内涵(如李航 2016 [2])以及对介词结构“在 + X 下”这一框架结构的研

究(刁晏斌 2023 [3])等等。学界对于“在 + NP + VP”这一结构有时合规有时不合规及其原因的研究相对

有限，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对结构“在 + NP + VP”组成成分的具体分析也相对较少。而 BCC 语料库中

这个结构有几十万条语料，足以见得使用该结构的频繁程度。我们对该格式合规的说法与不合规的说法

进行了研究，发现两个结构最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NP”上，即性质相同的名词性成分进入两个结

构的结果不同，但构成名词性成分所用的核心名词相同，如“大树”放在两个结构里“在大树下乘凉”成

立，但“在大树乘凉”却不成立；“在灯下读书”成立，但“在灯读书”却不成立。基于前人的研究成

果，我们对“NP”进行语义特征分析，初步可知进入“在 XX”结构的名词具有[+处所]这一语义特征便

可以让结构成立，但 NP 并不仅限于这样的名词。该结构除了 NP 之外，“VP”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

如：“*在灯下读”“*在床上躺”。此外“在”的词性问题也众说纷纭。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在 
+ NP + VP”结构中各组成成分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整个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的特点。 

2. “在 + NP + VP”中“NP”的语义特征分析 

我们仔细对比合规说法与不合规说法，发现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NP”。合规说法中的“NP”具有

[+处所]这一语义特征，不合规说法中的“NP”则[−处所]，然而除了处所义之外，“NP”具有其它语义特

征也能使该结构成立。 

2.1. 对比分析两种“NP” 

将结构“在 + NP + VP”的合规说法看做甲，不合规的看做乙，例子见表 1。 
通过对比，甲结构中的“NP”是在乙结构“NP”的基础上加了方位词“下”“里”等。普通名词后

面加上方位词，组成方位短语，能够表示处所、时间、范围。例如这里的“大树下”“河里”与“大树”

“河”相比就具有[+处所]的语义特征，而“大树”“河”这些普通名词省略方位词之后，行为主体与名

词的关系变得不清晰、不详尽了，单说“*在大树乘凉”既可以理解为“在大树下乘凉”也可以理解为“爬

到树上去乘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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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usage in “zai (在) + NP + VP” structures 
表 1. “在 + NP + VP”合规用法与不合规用法的比较 

甲 乙 

在大树下乘凉 *在大树乘凉 

在灯下读书 *在灯读书 

在河里钓鱼 *在河钓鱼 

在夕阳下站立 *在夕阳站立 

在太阳下闪光 *在太阳闪光 

在月下谈心 *在月谈心 

在屋檐下坐着 *在屋檐坐着 

 
除了加上方位词表示处所之外，有些名词本身也有[+处所]的语义特征。如“在操场上集合”和“在

操场集合”、“在家里看书”和“在家看书”等都是合规的说法。这是因为“操场”“家”这类名词本身

就具有处所义，所以即使是省略方位词，也能够单独出现在这个结构中。 
为什么名词具有[+处所]这一语义特征，就能出现在该结构中呢？在《现代汉语 800 词》中“介词‘在’

可以跟时间、处所、方位等词语组合”[4] (p. 645)。所以甲组“NP”作为方位短语表示处所，可以跟在

“在”后；像“在操场集合”这类短语里的“NP”本身就是处所名词，也能跟在“在”后，这是受到了

语言中组合规则的制约。组合规则是语言运用中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它要求地位同等的语法单位按照一

定的规则组织起来，如：“喝”要求其后面的成分具有[+液体]这一语法特征，所以它可以和“饮料”[+
液体]组合起来，但不能和“馒头”[−液体]组合。 

2.2. “NP”的其他语义特征 

1. 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分析 
在日常交际中，符合“在 + NP + VP”这一结构还有“在三点出发”“在全国推广”“在大家的帮助

下取得成功”“在大家看来”等等。这四个例子中的“NP”分别表示“时间”“范围”“条件”“行为

主体”等语法意义。BCC 语料库中的例子见表 2。 
 

Table 2. Corpus examples of NPs denoting [+time/range/condition/agent] in BCC 
表 2. BCC 语料库中“NP”[+时间/范围/条件/行为主体]的语料 

[+时间] [+范围] [+条件] [+行为主体] 

