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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时间词语在名词性词语中比较特殊 , 出现在句首时应当看作什么成分 , 历

来引起很大争议。 本文试图引用句法、 语义、 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 , 结合结构和意义对

句首的时间词语进行成分分析。本文认为 ,句首时间词语既能充当句子的内层结构成分 ,

也能充当句子的外层结构成分 , 即作主语、 状语和全句修饰语。

关键词: 句首　时间词语　成分分析

一、 需要明确的几个概念

1. 0　时间词语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词语 , 它在句子中的位置灵活 , 能充当多种句子成分。

1. 1　时间词语。 并不是所有表示时间的词语都是时间词语 , 时间副词如 “马上”、 “立即”、

“随时”、 “已经” 等不是语法意义上的时间词语。在词性方面 , 时间词语主要指时间名词或名词性

短语 ; 在语义方面 , 时间词语或者表示从古到今的时间之流上的某一处。如 “唐朝”、 “一九七六

年七月一日” , 或者表示相对于说话的时间的一个时间 , 如 “古时候”、 “明天上午”。

1. 2　句子成分。在具体的结构关系上 , 句子包含具有不同功能的结构成分 , 这就是 “句子成

分” , 句子成分包括内层结构成分和外层结构成分: 内层结构成分是从句子的句法平面分析出来的

句子成分 , 即句法结构成分 , 如主语、 谓语、 宾语等 ; 外层结构成分是从句子的语用平面分析出

来的句子成分 , 它游离于句法结构成分之外 , 不和句子的任何成分发生句法上的联系 , 如插入语、

提示语、 全句修饰语等。例如:

(1) (你 )哥哥‖
·
看
·
样
·
子 [今天 ]不会回来了。句中 , “你哥哥” 是主语 , “今天不会回来了” 是

谓语 , 主语和谓语中又可以分析出定语、 状语和中心语 , 如 “你” 作定语 , “今天” 作状语 , 这些

都是从句法平面上进行分析的 , 属句子的内层结构成分 ; “看样子” 是全句的一部分 , 但又不和前

后的任何一成分发生句法关系 , 是全句的插入语 , 有语用功能 , 表示个人的猜测 , 属句子的外层

结构成分 , 也叫外位成分。

二、 句首时间词语的成分分析

2. 0　时间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很灵活 , 可以出现在句首、 句中、句末 , 充当主、 谓、 宾、 定、

状、 补等多种成分。如:

( 2) 今天‖星期三。　 (作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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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们 [一周 ] 上六节英语。 　 (作状语 )

( 4) 我在北京逗留了 〈三天〉。 　 (作补语 )

( 5) (昨天 ) 的报纸有个好消息。　 (作定语 )

但时间词语单独出现在句首时 , 应当作何分析呢? 有人认为时间词语该作全句主语 , 有人认

为是提前状语 , 有人认为是全句修饰语 , 如:

( 6)
·
下
·
午我们开会。

按第一种分析 , “下午” 当作主语 , “我们开会” 作谓语 , 全句属主谓谓语句 ; 按第二种分析 ,

“下午” 作状语 , “我们” 作主语 , “开会” 作谓语 , 全句属动词谓语句 ; 按第三种分析 , “下午” 作

全句修饰语 , 是句子的外位成分 , “我们” 作主语 , “开会” 作谓语 , 全句属动词谓语句。

事实上 , 时间词语位于句首时 , 既可能作主语 , 也可能为全句修饰语 , 还可能充当状语。

2. 1　时间词语的名词性决定它能充当句子的主语。在下列情况下 ,位于句首的时间词语是主

语。

第一 , 说明时间属于什么或等于什么的句子。 如:

( 7)
·
今
·
天是星期五。

句中时间词语 “今天” 充当主语 , 名词 “星期五” 充当谓语。如果在两者中间加上判断词 “是” ,

句子意思基本不变。这是一类说明句 ,句中前后两个名词性成分是同一关系 , 指的是同一事物 , 而

且句中谓语大多数是从肯定方面对主语加以说明或判断。类似的句子还有:

( 8)
·
现
·
在已经是夏天了。

( 9)
·
十
·
月
·
一
·
日是国庆节。

这类句子有时间动词 (如 “有” ) 作谓语中心词 , 这个动词可以换成 “是” 而意思不变。 如:

( 10)
·
一
·
个
·
星
·
期有七天。

第二 , 说明时间本身怎么样的句子。 如:

( 11)
·
冬
·
至快到了吧。

句中时间词语 “冬至” 充当主语 , 动词性短语 “快到了” 充当谓语 , 说明 “冬至” 怎么样。时间

词语在大多数动词谓语句中不能充当主语 , 但在这类说明句中可以充当。这类句子主要是说明时

间本身怎么样 ,时间词语是说明的对象。这类句子中谓语所代表的动作或变化是由主语 (时间 )发

出的 , 因此去掉了时间词语就只剩下半句话 , 使人感到意思不完全。下面两例均属此类:

( 12)
·
二
·
十
·
世
·
纪快过去了 ,
·
二
·
十
·
一
·
世
·
纪就要来了。

( 13)
·
三
·
月
·
八
·
日放假半天。

第三、 对时间的状态加以描写的句子。如:

( 14)
·
中
·
午真暖和。

句中时间词语 “中午” 充当主语 , 形容词性短语 “真暖和” 充当谓语。 这是一类描写句 , 句中谓

语是描写主语的。 这类描写句其谓语一般是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又如:

( 15)
·
昨
·
天冷极了。

( 16)
·
现
·
在好了。

( 17)
·
夜
·
晚很安静。

句中时间词语 “昨天” “现在” “夜晚” 均为主语 , 谓语中 “冷极” “很安静” 为形容词性短语 ,

“好” 为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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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表示某一时间出现或隐没某事物的句子。如:

( 18)
·
三
·
十
·
年
·
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句中 “三十年前” 作主语 , “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作谓语。这是一类时间范围内的存现句 , 表示

事情发生或事实存在的时间。“语义关系在动词谓语句中表现为动词和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关系 , 包

括与动词有关的施事、 受事、 工具、 时间、 处所等等。 动词前边如果出现这些项目中的一项 , 就

可以充当主语。” “动词前边的名词性成分如果不止一个 , 主语的选择有一定的次序 , 通常的顺序

是: ( 1) 施事 ; ( 2) 受事 ; ( 3) 工具 ; ( 4) 处所 ; ( 5) 时间。” (胡裕树 《现代汉语》 的 “使用说

明” )这段话说明时间词语可作句子的主语 , 但有条件限制。在时间存现句中 , 时间词语作为叙述

的起点 , 与动词发生语义关系 , 而动词前又无其他名词性成分 , 所以能充当主语 , 后面的谓语则

对这一时间的新信息的介绍。又如:

( 19)
·
今
·
天走了五个人。　 (表隐没 )

( 20)
·
去
·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　 (表出现 )

( 21)
·
昨
·
天下了一场暴雨。 　 (表出现 )

句中 “今天” “去年” “昨天” 分别充当主语 , 后面谓语则是传递这一时间的新信息的。

2. 2　例 ( 18)中如果去掉句中介词 “在” , 句子变成 ( 22) “三十年前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此

时处所词 “无锡” 成为句子主语 , 时间词语 “三十年前” 该作何分析呢?

“在汉语里 , 通常所讲的主语有两种: 一种是以语义为基础的主语 , 一种是以语用为基础的主

语。我们管前一种叫主语 , 管后一种叫话题主语。” (胡裕树 《现代汉语》 的 “使用说明” ) 这里讲

的话题主语即话题。话题与主语都属于句子 , 但分属不同的层面。话题表示已知信息 , 是叙述的

起点 , 属语用层面 ; 主语是相对于句法结构中的谓语而言的 , 属句法层面。 汉语句子的话题选择

有很大的自由度 , 不但施事、 受事可以作为句子话题 , 而且工具、 原因、 处所、 时间也可以作为

话题。 这样 , 在具体的句子中 , 话题既可能与主语相重合 , 也可能与主语相分离。那些和主语相

分离的话题 , 可以独立于句子组织之外 , 不和句子的任何成分发生句法上的关系。此时的话题属

句子的外层结构 , 分析为全句的修饰语。 如:

( 23)
·
这
·
个
·
问
·
题 ,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 “我们” 作句子主语 , “这个问题” 是谈话的起点 , 成为句子的话题 , 它处于句法结构之外 ,

