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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语法研究在应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陆俭

明、郭锐，1998）。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句法分析是经典任务之一，该分析是通过输入句子

来得到句子的句法结构（屠可伟、李俊，2020）, 其目的在于挖掘语言结构规律（刘金路、刘

海涛，2021）。进行句法分析，一是为了满足语言理解的需要，二是为其它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提供支持。目前常见的句法分析可分为短语结构句法分析（或称“成分句法分析”）、依存句法

分析和深层文法句法分析，其中依存句法分析是为了识别句中词汇与词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依存句法的优势在于实现的过程相对简单，并适用于多语言环境（李正华等，2016）。近年来，

依存句法分析被广泛应用到语言研究之中。刘鼎甲、张子嬿（2021）以科技、新闻、社科、文

学文体为例，在依存句法框架下考察英语源语、汉语翻译及汉语原创的差异性。章红新（2018）
利用英汉新闻语料依存树库（各 6 个），基于依存关系的句法系统要素，挖掘英汉在句法层面

上的共同语言结构规律。不过利用依存句法分析来对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类词典进行反思的研究

目前有着巨大的探索空间。

法国哲学家梅洛 - 庞蒂（2001）指出，人类能够拥有意识、进行思考的前提是身体，我们

的身体是体验的主体，而不是被体验的对象。因此语言层面中描述身体感知、行为的动词最能

体现出人类的认知体验。这类负责描述身体器官发出的动作、行为的动词可以被称为“身体动

词”( 李金兰，2006 ；王珏，2004)。英语研究方面，Levin (1993) 在其著作 English Verb Classes 

摘要

汉语动词“呼吸”描述的是脊椎生物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身体活动。随着“呼吸”出现在 2021

年最新颁布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词表中，对“呼吸”动词的句法结构特

征的描述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利用诸多大型语料库抽样出 199 条含动词“呼吸”的单句，使

用标注工具对这些单句进行了依存语法标注。从对句法依存关系、句法搭配强度的统计结果来看，

“呼吸”的句法具有以下特征：动宾关系是“呼吸”最常见的句法依存关系，句法搭配强度最高

的是“呼吸”与支配成分构成的核心关系；“呼吸”作为支配词的整体句法搭配强度是 1.37。通

过对“呼吸”句法特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本文扩展了动词的句法特征研究，有助于在编纂面

向汉语学习者的词典时全面呈现动词的句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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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ternations 中将之称为 “涉身动词”（verbs involving the body）。身体动词范围庞大，并非

其中所有动词都得到了同样的关注。从对以往汉语常用动词历时演变研究来看，言谈（如“叫”、

“喊”）、饮食（如“饮”、“喝”）等口部行为受到的关注更多，而与“呼吸”有关的行为受到的

关注较少（庄卉洁、张美兰，2019）。在对“呼吸”类动词的专题研究上，张惠（2014）将 10
个先秦时的“呼吸”类动词划分为四个子语义场，之后分析了各语义场成员在先秦时期的语法

功能，其中结果发现“呼”、“吸”同时具备及物和不及物两种用法，在句中均可充当主语。一

些硕士毕业论文将呼吸动词视为口部动词子类来讨论：杜婷（2011）将“呼”、“吸”归入口部

动词下的“出入类”，但并未对其进行句法语义分析；庄菲（2015）将其归为“气息类”，并分

析了“呼”的词义呈链条式演变，同样未对其句法进行分析。由此可见，目前现代汉语呼吸动

词，尤其是“呼吸”一词的专项句法研究还十分匮乏。

以“呼吸”为代表的呼吸类动词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使用度。如《现代汉语语料库词

语频率表》
1
由 2000 万字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达到 50 次的词组成（共计 14629 个），“呼吸”一

词在其中出现了 775 次，排在第 1585 位。同时，该词也被收录进不同的国际中文教育大纲，

例如“呼吸”分别隶属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版）》（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

会办公室考试中心，2001）的乙级词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2021）的四级词汇表。

本文基于依存语法理论对“呼吸”一词从句法层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为确保语料的规

范性，本文在语料收集上秉持着尽可能全面的原则，选择已大规模汉语语料库作为语料来源。

语料库范围、语料筛选及抽取的方法参考了 Wang、Zhou（2021）、Wang（2022，2023）等以

往研究。本文最终得到 199 条语料。并使用句法依存标注工具进行自动标注和人工校对 (Wang 
et al., 2022)。

综上，本文的研究目的即以依存语法为理论基础，根据动词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对“呼吸”

