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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 ∶
“
韵律句法学

”

序 言

对于类似
“+种

植树
”“衤

把他打
”“冰

他挂衣服在墙上”这样的形式在现代

汉语中
“
不合法

”
的缘由,如何给出统一的、符合逻辑的解释?起步于上世

纪 90年代的
“
韵律句法学

”
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

果。
“
韵律句法学

”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始 自

《汉语韵律句法学》(冯胜利⒛00,上海教育出版社)的 出版。迄今为止 ,

当代语言学领域广泛认可的理论是
“
韵律受句法控制

”,而 “
韵律句法学

”

的着眼点在于
“
韵律与句法的相互作用

”,并着重于
“
韵律控制句法

”
的研

究。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汉语韵律句法学
”己经成长为一个广受瞩目的

新兴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韵律句法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发表了大

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

本期 《特集》,我们为读者安排了 3篇 “
韵律句法学

”论文,希冀借此

引起学会同仁对该研究领域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溪静的核心重音》(渴膦利)

本文是冯胜利先生对处于韵律句法学理论核心地位的
“
汉语核心重音

”

理论所做的综述性阐释,讨论了核心重音在汉语中的句法功能,并在回答近

年来学界对该理论提出的质疑与批评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在该理论指导下

的新分析、新发现。

首先,文章对 Chomsky&Ha11e(1%8)的 核心重音 Nuclear stre阝 Rule

(NsR)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介绍了作者本人利用
“
管

约理论 (Goverr△ nent and Bhding Theory)” 对汉语核心重音规则进行的修

正,提出了
“
管约式核心重音理论 G-NsR(GoveΠment-based NsR)” 。

文章在回应学界对
“
动词指派重音

”
规则的质疑中,介绍了G-NsR理

论在句法上应用的两个重要原则 :1。
“
动词给其直接支配的成分指派重音

”
;

2.“ 动词后不能有两个不可轻读的成分
”。例如,“

艹
小王看旯三个人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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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句子按照 G-NsR的原则进行韵律操作后在句末冗余

了一个不能轻读的成分。要想使其合法,必须将其中之一删除或将句子变换

成其他形式。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动词后不能有两个
“
不可轻读

的成分
”,而不是

“
不能有两个句法成分

”,因而比纯形式句法分析更具解释

力,证明了核心重音原则是汉语
“
韵律制约句法

”
的一个根本规律。

就重音与信息焦点的关系,文章指出 :核心重音与焦点相互关联,核心

重音是
“
广域焦点

”
所传达的新信启、的韵律表现。因此,“用毛笔写→写毛

笔
”

的动词左移,按照核心重音理论,就可以解释为
“
焦点促发的核心词移

位
”,是由普通重音与核心重音的冲突 (韵律因素)所引发的句法现象。而

“
把字句

”
中的宾语提前,也同样是由于韵律因素所触发。

文章还介绍了若干有关核心重音的证明与发现,例如
“
叫闸

”
的韵律制

约 ;又如 :“他动词的冗宾语 (吃饭、喝水、看书 )”、“
自动词的空宾语 (睡

觉、走路、跑步 )”、“
单纯动词的假宾语 (鞠 E个 ]躬、高 E什么]兴、体

E了 一堂]操 )” 等现象虽然既不合语义 (冗、空、假,均无词汇
“
义值

”

可言 )、 又不容于句法 (不及物动词本无宾语,缘何会带
“
空宾语

”?),但
为什么这些形式在汉语里却又极其自然?——唯有核心重音理论可以洞见其

中的奥秘。

最后,文章指出 :汉语核心重音的研究给
“
汉语语法何以如此

”
提供了

一个新的、系统的解释,核心重音反映了汉语的本质所在。发掘核心重音对

句法的制约作用,是汉语韵律语法研究的特点,也是汉语研究对普通语言学

的贡献。在国际上,学术界也开始接受和发展韵律控制句法的观念。

《强势层级扩张与词语概念整合的互补效应》(吴为善 )

吴为善先生很早就加入了韵律句法学研究者的队伍,相关著述颇丰,如
今己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坚。

如何确认一个复合字组是词还是短语,历来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大困

扰。本文通过对汉语句法层面的两个
“
强势层级

”(即 “
有意义的单字

”、
“
复合字组

”)导致的复合字组句法化及
“
概念整合

”
致使粘合短语词汇化

现象的分析,论述了强势层级的扩张与词语概念整合的互补效应,为我们考

察词与短语分界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
“
强势层级的扩张效应

”,文章首先引用并解释了刘丹青 (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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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
“显赫范畴 (mighty c狨egory,即 用语法化程度高的形式手段表达的

