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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动词从属小句的特点
‘

邓 思 颖

提 要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含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
,

这个空动词在功能上担当一个系

词的角色
,

联系小句内的主语和名词谓语
。

英语独立小句很多的特点都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相

似
。

汉语空动词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的小句
,

含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 的不定式系

词
。

本文假设汉英这些相似的特点应该具有普遍性
,

为人类语言所共享
。

关健词 空动词 从属小句 共性

一 汉语空动 词从属小句的墓本特征

基本上
,

每个汉语句子都有一个动词
,

如例 (l) 的
“

是
”

和例 (2) 的
“

喜欢
” :

(1) 张三 是 中国人
。

(2 )我们喜欢语言学
。

不过有趣 的是
,

邢福义 (1 9 8 4) 留意到汉语允许一种没有动词的小句 (Clau
s e )

,

例如
:

(3) 十年了
,

⋯ ⋯¹

这种
“

名词短语十了
”

的例子应该分析为小句
,

而并非一个普通的名词短语
。

理由是
“

了
”

是一

个助词
,

只出现在小句里头
。

因此
,

凡这个
“

了
”

出现
,

都应该属于小句的环境
。

众所周知
,

副词只出现在小句里
,

不能修饰名词
。

假定副词必须修饰动词性的成分
,

那么
,

副词的出现隐含着动词性成分的存在
。

邢福义 ( 19 84) 举过下面的例子
:

( 4 )都大姑娘 了
,

⋯ ⋯ (5 ) 不是小孩子了
,

⋯⋯ (6 )都+ 。+ 名词短语+ 了

例 ( 4) 的合语法说明了
“

名词短语 + 了
”

除了表面上的名词短语和助词
“

了
”

以外
,

还应该隐含了

一个动词性成分
。

我们假设
“

名词短语十 了
”

应该有二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
“

o’’
,

这个空动

词属于空语类 ( e m p ty e a t e g o r i e s )的一种
。

在功能上
,

这个空动词应该理解为系词 ( 。o p u la )
,

像

汉语的
“

是
”

和英语的
“ b e ” ,

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

只不过用来扮演联系的作用
。

º 正如邢

福义 ( 19 84) 指出
,

如果有一个否定词
“

不
” ,

那么
“

是
”

就必须出现
,

我们假设例 ( 5) 的
“

是
”

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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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动词
“

矿的语音显现
。

按照这里的讨论
,

空动词从属小句应该有一个像例(6) 的简单表达

式
,

副词
“

都
”

是用来修饰这个空动词
“

矿的
。

请注意
,

无论例 (3) 还是例 (4 )
,

都好像还没有说完
,

不是
“

完整
”

的小句
,

后面还有
“

下文
” 。

汉语这种
“

名词短语 + 了
”

的例子只能用作从属小句 (S u bor d in a t e c la us e )
,

作为修饰主句的状

语
。

正如邢福义 (1 9 8 4) 指出
,

像下面的句子
:

(7 )大姑娘 了
,

要注意整洁 !
.

-

“

大姑娘了
”

这个部分应该分析为从属小句 » ,

与主句
“

要注意整洁
”

组成复句
。

从属小句和主

句有一种因果的关系
,

从属小句有修饰主句的功能
。

为了方便下文的讨论
,

我们把这种
“

名词

短语 + 了
”

的例子称为
“

空动词从属小句
” 。

尽管有些情况可以单用空动词从属小句
,

但是
,

它的出现必须有一定的语境
,

主句部分只

不过在语境中隐去了
。

邢福义 ( 19 84) 认为
,

像下面的句子
:

(8 )苏南和李兴对马长风和曾淑 贤的相遇感到惊奇
。

问
: “
你们认识 ? ”马长风 笑笑说

:

“

老 同学
,

老朋友了
。 ”

“

老同学
,

老朋友 了
”

后边隐去了
“

当然认识
” 。

如果把后边隐去的那句补说出来
,

就成 了
“

空动

词从属小句+ 主句
”

的因果式句子
。

请比较例 ( 7) 和下面的例 ( 9 )
。

例 ( 9) 没有那个助词
“

了
” ,

虽然一样可以说得通
,

但是这里

的
“

大姑娘
”
已经不再是一个从属小句

,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词短语 (邢福义 19 84 )
。

( 9) 大姑娘
,

要注 意整洁 !

