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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形容词谓语句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形容词谓语句的划

分缺乏合理的分类方法;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作谓语方面表现迥异的背后是否拥有统一的机制。 认

知语法中的位移事件理论和例示化理论是基于人类基本经验和普遍认知能力的,其核心优势在于既实现了对形容词谓语

句兼顾形式与语义的划分,又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作谓语方面不同的句法表现提供了统一且有效

的解释。 由此,形容词谓语句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可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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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学界将现代汉语形容词一般划分为性质形容词(如“高” “聪明”等)、状态形容词(如“通红” “苍白”
等)和非谓形容词(如“私营”“民用”等)(吕叔湘

 

等,1981;石毓智,1991)。 性质形容词是形容词范畴中

的典型成员,状态形容词是非典型成员,而非谓形容词是边缘成员(李宇明,1996:6)。 以上三种形容词

在作谓语方面表现迥异:性质形容词作谓语需要满足一定的形式条件,状态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而非

谓形容词不能作谓语。 例如:
(1)他的个子很高。
(2)她瘦了。
(3)这小东西聪明得很。
(4)她的脸通红。
∗(5)这家企业私营。①

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的句子称为形容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是现代汉语中一种普遍而

又特殊的语言现象。 学界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表现和类别、完句手段及完句手段

的理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本文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反思其不足,在认知

语法相关理论指导下,为形容词谓语句提出兼顾形式和语义的分类方法,并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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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谓形容词在作谓语方面不同的句法表现提供统一的认知解释。

1　 相关研究述评

刘月华等(1983)、李临定(1986)和范晓(1998)等详细考察了形容词谓语句所涉及的下位句型,这些

学者对形容词谓语句下位句型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使我们对形容词谓语的认识更加全面,但不足的是

对下位句型的描写只是单纯的罗列,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 孙鹏飞(2018)按照形容词谓语句的标记手

段,即通过重叠或添加后缀等形态变化手段、通过添加“状语” “补语” “体标记”句法手段、通过“对举”
“对话”等语篇手段将形容词谓语句划分为三种类型。 该划分方式虽然弥补了形容词谓语句缺乏统一分

类标准的缺陷,但尚未兼顾语义方面,该分类方法下的形容词谓语句语义甚显凌乱。
在讨论形容词谓语句句法表现和分类的基础上,孔令达(1994)和李泉(2006)等学者一致认为性质

形容词作谓语不自足,需要添加程度副词、体标记等诸多完句手段来实现。 完句手段的探讨进一步明确

了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表现,为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的理据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但仍然停留在句法

形式描写的层面。
在总结各种完句手段的前提下,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为形容词谓语句的完句手段寻求深层理据。

顾阳(2007)认为,汉语的场景体里“定点”存在与否对句子的完句性有重大意义,定点的作用在于充当时间

参照点,对形容词谓语句而言,起定点作用的主要有程度副词等。 该观点颇有见地,但并未明确程度副词与

时间参照点的关系。 庞加光(2015)指出,形容词作谓语完句手段的概念基础为通过“规定占位”或“为参照

赋值”两种方式而使主语所指对象的程度得以锚定。 该观点比较具有解释力,但忽略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

内在联系,“锚定”假设理论基础也较为薄弱,不足以深入到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的本质,且难以对非谓形

容词无法进入形容词谓语句做出阐释。 孙鹏飞(2018)认为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的作用在于“量级核查”
“有界化”和“认知入场”等三种认知功能。 该研究成果从认知角度较好地揭示了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的

认知理据,但尚未明确“量级核查”和“有界化”两种认知功能的区别,仍未解决形容词谓语句的完句手段与

时间概念如何发生联系。 以上学者对完句手段理据的探索体现了对形容词谓语句研究的深入,但遗憾的

是,这些研究均未对形容词谓语句不同句法表现的理据,即为何性质形容词作谓语依靠不同的句法手段、状
态形容词直接作谓语及非谓形容词无法作谓语提供统一且相对有效的阐释。

