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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语文教学不外是环绕“听”、“说”、“读”、“写”四大技能，其中写作

反映了学生的书写能力，也反映了学生的语文水平，因为遣词用字、组句

成章都依靠平日学习时的积累。写作在考试中是必考环节，自然地也很受

语文教师们的重视。作文的文体种类一般有记叙文、说明文、描写问和议

论文四种，其中以记叙文写得较多。要写一篇好的记叙文，除了内容情节

以外，经验中我们会鼓励学生多注意遣词用字，比如使用成语、俗语等以

丰富表现力。这样的方法其实已涉及修辞的问题。近日在阅读《语法理论

纲要》一书时，发现范晓老师在第二篇第四章中专门谈到了语法和修辞的

关系以及这两者在文章中共存的问题。另外在第一篇里，范晓老师也提到

语法研究的成果“还没能很好地运用于教学”（范晓、张豫峰等，2003，页

24），所以我就想趁这次作业做一点初尝试。我个人的观察是向来人们提起

一篇“好文章”时，若不是说其“主题思想深刻”、“ 内容新颖”，就是“情

节动人”、“结构严谨”等。这些都是从广义的修辞（范晓、张豫峰等，2003）

的角度去评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就语法而言，一篇好的文章难道就只是“文

句通顺”、“没有语病”？若用三维语法的理论（范晓、张豫峰等，2003），

即从句法、语用、语义三方便去剖析一篇好文章，我们是否能从中寻找出

一些规律呢？若其中有一些规律，或许这对于在新加坡修读华文的学生，

甚至是对外汉语的学生在学习写作方面能提供一些作文的线索。这就是我

在这份作业里想探讨的问题。 

2 研究和实践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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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记叙文教学 

对于如何可以写好一篇记叙文，语文教师一般会让学生关注

“六要素”，即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伊

荣贵，2005）。除了关注整篇文章的结构以外，教师也会让学生对

人物和事件做进一步的思考，并设想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张运

辅，1999）。一篇好的记叙文要不忘加入细节的描写以及感人的情

节（ 陈祥书、王世美，2002；董云，2002）并结合本身的丰富经

历和深刻的感受等（金巍松，2000；闵文，2001；伊荣贵，2005）。

若学生能在文章中联系个人生活经验则能提高故事的真实性和表

现力（闵文，2001；彭武胜，2005）。平日多读一些好文章学习模

仿里边的遣词用字也有助于提升写记叙文的能力的（陈旭，2000；

伊荣贵，2005）。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教师们谈及如何写好一篇文章时，

他们大多都从作文的内容来谈，少数是从消极修辞（范晓、张豫

峰等，2003）的角度来谈的。下一节我们来看看老师、学者们如

何看待语法与写作的关系。 

2.2 语法教学与作文的关系 

教导学生语法对于作文的重要性是受到大部分教师的肯定

的。张先亮（2005）便观察到语法教学与中学生的作文成绩是密

切相关。凡是作文成绩好的学生，他们的语法都掌握得好。但是

反之，语法掌握得好的学生不一定作文就好，所以单懂得语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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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而不会实际运用到文章中是不行的。张先亮主张“中学语法教

学需要有专家学者作指导，通过经常性的诊断，对症下药”，但是

就不知道语文教师也算是“专家”，否则哪来那么多专家有那么多

时间为众多学生逐一指导作文？这项建议太理想化，和实际操作

还是有好一段距离的。 

对于掌握语法不一定就会作文的观点，汤国铣（2001a）提出

了一个人写作时是凭语感去判断句子是对还是错，靠的不是背起

来的语法规则。他认为语法和语感完全的两回事，前者是客观的

规律，后者是语言使用者本身的感受能力，所以掌握了语法并不

一定就能写出通顺的句子。但是，李晓宏（2004）却认为“个人

的语感不能代替语法分析”，懂得语法规对作文和语文的使用是必

要的。 

在教学如何进行发面，蔡伟（2004）主张作文与语法教学应

该“协同进行”，并提出一些方法，包括：作文教学中结合语法（引

陶伯英(1995)为例）、教语法时运用作文为语料、通过丰富多彩的

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学习语法知识。陶伯英(1995)进行了一次作文评

讲中结合讲解语法的尝试，他所触及的语法概念与用法包括：

“中”、“约（表大概义）”、“的、地、得”、“数量词、定语和中心

词的位置关系”、“这、那（作指代）”等。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值得其他教师参考。无独有偶，李晓宏（2004）也建议教师在课

堂为作文做讲评时兼讲语法。他认为在讲解语法概念时应该循序

渐进，由易到难，比如先讲词和词的组合关系，后讲句子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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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问题，往后再讲长句和复句组织出现的问题等。由于教师会

经历一段长时间教导一班学生，所以李晓宏提议教师把学生的问

题归纳起来一起讲解，并把其中一些重点概念通过不同次的作文

评讲课重复地讲这些语法规则，相信能达到加深学生印象的作用。

赵智英（1994）也建议让学生关注词语、典型例句和特殊例句以

增强对语法的认识从而达到作文进步的效果。汤国铣（2001b）是

少数主张在中学时候在教写作时谈语法是浪费时间的教师。就方

法而言，他说道“让学生知道一些基本（语法）概念”就可以了，

但是具体哪些是“基本概念”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语文教学中要有意识地结合听、说、读、写而不是把各技能

分开教导，这一项主张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肯定（例如：Goodman, 1989; 