二 空动词从属小句 的助词

邢福义 ( 19 84) 只说空动词从属小句里的
“

了
”

是一个助词
。

究竟这个
“

了
”

是一个句末助词

还是体标记呢 ? 我们知道
,

普通话的句末助词
“

了
”

和体标记
“

了
”

同音
。

当这两个成分同时出

现在句末时
,

例如
:

( 10 )我走 了+ 了~ 我走 了

由于同音删略 ( haP lol o g y ) 的关系 ( C hao 19 6 8 )
,

在表面上我们很难把这两个
“

了
”

区分开来
。

因此
,

光凭表面的例子
,

我们也很难决定空动词从属小句的
“

了
”

应该是哪一个
“

了
” 。

在粤语里
,

句 末 助词 的
“

了
”

和体标 记 的
“

了
”

不 同音
,

一个 是
“

喇 「las 」
” ,

一 个 是
“

吐

卜J 〕
” 。¼ 像普通话例 ( 10) 这样的句子

,

在粤语里就分得很清楚
:

( 11) 我走吐喇
。

由于
“

眩
”

和
“

喇
”

不同音
,

不存在同音删略的问题
,

它们可以同时并存
。

粤语也有像普通话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例子
。

如果把例 ( 3) 翻译为粤语
,

从语感我们可以发

现
, “

了
”

只能对应为句末助词
“

喇
” ( 一例 ( 12)) 而不能对应为体标记

“

睦
” ( 一例 ( 13 ) )

,

而例( 14)

的不合语法进一步说明了空动词从属小句的
“

了
”

并非从
“

体标记十句末助词
”

经过 同音删略得

出来的
。

( 12) 十年喇
,

⋯⋯ ( 13 )
’

十年哇
,

⋯ ⋯ ( 14)
‘

十年唆喇
,

⋯⋯

邢福义 ( 19 8 4) 认为空动词从属小句的
“

了
”

是一个
“

关键
”

的成分
,

否则就不成一个从属小

句
。

我们非常同意这个观察
, “

了
”

的出现是一个必要条件
。

在意义上
, “

了
”

是一个表达时态的

句末助词
。

除了这个
“

了
”

以外
,

汉语还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
: “

来着
” (朱德熙 198 2 )

。

如果把从属小句的
“

了
”

换成
“

来着
” ,

如例 ( 15 )
,

句子就不能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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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

十年来着
,

⋯⋯

只要保留这个
“

了
” ,

在从属小句加上 表示语气 的句末助词是完全可 以接受 的 (邢福义

1 9 8 4 )
,

如例 (1 6 )的
“

嘛
,, :

(1 6 )老兵 了嘛
,

⋯ ⋯

空动词从属小句必须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
,

而这个句末助词只限于
“

了
” ;
表示语气

的句末助词不是必要的
,

视句子的需要而定
。

三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 名词谓语

邢福义(1 9 8 4) 注意到这些空动词从属小句 内的名词短语应该具有 时间上的
“

推移性
” ,

叙

述情况的变化
。

比如说
,

例 (1 6) 就是意味着 由新到老的时间变异 (由
“

新兵
”

变为
“

老兵 ,’)
。

他

也举了以下的例子说 明这个性质
:

(1 7 )百把斤的猪 了
,

哪能随便卖出去 ? (1 8)
’

猪 了
,

哪能随便卖出去 ?

例 (1 7) 的名词短语
“

百把斤的猪
”

内有一个数量词
,

这个数量词加强了那种推移性的侄释
:

由不

到百把斤的猪变为有百把斤 的猪
。

至于例 (1 8 )
,

在一般的情况下
,

我们 比较难接受
,

除非在一

些特定的语境下
,

某人或者某物变为一头猪
,

具有了猪的特点
。

空动词从属小句这种时间上的推移性特点是句末助词
“

了
”

的要求
。

在汉语里
,

跟
“

了
”

相

配的谓语应该有一种情况变化的意思
。

例如
:

(1 9 )他吃面
。

(2 0 )他吃面了
。

比较这两句
,

我们发现没有
“

了
”

的例 (1 9 )在适当的语境下表示一种静止的状态
,

比如他有吃面

的习惯 ;加了句末助词
“

了
”

以后
,

例 (20 )有一种状态转变的意思
,

好像隐含了他 以前不吃面
,

但

现在的情况改变了
。

因此
,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时间推移性跟
“

了
”

