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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

张伯 江 方 梅

内容提要 本文用 “ 主位一述位 ,’ 这组概念来描写汉语 口语句子里信息结构的构成
,

着重分析 了 口

语里强化焦点信息
、

弱化次要信息的两种典型表现方式
,

即 叙述语体里的用语气词标示主 位现 象和对话

语体里的主位后置现象
。

关键词 主位一述位 主位标志 语体特征 信息结构

语序和信息结构

对汉语的基本语序
,

过去人们曾作过种种形式描写
,

如
, , ,

等
。

虽

然都能概括大部分事实
,

但解释力略嫌欠缺
。

因为我们无从了解决定汉语语序的基本原则是

什么
。

我们认为
,

每种语言都有 自己成系统的句法结构规则
,

这是决定语序规律 的 一 个 因

素 另 一方面
,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

人们使用语言时出于交际的需要
,

又必须

从信 自
、

传递功能的角度去安排语序
,

这一点在各种语言间是共同的
。

汉语是一种注重功能的

语言
,

句法规则的制约力相对较弱
。

在以前的语法研究中
,

功 能 分 析 很少受到重视
。

本文

着重研究汉语 口语的信息结构
,

以探讨制约汉语语序的功能因素
。

本文语料均取 自当代北京

青年作家的小说和影视作品
,

文中不详注出处
。

长期以来
,

汉语语法学者习惯于用 “ 主语一谓语 ” 的框架说明汉语的信息结构
,

如吕叔

湘 说 “ 由
‘

熟
’

而及
‘

生
’