成为全句的修饰语。

例 ( 22) 中 “无锡” 作句子主语 , 但 “三十年前” 是全句的话题 , 是叙述的起点 , 此时应分

析为全句的修饰语 , 强调的是 “三十年前” 这一时间发生的事情。

在动词谓语句中 , 时间词语位于句首 , 但是在时间词语和动词之间还有表施事、 受事、 处所

等关系的名词性词语时 , 时间词语为全句的话题 , 分析成分时应归为全句的修饰语。 如:

( 24)
·
今
·
年世界上有几件大事。

( 25)
·
以
·
前 , 我的话他当作耳边风。

( 26)
·
近
·
来我头发掉得厉害。

这几句中 “时间词语 “今年” “以前” “近来” 位于句首 , 成为全句的话题 , 分析为句子的修饰语 ,

而主语则分别由与动词发生其他语义关系的词语充当: 例 ( 24) “世界上” 与动词 “有” 之间存在

“处 -动” 关系 , 作句子主语 , 如果该句变为 “世界上今年有几件大事” , 则 “世界上” 既为句子

的话题 , 也为句子的主语 , “今年” 就归为状语了 ; 例 ( 25) ( 26) 均为主谓谓语句 , 句中 “我的

话” 和 “我” 与名句的谓语动词存在 “与事- 动作” 关系 , 充当句子的大主语。

这样分析既不会造成语用平面的话题混乱 , 也不会使句法平面上的主语不清 , 句子成分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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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这样看来 , 前面例 ( 6) 句成分分析应该是第三种比较合理。

句首时间词语不仅能作单句的修饰语 , 还能作复句的修饰语 , 如:

( 27)
·
这
·
几
·
天 , 天还是那么阴沉 , 雨还是时断时续地下着。

“这几天” 作为整个复句的话题 , 统辖后面表并列关系的两个分句。

时间词语放在句首 , 修饰全句 , 往往是为了表达上的需要 , 或者是为了突出时间 , 或者是为

了衔接上下 , 等等。

为了突出时间的 , 如:

( 28)
·
夏
·
天 , 他坚持锻炼 ;
·
冬
·
天 , 他仍然是坚持锻炼。

这 里把 “夏天 ” “冬天 ” 放 在各 分句 句首 , 就是要突出 “他 ” 不论 在什 么时 候都 坚持 锻炼 。

为 了衔接 上文 的 , 有:

( 29) (他接连锻炼了三个月 ) ,
·
那
·
时候 , 骄阳似火 , 别人都想歇一歇 , 他却能坚持。

句 中 “那时候 ” 就 是要 衔接 上一 分句 , 起到过渡作用。

2. 3　在 有些 动词 句中 , 动词前面只有时间词语 , 如:

( 30)
·
下
·
午开 会。

( 31)
·
今
·
年先 种他 几亩 试验 田。

( 32)
·
今
·
晚
·
七
·
点
·
钟 相见 。

这 些句 子在一 定的 上下 文中 可能 找得 到主 语 , 单独的一个句子其主语无从考究 , 此时把时间词语

定为主语又不妥当。 此 类句 子有 人把 它们 归为 无主 句 , 看来也未尝不可。 这 里 , 我们不妨把整个

句子分析为动词性非主谓句 , 时间词语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 作状语 ,修饰后面的动词性成分 , 两

者构成 “状 -中” 关系 。

三 、 结　　语

时 间词语 在句 首时 充当 的句 子成 分是 多种 多样 的。 我们 在对 其进行 成分 分析 时 , 既不能单纯

地根据施受关系来确定其不能作主语 , 也不能根据形式规定动词前名词一律为主语的框架来确定

其一定为主语 , 同时也不能根据时间词语能修饰动词这一特点来确定其一定为状语。 我们 应根 据

汉 语句 型结构 丰富 性的 特点 , 结合句法、 语 义 、 语 用三 个平 面 , 对汉语句子成分进行划分 , 才会

比较客观地认识整个句子 , 得出科学的结论。

确 定句 首的 时间 词语 的句 子成分 , 我们必须同时顾到结构和意义。这 里讲 的 “同 时顾 到 ” , 不

是说有时用结构这个标准 , 有时用意义这个标准 , 而是要从结构中发现意义 , 要找出结构与意义

之间的确切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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