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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普遍語法追求統一性，結合表徵確立廣義（跨範疇）中心語理論勢在必行。本文基於

最簡合併的最簡論，詮釋並列結構、空位和依存問題，論證廣義中心語理論必須融合中心語加

標和運算元類中心語特徵加標。並列功能中心語是確定並列結構完備性的基礎，空位由特徵加

標中心語 - 標示語構型 [SPEC-H[+FF]] 允准。在最簡框架下，空位和省略的允准機制遵循結構、

分析和介面統一性原則。中心語加標與並聯組合產生無界嵌套結構，截省結構推導及參數問題

的解決須統一到語段中心語（向心）加標和語段允准機制。中心語加標以對稱中斷為基點啟動

動態反對稱加標，解析程式須結合語義分析、語段理論和中心語加標演算法 [H-XP]，以解決複

雜截省結構的推導及允准問題。在語段加標和中心語 X0 演算法下，中心語 C[+WH] 和連接運算

元 [E] 特徵的焦點中心語（及其標示語 [SPEC-Foc]）允准截省，跨語言變異歸於語段繼承性。

中心語理論和標準構型的標示語統一了 X- 階標理論、語段加標、語義一致性及核查理論。介

入效應實質為介入加標特徵，特徵加標強化了允准解釋，須結合題元謂詞、向下 - 衍推量詞、

限定（無指）短語等的轄域效應獲充分詮釋。

關鍵詞：語段機制；加標理論；截省結構；允准機制；語義解釋條件

Key words: phase mechanism; labeling theory; sluicing structures; licensing mechanism; semantic 

interpretive conditions

最簡框架下並列空位及加標解析
Coordinating Gapping Licensing and Labeling Interpretations within 

Minimalist Framework

◎ 張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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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則與結構描述

愛丁頓致力於確定基本理論以統一量子理論、

相對論和引力理論（愛丁頓，2016）。喬姆斯基

近年來強化投射理論，關注強勢最簡論（Strong 

minimalist thesis；SMT）和合併問題（Chomsky et 

al.，2023），加標程式聚焦自然定律，如最小搜索

（minimal search；MS）。強統一性規定了跨語言的

特徵分配（Miyagawa，2022），但缺乏對跨語言功

能語類投射的最大值統一。語言設計中的結構依存

及最小化問題再度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Fedorenko 

et al.，2024；Lasnik & Uriagereka，2022；張連文，

2024）。否定規則的研究支援人類語言設計中結構

距離限制的計算和處理（Chomsky，2016：11）。早

些年，否定標記就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不過，語言表徵的本質問題懸而未決，在整體性的

功能結構下，對於否定、並列的功能中心語以及標

示語（XP → X’+Y）的地位仍然沒有統一的認識。

因此，有必要對中心語、附加語、標示語的統一性

進行系統闡述，借鑒 Kayne（1994）的形式分析，統

一附加語和標示語（XP → YP+XP），並進一步把標

示語處理為次要中心語（Cann，1999），如序列合

併 [EA[<R, v*> [αIA [R <IA>]]]]，α 加標 <φ， φ>

即是最小搜索對 [SPEC-R] 和中心語 R 抽取特徵，如

此，進一步把 X- 階標推進到加標理論（Jackendoff，

1977；Chomsky，2013、2015a）。目前對功能中心

語範疇誘發的邏輯結構研究尤為不足，本文以此為

基點對最簡方案（Chomsky，2015b、2015c）的主旨

方面進行評價和驗證。

徐杰先生（2001/2018）對普遍語法原則深入闡

發，在生成語法框架下確立了具有強解釋力的“原

則本位的語法理論”，詮釋了跨語言、跨結構的語

法原則及其與具體語法規則的對應，充分研究了語

言的運算系統和擴充詞庫，兼顧了詞彙語義特徵。

他宣導描寫語法與普遍語法的接軌，這為漢語語法

和跨語言的語法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也

提出加標、移位等是實現否定、疑問等功能語類的

句法手段，這一統領全域的論斷對語言學理論具有

重要價值，意義深遠。Chomsky（1975）在優選語法

的指導原則下進行了短語結構描寫的細緻刻畫。呂

叔湘先生也宣導動詞中心說，這支持了中心語理論。

呂先生結合否定的淵源，富有洞見地指出：“否定句

既不復有逆轉之詞序”（呂叔湘，1990：84），他主張：

凡形式相近而意義又全同的否定詞應該歸併統一。

跨語言研究支援了否定從標示語 [SPEC-NEG] 到中

心語 NEG 的重新分析（再切；resegmentation）。否

定標記（negative marker；NM）和否定依存全面指

向了跨範疇和跨模型的廣義中心語理論和中心語效

應（Zeijlstra，2022；Freywald & Simon，2022）。

本文支持徐杰先生的思想，並結合最簡論和演繹系

統對表徵問題進行探索，旨在確立並強化形式語言

學的統一基本理論，即統一加標理論（及投射理論）、

X- 階標理論、語段理論的廣義中心語理論。

第一，廣義中心語理論具有跨範疇的統一性和

協變性，在一階邏輯和解析函數中成立，可以統一

語義範疇和語義類型（Elbourne，2024）。中心語

依存包括移位語鏈、中心語一致性（SPEC-H）操

作（Zhang，2022）以及中心語輻射。加標簡化結

構成為最簡方案研究的前沿和熱點問題（Ceccheto 

& Donati，2024；Gelderen，2022；Epstein et al.，

2022）。合併確立了整體結構，語段推導和加標理

論確立了局域遞增推導、投射及介面解釋（Chomsky，

2008、2013、2020； 張 連 文，2017、2018a、2018b、

2018c、2022）。並列結構的語類投射等同歸結為 X-

階標下語類特徵加標的形式與功能的匹配。並列省

略結構的允准源自一致性（Aelbrech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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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據中心語理論，短語標記 Pi 的中心語