是我们说话的一般的趋势
。 ·“ ⋯已知的先浮现

,

新知的跟

着来
。 ” 并认为据此来分析主语和谓语 “ 不能说是纯粹机械主义

,

实在也同时遵从某一种语

言心理的指示
。 ” 年代以来

,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已知信息和新知信息的分别赋予 “话题

一说明 ,, 一 这一组概念
,

如

指出 “ 话题忘是表示听者已知的事物
,

话题为说明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
。 ” 这种

说法可以说是比较符合汉语事实的
。

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汉语句子的信息结构就会发现
,

有许多情况是 “ 主语一谓语 ” 或 “ 话题一说明 ” 所不能涵盖的
。

其中最为明显的事实是
,

无

论 “ 主语 ” 还是 “ 话题 ” ,

它们都是表示句首实体 信息的成分
,

而位于它们 前 后

的一些非实体性成分
,

如情态成分
、

篇章连接成分等
,

同样在信息结构中扮演了各不相同的

角色
,

却往往不能得到说明
。

因此我们考虑或许可以用 “ 主位一 述 位 ” 一 这

组概念来描写汉语 口语的信息结构
。

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

把句子分成主位和述位的方法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 “ “ “ 提出
,

他指出
,

这种 切分



不同于从语法要素角度研究句子成分的形式切分
,

而是为了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语

境发生联系
,

他同时认为句子正是在这种具体语境的基础上形成的
。

主位和述位的基本涵义

是表述出发点 即在该语境中已知的或至少容易得知的东西
,

说话者由此出 发 和 表 述 核

心 即说话者关于表述出发点所述说的内容
。

一望而知
,

这种分析法是从信息传递功能着

眼的
。

虽然后来的语言学家们对主位
、

述位的界定各不相同
,

但总是本着反映信息结构这一

基本精神的
。

我们借用主位
、

述位这组概念来描写汉语 口语的语序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

本文的分析是从汉语事实出发来描写汉语的主位结构
,

具体方法上不套用西方学者的某

种分析框架
。

但他们的某些见解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比如

在分析英语句子时指出
,

主位部分可以包含三个方面的成分
,

即 意念 成分
、

人际 “ “ 成分和篇章 “ 成分
。

意念成分是那些在句子的及物性 结构 中

担任角色的成分
,

人际成分包括表示语气
、

态度的成分和呼语性成分
,

篇章成分包括各种连

接成分和关系成分
。

在英语里
,

主位成分和述位成分可以根据语调形式判断
,

例如对一个英

语句子可以作如下分析
五

篇章成分 人际成分 意念成分 述位

这种分析使句子里的次要信息在主位部分里各得其所
,

焦 点信息在述位部分里得以突出
。

三

种主位成分的分别和靠句重音辨识焦 点信息的方法在汉语信息结构的分析中都是 可 资 借 鉴

的
。

汉语里固然存在一些用以突出焦点信息的句法手段
,

如 “ 连 ” 字句
、 “ 是 ” ·

⋯的 ” 句等
,

但超越句法格式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
。

以下几个例子的语音节律和轻重音模式都不能在传

统的句法切分中得到反映

说实话我们厂的产品
,

我第一个不买
。

我代表我们全厂三十多职工和四十多位退休老工人
,

给您道谢了
。

你们俩在里边
,

是不是都晕菜了

我就纳闷这王家
,

有爹有妈姑姑舅舅一大堆
,

一个孩子非让个外人领走
。

这几个句子中的逗号都真实地反映了说话人最明显的话音停顿
,

然而却都不是句法分析

第一个切分点之所在
。

更为重要的是
,

逗号前面的整部分里虽然可以分析出不同 的 句 法 成

分
,

但说话人总是一气呵成说出来的
,

且整部分里没有全句重音
,

全句重音往往是落在每句

的最后一个整部分里
,

如例 的 “ 我第一个不买 ” ,

例 的 “ 给您道谢了 ” ,

例 的
“ 都晕菜了 ” ,

例 的 卜让个外人领走 ” 。

语音形式反映了各句里的 “ 主位一述位 ” 结

构
。

由于说话人在说话现场是根据表达需要来决定表达形式的
,

所以
,

同样内容的句子往往

可以有不同的 “ 主位一述位 ” 切分
。

我们简单分析一个例子
,

只对句子第一层主位和述位用

斜线分开
,

而不作下位分析
。

例如

这伙人 没事总爱在胡同 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这伙人没事 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这伙人没事总爱 在胡同 口大槐树底下玩台球
。

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 口大槐树底下 玩台球
。

“ 主位一述位 ”分析法的长处在于细致地分析出了句子的信息结构
,

用 的话说
,



它反映了句子的元功能
。

但其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

如果我们 拿 来 任

何一个句子仅是凭着对它的轻重音和韵律模式的感觉来分析的话
,

就显得随意性太大
,

主位
、

述位就成了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

陈平 在评论 的功能语法时也有 同 样

的看法
,

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信息结构的客观判断标准
。

在汉语里
,

虽然可 以 像 处 理

一 句那样对句子主位结构作出分析
,

但 我 们 认 为
,

一种概念和一种分析手段的确

立
,

必须有充分的形式依据
,

本文将介绍汉语 口语里两种典型的主位结构表现方式
。

信息单位和句法单位

前面提到
,

信息切分与句法切分有时并不一致
,

这说明信息单位与句法单位 不 一 定 对

应
。

在英语里
,

一个主位结构以一个含有调重音的调群为界限 在汉语里
,

则以主位标志和

其后的焦点信息为界限
。

因为 口语句子的线性铺排首先反映的是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结构的分

析
,

而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句法一语义结构
,

所以汉语的主位结构可以大至所谓的复句
,

也可

以在所谓的分句或短语内部
,

这一点我们在下文的实例分析之后将进一步讨论
。

二

主位成分和主位标志

口语里
,

主位成分常常是有形式标志的
,

这个标志就是句中语气词
,

包括 “ 啊
,

吧
,

哪 ”

