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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和句法理论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汉语句法的灵活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
。

将其归结为不受形式限制的意合性
,

或者

容许变通的柔性
,

都不失为形象的描述
。

但要解释这一特性的本质
,

顾及灵活性所受到的各种限

制
,

则需要更为严谨的理论和方法
。

本文借助现代形式句法的基本观点和论证理念
,

从句法与语

义
、

话语 以及语用的相互关系来探讨灵活性的根源
。

汉语句法规则本身十分严密
,

但句子结构提

供了较多的空位
,

让某些成分在一定条件下移入
。

句法又提供了较多的所指或指向关系
,

由上下

文或语用因素来决定句子的实际意义
。

这就形成了汉语句法的灵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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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句法规则的灵活性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命题
,

也是反对用形式句法理论来研究

汉语的重要论据之一
。

灵活性的表现形式各家说法不一
,

有的主张汉语句法以所谓的意合为基础
,

不需要任何形式
,

只要能将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
; 更多的则强调汉语句法规则的柔性或者随意性

,

即同一规则可以有不同的执行方式
,

例如将汉语主语规定为动词前的任何名词短语
,

或者说由不

同的名词短语轮流坐庄
。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汉语句法的灵活性
,

论证的出发点是句法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

语言现象的简单描述上
,

而是要在描述的基础上找出语言的规律
,

并且进一步对语言规律做出合

理的解释
。

1
.

灵活性的实质

灵活作为一个常用的形容词
,

含义和用法都比较明确
,

而灵活性作为相关的名词
,

也己经有

相对固定的意义
,

用来描述汉语的某些特征
,

既形象传神
,

又通俗易懂
。

不过
,

作为一个句法概

念
,

灵活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

内涵和外延都不太清楚
,

应用的时候随意性很大
,

因而大大削弱

了对句法现象的解释能力
。

1
.

1 灵活性和意合

解救的办法之一是将灵活性看成对直观现象的描绘
,

而将内在原因用其他手段加以归纳
。

近

几年经常看到的一种做法是把灵活性视为句法系统本质的表现
,

主张汉语句法的本质是所谓的意

合
,

而印欧语句法的本质是形合
,

意合是汉语句法灵活性的根源
。

意合与形合的区别据说在于前

者不拘泥于形式
,

一个个词只要语义上搭配
,

事理上明白
,

就可以粘连在一起
,

也就是句子只要

能够表达意义就可以成立
,

成分之间只要有
“

神摄
”

式的
“

意象组合
”

就行了 ; 而后者要求主谓

宾之类的
“

形摄
” ,

即要求句子和短语符合一定的结构要求
,

达不到句法结构要求的就不能接受 (参

见伍铁平 1 9 9 7 )
。

正因为意合句法不受结构条件限制
,

所以汉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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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形合语法同意合语法
,

据说来自传统语法的 hyP ot ax is 和 Pa ra tax is 这两个概念
,

也

就是连接偏正成分时使用显性标记和不使用显性标记的区别
。

在连接偏正分句时以连词为形态标

记就是 hyp o tax is
,

而不用任何显性标记
,

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就是 par
atax

is (参见 C ry stal 19 9 7)
。

用形合与意合来翻译这两个概念当然无可厚非 (参见刘涌泉
,

赵世开 19 7 9 )
,

将这两个概念推广至

所有显性形态标记与隐性标记的对立
,

在现代语言学里也并非没有先例 (参见Ly
o ns 19 6 8)

。

不

过
,

如果望文生义
,

将形合与意合推广至整个句法系统
,

理解为有无句法结构的对立
,

就离开这

两个概念的原义很远了
。

当然
,

如果有些语言的句法系统不受结构限制
,

能够让词语像基本粒子那样随意碰撞
,

凑在

一起就能意合成句
,

意合倒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概念
。

但是
,

这样做的前提是确实存

在不依赖形式就能表达意义的自然语言
,

而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
。

汉语虽然常常被视为意合语

言的典型
,

其意义的表达也还是不能脱离形式
.

比如汉语很少用屈折形式来标志名词短语的句法

地位
,

而且允许语序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

就有人以此作为汉语的意义与形式无关的证据
。

常举的

例子是受事名词短语的位置
,

像例 (l) 三个句子的
“

这本书
”

那样
,

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
,

也可

以出现在动词前面
,

而且可以同施事短语交换位置
。

(1 ) a. 我不要这本书了
.

b
.

