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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存现句在汉语中有较为独特的表达功能。如何能让学生在习得存现句构式结构的同时，能够领悟其

语用功能从而做到使用恰当，一直都是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留学生在实际掌握时，对于汉语存现

句这一重点的习得情况并不理想，偏误较多，这是由于汉语与其他语言在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在教学中存现句内部规则和语用功能的讲解不足，也是导致存现句习得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

以研究如何提高汉语存现句的教学和习得效率为目的，试图探析“构式–语块”理论指导下存现句构式

的教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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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 has a unique expression function in Chinese. However, it is very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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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structure and understand its pragmatic func-
tion so as to use it properly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The acquisition condition of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failed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level in the aspect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structure. 
They generally made some mistakes arising from the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be-
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insufficient illustration of internal rul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about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is also a significant reason of acquisition 
difficul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teaching framework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to improve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efficienc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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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构式–语块”理论指导汉语存现句教学的合理性 

1.1. 传统语法理论分析方法应用到汉语存现句教学的弊端 

传统教学语法对汉语存现句的分析主要和其他一般句型分析方法类似，采用“主–谓–宾”这样的

思路，如《实用现代汉语语法》。这类思路下的教学语法认为存现句中的处所词语是句子的主语，而存

在物是宾语。这样的句式分析会给母语非汉语的初级学习者带来疑惑，如在句子“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中，学习者用已知的汉语知识无法理解为什么书不是主语而桌子成为主语，不符合他们对汉语是 SVO 语

序的认知，因此常会回避存现句，用已学“在”来改句子，如：一本书放在桌子上。 
其次，学习者已了解运用的“施–动–受”的认知逻辑也不符合存现句的教学需要。按照该逻辑，

“花瓶里插着一支玫瑰”这样的存现句将无法被解释，学生会问，问什么插花的人没出现在句子里，因

为句中的花瓶显然不是施事者。 
因此，按照学生已经掌握的一般汉语语法知识无法直接推导出存现句的表达句式，如果教师仍然按

照传统“主–谓–宾”和“施–动–受”的语法逻辑来讲，更会增加学生的困惑，降低存现句的教学效

率，导致偏误的可能性增大，且学生越学越混肴存现句和表存在的一般句子的差异。 

1.2. “构式–语块”理论分析对外汉语存现句教学的合理性 

传统语法理论指导下的存现句教学效率不高。而汉语存在句在第二语言教学和习得中存在问题，其

根源在于，如存现句、把字句等特殊句式，和其他句式一样用“主–谓–宾”“施–动–受”这种传统

思路来分析，无助于外国学生对汉语存在句的理解。它作为独立于一般句式的存在，句式组成和内部语

义关系即不同于“主–谓–宾”与“施–动–受”。陆俭明认为，存在句内部的语义配置已经不再是“(A
组)处所–动作–施事”“(B 组)处所–动作–受事”，其内部的语义配置都是：存在处所–存在方式–

存在物[1]。 
首先，从“构式–语块”理论角度来指导汉语存现句，符合语言的共性，即一些共同的空间和存在

概念。学习者能在认知中先找到共存之处，即存现句的三个语块，帮助理解和内化存现句表示某处存在

某物的构式义，减少认知负担，符合二语习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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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洁考察了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日语、德语、韩语、越南

语、泰语、罗马尼亚语共 12 种语言中表达存在概念所使用的构式及其构式的语块链。结果发现，这些语

言都有表示“存在”的构式，其构式都由[存在处所]、[两者链接] (包括[链接成分“有”]和/或[存在方式])、
[存在物]这些语块构成。只是在语块的顺序上(即语块链)有同有异：汉语、俄语、越南语、泰语、德语为

“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日语、韩语为“存在处所–存在物–存在方式”；西班牙语、罗马

尼亚语、印尼语为“存在处所–链接成分‘有’–存在物”；英语为“链接成分‘有’–存在物–存在

处所”；阿拉伯语为“存在方式–存在处所–存在物”。 
因以上十二种语言涵盖了至少五种语系，使用人数都分别超过一千万，由此可以得出：在认知层面

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人的认知世界中都有“某地存在某物”这一概念，并且在理解加工“存在”这一