总体而言,前贤对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尚有提升空间:对形容词谓语句的分类难以兼顾形式语义上

的统一;对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理据的探讨各有洞天,但还不够完善。 探索句法语义接口问题是语法

研究的主要任务(林忠,2020),本研究将以认知语法中的位移事件(motion
 

event)和例示化( instantiation)
理论为基础,力图解决形容词谓语句句法语义接口研究中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1)如何对形容词谓语

句进行兼顾形式和语义的分类? (2)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作谓语方面表现迥异的背

后是否隐藏着统一的认知理据? 位移事件和例示化体现了基于人类基本经验和普遍认知能力的认知操

作,它们可为上述两个问题提供较好的研究思路,以使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得到进一步

完善。

2　 理论基础

2. 1
 

位移事件理论

空间位移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活动之一,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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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它在人类的感知活动和概念化过程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因此对其概念结构与语言表征的探索就

成了认知语言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罗纳德·兰盖克(

 

Ronald
 

Langacker)(1987:167)在认知语法框架下对位移事件进行描写,把位置关

系置于时间之中考量,认为位移涉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构型到另外一个构型的转变,对位移事件的概

念化涉及位移者 ( mover )、 位移者的位置 ( location )、 客观时间 t ( conceived
 

time )、 概念化主体

(conceptualizer)和加工时间 T(processing
 

time)等因素。 基于完成性动词(perfective
 

verbs)和非完成性动

词(imperfective
 

verbs)的区别和联系①,兰盖克(1987)把空间位移( spatial
 

motion)分为物理( physical)空

间位移和静态(stative)空间位移,即典型空间位移和非典型空间位移。 完成性动词“ walk” “ run”等表征

的物理空间位移事件中,位移者在某一客观时间 t0 占据位置 l0,其对应的概念化主体的加工时间是 T0,
这即构成认知事件 E0。 位移者在下一客观时间 t1 占据位置 l1,其对应的概念化主体的加工时间是 T1,
这构成了又一个认知事件 E1。 位移者的位置随着客观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概念化主体在加工

时间内形成的其它认知事件 E2、E3 等也彼此各不相同。 “stand”和“lie”表征的静态空间位移事件中,位
移者不发生空间位移,位移者的空间位置不随客观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概念化主体沿加工时间对位移

事件进行心理扫描形成的一系列认知事件之间别无二致,整个静态位移事件没有明确的开始状态和结束

状态。 兰盖克(1987)认为空间位移通常可以延伸到非空间认知域中,将非空间认知域中的变化事件称

为抽象位移(abstract
 

motion),因为位移与变化在客观世界与心智世界里本来就密不可分。
基于上述思想,我们认为静态空间位移事件亦可扩展到性状稳定的事件。 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如“天

阴了”,表示事物性状发生变化,是抽象位移事件的表征,而“天很阴”表征稳定的位移事件。 因此,静态

形容词谓语句和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可分别视为概念化稳定位移事件和变化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位移事

件理论为形容词谓语句的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
2. 2 例示化

例示化是认知语法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与图示化(schematization)相对的一个认知操作,它们共

同作用于从词汇到形态、语法等各个语言层面。 图示化认知操作是从众多经验中提取出内在的共性,从
而及至一个更加图示性概念的过程,而例示化是图示化的逆过程,是具体经验对相对图示性概念进行阐

释的过程(Langacker,
 

2008)。 也就是说,图示化是从例示概念到类型概念的过程,而例示化则反之。
兰盖克(2008:143)提出,类型描述为概念内容赋予一定的秩序,但唤起类型本身并不足以选定我们