的出现有关
。

作为谓语的成分必须是无定 的 (H ig g in b o th a m 1 9 8 7
,

R a p o p o r t 1 9 8 7
,

S t o w e ll 1 9 8 9 等 )
。

因此
,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则
,

成功地排除下面包含有定 (d e fini te )名词的例子
:

(2 1 )
‘

这个大姑娘 了
, · ·

一 (2 2 )
’

他了
,

⋯⋯

例 (2 1) 含有指代词
“

这
”

的名词短语和例 (22 )的代词
“

他
”

都是有定的
,

它们的指称对 于说话者

和听话者来讲都是熟悉和可以辨认 的(Lyo
n S 19 9 9 )

。

这两个例子的不合语法跟谓语的无定限

制有关
。

邢福义 (1 9 84 )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
:

(2 3 )这么长时间 了
,

难道半路出了故障?

表面上那个名词短语包含一个指代词
。

我们认为例 (23 )并非谓语无定限制的反例
,

其指代词
“

这 (么 )
”

用来限定形容词
“

长
”

而并非限定名词
“

时间
” ,

因此
,

名词短语本身不算是有定的
。

汉语的时间词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

一类属于指示词 (de ict i。s )
,

一类属于非指示词 (邓思颖

2 O0 2b)
。

指示词具有指示的作用
,

它们的指 向是相对 于使用这些词时的言谈语境而言的
,

由

语境决定
,

因而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

在适当的语境下
,

指示词 的指称对象不会含混和产生

歧义
,

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应该清楚的
,

属于有定成分的一种
,

例如
“

今天
” “

现在
”

等时间词
。

非

指示词的汉语时间词包括
“

星期一
” “

十月
” “

春天
”

等
。

试以
“

星期一
”

为例
,

它不具备表示指示

的作用
,

可以用作无定名词
。

如果说话者光说
“

星期一
” ,

而又没有任何指代词或者语境资料的

帮助
,

听话者是不能确定
“

星期一
”

确实的指向的
。

根据这个分类
,

我们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下面的两例有不同的语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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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今天 了
,

你应该交论文 ! (2 5) 星期一 了
,

你应该交论文 !

例 (2 4) 的
“

今天
”

是一个指示词
,

属于有定名词
,

作为谓语则违反了谓语 的无定限制 , 至于例

(2 5) 的
“

星期一
” ,

它没有指示的作用
,

不算是有定
,

符合谓语的无定限制
,

因此句子合语法
。

尽管名词短语所表达的时间
“

推移性
”

是一个空动词从属小句成立的重要因素
,

但并非凡

具有推移性的名词短语都一定能够进入这种从属小句
。

理论上
,

例 (24 )的
“

今天
”

一样可以有

一种推移性的理解
:

由
“

昨天
”

演变为
“

今天
” 。

推移性是句末助词
“

了
”

加在名词谓语的要求
,

而

无定限制却是谓语本身的要求
,

这两个要求的来源有所不同
,

针对的对象也有所不同
。

四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主语

既然空动词从属小句内有谓语
,

那么主语是什么呢 ? 邢福义 (1 9 8 4) 认为这种小句
“

具有 自

足性
,

不需要补上主语
,

也不能直接补上主语
” 。

但是
,

实际上空动词从属小句也有主语出现的

可能性
。

例如
:

(2 6 )你都三个孩子的爸爸 了
,

⋯⋯ (2 7 )他老油子 了
,

⋯ ⋯

例 (2 6) 来自 S hi (2 0 0 0 )
,

例(27 )来自一篇文章的审稿人
。

基于这些例子
,

我们认为例 (6 )的表

达式应该修正
,

空动词从属小句 的简单表达式可以扩展如 (28 )
,

其中的括号部分表示可以 省

略
,

在表面上不是强制性出现的成分
。

(2 8) (主语 )+ (副词 ) + 。十名词短语 + 了+ (语气助词 )

从属小句的主语在表面上可以省略
。

按照生成语法学的分析
,

我们认为所谓
“

主语省略
”

其实是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主语
,

这个空主语属于代词性的空语类
。

怎样确定这个空主语的指称呢 ? 我们发现
,

空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成分还是话语 中的成

分
,

应视不同的因素
。

不过
,

如果没有额外的语境因素
,

空主语基本上只指称主句 的成分
。

下

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2 9) e 、 都三 个孩子的爸爸 了
,

你
,

还这么爱闹 !