这本书我不要 了
.

c
.

我这本书不要了
.

问题在于例 (1) 里的三个句子虽然具有相同的真理条件
,

实际意义却并不完全相等
,

而且三

句话各 自有特定的使用场合
,

在应该使用 (lb ) 的语境里使用 (lc ) 会让人觉得很勉强
。

也就是

各种语序通常表示不完全相同的意义
,

以此来证明语序的变动不影响意义
,

说服力不强
。

另一方

面
,

并非任何受事短语都可以在不同位置出现
。

当受事为新引进的信息
,

必须由不定指名词短语

表示时
,

受事短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后面的宾语位置上
。

所以在与例 (1) 相对应的例 (2) 三个句

子中
,

只有 (Za ) 是可以成立的
,

而 (Zb ) 和 (2 c) 都不能说
。

(2 )乙 我要一本书
.

b
.

一本书我要
.

c 二 我一本书要
.

显而易见的是某些特定的意思只能用固定的句子形式表示
,

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和形式关系十

分密切
,

想要将两者分开
,

恐怕并非易事
。

即使是像例 (3) 那样的体词谓语句
,

看上去似乎不遵

守一般的句法规则
,

时常被当做意合句法的典型一再引用
,

也还是遵循一定的句法规律
,

按照一

定形式构成的
。

体词谓语句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
。

一类以例 (3) 为代表
,

通常不必依赖上下文就

可以单独存在
。

这类体词谓语范围非常狭窄
,

只有表示日期
、

年龄
、

籍贯
、

职称
、

疾病等有限的

几种名词短语可以这样使用
,

如果要补一个动词的话
,

一定会补上
“

是
”

或者
“

有
” 。

另一类以例

(4 ) 为代表
,

这类句子中充当谓语的名词短语不受限制
,

但句子本身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使

用
,

脱离了上下文就必须补上特定动词才站得住脚 (参见刘月华等 1 9 8 3 ; 伍铁平 19 97 )
。

(3) 今天星期六
.

(4 )东家一 口镇
,

西家一块饼
.

换句话说
,

前一类体词谓语句属于惯用法
,

说汉语的人都知道主语和谓语名词短语之间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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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
,

句法形式己经固定下来了
。

而后一类体词谓语句实际上是动词谓语句
,

是在一定的语境

里省略了动词而形成的
,

交谈双方可以从上下文中找到没有说出来的动词
,

也就是可以寻根究源
,

把原来的句子形式找出来
。

其实
,

意合语法论的基本观点
,

即只有印欧语才依赖形式去规范句法
,

而汉语则不需要用形

式来规范
,

是按照一种 自相矛盾的逻辑推导出来的
。

意合语法的论证集中在罗列印欧语言的各种

具体规范形式
,

如用屈折变化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
,

句子一定要有形式上的主语
,

大量使用

连接成分以及一定要有谓语动词等等
。

与此相对立的是汉语极少有屈折变化
,

并不需要看得见的

形式主语
,

较少用连接成分
,

句子中的动词也可以不出现
。

正是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之上
,

意合语

法得出了汉语没有形式规范的结论
,

其逻辑推理的前提必然是只有印欧语言使用的句法形式才算

得上形式
,

任何其它类型都算不上形式
。

既然汉语没有使用印欧语的形式
,

就应该说成没有句法

形式
。

意合语法高举反对独尊印欧语言的大旗
,

却又将印欧语言的句法形式当做唯一的标准
,

有

点难以自圆其说
。

1
.

2 句法结构的严密性与柔性

汉语没有完全沿用印欧语的句法形式
,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

但是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句法

形式
。

汉语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句法形式规范
,

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完全可以归结为汉语的句法形式

与印欧语的不同
。

本文立论的基本点就是汉语同样有着严密的句法结构形式(参见 H u a n g 1 9 8 2 ;

Li 1 9 9 0 ; 飞恤n g 1 9 98)
,

汉语句法并不允许各种成分的任意粘合
。

汉语句法结构的严密性在语素和句子之间的层次上表现最为充分
。

复合词中各个成分的顺序是

固定的
,

不能随意更动
。

比如例 (l) 的三个句子中
,

受事出现在什么位置上似乎不受线性顺序的限

制
。

可是当动词成分用作名词的修饰语时
,

就只剩下一种语序可以接受了
,

只有例 (5 a) 才能成立
。

(5 ) a
.

