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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移位分析是语法理论处理和解释异形同义句法格式间异同关系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工具，移位根据其

发生的层面可以分为三类：明移、暗移和漂移。其中，明移发生于显性句法结构的推导过程中，所见即所得；暗

移发生于逻辑式层面，看似未动，实际已移；漂移发生在语音式层面，看似已动，实则未移。三类性质不同的移

位操作发生的语言层面不同，并且诱发动因和运行条件也各不相同。明移的诱发动因主要是为了满足表层结

构中句法条件的要求，暗移则是为了满足逻辑式中某些特定的语义解释条件，漂移的诱发动因既非表层句法

条件，也不是逻辑式中的语义解释要求，而是“急促”和“强调”两大语用因素的共同驱动。本文通过对汉语中

主谓结构倒装句、状中结构倒装句和述补结构倒装句等实际案例的分析，重在论述“漂移”并非仅仅是源自理

论系统内部的抽象概念。在此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下，一系列重要的语序现象和语法案例将会得到重新整理

和重新解释。那些看似随机偶然飘忽不定的灵活句法现象会得到圈定和限制，而这些案例的研究有助于发展

和完善漂移理论本身，尤其是此种移位的性质定位、驱动因素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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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跟其他所有人类自然语言一样，古今汉语都有自己系统的语法规则，包括语序规则。比如主语在

前，谓语在后；状语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述语在前，宾语补语在后等。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如口语

及反映口语原貌的戏剧小说中，常规语序可以被打破即实际使用中的语序客观存在灵活性，汉语和其他

很多语言都是如此。

主谓倒装句，例如：

　　（１）修好了没有，那辆车？（朱德熙１９８２）　　　（２）可笑极了，这个人！（赵元任１９７９）

定中倒装句，例如：

９４４



　　（３）他手里拿着一块奖牌，金的！（邢福义１９９６）

　　（４）我们曾经和党内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左的和右的。（邵敬敏１９８７）

状中倒装句，例如：

　　（５）六十二啦，都。（陈建民１９８４）　　　　　　（６）你明天看吗，还？（陆俭明１９８０）

述补倒装句，例如：

　　（７）很大，雨下得。　　　　　　　　　　　　 （８）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急得。

述宾倒装句，例如：

　　（９）自己的事你都管不好！　　　　　　　　 （１０）那封信你写好没有？

汉语语法学界对上述各类现象早有讨论，与此有关的主要处理方式可分两个大类，下文举其要者进行梳理。

１．１ 定性描写型分析

多数学者使用“移位”（邵敬敏１９８７；温锁林和雒自清２０００；刘顺２００３）、“易位”（陆俭明１９８０；梁源

２００１）、“追加”（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赵元任１９７９；陈建民１９８４）和“倒装”（张静１９８７；朱德熙１９８２；何元建

２０１１）等概念描述相关现象。其中易位、移位、倒装着眼于语序形式，追加着眼于语义语用。也有学者尝

试把这些概念稍作区分，比如陆俭明（１９８０）区分易位句和倒装句，张燕春（２００４）区分易位、倒装和追补，

岳中奇（２００８）区分移位和倒装等等。

除了对灵活句法现象进行识别和定性外，早期相关研究的另一重点是对某些具体现象的不同分析。

例如“广阔的平原底下，横的、竖的、直的、弯的，挖了不计其数的地道”，大家对句中“横的、竖的、直的、弯

的”的语法地位有不同分析。潘晓东（１９８１）认为该成分原位在“地道”前做定语，前移后依然是定语。陆

俭明（１９８２），邢福义（１９９６），温锁林和雒自清（２０００）都认为此类成分在此类结构下是状语。陆俭明

（１９８０）和邢福义（１９９６）认为“我买了顶帽子，呢子的”和“他手里拿着一块奖牌，金的”都是复句，其中“呢

子的”和“金的”分别是所在复句的后一分句。张静（１９８７）认为“我有一本小说，新出版的”和“我们修好

机车十八台，客车十八辆”都属于定语后置句。陈建民（１９８４：２１４－２１５）则指出，两类句式代表的是复句

和定语后置两种不同的类型。

１．２ 生成解释型分析

有学者采用生成语法的研究范式对此类现象进行分析。何元建（２００７：４８－４９）认为倒装句在生成

语法的理论框架中可以看作是通过句法移位实现的。他举例说，例（１１）ｂ就是经由“老师”一词的句法

移位从例（１１）ａ句推导出来的。“老师”移出主语位置后的落点新位置是一个域外附加语位置，是ＸＰ再

投射而生成出来的。

　　（１１）ａ．老师一定会来。　　　　　　　　　　ｂ．一定会来，老师。

定性描写型分析只是给语序灵活现象贴上标签，基本没有解释汉语中何以会有此类现象，即从原则

上说明好的句子如何推导出来、不好的句子不会被推导出来。生成解释型分析把这些现象纳入句法推

导的分析模式，虽然是一种语法解释，但存在潜在弊端，即大幅度增加了句法移位类型，乃至违反Ｘ阶

标理论的基本原则，允准最大句法投射的ＸＰ再次破例投射扩容，其解释力过于强大了，有违生成语法

理论求简的初衷。更大的缺陷是无法解释此类语序灵活现象跟其他句法移位类型之间根本性区别，后

者都是必选的、必移的，而前者基本都是可移可不移的。对这些问题，李亚非（２００７）也有相关的论述。

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理想的分析工具，既能够有效地将这些现象看管起来，又不会过度增加原有语法原则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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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法规则系统的负担。本文认为，早期生成语法中的某些论断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分析工具，即语音

层面的移位（Ｒｏｓｓ１９６７；Ｃｈｏｍｓｋｙ和Ｌａｓｎｉｋ１９７７）。

２ 框定汉语语序灵活性的一个理论模式

语法单位按照既定规则参与组词成句和句法运行，移位分析是语法理论处理和解释异形同义句法

格式之间异同关系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工具。所谓移位是指通过改变句法成分在线性结构中的位置，从

而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句法操作，它是多层句法观框架下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能对不同语言中相关

现象做出分析和解释。比如，移位分析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的被动句及其相应主动句之间的转

换关系做出过精彩的分析。例如“找到线索了”和“线索被找到了”只是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句法结构不同

的句法格式，但是转换分析的结果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其中被动句“线索被找到了”就是在相应的主动