等
。

这些语气词过去曾被看作主语的标志或话题的标志
,

但事实上
,

语气词所标示的成分就

其性质来讲远远不止是主语成分和话题成分
。

我们看下面这段话

她不想拆散老师的家庭
,

而且不想让它爱的人哪陷入苦恼
,

所以她一直啊没 有 把

这一片痴情啊告诉老师
,

但又无法从心灵深处呢抹掉这个人
。

可以清楚地看出语气词前的成分既不是主语也不全是话题
。

语气词后的 “ 陷人苦恼 ” “ 告诉

老师 ” “ 抹掉这个人 ” 分别是三个信息结构里的重要信息所在
,

也是重音所在
,

语气词的位

置恰恰是主位和述位的分界处
。

汉语 口语的主位结构也可以分成意念成分
、

人际成分和篇章成分三类
,

我们分别称为话

题主位
、

人际主位和篇章主位
。

篇章主位

汉语 口语里充当篇章主位的最常见的是那些在篇章中连接句与句之间语义转承关系的词

语和分句
,

这些成分总是居于句首
,

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主位成分
。

其主要功能在 于 连 接 语

句
,

引出其后的内容
,

这种成分一般不参与构成句子作为一个命题的基本语义
,

语气词标在

其后
,

造成一个明显的停顿
,

有提示听者注意后面内容的作用
。

例如

其实吧
,

你也就是一般人
。

所以呀他说这么重大的演出一定得有你
。

一上这小楼啊就特别的兴奋
。

篇章主位的形式和功能都比较单纯
,

不多举例
。



人际主位

人际主位是说话人把诺语单元作为一个交际单位时表明态度的部分
。

从语义上看
,

表明

了说话人的能愿
、

评议
、

情态等方面的态度
。

例如

我建议啊
,

从现在起咱们谁也不要使这个电话了
。

我觉得吧
,

你特有才气哎

要我说啊
,

都不是东西

最好啊
,

谁也别欠谁的情儿
。

起码啊
,

比斯特里普年轻
。

不如哇
,

就改成知音姥姥
,

让咱牛大姐负责
。

一不留神哪
,

说不定混出一反派大腕儿来
。

可以看出
,

我们从交际角度所确定的人际主位和传统句法分析的结果有一些不相应对之

处
,

这些成分过去有的看作状语
,

有的看作述语
,

也有不成句法成分的
。

语气词在这里为我

们提供了功能分析的依据
。

话题主位

话题主位是句中作为陈述对象的实体性的行为参与成分
,

话题成分在一句话里的意义是

角色
,

但不一定是谓语动词的支配性成分
,

它为其后的部分确立了基本的陈述框架
,

所以它

必须是有定的
。

充当话题主位的成分有 一般的名词性成分 包括时间成分和处所成分
,

介词短语
,

事物化的动词性短语等
。

例如

我们啊不打算马上结婚
,

喜糖啊还得等一阵子才吃呢
。

我们女人哪就是倔
,

我年轻那会儿啊也有这种情况
。

我头几年呀也搓跄了那么一阵子岁月
。

平常啊老同志说你们一句
,

你们有八句在那儿等着

自幼哇
,

家境贫寒
。

跟聪明人啊我也不抖机灵儿了
。

装扮成哪种类型的智能人啊无所谓
。

我那儿有一条被子吧
,

面儿稍微旧了点儿
。

多项主位的次序

当上述主位成分两个以上同时出现时
,

先后的次序是有一定之规的
,

总的来说是 篇章主

位 人际主位 话题主位
。

多项主位并现时
,

并不一定每个主位成分都带有语气词标志
,

我们

的处理办法是
,

凡语气 词 之 前 的 成 分 都 看作主位成分
,

到 目前的观察为止
,

我们只能指

出三种主位成分有上述排序规律
,

还找不到更多的形式标志对三种成分作进一步区分
。

以下

分析一些实例
,

用 代表篇章主位
,

用 代表人际主位
,

用 代表话题主位
。

这里只作第一层主位结 构分 析
,

下位

层次规律将另文以详
。

要 别的省遭灾吧
,

绝对不会麻烦你
,

安徽是你老家呀
。 。



可是 咱们国家吧
,

又没去那儿的飞机
。

, 。

过去我真是错看了小余
,

光觉着 这个人啊混得可以
,

没想到
·“ ”

·

。 。

一上这小楼啊就特别的兴奋
,

觉得 上班啊
,

真有个乐儿
。

。

而且 不想 让她爱的人哪陷入苦恼
。

。 。

所以 她一直啊没有把这一 片痴情啊告诉老师
。

。 。 。

篇章主位处于句首是没有疑义的
。

人际成分和话题成分的次序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

看下

面这个例子

篇幅我觉得太长
,

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

—我吧
,

觉得篇幅太长
, ·

” ⋯

—我觉得吧
,

篇幅太长
, ”

