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5卷第 5期 
Vo1．45 No．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Soc．Sei．) 

2017年 9月 
Sept．2017 

【语言学研究】 DOI：10．14182／j．cnki．j．anu．2017．05．016 

平行句式衔接功能及其成因暨语用原则 
从朱德熙的一个重要观点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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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德熙曾指出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考察表明该观点经得起事实检验。编码过程的模仿性、毗邻 

单位的相似性、前后语片的对等性以及句式意义的一致性，与前述句式衔接功能的形成不无因果联 系。在语 

篇建构过程中，对于平行句式的运用需遵循表里和谐、服从 目的、兼顾韵律以及合体适量等语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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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ve Function with Attributing Cause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of Paralleled Sen。 

tences— — AnaIysis Based on Important Viewpoint of Zhu Dexi 

LI Hong ，CA0 De-he (1．Depe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China；2．Chinese Department，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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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u Dexi made it clear that paralleled sentences have cohesive functions，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practically true．Imitation in coding，similarities between adjacent units，and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for— 

mer and the latter frag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generating of the cohesive function of paralleled sentence in 

causation．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employment of paralleled sentences needs tO comply with the 

pragmatic principles of consistence between sentence pattern and meaning，aim—compliance，rhythm—connec— 

tion and adequacy． 

一

、 平行句式衔接功能考察 

在 《语法讲义》中朱德熙曾提出过一个重要 

观点 ：建立 “分句之间的联系”既可借助意义上 

的联系也可借助 “形 式上 的联系”；形式上的联 

系有多种表现，其中包括 “分句构造相同”。[11216 

“分旬构造相同”乃平行句式主要表现。照朱先 

生的意思，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句法构造相同相 

近①的句法单位通过并列排布所组成 的句法复合 

体即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 

朱先生关于平行旬式具有衔接功能的观点却 

未能引起学界重视 ，得到积极回应。之所以出现 

这反常情况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平行句式 的使 

用离不开词 汇的支持 ，在二 者结合组成 的语篇 

中，平行旬式的衔接功能 比较隐蔽 ，词汇的衔接 

功能比较明显，结果前者为后者所遮掩。二是我 

国有关语篇衔接的研究虽然并不晚于西方 2̈]，但 

全面兴起则主要受到西人影响。因为在西语中平 

行句式衔接功能并不像汉语那样表现明显，西人 

对此缺乏足够重视，即便有所触及也大多是从对 

偶和排 比等辞格运用着眼，结果在语言研究上习 

惯跟着 “国际潮流”走的我国学者 ，对于朱先生 

前述观点也就不大在意了。需要指出的是，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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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先生所谓 “分句构造相同”乃为便宜说法，根据其举例看，平行句式构成单位不仅包括分句还包括句子，结构形式不仅 

包括相同还包括相近，参见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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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1982)[3]、张国宪 (1993)[4]的相关文稿，均 

已注意到平行句式的衔接功能，但所论仅限于二 

元平行句式，而不像朱先生是在更为宽广的视界 

内考察有关现象和揭示有关规律。 

平行句式的衔接功能之所以比较隐蔽，全因 

为旬式以词类、句法成分、某些标志字以及结构 

层次和结构关系等为构成因子，这些构成因子大 

多缺乏实在性，藉此构成的句式 自然也就很空 

灵。尽管借助语法术语和分析手段可以在书面上 

对它加以描述，但其基本特征并未因此改变。以 

至人们面对极为抽象的平行句式，无法就事论事 

判定它是否具有衔接功能 。例如人们可 以从 “谦 

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之类语段 中析取出 

“主语+谓语 (述语+宾语／主语+谓语) A主语 

+谓语 (述语+宾语／主语+谓语)”这平行句 

式，但难以据此断言，如果相继出现的两个语片 

其句式均为 “主语+谓语 (述语+宾语／主语+ 

谓语)”，彼此必然存在衔接关系。 

对于平行句式衔 接功能 的考 察是否无 从人 

手?不是。可采取如下方法：首先，找些如下语 

例，其前后语片在语义照应上没有问题，但给人 

衔接不好的印象；而根据语感，原因在于本应采 

用平行句式而未采用。然后，对衔接欠佳的语例 

进行变换实验，将毗邻语片的句法结构由非平行 

转为平行；最后，根据衔接效果反应形成结论： 

如果衔接效果明显改善，则认定平行句式具有衔 

接功能；如若不然则另当别论。 

在论及汉语规范的著述中，不难找到符合上 

述要求的语例： 

(1)天上一弯月，地上灯万盏 。 (张斌主编 

《简 明现代 汉语 》) 

