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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与语篇的互动性对汉语研究的理论意义

刘　琪　储泽祥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从语篇角度研究句法问题，是回归语言自然状态的研究理论。在充足的语境下，能发
现新的语法规律，并使特殊的句法现象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本文探讨句法与语篇互动性对汉语研

究的理论意义，强调其分析和解释的作用，并据此对汉语中特殊构式“王冕死了父亲”的成因进行

了分析，最后总结了从语篇角度研究句法的三种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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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语法研究已经进入理论创新的阶段，理论创新则离不开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汉语的

语法有许多都跟语用相关联，这也是汉语语法特点的一个表现。功能语法甚至认为：语法就是用

法，用法就是语法。沈家煊（２０１２）指出：语法与语用的关系、语法与语音的关系，是汉语研究里根
本性的、牵动全局的关系。而句法与语篇的关系是语法与语用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汉语的一些

语法现象，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句法现象，往往可以从语篇角度找到一些分析和解释的重要线索。

汉语是孤立语，基本上没有表示语法特征的形态变化，再加上汉语又是话题突出型语言，这就

让汉语句法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语篇环境。在汉语中，语篇因素会制约句子成分选择什么

样的形式，会决定句子中名词性成分的具体语义是什么，所以，汉语句法的研究离不开对语篇的研

究。本文将从句法与语篇的互动性出发，探讨在语篇视角下研究汉语句法问题的理论意义。

二、语言运用视角下的语法研究回顾

（一）启蒙阶段

吕叔湘先生（１９６１）曾说过：“语法研究包括结构的分析和用法的说明两方面。回顾起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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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法研究工作不免有些偏颇，对于用法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这不是说我们的语法分析工作已

经够了，语法分析上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待于继续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像过去那

样忽视用法的研究，应该在这方面多用点力气，补一补课。”１９７７年，吕叔湘先生在强调“通过对比
研究语法”这一观点的时候，把文体影响语法的问题明确提出来了。他讲到的汉语跟外语、现代汉

语跟古代汉语、普通话跟方言的对比或许人们都不难意识到，但是普通话内部不同语体的对比，是

不是有同样高度的意义，吕先生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说：“近年来英文的语言学著作里讨论这个问

题，常用‘ｒｅｇｉｓｔｅｒ’这个字，我想可以译作‘语域’。语域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围，也可以说是语
法和修辞的边缘学科，是以往探索得很不够的一个领域。”

（二）萌芽阶段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眼界高远的语言学家把语体问题提到方法论高度来认识。朱
德熙先生指出：从语料中抽绎出什么样的语法规律，跟研究者是否把语料内部的不同层次区分开有

密切的关系。“书面材料驳杂不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现象。如果不是经过严格的选择和

分析，凭这样的资料得出的结果恐怕既不足以反映口语，也不能真正显示书面语的特点。”“语料包

含的层次越是复杂，语料内部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就越低，能够从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律也就越概

括，作为规律的约束力就越弱。”

此后，胡明扬先生（１９９３）也强调了语体影响语法概括的问题，认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
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提倡应该充分意识到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

异，批判了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尽管有些差异，不过在语法方面的差异是细微的，至少不会影响一

般的结论”的思想。

（三）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着眼于语言的交际功能，从交际应用的角度
考察语法结构的形成。交际是取决于场合的行为，因此语体的区分就成为功能研究必然要强调的

方面。我国的功能语法学者把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陶红印（１９９９）指出：
“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

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

近年来，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在汉语界的发展，一些汉语学家重视并致力于从用法的角度来研

究语言问题，为汉语语法学界贡献出大量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在语用语法化、语篇语言学和

语体语法等领域的研究。

方梅（２００７）探讨了语体动因如何塑造句法形式，认为句子的论元结构、时体标记，及施事宾语
句的使用、关系从句的篇章功能和语义表达功能等在叙事语篇与非叙事语篇中有很大差异，语篇的

叙事性对其中的句法结构具有塑造作用，提出语法是在运用中逐渐成型的、功能需求塑造了语法的

观点。

张伯江（２００７、２０１２）论证了语体意识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任何一种语体因素的介入
都会带来语言特征的相应变化。语体区分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二极对立。并通过几项典型的

研究，展示了语体视角在发现语言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语体彰显了使用条件，因而是对

语言事实最好的解释。总结出“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在合适的语体里合理地解释实

例”的观点。

储泽祥、刘琪从句法与语篇的互动性出发，探讨汉语叙事语篇中的实体是如何第一次出现的。

总结出在语篇的影响下，实体首现对表述形式、句法位置和句型的选择规律，并以“实体首现”为视

角重新审视汉语语法中的无定把字句、无定主语句等特殊构式。强调了语篇对汉语特殊句法问题

的分析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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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们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了语篇和语体视角在发现语言事实方面的作用。如：“把”字

句和“将”字句的使用倾向问题；“无定主语＋形容词谓语”的发现；“的”字短语的独立指代问题；不
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带宾语；“ＶＰ的”作定语修饰人称代词等现象。

三、句法与语篇的互动性

句法与语篇的互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句法结构式会影响语篇的构成和表意功能。

另一方面，语篇对句法结构式有塑造和制约作用，甚至是句法结构式形成的必要条件。

（一）句法对语篇的影响

一个语篇结构是由若干句法结构式所组成的，每一个句法结构式也是语篇意义的组成部分。

不同的句法结构式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例如：

（１）刘家
!