汽车修理工人

b
.

*

修理汽车工人

在句子这个层次上
,

某些成分的顺序似乎可以调换
,

但也不是不受限制
。

比如说
,

虽然受事

名词短语经常可以出现在动词前面
,

但是除非动词是个使动式的动补结构
, “
受事

+ 动词 + 施事
”

的顺序却基本上不能接受
, “

衣服穿人
”

之类的句子只有在马凡陀的山歌里才会出现
。

受事在动词

前的句子并不是句句都能站得住脚
。

上面说过的例 (1) 和例 (2) 之间的差别
,

就说明了这一点
。

另一个例子是时间与地点状语的顺序
。

如果两个状语都出现在句首
,

又都是定指的名词短语
,

哪

个在先哪个在后没有什么关系
,

所以 (6a) 和 (6 b ) 都是可以接受的句子
。

但如果两个状语都是

不定指的名词短语
,

就只有时间在前
、

地点在后的顺序才是可以接受的
,

所以 (7 a ) 是合法的句

子而 (7b ) 则无法令人接受
。

(6 ) ‘ 昨天下午那家食品店里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b
.

那家食品店里昨天下午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7 ) a

一天下午一家食品店里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b
.

一家食品店里一天下午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对于句子成分所在位置的有限变动
,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说汉语

句法规则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
,

也就是使用规则时允许变通
。

对句法规则作柔性处理的好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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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可以对某些成分的不同位置做出简明而合理的描述
,

因为柔性规则本来就不会限死句子成分

的位置
。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成分都享有相同的自由度
,

而且自由也从来不是无边无际的
,

在允许

句法规则自由变通的同时
,

还必须考虑怎样界定柔性的边界
,

或者说怎么解释变通所受到的限制
。

只考虑描述却忽略解释
,

只容许变通而不加以限制
,

这不符合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要求
。

另一种办法是假定汉语句子成分没有固定的结构位置
,

也不代表固定的句法意义
,

只要满足

简单的线性词序要求就行了
。

比如说允许动词前的所有名词短语轮流作庄
,

充当主语
,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无关紧要
,

反正大家都是主语
。

这种一刀切的办法好处当然很多
,

分析时不需要考虑语

义或结构位置的限制
,

非常简单明了
。

不过
,

一刀切的代价是主语这样的句法概念变得十分宽泛
,

只代表某种线性顺序
,

而句法意义到底是什么
,

则无法说清楚了
。

事实上
,

把出现在动词前面的

施事和受事都说成主语
,

都赋予相同的句法功能
,

有些句法现象会无法得到解释
。

像例 (8) 里的

两个句子同样用
“是⋯ 的

”

结构来表示强调
,

但是 (sa) 同 (sb) 在接受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
。

如果把动词前面的施事
“
我

”

和受事
“那笔钱

”

都当成主语
,

(sb) 为什么不能成立就会成为无解

之谜
,

因为表强调的 “是
”

完全可以像 (sc) 里那样出现在句首
,

也可以像在 (sd) 里那样强调

被动句的受事主语
。

(8 )压 那笔钱是我汇走的
.

b二是那笔钱我汇走的
.

c
.

是我把那笔钱汇走的
.

d
.

是那笔钱让我给汇走的
.

显而易见
,

放弃句法形式只考虑词义搭配并不能解释汉语句法的灵活性
,

将灵活性归结为汉

语句法规则的随意性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

要解决上面讨论的这些问题
,

可行的办法之一是以严

谨的句法形式来描述汉语句法
,

而从其它方面寻找灵活性的根源
。

2
.