Maxwell & Meiser, 1997; El-Koumy, 2002）。李晓宏（2004）也提出了将

作文教学和阅读教学结合来教语法。他建议在作文课上用学生“不

对的用例”来说明语法规则，阅读课上则通过范文来讲解正确的

用法。汤国铣（2001a）也提出通过阅读来培养学生的语感，并且

配合写作练习来增进思维以达到掌握语法的效果。 

纵观上述，学者、教师们虽然所主张的方法不同，但是他们

都专注于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则，希望借语法教学使学生做作文时

不会写出不合乎语法的语句来。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而论，他们所

关心的只是句法层面的问题，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似乎都没有涉

及。所以在这次作业中，我想尝试从语义和语用层面入手，看看

是否能概括出一些规律，借以在指导作文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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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简述 

3.1 分析对象 

语法的研究要从具体语言的使用情况中去着手（范晓、张豫

峰，2003），一篇文章或散文便是语言具体使用中的一例。在这个

原则的前提下，为了探寻一篇好的文章中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语法

规律，我选择了两篇记叙文作为研究对象以进行抽象和概括。第

一篇是杏林子的《书的王国》，第二篇是老舍的《养花》。《书的王

国》是中一华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而《养花》则是许多华文老师

爱选用的课外阅读篇章。选择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一来是这两位都

是知名作家，他们在语言的使用可作为一种典范供学习，二来则

是好文章若能联系课本或课程材料，则为教师们在教学上提供教

学设计的方便。 

3.2 分析方法 

单就语义和语用两方面去分析上述两篇文章，我们就可以从

许多不同角度去探讨文章的字句。限于这篇文章的篇幅，语义方

面我选择分析两篇文章中句模的使用情况，语用方面则探讨句子

成分从缺的情况。 

在分析句模时，我采取文章中各小句逐一分析的方法进行。

大多数时候，各小句对应的是作者标示逗号的位置，但文章中有

少数逗号所分隔的是连词或名词性短语，这些都不单独作句模分

析，因为动核结构是语义结构分析的 重要部分（范晓、张豫峰

等，2003），因此这一次的句模分析都是环绕存在动核结构的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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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的。 

句子成分从缺的探讨是和句模分析同步进行的。这一次的研

究我会通过观察语义成分（在分析句模时）来看看两位作家在文

章中省略句子成分的情况。这一次的研究只关注严格意义的“省

略”（吕叔湘，1979）而不包括“隐含”的成分在内。做这一部分

的探讨有助于在教学中帮助一些学生理解从缺的功用，例如有些

学生在写作文时句子间代词出现的频率过高，显然地他们对于从

缺的语用功能理解得还不够，语言自然就不符合经济性原则了。 

这一次的作业没有涉及句法层面，所以我在处理语义和语用

两个层面时还是尝试做到“二合一”。为此，我在范晓、张豫峰等

（2003）的各式句模分类（下称“标准句模”）的基础上增添了带

“零”的一类成分1，例如“零施事”、“零系事”、“零起事”等。

所谓的“零”就是某个句模成分从缺了。这些成分往往是在动态

的语言使用中因为句法结构的要求、语用表达的要求以及语言的

经济性原则等因素而被省略了（范晓、张豫峰等，2003）。在两位

作家的文章中，语义成分省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是有待我们

去探索的。 

两篇散文都有单句中的复杂句模出现，在量的统计方面，例

如“并列式联合模”是由两个“施事+动核+受事”组成，数量上

按两个“施事+动核+受事”简单句模计。因此，句模的总数可能

会比小句的总数来得多。 
                                                        
1 “零”的概念转移自屈承熹（2006）《汉语篇章语法》中第八章中所使用的“零回指词 0”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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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的情况 

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两篇文章的分析情况，首先我们先谈语义层面

句模的分析情况，接着才谈语用层面语义成分从缺的情况。我也会为两篇

文章的情况进行比较，并在各节结尾部分讨论一些教学建议。 

4.1 语义层面——句模的分析 

这里我们先谈谈杏林子《书的王国》，接着才谈老舍的《养花》，

然后再比较两篇散文的句模使用情况。 

4.1.1 杏林子《书的王国》 

杏林子的文章是两篇散文中较短的一篇，全文仅有 493

个字，一共划分出 50 个小句，其句模的分布概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书的王国》句模的数量分布概况 

句模类型 类型数量 

标准句模 13（50.0%） 

带“零”成分的句模 13（50.0%） 

总数 26（100.0%） 

从表4.1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文章中一共用了26种不同的

句模来表达语义。从语用的角度看，作者有半数的小句是带

有部分句模成分从缺的。《书的王国》中具体的句模类型与

数量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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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书的王国》具体句模的数量分布 

句模类型 简单句模 小句数量 

施事+动核+受事 6（10.3%）

施事+动核 5（8.6%）

起事+动核+止事 4（6.9%）

系事+动核 3（5.2%）

施事+替事+动核+受事 2（3.4%）

施事+动核+位事 1（1.7%）

施事+境事+动核+受事 1（1.7%）

施事+凭事+因事+动核+受事 1（1.7%）

系事+动核+受事 1（1.7%）

起事+境事+动核+止事 1（1.7%）

境事+系事+动核 1（1.7%）

领事+受事+动核 1（1.7%）

标准句模 

替事+系事+境事+动核 1（1.7%）

零施事+动核+受事 10（17.2%）带“零”成分 

的句模 
零经事+动核+受事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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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模类型 简单句模 小句数量 