在有生之年享受生活 在全国引起反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来 在路人看来 

在今天看来 在全班排第二 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游戏 在神父看来 

在第一次试行 在本土无法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妨碍我 在人看来 

在今年出书 在这方面是好的 在一切无缺中长大 在老师来说 

 
表格中的“NP”分别表示“时间”“范围”“条件”“行为主体”，符合介词“在”的搭配要求(组

合规则)，所以能够跟在“在”后面构成介词结构，做“VP”的状语，进入“在 + NP + VP”这一结构。 
由此可见，该结构中的“NP”具有[+处所/时间/范围/条件/行为主体]的语义特征时，该结构成立，所

以“NP”具有以上五种中的任何一种语义特征是使该结构成立的充分条件。 
2. 用“语义范畴分析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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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特征分析法是分析这一结构对进入结构的名词性成分在语义上的要求。此外，还可以反过来，

从语义范畴这一角度来分析。一定的语义范畴会对句法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即现代汉语里处所范畴、时

间范畴、范围范畴、条件范畴、行为主体范畴制约着“在 + NP + VP”这一句法格式，不含有这些范畴义

的名词性成分不能进入这一句法格式，即结构不合规。 

3. “在 + NP + VP”中“VP”的语义特征分析 

通过前面两个表格给出的例子来看，“VP”不管是表 1 里的“乘凉”“读书”“钓鱼”还是表 2 里

的“看来”“享受生活”“无法生活”，“VP”有述宾结构、状中结构，还有“动词 + 后缀”，总之都

不是光杆动词。这样的情况是否是因为例证不足，偶然出现的呢？再次查阅 BCC 语料库，进一步寻找符

合“在 + NP + VP”的语料，情况见表 3。 
 

Table 3.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zai (在) + NP + VP” structures in BCC corpus 
表 3. BCC 语料库中符合“在 + NP + VP”这一结构的语料 

“NP”表示处所 “NP”表示时间 “NP”表示范围 “NP”表示条件 “NP”表示行为主体 

在公司做事 
(述宾) 

在今天吃完了 
(述补) 

在全国四散蔓延 
(状中) 

在一定分寸内献殷勤 
(述宾) 

在我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院子抓的 
(动词 + 助词“的”) 

在今天走了 
(动词 + 助词“了”) 

在暗中使坏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 
(述宾) 

在众人散尽 
(述补) 

在发电厂烧锅炉 
(述宾) 

在周末进行例会 
(述宾) 

在两岸交相辉映 
(状中) 

在一定程度上会感到高兴 
(述宾) 

在我们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火堆里梳理羊毛 
(述宾) 

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述补) 

在局部地区集中优

势兵力 
(述宾) 

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顶住

威胁 
(状中) 

在神父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公司上班 
(述宾) 

在古代铸造了这柄神

兵 
(述宾) 

在局部反攻 
(状中) 

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

见面了 
(动词 + 助词“了”) 

在国王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府上请客 
(述宾) 

在现在发生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背后交叠 
(状中) 

在这种条件下求生存 
(述宾) 

在外人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单位就餐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去年出版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全国展开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这种环境下睡的着 
(双音节动词中间插入助

词“的”) 

在上帝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在天上飞 
(单音节光杆动词) 

在今天讲 
(单音节光杆动词) 

在室外演 
(单音节光杆动词) 

在这种情况下结婚 
(双音节光杆动词) 

在他人看来 
(动词 + 趋向动词“来”) 

 
可见，动词类型不仅有述宾结构、述补结构、状中结构，也有光杆动词，所以不仅仅是复杂的动词

形式，光杆动词也能够进入该结构，该结构对动词的限制较少，然而该结构中的动词又不是随意无限制

的。 

3.1. “NP”表示处所，“VP”的语义特征 

对于“在 + 处所”结构，学界研究成果显著：学者崔希亮认为，“不能用于‘在 + 处所 + 动词’

结构的动词，在语义上没有空间特征，不必强调论元所占据的空间位置，他们本身也不要求占据任何空

间方位。”[5]反观上述表 1、表 3 中“NP”表示处所的情况，“乘凉、读书、钓鱼、站立、闪光、做事、

坐着、就餐”等在语义上都需有空间特征，完成这些动作，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内。学者侯敏曾将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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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瞬间动词、动作–状态动词、动作–持续动词三类，其中动作–持续动词在应用中最自由，其次是

