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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知强调句是英语学习中的重要句型，而学习者对这类句型的掌握却不尽人意。传统的强调句研究 

主要停留在中英对比及强调句中的标记词上，主要通过语料库学习方法，将强调句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 

论相结合，通过人们的凸显观来认识这类句子结构，探索含 i t b e ..th a t/w ho...的强调句与非强调句之间的区别，尝 

试性地分析了学习者错误使用强调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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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强调句是一种修辞，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情感而使用的一种句式。英 语 i t 强调句的形式一般 

表达为“I t i s (w a s )+被 强 调 部 分 （主语、宾语或状语 ）+ w h o  (t h a t)...”。随着二语学习者的增加，强调句作 

为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情感使用的频率也大有提高。以 C h o m s k y 为首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认为，强调句的理 

解正是转换以及生成的结果。句子的深层结构即语义，通过转换得到表层结构即语音[1]。系统功能语法学 

家 H a l l id a y [2]则将此类句子看做是说话者为了突出某成分而使用了交际功能。而认知语言学家则注重语法 

与认知之间的联系。通过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即图形背景理论和强调句之间的整合，说话人可根据听 

话人对话语的接收凸显，将要表达的主要信息放在图形位置，以期达到听话人吸取重要信息的效果。

然而，研究者对这个构式的讨论主要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其不同形式[3]、从句法视角分析其成分[4]、从使 

用过程探究该句型的习得过程[5]、以及用英汉对比方法分析这个句型的主、谓 、宾 、状等不同成分[6]。本文则 

以期结合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对 I T 强调句构式进行分析。

2 构式凸显的概念思想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主要通过体验和认知来认识世界，并用语言作为媒介来体现。焦点/背景（F ig u r e  

一G r o u n d )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以凸显观（p ro m in e n c e  v ie w )为基础的一种理论[]。该观点主要强调被识解 

的对象（即图形）以博取识解人注意力的方式出现，而其余的事物则作为不突显的部分退为背景。早期丹麦 

心理学家通过脸与花瓶的实验详尽地解释了图形一背景理论是人类在认知感知时，无意识地将图形和背景 

相分离的过程[]。图形一背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结构的认知[9]。人类在识别世界时，总 

会一定程度地在知觉场中凸显，其余物体则作为背景出现，这就是凸显原则。也就是说，世界总是被分为这 

样相对的两部分，即著名的焦点一背景分离原则 。 F .U n g e re r &  H .-J .S c h m id [10]认 为 ，在语言表达中，信息 

的选择和安排与我们的认知凸显息息相关。在词序、句序 、语法构式及语篇布局等地方，认知凸显也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认知凸显的过程中，大脑首先将注意力集中于认知参照点（某一凸显的事物）使其成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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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焦点，凸显观是三个基本认知方式之一。U n g e r e r[1°]提 出 ，要想理解认知语言学，就必须专注于经验主义 

和注意观、凸显观，同时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联系起来。由此可知，强调句的使用可与认知语

言学相结合。

所谓强调句，句子中必定会有说话人所要凸显的内容（即 i t is /w a s  + 被强调部分 th a t...),这正如图形一背 

景理论中的焦点部分，更容易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力，在听话人过滤信息时，自然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强调部分， 

而该句式中的其余成分则退居为背景，这就是强调句中图形和背景的对立。la n g a c k e r曾经也用该理论分析过 

句式，但并未对强调句做充分的分析[11]。关春溪[12]认为，强调句是在图形背景理论下，针对说话人和听话者的 

身份，进行句子标记转换的句型。隋亚男[11]从事了强调句基于图形背景理论下的研究，主要分析此类分裂句在 

心理产生的描写。张卫东[13]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运用象似理论对英汉强调句进行了对比。

然而，由于英语结构的复杂性，存在多种易与强调句混淆的句型。虽然有不少学者运用了认知语言学中 

的图形背景理论对强调句进行了研究，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将该理论和语料库结合起来，因此也无法得知是否 

