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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領」和「取」為生活中常用的「取得」義（亦稱「獲取」義）動詞，關於

二者的近義研究，本文從三個面向進行考察：1. 根據框架語義理論標記語料庫，

提取「主事者（Agent）」、「客體（Theme）」、「來源（Source）」三個語義角色，

而後探究各語義角色的內部屬性差異；2. 從句式角度，考察動詞「領」和「取」

的特殊句式及與語義角色的互動關係；3. 以「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ARVS）

理論為依據，描述取得事件「領」和「取」的完整事件訊息。以期從上述三個面

向，全面考察「領」和「取」的語義差異。 

本文以框架語義理論對「領」和「取」的語料進行標註，而後統計分析「主

事者（Agent）」、「客體（Theme）」、「來源（Source）」三個語義角色的內部屬性

差異。結果發現從三個語義角色的表現來看，「領」和「取」皆有【人類】、【政

府】和【機構】三類主事者；「領」和「取」都有【金錢】、【物品】客體，「領」

更傾向於【金錢】客體，「取」更常與【物品】客體搭配。「取」有【地點】、【抽

象】來源，「領」則無；「領」有【政府】來源，「取」則無。從「主事者」和「來

源」的【權威性】來看，「領」的來源表現出較高的【權威性】。 

從句型結構來看，「領」不同於「取」的句式有：表主事者、客體之間領屬

關係的有字句；「取」不同於「領」的句式有：1.【地點】來源作主語的存現句；

2. 話題句中「來源」作補語的「Theme 取（之、自）Source」句式。 

最後，本文以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ARVS）理論驗證本文對「領」和「取」

的辨析，發現「領」和「取」同屬「簡單事件（simple event）」的動詞，其表達

的事件皆可持續一段時間，為可指涉時間端點的過程事件。其事件內部屬性為【+

控制】，即主事者有意識動作。本文在此基礎上，提出【方向】的屬性來區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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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語意，「領」為【+上向】，即來源的權威性在主事者之上；「取」為【-上向】，

其來源的權威性不在主事者之上。並以「主事者」和「客體」的【+限定】關係

作為輔助，「領」為【+限定】，主事者和客體關係為一對一，不可更改；「取」為

【-限定】，主事者可隨意取得客體。 

前人研究以語義基元描述「領」和「取」的語義並不完整，在句式上僅論及

少量句式及客體屬性。本研究在語義角色及屬性上進行更細緻地描述，句式不僅

包含基本句還涉及「領」和「取」獨有的特殊句式，並以「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MARVS）對「領」和「取」事件進行全面描寫，以期對近義詞辨析、詞典編

纂和漢語教學提供參考。 

 

關鍵詞：近義動詞、「領」和「取」、框架語義、語義角色、句式、MAR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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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rbs ling3 and qu3 are two commonly used ‘take’ verbs. In this thesis, we 

look for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we labeled three semantic roles 

according to Frame semantics, namely ‘Agent’, ‘Theme’, ‘Source’, and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internal propertie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tence 

patterns, the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s of the two verb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emantic roles were investigated; Third, based on 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 theory, we described the complete 

event information of ling3 and qu3.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Both ling3 and qu3 have three kinds of Agents, which are [Human],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Ling3 and qu3 have the [Money] and [Object] 

Theme, but ling3 tends to have more the [Money] Theme; qu3 occurs more often with 

the [Object] Theme. The verb ling3 has the [Government] Source, but qu3 does not; 

qu3 has the [Place] and [Abstract] Source, but ling3 does no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ity] between Agent and Source, the Source of ling3 has higher authority 

than that of qu3. 

As for sentence structure, the sentence patterns of ling3 are different from qu3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sentence of you3 to indicate the ownership between Agent 

and Them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patterns are only used with qu3：1. In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s where the [Place] Source is the subject; 2. In the topic sentences, 

in which ‘Source’ is the complement. 

Finally, this paper used 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 theory to verify the distinctions of ling3 and qu3, and found that 

they are both verbs of ‘simple event’, and the events expressed by both can last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are process events that can refer to the end point of time. The 

internal attribute of the event is [+ control], that is, it shows the conscious action of 

the Agent when taking someth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dded the attribute of 

[+direction] to distinguish ling3 and qu3, ling3 is [+ upward direction], that is, the 

authority of Source is higher; qu3 is [- upward direction], in which the author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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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s lower. In addition, the [+limi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t and Theme is 

used as a supplement. Ling3 is [+limi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t and 

Theme is one-to-one and cannot be changed; qu3 is [-limited], the Agent can obtain 

the Theme at will.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scribed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ling3 and qu3 

uncompletely from the semantic primitives. In the sentence patterns, only several   

sentence patterns and the Theme attribute were discussed. This study on the semantic 

role and properties has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It contains not only the basic 

sentences involving ling3 and qu3 but also the unique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s. 

Under 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 theory, 

ling3 and qu3 had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as events. This thesis will contribute 

to near synonym analysis, lexicograph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synonym verbs, Ling3 and Qu3, Frame semantics, semantic role, sentence 

pattern, MAR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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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研究近義詞「領」和「取」，以新聞語料為根據，輔以框架語義中所涉

及的語義角色，探討二者的語義角色的內在屬性差異以及與句法的互動關係。

而後將語義角色屬性併入「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簡稱 MARVS）理論中的角色屬性部分，與事件結構及屬

性構成完整的事件訊息結構。以期對漢語近義詞辨別與華語教學有所助益。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生活中，「領」和「取」常用來表示「取得」之意，而許多情況下，二者可

以互換。 

 

例（1-1） 

a 專案小組早已知道嫌犯戴嘉良將馬達自菲律賓運返台中港，但為求逮捕主謀，

一直派員監控，直到昨天嫌犯出面領/取1貨，警方見時機成熟才一舉將四名

嫌犯逮捕。 

b 台鐵特別提醒訂票的民要依照指示到各地的車站領/取票，由於連續假期乘

客比平常多，上下車時請乘客多留意安全。 

c 需要查詢的民眾只要撥七二二零八七三專線電話，即可知道車輛被拖吊至那

個保管場，前往辦理繳費領/取車。 

 

                                                             
 
1 下劃線表示該句原有動詞，無下劃線表示替換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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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的三個句子中，「領」和「取」都是「取得」的意思，可以替換。

但是，二者也有不可互換的情形。 

 

例（1-2） 

a 或每月由農民繳交退休基金，政府對等補貼，經過一定年數退休者，將可領

/*取一筆退休金。 

b 今天婆媳同時上臺領/*取獎，引人注目。 

 

例（1-2）的兩組句子展示了「領」不能替換成「取」的用法。在例（1-2a）

中，退休者可領一筆退休金，如果替換成「取一筆退休金」，則不太符合實際生

活中的用法。例（1-2b）中「領」如果換成「取」，則無「取獎」的用法。 

反之，「取」也有不能替換成「領」的情形。 

 

例（1-3） 

a 他是應徵求職，為一家俱樂部老闆工作，沒想到卻誤入陷阱，被人充當人頭

去取/*領贓款。 

b 高雄縣環保局最近抽驗縣內公共場所飲水器，在十七個採樣點取/*領水檢驗

結果。 

 

例（1-3a）句中的「取贓款」如果替換成「領贓款」，不符臺灣人的使用習

慣，「領+金錢」此一搭配經常使用在合法的、正當的金錢上，例如「薪水、年終

獎金」等。而例（1-3b）中「取水」如果換成「領水」，則多了表示尊敬的含義。 

由此可見，雖然「領」和「取」都有「取得」之意，但二者亦有區別。對近

義詞進行辨析，不僅可以幫助母語者更便於區分近義詞，也有助於二語學習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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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義詞的掌握。 

然而一般辭典將「領」解釋為「取得」，實際上並未對「領」和「取」作區

分。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辭典編纂以及學習者來說，都有重要意義。 

由於「領」和「取」詞性不同，其動詞詞義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文先選取

二者與「取得」相關的語義，作為文本的研究對象。表 1-1 呈現的是《教育部重

編國語辭典修訂版》2的釋義。 

 

表 1-1「領」和「取」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的釋義 

《教育部重編國

語辭典修訂版》 

領 取 

釋義 

[動] 

1．統率。如：「率領」。 

2．受取。如：「領情」、「領餉」、

「失物招領」。 

3．曉悟、瞭解。如：「領會」、

「領悟」。 

4．引導。如：「帶領」、「引領」。 

[名] 

1．頸部。 

2．衣服圍護頸部的部分。如：

「領子」、「衣領」。 

[動] 

1．拿。如：「取款」、「各取

所需」、「探囊取物」。 

2．得到。如：「取樂」、「取

暖」、「取信於人」。 

3．接受、收受。如：「分文

不取」。 

4．捕捉。 

5．選擇。如：「取士」、「取

景」、「取道」、「取名」。 

6．求、尋求。如：「自取滅

                                                             
 
2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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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綱、要點。如：「提綱挈

領」、「要領」。 

4．量詞。古代計算上衣、袍子

或被子等的單位。 

 [形] 

所管轄的。如：「領土」、「領

空」、「領海」。 

亡」。 

7．迎娶。通「娶」。 

[名] 

姓。如宋代有取希作。 

[助] 

置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進

行。 

 

關於二者的「取得」之意，最為相近的即是「領」的「受取」之解釋，與「取」

的「拿」、「得到」、「接受、收受」之語義。 

接著，本文依據《中文詞彙網路》3為「領」和「取」作明確的詞義區分。《中

文詞彙網路》是以同義詞集為節點，透過語意關係相互連繫，形成的表徵詞彙意

義及其關係的語意網絡。表 1-2 為《中文詞彙網路》對二者的釋義。 

 

表 1-2 「領」和「取」在《中文詞彙網路》的釋義 

《中文詞彙網路》 領 取 

釋義 

經過特定程式向特定對象

取得主事者擁有或應該擁

有的金錢或物品。 

向特定對象取得主事者擁

有或應該擁有的金錢或物

品。 

 

根據《中文詞彙網路》對二者的釋義，「領」與「取」的區別在於是否有「經

過特定程式」。但是，《中文詞彙網路》並無對「特定程式」進行定義。本文依據

                                                             
 
3 《中文詞彙網路》：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cwn/ 

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c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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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詞彙網路》所示例句，對「特定程式」進行初步定義。例（1-4）為「領」

的示例，「特定程式」在例（1-4a）中可能隱含為「小孩向長輩拜年」；在例（1-4b）

中可能為「先向官府登記」；在例（1-4c）中可能是「她做泡茶的工作」，但以此

工作內容向公司領薪水。根據例（1-4），本文認為《中文詞彙網路》提及的「特

定程式」，指涉「領」這一事件的實現所需要的前提條件。 

 

例（1-4） 

a 小孩都要回來圍爐，除了領新衣、家庭用品、食品之外，還領壓歲錢。 

b 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 

c 由於公司裡沒有文書的缺，經理就暫時安置她做泡茶的工作，領文書的薪

水。 

（《中文詞彙網路》） 

 

而例（1-5）中「取」的示例並不似「領」一般需要前提條件，僅表現某人

到某地取錢或物，如例（1-5b）「入院」和例（1-5c）「遠赴加拿大」。 

 

例（1-5） 

a 活期存款不但有利息，又可以隨時取錢，實在方便。 

b 夫婦二人步出醫院駕車時，因忘記取藥，旋由其夫婿入院取藥。 

c 當初第一家可樂廠商採用它時，十分謹慎的還遠赴加拿大取資料印證其可行

性。 

（《中文詞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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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認為以是否「經過特定程式」為判定標準，並不能回應「領」與

「取」可互相替換的情形，如例（1-6）所示，為例（1-5）的替換句。例（1-6a）

中向銀行領/取錢、例（1-6b）向醫院領/取藥，其中「領」與「取」指涉同一取

得事件，此時並不能說該事件既「經過特定程式」又沒有「經過特定程式」。 

 

例（1-6） 

a 活期存款不但有利息，又可以隨時取/領錢，實在方便。 

b 夫婦二人步出醫院駕車時，因忘記取/領藥，旋由其夫婿入院取/領藥。 

（《中文詞彙網路》） 

 

再者，根據語料顯示，「領」和「取」的「金錢或物品」，也有細微的區別，

但《中文詞彙網路》並沒有指出此一差異。如例（1-7）「領」的是合法津貼，「取」

的卻是不合法的贖款；例（1-8）中「領」的是政府選票，「取」的是航空公司的

機票。 

 

例（1-7） 

a 立法院新春甫開議，民主進步黨就意外得利，主導二讀通過農民可向農保主

管機關每月領新台幣三千元津貼的修正條文。 

b 楊子敬則指出，由於雲林縣擄人勒贖案發生後，又再發生台中縣米商之子擄

人勒贖，且兩案嫌犯同樣都是從下水道取贖逃走。 

 

例（1-8） 

a 他說，省選委會接到地方反映時，認為確有可能有人領過一次選票後，因當

時拒領某種選票，等投票後又想再領原先放棄的選票，如此，進出投開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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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的結果 

b 復興航空與遠東航空說，電話預約購票至明天截止，部分輸運離峰時段仍有

票位，民眾應儘速預購，七日至十日取票，逾期視為棄權，而且櫃台不受理

訂購機票。 

 

另一方面，辭典釋義角度並沒有涉及「領」和「取」在句式上的表現。如例

（1-9）所示，「領」和「取」在句式表現上也有差異。 

 

例（1-9） 

a 教育部中教司司長張玉成今天表示，如果立法院通過相關預算，未來一

年半實習教師將仍有實習津貼可領/*取。 

b 此一方案的經費將部份由各國編列預算，部份取/*領之於國際援助。 

 

綜上，從辭典釋義角度來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和《中文詞彙

網路》對「領」和「取」的定義與區分並不完整。因此，本文從語料庫的語料深

探研究，以語義角色理論為基礎，對「領」和「取」的各個語義角色進行標記和

統計，再進行內部屬性區分，並考察二者語義角色與句式的互動關係。最後將該

語義角色部分的研究結果併入 MARVS 模組的參與角色部分，擴充事件及事件屬

性，補充關於 MARVS 模組在近義動詞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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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語料庫為本，本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領」和「取」在語料庫的分佈為何？「取得」之意是否為二者的高頻語義？ 

(二) 「領」和「取」的語義角色及其內部屬性有何區別？ 

(三) 「領」和「取」的語義角色與句法互動為何？「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ARVS）

理論下，二者的事件訊息表現為何？ 

 

1.3 論文貢獻 

首先，本文研究近義詞「領」和「取」，考察二者在語料庫中構詞的分佈，

以及「取得」義所佔單純詞比重。此部分內容，可用於未來研究「領」和「取」

複合詞的構詞方式、語義側重及搭配差異等。 

其次，本文考察了二者在兩岸字辭典中的釋義，本文關於二者「取得」義的

研究結果，可用於補充字詞典的釋義，從近義詞辨析及二語習得角度來說，都可

以作為參考借鑒。 

最後，將前人研究的語義差異進行整合，本文所建構的「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MARVS），可較為全面、直觀地區分「領」和「取」。既是對 MARVS 理論下

關於近義動詞研究的一個補充，也期待本文研究步驟及結果對其他在 MARVS 理

論下進行近義動詞的研究者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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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說明本文使用的相關理論並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以作為語料分析

之依據與參考。理論部分包含五個小節：2.1 節為語義角色的相關理論及本文所

使用的語義角色界定標準；2.2 節論述「語義價」與「句法價」的差異；2.3 節論

述雙賓（及物）構式；2.4 節呈現轉喻理論；2.5 節為「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的概述。相關文獻研究則

分三個小節呈現：2.6節為近義詞界定；2.7節為基於語義角色理論的近義詞研究；

2.8 節為指稱理論；2.9 節為「領」和「取」的相關研究。 

2.1 框架語義與語義角色 

Fillmore 與 Atkins（1992：78-79）認為要瞭解詞的意思，人們先要具備那

些意思的相關背景知識。這些相關的背景知識稱為「認知框架」(cognitive frames)

或者「知識基模」(knowledge schemata)。例如，在商業交易框架(commercial 

transaction frame)中，人們至少要對所有權、貨幣經濟、交易契約等等有所認識，

才能瞭解某一項的交易行為。因此，買方（buyer）、賣方（seller）、貨幣（money）、

貨物（goods）等在商業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四個成份，也就構成商業交

易框架中的核心框架成份(core frame elements)，也稱核心語義角色。 

Crystal（2008：454）定義語義角色為「在語法和語義中使用的一個術語，

指在描述一種情況時，將謂詞與其論元連接起來的語義關係」4。以下詳細闡述

                                                             
 
4
Crystal (2008:454): “A term used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to refer to the semantic relations that link a 

predicate to its arguments in the description of a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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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語義角色的相關定義。 

Fillmore（1968）指出，句子在基礎結構中包含一個動詞和一個或多個名詞

短語，每個名詞短語和動詞之間有一定的格關係（case relationship）；並定義了 6

種格，包括施事格（Agentive）、工具格（instrumental）、與格（dative）、使成格

（factitive）、處所格（locative）和受事格（objective）。之後，Fillmore（1971）

對幾種常用語義格進行了擴充、更改與再定義，並認為以下這些語義角色的數量

和名稱是合適的：施事（Agent）、體驗者（Experiencer）、 工具（Instrument）、

受事（Object）、來源（Source）、目標（Goal）、地點（Location）和時間（Time）。

Fillmore（1977）將受事 Object 改稱為 Patient。其演變過程如表 2-1 所示。 

 

表 2-1 Fillmore（1968：46；1971：42-43）常用語義格演變及定義 

 

Fillmore 

（1968：46） 

Fillmore 

（1971：

42-43） 

定義 示例 

1 Agentive Agent 

The instigator of an action. 

動作的煽動者 

John broke the 

window. 

2 Instrumental Instrument 

The case of the immediate 

cause of an event, or, in the 

case of a psychological 

predicator, the stimulus, the 

thing reacted to. 

一個事件的直接原因，或

者，一個心理學上的預測

The man broke 

the window with 

the baseball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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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刺激，事物的反應 

3 Dative Experiencer 

Where there is a genuine 

psychological event or mental 

state verb, we have the 

Experiencer. 

如果有真正的心理事件或心

理狀態動詞，我們就有體驗

者 

John was sad. 

4 Locative Location  

The place where an object or 

event is located  

對象或事件的發生地 

The room is 

warm. 

5 

Objective 

（O） 

Object 

改稱 Patient

（1977） 

The Object case is that of the 

entity which moves or which 

undergoes change. 

受事是移動或經歷變化的實

體。 

John hit the 

fence with his 

cane. 

6 Factitive Goal The Source and Goal are 

interpreted as earlier and later 

locations, earlier and later 

states or earlier and latter time 

points. 

來源和目標被解釋為更早和

更晚的位置、更早和更晚的

狀態或更早和更晚的時間

He swam from 

the end of the 

dockSource to the 

shoreGoal. 

7 N/A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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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8 N/A Time 

The time at which an object or 

event is located  

對象或事件所發生的時間 

Summer is warm. 

9 N/A Benefactive 

The one who benefits from an 

event or activity 從事件或活

動中受益的人 

John did it for 

me. 