动作–状态动词，最后是瞬间动词。基于这三种类型，学者侯敏“在 + 处所 + 动词”这一结构对动词

的选择性不强，绝大多数的动词都能放在该结构中，但各种动词表示的意义以及用法有所区别。汉语中

也存在不能出现在该结构中的动词，但种类有限[6]。 
然而这仅仅是针对一部分表处所义的结构中的“VP”。仍无法解释为何其他结构有的动词是复杂形

式，有的动词却是光杆动词。 

3.2. “NP”表示时间，“VP”的语义特征 

仔细考察在“NP”表示时间的格式，发现后面的“VP”：吃完(动作–状态)、走了(动作–状态)、进

行例会(动作–持续)、写信给他们(动作–持续)、铸造了这柄神兵、发生(瞬间)、出版、讲(动作–持续)，
动作–持续、动作–状态类动词居多，并且既有述补结构、述宾结构，又有加助词、光杆动词的类型，足

以见得即使是在“NP”表示时间的结构中，动作–持续动词仍然比较自由；但瞬间动词“发生”却能以

光杆动词的形式出现，不能再使用前人的理论进行解释，至于剩下的“铸造”“出版”既不是瞬间动词、

持续动词，也不是状态动词，更无规律可循。 
然而，既然是考虑“VP”的语义特征，不妨着眼于它们的共同之处，既然是介词“在 + 时间名词”

做动词的状语，修饰后面的动词，那后面的动词在选择时，要具备一定的[+依附时间]的语义特征，或者

说，可以在前面加上“什么时候”构成疑问句，比如：什么时候进行例会？什么时候吃完？ 
以此类推，在“NP”表示范围时，“VP”的语义特征要具备一定的[+依附空间]的语义特征，这是否

是处所义的延伸？有待进一步思考。在“NP”表示条件时，“VP”以述宾结构居多，同时多是自主性动

词，且对于动作的发出者起到较积极的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主动–负面]。在“NP”表示行为主体时，

“VP”多是动词 + 趋向动词，具有表示行为主体观点、看法的特点，可以描述为具有[+观点、看法]这
样的语义特征。 

4. “在 + NP + VP”中“在”的词性问题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在”有动词、副词、介词三种词性。在“在 + NP + VP”这个结构中，自

然而然会认为“在”是介词，它先与“NP”组合，构成介词结构，充当状语修饰后面的动词性成分“VP”，
整个结构是个状中结构。学界对于“在 + 处所”中“在”的词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以结构“他在家

休息”为例，有学者将这一结构中的“在”当做介词，把该结构看做是状中结构；学者范继淹则在学者陈

重瑜“在 + 处所 + 动”里的“在”视为体标记和介词合体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字身兼二

任，兼有副词和介词功能这一观点”。副词“在”包含有“正在”的意思，正因如此，跟在它后面的动词

要具有正在的语义特征，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学者侯敏的“动作–持续动词”，也只有在这种动词前的“在”

是副词，其他动词前的是介词。同时，他进一步以例句证明介词“在”经常位于副词“在”之后，两个

“在”相连，语音上自然合并，句法上形成合体[7]。这样一来“他在家休息”就可以分析为“他在 1 休息 
+ 在 2 家”“在 1”副词表示“他正在休息”这里的“休息”也具有持续性；“在 2”介词，接引处所名词

“家”，构成介词结构，修饰“休息”。在“NP”表示处所时，我们赞同范先生的观点，除此之外，“NP”
表示时间、范围、条件、行为主体时，“在”为介词。 

5. “在 + NP + VP”这一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特点 

5.1. 句法上：功能多样，用法灵活 

在句法层面上，该结构句法上可以做主要成分也可以作次要成分。在分析时，首先应当注意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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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NP + VP”这一结构严格来说是“在 NP + VP”，并且它能够作为一个单独使用的结构出现，要区

别语料库检索时同时出现的“在姑姑接受采访(时)”“在瓦斯爆炸(的时候)”这样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名

词先和动词结合构成主谓结构，再在前面加上“在”，并不是这里说的“在”先和名词结合构成介宾结

构，作后面动词的状语。 
其次，这个结构是个谓词性的短语，既可以作句子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也可以做句