句“找到线索了”的基础上通过句法转换推导出来的，而这里的转换就是句法移位。移位将受事名词短

语从动词后的宾语位置，前移至句首主语位置。除了被动句的生成过程使用句法移位以外，一般认为主

语提升句和非宾格句等也使用了句法移位，且都是名词短语的移位。

英语等语言中还有所谓的疑问代词移位（Ｗ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如下列例（１２）中的受事名词短语就被认

为是从动词后语法位置移至句首位置的。汉语在对应例（１２）的特指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并未移位。但

是早就有学者指出，汉语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虽然表面上没有移位（明移），实际上在逻辑式层面发生

暗中移位了（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２）。

（１２）Ｗｈａｔｉｄｉｄｙｏｕｂｕｙｔｉ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１３）【表层结构】你昨天买了什么？

【逻辑式】什么ｉ你昨天买ｔｉ了？

换言之，跨语言的普遍原则是，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都要移至句首位置，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只是

疑问代词的移位发生在哪个语言层面。逻辑式中发生的暗移位除了汉语类语言中的疑问代词外，还有

“每个人都喜欢一头驴”这类量化短语歧义现象。当被人喜欢的驴可以是任意一头驴时，这个名词短语

没有移位，而当被人喜欢的驴是定指的某头驴时，这个名词短语暗中从动词后宾语位置前移至句首话题

位置。如此这般，逻辑式移位理论就实现了歧义句的有效分解。

根据生成语法的传统分析模式，语言结构一共有四个表现形式，词库中的词经投射产生的Ｄ结构，

在Ｄ结构基础上经由句法操作派生出的Ｓ结构，以及在Ｓ结构基础上经由或明或暗的句法语音操作派

生出的语音式（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ｍ）和逻辑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四种表现形式共涉及三类推导过程：Ｄ结构

Ｓ结构；Ｓ结构逻辑式；Ｓ结构语音式。汉英两种语言在疑问代词移位方面的差别是：英语的移

位发生在“Ｄ结构Ｓ结构”过程中，而汉语的移位发生在“Ｓ结构逻辑式”过程中。

英语类语言疑问代词移位

词库

语音式!

!"

" 逻辑式!

#"

"

$%

结构

&%

结构
汉语类语言疑问代词移位

上列三个类型的句法推导中有两类有移位操作，分别以明移的英语疑问代词和暗移的汉语疑问代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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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为代表。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是，“Ｓ结构语音式”是否也有移位操作，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性质的

移位？要受制于哪些条件的限制？本文认为，不管是在理论建构上，还是在语料分析上，发生在“Ｓ结构

语音式”过程中语法单位的移位，是平行并列于“明移”（Ｏｖｅｒ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暗移”（Ｃｏｖｅｒｔ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两类移位的第三类移位类型。我们把这类移位称为“漂移”（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它在操作过程中所要

遵守的条件跟其他两类移位呈现出有趣的异同格局。〔１〕

表１　三类移位及其不同效应

语音式效应 逻辑式效应 广义句法效应

明移：所见即所得 ＋ ＋ ＋

暗移：看似未动，实则已移 － ＋ ＋

漂移：看似已动，实则未移 ＋ － ＋

明移、暗移和漂移三类移位都带有某种广义的句法效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发生的层面不同，驱动因素

不同，运行条件也有差别。明移发生在Ｄ结构至Ｓ结构的的推导过程中，触发动因主要是为了满足表

层结构句法条件的要求，例如格位条件的要求会驱使占据非受格位置的名词短语移位至受格位置。这

类移位既有外显的语音式效应，也有逻辑式效应，所以说是“所见即所得”。暗移发生Ｄ结构至逻辑式

的推导过程中，触发动因是为了满足逻辑式层面的某些特定语义条件，例如量化名词短语的移位就是为

了消解表层结构的歧义。暗移没有语音式效应，只有逻辑式效应。所以说是“看似未动，实则已移”。漂

移发生在Ｓ结构至语音式的推导过程中。漂移的诱发动因既非表层句法条件，也不是逻辑形式中的语

义解释要求，而多数是语用因素的驱动，只有语音式效应，没有逻辑式效应，即“看似已动，实则未移”。

长期以来，国际语法学界关注点聚焦于明移和暗移，漂移是语法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西方语言学

文献中与我们所说的漂移最接近的概念当数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直译为“到处乱爬”“争相乱跑”，意思是自由

地运动。本文建议使用“漂移”这个名称，因为我们认为虽然语音层面的移位相较于句法层面和逻辑式

层面的移位受到的限制可能少一些，但是并非真的乱无章法，也会受到限制，只是限制条件跟明移和暗

移有所不同。文献所见，学者们此前对相关现象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关于漂移的发生层面。

Ｒｏｓｓ（１９６７）就把相关现象看作是可选型的语体规则作用的结果，这个观点随后被Ｃｈｏｍｓｋｙ和Ｌａｓｎｉｋ

（１９７７）接受，认为是发生在语音层面的语体现象。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３：１２１）和Ａｇｂａｙａｎｉ等（２０１５）则进一

步强调指出漂移就发生在语音式层面。也有学者认为此类现象发生于句法层次，比如Ｓａｉｔｏ（１９８９）和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２０００）等人就认为日语中的漂移是一种句法上的可选性操作。２）关于漂移的动因。Ｓａｉｔｏ

（１９８９）等认为日语中的漂移是一种句法上可选和语义上空转的操作。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３：１２１），Ｓｅｋｅｒｉｎａ

（２００３）认为漂移跟语境中的话题和焦点等信息结构有关。Ｉｓｈｉｈａｒａ（２０００）认为日语中的漂移与重音和

焦点密切相关。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１９９８：１３３）和Ｖéｒｏ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３：１２１）认为漂移是语音因素的驱动。３）漂移

的限制条件。多数学者认为漂移是一种另类移位，遵守的移位条件跟明移和暗移有所不同，但是前人文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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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虽然未见有人系统地讨论过汉语中语音层面的移位，但蔡维天（２０１２），潘海华和叶狂（２０１５）以及郭锐（２０１７）

明确指出“同音删略”（又称“同形删略”）就发生在语音层面，是汉语乃至很多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郭锐（２０１７）