。

表示从属小句的空主语
,

根据我们的语感
,

这个空主语只能指称主句的主语
“

你
” 。

我们采用

相同的标引 (in de x)
“ i”来表示这个空主语和

“

你
”

有同指 的关系
。

从意义来讲
,

有三个孩子的

爸爸是听话者
“

你
” ,

而不能是别人
。

刚才所讲的是一般的情况
。

如果语境能提供额外的信息
,

那么从属小句内的空主语也有

机会指称句子以外的成分
。

比如说
,

假设例 (30 )的语境是谈论有关家里的猪
,

说这句话的人很

自然地把那个空主语用来指称猪
。

重三百磅的是猪
,

而不是听话者
“

你
” 。 ½

(30 冲 都三 百磅 了
,

你还不想嫁 ?

总结上述的讨论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

a
.

句法上属于从属小句
。

b
.

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
“

了
”

不能缺少
。

。
.

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只能是
“

了
” 。

d
.

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可以出现
,

例如
“

嘛
” 。

e
.

副词可以出现
,

例如
“

都
” 。

f
.

空动词具有系词的功能
。

9
.

名词短语是谓语
,

含有状态变化的意义
。

h
.

名词谓语不能是有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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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主语可以是一个空语类
,

基本上指称主句的成分
。

五 英语的独立小句

基本上
,

每个英语句子都要有动词
,

不允许动词省略
。

即使是表面上没有 什么意义的系

词
,

也不能省略
。¾ 例如

:

( 31)Jo h n ’

( 15 ) a g e n iu s
.

(32)Jo hn ‘

( 15 ) v e r y e le v e r
.

不过
,

我们发现
,

英语有一种很像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句子
,

请参看下面划线的部分
:

( 33 )C h r is t m a s t he n o n ly d a y s a w ay
, t he fam ily

.

w a s p e n t u p w it h e x e it e m e n t
.

( Q u ir k

e t a l 19 8 5 : 1120 )

( 34 ) C o n fid e n t o f t h e i u s t i e e o f t h e ir e a u s e , t h e y a g r e e t o P u t t h e ir e a s e b e fo r e a n a r b i
-

t r a t io n Pa n e l
.

( Q u ir k e t a l 19 8 5 : 112 1)

( 35 ) W it h M a r y s t ill in F lo r id a , Fr e d m u s t b e lo n e ly
.

( M e C a w le y 19 9 8 : 20 9 )

( 36 ) W it h M e x ie o C it y e u r r e n t ly t h e w o r ld ’ 5 la r g e s t e i t y , I ’m s u r p r is e d t ha t yo u r

e o m p a n y d o e s n ’t h a v e a n o ffi e e t h e r e
.

( M e Ca w le y 19 9 8 : 20 9 )

( 37 )W it h t h e s e is s u e s a lr e a d y o ld h a t ,

w 弓’11ha v e to lo o k fo r s o m e m o r e to p i e s fo r p o -

s i t io n p a p e r s
.

( R ie h e m a n n a n d B e n d e r 19 9 9 : 4 8 7 )

我们可以发现
,

上述划线的小句都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有点儿相似
,

在表面上缺乏一个

动词
。

在文献上
,

英语这种小句称为
“

独立小句
” ( a bs o lu t e e la u s e s ) ( Q u i r k e t a l 19 8 5 )

。

除了在表面上缺乏动词这个特点 以外
,

我们还发现以下有关英语独立小句的特点
:

第一
,

英语的独立小句只能作为从属小句
,

用作修饰主句的状语
,

如例 ( 33 )划线的那个独

立小句只能用作从属小句
,

而不能单独使用
。

下面一例就是不合语法的
:

( 38 )
‘

C h r is t m a s t he n o n ly d a y s aw a y
.

