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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走出有限状态语法的圈子 ,以转换生成语法思想建立新的语法理论。汉语的可

选转换式通过采用介词和句子词位易位的方式进行 ,可在深层结构上揭示汉语句子的语法本

质 ,为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提供了赖以依据的客观标志 ,亦可通过此一转换发现句子的主语和

宾语 ,从而为主语和宾语句子成分的划定确立一个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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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顾几十年的争论

长期以来 ,人们过多地陷入有限状态

语法的圈子 ,过多地重视英语传统语法对

汉语的作用。 尽管英语传统语法对现代汉

语语法的建立予以很大的启示 ,但也不可

忽视它给汉语语法研究带来的很大的局

限。在描述语言事实时 ,人们更乐于能指的

物质性研究 ,对能指在所指制约下的发展

变化规律却缺乏理论探讨。 对争执不下的

主语和宾语问题 ,人们更愿意从固定的语

句中依据由有限状态语法中抽象出来的析

句标准去寻求解决。迄今为止 ,人们提出的

析句标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词序的先

后判断语句片断的语法性质 ,另一种是从

施受关系上判断语句片断的语法性质。而

对这两种标准的具体应用 ,人们一般采取

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意见主张从语法形式入手 ,根

据句子成分的前后位置确定主语、宾语或

其他成分。在分析“墙上挂着油画”时 ,“墙

上”便分析为主语。虽然汉语多数语句的构

成方式是主、谓、宾这一排列顺序 ,但并不

是所有的语句都以这样的顺序排列句子成

分。 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给谓语

前、后的成分做出某类称呼上的规定 ,而在

于任何一种质的规定在概括全部句法现象

时 ,必须保持对各类句子分析上的一致性 ,

对各个句子成分做出合乎语法意义的回

答。

第二种意见主张从语法意义上 ,从句

子的施受关系中来确定主语和宾语。从总

体上看 ,就揭示语言的语法性质而论 ,这无

疑比单从“词序”考虑的方式更深入、更切

合实际 ,它主张从句子各个成分形成的关

系中去确定句子成分的语法性质。分析“墙

上挂着油画”这一句子时 ,便引出无主句的

结论。而依据的方式是什么? 是语感。 持

这个主张者解释: “墙上”不能发出“挂着”

这个动作 ,而“油画”只能表示受动的语法

意义 ,因为它不是行为的主体。

“语感”对于分析句子成分确实是一种

辅助手段 ,然而这个内在感觉的外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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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也就是说 ,通过语感确定句子成分