H 具有質數性質，有序合併形成並列結構 ρ1（Pi, 

p1^…^pn）（Chomsky，1975）。廣義並列也具有跨

範疇的普遍性（Partee & Rooth，2002）。並列結構

為向心結構（Chao，2017），且並列標記向來受到

關注，例如選言標記、關聯標記（“你在那兒做事

還是玩兒。”；“你不來，我不去。”）。合併運算

簡化了結構，加標創造了並聯閉合以及表達的對等

類，為解決並列空位確立了新的理論方法，省略如

動詞短語省略（VPE）及截省的核心問題是推導制約

和允准機制（Güneş & Lipták，2022）。空位的實質

為解釋規則，但省略不是通過空位節點或刪除推導，

省略結構可處理為心智詞庫中有意義的構式，由先

行語的概念表徵推導（Jackendoff，1971、2010：

26）。

本文界定語段加標為擴展投射的中心語加標。

並列結構及句法限制和語義解釋綜合了短語標記

理論、廣義轉換、投射理論及對稱性（Chomsky，

1975）。須進一步闡明：

1）廣義轉換下並列的結構分析和轉換為：

（1） a. S1: Z- X- W  

b. S2: Z- X- W （X 為最小成分 DP 或 VP，而 Z，

W 為終端串的分段 / 語段）。

c.（X1-X2-X3； X4-X5-X6）→ X1-X2 +and + X5 -X3

（Chomsky，1957：113）

並列結構制約界定為語法規則功能條件

（Chomsky，1977：163）。並列省略結構中表層結

構直接映射到邏輯式（logical form；LF），這支援

了語義解釋理論（Chomsky，1972：187）。並列結

構的句法運算（涉及重新調整規則）統一應用於並

列項；截省消解了整體規則的並列結構制約；而語

段中心語攜帶語義標引（Kučerová，2020），誘發

中心語移位（如 R-v*，v*-Voice），強化語段加標，

进而允准 VPE、繫詞省略、截省、空位等系列運算。

2）並列結構預示了對稱性與動態性還原。並

列結構作為向心結構其每個中心都有跟整個結構相

同的功能（趙元任，2012：136）。並列轉換 Tand 使

語 句 Z1， Z2 變 成 Z1 and Z2 （Chomsky，1975：

557）。省略转换规则 Tso 是並列轉換的複合運算。

3）並列結構制約如同控制本質上是語義限制

（Culicover & Jackendoff，1997）。目前，論元和

附接語提取的不對稱支持了語義不對稱（從屬）

（Weisser，2015；Neeleman & Tanaka，2024）。並

列和省略結構的表層空謂語（VP）向邏輯式表徵映

射需要重組和拷貝運算。省略結構或謂詞刪略常嵌

於並列結構中，增加了生成和解釋的複雜度。空動

詞與動詞虛範疇都需要句法和邏輯式層次的解釋。

4）跨語言事實支援了合併操作、多重支配與

並列結構（及 VP 省略和附著過程）的語段推導、

多重拼讀（Uriagereka， 2012）和線性化介面分析

（Bošković，2001）。

焦點截省語言（如波蘭語）強化了語段中心語

的截省允准（Citko，2020），中心語性由合併項的

選擇（投射）特徵決定，加標功能（Label）根據觸

發特徵的核查定義。

合併運算與加標演算法（labeling algorithm；

LA）增強了語段推演過程的互動以及介面解釋。合

併特徵驅動運算的形式要求和介面的解釋要求，動

態反對稱基於中心語加標演算法 [H-XP]（Moro，

2013；Chomsky，2015a、2015b），解釋程式應用於

語段補足語，解決截省結構及其允准問題。截省可

以原位允准（Abe，2022）。

漢語屬於離合（ionizing）語言，其語素離合多變，

省略很常見（如承上、概括和照例省略）。沈家煊

先生（2019a）結合王力先生（1944）的《中國語法

理論》指出，漢語句法特徵是平列結構，而用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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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語義關聯依靠意合（parataxis）。

本文結合動態最簡合併理論和加標理論以及特

徵演算法（Keine，2020），聚焦於並列結構語段加

標機制和投射及特徵解釋等理論問題，進一步結合

邏輯式重組和語義分析解決空位、截省（C- 語段截

省和焦點截省）推導、語義解釋及介面允准機制。

二、語段加標理論與並列及空位結構推導

2.1 加標理論、併入與空位及截省允准

基於標記的合併與基於語鏈的合併需要統一在

中心語理論下，加標把合併的無遞迴積轉成遞迴嵌

入的形式移交 CI（conceptual-intentional）介面，狹

義句法本身處理組合語義（Chomsky，2021）。中

心語理論囊括了中心語 / 向心加標和顯著性引導的最

小中心語探測（minimal head detecting；MHD）等

優選演算法（Adger，2013；Narita，2014）。並列

結構帶並列標記（連詞或關聯標記，如“你是要看

戲還是要看電影”），其 X- 階標程式為：Xi → Xi-

（conj-Xi）*。並列結構呈現句法運算的結構不對稱

解釋，並列項處於語義等同地位。例如以下合併結

構 {XP,{K, ZP}}：

  （2）

二元運算元 K 確認投射 α，β 的標籤（K 類

似 xRy 的介接成分 R），但未確定並列分佈，須在

加標理論下解釋。合併演算法須搜索合併分量 {p, 

q} 的 根 節 點（int i=root（p）；int j=root（q）；id

（i）=j）。根據超窮數理論（康托，2018），本文

把無界合併定義為適當的無窮連續統，以匯出解析

函數。根據新擬最簡論（Chomsky，2019a、2019b、

2021a、2021b；Marcolli et al.，2023），二元運算呈

現對稱、非結合交換屬性，生成過程具有平衡特徵

（3）： 

（3）a. （α, β）⟼ 𝓜(α, β) = {α, β}       

b.  {{x {x x}} x}  

c. （T, T’） ⟼ 𝓜（T, T’）    

合併定義為產生新運算空間的轉換。

中心語理論基本涵蓋了中心語內部和外部序偶

合併、中心語外部集合合併，中心語特徵貫穿整個擴

展投射（Wurmbrand，2014：141）。中心語 H 探測

確立了中心語移位元的演算法基礎，設 [β
max[β

min Y]]，

則 P+F…[βP+F   XP+G […β
min

+F …]] （Roberts，2010）。

並列程式 [αConj [βZ W]] 屬於二元運算，但需要

考慮並列連詞的加標強度（Chomsky，2013），若

Conj 中心語進行特徵核查則必從另外的功能中心語

衍生獲取特徵（Camacho，2020），加標僅能通過移

位獲得，如此產生對稱中斷。例如：[γ 三匹馬 [α

和 [β 三匹馬兩頭牛 ]]]。

在廣義中心語理論下，加標限制作用於移交的

語段中心語域，可延遲推導（McInnerney，2024）。

加標分析可以解釋結構化並列項效應，其核心是拷

貝不可見，設定中心語 Conj 加標，提升 NP 加標 γ，

則併入選擇性中心語 P 產生可選性加標 δ={P,γ}，

即 [δP[γNP [αConj [β<NP> CP]]]]。並且，線性外化

屬性不屬於概念 - 意向（CI）介面系統的句法 - 語義，

加標不編碼線性順序： 

  （4）a. 審閱 V1 並推薦 V2 此書以某人命名。

b. [γV1[αConj [β[δ<V1> V2] CPSUBJ]]]     

c. *[γV2[αConj [β[δV1 <V2>] CPSU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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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不具選擇關係的並列項排除加標。