第二
,

副词可以出现在独立小句内
,

如例 ( 33 ) 的 th e n 、

例 (35 )的 s till
、

例 ( 36 ) 的 。u r r e n t ly

和例 ( 3 7) 的 alre a d y 。

正是由于这些副词能够出现在独立小句内
,

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这些例

子属于小句
,

而不光是一个名词短语
。

第三
,

如果英语的独立小句有一个空动词
,

那么这个空动词应该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系

词
,

像 b e 那样
。

至于空动词后面的那个名词短语
,

如例 ( 37) 的 ol d ha t ,

应该分析为名词谓语
。

作为名词谓语
,

不能是一个有定 的名词
,

否则违反谓语的无定限制
。

第四
,

独立小句的主语可以 出现 ( 如例 ( 33 ) 的 C h r is t m a S )
,

或者省略 (如例 ( 34 ) 的情况 )
。

在所谓主语省略的情况
,

我们也假设那里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主语
。

第五
,

独立小句的空主语必须指称主句内的成分 (Q ui rk et al 19 85 )
。

如例 ( 34 )基本上跟

下面例 ( 39 ) 的意义等同
,

谓语 Co n fi de nt 所陈述的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主语 t h ey
。

(3 9 ) S in e e t h e y * w e r e e o n fid e n t o f t h e ju s t i e e o f th e ir e a s e , t he y‘ a g r e e d t o p u t t h e ir

e a s e b e fo r e a n a r b it r a tio n p a n e l
.

一般来讲
,

独立小句的空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成分
。

如果在主句里找不到一个可指称的

成分
,

句子就变得不能接受
。

例 ( 40) 中划线的部分是一个有空主语的独立小句
,

可是
,

在语感

上
,

我们知道这个空主语不能指称主句主语
o u r e e o n o m y

, o u : e e o n o m y is a : e s u lt o f t h e : is e

in Pr io e s
并不是例 ( 40 )中独立小句所应该表达的意思

。

像这种不合语法 的句子也称为
“

无所

属的小句
” ( ‘u n a tt a e h e d ’ e la u s e s ) (Q u ir k e t al 19 8 5 : 1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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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

(A r e s u lt o f the r is e in P r ie e s)
, o u r e e o n o m y 15 s u ffe r in g

.

这些所谓无所属的小句
,

并非所有例子都完全不能接受
。

正如 Q ui rk et al (1 9 8 5) 指出的
,

在适 当的语境下
,

如果听话者能正确诊释那个空主语
,

无所属的小句会变得容易接受
。

如例

(4 1) 中独立小句内的空主语并非指称主句的 I 或者 yo
u ,

而是指称整个主句 I
’
11 he lp yo

u 。

至

于例 (4 2 )
,

如果语境充足
,

听话者知道独立小句内的空主语是指称说话者本人
,

那么语感就会

明显改善
。

(4 1 )I
’
11 h elp y o u (if n e e e s s a r y)

.

(Q u ir k e t a l 1 98 5 :
1 1 2 2 )

(4 2 )
?

(A s a p r o fe s s o r o f p o litie a l s e ie n e e )
,

it h a s b e e n in t e r e s t in g to s p e n d a y e a r in

G e r m a n y
.

(Q u ir k e t a l 1 9 8 5 : 1 1 2 3 )

第六
,

英语独立小句的开首位置可以有一个像介词的 w ith
,

请参考上述例 (3 5) ~ (3 7) 这

三个例子
。

这个 w ith 有什 么作用 呢 ? 我们发现
,

如果我们需要为独立小句补上一个主语
,

w ith 就要 出现
。

Q u ir k e t a l(1 9 5 5
:
10 9 0 )认为这个 w ith 并不是普通的介词

,

而是一个用来表

示语义上条件关系的标记
。

我们把这个 w ith 分析为一个标补语 (。o rn p lem e n tiz e r )¿
,

有点儿

像下面 if 的功能和句法地位 (试 比较例 ( 35 ) )
,

作为带领独立小句的一个标记
:

( 43) I f M a r y 15 s t ill i n F lo r id a ,

F r e d m u s t b e a lo n e
.

我们认为汉语采用了像
“

嘛
”

这样的句末助词表达语气
,

而英语的标补语 w ith 有相似的性

质
。

在英语里
, w ith 表示独立小句跟主句有一种条件的关系

,

限制了小句的语气
。

尽管汉语

的
“

嘛
”

和英语的 w ith 在意义上不一样
,

但它们都有表达小句语气的功能
。

我曾经把汉语表示

语气的句末助词都分析为标补语 ( T a n g 19 9 8
,

邓思颖 20 0。)
,

功能跟英语的标补语相同
。

如果

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对的话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结构都应该一样
—

同

样可以允许标补语的出现
。

根据上述讨论
,

我们认为汉语的空主语从属小句和英语的独立小句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

大

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
,

见下表
:

表一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异同

汉汉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句 英语独立小句句

111
.

