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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词 结 构 漂 移 的 语 用 动 能 解 释 关

林 忠

【提 要】现代汉语介词结构的语序对 “中心语边缘原则 ” 提出了挑战 , 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呈现

出动前动后漂移的现象。汉语没有形态变化 , 导致了语法关系语法化程度不高, 语义成分的表达只能凭借

语用机制通过句位实现 。从语用角度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 现代汉语介词结构的漂移是受话题结构 、

焦点结构制约的结果 介词结构漂移到句首是受话题结构制约的结构 漂移到动后位置是焦点结构制约的

结果 。这种解释丰富了库藏类型学 , 证明了汉语在焦点库藏影响下的句法上的个性特点 。

关键词 介词结构 漂移 话题结构 焦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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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

生成语法学者 ①提出了 “中心语边

缘原则 ” 短语的中心语处

于 阶标的边缘 。这个原则对汉语名词短语管用 , 其核

心位于短语的末尾 核心居后 可是动词短语则两边

都可以出现附加语 , 比如 “查边些牺牲 ” 和 “牺牲鱼
前线 ” , 李临定指出, “介词结构在句中有三种位置 主

语前 , 主语后 谓语动词前 和谓语动词后 ”。②如此看

来 , 介词结构作为动词的附加语 , 违背了 “中心语边缘

原则 ”

为了解释汉语违反 “中心语边缘原则 ” 的语言事

实 , 学者们提出了论旨角色分派的方向性 ,

和赋格的方向性 李艳惠③

和殷天兴④则使用了格理论的分析方法 。但徐烈炯⑤指

出这些分析方法 “都无法处理汉语语序问题 , 除非有人

假设不定指的 或存在量化的 需要格 , 而定指或

全称量化的 不需要格 ”, 他指出汉语的中心语不在边

缘是由 “定指效应 ” 决定的 。但遗憾的是 , 他只讨论了

动词短语里的时量短语 、 时段短语 、 度量短语和名词短

语的数量成分 , 没有涉及介词结构在句中的分布 。现代

汉语介词结构在句中可以分布在核心动词的两侧 , 其分

布也是受 “定指效应 ” 决定的吗 如果不是 , 那什么才

是制约介词结构分布的 “看不见的手 ” 呢

本文拟从功能语法的角度 , 把介词结构的漂移

放在信息结构中考察 , 力图从话题和焦点角

度对介词结构的漂移予以统一解释 。

二 、 前 人对介 词结 构漂移 的解 释

介词结构在汉语中的句法分布相当复杂 , 最富有成

果的是对 “在” 介词结构在句中的分布的考察 , 这些研

究主要从句法 、 语义的角度对介词结构的漂移做出了解

释 。下面主要以 “在” 介词结构为例综述并评论前人的

研究 。

本研究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现

代汉语介词结构漂移的语用功能解释 ” 阶段成果 同时为

重庆市社科联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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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古汉语相比, 乙 ①认为 , 介词结构

位于动词后要受音节和动词复杂性制约 , 比如

张三睡在床上 。

张三鱼述上睡觉 。

`张三睡觉在床上 。
所以 , 现代汉语介词结构位于动词后是古汉语的遗

留。但问题是 , 为什么只是某些介词结构遗留下来 , 某

些介词结构即使动词为单音节也不能位于动词后呢 如

张三鱼压上哭 。
' 张三哭在床上 。

其次 , 我们觉得 并不是不能说 , 跟 、

相比 , 其差别主要在于自由度 , 也就是说 , 双音节动词

后带介词结构跟其前带介词结构相比, 是不自由的 , 是

严格受到条件制约的 。这些条件主要是话语方面的 , 不

是句法方面的。王还也指出 “ 在̀十宾语 ' 如放在动词

后 , 动词就不能和补语式宾语结合 ”, 如 “他写字在黑

板上 ”。②然而范继淹 ③却指出, “在 宾语 ”位于动词

后时只是不能跟单纯的宾语名词同现 , 当名词前有数量

词时 , 结合就很自由了 。如 “他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 ”、

“他写了个名字在黑板上 ” 和 “我写个名字在黑板上 ” 。

即使是单纯的宾语 , 如 “睡觉 ” 汉语中的离合词 在

一定的语用条件下 如有标记 、 强调的或对比结构 ,

句子就合法了 。比如 , 给它加上一个后续成分 。

张三睡觉在床上 , 读书在板凳上 。

现代汉语介词结构在句中的分布 , 特别是动词后介

词结构 , “遗留” 说很难给以圆满的解释 。

从音节的角度也难以概括所有的语言事实 。对 “在”

