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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句法语用研究》第1篇里讨论了原型性较低的复合结构中结构与其中动词互动产生一加一不等于二
的增效情况。
第4篇把“他”分析成在该类文字序列中失去语法意义而获得语用意义的“语用调焦词”，这种增效
使得“他”后面出现的成分的补语性大于宾语性。
第18篇探讨了“关联期待”放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本人与该理论的提出者之一D.Wilson通过电子邮
件也讨论过，而她的回信也愈加证明了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这种不明确的定义导致该理论的笼统性和
模糊性，结果是热衷于关联理论的学者不得不往小里研究，基本上已经把兴趣转移到了“词汇语用学
”等微观层面，比如用关联理论来解释词汇在使用时词汇意义的放宽、收窄、替代等现象。
导致词义焦点移动的因素当然是“关联”，然而这是想当然的，其他理论的效果操作可能更加细致一
点，本书第19篇和第20篇就比较详细地探讨了类似问题。
词汇语用互动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在第21篇中，笔者熊学亮分析了汉语里“吃+NP”的核心、拓
展、语用三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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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雨民，男，1926年生于上海。
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复旦大学教授。
曾任外文系主任，英语教研室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兼
任教授等职。
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研究，80年代以来，主要研究语言与人类智能的相互关系，已就“语言使用中的逻
辑推理”、“语言符号的解释”、“直义句中的逻辑推理”等问题，在国内外发表过十余篇论文。
著有《英语语体学》、《语言系统及萁运作》、《汉语字基语法》、《“人本语义学”十论》。
主编《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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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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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汉语双宾构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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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词+他／它+数量词（名词）”结构的动补分析
5  致使结构的原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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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被动句的认知解读
8  回指的语篇优选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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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逆证与侦探
12  从转隐喻角度来探析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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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话语的认知修辞分析
15  语篇的认知修辞解构
16  语段表征理论和抽象回指
17  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
18  试论对“关联期待”的放弃
19  逻辑推导的符号学思考
20  语用推理的模型构建
21  论“吃”在“吃+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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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正是因为“逛他一天”中的“他”的指称抽象或虚无，在许多场合中“他”也常常被写成虚指
特征更为明显的“它”，与之搭配的数量短语，也倾向于类似“两”或“几”的虚数，如“喝他两斤
”、“吃他几个”等，而不是更为具体的“用它888元钱”，更常说的应该是“用它八百元钱”，且多
半是向偏多的方向考虑，如不说“用它两块钱”，而通常说“用它几千块”。
但是笔者认为在具体语境中也可以向偏少的方向考虑，假如有人说X爱花钱且大手大脚，X的回答可以
是“今天下午我就要花他五块钱”，以示节俭。
　　“他”加“数量词”，一是在感觉上可以把无界的活动（如“逛南京路”）转变成有界的事件（
如“逛他一天”），二是能对仅在考虑之中的、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感知的事件，进行“非现实”性的
描写，因此王晓凌（2006）认为“他”不能和完成体标记“了”字合用，如不能说“我逛了他一天南
京路”。
不过这种说法至少在上海话里可以被接受，如可用上海话说“我已经逛了他（伊）一天南京路了，你
还要叫我再去啊？
”。
例（14）中“V”、“他／它”、“数量词”和“宾语NP”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成分式的语义限制，
然而它们加在一起，便产生了超越简单词语意义相加的构式义。
我们发现，（14）类句式中虚指的“他”是突出施事（多半是“我”）的意愿的指示词语，“他”的
存在凸显了施事对所指事件“有意”的特征，故用来表示意愿的“要”、“想”、“希望”、“会”
等情态标记词语通常与虚指“他”的双宾句式共现，我们的感觉是“他”在这里主要隐含宣泄或夸张
的意思。
因此，硬把这种句式分析成双宾结构的子类，可能有些问题，因为这样的分析无法对“他／它”所谓
的“间接宾语性”做出到位或合理的解释。
而假如把“他／它”根据汉语独有的特点分析成语用调焦词，考虑“他”的存在压制了其后“数量
词+名词”的宾语性和提升了其后“数量词+名词”的补语性，似乎更加合乎情理，更能反映汉语的意
合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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