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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在汉语中"除了句首主题)主语和宾语之外"主语属格语位置上的指称对象也可以受零代词回指#这

不仅增加了零形回指先行语识别的难度"尤其是主语和主语属格语何者为先行语"而且对语言成分的功能分析提

出了新问题#研究发现"受零代词回指的主要是结构简单的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有三种领属关系#其零形回

指现象是由该位置上的指称对象的生命性)突显性)物主性等认知因素决定的"使之具有类似于主语位置上的指称

对象的高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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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

主语属格语在传统语法中仅作为一个句法成

分#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在
>33+,+

和
F(HC

*13

5

"

6!

X##

"讨论关系从句化的句法位置排序中#也只

有一个笼统的属格语成分!

]c;

"#没有区分主语属

格语和宾语属格语'在汉语研究早期的文献中#主

语属格语也多是在讨论主题或零形回指的研究中有

所涉及5

$U&

6

#没有专论!个别涉及这一位置的专论讨

论的是主语修饰语的定语性质5

=

6

"'陈平最早注意

到该位置上的成分充当零形回指的先行语!下划线

的词语为先行语#

j

表示该位置上使用了零形回

指'下同"$

$

#收稿日期$

$%"&C%!C$<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数据库的零形回指解析方式实证研究!

%<IQQ%%"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零回指先行语

位置的可及性等级体系研究!

"?QQ%#

"

#作者简介$蒋
!

平!

"<#W

+"#女#江苏扬州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及应用*英汉对比与翻译'



第
#

期 蒋
!

平$主语属格语的零形指代现象研究

!!

!

"

"祥子的右肘很疼#

j

半夜也没睡着'

5

W

6!

X!#=

"

!!

陈平将以上划线部分称为主语的所有格修饰

语#将该位置的指称词语分析为具有强烈的启后性

且能使用零形回指的句法成分之一#同时认为#很多

这种格局的句子可以将其中的定语标志(的)去掉#

把句子改造成标准的主谓谓语句#使首句出现一大

一小两个主语'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两种主语均有

可能做后续零形式的先行语'

!!

较早在回指确认中提到上述位置并认为该位置

的先行语具有较高的指称可及性是
B)

5

<

6

'他发现#

在汉语的跨小句回指中#主语属格语与话题7主语以

及存现主语一样#具有很高的可及性'例如$

!!

!

$

"他的日子过得快快乐乐#

j

从来没有半点

孤单的感觉'

5

<

6!

X"!&

"

!!

限于语料#

B)

5

<

6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此后#

'1,+

K

5

"%

6基于语篇中的零形回指语料统计#再次注意

到这一句法位置在零形回指中的特殊性#并严格地

将主语属格语与宾语属格语分开'在此基础上#她

参照著名的
>33+,+

和
F(H*13

名词成分可及性等

级序列5

"

6

#就汉语零形回指先行语的名词性成分可

及性排序问题#提出了一条不尽相同的等级序列'

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主语属格语的排位'比较

如下$

!!

!

!

"

70

&

\P

&

AP

&

PÎ

&

]c;

&

PFPDX

!

70

主语#

\P

直接宾语#

AP

间接宾语#

PÎ

旁语#

]c;

属格语#

PFPDX

比较宾语'

5

"

6!

X##

"

"

!!

!

W

"

Z

&

7

&

7D

&

P

&

PD

&

PÎ

!

Z

主题#

7

主

语#

7D

主 语 属 格 语#

P

宾 语#

PD

宾 语 属 格

语'

5

"%

6!

X=!

"

"

!!

在前一个等级序列中#属格语!

]c;

"的排位相

当靠后#而且没有区分主语属格语和宾语属格语'

在
'1,+

K

的排序中#属格语分为主语属格语!

7D

"和

宾语的属格语!

PD

"'主语属格语排位相当靠前'

!!