意欲谈论的例示,为了确立概念内容在心智世界中的位置,概念化主体需借助入场成分( grounding
 

elements)赋予概念内容以某种认识地位,从而使概念内容摆脱虚无缥缈的状态,即将类型概念转化为例

示概念。 兰盖克(2008:265)以“the
 

girl
 

like
 

this
 

boy”为例讨论类型和例示的关系,“girl”和“boy”已经经

由名词性入场成分“the”和“this”获取指称功能,概念化主体将注意力导向类型中的特定例示,而“ like”
则明示一个含有众多例示的过程类型,但“the

 

girl
 

like
 

the
 

boy”仍然代表了一个类型而非例示,因为该概

念内容潜在的或真实的发生情况还尚未获得定位。 这个女孩“可能会”喜欢那个男孩,也可能“现在”喜

欢,还可能“过去”喜欢,每个定位都是一个特定的事件例示,所有的定位构成了一个事件类型。 通过入

场成分,类型中一个特定的例示被赋予某种认识地位,其潜在的或真实的发生情况得以认定。 我们以图

1 来说明类型概念转化为例示概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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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的情景,二者不是绝对对立,受多个细微概念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Langack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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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I:domain
 

of
 

instantiation(例示域);
 

t:type(类型);
 

i:instance(例示);
 

GE:grounding
 

elements(入场成分)

图 1　 例示化(改编自 Langacker,2008:268)

图 1(a)和(b)具有相同的概念内容,但是二者侧显的结构不同。 如图(a)所示,类型概念侧显的是

类型,其众多的例示处于背景位置,而(b)侧显的是某个特定的例示,众多例示结合在一起构成具有图式

性意义的类型,例示概念表达的是相对于类型,例示更具有突显性。 在具体交际中,交际双方需对类型所

包含的例示进行遴选,从而定位意欲谈论的具体实体。 入场成分的介入将类型概念转化为例示概念,从
而交际双方的注意力投向同一个语篇指称,交际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邢晓宇,

 

2015:58)。 兰盖克(2008:
148)指出,例示化涉及将一个显面施加于具有图示性意义的某一类型上,例示在例示域中就拥有了一个

特定的位置,该位置将该例示与其他例示区分开来。
2. 3 位移事件与例示化的联系

位移事件理论和例示化认知机制紧密联系,它们共同作用于形容词谓语句的概念化,对形容词谓语

句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形容词谓语句是人们概念化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静态形容词谓

语句和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分别体现了人们对稳定位移事件和变化位移事件的概念化,稳定位移事件和变

化位移事件是概念化主体将位移事件类型转化为位移事件例示,即例示化的结果。
例示化可为性质形容词不能单独作谓语,状态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而非谓形容词无法作谓语这

些句法编码特征提供统一的认知理据。 例示化实现的途径为概念化主体通过选取不同的认知参照点以

定位相应的目标使位移事件有界化,有界化使无界的位移事件类型转化为有界的位移事件例示,从而具

有不同句法形式的形容词谓语句得以形成。

3　 位移事件理论下形容词谓语句的分类

性质形容词作谓语不自由,性质形容词作谓语要依靠添加不同的完句成分来实现,添加体标记是最

常见的完句手段之一。 在语义上,带有体标记的形容词谓语句也相应有特别之处。 朱德熙(1956:85)指

出,性质形容词后带上有时间意义的成分表示一种变化。 刘月华等(1983)指出,形容词作谓语是用来描

写主语的性状或叙述主语的变化的。 李临定(1986:285)将形容词谓语句的 15 个下位句型从语义上归纳

为表程度、比较和变化。 张国宪(2006:263)探究了形容词的体形式,将形容词表达的性状分为恒定性状

和变化性状,形容词谓语句相应地既可以是恒定性状句也可以是变化性状句,并认为恒定性状句在句法

表现上缺乏表达体意义的语法标记,而变化性状句与体标记密切相关,体标记使形容词谓语句呈现出变

化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形容词谓语句的语义特征有着基本的共识:形容词谓语句既可以表