並列結構包含複雜的句法和語義屬性、允准條件

（Nygård，2018），涉及合併運算和複製、側向移

動和核心功能語類投射等，如在並列結構中第二並

列項的語類 V，v*&T 依次從第一並列項得到複製，

且並列結構的每個並列項在下一個並列項推導之前

到達語音式（PF）和邏輯式介面。並列及刪略涉及

PF 移交（TranferPF）和 LF 附接，這緊密關聯平行

制約以及右節點提升句式中右邊界空缺的允准機制。

標示語 - 中心語 [Spec-H] 一致性和功能語類 T 的 φ-

特徵核查 / 賦值允准了並列結構的 VP 省略。並列項

鑒別式要求等同語類投射和等同語義範疇（事件、

述謂 PredA & PredN）。並列結構除了並列項也涉及

空位和省略規則，如 {[Fred[VP invited Mary] [and Bill, 

[VP V Sue]]]}，空位和並列項 c 消解關聯依存分析、

递增分析（递增省略假设）。

截省作為回指規則屬轉換刪除運算，受句法而

非語用控制（Landau，2020），關聯式結構的截省

受到 E[uWH*,uQ*]- 特徵的制約。截省結構的運算元否定

產生預設分配（逐指）解讀（如同右節點提升）。

空位作為省略操作應用於並列結構旨在等同效應下

刪除右端並列項，以局部性語段為界。空位還原

映射跨推導制約（不同底層結構）（Alexiadou & 

Lohndal，2021：28）。

空位（gapping）實質是後迴圈運算，在廣義中

心語理論下，空位確立隱性中心語 H[+V,-N] 投射與

先行語投射的依存關係。廣義的空位依存加工關聯

遞增計算（Kush & Dillon，2021），空位應用於並

列結構以刪除 vP 語段的成分，如西班牙語：

（5）Álex  toca     el   violin y Marta  Δ el piano 

Alex  3s.play  the  violin and Marta  the piano 

Alex plays the violin and Marta the piano.  （Brucat 

& MacDonald，2012：582）

並列附加語的推導和解釋須引入中心語併入和

等位跨界（ATB）移位以及連帶機制（羨餘雙重拼讀），

例如（Wilson & Yin，2021：17）： 

   （6）a. Juan   paga  la cuenta con  la tarjeta  o (con)  

la app. 

Juan 3s. pay  the bill  with  the card  or (with) the app

Juan pays the bill with the card or with the app.

b.

空位由攜帶對比特徵的中心語 C[CONTRAST] 的（多

重）標示語允准。空位遵循平衡對比原則（比對話

語話題和焦點助詞），空位可由資訊結構驅動的焦

點 殘 餘 移 位 推 導（Hankamer & Sag，1998：93；

Haegeman & Lohndal，2015）。

（7）a. Bill likes Dickens and Sally Shakespeare. 

→

b. [WP Foc0
j +W [FocP Shakespearei tj [vP [VP likes 

ti]]]]

c. [WP [vP [VP likes ti]]k Foc0
j +W [FocP Shakespearei tj 

tk]]

並列結構是表達集合的一種方式，如 {&:Tom, 

Dick, Harry}。Culicover & Jackendoff（2005） 主 張

經典的不對稱並列句式 OM- 句式是句法並列、語義

從屬的 DP。側向移位是最簡複製 - 合併過程。在空

位結構中，右側並列成分的 v*P 語段（對比殘餘成

分移至 A’- 位置留下的 vP）被複製，側向移位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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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列成分合併：

（8）a. Fred loves Anna and Leon Hanna. 

 b.                                  

（8b）中複製 v*P 是清空殘餘論元 Leon 和

Hanna 的 v*P3 語段，v*P3 被複製且與第一並列項中

的 Fred 和 Anna 合併。第一並列項的主語 DP Fred

移動到 Spec-T，滿足了未詮釋 EPP 特徵。第一並列

項的 v*P 語段前移（外置）滿足詞序介面條件。最

後 vP- 語鏈的低點複製被作為語鏈簡化刪除。

總之，空位推導化為並列項的拷貝，且否定運

算元 Op 產生分配（逐指）解（A &B）和窄域解源

於分裂 CP 並列項合併，產生語用否定，而寬域解源

自最小並列項，產生命題否定。譬如德語邏輯式的

窄域：

（9）a. Clayderman hat das Klavier NICHT 

gekauft, aber Klinsmann die Fußball. 

Clayderman has the  piano  not   bought  but 

Klinsmann the football   

b.

否定週期可簡化中心語Neg加標：AdvnegP → Asp/

Neg（附加問句簡化 n’est-ce pas→non）。否定條件

連帶語段週期，LF 中否定轄域也依存語段域的隱性

運算元和顯性否定標記的否定和諧，如以下並列空

位推導： 

（10）a. [ConjP [Conj1 BILL isn’t proofreading the 

NOVEL] and [Conj2 MAX the JOURNAL]]. 

b. Conj1=[&P [ForceP D [StrP NEUTRAL [TopP BILLi 

[FocP  the NOVELj [TP  ti is [PolP not [v*P ti proofreading 

tj]]]]]]]]  

Conj2==[&’ and [ForceP D [StrP NEUTRAL [TopP MAXk 

[FocP  the JOURNALl [TP tk is [PolP not [v*P tk proofreading 

tl ]]]]]]]]  

分析表明，加標顯示了否定 Neg 的逐指解讀（寬

域解讀的 FALSUM 運算元從略）。

設定空位語句的兩個並列項有不同的算式庫。

例如：

（11） a. Fred got the food and Pete the drinks.    

b. Nconjunct2={and, Pete-CASE, [the drinks]-CASE}

c . [ T P F r e d - N - φ - C A S E  T- D - φ [ v * P F r e d - N - φ -

CASE[v’got[VPgot[DPthe food-N-φ-CASE]]]]]

（11b）顯示第二並列項算式庫中 Nconjunct2 的

DPs 攜帶格特徵；格特徵需要核查 / 賦值，第一並列

項有（11c）的結構。第二並列項的 V，v &T 依次

從第一並列項得到複製。複製到第二並列項的 T 的

EPP 特徵由殘餘主語 DP 核查，最後兩個並列項合

併：

（12） a. Fred got the food and Pete the drinks.

b. [&P[TPFred-N-φ-CASE[T’T-D-φ[v*P Fred-N-φ-

CASE[v’ got [VP got [DP the food-N-φ-CASE]]]]]]

c.[&and[TPPETE-N-φ-CASE[T’T-D-φ[v*PPete-N-φ-

CASE[v’got[VPgot[DPthe drinks-N-φ-CASE]]]]]]]]

若所有複製都有相同地位，則設定側向移動複

製也受到線性對應公理的制約，但推導結果相同，

因為沒有語鏈降解的側向移動也沒有 PF 實現（Re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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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7）。

2.2 語段加標與 VP 刪略解釋

語段加標確立解釋部門的介面指向性，結構並

列的底層結構 [Z&W] 獲取並列的語義對稱：

（13）a. [αConj [β ZW]]     

b. [γZ [αConj [βZ W]]]  

要加標 β，則 Z 或 W 提升，設 Z 提升，對稱

中斷，生成（13b），β 標籤為 W。γ 標籤為 Z；

α 的標籤應為 W。若並列表達是 VPs，則 γ 也為

VP。[SPEC-& /-Conj] 處於功能域。吕叔湘提出句段

並联标记。Müller（2016：151）提出用中心語驅動

短語結構語法特徵束解決並列結構標籤。

並列項是語段（DP、TP 或 CP）或語段的次陣列，

限定中心語空位須結合 D 共用。以下基於動態合併

和語段分析 VP 並列對稱結構的推導。根據平行合併

演 算 法（Citko，2011；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1），在並列對稱結構中設置話語連接的焦點投

射（FP）：

（14）a. Jan reads Shakespeare for exam and 

Maria [VP reads Shakespeare] for leisure. 

b.