随着句法位置与指称之间的关系在计算机回指

解析#尤其是基于中心理论的回指解析实验中的有

效应用#相关研究随之增多5

""U"#

6

'段?娟等5

"&

6在

回指解析的前瞻中心排序这一参数设定中#采纳了

主语属格语靠前的策略#帮助提高了回指解析的成

功率#因而也使得主语属格语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许余龙等5

"=

6通过一定的语料分析和比较#认证了该

位置上的指称对象较高的生命度和高可及性'本文

基于前后两次语料收集与分析发现#不仅生命度使

得主语属格语具有较高的可及性#还有其他因素的

共同作用'另外#哪些主语属格语能成为先行语#主

语属格语与主语何者为先行语等#也还存在其他限

制条件*语境因素和制约关系'这些讨论均有助于

更全面地了解主语属格语在零形回指中的地位'以

下具体论述'

二
!

可以受零代词回指的主语属格语

!!

本研究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子夜-,报复-,春蚕-

,竹山房-,卖酒女-,夜的眼-,索债者-,美丽奴羊-

,一天-,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叙事语篇#兼采用

以往研究中的例句'语料分析显示#可以使用零代

词回指的是结构简单*与主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的

主语属格语!

#内容上主要以人名*人称代词和表示

人或物的名词词语构成'由于这种关系的词语在带

(的)或不带(的)方面具有随意性而出现陈平所讨论

的大主语小主语现象"

5

W

6!

X!#=

"

#本研究遵循以形式上

带(的)作为判断标准#对于具有领属关系但不具备

修饰语标记的前置语未作考虑#因此#不包括以下

情形$

!!

!

?

"他太太很漂亮#

j

儿女又聪明#

j

真是好

福气'

#

5

?

6!

X??

"

!!

在例!

?

"中#(他)位于主语前面#与主语(太太)

具有领属关系#但是没有使用(的)#本文不看作主语

属格语'

三
!

主语属格语的零回指关系

!!

语料显示#在主语属格语关系中#最常见的主语

属格语由表示人的词语构成#被修饰成分是表示人

体部位的词语'除此之外#也有少数其他方面的领

属关系'综合起来#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主要有

三种领属关系$

"

"人+人体部位7所属物&

$

"物+物

体部位7所属物&

!

"人+所属者'例如$

!!

!

#

"刘五的酒壶在桌子上一摔#

j

喊声(再来二

?<

!

"

#

石定栩5

?

6等称之为主语的所有格修饰语'

由于这一组概念中的大主语不仅包含与小主语具有所有格关系的成分#还包括其他关系的成分#本文不采用这一组概念#而以词语之间的

领属关系为标准'

在
1̂d ZG(H

M

4(+

5

$

65

"<

6

*

Z4,(

5

!

6

*

/),+

K

5

$%

6中#这种结构被分析为主题
&

主语关系的结构'例如$(小明胳膊疼#睡不着觉)#(小明胳膊

疼#肿了起来)中的(小明)被看作主题#(胳膊)是主语5

$%

6!

X"#?

"

'但是#

1̂d ZG(H

M

4(+

5

$

6!

XW=%

"也将(象鼻子长)这样的句子分析为与(象的

鼻子长)具有派生关系的句子#同时#认为主题
&

主语结构中的一部分具有所有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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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杨振声,报复-"

!!

!

&

"床头柜的柜门半开#

j

露出了门边上的弹

珠'!王蒙,夜的眼-"

!!

!

=

"张三的女人也就没办法
j

拎着小菜篮头
j

到菜场上去买小菜了'!陈村,一天-"

!!

例!

#

"的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构成(人+人体

部位7所属物)关系'在这一类语料中#表示(人体部

位7所属物)的词语包括人体的许多部位及其相关成

分#如(手*身体*心*心里*鼻子*精神*心神*脸*脸

色*眼睛*眼光*背*脑*笑*笑声*方寸*勇气*话*语

调*声音)等等#表示人的所属物的词语有(衣帽*电

话*座位)等'其中#前一种的用例极多#后一种较

少'例!

&

"的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构成(物+物体

部位7所属物)关系#这一类的语料不多'例!

=

"的主

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构成(人+所属者)关系#在语

料中#这一类的用例也不多'

!!

从回指语的位置看#上述三种主语属格语#可以

在两处被零代词回指$

"

"在后续小句主语前的位置&

$

"在后续小句的主语位置#例如$

!!