认为“他是班长还是副班长？”这个句子就是“他是班长还是是副班长？”中线性相邻的语音相同的两个“是”删略其中一个

造成的。在句法结构上，这些被删除的语言片段仍然是存在的。严格地说，那个成分并未完全被删略，只是它没有在语

音上现形而已。他还认为“中（学和）小学都放假了”“今晚有大（雨到）暴雨”类组成成分可以部分缺失造成的不完整词和

“帮（一个）忙”类组成成分可以分离的离合词，表面上看都违反了词语完整律，实际上都是语音层面的同形删略造成的，

在句法结构上并未违反词的完整律，也是语言层删掉推导的表面结果。



献中关于限制条件的深入系统的分析太少。其中，谈到漂移条件且较有影响的是Ｓａｉｔｏ（１９８５：２３６），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和Ｓｔｅｒｎｅｆｅｌｄ（１９９０：８－１６），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１９９８）和Ａｇｂａｙａｎｉ等（２０１５）。我们把上述文献讨

论到的漂移限制条件归纳合并为下列六条，以此作为本文讨论汉语现象的基础和起点。〔２〕

（１４）漂移限制条件：

ａ．漂移只能发生在同一个小句范围内。

ｂ．经由漂移操作移出的成分只能以附加语身份附加在另外一个ＸＰ上。

ｃ．只有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才能漂移。

ｄ．ＩＰ／ＶＰ不能漂移。

ｅ．谓语成分不能漂移。

ｆ．包括疑问代词在内的焦点成分不能漂移。

总而言之，国际语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漂移是一种另类移位操作，发生于语音层面，由语用因素驱

动引起语法单位表面线性顺序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漂移的可选性（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可移但是不一定

非移不可。漂移不会改变句子原有的句法关系和句法结构，其诱发动因和运行条件跟句法明移和逻辑

式暗移有明显的差异。相比于明移和暗移，语法学界对漂移的关注和研究较少，未形成一个热点议题，

尚未像句法移位和逻辑式移位那样总结出足够多且得到广泛认可的过硬条件。就汉语中的相关现象来

说，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２）就曾援用漂移理论分析汉语中多重修饰语相对位序。时至今日，我们更有条件将汉语

中常见的灵活句法现象置于语音层漂移这一理论框架下统一处理。对这些现象的案例研究反过来将对

移位理论本身做出贡献。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首先集中分析语法学界认为问题最少的漂移案例。

就上列多种漂移案例来说，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问题最多，其性质的认定就存在诸多的纠结。如果扩展

到动宾结构内部的双宾结构，扩展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那情形就更为复杂（林素娥２００８）。即使大

家认为问题最少、结构最为单纯的汉语主谓倒装句、状中倒装句和述补倒装句，也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和

不当分析，可以在上述新的理论框架下得到匡正。更复杂的难题留待以后另文讨论。

３ 主谓倒装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是ＳＶＯ型语言，主语的常规语序是位于谓语之前。不少研究注意到，现代汉

语口语中句子的主语可以出现在谓语之后，例（１）－（２）便属于此类现象。陆俭明（１９８０）把这些句子称

之为“易位句”，其特点是居前的谓语部分是重音所在，也是语义重心所在，居后的主语一定轻读且不能

成为被强调的对象；在形式上两个成分可以复位而且意思不变；句末语气词只能加到居前成分的后边。

朱德熙（１９８２：２２１－２２２）认为这些结构属于“倒装”，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后置部分必须轻读；赵元任

（１９７９：４４）认为这类是“倒装句”，后置的主语可以复原到前面去。张伯江和方梅（１９９６：２９）指出，在紧凑

的对话语体中，居前成分往往是说话人急于表达想要强调的部分。总的来说，虽然上述学者基本没有直

接触及主谓倒装句的生成程序问题，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术语间接隐含着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论断，

“易位”和“倒装”意味着主语和谓语对换位置，也就是主语跑到谓语位置去了，谓语跑到主语位置去了。

这等于说下文例（１５）的生成涉及例（１５’）所示的两个移位程序。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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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这些论著对漂移条件的讨论参差不齐，繁简不一，且多数只是提及，论述不够充分。如Ｓａｉｔｏ（１９８５：２３６）只是

提到日语中没有ＶＰ的漂移。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和Ｓｔｅｒｎｅｆｅｌｄ（１９９０：８－１６）总结的条件有七条，有的可以合并。比如他们说的

第４条“疑问词短语不能漂移”和第５条“焦点短语不能漂移”是一回事。徐杰（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就认为疑问代词自动成为所

在特指疑问句的焦点成分。



　　（１５）来了吗，他？

来了吗!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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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也跟多数母语者的语感契合。但是如同人们早期认为英语疑问句是由主语

助动词换位构成的一样，这是个假象。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所谓的主谓倒装句不是经由主语跟谓语对

调位置生成的，而是仅由主语成分后移推导而成，谓语实际上原地未动。如例（１６）所示，做主语的名词

性成分在语音层面从主语位置漂移到谓语后面，其落点位置是附加在ＣＰ上的一个附加语位置。

　　（１６）合法的主语向右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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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定谓语不能合法左向漂移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谓语不能执行任何形式的漂移，充当谓语的ＶＰ

或者ＩＰ自然也不能漂移。这里需强调的是，汉语中谓语不能左向漂移，除了违反了基于对其他语言相

关现象的普遍规律外，汉语自身的现象也能同时证明，这种语言的主谓倒装句不涉及谓语移位。在例

（１７）中，如果真的是谓语左向漂移，那漂走了的不仅仅是谓语成分，还有句末语气词“吗”。如例（１８）ａ

所示，这个句末语气词是属于全句的，是依附全句的，并没有像在例（１８）ｂ里那样跟“来了”组成一个可

以移位的ＸＰ结构。此外，如果强迫“来了”和“吗”分别左向漂移，不仅把一步操作变为两步操作，而且

有违例（１４）ｃ中只有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才能漂移的条件：性质上“来了”是Ｉ’，“吗”是Ｃ，都不是ＸＰ。

　　（１７）不合法的谓语左向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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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ａ．［他来了＋吗］？

ｂ．
［他［来了＋吗］］？

总之，主谓倒装句只有主语后移，不存在谓语前移。主语成分从谓语前漂移到谓语后ＣＰ的附加语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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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挂靠于ＣＰ。而接纳了临时寄宿的漂移成分的ＣＰ仍是ＣＰ，不存在其他句法可能性。但是在经典

的Ｘ阶标理论中，句法结构ＸＰ是最大和最后的句法投射，不能继续投射、继续扩展，而倒装句现象似乎

提供了反例。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目前假定包括ＣＰ在内的ＸＰ不能继续扩展，不能接纳其

他成分只是句法平面的要求，语音平面不一定要遵守，而漂移是没有改变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语法单位