 

而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為標記中文句結構樹語料庫，在 Fillmore 的

語義角色的基礎之上，定義了中文語料庫中事件參與角色 12 個。本文所使用的

語料庫，關於動詞的定義及基本句式中出現的語義角色，皆是以詞庫小組（2013）

5為依據的。 

詞庫小組（2013）對於處理句法樹中所涉及到的的語意角色進行整理，其中

事件參與角色一般視為必要論元，描述事件的主要參與者。以下是 12 個參與角

色及定義。 

 

 

 

 

 

 

 

 

 

 

                                                             
 
5詞庫小組（2013）：https://ckip.iis.sinica.edu.tw/CKIP/tr/201301_201408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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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詞庫小組（2013）對於語義角色的定義 

 語義角色 定義 

1 

Agent 

主事者（施事） 
表事件中的肇始者，動作動詞的行動者。 

2 

Benefactor 

獲益者 
表受益的對象，但非主要賓語。 

3 

Causer 

致使者 
表事件的肇始者，但肇始者並未主動促使事件發生。 

4 

Companion 

隨同對象 
表主語的隨同對象。 

5 

Comparison 

比較對象 
表比較的對象，多在比較句中出現。 

6 

Experiencer 

經驗者 

表感受所敘述的情緒感知狀況的主事者，為心靈類述語的

主語。 

7 

Goal 

目標 

表動作影響的對象，或者為心靈動作的受事對象，在有物

件轉移的事件中則是個接受者或終點。 

8 

Range 

範圍 

表分類的範疇或結果的幅度。為分類動詞及比較句的主要

語意角色。 

9 

Source 

來源 
表物件轉移的起點。 

10 

Target 

對象 
述詞內容表達的對象或是轉移的方向。 

11 Theme 表靜態及分類述詞敘述的對象或動態事件中描述存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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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 位移的主事者，以及因事件動作造成物體的狀態從無到有

的受事者，皆使用這個語意角色。 

12 

Topic 

主（話）題 
表事件所論述的主題。 

註：詞庫小組（2013）僅展示語義角色英文名稱，中文名稱由作者所加。 

對比詞庫小組（2013）與 Fillmore（1977），本文研究對象「領」和「取」

所使用的到的三個語義角色分別為「主事者（Agent）」，「客體/受事（Theme/ 

Patient）」和「來源（Source）」。提及「客體/受事（Theme/ Patient）」這一語義角

色時，二者的名稱使用是不同的。這一分歧也體現在不同語言學者對語義角色的

定義上。 

Radford（2004）把不同的名稱「受事（Patient）」和「客體（Theme）」用於

相同的角色。而 Saeed（2015：152）則讚成把「受事（Patient）」和「客體（Theme）」

進行區分：「Patient 用於動詞動作所作用和改變的實體，而 Theme 用於描述動詞

動作在文字或比喻空間中移動但在性質上不變的實體」6。並以例（2-1）為例，

the rock 在例（2-1a）中為「受事（Patient）」，在例（2-1b）中為「客體（Theme）」。 

 

例（2-1） 

a Fred shattered the rock. （Patient） 

b Fred threw the rock. （Theme） 

（Saeed，2015：152） 

                                                             
 
6Saeed (2015:152): “PATIENT is served for entities acted upon and changed by the verb’s action while 

THEME describes an entity moved in literal or figurative space by the action of the verb, but 

constitutionally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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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例（2-2）中「領」和「取」的示例，本文認為「領」和「取」動作作用

的實體，如例（2-2a）中的「樹苗」和例（2-2b）中的「槍」並未發生性質的改

變，只是所有權、位置發生轉移，故標記為「客體（Theme）」。 

 

 

例（2-2） 

a 中樞紀念植樹節活動今天於臺北市政府前的一號廣場舉行，在細雨紛飛中，

政府要員按官階大小種樹如儀，小市民則排隊領山茶、杜鵑、扁柏的樹苗帶

回家自己種，體會園圃之樂。 

b 葉耀統同時供出前鎮區中華五路空屋屋頂夾藏有槍械一批，並帶同警方前往

取槍。 

 

故採詞庫小組（2013）與 Saeed（2015）的看法，以「客體（Theme）」標記

「領」和「取」動作作用的實體。 

此外，主（話）題（Topic）所指的主題角色，如例（2-3）所示，為漢語主

（話）題句的一類。 

 

例（2-3） 

a 功課 Topic年年拿第一 

b 牛蒡 Topic我 Agent常煮湯 Goal吃 Complement  

（《中文詞知識庫》） 

 

Li 和 Tompson（1976）提出漢語是一種主（話）題優先型語言，而英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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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語優先型語言。Li 和Thompson （1976）把主題——述語分析成漢語的句法

結構，將主題看作一種句法成分。從成分分析的角度看，話題與主語、賓語一樣

是句子的基本成分。話題可以省略，但主語、賓語也可以省略。 

徐烈炯和劉丹青（1998）從語義上把話題結構分為四類：論元及准論元共指

性話題、語域式話題、拷貝式話題、分句式話題。前兩類為普通話常用話題類型，

後兩類為吳語式（方言）話題。本文將普通話常用的兩類話題類型整理在表2-3

中。 

 

表 2-3 論元及准論元共指性話題、語域式話題（整理自徐烈炯和劉丹青，1998）  

分

類 

定義 示例 

1.

論

元

共

指

性

話

題 

論元共指性話題在語義上通常表現為施

事、當事、工具、受事、物件等等，在句法

上則表現為在主語、賓語（包括間接賓語）

等論元成分所占的句法位置上存在空位或

複指成分。 

① 吳先生Topic，[他]認識我。 

② 吳先生Topic，我認識[他]。 

③ 吳先生Topic，我給了[他]兩

本書。 

（加方括號的成分表示話題

在述題中的複指成分，它也可

以不出現而成為空位。） 

2.

語

域

這類話題為述

題提供所關涉

的 範 圍

1) 時地語域式話題：話題

為述題提供時間處所

方面的語域，這是漢語

① a.1947 年 Topic，我在那一

年出生了。 

b.1947 年 Topic，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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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話

題 

（ domain ，

Chafe 1976 用

語），或者框架

（framework，

Haiman 1978 

用語），我們統

稱為「語域」。 

話題的很常見的語義

類別。 

生了。 

② 桌子上 Topic放著一盆花。 

2) 領格語域式話題：領格

語域式話題，不是謂語

動詞本身的論元，但是

它跟謂語動詞的論元

有語義上的緊密聯

繫，在意義上是謂語動

詞的某個論元的領屬

格成分。 

① 大象 Topic，鼻子很長。 

② 這間老房子 Topic，門窗都

壞了。 

③ 這種牌子的冰箱 Topic，保

修期挺長。 

3) 上位語域式話題：上位

語域式話題是句子謂

語動詞某個論元的上

位概念。 

① 動物 Topic，老虎最兇猛。 

② 水果 Topic，我很喜歡吃蘋

果。 

4) 背景語域式話題：背景

語域式話題和述題的

關係最鬆散，它跟述題

內容的聯繫，主要是依

賴背景知識或談話當

時的語境而建立起來

的，在句子內部，無法

① 老王的這個義舉 Topic，我

們只剩下敬佩二字了。 

② 這個任務 Topic，你無論如

何不能馬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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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明確的話題-述題

句法語義聯繫。 

 

結合表 2-3 所示，詞庫小組（2013）在例（2-3）所給出的主題（Topic）類

型為「語域式話題」，即「話題為述題提供所關涉的範圍或者框架」，徐烈炯和

劉丹青（1998）統稱為「語域」。更具體來說，屬於「語域式話題」中的「背景

語域式話題」。主（話）題可用「關於」解釋，如例（2-3a）是「關於功課」——

「拿第一」；例（2-3b）為「關於牛蒡」——「常煮湯」。 

而「領」和「取」的主（話）題類型則為「論元共指性話題」，即話題在語

義上通常表現為施事、工具、受事等論元。如例（2-4）及例（2-5）所示。 

 

例（2-4） 

a 年資四十年、年滿六十五歲者 Agent/Topic，可領二萬元以上年金 Theme。 

b 也有保險公司碰到新婚夫妻還沒來得及戶籍登記就死亡，兩個親家為了女兒

或媳婦的理賠金 Theme/Topic該誰 Agent 領出現不同的意見。 

 

例（2-5） 

a 土耳其二十三歲快遞公司送貨員艾丁 Agent/Topic，原訂下午二時左右至公司取

件 Theme送貨，但直到四時公司仍未見到艾丁人影。 

b 台電要多增設許多鐵塔及線路，路權 Theme/Topic能否順利取也是一大問題。 

 

根據「領」和「取」的語料顯示， 主題（Topic）為主事者（Agent）、客體

（Theme）主題化而成。 

本文認同話題與主語、賓語一樣是句子的基本成分，且由主事者（Agen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19 
 

 

客體（Theme）主題化而成，是故不另外標記主題（Topic）這一語義角色，此類

句式將作為主題句在第五章進行論述。 

2.2 語義價與句法價 

關於「領」和「取」為單賓動詞還是雙賓動詞的問題，本文將從語義價與句

法價兩個層面進行闡述。 

Valency 一詞源於化學，它表示一種化學元素與另一種元素的特定數目的原

子結合的能力，首次被 Tesnière（1959）用在語言學領域來表示詞與其他詞的結

合能力。 

Downing 和 Locke（2006:83）定義「Semantic valency（語義價）」為「潛在

的參與者數量，包括主語——即動詞控制的子句中的位置數量，有時被稱為語義

價」7。並以動詞 eat 為例，指出它是一個二元動詞（two-place verb），因為任何

eat 事件中必須有一個 eater（吃者）和 a thing eaten（被吃的東西）。根據 Downing 

和 Locke （2006） 所示，一元動詞（one-place verbs）只有主語，原則上屬於

SP（主語-述詞） 模式；二元動詞 （Two-place verbs）有主語和一個其他成分，

例如 SPC（主語-述詞-補語） 和 SPO（主語-述詞-賓語） 模式；三元動詞

（Three-place verbs）有主語和兩個其他成分，如 SPOO（主語-述詞-間接賓語-

直接賓語） 和 SPOC（主語-述詞-賓語-補語）模式所示。 

 

 

 

 

                                                             
 
7 Downing & Locke (2006:83): “Semantic valency is the potenti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subject – that is, the number of ‘places’ in the clause that the verb controls –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its semantic val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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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Downing 和 Locke（2006：83）三種主要的補語類型 

Type of complementation 

補語類型 

Structure pattern

結構式 
Illustration 例證 

Intransitive 不及物 S-P Ted laughed 

Copular 繫動詞 S-P-C The idea is crazy  

Transitive  

及物 

Monotransitive  

單及物 
S-P-O He bought a video 

Ditransitive  

雙及物 
S-P-O-O He gave Jo the video 

Complex-transitive  

複雜及物 
S-P-O-C I find the idea crazy 

 

Downing 和 Locke （2006）提及，許多動詞，尤其是一般意義上的動詞，

如 get, turn, make 等都有多種補語，每種補語都反映一種不同的情況。如例（2-3）

所示，make 可以進入除不及物模式之外的所有模式。 

 

例（2-3） 

a I’ll make some tea.  SPO 

b I’ll make you a pizza.  SPOO 

c He made the coffee too strong.  SPOC 

d They make a good couple.  SPC 

e It makes for good relations.  SPO 

（Downing 和 Locke，2006：83） 

 

在論及漢語動詞配價時，袁毓林（2004：1）曾提到，「漢語動詞配價研究奉

行的是動詞中心論，核心思想有兩點：1. 動詞決定多少種和什麼樣的從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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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補語）跟它共現；2. 動詞具有 n 元關係，等待著一定數目和類型的論元

來填充。」綜上所述，語義價指示動詞語義中潛在的參與者（論元）數量。 

Downing 和 Locke （2006：83-84）定義「Syntactic valency（句法價）」指

的是「在任何給定的從句中出現的與動詞有直接語法關係的名詞性成分的數量」

8。Van Valin 和 LaPolla （1997：147）也將句法價與語義價進行了區分，「動

詞的句法配價是動詞所採用的顯性形態-句法編碼論元的數量。我們也可以討論

動詞的語義配價，這裡的配價指的是一個特定動詞可以接受的語義論元的數量」

9。沈家煊（2000：293）提到「句法配價是指抽象的句式配備的、與謂語動詞同

現的名詞性成分的數目和類屬（指施事、受事、與事、工具等）。」相較於語義

價所指示的潛在參與者（論元）的數量，句法價則指示句法中顯性參與者（論元）

的數量。 

Downing 和 Locke （2006）認為句法價通常與語義價一致，但不總是如此。

以二元動詞 eat 為例，它在 He ate an orange 句中有兩個補語，句法價與語義價

均為二價；而在 What time do you eat here?句中僅有一個補語，句法價降為一價。 

本文認為，動詞「領」和「取」從語義價來看，同屬於三價動詞，即包含「領

（取）者」、「來源」及「被領（取）的東西」。而在「句法價」上，常表現為二

價。因此，雖然「領」和「取」句法上常表現為二價，但在考察語義角色時，並

不能忽視較少出現的「來源（Source）」這一角色。 

                                                             
 
8 Downing & Locke (2006:83-84): “Syntactic valency is the number of nominal elements present in 

any given clause that have a direct grammatical relation to the verb.” 
9
 Van Valin and LaPolla (1997:147): “The syntactic valence of a verb is the number of overt 

morpho-syntacticaly coded arguments it takes. One can talk about the semantic valence of the verb as 

well, where valence here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semantic arguments that a particular verb can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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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雙賓（及物）構式 

雙賓結構是指由一個（雙賓）動詞、一個施動者論元 （Agent argument） （A）、

一個類似於接受者的論元（recipient-like argument） （R）和一個受事論元 （Theme 

argument）（T） 組成的結構。如例（2-4）所示。 

 

例（2-4） 

Mary gave John a pen. 

瑪麗  給 約翰一支筆。 

A         R     T 

（Malchukov,  Haspelmath 和 Comrie，2010） 

 

最典型的雙賓結構包括物理遷移的動詞，如 give，lend，hand，sell，return，

描述了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中，一個施動者將一個物體傳遞給一個有生命的接

受者（=接收者）。Goldberg（1995：31-39）論述英語的雙及物構式（Subj, V, Obj1, 

Obj2）中心語義為「施事使物體成功轉移至接受者」。  

漢語學界多從動詞的類別來描寫這一結構。趙元任（1968）將雙賓動詞分為

給予類（如「給」）、取得類（如「拿」）、「教」類和「借」類；朱德熙（1979）

做出了類似的分類：給予類、取得類和製作類。朱德熙（1979）對「取得」意義

的闡述為：1. 存在「得者」與「失者」雙方；2. 存在得者所得亦即失者所失之

物；3. 得者主動地使事物由失者向得者轉移。語義概括為：施動者有意識地（主

動地）從與事那獲得受事物。本文所研究的「領」和「取」皆屬於「取得類」（也

稱「獲取類」、「獲取義」）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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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雙賓構式的語義方面，張國憲（2001：517）將 「雙賓句式的語義」概

括為「施動者有意識地使事物的所有權發生轉移」。陸儉明（2005）認為雙賓句

式最高層次的語義結構模式可以描寫為：領有權轉移的源點－轉移動作－領有權

轉移的終點－領有權被轉移的事物，可以下分兩個表示轉移的語義結構子模式：

1. 領有權轉移的源點－轉移動作－領有權轉移的終點－領有權被轉移的事物；

2. 領有權轉移的終點－轉移動作－領有權轉移的源點－領有權被轉移的事物。 

石毓智（2004）根據動作導致客體移動的方向，可把動詞分為三類：1. 右

向動詞，如例（2-5a）；2. 左向動詞，如例（2-5b）；3. 左右向動詞，如例（2-5c）。 

石毓智（2004）提到漢語和英語句子的基本語序都為 SVO，它們的雙賓結構的

抽象格式也相同：[S+V+N1+N2 ]。 N1代表間接賓語，N2代表直接賓語。 

 

 

圖 2-1 石毓智（2004：246）客體的移動方向 

 

例（2-5） 

a 我 給了 她 一支筆。 

S  →   N1    

b 他 拿了 我  一本書。 

S  ←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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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 借了 小王 兩本小說。 

S  ←→  N1    

d He gave Mary a book. 

S  →   N1 

e He told me his story. 

    S  →   N1 

 

（石毓智，2004：247；249） 

 

石毓智（2004）認為漢英雙賓結構語法意義的本質差別是客體轉移的方向：

漢語：1. 右向 S→N1；2. 左向 S←N1；3. 左右向 S←→N1。英語：右向 S→N1。 

2.4 轉喻 

在「主事者（Agent）」這一語義角色的處理上，語料庫語料呈現出一些非典

型主事者的指代用法。如例（2-6）所示，例（2-6a）中「機車」指代機車所有

者；例（2-6b）中「這項發明」指代發明者。本文將這類主事者依照轉喻理論進

行處理。 

 

例（2-6） 

a 為了防止日益嚴重的污染、噪音和交通事故再繼續增加，廣州市府決定限制

機車 Agent 領牌數量。 

b 目前這項發明 Agent已取一個台灣專利、一個美國專利，研究報告並發表在著

名醫學工程期刊 IEEE Transaction of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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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轉喻的理論，本文主要參照了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和 Radden

和 Kövecses （1999） 對轉喻的定義以及類型劃分。 

Lakoff 和 Johnson （1980：35）將轉喻闡釋為：「我們使用一個實體來指代

與它相關的另一個實體。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轉喻」10。Radden 和 Kövecses （1999：

21）將轉喻定義為「轉喻是一個認知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概念實體，即喻

體，在同一個理想化的認知模型中，為另一個概念實體，即目標，提供思想上的

通道」11
 。 

關於轉喻的類型，Lakoff 和 Johnson （1980）呈現了 7 種，如表 2-5 所示。 

 

表 2-5 Lakoff 和 Johnson （1980：38）中轉喻的類型 

1. THE PART FOR THE WHOLE 

部分指代整體 

I've got a new set of wheels. （= car, 

motorcycle. etc.） 

我買了新車。 

2. PRODUCER FOR PRODUCT 

生產者指代產品 

He bought a Ford. 

他買了一輛福特車。 

3. OBJECT USED FOR USER 

物體指代使用者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薩克斯手今天得流感了。 

4. 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 

控制者指代控制方 

Nixon bombed Hanoi. 

美國轟炸了河內。 

5. INSTITUTION FOR PEOPLE 

RESPONSIBLE 

You'll never get the university to agree to 

that. 

                                                             
 
10 Lakoff & Johnson (1980:35): “Instead, we are using one entity to refer to another that is related to it. 

This is a case of what we will call metonymy.” 
11 Radden & Kövecses (1999:21): “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 

the vehicle,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 the target, within the sam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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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指代負責人 你不可能讓大學認同這個。 

6. THE PLACE FOR THE 

INSTITUTION 

地點指代機構 

The White House isn't saying anything. 

白宮沒有任何發言。 

7. THE PLACE FOR THE EVENT 

地點指代事件 

Pearl Harbor still has an effect on our 

foreign policy. 

珍珠港事件至今仍影響著對外政策。 

 

在 Lakoff 和 Johnson （1980）的基礎之上，結合 Lakoff （1987）提出的

理想化認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ICMs），Radden 和 Kövecses 

（1999：30）指出「鑒於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由我們認為是整體與部分的結構化

ICMs 組織起來的，我們建議，轉喻產生關係的類型可以歸為兩種一般的概念配

置：1. 整體 ICM 和它的部分；2. 一個 ICM 的部分之間」12。 

在不同的 ICM 之下，轉喻關係產生的類型，介於篇幅關係，本文僅在表 2-6

和表 2-7 呈現本文所涉及到的轉喻類型。 

 

表 2-6 Whole ICM and its part(s)的轉喻產生關係 

ICM 子屬 示例 

1. Thing-and-Part ICM 

1) a. WHOLE THING FOR A 

PART OF THE THING 

整體事物指代部分事物 

America   

for  ‘United 

States’ 

b. PART OF A THING FOR 

THE WHOLE THING 

部分事物指代整體事物 

England  

for  ‘Great 

Britain’ 

                                                             
 
12 Radden & Kövecses (1999:30): “Given that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is organized by 

structured ICMs which we perceive as wholes with parts, we suggest that the types of 
metonymy-producing relationships may be subsumed under two general conceptual configurations: (i) 

Whole ICM and its part(s); (ii) Parts of an 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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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tegory-and-Member 

ICM 

2) a. CATEGORY FOR A 

MEMBER OF THE 

CATEGORY 

範疇指代範疇中的成員 

the pill   

for  ‘birth control 

pill’ 

b. MEMBER OF A 

CATEGORY FOR THE 

CATEGORY 

成員指代其所在的範疇 

aspirin   

for  ‘any 

pain-relieving 

tablet’ 

3) a. GENERIC FOR 

SPECIFIC 

一般指代特殊 

Boys don’t cry. 

b. SPECIFIC FOR 

GENERIC 

特殊指代一般 

A spider has eight 

legs. 

3. Category-and-Property 

ICM 

4) a. CATEGORY FOR 

SALIENT PROPERTY 

範疇指代突出的特性 

brain   

for  ‘intelligence’ 

b. SALIENT PROPERTY 

FOR CATEGORY 

突出的特性指代範疇 

blacks   

for  ‘black people’ 

 

表 2-6 所示，本文涉及整體和它的部分之間的轉喻類型主要在三種 ICM 之

下。 

 

表 2-7 Parts of an ICM 的轉喻產生關係（Radden 和 Kövecses，1999） 

ICM 子屬 示例 

1. Action ICM 

1) a. AGENT FOR 

ACTION  

施事指代動作 

to author a book; to butcher a cow  

b. ACTION FOR 

AGENT 
writer;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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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指代施事 

2) a. INSTRUMENT 

FOR ACTION 

工具指代動作 

to ski; to hammer 

b. ACTION FOR 

INSTRUMENT 

動作指代工具 

pencil sharpener; screwdriver 

3) a. OBJECT FOR 

ACTION 

物體指代動作 

to blanket a bed; to dust the room 

b. ACTION FOR 

OBJECT 

動作指代物體 

to have a bite; the flight is waiting 

4) a. RESULT FOR 

ACTION 

結果指代動作 

to landscape the garden 

b. ACTION FOR 

RESULT 

動作指代結果 

the production; the product 

5) MANNER FOR 

ACTION 

方式指代動作 

to tiptoe into the room 

6) MEANS FOR 

ACTION 

手段指代動作  

He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7) TIME FOR ACTION  

時間指代動作 
to summer in Paris 

8) DESTINATION FOR 

MOTION 

目的地指代移動 

to porch the newspaper 

9) INSTRUMENT FOR 

AGENT 
the pen for ‘writ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29 
 

 

工具指代施事 

2. Possession 

ICM 

10) a. POSSESSOR FOR 

POSSESSED 

持有者指代被持有物 

That’s me.   

for  ‘my bus’ 

b. POSSESSED FOR 

POSSESSOR 

被持有物指代持有者 

He married money.   

for  ‘person with money’ 

3. Location 

ICMs 

11) a. PLACE FOR 

INHABITANTS 

地方指代居民 

The whole town showed up. for ‘the 

people’ 

b. INHABITANTS 

FOR PLACE 

居民指代地方 

The French hosted the World Cup 

Soccer Games.  for  ‘France’ 

12) a. PLACE FOR 

INSTITUTION 

地方指代機構 

Oxford won’t publish the book.  

f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 INSTITUTION 

FOR PLACE 

機構指代地方 

I live close to the University. 