的物质材料是什么? 这是以“语感”为析句

手段者的困惑。虽然 ,语感是每一个说汉语

的人应当具备的 ,但语感对每一个人的作

用是存在差异的。如“王冕七岁时死了父

亲”、“李大可四十九岁时生了一个孩子” ,

有关这类句子的分析 ,人们在语感的表现

上就很难协调一致。许多语言都具有词的

语法形态变化 ,这便给语感对句子形式认

识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 ,而汉

语是不完全具备这类语感依赖的物质材料

的。

第三种意见主张“词序”和“语感”的结

合使用。也就是说 ,既考虑词的前后排列顺

序 ,又兼顾它们的施受关系。当施受关系能

解释语句时 ,就采用语感手段 ,当依据语感

不能清楚表述时 ,就采用词序定位。这样既

照顾了语言的形式 ,又顾及了语言的意义。

可是 ,在揭示句子成分时 ,应当重点考虑语

感 ,还是词序?二者结合的条件和依据是什

么?事实上 ,持这种意见只是在前两种意见

中选择了一条折衷路线 ,因此对语言的解

释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因此 ,若想对整个汉语系统的语法体

系进行全面、本质的揭示 ,必须建立一个崭

新的、概括力极强而又一以贯之的语法体

系 ,以代替至今仍具影响的传统语法理论。

这个全新的语法体系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

点:第一 ,能够对各种汉语语法句提供分析

上的物质标志。第二 ,保持这个理论在实践

应用中的一贯性。第三 ,能够区分语法句和

非句。只有具备这三个特点的语法句法 ,才

能解决汉语的主语和宾语问题。

　　二、新的语法理论的建立

新的语法理论的建立是基于语言由语

义、语音和语法三要素构成这一事实 ,以能

指生成转换所指的各种形态为前提的。能

指的内涵应该包括语音和语法两部分。可

是从索绪尔创立结构主义开始 ,人们在很

长时期内 ,一直凭直观感觉判定能指仅是

音响形象 ,却忽视了组织音响形象的法则。

最先把组织音响形象的法则列为能指的构

成成分 ,发现语言是由三个平面构成 ,并将

三个平面联系起来研究的学者应首推美国

的肯尼思·派克。 他彻底改观了以往只认

为语言是由音、义两部分组成的观点 ,并创

立了语法单位学。同时 ,又发现了语法平面

的各个层级的单位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变

体。也就是说 ,词位法位有词位法位的不同

变体。如 ,英语中的词: He、 him、 his有

主、宾格和所有格之分 ,它们分属同一词位

法位的不同变体 ;句位法位也有句位法位

的不同变体。如汉语句:①我买这筐菜。②

我把这筐菜买了。 ③这筐菜被我买了。 ④

这筐菜 ,我买了。这四句都是一个共同的句

位法位的不同变体。如果在生成语句中重

视肯尼思· 派克的这一发现 ,重视对待各

个层级法位的不同变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联系 ,那么 ,对能指在所指制约下的发展变

化规律就能够有一个本质的认识 ,就愈能

加深理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在

语言实践中的意义了。

汉语的可选转换式应通过采用介词和

句子词位易位的方式建立。介词和词位易

位等手段的应用虽然没有其他语系依据词

的语法形态变化判定句子成分来得容易 ,

但它在深层结构上揭示汉语句子的语法本

质同其他语系依据语法形态的手段是一致

的。 它为汉语句子成分的分析提供了赖以

依据的客观标志。 汉语的介词在共时语法

学的静态描写中不容易把它作为表达一定

语法关系的标志来认识。 一旦把它应用于

句子转换规则时 ,就成为人们理解句子成

分的很理想的物质材料。 它能在汉语核心

句的基础上 ,以自身为句子转换的媒介 ,显

示出核心句的各类句位法位变体 ,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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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汉语习惯的语句终端符号链 ,从而使

内容繁杂而又零乱的汉语句法分析体系在

转换规则的高度抽象下 ,显得清晰、明确 ,

一目了然。

　　三、介词在转换语法中的功能

介词是作为一个词类的集合体提出

的。以往人们对介词的研究着重从语义平

面去考察。如:把介词区分为表示处所方向

的 ;表示时间的 ;表示凭借方式的 ;表示原

因的 ;表示目的的 ;表示对象的 ;表示比较

的等若干小类。而在语法意义平面上进行

研究的就不多。实际上 ,汉语介词的语法功

能 ,确切地说是句法功能 ,在语言结构的建

筑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它是现代汉语

应用转换规则 ,判定句子成分的主要物质

材料 ,这是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很少具备的。

因此 ,了解和掌握汉语介词在句法中的转

换功能 ,对认识和研究汉语语法的特殊性 ,

确立和完善汉语语法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介词应用于句子的生成转换程序 ,最

基本地表现为以下三种语法功能:

(一 )用于被动句的转换。常用的介词:

被、让、叫等。如:①“墙上挂着油画”。可转

换成:②“油画被挂在墙上”。 从①转换为

② ,就是从主动转为被动。介词“被”后边的

宾语 (也就是句子的逻辑主语 )被省略了。

通过“被”、“让”和“叫”这类介词应用的转

换 ,可以得到被动句 ,也可以通过这种转换

的逆运算得到主动句。

(二 )用于宾语前置句的转换。常用的

介词:把、将、连等。如: ①可转换成③“把油

画挂在墙上”。从①转换到③ ,把宾语“油

画”前置 ,并降层级为句子的状语。

(三 )用于名词前 ,进行句子的转换 ,以

确定这一名词在全句中是否为逻辑上的状

语。这样的介词有: 在、靠、到、从等。如:可

将①转换为④“在墙上挂着油画”。也可转

换为:⑤“油画挂在墙上”。

句子④和⑤应用“在”这类介词获得句

子转换的成功 ,因此 ,可以断定。与“在”发

生联系的“墙上”为①句的状语。而类似“墙

上”的句子成分只有通过这样的转换 ,才能

充分表现它的状语属性。

　　四、主语和宾语的确立

任何一个语句都有逻辑上的主语 ,之

所以有的句子中没有出现 ,是因为被省略

了。宾语不是每一个句子都具备的 ,只有在

及物动词充当谓语时 ,这个句子才存在宾

语。检验句子是否有宾语 ,通过以下两种转

换方式便可知道。

(一 )由主动向被动句的转换。 转换句

式成立 ,就存在宾语 ,反之 ,则不存在。 如:

⑥“我很喜欢这本书”。可转换:⑦“这本书

很被我喜欢”。 再如:⑧“床上躺着一个人”

