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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类和语气的句法分析 -

邓 思 颖

提 要 /句 0分为句子和小句 "小句赋予特定的时间意义和句类 ,带上语气的小句成为句子 "汉

语表示句类最基本的形式手段是语调 , 句法上体现为标句词 "语气主要表达 了话段意义 , 可以体

现为语气词 "汉语的语气词可以分为焦点 !程度 !感情 ,只在根句出现 "

关键词 小句 句子 句类 标句词 语气

一 句子和标句词的关 系

生成语法学一般认为标句词(co m ple m ent ize r,简称 C )是组成句子的一个重要的词类 , 句

子就是一个标句词短语 C P "在生成语法学的文献里 ,汉语的语气词(或称为 /句末助词 0)往往

分析为标句词 ,并且在句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L ee 1986 ,汤廷池 1989 , c heng 199 1 , Li , Y en -

huiA udrey 1992 ,邓思颖 2000 !2003 !2005 ,徐杰 2005 ,石定栩 !胡建华 2006 ,何元建 2007 等) "

C he ng(1991) 提出每个小句必须由语法手段标示句类 , 并认为汉语语气词是用来标示句类 "

C hom sky(1995 :; 4)提出标句词跟语态(m ood)或 /语力 0(foree)相关 ,并赞同 C heng(1991)的

观点 ,认为标句词的功能是决定句类 "

C heng(1991)曾把汉语的 /呢 0分析为标句词 ,作为 /疑问助词 0,如例 (1) !(2) "然而 , /呢 0

不能在嵌套小句(em bedded Clau se)出现 , 如例(3) 括号内的小句主语 ,显然跟很多使用疑问助

词的语言不同 "例如日语 !N av aj "语等的疑问助词既可以在根句(roo t) 出现 ,又可以在嵌套小

句内出现(根据 C heng 1991 的观察 );而例(3) 的不合语法也跟例 (4) 的英语标句词 w het he r不

一样 , w he ther在嵌套小句内出现 "汉语的语气词只能在根句出现 , 不能在嵌套小句出现(汤
廷池 1989 ) ,汉语方言的语气词也遵守相同的限制 ,例如粤语 (邓思颖 20 06a !20 09 ) "如果汉语

的语气词是标句词 ,为什么只能在根句出现? 如果语气词 只在根句出现 ,那么汉语嵌套小句的

句类又靠什么手段来标示?

(l) 张三喜欢什么呢?

(2) 张三来不来呢?

(3) [张三来不来( -呢)]跟我没有关系 "

! 本文初稿 曾在华 中师范大学举行 的 /句子功能 0国际学 术研讨 会(2009 年 10 月 17 一19 日)上 宣读 , 笔

者衷心感谢 以下学者有 益的讨论 (按拼音序) :蒋平 !徐杰 !尹洪波 !张谊生 !赵春利 !左思 民等 先生 "文 中错 漏

与上述几人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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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 hether John Cam e2doesn .t m atter.

二 小句和句子之别

汉语语法学者一般只区别 /短语 0(主谓结构)和 /句 0(小句/句子) " 5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

要 6认为 /句子由词或短语组成 "每个句子都有一定语气 !语调 0"邢福义(199 7 :16 一17) 认为

/句子语气不包含于词和短语 ,词和短语不带有句子语气 ",,词或短语 ,一带上语气 ,便成为

小句 " ,,准确点说 ,句子语气勃附于小句直接构件 ,从而形成小句 "0根据这些看法 ,句是包

含语气的成分 "

除了语气外 ,停顿对界定句也起重要的作用 "朱德熙(1982 :21) 认为 /前后都有停顿并且

带着一定的句调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的语言形式 0才算是句子 "例(5) 是朱德熙(1982 :210) 的

例子 ,他认为有歧义 ,可以有三个意思 , 其中一个意思是 /了 0在例 (6) 的括号内 "按照他的定

义 ,例(6) 的括号前头没有停顿 ,不应该算作句子 "不过 ,按照他的分析 , /了 0是语气词 "那么 ,

/了 0的出现可不可以让例(6) 的括号部分诊释为句子? 例(7) 的括号部分是修饰 /40 多名职

工 0的关系小句 "¹有 /了 0但后头没有停顿的括号部分又算不算句子? 石定栩 !胡建华(2006)

认为 /了 0是标句词 "为什么例(6) 和(7) 的小句允许标句词的出现 ,但例(3) 却不行?