的讨论 , 通常认为 “在” 在 “连谓结构” 里可以前置 ,

也可以后置 , 如 “在椅子上坐着 ” 和 “坐在椅子上 ”。朱

德熙④认为后置的 “在 ” 语音已经弱化为 “ ” 结构上

最好分析为 “坐在 椅子上 ”。

同时他也指出有些前置介词结构可以转换成后置

的, 但有些却不可以 , 如 “在床上咳嗽” 就不可以转换

成 “咳嗽在床上 ” “在食堂里吃饭 ” 就不可以转换成

“吃饭在食堂 ”。他的解释是 , 可以转换的结构是因为

“在 ” 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 , 不可转换的是因为 “在 ”

所引导的处所表示 “事件发生的场合 ”。

但问题是 , 朱先生没有给出为什么 “在 ” 表示人或

者事物的位置时可以前置或后置 , 而表示事件发生的场

合时就不可以后置的原因。

除此之外 , 汉语中还有些 “在 ” 介词结构 , 只能后

置 , 不能前置 , 比如 “他总是考在前三名 ”, 不能转换

成 “他总是在前三名考 ”。这又是为什么呢 吕叔湘⑤从

语义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在前三名” 是 “考 ” 的结果 ,

先有 “考 ” 而后才有 “在前三名 ”, 因此语序不能颠倒 。

问题是 , 所有的表 “结果 ” 的介词结构都后置吗 不表

“结果” 义的介词如 “于”, 又为什么也后置呢

由此可见 , 前人从句法 、 韵律 、 语义角度的解释展示

了汉语介词结构漂移的复杂性 , 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触及

了介词结构漂移的语言事实 , 但都缺乏系统性 , 例外情况

很多, 不具有语言学所要求的简约性与统一性原则 。

三 、 介词结构的漂移与话题结构

金立鑫⑥考察了所有汉语状语的语序 , 得出了汉语

有越往后 靠近谓语动词 , 结构也就越紧 越往前 ,

结构越松散的语法特点 。就汉语介词结构而言 , 表示关

涉 、 目的 、 时间 、 协同 、 空间 、 依据 、 对象等介词结构

都可以位于句首 。同时 , 他还指出 , 受人脑短时记忆限

度的制约和词语选择限制的制约 , 其实句首出现的介词

结构最多为 个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介词结构都能漂移

到句首呢 我们认为 , 介词结构默认位置

为主谓之间 , 漂移到句首 , 其语用动因主要

就是话题结构的驱动 。

一 介词结构漂移到句首充当话题

从语义上看 , 只要介词结构中的指称物件

与一个命题之间具有 “相关性 ” , 无论是通

过语义或语境 , 只要能建立起这种相关性 , 指称物就是

话题 , 而一个命题就是说明。我们发现下列漂移到句首

的介词结构都具有这种语义上的特点 。

上小学时 , 她是我的同桌 。 在那时 , 我还

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

邻居家的小狗夜里汪汪直叫 , 吵得上夜班

回来的丈夫睡不着 , 这时 , 总是推醒妻子 , 叫她去过问

一下 。哪知妻子夜里怕冷 , 根本不想动 。 因为这个 ,
小两口闹了很久的别扭 。

那是 月 号的下午 , 太阳懒懒地照在大

地上 , 微风中透着一股寒意 。 在那个冬日的下午 , 文

文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

, , , ' '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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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还 《说 “在 ” 》, 《中国语文 》 年第 期 。

范继淹 《论介词结构 “在 处所 ”》, 《范继淹语言论文

集 》, 语文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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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就是在北京上的 。 对北京 , 我是有