推導顯示了合併產生的 VP 與 v* 和 F 的平行對

稱和共用結構。並列省略須結合語段方法確定此類

結構的推導：

（15）李四给 [ 玛丽一本书 ]，[ 约翰一本画册 ] 

a. 選擇 LA: 李四给 [ 玛丽一本书 ]，[ 约翰一本

画册 ]

b. 合併成分、投射 VP: [VP 李四 [V’ 给 [V’ [DP 玛丽 ] 

[V＇ [DP 一本书 ]]]]] 

c. v*P 語 段（ 特 徵 核 查 一 致 性、 時 態，

REC=recipient）：  

[TP 李四 [vP[v’ 给 i [v’[DP 玛丽 .dat.rec]j [v’ [DP 一本书 acc.

theme]k [VP [V’ ti [V’ tj] [V’ tk]]]]]]]]

d. 提取並列體 C-2 [ 约翰一本画册 ]；複製 C-1

的形式特徵：

 [v’ and [v’ [DP约翰 dat.rec]1 [v’[DP 一本画册 acc.theme]m [VP 

[v’ t1][V’ tm]]]]]]

e. 合併並列體，產生 PF 輸出

分析表明，並列結構省略的右邊界空位（如右

節點提升句式；right node raising，RNR）具有跨語

言的普遍性，且 RNR 的右邊界共用 DP 不受 VP 省

略的影響，內合併至更高語段位置，或可產生孤島

效應（Kimura，2022）。根據右邊界限制（Sabbagh，

2007：356），並列結構 [[A….X….] Conj [B….X….]]

允准 X 在兩個並列項的右端，而後 [A….X….] 中的

X 可刪略。空位中的並列項須遵循平衡對比原則的

限制（Repp，2009）。

對於非成分並列項的分析、處理應符合最小化

計算，如 Li（2022：134）提出的深度理論和最小

化助動詞平面定理。當動詞是及物動詞 VT 且被指

派嚴格的韻律時，在非並列結構中允許 RNR 句式的

右邊界，並列和省略緊密聯繫到及物性。及物性

[+TRANS] 特徵可比較到 [&]，[+conjunctive] 的核

心特徵，兩個特徵都使各自詞項連接兩個結構。及

物性與並列結構接近對等。在對稱合併下，非並列

結構的推導如同並列結構都是以 v*P/TP/CP 語段遞

增方式推導。

（16）a .  [ TP The  peop le  [ CP who  l ike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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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numbered by the thousands the people [CP who 

disliked Bill’s new books]]

b. 平行關係從句的語段推導：v*P 語段 -1: [TP the 

people-x outnumbered by the thousands the people-y]

i. v*P 語段 -2:[TP who liked [DP Bill’s new books]]  

ii. CP 語 段 -1: [CP whoi [TP ti liked [DP Bill’s new 

books]]]

iii. v*P 語段 -3:[TP who disliked [DP Bill’s new books]]

iv. CP-語段 -2: [CP whoi [TP ti disliked [DP Bill’s new books]]]

v. 合併與允准省略 ( 合併 →  & → )；拼讀 / 移交

vi. the people who liked Bill’s new books outnumbered 

by the thousands the people who disliked→Bill’s new books

複製先於步驟 v，在拼讀之後（步驟 vi），要求

v 輸出的匹配。根據對稱以及在省略中的作用，這一

推導相似於有 [&] 的 RNR 句式。

再分析等位跨界 ATB（across-the-board）結構

推導：

（17）a. Which book did Paul read t in one day and 

Peter ignore t altogether? 

b. [CP [Which book]i didj [TP Paul read ti in one day and 

      [CP  ei                       ej [TP Peter ignore ti altogether]]]]

ATB 移動中兩個成分共同移到一個標示語

[SPEC-C]。兩個 / 所有空位的先行語須佔據第一並

列項左邊界的 [SPEC-C] 位，且空位在第二（其後）

並列項中必須佔據對等位置。允准左邊界空位是詞

項條件。左邊 wh- 空位可從左邊界省略句式中 DP 的

存在獲取證據支持（te Velde，2005：178）。德語

ATB 結構也遵循並列結構制約，要求疑問成分兩次

移動到一個 C0 位置（Johnson，2002），例如：

（18）Wen mag Maria nicht ei liebt Erika ei und 

ignoriert Luise ei? 

Whom doesn’t Mary like, does Erica love and 

Louise ignore?

儘管寄生空位（parasitic gap；PG）句式的推

導缺乏純並列省略的 ATB 句式的平行 / 對稱要求

（Hornstein & Nunes，2004），但寄生空位和 ATB

句式都使用側向移位：

（19）a. [L…]↔α[K…α…]  合併 α^ L  →  b. 

[Nα[L…]] [K…α…]

在以下 ATB 句式中，並列連詞 & 形成自身投射

andP 的中心語，狭義句法選擇算式庫 N 的詞項，形

成兩個句法體（20c，d）：

（20）a.Which book did you read and Bill 

recommend? 

b.N={whichi, book1, did1,Q1, you1, &/and1, Bill1, 

recommend1}

c.K=[andP and [Bill did recommend [which book]]]      

d. L=read 

僅當 [DP which book] 從 K 複製且與 read 合併才

能收斂。推導要求 did 側向移動，（20）的推導如下：

（21）a. [CP Q [didk[andP [you read [which book]i 

[and’ [Bill didk recommend [which book]i]]]]

b.

 c. [CP [which book]i [C’ didk+Q[andP [you didk read 

[which book]i ] [and’ and[Bill didk recommend [which 

book]i]]]]]

兩次側向移動 did 之外的計算產生（21a），推

導顯示 [&] 投射 andP 連接了兩個 TP 語段（21b），

且 Q 的強特徵激發了 did 與 PF 語段 [DP which book]

的額外合併，生成 CP 語段。在 PF 中涉及 did&[DP 

which book] 的每個語鏈的語跡被刪除，CP 語段得到

PF 線性化（21c）。鑒於合併與刪除的激發因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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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求），設定 [&] 激發了用於並列重複和解釋的

複製運算，且並列省略（排除衍生空位）滿足平行 /

對稱要求。研究表明並列結構及省略要求匹配運算。

空位可以分析為低並列附加 VP- 省略的複合

運算。有空位分析預測了沒有動詞移位的漢語中缺

乏空位。事實是漢語的空位分佈比英語和德語受限

（Repp，2009：30），動詞可以提升至功能語類中

心語，此類空位可存在於沒有連詞的並列結構中（表

達 and 的語義），而選擇項（由“還是”引導）被排除。

空位對個別類型的對比敏感，且與各種連接詞的語

義互動。

呂叔湘先生（1992：182）在分析漢語語法敏感

的並列空位時指出：“底子是同一個底子，所以意

思也是同一個意思”。這一具有前瞻意義的敏銳洞

察預示了底層結構跟語義解讀的聯繫跟區別。

漢語空位的分佈涉及句法、語義 - 語用因素的

制約。在邏輯式拷貝下，謂語省略（VPE）基礎生成

為 VP 節點支配音系空成分 [VP e]（而後其先行語 VP

的語義內容隱性拷貝）（Wilder，2003），VPE 可

消解量詞相對轄域的歧義，但是不能消解量詞與內

涵運算元的轄域歧義（如 22a-b）；當附接語包含寄

生空位時，則無法作為殘餘擱置，只能合併於 vP 語

段（如 22c）：

（22）a. At least one linguist knows every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Boas does [VP e], too. （Tomioka，2001：

183） 

b. Some German pianist might play the Tempest 

sonata, and Clara might[VP  e], too.