!

<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

j

心头不知道是高兴

呢#抑是生气00'!茅盾,子夜-"

!!

!

"%

"我的猫一贯独来独往#

j

既不怀春
j

也不出

走#

j

就仿佛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残雪,索债者-"

!!

例!

<

"的主语属格语在后续小句主语前的位置

!即主语属格语位置"用了零回指'例!

"%

"的零回指

出现在后续小句的主语位置'

!!

单独从主语属格语做先行语的角度来看#以上

回指关系不难确定'问题是#当先行语环境中的主

语也能充当先行语#而且其零回指也能出现在同样

的位置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综合起来看#这两种

情况可以产生四种回指关系$

!!

!

""

"大家的笑声停止#

j

眼光都向他射'!杨

振声,报复-"

!!

!

"$

"她的那位(老爷)很有手面#在洪门中#

j

辈份很高'!茅盾,子夜-"

!!

!

"!

"范博文的座位刚好对着四小姐#

j

就先看

见了'!茅盾,子夜-"

!!

!

"W

"而她的生活却像一潭死水#

j

从来没有激

起过一丝波动'!徐怀中,卖酒女-"

!!

从以上四种情况中抽象出来的(先行语+回指

语)位置关系可形成四种格局$!下划线为先行语和

零回指的位置"

!!

"

"

7D7

#

7D7

!!

$

"

7D7

#

7D7

!!

!

"

7D7

#

7

!!

W

"

7D7

#

7

!!

在前两种格局中#后续小句主语位置上均有另

外一个有形的指称成分#零回指均在该句的主语属

格语位置'其中#第一种格局中的先行语是前面小

句的主语属格语#第二种的是前面小句的主语'在

后两种格局中#零回指均在后续小句的主语位置#其

先行语的位置也有两种情况'第三种格局中的先行

语是前面小句的主语属格语#第四种的是前面小句

的主语'以上格局中的回指显然需要进行合理的分

化#以便进行先行语的确认'

四
!

主语属格语与主语的回指分化

!!

1̂d ZG(H

M

4(+

5

$

65

"<

6和
Z4,(

5

!

6曾采用(主题决

定性)!

5(

M

18E353*H1+,51(+

"讨论汉语主题句中的零

形回指先行语确定#指出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

句子中有明确的主题和主语时#主题比主语优先决

定后续句中被删除成分的指称内容'例如#对于(那

棵树叶子大#我不喜欢+)#

1̂d ZG(H

M

4(+

认为#

第二句宾语位置上的省略成分应该理解为前一小句

的主题(那棵树)#而不是主语(叶子)'

5

"<

6!

X"%$

"该讨

论没有涉及这类结构中的主语做先行语的情况'

/),+

K

认为#(主题决定性)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提

出如(小明胳膊疼#

j

睡不着觉)与(小明胳膊疼#

j

肿了起来)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可以遵照(主题决

定性)#因为先行语是(小明)#但后者不行'

5

$%

6!

X"#?

"

他据此认为(主题决定性)不够全面#提出要根据零

代词所在小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以及背景知识和世

界知识来决定先行语的选择'

5

$%

6!

X"#?

"石定栩也认

为#(主题决定性)仅限于解释有明显句首主题的句

子中的零形回指#其余结构中的零形回指则不然'

他部分参照
1̂dZG(H

M

4(+

5

"<

6的观点提出$

"

"如果

第一个小句有一个处于句首位置的主题#那么主题

链中所有同指名词词组的删除#一定是由这个名词

词组控制&

$

"如果第一个小句没有明显的主题#那么

该句的主语*直接宾语!包括(把)的宾语"*主语的所

有格修饰语都可以控制主题链中的同指名词词组删

除'

5

?

6!

X??

"这两条原则虽然区分了句首主题与其他位

置上的先行语的回指#但主语与主语的所有格修饰

语的回指问题仍然混在一起'

!!