零施事+动核+零受事 2（3.4%）

零施事+替事+动核+受事 2（3.4%）

境事+零经事+动核+涉事 2（3.4%）

零施事+境事+动核+受事 2（3.4%）

零施事+境事+动核+零受事 2（3.4%）

零起事+动核+止事 2（3.4%）

受事+境事+动核+零施事 1（1.7%）

（半）零受事+零施事+动核 1（1.7%）

零施事+动核 1（1.7%）

零施事+动核+位事 1（1.7%）

带“零”成分 

的句模 

零领事+起事+动核+止事 1（1.7%）

总数 58（100.0%）

从表 4.2 中，我们看到标准句模“施事+动核+受事”类使用

多，占句模总数的五分之一，其次是“施事+动核”及“起

事+动核+止事”两类句模。再看带“零”成分的句模，其“零

施事+动核+受事”类的使用频率居然超过标准句模“施事+

动核+受事”类将近一倍那么多。若一同计算其他带有“零

施事”的句模来看，“（零）施事+动核+受事”一类句模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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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 22 次（37.9%），将近四成的句子之多。由此可见作

者杏林子在写记叙文时，经常省略动作的发出者，在这篇文

章中应该是代名词“我”的从缺。 

表 4.3：《书的王国》复杂句模的分布 

复杂句模类型 类型数量 

并列式联合模 5（33.3%） 
单句复杂句模

递进式联合模 2（13.3%） 

转折模 3（20.0%） 

因果模 2（13.3%） 

条件模 1（6.7%） 

连贯模 1（6.7%） 

复句复杂句模

并列模 1（6.7%） 

总数 15（100.0%） 

如表 4.3所示，作者在文章中一共运用了 15个复杂句模，

这个数量占全文句模总数的 25.9%，即四分之一之多。在《书

的王国》这篇散文中，我也发现了复句复杂句模有内嵌的情

况，即复句复杂句模中出现了一个或以上的单句复杂句模，

甚至是复句复杂句模。这样的情况一共有四处，如表 4.4 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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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书的王国》复杂句模内嵌示例 

序

号 

文章语句 复句 

复杂句模 

内嵌 

复杂句模 

自己村子的借完了，  

就[1到别的村子去]1[2(到别的村子去)借]2， 并列式联合模 

1.  

因此，母亲常要走很远的路。 

因果模 

 

[1父母亲频频劝[2我]1多休息]2， 递进式联合模 

[1催促[2我]1早睡]2， 递进式联合模 

我却已经沉迷在里面，  

2.  

欲罢不能了。 

转折模 

 

我除了订购许多报刊杂志之外， 

也不断地购买新书。 
复句并列模 

3.  

于是桌上枕边，书香洋溢。 

连贯模 

 

4.  一个人只要肯做，  

 就[1 能为自己]1[2(能)开创出一片广阔的

新天地]2。 

条件模 
并列式联合模 

注：圆括号（）中的字是为辅助说明而加上去的。各粗体字乃复句复杂句模的标记。斜
体划底线的字乃内嵌复杂句复杂句模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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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4 中，我们见到了《书的王国》中复杂句模内嵌的情

况。值得一提的是，复杂句模内嵌的出现率在杏林子这篇散

文中占了复句复杂句模总数的一半之多。 

4.1.2 老舍《养花》 

老舍的文章篇幅就相对长了，全文一共有 791 个字，一

共划分出 100 个小句，其句模的分布概况如表 4.5 所示： 

表 4.5：《养花》句模的数量分布概况 

句模类型 类型数量 

标准句模 19（43.2%） 

带“零”成分的句模 25（56.8%） 

总数 44（100.0%） 

如表 4.5 所列，老舍在文章中一共用了 44 种不同的句模来表

达语义。从语用的角度看，作者有超过半数的小句是带有部

分句模成分从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表 4.6 中所列的《养

花》一文具体的句模类型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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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养花》具体句模的数量分布 

句模类型 简单句模 小句数量 

起事+动核+止事 13（12.6%）

系事+动核 11（10.7%）

施事+动核+受事 6（5.8%）

施事+境事+动核 4（3.9%）

经事+动核+涉事 2（1.9%）

起事+境事+动核+止事 2（1.9%）

施事+动核 1（1.0%）

施事+动核+成事 1（1.0%）

施事+动核+涉事 1（1.0%）

施事+动核+位事 1（1.0%）

施事+（把）涉事+动核 1（1.0%）

系事+动核+涉事 1（1.0%）

系事+境事+动核 1（1.0%）

系事+使（使事）+动核 1（1.0%）

标准句模 

 

标准句模 

经事+动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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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模类型 简单句模 小句数量 

受事+施事+动核 1（1.0%）

境事+系事+动核 1（1.0%）

境事+施事+动核+受事 1（1.0%）

境事+施事+动核+成事 1（1.0%）

零起事+动核+止事 10（9.7%）

零施事+动核+受事 8（7.8%）

零施事+动核 4（3.9%）

零施事+境事+动核 4（3.9%）

零施事+动核+成事 2（1.9%）

零施事+受事+动核 2（1.9%）

零施事+（使）使事+动核 2（1.9%）

零经事+动核 2（1.9%）

零系事+境事+动核 2（1.9%）

受事+零施事+动核+境事 1（1.0%）

受事+（被）零施事+动核 1（1.0%）

带“零”成分 

的句模 

 

 

 

 

 

 

 

 

 

 

 

 

 境事+零施事+动核+受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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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模类型 简单句模 小句数量 

境事+零施事+（把）使事+动核 1（1.0%）

涉事+零系事+动核 1（1.0%）

零施事+动核+涉事 1（1.0%）

零施事+动核+当事+（半）零受事 1（1.0%）

零施事+动核+境事 1（1.0%）

零施事+动核+零受事 1（1.0%）

零施事+动核+零受事+境事 1（1.0%）

零施事+境事+动核+受事 1（1.0%）

零施事+境事+动核+零受事 1（1.0%）

零施事+境事+动核+（半）零受事 1（1.0%）

零施事+（把）使事+动核 1（1.0%）

零施事+（把）受事+动核 1（1.0%）

 