既凸显又强势 prominent and powerful的 范畴 )” 概念,将其由句法语义范畴

扩张到语言层级范畴,并改称为
“
强势层级 (mighty hier盯 Chy)” 。

文章认为 :汉语的句法层面有两个
“
强势层级

”:一个是
“
有意义的单

字
”,可 以说是汉语中的

“
语素

”
;另 一个是由它们构成

“
复合字组

”,属于

“
粘合短语

”。这种倾向与汉语韵律层面的
“
强势层级

”
具有对应关系。从

韵律层级与句法层级的对应关系来看,在汉语中
“
有意义的单字

”
对应于

“
音节

”(才目当于
“
语素

”
),“ 复合字组

”
对应于

“
韵律词

”(相 当于
“
粘合

短语
”),这是汉语层级系统中的两个相对凸显的

“
强势层级

”。

文章指出 :汉语中
“
有意义的单字

”
的组合形式是

“
复合字组

”,复合

字组句法化为
“
粘合短语

”,这个强势层级扩张并覆盖到
“
复合词

”
层面。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具有同样意义的是这种
“
粘合短语

”一经
“
整合

”
就可

能产生词化倾向,其中凝固度高的形式就成了
“
复合词

”,这是汉语中构成

并满足词汇量的一种互补效应。在汉语发展过程中,一个
“
粘合短语

”
凝固

成
“
复合词

”(包括 1+1、 2+1、 2+2等 “
韵律框架

”),是汉语词汇构成

的主流,这个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概念整合的过程。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介绍了
“
概念整合 (∞nceptual b1endhg)理

论
”,指出了该理论的两个要点 :其一,概念整合具有理据性——语言成分

的整合效应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整合的
“
框架

”,即各类句法语义关系

及其韵律模式 ;另一个是输入的
“
元素

”,即参与整合的语言成分。在
“
框

架
”

的作用下
“
元素

”
产生整合效应,浮现新的意义 (emergent meaning)。

其二,概念整合具有层级性——如果两个概念在其本义或基本义的基础上进

行整合,是一种相对低级的整合 ;如果两个概念在其引申义 (包括隐喻义或

转喻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是一种相对高级的整合。

《从
“
大批判

”
与

“衤
很大批判

”
的对立看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功能》(王丽娟 )

王丽娟女士是近年韵律句法学研究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才俊。本篇论文是

经冯胜利先生从他本人主持的⒛13年韵律句法学学术会议口头发表中甄选

出来,作者本人接受本期 《特集》编委会邀约而完成的一篇优秀论文,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运用韵律句法学理论分析具体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文章通过分析
“
大批判厂很大批判

”、“来
大限制/很大限制

”、“
大批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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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艹

很大批判/很大限制
”
这几类对立的语法现象,指出 :汉语中单双音

动词性质不同 ;双音动词内部亦有名词性强弱之分 ;由 于 [很大 Xl结构具

有书面正式语体特征,因 此 X只 能是抽象名词或者
“
限制

”
类双音动词。

根据以上分析,文章最后指出 :双音节是汉语动词名化的必要条件,韵律是

汉语的一种形态手段。

对于 [大 Xl结构中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差异,作者提出了检测
“
大批

”

与
“
大批判

”
动名之别的有效句法手段和

“
名词性

”
的检测标准.并得出结

论 :1.“ 大批
”
是状中式复合动词,“ 大批判

”
是定中式复合名词 ;2.“ 大

批
”
之

“
批

”
是动词,“大批判

”
之

“
批判

”
为名词。

文章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测试手段,探究了
“苄
大限制、

林
大顾忌、

艹
大帮

助
”
非法性的来源,得出结论 3:“批判

”
类与

“
限制

”
类存在名词性强弱

之别,后者强于前者。

文章提出了关于名词性句法环境可能有的 4个等级,分别进行了论证后

指出 :根据传统语法的看法,具有同样动名词性质的词不可能出现在不同的

句法环境中,然而我们发现的恰恰就是这种反例,即 “
同质词

”
不能出现在

完全相同的句法环境。那么,这究竟是语言发展中的临时现象?还是语法的

普遍属性之一?作者对此存疑,呼吁更多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 彳艮大 Xl结构中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差异,文章首先测试了
“
名、

动
”
两类词在 Ⅱ艮大 Xl结构中的使用情况,通过分析,得 出结论 4:“ 限

制
”
类双音动词的句法性质近似双音抽象名词。

接下来,文章从 彳艮大 Xl整体结构的语体属性考察了X的合法条件 ,

最后认为 :[很大 Xl整体结构具有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因此该结构对 X

的音节选择自然也要符合韵律控制的书面语体语法,即一个韵律词单位选择

另一个韵律词单位与之搭配 (冯胜利⒛O3),形成 彳艮大 X]2+2的合偶词

模式。这样,韵律要求才能与语体特征兼容并蓄。

文章最后指出 :单音动词是纯动词,它们跟双音节动词有着本质的,而

不是用法上或语义上的
“
不同

”。这不仅是
“
韵律形态

”
的一个必然表现 ,

也是
“
韵律形态说

”
的一个有力证据。由此可见,从形态功能的角度看汉语

单双音动词的性质差异,让我们发现了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本质规律——韵律

本身就是一种形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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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是首次接触韵律句法学,会对以上 3篇论文,尤其是综述性的