13) a. PLACE FOR 

EVENT 

地方指代事件 

Waterloo for  ‘battle fought at 

Waterloo’ 

b. EVENT FOR 

PLACE 

事件指代地方 

Battle  name of the village in East 

Sussex where the Battle of Hastings 

was fought 

 

表 2-7 所示，本文涉及部分之間的轉喻類型也主要在三種 ICM 之下。 

Radden 和 Kövecses（1999）系統、全面地呈現了不同 ICM 中產生的轉喻

關係。本文先依據「領」和「取」的語料劃分轉喻類型，再考察其轉喻關係所屬

的 ICM。 如例（2-6a）的「機車」指代「機車所有者」，轉喻類型屬於「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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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持有物」，在 Possession ICM 之下；例（2-6b）的「發明」指代發明者，轉

喻類型屬於「項目指代實施者」，在 Action ICM 之下。 

2.5 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ARVS） 

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認為句子所能表達的事件內容及方式主要

是受核心動詞限制的，  所以定出一個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來表達每一個動詞義項的事件

訊息結構。其基本架構如圖2-2所示。 

 

 

圖 2-2 動詞語意表達模式（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4） 

 

事件訊息結構中所含的訊息共有四種，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的訊息直

指事件本身，包含了事件類型（Event Type）和特質屬性（Inherent Attributes）；

第二個層面的訊息涉及事件的參與成分，包含了參與角色（Roles）和角色內部

屬性（Role-internal Attributes）。 

依據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一個動詞所能表達的事件類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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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五種基本事件模組（event module）組成，即各種不同事件類型都是由這五

種基本事件模組組合而成的。 

 

 

表 2-8 五個基本事件模組（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5） 

 類型 符號 闡釋 

1 

端點 

（Boundary） 

‧ 

以「端點（boundary）」這個事件模組表示事件的

端點，包含「開端」及「終點」。在語言學的文章

中，慣用telic 或endpoint 來指稱有明確「終點」的

動詞。 

2 

過程  

（Process） 

//////// 

指能夠持續進行的動作。在一般語言學著作中，這

種事件類型多半用activity 來表示。我們用「過程

（process）」是因為它僅是事件類型的組成成分，

不表示一個完整的事件類型。 

3 

階段 

（Stage） 

^^^^^ 

指包含狀態改變、具有階段性的事件形態。它和過

程的差別在於過程是由一連串動作組成，像是「建

房子」包含了打地基、安置鋼筋、砌牆…等一連串

動作，而階段則包含一連串不同的狀態，像是「凋

謝、上昇、瀰漫」包含了一連串相接續卻又有細微

差別的狀態。 

4 

狀態 

（State） 

── 指持續不改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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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瞬時 

（Punctuality） 

/ 

指該事件只存在於一個時間點上。具有瞬時模組的

動詞表現在語法上的特性是，不能搭配持續的時

段，例如「打算」屬瞬時，因為我們不說「我打算

去看電影打算了很久。」 

 

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8）認為事件類型都是以模組的方式形成

的，都能以模組方式適切地表達。事件類型主要有以下三類：核心事件（nuclear 

event）、簡單事件（simplex event）以及複合事件（composite event）。 

 

表 2- 9 事件類型（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6-7） 

事件類型 示例 

1. 表示核心事件（nuclear event）

的動詞：這一類動詞只能呈現

一種單純的事件形態。 

 

//////   散步、旅行  動作（activity） 

──  快樂、疲倦、恨…   

均質狀態（homogeneous state） 

/  打算  瞬時（punctuality） 

‧  死、斷、醉…  完整（complete） 

2. 表示簡單事件（simplex event）

的動詞：這一類動詞只能表示

單一的事件模組，但是可以同

時指涉事件的端點。 

 

‧//////  下雨、開會、追趕、考慮…   

啟始動作（inchoative activity） 

‧//////‧ 建、製造、吃、吃飯…   

始終動作（bounded activity） 

‧^^^^  上昇、下降、縮小、衰老…   

啟始階段（inchoativ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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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凋謝  始終階段（bounded stage） 

‧──  高興、累、瘦、破、懂…   

啟始狀態（inchoative state） 

/‧  打死、打破、騎累、答對…   

結果（resultative） 

‧/  出發、畢業、離開、抵達…   

瞬間完成（completive punctuality） 

3. 表示複合事件（ composite 

event）的動詞：這類動詞可以

指涉過程或過程完成後的狀

態，但是這兩種事件模組不能

同時呈現。 

 

‧ ──  坐、躲、包圍、放、知道…   

完整結果（completive resultative） 

‧//////‧──  穿、掛、綁、連接、瞭解…   

動態雙元（dual process-state） 

 

 

    本文結合表2-9所示三類動詞分類，在第五章最後一節詳細闡述「領」和「取」

的動詞類型。 

關於事件特質屬性，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8）指出「特質屬性

是用來描述事件本身特質的屬性。一個動詞的特質屬性非關乎動詞的事件類型或

論元，它是和動詞核心概念緊緊相關。」 

 

表 2-10 三類特質屬性（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8-9） 

1 

控制 

（control） 

指主事者可以操控該動作或狀態，帶有此屬性的動詞可以搭

配命令句。基本說來，大部分動作動詞帶有控制的屬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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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狀態動詞則不帶。 

2 

事實

（realized） 

我們發現有些動詞不能被「不」否定，我們認為這是由此動

作的核心概念決定的，用「事實」此屬性來表示此語意特質。 

3 

處置

（disposal） 

我們認為探討漢語把字句所提的處置概念也是一個特質屬

性。帶有處置屬性的動詞，如「打破、趕走」，清晰表示賓

語被處置後的結果，可直接用於把字句。 

 

此外，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9）認為「動詞可攜帶的每個角色

都視為其事件訊息結構上的一個語意屬性」。除原詞庫小組定義的主事者（Agent）、

受事者（Theme）、對象（Goal）、經驗者（Experiencer）、接收者（Recepient）、

來源（Source）、肇始者（Causer）、地點（Location）、範圍（Range）、目標

（Target）、比較者（Comparison）之外，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9）

新增如下三個角色：1. 事因（cause）：表示事件之肇因，像是「減肥真累」。

事因和詞庫原就定有的肇始者（causer）並不相同，肇始者必須是肇始事件

（causative event）的行為者，像是「大家的問候溫暖了我的心」。2. 漸生題旨

（incremental Theme）：表示經歷該事件後產生之結果物，像是「烤蛋糕」。3. 填

位（locus）：表示被填補之位置，像是「補洞」、「填海」。 

由於MARVS理論為2000年提出，其採用的語義角色定義為詞庫小組1993年

版本，而本文採用的語義角色定義為詞庫小組2013年版本。雖然兩個版本在論元

數量及定義上稍有出入，但在本文所涉及的三個語義角色「主事者（Agent）」、

「受事者/客體（Theme）」和「來源（Source）」是一致的。因此，本文關於語

義角色部分的研究將直接併入MARVS的角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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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角色內部屬性，張麗麗、陳克健和黃居仁（2000： 9）僅以「意志（volition）」

作為示例，指「主事者具有行使此動作的意圖」。例如「遇見」和「等」的不同

在於前者不帶意志，後者帶意志。 

2.6 近義詞的界定 

「近義詞」字面意為「意義相近的詞」。Lyons（1981）指出近義詞（near synonym）

的概念是指意義相近但不完全一致的詞彙。Taylor（2003）提到，完全同義詞

（perfect synonyms）應語意相同且可在任何語境中互相替換，因此完全同義詞的

數量極少，大多數同義詞其實是近義詞，這些近義詞共用某些核心（語意）相似，

而邊緣（語意）相異；Saeed（2015）認為真正的同義詞極少。概括上述研究可

知，真正的同義詞數量鮮少，因此本文以近義詞統稱核心語意相同但次要或邊緣

語意具細微差異的詞彙群組，並以近義詞作為本文討論範圍。 

Romagnoli（2013） 在研究漢語辭典中的近義詞時曾提到，在詞彙層面上，

一對近義詞可以由以下五種組合產生：1. 兩個不同的單音節詞。例如「看和瞧」；

2. 單音節詞和包含單音節的雙音節詞。例如「學和學習」；3. 兩個不共用任何語

素的雙音節詞。例如「馬上和立刻」；4. 兩個雙音詞共用一個語素。例如「開辦

和創辦」；5. 兩個雙音節詞共用兩個語素，但順序相反。例如「相互和互相」。

本文所研究的「領」和「取」，則屬於第一種組合。 

2.7 基於語義角色的謂詞近義詞辨析 

本節論述主要參考張占山（2006）基於語義角色視角下的謂詞近義詞辨析

的總結和歸納，其示例來源於張志毅的《簡明同義詞典》和劉叔新的《現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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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詞詞典》。 

依據張占山（2006），基於語義角色進行謂詞近義詞辨析主要有三個方向。

第一，所能組合的語義角色的數目不同。A 詞比 B 詞能組合的名詞短語的數目

多，近義詞中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的差別就屬此類。例如：「減弱」（一價動詞）

與「削弱」（二價動詞）等。 

第二，組合關係不同。與謂詞組合的名詞短語所承擔的語義角色關係不同。

如「諂媚」與「獻媚」，前者帶客體（受事）格，後者帶對象角色，在句法形式

上「諂媚」的受事置於動詞後作賓語，「獻媚」的對象用介詞「向」標記放在動

詞前做狀語。 

第三，語義角色的屬性差異。格框架特徵相同的近義片語是大多數，對這

一類謂詞近義詞進行辨析，就要依次看承擔各語義角色的體詞13短語的語義屬性，

近義片語內的不同成員往往對承擔相同語義角色的名詞短語具有不同的語義屬

性要求。如「到達—達到」，框架都是「主體+V+客體」，他們的一個區別在於充

當客體的體詞性成分的具體與抽象上，「到達」是具體的，「達到」是不具體的。 

張占山（2006）利用來自張志毅的《簡明同義詞典》和劉叔新的《現代漢

語同義詞詞典》中的近義詞組，嘗試對體詞性短語語義屬性差別作分類。 

 

表 2-11 體詞性短語語義屬性試分類（整理自張占山，2006） 

分類角度 具體 示例 

1. 體詞性短語類型範疇 1) 體詞性短語的生命度 「低」[-有生] 

                                                             
 
13朱德熙（1982：40）：「實詞之下，可以劃分為體詞和謂詞。體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做主語和賓

語，一般不做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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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 差別，主要體現在主

體、客體兩個語義角

色上。同義詞組內的

各成員對名詞性短語

的生命度有不同的要

求，表現為有生無生

的差別，有生的情況

下人與動物、機關團

體的差別。 

「矮」[+有生] 

2) 有生名詞社會地位的

差別，這裡的社會地

位是主體與客體或與

事之間的相對社會地

位差別。 

「表揚」[平輩、下級] 

「表彰」[上級對下級] 

3) 具體與抽象的差別  「混亂」[抽象] 

「雜亂」[具體] 

4) 個人與團體的差別 

 

「資助」[個人、團體] 

「援助」（團體或政府行

為） 

2. 體詞性成分數量資訊

的差別 

 

交互動詞要求充當主體

的名詞性成分必須是複

「抬」（主體複數） 

「提」（主體單複數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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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非交互動詞則單複數

均可。 

3. 體詞性成分評價特徵

的差別。 

評價特徵的參數主要有

「好/不好（壞）」、 

「真/非真（假）」等 

「克制」[消極客體] 

「抑制」[消極、積極客體] 

4. 從充當主體的體詞性

成分和客體的領有者

是否一致來看，有對

自己和對別人的差

別。 

 「慶賀」[對自己] 

「祝賀」、「恭喜」[對別人] 

 

依據張占山（2006）基於語義角色進行謂詞近義詞辨析的三個方向，本文

的研究對象「領」和「取」所能組合的語義角色的數目相同（語義價為三價，句

法價為二、三價），並且組合關係也相同（主事者、客體及來源），屬於第三個方

向下語義角色的屬性存在差異的類型。 

本文參考張占山（2006）對體詞性短語語義屬性試分類，探究「領」和「取」

語義角色的屬性差異，而後併入 MARVS 角色屬性的部分。 

2.8 指稱（Reference） 

根據SIL glossary of inguistic terms （SIL語言術語表）定義，「指稱」（Reference） 

有兩種釋義：1. 指稱是一種語言表達與它所代表的具體或抽象物體之間的符號

關係。2. 指稱是一種語言表達與另一種語言表達之間的關係，一種語言表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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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解釋另一種語言表達所必需的資訊。本文涉及的指稱為第二種釋義。 

Givón（1995:60-61）曾提及，古英語中，數詞 one 用於標記有指（referencial）

中非定指(indefinite)的名詞。在早期，結構標記充分與實際標記一致。 

例（2-7） 

a Non-referring object（無指） 

She wanted to buy house. 

(but couldn’t find any. ‘house’ = not a special one.) 

b Referring object （有指） 

She wanted to buy one house. 

(because she liked it. ‘one house’ = a special one.) 

（Givón，1995： 61） 

 

但後來 one 在語義和語音上虛化，變成鬆散的非定指標記 a(n)，此時有指與

無指的標記一致。 

 

例（2-8） 

a Non-referring object（無指） 

She wanted to buy a house. 

(but couldn’t find any. ‘a house’ = not a special one.) 

b Referring object （有指） 

She wanted to buy a house. 

(because she liked it. ‘a house’ = a special one.) 

（Givón，1995： 61） 

 

在現代美式英語中，this 用來標記有指。 

 

例（2-9） 

a Non-referring object（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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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wanted to buy a-house. 

(but couldn’t find any. ‘a house’ = not a special one.) 

b Referring object （有指） 

She wanted to buy this house. 

(because she liked it. ‘this house’ = a special one.) 

（Givón，1995： 61） 

 

在英語中，名詞性成分的有定性與無定性通常是通過在名詞性成分前面加冠

詞表示的。英語中的定冠詞 the 的作用是與名詞性成分連用，進而表示這個名詞

性成分是有定的，作用是指稱某個或某些特定的人或事物。不定冠詞 a（n）的

作用則恰恰相反，它和名詞性成分連用，進而表示這個名詞性成分是無定的，泛

指同一類或同一事物中的某一很難確定或是在敘述中沒有必要確定的人或者事

物。漢語實際上是沒有形態變化的，也沒有像冠詞這樣的虛詞，所以漢語常把英

語的定冠詞譯成「一個」、「一些」、「這個」、「那個」之類的數量結構或指

量結構。Li 和 Thompson（1981：131）提到「漢語中沒有可以對應到英文的 the

和 a 的字」，但也提到漢語指示詞的「那」和數量詞「一」在沒有強調地唸出來

時，已經開始具備像英文的 the 和 a（n）的功能了。 

在以漢語討論指稱方面，由於漢語並不像英語容易判定名詞是否為定指

（definite），因此使用資訊（information）來判斷。屈承熹（1999）對指稱的分

類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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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屈承熹（1999）關於「指稱」的分類（截自呂彥菁，2005:8） 

 

屈承熹（1999）指出，「定指」表示說話者和聽話者都知道的所指為何，如

例（2-10a）中的「施醫生」；「不定指」則是說話者和聽話者都不清楚所指為何；

「特指」介於二者之間，為說話者所知、假定聽話者不知的情形，如例（2-10b）

中的「一個很好的醫生」。「不定指」又分為「隨指」和「泛指」兩類，用以區分

「個體」和「整體」，如例（2-10c）中「好醫生」指的是好的醫生群體中的一個，

例（2-10d）中的「禿鷹」則指的是整個的禿鷹群體。 

 

例（2-10） 

a 施醫生想跟你約個時間見面。（definite） 

b 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醫生給我治過敏症。（specific） 

c 我找不到個好醫生給我治過敏症。（random） 

d 禿鷹現在差不多已經絕跡了。（generic） 

（屈承熹，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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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探討客體時，涉及到指稱的不同類別。如例（2-11）所示，「領」的

客體為「定指」，「亞太最受歡迎女歌手獎」限定這個獎是惟一的；「取」的客體

可為「泛指」和「隨指」。 

 

例（2-11） 

a 張惠妹赴新加坡領亞太最受歡迎女歌手獎（定指） 

b 宜蘭縣農田水利會會長呂天降今天清晨再度呼籲農民，要確實依各地輪灌時

間取水。（泛指） 

c 只要取病人一滴血放在晶片檢測卡上﹐經過分子雜交後﹐連上電腦就可以顯

示出基因變化情況。（隨指） 

 

本研究參考口試委員呂佳蓉教授的建議，將「定指」和「非定指」在語義屬

性上分別歸屬在【+限定】和【-限定】兩類。 

2.9「領」和「取」的相關研究 

本小節介紹關於「領」和「取」的相關研究，研究方向涉及認知基元、二語

習得及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 

關於二者的動詞研究，則僅作為部分研究對象，而非研究主體出現。 

馮麗（2013）在以「拿」為認知基元構建同義詞群的相關研究中，研究動詞

371 個。以「拿」的五種基本語義：「抓取」義、「捕捉」義、「取得」義、「握持」

義、「掌握」義構建同義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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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以「拿」為認知基元的同義詞群（整理自馮麗，2013） 

語義 詞義基元結構 

同位詞群 

【個性特徵】 

下位詞群 

拿 1：

「抓

取」義 

【施事+用手+拿

1+受事+到施動者

手中。】 

{取①，撈，抄，

掉，操}  

取① ：拿到手

裡。【+謹慎+

緩慢】 

例：取款、取

行李、把燈泡

取下來。 

 

1. 動作部位變體  

2. 手部狀態變體  

3. 受事位置變體 

取① =【拿 1+受事→位置：儲存

處有主物】 

例：取錢（款）、取車 

4. 工具變體 

取① 【拿 1+用手+工具：鉗子攝

子】 

例：把卡在喉嚨裡的魚刺取出

來。 

5. 力量變體 

 拿

2：「捕

捉」義 

【施事（生命體）

+動作/行為（捕捉）

+受事（生命體）+

使 受 事 失 去 自

由。】 

{捉②，抓③，

逮，捕①，捕

捉，捉捕}  

…… 

拿 3： 【施事+通過某種 {取，得，得 1. 通過交接手續變體：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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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義 

方法或途徑行為+

受事（具體/抽象事

物）】 

到，獲得，獲

取，獲致， 贏

得，博得} 

取②：得到； 招

致 

例：取樂、取

暖、自取滅

亡。 

「 取得」義，不是施事直接取

得某物，而是施事從給予方手

中取得某物。有一個手續交接

過程， 即通過交接途徑取得。 

領⑧ 【拿 3+途徑：從給予方+

通過交接手續+受事：物+口語】 

例：招領、領工資、領材料。

領⑨ 【拿 3+途徑：從給予方+

抽象受事：教誨/意見+口語】

例：領教、領情、你的好意我

領了。 

2. 通過體力智力投入變體。 

3. 非法手段變體 

4. 行為力量變體 

拿 4：

「握

持」義 

【施事+拿 4+受事

在手中】 

{握① ，持① ， 

執① ，執持，

把① ，攥，把

握① ⑦ ，把捉}  

…… 

拿 5：

「掌

握」義 

【施事（人）+拿

5+受事（具體 /抽

象）+狀態（掌控

{秉⑦ ， 秉持， 

執持， 操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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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如表 2-12 所示，「取」是「拿 1」（抓取義）的同位詞群之一，詞義基元結構

為：【+施事+用手+拿 1+受事+到施動者手中】。同時也屬於「拿 1」（抓取義）的

下位詞群，即「拿 1」受事位置變體和工具變體詞群。受事位置變體是指其受事

是在儲存處或附著處的有主物，結構為【拿 1+受事→（位置：儲存處+有主物）】；

工具變體是指用手並借助工具完成動作，結構為【拿 1+用手+工具：鉗子攝子】。

此外，「取」是「拿 3」（取得義）的同位詞群之一，「只凸顯結果而不凸顯其他方

面」，可以解釋為「取得」或「得到」，沒有其他附加條件（如方式、途徑、力量、

手段等）。 

「領」是「拿 3」（取得義）的下位詞群之一，即「拿 3」（取得義）通過交

接手續變體，這一類「 取得」義，不是施事直接取得某物，而是施事從給予方

手中取得某物。有一個手續交接過程，即通過交接途徑取得。詞義基元結構描寫

為：【拿 3→途徑：從給予方+通過交接手續+受事：物+口語】和【拿 3→途徑：

從給予方+抽象受事：教誨意見+口語】。 

通過提取「領」和「取」在以「拿」為認知基元的同義詞群中的詞義基元結

構及分佈，本文藉助馮麗（2013）對「領」和「取」作初步的對比，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領」和「取」的詞義基元結構 

 詞義基元結構 示例 

領 【施事+從給予方+通過交接手續+受事（具體/抽象事 領工資、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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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取 

【施事+通過某種方法或途徑行為+受事（具體/抽象事

物）】 

取樂、取暖 

【+施事+用手+受事→位置：儲存處有主物+到施動者

手中】 

取錢（款）、取車 

【+施事+用手+工具+受事+到施動者手中】 

把卡在喉嚨裡的魚

刺取出來。 

 

結合表 2-13，本文認為「領」和「取」的差別在於「給予方」是否存在。「領」

為施事從給予方取得受事，給予方常需確認給予對象，因此需要通過交接手續。

而「取」則為施事從受事儲存處取得受事。 

以上為「領」和「取」在以「拿」為認知基元的同義詞群中的詞義基元結構

及分佈。也有學者從二語習得角度，探討獲取類動詞的教學分佈及教學建議。嚴

俊彤（2017）對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留學生的獲取類動詞偏誤進行考察，歸

納留學生在使用獲取類動詞時存在的偏誤類型並探討成因。後針對現有的教材中

關於獲取類動詞的教學設計情況，為獲取類動詞的對外漢語教學實踐提供可行性

建議。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是母語非漢語的外國人參加高等漢語水準考試（HSK

高等）作文考試的答卷語料庫，由北京語言大學崔希亮教授主持建設，HSK 語

料庫收集了 1992-2005年的部分外國考生的作文答卷，其中 1.0版收入語料 10740

篇，約 400 萬字，後經修改補充，語料庫 1.1 版語料總數達到 11569 篇，共計 424

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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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漢語教學中，獲取類動詞的詞語範圍首先參考的是《漢語水準詞彙與漢