深厚的感情的。

上面 例中 , 中时间介词结构移到了句首 , “那

时” 具有有定的特点 , 与上文的 “上小学时” 具有同指

哇。 例中 “这个” 指上文的 “妻子不想去敲门 ” 这件
事 。 例中的 “那个冬日的下午 ” 指的是前面对 “ 月

号 ” 的情形 。 例中 “北京 ” 属专有名词 , 指别性高 。

这些介词结构位于句首 , 其后的命题都是围绕它们展开

的论述 , 即具有 “相关性”。

我们说介词结构漂移到句首作话题 , 是因为从句法

上看 , 这些介词结构位于汉语句首 , 与后面的成分之间

有停顿 , 甚至在话题和说明之间还可以加上话题标记 。①

在那时啊 , 我还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

因为这个呢 , 小两口闹了很久的别扭 。

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啊, 文文出去后再也没有
回来 。

对北京 , 我是有深厚的感情的 。

需要说明的是 , 通常认为话题应该是 , 怎么

也成了话题了呢 其实 , 正如屈承熹②所言 , 短语

只是以语言表达出来的外形 , “真正的话题是该名片语

的指称物件 ”。这样看来 , 话题的本质是 “指

称物”, 只要能找到某 “指称物” 相关的命题 说明部

分 , 我们认为就是话题 。如此看来 , 句首的 短语完

全有资格成为话题 。

另外 , 话题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是零

形回指形式 , 或者名词或代词等有形形式 。介词结构也

可以作话题 , 难以理解的是介词的功能。其实 , 介词除

开标记语义角色外 , 说它还可以标记话题也无什么不

妥。话题标记本身除开标记话题外 , 完全还可以有其它

的功能 。这一点是张伯江 、 方梅③首次提 出的 , 李秉

震④也认为 “关于 ”、 “对于 ”、 “至于 ” 介词除开标记话

题外 , 还有其它语义功能 。

二 介词结构话题的性质

既然介词结构漂移到句首充当话题 , 那么充当什么

话题 徐烈炯 、 刘丹青按语义关系将话题分为论元共指

性话题 、 语域式话题和拷贝式话题 。⑤ 介词结构在句首

充当的应属语域式话题 , 他们与述题的关系相对比较松

散 , 主要是话语的范围和框架 。不过 , 他们所指的语域

式话题只有时间和处所两类 , 我们认为 , 不管哪类介词

结构 , 即原因 、 对象 、 工具等位于句首 , 都属于语域式

话题 , 都是对后面的述题提供一个框架 。⑥

如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 , 不可靠 母亲

又说是若打人一同去 , 他们白天全有工作 , 要他熬夜 ,

是不合情理的。在迟疑之中 , 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 ,

便又大声的说道 …… 《鲁迅全集 》 工第 页

农民说 , 可惜去秋交租时 , 农会尚无力量 , 不

然去秋就减了租了 。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 , 地

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 《毛泽东选集 》第 卷第 页

今天要下雨, 一赌气连翻浆地也不种了, 对
这号人你帮助他

老家伙 趁咱们休息 , 你给来个文化娱乐

说一段什么稀罕故事吧 康灌 《新传说录》, 第 页

刘老庄想着 , 心里热腾腾的 , 沿着运河的大

堤 , 那脚步迈得更利落了 。 《上海文学 》 年第

期

上面的 例中 , 介词结构都是为后面述题提供一个

框架 , 如 的 “在迟疑中” 为后面 “双喜 ” 的动作行为

提供了一个时间方面的框架 。

总之 , 汉语话题并不是一个同质的语法成分 , 它有

不同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介词结构在默认的主谓之间游

移到句首充当话题 , 我们认为就是状语话题化的一种手

段 。主谓之间的状语在语用上有两种倾向 , 一种是前移

至句首充当话题 , 另外一种就是充当次话题的角色。

不过 , 由于汉语话题和话题结构还处在语法化的过

程中 , 句中的话题具有句法成分和话题成分两种属性 。⑦

正因为这样 , 介词结构一方面充当状语或者补语 , 另一

方面又充当话题或者焦点 , 同一句法成分充当不同的角

色 , 这在语用型语言中不难理解 。比如汉语的主语 , 通

常跟话题重合 , 宾语通常跟焦点重合 。这种现象的主要

原因还是汉语句法的语法化程度不高 。

最后 , 我们要回答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既然介词

结构漂移到句首是受话题语用因素制约的结果, 那么为

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结构都可以漂移到句首生成话题句呢

其实跟介词结构一样 , 其它句法成分也并不是都能话题

化 。通常认为宾语可以话题化 , 可是下面两例却不合法

这份光荣属于祖国 。

`祖国这份光荣属于。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年增订本 , 第 页 。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与焦点新论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年版 , 第 一 页 。

