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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领属结构里典型的被领者通常都是由光杆名词短语充任的，所以，以往的研
究大都是以领属结构的整体或其领属定语作为研究的对象。
《汉语领属结构中被领者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另辟蹊径，将领属结构中被领者作为领属结构研
究的切人口，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成就了作者在现代汉语领属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发现和令人耳目-新
的结论。
这一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汉语领属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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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早生，男，1971年1月出生，安徽旌德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1991年大学毕业，2004年考入贵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硕士毕业，获文学硕士
学位，毕业后留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任教，2006年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汉语言文字学
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主持的科研项目有：教育部2009年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汉语领属结构中被领者的句法、语义和
语用研究”，贵州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汉语领属范畴的信息可及性研究”，贵州大
学2009年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汉语领属结构中被领者的语用特性和类型学研究”等。
近年来，在《方言》、《汉语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要
代表性论文有《安徽旌德三溪话句尾语气词》（《方言》2009年第1期）、《现代汉语“V1+NPv1和v2
的受事+V2（V2）”的构式语义》（《汉语学习》2010年第1期）、《领属关系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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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类同定指与类指／通指相比：1）不同的是，类指本身不一定与语境中的定指事物相联系，而类
同定指一定与语境中的定指事物相联系。
2）相同的是，类同定指的所指至少是需要通过类指及类指的属性这一环节来联系所指。
　　类同定指与不定指相比，不同的是，不定指事物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完全不了解的一个新信息。
而类同定指的实际所指，虽然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不了解，但是说话人知道听话人了解一个与之相同属
性内涵的定指事物，而且该事物已经处于言谈的语境之中，在交际中说话人借助于这一定指事物来进
行转喻／隐喻，相对来说，语境已经提供给听话人实际所指事物一定的相关信息。
　　刚才所作的这些比较，让我们知道，类同定指一定同某个或某类事物的属性内涵相联系，这一点
与无指现象极为相似，不同的是，这种联系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要更进一步，由属性内涵进一步指向
一类事物或具体事物。
　　对于使用指示词表示无指的现象，前人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方梅（2002）就曾经做
过研究，并把它与比较句中的“这／那”进行对比分析。
她举了下面两个例子进行了分析：　　（14）有的人他是把白薯煮熟了以后，风干，弄成白薯干儿，
那个就，我很喜欢吃那个玩意儿，呃，就是，一咬就跟那橡皮筋儿一样。
　　（15）熬熬熬，熬到最后熬成一锅黏乎乎的，跟这稀浆糊似的那样的汤，这个拿起来就喝。
　　她认为，这里的“这橡皮筋儿”和“这稀浆糊”都具有非现实的特征。
也就是说，发话人和受话人不用它指称任何事物，但其特点是众所周知的，属于百科知识，说话人只
是用它作为参照点来说明“煮熟风干的白薯”和“粘乎乎的汤”的特性，只不过前一个是比拟，后一
个是比较而己。
而我们发现，我们所讨论的类同定指也是一种比较，只不过是把现实语境中的某个具体的定指事物与
所指进行比较，只是因为比较和被比较的对象内容完全相同，以至于在语言表达上使用了同一个言语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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