(5)我知道你去过了"

(6)我知道仁你去过了]

(7)[失去工作了8的40 多名职工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 ,我们有必要把 /句 0分为两类 : /句子 0(sentenee)和 /小句 0(elause):小

句赋予特定的时间意义和句类 ,带上语气的小句成为句子 "句子是比小句更大的语法单位 ,它

们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语气 "有语气的 /句 0是句子 ,没有语气的 /句 0是小句 "

小句可以表示特定的时间意义 ,不能表示时间意义的主谓结构往往不能成句 ,有时候要求

加上表示时间的成分才可以成为小句 , 例如表示时间意义的 /了 0的出现让例 (8) 变得 /自足 0

(孔令达 1994 ,胡建华 !石定栩 2005 等) "

(8)他做完作业了 "

小句可以划分句类 "句类是按照 /句子意义 0(Sent enc e一m ea ni ng)划分 , 由句子的语法特

点来决定 ,独立于语境(L yo ns 199 5) "句类跟陈述式 !疑问式 !感叹式 !祈使式等有关 , 可通过

特定的语调反映出来 ,或许通过书面上的标点符号反映出来 "汉语的句类由句子意义来划分 ,

并且由一些显著的语法特点来决定 ,例如由疑问代词 !感叹词的使用 !特殊的句型 !主语和谓语

的选择等 /词汇手段 0(徐杰 20 03 )来显示 ,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似乎是语调 "每种句类都有

特定的语调 ,例如陈述句的 /陈述语调 0, 祈使句的 /急降而且很短促的语调 !比较平缓的降语

调 0,感叹句的 /降语调 0,而疑问句的语调是 /不可或缺的 0,例如用 /升调 0的特指问 !用 /疑问语

调 0的是非问句等(黄伯荣 !廖序东 2002) "因此 , 表示汉语句类最基本的形式手段 ,应该是语

调 "例如感叹句的例(9) 和疑问句的例(10 ) ,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一样 ,但区别的方式主要依

靠语调 "

(9)他多胖! (10)他多胖?

语气只出现在句子的层面 "语气是一个笼统的大类 , 是 /各种情绪的表示方式 0(王力

1985[1943/1944 8:160) , 可以包括语态 !º言语行为(Speeeh aet)或其他跟话语(diseourse)相关

的特点 "语态指说话人对语句事实内容的态度 ,例如不肯定 !明确 !含糊 !推测等 "言语行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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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的示意语力(il loc ut io na ry for ce)相关 ,指承诺 !指令 !表情 !宣告等内容 ,联系了语言 !说

话人 !话语等方面 "因此 ,语气主要表达了 /话段意义 0(ut ter an ce 一m ea ni ng) ,跟说话时的语境

有关 , 属于语用的层面 "像语态 !言语行为等话语特点在汉语语法学也称为 /口气 0,表达思想

感情色彩 "

形式方面 ,语气可以体现为语气词 !语调 "句调属于语调 ,汉语的升调表示 /反问 !疑问 !近

义 !号召 0等语气 , 降调表示 /陈述 !感叹 !请求 0等语气 ,平调表示 /严肃 !冷淡 !叙述 0等语气 , 曲

调表示 /含蓄 !讽刺 !意在言外 0等语气(黄伯荣 !廖序东 20 02 ) "至于句子的前后停顿 ,也应该

属于语调的一种表现 ,而且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黄伯荣 !廖序东 2002 )"虽然语气对句类的

划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但语气和句类并不一样 "前者主要表达了话段意义 ,跟说话时的语境

有关 ;后者是按照句子意义划分 , 由句子的语法特点来决定 ,独立于语境 "