灵活性的根源

一般的句法理论在确定名词短语的语法功能时
,

都以名词短语与动词的关系作为重要依据之

一
。

在确定了句子的主要动词以后
,

哪些名词短语可以作为主语
,

哪些可以作为宾语
,

就可以用

动词对名词短语的选择关系和句法结构来解释
。

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将句子里的名词短语按照题元

角色排成一个系列
,

排在前面的有成为主语的优先权
。

大部分的系列都将施事排在受事的前面
,

这

就意味着除了被动句之类的特殊句式
,

当施事名词短语和受事短语同时出现在句子里时
,

应该由

施事充当主语 (参见 r illm ore 19 6 8 ; e hafe 19 7 6 : eho m s勺 19 5 1
,

一9 9 5 ; Li 1 9 9 0 ; H u
an g an d Li

19 9 6 ; 比较 o iv6 n 1 9 9 5 : 毛功9 1 9 9 8 )
。

本文的论证基本上采用这种做法
,

出发点是汉语同样具有严密的句法规则
。

句子结构中的每

个位置都与动词有固定的关系
,

短语要进入某一个位置
,

就必须满足该位置同动词关系的要求
。

确

定了句子的谓语动词
,

也就确定了句子中各个位置与动词的关系
,

进入同一位置的每个短语都必

然具有相同的句法功能
。

反过来也是一样
,

进入不同位置的短语必然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
。

同一

个句子中不应该出现各个短语轮流坐庄的情况
,

即不应该让具有不同功能的短语轮流进入某个位

置
,

或者让某个位置表示不同的句法功能
。

2
.

1 汉语句法结构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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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样主张双语语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

不过
,

这种灵活性并不是由缺乏句法规则造成的
,

也不是由句法规则本身的柔性带来的
。

汉语句法的灵活性一方面来 自句子本身特有的结构
,

汉语

句子的结构包含了较多的附加位置 (a dj
u nc t p os it ions )

,

允许一些成分从基本位置移动到某个附加

位置上去
,

所以有些成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线性位置上
。

另一方面
,

灵活性来 自句法对上下文和

语境的依赖性
,

或者说体现在句法同语义
、

语用以及话语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上
。

由于结构上的

原因
,

许多汉语句子单独出现时有歧义
,

但在实际的上下文或具体语境里就只有一种意义
。

也就

是说
,

句法常常会同时提供几种不同的结构或者所指关系
,

要依靠话语或语用从中选择最恰当的

那一个
,

这就形成了使用时的灵活性
。

汉语句子结构的特殊形式
,

可以为灵活性的某些表现形式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

在各种形式

句法理论框架下设立的汉语句子结构
,

大多在动词之上只有一个主语的位置
,

但还会有一个主题

的位置 (如 H u an g 19 82 : X u an d Lan g e n d o en 19 8 5 :L i 19 9 0 : Shi 1 9 9 2 :N in g 19 9 3 : sh抖 19 9 5 )和一

个焦点位置 (如 Qu 19 9 4 ; E m st an d 认/a n g 1 9 9 6)
。

前者在主语之上而后者在主语之下
。

这两个位

置都是附加位置
,

可以从一开始就是空置着的
,

也可以允许其它名词短语在句法过程中移进去
,

这

就为汉语句子中名词短语的灵活语序及其受到的限制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

如例 (l) 中的三个句子
,

可以将 ( la )
“

我不要这本书
”

的语序作为最基本的形式
,

即以施事为主语
,

受事为宾语
。

受事名

词短语在 (1b )
“

这本书我不要
”

中进入了主题的位置
,

而在 (Ic)
“

我这本书不要
”

中进入了焦

点位置
,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表面线性语序
。

由于只有表示定指的名词短语才可以进入主题或者焦点位置
,

所以非定指的
“

一本书
”

在 (Zb)

“ * 一本书我要
”

和 (Zc)
“ * 我一本书要

”

中不能出现在动词前面的位置上
,

从而同例 (l) 中的

“

那本书
”

形成鲜明的对照
。

例 (6 ) 和 (7) 之间的强烈反差
,

也可以从结构位置的分布和主题位置对名词短语的定指要

求着手
。

汉语句子结构中状语的位置可以在主语之下
,

也可以在主语之上
。

但不管在哪里
,

正常

的结构顺序是时间状语在上
,

地点状语在下
。

从线性语序的角度来描述
,

就是时间在前
,

地点在

后 (参见刘月华 19 8 9 )
。

也就是说
,

(7a )
“

一天下午一家食品店里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的语序是正常的
,

而 (7 b )
“ * 一家食品店里一天下午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是不正常的
,

所以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不能成立
。

如果地点状语是个定指的名词短语
,

就有可能从原来的位置

移动到比所有状语位置都高的主题位置里去
,

也就是改变线性语序
,

出现在时间状语的前面
,

形

成 (6 b )
“

那家食品店里昨天下午顾客来来往往
,

忙着采购年货
”