c. This translated version, Bill criticized t before 

reading e and Jacobs did [ vP e] too. （Martin & 

Uriagereka，2014）

總之，VPE 的附接語要求依存性寄生空位。此

外，轄域不對稱分別通過經濟原則和複製 - 刪略得到

解釋。並且，LF 的焦點效應也確定了轄域解釋。

三、焦點語段、加標不對稱和截省結構分析

3.1 邏輯式解釋與不對稱並列加標

並列和從屬結構統一分析，從屬投射標籤 [XP X 

[YP Y[ZP Z]]]。若兩類結構都以連接詞 conj 為中心語，

則出現（不）對稱性（基於 Kayne 的反對稱）、約

束問題、ATB 挪移及側向移位（Nunes，2004）等

問題。

VP 刪略 /VPE 在空語類原則和擴充的投射原則

（EPP）下強調了允准中心語，如 Infl/T（Lasnik，

2003：70）或語態 Voice 中心語，應明確：假擬

空位的目標是整體 VoiceP 語段，其允准中心語應

是 AGRS 或 Foc（[FocP XPFoc F[beP [VoiceP YPEA Voice[VP 

V ZPIA]]]]）。而 Voice 中心語探針攜帶 D- 特徵，

僅 VoiceActive 功能中心語投射標示語 [SPEC-Voice]

（Alexiadou et al. ，2018：420）。

VP 刪略的前提是還原的語義等同條件（Lasnik 

& Funakoshi，2019）和同構原則，其解釋機制須

引入 LF 拷貝和語義重組方法，語義表徵可以保留

屬性變數 P 解釋（如 Stephen quit the band because 

Richards did. → λx. quit（x, band）（Richards））。

在語段加標下，僅功能中心語和標示語 Spec-H 一

致的特徵核查允准補足語刪略（Boškovi�，2011：

335），VP 刪略和截省句（刪略 TP 和殘餘 wh- 短

語）得到統一解釋（比較 Bill left and [TP Peteri [T’ 

did ti leave]]too. 和 Bill met someone but I don’t know 

[CP whoi[C’ C [TP Bill met ti]]]）。VP 刪略的制約在

LF 表徵表達。VPE 句式在加標語段下受到語段局

部性（如語段無穿透條件）和介入效應的互補制約

（D’Alessandro & Scheer，2015）。省略句式須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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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句法先行語和省略重複部分的方法解釋，而截省

句的原位推導方法解釋了其對禁區的不敏感性（Abe，

2015）。

這部分繼續以語段推導分析漢語等省略結

構。謂語 VP 省略刪除了 v 語段中心語的補足語

域 VP，而假擬空位首先需要動詞強特徵 [F] 核查

（動詞移動到 V 殼中心語）、DP 賓語的邊界移位

[SPEC-AgroP]， 然 後 刪 除 v 語 段（Lasnik,2000；

Merchant,2008a,b）：

（23） a. Bill sings, and Peter does too. （VP 省略）

b. Bill called Mary, and Peter did Susan. 假擬空位

（= VP 省略）

a’. [vP  v [VP Vφ DP] ]  VP 省略     b’. [XP DP X [vP 

vφ [VP V tDP]] ] 虛空位

VPE 得到語段中心語探針的允准，非語段中心

語 T0 的欠規定形式特徵阻斷 VPE 的回指關係（如德

語 hat）。結合強焦點特徵，假擬空位分析為：當殘

餘成分移動到 v 之上的焦點投射 FocP 後，刪除 Foc

補足語域 vP 語段。加標結構推導存在兩類強形式特

徵：中心語 V 和 Foc 的強特徵。合併高層級語段，

刪略 vP 得到 Boškovi�（2002）的支持，邏輯式重組

調用 V 拷貝理論，設定 TP 之下插入 XP，則 VP 殘

餘移位至 [SPEC-XP] 後刪除 VP，類比 Huang（2022：

34）的V-v*-Asp中心語移位（[TP李四 [VP遛彎 ] [AspP遛 -

了 [vP v [FP 兩趟 [VP ti]]]]]）。基於制約的更簡句法模

式（Culicover & Jackendoff，2005；周流溪、張連文，

2006）運用平列結構和間接允准詮釋了 do so 省略回

指的句法 - 語義連結，但 do so 規則需要結合 VP 外

的關聯體、VP 殘餘與 ORPH 的語類投射區分作出合

理解釋： 

（24）a. John turned the hot dog down flat, but he 

wouldn’t have [VP done so] [PP-Adjunct with filet mignon]. 

 b. Do so 回指 

句法 : [VP [V do] [?so] < YPi ORPH>]IL   概念结构：

[ ACTION F(…); …<Yi >…]

研究表明，do 有代動詞（PRO-V）的本質，do 

it 具有 V-NP 形式。此類 VP 回指問題的語義解析需

多重步驟：一、用 x 提取變數取代關聯體，二、語義

重組拷貝先行語到省略點 E，並應用至 NP/ORPH。

 （25）a. 那人能給戲劇寫評論，他對話劇也能

這樣做。 

b.λx. x 能給戲劇寫評論→ λy. λx.x 能給戲劇

寫 y 

c. 也能這樣做 E. →也是這樣做 [λy. λx.x 給戲

劇寫評論 ]

d. [λy. λx.x 能給戲劇寫 y]（話劇）

本文認同 do so 的 ProVP/V’ 的結構分析以及

VP- 附加語的等級結構。“最大值刪略”（Max-

Elide）支持移位和省略也受經濟條件制約（Messick 

& Thoms，2016）。

省略結構應用 LF 附接和重組運算可解決部分量

化與存在量化的互動轄域的歧義消解。VP 省略涉及

回指和等值（covaluation），譬如：Bill said that he 

likes his novel, and Susan did [VP...]too.，基於“廣義

語段假設”和回指並列原則（Freidin，2007：326-

327），當兩個代詞與 Bill 等值時，產生嚴格解讀；

另有約束（鬆散）解讀（Susan said that Susan likes 

Susan’s novel），且存在謂詞等同的額外邏輯選擇：

（26）Bill said that he likes his novels, and Susan 

too said that she likes his paper. 

a. Bill (λx (x said that x likes his novels) & 

(his=Bill)) 

b. and Susan (λx (x said that x likes his novels) & 

(his=Bill))  

嵌入量化名詞短語（QNP）的 VPE 句式的語義

解釋支援了 LF-VP 拷貝運算，且在最小连接条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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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下能消解量化歧義：

（27） 邏 輯 式 : Every patienti [a doctorj [ej will 

[VP examine ei]]]& every patienti [a nursej [ej will[VP 

examine ei]]] too

英語 VPE 句式中的話題化生成了靶向 T- 小句的

對比話題結構：

（28）Linguistics, he [VP likes linguistics]. He 

can’t imagine [Op [who wouldn’t < [VP like Op]> ]]

（28）涉及運算元 Op 刪略，運算元指稱由先行

A- 語句中的顯著性決定。

    對 VP-E 允准條件的研究表明：先行語小句的

語義值須為省略焦點語義值的成分，且先行語的意

義包含於預設 p- 集：

 （29）a. Bill [VP gave the books to them on 

Saturday] and MARYF did [VP Δ on TuesdayF]. 