所 有 i t 强调句都适用于这套理论的分析，是否所有含有 i t 的句式都可以用此套理论来分析。本文则以期通 

过语料库的方法，分 析 以 i t 强调句句型为主的结构；并对比探讨是否所有包含 i t + b e + t h a t/w h o 结构的句 

型都能通过凸显的方式分析。

3“It be...that/who... ”构式的凸显特征

语料库语言学是一种借助于计算机研究语言的方法[14]。语料可以被看作是一类文本的集合[15]。研究 

语言需要依赖大量事实，根据实例进行研究分析。而语料库语言学则是通过大量的语料，即真实的语言运用 

对研究问题进行验证或推理。著名的语料库学者 T o g n in i — B o n e l l i[16]对语料库研究方法做了一个分类。一 

是基于语料的。这类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对研究成果做一个基本假设，再带着这个假设回到 

预料中进行验证。二是语料驱动法。这类方法主要是指在研究前，研究者对该成果并没有一个基本假设，而 

需要在实验过程中不停地总结、归类，并得出结论。本文则以期通过后者，并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凸显观分 

析 i t 强调句的使用特征。

3.1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是语料驱动的研究方法。已有学者结合认知语言学和强调句，通过图形一背景理论对该 

结构进行了阐释。但英语的 i t 结构句中，还存在 多 种 含 有 i t 的非强调句式。本文则以期通过语料库的方 

法 ，以 S W E C C L 为例进行大量的实验，并总结出含有 i t 的强调句和非强调句的使用规律。

S W E C C U S p o k e n  a n d W r i t t e n  E n g l is h  C o rp u s  o f C h in e s e l e a r n e r s )即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 

该语料中涵括了口语语料及书面语语料。其中 ，口语料来源于2003 — 20 0 7年的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口试和全 

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试（计 约 100万余词）书面语料来源于全国各种层次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及部分非英语 

专业学生限时及非限时作文4950篇[17]。此语料囊括了大多数中国英语学者的日常用语习惯，因此选取为 

本次研究的语料来源。

3.2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 “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强调句型以及含有该结构的宾语从句、定语从句等非强 

调句句型。

3.3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通过语料库的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对语料本身的分析以及对检索句式的分析。

3.3.1语料分析

由于该探究的研究对象是含有 i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结构的强调句和非强调句，因此，对语料的研究分 

为强调句 i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和 非 强 调 句 i t is /w a s ... t h a t/w h o ...(以下简称为强调句和非强调句）的构 

式 。以下将从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分别进行研究。

口语语料包括 T E M 4 和 T E M 8 的口语测试样本。在 A n c o c 的检索下，可得出该句式在 T E M 4 C表一） 

和 T E M 8C表二）中的体现。其中 ，总子文件代表某一年中收集到的 T E M 4/T E M 8 所有的文件样本数，即参 

与检索的总文件数。

66



第 33卷（总第289期） 唐莉瑶：基于凸显观的“̂丨:^...11«/«*0...”构式使用分析

表一 TEM4 中两句型出现的频次

T E M 4 总子文件 I t is/w a s ...t h a t... I t  is/w a s ...w h o ...

2003 年 161 51 6

2004 年 183 100 5

2005 年 186 65 16

2006 年 183 59 5

表二 TEM8 中两句型出现的频次

T E M 8 总子文件 I t is/w a s ...t h a t... I t  is/w a s ...w h o ...

2003 年 182 34 2

2004 年 188 40 4

2005 年 187 27 0

2006 年 174 37 2

2007 年 185 25 5

根据以上表格可知，在口语语料中，该类构式出现的频次较高，尤其是含有 t h a t的结构。相较而言，w h o  

类构式出现频次则很低，甚 至 在 20(5年 T E M 8 中并没有出现，说明学习者在使用该类结构的时候更习惯以 

t h a t来连接两个句子。

除此之外，图一还详尽地展示出了 200 3年 至 200 6年两构式出现频次的对比。其中 ，A 1 代 表 T E M 4 中 

出现的 t h a t的频次，A 2 代 表 T E M 8 中 出 现 的 t h a t 的频次，B 1 代 表 T E M 4 中 出 现 w h o 的频次，B2 代表 

T E M 8 中出现的 w h o 的频次。从该图可以看出，i t be t h a t / w h o 结构在专四中出现的频率比在专八中出现 

的频率更高，说明该结构更倾于简单构式，英语学习者在简单语境中更易运用；含 有 t h a t 的结构比含有 w h o  

的结构运用更加广泛，在此类句型中，事物比人物的运用更加普遍。

再者，本次书面语料来源为全国各种层次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及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限时及非限时作 

文 4950篇 ，其中包括2 7个不同话题的作文。检索后含有 i t is /w a s  . . . t h a t和 i t is /w a s ... W h o 的句式分别为 