张伯江 、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年版 , 第 一 页。

李秉震 汉̀语话题标记的语 义 、 语用功能研究 ”, 南开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年 。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 仁海教育出版社

。。 年增订本 第 页 。

饶长溶 《汉语层次分析录 》 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年版 第 一 页 。

袁毓林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 “的 ” 的句法语义功能 》 《中

国语文 》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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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呢, 这份光荣属于。

党的英明政策繁荣了市场经济 。

`市场经济党的英明政策繁荣了。

`市场经济嘛 , 党的英明政策繁荣了。
例 一 中的宾语 “祖国” 和 “市场经济 ” 都不

能前移到句首 , 从动词的角度看 , 上面两例中的动词都

属 “粘宾 ”动词 , 脱离了宾语 , 动词成了 “光杆 ”, 当

然不合语法 。

既然不单属于介词结构话题化的条件 , 那我们就想

到了是不是汉语所有句法成分在生成话题结构时都会受

到限制 答案是肯定的 。汉语话题的生成条件有两个

述题的句法条件和话题本身的语义语用条件 。①前者指

述题必须成句。不能提前做话题的介词结构原来是由于

其述题不能单独成立 。如

他送给了小王一本书 。

`给小王吧 , 他送了一本书 。

二班比一班多几个体育尖子生 。

`比一班吧 , 二班多几个体育尖子生 。

他把这件事委托给了母亲。

' 把这件事吧 , 他委托了母亲 。

上面三例中, 介词结构都是所谓的定位介词 , 只能位

于主谓之间。将介词结构移到句首 , 后面的 “说明” 部分

句法的独立性就丧失了, 因为我们不能单说 他̀ 送了一本

书”、 “二班多几个体育尖子生” 和 “他委托了母亲”。

话题的语义语用条件指话题本身必须满足如下两个

条件之一 定指或者类指和话题表示对比或者强调 ,②

有些介词结构不能前移作话题 , 就是因为其语义语用不

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 。如

我用一根钢丝把小船拴在了大树上 。

·用一根钢丝 , 我把小船拴在了大树上 。

压土退鱼丝 , 我把小船拴在了大树上 用二
根麻绳 , 我把小狗拴在了树上 。

用钢丝 , 我把小船拴在了大树上 。

法院根据一条法规判了他 个月 。

`根据一条法规 , 法院判了他 个月 。

根据一条法规 , 法院判了他 个月 根据治

安条例 , 法院罚了他老婆 元 。

根据法规 , 法院判了他 个月 。

上面两例中 都不合法 , 因为位于句首的介词结构

话题中 , 名词是不定的 。 例中将话题的对比语用加强

了, 话题句合法 例将不定的名词变成了光杆名词 ,

整个话题成了类指 , 话题句也就合法了 。

, 焦点跟预设相对 , 焦点是说话人和听

话人不共享的那部分信息 , 而预设是指的说话人和听话

人共享的那部分信息 。那么 , 一个句子中的焦点怎么确

认呢 问句和答句一般认为是一种焦点算子 叩

。在疑问句中 , 焦点一般是疑问词或选择性短语

等疑问形式 也就是说 , 疑问词 或疑问形式 成了疑

问句的焦点的显性标志 。并且 ,

陈述句在焦点结构方面必须跟相应的疑问句一致 。据

此 , 我们可以利用疑问句作为确定陈述句的焦点结构的

测试手段 , 也就是说 , 一个陈述句看作是针对某一个疑

问句的回答 , 陈述句中对应于疑问句中的疑问词 或疑

问形式 的部分便是焦点 。

通常认为话题具有话题结构 , 焦点具有焦点结构。

我们认为 , 当介词结构处在句末时 , 是出于语用焦点作

用的结果 。在讨论介词结构之前 , 我们先看一下其它成

分在汉语句子中充当焦点时在句中位置的漂移 。

