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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元 结 构 理 论 介 绍

顾 阳 香港中文大学

论元结构 ����
�����

���‘ 贫���� 是近十多年来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 新 课 题 。

关于论元的概念
，
应该追溯到 ��年代 ������ ������和 �������� ������提出的表示述语

跟与之相关的名词短语之间语义关系的语义角色
。

语义角色后来被称为论旨角色 ���������

����������一������一�����
，① 并被运用到以 ������� ������为主导的管辖与约束理论及以后

发展的原则与参数语法 ���� ���������
� ��� ���������� ���������中

，
成为其中两个语法原

则的重要组成部份
，
即论旨原则 ���� ����� ����

������ ��� �一���������� 和投射原则
。

前者

也称论旨理论 ������
�一������� �一�������

。 ②

近年来
，
随着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深人

，
对词库 ��������� 中词项 ��������������的认识有

了更高的要求
，
不少语言学家开始探讨是否在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还存在某种表达层次

，
并试

图探索这种层次的内部结构
，
对于论元结构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展开的

。

下面
，
我们就围绕论元结构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论元结构理论的产生所基于的理论作一些

介绍
。

�
�

论旨角色与论元

�
�

�
�

论旨角色

有关论旨角色的概念最初是由 ��
���� 和 �������� 提出来的

，

其含义是述语有其固有的

论旨角色
，
这些角色表示述语所涉及的主

、

客体或动作
、

行为
、

状态
、

所处的场所
、

动作的起点
、

方向
、

终点
、

原因及引起的结果
、

凭籍的工具
，
等等

。

目前公认的论旨角色有施事者 �������
，
感

受者 �������������
，

受惠者 ���������主���
，

客体 �������
，
处所 ����������

，

起点�
�������

，

终点

���
���

，

工具 ���
���������

，

使役者 ��������
������

，

等等
，
并通常将受影响的客体称作受事者

��������� ������ ������������ �����
。

论旨角色这一概念的产生及运用反映出语言学家试图透过表层的语法关系
，
如主语

、

宾语

同述语的结构关系
，
更深人地燎解述语与论元角色之间的语义关系

，
以及这种语义关系对语法

的影响
。

论旨角色和主语
、

宾语不是一对一的表现关系
，

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和���中每一对句子里斜体的名词短语在句中所占的语法位置不同
，

承担的语法功能也不

同
，

但它们的语义作用是一致的
。

在 ��� 句中
， ��� ���� 和 ��� ��� 都是宾语

，
在 ��� 句中

，

它们都是主语
，

然而它们的语义作用始终是客体
，

并不会在它们担任主语时变成 施 事 者
。 ③

���句中的 ���� 跟 ����
，

既是主语
，
又是施事者

。

��� 句中有主语
，

但没有施事者
。

① 有些文献中将 ������一���� 译作
“
语义作用

” ，
参见徐烈炯 《生成语法理论》 ������

。

② 关于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内容
，
参见徐烈炯������

。

③ 客体通常指经过某种变化的物体 �曲���� ����� ���������
���������施事者则通常指有意愿的行动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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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论旨角色是由述语指派 ��������的
，
一元述语 ���

�一����� ���������� 指派一个

论旨角色
，

依次类推
，

还有二元述语 ����
一����� ����������和三元述语 ���

���一����� ����������
。

这是述语�通常是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汇语义特征 ��������
一�������� ��叩�����

，
与每个述语的

其它词汇特征一起一一记载在词库的词条下
。

述语指派论元角色的特征和述语的另一个词汇特征
，

子语类属性 ������������������ ����

������������� �����
，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子语类属性在转换生成语法向管辖与约束 理 论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取代了短语结构规则
，
因为这些规则在词项的子语类框架内可以标明

。

一

个述语的子语类属性决定了它选择什么语类 ���������� 的补语
，

比方说
，
���� 选择名词短

语
，
����� 选择句子

，
�������

�
选择名词短语加名词短语或形容词短语

，
等等

。

由此可见
，

子语

类属性反映的是一种与句法结构有关的特征
。

用 �������� ������ 提议的
，

后来被 ���� ���

�������采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每个动词 �一选择 ��
一������

，

即 ��������一�������各自的补语
。 �

在文献中一般用下面的形式表示一个动词词项的子语类属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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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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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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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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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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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 ���� �� ���� ��石龙