冯文中涉及的许多概念感到有些难懂。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论文后列出的参考

文献来进一步了解各种概念的相关背景及其应用,以期加深对韵律句法学的

了解。

在本期 《特集》的编稿过程中,编委们对韵律句法学本身,以及 3篇论

文中所使用的一些论证方式也进行了讨论。有编委认为,对一种语言形式

“
可说/不可说

”
的判定,事关一个理论的立论基础,是否应当不仅仅依靠

论者自己的语感,而是提出过硬的证据 (例如对语料库数据的统计分析,或

语言应用的社会调查)?或者,如果
“
可说/不可说

”
的结论是通过论证方

式获得的,是否应该向读者展示论证的方法和过程?此外,编委们普遍认

为,“在考察汉语的句法时不能不考虑韵律因素的影响
”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

获得共识的,但韵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多宽的范围内影响到句法?从不同

的视角看问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总之,如果本期 《特集》不仅能为广大会员提供一个了解
“
韵律句法

学
”
理论及其应用的契机,而且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质疑与反质疑,将会

对句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相信也是 3位论文作者乐于看到

的大好局面。

《中国语学冗0期》编委会

201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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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韶的核心重音

焉 腾 利

香港中文大字 、
J匕京语言大学

提要 本文封揄溪静核心重音 (Nudear stress)在漠静中的句法功能 。文

章指出 ,核心重音是嘏律句法擘用以解稃葫律和句法界面效应 (interface

efFects)的 核心楼制 ,它承载的不俚是句子的普通重音 9而且是孩句的虞

域焦黠 °文章在回答和分析近年来封核心重音的疑惑舆批部的基硭上 ,提

供了一些在核心重音指尊下的新分析和新蘩琨 °

踟键祠 核心重音 管徇型核心重音 名词谓语 璧寅静 度域焦黠 信

息结耩 Nuclear

1.什麽是核心重音

莒代音糸孽上的核心重音是裔姆斯基 (Chomsky)和哈利 (Hd1e)在

他们 1968年的 The somd Pattem ofEn鲈 ish一善中提出的 9英文是 Nuclear

stre“ Ru1e(NsR)9其规刖表逋舄 :

(1)Nuclear stress Rule(Chomsky&Halle1968)

Stress is assigned to the rightmost strcssable vowcl in a m旬 or

const⒒ uent。

重音指派到主要成份的最右暹的可承重元音之上 °

1975年 ,Ⅱbeman在 裔 、哈的基硭上蘩明了相封凸颖理揄 (rel哎ive

prominence),引起了NSR理解和逗作上的一佃革命性的鳟箩 °Ⅱbeman&

Ponce(19″ )将相封蛭重的NsR9定羲舄 :

⑿) Nudear stress Rule(LbelⅢ an and PⅡnce1977)

任一对姊妹结点 rN1N2]9若 rN1N2]P中 P为短语 9那么N2较重 °

Libeman&Prince的 最 大突破是把 NSR的 句法结耩 (Chomsky&

Halle)和 NsR中凸颢的相封蜃性 (Ⅱbeman&PHnce)9天衣羝链地封接起

来 :相封凸颖要结耩束保澄 ,在嘏律擘的研究胫史上 ,逭遗是第一次 °有

趣的是 9NsR的反例也不断被蘩琨 °譬如 (英文句子中的大舄字母代表重

音 9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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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G∞ rge has plansto LEAVE

b。 GcOrgc has PLANS to1cave

同檬一句韶可以有丽槿不 同的重音格式 9湟 背 了 NsR“最後最

重
”

的要求 。然而 9人们很快蝥睨 9很多反例寅降上是该句的
“
特殊性

(specincity)” 造成的 ,就像下面的 飞mphasize(强捐y和 “make(提 y

一檬 ,靛韶者的意圊不同 9重音也随之而不一 °

0) a.I have a POINT to make

b。 I have a pointto EMPHAsIzE。

如果蘩韶者所表建的是一稹特刖行舄 9那麽渲稹行舄一股是比较重要

的 ,因此也就比较凸颢 °反之 9如果是虞域焦黠 (诵de scope focus)的 韶 ,

因舄没有特别的所指和意圊 9那麽 NsR就承檐起控制整佃局面的黄任 。璩

此 9我们可以预测丽槿情况 :(1)在没有特别情况的傺件下 (rhetorically

stress-neutrd屮l±表建的重音形式 ,LibeF1nan韶 )9NsR蘩挥作用 ;(2)祝

静的人有特殊意向的韶 9NsR不蝥生作用 (被取代 )° 一般而言 9下面渲些

情况都是影警 NsR的正常工作的因素 。封揄 NsR的功效 9不能以特殊否定

一般 9只旯澍木不旯森林 。譬如 (漠静句子用黑瞪字下割畿表示重音 ,下

同 ):

