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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英语无灵主语句定义出发，引入生命度和生命度等级概念，并根据生命度等级对英语无灵主语句的主

语名词和谓语动词进行生命度等级划分与分析。研究发现：英语无灵主语句主语的生命度等级大多在中等级别

以下，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则大多在中等级别以上；无灵主语句的典型特征是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高于主

语名词生命度等级。主语名词生命度等级越低，与之搭配的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越高，该句的隐喻性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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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中存在大量的无灵主语句，以往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英汉对比和翻译两方面，即通过英汉主语

对比、英汉表达方式对比、英汉思维对比和借助隐

喻理论研究该句式［１］。本文试图从英语无灵主语

句的定义出发，以生命度等级为研究视角探讨和分

析该句式，以期得到更多启示。

一、英语无灵主语句的定义与界定

如何界定英语的无灵主语句是理解、分析和使

用该句式的重要前提。目前，学界对英语无灵主语

句有以下５种命名方式：无生物主语、无生命主语、

物称主语、非人称主语和无灵主语。鉴于近些年文

献中“无灵主语”使用频率较高［１］，因此笔者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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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称。国内学者认为英语无灵主语句通常是指

由无灵主语与有灵谓语构成的句子。例如：“Ａ

ｈｅａｖｙｓｎｏｗ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的主语

ｓｎｏｗ无生命特征，是无灵名词，而动词ｖｉｓｉｔ则带

有生命特征，具有较强的生命性，该句是典型的无

灵主语句；而“Ｙｏｕｒｉｄｅａｉｓｕ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的主语ｉｄｅａ

不具有生命性，动词ｉｓ也无生命特征，该句是无灵

句，即整个句子都不存在明显的生命特征。

对无灵句的认知是界定无灵主语句的关键。

例如，一般认为“Ｗｏｒｒｙ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ｗｅｐｔｏｖｅｒ

ｈｉｍ”的主语ｗｏｒｒｙ和ａｎｘｉｅｔｙ为抽象概念，属非人

称非生物，谓语动词ｓｗｅｐｔ具有明显的生命特征，

因此，应归入无灵主语句范畴。但笔者认为，ｗｏｒ

ｒｙ和ａｎｘｉｅｔｙ虽然在指称意义上不具有生命特征，

但内涵意义上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因为通常只有

“人”会有“担忧”和“焦虑”的情绪特征，因此此类句

式的主语是具有生命性的，即有灵性。何明珠教授

在英语无灵主语句的定义中亦提到：“无灵主语句

由无灵主语和有灵谓语组成，或由虽在指称意义上

不具有外显生命性（ａｎｉｍａｃｙ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但在

陈述意义上具有内含生命性（ａｎｉｍａｃｙｉｎａｓｓｅｒ

ｔｉｏｎ）的名词化主语（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构成，即整个句子通过生命性概念的跨域映射

而成为一种隐喻表达方式。”［２］由此可见，名词与动

词的无灵性与有灵性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根据生

命度等级对其进行划分和隐喻性分析，是理解无灵

主语句的另一关键。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该句式排

除了被动语态句子中的无灵名词作主语的现象［３］。

二、生命度和生命度等级

（一）生命度

生命度（ａｎｉｍａｃｙ）指名词的感知度和生命力。

张伯江等指出：“生命度，顾名思义是从生物学的角

度对名词性成分进行分类，它的基本等级序列是人

类＞动物＞无生命物。然而随着类型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生命度已经成为一个广泛适用的纯语言学