146 7条 和 1 6 5条 。根据数据显示，在书面语语料中出现了大量此类构式，说明学习者们在写作的时候更容 

易写下这类结构，这也许和学习者的学习经验有关，在写作过程中，才有更加充分的时间进行表达整理。但 

是否所有这类构式均为强调句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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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句式分析

本研究所检索出来的条目包括含有 i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的强调句句式以及非强调句句式，以下对这 

两类句式的使用规律进行讨论。

3.3.2.1强调句句式

该研究在检索所有含有这两个构式的口语语料和书面语料中各随机抽取200条含 有 t h a t的句式和2 0条 

含 有 w h o 的句式，除去语法错误后口语语料中的强调句有效表达(含拼写错误)分别为 9 条 和 5 条（表三）

表三 口语检索条目

I t  is /w a s  ...t h a t... I t is /w a s ...w h o ...

1. I t is m o n e y  th a t is th e  m o s t im p o r t a n t， y o u  
k n o w .
2. i t is ju s t I t h a t h a d no s e c re ts to  h e r.
3. . . . i t  w a s a t th a t t im e  t h a t I e n v ie d  m y  te a c h e r
a n d .
4. . . . i t w a s a t t h a t t im e  th a t I fe e l m u c h  b e t t e r...
5__a n d i t is th e  r e a l ly  m a t te r th a t is im p o r ta n t f o r
y o u r l i f e .
6. i t is a b a c k g ro u n d  th a t l i g h t y o u  f u t u r e ... l ig h t  
y o u  f
7 . I t w a s th e  n e w b o rn  b a b y th a t d r iv e  th e  d e a th o u t  
o f h e r
8. i t is o n ly  th e  lo v e  t h a t can la s t fo re v e r .e
9. i t w a s < is >  lo v e  th a t le t th e  b a b y c o n t in u e  h e r  
l i f e .

1. I t  is th e  f lo o d  w h o  m a k e  y o u  l o s e 〈 l o s t 〉 y o u r
2. ... i t w a s ... p o s t o f f.. p o s tm a n  w h o  w a n te d  m e to  
s ig n  th e  l e t t e r .
3 • … i t w a s t h e m a n w h o  re s c u e d h e r f r o m  th e  f i r e ， 
th e n ...
4. A n d  s o m e o n e t e l l 〈 t o l d 〉 h im  t h a t i t w a s a 
m a n  w h o  h e lp e d h i m ， b u t w h e n  th e  b o y w a n te d
to  .
5. I t  w a s a c h i ld  w h o  h a s ... d ro p p e d  in to  th e  r iv e r
a n d .

经统计，书面语中涵盖这两个构式除去语法错误后的强调句有效表达（含拼写及简单语法错误）分别为 

1 2条 和 7 条（如表四）。

表四书面语检索条目

I t  is /w a s  ...t h a t... I t is /w a s ...w h o ...

1. ... i t is th e  a b i l i t y  t h a t is th e  m o s t im p o r ta n t  
t h in g .
2. I t  is s m a l l f a m i l y  th a t c o n s is ts a n a t io n .
3. I t  is o u rs e lv e s t h a t s o lv e th e  p ro b le m  .
4. . . . i t is ju s t th e  d i f fe r e n t c u l tu r e  th a t h a v e le a d to  
th e  d if fe re n c e .
5. . . . i t is th e  c u l tu r e  t h a t d e c id e s i t .
6. ... i t be th e  w e a lth  t h a t d e te rm in e  y o u r sense o f  
f o r t u n e .
7.. .. i t is a s ta g e t h a t p ro v id s  us to  t r a n s i t in to  m a 
t u r i t y
8.. . . 1t is ju s t in t h is  p e r io d  o f t im e  t h a t w e  b e g in  to
le a rn  .
9__ i t is t h e i r p e rs o n a l i t y  r a th e r th a n  s e x th a t d e
te r m in e  t h e i r d e s t in y .
10. . . . i t is c o m p e t i t io n  th a t e n c o u ra g e c h i ld  to  p e r
fe c t th e m s e lv e s .
11. . . . i t is t h e i r c o n t r ib u t io n  t h a t a d v a n c e th e  s o c ie
t y  .
12. . . . i t is th e  u n iv e r s i t y  e d u c a t io n  th a t can g iv e  us 
th e  w a y  ...