(5) a.The sL「N is shining

b.Thesm is DIsAPPEARING

c.跟窠走

d。 跟薰甬
‘
shining’ 蜃於

“
韶羲空泛勤洞 (semantic址ly empty verb y l),所以重

音在前面的主韶上 °中文也一檬 9因戌
“
走

”
在 (c)裎的静羲比较空泛 9

所以
‘
掌

’
重 ;但是

“
甬
”

就比较具  ,所以核心重音落在勤洞
“
甬
”

上

(“跟掌吵/街
”

也一檬 ,勤洞重 )° 其他颡型的特殊结耩也不取核心重音的

格式 °如 :

“)a。 静羲空泛的代洞一般不重 (￡ omantically empty rlom)

我喜欺他 °

他整天折腊人 °

b。 封比焦黠重

我想敲韶言荸 9不想孽静言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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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孽静言孽 9我不想孽韶言孽

他想擘静言荸 9不是哲挛 °

c。 焦黠结耩 (有自己特殊重音格式 )

是振三偷了他草子 o

涟草子都偷 °

d.业列结耩 (有自己特殊重音格式 )

他既没孽Foi,又没道德 °

他整天又吃又喝 o

⒍莳行 (舆口韶重音格式不同 )

霎来桎植捌 ,雨去浇灌花 。(作者自作 )

值得注意的是 :氟揄後人找出怎檬的反例 (寅降是特例》 有一黠是清

楚的 :“焦黠重音舆句法氟雨
”

的觏黠 9站不住 。原因很筒革 ,如果蘩韶的

人想要强葫某槿行舄 (如 “
獯善

”
)的韶 9不是勤洞 9而是寅韶夤载焦黠的

重音 :

(7) a.[What d泪 Mary do yesterday"Sheread a NOVEL。

b。 [焉麓昨天斡什麽啦 ?]她擅了一本小就 °

强捐勤作焉什麽把重音放在寅韶上呢 ?不徙句法结耩上解稃 ,很敷祝明

固题 °事寅上 9渲一事寅反遇来澄明了NSR的正碓 :核心重音是在句法结

耩裎寅琨的 。因此 αnque(1993)在 Ⅱbeman的基硭上 ,莛一步提出核心

重音的句法盾性 :

(8)深重原则 Depth stress PⅡ ncipalfCinque19” )

结构内嵌最深 (most embedded)的成份得到重音 °

畿乎舆此同峙 9Feng(漏膀利 1995)根璩溪韶的嘏律句法睨象提出
“
核心重音在l,=il形嫁接韶法 (Tree A苟 oining Gramm叽 TAG)的基斡澍形上

(Elementary Tress=勤言司的投射 )寅琨重音的逼作槛制 ,亦即 :

⑿)NsR in CⅡnese溪蒂核心重音 (Feng19%∶ 48)

The[sl feature must be as“gncd to thc hst element of an elementary

tree。

‘
【s】

’
特徵必须指派铪基斡捌形结耩的最後成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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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封凸颢原刖将保澄
“
NP[s]” 茚黠的姊妹茚黠

“
V” 镬得 lw]的特徵 °

於是 9一佃完整的核心重音指派妲程及其结果是 :

(11)hⅢ al Tree(元耩 )

← NsR

核心重音的莛一步横展是 zub弦areta(199g)的
“
遥挥原刖

”,具腊表

逋如下 :

(l⑷ seIectionaIly-based NsR(选 择原则 Zubizareta,1998)

铪定丽佃姊妹结黠 α和 q,若 α和 q舄送挥次序 (selectionally

ordered),那麽较低的一佃刖较凸颢 (the one lowerin the sdec№nd

ordering o more prominent)·

管 的理 揄 (Govemment and Bhding Theory)的 “
送 挥

”
寅 除就是嫁

接韶法
“
元耩 hitial Tree” 裹面的 VP9都是由勤洞泱定的揄元结耩 °只不

遇 zubiz盯eta用 Ⅱchard Kayne1994的
“
不 封 稻

‘
成 份 制 控

’
asymmetric

c-∞mmend” 代替了 Cinque的
“
深重

”
靛而已 °

在 ZubizaⅡeta的基踺之上 9Rng(2003)害 弑用管的理揄来表逋漠静

的核心重音 9具瞪规只刂如下 :

(13)G①vernmeⅡt-based NsR(管 约式核心重音 Feng,1995/2003)

相封凸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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铪定雨佃姊妹结黠 α和 q,若 ¤和 q舄逛挥次序 (sclectionally

ordered)9且 彼此管辖 (mutt【ally govem),那 麽 q刖较凸颡 (the

selected Ciis more prominent)°

由上可旯 9核心重音徙围始到後束的每一步 ,雎然有蘩展 ,但都没有雕

围初始峙的
“
核心重音是虞域焦黠

”、“
核心重音的寅琨雕不围句法结耩

”
的

基本精神 。

然而 9本文所要指出的是 :核心重音的
“
描舄 、定性和蘩展

”
是一回

事 ,核心重音
“
封句法的制控

”
是另一回事 °後者是漠韶核心重音研究的重

黠舆真献 °大量的事寅澄明 ,漠韶 (渲裎特指J匕京韶 )的句法所以如此的一

佃重要 (或根本 )原因 ,就是核心重音的控制结果 (荠参下文第 2.1茚 )°

譬如 :