从属小句句 +++ +++

222
.

表示 时态的成分分 +++++

333
.

表示语气的成分分 +++ +++

444
.

副词的出现现 +++ +++

555
.

空动词作为系词词 +++ +++

666
.

名词谓语有变化的意义义 +++++

777
.

名词谓语的无定限制制 +++ +++

888
.

主语是空语类类 +++ +++

999
.

空主语指称主句的成分分 +++ +++

如果我们的讨论是正确的话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的独立小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

惟一 的差异
,

是第 2项有关表示时态成分和第 6 项有关名词谓语变化意义这两项特点
。

我们曾经讨论过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
“

了
”

不能省略
。

我们认为
,

“

了
”

的出现是汉语特有 的要求
,

需要有一个表示变化的事件
。

有趣的是
,

尽管英语是一个能够

以形态的方式表示时态的语言
,

但是
,

独立小句里却没有必要的成分来表示时态
。

英语表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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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标记是在动词上体现的
。

如果动词是空的
,

那么英语时态标记也没有办法体现
。

至于第 6 项有关名词谓语变化意义的问题
,

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名

词谓语那种
“

时间推移
”

的意义 主要是受到句末助词
“

了
”

的影响
。

既然英语独立小句没有像
“

了
”

这样的时态标记
,

也不存在什么
“

时间推移
”

的要求
。

六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普遍性

究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特点是汉语独有的特点
,

还是为人类语言所共享的呢 ? 就本

文的观察
,

似乎大多数的特点都能够在英语的独立小句里找到
,

表一是一个很清楚的总结
。

虽

然我们目前还役有进行过一个大规模 的语言调查
,

但是
,

光凭汉英的比较
,

让我们暂时假定
,

上

述汉英相同的特点都是人类语言的共 同特点
,

具有普遍性
。

换句话说
,

凡是有一个空动词的从

属小句
,

都应该具有那些语言特点
。

我们的假定可以简化为(44 )
:

(4 4) 不定式的系词可以是一个空语 类
。

什么是
“

不定式
”
(n o n fin it e ) ? 不定式是相对于

“

定式
”
(fin it e )而言

。

所谓定式
,

以英语为

例
,

定式是指那些有时态变化对立的动词形式 (例如 w al ks ,

w al ke d)
,

而不定式则缺乏时态的

变化对立〔例如 (to) w al k)
。

除了不定式和分词 (par ti ci p le )外
,

英语所有动词的形式都是定式
。

包含定式动词的小句是定式小句
,

包含不定式动词的小句是不定式小句
。

在英语里
,

定式

小句能够单独成句
,

但不定式小句只能用作从属小句
。

比如说
,

例 (4 5 )的 is 是一个定式动词
,

定式小句本身能够单独使用
,

成为一个句子
;
但例 (46 )的(to) b e 属于不定式动词

,

单独使用不

定式小句就不像话
,

必须用作从属小句
,

例如 (47 )括号内的小句
。

(4 5 )Jo h n 15 a g e n iu s
·

(4 6 )
·

Jo hn t o b e a g e n iu s
·

(4 7 ) 1 e x p e e t ( Jo h n to b e a g e n iu s )
.

既然英语独立小句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的对立形式
,

我们假设它们属于不定式小句
,

那个

空动词是一个不定式动词
。

证明汉语空动词小句内的空动词属于不定式 比较困难
。

事实上
,

连汉语存不存在定式和

不定式的差异
,

在 目前的文献上也有一定的争议
。

尽管我们承认汉语的确有定式和不定式的

差异
,

那些
“

典型
”的测试一般应用在有语音形态的动词上

,

对于那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来

讲
,

就好像不太适用
。 À

我们 目前惟一可以做到的
,

就是采用下面比较间接 的测试
。

例 (48 )有括号的部分是一个

空动词从属小句
。

如果把这个小句放在动词
“

知道
”

的后面
,

作为动词
“

知道
”

的宾语
,

如例 ( 49 )

显然是不合语法的
。

如果把一个含有动词的小句放在同样的位置
,

如例 ( 50 ) 的
“

当了大学教授

了
” ,

则完全没有问题
。

根据这个测试
,

我们发现例 (49 )的
“

大学教授 了
”