·

⋯

—我觉得篇幅吧
,

太长了
, ·

“ ⋯

—篇幅吧
,

我觉得太长
, “

一

—篇幅我吧
,

觉得太长
, ·“ ⋯

—篇幅我觉得吧
,

太长了
, · ” ⋯

这个例子说明在一个主位成分内部人际主位不能位于话题主位之后
,

同一平面上它们的

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

主位标志概说

如果说任何一个抽象的句子
,

每个分析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 “ 主位一述位 ” 切分往往

会言人人殊的话
,

那么
,

只要说话人带上了语气词这样的形式标志
,

一切就应以此为准
。

拿

前面例 一 来说
,

不同的分析者可能会产生争议
,

我们所作出的几种可能的切分就是

以能否加上语气词或较大的停顿为依据的
。

传统的语法分析中
,

研究对象往往被 当作一个静

态的成品 来看待
,

也就是说
,

不管是从书面上还是从 口语中选取的 用例
,

照例都要进行一番剪裁和加工
,

把那些属于所谓语言行为 “ ” 的因素尽 量排除在

外
。

面对一个句子
,

所需要考虑的只是它的基本构成成分和基本语义关系
,

一 那样

的句子就只能有唯 一的分析结果
。

但是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
,

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语言成分

的静态分析
,

更应把研究对象当做一个动态过程 “ “ 来认识
,

从说话人的认

知策略和心理过程的角度
,

全面准确地把握言语行为的意图
、

手段
、

程序
、

效果等
。

这样看

来
,

任何反映这些动态过程的语言现象都是不容忽视的
,

说话人为了突出所要传达的重要信

息
,

往往采用延缓
、

停顿
、

加强语调
、

附加语气词等手段
,

这些形式表现都是我们推断说话

人语 言心理过程的重要依据
。

除上面所分析的句中语气词外
,

像下面这样的例子都应看作是

有明显的主位标志的

高强
,

你觉得
· ” ⋯方波怎么样 了

你觉得他这人
,

怎么说呢 —可靠么



这孩子看上去
,

啧
,

总是不太朴实
。

其中省略号和破折号以及插入成分 “ 怎么说呢 ” “ 啧 ” 所反映出的停顿现象
,

都不是传统句

法切分的第一层切分点所在
,

可见
,

如果不结合这些表现形式
,

就难以真实地揭示话语的组

织和展开过程
。

主位标志既然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分界线
,

它就绝不会出现在焦点成分里
’

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 口大槐树底下玩啊台球
。

’

其实你也就是啊一般人
。

’

咱们谁也不要使啊这个电话了
。

’

最好谁也别欠啊谁的情儿
。

’

咱们国家又没有啊去那儿的飞机
。

进一步看这个问题
,

与其说主位标志是标示主位的
,

不如说是标示述位的
,

也就是说
,

句中语气词固然标志着次要信息的结束
,

更标志着重要信息的开始
。

语气词可以说就是个信

号
,

说话人利用它引起听话人对下文 重要信息 的重视
。

如果说语气词可以出现在什么什

么的后面有时还颇难决定的话
,

那么换一种说法
,

说语气词往往出现在焦 点成分的前头
,

就

变成一条容易把握的原则了
。

这一节我们着重讨论 口语里主位结构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主位后置现象
。

主位结构和语体特征
、

句类特征

我们认为
,

一般叙述语体 里主位在前
、

述位在后的语序
,

是体现 了 语 用

学的可处理原则
,

先从听话人熟悉的情况说起
,

再引出 新 的
、

重

要的信息
,

这是在有比较从容的谈话环境时最符合听话人心理认识过程的
、

最合理的信息结

构处理方式
。

但是在简短紧凑的对话语 体 里
,

要求说话人在最短的时 间 里
,

把

最重要的信息明确传达给对方
,

这个时候
,

简练原则 和清楚原则

就显得特别重要
,

重要的信息成为说话人急于说出来的内容
,

而次 要 的 信

息就放到了不显要的位置上
。

这样就出现了后置主位现象
,

如

别打岔
,

到底去不去你

怎么都不说话 好看么倒是

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主位成分不能后置
,

我们认为 “ 主位一述位 ” 这对概念的实质是次

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对比
,

分析本节例句可以看出
,

后置成分总是轻读的
,

甚至常常是可以

省略的
。

本文第四节关于历史语法的简短讨论还将说明
,

后置主位是有汉语特点的一种语序

表现
。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表明
,

在一般对话里最容易引起听话人注意的首先是句首成分
,

因此
,

对话语体里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的处理办法
,

既是说话人直接的心理反

映
,

也是引起听话人注意的便捷手段
。

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里
,

有 以上的主位后置句出

现在对话里
,

可以说明
,

主位后置是对话语体的特有现象
。

从主位后置现象所出现的句类来看
,

其分布 也有一些特点
。

下面是我们对所搜集到的后



置主位现象在陈述句
、

疑向句
、

感叹句
、

祈使句和否定句里的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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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分类举例
。