�������
，
�

， 一 � ����� ���� 乃人之�少 从
�� 万

、
「

�

����
，

�
，
��

一
� �������

� ���� �����，，众���� �，��
���，孟�����

�����记��，
�

， 一 ��
�半�

。 ·��
�’��， �“ ‘

�
�
��

��
���胡��

从���可以看出
，
动词的子语类属性不标明关于主语的信息

，
也就是说

，
动词不单独选择主语

。

需要主语
，

这不是动词本身的属性
，

而是句法结构的要求
，
于所以主语可以是衍生的

。

例如在被

动句
，
以及我们后面要谈到的中间句和非受格句中

，
主语原先都是动词的宾语

。

主语又可以只

为满足形式上的需要
，

如像
���� 这一类动词

，

当不能获得衍生的主语时
，

便使用非人称的 让

来作形式主语
�⑤

����
�

����� ���

�� ���� �� ������� �
�

�� ���

哪 ������ �����
， �� ������

与子语类属性不同
，

述语指派论旨角色的特性纯粹是语义上的
。

这种述语与论旨角色之

间的论旨关系 ��������� ��卫������ 表达的是人们对述语所反映的事件的概念化的认识
，
它指

的是述语和事件参与者或参与事件的角色之间的关系
’ ，

所以是非句法性的
。

这样就能解释为

什么在���和���的句子中当语法关系发生变化时
，
论旨关系不受影响

。

�
�

�
�

论元

论元指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
，
论元在句中所占的位置称作论元位置

。

按照管辖与约

束理论的原理
，

论元与论旨角色之间受论旨原则的制约
，
即每一个论元只能充当一种论旨角

色
，

而每一个论旨角色也只能指派给一个论元
。

有了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
才能使述语在深

层结构
，

表层结构和逻辑形式中有其固定不变的论元和论旨角色
，
从而使一个句子的意思得到

泊 扩充的投射原则要求句子必须含有主语 �������� �����
。

灼 通常认为 �瓶� 中的 ���� 是因为在子句中得不到格位 仁���� �支配不定式动词的屈折语素 ���月����� ��

口�����不具备指派格位的功能�
，
所以要移出子句

，
经过提升 ������咤�

，
进入主句的主语位置

，
以便得到主语格位

。

����

内 ���� 所处子句的屈折语素是以时态和呼应语素 ������ ��� ����������为特征的
，
故有指派格位的功能

，
这样 ����

可在子句里得到格位
。

由于主句需要有主语�参见注④�，
而句子本身又无法获得可以充当主语的成分

，
所以用 �� 来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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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解释
。

如果将述语作为一个范围
，
论元又可分域外论元 ������������������和域内论元 ��爪���

������������������物
� ������域外论元通常带有施事者的论旨角色

。

如 ���一��所示
，
一

元述语只有域外论元或只有域内论元�二元述语两种论元都有�三元述语比二元述语多一个域

内论元
。

���� 显示由于语法的机制
，
如被动式的形成

，
述语只有域内论元

。

��� �
�

介
� ���� �� ������

�

�
·

人配口 ���� ��’�� � 夕�������
·

���������� ������������
�������������

�
����

�
�

夕决�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简单地说
，
域内论元就在中

』
心语动词所属的动词短语内

，
与深层结构中动词的宾语相应� 域外

论元则在中心语动词所属的动词短语之外
，
通过主述的关系与动词和其它的论元联系在一起

，

在简单句中总是担任主语
。

域内论元又分直接域内和间接域内两种
，
前者直接从动词那里获

得论旨角色
，
后者间接地通过一个相关的介词得到论旨角色

，
例如在 ���� ������ ��� �����

���� ������� 中的 �������
。

����反映了一种抑制论旨角色 ������、 ��� ������������ 的现象
，

动词原有的施事者论旨

角色受构词规则的作用被抑制
，
所以没有域外论元

。

被动动词是经过构词法形成的
，
因为这些

动词带有新的构词语素
，
例如被动语素

，
即过去分词词缀

。

通常认为过去分词词缀的作用有二
�

一是抑制域外论元
，
二是吸收 ���

����� 动词给其宾语指派格位的能力
。

后者引起宾语名词短

语移位至句子的主语位置
，
以便在那儿取得格位

。

论旨角色的抑制
，
还表现为另一种结构

，

称中间动词结构 ��记��� �������������
，

参见下

例
�

��� ��
� ���� ����� ������

�

��爪������

���� 和 ��� 的相似之处是两者均无域外论元
，
由域内论元充当句子主语

，

而且两者均是经过

构词规则形成的 ��������
� ���丸 ����� �����

。

虽然英文的语料显示不出任何构词语素可以

说明中间动词是通过构词规则形成的
，
但仍有迹象表明它们的形成来源

。

中间动词和被动动

词的形成有一个不同点
�
被动动词形成后

，
被抑制的施事者可以通过介词 �� 在句子中表现出

来�⑥中间动词没有施事者
，
不过仍然有一个表示施事者含义的行状副词

，
如 ������

。

中间动词

结构的这种行状副词必须出现
，
否则句子就不合语法

，
如

� ���� ����
��
��

�。

所以可以这样

理解
，

在���中
，
中间动词 ���� 仍然含有一个隐含的施事者

。

有些学者建议使用一种仍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施事者的观点来解释中间 动 词 的 形 成
。