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

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

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小二黑结婚》赵树理）

这是一个叙事语篇。第一句是一个“有”字句，也是整个语篇的背景句，所以只能安排在语篇

的起始句位置。存现句（包括表示存现的“有”字句）在叙事语篇中通常具有提供背景的功能，而动

词谓语句在叙事语篇中通常具有叙述事件过程的功能。

（二）语篇对句法的塑造

句式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观察。从内部看，句式包括构成成分、语序安排及表意功能等不同方

面；从外部看，句式在语篇中有什么作用，适合表达什么意义，能在语篇信息表达中起什么作用，都

是值得关注的方面。语篇的构成与信息结构对句式有要求、有选择，且语篇的开头、中间、过渡和结

尾等不同位置对句式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句法是一些语篇特点的语法化。Ｈｏｐｐｅｒ（１９８７）认为语法应被看作是从话语中“浮现”出来的，
强调语法结构与话语结构的内在联系，提出“浮现语法”（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ｇｒａｍｍａｒ）的观点。句式的句法
是受语篇影响的。语篇像一条大河，而各种句式像河里的石头，其形状是河水长期冲刷的结果。

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种，基本上没有表示语法特征的形态变化，再加上汉语是话题突出型语

言，这使得汉语的句法的形成和理解都依赖于语篇。在汉语中，语篇会制约句子成分的形式选择，

决定句子中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具体语义所指，因此，要认清汉语句法的性质就离不开对汉语语篇的

研究（董秀芳，２０１２）。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是用来传递信息的，不仅句式的表达和理解依赖语篇，句式的生成也会受

到语篇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汉语句法根植于语境。句法结构的分类都是剥离语境而抽

象概括出来的。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句法结构，是回归自然语言状态并在语境充足性状态下研究

句法问题。基于语言的这种性质，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

１．“断章取句”和语篇成分的句法成分化
不同句式的语义特征（构式义）和表意功能在语篇中才能体现出来，对句式的观察，必须注重

语篇这个大背景，不能“断章取句”。“断章取句”的做法虽是句法研究的需要，但可能会带来局限，

有时候会夸大句法的相对独立性，割裂了句式与语篇的联系，忽视了语篇对句法结构的影响作用，

造成句子成分句法语义分析上的困惑，如语篇的话题必须依托在句子成分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语篇成分的句法成分化”会造成新的非常规的句式，如“我们来两个人”、“王冕死了父亲”、“作业

我们班交了三个人”、“他来了一个同学”（一价动词带两个论元；主语不是典型的施事或不是施事；

宾语都是施事，及物性弱）。单纯的“句式”视角会影响语法研究的全貌观察，导致片面甚至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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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篇的视角来观察句法问题，会发现新的规律，也能使一些疑难现象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我们以“王冕死了父亲”类句式为例来说明，该句式属于“失去义”的构式。目前的研究多从该句式

限制条件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请看：

王冕死了父亲／母亲／妻子　　？王冕死了爷爷／奶奶／儿子／女儿
？王冕死了舅舅／哥哥／姐姐　　王冕死了老师／同学／朋友
限制条件：ａ．认知上的重大损失（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任何年龄

失去父母都是非常悲伤的事情）；ｂ．一价名词（“意见”、“看法”、亲属称谓名词等）；ｃ．单一而有定的
亲属名词。ｄ．连用或对举限制要松一些，但也要是亲属称谓名词。

但上述研究成果仍然不能解释“死了独子”为什么不能成立。俞理明、吕建军（２０１１）回顾了半
个世纪以来对“王冕死了父亲”句式的研究，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分析的成果很多，但“未能得到

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忽视语篇环境，孤立研究句式而造成的，需要从构式形成的

背景找原因。其实，在实际用例中，“王冕”是整个语篇的话题，由于“断章取句”而成了单个句子的

主语或话题。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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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你们死了儿子，也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骘！
潘海华、韩景泉（２００５）认为“王冕”是话题，它是在句首话题的位置基础生成的。这与我们有

相合的地方，但他们的认识不是基于语篇的，而是主要基于句式内部的句法、语义和信息安排。张

伯江（２００９）从语篇角度对该句式做了深入研究，指出：ａ．“死了父亲”类是一个构式，前边往往没有
真正的主语；ｂ．认为“王冕死了父亲”里，“王冕”与“死”之间不存在句法关系；ｃ．“死了 ＮＰ”很少用
于结句，多有后续小句；ｄ．“死了ＮＰ”的一个重要篇章功能就是在一个具有广义的因果关系的话语
片段中，提供原因、条件等背景信息。