地位的语音层面的操作。〔４〕

４ 状中倒装

状语的基本语法功能是修饰由动词短语或者形容词短语充当的谓语，位置在它修饰的谓语之前。

在某些情况下，状语出现在谓语之后。前人涉及到跟状语相关的句法灵活性现象主要是下列这些（见例

１９－２１）。

（１９）你明天看吗，还？（陆俭明１９８０）

（２０）我妈妈回来了，从四川。（陆俭明１９８０）

（２１）六十二啦都。（陈建民１９８４）

这里有个重要问题需要厘清：状语本来就分为两类。一类是修饰谓语的“谓语内状语”（又称为“动

词组状语”，ＶＰ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另一类是修饰全句的“谓语外状语”（又称为“全句状语”，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ｖｅｒｂｉ

ａｌ）。从树形图上看，“谓语外状语”游离于谓语之外，是整个句子的修饰语，嫁接在Ｉ’上；而“谓语内状

语”是句子谓语的一部分，修饰谓语中心语，嫁接在Ｖ’上（蔡维天２００７；徐杰和李莹２０１０）。谓语外状

语在汉语中本来就可以相对自由地位于主谓之间和句首两个位置，本来就用于句首，不是从主语后位置

移去的。例如“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中的状语“夜间”本来就可以用于主语之前的句首位置，得到“我

们夜间又谈些闲天”，属于常规语序，不涉及移位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例（１９）－（２１）才是真正的涉及状语灵活语序的现象，因为这里的状语在常规句法条件下只能用于

主谓之间，现在却用于句末位置。此外，这些状语一般用于主谓之间，可以有条件地漂移至句末，但是它

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用于句首的。〔５〕

（１９’）ａ．你明天看吗，还？　　　　ｂ．你明天还看吗？　　　　ｃ．
还，你明天看吗？

（２０’）ａ．我妈妈回来了，从四川。 ｂ．我妈妈从四川回来了。 ｃ．
从四川，我妈妈回来了。

（２１’）ａ．六十二啦，都。 ｂ．都六十二啦。 ｃ．
都，（他）六十二啦。

上列（２１’）ｃ我们可以加个逗号“，”，并且补上一个主语“他”其目的是要将它跟（２１’）ｂ区分开来。

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例（２１’）ｂ中的状语“都”是谓语的状语，合语法，而例（２１’）ｃ中的状语“都”被置于

主语之前的句首，强迫做全句状语，不合语法。

现在来分析上列状中结构倒装句的派生过程。就逻辑可能性而言，从正装句“你明天还看吗”推导

出“你明天看吗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一种如下列（２２）所示，状语“还”被从句子中“掏”出来并通过

漂移操作后移，句中其他成分原地不动。另一种则如例（２３）让状语“还”原地不动，其他成分前移。

　　（２２）状语“还”后移，其他成分原地不动。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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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如前文所述，何元建（２００７：４８－４９）也认为主谓倒序结构中主语是从原位移位到句末。本文与何文的原则性

差异在于区分普通的句法移位（即明移）和语音式移位（即漂移）。何文默认主语后置也是句法明移，而本文认为这是发

生于语音层面的漂移现象，跟句法结构无关。

“极”“很”和“最”等有限的几个单音节程度副词不能漂移，原因暂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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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状语“还”原地不动，其他成分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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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成分的落点位置都是句法结构中的附加语位置。两种可能性中状语后移没有原则性问题。但

是，状语原地不动，其他成分前移存在明显缺陷，并不可取。首先，它需要两步操作，不如一步操作的状

语后移简单。更重要的是，被移位的成分不是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甚至不是任何层次合理投射的句法

单位。所以状中倒装句只能是状语后移，而不会是状语不动而让其他成分前移。

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状中倒装句中漂移的状语只能后移，不能前移？换个问法，为什么

上列（１９’）ｃ、例（２０’）ｃ和例（２１’）ｃ都不可接受？

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状语可以向后漂移至句末，它们本身的语法属性和语法特点以及落点新位置

（附加语）都没有原则性问题。也就是说前文例（１４）中罗列的那些漂移条件都无法有效排除这些不可接

受的语句。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例（２４）一个额外漂移条件，用以解释此类现象。

　　（２４）漂移完成后，句子语义格局须符合“前重后轻原则”。

这个条件的意思是，在语音层面执行过漂移操作的句子语义上相对重要的成分在线性语序上须排

在相对不重要的成分之前。对于上述例（２４）这条规律，一个有力的旁证来自陆俭明（１９８０）：

　　（２５）ａ．你给我滚吧！　　　ｂ．你滚吧，给我！　　　ｃ．
给我，你滚吧！

“给我”一般认为是个俗语性的虚指成分。它的俗语性体现在，不能替换（给他滚／为我滚），也

不能扩展。虚指成分在语义上当然是不重要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例（２４）的规律统一解释例（１９’）ｃ、例（２０’）ｃ和例（２１’）ｃ为什么不可接受。

一方面其中的介词短语和副词是语义上不重要的成分，另一方面例（２４）不允许语义上不重要的成分出

现在句首。其中一个证据是右向漂移后的语法单位在语音上一般都是轻读的（陆俭明１９８０；冯胜利

２０１３：２０６）。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条件不仅对状中倒装句有效，同时也适用于主谓倒装句。注意，常规的主前谓

后倒装后也是重要的成分（谓语）在前，不重要的成分（主语）在后。情形跟状中结构完全一样。由此可

见例（２４）是一个超越具体句法结构独立运行的语音层面规则。

（２６）怒吼吧【语义上重要的谓语】，黄河【语义上不重要的主语】！

（２７）到底是讨厌谁【语义上重要的谓语】，你们俩【语义上不重要的主语】？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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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例（２４）的要求，我们既可以让语义上不重要的成分右向漂移到句末去，也可以让语义上重

要的成分左向漂移到句首去。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上面讨论的“主谓倒装句”和“状中倒装句”都

属于前一类。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述补倒装句同样也会遵从此项条件，但是它属于后一类。

５ 述补倒装

述补结构的常规语序是述语在前，补语在后。述补结构有多种类型。以语义功能为标准，补语可分

为动量补语、频率补语、趋向补语、结果补语等等。以语法形式为标准，补语可分带补语标记“得”的补语

和不带“得”的补语。从前人的相关讨论和我们对语料的观察来看，跟述补结构有关的倒装句都是带

“得”的述补结构（陆俭明１９８０；朱德熙１９８２等等）。如：

（２８）肚子都疼了，大伙儿乐得。（陆俭明１９８０）

（２９）鞋都掉了，他跑得。（陆俭明１９８０）

（３０）气都喘不过来了，跑得。（朱德熙１９８２）

上列各句跟常规句子语序不同。这里的述语和补语的语序正好前后颠倒。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句子跟前面讨论的主谓倒装句和状中倒装句一样是后句法的操作在语音层面执