�����������运用
“
饱和

”
�
�����������的概念来说明对显现的和隐含的 ��������� � ���������

论旨角色的理解
。

他认为
� “
从直观的角度说

，
当一个论旨角色与某个指涉 性 的 内 容 结 合

时—也就是说当我们燎解了在所谈论的情景中
‘

谁做了什么
’
时

，
就可以认为该论旨角色得

到了饱和
。 ”
�����将论旨角色的饱和分为两类

�凡是和名词短语结合的论旨角色
，

也就是成为

论元的
，
都是显现的论旨角色

，
它们在句法层次上得到饱和� 凡是隐含的论旨角色都在词库中

⑥ 通常认为
，
被抑制了的施事者不再占有论元位置

，
而只能出现在附加语位置 �����������������上

。

论元和附加语

的区别在于论元是句中的必用成份 ����������� �������������
，
附加语一般是句子的修饰成份

，
如一些定语形容词

，
副词

，

介词词组
，
等等

，
它们是一种随意成份 ��������� �������������

。

����年第 �期



得到饱和
。

根据这个设想
，

可以把中间动词的构词过程看作是在词库中让施事者取得 饱 和
。

既然饱和的含义就是赋予论旨角色一定的指涉意义
，

而中间动词隐含的施事者又是泛指的
，
因

此
，

�����建议用 【�人 ，
�泛指�的特征来定义中间动词任意的施事者

，

并在词库中就将这一

特征指派给中间动词
，

使这些动词的施事者与这个任意的内容结合起来
，

这样就完成了对该论

旨角色的饱和
。

经过这种饱和的论旨角色不再跟句子中的名词短语结合成为论元
，
因为其意

义是隐含的
，
而非显现的

。

另外还有一种没有域外论元的结构
，

参见���
�

����
�

��
� �����冲 ����� ����，�� ���� �����

’� �����
·

����������

��
�

��
�
斤

���� ����� � 仲�����沁 �� ����� �� ������� ��� ������ �� ���� ��� �����
，� ����

�

������，������
���������

�
�

��
� ��勿 ���� �� ���� ����

�� ����� ���
�

������
����

��
�

��
� ������� ���� ��� ��勿

�

�������
�
������

������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 ���� 和 ���� 己经看见过
，
这种句子称为非宾格句

，

其中的动词称为非宾

格动词
。

这类动词只有一个域内论元
，
没有域外论元

。

按照关系语法学家 ���������� ������

的分析
，
自然语言中的不及物动词可以分成两类

�只指派一个论旨角色为施事者的动词是非作

格动词�只指派一个论旨角色为客体的动词是非宾格动词
。

前者例如 ���
，

���� 等
，
后者就是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
，
另外还有 ���，

������
，

等
，
也属于后一类

。 ⑦ 非宾格动词不是从及物动

词派生来的�不少非宾格动词没有相应的及物形式
，
如前面看到的 ���，

������
，

另外象 ������
，

“��
，

��“ ��� ����等动词也被列为非宾格动词
，
因为它们唯一的论元所含的论旨角色是客体

。

������
������提议用一个统一的原则来解释以上这几种结构中域内论元名词短语 提 升

到主语位置的现象
，
也就是运用管辖与约束理论中扩充的投射原则 �见本文注④�。 根据这个

原则
，

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
，

所以当没有域外论元时
，
域内论元名词短语要提升上去充当句子

的主语
。

�
�

论旨阶层

近 ��年来
，
不少语言学家一直在探讨

，

究竟什么因素决定论旨角色出现在句中论元位置

上的次序
。
���������� ������ 提出论旨角色是按照阶层的形式排列的

，

这个形式称为论旨阶

层 ��������� ����盯��约
。

不同的学者对论旨阶层上论旨角色的先后次序有时有分歧
，

但一致

认为施事者的位置最高
，

客体的位置往往比起点
、

终点
、

处所低
。

下面举 ���������� �����，
�

�

���为例
�

���论旨阶层
� �

�

施事者 �
，

处所
，
起点

，

终点 �
，

客体

如果用线性次序来表示���
，

就得到
�

���论旨阶层
�

施事者�处所�终点�起点�客体⑧

⑦ ������ �拍���用管辖与约束理论讨论这一现象
，
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能指派论旨角色给主语的动词才能指派宾语