b. p- 集 ={p∈Dt∣x∈De, y∈D<<e, t>, <e, t>> [p= x 

gave the books to them y]}

漢語複句也由平行結構的並列小句構成（如“人

人 i 都得做工，ei 都得休息”）（趙元任，2012：

63）。漢語 VP 省略涉及多種擱置句式（如主動詞、

助動詞擱置），常連带否定（“一天不吃還行，兩

天 [ 不吃 ] 受不了。”）。“是”字結構可允准並列

省略，是次範疇 CP 語段，擴展至焦點化結構。PF

刪除方法而非 LF 複製是漢語 VPE 句式的動因。漢

語 VPE 受限於加標層級，涉及左邊界的對比話題和

對比焦點，且與允准語相關，“也是”“也有”“沒

有”“也 - 情態詞”，並且“也”和“沒”位於

Spec-FocP，於焦點成分一致（Su，2008）。漢語並

列省略結構可否定加標，如“弗”僅加標省略賓語

的外動詞短語（因“弗”本身帶有代名詞賓語）（丁

聲樹，2020：49）。

（30）雖有佳餚，弗 [VP 食 ]，不知其旨也；雖

有至道，弗 [VP 學 ]，不知其善也。（《禮記·學記》）

特徵核查機制下，VP 上的功能語類中心語

Top，Foc， Asp，Modal 加標在 VPE 的允准中極為

重要，與語段互動不可分割。刪除的短語表達了衍

推資訊，滿足了 e- 已知條件（Rooth，1992）。左邊

界理論的研究也表明在漢語省略 / 截省句中論元疑問

短語獲“是”的允准，即“是”強制出現。漢語“被”

字句式則不允准省略（如保留賓語被字句和被動句

式）。

從語類特徵理論和認知視角，空位結構中包含

DP/NP 語段的 VP 刪略受到原型效應和語類特徵的 [±

名詞特性 ] 等級性的制約。從對比視角，英漢省略句

式分別與形合和意合對應，出現了省略的語法成分

不對等。VP- 刪略的條件是：該操作應用語段迴圈

和語義解釋規則或 VP- 回指規則、基礎結構的等同

（Chomsky，1972：20；Jackendoff，1972）、 刪 略

VP 不能成分統制先行語，如先行語包含刪略：

（31）a. Dulles suspected [QNPeveryone [CP who 

Angleton did]].  

b. [QNP everyonei [CP who Angleton [VP suspected 

ei]]] [Dulles [VP suspected ei]] 

（31a）違反了這一結構條件，但是根據（31b），

後量詞提升的 VP 拷貝支援了 VP 重組的 LF 等同條

件，確保了運算元 - 變數約束，同時解決了重組回歸

問題。

限制性關係從句 /CP 語段可以是 VP- 刪略的一

部分，而非限制性（闡釋性）關係從句則無法作此

類處理。從類型學及參數視角，日語資料（Yuasa，

2005：83）支持這一事實。從加標分析，限制性關

係從句（CP 語段）作補足語，而非限制（闡釋性）

關係從句作附接語。從時間視角分析，主句時態 T

特徵不在關係從句出現，因此非限制性關係從句不

把主句時間作參照點，而把話語時間作默認參照點。

此外，在處理效能和“區域最小化原則”下（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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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VP- 刪略結構中較長 / 重關係從句可以外置。

3.2 焦點語段和截省結構推導與加標解釋

截省及邏輯式分析應符合最簡理論（Chung et 

al.，1995）。截省推導統一納入到語段和補足語理論，

即語段中心語允准截省，需先行語 TP/IP 再迴圈到截

省的並列結構，後涉及 C 語段邊界 SPEC-CP 及其拼

讀域 TP 的刪略（32a），並且得到“無選擇約束”

解釋（32b，c）：

（32） a. Bill knows Susan adores someone but he 

doesn’t know exactly[CP whoi[C’CiQ[uwh] [TP Susan adores 

whoi]]] 

b. Jill ate supper with some linguist, but …with 

whom? 

c. {P∣(∃z ) (linguist (z) &P=^ (Jill ate supper with z) 

& true(P))} （Reinhart，2006：72） 

截省句式中無定 DP 的解釋需要引入依存函數

（Schwabe，2003）：

（33） a. Researchers are looking for a linguist 

who speaks [DP a Balkan language], but they cannot tell 

which. 

b.∃i[Researchers are looking for εi x[linguist(x)& 

speak(x) (εf(speaker)z [Balkan language(z)])]], but…

c. Researchers are looking for εf(researchers) x [linguist(x)& 

speak(x) (εf(x) z [Balkan language(z)])], but…

（33a）的 DP 獲有指解（specificity）的前提

是：連接到語篇指稱實體（33b）或連接到語篇詞項

a linguist，即（33c）的函數。截省解釋須進一步結

合焦點移位、題元謂詞、向下 - 衍推量詞、限定（無

指）短語的轄域。日語截省除了 TP 刪略，也要求繫

詞（だ /da）。在製圖方法下，須通過焦點 Foc 移位

推導： 

（34）a. Bill-ga nanika-o katta  rasii  ga, boku-wa  

[nani-o ka]  wakaranai.  

Bill-Nom something-ACC bought  seem  but  I-TOP  

what-ACC  Q   know-not 

It seems that Bill bought something, but I don’t 

know what.

b. …boku-wa [ForceP [FocP  [XP/nani-o]Foc [FinP Fin 

[TP …XP/nani-o…] ka ]]] (Akaso & Sugawa，2018)

但是，XP-SIKA（only）的否定極項（negative 

positive item；NPI）在截省中不允准，解釋的關鍵是

否定運算元 Neg 提升，即 Neg-T-Fin。

（35）a. (Soko-de-wa) Sato-ga dareka-ni-sika   

awanakatta  soda ga,  *Fukui-wa dare-ni-sika-ka 

siranai. I heard that Sato met only someone, but Fukui 

doesn’t know who only. 

b.*Fukui-wa[ForceP[FocP dare-ni-SIKANPI…[FinP[TPSato-

ga awa-NAI-katta]-no]]-ka] siranai 

c. Fukui-wa[FoceP[FocP[FinP [TP dare-ni-SIKANPI [TP 

Sato-ga awa-NAI-katta]]-no]]-ka] siranai 

（35b）表明 Neg 提升至 TP 層，而非 FocP，如

此 NPI 不處於 Neg 的成分統制域內。（35c）的對比

內合併挪移（scrambling）操作產生 TP 附接，NPI

位於 Neg 的轄域內，獲得允准。

在中心語加標理論下，並列功能語類中心語 J0

合併內並列項（短語範疇），確立特徵核查，並且

進一步推導後附著（enclitic）功能並列項 μ：

（36）

b. krtáni yái  ca ti  kártva （Mitrovic，2018：38）

made.PRT (J) which.REL μ   to.be.made.FUT.PART

What has been & what will be done.

並列項 μ（如拉丁語 -que）帶核查特徵 [ε]，



15

6464 2024 年第 2 期 總第   期

XπP 為語段範疇（如 CπP），wh- 終端 yá 通過後

句法操作核查 μ0 的 [ε] 特徵。加標理論須從歷時

角度獲得印歐語並列標記及其交替（如梵文 utá/ca、

希臘語 kaì/te、拉丁語 atque/que 的初始標記和後附

綴標記）。

就轄域釋義，含有否定和級差焦點運算元的並

列語段涉及焦點變數和焦點語義值，其計算也遵循

平衡對比原則：

（37）a. [Conj1Bill didn’t [v*P [VP recognize [the 

LINDEN]F]]] and [Conj2Max [v*P  only [VP recognized [the 

BEECH]F]]]. 

b .  C2={(λx.[recognize (x ,  l inden)]) ,  (λx .