一 自然焦点制约下的句法灵活性

吕叔湘先生在 《汉语句法的灵活性 》 中谈到了汉语

中多移位 、 省略现象 , 其实这正是汉语句法形式受语用

制约的表现 。汉语在下列句法结构中允许词语有一定的

灵活性 , 其中的原因在于自然焦点的制约 。

首先 , 动词和宾语的语序 。从无标记组配的观点来

看 , 汉语的宾语通常和受事 、 焦点和动后位置组成无标

记组配 。③但是 , 汉语既允许 , 也允许 , 比如

你吃什么了

我吃米花糖了 。

`我米花糖吃了。

你把米花糖怎么弄的

我把米花糖扔了 。

`我扔了米花糖 。
从上面两组例子可以看出 , 问句的焦点在句

尾 , 所以对应的回答信息 “米花糖 ” 也应该在句尾 , 而

却将这一信息放在了动词前 , 所以不合法 。但

问句将焦点放在了动词前 , 所以根据问句答句焦

点一致的原则 , 答句中的新信息也应该放在动词的前

面 。所以出现了 形式 。

其次 , 动词和时间 、 时点成分 。当句中动词为呈现

动词 时 , 动词可以位于其前 , 也

四 、 介 词结构 的漂移 与焦点结 构

从焦点的角度来描写句子的信息结构就是焦点结构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与焦点新论 》, 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与焦点新论 》, 仁海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 江西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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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位于其后 , 关键看语用焦点的安排 。如

怎么了

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

`大地震发生在四川 。

发生在四川哪里

发生在坟川。

`汝川发生了地震 。

例 中 “怎么了” 提问的是整个句子 , 因此整个

句子都是焦点 , “四川 ”跟 “大地震 ”两个信息相比, 前者

是专有名词 , 所以按照从旧到新的原则 , 合法 , 而

违背了新旧信息原则, 不合法 。例 中, 疑问焦

点位于句尾 , 所以, “汉川 ” 必须位于句尾 , 合法。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宾语和动量 时段成分的句法位

置 。汉语宾语和动量 时段成分都可以位于动词之后 ,

但哪一个靠近动词 , 那一个位于句尾 , 也是由焦点制约

的 。如

你吃过重庆火锅几次

你吃过几次重庆火锅

我吃过一次重庆火锅 。
我吃过重庆火锅一次 。

对 的回答 , 只能是 , 而不能是 。

动词和主语的句法位置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从无标

记组配来看 , 汉语主语跟动词前 、 施事和话题组成无标

记组配 。通常认为 , “来客人了 ” 和 “客人来了 ” 是由

于 “客人” 这个光杆名词的指称性不同 , 从而决定了在

动词的前后句法位置的不同 , 实际上 , “客人 ” 的位置

还是受语用焦点决定的。试比较

谁来了

客人来了。

来客人了 。

问句的焦点在动词前 , 所以答句只能是 句 ,

此时受对比焦点决定 。类似的受语用焦点结构制约的还

有 , “王冕死了父亲 ” 和 “王冕父亲死了 ”、 “台上坐着

主席团 ” 和 “主席团坐在台上 ”。

夕、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 自然焦点在汉语句中有专

门的句法结构位置 , 即句尾 。 只要在句法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 , 自然焦点就会尽可能地出现在其默认位置。焦点

基本位置未必是这些词语的常规位置 , 比如 “动物园跑

了一只狼 ” 中的 “狼 ”。要特别注意的是 , 焦点的位置

必须满足句法条件 , 比如在及物动词句中 , “我打他 ”