行漂移得到的结果，那这些语音层语序是如何形成的。有了前面的讨论基础，我们可以首先排除述语和

补语互换位置这个复杂操作的可能性。它要么是述语右向后移，要么是补语左向前移。文献中，陆俭明

（１９８０）持前一种观点。而朱德熙（１９８２：２２２）则认为这类句子属于补语前移。他们师生二人在这个问题

上的看法正好相左。但是两位学者重在描述此类现象，均未就所持观点的具体论据展开讨论，仅仅指出

处于补语后面的述语成分在口语中轻读。

我们的分析结论支持朱德熙（１９８２）的观点，述补结构倒装句是由补语在语音层面左向漂移到句首

形成，而不是述语右向漂移到句末形成。补语部分是个完整的ＸＰ，它左向漂移合理合法。以例（２９）中

“鞋都掉了，他跑得”为例，其漂移过程可以在树形图上展示如下。

　　（３１）补语合法地左向漂移至句首，其他成分原位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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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鞋都掉了，他跑得”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让补语原位不动，而只是让述语“跑得”右向漂移

而成。但是，深入分析之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三。

１）带有主语的句子里，主语不能留在主语原位，而必须随述语一起左向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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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ａ．他跑得鞋都掉了。　　ｂ．
他，鞋都掉了，跑得。　　ｃ．鞋都掉了，他跑得。

２）带着主语一起左向漂移的述语跟主语一起组成的是“他跑得”，“他跑得”虽然在线性上前后直接

相连，但是在句法上并未构成一个有效的ＸＰ。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移位，就有违前述例（１４）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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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果把“他”和“跑得”拆散并分别右向漂移，也会遇到障碍。首先两步操作比一步到位多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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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能简不繁的大原则。更重要的是，“跑得”是中心语Ｘ０，不是ＸＰ，也违反了例（１４）ｃ的规定。有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前文例（１４）ｄ所述，ＩＰ／ＶＰ不能漂移，这是基于对其他语言的研究对漂移提出的

一个限制条件。汉语中有的漂移成分可以是小句ＩＰ（如例（３４）ａ），也可以是动词短语ＶＰ（如例（３４）ｂ和

例（３４）ｃ）。这都直接违反了例（１４）ｄ。

　　（３４）ａ．我吃不下饭，他气得。　　ｂ．吃不下饭，他气得我。　　ｃ．吃不下饭，他气得。

此外，述补结构倒装句倒是符合例（２４）条件的要求，漂移完成后句子语义格局符合“前重后轻原

则”。述补倒装句是通过重要成分的前漂来满足例（２４）条件的要求，而主谓倒装句和状中倒装句则是通

过不重要成分的后漂来实现的。带“得”的补语在语义上是相对更重要的成分，这种补语在口语中一般

要重读。不带“得”的补语一般不能漂移，无论是动量补语、频率补语、趋向补语还是结果补语，均不能左

向漂移到句首。〔６〕

（３５）ａ．农贸市场她跑了三趟。　　　　ｂ．
三趟，农贸市场她跑了。

（３６）ａ．我做完了。 ｂ．
完了，我做。

（３７）ａ．你得洗干净。 ｂ．
干净，你得洗。

（３８）ａ．你快走进去。 ｂ．
进去，你快走。

不带“得”的各类补语不能漂移是因为这些成分都是语义上相对而言不太重要的成分。它们不能右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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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口语中可以说“这个想法好得很”，但这“得”后的补语不能左漂说成“很，这个想法好得”。表面看来是个反

例，但是实际上“很”不能漂移跟词语的依附性有关。作为程度副词，“很”只能用作修饰成分，且只能用在被修饰成分之

前，结构上依附于中心语。



向后移是因为它们都已经位居句末了，移无可移。而如果左向前移的话，移位结果均会形成不重要成分

在前，重要成分在后的句子，直接违反例（２４）的规定。它们被语法规则有效地系统性地排除了。

６ 相关理论问题

以上讨论表明，语音层面的漂移是汉语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如果把这些看似流动不居肆意飘

散的现象控制住，并统一纳入语音层漂移理论框架下进行通盘考虑和统一处理，完全有可能对这些现象

提供强而有力的妥善解释，从而把此前基于直觉和语感的论断收罗进一个外延收敛的理论系统。同时，

在此理论框架下对相关现象的研究反过来将对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做出贡献。

围绕语音层漂移，有三类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面对的，漂移的性质、漂移的诱因和漂移的条件。

６．１ 漂移的性质

结合前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以及本文对汉语案例的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把漂移的性质定义如下。

（３９）语用驱动的ＸＰ在以附加语为落点位置的非论元移位，漂移发生在语音层面，是不会改变

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语法单位性质的可选性移位。

已有一些文献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对漂移性质的认定，但有关论断基于朴素直观语感的说法不少，严

密的语言学论证不多。

上述有关漂移性质的定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定义确认了漂移跟发生于狭义句法层面的明

移和逻辑式层面的暗移不同，它发生于语音层面；其次，语法单位漂移后落点位置是个非论元位置。至

于语用驱动和能够漂移的成分的性质问题下面讨论漂移条件时就会谈到。这里我们要说的移位结果不

会改变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语法单位的性质这些论断可以得到相关事实的有力支持。

１）反身代词的约束关系不变说明漂移后句法结构关系没变。

多数情况下，汉语的反身代词跟英语的反身代词一样遵从约束理论的Ａ原则，意思是它们在自己

的约束域内必须受到约束。

（４０）他们俩ｉ总是没完没了地责怪自己ｉ。　　　（４１）我ｉ从来不会亏待我自己ｉ。

以例（４０）来说，反身代词“自己”的约束域就是整个句子，满足Ａ原则的要求，跟“他们俩”语义上同

指，且“他们俩”在结构上Ｃ式控制“自己”。例（４１）同理。

而在下列三例倒装句中，反身代词表面看来没有在相应的约束域中受到约束，表面看来违反了约束

理论Ａ原则的要求。但这其实正说明漂移改变的仅仅语音层面的线性语序，没有改变句法结构，没有

改变相关语法单位的地位。其中反身代词的语义同指先行词在句法结构上相当于未移位，它们在漂移

前的原位置约束反身代词并使其得到语义解释。以例（４２）“不要没完没了地责怪自己ｉ，你们俩ｉ”为例，

“你们俩ｉ”必须还原回到原来的句法位置而成“你们俩ｉ不要没完没了地责怪自己ｉ”才能满足相应的约

束原则。在约束原则起作用的句法层面上，漂移看似已移，实则未动。

（４２）不要没完没了地责怪自己ｉ，你们俩ｉ！ （４３）自己ｉ他ｉ不责怪，总是无端地责怪别人。

（４４）自己ｉ他ｉ都帮不了，还能帮谁？

２）句末助词的功能与特征没变表示漂移后相关语法单位的性质没变。

众所周知，汉语有着丰富多彩的句末助词，或表时态，或表语气。此为汉语的一大类型学语法特点。

（４５）老刘已经离开了。 （４６）小王感染过。

（４７）你们都在图书馆等着。 （４８）你认识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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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句末助词当然都处于句子末尾。这是就常规语序说的。在倒装句例，有时候同样的助词