那样可以接受的句子
。

将动词前的名词短语区分为主语和主题还有一个好处
,

可以为它们的不同句法特性提供合情

合理的解释
。

比方说
,

一般都同意表强调的
“

是
”

在分布上受结构条件的限制
,

位置只能在动词

之上
,

主题之下 (Te
n g 19 7侠 H u an g 19 9 1 ; shi 1 9 9 4 )

,

也就是线性位置必须在主题之后
。

在例 (sa )

“

那笔钱是我汇走的
”

里
“

是
”

出现在主语之前
,

主题之后 ; 在 (8c )
“

是我把那笔钱汇走的
”

里

“

是
”

出现在主语之前
,

所以两个句子都是可以接受的
。

而 (sb )
“ * 是那笔钱我汇走的

”

里的
“

是
”

跑到主题前面去了
,

所以整个句子不能成立
。

2
.

2 句法和话语及语用的相互作用

灵活性的另一些方面可以从句法和话语及语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承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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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句中省略有前指关系的成分
。

如例 (9) 中第二个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
,

既可能承接前句的整个

主语
“

李晓丽的男朋友
” ,

又可能承接主语的一部分
“

李晓丽
” 。

在实际运用中
,

这类句子并不会

造成交流上的困难
,

因为在具体的话语环境中
,

哪一个人物是当前话语的中心应该十分明确
,

说

话的人会将例 (9) 放到适当的话语环境里
,

为承接关系提供某种限制
,

消除歧义
。

比方在例 (9)

里增加一些只适用于女性的描述
,

形成 (10a) 这样的句子
,

使
“

李晓丽
”

成为承接的对象
; 也可

以像 ( 10b) 里那样增加一些只适用于男性的描述
,

使
“

男朋友
”

成为承接的对象
。

(9 )李晓丽的男朋友很有钱
,

自以为了不起
.

(l 0) ‘ 李晓丽的男朋友很有钱
,

自以为了不起
,

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

四处闲逛
.

b
.

李晓丽的男朋友很有钱
,

自以为了不起
,

到处拈花惹草
.

承接复句中省略的前指并不只限于前面分句的主语
,

还可以像例 ( 1 1 ) 里那样是前一分句的

宾语
,

这就带来了另一种歧义的可能性
。

例 (12 ) 和例 ( 1 1 ) 中第一分句的结构完全相同
,

但由

于第二分句语义的限制
,

两句省略成分的前指关系不同
。

这种歧义的产生和消除可以看成汉语句

法的灵活性
。

(l l) 陈可忻昨天找过李晓丽
,

可惜不在家
.

(1 2) 陈可忻以前追过李晓丽
,

不过后来找了个六车间的挡车女工
.

值得注意的是承接复句中的指向关系并非不受任何限制
。

如果省略的前指像例 (9 )那样是个

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复杂名词短语
,

省略成分可以指向整个名词短语
,

也可以指向短语的一部分
。

当同样的复杂名词短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时
,

却只剩下一种可能性
。

比如例 (1 3) 里第二个分句

的主语也承前省略了
,

但当其承接前面分句的宾语时
,

却只能以整个复杂名词为前指
,

即长得不

错的只可能是李晓丽的男朋友
,

而不可能是李晓丽
,

没有任何灵活性可言
。

(1 3) 我见过李晓丽的男朋友
,

长得不错
.

有意思的是
,

类似例 (12 ) 这样的复句
,

只有当第一分句以
“

施事 + 动词 + 受事
”

的形式出

现时才会有歧义
,

如果像例 ( 14a) 那样将受事放到句首
,

歧义就会消失
。

这里要注意的是
,

例 (1 4a)

的意思不会随着语境而改变
,

所以例 (14 b) 的三个分句之间有语义冲突
,

基本上无法接受
,

而例

( 14c ) 的三个分句之间则没有这种冲突
。

显而易见的是
,

例 (14a) 只允许省略成分有一种指向关

系
,

所 以其它因素无法改变句子的意义
。

(l 4) a
.

李丽萍呢
,

陈志强以前教过
,

后来出国了
.

b
.