和 “他打我 ” , 这时不能认为是 “施事 ” 角色后置 。但

“不能因为有这些条件存在就认为汉语信息焦点没有语

法化 。句法规则之间有互动 , 有顺序 有主次 ”。①

二 汉语动前动后的语用差别

上面论证了汉语句法成分的分布受焦点制约的语言

事实 , 那么动前和动后的语用差别是什么呢 朱德熙②

指出 , 汉语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形态变化 。通常认为 , 没

有形态是指句法成分和词类不一一对应 。进一步讲 , 所

谓的没有形态变化最大的体现即为句法成分没有语法

化 。句法成分语法化就是与论元合二为一 。胡建华③指

出 , 现代汉语中语法化的只有句位 , 其句法成分根本就

没有完全语法化 , 所谓的主语 、 宾语等句法成分只不过

是研究的方便而贴上去的标签 。

那么现代汉语的句位有什么特点呢 现代汉语的句

位呈前松后紧的特点 。也就是说 , 动词后的句位通常只

能容纳一个 , 而动前却可以有多个句位可以容纳

。我们认为这是汉语句法的语用制约使然 。汉语动

前的位置不仅有话题位置 , 还有次话题位置 ,① 所以汉

语有 “这个难题我不能解决 ” 和 “我这个难题不能解

决” 两种说法 , 但同为 的英语却不能说 “

' ,,。而动后句位紧是因为汉语的自然
焦点使然 , 汉语的自然焦点域是以动词为中心构成的焦

点域 ,⑤这就决定了其后只能出现一个焦点成分 。

三 自然焦点位置上的介词结构

上面讨论了汉语句尾的自然焦点位置以及其它成分

受语用的制约脱离常规位置处于焦点位置的情况。汉语

介词结构为什么从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过程中 , 从介

词结构的数量上看 , 似乎大多数介词都前移到了主谓之

间 , 只有少数还留在动词之后 。其实 , 这只是表面现

象 , 我们认为这些介词结构能出现在句尾 , 是出于自然

焦点的作用。

常见的不定位介词结构中 , 可以出现在句首 、 主谓

之间和动后的介词结构有 自、 于 、 往 、 向 、 在 、 到 。

下面我们首先用问答法测试这些位于动后介词结构的自

然焦点性质。

我们的外教来自于哪个国家

他来自于 美国 。

' 他于美国来 。

次火车从重庆开往哪儿呢

开往北京

徐烈炯 《汉语是不是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 》 载于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与焦点新论 》 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 商务印 书馆 。。 年版 , 第 页。

胡建华 《题元 、 论元和语法功能项 格标记效应和语言

差异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 年第 期 。

徐烈炯 、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年增订本 第 一 页。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 、 词法与句法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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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忠 介词结构漂移的语用功能解释

“往北京开 。

你家小孩一般名列在第几啊

名列在前 。

'在前 名列 。

手榴弹扔往哪里了

手榴弹 扔往敌人的老巢了。

'往敌人的老巢扔了。

上面的 组例子 , 作为对 例的回答 , 都不合法 ,

只有 例 , 原因就在于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句尾时 , 才满

足汉语自然焦点结构的需求 。

动后介词结构成为焦点的另一证明是如果将其非焦

点化 , 句子就变得不合法 。袁毓林①指出 , 汉语句尾的

“的” 的作用是将事件句转化为事态句 , “的” 的语用作

用是将事件句的句尾宾语焦点或者状语焦点转化为 “对

比焦点 ”。下面我们将前面 例中的 例句都在句尾加

上 “的 ”, 看可不可接受 。

我们的外教来自于哪个国家

他来自于 美国 。

他来自于 美国的。

次火车从重庆开往哪儿呢

开往北京

“开往北京的 。

你家小孩通常名列在第几啊

名列在前 。

`名列在前 的 。

手榴弹扔往哪里

手榴弹 扔往敌人的老巢 。

手榴弹 扔往敌人的老巢的。

上面所有的 例不合法的原因在于 例问句的焦点在

句末 , 而在 例后加上将自然焦点转化为对比焦点的 “的 ”

以后 , 问答句的焦点位置不能对应, 所以句子不合法 。

至此 , 我们证明了介词结构位于动后就是汉语句子

中的焦点 , 这是跟汉语的句法特点一致的。

汉语没有形态的特点使得其句法功能成分语法化程

度不高 , 就其主要论元 成分而言 , 不需经过格标记

语言那样的格位指派和论元结构的安排 , 语义成分的表

达借助语用机制通过句位得以实现 。其非论元成分的表

达 , 自然也要借助语用机制通过句位来得以实现 。介词

结构位于句尾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 。

五 、 结语

汉语没有像其它语言那样将 “主语 ”、 “宾语 ” 等语

法关系语法化 , 状语当然也就没有语法化了。如此一

来 , 句法关系就不能决定汉语的语序 , 除开通常所说的

汉语的施动 必须位于动词前以外 , 语用关系是

汉语语序的主要决定因素 。

介词结构在句中的漂移制约因素再一次证明 , 汉语

的语序主要用来标明语义和语用因素 , 而不是语法关

系 。话题结构 、 焦点结构在决定汉语句法结构中起了重

大作用 。介词结构漂移到句首是受话题结构制约的结

构 漂移到动后位置是焦点结构制约的结果 。汉语作为

一种缺乏严格形态变化的语言 , 句法化程度不高 , 汉语

库藏类型特征之一体现为话题焦点结构 , 介词结构在句

中的漂移正是这一库藏特征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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