字等級大綱（修訂本）》。《大綱》是由大陸國家漢辦漢語水準考試部和北京語言

學院漢語水準考試中也研製，是 HSK 考試的主要依據，也是對外漢語教學總體

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成績測試的重要依據。《大綱》共收錄詞語單位 8822

個，包括甲級詞 1033 個，乙級詞 2018 個，丙級詞 2202 個，丁級詞 3569 個。 

表 2-14 是嚴俊彤（2017）依據《大綱》收錄的獲取類動詞進行整理，選取

125 個，其中甲級詞 10 個，乙級詞 33 個，丙級詞 28 個，丁級詞 54 個。獲取類

動詞在整個《大綱》詞語中約佔 1.42%。本文所研究的「領」和「取」則屬於《大

綱》中的乙級獲取類動詞。 

 

表 2-14《大綱》獲取類動詞統計表（嚴俊彤，2017） 

級

別 

獲取類動詞 

數

量 

甲

級

詞 

得、得到、換、買、拿、取得、收、要、贏、找 10 

乙

級

詞 

拔、敗、捕、采、採購、奪、釣、訂、奪、拐、獲得、揀、撿、接到、

救、撈、領、騙、搶、求、取、拾、收穫、挑、偷、吸收、吸引、尋

找、摘、徵求、爭取、抓、捉 

33 

丙

級

詞 

綁、逮捕、得病、兌換、奪取、罰、購、購買、雇、患、獲、力求、

力爭、娶、收割、收集、捜集、挑選、吸取、尋、引進、佔領、佔有、

招、征、掙、爭奪、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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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級

詞 

霸佔、綁架、捕撈、捕捉、採集、查獲、盜、盜竊、訂購／定購、奪

得、訛、罰款、雇傭、換取、回收、獲取、集郵、集資、繳、接收、

劫、劫持、錄取、錄用、謀、謀求、聘、聘用、搶劫、竊取、竊聽、

侵佔、求得、收復、收購、收回、貪、貪汙、討、提取、聽取、偷竊、

挾持、選取、選用、引用、贏得、預訂／ 預定、詐騙、佔據、招聘、

招生、招收、徵收 

54 

 

在對外漢語教材方面，嚴俊彤（2017）選擇的是《發展漢語》系列教材綜合

課本作為考察對象。《發展漢語》為大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

材，由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出版，屬於對外漢語教材中綜合課本系列的主幹教材，

分為初、中、高三個級別。表 2-15 為嚴俊彤（2017）整理的獲取動詞在教材中

的分佈情況。 

 

表 2-15《發展漢語》教材獲取類動詞統計表（嚴俊彤，2017） 

等

級 

詞彙 

數

量 

初

級 

得、換、取（錢） 、收、要、掙錢、拔、接、接受、取得、收養、

捜集、控、摘、掙 

15 

中

級 

豐收、撿、錄取、簽收、搶、取、攢、招、賺、捉、訂婚、購、購買、

認養、收藏、收集、招聘 

17 

高

級 

剝奪、獲取、錄用、搶劫、受賄、貪汙、淘金、挽回、贏利、籌款、

得益、攫取、攬、搜查、搜秦、佔據、招棘、招致、召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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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展漢語》教材來看，獲取類動詞「取」分佈在初、中兩級教材詞彙中，

而「領」並沒有出現在教材中。由此可見，對「領」和「取」進行辨析，對二語

習得也是有所助益的。 

另外嚴俊彤（2017：43）也建議面向中、高級學習者，「教師可以補充說明

獲取類動詞的語法特點」，並以雙賓句式[S+V+O1+O2]為例。但嚴俊彤（2017）

並沒有對獲取類動詞的特殊句式做出具體的論述。據此，本文將考察「領」和「取」

的特殊句式。 

由於獲取類動詞的發出部位常常是手部，更有學者將其稱為獲取類手部動詞。

曾秀彬（2013）以現代漢語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為研究對象，並以「取」作為

七個研究對象之一，此外包括「撿」「拾」「收」「搶」「奪」「拿」。 

該研究自建一個包含文學小說類、抒情散文類、話劇劇本類、歷史記實類、

科學技術類、操作說明類等六大類語言材料的語料庫，各類語料約 15 萬字，總

計 90 萬字。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在語料庫中出現的比例如表 2-16 所示。 

 

表 2-16 曾秀彬（2013：11）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出現頻率表 

 奪 撿 拿 搶 取 拾 收 

文學小說類 2 12 128 36 10 2 24 

抒情散文類 1 9 26 9 11 3 15 

話劇劇本類 3 8 80 7 7 0 17 

歷史紀實類 14 3 23 46 3 0 12 

科學技術類 0 0 2 0 112 0 4 

操作說明類 0 2 3 0 30 0 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50 
 

 

共計出現 20 34 262 98 173 5 97 

占比 2.90% 4.93% 38.03% 14.22% 25.11% 0.73% 14.08% 

 

根據表 2-16，「取」在 7 個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中，出現頻率排名第二，

僅次於「拿」。「取」用在「科學技術類」文本的比例最大，約為 64.74%（112/173）。

曾秀彬（2013:11）解釋為「動詞「取」的書面性更強，因此更多地用在科學技

術類作品中」。 

在 7 個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句法分佈中，本文僅提出與「取」相關的部

分，如下表 2-17 所示。 

 

表 2-17 「取」的句法分佈（整理自曾秀彬，2013） 

句

法 

類型 例句 

賓

語 

受事賓語 

①龍二從盤子裡取過最後一塊毛巾。

（具體受事賓語） 

②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

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曖昧不

清。（抽象受事賓語） 

補

語 

（1）結果補語 根治辦法是手術，把疤取掉。 

（2）趨向補語 

等到快輪到我們時，她就站起來，把頭

上的髮卡取下來銜在嘴裡，再一個個別

好，翻起領口，拉下袖子，背過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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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受捆了。 

句

式

的

選

擇 

（1）基本句式為

[NP1+VP+NP2]，構成[主語+謂

語+賓語]的基本句式。 

①新郎將從新娘腿上取下護花帶。（主

謂賓） 

②敏：那麼，三叔，……（突然）我還

忘了看大哥的信。（從桌上取信閱讀，

驚喜地）三叔，你看！（主語缺省） 

（2）變體句式。 

用「把」提前 NP2 時就形成了

句式變體一：[NP1+把（將）

+NP2+VP]。 

先設好時間再將電池取下，過幾分鐘再

重新開機看時間是否需要重設。 

用「被」提前 NP2 時就形成了

句式變體二：[NP2+被（叫/讓）

+NP1+VP]。 

無。 

  

表 2-17 從賓語、補語、句式三個方面呈現了「取」的句法表現。賓語為受

事賓語，有具體和抽象兩類。補語有結果補語和趨向補語兩類。句式上，基本句

式[NP1+VP+NP2]，構成「主語+謂語+賓語」的基本句式。另有「把」字句和「被」

字句兩種變體。本文認為上述「取」的句法分佈較為不完善，如句式變體僅呈現

「把」字句，未提及雙賓句式等其他特殊句式。 

曾秀彬（2013）在辨析獲取類動詞語義差異之前，先提取了單音節獲取類手

部動詞的共有語義特徵，本文根據曾秀彬（2013）的內容，整理在表 2-1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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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共有語義屬性（整理自曾秀彬，2013） 

面向 釋義 語義特徵 

關於

動作

的部

位 

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在其動作發生的過程中，發出動作的

部位基本上與手有關。這個手既可以是手的整體，也可以是

部分，如手指、手掌、手臂等；既可以是單手發出動作，也

可以是雙手發出動作。 

[+手] 

關於

動作

的目

的 

手部動作往往會使動作的承受者發生某種變化，這種變化可

以是位置的變化，也可以是狀態的變化。而單音節獲取類手

部動詞主要是使動作的承受者從原地方移向動作發出者手

中，使動作發出者「獲取」動作承受者。 

而在動作實施的過程中，受事的位置會從原地轉移至施事的

位置。 

[+獲取] 

[+位移] 

關於

動作

的方

式 

借鑒了李金蘭（2006）提出的六種身體行為句式。發現「用

+GN+V」是該類動詞所有成員均能進入的句式，其中 GN 表

示工具名詞。又結合陳昌來（1997）對工具和手是否屬於工

具的界定，認為 GN 不僅包括普通意義上的工具，而且也應

該包括我們的手或手部器官。 

[+工具] 

關於

動作

的賓

語 

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賓語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具體事

物，一種是抽象事物。 

從語料中可以看出，但是有界的固態的或者具體事物是該類

動詞都能支配的賓語。 

[+有界] 

[+可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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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18，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共有語義屬性可以概括為具有「用手

使動作承受者從原地位移至動作發出者所在地」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說，這幾

個動詞具有一部分共同的語義屬性，並構成一個[+獲取]的語義範疇。又因其都

是手部動作，即動作都是由手部器官或經由手部器官利用其他工具來完成，因此，

單音節獲取類手部動詞的共有語義屬性為[+獲取][+位移][+有界][+手][+可附著]。

此外，手部動詞除了共有的語義屬性外，也具有自己本身的特點。 

曾秀彬（2013）又把「拿」和「取」進行對比，提取各自的語義屬性。對比

內容及結果，如表 2-19 所示。 

 

表 2-19「拿」和「取」的語義特徵提取（整理自曾秀彬，2013） 

語義

提取 

語義特徵 拿 取 

發出

動作

的部

位 

 

[+ 手 ][+ 其 他 方

式][+獲取][+工具]  

（在無特別說明

下，手或手部器官

名詞一般被認為

是「第一工具」。） 

（1）龍二成了這裡的

地主，常常穿著絲綢衣

衫，右手拿著茶壺在田

埂上走來走去，神氣得

很。 

（2）老頭子打開袖珍

半導體收音機，調出一

個熱鬧的戲曲台，戴上

花鏡，拿起《中國老年》

仔細地看。 

（1）然後把手伸進深深的口

袋，取出幾枚供果，塞在那

些小手裡。 

（2）等到快輪到我們時，她

就站起來，把頭上的髮卡取

下來銜在嘴裡，再一個個別

好，翻起領口，拉下袖子，

背過雙手，等待受捆了。 

（3）別人在紅牆裡邊放風

箏，他在紅牆外，看誰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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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還以為我拿了

很多吃的東西走，就不

會再回來。（可能為其

他方式） 

箏好他把鏢砣甩上去鉤住人

家的線，把風箏拉拽到牆外

取下搶走。（可能為其他方

式） 

動作

所帶

的賓

語 

[+位移] 

[+ 涉 賓性 ] （ [+

物][－有生]（體積

小，重量輕）[+有

界][+可附著] 

（1）寶康坐下去，用

手在桌面上請著，拿起

筷子先給趙堯舜夾了

一塊松花蛋。 

（2）在人保組裡，人

家把各種交待材料拿

給她看，就是想讓她明

白，誰也不這麼寫交

待。 

 

（1）如果將輸入法裝在存儲

卡裡面，當將卡取出再開機

使用會出現系統錯誤，無法

輸入漢字的錯誤。 

（2）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

心魂相守。 

[處所] 

[±處所] 

今天我都把毛衣拿去

時裝大廈了，人家說不

行。 

[－處所] 

無。 

 

本文認為，無論是從「取」的句法分佈還是「取」和「拿」的語義特徵提取，

過往文獻並未將單純詞與複合詞進行區分。複合詞的使用情形並不能用來作為單

純詞語義區分和句法分佈。如「留取丹心」中的「留取」為複合詞，語義側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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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為保持；而單純詞「取丹心」，則意為從某處取得「丹心」。因此以複

合詞為例來判定單純詞的語義，會對單純詞的語義提取造成偏差。 

綜上，過往研究並未直接聚焦在「領」和「取」的對比，將「領」和「取」

納入研究範圍的僅有馮麗（2013），嚴俊彤（2017）、曾秀彬（2013）則僅涉及「取」

的部分。本文將以單純詞「領」和「取」為研究對象，以語義角色理論進行語義

角色標記，考察「領」和「取」語義角色的內部屬性差異，以及二者的特殊句式。

最後以 MARVS 理論為框架，將嵌入事件角色部分，與事件訊息共同架構屬於「領」

和「取」的語意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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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欲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依據辭典所羅列的辭典義，歸納相關語意，

並從語料庫中觀察與分析語料以釐清「領」和「取」的語義角色及語義區別。3.1

節介紹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字辭典與語料庫資訊，3.2 節動詞字辭典釋義之

整理；3.3 節則詳細說明語料蒐集步驟及方法；最後則作小結。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立足於現代漢語的使用範圍，選用的字詞典和語料庫皆屬於此範圍。

本文所使用的字辭典與語料庫資訊，分別說明如下。 

 

3.1.1 字辭典 

本研究使用的五種字辭典（表 3-1）涵蓋了台灣與大陸、線上與紙本等多種

類型。其中，《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與《國語小字典》源自台灣，屬於

線上字辭典；《現代漢語通用規範字典》、《新華字典（第 11 版）》與《現代漢語

詞典（第 7 版）》源自大陸，為紙本字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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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字辭典資訊 

資訊 

《教育部重編

國語辭典修訂

本》 

《國語小

字典》 

《現代漢語通

用規範字典》 

《新華字

典》第 11

版 

《現代漢語

詞典》第 7 版 

台灣

線上 

◎ ◎    

大陸

紙本 

  ◎ ◎ ◎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目前是第五版試用版，「前一版次（臺灣學術網路

第四版）在民國 87 年完成，檢索系統則於 96 年更新。此典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為

呈現與時俱變的語言現象，以及因應當代資訊使用之需求，於 102 年由教育部承

接國語辭典編務後，便著手規劃修訂」14。《國語小字典》是「專為小學生編輯

的一部小型字典，收字及釋義都考慮到小學生的適用，所以較為精簡」15。《現

代漢語規範詞典》2004年由大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語文出版社聯合出版，

2010 年、2014 年再版。《新華字典》第 11 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著，商務印書館出版。《現代漢語詞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

室編寫，商務印書館出版，目前最新版本為 2016 年 9 月出版的第 7 版。 

綜合兩岸字辭典不僅可以互相補充語義內涵，更可以通過釋義對比兩岸詞彙

                                                             
 
14資料來源於：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ctvWG&o=e0&sec=sec11&option=linko

ut006&actice=layout 

15資料來源於：http://dict.mini.moe.edu.tw/gdic/manual/edit_index.htm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ctvWG&o=e0&sec=sec11&option=linkout006&actice=layout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ctvWG&o=e0&sec=sec11&option=linkout006&actice=layout
http://dict.mini.moe.edu.tw/gdic/manual/edit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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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的區別，輔助本文更全面地進行詞義分析。 

3.1.2 語料庫資訊 

本文旨在研究台灣華語中「領」和「取」兩個動詞的使用差異，因此選用的

語料庫是經由 Sketch Engine
16

 搜尋的第二版中文GigaWord語料庫，全稱 Chinese 

GigaWord 2 Corpus: Taiwan, traditional。語料來源於 1990 年到 2002 年臺灣中央通

訊社的新聞報導，包含超過 3 億 8 千萬字語料。該語料庫由 LDC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出版。 

Sketch Engine 囊括多語言、多類型的語料庫在內，進入其頁面後，首先在「選

擇語料庫」中，選擇目標語料庫 Chinese GigaWord 2 Corpus: Taiwan, traditional，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Sketch Engine 中「選擇語料庫」 

 

    

                                                             
 
16 Sketch Engine：https://app.sketchengin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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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選定之後，「操作介面」如圖 3-2 所示。本研究主要使用 Concordance

功能來搜索「領」和「取」的語料。 

 

 

圖 3-2 Sketch Engine 的「操作介面」 

     

關於「領」和「取」的具體的語料搜索步驟及方法，將在語料蒐集步驟及方

法部分呈現。 

此外，本文輔以 Linggle10
12

-language Reference Search Engine
17的中文語料佐

證本文研究數據的準確度。Linggle10
12 是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自然語言系統實驗室

（NLP Lab）搭建的一個語言參考搜尋引擎。本文其自帶的中文語料庫，其中「領」的

語料 12000 筆，「取」的語料 7800 筆。本文使用到的是搭配詞功能，分別以「領 

$」和「取 $」搜索二者的高頻客體搭配。 

                                                             
 
17 Linggle1012鏈接：https://ling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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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字詞典釋義之整理 

本文藉助兩岸字詞典進一步釐清「領」和「取」的語義，動詞釋義如表 3-2

和表 3-3 所示，其他詞性釋義如表 3-4 和表 3-5 所示。 

關於動詞「領」的「取得」義，五部詞典所給的解釋較為一致，如「受取、

接受、領取、取得、取」。雖然用詞、說法不同，但本文認為其語義實質是「取

得」。為便於劃分語料，本文將動詞「領」的釋義整合為三：1. 取得；2. 帶、引、

率；3. 瞭解，明白。 

關於動詞「取」的「取得」義，《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有 5

種，《國語小字典》釋義有 4 種；《現代漢語通用規範字典》、《新華字典》和《現

代漢語詞典》釋義有兩種。根據示例，大陸釋義採取兩分法：客體為【具體】，

如書、行李、款，則屬於「拿到手裡」的釋義；客體為【抽象】，如「樂」、「暖」，

則釋義為「得到、招致」。另外，「接受」、「捕捉」、「尋求」等語義，則是根據語

境另作的解釋，本文將上述釋義皆整合為「取得」。至此，動詞「取」的釋義整

合為三：1. 取得；2. 選擇；3. 通「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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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領」的動詞釋義 

動

詞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 

《國語小字典》 

《現代漢語通用規範

字典》 

《新華字典》 

第 11 版 

《現代漢語詞

典》第 7 版 

領 

1. 受取。 

如：「領情」、「領餉」、

「失物招領」。 

1. 接受、取。 

如：「領取」、「領錢」、「領情」、

「領款」、「失物招領」。 

1. 接受；領取。 

如：~獎、~情、~工資。 

1. 接受、取得。 

如：~教、~款。 

1. 接受。 

如：~教、~情、~

賞 

2. 領取： 

如：招~、~工資、

~材料 

2. 統率。 

如：「率領」。 

2. 統率。 

如：「統領」、「領導」、「率領」、

「帶領」、「領兵」。 

 2. 帶、引、率（○連 帶—、

率—）。 

如：~隊、~頭。 

 

3. 引導。  2. 引導。 3. 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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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帶領」、「引領」。 如：~唱、率~、把來賓

~到會議室去。 

如：率~、~導、~

跑 

4. 曉悟、瞭解。 

如：「領會」、「領悟」。 

3. 曉悟、瞭解。 

如：「領會」、「領悟」、「領略」。 

3. 瞭解；明白： 

如：~悟、~會。 

3. 瞭解，明白： 

如：~會（對別人的意思理解

並有所體會）、~悟。 

4. 瞭 解 （ 意

思）： 

如：~略、~會、~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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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取」的動詞釋義 

動

詞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 

《國語小字典》 

《現代漢語通

用規範字典》 

《新華字典》 

第 11 版 

《現代漢語詞典》

第 7 版 

取 

1. 拿。 

如：「取款」、「各取所需」、

「探囊取物」。 

1. 拿。 

如：「取款」、「收取」、「各取所

需」、「探囊取物」。 

1. 拿 到 手

裡；拿出。 

如：~舍、領~、

~行李。 

1. 拿到手裡。 

~書、到銀行~款。 

1. 拿到手裡。 

如：~款、~行李、

把電燈泡~下來 

2. 得到。 

如：「取樂」、「取暖」、「取

信於人」。 

2. 得到。 

如：「取信於人」。 

2. 獲得；招

致： 

如：~勝、~暖、

~眾嘩寵。 

2. 獲得，招致。 

如：~暖、~笑（開玩笑）、~保

就醫、自~滅亡。 

2. 得到，招致 

如：~樂、~暖、自

~滅亡 

3. 接受、收受。 

如：「分文不取」。 

3. 接受。 

如：「吸取」、「聽取」、「分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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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4. 捕捉。 

《詩經．豳風．七月》：「取

彼狐貍，為公子裘。」 

    

5. 選擇。 

如：「取士」、「取景」、「取

道」、「取名」。 

4. 選擇所需。 

如：「選取」、「錄取」、「取景」、

「取道」、「取名」、「就地取

材」。 

3. 採取；選

取： 

如：~材、~樣、

錄~。 

3. 挑選，採用： 

如：~材、~景、錄~、~個名兒、

~道天津、聽~意見、吸~經驗。 

3. 採取、選取： 

如：~道、錄~、可

~、給孩子~個名兒 

6. 求、尋求。 

如：「自取滅亡」。 

5. 尋求。 

如：「取暖」、「取笑」、「自取滅

亡」、「飲酒取樂」。 

   

7. 迎娶。通「娶」。 

如：「取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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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領」的非動詞釋義 

詞 

詞

性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 

《國語小字典》 

《現代漢語通用規範

字典》 

《新華字典》第 11 版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 

領 

 

[名] 

1. 頸部。 1. 頸部。 1. 脖子。 

如：~巾、引~而望。 

1. 頸，脖子。 

如：~巾、~帶、引~而望。 

1. 頸，脖子。 

如：~巾、~帶、引~而望。 

2. 衣服圍護頸部的部

分。 

 

2. 衣服上圍護頸子

的部分。 

如：「衣領」。 

2. 衣領，衣服上圍繞

脖子的部分： 

如：~口、圓~兒、翻~

兒。 

2. （—子、—兒）衣

服圍繞脖子的部分。 

2. 領子。 

如：衣~、翻~兒。 

3. 領口。 

如：圓~兒、尖~兒。 

3. 大綱、要點。 3. 大綱、要點。 

如：「要領」、「綱領」。 

3. 事物的綱要、要

點。 

如：要~、綱~。 

○引事物的綱要 4. 大綱、要點。 

如：要~、提綱挈~。 

4. 量詞。古代計算上  4. 量詞。 4. 量詞。 5.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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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袍子或被子等的