不可转换:⑨“一个人被床上躺着”。由此得

出:⑥句“喜欢”是及物动词带宾语 ,而⑧句

“躺”为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

(二 )通过假定宾语前置的转换。能够

转换的部分是宾语 ,反之则不是。如:10“窗

台上放着一盆花”可转换11“把一盆花放在

窗台上”。12“太湖石后走出一个人”就不能

转换成13“把一个人从太湖石后走出”。 由

此得出 ,10句“放”是及物动词 ,带宾语 ,而

12句“走”是不及物动词 ,不带宾语。

确定句子的主语除了通过主动向被动

的转换以外 ,还应通过假定主语能否同在、

靠、到、从等介词的结合得到反证。 能够进

行这样转换的 ,不是主语。不可以进行这样

转换的 ,又可以独居谓语之前的 ,是主语。

如: 14“里屋住人”可转换: 15“人住在里

屋”。不可转换:16“里屋住在人”。因此 ,14

句的“人”是主语 ,而“里屋”是状语。

　　五、从核心句转换全部汉语语法句

通过介词进行句子转换 ,可以发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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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主语和宾语 ,发现生成句子的深层结

构 ,同时也可以认识一些句子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差异 ,这个存在着的内在联系和差

异为由核心句繁衍生成全部汉语语法句提

供了物质基础。

核心句是语言中最司空见惯的语句构

成形式 ,是由人为规定的用来生成和转换

其他类型语句的最基本的终端符号链。汉

语的核心句应包括: (一 )有宾句 ,即主——

谓—— 宾。符号: N P1—— V t—— N P2; (二 )

无宾句 ,即主—— 谓。符号: NP—— Vi。在

这两个核心句的基础上 ,将有一系列的转

换形式 ,为便于理解 ,在进行这些句式的转

换中 ,配置了相应的例句。

有宾句的核心句:
① NP1—— Vt—— NP2

a(太阳 )—— 晒—— 他

可转换:
② NP2—— 被+ NP1—— Vt

b　他—— 被+ 太阳—— 晒
③ NP2—— 被+ (省略的 NP1 )—— Vt

c　他—— 被+ 0—— 晒

④ NP2—— V t

d　他—— 晒了 (省略“太阳”一词 )

⑤ NP2—— Vt—— NP1

e　他—— 晒—— 太阳

⑥ NP1—— 把+ NP2—— Vt2

f　太阳—— 把+ 他—— 晒

⑦ NP1—— NP2—— V t

g　太阳—— 他—— 晒了

⑧ NP2—— NP1—— V t

h　他—— 太阳—— 晒了

无宾句的核心句: (包括名词状语的无

宾句的核心句 ,其外在形式上同有宾语句

子十分相似 )

可转换:
⑨ NP—— Vi——在+ 状名词

i　一个人—— 躺——在+ 床上

10状名词—— Vi—— NP

j　床上—— 躺着—— 一个人

11 N P—— Vi—— 状名词

k　一个人—— 躺——床上

带有名词作状语的有宾句的核心句:

12状名词—— Vt—— NP2

l　墙上—— 挂着—— 油画
可以转换:

13 NP2—— 被—— Vt在+ 状名词

m　油画—— 被—— 挂—— 在+ 墙上

14 NP2—— Vt—— 状名词

n　油画—— 挂—— 墙上

15 NP2—— Vt—— 在+ 状名词

o　油画—— 挂—— 在+ 墙上

16在+ 状名词—— Vt—— NP2

p　在+ 墙上—— 挂着—— 油画

上述列举的转换句和与之相应的句子

模式 ,说明了由核心句向非核心句转换的

范围 ,但并不等于说 ,每一个语句都可以适

应每一非核心句式的生成转换 ,这因为特

殊只能部分地反映一般。如:句子 a就不可

适应符号链⑧的转换 ,那么 ,句子 h为非

句。也就是说 ,由核心句生成转换所有的语

句符号链的功能是整个语言系统转换机能

的总和 ,对于某一具体语句的生成转换 ,它

仅能表现这一总和的某些特性 ,而不是功

能的总和。

建立汉语的生成转换程序 ,目的是在

语句的运动中发现语法的本质。而人们长

期以来围绕着“床上躺着一个人”和“墙上

挂着油画”这两个句子争论不休 ,就是把语

句分析作静态描写 ,而未把转换程序用于

语句分析的结果。 还有人把这两个句子列

为同质的符号链 ,其实 ,前者只能进行有宾

句的转换程序 ,后者只能进行无宾句的转

换程序。尽管二者的外在形式相似 ,但其语

法的深层意义是不同的。

确立核心句 ,并由此转换成其他语句 ,

实际上 ,就是把人们曾孤立研究的众多不

同的语言符号链做一个总括 ,并找出它们

相互联系的内在规律 ,从而为主语和宾语

句子成分的划分确立一个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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