概念，许多语言现象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生命度的作

用。”［４］随着对生命度研究的加深，学者对生命度等

级序列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进行了扩充

和细化，形成了不同但较为相似的生命度等级序列

排列。生命度作为语言概念具有多重语言功能与

属性，被认为是人类语言非常重要的属性之一，在

语法中无处不在［５］。

英语无灵主语句无论是主语还是谓语都与生

命度紧密相连，因此生命度对该句式的理解、分析

至关重要。因而若有一套理论依据能把名词和动

词同时进行生命度等级归类，将对无灵主语句的分

析起到简化、明确和统一的作用。然而，以往的研

究对生命度的范畴划分和等级排列主要与名词或

代词有关，对动词的生命度等级研究不多。王珏、

杨海明对汉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做过开创性的研

究，并且在动词和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归类上分别采

取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法［６７］，但主要途径都是举例

内省，所涉词汇有限。吉洁以生命度原型范畴理论

为基础，经过语料库统计和问卷调查，对名词、动词

的生命度作出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划分［５］，因此，

笔者借鉴该生命度等级划分对无灵主语句主语和

谓语进行分析。

（二）生命度原型范畴

人类是生命度范畴中的原型和认知参照点，人

类的本质属性是这个范畴的原型特征，范畴内其他

成员根据与人类的相似程度（带有原型特征的多少

与强弱），形成了一个生命度由高至低的等级性范

畴［５］。依据原型范畴，与生命有关的无灵主语句中

的无灵主语和有灵谓语同时纳入同一个理论和标

准之下，有利于研究的前后一致性和统一性。

通过对哲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思考

以及语料库的验证，可以将生命度总结为八个原型

特征：理性、感性、能动性、社会性、身体形态、身体

动作、生理过程、变化性。生命度等级越高的词语

群，其带有原型特征的词语就越多，所带特征的等

级也越高；生命度等级越低的词语群，带有原型特

征的词语就越少，所带特征的等级也越低［５］。生命

度以人为原型等级范畴，是具有普遍性的。同时，

原型特征受文化和语境等因素影响，具有动态性。

（三）名词和动词的生命度等级

１．名词生命度等级。基于生命度的原型特征

分析框架，按照各类名词所带原型特征的多少和强

弱，借鉴吉洁相关研究的评分排序和大型语料的搭

配验证，可将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定为高、中高、中、

较低、低五级。分别对应人＞动物／身体／植物＞群

组机构／心理概念（感觉、动机、认知、交流、行为）＞

人造实体（人造物、食物）／状态概念（现象、状态、过

程、事件）＞天然实体（自然物、物质）／属性概念（时

间、地点、属性、关系、所属、数量、形状）［５］。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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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动词生命度等级。与名词不同，动词的意义

不在于指称，而在于动作的表示。因此，动词生命度

范畴的原型是“该动作由（使）人发出的动作”。按照

由人发出的动作或使人发出的动作的概率，以及不

同词语所带有原型特征的多少与强弱，可以把动词

生命度等级分为高（８０％～１００％）、较高（６０％～

８０％）、中（４０％～６０％）、较低（２０％～４０％）、低

（０～２０％）五个等级（表１）
［５］。

表１　动词生命度等级及高频词

等级 高频词　　　　　

高　 ｋｎｏｗ、ｓｅｅ、ｈｅａｒ、ｇｅｔ、ｔｅｌｌ

较高 ｇｏ、ｎｅｅｄ、ｓｔｏｐ、ｃａｌｌ、ａｄｄ

中　 ｔａｋｅ、ｍａｋｅ、ｂｅｇｉｎ、ｂｒ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

较低 ｓｅｅｍ、ｓｈｏｗ、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ｆａｌｌ、ｆｏｌｌｏｗ

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ｉｓ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ｆｏｒｍ、ｃｏｎｔａｉｎ

三、生命度等级在英语无灵主语句分

析中的应用及启示

（一）根据主语类型进行的无灵主语句分类

１．时间、地点名词作主语。例如：

（１）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ｓａｗ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ｔ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ｃａｌｌ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Ｌｉ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ｔｏｔｈｅｇｙｍ．

（３）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ｔｏｗｎ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

（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ｅｎｊｏｙｅｄｒａｐ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ｙｅａｒｓ．

２．事物名词作主语。例如：

（５）Ｔｈｉ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ｈｅｒｆｅｅｌｂｅｔｔｅｒ．

（６）Ｌｉｔｔ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ｌｌｇｅｔｉｎｔｏｔｒｏｕｂｌｅｉｎ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３．动作名词作主语。例如：

（７）Ａｌｏｎｇｗａｌｋ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ｔｏ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ｈｏｔｅｌ．

（８）Ｗ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ｈｅｌｐｗｏｕｌｄｃｏｍｅｓｏｏｎ．

４．使用语言、表情名词作主语。例如：

（９）Ｈｉｓａｃｃｅ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０）Ｈ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ｌｌｓｕ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