 

 

带“零”成分 

的句模 

零经事+动核+涉事 1（1.0%）

总数 103（100.0%）

如表 4.6 中所列，标准句模“起事+动核+止事”和“系事+

动核”类是老舍用得 多的两种句模，分别使用了 13（12.6%）

和 11（10.7%）。“起事+动核+止事”类则是第三多的，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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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 6 次（5.8%）。若把带“零”的句模算在内，“（零）

起事+动核+止事”句模的使用率占了 32.3%，将近全文的三

分之一。这或许是老舍在文章中积极地为许多事物间的关系

做说明的缘故。 

表 4.7：《养花》复杂句模的分布 

句模类型 类型数量 

并列式联合模 8（32.0%）

递进式联合模 3（12.0%）单句复杂句模

“兼语”补充模 1（4.0%）

因果模 3（12.0%）

转折模 3（12.0%）

注释模 3（12.0%）

条件模 2（8.0%）

选择模 1（4.0%）

复句复杂句模

并列模 1（4.0%）

总数 25（100.0%）

如表 4.7所示，作者在文章中一共运用了 25个复杂句模，

这个数量占全文句模总数的 24.3%，接近四分之一。其中，

单句复杂句模中的“并列式联合模”的使用频率 高，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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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三分之一。显然地，文章末尾的排比句大大地提升了

这个数字。在《养花》这篇散文中，单句复杂句模和复句复

杂句模的使用频率只以一次之差，非常接近。 

4.1.3 《书的王国》、《养花》之比较 

老舍的的《养花》在篇幅上比杏林子《书的王国》要长

上六成，用来表达语义的句模也多出 18 类。两位作家所使

用的句模有共同的，如表 4.8 所列： 

表 4.8：《书的王国》、《养花》共同出现的句模类型 

  

《
书

的
王

国
》

频
率

 

《
养

花
》

频
率

 

使
用

频
率

总
和

 
起事+动核+止事 4 13 20.2%

施事+动核+受事 6 6 17.1%

系事+动核 3 11 16.3%

施事+动核 5 1 10.4%

起事+境事+动核+止事 1 2 3.8% 

施事+动核+位事 1 1 2.9% 

标准句模 

境事+系事+动核 1 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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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的
王

国
》

频
率

 

《
养

花
》

频
率

 

使
用

频
率

总
和

 

零施事+动核+受事 8 8 22.9%

零起事+动核+止事 1 10 11.6%

零施事+动核 1 4 5.8% 

零施事+动核+零受事 2 1 4.7% 

零施事+境事+动核+受事 1 1 2.9% 

带“零”成

分的句模 

零施事+境事+动核+零受事 1 1 2.9% 

共同的标准句模中，“起事+动核+止事”、“施事+动核+受事”、

“系事+动核”三个类型是两位作家常用来表示语义的，带

“零”的句模则是“零施事+动核+受事”、“零起事+动核+

止事”、“零施事+动核”三类 常用。 

除了共同使用的句模以外，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对

方所没有使用的句模类型，先将这些句模分别列在下一页的

表 4.9 和表 4.10 中： 



 

 19

表 4.9：《书的王国》中独有的句模类型 

标准句模 带“零”成分的句模 

施事+境事+动核 
+受事 

施事+凭事+因事 
+动核+受事 

受事+境事+动核 
+零施事 

（半）零受事+零施
事+动核 

施事+替事+动核 
+受事 

系事+动核+受事 境事+零经事+动核 
+涉事 零施事+动核+位事 

境事+系事+动核 领事+受事+动核 零施事+替事+动核 
+受事 零经事+动核+受事 

替事+系事+境事 
+动核 

 零领事+起事+动核 
+止事  

 

表 4.10：《养花》中独有的句模类型 

标准句模 带“零”成分的句模 

施事+动核+成事 施事+动核+涉事 零施事+动核+涉事 零施事+动核+境事 

施事+境事+动核 施事+（把）涉事 
+动核 零施事+动核+成事 零施事+受事+动核 

系事+动核+涉事 系事+境事+动核 零施事+动核+当事 
+（半）零受事 

零施事+动核 
+零受事+境事 

系事+使（使事）+
动核 经事+动核 零施事+境事+动核 零施事+境事+动核 

+（半）零受事 

经事+动核+涉事 受事+施事+动核 零施事+（使）使事 
+动核 

零施事+（把）使事 
+动核 

境事+施事+动核 
+受事 

境事+施事+动核 
+成事 

零施事+（把）受事 
+动核 零经事+动核 

 零经事+动核+涉事 零系事+境事+动核 

 

4.1.4 教学建议 

对于两位作家在写作记叙文时所使用的句模有了一个认识后，

我们就有所参照，可以在作文教学时配合学生的现状，将重点放在

一些句模上的掌握上。从标准句模来看，我们可以参照表 4.8 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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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作家使用频率 高的几类句模入手，如“起事+动核+止事”、“ 施

事+动核+受事”、“系事+动核”、“施事+动核”等是必定要掌握的。

通过不同句模的学习和使用，由常用的以至两位作家都较少用的句

模，作文时就不会局限于某一些组句方式而使作文变得单调。 

除了标准的句模，我们也要让学生关注并学习使用带“零”成

分的句模。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到两位作家都大量地在文章

中省略语义成分。这或许意味着语义成分的省略，即带“零”成分

的句模的使用标志着一个写作人的语文水平及其文章的优劣，因为

老舍使用的省略的情况更多（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配合语用层面了解

更多），而他的文学造诣也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简单句模，复杂句模的掌握相信也是能够开拓学生的组句

的能力的。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表 4.3 和表 4.7 所列出的两位作家在文