出现的位置可以不是句末，比如可以是句中。我们想说的是，倒装句中的句末助词虽然表面上不在句

末，但是它们作为句末助词的性质跟漂移之前没有根本不同，性质依旧。换句话说，它们在倒装句中并

没有变成“句中助词”。

（４９）我道儿都走不动了，累得。（陆俭明１９８０）

（５０）认识他吗，你？

（５１）你滚吧，给我！（陆俭明１９８０）

６．２ 漂移的诱因

关于语音层面漂移的诱发因素，学者们直观的语感都认为是某种语用因素驱动。我们也有这样的

直观感觉。但是学术探讨要超越直观感觉，深入挖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语用因素诱发或者说驱动了

语法成分在语音层面发生漂移。

基于对本文有关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诱发语法单位在语音层面漂移的语用动因可以概括为“【＋

强调】＋【＋急促】”。二者均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就以前文用过的一个最简单的例（１）（以下复述为

例（５２））。主语“那辆车”之所以要右向漂移至句末，一是因为讲话人说话急促，语速快；二是因为讲话人

要突出谓语部分“修好了没有”这个重点。

　　（５２）修好了没有，那辆车？（朱德熙１９８２）

如果仅仅是【＋强调】，讲话人完全可以使用汉语既有的句法手段，比如在受强调的成分之前加用焦

点标记“是”或者类焦点标记“到底”。例如：

（５３）ａ．那个老板昨天离开的。　　　　　　　ｂ．那个老板是昨天离开的。

ｃ．昨天离开的，那个老板。

（５４）ａ．那辆车修好了没有？ ｂ．那辆车到底修好了没有？

ｃ．修好了没有，那辆车？

此外，【＋急促】这个条件还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学者们广泛注意到的有关这类句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那就是它们一般用于口语和如实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中，如剧本、诗歌。而不可能用于追求典雅风格的

书面语中。

但是，【＋急促】仅仅是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它还不是个充分条件。如果仅仅是【＋急促】，而未能同

时满足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强调】，讲话人完全可能不使用语音式漂移，而极有可能连珠炮似的将整个

句子飞快地吐出。〔７〕

（５５）ａ．那个老板昨天离开的。　　　　　　　ｂ．【语速极快地】那个老板昨天离开的。

（５６）ａ．那辆车修好了没有？ ｂ．【语速极快地】那辆车修好了没有？

６．３ 漂移的条件

关于漂移的条件，例（１４）曾把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汉语相关现

象的案例研究可以而且理应对此做出修正、补充或扩展。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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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有时可以通过放缓语速来强调某个语法单位，那种情形下，一般不会出现语法成分的倒装现象。这更进一步

证明【＋急促】是促动漂移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温宾利教授向作者提醒此点。



本文研究的语言案例显示，例（１４）所列６个条件中前３个条件完美地适用于汉语。首先，漂移只能

发生在同一个小句范围内，也就是说移位成分的起点和落点都必须在同一个小句中，不会像句法明移那

样可以通过连环移位的方式（ｃｙｃｌ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跨越两个或者多个小句。在下列（５７）这个句法明移的

例句中移位成分“他”就跨越了两个句子，它首先从宾语从句的宾语位置通过被动化移至同句的主语位

置，随后又从从句主语位置经由主语提升（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ａｉｓｉｎｇ）移至全句主语位置。漂移是不可能进行此种

连环移位操作的。汉语中没有看到此类案例。

　　（５７）［他ｉ看来 ［ＣＰｔｉ被骗了ｔｉ］］］。

其次，经由漂移操作移出的成分以附加语身份附加在另外一个ＸＰ上。具体说来附加在一个ＣＰ

上。这是漂移操作不同于明移操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已包含有一

个标志语，句法扩展已经被终止，是不可能再承接其他任何外来成分的附加的。但是，语言事实显示，语

音层漂移不受此限，其背后的原因是明移会改变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句法单位的属性，而漂移不会。漂

移成分进来前，该句法结构是一个ＣＰ，漂移成分进来附加上去后它仍是一个ＣＰ。

例（１４）ｃ规定只有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才能漂移。这也是漂移不同于明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

被移句法单位的性质来说，明移有两类，一类是短语移位（ｐｈｒａｓ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另一类中心语移位（ｈｅ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ｌｌｗｅｇｅ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ｎｏｗ”类英语疑问句中助动词“ｓｈａｌｌ”从主语后移至主语前就是中心

语移位的典型案例。文献中前人基于对其他语言的研究认定漂移只能移动短语ＸＰ，而不能移动其他

非ＸＰ成分，我们在汉语中也没有见到此条件的反例。

除此以外，下列处于最小比对关系的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句子也值得关注，跟例（１４）ｃ间接相关。

（５８）ａ．他ｔｉ放开了脚步，慢慢悠悠的ｉ。（陈建民１９８４）

ｂ．
他慢慢ｔｉ放开了脚步，悠悠的ｉ。

（５９）ａ．太破了，那个黑板！　　　　　　ｂ．
板太破了，那个黑！

（６０）ａ．ｔｉ会在海南买个房子，他ｉ。 ｂ．
他ｔｉ在海南买个房子，会ｉ。

（６１）ａ．ｔｉ能在海南买个房子，他ｉ。 ｂ．
他ｔｉ在海南买个房子，能ｉ。

（６２）ａ．ｔｉ没有在海南买房子，他ｉ。 ｂ．
他ｔｉ在海南买个房子，没有ｉ。

至少在表面上看，上列例（５８）和例（５９）跟词语自主律（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有关。词语自主律指的是

词和短语分属不同的范畴，必须分别处理。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短语层面可以执行句法操作不用运用