格位
。

根据管辖与约束的理论原则
，
凡载有论旨角色的论元名词短语必须由动词或其他格位指派词 ����� ���������指派格

位
，
其承载的论旨角色才能在逻辑形式得到认可 ��� �记������

。

按照 � 的结论
，
非宾格动词和被动动词有十分相似的地

方
，
即它们的域内论元名词短语都是因为在原来的宾语位置上得不到格位

，
所以才提升到句子的主语位置上去的

。

虽然 �

的这个结论�文献中称为 ��
�云�’ � �������������� 只是描写性的

， �

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两类动词在指派格位方

面的一个共同特点
。

⑧ 用斜线隔开的几个论旨角色的次序是随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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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旨阶层的提出反映了语言学家对论旨关系的认识已带有结构的性质
。
���������� 还认为

，

同时会有两个论旨角色与一个论元名词短语有关
，

也就是说
，
下面两个句子中斜体的名词短

语与述语有两层论旨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照 ���������� 的观点
，

在 ����� 中
，
有一个论旨关系是 ���� 为施事者���� �������� 为

客体
，

表示 ���� 发出的一个带有意愿的动作正在进行
。

另一个论旨关系是 ���� 为客体
，

��� �����
��� 为处所

，
表示一种存在性的状态

。

用同样的道理解释 �����
，

在一个论旨关系

中
，
���� 是施事者

， ��� ��
�
是受事者

，
即受到施事者行动影响的客体

， � ��’ ��� 是工具
。

在

另一种论旨关系中
，
��月 是客体

，
��� ��� 是终点

， ” ��“ �� 则是一种结果
，

表示事件的最终

结果是客体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

即 ���� 撞在车上
。

���������� ������结合 ��������� � ������
�
������

，
����� ������等人的分析后指之��

，

这两种论旨关系反映了两个概念上的层次
，
即行动层 ������� ����� 和论旨层 ��������

�
���

�
�
。

行动层表示施事与受事的关系�论旨层表示移动与处所�也包括移动后的着落点�的关系
。
�“

�

�������� 的这个设想对后来 �������� ������ 讨论论元结构的内部构造产生过一定 的 影

响
。

近来
，

又有些学者将论旨角色和论元名词短语的连接 ��������� 关系绝对地跟 论 旨 阶 层

联 系 起 来
，
例 如 ����

�� �����
，
�

�

����提出这样一条原则
� “
如果一个动词

� 决定诸 个论

旨角色 ��
，

��…��
，

那么将论旨阶层上最低的那个论旨角色指派给句子成分结 构 �������

���������������中位置最低的那个论元
，
然后照样依次类推地指派其余的论旨角色

。 ”
按照这

个观点
，
论旨阶层和深层结构的成分结构是一种直接的映射 ����������������论旨阶层不单

决定不同的论旨角色在该阶层上的次序
，

也决定相应的论元在深层结构的先后次序
。

从客观

上讲
，
����
叨 这条原则的实质就是把深层结构完全作为一个表现论 旨 关 系 的 层 次

。

持 这

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 �����
，
�

�

���提出用论旨指派一致性的假设 ���� ���������� ��

���� “ � “ “����������������� �������来作为普遍语法的主导原则之一
，
以便进一步明确深

层结构的特性
，
并强化这一概念

。

按照 ���� 的原则
，

论旨角色之间存在一种与深层结构的

成分之间完全一致的结构上的对应
。 ⑨

���� 后来受到了一些批评
，
因为它的后果是过多依赖表层结构的句法操作�凡是表而

结构中论元位置与原先设计好的论旨关系次序不相对应
，

就必须用句法上的移项来处理
。

比

方说
，

在下面的一组句子里
，
妙�和 ���中的 ��

�
都被看作是深层结构的宾语� ��� 中 ��。 �

的表面主语是由于移动的结果
。

�����
�

��� ���� ������
�

�
�

�
��� ������ ��� ����

·

这种观点完全排除从词汇的角度去处理这样的动词
，

即在词库中存在两个 ��
�� 的词条

，

各白

有不同的论旨关系及与论元的连接方式
。
����� 自己也注意到 ���� 无法有效地解释 一些

所谓的论元交替的现象
，

其中典型的一种就是自然语言中同时存在两种双宾语结构
� �直按宾

语 �介词 ��’��接宾语�������� �������������和 【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例如 �

�����
�

���� ���� � ���� �� ����
�

�
�

���� ���� ����� ����
�

将其中任何一个句子看作是最基本的论旨关系
，

都不容易清楚地说明另一个句子中两个域内

论元的先后次序
。
������ ������ 用颇为复杂的句型操作来解释其中之由

，

认为 ����� 代表双

⑨ 关系语言学家 ����� ������
，
���������� � ������������在普遍联接假设 ��

�������� ��������� ����

������ �������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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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结构的基本论旨关系
，⑩����� 则是运用了一整套繁琐的机制后得来的

。

其中
，
他需要为

介词 �� 在 ����� 中的消失这一事实作句法上的大调整
，

并从语义和功能两个方面对 �� 进

行区别
，

来解释为什么 ����� 和 ����� 的两个域内论元可以交替
，

而其它在语义上与 ���� 非

常接近的动词
，
如 �����

�
所构成的句子

，
�参见�����

，

却不允许这种交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尽管 ������ 的分析中提出了不少创建性的思想
，

但是人们同时也看到了 ���� 的局限

性—它导致了句法操作上的复杂化
。

�
�

论元结构

在以往的不少讨论当中
，

论元结构都被看作是论旨关系的同义词
，

其中所含的内容无非就

是一系列的论旨角色 ��������� ����
，

������� ����
，

��������� � �������
� ����

，
��������

� �坛滋 ����
，

等�
。

以下是几个表示论元结构的方式
�

�����
�

���� 〔�����������，
������ �

，
��� �叁

�

��� �
�

���� ���
，
�一��� ��

在 �����中
，
� 代表施事者

，
�� 代表客体

，

括弧内划线部份表示域外论元
。

在 �����中
，
� 代

表域外论元
，
� 代表直接域内论元

，
� 代表间接域内论元

，
� 表示介词

，
��� 表示处所

。

从

����可以看出
，

这一类的表达方式显示不出结构的真正含义
。

�诩���� ������在
《
论元结构与构词法

》
一文中这样写道

� “
简单地说

，

一个词项的论元结

构就是该词项所能拥有的一组已经标有名称的论元
。

我在这里采用 ��’���� ������ 提出的名

称
‘
行动者

，
客体

，

终点
，

起点
’ ，

等等
，
来指涉论元

。

事实上
，
具体的名称并不重要

，
我统称它们

为论旨关系
。 ”
�诩���

�
虽然指出论元之间是有排列顺序的

，

并提出域外论元和域内论元的区

分就是这种顺序的具体反映
，
以此来证明论元结构的存在

，
不过他当时基本上是从构词的角度

去谈论元结构
，

探讨词法规则 ��������������
����� 如何在构成新的词项时改变论元结构

，
例

如使某些域外论元域内化 �������������
，

或使某些域内论元域外化 �����
��������

。
� 至于论元

和论旨角色的区别
，

以及论元结构的内部构造
，
他都未能给予解释

。

�
，

�
�

论元结构的存在形式

�
�

�
�

�
�

�一
结构

��������� � ������� ������ 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出发
，
提出在词库和句子之间的深 层结构

中存在一个独立的表达层次
，

称作 �一
结构 ������、 �������� ��������。�

。

按照他们的设想
，

论

旨角色不是直接指派到句子的有关成份上去的
，
而是先指派给 �一结构中相应的成份

，
然后

这些成份才在句子的表达层次上以结构成份的形式显现出来
。

但是 � 。 ������� 和 �����批 的

讨论中心旨在为 �一结构的存在建立根据
，

对结构本身的技术性讨论则很少
。

�
�

�
，

�
�

论元结构的句法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⑩ ��
���� 采用的论旨阶层基本上源自 �������一������ ������

，
其基础是 ���������� � ����几�������按照关

系语法理论提出的论旨关系
。

在例 ��� 所示的论旨阶层中
，
象 ���

��
�， �������� ， ���� 这一类反映动作的情状

，

事件发

生或终止的场合和地点
，
时间等成份

，
都被归结成一类

�

称为间接 ���������论旨角色
，
这些角色的位置被认为是最低的

，

双��施事者�客体�终点�间接旨�情状
，
处所

，

时间
，
等等�

。

� 比方说
，

�������
� 认为

一���� 这类动词的形成规则使原来词项或词千 ������的域外论元被城内论元所取化
�

��� �
�

� ���由 � �
�

� �� ���咖���

构词规则使域外论元域内化的例子包括
一���

，
如 ����所示

，
词干中原来的域外论元变成了新词的域内论元

�

�����
�

� �� 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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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
，