單位。 

主要用於衣服或席

子：一~青衫、一~席。 

用於衣服：一~青衫； 

用於席、箔等：一~席、

一~箔。 

a) 長袍或上衣一件

叫一領。 

b） 席一張叫一領。 

 5. 才能。 

如：「本領」。 

   

    6. 姓。 

[形] 

所管轄的。 所管轄的。 

如：「領土」、「領空」、

「領海」、「領域」。 

 領有的，管轄的。 

如：~土、~海、~空。 

領有；領有的。 

如：佔~、~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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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取」的非動詞釋義 

詞 

詞

性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國語小字

典》 

《現代漢語通用規

範字典》 

《新華字典》第

11 版 

《現代漢語詞典》

第 7 版 

取 

[助] 

置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進行。 

唐．杜秋娘〈金縷衣〉詩：「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名] 

姓。 

如宋代有取希作。 

   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68 
 

 

雖然「領」和「取」非動詞詞性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但為便於標示語料，

本文針對表 3-4 和表 3-5 中「領」和「取」的非動詞釋義進行了整合。其中《國

語小字典》對「領」所作的「才能」釋義，來自複合詞「本領」，單純詞「領」

並無此意。另外，「領」和「取」作「姓」使用不在釋義範圍、「取」的助詞用法

不屬於現代漢語，本文在語義整合時，將予以刪除。如表 3-6 所示。 

 

表 3-6「領」和「取」的語義整合 

詞 詞性 釋義 

領 

動 

1.【取得】  

2.【帶、引、率】 

3.【瞭解，明白】 

名 

1.【頸部】 

2.【衣服圍護頸部的部分】 

量 【古代計算上衣、袍子或被子等的單位。】 

形 【所管轄的】 

取 動 

1.【取得】 

2.【選擇】 

3.【通「娶」】 

 

    本文根據表 3-6 的語義整合，對語料庫語料進行區分。先剔除非動詞詞性的

語料，再剔除非「取得」語義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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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語料蒐集步驟及方法 

研究範圍曾說明本文的單純詞是指一個單音節詞素構成的詞，即一個音節獨

立成詞，如「領」和「取」；複合詞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素構成的詞，如「領

導」和「取得」、「領導人」和「取水站」等。本研究關於單純詞與複合詞的區分，

主要以語料庫標記為主。在 Chinese GigaWord 2 Corpus: Taiwan traditional 中以

「字元」18進行檢索，得到「領」的語料 486113 筆（如圖 3-3），「取」的語料 617983

筆（如圖 3-4），此筆數為單純詞與複合詞的總語料數。再以「單純詞」19檢索，

得到「領」的語料 10740 筆（如圖 3-5），「取」的語料 7172 筆（如圖 3-6）。將

「領」和「取」的總語料數，扣除各自單純詞的語料數，則得到複合詞的語料數。

在語料庫中，「領」的單純詞占「領」總語料數的 2.23%，複合詞占 97.77%；「取」

的單純詞占「取」總語料數的 1.16%，複合詞占 98.84%。 

 

 

圖 3-3 「領」的「字符」檢索 

 

                                                             
 
18字符：character 
19單純詞：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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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取」的「字符」檢索 

 

 

圖 3-5 「領」的「單純詞」檢索20
 

 

 

圖 3-6 「取」的「單純詞」檢索 

 

 

 

 

 

                                                             
 
20 根據圖 3-5，語料庫中「領」的單純詞語料中混入了複合詞語料，如「請領」、「申領」等，這

類複合詞語料將在下一步篩選中被剔除，具體內容見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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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Chinese Giga Word 2 Corpus「領」的語料 

 例句 語料數 比例 

單純

詞 

江丙坤說，他每天平均工作十二小時，從未領過加班

費，政府其它高層主管也大都如此。 

10740 2.23% 

複合

詞 

韋登波希領導一個與武裝部隊有密切關係的政黨。 475373 97.77% 

合計 486113 100% 

 

表 3-8 Chinese Giga Word 2 Corpus「取」的語料 

 例句 語料數 比例 

單

純

詞 

現代人一切求快，連配眼鏡也希望能立即取貨。 7172 1.16% 

複

合

詞 

臺北都會區捷運工程正處於積極趕工階段，為避免趕工

期間機具產生的噪音及振動遭致民怨，捷運局採取多項

防治措施。 

610811 98.84% 

合計 617983 100% 

 

表 3-7 與表 3-8 分別表現「領」和「取」的複合詞類型與分佈。「領」的複

合詞總計 475373 筆，減去出現頻率 3 筆以下複合詞 1332 筆及人名、地名、非複

合詞等 87 筆，剩餘 473954 筆。「取」的複合詞總共 610811 筆，減去 3 筆以下

1356 筆及人名、地名、非複合詞等 341 筆,剩下 609114 筆。表中「*」表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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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種類」表示該構詞形式總共有幾種，「總數」是指前面「種類」的所有頻

率和，「百分比」是該構詞形式的「總數」在複合詞中所佔比例。如「領*」的形

式有「領袖」、「領導」、「領先」……，該類型構詞種類有 102 種，每種「領*」

出現的頻率和為 307750，佔所有複合詞總筆數的 64.93%。 

  

表 3-9「領」的複合詞類型與分佈 

 形式 示例 種類 總數 百分比 合計（%） 

雙字詞 

領* 領袖、領導 102 307,750 64.93 

86.23 

*領 率領、帶領 97 100957 21.30 

三字詞 

領** 領導人、領事館 104 46,309 9.77 

11.65 *領* 佔領區、總領事 41 8,531 1.8 

**領 大統領、老將領 2 377 0.08 

四字詞 

領*** 領導人金、領導有方 14 457 0.1 

2.12 

*領** 總領事館、白領階級 12 3,817 0.81 

**領* 遙遙領先、三黨領袖 5 1,768 0.37 

***領 國統綱領、不得要領 5 3,988 0.84 

合計 382 473,954 100 100 

 

表 3-10「取」的複合詞類型與分佈 

 形式 示例 種類 總數 百分比 合計（%） 

雙字詞 

取* 取得、取消 98 234082 38.43 

97.2 

*取 採取、爭取 149 357950 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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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詞 

取** 取水口、取出來 45 1712 00.28 

2.04 *取* 錄取率、爭取到 48 10515 1.73 

**取 不足取 1 211 0.04 

四字詞 

取*** 取而代之、取長補短 8 1,468 0.24 

0.76 

*取** 予取予求、自取其辱 7 692 0.11 

**取* 截彎取直、斷章取義 14 2288 0.38 

***取 咎由自取、分文不取 5 196 0.03 

合計 375 609114 100 100 

 

根據表 3-9，「領**」形式的構詞種類最豐富，其次是雙字詞「領*」；「領*」

的總數最多、所佔比例（64.93%）最大；雙字詞在複合詞中佔最大比例（86.23%）。

由表 3-10 所知，「*取」形式的構詞種類、總數、所佔比例都是最多的，複合詞

中高達 97.2%的比例為雙字詞。 

以上初步概覽了語料庫中「領」和「取」的單純詞、複合詞比例，單純詞的

詞類分佈以及複合詞中的構詞形式與分佈情況。接下來，將進行目標語料的篩

選。 

本文先把「領」和「取」的單純詞語料進行隨機排列，之後開始逐筆篩選目

標語料，即【取得】義單純動詞。在單純詞「領」的語料中，到 1877 筆時才篩

選到符合的 1000 筆單純詞；在單純詞「取」的語料，到 4051 筆時篩選到符合的

1000 筆單純詞。雖然本文對於單純詞、複合詞的判斷主要以語料庫為主，但在

單純詞的語料中也夾雜著複合詞語料，其中「領」混入 739 筆複合詞，占 38.98%；

「取」有 1043 筆複合詞混入，占 25.75%。除了剔除單純詞語料中夾雜的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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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領」和「取」用於人名（如「陳再取」）、地名（如「牯領街」、「鳥取縣」）、

多字（如「二十領萬元」、「帶著取新專輯」）、錯字（如「必領知道」）、漏字（如

「取暫停進口」、「有取以來」）等情形，也都予以剔除。這部分語料「領」有 65

筆，占 3.43%；「取」有 63 筆，占 1.56%。 

至此，「領」和「取」的單純詞語料分別剩餘 1073 筆和 2945 筆。由辭典語

義整理可知，「領」和「取」有多重詞性及語義，本文接著作進一步的篩選。 

 

表 3-11「領」在語料庫的語義分佈 

領 例句 筆數 

百分

比 

【動詞。取得】 

她顯然不可能前往奧斯陸領獎，除非

執政團對她的要求有所讓步。 

1000 93.2 

【動詞。帶、引、率】 

葉爾勤隨後領著橋本上船，遊葉尼塞

河垂釣一小時，並進行非正式會談。 

63 5.87 

【名詞。衣服圍護頸部的部

分。】 

李總統身穿淺藍色的有領 T 恤，灰色

長褲，頭戴白色帽子，神采奕奕。 

7 0.65 

【量詞。古代計算上衣、袍

子或被子等的單位。】 

目前﹐已清理出石鎧甲八十多領﹐兜

鍪近三十頂。 

3 0.28 

合計 10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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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取」在語料庫的語義分佈 

取 例句 筆數 

百分

比 

【動詞。選擇】 為什麼「木魚」這種法器要取魚的形狀？ 1923 65.3 

【動詞。取得】 

因此，當酪農以電動搾奶器套住乳牛取奶時，

此致癌性化學物質有可能因熱而溶於牛奶中。 

1000 33.95 

【動詞。通

「娶」。】 

但是現在取越南新娘的人，有的是三十歲以下

的年輕小夥子。 

11 0.37 

【動詞。贏】 

日本隊則在首場以九比零擊敗波多黎各，次場

以十二比一取西班牙。 

7 0.23 

動詞名詞化 

人生是與、不是取;手中有兩塊錢，就分一半給

人家。 

4 0.15 

合計 2945 100 

 

【動詞。取得】在「領」的單純詞語義分佈中，比重高達 93.2%，在所有詞

義中排名首位；在「取」的單純詞語義分佈中，比重為 33.95%，居於第二。「取」

在語料庫中呈現最多的語義是【動詞。選擇】。此外，本文根據語料進行釋義，

發現「取」還有不存在於辭典的「贏」的語義，以及動詞作名詞使用的用法。 

語料篩選完成之後，本文將依據詞庫小組（2013）關於語義角色的定義，對

「領」和「取」各一千筆目標語料進行語義角色劃分。表 3-13 是詞庫小組（2013）

關於本研究所用到的語義角色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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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本研究所使用到的語義角色（詞庫小組，2013） 

語義角色 定義 示例 

Agent 

主事者 
表事件中的肇始者，動作動詞的行動者。 年輕人擦著汗水  

Source 

來源 
表物件轉移的起點。 向主人借了書  

Theme 

客體 

表靜態及分類述詞敘述的對象或動態事件中

描述存在或位移的主事者，以及因事件動作

造成物體的狀態從無到有的受事者，皆使用

這個語意角色。 

在此建造城堡 

 

 

例（3-3）分別為「領」和「取」的語義角色標記示例。 

 

例（3-3） 

a 稅捐處說：中獎民眾 Agent高興之餘，也要注意領獎期限，須在開獎後第十日

起三個月內攜帶身份證及中獎發票收執聯，向代發獎金的金融機構 Source領獎

Theme，逾期無法補發。 

b 今年六月，廖進松 Agent向林明雄 Source取貨 Theme時，林明雄賴帳不給，反以

十八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轉賣給廖進松。 

 

實際語料中，語義角色並不皆如例（3-3）那樣全部直接出現在動詞前後。

本文判定語義角色的出現情況，既包含語義角色直接出現動詞前後作主、賓語的

情形，也包含語義角色以零形式出現的情形。陳平（1987）指出「零形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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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代詞」和「名詞」是漢語最常用的回指形式。Crystal（2008：25）定義回指（anaphora）

為「用於句法上描述根據前文表述的語言單位或語義（先行詞）來對語言單位進

行分解或得出結論的術語」21。 例（3-4）中，以零形式「∮」和人稱代詞「他」

回指「張老師」，以名詞「尹老師」回指「尹老師」。 

 

例（3-4） 

張老師 i覺得尹老師 j的話未免偏激，但∮i並不認為尹老師 j的話毫無道理。 

他 i靜靜地考慮了一分鐘，∮i便答辯似地說：「⋯ ⋯」 

（劉心武《班主任》；引自朱勘宇，2002） 

 

Mitkov（2014）認為零形回指是不可見的回指，由於它們沒有被詞或短語外

顯地表徵，因此初看之下它們沒有在相應的地方出現。侯敏和孫建軍（2005：15）

認為零形回指是與先行詞相對而言的，「沒有先行詞，就談不上回指，所以找回

零形回指的內容，必須依賴語言語境，具體說就是該空形式的上文」。此外，陳

平（1987）還提到「零形反指」現象，即所指對象出現在「零形式」之後的情形。

Crystal（2008：68）定義反指（cataphora）為 「一些語言學家用於根據後文的

另一個語言單位對語言單位進行分解或得出結論的術語」22。 

本文以「零形式」出現的語義角色標記符號為「{}」，區分「零形回指」及

「零形反指」兩種情形，其中「零形式」部分用「∮」標示，如例（3-5）所示。 

 

 

                                                             
 
21Crystal (2008:25): “A term used in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for the process or result of a linguistic 

unit deriving its interpretation from some previously expressed unit or meaning (the antecedent).” 
22Crystal (2008:68): “A term used by some grammarians for the process or result of a linguistic unit 

referring forward to anoth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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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5） 

a 她 Agent顯然不可能前往奧斯陸領獎 Theme，除非執政團對她的要求有所讓步。 

b 秦慧珠下午在財建業務部門質詢時，先指出日前因雙重國籍下臺的{前財政

局長洪德生Agent}i仍兼任臺北銀行董事，∮i繼續在領臺北市納稅人的錢 Theme，

她要求市府立刻予以撤職。 

c 新規定是依照電影片拍攝進度分四期發給輔導金，分別是企劃案通過時∮i

領頭期款 Theme，拍到三萬呎、殺青完成 A 拷貝和取得准演執照再領其他分

期款。</s><s>為有效執行分期付款，{獲輔導金的電影製片業者 Agent}i 必須

與新聞局簽約，業者違反合約者，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d 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決議建議黨中央放棄領取{政黨補助費 Theme}j，新黨立

法院黨團表示，∮i 領與不領∮j{所有政黨 Agent}i都應一致，新黨將由全國競

選暨發展委員會決定是否領取; 

 

例（3-5a）是主事者「她」和客體「獎」皆出現的情形；例（3-5b）中主事

者「前財政局長洪德生」為零形回指，客體「臺北市納稅人的錢」直接出現；例

（3-5c）中主事者「獲輔導金的電影製片業者」為零形反指形式，客體「頭期款」

直接出現；例（3-5d）中主事者「所有政黨」為零形反指，客體「政黨補助費」

為零形回指。 

另外，由於句型原因隱含的語義角色將不被補出，本文將其標記為空缺，例

（3-6）是主事者空缺的句型。例（3-6a）和例（3-6b）是客體（受事）話題化

（topicalization），主事者、來源空缺的情形。徐烈炯和劉丹青（1998）提到「漢

語句子結構中有一個話題位置，但這一位置不一定在每句中都被一個成分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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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一位置被某個成分佔用時，該句子就是話題結構，在話題位置上插入成分的

過程稱為話題化（topicalization）。」石毓智（2001）認為語序是漢語最重要的語

法手段，受事名詞從謂語之後移動到句首，是最常見的話題語序。客體話題句，

也被一些學者稱為受事主語句。範曉（1994）認為受事主語句是主事者隱含而不

是省略，主事者一般不能補出，補出之後，或者句子不通，或者意思有變。例（3-6c）

和例（3-6d）為被動句主事者空缺的情形。Watanabe（2000:339）提到「賓語主

題化和被動語態共有的兩個功能特性是：受事的前景化和主事者的去主題化」23。

例（3-6e）為無主事者句。 

 

例（3-6） 

a 何昭陽同時表示，奇美實業重視員工福利，員工休假多，九年前即實施週休

二日，薪水 Theme也領得多[C]，但公司的獲利也是最好的。 

b 而{鉈}i 一般用於殺鼠劑及工業用途，雖然中毒會導致嚴重病症，但∮i 取之

不易[C]，因此民眾不必過度恐慌。 

c 彰化縣芳苑農會 Source第一天營業被領一億多元 Theme 

d 過去十年，{許多韓僑和基督教牧師 i}Source在換發外人登錄証時，∮i拒絕被

取指紋 Theme，他們指控日本政府違反基本人權。 

e 作法是準備薏仁一兩、銀花五錢、綠豆一兩，先將銀花洗淨以水煎煮取其藥

汁 Theme，再將藥汁加入已浸泡過綠豆薏仁煮至熟軟…… 

 

 

                                                             
 
23

 Watanabe (2000:339): “Object topicalization shares two functional properties with the passive: 

foregrounding of the patient and de-topicalization of th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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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完成之後，本研究在「領」和「取」各語義角色內部進行區分，再結合

句式探討語義角色的呈現方式、對語義的影響，以期從語義和句式的角度全面探

討「領」和「取」的差異。 

 

小結 

本章主要論述了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3.1 節先介紹了字詞典和語料庫

的相關資訊，接著在 3.2 節整理了字詞典釋義，再由 3.3 節詳細介紹了本研究如

何從語料庫提取語料的步驟、篩選語料的相關依據等，最後通過實例展示了本研

究的關於語義角色的標記方式。接下來，本文將依據標記，探討「領」和「取」

各個語義角色的內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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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語義角色之屬性 

本章將呈現「領」和「取」的語義角色及其內部差異狀況：4.1 節總體概況，

呈現「主事者（Agent）」、「客體（Theme）」和「來源（Source）」三者在語料中

出現的次數與所佔比例；4.2 從「主事者（Agent）」的表現及語義呈現「領」和

「取」的使用差異；4.3 節從「客體（Theme）」方面探討；4.4 節從「來源（Source）」

上呈現二者差異；4.5 節論及「領」和「取」的方向。 

4.1 總體概況 

本文取「領」和「取」的語料各 1000 筆，在探討各語義角色的內部差別之

前，本文先對各語義角色的出現、空缺情況作了初步的統計。 

各語義角色出現、空缺的情況如表 4-1 和表 4-2 所示。根據語料統計，三種

語義角色中，「客體」的顯現方式以直現為主，兼小概率的零形回指；「主事者」

的顯現方式中，直現比例最高，零形回指次之（如例 4-1a），零形反指最次；「主

事者」有小概率是空缺的，「取」的「主事者」比「領」更常空缺（如例 4-1b）；

「來源」顯現率最低，但「取」的「來源」顯現率高於「領」。 

 

例（4-1） 

a 秦慧珠下午在財建業務部門質詢時，先指出日前因雙重國籍下臺的{前財政

局長洪德生Agent}i仍兼任臺北銀行董事，∮i繼續在領臺北市納稅人的錢 Theme，

她要求市府立刻予以撤職。 

b 作法是∮準備薏仁一兩、銀花五錢、綠豆一兩，先將銀花洗淨以水煎煮取其

藥汁 Theme，再將藥汁加入已浸泡過綠豆薏仁煮至熟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82 
 

 

下表為「領」和「取」語義角色的顯現情況。 

 

表 4-1「領」的語義角色顯現情況 

領 

主事者

（Agent） 

比例 

客體

（Theme） 

比例 

來源

（Source） 

比例 

顯

現 

直現 639 63.9% 930 93.0% 27 2.7% 

零形

回指 

331 33.1% 70 7.0% 0 0 

零形

反指 

15 1.5% 0 0 0 0 

空缺 15 1.5% 0 0 973 97.3% 

合計 1000 100% 1000 100% 1000 100% 

     

表 4-2 呈現「取」的語義角色顯現情況，之後結合表 4-1 進行對比概述。 

 

表 4-2「取」的語義角色顯現情況 

取 

主事者

（Agent） 

比例 

客體

（Theme） 

比例 

來源

（Source） 

比例 

顯

現 

直現 536 53.6% 959 95.9% 86 8.6% 

零形

回指 

277 27.7% 41 4.1% 6 0.6% 

零形

反指 

16 1.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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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 171 17.1% 0 0 808 80.8% 

合計 1000 100% 1000 100% 1000 100% 

 

根據各個語義角色出現的情況，「客體 （Theme）」是百分之百會和動詞一

起出現的（包含直現和零形式），也符合語料庫對「領」和「取」及物動詞詞性

的判定。 

本文將隱藏在上下文中的語義角色予以找回，盡可能完整地考察語義角色的

類型和屬性，避免漏掉語義角色而造成語義不完整的情形。 

4.2 主事者（Agent） 

本文在對語料進行主事者標記後，大致將其劃分為三類：1.【人類】；2.【政

府】，包含政治機關、政權、國家等；3.【機構】，包含金融機構、醫院、學校等。

【人類】行使個人權利，如「獲獎者」、「老人」、「民眾」等；【政府】行使政治

權利，如「南韓」、「臺北縣政府」、「衛生署」；【機構】行使機構權利，包括金融

機構、教育機構、醫療機構等，如「銀行」、「學校」、「醫院」等。例（4-1）和

例（4-2）分別為「領」和「取」三種不同類型主事者的語料。 

 

例（4-1） 

a 在演藝界耕耘多年，兩人 Agent上臺領獎都相當激動。（【人類】主事者） 

b 他指出，財政部這次處理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不當，臺北市 Agent根本沒有