上述讨论虽然以主题为题#但都涉及到所有格

关系'其中#

/),+

K

的讨论类似于本文的第三*四

两种格局#对本文的分析有一定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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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研究的四种回指格局看#一个初步的趋势

是#当后续小句的主语位置有其他指称词语时#其前

的零代词一般要回指前句的主语属格语!即
7D7

#

7D7

格局#如例
""

"'当后续小句主语位置没有其

他指称词语#只有零代词时#其较多地回指前句的主

语!即
7D7

#

7

格局#如例
"W

"'进一步的比较发现#

在出现第一种格局的回指关系时#前后小句主语成

分的语义范畴等级相同#而在第二种格局的回指关

系中#前后小句的主语成分语义范畴等级不同#且具

有隶属关系#试比较$

!!

!

"?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

j

心头不知道是高兴

呢#抑是生气00!茅盾,子夜-"

!!

!

"#

"他的话仍旧很低#但
j

一字一句非常清

楚'

!

!茅盾,子夜-"

!!

!

"&

"她的那位(老爷)很有手面#在洪门中#

j

辈份很高'!茅盾,子夜-"

!!

在例!

"?

"中#第一个小句的主语(脸色)与第二

个小句的主语(心头)语义范畴等级相同'在例!

"#

&

"&

"中#(话)与(一字一句)*(老爷)与(辈份)的语

义范畴等级不同#具有隶属关系'因此#当前后小句

主语成分的语义范畴相同时#出现第一种回指格局#

当它们构成领属关系时#出现第二种回指格局'值

得注意的是#在例!

"&

"(她的)与(辈份)之间也能构

成领属关系#但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零回指的

先行语一般涉及最近的那个可构成领属关系的成

分#而不涉及更远的那个成分'因此#我们可以不考

虑(她的)作先行语'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出现第二

种回指格局时#前一小句往往为判断句!例
"#

*

"&

"

或前一小句的主语带有指示成分!例
"&

"'

!!

关于第三*四两种格局的区别#语料显示#在这

两种格局中#主语属格语以表示人的成分居多#主语

以表示非人的成分居多'通常的情况是#当后续小

句表示行为或动作时#零代词回指前一句的主语属

格语#因为只有人才能实施行为动作&当后续小句表

示描写或性状时#零代词更多地回指前面小句的主

语'例如$

!!

!

"=

"范博文的座位刚好对着四小姐#

j

就先看

见了'!茅盾,子夜-"

!!

!

"<

"他的皮肤柔细光滑#

j

有如质地优良的薄

皮子'!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

在前一例中#零代词所在的小句(

j

就先看见

了)表示动作#零代词回指前一小句的主语属格语'

在后一例中#零代词所在的小句(

j

有如质地优良

的薄皮子)是描写#零代词回指前一小句的主语'

!!

在本文第二节中#还提到了主语属格语是(物)

!即(物+物体部位7所属物)领属关系"和主语是

(人)!即(人+所属者)领属关系"的情况'对于

(物+物体部位7所属物)领属关系#我们发现#其中

的特点是#后续小句往往是表示评判的句子'因此#

我们可以用描写或判断进一步分化(物+物体部位7

所属物)关系中的先行语'

!!

对于主语属格语与主语均表示(人)的领属关

系#由于两者均可以做后续行为动作的执行者#我们

无法以后续小句动词的语义进行区分'然而#有的

情况下#当先行语环境中出现双重表示(人)的成分

时#后续小句中往往有另外一个指称词语!一般为有

形的指称形式"表明与前面某个成分的同指关系'

因而可以据此对其中的一种零形回指关系予以排

除#例如$

!!

!

$%

"张三的父亲知道了#

j

就打张三的屁股'

!

!陈村,一天-"

!!

!

$"

"乔连科的爸爸没钱供他上学#

j

只好要他

辍学'

5

W

6!

X!&#

"

!!

以上例句中#后续小句均有一个有形的指称形

式(张三)*(他)#有助于其中一个回指关系的排除#

利于零形回指先行语的确认'当然#也有缺乏这一

有利条件的情况#我们则需要借助语义关系来确定

这一类零代词的先行语#例如$

!!