����������� �����
，

����� 等认为在词库中存在一种词汇概念结构
，
或称词汇语义表

达层次
，

在这个结构或层次中
，
述语和论元形成一种结构关系

，
然后再映射到句子的层面上去

。

���� � ������ ������讨论了在词汇概念结构中怎样运用句法操作
，
例如中心语移项

，

来

解释英文的一些名词和形容词是如何派生为动词的
。

参见下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观点是
，
��� 与 ���

�����
，

在词汇概念这个层次上的结构一致
，

如����所示�

�
·

�尸

�
，

���
�尸� � �

�
��

�尸�

�
�

，

�

即�沙长
���
�尸 、 《��幻

��

� �
�

一

�
，

�� � 。尸

止加� 卜���‘� � �
即�
久

���

�
已�右

��������
尸 �户

�
性

�

�附

七������� �
命已汗

尸�
��叭

���
��是 ����� 的深层结构

，
���均 是 ����� 的

词汇概念结构
，
����� 是 ����� 的深层结构

。

�����和 �����的区别在于
� �����的

‘

中心 语

位置上有实在的动词
，

而 ������的相应位置上

是空缺的
。

为了构成�一个�合理 的论 旨关 系
，

�����需要从结构自身的其它地方寻找有 可能

充当述语的成份
。 �
���� 是在词汇和语义概念

上与动词
�
���� 最接近的词

，
但它必须首先成

为动词
。

于是
，
如 �����中的箭头所示

，�����先

并人 ����������龟� 祖���最低的 �
，
实现词性

�
，

��
�

�
��、

拍�

帕

�
浦

�
打已������

的转变
。

这种并人的程序通过中心语移位来完成
，
是在词汇概念层次上进行的

、

‘比汗

，
对深层结构

乃至下一步的表层结构都不会有影响
。

所以
，
按照 ��� 的说法

，
这个衍生过程完成之后

，

����� 中介词短语 ����的这一部份在深层结构是看不见的
，
已经被修剪

。
� 这就是为 什 么

⑩ 在词汇概念结构中进行的中心语移位是一种句法操作
，
所以是受句法理论原则制约的

。

按照管辖理论的规定
，

中

心语在移入另一个中心语位置以后
，
移动了的中

』
乙语和它留在原来位置上的语迹 ������� 之间不能有另一个妨碍性的中心

语
，
否则

，
这个中心语会构成一个相对化的贴近性语障 ������������ ������� �������

，
参见 ��叮� ��叩

，
又 �������

������
，
使移位后的中心语无法管辖自己留下的痕迹

，
从而违反空语类原则 ���� ����� �������� ���������

，
����

�

��� 认为 ���饰 这样的过程不会引起上述的问题
，
因为根据 �������� 的分析

，
只要中心语移动后与其留下的痕迹之间

形成的移位链 ��
���刃。 ��� ������ 中包含的成份一致

，
即都是词汇中心语

，
例如动词

，
形容词

，
名词

，
介词等

，
或者都是功能

中心语
，
如标句词 ���田������������

，
屈折语素等之那么即使一个移位后的中心语和它的语迹之间有另一个中心 语

，
语迹

还是能得到管辖
。

�����中 。���� 及其语迹之间有一个介词
，
但动词

，
介词

，
名词都属于词汇中心语

，
所以移位不违反任何

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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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表达的深层结构不含该介词短语
。