向中央領一毛錢的補助款，現在還要刪北市的統籌分配稅款給地方。（【政府】

主事者） 

c 地政局指出，大來紡織附近的土地補償費均以每平方公尺一萬五千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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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可以選擇領回百分之四十土地或是領取補償金，大來紡織廠 Agent

選擇領補償金。（【機構】主事者） 

 

例（4-2） 

a 七月十五日下午，陳某抵廈門與貨主弟弟在某酒店咖啡廳碰頭﹐兩人 Agent

同去取安非他命。（【人類】主事者） 

b 歐晉德指出，水源屬國家所有，由中央調配理所當然，對於臺北縣政府 Agent

希望自行取南勢溪水源，直接進入板新水廠，只要不影響北市供水，北市府

沒有任何意見。（【政府】主事者） 

c 但南非馬士達公司 Agent 報關取貨時，竟發現櫃內的電腦螢幕都被掉包成石

頭……（【機構】主事者） 

 

本文將「領」和「取」的三類主事者進行統計，數據如表 4-3 所示。其中，

「領」和「取」的主事者類型主要為【人類】；在【政府】和【機構】類型主事

者中，「取」的比例比「領」高。 

 

表 4-3「領」和「取」的主事者 

類型 領 比例 取 比例 

人類 954 96.85% 663 79.98% 

政府 3 0.30% 59 7.12% 

機構 12 1.22% 59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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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轉喻）24
 16 1.62% 48 5.79% 

合計 985 100.00% 829 100.00% 

 

此外，在主事者這一語義角色上，「領」和「取」有比較特殊的轉喻用法，

且轉喻手法也不盡相同。其中「領」有 16 筆，「取」有 48 筆，本文在表 4-4 展

示二者的差異。 

 

表 4-4 主事者語義角色的轉喻 

 ICM 轉喻 例句 

領 

（16

筆） 

Possession 

1. 以財產代指財產

所有者，包括房

產、地產、車輛、

寵物等。 

1) 若新竹、桃園等已領休耕補償

卻續插秧耕種的農田因而欠

收，農委會絕不會予以收

購……（「農田」代指農田所

有者。） 

2) 行政院環保署判定公車處向

匈牙利採購的公車噪音值超

過標準，四百六十輛尚未領牌

的匈牙利公車依法將無法上

路。（「公車」代指公車所有

者、營運者。） 

                                                             
 
24其他（轉喻）部分不包含【人類】、【政府】和【機構】三類主事者的內部轉喻情形，如例如「經

濟部通過某項決議」，其中「經濟部」劃分為「政府」，因為雖然是經濟部長——人來做決定，但

實際是經濟部在執行政府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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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狗兒也可以有生活補助費可

領，已造成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柏林可看到一些流浪漢牽

兩、三條狗在街上亂逛，或是

蹲在公園長板椅上喝啤酒，狗

兒可以增加流浪漢的「收

入」……（「狗兒」代指養狗

的民眾。） 

Thing-and 

-Part 

2. 以主事者所屬機

構代指主事者。 

他說，今年只有台電、中油、台鹽

三家可以領較佳的年終績效獎

金。（「台電、中油、台鹽」 指代

其員工。） 

取 

（48

筆） 

Action 

1. 以工具指代使用

者。 

不過由於強風，使得飛機從海中

取水遭到困難。（「飛機」 指代開

飛機的人。） 

Location 

2. 以所在地指代居

住者。 

因該河沿岸幾乎都是一些違建，均

取河水使用，受感染的危險極

高……（「違建」是住地指代居住

者。） 

Category-and 

-Property 

3. 以病名指代生病

的人。 

台大醫院本月起開辦慢性病門診

取藥</s><s>台大醫院為服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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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十一月起罹患高血壓等八種慢

性病的勞、農、福、民保病患可以

持「門診慢性病領藥卡」在台大醫

院門診領藥。（「慢性病」指代罹患

慢性病的病患。） 

Control 

4. 以項目指代實施

者。 

此一調查是於今年八月在巴國各

地抽樣進行，共取一千六百件有

效樣本。（「調查」指代作調查的人

或機構。） 

Location 5. 以國家指代國人。 

B 組中的韓國、美國、荷蘭、加拿

大目前都是二勝二負，使得三勝一

負的尼加拉瓜先取決賽資格。（國

名指代國家隊。） 

 

「領」的主事者主要有兩種轉喻方式，「取」的轉喻表現在筆數和方式上都

比「領」豐富。關於「領」的兩種主事者轉喻，本文認為政府依據相關條例規定，

派發金錢或物品給個人。因此政府視角下，會以相關規定來指代主事者，如車輛

所有者須得向政府部門領牌才能運營，政府不在乎車輛實際的所有者是「張三」

還是「李四」，而統以「車輛」指代。而以持有物指代所有者，則屬於 Possession 

ICM；企業派發獎金給員工，其前提是員工就職於該企業，論及不同企業獎金水

準時，則無需具體指出員工個人，而以企業來劃分。員工為企業的一部分，以企

業指代員工，屬於 Thing-and-Part IC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88 
 

 

 「取」的主事者則沒有「符合規定」一說，因此轉喻方式較為多樣，但本

質是以主事者的典型特徵來指代主事者，如主事者所用工具、所住地、所屬國等。

其轉喻可在 Action、Location、Category-and-Property、Control等 ICM 下產生。 

4.3 客體（Theme） 

根據 4.1 節的總體概況，「領」和「取」的客體以直現方式出現的，「領」為

93.0%，「取」為 95.9%；以零形回指形式出現的「領」為 7.0%，「取」為 4.1%。

本文參考《中文詞彙網路》對二者客體的劃分，即【金錢】和【物品】兩類。但

根據實際語料發現，「領」和「取」也都存在【抽象】客體。 

實際語料如例（4-6）和例（4-7）所示，例（4-6a）和例（4-7a）是【金錢】

客體，例（4-6b）和例（4-7b）是【物品】客體。 

 

例（4-3） 

a 你知道西班牙服義務兵役士兵每月領多少薪水 Theme嗎？（【金錢】客體） 

b 榮獲「松鶴獎」的蔡壽祉老先生，今天由太太、兒子陪著來領獎 Theme。（【物

品】客體） 

 

例（4-4） 

a 店方這招矇混的伎倆被警方識破後，警二分局會同維新小組人員前往附近埋

伏，當店方再指示賭客前往取錢 Theme時被警方當場逮個正著……（【金錢】

客體） 

b 在鄉鎮市衛生所方面，沒有配置藥師的衛生所將一律把處方箋交給民眾自行

前往健保藥局取藥 Theme……（【物品】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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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例（4-6）和例（4-7）所示的客體將會被劃分為【抽象】客體。「領」

的【抽象】客體有「情」、「職位」，比較正面；「取」有「資格」、「關切」、「優勢」、

「分」、「辱」、「性命」等，既有正面客體，也有負面客體。 

 

例（4-6） 

a 近四成的市民更不領主辦單位的情 Theme，表明無意參加各式各樣美化「回歸」

的活動。 

b 黃貴雄於一九九一年領讀經職 Theme，一九九二年十月領輔祭職，一九九四年

五月宣發終身願。 

 

例（4-7） 

a 他說，林玉萍對高球相當執著，絕不因表現不佳而退縮，她能取 LPGA 的資

格 Theme是意料中事，也是她應得的。 

b 馬尼拉公報：政府取民眾對十二億美元 SanRoque 發電計畫的關切 Theme （馬

尼拉）。 

c 報導說，豐富汽車也計劃自二 00 五年，在墨西哥蒂華納附近的廠房開始進

行汽車組裝作業，然後外銷美國和加拿大。此舉主要是在取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的優勢 Theme。 

d 接著入場的黃志群和吳永仁也各取五分 Theme，而使比數拉大，上半場即以四

十比二十五穩下根基。 

e 他說，選民要覺醒，拒絕賣票取辱 Theme，國家社會才有前途，政治才會清明。 

f 自伊朗已故的精神領袖何梅尼一九八九年公開譴責他的書，並懸賞一百萬美

元取他性命 Theme以來，這是魯希迪第二次在美國公開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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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領」和「取」的客體類型分為【具體】和【抽象】兩類，具體類又

分為【金錢】和【物品】，各類型客體的語料筆數和所佔比例，如表 4-5 所示。 

 

表 4-5「領」和「取」的客體 

類型 領 比例 取 比例 

具體 

金錢 617 61.7% 56 5.6% 

物品 381 38.1% 925 92.5% 

抽象 2 0.2% 19 1.9% 

合計 1000 100% 1000 100% 

 

根據表 4-5，「領」和「取」客體的區別在於： 1.「取」偏好【物品】客體，

比例高達 92.5%；2.「領」偏好【金錢】客體，比例為 61.7%；3. 在【抽象】客

體上，「領」的客體都是正面的，「取」有正面，也有負面。 

本文藉助 Linggle10
12搜尋「領」和「取」的搭配，本文僅截取二者「取得」

義且搭配客體的前十名，如圖 4-1 和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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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Linggle10
12中「領」的客體前十名 

 

 

圖 4-2 Linggle10
12中「取」的客體前十名 

 

     根據圖 4-1，「領」的前十名客體中，除了「獎」、「票」、「藥」三個【物品】

客體外，皆為【金錢】客體；圖 4-2 中，除了「錢」這一【金錢】客體和「戰績」、

「優勝」這兩個【抽象】客體外，主要為【物品】客體。結合圖 4-1 和圖 4-2，

學習者也可依據高頻搭配詞來區分「領」和「取」。 

《中文詞彙網路》曾指出「領」和「取」客體為【金錢】和【物品】兩類，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領 給付 

領 藥 

領 三千 

領 退休金 

領 新台幣 

領 失業 

領 薪水 

領 錢 

領 票 

領 獎 

比例 

比例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取 優勝 

取 錢 

取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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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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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實際語料的處理及分析，本文在此基礎上，發現「領」和「取」還有【抽象】

客體。 

4.4 來源（Source）  

「領」和「取」的來源出現筆數較少，「領」有 27 筆，「取」有 92 筆。根據

語料，本文將來源劃分為【具體】和【抽象】兩種，具體再分為【人類】、【政府】」、

【機構】和【地點】。例（4-8）為「領」的三種來源，例（4-9）為「取」的四

種來源示例。 

 

例（4-8）  

a 稍後楊文欣進入會場向議事人員領選票，議事人員給了楊文欣一張選票，民

主進步黨籍立委周伯倫（臺北縣）抗議楊文欣在投票時間外領票，指楊文欣

的票是無效票，在爭議當頭，楊文欣的票已經進了票匭。（【人類】來源） 

b 他指出，財政部這次處理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不當，臺北市根本沒有向中

央領一毛錢的補助款，現在還要刪北市的統籌分配稅款給地方。（【政府】來

源） 

c 根據警方查證，造成火警的中古變壓器，是司機楊清友向公司領貨後，委請

臺北市坤鴻電機公司代裝，但是……（【機構】來源） 

 

例（4-9） 

a 昨日下午，陳增書派王重仁（三十六歲）前往西門町向稱為「小陳」的男子

取貨，「小陳」是香港販毒集團為吳秋宜所設的代號……（【人類】來源） 

b 中石化表示，以土地作為抵押品向中油取料的措施，已有一年時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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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c 自來水公司被迫在七十八年五月間停止自水庫取水，岡山地區自來水改由裡

港和旗山手巾寮一帶的地下水供應。（【地點】來源） 

d 被周柏雅點名的行天宮董事會祕書連照明指出，行天宮當初購買中山北路房

產時，是由他先買下來，再轉手給行天宮，不過，他並沒有從中取利。（【抽

象】來源） 

 

例（4-9d）是「取」的【抽象】來源語料，本文認定其為【抽象】來源的依

據在於，「他從中取利」是指從「轉賣行天宮這件事」中「取利」，屬於抽象「事

件」。根據語料類型統計，「領」沒有【地點】來源和【抽象】來源，即「自水庫

領水」、「從某件事領利」這樣的搭配是不存在的。「領」的來源類型顯示其需要

「來源」的互動。 

表 4-6 呈現了「領」和「取」的各類來源及其所佔比例。 

 

表 4-6 「領」和「取」的來源 

類型 領 比例 取 比例 

具體 

人類 4 14.81% 34 36.96% 

政府 12 44.44% 0 0 

機構 11 40.75% 3 3.26% 

地點 0 0 49 53.26% 

抽象 0 0 6 6.52% 

合計 27 100% 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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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6 的統計顯示，「領」沒有【地點】、【抽象】類來源，「取」沒有【政

府】來源。「領」主要來源是【政府】和【機構】，約佔 85%；「取」的主要來源

是【地點】，佔 53.26%。意為當主事者向【政府】和【機構】來源取得客體時，

常與「領」搭配；檔主事者從【地點】取得客體時，常與「取」搭配。 

此外，本文認為來源顯現比例在三個語義角色中最少，是因為許多來源直接

隱含在客體之中。如「領選票」隱含政府來源，「取機票」則隱含航空公司來源。 

4.5「領」和「取」的方向 

本節結合上述對「領」和「取」語義角色的類型劃分，探討二者語義角色之

間關係。 

張欣（2016）在對現代漢語「予取」類權勢關係動詞的研究中提到，被讓渡

事物的運動方向如果是從權勢高者向權勢較低者的運動，則該動詞為「高權勢」

動詞，其方向性特徵可標記為【＋下向】，例如「賞賜」、「獎」等；如果被讓渡

物從低權勢者向高權勢者運動，則該動詞為「低權勢動詞」，其方向性特徵可標

記為【＋上向】，如「繼承」、「承襲」等。 

馬慶株（1997）把「對上類動詞」分為：第一人稱動詞含尊敬義動詞，如「拜、

呈、奉、敬、領、仰、教、命、啟、呈、奉、上」等；不定人稱動詞，如「愛戴、

巴結、吹捧、反映、彙報、交納、繳納、繳、獻」等。「對下類動詞」分為：第

二人稱含尊敬義動詞如「賜、垂、俯、光、惠、賜下、擲下」等；不定人稱代詞，

如「頒佈、頒發、獎勵、獎賞、表彰、部署、叮囑、評閱」等。根據馬慶株（1997），

動詞「領」的方向是「對上」，且含有尊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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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述研究，本文通過主事者、來源之間的「權勢關係」對比，認為「領」

為低權勢（主事者）向高權勢（來源）取得客體，「取」為高權勢（主事者）向

低權勢（來源）、或同級之間不表尊敬地取得客體，簡言之，「向上領，向下取」。 

 

例（4-10） 

a 趙小妹 Agent在校學業成績優異，又是學校田徑選手，多次獲獎都未能從謝長

廷手中 Source領獎 Theme。（低權勢個人對高權勢個人） 

b 稅捐處說：中獎民眾 Agent高興之餘，也要注意領獎期限，須在開獎後第十日

起三個月內攜帶身份證及中獎發票收執聯，向代發獎金的金融機構 Source領獎

Theme，逾期無法補發。（個人對機構） 

c 他指出，財政部這次處理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不當，臺北市 Agent根本沒有

向中央 Source 領一毛錢的補助款 Theme，現在還要刪北市的統籌分配稅款給地

方。（地方政府對中央） 

 

例（4-11） 

a 市警刑警大隊機動組，昨天下午四時在高雄縣大寮鄉會社村鳳林三路，嫌犯

楊世鍾（二十七歲） Agent 向被害人吳景昇 Source取勒索款 Theme時，將楊嫌

逮獲，並循線逮捕其同夥劉峰志（四十三歲）、謝明昌（三十六歲）及林永

聰（三十三歲）。（加害者對被害人） 

b 過去十年，許多韓僑和基督教牧師 Source在換發外人登錄証時，拒絕被取指紋

Theme，他們指控日本政府違反基本人權。（隱含 政府對個人） 

c 昨日下午，陳增書派王重仁 Agent（三十六歲）前往西門町向稱為「小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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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 Source取貨 Theme，「小陳」是香港販毒集團為吳秋宜所設的代號……（平

級個人之間） 

d 中石化 Agent表示，以土地作為抵押品向中油 Source取料 Theme的措施，已有一

年時間。（平級機構之間） 

 

例（4-10）為「領」的例句，「向上領」體現在「低權勢個人對高權勢個人」、

「個人對機構、政府」、「機構對政府」、「低層級機構、政府對高層級機構政府」

等情形。例（4-11）為「取」的例句，「向下取」體現在「政府、機構對個人」、

「政府對機構和個人」、「高權勢個人對低權勢個人」，也可用於平級之間。 

本文將「領」和「取」的方向用圖表示，如圖 4-2 和圖 4-3 所示。人形的大

小象徵權勢地位的高低。箭頭表示「領」和「取」的方向。 

 

   

領 

 

 

                            取 

                        

圖 4-3「領」和「取」的方向 

 

 

 

                             取 

 

 

圖 4-4「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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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方向為「下對上」，生活中還可能存在的情形有：學生對老師，晚

輩對長輩，機構分支對總部，下屬機關對上屬機關等。 

由於「取」的方向是「上對下」，常為主事者依靠高權勢獲取客體。因此引

申出「強取」之意，使「取」的客體帶有負面意涵，如例（4-12）中的「勒索款」

和「性命」。 

 

例（4-12） 

a 市警刑警大隊機動組，昨天下午四時在高雄縣大寮鄉會社村鳳林三路，嫌犯

楊世鍾（二十七歲）Agent向被害人吳景昇取勒索款 Theme時，將楊嫌逮獲，並

循線逮捕其同夥劉峰志（四十三歲）、謝明昌（三十六歲）及林永聰（三十

三歲）。（加害者對被害人） 

b 獨立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台中市競選總部今天發佈新聞稿指出，今天上午九時

三十分接獲恐嚇電話 Agent，威脅競選總部主任委員郭晏生及總幹事沈智慧不

得再為宋楚瑜助選，否則要取兩人的性命 Theme，但兩人都不為所動。 

 

正因為「領」的來源為權威性一方，所以客體常常表現為正面。 

 

例（4-13） 

a 主持人施麗雲上臺領獎 Theme時特別以泰雅族母語向媽媽表示感謝。 

b 屆時所有有一定僱主的勞工都必須參加就業保險，失業時最長可領半年的失

業給付 Theme。 

c 因此，許多習慣騎乘快車道、機車不兩段式左轉、逆向行駛、騎乘人行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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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紛紛「落網」，被攔停在路邊等著領罰單 Theme，或被拍下照片等著收

罰單。 

d 近四成的市民更不領主辦單位的情 Theme，表明無意參加各式各樣美化「回歸」

的活動。  

 

如例（4-13a）的客體「獎」的隱含來源為頒獎機構；例（4-13b）的「失業

給付」和例（4-163c）的「罰單」，隱含來源為政府（交通）部門；例（4-13d）

的客體「情」，釋義為「好意」。以上皆為正面客體表現。 

4.6「領」和「取」的限定關係 

上節結合主事者與來源的關係，探討了「領」和「取」的方向。本節則根據

主事者與客體之間的關係，探討二者的限定語義。《中文詞彙網路》將主事者與

客體的關係描述為「主事者擁有或應該擁有的金錢或物品」，「領」和「取」在此

關係上並未體現差異。而本文認為以【+限定】來區分「領」和「取」的限定關

係是有必要的。本文限定義指的是主事者、客體之間一對一，不可更改的關係。 

如例（4-14a）和例（4-13b）中「領獎」和「領屍」，主事者只可取得屬於

自己的那一個客體，不可取得屬於其他主事者的客體，語義屬性為【+限定】。例

（4-13c）和例（4-13d）中「取水」和「取血」，則沒有限定關係，僅表明獲取

的是「水」和「血」這種物質，語義屬性為【-限定】。 

 

例（4-13） 

a 新科影帝劉燁上臺領獎時，特別邀同樣入圍的胡軍一起上臺。（定指） 

b 針對許多華航罹難者家屬抗議至今無法領屍（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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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但畢竟是杯水車薪，居民都自行開車上山取水。（泛指） 

d 以藏有罕見石刻佛經聞名於世的北京雲居寺，日前發現三百多年前明代僧人

刺破舌頭取血寫成的紙版經卷。（泛指） 

 

在「一+量詞+客體」的形式中，「領」為定指客體，如例（4-14a）的「一筆

錢」並非指任意一筆錢，而是定指「三百一十八萬元」；而「取」則為非定指客

體，如例（4-14b）的「一滴血」和例（4-14c）「一小塊骨頭」，則為任意取一之

意。也與上節探討的「領」和「取」的方向結論相符合，「領」為「下對上」，上

層來源決定客體數量，主事者與客體關係不可更改；「取」為「上對下」，上層主

事者決定客體的選擇。 

 

例（4-14） 

a 如果中華電信如期民營化，員工六十五歲退休，可以有二次退休機會，第一

次是在九十年七月一日民營化時先領一筆錢，包括年資結算金二百一十萬元

(三十五個基數)加上公保給付一百零八萬元(三十六個基數)共三百一十八萬

元 

b 只要取病人一滴血放在晶片檢測卡上﹐經過分子雜交後﹐連上電腦就可以顯

示出基因變化情況。 

c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引進的人工支架，只須取一小塊骨頭放在支架中，就

足以承受十倍以上的頭部重量。 

 

綜上，關於「領」和「取」的限定關係，為上節二者方向差異之下的延伸。「領」

為【+上向】，上層來源限定客體數量；上層來源與下層主事者為一對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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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主事者只能取得自己所屬的一份。「取」為【-上向】，上層主事者決定客體