于词的内部（黄正德１９８８）。这意味着词从词库中提取参与句法结构后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活动，不能肢

解。这条语法原则在包括汉语在内的很多语言中有着广泛的普遍适用性。上列（５８）和例（５９）中两个最

小比对说明语音层面的漂移也要遵守词语完整律，进入句法范畴的词语“慢慢悠悠的”和“黑板”在语音

层面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活动，也不能分开。

例（６０）、例（６１）和例（６２）三例没有违反词语完整律，显然是一种另类现象。我们的观察是，该句中

的助动词“会”和“能”以及否定词“没有”都是中心语Ｘ０性质的语法单位。在本文所采信的生成语法理

论体系中都是曲折范畴短语ＩＰ（亦即小句）的尚未投射扩展的中心语，而不是短语ＸＰ。这层意思可以

例（６０）为例，见下页例（６３）分析。

这正是此类语法成分无法进行漂移操作的原因。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能够漂移的语法成分必须是

一个短语成分ＸＰ，中心语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不能漂移。这样一来也就不必另外专门给这类现象建

立一个诸如中心语不能漂移的规则，而用例（１４）ｃ所述漂移成分须为短语成分ＸＰ这个更具包容性和解

释力的既有规则统一涵盖，简单而有效！其实不仅是这类中心语不能漂移不必另外立规，就连前述漂移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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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词语自主律现象也可以纳入例（１４）ｃ这个超级规则来概括，因为那些句子中漂移的成分不仅不

是短语ＸＰ，甚至连完整的词语都不是。总之，中心语不能漂移以及漂移要遵守词语自主律等现象均可

并入ＸＰ漂移这个普遍有效的超级原则。〔８〕

至于例（１４）ｄ有关ＩＰ／ＶＰ不能漂移的论断，前文已经明确指出，这个条件应该仅仅适用于某些语

言，不是普遍有效的语法原则。如例（３４）ａ－ｃ中各例所示，汉语中大多数述补倒装句中都是经由ＩＰ和

ＶＰ漂移形成的。

另一方面，例（１４）ｅ说谓语成分不能漂移这一条件在本文讨论到的汉语案例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主

谓倒装句是主语后移，谓语原位不动；状中倒装句是状语后移，谓语中心语原位不动；述补倒装句是补语

前移，谓语中心语同样是原位不动。循规蹈矩，整齐划一。

例（１４）ｆ规定包括疑问代词在内的焦点成分不能漂移。汉语中有很多相关现象支持这一论断。比

如，主谓倒装句中主语不能是疑问代词，状中倒装句中状语不能是疑问代词。

（６４）ａ．修好了没有，那辆车？（朱德熙１９８２）　　ｂ．
修好了没有，什么东西？

（６５）ａ．可笑极了，这个人！（赵元任１９７９） ｂ．
可笑极了，谁？

（６６）ａ．已经到家了，昨天。 ｂ．
已经到家了，什么时候？

（６７）ａ．帐篷已经搭好了，在半山腰。 ｂ．
帐篷已经搭好了，在什么地方？

但是，出乎例（１４）ｆ的预料之外，述补倒装句前移的补语却可以是疑问代词。

　　（６８）ａ．很大，雨下得。 　　　　　　　　　　　ｂ．怎么样，雨下得？

　　（６９）ａ．满头大汗，你跑得。 ｂ．累不累，你跑得？

这直接违反了焦点成分不能漂移这一移位条件，显而易见地构成了反例（１４）ｆ。在这类语言事实面

前，我们不得不对例（１４）ｆ进行修正。前文曾经根据状语只能向后漂移，不能向前漂移到主语之前，提

出并初步论证了漂移还要遵守另外一个独立的新条件，亦即例（２４）所述漂移完成后句子语义格局符合

“前重后轻原则”。有意思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例（２４）不仅可以用以解释例（６８）和例（６９）这种可以合语

法例句，同时还可以解释例（６４）－（６７）中不合语法的例句。所有这些案例统统遵守前重后轻原则。也

就是说，例（２４）作为一个超级漂移条件可以覆盖例（１４）ｆ，从而使得后者变得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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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例（５９）－（６３）这些现象也清晰说明，“追补”一类分析方案是难以成立的。追补的本意是前面缺什么，后面补

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能先说“他慢慢放开了脚步”，随后发现缺少了“悠悠的”再补上去。也