(2)做笔记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遗忘，二 

是写作练习。(郑文贞等 《学生作文语病浅析》) 

(3)被告人 于小海与被告人 马新秋⋯⋯窃得 

人 民币四百三十元、侨汇卷二十元 、粮票四百三 

十余斤、布票 一百三十余尺、购货卷 一百一十 

张、八人棉花票卷、食油票三斤、葵花牌录音机 

一 台⋯⋯ (高督 《我们应 当研究语言文字》) 

片的主语为 “地 上”，彼此语义对举 。语 义对举 

可以帮助毗邻语片建立照应联系，可见该句不存 

在语义照应方面的缺失。但它总让人感到衔接上 

有毛病。问题出在：构成该句的两个语片为并列 

关系 ，根据常规 ，对于具有前述关系的组合 ，应 

当让构成单位在句式上趋于平行；而在例 (1) 

中，先行 语 片 为 “主语 + 谓 语 (定 语 + 中心 

语)”，后续语 片 为 “主 语 + 谓语 (主 语 + 谓 

语)”，句式不平行 。对后续语片加 以调整 ，让 

该句以 “天上一弯月，地上万盏灯”的形式出 

现，则衔接欠佳的问题不复存在。 

例 (2)的两个语 片，分别 由 “一是”和 

“二是”领起 。前述领起语 具有关联作用 ，可见 

这两个语片是借助关联词语建立照应联系，其间 

不存在语义照应上的问题。然而以上组合在衔接 

上亦让人觉得有需要改进之处 。该例毛病 同上 ： 

应当让有着并列关系的毗邻语片在句式上趋于平 

行，而作者没有这样做 ，与前后领起语相联系的 

“避免遗忘”和 “写作练习”一为述宾结构一为 

定中结构。通过调整，让它以 “一是避免遗忘， 

二是练习写作”亦即以平行句式 的形式出现 ，则 

衔接方面的缺憾烟消云散。 

例 (3)中的八个语片 ，均 由名词或名词短 

语与数量短语结合构成，其中名词或名词短语之 

间有着语篇语 言学所说的 “同现”(collocation) 

关系 。“同现”关 系乃是建 立照应联系的重要基 

础，可见前述语片并不存在语义照应上的问题。 

八个语片除了第六个为 “定语+中心语”，其他 

均为 “主语+谓语”①，因为句式参差不齐，影 

响了整体连贯性。对第六个语片加以调整，将其 

由 “八人棉花票卷”改为 “棉花票八张”，让八 

个语片以平行旬式形态出现 ，则衔接上的不足随 

之克服。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朱先生前述观点建立在 

语言事实基础上，完全正确 ，经得起检验 。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作家，尤其是著名作 

家，早已注意到平行句式的上述功能，意识到它 

具有增强语篇连贯性的作用。请看有关例证： 

(4)原初形式：最难堪的 ，自然是妻 儿的远 

例 (1)先行语片的主语为 “天上”，后续语 离，而且不通 消 息，⋯⋯ (叶 圣陶《潘先 生在难 

① 名词或名词短语与数量结构组合 ，有人分析为 “主语+谓语”关系，有人分析为 “中心语+后置定语”关系，这里姑且采取 

前一种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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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版本)／修改形式：最难堪的，自然是妻 儿 

远 离，而且消息不通，⋯⋯ (同上 ，再版本) 

(5)原初形式：我回到军部那个土屋顶 、土 

墙壁的客房里 ，上海的通讯 员点燃了洋烛 ，又送 

了热茶来。 (巴金 《军长的心》，初版本)／修 改 

形式：我回到 军部 那个土屋顶、土墙 壁 的客 房 

里，上海饱通迅 员点燃 了洋烛，又送来 了热茶。 

(同上，再版本) 

(6)原初形式 ：这所公馆和别的一样 ，也有 

一 对石狮子在门口蹲踞着，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 

的纸灯笼。 (巴金 《家》，初版本)／修 改形式 ： 

这所公馆和别的一样 ，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 ，屋 

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同上 ，再版本) 