(1oa。 把字句  冰把工廒围   把工廒圃固

b。 被字句  水铿常被老酾批  铿常被老鲕批抨 (比较 :铿常被批 )

c。 勤袖+NP艹打牢固基硭   打牢基硭 (比较 :把基踺打牢固 )

d。 勤寅+PP卡褂衣服在了墙上 褂在了樯上 (比较 :把衣服褂在了

樯上 )

e.勤寅+NP艹收徒弟北肺大  收徒北肺大

上逋都是其他韶言裎少旯 9甚至没有的睨象 ;雕围了旅律上的核心重

音 9逭些
“
成批的琨象

”
很肄甚至舡法得到锍一的解释 °核心重音封句法的

制的作用是漠韶韶言孽裎的一佃重要蘩琨 9也可以祝是封营代韶言荸理揄的

一佃重要真献 °然而 ,谊业不意味者人仃i封它没有疑Fog。

2.封核心重音的批抨舆疑惑

核心重音是葫律句法荸的核心 9但人/Fi封它的功能和逗作 9业非没有箕

疑和批抨 °近年束 9很多荨荣人景和擘者封以勤洞舄核心的
“
管的重音揄

”

持有很多疑 Foi° 渲些Foi题不僮影辔着孽者封核心重音的理解和使用 9也干镘

着初孽者封嘏律句法孽的整腊韶谶 °因此非常有必要回答和解泱逭些FoB题 °

综合近十佘年来我们徙文章和著作中蘩睨的罔题 ,大抵有二 :一是
“
勤洞指

派重音
”

的困靴 ;二是核心重音舆信息焦黠的嗣像 °下面我们分刖封揄 。

2.1。 勤闱指派重音的疑靴

上文看到 9溪韶的核心重音是在
“
基于管辖硐糸的核心重音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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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R,Govem¨nt-based Nuc1ear Stress Rule)下 寅琨的 °管辖的本质是

要碓定一种区域性 (locd灯 )的结构丽糸 9徙而保澄管辖者和被管者之Fg’的
“
姊妹

”
嗣像 °如果重音寅睨的句法结耩是

“
勤祠辖域

”
的韶 9Foi题焉上就

出来了 ,恰如有的作者所批抨到的 (下面是不同批抨意旯的综合 )∶

核心重音是藩勤祠铪它右侧薛得较近的成份指派重音,而且只能指

派一次。逭霍方法源测的最大缺黠是 :勤闱後面不能出琨含有雨佃要得

到重音的成份。如果出琨了一佃要得到重音邻没有得到重音的成份,那

麽按照核心重音的鹳黠,便舍造成句子的嘏律失嗣,追而蓐致整佃句子

不合格。

下面我们舍封揄固题涉及的具瞪例子 9渲祖先徙上面的表逃中 ,考察

一般人理解核心重音原理的fFm歆所在 。首先是衍韶模糊和概念错拱 °譬

如 9“勤洞铪它右侧雕得较近的成份指派重音
”

渲句韶存在丽佃罔题 °第

一 ,以管的定羲的核心重音 (G-NsR)并没有使用
“
左 、右

”
的概念 ,

而是用 αnquc(1,93)的
“
深嵌

”
或 Kayne(l”4)的 “

不封稻成份指控

asymmetric⒐∞mmend” 的概念来表示勤洞及其袖逋韶 (∞mplemcnt)的 祠

序 (参 Feng⒛ O3)° 第二 9“较近的成份
”

这一靛法不康格 ,所以很容易造

成拱解 o正碓的表逋虑该是
‘
直接支配的成份

’°因此 ,第一佃句子的敲格

靓法虑该是 :“勤洞铪其直接支配的成份指派重音 °°

其次 ,靛 “
勤祠後面不能出琨含有两个要得到重音的成份

”
也是造成一

般人封孩腭糸崖生拱解的根源所在 。事寅上 ,渲裎理揄要求的是勤洞後面

不能有
“
雨佃不能蛭澶的成份 (llon-distre“ ab1e)” (参 Rng⒛O3)9而不是

“
丽佃要得到重音的成份 '“得到重音的成份

”
和

“
不能蛭獯的成份

”
是丽

佃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舄没有敲格匾分 ,所以撙致了渲檬的拱解 :“如果出

琨了一个要得到重音却没有得到重音的成份。̈ ,便舍造成句子旅律失调 ,莛

而醇致整个句子不合格
”。

渲裎有好畿佃地方有理解上fFm拱 。第一 ,在 NsR的要求下 9不存在
“
一个要得到重音却没有得到重音的成份

”。如果勤洞後面有丽佃成份 (如

V+NP+PP)9不是它们自己
“
要得到重音

”9重音是 NsR指派的 ,它们只

是重音的接受者 °莒然 9它们可能都是
“
不能轻擅

”
的成份 °逭才有

“
不合

法
”