认知意义时，大多都能分出“存在处所”“存在物”和“两者链接”等意义组块；在语言层面上，所举

的各个语言中，都有表示存在概念的存在构式，这表明从认知上，让学生先了解存现句的构式义以及三

个语块各自的意义是符合认知顺序的。 
再者，从“构式–语块”理论角度来指导汉语存现句，让学习者了解汉语存现句的个性之处。不同

的语言，“存在处所”“存在物”和“两者链接”这三个语块的排列次序不全相同，语块内部组成成分

也有细微差别，这便是认知共性中存在的个性特征，也是教师需要仔细辨别、学生需要特别学习的地方。

学习者了解汉语存现句语义和三个语块后，教师再分析每个语块中个性特征，让学生掌握每个语块内部

的特征与要求，然后再次将语块组合成构式，重视组合的顺序和话题的中心即可让学生现代汉语存现句

有充分的认识。在充分掌握整体构式义和三个语块地内部要求后，学习者也更容易将其整体运用出来，

完成实践交流。 
综上，“构式–语块”分析法是以“构式语法理论”和“语块理论”为基础，将两者融会贯通，以

人类的认知共性为切入点，对存现句构式的句法、语义和功能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一种的分析思路和教学

方法。它有助于弥补传统语法教学法下存现句教学效率较低的不足，帮助学习者根据认知顺序更清楚、

容易地习得这一汉语特殊句式，并在实践中顺利运用。 

2. “构式–语块”理论下的汉语存现句构式义与语用分析 

2.1. “构式–语块”理论下的汉语存现句构式义分析 

本文根据《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中对存现句的定义和描述，将存现句分为存在句和隐现句两大类。 

2.1.1. 存在句 
“存在句是表示某个地方存在某人或某种事物的句式”，它的结构形式可以归纳为：NP1 + VP + NP2。 
a.“有”字构式  
“Np1 + 有 + Np2”——表示某物的存在 
例：屋外有一棵树。 
b.“是”字构式：“Np1 + 是 + Np2”——表示某物(确指)的存在 
例：桌上是一本书。 
注：虽然“是”字句和“有”字句可以用来表示“存在”的意义，但二者在用法和语义上是有些不

同的。在“有”字存在句中，“有”字后的存现主体一般是不确定的、泛指的；而在“是”字存在句中，

存现主体一般是已知的、确定的、唯一的。 
c.“V 着/了”构式：“NP1 + V 着/了 + NP2”——表示某处的某物存在的状态 
例：门后挂着一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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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某人或物的动作一直持续时必须用“着”，其他情况下一般“着”和“了”都可以用。 
例：天上飞着一群小鸟。√天上飞了一群小鸟。× 
阳台上放着一只花瓶。√阳台上放了一个花瓶。√ 
d．“V 过”构式：“NP1 + V 过 + NP2”——表示某处发生过或者存在过某人或物 
例：山里住过一户人家。 

2.1.2. 隐现句 
“隐现句是表示什么地方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事物。”其基本构式为：“NP1 + 隐现动词 + (趋

向动词) + 了 + NP2”——表某处的某物消失或出现了。 
例：a. 邻居家死了一只猫。 
b. 山头升起了一轮弯月。 
综上结合 Goldberg 关于构式的基本类型的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存现句”的核心构式义就是“某

物的空间位移”即“某地存在、出现或消失了/着某人/物”。三种位移——物理空间位移、结果位移、心

里状态位移本质上都可以由空间位移来解释，它们都表示“某地存在、出现或消失了/着某人/物”，因此

我们用“某物在某地的空间位移”作为“存现句”的构式义。 

2.2. “构式–语块”理论下的汉语存现句语用分析 

一切语言都无法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一切语言又都必定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特定的功能。“存

现句”结构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上下文语境和“存现句”特有的功能有必然的联系。