!

$$

"乔连科的爸爸是剃头的#

j

勒着裤腰带过

日子#

j

攒几个钱供乔连科上学念书'

!!

!

$!

"乔连科的爸爸没钱供他上学#

j

只好半工

半读完成学业'

!!

前一例由于第一个小句指明爸爸是剃头的#所

以#后面(

j

勒着裤腰带过日子00)的还是(爸

爸)'后一例的第一小句指明上学的是(他)#不是

(爸爸)#所以#后面小句的主语还是(乔连科)'

!!

最后#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的宏观语义关系

区分#也能够进一步有助于先行语的分化'归纳起

来#在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存在两种宏观关系'

一种含有因果关系#一种不含因果关系'例如$

!!

!

$W

"乔连科的爸爸没钱供他上学#

j

只好半工

半读完成学业'

!!

!

$?

"这种树的叶子小#

j

花大#

j

枝节繁茂#

j

很美观'

!!

!

$#

"乔连科的爸爸没钱供他上学#

j

只好要他

辍学'

!!

!

$&

"这种树的叶子小#

j

呈卵圆形#

j

冬天也

不凋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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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例句的主语属格语与语句之间可分析

为$(乔连科)因为(爸爸没钱供他上学)#所以(只好

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这种树)因为(叶子小#00)

所以就(很美观)'连接在主语属格语后面的语句表

示原因'后两个例句中的主语属格语是对主语进行

限定#谈论的是某人的(爸爸)和某树的(叶子)#语义

上不具备因果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前两句的先行

语均是主语属格语#后两句的均是主语'因此#我们

可以根据是否含有因果关系确定零代词的先行语是

主语属格语还是主语'

!!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对主语属格语和主语的零

回指作如下分化$

"

"当后续小句主语位置有一个指

称词语时$

,:

其前的零代词一般要回指前句的主语

属格语#此时前后小句主语成分的语义范畴等级相

同&

O:

其前的零代词回指前句的主语#此时前后小

句的主语成分具有隶属关系#而且#前一小句往往为

判断句或其主语带有指示成分&

$

"当后续小句主语

位置没有其他指称词语#只有零代词时$

,:

零代词回

指前句的主语属格语!当后续小句表示行为或动作

时"&

O:

零代词回指前面小句的主语!当后续小句表

示描写时"'但是#当主语属格语与主语均表示(物)

时#要以后续小句的语义特点来分化先行语$当后续

小句表示描写时#先行语是前面小句的主语#后续小

句表示评判时#先行语是前面小句的主语属格语'

当主语属格语与主语均表示(人)时#要根据后续小

句中出现的有形回指词语!代词或名词"来进行排

除#同时参照前后小句的语义关系确定零代词的先

行语'最后#还可以通过前后语句之间是否含有因

果关系以确定零回指的先行语是主语还是主语属

格语'

五
!

主语属格语零回指的认知理据

!!

句首主题比其他成分具有更高的可及性已得到

公认#但是#受西方语法框架的影响#修饰语一直被

置于次要地位#主语属格语也不例外'近年来的认

知语言学研究揭示#语言中的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先

行语 在 大 脑 记 忆 系 统 中 反 映 为 不 同 的 可 及

度5

$"

6!

X!$"

"

'从认知角度看#主语属格语位置上的指

称对象能够受零代词回指也是由于它在大脑记忆系

统中的高可及性决定的'这种高可及性不仅来自该

位置所表达的指称对象的生命性#还因为其突显性*

物主性和主题性'

!!

首先#主语属格语常常表示生命性的实体'语

料显示#该位置上出现的大多数是表示(人)的实体#

其主语位置上多出现非生命的或抽象的实体'从本

研究近期约
#

万字语料中获得的
#&

例先行语环境

中均有主语和主语属格语的情况看#属格语表示有

生命的实体占
?=

例#分别是(旁人*刘五*高二!人

名"*他*他们*大家*老通宝*父亲*荷花!人名"*她*

阿多*四大娘*她们*老通宝他们*两人*刀含梦*香港

歌星*陈杲*小伙子*它!猫"*我*我们*团长*张三*

人)等#主语表示非生命的实体占
?"