先看陈述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我这么小心注意着成天价
,

就因为实在不是个圣人
。

她骂了我一顿
,

为你
。

再看疑问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对不对嘛我说的

我干什么 了究竟

感叹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这 还 没 结 婚呢他们

多不容易呀
,

能凑到一起
。

祈使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快出去吧你
,

帮不上忙还净添乱
。

要离就真离
,

别光说 —你要有志气
。

否定句中的主位后置现象

不关 自己的事反正
。

不嫌寒掺都
。

从统计可以看出
,

疑问句所占比例最大
,

有近半数之多
,

感叹句
、

祈使句和否定句三者

相加也有三分之一强
。

这四类句式一般称为非常规句 , ,

它们在功能 上 的

共同点在于
,

都含有对焦点信息加以强化的要求
,

即强化句类所要突出的疑 问 点
、

感 叹 信

息
、

祈使信息和否定对象等
。

而常规句 仅占总数的
,

这和一般情

况很不相同 在主位在前
、

述位在后的句子里
,

常规句占绝大多数
,

原因也正在于主位后

置的功能是使述位部分得到强调
,

这种突出述位的语序成为非常规句焦点信息的强化手段
。

后置主位的功能类型

分析后置成分的类型只能从功能角度入手
。

前人曾对这种现象给予注意
,

往往是从句法

角度着眼的
,

做法是逐一考察汉语几种主要句法结构哪些可以调换位置
,

哪些不能
。

这种做

法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只以常见句法结构为依据进行测试
,

可能会遗漏某些重要的

现象
,

二是不能以句法类型说明 “ 易位 ” 现象带有一致性的规律
,

三是不能使哪些可以 “ 易

位 ” 哪些不能 “ 易位 ” 得到合理的解释
。

我们认为
,

主位后置是一种功能表达手段
,

以功能



为纲
,

可以揭示其本质规律
。

以下分别考 察 意 念 成分
、

人际成 分 和 篇 章 成 分 的 后置现

象
。

话题主位后置现象

主位成分是句子讨论的出发点
,

可以说是为其后的评述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参考点
。

话

语中最典型的参照成分是时间和空间参考点
,

表示时间和空间的成分从形式上看可以是普通

时间词和方位词
,

也可以是表示时间或空间的介词结构
,

这些成分的后置现象例如

对不起
,

周华
,

我是太急了点儿刚才
。

我不想结婚现在
。

有录音机没有这儿
“ 别听我瞎说啊

,

我这是喝了酒胡说
,

我难受
,

这儿
。 ” 范建平指指心窝

。

可大街你随便敲人家门去
,

深人静的时候
。

问问可有一个乐意拉着你们满北京兜 风 的 —在这夜

我也看见了你
,

在望远镜里
。

除时间空间成分外
,

表示人和事物的话题主位也常后置
,

例如

周华
,

你得管管你们方波
,

太 自私了他

怪不得瞅着您眼熟
。

幸会幸会 那戏我可哭了
,

整整教育了一代人哪您

启森啊
,

那女孩子
,

是谁 “一是谁啊
,

那女孩子

那您处理吧这稿子
,

没准儿是我看太多遍陷进去了
。

哎哟
,

想死了这事

人和事物也常可以用介词结构引入

看见林蓓了么 她也来了和那个宝康
。

毛主席保证我不认识姓刘的 —除了他
。

没吵架
,

和方波

话题主位不仅可以由体词性成分充当
,

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
,

例如

干嘛呢站在街上 打算去哪儿

够累的
,

一天老站着
。

“ 咳
,

有莉莉盯着
,

有我没我无所谓
。 ”

“ 太有所谓了有你没你
。

你的戏多好啊
,

要是你能排
,

宋导准保省劲多了
。 ”

我这是跟谁呀 使这么大劲
。

人际主位后置现象

人际主位的后置可以分两种类型来谈
。

最常见的一种是系动词和一些心理动词 “ 说 ”

“ 想 ” “ 看 ” 等
、

能愿动词等前面加上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
,

这种组合也不是句法切分成

分
,

但经常凝固在一起充当人际主位
。

例如

干嘛呢 这是 这么热闹
。

“ 什么呀这是 ”

“ 面膜
,

白给的
,

一个洋白菜的
,

一个柿子椒的
。 ”