(7)原初 形式：累 累的果 实把 树枝 都压 弯 

了，有的树枝竟然被苹果压断了，而大多数树枝 

不得不用木 杆撑住 。 (峻青 《秋 色赋 》，初版 

本)／修改形 式：果 实累 累，树枝 都被压 弯 了， 

有的树枝竟然被压 断了，大多数树枝不得不用木 

杆撑住。(同上，再版本) 

(8)原初形式：度过 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在 

财 东马房里睡觉的少年 ，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 山 

里混日子，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叫做 “困 

难”!(柳青 《梁生宝买稻种》，初版本)／修 改形 

式：他童年时候讨过饭 ，少年时候在财 东马房里 

睡过觉，青年时候 又在秦岭 荒山里混过 日子 ，简 

直不知道世 界上有什 么可 以叫做 困难 。 (同上， 

再版本 ) 

例 (4)至例 (8)，其 “原初形式”引 自作品初 

版本 ，“修改形式”引 自作 品再版本 ，无论前者 

还是后者皆出自叶圣陶、巴金 、峻青 、柳青等著 

名作家之手。原初形式中标有着重号的地方存在 

衔接欠佳的缺憾 。原 因是 ：出现于该处的语片就 

语义内容看为并列关 系，作为其表现形式 的句法 

结构应 当向其靠拢 ，而起初作 家忽略了这一点。 

后来他们意识到问题所在 ，对衔接欠佳处作 了调 

整，让有关语片以平行形式出现，从而使内部衔接 

由劣转优 ，连贯性 明显增强。对于朱先生的前述 

观点 ，以上改笔实践从另一侧面给予 了有力证明。 

平行句式衔接功能溯因 

在 《语法讲义》中，朱先生论及平行句式衔 

接功能时列举 了以下例子 ： 

(9)稻子收好 了，麦垅种完了，公粮余粮 卖掉 

了，口粮柴草分到了。(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10)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 

能说他没见过世 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同上) 

例 (9)和例 (10)分别为并列复句和并列 

句群 。其 内部衔接尽管同时利用了 “同现”(col— 

location)照应 (例 9)和 “复现” (reiteration) 

照应 (例 10)等词汇衔接手段 ，但对于前述语 

篇连贯性的形成 ，平行句式亦发挥了有力作用。 

平行句式为什么具有衔接功能?根据初步考 

察和研究 ，我们认 为以下四方面因素在其衔接功 

能的形成上起到重要作用 。 

其一 ，编码过程的模仿性 。吴士文指出，对 

应于平行句式的语段可以认为是由 “引导体”和 

“随从体”两部分组 成。其中先行语句 为 “引导 

体”，后续语 句为 “随从体”。 “引导体怎么引 ， 

随从体就怎么随。”“以 i代表引导体，以 S代表 

随从体 ，以一代表引导符号 ，则这类结构的公式 

为 i—s”Lc]。即此可知 ，这类语 段之所 以句法结 

构高度一致 ，全因为其编码过程具有模仿性 。后 

续句 “模仿”先 行句也就是依样 画瓢 ，顺势而 

为 ，故而这类语段读起来语气流畅。与语义不畅 

的语段相比，它总是表现出更好的连贯性 。概言 

之，编码过程的模仿性乃是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 

能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毗邻单位的相似性。完形心理学创始 

人马克斯 ·魏特海默 (Max Wertheimer)指出， 

在心理场内存在多个认知单位的情况下，相对于 

彼此不同的单位，彼此相似的单位更具组合倾 

向[6162 66。这里所谓 “更具组合倾向”是指具有 

更多的被视为统一体的可能性。平行句式是通过 

后续句 “模仿”先行句构成，藉此生成的平行句 

式 ，其毗邻单位之间总是有着较多的相似点。也 

正因为如此 ，在完形 规律 (gestalt rules)作用 

下 ，人们总是把 由多个语片组成的平行句式作为 

统一体看待。“统一体”以内含多个要素且不同 

要素相互联系为构成条件 ，平行句式完全具备上 

述条件。“统一体”内部 “相互联系”，以语篇语 

言学眼光看，其实也就是语篇 内部 “相互衔接”。 

综上所述 ，毗邻单位 的相似性乃是平行句式具有 

衔接功能的又一重要原因。 

其三，前后语片的对等性。俄国形式主义诗 

学重要旗手雅可布逊 (fIKO6COH)说：“诗功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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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对等于是成为 

