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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汉语动词在实际话语中复杂的配价情况，把单一的价的概念分化为由联、项、位、元构
成的配价层级，用以全面地反映动词在不同的句式中对名词性成分的各种支配能力。
在这种配价层级的控制下，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约1640个动词（包括200个形容词）在不同层级上的支配
能力，同时描写这些动词的诸从属成分的语义角色；着重研究语义格不同的各种从属成分跟句法成分
的配位关系，努力反映不同的语义格在共现和占据句法位置时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配位方式之间
的转换关系和限制条件。
本书通过配位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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