ｈｅｒｍｉｎｄ．

５．衍生抽象名词作主语。例如：

（１１）Ｈｉｓｄｅａｔｈｈａｄｂｒｏｕｇｈｔｓａｄｎｅｓｓｔｏ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ｆａｍｉｌｙ．

（１２）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ｄｄｅｄｆｕｅｌｔｏｔｈｅｄｅ

ｂａｔｅ．

（１３）Ｔｈｅｓｏｆ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ｇａｖｅｈｉｍａｎｉ

ｄｅａ．

（１４）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ｉｌｌｎｅｓｓｔｏｏｋｈｉｍｔｏ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ｓｔｍｏｎｔｈ．

６．情感名词作主语。例如：

（１５）Ａｌｌｈ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ｅｓｅｒｔｅｄｈｉｍ．

（１６）Ｔｈｅｂｉｇａｎｇｅｒｄｅｐｒｉｖｅｄｈｉｍｏｆｈｉｓ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ｅａｔｉｎｇ．

（二）基于生命度等级的英语无灵主语句分析

１．主语名词和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序列划

分。在例（１）—例（４）中，主语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ｔｏｗｎ、Ｃｈｉｎａ分别表示时间、地点，例（５）

中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表示物质，两类名词可归类于属性概

念，在等级序列中属于最低等级，生命度最低；例

（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４）中的ａｃｃｅｎｔ、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ｄｅａｔｈ、ｓｏｆｔｎｅｓｓ、ｉｌｌｎｅｓｓ主要表示现象和状态，

属于状态概念，在等级序列中是属于较低等级，生

命度较低；例（６）、（７）、（１２）、（１５）、（１６）中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ａｌｋ、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ａｎｇｅｒ分

别表示感觉、动机、认知、行为，在等级序列中属于

中等级别，体现了心理概念的划分标准，生命度处

于中间等级。

在谓语动词的等级划分上，例（１）、（３）、（６）、

（１０）中ｓｅｅ、ｈｅａｒ、ｇｅｔ、ｔｅｌｌ等谓语在动词生命度等

级序列中属于最高等级，生命度最高，生命性强；例

（４）的ｅｎｊｏｙ虽未列在等级序列常用单词中，但在

所在文章里，该动词出现在动词生命度高等级论述

过程中［５］，因此生命度也很高；例（２）、（１２）、（１５）、

（１６）的ｃａｌｌ、ａｄｄ、ｄｅｓｅｒｔ、ｄｅｐｒｉｖｅ在生命度等级序

列中属于较高等级，生命性较强；而例（５）、（７）、

（８）、（９）、（１１）、（１３）、（１４）中的ｍａｋｅ、ｂｒｉｎｇ、ｃ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ｇｉｖｅ、ｔａｋｅ等动词处于生命度等级中级序

列，生命性居中。

２．主谓语生命度等级分布及对应主谓语生命

度等级对比。根据主语名词和谓语动词生命度等

级序列划分，笔者对上述１６个例句的主谓语生命

度等级分布以及同一句中主语与谓语生命度等级

对比进行了梳理。结果显示，主语名词的生命性等

级处于低或较低级别的有９处，占比５６．２５％；处

于中等级别有６处，占比４３．７５％；不存在处于较

高或高级别的主语名词。谓语动词的生命性等级

处于高或较高级别的有９处，占比５６．２５％；处于

中等级别有６处，占比４３．７５％；不存在处于较低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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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低级别的谓语动词。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度

高于主语名词的等级度有１４个，占比８７．５％；谓语

动词的生命度等级与主语名词等级度相同的有２

个，占比１２．５％；不存在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低

于主语名词等级度的情况。在１４对主谓对子中，

有７对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高出主语名词生命

度等级２个级别以上（高出４个级别有３个，高出

３个级别有２个，高出２个级别有２个），占比

５０％；另外７对谓语动词生命度等级高出主语名词

生命度一个级别，占比５０％；不存在谓语动词生命

度等级低于主语名词生命度等级的情况。

根据前文所述，无灵主语句通过生命性概念的

跨域映射而成为一种隐喻表达方式，概念隐喻理论

认为，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两个认知

域（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ｏｍａｉｎ），其中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