不能解释说完“他在海南买个房子”，后来发现少了个“会”再追补出来。



除此以外，还是另有一种语序灵活现象至少在表面上无法解释。例如：

　　（７０）ａ．我妈妈ｔｉ回来了，从四川ｉ。　　　　ｂ．
我妈妈从ｔｉ回来了，四川ｉ。

例（７０）显然跟语法理论中那个著名的“禁止介词悬空原则”有关。该原则的意思是前置词的后面或

者后置词的前面必须有一个名词性成分，介词不得挂单，不能悬空。除了英语等少数日耳曼系语言允许

有限的介词悬空外，这条禁止介词悬空原则在包括汉语在内的很多语言中有着广泛的普遍适用性（黄正

德１９８８）。上列（７０）中这个最小比对说明语音层面的漂移也要遵循禁止介词悬空原则，介词不仅在狭

义句法层面不能悬空，在语音层面也不得悬空。这是前述已知的各项漂移条件所无法概括的现象，需要

单独设立为一条语法条件，约束语音层漂移的运行。如此一来，修正、扩展和整合后的漂移操作的句法

语义条件可以概括为例（７１）。

　　（７１）漂移条件（本文研究汉语中相关现象后的修订）：

ａ．漂移只能发生在同一个小句范围内。

ｂ．经由漂移操作移出的成分只能以附加语身份附加在另外一个ＸＰ上。

ｃ．只有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才能漂移。

ｄ．谓语成分不能漂移。

ｅ．漂移完成后句子语义格局必须符合“前重后轻原则”。

ｆ．漂移必须遵守“禁止介词悬空原则”。

有关漂移限制条件的最后一点，语音层面的漂移跟句法明移和逻辑式暗移所遵从的移位条件有同

有异。有相同的一面，比如不管是明移、暗移还是漂移，移位后都不能让介词落单悬空，都不能拆解词

语，都要遵守词语自主律等等。不同的方面也是有的，比如漂移要遵守同句原则，只能发生在同一个小

句范围内，漂移成分的起点和落点都必须处于同一个小句中。而句法明移可以连续滚动式移位，明移成

分的起点和落点可以跨越两个甚至多个小句。除此以外，句法明移要遵守利己原则（ｔｈｅＧｒｅｅｄ，又译

“自利原则”）。所谓的利己原则是指语法单位的运行尤其是移位，必须是为了让自身满足某项条件才算

合情合理，必须是利己的行为，而不能利人的行为（Ｃｈｏｍｓｋｙ１９９３；Ｌａｓｎｉｋ１９９５）。最典型的是被动句中

受事宾语前移至主语位置就是为了自己获得格位指派，不会是为了其他某个语法单位满足某项语法条

件。有意思的是，漂移可以不遵守这个利己原则。在外力的推挤下，某些漂移可以非自主地，不情愿地

被迫为他人做嫁衣裳。如在前文讨论的三种倒装句中，只有补语前移可以看做是利己的漂移操作，主语

后移和状语后移均是为了客客气气地把居前的位置给谦让出来，让谓语和述语凸显出来，让别人受益。

　　（７２）述补倒装句：利己漂移　　（７３）主谓倒装句：利人漂移　　（７４）述补倒装句：利人漂移

从下页表２可见，句法明移和逻辑式暗移都要遵守利己原则，语音漂移在这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基于利己，如述补倒装句；一类是基于利人，如主谓倒装句和状中倒装句。如果既不利己，又不利

人，那在任何语言层面都不会发生任何意义下的语言单位移位。

表２　三类移位及其不同效应

利 Ｘ 移位类型

利己 利人

－ ＋ 漂移１

＋ － 漂移２

＋ － 明移、暗移

－ － 没有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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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论

移位分析是语法理论处理和解释异形同义句法格式间异同关系的基本手段和工具。语法中的移位

根据其发生的层面可以分为三类：明移、暗移和漂移。其中明移发生在Ｄ结构至Ｓ结构的推导过程中。

暗移，看似未动，实际已移；发生Ｓ结构至逻辑式的推导过程中。而漂移，看似已动，实则未移，发生在

Ｓ结构至语音式的推导过程中。三类性质不同的移位操作不仅发生的语法层面不同，其诱发动因和运

行条件也各不相同。明移的诱发动因多半是为了表层结构中句法条件的要求。比如格位条件的要求可

能会驱使占据非受格位置的名词短语移位至受格位置，而暗移则是为了满足逻辑式中某些特定的语义

解释条件，如量化名词短语的移位就是为了消解表层结构的歧义等等。漂移的诱发动因既非表层句法

条件，也不是逻辑式中的语义解释要求，而是某些语用因素的驱动。本文通过对汉语中主谓倒装句、状

中倒装句和述补倒装句等实际案例的分析，重在论述“漂移”并非仅仅是个源自理论系统内部的抽象概

念，对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可用以解释诸多复杂的语言现象。在此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下，一系列重要

的语法现象和语法案例将会得到重新概括，重新整理和重新解释。而这些案例的研究也将会对移位理

论本身做出贡献。

分析结果显示，汉语中有很多语序灵活现象都是在语音层面执行漂移操作派生的结果。其中主谓

倒装句中只能是主语后移，没有谓语前移，更不存在主语谓语互换位置；状中倒装句来自状语后移；而述

补倒装句则来自补语前移。凡此种种语序灵活现象看似飘忽不定，随机偶然，而实质上受限受约。只是

那些限制和条件跟句法明移和逻辑式暗移的限制和条件有所不同。具体有多少、有哪些原则和规则，限

制并约束包括汉语在内的人类语言中的漂移操作，需要我们由表及里，由粗及精，逐步发现发掘。这些

工作就好比在蛮荒原野上面对野生动物，首先划定区域，再进行物种识别，进而定性和圈围，然后再管理

和利用，最终得到一座整洁有序功能齐全的动物园。

本文通过对汉语案例的研究，发展了中外文献中采用不同术语命名的有关语音层移位的相关理论。

结合前人对此重要问题的认识以及汉语案例研究，本文明确认定漂移是语用驱动的ＸＰ在以附加语为

落点位置的非论元移位，它发生在语音层面，移位结果不会改变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语法单位的性质。

诱发语法单位在语音层面漂移的语用动因是“【＋强调】＋【＋急促】”。二者均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漂移受到一系列限制条件的约束，比如同句内条件；只有最大的句法投射ＸＰ才能漂移且只能漂移至附

加语位置；谓语成分不能漂移；漂移完成后句子语义格局必须符合“前重后轻原则”以及漂移必须遵守

“禁止介词悬空原则”等。语音层面的漂移跟句法明移和逻辑式暗移所遵从的移位条件有同有异。句法

明移和逻辑式暗移都要遵守利己原则，语音式漂移在这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利己，如述补倒

装句；一类是基于利人，如主谓倒装句和状中倒装句。如果是“损人不利己”或者“损己不利人”，则在任

何语言层面都不会发生任何意义下的语言单位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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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暨民族古文字文献与
汉语通语、方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２－２３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年会暨民族古文字文献与汉语通语、方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

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江苏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四川大学、宁夏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全国近５０家高校或科研单位的

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分会场报告两种形式。主旨报告共有７位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作了题

为《语言观的革新与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报告、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聂鸿音研究员作了题为《八至十二世纪汉语西北方言

的区片划分》的报告、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孙伯君研究员作了题为《西夏文献的语文特征》的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教

授作了题为《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集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的报告、新疆师范大学牛汝极教授作了题为《吐鲁

番发现的叙利亚文〈圣经〉写本》的报告、江苏师范大学王为民教授作了题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共同语音系特征的演变》的

报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彭向前研究员作了《吕惠卿〈孝经传〉的道德性命探讨》的报告。

分会场共有７９场报告，涉及十多个文种，研究角度涉及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历史学以及交叉学科

的研究。研究内容体现了新时代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动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相契合。研究特点体现

了从一手材料出发，深入揭示文献背后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历史、经济、文化内涵。同时，本次会议的参会队伍有高校教

师、科研人员和硕博研究生，老中青三代，体现了在国家的积极扶助下，冷门绝学呈现出“有人做、有传承”的向好局面。

此次会议是融通民族古文字文献与汉语通语、方言研究领域的学术盛会，学术探讨涉及西夏文、藏文、契丹文、满文、

回鹘文、蒙古文、彝文、东巴文、壮文、水书、古傣文等多种民族古文字的文字、语言和文献研究，民族古文字文献与汉语通

语、方言的研究，以及民族古文字编码和数字化等领域，与会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充分地交流，对民族古文字文献

研究、汉语研究和多学科交流互鉴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刊记者）

８６４

语言科学　２０２３年９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