的
“
勤闱后雨佃不能蛭擅的成份

”
的句子的出睨 9譬如 :

(15)a.衤 小王看旯三佃人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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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王看旯他三次 °

c。
咔小王铪了三个人五本善 。

d。 小王铪了他五本善 。

渲是不合法助9不是该重的没有重所以
“
嘏律失葫

”°上面勤洞後面丽佃
不可蛭澶成份所以不合法 9是因舄嵌律的操作完成以后 9在句末衍酴了一

佃不能轾擅的成份 °逭佃成份攘祝本族静的淄中的莳算糸毓 (∞mputatic,nd

system)羝法封它莛行嘏律加工 (proce“ )° 换言之 ,(15yc)中 最後一佃成
份 (“三次

”
或

“
五本善

”
)不在本族静的嘏律句法允莳籁圊之内 。因此 ,

如果句子不删除渲些不允静的成份 ,就像
“
我喜歆吃钣衤趔僬

”
或

“
mia~

+ntiao” 一檬
“
不能葫 (inefability y__没有法只刂加工使之

“
可葫

”°正因
如此 ,删掉最後一佃成份的句子 9就可以接受了 °如 :

(lo a.小王看旯三佃人 °

b。 (那五本善 )小王铪了三佃人 °

可旯 9渲裎是
“
能葫舆否

”
的罔题 9不是

“
失嗣

”
的FoB题 °差之毫廑 ,

谬以千里 :封原理敲置的理解的一黠fFm差 ,可能窨造成整膛逗作的迷拱和失
败 °譬如 ,有些研究者愫疑

“
勤洞指派重音

”
的可行性 ,因舄它羝法在下面

的情况袒毽行操作 :

第一 9漠韶句子中可以没有主要勤洞 。

第二 9句子的勤洞可能有丽佃 °

第三 9勤洞後可以有丽佃成份 °

第四 9勤洞後可以是一佃句子 °
“
没有勤洞怎麽指派

”
?“丽佃勤洞由推来指派

”
?“勤洞後面丽佃成份

指派铪推
”
?凡此等等都是针封

“
核心重音

”
用勤洞分派重音的槛制而提出

的箕疑 °我们先来看
“
没有主要勤洞

”
的Foi题 °一般靛的没有主要勤洞的句

子是 :

(lD a。 名洞作葫韶 :今天星期三 °

b。 形容洞葫韶 :逭朵花漂亮 °

其寅 9看一下嘏律句法孽的理揄根璩 9逭些就不是罔题了 :形式句法擘
理揄框架中的句子都是由勤洞生成的 ,而嘏律句法孽是以生成静法舄基硭的
(嫁接韶法也是生成韶法的分枝 9且舄最筒方案的前身 )° 因此 ,没有勤洞
的句子在嘏律句法荸裎不是 Foi题 °更何沉一到否定句裎 9勤祠就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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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星期三

”°

事 寅 上 ,在 形 式 句 法 孽 裎 9看 不 旯 的成 份 比 比 皆是 (empty

c扯cgories)9何止勤洞 !更何况 9凡是句子都有葫韶 9捐祠的厝性是勤洞

(溪韶的形容洞是 哎耐ve verb),所以捐韶重 9渲是核心重音预测的结果 o

那麽如果
“
句子有雨佃动词

”
推来指派重音呢 ?渲的碓是佃固题 °但渲

佃固题蔡雒天等 (⒛“ )在
“
葫

‘
们

’
的位置 :徙句法-嘏律的介面敲起

”

一文章中 9早就提出遇解泱的辨法 °淆看 :

在一般的分析袒 ,雎然勤祠如
“
派、藩、敢、勘

”
等都可以看

做全句的主要迹蒂 ,但事寅是 :句 中赁载核心重音的是最後一佃

V’ 勤闱徂。⋯逭裎的重音形式遗暗示我们 :句 中的核心德是最後

勤闱指派的佶果。(200⒍ 56)

徙理萧上看 ,最後勤闱指派重音也是预料中事。因舄如果核心

重音由勤嗣觚姊妹圃涿分派佾萧元 ,那麽 ,兼静勤祠如
“
派、藩、

勘、逼
”(傣管它们的句法箱耩亚不一漾 )均怨法指派重音 ,因 扁

(热揄在句法逗作之前或之後)接受重音的萧元都不是逭些勤闱直

接支配的姊妹成份。(⒛06:57)

逭就清楚地告葫我仃i9句子裎动词的
“
个敷

”
不影警核心重音的指派 o

因舄管辖丽像 (GoverImcnt)保 澄了只有具倩
“
直接支配 (或彼此管辖 )雨

鲧的
”

勤洞和揄元 9才是核心重音的
“
范域 (domain)” 所在 °

看来
“
勤洞后面的丽佃成份

”
才是核心重音的真正反例 o於是有些文章

用下面的例子来箕疑核心重音 :