例如，在汉语中要想表达“某人在某地”的含义，表达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女孩站在门外”和“门外

站着女孩”表达的含义相同，前一句是主谓宾句，后一句则是存现句，在具体表述时人们会在不同的上

下文语境中作出不同的选择。比如要是问“女孩在哪里？”回答是前一句，如果问“门外站着的人是谁？”

则回答用后一句。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形式往往与句子的语用功能相关，因此语用功能的探讨与分

析在语言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2.2.1. “存现句”构式的信息结构模式 
信息传递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构成语言的每一个要素都代表着一个信息点，

这些信息点可分为两类：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其中已知信息是交际双方共同知道的背景知识，可以在

语境或常识中获得，未知信息则是交际双方希望传递的核心信息[2]。一般来讲，未知信息是句子的焦点。 
存现句的信息传递结构也是“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在存现句构式“NPL + VP + NP”中，“NPL”

表达已知信息，“NP”表达未知信息。而 NPL 常常是关于是地点、方位的词，NP 常常是发生出现、存

在、消失的动作的名词。例如：树林的旁边有一条小溪。其中“树林”是已知信息，即听话人是已知“树

林”的存在。“有一条小溪”是未知信息。句子的用途是告诉听话人树林的旁边有什么。 

基于以上分析，就可以解释前面“女孩站在门外”和“门外站着女孩”这个例子的区别了。前一句

中“女孩”是已知信息，它在剧中起话题的作用，用来回答关于“女孩”的问题。而后一句“门外”是

已知信息，“女孩”则是未知信息。所以它一般回答关于“门外”的提问。 

2.2.2. 存现句构式的语用分析 
存现句是汉语中一种具有独特的结构特点和表达功能的句型，无论是在句法、语义还是语用上，存

现句都有其独特的表达功能。以往存现句地研究大多集中在句子内部结构上的研究，对存现构式本身所

具有的一些特点分析得不够透彻。因此，将存现句置于具体语境中去研究，结合丰富的语料和上下文语

境对其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可以为存现句语用功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其次，将存现句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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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加科学、全面地分析存现句，而且能系统地深入地了解存现

句的特点，并基于此为存现句教学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建议。 
彭兰玉和欧阳竹(2008)调查了高中语文教材全六册中所有的现代文，共收集到存现句 536 例，其中

19 篇小说中使用存现句 288 次，平均每篇使用次数为 15.2 次，5 篇戏剧作品中使用存现句 29 次，平均

每篇使用 5.8 次，13 篇诗歌作品中使用存现句 13 次，51 篇散文中使用存现句 288 次，平均每篇使用次

数为 4；在散文作品中，记叙描写性散文 18 篇中使用存现句 115 次，平均数为 6.4，说明性散文 7 篇中

使用存现句 30 次，平均数为 4.3，议论性散文 26 篇中使用存现句 61，平均数为 2.3 [3]。其文得出的结论

是，现代文存现句使用的语体序列是：小说 > 戏剧 > 散文 > 诗歌，并且描写性文体中描写场景的存现

句使用最多，因为描写场景时总是把物件所处的位置作为说话的出发点(主题)，而将语义重心落在事物上。 
在《存现句的语篇比较研究》(童玲 2016)中，选择了《中国剪报》中“时评”及“百科板块”、老

舍的短篇小说集和戏剧集、《杨澜访谈录 2008》作为语料，并对这些语料中存现句进行了提取、分析和

统计得出了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in different types of text 
表 1. 不同类型语篇中存现句分布情况 

 存现句数量 语篇小句数 存现句分布频率 

叙事语篇 245 8644 2.83 

会话语篇 92 8710 1.06 

时评语篇 123 8491 1.45 

说明语篇 181 6328 2.86 

戏剧语篇 178 7365 2.42 

合计 819 39538 2.07 

 
从表中可以看出，存现句在以上语料的分布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说明语篇、叙事语篇、戏剧语篇、