一词进行句法研究，第二部分展示动词“呼吸”的句法分析统计结果，在第三部分，本文结合

已有汉语学习词典对“呼吸”的收录情况，基于依存语法统计结果编纂词条。本文旨在促进身

体动词的本体研究，同时为二语教学、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提供丰富的事实佐证。

2  动词“呼吸”的句法分析统计结果

依存语法的基本假设认为句法结构本质上包含词和词的依存（修饰）关系（李正华等，

2016）。一个依存关系连接两个词，分别是核心词 / 支配词（head）和依存词 / 从属词（dependent），
其中核心词是被依存词修饰的。依存弧的方向由支配词出发，指向从属词。依存关系可以细分

为不同的类型。从例（1）来分析，句法上，动词“呼吸”是整个句子的“Root”。句法依存弧

VOB（动宾关系）从“呼吸”指向“空气”，即“呼吸”是支配词，支配着作为动词宾语的“空

气”，所以“空气”是“呼吸”的从属词。同时，还有一条句法依存弧 ADV（状中关系）从“呼

吸”指向“舒畅”，所以“舒畅”是“呼吸”的状语，故“呼吸”还是“舒畅”的支配词，“舒

畅”是“呼吸”的从属词。“呼吸”在句中既能作为支配词又能作为从属词，具体取决于“呼吸”

和不同词之间的联系。

夏尔尼舒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图 1. 例（1）的句法依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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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呼吸”句法依存关系

依存语法用 Root 来表示整个句子。当句法依存弧类型为 HED，并且依存弧是从 Root 指
向某个词时，就表示被指向的词在句法上从属于整个句子。从图 2 来看，句法依存弧 HED 所

指向的是“呼吸”，所以“呼吸”在句法上从属于整个句子，“呼吸”一词就成了整个句子的从

属词。当动词在句法上处于从属地位时，根据指向该词的句法依存弧类型，可判断该词与其支

配成分在句中构成的句法依存关系及其实现的路径。

当“呼吸”作为句法从属词时，能够与支配成分构成 7 种句法依存关系：VOB （动宾关

系）、HED （核心关系）、ATT （定中关系）、 COO （并列关系）、SBV （主谓关系）、POB（介宾

关系）和 DBL（兼语），分布见表 1。其中，动宾关系最多，有 72 句，占全部语料的 36.18% ；

核心关系为 39 句，占 19.60% ； 定中关系也有 39 句，占 19.60% ；并列关系共有 27 句，占比

13.57% ；主谓关系有 19 句，占比 9.55% ；介宾关系仅有 2 句，占比 1.01% ；而语料中的兼语

仅存在 1 句，占比 0.50%。由上表可知，首先，“呼吸”与其支配成分构成的最主要的句法依

存关系是动宾关系，其余经常构成的依存关系还有核心关系、定中关系和主谓关系，极少构成

介宾关系和兼语；最后，“呼吸”与其支配成分未构成状中结构和动补结构。

表 1. “呼吸”的句法依存关系分布

“呼吸”的句法依存关系 句子数量 占比 例句

VOB 动宾 72 36.18% 小家伙屏住呼吸。

HED 核心 39 19.60% 我痛快地呼吸着空气。

ATT 定中 39 19.60% 因为呼吸的减慢会使进入人体的氧减少。

COO 并列 27 13.57% 夏娜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好几次。

SBV 主谓 19 9.55% 呼吸艰难起来了。

POB 介宾 2 1.01% 这些碳通过土壤中微小的植物及微生物的呼吸释
放出来。

DBL 兼语 1 0.50% 这种网纱气孔的大小足以使呼吸感到舒服。

总计 199 100.00% /

本文将上述“呼吸”视为动词是根据前人的观点。朱德熙认为，汉语的动词不管出现在谓

语位置还是主宾语位置，形式都是完全一样的，汉语不应模仿英语等外国语法，将动词区别成

名词和动词（朱德熙，1985 ：70-71）。沈家煊进一步指出，“汉语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动词和形

容词都能作主宾语”，“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作主宾语”（沈家煊，2016 ：28）。

2.2 “呼吸”的句法搭配强度

基于 Wang、Zhou (2021) 提出的方法，本文对“呼吸”作为句法支配词时的搭配强度进行

计算。判断一个动词的句法搭配能力强弱是看它所能直接支配的句法依存数量，句法依存数量

越多，说明这个动词的句法搭配能力越强。本文的公式为：

I 动词句法搭配强度 =（A 动词直接支配的句法依存数量－ BWP 数量）÷S 动词单句数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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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的“A”即一个动词直接支配的所有的依存关系数量。但是按照依存语法的观点，

动词与标点符号之间也存在一种句法依存关系，因此“A”中实际也包含着标点符号。因此我

们在计算动词的句法依存密度（即公式中的“I”）时，需要将标点符号的部分去掉，即减掉“BWP
数量”。经计算，本文得到“呼吸”的搭配强度为 1.37（见表 2）。即由“呼吸”支配的依存关