句段 的连 接 手 段。” (I-[oaTH~eCKag~byHKI．tHa 

npoe~npyeT rlpHHILttII 8KBHBaJIeHTHOcTH C OCH 

ce．YleKII,HH Ha OCb KOM6HHaII,ttH． ~KBHBaYIeHTHOCTb 

CTaHOBHTCH KOHCTHTyHpyIoIKHM MOMeHTOM 

ⅡocⅡe且oBaTeⅡbH0cTH．)[7]2o4这里所谓 “对等”是指 

建立在共同点基础上的对应性。雅氏认为，“对 

等”不仅是相关词汇单位、语音单位、语法单位 

能够在选择轴中被置于同一类聚的理据 ，同时也 

是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原因，因为充分发挥 

“对等”作用乃是诗歌特征之所在[8] ∞。雅氏指 

出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将 “对等”从语言的选择 

轴 “投射”到作品的组合轴；“投射”可以是将 

对应双方其中一方潜藏在语言的选择轴内，另一 

方外现于作品的组合轴上，让双方以 “隐喻”关 

系相联系，如 “豺狼尽寇缨”(李 白诗句)；也可 

以是将对应双方同时并置于作品的组合轴，让双 

方以 “转喻”关 系相 联系 ，如 “窗含 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诗句)。因为 “投 

射”始终以 “对等”为基础，无论前一种 “投 

射”还是后一种 “投射”都具有认知上的可接收 

性；又因为 “对等”建立在共同点基础上，而具 

有共同点乃是构成衔接关系的条件，故而 “对等 

于是成为句段的连接手段”。雅氏所说的后一种 

“投射”在诗歌中有些表现为语音上的 “对等” 

(即节奏)，有些表现为语义语法上的 “对等” 

(即对偶)。雅 氏指出，尽管 “对等”无处不在乃 

为诗歌显著标志，但这并不意味其他语类中没有 

“对等”现象存在。彼此的区别只是在于出现频 

率有高有低而已。与平行句式相对应的语段，其 

中不少是以 “对偶”形式出现，亦即表现为语义 

语法上的 “对等”。根据雅氏上述理论可知，前 

后语片的对等性乃是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的另 

一 个重要原因。 

其四，句式意义的一致性 。汉语句式研究大 

体可分四个阶段：上世纪 20年代至 3O年代为第 

一 阶段，这阶段主要从语用功能角度开展研究， 

以考察句式的语用类型及其语用特征为诉求；上 

世纪4O年代至 6O年代为第二阶段，这阶段侧重 

从语法形式角度进行考察，以说明句式的语法类 

型及其语法特征为 目标 ；上世纪 7O年代至 90年 

代上半叶为第三阶段，这阶段转向从显性句法结 

构与隐性句法结构结合的角度加以观照，以揭示 

句式的语法下位类型为旨归；上世纪 9O年代末 

至目前为第四阶段，这阶段引人 “构式语法”、 

“三维语法”等理论，以解释 “句式义”的构成 

为重点[9]。“句式义”是指 “句式整体的、独立 

的语用表达功能意义”_lo]。借助平行句式组织起 

来 的语篇 ，其组成单位在 “句式义”上表现出高 

度一致性 。心理学指出，人类在信息处理上存在 

启动效应 (priming e~fect)。亦即如果之前接受 

的信息与之后接受的信息高度一致，信息处理过 

程则会表现出 “易化” (facilitation)倾向，前 

后信息单位可以没有丝毫障碍地实现无缝对 

接L】 ]。由此 可见，句式 意义 的一 致性亦 为平 

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原因之一 。 

综上所述，平行句式之所以具有衔接功能， 

乃是 “编码过程的模仿性”、 “毗邻单位的相似 

性”、“前后语片的对等性”以及 “句式意义的一 

致性”四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平行句式运用原则刍论 

语篇衔接手段存在基本衔接手段和辅助衔接 

手段的区别，建立在词汇基础上的衔接手段属于 

前者，建立在语法、语音基础上的衔接手段属于 

后者。上述区分以能否独立发挥衔接作用为根 

据。平行句式尽管具有衔接功能，但缺乏 自足 

性 。黎锦熙 、刘 世儒很 早就 注意 到这 一点 ，指 

出：“劳动创造世界” “我们爱祖国-[1317，尽管 

句法关系相同，但这并不能使它们产生衔接关 

系。就是否具有自足性来看，平行句式的衔接作 

用弱于词汇；但换个角度看，平行句式则又具有 

自己的优长。且看以下用例： 

(11)头发长，见识短。(谚语) 