章中所使用的复杂句模。我们尤其可以指导学生复杂句模内嵌式的

用法，而表 4.4 中所列的例子就可以作为说明时所用的例子了。掌

握复杂句模相信也能帮助解决作文时行文组句单调缺少变化的问

题。 

4.2 语用层面——语义成分的从缺 

这一部分我们将关注两篇散文中语义成分从缺的情况。这些

省略都表现在第 4.1 节里我们分析句模时的各式“零成分”。这里

我们照旧先谈谈杏林子《书的王国》，接着才谈老舍的《养花》，

然后再比较两篇散文中语义中的“零成分”的出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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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杏林子《书的王国》 

《书的王国》中省略语义成分的情况我们分作句首省

略、句中动核前省略以及动核后省略三类来看，情况如表

4.11 中所示： 

表 4.11：《书的王国》中的语义成分省略 

句中位置 语义成分 次数 

零施事 14 (46.7%) 

零经事 3 (10.0%) 

零系事 3 (10.0%) 

零起事 1 (3.3%) 

零领事 1 (3.3%) 

句首省略 

（半）零受事 1 (3.3%) 

零施事 2 (6.6%) 

零受事 1 (3.3%) 句中动核前省略

零经事 1 (3.3%) 

句中动核后省略 零受事 3 (10.0%) 

总数 30 (100.0%) 

从表 4.11 中，我们不难发现句首语义成分的省略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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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无论是“零施事”或是“零经事”等，这些都对应

句法结构中的主语，属于主事从缺。另外，属于“句中动核

前省略”的“零施事”和“零经事”也是句法结构中的主语，

同属主事从缺；被省略的语义成分前边的其他语义成分则是

对应句法结构中的定语或表时间、地点等的介词结构等。文

章中“句中动核后省略”的语义成分都是“受事”，它们对

应的是句法结构中的宾语，属于客事省略。这一观察和范晓、

张豫峰等（2003）在谈论语用时句子成分从缺时所提出的情

况是相吻合的。 

《书的王国》中的主事省略集中在承前省略和蒙后省略

两类，对象包括“书、我、母亲、右臂、父母、一个人”；

客事的 3 次省略都是承前省略受事“我”。这里提到的文中

省略全都属于言内语境的上下文从缺。我进一步分析了发生

承前或蒙后省略的小句以及这些省略部分所指的对象的间

隔距离时，得到表 4.12 中的结果： 

表 4.12：《花的王国》语义成分省略部分与对象的间隔

距离 

间隔距离 频率 间隔距离 频率 

一个小句 15 (53.5%) 一个句子 4 (14.3%)

两个小句 4 (14.3%) 两个句子 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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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距离 频率 间隔距离 频率 

三个小句 1 (3.6%) 三个句子 1 (3.6%)

四个小句 1 (3.6%)

从表 4.12 中我们可以得知语义成分省略的部分，它所承前或

蒙后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介于前后一个小句的间隔，若是跨

出小句所属的句子范围，则以一个句子为多，至多不超过三

个句子的距离。 

接下来，这里我要说明一个在之前的一些表中（如表4.2、

4.6 等）已出现过但一直没有说明的内容，即“（半）零受事”

的问题。我们这里举三个小句之一的 “自己村子的借完了”

来看看语义分析的情况： 

自己村子的 （书） （妈妈） 借完了， 

（半）零受事 零施事 动核 

这小句中“自己村子的”其实是一个定心短语中的定语部分，

中心语“书”是承前受事从缺。“书”是已知信息，所以在

文章中可以从缺而不影响理解（范晓、张豫峰等，2003）。

由于这里省略的只是整个定心短语的一半，这一类“半缺半

现”的情况我把它表示为“（半）零受事”。 

除了说明“（半）零受事”的问题之外，“自己村子的借

完了”这一小句也展示了语义成分的从缺可以超过一个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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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里边“妈妈”作为施事也是承前从缺的。《书的王国》

中，超过一个语义成分从缺的小句（包括“（半）零受事”

类）统计一共有 5 个（详细的分析可参考附录）。 

4.2.2 老舍《养花》 

《养花》中省略语义成分的情况我们同样分作句首省

略、句中动核前省略以及动核后省略三类来看，情况如表

4.13 中所示： 

表 4.13：《养花》中的语义成分省略 

句中位置 语义成分 次数 

零施事 25 (41.6%) 

零系事 13 (21.7%) 

零起事 10 (16.7%) 
句首省略 

零经事 3 (5.0%) 

零施事 3 (5.0%) 
句中动核前省略

零系事 1 (1.7%) 

零受事 3 (5.0%) 
句中动核后省略

（半）零受事 2 (3.3%) 

总数 60 (100.0%) 

如同表 4.13 中所列，文章中的语义成分省略主要都是主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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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包括句首省略和句中动核前省略两类）；相比之下，句

中动核后的客事省略只占所有出现省略的小句的 8.3%。 

《养花》中的主事省略几乎都是言内上下文中的承前省

略和蒙后省略两类，对象很多，包括“指人的我、全家，指

物的花、几百盆花、花草、三百株菊、秋天的天气、倒下的

墙，指事的养花、把脑力和体力结合、花草养活了、多得些

知识”。主事中惟一的言外语境从缺是“（天）下了暴雨”中

的施事“天”；客事的省略则都是承前省略受事“我”或“养

花”。我紧接着分析了发生承前或蒙后省略的小句以及这些

省略部分所指的对象的间隔距离时，得到表 4.14 中的结果： 

表 4.14：《养花》语义成分省略部分与对象的间隔距离 

间隔距离 频率 间隔距离 频率 

一个小句 19 (33.9%) 一个句子 4 (7.1%)