和例 (50 )的
“

当了大学

教授了
”

是有区别的
。

动词
“

知道
”

的小句宾语应该是定式小句
,

不定式小句不能做
“

知道
”

的宾

语 (Li l”0)
。

如果
“

大学教授了
”

属于不定式
,

而
“

当了大学教授 了
”

是定式
,

那么
,

例 ( 49) 和

( 5 0) 的差异就能够解释得通
。

( 48) [ 大学教授 了
,

] 张三 还没有 自己的房子
。

(4 9)
·

张三 知道「大学教授 了〕
。

( 50) 张三知道 [ 当了大学教授 了〕
。

基于上述讨论
,

我们认为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小句
,

小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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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词是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不定式动词
。

在以下的讨论里
,

我们假设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

既然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动词都属于不定式
,

怎样配合 (4 4) 的假定
,

解

释上述所见的特点 ? 我们认为
,

表一的第 1
、

7
、

8 和 9 项跟(4 4 )的假定有关
。

第一
,

不定式小句不能单独使用
,

必须用作一个从属小句
,

如刚才英语 的例 (4 6) 就是一个

明显的例子
。

因此
,

表一的第 1 项有关从属小句的特点就不难解释
。 Á

第二
,

不定式小句的主语一般是一个空语类
。

汉语是一个允许主语省略的语言
,

无论在定

式小句还是在不定式小句里
,

主语都可以是空的
。

所谓主语省略
,

按照生成语法学的讲法
,

空

主语可以分为两类
:
出现在定式小句的

“

小代语
” (写作 Pro )和 出现在不定式小句 的

“

大代语
”

(写作 PR O )
。

根据文献上的讨论
,

英语跟汉语不同
,

在定式小句里
,

英语 的主语不能省略
,

即

小代语不能出现在英语的主语位置
。

至于不定式小句的情况
,

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
,

生成语法

学理论假设不定式小句的主语都是空的
,

由大代语来填补
,

这个特点是人类语言 的普遍特点
。

基于上述的假设
,

已知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小句
,

主语位置基本

上由大代语来填补
,

因此
,

表一第 8 项有关空主语的特点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

第三
,

既然这种小句的主语是一个大代语
,

它的指称问题自然受到语法上一定的限制
。

前

文曾经讨论过
,

除非有额外 的语境因素
,

空主语只能指称主句的成分
。

空主语和主句的这种指

称关系
,

在生成语法学的理论里是有根据的
,

称为
“

谓语控制
, ,

( p r e d i e a t iv e e o n t r o l) ( W illiam s

19 9 2 )
。

大代语的指称问题属于
“

控制
” ( 。。 n t ro l) 的问题

。

谓语控制就是要求身在状语里 (例如

从属小句 )的大代语必须指称主句成分
。

由此可见
,

表一第 9 项并非一条特殊的要求
,

而是人

类语言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
。

第四
,

既然那个空动词是一个系词
,

系词后面的成分才是
“

真正
”

的谓语
。

作为谓语的名词

短语
,

它不能是有定的 (即表一第 7 项有关名词短语有定 /无定 的问题 )
。

我们早就讨论过
,

谓

语不能是有定的
,

这是人类语言所共同遵守的原则
,

不是专门为某一个语言或者某一个结构而

设的
。

至于表一其他的语言特点
,

包括第 3 、 4 和 5 项
,

则跟句子结构的句法要求有关
,

也属于人

类语言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
。

首先谈谈表一的第 5 项
,

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小句里需要一个空的系词 ? 我们在别的地方

曾经指出
,

没有任何系词的主谓关系才是人类语言最基本
、

最经济的结构 (邓思颖 20 02 a )
。

例

如
,

我们认为在例 ( 51) 的汉语名词谓语句里
,

主语
“

今天
”

和谓语
“

星期一
”

之间没有任何 的系词

(无论是有语音形态还是空的 )
,

这个应该是主谓句最经济的结构
。

( 5 1) 今天星期一
。

既然空动词从属小句也是一种主谓关系的句子
,

为什么它们不能像名词谓语句那样缺少

一个系词 ? 我们认为这种从属小句需 要一个 系词 的原因纯 粹是为了
“

扩充投射
”