系约为 1 到 2 个。

表 2. “呼吸”的句法搭配

公式变量 “呼吸”支配下的句法依存数量

A 317

B 45

A-B 272

S 199

I 动 1.37

    

根据动词句法搭配强度的计算方式，本文还计算了“呼吸”在各种句法父亲的支配下不同

的搭配强度，参考了以下公式：

D 某一句法下动词的句法搭配强度 =（A 某一句法下动词直接支配的句法依存数量－ B 某一句法下动词直接支配的 WP 数量）÷S 某一句法下动词的

单句数量（2）

数据如表 3 所示，在“呼吸”与支配成分构成的各类依存关系中，其句法搭配强度由高到

低分别为 3.49（核心关系）、1.41（并列关系）、1.00（介宾关系）、0.75（动宾关系）、0.74（定

中关系）、0.68（主谓关系）。从数据来看，“呼吸”在与支配词构成不同依存关系时，句法搭

配强度存在差异，其中最强的是构成核心关系（一般支配 3 到 4 个成分），如例（2）中“呼吸”

支配了“我”（主谓）、“愉快地”（状中）、“空气”（动宾）。最弱的是“呼吸”作主语（一般支

配 0-1 个成分），例如（3）中“呼吸”不支配其他词。

（2）我愉快地呼吸清新的空气。

（3）呼吸艰难起来了。

表 3. 各类句法父亲下“呼吸”的句法搭配强度

依存关系 句法搭配强度

IHED 3.49

IVOB 0.75

ISBV 0.68

IATT 0.74

IPOB 1.00

ICOO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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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词典编纂启示

本文考察了“呼吸”在《HSK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汉语 8000 词词典》、《现代汉语

学习词典》、《汉语水平考试词典》三部国际中文教育词典中的收录情况，这些词典的服务对象

均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以下为具体的收录内容。

《HSK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汉语 8000 词词典》（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2000 ：531）收录了“呼吸”的 2 个义项，并列出示例：

【呼吸】（乙级词）hūxī (breathe)
［动］①生物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 加快 |~ 停止 | 动物 ~| 鱼的 ~| 恢复 ~ | 无法 ~| 急促

地 ~|~ 的次数 |~ 器官 | 病人的 ~ 又加快了 | 天一冷他就 ~ 困难 | 屋内太闷，我去外边 ~ 一下新

鲜空气 | 我赶到朋友家，他已停止了 ~| 这个地方憋得无法 ~| 老人开始均匀地 ~，看来已经没有

危险。②〈丙〉比喻关系密切：领导与群众共 ~| 军队和人民共 ~。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10 ：512）：
【呼吸】hūxī
［动］机体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 ：~ 新鲜空气 | 深 ~ 了一下 | 病人急促地 ~ 着 | 老人 ~

起来很平稳。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邵敬敏，2000 ：276）：
【呼吸】（乙级词）hūxī
［动］呼气和吸气 (breathe ；respire) ：~ 器官 |~ 系统 |~ 了几口新鲜空气，头脑清醒多了。

从上述三部词典可知，现有汉语词典更多关注的是释义和例证。存在的问题是对句法语

义的类型和频率描写不足（王珊，2016）。目前现代汉语词典中能够提供较多动词句法信息的

词典是《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以下简称《实词信息词典》）( 袁毓林、曹宏，

2022)。《实词信息词典》的内容囊括了现代汉语常用形容词 ､动词、名词的句法功能 ､语义角色、

组配方式 ､主要句型、典型例句等。

由表 4 可见，本文发现“呼吸”的句法依存关系更丰富：“呼吸”作为从属词时，与其支

配成分主要构成的是动宾关系，其余情况下可以构成核心关系、定中关系、并列关系、主谓关系、

介宾关系和兼语。根据这些依存关系，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呼吸”具有的句法功能，即“呼吸”

本身及其所处结构的主要句法功能依次为谓语、宾语、定语、并列结构和主语。但需要注意的

是，依存语法中的依存关系与语言学的句法功能并非一一对应，如例（4）中，“呼吸”与支配

词“是”构成的依存关系为动宾关系，这是依存语法将“呼吸”所在的结构视作了一个宾语。

（4）这是他在呼吸。

本文结论与《实词信息词典》提到的“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以及“不能做状语直接修

饰动词性成分”相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文结果的准确性。不过本文不仅提供了全面的句法

依存关系，还提供了每种句法依存关系的使用频率，显示了何种句法依存关系更常用。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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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句法层面为“呼吸”一词总结出了一个数据直观、内容完整的词条（见表 5），句法依