达一种相对恒定、静态的性状,也可以表达一种相对含有变化、动态的性状;通常情况,添加了体标记的形

容词谓语句在语义上表示某种动态变化。 因此,从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形式入手,结合其语义特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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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容词谓语句分为形式上含有体标记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和不含体标记的静态形容词谓语句。
(6)文雅的脚步轻,她妹妹的重。
(7)天气很冷。
(8)庙前的花市热闹极了。
(9)房子小小的,摆满了米、面、肉、糖。
(10)天阴了。
(11)树还绿着,吴为却要走了。
(12)丁家曾经阔绰过。
(13)荒凉寂静的山谷热闹起来。
(14)明亮的湖面顿时阴暗下来。
(15)月光也暗淡下去。
从形式上看,例句(6) -(9)均不含有和时间意义直接相关的体标记,它们或通过明确对比对象,或对

性质形容词添加程度状语,或对性质形容词添加程度补语、或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等方式;在语义上,它们

都表达主语本身的性状所达到的某种程度,或者跟同类比较,主语性状在程度上更强,并且主语的这种性

状在时间轴上处于一种相对静止和稳定的性状,动态和变化的含义难以察觉,我们将其称之为“静态形容

词谓语句”。 例句(10) -(15)中的形容词通过添加不同的体标记,从而获得充当谓语的资格;从语义上

看,此时的形容词谓语句表示事物某种性状的动态性,它们或表示事物某种性状的实现,或持续,或事物

曾经有过该性状等等(刘辰诞
 

等,2022)。 总之,诸如例句(10) -(15)所表示的事件都是处于具有时间性

的变化之中,我们将其称之为“动态形容词谓语句”(陈晓燕,
 

2021:23)。
对形容词谓语句做出静态形容词谓语句和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之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认知语法理

据的,其理据为位移事件理论。 以“花儿红了”和“花儿很红”为例,“花儿红了”表征的是在客观时间轴上

“花儿”的性状发生变化的事件,概念化主体在加工时间内对“花”在不同客观时间内性状变化事件进行

心理扫描,形成不同的认知事件。 就“花儿很红”而言,位移者在客观时间内的性状处于稳定状态,概念

化主体在加工时间内对“花儿”保持“很红”的状态进行认知加工,形成一系列相同的认知事件,“花儿”处

于“很红”的静态位移事件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刻。 无论是表征性状稳定的静态形容词谓语句还

是表征性状变化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它们均属于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

4　 形容词谓语句的认知机制及认知机制的实现途径

4. 1 形容词谓语句的认知机制

从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形式入手,深入其语义特征,并依据位移事件理论,我们将形容词谓语句分为

表征稳定事件的静态形容词谓语句和侧显变化事件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 在句法上,它们呈现出相应的

编码规律,静态形容词谓语句中的性质形容词通过添加作状语的程度副词、添加补语、通过明确对比对象

获得充当谓语的资格,而状态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中的形容词则依靠添加体标记。
总体而言,性质形容词不可以单独作谓语。 形容词谓语句这种句法编码规律是有理据的,其理据就是例

示化,即类型概念转化为例示概念的认知机制。 举例如下:
∗(16)小丽的脸红。
(17)小丽的脸很红。
·29·



　 陈晓燕　 形容词谓语句句法语义接口的认知语法研究　

(18)小丽的脸红得很。
(19)小丽的脸红了。
(20)小丽的脸红,小芳的不红。
(21)小丽的脸通红。①

例句(16)并非合格的句子,单个的性质形容词“红”无法单独作谓语。 例句(17) -(20)通过添加程

度副词、补语及体标记等句法手段或通过明确对比对象从而使形容词“红”获得了充当谓语的资格,例句

(21)中的状态形容词“通红”直接作谓语。 例句(16)与例句(17) -(21)概念意义的区别在于例句(16)表

达的是缺乏显面、详略程度低的事件类型,即“小丽的脸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与性状‘红’的相关”,该事

