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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于1998年出版，激起了海内外语言学界不少同行进一步研究话题和焦
点问题的兴趣。
该书出版后两年，有日本学者开始将它翻译成日语，还有英国学者提出要翻译成英语。
针对书中提出的观点，海内外出现了许多有新意、有创见的著述，上海教育出版社建议我们挑选一部
分，编成这部论文集。
其中有些论文在国内书刊上发表过，有些在国外发表过，或者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其中有几篇原来
是用英语写的，除了一篇以外都由作者译成汉语。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发表以后，确实得到了语言学界各方面学者的响应。
这部《话题与焦点新论》反应了大家对话题和焦点的全方位研究。
其中有形式方面的研究，有功能方面的研究。
有的从语法角度讨论，有的从语义角度讨论，有的从语用角度讨论。
有的着重理论探讨，有的提供语料证明。
语料有普通话，有上海话，有广东话，还有山西话、宁波话。
有的是对《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一书的全面评论，有的深入探讨其中一个论点，也有的对其中某个术
语提出异议。
有的支持，有的批评，有的肯定多些，有的否定多些。
这些评论好在本身都有新意，作者都有自己的创见。
这里作一些很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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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有“话题的表达形式与语用关系”、“汉语是不是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汉语句子的主
语和话题”、“汉语结构类型的普通语法关照”等有关汉语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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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话题的表达形式与语用关系汉语是不是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汉语句子的主语和话题试论“周遍性
”成分的状语性汉语话题的语法地位和语法化程度——基于真实自然口语的共时和历时考量话题句的
合格条件广东话话题化的处理动机宁波话与普通话中话题和次话题的句法位置晋语的提顿词与话题结
构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初探汉语结构类型的普遍语法观照——评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Please， Let Topic and Focus Co-Exist Peac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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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关于汉语的主语概念的思考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传统的分析方法认真地予以反思。
从《文通》开始，主宾语以主施宾受定义。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位次为准似乎成为主流。
位次确实有以简驭繁的好处，不必为辨别孰施孰受所苦，因为有些情况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施受
关系。
看看Fillmore（1971）为分辨跟施事有关的各种语义格进行的分析，就可以知道用施事定义主语有不小
的困难。
相反，只要在句首就定为主语，就没有这些麻烦。
　　然而凡是句首成分不管跟谓词有什么关系一律定为主语，主语就变成句首语的代名词，学习语言
的人怎么理解一句话的意思呢？
在“猫捉老鼠”这句话中，哪个捉，哪个被捉，这是这句话必须表达的信息。
在明确这一点的前提下，进一步讲话题是猫还是老鼠，才有意义。
反过来，仅仅知道猫是话题，而不知道它在“捉”这个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解释对学习语言的
人毫无用处。
如果说这就是语法规则的全部职责，语法不被“淡化”，不被敬而远之，那真是咄咄怪事。
　　这里也许需要说明，近年在语言类型学研究基础上，通过语言调查，学者发现主语范畴可以有多
种性质，例如Keemam（1976）列举主语在句法、语义、语用方面共有三十几种性质。
对于文献中的论述，我们也需要认真分析。
例如文献中确实报导过不注重标示事件角色的语言，似乎一个名词所指的对象是什么角色要看语言环
境和现实世界的事态。
没有做过实际调查研究，无法对此发表意见。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那是不是一种有悠久文化传统的高度发展的语言，那是不是典型的正规书面表
述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不注意一种语言是不是有天然的主语范畴。
在英语中，造句时有一致关系、格标记和句式变形等可见的东西，传统上有必要用它们定义一个主语
范畴。
汉语中根本没有这种东西，语法学者就不得不自行寻找根据定义主语，这就不存在主语应该是什么的
问题。
所以从本质上讲，只要讲起语法来方便，汉语的主语大可随意定义。
因为归根结蒂，语法是讲语法规则，主语是讲语法规则的工具，并不就是语法规则。
　　在讨论汉语句子的主语时，往往忽略它跟谓词释义的关系。
例如在讨论“这里热”和“今天热”中的“这里”和“今天”是不是主语时，不能不首先考虑“热”
表示什么意思。
它可以表示一个事物本身温度高，例如摸摸暖气片，觉得烫手，可以说“暖气片热”。
但是“这里热”和“今天热”表示气温高时，跟暖气片热就不是一个意思。
如果把它们的句首成分都定为主语，就要对二者的差异作出适当的处理。
再如比较“礼堂里安静”和“张三安静”，可以看出二者的安静不是一个意思，如果把“礼堂里”和
“张三”都看作主语，也要说明二者的差异。
像这些地方，词典和语法书要密切配合，以便学习语言的人能正确地演绎出每一句话的意思。
仅仅给一个术语标签，不能指导学语言的人正确地表达意思和理解意思，这就不是一部完整的语法书
。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可以考虑跟词典释义相结合，确定以句子格式为坐标系的主语概念
。
比如说可以用“张三坐着（椅子）”为基本格式，说明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把“张三”放到“坐”后
面，形成“台上坐着主席团”之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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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形式改变以后，意思也有相应的变化，这时无妨讲话题和焦点如何如何。
　　这里必须申明，语法说明跟人脑的实际思维过程不一定一致。
语法上说可以把“张三”放到后面，思维中却可能直接作为定式处理，并没有前后移动的过程。
即使当初确实有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久而久之，最终也会变成一个集成块直接使用--这种情况就像电
脑硬件的各种板卡集成度越来越高一样。
这就是用变形或转换解释语法规则时，不可避免的胶柱鼓瑟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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