”李丽萍呢
,

陈志强以前教过
,

后来出国了
,

娶 了个黄头发
.

c
.

李丽萍呢
,

陈志强以前教过
,

后来出国了
,

嫁了个商鼻子
.

3
.

灵活性的相关因素

承接式复句的这些特性可以归纳为汉语句法的灵活性
,

也完全可以用句法结构
、

语义
、

话语

以及语用因素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
。

大部分承接式复句从结构上说是所谓的主题链 (Ts ao 19伪
,

1 9 90)
,

也就是一组主题相同的主

题述语结构
。

第二及以后各个分句里的省略成分其实都是主题
,

由于主题是从述语中的某个位置

移动出去的 (H u an g 19 8 2 ; N i飞 19 9 3 : Qu 1 99 4 ; 参见 几ao 19 9 0 ; 吕叔湘 19 8 6 )
,

所 以看上去

好像是不同的成分被省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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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链中各个主题述题结构是按联合关系组合起来的
,

所以从第二个分句起
,

重复的主题按

联合结构减缩 (co nj un ct ion re du ct ion )的方式省略掉了
。

在组成主题链时
,

第一个分句可以是一个

完整的主题述语结构
,

也可以是一个所谓的引介句
,

即一个普通的主谓句 (狄慧英 19 95 )
。

如果主

题链的第一分句是个主题述语结构
,

那么该分句的主题一定是整个主题链所共有的
,

不然主题链

就无法形成了
。

这就意味着后面分句里省略掉的成分一定与第一分句的主题同指
,

所 以例 ( 14a)

那样的主题链不会有歧义
,

而 ( 14 b ) 基本上不能接受
。

如果主题链的第一分句是个引介句
,

情况会复杂一些
。

从表面上看
,

似乎引介句中任何一个

名词短语都可能成为后面省略成分的前指 (参见陈平 1 9 87 )
,

但实际上只有三种成分具有这种功

能
:

宾语
、

主语和主语名词短语中的所有者部分
。

这三种成分在很多句法过程中表现一致
,

最典

型的是主题的移动过程
。

早就有人注意到 (如 H ua ng 19 8 2 ; Li 1 9 9 0)
,

如果主题在述语中的原

始位置是宾语
、

主语或者主语的所有者
,

那么当主题移动出去后
,

该位置一定可以空着
,

或者说

让一个没有实际语音值的变量 (v ar iab le) 占着
。

而如果主题是由其它位置移动出去的
,

那么该位置

上通常要放个占位代词 (re sum p tive p ro no un )
,

所以在 (1 sa) 里
“

男朋友
”

前面不需要占位代词
,

而 (15 b ) 里的
“

男朋友
”

前面则一定要有个占位代词
“

她”

(l 5) 、 周华大家都知道男朋友很多
.

b
.

周华我见过她男朋友
.

“

的
”

字结构中与被修饰名词短语同指的成分也有类似的特征
.

如果这样的成分是宾语
、

主语

或者主语的所有者
,

那么该成分就可以是个变量
;
如果与被修饰名词短语同指的是其它成分

,

通

常就要用到占位代词了 (N in g 1 9 93)
,

所以 (16a) 里不用占位代词而 ( 16b) 必须要用
.

形式句

法常常用结构位置对移动的限制来解释这类现象
。

如果某个位置可以让里面的成分随便移出去
,

移

动以后该位置就会空着
,

或者说由变量占着
;
如果某个位置限制里面成分的移动

,

移动后该位置

就必须放个占位代词进去
,

或者说就不能有移动
,

而要由占位代词来建立同指关系 (Li 19 9 0 ;Ni ng

19 9 3)
。

(1 6) 乙 爸爸在大学里教数学的那个学生
.

b
.

你跟她姐姐是同事的那个女孩
.