��� 还指出在词汇概念结构中
，
����� 括弧内的 ��� 和 ��� ����� 所占的位置是论元

位置
，
因为此时整个结构还未到达句法层次

，

所以还谈不到主语
，
宾语

，
等等

。

单从低层的动

词短语 ���� 结构来看
，
��� ����� 与

�
���� 最初构成的是客体与处所的关系

，
在语义上表示

一种状态
。 �
���� 经过移位后

，
成了动词

，
这时整个论元结构也随之变化

，
由于此时动词

�
����

表述的已不再是状态
，

而是一个事件
。

表述事件的语义结构最典型的就是有行动及参与行动

的行动者或施事者
，
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域外论元

。

����� 便表现了这样的深层结构关系
，
在表

层结构
， �����要移到高层的动词中心语位置

，
以便使施事者得到饱和

。

��� 主张的特点是用句法操作来处理论元结构中的关系
，
论元或论旨角色完全成 了一

种结构上的概念
，

论旨关系的改变及新关系的形成是中心语移位的结果
，
等等

。

但是
，
这样的

处理方法使人不禁要考虑到语法层次上的严密性
。
��� 的目的在于将词汇概念结构溶合到

管辖与约束的理论体系中去
，

使之成为介于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的一个表达层次
，
其作用就是

表现论元结构�或者说
，

论元结构就是词汇概念结构之存在的具体表现
。

但是管辖与约束理论

对词库
、

深层结构以及表层结构有明确的区别
，

在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是不允许任何成份移位

的
。 ⑩ ��� 的主张则要在深层结构之前就允许中心语移位

，

这显然会使各个层次之间的区别

模糊化
。

而且如果词汇概念结构是一个具有句法行为的层次
，
为什么它和表层结构之间还需

要隔一层深层结构呢� 这些是 ��� 的主张带来的疑问
。

�
�

�
�

构成论元结构的原则

�������� ������从英语等语言的心理动词 ��
����一������

， ，

使役动词 ���������� ������
，

被动动词
，

中间动词
，

复合词
，

动词的名物化等现象中引证
，

来说明论元结构的内部结构
。

首

先
，
� 主张将论元结构当作词汇概念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一个结构

，

它从词汇概念结 构 投

射到深层结构
，
然后深层结构再依据论元结构和 �二��� 的理论进行投射

。
� 表示在论元结

构中
，

各论元并不是平置的
，

而是按照其显著性 ������������ 的等级来安排的
，
比方说

，

域外

论元的显著性等级最高
。

这种显著性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
，
一是述语的论旨特性

，

一是述

语的时态特性 ������������叩�����
。

这两个特性有各 自的范畴
，
分别表现为论旨阶层和时态

阶层 �
�������������������

，

如����所示
�

���� �
�

论旨阶层
�

�施事者�感受者�终点�起点�处所�客体��� �
�

时态阶层
�
�原因�其他�……���

� 用英语的复合词为例
，
说明论旨阶层内的各个论旨角色是按照由低向高的显著性原则被 指

派到相应的论旨位置上去的
。

如果一个复合词有两个论元
，
其中一个出现在该词的非中心语

位置
，
另一个出现在复合词外面

，
那么就可以断定

，
当这两个论元的论旨角色分别为感受者和

客体时
，

客体论元一定在复合词之内的非中心语位置
，
感受者论元则一定在复合词之外

。

反

之
，

就不合语法
���� 表示感受者

，
�� 表示客体�

�����
�

介
‘流心

‘ � ���� ��
�

�

�
�

� 刀��
一

����
�� �‘ ��‘碧� �

�
� � �‘ 。 ，�叮

�一������ �� 户
�

��
�� ���� ����� ���� ���� ����

再如
，
当一个复合词有两个域内论元时

，
出现在复合词内的那个论元的论旨角色在论旨阶层上

的位置一定比较低 ��� 表示终点�

�����
�

���� ���� ���� ���� �� ��� �址�由��
�

�
�

�价
一

����鲍 �� ���人���� �
�

� �����
一

������ ������

���� ��� ��� �仆�

⑩ �����
�� ������ 讨论句法操作要遵守经济的原则

，
反对使用昂贵和累赞的机制来处理句子结构

，
进一多弧调了

这种限制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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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论旨阶层确实是按显著性的程度排列的
。

�
�

�
�

�
�

时态阶层

关于存在时态阶层这一事实
，
� 是从分析 ���� 和 �������� 这一对心理动词得来的

。

这

两个动词的论旨关系一样
，

各有一个感受者 ���和一个客体 ���
，

前者在论旨阶层上比后者

显著
。

用 � ��
�

��� 的方式表示如下
��

������������ �� ����

���� �� ����

问题是
�
为什么同样的论旨关系

，
但在句法中担任主语的却不是同一个论元呢 � 参见����

�

���� �
�

� �������阳
� � �

�

� ����� �

� 认为象 �������� 这一类心理动词的论元结构中除了有一个论旨层次以外
，
还有一个使役层

次
，
使役层次也通过一个阶层�见 ������来决定使役结构中不同论元的显著性程度

。

� 采用事件结构中时态性 �������������� 的概念来给使役层次下定义
，
她将这一概念扩

展到所有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去
，
指出每个动词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一个内在的事件结构