的選擇。因此在限定關係中，「領」為【+限定】，「取」為【-限定】。 

小結 

本章首先在 4.1 節論述語義角色提取的標準，並統計三個語義角色的出現筆

數及所占比例，三個語義角色中，「客體（Theme）」出現率最高，「主事者（Agent）」

次之，「來源（Source）」最次。顯現方式來看，主要以直現為主，回指次之，反

指最次；在 4.2、4.3 及 4.4 節分別對「主事者（Agent）」、「客體（Theme）」和「來

源（Source）」進行內部屬性的劃分及統計，「領」和「取」的差異體現在「領」

有【人類】客體，「取」沒有；「領」有【政府】來源，「取」沒有；「取」有【地

點】、【抽象】來源，「領」則無；4.5 節從語義角色共現的情形入手，探討「領」

和「取」的方向，得出「領」為【+上向】動詞，「取」為【-上向】動詞的結論

4.6 節論述「領」和「取」的限定關係，「領」為【+限定】，「取」為【-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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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語義角色與句式 

本章探討語義角色和句式的互動關係：5.1 節為「領」和「取」的句式總覽；

5.2 節為「領」和「取」的基本句式；5.3 節探討二者在「雙賓（及物）句」中的

表現；5.4 節為「被字句」；5.5 節呈現為「存現句」；5.6 節呈現「領」和「取」

在「主題句」表現上的多元性；5.7 節論述「領」的獨特句式之「有字句」。5.8

節則描述二者在「動詞語意表達模式」（MARVS）上的表現。 

5.1 句式總覽 

本文對「領」和「取」各 1000 筆語料進行語義角色的分類和語義分析後，

本章將從二者的句式表現、語義角色和句式的互動層面，探討這兩個述詞在句法

層面的差異。 

 

表 5-1「領」和「取」的句式 

句式 句法表現 語義角色分佈 領 比例 取 比例 

基本句 

NP1+V+NP2 

Agent+V+Theme 

例：原住民 Agent領藥

Theme。 

檢驗室 Agent 取水樣

Theme。 

921 92.1% 849 84.9% 

NP1+PP+V+NP2 

Agent +Source+V+ 

Theme 

例：男子 Agent從銀行

Source領錢 theme。 

14 1.4%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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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人 Agent向私人醫

生 Source取藥 Theme 

雙賓

（及

物）句 

NP1+V+NP2+NP3 

Agent +V+ Source + 

Theme 

例：他們 Agent 領公家

Source薪俸 Theme。 

黑道 Agent要取廖正豪

Source人頭 Theme 

12 1.2% 18 1.8% 

被字句 NP1+被+V+NP2 

Source +被+V+ 

Theme 

例：農會 Source被領一

億多元 Theme 

許多韓僑和基督教牧

師 Source拒絕被取指紋

Theme 

1 0.1% 1 0.1% 

存現句 NP1+V+NP2 

Source +V+ Theme 

例：語音信箱 Source取

話 Theme免費 

0 0 9 0.9% 

主

（話）

題句 

NP1,（PP+）V+NP2 

Agent, （Source +）

V+ Theme 

例：收入低於標準二

倍者 Agent，可領六千

元 Theme。 

台中縣東勢鎮中寧裡

7 0.7%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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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六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彭淑梅 Agent，

今天中午返家取印章

Theme 

NP1+NP2+V 

Agent + Theme +V 

例：臨時單工 Agent已

兩個月薪水 Theme沒有

領。 

部分旅客 Agent行李

Theme未取即返家。 

1 0.1% 2 0.2% 

NP1+NP2+V 

Theme + Agent + V 

例：獎學金 Theme不再

人人 Agent可領。 

2 0.2% 0 0 

NP1+V 

Theme +V 

例：實習津貼 Theme可

以領多少 

「名利」Theme應該取

之有道 

18 1.8% 16 1.6% 

NP1+V（之、自）

+PP/NPP 

Theme +V（之、自）

+ Source 

例：所用、所吃 Theme

取之大地 Source。 

0 0 35 3.5% 

有字句 

NP1+有/沒有/無

NP2+（可）V 

Agent +有/沒有/無

Theme +（可）V 

24 2.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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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他 Agent每個月有

六千元 Theme可領 

合計 1000 100% 1000 100% 

 

根據表 5-1，「領」和「取」的句式幾乎都集中在基本句，比例高達 93.5%（包

含來源隱藏 92.1%和來源顯現 1.4%）和 91.5%（包含來源隱藏 84.9%和來源顯現

6.6%）。 

以下按照句式類型，對「領」和「取」在句式上的不同表現進行探討。     

5.2 基本句 

本文定義之基本句為 SVO 語序的基本句式，語義角色表現為

[Agent+V+Theme]，如例（5-1a）與例（5-2a）；當「來源（Source）」參與進來時，

表現為[Agent +Source+V+ Theme]，如例（5-1b）與例（5-2b）。 

 

例（5-1） 

a 為方便原住民 Agent 領藥 Theme，衛生所應備妥治療這些病症的藥品，發給需要

的民眾。 

b 高雄縣仁武鄉高姓男子 Agent自銀行 Source領錢 Theme在仁武鄉鳳仁路遭歹徒撞

倒後，被搶走新台幣十七萬六千元，警方正全力偵辦中。 

 

例（5-2） 

a 區管理處檢驗室 Agent每兩天到後裡鄉十八村取水樣 Theme檢驗水質。 

b 因為有錢人 Agent可以到私人診所，向私人醫生 Source取藥 Theme服用，窮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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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 

 

如例（5-1b）與例（5-2b）所示，來源常由介詞引入，本文進一步考察了「領」

和「取」與介詞搭配的情形，如表 5-2 所示。 

 

表 5-2「領」和「取」的介詞搭配 

介詞 領 比例 取 比例 

從 3 21.43% 34 51.52% 

自 1 7.14% 6 9.09% 

向 10 71.43% 20 30.3% 

由 0 0 6 9.09% 

合計 14 100% 66 100% 

 

由表 5-2 所示，「領」最常與介詞「向」搭配，引入【人類】、【政府】和【機

構】來源，如「向丈夫領薪水」、「向政府領養老金」和「向金融機構領獎」；「取」

最常與介詞「從」搭配，引入【地點】來源，如「從水庫取水」、「從火鼎中取火」。 

此外，「領」與介詞「由」的搭配筆數為零。雖然「由」和「從」「自」都可

引介空間的起點，但是「從銀行領錢」、「自銀行領錢」中，皆引介「銀行」這一

來源；「由銀行領錢」中「由」還可引介主事者，意為「被銀行領了錢」。因此，

若以「由」引入來源的話，則需要與趨向補語「出」搭配，結構為「由……領出」，

此時「由銀行領出錢」，將其限定在引介來源上。而語料庫將「領出」劃分為複

合詞，因此此處數據為零。 

基本句在「領」和「取」的句式上所佔比例最高，二者為典型及物結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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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角色之間的差異已在第四章呈現。以下小節將論及「領」和「取」在特殊句

式上所呈現的語義差別。 

5.3 雙賓（及物）句 

一些學者認為「取得」義句式不是雙賓句（[S+V+ N1 +N2]），而是單賓句

（[S+V+ N]）。楊成凱（1996）、李宇明（1996）等依據動詞後面 N1 和 N2 之

間大都存在領屬關係的事實，將整個結構處理為領屬性結構做賓語的單賓句，只

承認「給予」義動詞才能構成雙賓句。對此，石毓智（2004）認為 N1 和 N2 具

有領屬關係是「取得」和「給予」兩類動詞的共同特點，差別只在於「給予」類

動詞所涉及的領屬關係是在事件發生之後，「取得」類的則在事件發生之前。 

「取得」義單賓、雙賓的爭議，還體現在「的」字有無爭議上。主張單賓結

構的學者認為有「的」無「的」意義相同，「張三吃了他三個蘋果」是「張三吃

了他的三個蘋果」的省略。而張健（2012）則指出「張三吃了他三個蘋果」與「張

三吃了他的三個蘋果」之間在語義上是有區別的，表面上都是指張三獲得了受事

物，而在深層語義上兩者是不相同的，前者表示「張三」—獲益者，獲得受事物，

「他」——受損者，失去受事物。而後者中的「張三」—受益者，獲得受事物，

「他」——無受損也無受益，是領事，受事物的原屬。綜上，本文認為「領」和

「取」為客體向主體轉移的左向動詞，其雙賓構式義為「施動者有意識地使事物

的所有權發生轉移」，「主事者（Agent）」為獲益者，「來源（Source）」為受損者。 

「領」和「取」的雙賓結構如例（5-5）和例（5-6）所示。「領」的「來源」

均為「機構」、「政府」，受影響性比較小，「取」的「來源」為「個人」，且受影

響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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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5） 

a 劉松梧表示，總質詢期間，曾針對縣長室多位約聘僱秘書及機要秘書質詢，

他們 Agent 領公家 Source薪俸 Theme，也協助縣長廖永來核閱公文…… 

b 鄭永金呼籲新竹縣六十五歲老人符合領取中央津貼者 Agent 優先領中央 Source

津貼 Theme，不足的三千元再由縣庫支應，節省縣府財源做更多的建設。 

 

例（5-6） 

a 右手殘障的陳錦店 Agent 不幹「頭戴綠帽」，透過友人高佑誠找來打手蕭維倫

等人，以新台幣十萬元代價「取對方 Source一條腿 Theme」。 

b 黑道 Agent不只一次放話要取廖正豪 Source人頭 Theme 

c 該警局局長在一項聲明中說，這項攻擊行動的目標是要取他 Source性命 Theme。 

d 判決主文：邱恆嘉 Agent 攜帶兇器，以強暴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 Source 財物

Theme，處有期徒刑十年…… 

e 只要取病人 Source一滴血 Theme放在晶片檢測卡上﹐經過分子雜交後﹐連上電

腦就可以顯示出基因變化情況﹐並通過電腦把基因語言翻譯成醫生能讀得懂

的資訊﹐從而對疾病做出診斷。 

 

蔡維天（2005）在論及蒙受結構時，將此類句式稱為「非典雙賓句」，「來源」

可以看作「蒙受者」，即「遭遇掠奪事件的個體」。如「小 D」在「阿 Q 搶了小 D

五百塊錢」和「阿 Q 偷了小 D 兩套西裝」中即為「蒙受者」，遭遇了「阿 Q 搶

了五百塊錢」和「阿 Q 偷了兩套西裝」掠奪事件。例（5-5）和例（5-6）中的來

源，如「公家」、「中央」和「對方」、「廖正豪」等，皆為取得事件的「蒙受者」。 

此外，從意願性的角度，「領」的「來源」是願意客體轉移到主事者去；「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108 
 

 

的「來源」則是受外力強迫、非自願轉移客體到主事者去，可作「蒙受者」。 

綜上，當在雙賓結構中區分「領」和「取」時，可以從「來源（Source）」

的類型、受影響程度及意願性三個方面區分：「領」的「來源」均為「機構」、「政

府」，受影響性比較小，有轉移客體的意願；「取」的「來源」為「個人」，且受

影響性較大，非自願轉移客體。 

5.4 被字句 

「領」和「取」的被字句都表現為「來源（Source）」作主語的句型，如例

（5-7）和例（5-8）所示。 

 

例（5-7）  

彰化縣芳苑農會 Source第一天營業被領一億多元 Theme 

 

例（5-8） 

過去十年，許多韓僑和基督教牧師 Source在換發外人登錄証時，拒絕被取指紋

Theme，他們指控日本政府違反基本人權。 

 

王芸華（2014）認為「與事」論元（本文稱「來源」）可以充當被動句的主

語，且這類主語可出現在[S+V+N1+N2]的 N1位置上，與動詞形成「動作-與事」

關係，如「騙去她不少錢」。句式語義表示為「不如意和受到強影響」。例（5-7）

為【機構】主事者被領大量【金錢】客體，本文認為「領」的被動句表現為「受

到強影響」，而例（5-8）為【人類】主事者被取客體，「取」的被動句表現為「不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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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存現句 

根據聶仁發（2013：28）處所詞擔當主語的句子通常是存現句。存現句是說

明某處所（或某時間）存在、出現、消失、變更某些人或事物的句子。存現句一

般包含三個部分：句首是表示處所的名詞性詞語，即處所主語；句中是表示存在

方式的動詞或動詞性結構；句末是表示存在主體的名詞。在句首的處所主語可以

由方位名詞、處所名詞以及方位短語等充當。如例（5-9）所示。 

 

例（5-9） 

a 前面圍著一群人。 

b 天空烏雲密佈。 

c 監獄裡逃走了兩個犯人。 

d 小河對面站著一個美麗的姑娘。 

（聶仁發，2013：28） 

 

第四章論及「取」有【地點】來源，而「領」沒有。因此，當地點來源作主

語時，僅適用於「取」，如例（5-10）所示。 

 

例（5-10） 

a 中華泛亞電信宣佈十五日起語音信箱 Source取話 Theme免費 

b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在直潭壩和青潭堰兩處取原水，直潭 Source每天取原水 Theme

約一百四十萬噸…… 

c 影像網指出，目前已與全省最大連鎖超商 7-11 合作，全省二千六百個門市

Source都可以取件 Theme，相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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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在【地點】來源為主語的存現句中區分「領」和「取」時，僅可

用「取」。 

5.6（主）話題句  

根據語料庫，「領」和「取」的主題句主要表現在論元共指性話題這一類，

即以主事者、客體作為話題。具體的話題類型及分佈如表 5-3 所示。 

 

表 5-3「領」和「取」的主（話）題句 

主（話）題句 領 比例 取 比例 

Agent, （Source +）V+ Theme 7 0.7% 4 0.4% 

Agent + Theme +V 1 0.1% 2 0.2% 

Theme + Agent + V 2 0.2% 0 0 

Theme +V 18 1.8% 16 1.6% 

Theme +V（之）+ Source 0 0 35 3.5% 

總計 28 100.00% 57 100.00% 

 

根據表 5-3，「領」和「取」的主題句類型大致相同，其中客體為主題，主事

者省略的句式[Theme +V]是二者使用比例最高的。「取」還有[Theme +V（之）+ 

Source]的句式，「領」不適用該句式。 

在以主事者論元為話題的句型中，如例（5-11）和例（5-12）所示。「領」

的主事者話題皆以「X 者」形式表現，指示符合「X」所示條件的人，往往是符

合所指條件的【群體】。而「取」的主事者話題則表現為明確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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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11） 

a 社會科目前接獲一萬多件的申請書，近期入將展開審查作業，審查通過者 Agent，

每月可領三千元及六千元的生活津貼 Theme。 

b 年資四十年、年滿六十五歲者 Agent，可領二萬元以上年金 Theme。 

 

例（5-12） 

a 台中縣東勢鎮中寧裡第二四六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彭淑梅 Agent，今天中午返家

取印章 Theme準備前往投票時，不慎騎機車與自小客車擦撞摔倒…… 

b 接著，中共「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伍紹祖 Agent，從火鼎中 Source 取火

Theme點燃主火炬，交給黑龍江省副省長、亞冬運組委會副主席周鐵農。 

 

在以客體為話題、主事者為主語的句型中，「領」的語料如例（5-13）所示。

生成語法學派認為以客體為話題、主事者為主語的句式由客體移位而來，僅僅是

由基本句式[Agent+V+Theme]中，Theme 前移至 Agent 之前作主題。「取」沒有

此類句型的語料，本文認為屬於偶然空缺，故不作討論。 

 

例（5-13） 

a 研究生獎助學金 Theme明年起不再人人 Agent可領 

b 也有保險公司碰到新婚夫妻還沒來得及戶籍登記就死亡，兩個親家為了女兒

或媳婦的理賠金 Theme該誰 Agent 領出現不同的意見。 

 

徐烈炯和劉丹青（1998）將下列句型中的客體稱之為「次話題」， 「領」和

「取」的表現如例（5-14）所示。石定栩（2000）認為這個位置的客體是句子的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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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14） 

a 議會已經召開兩次推舉代理議長會議，仍然沒有敲定代理人選，以致於議會

公文無法發文、經費無法動支核銷，臨時單工 Agent 已兩個月薪水 Theme 沒有

領…… 

b 電力在二時四十一分恢復單線供應，除了部分旅客 Agent 行李 Theme 未取即行

返家，其餘一切恢復正常運作。 

 

以下討論以客體為主題，主事者隱含的句式。例（5-15）和例（5-16）為狀

語不可缺少的情形；例（5-17）和例（5-18）為補語不可缺少的情形。 

 

例（5-15） 

隊員應該記取教訓認清棒球的路還有很長要走，不要認為自己背後有許多職

棒隊伍等著以高薪挖角而昏了頭，整體水準如不能提升，職棒的高薪 Theme

不是這麼容易領。 

 

例（5-16） 

今天一早受災戶紛紛聚集青木公司，抗議災後近一年來分文賠償費 Theme 未

取…… 

 

例（5-17） 

a 何昭陽同時表示，奇美實業重視員工福利，員工休假多，九年前即實施週休

二日，薪水 Theme也領得多[C]，但公司的獲利也是最好的。（程度補語） 

b 一位服務二十四年以上的中小學教師，最高薪水 Theme可領六萬八千二百零五

元[C]。（數量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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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現行規定，年撫金六萬五千多元 Theme總共可領十五年[C]。（時量補語） 

 

例（5-18） 

a 而鉈 Theme一般用於殺鼠劑及工業用途，雖然中毒會導致嚴重病症，但取之不

易，因此民眾不必過度恐慌。 

b 王建（火宣）說，強制公職人員公開財產將有利於當權者瞭解「名利」Theme

應該取之有道，並且，讓想當公職的人充分事前知曉，擔任公職就是為國家

及人民做事。 

c 林豐正今天接見日本媒體訪問團時則強調，民進黨對國民黨黨產如有意見，

可以「依法追討」，黨產 Theme若有取之不義，黨也願意還給別人。 

 

從客體主題句的補語來看，「領」的補語著重描述客體的程度、數量，以及

「領」的時量性；「取」的補語則著重對動作的評價。 

客體主題句中，「取」還有一類比較特殊的用法，其表現形式為[Theme +V

（之、自）+Source]，即「來源」這一語義角色作為「取」的補語形式出現，「來

源」可能是名詞形式，如例（5-19ab），也可能由介詞「於」形成介賓短語，如

例（5-19cde）。袁明軍（2008）在討論與「V 於 N P」結構有關的句法語義問題

時提到，「於」可以「介標予奪物件」。該類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於」可以

替換為「給」「, 於」後賓語表示受惠者（beneficator）。動詞主要為給予類動詞。

第二種，「於」可以替換為「從」「, 於」後賓語表示來源（Source） 。動詞主要

為取得義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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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19） 

a 勞保基金 Theme 不應再投入股市作「冤大頭」式的錯誤護盤，而應取之勞工

Source、用之勞工。 

b 而全部一萬三千名栽培工人所栽種的中藥植物不過兩百種，其餘數百種 Theme

均需取之野外 Source。 

c 而每個人所得的獵物必須均分，不能佔為己有，因為獵物 Theme 取之於自然

Source，應該分給每一個人。 

d 台灣省長宋楚瑜今天在台灣省議會表示，農地釋出的利益 Theme 應取之於農

Source，用之於農，並分配給地方運用。 

e 注射添補材質 Theme也更多元化，包括取自體組織或皮庫銀行及植物提煉而成

Source，使患者有更多選擇。 

 

綜上，「取」有 Source 作後置補語的句式，語義角色表現為[Theme +V（之、

自）+Source]，「領」沒有該句式的表現。 

5.7 有字句 

有字句僅在「領」的語料中出現，屬於「領」獨有的句式。本文所探討的有

字句，是以「有」包括「有」的否定「沒有」、「沒」、「無」為謂語或謂語中心詞

的句子。如例（5-20）所示。 

 

例（5-20） 

a 當時他若回台灣當老闆，每個月就有六千元可領，雖然當時許多人笑他「瘋」，

辜振甫卻認為這件事是他畢生最引以為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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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以提案修正，讓年滿七十歲選擇優遇的法官，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管理，按

月支原有給與，但無考績獎金等可領，每年收入較現職人減少約二成，並節

省辦公場所與經費。 

c 台大學務長溫振源表示，一般以為台大的大一新生沒有任何獎學金可領，「勵

學」獎學金幫助也鼓勵學生向學，只要是能考進台大的學生，自然也不致因

為家境過於清寒或繳不出學費而中斷課業。 

 

張豫峰（1998）認為在現代漢語中，有字句是一種形式多樣、表義豐富、使

用頻率很高的句式。《馬氏文通》開始，就已存在對「有」字的分析。1942 年呂

叔湘《中國文法要略》一書正式提出「有」字句，首次把它作為一種句式進行研

究。 

從語義來看，趙元任（1979）認為「有」的語義主要有「領屬」、「存在」兩

種；呂叔湘（1999）認為還有「性質、數量達到某一程度」一義；劉月華等（1996）

則增加了「發生、出現」、「列舉和包括」兩種意涵；陳麗君（2012）則認為劉月

華等（1996）新增加的語義仍舊包含在「領屬」和「存在」兩種語義內部。例（5-21）

是呂叔湘（1999）關於「有」三種語義的例句。 

 

例（5-21） 

a 他有著藝術家的氣質。（領屬） 

b 你不愛看，有人愛看。（存在） 

c 這孩子已經有我那麼高。（性質、數量達到某一程度） 

（呂叔湘，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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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字句」的結構研究中，詹開第（1981）作了較為完整、全面地論述，

如表 5-4。本文「領」的有字句則屬於第三種「名詞之外有動詞的句式」，結構表

現為「名[,1]+有+名[,2]+動」25。 

 