外成分，如全句修饰语，还可以独立成句或作分句。如： 

(1)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 

(2) 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余秋雨《狼山脚下》) 

(3) 巴比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坚持要在教堂举行婚礼。(莫言《丰乳肥臀》) 

(4) 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把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格非《江南三部曲》) 

(5) 在妈妈看来，女儿永远比真实年龄要年轻些。(谭恩美《接骨师之女》) 

(6) “在法堂念经。”张季元说。(格非《江南三部曲》) 

(7) 在婆家哭吧，婆家说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哭？在娘家哭吧，娘家说我出了门的女人，倒回到娘家来哭!(张恨

水《北雁南飞》) 

句子(1)~(7)分别是该结构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全句修饰语、独立成句、做复句的分句的例子。

足以见得该结构在句法上比较自由，是多功能的。 

5.2. 语义上：语义关系确定，语义指向不单一 

关于这个结构的语义分析，上文已经提到的语义特征分析就属于语义分析的范畴；除此之外，也可

以做语义关系分析，即后面的“VP”是动作，“NP”是处所/时间/范围/条件/施事；还可以研究该结构的

语义指向问题，当“NP”表示时间、范畴、条件、行为主体时，语义指向较明确；当“NP”表示处所义

时，语义指向既可以指向动词“VP”的施事，也可以指向受事。比如： 

(1) 在教室里写字 

(2) 在黑板上写字 

(1)句中的状语“在 + NP”指向动作的施事，这时结构中的状语与动词的关系比较松散，因为状语和

动作无关，只表示施事所在的处所。 
(2)句中的状语指向动作的受事，结构中的状语与动词的关系比较密切，即“字”之所以在黑板上，

是因为“写”的结果。所以，当“NP”表示处所时，语义指向施事或者受事，与动词具有不同的关系[8]。 

从构式理论来看，“在 + NP + VP”这一结构使其中的“VP”增加了[+受限]的语法特征，而这一语

法特征是动词性成分本身所不具备的，只有在这种结构中才具有，可以把这种结构看做一个构式。作为

一个构式，就不能把整个结构的语义特征强加在结构中的动词性成分上。正如陆俭明先生所说，“有了

构式的观念，可以避免将句法格式的意义误归到该格式的某个词身上。”[9] (pp. 309-310) 

5.3. 语用上：多功能且受语境制约 

在语用上该结构从宏观上来看，该结构既可以做“话题”也可以做“说明”。比如： 

(1) “在国外教书不容易。” 

这个句子“在国外教书”充当话题，“不容易”充当说明，来说明“在国外教书”不容易这样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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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产生了幻觉，黑板犹如一个山洞，老师在洞口走来走去，他发出的声音嗡嗡直响，仿佛是撞在洞壁上的回

音。 

这个句子中，“在洞口走来走去”充当说明，前面的“老师”是话题。 
在微观上来看，结构的语义重点会随着语境不同而不同，体现在交际中就是重音位置的不同。比如： 

(3) “在发电厂烧锅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4)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3)句结合上下文可以理解，这是冬妮亚在追问保尔在什么地方工作，是针对工作地点进行提问，所

以在这种语境下，重音落在“发电厂”上，即“在发电厂’烧锅炉”。(’表示重读)假设上文针对保尔在

发电厂的工作进行提问，那么重音应该落在“烧锅炉”上，即“在发电厂烧锅炉’”。 
(4)句根据上下文可知是对“什么时候写信”进行提问，重音应该落在“星期一”上，即“他说他打

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假设上文针对星期一绥摩博士会做什么进行提问，那么重音会落在“写信

给他们”上，即“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说话时的重音决定了话语的焦点或意义重点，焦

点不同，表达的意思就有所区别。受到语境制约而在交际中表现为话语重音不同、焦点不同是该结构在

语用上的另一大特点。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 + NP + VP”这一结构由于各组成部分的语义特征不同，导致进入该结构的结果不

同。这一方面说明这一结构本身对各成分具有选择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语法中的组合规则要求语法成

分之间能够搭配、语义规则要求表达清晰、明确，这是从语义角度对这一结构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

这一结构在句法上既能充当主要成分也能充当次要成分、语用上既可以做话题也可以做说明等特点，也

说明了该结构作为一个能够独立使用的单元，其功能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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