三 语气词的句法分析

常见的汉语语气词有 /吗 !吧 !曝 !啊 !哎 !呕 0等(胡明扬 1981 !1987 , 朱德熙 1982 等) "通

过连读和合音 , 这几个语气词还可以产生出好几个 /合成语气词 0,例如 /叹 0(匕ei /匕ai )( 一 /吧 0

ba+ /哎 0el/a i) !/嘛 0(m a)(一 /噬 0m e+ /啊 0a )等(胡明扬 1981 !1987) "例(11)显示了 /呢 0

在 /吧 0之前 ,例(12) 的 /哪嘛 0可以分拆为 /呢+ 曝+ 啊 0, /嘛 0是 /哩+ 啊 0的合成语气词 , 例

(13)的 /叹 0是 /吧+ 哎 0的合成 (胡明扬 1981 !1987 ,朱德熙 1982) , 例(14)的 /了 0在 /呢 0之前

(B . Li 20 06 ) "如果把表示时间的 /了 0一并考虑 ,可以得出(15) 的顺序 "

(n )他还没走呢吧? (12) 他在那儿蹲着哪嘛!

(l 3) 已经有了婆家了叹! (l 4) 香港最近下雪了呢 "

(15 ) 了 > 呢 > 吧/吗/噬 > 啊/哎/呕

/呢 0不是语气词 , 主要作用是 /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 内容的某一点 0(胡明扬

198 7) ,有 /你不知道吧 ,让我告诉你 0的意味(左思民 20 09 ) " /注意某一点 !让我告诉你 0的作

用 ,应该是焦点 (fo "us)一种最基本的功能 ; /吗 0表示表意语气 ,有提问的作用(胡明扬 198 7);

/吧 0表示表态语气 , 赋予不肯定的口气 (胡明扬 198 7 , 邵敬敏 1996); /啊 0表示说话人的感情 ,

具体色彩随说话内容和语言环境而定(胡明扬 1987 ) "(15) 这个顺序可以概括为四组成分 , 即

表示时间的 /了 0!表示焦点的 /呢 0!表示语气程度的 /吗 !吧 0!表示感情的 /啊 0,并简化为(16) "

(16) 时间 > 焦点 > 程度 > 感情

汉语的 /了 0是语法化的成分 , 负载时间信息 ,句法上组成时间词短语 /T P 0(邓思颖 2003

等) "汉语表示句类的语调 ,性质 比较特殊 ,形式 比较清晰 ,虽然属于超音段的成分 ,但应该可

以 自成一类 ,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 ) 标句词 C ,形成标句词短语 C P "标句词短语是小句 ,小

句既可以在根句出现 ,又可以作为嵌套小句 "上述例(6) !(7) 的括号部分是标句词短语 ,包含

了时间词 /了 0和由语调形成的标句词 "

跟焦点 !程度 !感情有关的成分 , 可以合成一个大类 ,体现为语力 !焦点 , 合称为语气词 F "

汉语的语气词应该位于标句词短语以外的位置 ,并且只能在根句 出现 "表示焦点 !程度 !感情

的语气词各 自组成语气词 的一个小类 , 可以分别写作 Fl !F : !F3 , 可以各 自组成语气词 短语

F P , !FP : !F P ""例(12) 是一个三组语气词都齐全 的例子 " /哪嘛 0由三个语气词组成 ,表示焦

点的 /呢 0加在标句词短语之上 ,形成 F PI;然后 ,表示语气程度 的 /噬 0加在 F P , 之上 ;最后 ,表

示说话人感情的 /啊 0加在 F P: 之上 ,形成了 F P3 ,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 ,如例(17)的结构 "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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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 啊0在音韵的层次经过同化 !合成等后重新分析为 /哪嘛0"

(17)[FP3仁FPZ[FP, 7eP他在那儿蹲着 ]呢 ]喂 ]啊 2

换句话说 ,包含 /了 0和表示句类的语调是小句 ,包含 /吗 !吧 0等语气词是句子 ,形成根句 ,

/吗 !吧 0等语气词并不能在小句出现 "上述例(3) 的 /呢 0是语气词 , 不是标句词 , 跟例(4) 的

w het her不一样;而括号部分是小句 , 只能分析为标句词短语 , 不可以分析为比标句词短语更

大的成分 "因此 , /呢 0只能在句子内出现 ,处于根句的层次 ,不能在作为嵌套小句的括号内

出现 "