[recognize (x, beech)])}  

c .  Conj2= [λx . [ recognize  (x ,  beech)]∧ ∀ P 

∈C[P(x) → P=λx.[recognize (x, beech)]]]

多重截省受制於語段局部效應，這優於 Barros 

& Frank（2023）提出的小句界定。從對比語言學視

角，英語多重截省不允許多重 DP 殘餘，而德語、日

語、荷蘭語和希臘語則允准多 DP 殘餘（Richards，

2010：43）。兩個不對稱成分統制的英語 DPs 在相

同拼讀域內線性化 <DP, DP>，則違反“區分性”條

件，推導失義。在日語對比資料中，兩個 DPs 的格

和有生性參數值不同 <[DP, Nom, Animate],[DP, Acc, 

Inanimate]>，則 PF 運算式的線性化合法。把省略結

構處理為拼讀時的 PF 介面現象，根據語段無穿透條

件制約，僅語段中心語 PH 允准省略（Craenenbroeck，

2010；Citko，2014：64）得到證據支持：

（38） a. A swan flew somewhere but he doesn’t 

know where [CP C [TP  ∆]]. 

b. A squirrel ate a nut and a cola did [vP v [VP  ∆]], 

too. 

c. Squirrels like Juliet’s biscuits but they prefer [DP 

Barbara’s D [NP ∆]]. 

（38b）刪略的是 VPE 結構中的語段 v 的補足語

VP，（38c）則是 D 中心語的 NP 補足語域。可根據

允准條件來解釋 VPE 結構的跨語言變異（Rouveret，

2012），即“僅當 v 的非詮釋特徵在 v- 語段賦值，

VPE 可及”。

  提升不定式和特殊格標記都不允准 VPE，證明

功能語類 T 不是強語段中心語：

（39）a. *Bill expected cockatoos to be funny but 

he doesn’t consider blue-headed macaws [TP [T’ T[-finite, 

-tensed]to ∆ ]]. 

b. *Cockatoos are able to fly but kakapos don’t 

appear [TP [T’ T[-finite, -tensed] to ∆]]]

徐杰先生對截省和空位有過深入探究，徐杰、

李英哲（1993）特別結合否定和疑問對焦點範疇進

行了富有創見的研究，並且，從否定作為非線性語

法範疇出發，在界定否定的中心為整句的前提條件

下，創新提出否定（及疑問）中心與焦點一致。徐

杰、張帆（2024）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闡發，

基於漢語事實強化論證了否定詞的焦點關聯，嚴格

劃分了句子否定、短語否定和構詞否定，這對結構

化語義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目前，否定標記研究聚

焦於以下幾點：一是否定詞或否定標記的語類地

位，二是複雜的層級結構關係與否定的結構化語義

分析，三是否定標記與其他投射的互動和依存關係

（Zeijlstra，2022），涉及否定和諧問題，四是可否

推演出否定不是轄域改變項（scope-shifter）。

否定允准焦點特徵加標 [+F]。結合特徵相對最

簡（feature Relativized Minimality；fRM），本文認為

觸發移位的焦點、否定 Neg、量化副詞 QuanAdv、

疑問 Q 應統一到運算元特徵加標分析，標示語定位

了標準構型。在加標體系和嚴格層級原則下，標記

性量化短語（QmP）的每個中心語 Qm 都攜帶標記量

化特徵，由 SPEC-QmP 一致性運算核查標示語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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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記量詞：

（40）[ForceP Force[ModP Mod 應 該 [AGRSP [QNegP 沒

學生 ] [AGRS’ AGRS [QmSP [QNegP 沒學生 ] [QmS’ QmS 

[FinP Fin [AGROP[QUniP 每部 LI 單行本 ][AGRO’ AGRO [QmOP 

QmO [vP[VP [QNegP 沒 學 生 ] 看 過 [QUniP 每 部 LI 單 行

本 ]]]]]]]]]]]]]

否定和諧的依存關係為句法一致性，其跨語言

證據支援中心語特徵加標，特徵核查關係由否定運算

元 Op¬（或否定標記）執行，其可解讀否定特徵 [iNeg]

核查不可解讀特徵 [uNeg]，以此可進一步統一核查

理論。焦點 Foc0 也提升至 [SPEC-SAP] 核查標準特

徵，如 Tsai & Yang （2022）所論的焦點和言據中心

語 Evid0（“原來”）的言者態度特徵（[+mirativity]）。

焦點允准空位（及 RNR）、截省主旨是滿足句

法允准（附帶韻律）條件，解釋原則依存對稱性和

中心語的 [wh] 或焦點特徵 [+F]。焦點語段中心語允

准截省（省略殘餘在 [SPEC-Foc]），即 Foc 允准了

嵌入 wh- 句式和關聯式結構的截省（41a），在逆轉

繫詞結構中，主語 DP 移位至標示語 [SPEC-Foc] 獲

得焦點中心語的特徵加標（41b），截省重組效應表

明漢語簡化繫詞結構“是”處於語段中心語 C，連通

焦點 Foc（41c），重組強調了 VP/ 謂詞刪略的等量

（41d）：

（41）a.

b. Il dirretore Subj è [_ [Pred_]] [βMatteini+Foc 

Foc_]（Rizzi，2015：36）

c. 李四遇到了某人，但別人不曉得 [CP 是 [FocP 誰

i Foc[TP 遇到了 ti]]]。

d. 李四買了三本書，別人也是 [VP...]。（Lin，

2022：257）

“是”的語法形式是繫詞，也解讀為指示代詞

表存在者，元語言的“是”表本質也表存在（“我

是我之所是”）。並且，否定 Neg 加標允准否定極項，

如波蘭語： 

（42）a. Wiem, kto kogoś  zaprosił,  ale nie wiem, 

kto nikogo 

know who someone invited  but not know who 

anyone 

I know who invited anyone but I don’t know who 

(didn’t) invite anyone.

b. Wiem, że Maria studiowała składnie, ale nie 

wiedziałam, że fonologię. 

know that Maria  studied syntax but not knew if 

phonology

I know that Maria studied syntax, but I didn’t 

know that (she studied) phonology.

c.

焦點語段下的去殼截省存在跨語言的變異，即

當 wh- 短語靶向 [Spec-Foc]（未詮釋特徵 [uF] 驅動），

C 語段不阻斷截省，如匈牙利語和波蘭語。這進一步

支持了焦點 Foc 的推導語段中心語解釋。

加標移交可以與语段无穿透条件分離。若 D 是

語段功能中心語，則根據 PF 語段診測，D 激發拼

讀，其補足語域可以省略，構成 N’ 回指（N’ 刪略）

（Jackendoff，1977：115）。成分等同性是省略的

解釋規則的基礎。在程度短語 DegP 的解釋程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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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的 NP 回指語隱涵程度 Deg 標示語的約束變數，

而 [SPEC-DegP] 核查程度特徵，其包含的比較小句

CP 和介詞短語 PP 都為語段，而前者優先合併、拼

讀（Atkari，2018）。

NP 省略、VP 省略和截省的允准也包括強一致

性（形態強度）（Lobeck，1995）。更多證據支持

了 VPE 是 v 語段補足語域 VP 的刪略，再如 VPE 允

准先行語小句和刪略小句語態的錯配。

另一問題是 VPE 句式中附接語 AdvP/QP 的合併

位置，兩者應附接於 v’或 vP，否則被拼讀。此外，

刪略的目標可以是情態助動詞（Mod）的 vP 語段補

足語（Sturgeon，2008：14）。

當標引位置是指稱 R- 表達時，回指代詞在 VP

省略中也可產生語義內容的歧義，即局部回指 / 角色

解讀或標引值解讀，而當標引位置是量詞時，歧義

消解，僅產生局部回指解釋： 

（43）a. Johni loves hisi mother, and Paul does 

[VP…  ] too.  

   b. Everyonei loves hisi mother, and Paul does 

[VP…  ] too.  