(12)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 。(广告) 

(13)红灯停 ，绿灯行 。(交通规则) 

(14)爱弥耳生下来的时候是体重六磅半 ，不 

太大，也不太小，正合适。(老舍《新爱弥耳》) 

(15)文不文，武不武。(口语) 

(16)你大柜子 ，他 小柜子。(口语 ，引 自陈 

满华 《体词谓语 句研究》) 

以上用例显示：“对偶”性平行句式 “具有 

独特 的语法功能”(刘丹青语)[引，它可以让本无 

瓜葛的表现内容在认知的因果框架内建立联系 

(如例 11和例 12)，可以为不能独立使用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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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创造使用环境 (如例 11、例 13和例 14)， 

可以使非法语片合法化 (如例 15和例 16)。对 

于前述第一点—— 即可 以让本无瓜葛的语义内容 

建立联系——雅可布逊和钱锺书有过专 门评 述。 

雅氏认为它犹如 “硬切” (一种电影剪辑手法)， 

能够帮助语言单位在语义上实现跳跃性组接[1 ； 

钱氏认为它如同媒人 ，能够让本无关系甚至远如 

“胡越” 的语义单 位在 “不类 为类 ”的基 础上 

“配成眷属”[153。“对偶”性平行句式除了具有上 

述优长，同时还具有其他功能。通过例 (11)、 

例 (13)、例 (15)、例 (16)与其展开形式的对 

比，可知它还具有 “浓缩”功能；根据律诗中颔 

联 、颈联总是比首尾两联更为抢眼，散文中整句 

总是比散句更为醒 目，可知它还具有 “凸显”功 

能；从以经验传承为 旨归的谚语倾向以平行句式 

为载体 ，可知它还具有 “便于记诵”的功能。正 

因为具有上述多种功能，它不仅有着广泛的使用 

场合，同时还有着极高的出现频率。 

充分认识平行句式的语用原则，无论对于掌 

握语篇组织技巧还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该句式的 

运用上需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原则 ： 

首先是 “表里和谐”。表里和谐乃是成 功说 

写的前提 。在平行句式的运用上它主要表现为 ： 

a．如果作为表达 内容的概念结构先设地呈平行 

态势，那么作为表达形式的句式结构需向其靠 

拢，亦呈平行态势。b．如果作为表达形式的句 

式结构呈平行态势，那么作为表达内容的概念结 

构需向其靠拢，亦呈平行态势。上述第一点通过 

例 (1)至例 (8)原初形式与修订形式的对比可 

以看得很清楚。第二点且看后文有关说明。 

其次是 “服从 目的”。常言道 “一样话 ，百 

样说。”同一意思有多种说法可供选择。例如论 

述知识 与实践 的关 系，既可说 “实 践 出真知 。” 

也可 以 “要 想知道梨子 的味道 ，就得 亲 口尝一 

尝。”还可说 “养花知花性 ，养鸟懂鸟音 。”即同 

样意思，既可用单句表达，也可用复句陈述；在 

采用复句形式时，既可选择非平行句式 ，也可选 

择平行 句式；而到底 如何 选择主要取决语 用 目 

的l_1 。在现代汉语各种语类 中，平行 句式利用 

率最高的要数谚语。原因在于：选择该句式有助 

于知识的传承，有助于前述目的的实现。需要注 

意的是，在确定 以平行句式作为表达形式的情况 

下 ，作为表达 内容的概念结构应当注意彼此的对 

应性 。 

再次是 “兼顾韵律”。有些言语组合，其概 

念结构呈平行态势 ，句式结构亦呈平行态势 ，可 

总让人觉得内部照应有问题 。试看 以下三例 (请 

注意标有着重号的地方)： 

(17)a正 始 名 士 吃 药 ，竹 林 名 士 则 饮 酒。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初 

版 ) 

(18)a去找 一点点额 外的收入 ，来买几升 

过冬的小米 (何其芳 《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初 

版 ) 