两个小句 6 (10.7%) 两个句子 8 (14.3%)

三个小句 3 (5.4%) 三个句子 1 (1.8%)

四个小句 2 (3.6%) 四个句子 3 (5.4%)

五个小句 2 (3.6%) 七个句子 2 (3.6%)

六个小句 2 (3.6%) 八个句子 2 (3.6%)

七个小句 1 (1.8%) 九个句子 1 (1.8%)



 

 26

从表 4.14 中我们可以得知《养花》问只能够语义成分省

略的部分，它所承前或蒙后的对象三分之一的时候是介于前

后一个小句的间隔，其中间隔二至六个小句的情况各有两个

小句，而 常的间隔可达七个小句，可见老舍文中使用了许

多逗号，促成了较长的句子。对于小句所属的句子范围以外

的承前或蒙后对象，则出现少至一个句子，多至间隔九个句

子的距离。这些三个句子以上的间隔情况，所省略的语义成

分都是主事“我”的承前省略。 

《养花》中在一个小句中从缺的成分在两个以上的（包

括“（半）零受事”类）按统计一共有 5 个（详细的分析可

参考附录）。 

4.2.3 《书的王国》、《养花》之比较 

就语义成分省略的次数来看，《书的王国》中带省略的

小句占全文小句数目的 51.7%，比较《养花》中 58.3%是略

微低的，可见老舍在文章中更多时候对语义成分进行省略。 

比较两篇文章中语义成分省略部分与对象的间隔距离

时，我们更可以看到《养花》中不但较经常出现较长的句子

以外，我们所关注的间隔距离居然能达到了七个小句和九个

句子之多，主事“我”的省略非常的惊人。相比之下《书的

王国》中语义成分省略部分与对象的间隔距离就显得一般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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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教学建议 

句子成分的省略是一些学生可能面对的问题，什么时候

该省略什么时候不该，什么时候可以省略什么时候不可以，

诚如范晓、张豫峰等（2003）所提到的，句子成分的省略除

了是文章中新旧信息的更替问题以外，也受语言使用者共享

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新加坡修读华文的学生的背景文化不

同，在句子成分省略的理解和使用上可能面对不同程度的问

题。从第 4.2 节中的分析来看，两位作家语义成分的省略都

主要集中在主事上，而大多是发生在句首，这样的规律学习

起来不难，但是要说明非句首的省略用法单就从语义成分来

解释就显得不足了。另外，对于省略的语义成分和其承前或

蒙后的对象之间间隔距离的问题，我们看到两位作家大多数

时候是在间隔一个小句的情况下进行语义成分省略，但是我

们也看到间隔三、四个句子个句子甚至是间隔九个句子而主

事一直处于省略的状态的情况。要向学生说明承前蒙后对象

的间隔距离的限度问题，单就从语义成分的角度来解释就显

得不足够了。 

综上所述，通过这次的小实验，我们发现语用层面的句

子成分从缺在写作中是一定会使用到的，而且两位作家的文

章显示了省略在实际动态语境中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要为

学生厘清上述的问题，须结合语用层面的多方面来共同解释

才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并帮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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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和总结 

这一次的研究带有许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于分

析过程中对于现象的解释，同时也限制了教学建议的具体程度。首先是三

维语法理论在这次的作业中的结合问题，语义、语用层面的分析在缺少句

法层面的解释下是一个 大的缺失。另外，语用层面的复杂性也为这次的

作业带来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第 4.2 节中的句子成分从缺中的间隔距离问

题，就有必要结合多方面的分析，在成分省略的视角上再加入焦点、照应、

话题等其他方面的解释或许才能够更全面地解释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由

此我们才能实施更有效地作文教学，甚至是听力、说话、阅读等其他环节

的教学。另外，这一次的作业仅仅在两篇记叙文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概括

显然是不足以反映动态语言使用环境中的种种现象的。若能在研究对象的

量上下功夫，无论是就一位作家的更多散文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或是比较

更多的作家的经典之作或是有代表性的文章，相信是更能够更真实反映动

态语言的活力，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作文。 

这一次的作业尝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语法与作文教学的实践方

法，由于以三维语法的角度去诠释是前人所甚少涉及的，所以所用的方法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有待确定的。但是作为一次探索，我也不是没有收获

的，说一篇文章的优劣不应该只限于大多数老师较关心的修辞的一面。从

一个语法的视角（尤其是结合句法、语义、语用）同样也可以归纳出一些

特征的。另外，我感觉句模、语义成分从缺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以及实际动

态层面似乎还是存在某些差距的。理论的完善有待实践中去寻找它的不足，

而实践的展开却同时也受现有理论的研究进度与解释能力所影响，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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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制约、其关系密不可分的情况在这一次试验中似乎也反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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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杏林子《书的王国》 （取自中学华文课本，中一上（快捷），第十二课） 

 
  书，一度是我的堡垒，也是我的王国。 
  在初病的那几年，面对着日趋恶化的病情，不可知的命运，我真有前途渺茫，不知
何去何从的感觉。 
  于是，我用书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很好的堡垒，躲在里面，可以忘掉病痛，忘掉眼泪，
忘掉一切的不幸。至今记忆 深的是每天晚饭后，母亲就出门为我借书，不管认识不认
识的人家，她都要敲门询问一番。自己村子的借完了，就到别的村子去借，因此，母亲
常要走很远的路。然而，母亲辛辛苦苦借来的书，往往在我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之下，
三两下就读完了。母亲只有一趟趟走得更远了。一直到父亲认识了一位图书馆管理员，
托他借书，母亲肩上的重担才放下来。 
  慢慢地，书为我开拓了一个新的人生领域，我又找到了自己，肯定了生命的意义。
原来，生活的天地虽小，方格子的世界却广阔无比，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任由我去
幻想、去创造、去发挥。为了写作，我的右臂一年四季肿痛不堪，硬得像石头一样。父
母亲频频劝我多休息，催促我早睡，我却已经沉迷在里面，欲罢不能了。写作对我来说
真是一种极大的心灵享受。 
  就这样，我从爱书人又步上写书人的艰苦路程。由于学识不足，经历太浅，我需要
看更多的书，吸收更多的知识。我除了订购许多报刊杂志之外，也不断地购买新书。于
是桌上枕边，书香洋溢。每日看书写书，写书看书，其乐无穷。 