( ex t en d e d

p roj e e t io n )的需要
。

根据 G r im sh aw ( 19 9 1) 的扩充投射理论
,

位于动词短语 ( v e r b ph r a s e ,

简称

V P) 之上还有其他功能性的短语
,

例如跟时间有关的时态短语 ( ten s e p hr a s e ,

简称 T P) 和跟语

气有关的标补语短语 ( e o m p le m e n t iz e r p h r a s e ,

简称 C P)
。

如果一个结构拥有时态短语和标补

语短语
,

那么
,

那个结构一定包含动词短语
。

一个结构不可能拥有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
,

但

同时却没有动词短语
。

用简单的比喻来讲
,

动词短语是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的
“

根
” ,

没有了

动词短语这个
“

根
” ,

上面的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就无法
“

生长
” 。

扩充投射理论所讲的所谓
“

投射
” ,

就是说句法结构上层的短语就好像树一样 由根部生长出来
,

没有根就没有树叶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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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
,

一个完整句子的句法结构层次应该会是这样的

标补语短语

时态短语

动词短语

已知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必须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
“

了
” ,

而
“

了
”

位于时态短语之

内(T a n g 19 9 8
,

邓思颖 2。。。)
,

这个
“

了
”

的存在要求动词必须 出现
。

空动词从属小句不能像名

词谓语句那样
,

缺乏一个动词
。

至于英语独立小句的情况
,

至少我们知道作为标补语的 w ith 是可 以出现的
,

这证明了独

立小句应该有一个标补语短语
。

按照扩充投射理论
,

标补语短语 的存在要求动词短语 和时态

短语的出现
。

因此
,

独立小句有一个空系词也不足为奇
。

空动词的存在纯粹是为 了满足句法

上的要求
,

让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可以在这些小句内出现
。

第二
,

为什么汉语和英语的这种小句都有表达语气的成分呢 (即表一的第 3 项 )? 正如我

们刚才讨论的
,

既然汉语和英语这种小句都有标补语短语的存在
,

在句法上标补语短语提供了

一个让表示语气成分出现的地方
。

在汉语里
,

这个成分体现为语气助词
;在英语里

,

这个成分

可以体现为标补语 w it h
。

第三
,

既然这种小句拥有动词性的短语 (例如动词短语 )
,

副词 的出现是非常合理的(即表

一的第 4 项 )
,

为句法结构所允许
。

综上所述
,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相似的部分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为人

类语言所共享
。

不妨提出一个大胆假定
:
(4 4) 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性质

。

凡是一个语言拥有

(4 4) 这个特点
,

即小句内的不定式的系词是一个空语类
,

都应该拥有我们上述所讲的一系列特

点
。

当然
,

这个假定仍然有待考证和观察
,

需要更多语言事实的验证
。

不过
,

我们不妨 以(4 4)

这个假定
,

作为 日后研究的出发点
,

发掘人类语言的奥秘
,

说不定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附 注

¹ 邢福义 ( 19 84) 一文也收 录在邢福义 ( 19 93
:

19 1一 201 )
。

大部分 的 内容也见 于邢福 义 ( 2 0 01
: 5 87 一

5 9 9 )
。

º 这类句子也曾称为
“

空系词分句
” (邓思颖 Z oo Za )

。

» 本文的
“
从属小句

”
等同于邢福义 ( 1 98 4) 所讲的

“
分句

” 。

¼ 粤音的拼写按照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拼音方案
,

简称
“

粤拼
” 。

½ 感谢胡建华向笔者提供这个例子
。

¾ 至于为什么英语句子不允许动词省略
,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T an g (2 o ol b) 的讨论
。

¿ Q u irk e t a l( 19 8 5 )把这个 w i th 称为
“

从属连词
” ( s u b o rd in a t o r )

。

À 有关汉语定式的问题
,

可 以参考 H u a n g ( 19 8 2 )和 Li ( 19 9 0 ) 的讨论
,

也可以参考 T a n g ( Zoo la )
、

邓思颖

( 20 03) 对有关讨论的总结和应用
。

Á 我们曾经提出所有句子必须受到焦点 ( foc u s )或者时态的定位
,

这个原则称为
“

概化定位原则
” ( T an g

20 0l b)
。

不定式小句不能单独使用 因为违反 了这个原则
。

至于为什么作为从属小句能够符合这个原则
,

有兴

趣的读者请详见 T an g ( Zo ol b) 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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