表 5-4「有字句」的結構（整理自詹開第，1981） 

句式分類 結構 例句 

1.只有一個名詞的句

式，內部又分為兩種： 

（1）有+名。 

① 有了涼風！  

② 沒有你的事兒，你甭

管。 

（2）名+有。 

③我們日裡到海邊撿貝殼

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

也有，觀音手也有。 

④一點風也沒有。 

2.有兩個名詞的句式，

內部又分為兩種： 

（1）名[,1]+有+名[,2]。 

①桌子上有書。 

②他有一雙大眼睛。 

③1976 年唐山有一次大地

震。 

（2）名[,2]+名[,1]+有。 ④這種尼龍傘百貨大樓有。 

3.名詞之外有動詞的句

式，分為三種： 

（1）有+名+動。 

①有客來了。 

②這場颱風過後，有許多大

樹連根拔起。 

                                                             
 
25 「名[,1]+有+名[,2]+動」為詹開第（1981）所標記，與本文「NP1+有+ NP2+V」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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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1]（處所詞或時

間詞）+有+名[,2]+動。 

③古代有位名醫叫扁鵲。 

④炕上有兩個人躺著。 

（3）名 [,1]+有+名 [,2]+

動。 

⑤他有才能可以發揮。 

⑥你有權力說這種話嗎？ 

 4.「有+名」之後，帶

有形容詞或計量詞語的

句式，內部分為四種： 

（1）名+有+計量詞語+

（形）。 

①小王有一米八（高）。  

②這條魚足有三斤重。 

（2）名+動+有+計量詞

語。 

③老師說了有好幾回。  

④他走了有三天。 

（3）名 [,1]+有+名 [,2]+

形。 

⑤那塊鑽石有核桃那麼大。 

（4）A.名[,1]+有+名[,2]+

動+得+形；B.名[,1] +動+

得+有+名[,2]+形。 

⑥誰有他喜歡得那麼出奇。 

⑦皮鞋擦得有鏡子那麼亮。 

 

關於「名[,1]+有+名[,2]+動」這一句式，符達維（1984）提出「後置定語說」，

認為這類句子中的動詞或動詞短語是「名[,2]」的後置定語。呂叔湘（1979）提

到名[,2]與動的語義關係，認為名[,2]與動的語義關係有施事、受事、工具、時間、

處所、理由等。詹開第從名[,1]、名[,2]與動詞的語義關係來分析該句式，認為名

[,1] 可為動詞的施事、受事，或者與動詞無關；名[,2]可為動詞的施事、受事或

者與動詞無關，或者與動詞有關。朱德熙（1982）把這類句子都稱為「有」組成

的連謂結構，名[,2]與動詞的關係是可能、受事、假設、因果。 

此外，「領」的 24 筆有字句中，與助動詞「可（以）」共現的有 21 筆，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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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的 87.5%。王培培（2008）直接聚焦「有 N 可 V」，判定其為「強調格式」。

對於動賓關係的 VN 式結構而言，其形成過程為先移位，再加無定和非現實性

標記的方式形成「有 N 可 V」。「移位」是指為了強調 N，把它從動詞之後移至

動詞之前。「加無定和非現實性標記」是指，N 原來位於動詞之後作賓語，是無

定成分。移位後，要在動詞之前作主語，就必須加上「無定標記」，以起到引介

的作用。所以在 N 前加上了無定標記「有」。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對 V 的

非現實性加以突出，在 V 前也加上了非現實性標記「可」。 

根據「領」和「取」句式的統計，「領」有高頻率的有字句語料存在，而「取」

卻不適用這一句式。本文認為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在於 「領屬」關係是否存在。 

 

例（5-22） 

a 教育部中教司司長張玉成今天表示，如果立法院通過相關預算，未來一年半

實習教師將仍有實習津貼可領。 

b 補助款如被凍結台省五千多名員警沒有薪水領。 

c 被通緝的林章錦去年元月間起，夥同林文錦等已到案的八人，……，去年四

月間在高雄市九如一路綁架商人吳佳煌準備取勒索款八十萬元時，被吳某乘

機逃走報警查獲…… 

d *被通緝的林章錦有勒索款可取。（改寫句） 

 

例（5-22a），的 「實習教師」領「實習津貼」，例（5-22b）的「員警」領

「薪水」，不管主事者實際取得、沒取得受事，受事都屬於主事者，「領屬關係」

存在，所以適用於有字句。例（5-22c）句為語料庫中「取」的語料，表述「林

章錦」取「勒索款」，將其改寫成有字句，如例（5-22d）所示，「勒索款」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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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與「林章錦」不存「領屬關係」，所以不適用有字句。 

由此可見，有字句體現「領」的客體發生轉移之前，領屬權已屬於主事者。 

5.8「領」和「取」的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就「主事者向來源取得客體」這一事件而言，「領」和「取」同屬「簡單事

件（simple event）」的動詞，其表達的事件皆可持續一段時間，為可指涉時間端

點的過程事件。二者的事件類型皆可表示為「‧//////‧」。參與角色方面，則整合

第五章所論及的語義角色與屬性、語義角色與句式之內容，將二者參與角色模組

表示為<主事者，來源，客體>，基本句式有二：1. [NP1+PP+V+NP2]，如「員工

向公司領薪水」，其中 NP1（員工）表示主事者，PP（向公司）表示來源，NP2

（薪水）表示客體；2. [NP1+V+NP2+NP3]，如「員工領公司薪水」，其中 NP1（員

工）表示主事者，NP2（公司）表示來源，NP3（薪水）表示客體。 

 

表 5-5「領」和「取」的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領 取 

事件模組 ‧//////‧ ‧//////‧ 

事件內部屬性 

【+控制】 

主事者有意識動作 

【+上向】 

來源的權威性在主事者之

上 

【+限定】 

【+控制】 

主事者有意識動作 

【-上向】 

來源的權威性不在主事者之

上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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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者取得定指的客體。 主事者取得非定指的客體。 

參與角色模組 <主事者，來源，客體> <主事者，來源，客體> 

參與角色內部屬

性 

主事者： 

【人類，政府，機構】 

來源： 

【人類，機構，政府】 

客體： 

【金錢，物品，抽象】 

主事者： 

【人類，政府，機構】 

來源： 

【人類，機構，地點，抽象】 

客體： 

【金錢，物品，抽象】 

 

大多數表示過程（動態）的動詞，可以和「正在/在」搭配，「領」和「取」

也都有和「正在/在」共現的例子，如例（5-23）所示。 

 

例（5-23） 

a 簡上仁在領獎時表示，希望未來能為台灣鄉土音樂播下香火的種仔。 

b 又有其姐稱追逐前女童正在取果凍，因而可能吞食。 

 

因此，「領」和「取」都屬於可持續進行的動作，用一連串的斜線「////////」

表示。 

此外，「領」和「取」也可指涉事件的開端，表示為「‧//////」，如例（5-24）

所示。 

 

例（5-24） 

a 也有部份非法移民必須工作二年半償還偷渡費用後，才開始領薪水。 

b 水利署人員簡報，攔堰工程自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完工開始取水，最大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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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每日兩百萬立方公尺。 

 

例（5-24a）中「工作二年半償還偷渡費用後」和例（5-24b）的「自民國八

十八年九月完工」表示動作的起始端點。 

而「領」和「取」也可說明事件過程的終點，表示為「//////‧」，如例（5-25）

所示。 

 

例（5-25） 

a 北勢裡裡長洪福男表示，部分民眾領過補償金，是當初在興建北勢湳堤防時

領的。 

b 台中市衛生局今天獲報後即派人到醫院及餐廳瞭解情況，並在可利亞餐廳取

了二十樣檢體。 

 

例（5-25）中的時間「當初在興建北勢湳堤防時」、助詞「了」凸顯了動作

過程的終端界限。 

而從事件內部屬性來看，「領」和「取」的主事者都有【+控制（control）】 

這一屬性，如例（5-26）所示。 

 

例（5-26） 

a 承辦人員卻又要他們到農會領農保表格。 

b （二張）以上二張於晚上十時發出，請派人來取。 

 

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方向】和【限定】這兩個事件內部屬性，凸顯「領」

和「取」在事件內部屬性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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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領」的方向為【+上向】，而「取」則為【-上向】。 

 

例（5-27） 

他指出，財政部這次處理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不當，臺北市 Agent根本沒有

向中央 Source 領一毛錢的補助款 Theme，現在還要刪北市的統籌分配稅款給地

方。（地方政府對中央） 

 

例（5-28） 

a 過去十年，許多韓僑和基督教牧師 Source在換發外人登錄証時，拒絕被取

指紋 Theme，他們指控日本政府違反基本人權。（隱含 政府對個人） 

b 昨日下午，陳增書派王重仁（三十六歲）Agent前往西門町向稱為「小陳」

的男子 Source取貨 Theme，「小陳」是香港販毒集團為吳秋宜所設的代號……

（平級個人之間） 

 

例（5-27）為「地方政府向中央領錢」，屬於下對上，方向為【+上向】，

例（5-28 a）為「政府對個人取指紋」、例（5-28b）為「個人向個人取貨」，分

別屬於上對下和平級之間，表示【-上向】。 

另外，在限定關係上，「領」為【+限定】，「取」則為【-限定】。如例（5-29a）

「家屬」和「屍體」是一對一、不可更改的關係，而例（5-29b）中一滴血則是

隨機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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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29） 

a 許多華航罹難者家屬抗議至今無法領屍 

b 只要取病人一滴血放在晶片檢測卡上﹐經過分子雜交後﹐連上電腦就可以顯

示出基因變化情況﹐並通過電腦把基因語言翻譯成醫生能讀得懂的資訊﹐從

而對疾病做出診斷。 

 

語義角色之屬性已在第四章詳細討論，此處僅重複結論。在來源這一角色上，

「領」有【政府】來源，「取」沒有；「取」有【地點】、【抽象】來源，「領」

沒有。 

 

·小結 

本章考察「領」和「取」在語料庫中句式的分佈情況，語義角色與各句式的

互動關係。在各類句式對比中，發現二者在句式表現上的差異。「領」有不同於

「取」的句式為：有字句；「取」不同於「領」的句式有：1. 存現句；2. 話題句

中的一類[Theme 取（之、自）Source]。 

在「領」和「取」共有的句式中，二者也呈現出語義上的差異。雙賓句式中，

「領」的「來源」均為【機構】」、【政府】，受影響性比較小，有轉移客體的意願；

「取」的「來源」為【個人】，且受影響性較大，非自願轉移客體。被字句中，「領」

的「來源」為【機構】，表示受到【強影響】；「取」的「來源」為【個人】，表示

「不如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50

124 
 

 

第六章 結論 

本章為本文內容的歸納總結，6.1 節為本文研究結果的總結與概述；6.2 節論

述本研究的不足；6.3 節後續研究方向，即基於本研究，未來可延伸的研究方向。 

 

6.1 研究結果 

綜合前人研究與本文研究結果，本文認為以【方向】這一事件內部屬性上的

差異來區分「領」和「取」是最有效的。回顧《中文詞彙網路》關於「領」和「取」

的示例，例（6-1）與例（6-3）所佐證的「領」相較於「取」所需要「經過特定

程式」這一語義差異是包含在【方向】之中的，如例（6-1）中「領」的【方向】

為「小孩對長輩」、「票號對官府」、「員工對公司」，均表現為下對上。 

 

例（6-1） 

a 小孩都要回來圍爐，除了領新衣、家庭用品、食品之外，還領壓歲錢。 

b 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

約束。 

c 由於公司裡沒有文書的缺，經理就暫時安置她做泡茶的工作，領文書的

薪水。 

（《中文詞彙網路》） 

 

下位者不可憑藉「權威」向上取得客體，而需先獲得上位者的同意，下位者

征得上位者同意的過程或方式，即表現為「特定程式」，如「票號向官府領執照」

需要準備官府所需資料以求獲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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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位者願意轉移客體所有者給下位者，「特定程式」則表現為下位者需要

核實身份，因為下位者往往是多數。馮麗（2013）將「領」的語義基元描述為「施

事+從給予方+通過交接手續+受事（具體/抽象事物）」，「給予方」表示上位者願

意給予主事者客體，「通過交接手續」則表示為核實主事者是否為接受方的身份。

如例（6-2）所示，例（6-2a）中「殉職家屬」需要向政府核實身份，才可取得

「撫恤金」；例（6-2b）中「他」需要向警方證明為失主身份，辦理交接手續，

才可取「車」。 

 

例（6-2） 

a 空軍運輸機殉職家屬將可領上千萬元撫恤金 

b 待警方通知他領車後，公然販售賺取暴利。 

 

而例（6-3）中「取」的方向則表現為【-上向】，如例（6-3a）中的「儲戶

對銀行」和例（6-3b）中的「患者對醫院」，主事者對機構，不強調權威性時，

可用「取」；強調權威性時，用「領」。【方向】可解釋例（6-3a）和例（6-3b）

中「領」和「取」可互換的情形。 

 

例（6-3） 

a 活期存款不但有利息，又可以隨時取/領錢，實在方便。 

b 夫婦二人步出醫院駕車時，因忘記取/領藥，旋由其夫婿入院取/領藥。 

（《中文詞彙網路》） 

 

「取」的方向還表現為【平向】與【下向】，如例（6-4a）的「病人向他人」

和例（6-4b）的「鎮公所對民眾」，而前人研究並未提及此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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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4） 

a 施麗娟指出，不少病人將自己的藥交給他人使用，或向他人取藥自用，這是

危險的做法 

b 鎮公所在取地前，並未事先知會當地民眾，或進行任何協商。 

 

曾秀彬（2013）曾以「動作所帶賓語」提取「拿」和「取」的語義特徵。本

文不以賓語、甚至不以客體作為區分「領」和「取」最有效的方式，因為客體所

呈現的差異也包含在【方向】裡。研究結果曾指出，「領」和「取」都有【金錢】、

【物品】客體，「領」傾向於【金錢】客體，「取」更常與【物品】客體搭配。然

而上述結果並不能回應當「領」和「取」的客體相同卻不能替換的情形。如例（6-5）

和例（6-6）所示，「領」和「取」皆可搭配客體「錢」和「票」，有些卻不能互

換。 

 

例（6-5） 

a 土地所有權人可選擇領/*取錢或領地； 

b 臺北市選舉秩序大致良好，僅發生一起撕毀選票案，大同區國順裡有民眾欲

持已失效的身份證領/*取票，但遭制止。 

 

例（6-6） 

a 蛇頭接到偷渡客平安上岸消息後，立刻到偷渡客家中取/*領錢，接應人才會

放人。 

b 另外尚有七千多張票的訂票人既不取/領票也不退訂，如此，徒然造成運輸

單位在春節期間票務及車輛調度作業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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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向】則可用來解釋上述差異：例（6-5a）中的客體「錢」和例（6-5b）

中的客體「票」皆來源於政府，「土地所有權人/民眾對政府」為【+上向】，不可

替換為「取」；例（6-6a）的客體「錢」來源於弱勢者，主事者「蛇頭」為強權

一方，方向為【下向】；例（6-6b）個人對機構，可看作【平級】或【上向】，故

而「領」和「取」皆可用。 

然而，【方向】的判定是以主事者和來源之間的【權威性】高低作依據，當

來源無法體現【權威性】，即來源為【地點】、【抽象】時，【方向】就不能作

為判斷依據。本文經由語料庫統計，在來源這一角色屬性表現上，「取」獨有【地

點】、【抽象】來源，所以當來源為【地點】、【抽象】時，僅能用「取」，不

用「領」。 

馮麗（2013）把「取」的語義基元描述為「+施事+用手+受事→位置：儲存

處有主物+到施動者手中」，本文【地點】來源即為其所指「位置：儲存處有主

物」。如例（6-7）所示，例（6-7a）中的「水庫」、例（6-7b）中的「骨盆」及例

（6-7c）中隱含的「果凍所在位置」，均為本文定義的【地點】來源。 

 

例（6-7） 

a 自來水公司被迫在七十八年五月間停止自水庫取水，岡山地區自來水改由裡

港和旗山手巾寮一帶的地下水供應。 

b 骨科醫師更利用顯微手術的方法，從骨盆上取一塊帶有血管的骨塊植入腐壞

的股骨頭內，使它能重新獲得充分的營養供給。 

c 又有其姐稱追逐前女童正在取果凍，因而可能吞食。 

 

同時，還可以【+限定】來輔助區分「領」和「取」。如例（6-8）所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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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事者和客體是一一對應、不可更改的關係，「駕駛人」只能領開給自己的「罰

單」，不能領其他人的；「取」則為【-限定】，即任意取「三十公克的紫羅蘭花瓣」。 

 

例（6-8） 

a 許多習慣騎乘快車道、機車不兩段式左轉、逆向行駛、騎乘人行道的駕駛人

紛紛「落網」，被攔停在路邊等著領罰單。 

b 只要取三十公克的紫羅蘭花瓣加一公升清水，煮沸十分鐘後，花汁溶入水中，

即成為土耳其人所謂的「紫羅蘭花茶」。 

 

過往研究以【抽象】和【具體】來區分「領」和「取」的客體屬性，本文不

僅用這兩類屬性區分客體，還用來區分來源。如例（6-9）所示，來源為「轉賣

房產」這一抽象事件，為「取」獨有的【抽象】來源。 

 

例（6-9） 

被周柏雅點名的行天宮董事會祕書連照明指出，行天宮當初購買中山北路房

產時，是由他先買下來，再轉手給行天宮，不過，他並沒有從中取利。 

 

    本文通過對來源內部屬性的劃分與統計，判定【地點】、【抽象】來源僅用

於「取」；而其他來源與主事者進行【權威性】對比，以【方向】判定「領」和

「取」的選用情形。相較於前人以語義基元描述二者的差異，提及的來源僅為【給

予方】、【位置】，本文的來源屬性更為全面，新增了【抽象】來源。 

至於【抽象】客體的部分，本文認為「領」和「取」與【抽象】客體搭配時，

「領」的語義側重為「接受」，如「領職」、「領情」；「取」的語義側重為「取得」，

如「取分」、「取性命」、「取專利」。馮麗（2013）將「取」的「取得」義基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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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為「施事+通過某種方法或途徑行為+受事（具體/抽象事物）」，所給示例如「取

樂、取暖、自取滅亡」皆為【抽象】客體。本文認為【抽象】客體的搭配上，依

據語義側重能更好地在【抽象】客體搭配上區分「領」和「取」。 

在「領」和「取」的句式表現上，過往研究僅提及基本句、把字句和被字句。

本文考察語料庫語料共計 2000 筆，提取二者的句式表現，得出如下結果：1.「領」

用於表主事者和客體之間領屬關係的有字句，「取」則無；2.「取」有【地點】

來源作主語的存現句和客體作主題，來源作補語的[Theme+取（之、自）+ Source]

句式。 

在二者共有的雙賓句、被字句兩類句式中，本文論及來源的【意願】，當來

源非自願、受外力被迫轉移客體，僅能用於「取」，如「取人性命」、「被取指紋」。 

「領」和「取」可依據上述特殊句式作區分，在共有句式中，以來源【意願】

為判定依據。 

另外，本文認為「動詞語意表達模式」能較為全面、直觀地描述「領」和「取」

的差異。除了事件屬性判別，角色屬性也能輔助區分「領」和「取」。 

綜上，本文以語義角色屬性、句式、「動詞語意表達模式」三個面向全面探

討「領」和「取」的使用差別，以前人研究為基礎，以語料庫為輔助，補充、擴

展「領」和「取」的語義考察面向，描述「領」和「取」在語義、句法上的選用

情形，以期對近義詞區分、字詞典編纂及二語習得者有所參考。 

6.2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三點： 

第一，本文僅研究「領」和「取」單一的「取得」動詞義，並未探究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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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義的聯繫。如「取」除了「取得」之義外，其在語料庫中呈現比例最大的語

義是「選擇」；「領」除了「取得」之義外，還有「帶，引，率」的語義。「取得」

義如何與其他動詞義之間發生關聯，本文並未對此進行探究。 

第二，本文所選語料庫存在的限制。本文以單純動詞「領」和「取」為研究

對象，單純詞與複合詞的劃分主要以語料庫為依據。而語料庫把「V+趨向補語」

劃分在複合詞一類，因此本文並未考察「V+趨向補語」這一結構，例如 「來」、

「 去」、「 上」、「 下」等。 

第三，本文所選語料為新聞語料，多為書面用語，很少涉及口語。因此「領」

和「取」在口語中的使用則為本文的一個缺失。 

6.3 後續研究方向 

本文以單純詞「領」和「取」為研究對象，在對二者進行辨析之後，可以深

入考察二者在複合詞中的表現，如複合詞生成結構、語義側重、使用情形等。例

如在考察【抽象】客體時，本文發現「領」更接近「接受」義，如「領情」「領

讀經職」；「取」更接近「得到」義，如「取分」「取專利」。本文雖未進一步探討

二者的語義側重，但「領受」「取得」這樣的複合詞生成則證明「領」和「取」

在複合詞中也是有語義側重的。 

另一方面，本文立足臺灣華語語料庫，並以臺灣國語辭典為依據，分析臺灣

華語中「領」和「取」在搭配、語義角色屬性以及句法表現等方面的差異。實際

上，大陸地區「領」和「取」的使用情況與臺灣又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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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10） 

a （大陸）我去銀行取錢。 

b （臺灣）我去銀行領錢。 

c （大陸）我去取包裹。 

d （臺灣）我去領/取包裹。 

 

本文認為，兩岸地區在「領」和「取」的使用上存在差異，主要是認知上的

不同。例（6-10a）中的「銀行」僅被看作一個【地點】，所以用「取」；例（6-10b）

中的「銀行」，被看作【機構】，標示權威性。 

後續研究上，可立足大陸地區的語料使用，借助大陸地區的辭典釋義，進行

「領」和「取」在大陸地區的搭配、語義角色屬性以及句法表現等方面差異探究，

之後再與臺灣地區使用情形作對比，從認知和歷史語言學角度解析兩岸用語在

「領」和「取」上形成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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