小句和句子的分野可以进一步解释例(18 )的语感 " /吗 0只能理解为在根句出现的语气

词 ,它的辖域(scope)涵盖整个句子 ,如例(19) ,让整个句子具有提问的功能 ,要求听话人回答

(如 /对 ,我想知道 0);但 /吗 0不能在嵌套小句内出现 , 如例(20 ) ,理解为 /你想知道张来不来 0的

非提问的意思 "既然小句由标句词短语组成 ,没有语气词短语 , 因而语气词也就无法出现 "我

们过去知道语气词只在根句出现(汤廷池 19 89 ,邓思颖 2006a !2009 等) ,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

在我们可以有一个看来比较合理的句法解释 "

(18) 你想知道张三来吗

(19)[你想知道张三来]吗?

(2 0) .你想知道[张三来吗] "

四 结 语

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 ,我们提出了句子和小句的句法结构 ,作为分析汉语的 /句 0"把组

成句子和小句的成分 ,分解为一系列的功能词 ,各自在句法内扮演不同的角色 , 这正是生成语

法学 /制图理论 0(eartographie approaeh)的基本精神(R izzi 1997 , C inque 1999) "小句和句子

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功能词组成 ,它们的分工明确 ,在句内扮演清晰的角色 ,表示了时间 !句类 !

语气等 ,无论意义还是功能 , 都极具限制性 "近来生成语法学研究受到 /制图理论 0的启发 ,为

汉语的句子作精细的句法分解 ,尽管具体的细节和操作的技巧不尽相同 ,但也得出一个跟本文

接近的结构分析(如蔡维天 2007等) "小句和句子的句法区分 ,汉语方言(如粤语)也同样遵守

(邓思颖 ZOo6b !2009 , T ang 2009 , B . L i 2006) , 并且在人类语言里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Ci nque 1999 等) ,反映了人类语言的一些核心性质 "

附 注

¹ 例(7) 来 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 "

º语义学对 / m oo d 0(语态 )有比较狭窄的定义 , 也可以翻译为 /语气 0, 是 /语气 0的狭义理解 " 此外 ,

/ m ood,,和 /m odality ,,不一样 ,详见尹洪波(2009) !赵春利 !石定栩(2009)的讨论 "有关 /语气 0的定义以及在汉

语语法学的历史沿革 ,详看石定栩(2009) 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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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 H o n g fe n g , F ro m th e M an n er 卜P red iea te to th e A d v er b ia l : th e G ra m m a tie aliz a tio n a n d

C o gn itiv e M ee h a n ism

T h e m a n n e r p r ed iea te in a s tr u e tu re o f e o n se e u tiv e p re d iea te s m a y h av e u n d e rg o n e s u e h a

p roeess o f g ram m atiealization as: m ann er p redieate > m an ner predieate/m an ner ad verbial >

m a n n e r ad v e rb ia l. T h e s y n ta e tie rn ee h a n ism s o f m a k in g th is p ro ee ss in elu d e th e a d v e rb ia l

m ark er / d e (地 ) 0 , a p ho netie pau se and rean alysis. T h is typ e o f m an ner predieate 15

su bjeetive an d im agery , an d th is typ e of sy ntaetie ph enorn en on ean be exp lain ed basieally b y

th e e a u s a l e v e n t一fra m e th e o ry a n d th e th e o ry o f a tten tio n一w in d o w in g o f e a u sa l ev en t一e h a in in

e o g n itiv e lin g uisties .