(19)a驾驶人贪饮一杯酒，亲人 悲流 两行 

泪。(合肥市交通管理局 宣传标语) 

以上三例符合前面所说的 “表里和谐”原 

则，却给人衔接 欠佳 的印 象，原 因何在?再看 

三 侈4： 

(17)b正始名士吃 药，竹林名士饮酒。(鲁 

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修订版) 

(18)b去找一点额外的收入，来 买几升过 

冬的小米 (何其芳 《一个泥水 匠的故事》，修订 

版 ) 

(19)b司机贪饮一杯 酒，亲人悲流两行 泪。 

(西安市交通管理局 宣传标语) 

与前三例相 比，后三例无论就概念结构看还 

是就句式结构看都没有多大差异，但读起来不再 

疙疙瘩 瘩，让 人感 到衔 接得 很好 。区别 在 于： 

(17)b把 (17)a中的 “则”字给删掉了；(18) 

b把 (18)a中的 “一点 点”节 缩 为 “一 点”； 

(19)b没有像 (19)a那样采用 “驾驶人”说法 

而是使用 “司机”这个词。稍许调整和些微不同 

便使衔接效果显著变化 ，乃因为前三例没有注意 

到这样一条规律，即 ：当相邻语片的概念结构和 

句式结构均呈平行态势 ，尤其是前后语片在语义 

上表现为对举关系的情况下 ，前后语 片的语音节 

律应尽可能采取对称形式。语音节律对于语篇衔 

接的影响，笔者在 另文 中有详细论述口 ，此处 

从略不赘。总之 ，在平行句式的使用上还需兼顾 

韵律上的要求。 

最后是 “合体适量”。平行句式与语体类型 

之间存在着倾向性对应联系。对于该句式来说， 

最能让它大显身手的场合是韵体文学作品。例如 

在以排律形式创作的诗歌中，除了首尾两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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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各联都是采用平行句式。而非韵体文学 

作品，尤其是应用型散文，则不是它尽情驰骋的 

园地。有位记者撰写体育新闻短讯，将整个语篇 

完全建立在平行句式基础上，结果读起来味同嚼 

蜡[1 。这个例子说明，在平行句式的使用上不 

可没有语体意识。平行句式的使用还有 “适量” 

的要求。前面指出，韵体文学作品是平行句式充 

分发挥作用的最佳场所，但同一句式反复使用， 

不仅令人乏味，还会让读者产生厌倦心理。排律 

之所 以不如五律、七律受欢迎 ，四六骈文之所以 

成为昙花一现历史过客，与平行句式使用过度不 

无关系。有人认为， “适量”就是 “当用则用， 

不当用则不用”。这话虽有道理，但何谓 “当用” 

何谓 “不当用”有时很难判断。还有人认为， 

“适量”就是 “整散结合 (平行句式与非平行句 

式结合)，交互为用”，这话尽管失之机械，但相 

对来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 “适量”的把握 

上，笔者以为不妨将上述两种意见一并纳人考虑 

范围，作为操作根据。 

与词汇结合为用的平行句式，因为形态显目 

功能独特早已为学界所注意。但以往的研究大多 

是从修辞角度切入，且总是把它同语义搅和在一 

起。站在纯语法立场上对其加以独立审视是从朱 

德熙开始。朱先生指出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多 

年后，有些学者研究语篇衔接手段时提到平行句 

式，但所论或者仅凭直觉，缺少正反两面双向证 

明①；或者不是以平行句式为根据而是以平行句 

为基础②。我们认为平行句式与平行句是有区别 

的，并将变换实验法作为主要手段，以解决语法 

衔接不易论证的问题。探讨平行句式何以具有衔 

接功能，平行句式运用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 

平行句式衔接功能的语言实践是有所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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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德熙在 《“加以”和 “进行’’》(《新闻业务》1961年第 3期)中指出，如果 “加以”出现于并列复句且充当谓语中心，此 

时不可不用。因为它是平行句式的结构成分，而平行句式是并列复句的构成基础，一旦拿掉将严重破坏整个并列复旬的连贯性。即 

此可知，朱先生关于平行句式具有衔接功能的观点来自语言正反用例考察。 

② 平行句式不同于平行句，前者剔除了具体表达内容，后者连带着具体表达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