我发现，一个人只要肯做，就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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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老舍《养花》 (原载 1956 年 12 月 12 日《文艺报》)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
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
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
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 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
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
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象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
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
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
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
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
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
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
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
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
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
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
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
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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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书的王国》句模与语义成分省略分析 

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内嵌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
略 
对
象 

间隔 
距离 

1.  书，一度是我的堡垒， 起事 动核 止事      
2.  也是我的王国。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模  
承前省略 书 1 个小句 

3.  在初病的那几年，面对着日趋恶化
的病情，不可知的命运， 

境事 零经事 动核 涉事  
并列式 
联合模  蒙后省略 我 1 个小句 

4.  我真有前途渺茫，不知何去何从的
感觉。 

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式 
联合模     

5.  于是，我用书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很
好的堡垒， 

施事 凭事 因事 动核 受事      

6.  躲在里面， 零施事 动核 位事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7.  可以忘掉病痛， 零经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2 个小句 
8.  忘掉眼泪， 零经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3 个小句 
9.  忘掉一切的不幸。 零经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4 个小句 
10.  至今记忆 深的是每天晚饭后， 零领事 起事 动核 止事    蒙后省略 我 1 个小句 
11.  母亲就出门为我借书， 施事 替事 动核 受事       
12.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家，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母亲 1 个小句 
13.  她都要敲门询问一番。 

施事 动核    递进式 
联合模     

14.  自己村子的借完了， 
（半）
零受事

零施事 动核   因果模  
承前省
略、蒙后
省略 

书、
母亲

1 个句
子、2 个
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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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内嵌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
略 
对
象 

间隔 
距离 

15.  就到别的村子去借， 

零施事 境事 动核 
零受
事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
略、蒙后
省略 

书、
母亲

1 个句
子、1 个
小句 

16.  因此，母亲常要走很远的路。 施事 动核 受事       
17.  然而，母亲辛辛苦苦借来的书，往

往在我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之下，
三两下就读完了。 

受事 境事 零施事 动核  转折模  承前省略 我 3 个句子 

18.  母亲只有一趟趟走得更远了。 施事 动核         
19.  一直到父亲认识了一位图书馆管

理员， 
系事 动核 受事        

20.  托他借书，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递进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母亲 1 个句子 

21.  母亲肩上的重担才放下来。 领事 零受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母亲 1 个句子 
22.  慢慢地，书为我开拓了一个新的人

生领域， 
施事 替事 动核 受事       

23.  我又找到了自己， 施事 动核 受事        
24.  肯定了生命的意义。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25.  原来，生活的天地虽小， 系事 动核        
26.  方格子的世界却广阔无比， 系事 动核    

转折模 
    

27.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任由我去
幻想、 

受事 施事 动核        

28.  去创造、 零施事 动核 零受事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29.  去发挥。 零施事 动核 零受事     承前省略 我 2 个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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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内嵌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
略 
对
象 

间隔 
距离 

30.  为了写作，我的右臂一年四季肿痛
不堪， 

替事 系事 境事 动核       

31.  硬得像石头一样。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右臂 1 个小句 
32.  父母亲频频劝我多休息， 

施事 动核 受事   递进式 
联合模    

33.  催促我早睡，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递进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父母 1 个小句 

34.  我却已经沉迷在里面， 施事 动核 位事       
35.  欲罢不能了。 零施事 动核    

转折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36.  写作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心

灵享受。 
起事 境事 动核 止事       

37.  就这样，我从爱书人又步上写书人
的艰苦路程。 

施事 境事 动核 受事       

38.  由于学识不足， 零系事 动核     蒙后省略 我 2 个小句 
39.  经历太浅， 零系事 动核     蒙后省略 我 1 个小句 
40.  我需要看更多的书， 施事 动核 受事       
41.  吸收更多的知识。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因果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42.  我除了订购许多报刊杂志之外， 施事 动核 受事      
43.  也不断地购买新书。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并列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44.  于是桌上枕边，书香洋溢。 境事 系事 动核   
连贯模 

    
45.  每日看书写书， 

零施事 境事 动核 受事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46.  写书看书，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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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内嵌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
略 
对
象 

间隔 
距离 

47.  其乐无穷。 系事 动核         
48.  我发现， 施事 动核         
49.  一个人只要肯做， 施事 动核        
50.  就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广阔的新

天地。 
零施事 替事 动核 受事  

条件模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一个
人

1 个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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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养花》句模与语义成分省略分析 

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1.  我爱花， 经事 动核 涉事     
2.  所以也爱养花。 零经事 动核 涉事  

因果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3.  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 起事 动核 止事     
4.  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因果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5.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施事 （把）涉事 动核      
6.  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 涉事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7.  只要开花， 零系事 动核 成事  承前省略 花 1 个小句 
8.  我就高兴。 系事 动核   

条件模 
   

9.  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 起事 境事 动核 止事     
10.  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 

施事 境事 动核  
递进式 
联合模    

11.  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起事 动核 止事      
12.  花虽多， 系事 动核      
13.  但无奇花异草。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转折模 
承前省略 花 1 个小句 