时评语篇、会话语篇。在散文中，记叙、描写性散文中使用的存现句最多，甚至高于戏剧中存现句的使

用次数，其次是说明性散文，再次是议论性散文。描写性文体中描写场景的存现句使用最多，因为描写

场景时总是把物件所处的位置作为说话的出发点(主题)，而将语义重心落在物件上。叙事、说明和戏剧语

篇中的存现句呈集中分布的特点，分布频率高，而在其他语篇中使用比较分散。 
具体的说，现代汉语“存现句”经常用来介绍环境、描写景物，此外还用来引出话题，介绍人物，

解释原因。叙事语篇中较常使用存现句，用来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或者在语篇中人物形

象的刻画、景物的描写也会常常使用存现句。而说明语篇中在陈述事实，提出结论和解释原因时会大量

使用存现句。戏剧语篇中每幕戏人物出场前的舞台场景布置和环境的描写以及戏剧氛围的烘托等都会使

用到存现句，因此存现句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在会话、时评中，话语主要以解释说明为主，且受到文体和话题的限制，描写性功能较少，因此相

对少出现。上述研究中会话预料中存在句占比较少，除了会话形式本身特殊的因素，也受到了语料选择

的限制。《杨澜访谈录 2008》作为访谈记录，被访谈的嘉宾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圈等名人或热点

人物，其话题主要围绕访谈嘉宾展开，因此对话主题也就倾向于对社会中出现的热点人物或者事件进行

解释和分析，重在评论和议论，而主要以描写为功能的存现句出现次数少是正常的。 
作为相对于文本更贴近中文真实的语料，广泛、合适的会话语料不仅是研究存现句的好材料，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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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存现句教学的好素材。生动直观的对话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学习存现句的构式义，还能让学生

快速理解其适用的语用环境，有利于学生举一反三正确使用存现句。例如生活体验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向

往的生活》，其中较为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对话中包含了中文学习者需要最先学习掌握的存现句，直观的

对话场景将存现句摊开呈现在学习者面前。由于描写是存现句的典型表述功能，相比抽象讲解和单个图

片展示存现句的构式结构，环境画面越生动真实效果越有利于学生的输入效果。 

2.2.3. 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中的存现句语用分析 
1) 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是由湖南卫视、浙江合心传媒联手推出的生活服务纪实节目。 
《向往的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包含真实的对话语料，并且作为生活纪

实节目，其中较为真实的中国日常生活场景中包含了存现句语用环境，生动的画面环境也有利于分析其

存现句的语用分析。 
在第一季中，经统计，共 135 句存现句，其中典型存现句 107 句。 
2) 存现句的语用功能之一：介绍环境 
在节目中，关于“蘑菇屋”内外的环境介绍便有以下话语： 
“这里是我家。” 
“家里来了三只鸟。” 
“这院里有只狗。”“那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里边有羊有鸭。” 
“下边现在有土豆、有白萝卜。” 
“这屋来女的了。” 
“山里又下起了小雨。” 
“地上都是雪。” 
“上面有一片冰场。” 
“这里种了三十多种作物。” 
…… 
通过这些话语，嘉宾形象地描述了“蘑菇屋”内部的环境。而经过统计，介绍环境的存现句中，方

位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房屋的环境是三维立体的，方位词给人的印象很清晰直观，使用

频率会比较高。 
3) 存现句的语用功能之二：指示行为 
在《向往的生活》日常对话中，存现句可以用于进行行动指示，例句如下： 
“地上还有杯子。”——指示洗碗 
“里边有各种工具。”——指示工作 
“那边有个水管子。”——指示行动 
“这儿有砖。”——指示搬砖 
…… 
在用于行动指示的存现句中，“有”字句出现的频率最高，接着下一句即是说话人对听者的行为指