(l⑴ a。 小王看旯他三次 °

b.朋友给了他五本书 °

核心重音要求勤洞后只有一佃载重成份 9而上面的例子都含有丽佃成

份 ;它们又都可以葫 9不是舆核心重音矛盾了喁 °於是有些作者懿舄 :如果

勤洞後可以带有丽佃成份的韶 9那麽核心重音就氟法成立 °毋庸薷言 9谊槿

夤疑忽略了渎韶韶法的一佃重要事寅 :漠韶勤祠后只允静一佃成份 。Huang

(19“ )封渲一事寅有遇明碓的表迹 °淆看他的 PSC∶

(1㈥ Phrase structure C① nstraiⅡ t(PsC短语结构限定条仵 )

Within a given sentence in Chinese,the head(the verb or VP)may

branch to the left only once,and on1y on the lowest level of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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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给定的中文句子裎 9只有在扩展投射的最低层时 ,核心词

(如动词或动词短语)只能有一次左分枝 o(参下图)°

(20)

澍形结耩 (20a)裎的核心洞只向左分枝了一次 9勤洞後只带一佃成

份 ;(⒛b)的结耩裎核心洞向左分枝了雨次 9於是勤洞後带有丽佃成份 °

因此 9(2Ob)的结耩不是合法结横 ,因舄VP的核心洞 9在溪静中 ,不允莳

向左分枝丽次 °渲倏规刖靛明了溪静和其他静言 (如英文)之 FgB的亘大不

同 (用通俗的韶来酗 即最後一佃勤洞只能搐带一佃袖逋韶成份 )° 渲一规

只刂9概括了溪韶的大量事寅 °譬如 :

(21)a。 勤寅+FP 扌小王看旯 三佃人 三次 。

b。 勤寅+o 衤小王给了 三个人 五本书 °

c.勤袖+NP衤打   牢固 基硭

d。 勤寅+PP 辛褂   衣服  在墙上

e。 勤寅+NP咔收   徒弟  北腼大

渲是溪韶的一大特黠 9任何句法理揄都镌不围 °韶法孽家尼勖b的是 :焉

什麽漠韶勤洞的後面只允莳有一佃成份 ?像
‘
把字句

’一檬 9它挑戟著所有

的句法理揄 °事寅上 9核心重音正是在渲槿擘衍背景下提出的一槿句法策

略 9而它所以比纯形式句法分析更具解榫力的原因 9就在於它成功地解泱

了焉什麽勤洞后不能有丽佃
“
不可蛭擅的成份

”,而不是
“
不能有丽佃句法

成份
”

的疑鼾 °菖然 ,羝揄是句法的靛明遗是葫律的解释 9莒人们看到勤

洞後出琨了丽佃成份的峙候 ,都把它们莒做反例来提出 °然而 9渲些反例

只能横成封形式句法的挑戟 9它仃i不是葫律句法的反例 °焉什麽?因舄丽佃

成份中FEi的一佃 9就目前所旯例子而言 ,都是髌律的
“
隐形成份

”(参 Feng

2003)° 女J ∶

(22)a.小王看旯 他/刀阝佃人 三次 。

b.朋友给了 他/刀阝佃人 五本书 °

勤洞後的第一佃名洞是代洞或有定成份 ,因此可以蛭澶 °正因如此 9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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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可以落到最後的名洞上 °结果不椠预测 :勤洞後只有一佃 (不可轻獯的 )

成份 °很颢然 9用 “
勤洞後的丽佃成份

”
柬箕疑或否定核心重音 ,是不嘹解

嘏律句法所定羲的成份不是筒革的句法成份 9而是
“
葫律句法成份

”°因此

(” )中的
“
丽佃成份

”
亨卜但不是反例 ,反倒澄明了核心重音原只刂是溪静

“
嘏律制约句法

”
的一佃根本规律 °

最後 ,“勤洞後面是句子
”

的罔题就更不是核心重音的反例了 °“他喜

欺看善
”

中的
“
看善

”9可以分析舄
‘
喜歆

’
的寅韶 (Vo-∞mpound)9所以

“
看善

”
重 ;如果把

“
看善

”
分析舄最後一佃 VP9那麽也是

“
看善

”
重 °

再愎雉黠的如
“
我知道他喜歆看善

”
或

“
我韶舄强三知道他喜歆看善

”
都

不椠逗作 °根璩 G-based NsR,仍 然是最後一佃 VP裎面的勤洞指派核心重

音 °需要特别技衍虎理的句子是渲些 :“他教遇一佃荸生很骢明
”°但逭句括

可以分析舄 (参 Huang19⒏ )∶

(⒛)[他 [[教遇一佃孽生]很骢明]]