按照形式句法分析的一般做法
,

主题链的歧义现象可以从移动的角度进行解释
,

也就是假设

主题链的形成也牵涉到移动
。

可以假设只有在主题位置上的名词短语才可以作为后面省略部分的

前指
,

如果某个名词短语表面上没有成为主题
,

就必须在句法成分调整位置的逻辑形式 (fo g ic

fo rm ) 阶段移动到主题位置上去
,

也就是要经过表面上看不见的主题化过程
。

由于只有宾语
、

主

语或者主语的所有者才能进入主题化过程
,

所以只有这三种名词短语才有可能成为省略成分的前

指
,

而例 ( 13 ) 里的
“

李晓丽
”

和例 (1 7) 里的
“

武建华
”

则不可能成为后面省略成分的前指
。

当

然
,

如果将例 (1 7) 变成例 (18 )
,

让
“

武建华
”

在句法阶段成为主题
,

后面省略成分的前指关系

也就会跟着改变
。

(l 7) 赵颖以前跟武建华干过几年
,

后来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

比较 : ( 1” 我见过李晓丽的男朋友
,

长得不错
.

(1 8) 武建华啊
,

赵颖以前跟他干过几年
,

后来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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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
,

主题链是否可能有歧义取决于结构
,

某些结构不会产生歧义
,

而某些结构允

许歧义但有一定限制
。

也就是说
,

汉语主题链的结构有时候会同时提供两种或三种所指关系
,

因

而产生歧义
。

当然
,

有可能产生歧义不等于一定有歧义
,

即使结构允许歧义
,

其它因素还是可以

将歧义消除掉的
。

可以消除歧义的因素很多
,

经常起作用的是第一分句谓语动词的意义和选择性
,

但有时候其它句法或语义因素也会起作用
。

比如例 (19a) 是个典型的歧义主题链结构
,

第二分句

的省略成分可以同第一分句的主语同指
,

也可以同那里的宾语同指
,

也就是说
,

不在家的可能是

“ 你哥
” ,

也可能是
“

富宽
” 。

不过
,

只有当第一分句的谓语不带任何动态助词时才会出现歧义
。

如

果像 (19 b) 和 ( 19c) 那样赋予谓语不同的体貌
,

歧义就会消失
。

理由很简单
,

(19 b) 第一分句

中的助词
“

了
”

表示状态的改变
,

第一分句的意思是
“

你哥
”

己经离开了家
,

按常理说不在家的

应该是
“

你哥
” ; 而 (19 c) 第一分句里的

“

过
”

表示
“

你哥
”

曾经做过
“

去找富宽
”

这件事
,

而

且找人这件事同当前情况有关
,

而
“

你哥
”

现在的状况同当前情况不一定有关
,

所以 ( 19 c ) 第二

分句最可能的意思是
“

富宽
”

在
“

你哥
”

去找他时不在家
。

(I 9) a
.

你哥去找富宽
,

不在家
.

b
.

你哥去找富宽了
,

不在家
.

c
.

你哥去找过富宽
,

不在家
.

如果主题链的确提供两种或三种所指关系
,

通常就要依靠话语或语境来消除歧义
,

也就是由

话语或语境来决定哪一个所指关系是符合交际需要的
。

说汉语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主题链结构有

歧义
,

也知道怎样消除歧义
。

通常情况下说话的人会提供适当的话语或语境来消除歧义
,

不然的

话
,

听话的人会追问
,

要求提供更多的线索
。

在下面的电视剧对白里
, ’

静宜显然觉得达志的话有

歧义
,

听不明白
,

所以要求补充说明
。

(2 0) 达志: “

阿充送 A m an da 去了医院
,

明天才回来
.
”

静宜 : “

谁明天回来?
”

4
.

结语

承接复句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歧义上
,

而歧义归根结底取决于结构
,

但结构并不能决定一切
,

句子意义的最终确定
,

还是要考虑句法的其它方面以及语义
、

话语和语用因素
。

将各方面综合起

来考虑
,

就能对灵活性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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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段Cts o f A rt iCI韶

L i
,

Ya fei
,
T h e n a tu代 a n d the Pri n e iPles of X- m ove m en t: A th eo 叮 o fth e syn ta x ,

m o rP h o lo gy
-

in te r fa e e

F o r th re e de c ad e s
,

th eo
ret iea llin gu ists have be e n de bat in g o v e r how m o

rph
o lo g ie a lly e o m Ple x

w o rd s

are fo n n e d
.

Th
e syn ta c tie aPPro ac h co

nte
n d s th at th ey re su lt fr o m th e s

am
e Pr in c iPle s/

ru le s th at c o n stru ot se

nte
n e e s ,

wh
ere as th e lex ic alist aP Pro a eh m a in ta in s th e n e e d fo r a se t o f

le x ieai wo rd
一

扔而at ion ru le s in de pe n dent ly o f syn ts Lx
.