件类型蕴含着若干事件例示,而例句(17) -(21)则是具有显面、详略程度高的某个特定的事件例示。 概

念化主体借助作状语的程度副词、补语和体标记等入场成分将类型概念转化为例示概念,从而交际双方

的注意力投向同一个语篇指称,交际得以实现。 那么,概念化主体是如何借助上述入场成分将类型概念

转化为例示概念的? 也就是说,例示化实现的途径是什么?
4. 2 形容词谓语句认知机制的实现途径

形容词谓语句是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概念化主体通过例示化认知机制将位移事件类型转化为特定

的位移事件例示,例示化实现的途径为概念化主体确立从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路径使位移事件实现有

界化。
“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是认知学科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起源于物理学中的“参照

物”。 兰盖克(1993)声称参照点现象在生活经验中无处不在以致人们都忽略了其存在,人们具有通过唤

起参照点以建立与目标心理接触的能力———参照点能力。 参照点能力的实质在于选取某一实体概念为

认知参照点,建立通达目标实体的心理路径(mental
 

path)(Langacker,
 

2008)。
静态形容词谓语句(17)(18)和(21)中,“很红” “红得很”和“通红”所表达的概念为性状“红”超过

了一般意义上“红”的程度,也就是说,概念化主体以一般意义上“红”的程度为参照定位目标,即“小丽的

脸”红的具体程度。 例句(20)则以“小芳的脸”红的程度为参照,对“小丽的脸”红的状况进行定位。 无论

是以一般意义上“红”的程度还是以其他同类成员的性状为参照对主语的性状加以把握,静态形容词谓

语句不突显客观时间以及主语性状在客观时间中的变化。 与之不同,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例句(19)含有

体标记②
 

“了”。 戴耀晶(1997:47)认为“了”是“现实性”的显性语法标记,所谓的现实性就是相对某个既

定的参照时间,句子所表达的事件是一个实现的事件。 邵洪亮(2015:166)指出,作为“实现体”标记的

“了”表示动作行为或性状从无到有的实现。 因此,含有体标记“了”的例句(19)涉及概念化主体以参照

时间,即“小丽的脸”不红的时刻为参照点,通达目标,也就是事件时间,即“小丽的脸”已经红了的时刻。
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参照点的参照时间与其通达的目标,即“小丽的脸”不红的时刻和“小丽的脸”已经红

了的时刻在客观时间轴上居于先后不同的位置,因此其所表征事件的动态变化也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可

见,无论是表征静态事件的静态形容词谓语句还是表征变化事件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它们均涉及从参

照点出发抵达目标的心理扫描。 从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扫描使得事件获得边界,从而使之有界化③。

·39·

①
②

③

为方便对比,例句(17) -(21)为验证过的自省语料。
汉语中体标记是表达体意义的主要手段,“体” 是与事件的经历、完成、进行相关的时间概念,它指相对于某个参照时间( reference

 

time),事件的状态或状态变化的情况(龚千炎,1994)。 因此,体标记的选择由参照时间与事件时间(event
 

time)的相对关系来决定。
从认知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扫描使事件有界化是符合人们直观经验的,有边界的事物必然是有始有终的;刘辰诞(2009)指出,人们为

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必然要给认知对象指派一个结构边界,确定它的起点和终点以防与其他认知客体发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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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诞(2009:10)指出,有界化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趋向律”,即人类总是把感知对象感知为

完整的结构,这一认知特征要求实际语言表达式的语言结构必须有界化,这样才能保证交际顺利进行。
韩鑫(2016)、刘存伟(2019)等均对性质形容词表示无界的量幅,状态形容词表示有界的量点或量段的观