示(或暗指)。 
4) 存现句的语用功能之三：询问 
具有询问功能的存现句大多是在典型存现句后加“吗、呀、呢”等词，或者将存在物替换为疑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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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等方式。节目中例句如下： 
“你们包里有吃的东西吗？” 
“你知道今天早上家里来客人了吗？” 
“里边是含什么呢？” 
“身上有钱吗？” 
“兜里有没有钱？” 
“咱家里有没有豆芽呀？” 
“下面有什么东西？” 
“门口是什么？” 
“蘑菇屋有没有什么歌啊？” 
…… 
存现句具有询问功能的句子中，还有一些作为非典型存现句或省略已知主题(处所)的句子如下： 
(1)“有人吗/么/不？” 
(2)“有牌吗？” 
(3)“有丸子吗？” 
(4)“有青菜吗？” 
(5)“有没有筷子？” 
(6)“有冰块儿吗？” 
…… 
此类省略句式多因讲话人与听话者处于同一处所空间中，便默认提问的处所为共同所在空间，从而

省略处所词使构式更加简单经济。 
5) 存现句的语用功能之四：解释和补充说明 
存现句出现在对话当中，除了具有基本的完成对话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解释事情的原因或者补充相

关信息。 
(1)“屋里也没有所谓的厕所什么的。”——说明当年居住条件较差 
(2)“她心里有风。”——老友解释朋友怕冷的原因 
(3)“胃里边儿有毒。”——解释食物中毒 
(4)“底下还有空气。”——解释生火的技巧 
(5)“汤里加了一瓶黄酒。”——解释嘉宾困倦的原因 
(6)“火炬上面要有油啊。”——说明火炬燃烧的条件 
(7)“嘴边发现残留物。”——补充信息 
…… 
综上，存现句具有独特的语用义，是鲜活生动的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无论是在分析还是教学时，都

不可以抛开语用义只谈构式结构，这样便忽视了对汉语存现句的认知意义，不利于存现句的研究和掌握。 

3. 基于“构式–语块”理论的汉语存现句教学设计 

“构式–语块”教学法是建立在“构式–语块”分析法基础上，面向汉语国际教学。它符合第二语

言习得的输入和输出理论，以及认知心理学记忆理论。核心是基于有意义的信息交流的过程以及目标，

实现“高质量的目的语输入”和“强化性的目的语输出”[4]。目的语的输入和输出都要以语块或者构式

的整体结构进行，即实现教学输入和学习者输出的语块化。基于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讲解存现句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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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存现句输入、输出材料时都要对其进行语块化处理，减轻学习者对于信息的认知负担，提高存现句的

输出的流利性和准确性。 
在借鉴前人优秀的教学过程并且结合“构式–语块”理论后，尝试设计出适用于存现句的课堂教学

教案。大体教学步骤如下： 
 

 
 
1. 课型：汉语综合课； 
2. 教学对象：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初中以上)； 
3. 教学内容：存现句(包括存在句和隐现句)； 
4. 教学目标：利用“构式–语块”教学法让学生掌握存现句的用法； 
5. 教学重点：存现句中的“有”、“是”、“V + 着”、“V + 了”； 
6. 教学时间：2 课时(每课时 50 分钟，两课时非连续教学)； 
7. 教学过程： 
(1) 复习方位词，老师指示视力图，学生回答方位词。 
(2) 导入存现句情景，通过给学生展示“老师包里有什么”帮助学生理解存现句构式义。 
(3) 展示并讲解语法点。 
(4) 根据图片和教室实际场景进行课堂练习，给学生展示一首主要由存现句组成的中文歌词，练习歌

词中简单的句子。 
(5) 布置课后小组会话练习。 

4. 小结 

本文首先在总结了前人对存现句本体各个角度的分析和界定后，运用“构式–语块”理论分析了其

构式义，即表达某地存在、出现或消失某人/物概念的句子；其语用义主要是以陈述语气为主，对环境进

行描写、说明、叙述，以达到介绍环境，描写景物，引出话题，介绍人物，解释原因等作用。在分析已

有文献中对存现句的语用义描述后，本文记录了电视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一季中所有嘉宾对话(包
括字幕和旁白)中的存现句，并对其进行分类分析最终验证了存现句的语用义。同时设计了在存现句的实

际中文教学中，通过语用展示或试听练习，帮助留学生实现对存现句的快速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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