K ey w o r d s : m a n n e r p re d iea te , m a n n e r a d v er b ia l, g ra m m a tie a liz a tio n , e o g n itio n , ev en t fra rn e

Z h a n g , Z h e n x in g , T h e E n lig h ten m e n t o n th e R esea r eh o f D ia le cts G a in ed fro m th e S tu d y o f

S e ve ra l Im P o r ta n t C h a ra ete rs in G a n D ial ee t

T h is p a p er , b a se d o n th e s tu d y o f se v e ra l im p o rta n t eh a ra ete rs in G a n d ialee ts ,

d ise u s se s th e d iffe re n e e s b etw e en so u th er n a n d n o rth ern C h in es e d ia lee ts , th e ir e o n siste n e y

a n d d iv e rg en e e , a s w ell a s th e p o sitio n o f G a n d ia le et m a y ta k e a m o n g a ll C h in es e d ia leets .

G a n d ia le et 15 s p o k e n in a n a re a b etw e en W u a n d X ia n g d ia lee ts reg io n s , an d s u rro u n d e d b y

M in , Y ue , K ejia an d N o rthern d ialeets region s , 50 it has an exp lieit n atu re of dialeet-

tra n sitio n a n d d is p la y s h ig h e o n sis te n ey w ith so u th e as tern d ia le ets in so m e a rea s , b u t

r eta in in g its o w n fe a tu re s.

K ey w or d s : C h in e se d ia lee ts , G a n d ia le et , eh a ra ete rs , so u th ea ste rn d ia le ets

C hen , L izh ong , o n the /Ta ibu (太不 )+ V P , , C on stru ction in T aibai D ialeet

/ Ta i占u (太不 )+ V P 0 con stru etion in T aibai D ialeet h as its o w n features. C om pared

w ith P uton g h ua , in T aibai d ialeet v erb s w h ieh can be u sed in th e /za艺bu (太不 ) + V P 0
e o n stru etio n ar e th o se o f a e tio n n o t o f m en ta lity , a n d th e eo n str u etio n e x p res se s w ea k

n egatio n Ju st lik e /ta ibu (太不 )+ V P 0 contruCtion . In T aibai dialeet /za艺bu (太不 )+ V P 0
an d /buta i (不太 )+ A 0 are in com p lem ent distrib ution .
K ey w ords : T aib ai dialeet. /ta乞bu (太不 )+ V P 0 eon struetion , adverb /za i 0, /bu 0

T a n g , S z e 一W in g , A S y n ta etie A n a ly sis o f C la u se T y P e s a n d M oo d in C h in ese

E v e r y e la u s e 15 a s sig n e d a te m p o ra l m ea n in g a n d a ty p e . A e la u s e 15 in te rp re te d a s a

s en te n e e w h en m o o d 15 in tro d u ee d . In to n atio n 15 th e b a sie s trate g y to in d ie ate th e ela u se ty p e

in C h in es e a n d ea n b e r ea lize d a s a eo m p le m e n tize r s y n ta e tie ally . M o o d 15 a sso eia ted w ith th e

u tte ra n ee m e a n in g a n d ea n b e o v e rtly re a liz ed a s 50一e alle d m o d a l p a rtie le s. T h e m o d a l

p a rtie le s ar e fo u n d in th e ro o t , e x p res sin g fo eu s , d e g re e , a n d so m e d ise o u rse p ro p er tie s.

K ey w o r d s : e la u se , se n ten ee , ela u se ty p e , e o m p lem e n tizer , m o o d

M a , H o n g e h en g ; X io n g , W en & X u , J ie , T h e S y n ta etie P o sitio n o f th e S en te n ee 一n ega tio n -

m a r k er a n d so m e R e lev a n t E x P lan a tio n s

S e n te n ee一n e g a tio n一m a rk e r e an a etu a lly a p p e ar in th re e se n s itiv e p o sitio n s in a se n te n ee

o n ly , n a m e ly a t th e se n te n ee in itia l , m id d le a n d fin a l p o sitio n s , th o u g h in d iffere n t la n g u a g es

its p o sitio n se et-n s to b e o f a g re a t v arie ty , w h ie h ea n b e e x p la in e d b y th e m o v e m en t

d ete rm in ed b y th e le x ieo n fe a tu r es .

K ey w o r d s : n eg a tio n m a rk er , s en sitiv e p o sitio n s , m o v 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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