点有着共识。 例如“脸红”相对于“脸很红”“脸通红”是无界的,“红”表示不确定的量幅,而“很红”与“通

红”是有确定范围的量段。 添加了体标记的“脸红了”等相对于“脸红”而言也是有界的,体标记“了”唤

起认知参照点的作用使“脸红”事件得以有界化(陈晓燕,2021:25)。 从“脸红”这一无界事件到“脸很

红”“脸通红”“脸红了”等诸多有界事件的转化实质上是事件类型到事件例示转化的过程。 有界事件“脸

很红”等诸多事件例示共享相同的概念内容,即无界事件“脸红”这一事件类型。 例示化认知操作将概念

内容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而确立概念内容在心智世界中的位置,以便使交际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因

此,形容词谓语句形成的认知机制可简单图示如下:

注:
 

t:type(类型);i:instance(例示);GE:grounding
 

elements(入场成分);R:reference
 

point(参照点);T:target(目标)

图 2　 形容词谓语句形成的认知机制①

综上,形容词谓语句形成的认知机制是例示化认知操作,概念化主体将表征位移事件类型的“NP+性
质形容词”转化为诸多位移事件例示,位移事件例示由“NP+很+性质形容词” “NP +状态形容词” “NP +性
质形容词+体标记”等语言结构来表征。 概念化主体或以一般意义上某个性状的程度为参照点,以事物

性状的具体程度为目标,或以参照时间事物的性状为参照点,以事物在事件时间的性状为目标。 无论是

上述哪种情况,通过从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扫描,无界的位移事件转化为有界的位移事件,从而将类型概

念转化为例示概念,最终达到交际的目的。
例示化认知机制亦可为非谓形容词无法作谓语提供认知理据。 “慢性”“私营”“初级”等非谓形容词

是形容词范畴里的边缘成员,非谓形容词在形式上一般成对出现,其主要的语义功能在于对事物进行分

类,语法功能是作定语以修饰名词,难以充当谓语。 比如:
∗(22)这种病慢性。
∗(23)这家企业私营。
∗(24)他的英语写作水平初级。
例句(22)—(24)均为不合格的句子。 李宇明(1996:7)通过考察非谓形容词在空间、程度、时间三个

·49·
① 受图表空间所限,仅列举部分形容词谓语句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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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与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联系与差异,指出非谓形容词的空间性、程度性和时间性都接近为零①。
也就是说,诸如“慢性”“私营”“初级”等非谓形容词表示事物非此即彼的属性,这种属性是事物固有的,
不存在内在程度差异,在时间维度上也不具有变化性。 因此,和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不同,非谓形容

词所表达的属性在概念上无法提供任何认知参照点,概念化主体无法实施从认知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扫

描,无界事件有界化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形容词谓语句的认知机制格格不入,这也正是非谓形容词无法作

谓语的认知理据所在。

5　 结语

基于形容词谓语句是否带有体标记这一句法特征及其语义差异,将形容词谓语句分为带有体标记的

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和不带体标记的静态形容词谓语句。 该分类方法兼顾形式和语义,对形容词谓语句的

划分做到了形式与语义上的统一,认知语法中的位移事件理论可为该分类提供理论基础。 形容词谓语句

可视为人们概念化位移事件的语言表征,为了确立位移事件在心智世界中的位置,概念化主体通过确立

从参照点到目标的心理扫描路径使位移事件有界化,从而将位移事件类型转化为特定的位移事件例示,
最终实现交际。 例示化认知机制也为非谓形容词无法作谓语这一语言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以认

知语法相关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是基于人类基本经验和普遍认知能力的,可较为直观解决现代汉语形容词

谓语句的分类问题,在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在作谓语方面不同的表现等句法语义接

口问题提供统一且合理解释的同时,检验了本文分析模式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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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extensive
 

researches
 

on
 

adjectival
 

predication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have
 

been
 

conducted,
 

there
 

are
 

still
 

two
 

problems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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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a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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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lausible
 

classif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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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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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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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syntactic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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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state
 

and
 

non-predicate
 

adjectives
 

as
 

pred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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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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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i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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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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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al
 

cognitive
 

abilities,
 

the
 

theories
 

of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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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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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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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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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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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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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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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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