２．语篇的构成和语篇的信息结构对句式有选择
前景句与背景句（背景句往往有后续句）对句式有不同选择，或者也可以是前景与背景的要求

造成不同句式的形成。如张伯江（２００９）认为“ＮＰ死了”既可是前景句，也可用作背景句，而“死了
ＮＰ”只能用作背景句。

语篇的开头、中间、过渡、结尾，对句式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和要求。主谓都是新信息的句子，如

“一天，一个病人大声说：‘上帝啊！我的病终于治好了！’”，可以用为开篇语。

３．句子内部成分在语篇信息表达和信息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平衡
非句子成分（如连词或关联词语）可成为语篇衔接与连贯的重要形式，但句子成分，有些倾向

在句内起信息表达作用如述语动词、宾语，有些倾向在句外起信息表达作用如话题主语，有些具有

句内和语篇双重信息功能，如代词，需要认真深入的研究才清楚。这会造成一些特殊句式的形成和

存在，如无定主语句、无定式“把”字句。

徐烈炯、刘丹青（１９９８）通过跨方言的比较，总结出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充当话题的许多形式
和语义特点，如后面有停顿、带语气词或提顿词、表示论域或对比，等等。

４．不同句子的语篇依赖性程度有差异
自足性差的句子，更依赖语篇，句法上往往有语篇结构叠加的成分。如无定主语句的主语、无

定式“把”字句的“把”字宾语。

汉语主语和话题的关系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问题。曹逢甫（１９９５）提出“汉语是趋
向于以言谈为中心的语言；英语是趋向于以句子为中心的语言”，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徐烈

炯、刘丹青（１９９８）的观点有启发意义，他们认为，汉语的句子是“话题＋（主语＋谓语）”结构，话题是
句子成分之一，可以省略或不出现，主语也可以不出现。问题还是当ＶＰ前只有一个ＮＰ时，是话题
还是主语仍然难以分清。

我们反对把主语和话题混为一谈，主语是句子内部的成分，话题严格来说是语篇信息成分。话

题联系的是语篇，但通常依托的是一个句子内部的某个成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语篇成分的句法

成分化后形成新的非常规句式，对句法分析理论带来挑战。因此，进行单个的句子分析时不能割裂

话题和语篇的联系。

四、语篇视角下句法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静态的多样性和动态的倾向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多样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语法优选论（ＧＯＴ）（储泽祥，２０１１）为理论基础。语言具
有概率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语言规律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体现为一种概率或倾向性”（沈家煊，
１９９９）。这决定了语法的双重性状：在静态上表现出多样性；在动态上表现出倾向性。在多样性基
础上进行倾向性研究不仅可以探讨新的现象，也可以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势必造成一种新的

语法研究局面（储泽祥，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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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研究必须以多样性为基础。首先，穷尽地描述语言的静态多样性，把一种语法现象的各

种表现都描写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总结出规律性的特征，并进行充分解释。

（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优先序列研究方法

优先序列研究，是指按照使用频率的高低对句法语义结构进行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优先排

列，并对其制约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优先序列的确立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因此，需在一定数量的语料中统计考察对象在表述形

式、句法位置和句型选择等方面的分布数据。然后，根据统计到的频率和比例排出不同层次的优先

序列，并从形式、语义、语用和认知等不同角度对优先序列作出分析和解释。

优先序列研究是倾向性考察的核心，具有解释力强、预测力强等优势。

（三）平衡语料库和区别性语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建立叙事语篇平衡语料库，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叙事语篇的整体特征。将语料按照区别性特

征进行分类研究，又能分别反映不同语体各自的个性特征。结合平衡语料库和区别性语料来进行

研究，实际上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研究，在描写上可以更加全面细致，在解释上可以更加充分客

观。

同一语言现象在区别性语料中可能有不同表现，这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语言事实，而且还

可以给研究多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即语体对句法的塑造作用。

五、结　语

汉语句法根植于语境，句子的生成和理解都依赖于语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句法是语篇特

点的语法化。传统的汉语研究中，句法结构的分类需要剥离语境来抽象概括，而从语言运用角度看

句法结构，是回归自然语言状态并在语境充足性状态下研究句法问题，可以对汉语一些特殊的句法

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解释。如“王冕死了父亲”这一特殊构式，各种句法分析理论都很难充分解释

其成因，至今仍无定论，就是因为这是语篇成分的句法成分化后形成的一个非常规句式，不能单从

句法层面来进行分析。

基于语言运用视角的句法研究具有以下价值：

１．回归到自然充足的语境中研究句法问题。
２．句法结构的静态多样性和动态倾向性相结合。
３．观察不同句式在语篇中的表义功能与位置次序。
４．观察不同语体对语言表述形式的选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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