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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內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
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
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
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內，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
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
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
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
距的。
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
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
其实，世界范围內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
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
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
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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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句法理论日趋抽象，句法派生日趋繁杂，本书作者追溯现今句法理论的历史，指
出当下主流句法理论中存在的问题。
本书从语言的生物观出发提出一个新的句法理论——更简句法。
更简句法认为音系、句法和语义都有生成性，这三部分形成一种平行架构，通过接口来连接这三个平
行的组成部分，句法的作用就在于协调线性音系与语义之间的关联。
    这部开创性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语言结构的崭新的视角，迈出了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一
步，并且对从心理学、生物学、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角度研究语言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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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Sections 7.5 and 7.6 will motivate an approach we will call "indirect licens-ing", which, like direct
interpretation, posits no more syntactic structure thanappears at the surfa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impler Syntax
Hypothesis. Itdiffers from direct interpretation in tha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antecedentis relevant not onl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gment but also to its syntacticwell-formedness. This helps gives rise to the appearance
that the fragment itselfhas hidden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core of our argument is that if machineryexists that
accoun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fragment of one type, withoutappealing to covert syntactic structure containing
the fragment, then thatmachinery is available for all types of fragments and constitutes the defaulthypothesis.
Finally, and crucially, in our approac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gment orfragments does not require that the
antecedent contain an identical constituent.Following a very substantial literature, we will argue that deletion
underidentity is not always possible in cases of well-formed ellipsis. Rather, fragmentsare interpreted by rules that
match them up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e-cedents in the discourse.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vidence
that hassuggested most strongly that the antecedent of the missing material is syntactic,since such evidence
constitutes the main impediment to a general theory offragment interpre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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