14.  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 系事 动核       
15.  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

事。 
起事 动核 止事      

16.  我不愿时时落泪。 经事 动核 涉事      
17.  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 系事 境事 动核      
18.  冬天冷， 系事 动核       
19.  春天多风， 系事 动核       
20.  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 系事 动核   选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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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21.  秋天 好， 系事 动核      
22.  可是忽然会闹霜冻。 

零系事 动核 涉事  
转折模 

承前省略
秋天 
天气 

1 个小句 

23.  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
境事 零施事 

（把） 
使事 

动核 蒙后省略 我 1 个小句 

24.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起事 动核 止事     
25.  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

斗的花草。 
施事 动核 受事  

因果模 

   

26.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 系事 动核      
27.  我若置之不理， 施事 动核 受事     
28.  任其自生自灭， 零施事 受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29.  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 系事 动核   

转折模 

   
30.  我得天天照管它们， 施事 境事 动核 受事     
31.  象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 零施事 境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32.  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 境事 施事 动核 受事     
33.  有的喜阴， 零经事 动核   承前省略 花草 2 个句子 
34.  就别放在太阳地里， 

零施事 动核 零受事 境事 承前省略
我、 
花草 

1 个句子、 
2 个句子 

35.  有的喜干， 零经事 动核   承前省略 花草 2 个句子 
36.  就别多浇水。 

零施事 动核 零受事  

注释模 

承前省略
我、 
花草 

1 个句子、 
2 个句子 

37.  这是个乐趣， 起事 动核 止事      
38.  摸住门道，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39.  花草养活了， 系事 动核       
40.  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 

零系事 境事 动核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花草 1 个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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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41.  多么有意思呀！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花草 
养活了

1 个句子 

42.  不是乱吹， 零施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3 个句子 
43.  这就是知识呀！ 起事 动核 止事      
44.  多得些知识，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4 个句子 
45.  一定不是坏事。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承前省略
多得些
知识 

1 个小句 

46.  我不是有腿病吗， 起事 动核 止事      
47.  不但不利于行，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48.  也不利于久坐。 零系事 动核   

递进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2 个小句 

49.  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 施事 动核 涉事      
50.  感谢我不感谢；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花草 1 个小句 
51.  我可得感谢它们。 施事 动核 受事      
52.  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

字， 
境事 施事 动核 成事     

53.  就到院中去看看， 
零施事 境事 动核 零受事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1 个小句 

54.  浇浇这棵，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2 个小句 
55.  搬搬那盆，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3 个小句 
56.  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 

零施事 境事 动核 
（半）零
受事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4 个小句 

57.  然后再出去， 零施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5 个小句 
58.  如此循环， 零施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6 个小句 
59.  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 零施事 （把）使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7 个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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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60.  有益身心，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把脑力
和体力
结合 

1 个小句 

61.  胜于吃药。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承前省略
把脑力
和体力
结合 

2 个小句 

62.  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 零系事 动核 涉事  蒙后省略 花草 2 个小句 
63.  就得全家动员， 零施事 动核 成事  承前省略 我 1 个句子 
64.  抢救花草，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承前省略 全家 1 个小句 
65.  十分紧张。 零系事 动核   

条件模 

承前省略 全家 2 个小句 
66.  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 受事 零施事 动核 境事  承前省略 全家 3 个小句 
67.  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 

零施事 （使）使事 动核  并列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几百盆
花 

1 个小句 

68.  第二天，天气好转， 境事 系事 动核      
69.  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 零施事 （把）受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70.  就又一次腰酸腿疼，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71.  热汗直流。 零系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2 个句子 
72.  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 系事 动核       
73.  不劳动， 零施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4 个句子 
74.  连棵花儿也养不活， 零施事 受事 动核   承前省略 我 4 个句子 
75.  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系事 动核 涉事      
76.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 施事 动核 受事      
77.  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 

系事 
使 

(使事) 动核      

78.  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
看看， 

境事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递进式 
联合模 承前省略 我 7 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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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79.  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承前省略 我 7 个句子 
80.  昙花总在夜里放蕊。 施事 境事 动核 受事     
81.  花儿分根了， 施事 动核 受事      
82.  一棵分为数棵， 施事 动核 成事      
83.  就赠给朋友们一些； 

零施事 动核 当事 
（半）零
受事 

 承前省略 我 8 个句子 

84.  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 
零施事 动核 涉事  “兼语”

补充模 承前省略 我 8 个句子 

85.  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经事 动核       
86.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承前省略 我 9 个句子 
87.  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 起事 动核 止事      
88.  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 施事 动核 位事      
89.  （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 

零系事 动核 位事  注释模 承前省略
三百株
菊 

1 个小句 

90.  下了暴雨。 
零施事 动核 受事   言外语境

从缺 
天  

91.  邻家的墙倒了下来， 施事 动核       
92.  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

受事 （被）零施事 动核   承前省略
倒下的
墙 

1 个小句 

93.  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起事 境事 动核 止事     
94.  有喜有忧，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式 
联合模 蒙后省略 养花 6 个小句 

95.  有笑有泪，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式 

联合模 蒙后省略 养花 5 个小句 

96.  有花有实，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式 

联合模 蒙后省略 养花 4 个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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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数 小句 语义成分 复杂句模 省略类 省略 

对象 
间隔 
距离 

97.  有香有色，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并列式 

联合模 蒙后省略 养花 3 个小句 

98.  既须劳动， 零起事 动核 止事  蒙后省略 养花 2 个小句 
99.  又长见识， 零施事 动核 成事  

并列模 
蒙后省略 养花 1 个小句 

100. 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起事 动核 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