1. . . . i t is th e  m o th e r w h o  e d u c a te s h e r c h i ld  a t th e  
e a r ly  s ta g e .
2. I t  is th e  m o th e r w h o  ta k e s c a re o f th e  w h o le  
f a m i l y .
3. ... i t is th e  m o th e r w h o  re m in d s  h e r f a m i l y  o f  
t h e i r b e h a v io r.
4. . . . i t is th e  m a n  w h o  s u p p o r t a f a m i l y .
5. . . . i t is T o n y  w h o  h a v e n o c e r t i f ic a te  ， n o m o n 
e y .
6. ... i t is t h e y  w h o  m a k e  o u r l i f e  h a p p y a n d m e a n 
i n g f u l，
7. I t  be h u m a n  b e in g  w h o  m a k e  th e m  s o...

统计可知，在口语和书面中，人们会表达出大量的 i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的构式，但是其中属于强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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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且正确的表达却是极少。表明该类结构在思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是学习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表 

达 ，尤其在口语中不能快速形成一个系统的表达。下面就通过几个例子，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一背景理 

论 ，分析强调句式在学习者思维中是如何反应的。

认知语言学中的突显观认为说话人在为了强调某一观点时，一定会通过某种方法吸取听话人的注意力。 

也就是说在 i t is /w a s  + 被强调部分 t h a t / w h o ...结构中，说话人需要将他人注意力吸引到被强调部分。结合 

图形一背景理论来讲，被强调部分即为图形，而 t h a t后面的部分则移位为背景。图形具有焦点性，在人们的 

认知中被快速提取，背景则起支撑或反映图形的作用。即便如此，图形和背景仍然同等重要，相辅相成，只是 

为了达到某种需要而将图形前置。如 ：

(1) I t  w a s lo v e  t h a t le t th e  b a b y c o n t in u e  h e r l i f e .

(2) I t  is m o n e y th a t is th e  m o s t im p o r t a n t, y o u  k n o w .

(3) I t  w a s th e  m a n w h o  re s c u e d h e r f r o m  th e  f i r e .

这三个被检索的例句为强调句。句子结构均被分为两部分 i t 后被强调部分及 t h a t / w h o 后不被强调部 

分 。当学习者在习得这类句子时，均会先接触到被强调部分，继 而 感 知 t h a t后的成分。该认知过程会将前 

部分突显出来，达到强调的目的。通常来讲，被强调部分通常为 N  P 或 者 P P 等词组，具有图形面积小的特 

点 ；其余部分则构成背景。例（1)中 ，lo v e 作为图形前置，突出这个孩子继续生活的原因。例 （2)中 m o n e y 作 

为图形，一出现便让读者感知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重点。第三个例句直接将 th e  m a n 和后面的事件对立，主 

语和谓语分离为两部分，让事件作为背景烘托出动作发出者，同样实现了强调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所 

列举的强调句中，几乎所有使用中的强调句都将听者注意力吸引到句中的主语部分。这说明人们在认知处 

理这类构式时，还更倾向于对主语的认识。

3.3.2.2 非强调句式

在随机抽取并检索的这两个构式的语料中，除去少量强调句式及无效句式（语法出现严重错误)外 ，还存 

在大量的非强调句式，其中包括定语从句、宾语从句、主语从句或其他固定结构等。

下面试图通过例子用图形一背景理论揭示非强调句的句式结构：

(4) I t  is a ls o re p o r te d  t h a t th e  p la n e  is th e  s a fe s t w a y  t o ...

(5) I t w a s  th e  t im e  t h a t Jane ’s f i r s t c h i ld  w a s b o r n .

(6) I t  is s a id t h a t th e re  is n o th in g  l e f t ...

(7) I t  is a t r u t h  t h a t he w i l l be h e re ..