（43b）的事件語義表達的邏輯式為： 

（44）[Every x: man x] [∃e] (State-of-love(e) 

& Experiencer (x,  e) &Theme(ιz:Mother of(z,ιy: 

Experiencer(y, e)), e)). （Recanati，2005）

VP 並列的語義解釋不能觸及音系式 PF 的刪略

過程（Müller，2016）；VPE 須結合韻律強中心語的

允准以及與體（詞彙和視角體）的互動分析，體的

錯配下 VPE 缺乏限定敏感性（Todorović，2020）。

語段補足域拼讀為零形式的運算過程之外，語法應

包含處理省略的複雜動態及允准機制。

在融合加標演算法 [H-α]（[H-XP]）的語段完

備性解釋機制下，句法 - 音系存在解釋不對稱，即不

可加標的惰性成分对最小搜索不可見，如 R 和弱 T

可獲得音系解釋（Dobashi，2020）。截省和並列省

略結構須結合句法 - 音系、句法 - 語義和句法 - 語篇

語用介面以及計算視角全面研究。正則規則（Chomsky

層級的符號序列）僅在直接相鄰成分運用，如瑪律

科夫鏈。 

（45） a. A → αγ       b. A → γβ

自然語言超越有限狀態過程，省略消解需要

記錄被刪除和解釋的結構組塊。不能同時以習語和

非習語方式解釋省略先行語 vP 語段（Uriagereka，

2008），被省略施加的平行制約排除 （Gallego，

2010：48）。並列結構限制的關係化按照承接和

聚合（連謂和連動）的區別分析（梅廣，2018：

213）。漢語關係化研究證明了 VPE 的解釋性方法優

於 PF 刪略方法（Aoun & Li，2008）。

並列結構歸類外延語境（Chomsky，2004：

115），在合併和類型邏輯演算法下，混合類型邏輯

範疇語法演繹系統對並列（依存聚合並列、右節點

提升）和省略（VP 省略、假擬空位、ATB 挪移 / 省

略互動）產生更強的解釋效能（Kubota & Levine，

2020）。

右節點提升與 ATB 挪移類並列結構推導受到右

邊界限制、合併二元制約的組合制約。合併並列項

的焦點語義值計算須遵循平衡對比原則。範疇特徵

和探測演算法確定合併加標。並列結構支援加標解

釋運算，預設了動態性還原，省略結構須結合語段

中心語 E- 特徵識別先行詞、標記刪略點，在加標理

論下統一解釋。短語標記邊界局部特徵一致性和功

能語類特徵核查允准了對稱 VPE，VPE 的允准條件

規定了先行語小句的語義值包含於預設 p- 集。並列

結構涉及等同投射語類加標與語義範疇鑒別式。語

段推導和邊界效應解釋了歧義消解和漢語截省和省

略結構。對稱 VP 結構以識別功能語類 F 和先行語的

方法解釋，第三要素原則和特徵探測演算法推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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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標、介面解釋，強化了解釋條件。

四、結語

本文基於合併和語段加標分析了並列結構的語

缺，重構了對稱 VP 結構的語段推導和加標機制，分

析了邏輯式重組的語義解釋原則，證實了平行 / 對稱

合併演算法與加標的互動機制。研究發現歸納為幾

點：

1）並列制約和 VPE 在語段加標的交互下獲得

充分詮釋（Bošković，2020）。謂語省略、空位、截

省的消解、語義解釋、允准條件和類型分析是省略

加工的重點（Vicente et al.，2021）。並列轉換規則

提供了成分分析的形式標準。在結構同構原則下，

省略成分可在表層結構共現。

2）純論元省略的分析方法也應用於截省、空

位和謂語省略（Culicover & Jackendoff， 2012）。

動詞空位在跨並列項的 ATB 約束、轄域屬性、局部

性等方面不同於名詞空位（Yoshida et al.，2012）。

VPE 支持語段中心語理論。

3）僅當省略是強語段拼讀後被介面條件允准，

在 LF 介面獲得完全解釋。漢語省略句式的助動詞

是刪除 vP 語段補足域 / 拼讀域 VP 的省略，而助動

詞、繫詞擱淺是刪除 CP 語段的虛假空位。多 CP 語

段的截省、漢語截省以及並列結構的省略和語義 / 語

用制約都是研究重點（朱德熙，2000；Merchant & 

Simpson，2012；Adams & Tomioka，2012）。在語

段與動態合併下，多並列結構通過特徵映射演算法

維持動態匹配關係和對稱性。

4）語類一致性特徵賦值、匹配運算與 PF 線性

化和拼讀是揭示並列省略結構推導的核心機制。在

省略嵌入小句和表達對比極性的省略右並列結構中，

極性助詞（polarity particles）詞彙化語段邊界的句類

（Cl-typing）特徵（Authier，2013）。

5）應進一步嚴格“隱去”與省略的區別。前

者屬於語法範圍以內，是常例；而後者是語法範圍

以外的範疇，與語法通則（規則）相反（王力，

2002：123），也屬於言語鏈。

6）廣義空位（尤其 A’- 句式及其語鏈）在概念

結構獲得運算元 - 變數的形式約束處理（Culicover，

2021）。

綜上，強勢最簡論強化了自然科學的指導原則

和結構依存的語法原則（Chomsky，2015b：x；Al-

Mutari，2014）。識別省略成分是把握結構脈絡以

及附加成分聯繫的關鍵（呂叔湘、朱德熙，2013：

152）。合併確立了語段加標和解釋運算的基礎，合

併的理論問題是 MP 的核心（寧春岩，2010）。沈

家煊先生（2019b）富有洞見地提出了合併的理論前

景。基於解釋結構語言學框架、整合語段推導與解

釋原則的綜合理論須進一步推進。

最後，並列空位和省略解析機制都是語段推導、

加標及邏輯式移交和重組的組合運算。在喬姆斯基

看來，邏輯式、“深層結構”這樣的表徵層級也是

客觀實在的（實體），喬姆斯基即使存在對於意義

的實在論轉向，然對於常識性概念（判斷和指稱）

持有保留態度。客觀實在只能是數學定律表示的（普

遍）和諧而已（彭加勒，2010）。心理現實能以公

理學（axiomatics）的邏輯 - 形式存在，但不能完全

以可靠性為依據來判定實在（如愛因斯坦在《幾何

學與經驗》（Geometrie und Erfahrung）中所論，見《愛

因斯坦文集》第一卷：218），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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