总是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据此，每一个英语无灵

主语句都存在两个概念域：具有生命性特征的始源

域和不具备生命性特征的目标域，在有无生命性或

生命性强弱的基础上，两个概念域进行跨域映射。

其隐喻机制为：首先，将始源域中的行为或动作主

体“人”这个概念映射到无生物或抽象物这一目标

域，这意味着把无生物或抽象物理解为“人”，具有

生命性，被赋予“生命性”特征；其次，始源域中“人”

与行为或动作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后，就成了无

生物或抽象物与“行为或动作”之间的关系；最后，

始源域中的“行为或动作”需要“人”来实施的知识

被映射到目标域中后，就使具有“生命性和生命特

征”的无生物或抽象物有了实施“行为或动作”的能

力，这就是生命性概念的跨域映射体现了无灵主语

句的隐喻性［８］。

以生命度等级为标准，级别差距越大，始源域

与目标域的跨度越大，隐喻性越强。据此，可以找

出上例中主谓对子等级差别最大的例句：“Ｔｈｅ

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ｓａｗ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ｕｎ

ｔｒｙ．”“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ｔｏｗｎｈｅａｒｄ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ｏｆｓｉ

ｌ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ｅｎｊｏｙｅｄｒａｐ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ｙｅａｒｓ．”始源域的ｓｅｅ、ｈｅａｒ、ｅｎｊｏｙ将

其为生命度很高的视觉、听觉等人的行为和心理意

志概念映射到目标域中，从而使ｄｅｃａｄｅ、ｔｏｗｎ、

Ｃｈｉｎａ等生命度等级最低的无生命性的时间、地点

概念有了生命性，增强了句子的隐喻性，句子表达

更加生动、形象。

（三）发现与启示

一是，５０％以上无灵主语句主语的生命度处在

较低或低级别，最高为中等级别，符合此句式主语

的“无灵”性，即主语生命性较弱；谓语动词的生命

度等级则全部处在中级以上，超过５０％的动词处

在较高或高级别，突显了无灵主语句谓语的“有灵”

性，即谓语生命性较强。二是，接近９０％的谓语动

词生命度等级高于主语名词，符合该句式定义中的

主谓搭配模式，谓语动词有灵性越强，名词有灵性

越弱，则其无灵主语句典型性越强；少数主谓语生

命度等级相同，但都处于生命度中级；没有主语生

命性高于谓语动词。三是，主语名词生命度等级越

低，与之搭配的谓语动词的生命度等级越高，该句

的隐喻性就越强；而动词的生命性越弱，此句便趋

向于无灵句，没有隐喻性可言。由于隐喻性强弱并

没有量化标准，因此本文只涉及主谓语生命度等级

对比较为明显的句子，由此也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英语中的动词生命度等级不是

固定不变的，因此会出现同一个动词既会出现在无

灵主语句中又可以出现在无灵句中这样的现象。例

如，ｏｐｅｎ作为及物动词时，如在“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ｐｅｎｓｔｈｅ

ｄｏｏｒ”中的生命等级较高，此为无灵主语句；作为不

及物动词时，如在“Ｔｈｅｄｏｏｒｏｐｅｎｓ”中生命等级较

低，此为无灵句。ｓｔｏｐ、ｌｉｅ等常用动词均有动态的多

等级变化现象，在使用中需注意语义识别。

参考文献：

［１］何明珠．英语无灵主语句研究综述［Ｊ］．西安外国语大

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１０ １３

［２］何明珠．英语无灵主语句在书面与口头语篇中的个案

研究［Ｊ］．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

１１４ １１９

［３］王福祯．英语句子辞典［Ｍ］．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２：８９５

［４］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Ｍ］．南昌：江西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０５

［５］吉洁．英语中的生命度等级研究［Ｄ］．北京：北京外国语

大学，２０１４

［６］王珏．汉语生命范畴初论［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２４３ ２４７

［７］杨海明．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研究［Ｄ］．广州：

暨南大学，２００７

［８］何明珠．英语无灵主语句的隐喻性与生命性认知探源

［Ｊ］．外国语文，２０１１（５）：３９ ４３

（责任编辑：刘　鑫）

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