何必呢你说
,

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我一定跟她说
。

会谈通的我想
。

还可以呀我看
,

再大就该招灰了
。

我就是这么表现的
,

我认为
。

这一类主位成分如果复位的话都是居于句首的第一层主位成分
。

另外一类后置的人际主

位并不是原来的句首成分
,

例如

这房子也是我们单位刚分的我
,

过去没家都
。

就是别那么吹
,

太吹了也

老范
,

我认为你就应该评二级 —至少

往往多数婚姻都没有爱情呢 —还

我们把这些现象看成人际主位后置的依据是
,

他们复位以后都可以加上主位标志
,

如 “ 过

去都哇没个家 ” “ 你至少啊应该评二级 ” “ 检查官已经啊很宽容了 ” “ 往往多数婚姻都还呀

没爱情呢 ” 。

因此
,

我们把 一 看成是如下说法的变体 “ 没家过去都 过去没家

我都 ” “ 太吹了他也 ” “ 我认为就应该评二级你至少 ” “ 往往没爱情呢多数婚姻还 ” 。

这两种类型形式上的区别在于第一类后置主位是由一个体词性成分加一个谓词性成分组

成的
,

第二类前头没有一个体词性成分
,

但都可以补上
。

下面这种情况与前两种不同
,

前面

的体词性成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

但整个后置部分都可以移至句首
。

它们既可以看成是

右时性的后置
,

也可以看成固定的句末用法
。

例如

别来劲啊
,

给你脸了是不是

若有所动鼻子一酸心头一热也没准
。

没淮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

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人门 —不瞒您说
。

离你就下决心离
,

要么就不离
,

离了也别再娶
,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 ,

篇章主位后置现象

篇章主位的后置有一个特点
,

即不是单个的篇章连接词的后置
,

往往是一个起连接作用

的表原因
、

目的
、

条件的分句后置
。

例如

许童童这么说着脸却红了
,

由于兴奋
。

不饿也得吃
,

为了工作
。

怎么样
,

心情好点儿了吧 听到别人倒霉

我们有办法叫他开 口

—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

多项主位的后鼠现象

两个以上的后置主位如果属于相同性质
,

后置时二者的先后次序是随意的
,

如

我还用跟她来这个 我要能演
,

搁过去
。

一 争 我还用跟她来这个 搁过去
,

我要能演
。

夸我呢是吧
,

刚才你们

夸我呢是吧
,

你们刚才了

例 二者都是篇章主位
,

例 二 者都是话题主位
。

而不同性质的主位成分不可能同



时后移
。

看下面这个例子
什么呀

,

都是
,

他们那两个条件宁

什么呀
,

他们那两个条件都是

句是两次移位的结果
,

人际主位 “ 都是 ” 和话题主位 “ 他 们 那 两 个 条 件 ” 原 不 在一个

层次上
,

第一层的话题主位首先移位
,

成为 “ 都是什么呀他们那两个条件 ” ,

第二步是人际

主位 “ 都是 ” 的后移
,

成为 句的语序 而 句则不宜这样分析
,

应该看成 “ 他们那两个条

件都是 ” 整体作为一个人际主位的一次性后移
。

这两种不同的分析可以从 句和 句不同的

音段模式得到证明
,

句中有两处明显的停顿
,

句中只有一处停顿
,

分别由文字上的 逗 号

标明
。

多项主位共现现象在叙述语体里比较常见
,

因为那是在有比较从容的说话场合时对信息

结构的一种合理的有序安排
,

但在对话的时候
,

说话人的心理过程比较简单
,

说话环境也不

允许有那么复杂的铺排
,

因此对话语体里并不常见
。

四

本文试图通过实例说明
,

信息结构跟句法结构有时并不一致
。

但问题未必可 以 就 此 结

束
,

因为我们知道
,

绝大多 数 句 法 规则都是历史上语用原则固定化的结果
,

研究共时平面

上语用功能的倾向性表现
,

有助于我们观察句法规则的变化方向
。

历史语法学者有一种看法

认为
,

主题标记从古汉语中消失
,

促成了从 向 的转变
。

上古汉语主题标记的表现

例如

今也
,

每食无余
。

诗经

十亩之间兮
,

桑者闲闲兮
。

诗经
例 和本文描写的主位标志现象依稀仿佛

,

例 屈承熹的解释是 “ 两个
‘

兮
’

皆为

主题标记 ⋯⋯缺的只是述题
。

这正是诗的本意
。

诗的弦外音是 假若情况如此
,

诗人希望提

出某种看法
,

但不便说出 口
,

只以主题标志暗示之
。 ” 同时屈承熹指出上古汉语还存在一种

主题后置的颠倒语序

贤哉回也
。

论语

这又与本文描写的主位后置现象遥相呼应
。

迄今我们还没有见到关于上古汉语主题标记消失过程及其对汉语主题化如何影响的详细

描写
,

反观现代汉语
,

信息结构和句法结构也不都是铁板一块
,

新近 日益明显的句中语气词

专职化倾向以及易位现象的规律化倾向十分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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