Th
e sy n ta ctie ap Pr o ac h re e e iv e d a b o o st

fr o m B a ke r
,
s (19 8 8) w o rk o n in e o rp o r at io n

‘

T his art iele s ho w s that
,

in sPite o f its s u e e e s s
,

Bak er
’
5 th e o ly o n ly d e a ls w ith a high ly lim ite d set o fdata but 15 b lin d ly e

xte
n d e d to n u m er o u s

m o rp ho lo g ie a lPro e e s se s that are
c lear ly le x ic al in n at u re

.

My e o n e lu s io n 15 b a s e d o n the

e x a m in at io n o fC hin e s e re su ltat ive e o n stru ct io n s
,

Ban tu v erb
一
in eo rp o rat io n a n d PrePo sitio n

-

inc
o耳心rat io n

,

助 d th e diffe
re n t c las s e s o fA ra b ic c au sat iv e s

.

Furth
e
rm

o re
,

th e ba s ie e la im s o f

th e syn ta c tie an d l树
e alist a PPro ac he s

are
sho wn to b e no t in e助fl ie t

.

In ste a d
,

if e ith e r o n e o f

th e m 15 tru
e ,

th e o th e r 15 n e ce s sar ily tru
e

.

Th is d isc ov ery m ak e s it po ss ible to fo rm
u lat e a th e o ry

。n th e syn ta x- mo rp ho l。罗 inte d滋c e tha t m ai nta in s

the
ad v a n ta g e s of bo th 即pro ac he s but av oi ds

th e Pr o b le m s o f e ith e r. T he n ew th e o ry a lso Pro m ise s to be m ax im a lly s im Ple
,

w ith o n ly o n e

ax io m at ie stiPu lat io n
.

Sh i
,
D in gx u ,

T h e n e对b ility o fC h in e se syn ta x a n d th e th e o 叮 o fsy n ta x

It 15 o fte n e la im ed th at th e syn ts区 o fChin e s e is m o re fl喇ble th an th at o fo the r lan gu a g e s be e a u s e

it 15 b a se d o n hyP o ta x is o r has a
‘
so ft

,

ru le sy ste m
.

S u eh an aPPro ac h ean Pro v id e an a de q u at e

d e se riPtio n o f e e rt a in e h a ra e te r istie s o fC hin e se
,

bu t fa ils to Pro v ide a re a so n a b le e x Pla n a tio n

fo r th e fl e x ib ility o r n e e e ss ary e o n str a in ts to Pre v e n t illeg itim at e s

trU
e to re s

.

T his PaPe r 15 a n

a tt e m Pt to u se th e o rie s o ffo rm
a lsyn tax a n d the m e th o d o lo gy o f m o dern lin g u istie s to se e k an

a lte rn a tiv e ac eo u n t fo r the is su e s
.

Th
e e sse n ee o fth is aP Pro ac h 15 th at th e Chin e se syn ta x system

Prov id e s m ore adj
unc t po s itio n s fo r n o m in a ls to m o v e in fro m the ir o ri g in a lpo s itio n

.

It a lso sets

u P m o re e o re fe re n tia lo r Pre d ieat ive Po ss ib ilitie s to be de term in e d by d ise o u rse o r Pra g m atie

fa e to rs
.

T he re 冬呼It o fth e in te rfa e e in te ra etio n 15 a se e m in g ly fl e x ib le syn tac tie sy ste m
·

L i
,

A u d r ey Y. H
.

, a n d S hiYu
z h i

,
T h e sto ry o f一en

Ty Po lo g ie a lly, the re 15 a e lo se re lat io n b etw e e n w he re 熟ela ss ifi e r o e e u rs a n d w he re a Plu ra l

m a rke r aPPe ar s
.

M o d ern Chin e se a llo w s th e Plu ra lm ar ke r
一

me
n to o e e u r w ith th e e le m e n ts th a t

ap Pear in a D (et e
rm in e r)Po sitio n

,
n o t in a n N PO sitio n

,

be e a u se o f th e in te rv e n tio n e
ffe

et fr o m a

e la s sifi e r
.

W ith o u t a e la ss ifi e r, a Plu r a lm a rke r e a n be re a lize d in a n N Po sitio n
,

j
u st lik e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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