分析例（4)可知该句是一个宾语从句，结合句子可知 t h a t后面的从句作为 r e p o r t的内容出现，即宾语成 

分 ，由此可知，该句中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部分应为播报的内容（即 t h a t后的从句部分）而非播报的动作。 

再者，在常规图形一背景理论运用中，图形具有面积较小的特征，背景反之。假设该句是一个常规强调句，即 

是说在该句式中 r e p o r t更倾向于图形 ，t h a t后面的从句更接近背景的特征，但显然不是。例 （5)的表达方法 

多存在于口语中，在书面语中则会判为错误表达。该句若去掉 i t w a s t h a t结构后句式不完整，因此不能看成 

强调句 。 T h e  t i m e 作为先行词出现 ，t h a t 引导的应该是一个定语从句，则此时的定语从句应由关系副词 

w h e n 引导。此时 ，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一背景来看，同 样 i t w a s 后部分具有图形的特点，w h e n 后面的 

从句自然作为背景。该句本身是为了对 th e  t i m e 进行修饰，在某种程度上对 th e  t i m e 进行了强调，由此可 

知 ，定语从句也可用该理论进行分析，但不能作为判断是否为定从的标准。例（6)是固定搭配，i t i s 后为谓语 

部分，该句型重在强调 t h a t后的宾语从句，和 例 4 有相似之处。因此，不能将该理论运用于此构式中。例 

(7)是 一 个 i t 作形式主语 ，t h a t引导主语从句的构式，前后两部分是两个分离且平等的结构。若用图形一背 

景理论将 t r u t h 看作背景，显然它不具备图形不易预料和相关性高的特点，在该句中，传达的信息应为“他将 

来到这儿”，作为主语部分突显度更高。

但是，在书面语中几乎不会再有例（5)中的错误表达。这类表达在口语中由于没有时间进行认知加工，会 

直接将该句式阐述出来；在书面语中，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对所写构式进行加工、筛选并处理出最合适的表达。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常见的几种非强调句构式中，除定语从句和强调句有微妙类似的使用规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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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句型很难运用图形一背景理论加以分析。

4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强调句在图形一背景理论下的运用主要是通过突显某一部分而引起的注意力转向 

问题。含有该构式的表达在使用中频繁出现，却鲜有强调句的表达。且不管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虽 然 t  

is /w a s  ...t h a t/w h o ...中，t h a t句式使用更为广泛，但强调人时，还 是 以 w h o 类强调句为主，即 为 i t is/w a s ... 

w h o ...结构。在所有检索到的强调句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在强调句中的主语部分，可知 ，人们在认知中更 

倾向于事件的主语或者发出者。由于强调句和定语从句在某种情况下均可以用图形一背景加以分析，因此 

通 过 I t w a s  th e  f a c to r y  t h a t w e  v is i te d  y e s te rd a y . —例 ，可以发现，此句子既可以看作是强调句强调 F A C - 

T O R Y —词 ，又可以看作定语从句，对“工厂”加以限定。这就是语言研究中的 A M B I G U I T Y 现象 ，也正是 

这两个构式均可以用该理论加以分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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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A n a ly s is o n I T  B E ...T H A T /W H O ... B ased o n P ro m in e n c e  V ie w  

---- A  Case S tu d y o f S W E C C L

T A N G  L i 一yao

( C h o n g q in g  N o r m a l U n iv e r s i t y ? C h o n g q in g  401331，C h in a )

A b s t r a c t： A s  w e  a l l k n o w , th e  e m p h a s is s e n te n c e p a t te r n  is an im p o r ta n t s tu c tu re  in  E n g l is h  s tu d y . 

H o w e v e r th e  le a rn e rs do n o t m a s te r i t v e ry  w e l l. T r a d i t io n a l s tu d ie s a b o u t th e  s t r u c tu r e  m a in ly  fo c u s on

th e  c o m p a r is o n  b e tw e e n  E n g l is h  a n d C h in e s e， e ve n o n m a rk e d  w o r d s . T h is  s tu d y  c o m b in e s th e  e m p h a s is  

s e n te n c e p a t t e r n w i t h  F ig u r e 一G r o u n d  t h e o r y  in  c o g n it iv e  l i n g u is t i c s ，t r y in g  to  e x p lo re  th e  d if fe re n c e  b e

tw e e n  I T  B E ... T H A T /W H O ... e m p h a s is s e n te n c e p a t te r n  a n d n o n 一 e m p h a s is s e n te n c e p a t te r n  b y th e  

p ro m in e n c e  v ie w  o f h u m a n  b e in g . F in a l l y ，i t f ig u re s  o u t w h y  le a rn e rs use th e  s e n te n c e p a t te r n  w r o n g ly .

K e y w o r d s： e m p h a s is s e n te n c e ; p ro m in e n c e  v ie w ; c o g n it iv e  l in g u is t i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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