存的分析使频次差异清晰地展现出动词所具有的句法功能。

表 4. 《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与本研究对“呼吸”的句法分析

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 本文

动词 句法依存关系 句法依存关系

呼吸
①可以作谓语或谓语核心。
②不能做状语直接修饰动词性成分。

①动宾关系占比 36.18%，最常用。
②核心关系占比 19.60%，相对常用。 
③定中关系占比 19.60%，相对常用。
④并列关系占比 13.57%，相对不常用。
⑤主谓关系占比 9.55%，相对不常用。
⑥极少构成介宾关系（1.01%）和兼语关系（0.50%）。
⑦不能构成状中关系和动补关系。

表 5. “呼吸”的词条信息

词目 呼吸

汉语拼音 Hūxī

词性 动词

词义 生物呼出气体再吸进气体，从而与外部环境进行气体交换。

句法

句法功能

【宾语】<36.18%>
Ⅰ [~] 我停住了 ~。
Ⅱ [ 定语 +~] 这种润肤膏和香粉能促进皮肤的 ~。| 这之后娜塔莎很快
地听到母亲均匀的 ~。
Ⅲ [~+ 宾语 ] 我想 ~ 一些新鲜空气。
【谓语】<19.60%>
I [~] | 这名妇女中毒后不能 ~。II[~+ 宾语 ] 我痛快地 ~ 着空气。

【定语】<19.60%>
Ⅰ [~] 这种偏离的表现就是 ~ 的失衡和紊乱。
Ⅱ [ 副词 +~] 永远是共 ~ 的兄弟。
Ⅲ [~+ 谓语 ] 这些药物主要通过减轻气道炎症、舒张支气管来缓解 ~
困难的症状。

【并列】<13.57%>
[~] 夏娜闭上眼睛深 ~ 了好几次。

【主语】<9.55%>
Ⅰ [~] ~ 艰难起来了。
Ⅱ [ 定语 +~] 这个野蛮人的 ~ 告诉我他已经睡着了。
Ⅲ [~+ 宾语 ] ~ 汽车排放的废气是肺癌的诱因。

搭配强度
1.37，意为该动词平均有 1.37 个非标点符号的句法依存关系：在海边
~< 主谓关系 > 是很轻松的！

本文还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v1.02
收集到含“呼吸”的语料 183 条，去掉一个重复后

有 182 条。本文发现，使用到“呼吸”一词的作文主题多与休闲娱乐活动（如《我的休闲娱乐》、

《我的旅行》）、环境保护（如《要环境还是要发展》）、风景（如《我的家乡》）有关。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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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呼吸”的使用基本正确，但掌握的“呼吸”的功能单一。182 条语料中有 74 条为“呼

吸 + 宾语”，其中 29 条为“呼吸新鲜空气” ，27 条为“呼吸新鲜的空气”。而语料中并无并列

结构、介词宾语等结构的使用，因此本文认为，在熟练掌握核心句法之后，教师可以提供给学

生句法形式更加丰富的例句。

4  结论

呼吸是脊椎生物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身体活动。但在动词研究方面，相比言说、饮食等口

部动词，对与呼吸有关的动词的学术考察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本文以“呼吸”作为呼吸类

动词的代表，对其进行个案分析。本文使用的 199 条单句来自目前已经向大众公开的大型汉语

语料库，使用依存语法标注工具进行标注。本文根据句法依存关系、句法搭配强度来分析“呼吸”

一词的句法特征，结果表明，“呼吸”与其支配成分最主要的句法依存关系为动宾关系，搭配

强度最突出的是与其支配成分构成核心关系。相比已出版的面向汉语学习者的词典，根据本文

研究根据数据所总结出的词条信息更加丰富详细，数据为使用者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参考。通过

与中介语语料库的对比发现，学生在写作中一般能够正确使用“呼吸”一词，不过形式较为单一，

更说明了丰富已有字典词条的必要性。本文在定量和定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呼吸”一词的句

法依存关系，为完善汉语学习词典、汉语动词的二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未来研究将进一

步扩大人工校对的语料数量，并且将动词“呼吸”与其他呼吸类近义动词对比，从而丰富结论。

注释

1.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Resources.aspx
2.  网址：http://qqk.blcu.edu.cn/#/search/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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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ūxī “breathe” describes the most basic physiological activity of vertebrates, and it appears 
in many important TCSL syllabuses. This study collected sentences containing this verb from 
various Chinese corpora and selected 199 single sentences. This study carried out dependency 
grammar-based syntactic annotation and analyze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hūxī “breathe” 
from the aspects of dependency relations and syntactic collocation intensity. Syntactically, the 
most used dependency relation of hūxī “breathe” was Verb-Object. Under different dependency 
rel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syntactic collocation intensity of hūxī “breathe” was head with a 
syntactic collocational intensity value of 1.37. This paper combined both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explore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hūxī “breathe”. The study not only 
deepened the study of verbs, but also helped to highlight th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verbs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earner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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