例#分别是(眼

光*酒壶*笑声*样子*悲哀*左耳朵*拳头*快乐*勤俭

忠厚*影子*那对细眼睛*眼皮*脸色*心*心里*茧子*

神经*筒裙*锅碗瓢勺*生活*夜晚*歌声*脸*反应*脚

步声*食量*空间*目标*瞳光*脚底板*身上*冲床*皮

肤)等'生命性加强了属格语成分对于主语位置上

的指称对象的竞争性'

!!

其次#生命性也带来了主语属格语在认知框架

上的突显性'生命性的实体#由于它的运动性和方

向性#较之非生命的*静态的*抽象的实体更能引起

注意#因而更具有突显性#更容易成为表达的出发点

及关注点'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突显观和图形+背景

关系中的主要观点'

另外#主语属格语还体现出明显的物主性'

语料显示#主语属格语与主语之间多具有(整体+部

分)之物主关系#例如(刘五的酒壶*高二的样子*四

大娘的脸色*小伙子的反应)等'在汉语中#表示(整

体)的词语多为叙述的起点#是话题#表示(部分)的

词语多为焦点或语义上的主要成分5

$$

6!

XWW"

"

'因此#

物主兼(整体)的概念加强了主语属格语的话题

地位'

!!

最后#主语属格语还显示出与主语非常接近的

主题性'在本研究第一次采集的
&=

例语料中#当先

行语环境中同时具有主语属格语和主语时#主语属

格语为先行语的占
!#

例#主语为先行语的
W$

例'

在第二次采集的
#&

例语料中#主语属格语为先行语

的
!"

例#主语为先行语的
!#

例'比例非常接近#说

明主语属格语具有近似于主语的主题性'实例显

示#主语属格语多呈现为大结构的主题#主语则呈现

为局部主题'这在复杂结构中尤为明显'例如$

!!

!

$=

"张三
"

的冲床
$

以前总是一直响到下班铃

响
j

$

才不再(匡汤匡汤)的#

j

"

现在有了点年纪
j

"

在换铁皮的时候
j

"

就只好稍微让冲床00!陈村

,一天-"

!!

上例有两层回指#主语属格语(张三)是大结构

的主题#它的零回指也是大结构的#主语(冲床)是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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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蒋
!

平$主语属格语的零形指代现象研究

部主题#它的零回指也是局部范围的'正由于主语

属格语的这种大主题性#才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这

种关系的词语在带(的)或不带(的)方面的随意性'

而这种随意性也恰好佐证了它的主题性'

!!

前文说过#基于中心理论的回指解析中的一个

重要参数是前瞻中心的排序'这涉及到先行语信息

提取的便捷度'段?娟等5

"&

6!

X$"

"在汉语指代消解的

实验中引入了主语属格语#在分析前瞻中心排序的

主要因素时#参照
'1,+

K

5

"%

6!

X=!

"关于属格语在显著度

排序上的优先性#将语法角色作为比语篇实体的线

性顺序更为可靠的显著度标志而设定为前瞻中心排

序的一个重要参数'实验结果证明#这一参数的设

定对汉语指代消解有积极作用'中心理论的回指解

析模式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其中#主语属格语靠前的

排序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高可及性'

六
!

结
!

语

!!

综上所述#主语属格语的零形回指具有三种关

系#它与主语的零形回指共同形成四种格局'这些

格局可以通过前后位置关系*语义范畴等级*语义特

点和语义结构关系等进行分化'主语属格语受到零

代词回指主要由该位置上的指称成分的生命性*突

显性*物主性和主题性等认知因素决定的#使得它具

有与主语相近的高可及性'在当今认知语言学的研

究走向形式化发展时期5

$!

6

#本研究对于汉语主语属

格语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该位置与主语位置上的先行

语的多重分化#具有积极的意义'限于研究领域#有

关成果尚待计算机回指解析应用的检验#希望能够

在
'1,+

K

的基础上5

"%

6

#为汉语零形回指解析参数的

设定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并希望今后在大型语料

库的支持下#本研究的结论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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