，
一个

句子所表达的事件结构可以通过对该句子的时态进行分析而获得
。

一般将事件分为复杂事件

和简单事件两种
�
复杂事件的结构如����所示

，

其中事件被分解成活动和事态两个时态部份

�见例�����
�

���� 事件 ���� 事件
� � �

活动 事态 活动

活动部份是事件的起因
，

事态部份则表示事件最终的结果�一般事件的结构只有活动部份
，
没

有表示结果的事态部份�见例�����
�

一个事件总是要有参与者才称其为事件� 论元就是这些参与者
。

复杂事件必须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论元的参与才足以表示 � 对 � 所施予的活动使 � 处于某种状态
，

或 � 通过 �

对 � 施予某种活动
，

最终使 � 处于某种状态
。

这是二元或三元述语的事件结构
。

简单事件

结构只表示活动
，
所以只有一个论元的参与

，
这是非作格动词的论元结构

。

非宾格动词只表示

某种状态或某种变化以后的状态
，

所以事件结构不完全
，
只有事态部份

。

�
�

�
�

�
�

域外论元

在事件结构中
，
如果用时态的显著性来衡量

，
施行活动的论元比受于活动的论元地位显

著
。

这样
，

在复杂事件结构和简单事件结构中
，

施事者总是最显著的 ���� ��������������
，

它

在论旨阶层上的位置也最高
，
这两个最显著性决定了施事者在论元结构中必然成为域外论元

。

再考虑 �������� 这类心理动词
，

在 � ��������� � 中
，

从论旨阶层看
，
� 是客体

，
� 是

感受者
，
照理 � 的显著性比 � 高

，

应该成为域外论元
。

但因为在时态阶层上
，
� 是导致 丫

处于某种结果或状态的原因
，
比方说

，
� 使 � 害怕

，

等等
，
所以 � 的显著性比 � 高

。

这

样
，
论元结构的内部就发生了冲突

。

� 没有明确地表示论旨阶层和时态阶层在决定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时哪一个 起决 定 性

的作用
，
但从她对 ���� 和 �������� 这两种心理动词的分析中不难看出

，
时态阶层有时 比论泞

阶层更为重要
，
因为前者能使后者所安排的显著性关系失效

。

这样
，
在 � ��������

� � ，
�
� ，

原

为客体的 � 在时态阶层上位置比 丫 高
，

而 � 原先的感受者在论旨阶层上相对高的显著性

在时态阶层上已无效
，
因此时它已低于 �

。

所以说
，
论元的先后次 序最终由时态阶层确定的

。

� 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域外论元在论元结构中的地位
。

以往不少学者 讨 论 域

� �������
� 还可以作施事及物动词

，
此处不讨论这一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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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元时总与深层结构中的主语联系起来
，

认为两者是相同的
。
� 将域外论元放在论元结构

的层次上进行分析
，
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同时在论旨阶层和动貌阶层上位置最显著的论元才是

域外论元
，

而能否作为深层结构的主语则不是一个衡量域外论元的准则� 心理动词 ��������

构成的句子有主语
，
但是没有域外论元

。

另一方面尹� 的分析又将域外论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施事者这一个论旨角 色 上
。

从

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
，
显著性是论元结构内部的组织原则

。

从理论上讲
，
有了这个原则就不必

再检查每个论元本身所含的论旨角色
。

这也就为确定域外论元提供了便利
�
只要一个论元在

论旨阶层和动貌阶层上都占有最显著的位置
，
它就是域外论元

，
因为域外论元具有最大程度的

显著性
。

由此可以推论
，
���� 这类心理动词的论元结构与施事及物动词的论元结构相似

，
它

们都有域外论元
。 ⑩

�
�

结语

从以上这些学者对论元结构的讨论来看
，
论元结构及其涉及的问题促使语言学家们去探

索一个介于词库和深层结构之间的表达层次
，
以求更准确地解释由于构词和语义转换方面带

来的明显的或潜在的结构变化
。

这些讨论当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论元结构作为一个完全独

立的层次来看待
，
讨论的课题往往也以找寻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为宗旨

。

学者们对究

竟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表现这个层次提出了种种设想
，
并已在研究和探讨这一层次的内部结构

及支持该结构运作的机制和一些语法约束规则
。

这方面的深人讨论对现行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无疑是一种推动�它揭示的问题涉及到词库
，
构词学

，
语义学

，
和句法学

。

如果所描绘的论元结

构经过其它方面如心理语言学研究等的验证和支持
，
确实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知识表达层次

，

语

言学家势必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途径来进一步探索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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