其中
“
教袒一佃孽生

”
是主捐韶 (mian predicate);彳 艮骢明

”
是次葫韶

(secondary prcdic狨 e)9以
“一佃孽生

”
舄其主韶 。根璩 G-bascd NSR的定

羲 ,彳艮骢明
”
得到核心重音 °

勰而言之 9近束对
“
勤洞分配重音

”
逭一甑黠的疑惑和批抨 ,事寅上 9

在理揄和寅跷中都是已然或可以解泱的FoB题
°

2.2.重音舆信息焦黠的疑球

知上所诬 ,核心重音徙裔姆斯基舆哈利斯提出以後 ,很多人错拱地把它

看成是钝音糸孽的规律 °雎然半佃世纪以来羼铿孽者强捐和崮耀 ,今天仍有

人批抨嘏律静法把核心重音舆信息焦黠隔雕围来 °事寅上 ,裔姆斯基早就指

出 (19” )∶ 重音勰是分派铪句子的信息焦黠 ,指派铪信息焦黠的重音叫核

心重音 。Ladd(1978)莛一步靛明 :

⑿4)No1Ⅲal stress`simply山 e accent placcment that pe1Ⅲits the broadest

possible focus interpretation——focus on thc whole sentence.

筒 而 言 之 , 普 通 重 音 就 是 一桎 强 音 (accent) 的派 置

(placcment),它 允准蠢可能最霓的焦黠示解 (interpretation)——

累焦於句子的整膛 °(Ladd1980:78)°

颢然 9重音和焦黠是相互丽饰的 °核心重音正是
“
虞域焦黠

”
所傅连的

新信息的旅律表琨 。正因如此 9在歆律句法孽的研究中 9“舄毛簟
”
和

“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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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
”
均曾作舄

“
核心重音舆焦黠重音

”
相互作用的崖物 °先看

“
舄毛肇

”°

根璩焉腾利 (⒛00)的分析 9吁舄毛簟
”
的核心重音结耩是 :

@5)a.卜  NP轻  V e(重月

b.卜 毛簟蠼 舄 e(重 月

在上面的底眉结耩裎 9钿P所虎的上下文中的焦黠性笪 (新信息 )9

要求它必须重 °於是
‘
普通重音

’
跟

‘
焦黠重音

’
之固蘩生衙突

”
(冫丐

2000)9於是才躅蘩了勤洞
‘
舄

’
向左移位 (到蛭勤勋 的位置 )的逗作 9

造成 [舄-l,毛簟]的结果 °颢然 ,渲是焦黠促蘩的核心洞移位 °但
“
渲槿逗

作是以特定的韶境舄前提的 :(1)常规寅韶因舄是菖信息而不出琨 ;(2)代

腊寅韶因舄是新信息而成舄焦黠 。韶用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突出代鹱寅静的地

位 ,另一方面又要抑制常规寅韶的作用 9於是才造成渲棰焦黠 、嘏律舆句法

三者之F:B的相互作用 9於是才崖生渲棰特殊的代瞪结耩
”(泻 ⒛O0)° 毫羝

疑固 9如果没有核心重音的作用 (‘舄
’
字重 9因其嵌入最深 )9就没有它和

焦黠重音 (‘毛簟
’

重 9因其是信息焦黠 )之 FEB的相互衙突 ;没有街突也就

没有移位的敌勤源 (acth哎or)° 渲是葫律句法孽中核心重音舆信息焦黠之FHi

搦拥逗作的一佃典型籁例 °

“
把字句

”
也一檬 °吕叔湘 (1955△ 佴 )曾指出 :“把字句式初趄的峙候

也静是业没有特殊用途的一槿句法 ,但是它在近代漠韶裎虑用得如此之虞 9

主要是因舄有一些情况需要把寅韶挪到勤洞前面去 '然而 9是什麽情况使

寅静一定要提前呢 ?强志公 (1956:85)一韶破的 :“ 由於勤洞梭雉把寅韶

提前的 9是非提不可 9不提就不通 '王遗 (19阴 :25)也强捐指出 :“勤洞

前後的成份是具倩稹棰性箕的 ,在泱定用不用
“
把

”
上其重要性超妲勤洞

的虎置性和寅韶的特指性 '漏腾利 (19叨/20O9"Og~109)勰结靛 :“由此

可旯 9“把
”

字句中寅韶的提前主要是由丽槿情况泱定的 :(1)寅静有定 ;

(2)勤洞禳耠 °我们知道 9有定成份的葫律分量都较轻 9而禳雉成份的分

量都较重 °‘
提前寅韶

’
只刂是把

‘
较蛭

’
的前移 ,把 ‘

较重
’

的留在後暹 °

很明颢 9逭正是普通重音箍使下所崖生的一槿糸毓内部自我葫茚的逗作功

能 '渲裎我仃i又一次看到 :核心重音雕围了焦黠和焦黠重音 ,很多溪静的

特殊结耩刖羝法解释 °事寅上 9正是核心重音舆韶羲 、焦黠的相互作用 ,才

髑蝥了莳多漠静句法结耩上的派生琨象 °

傣管韶羲 、焦黠 、重音和句法 9彼此交互作用 9但我们在封揄静羲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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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峙所不能忘懿的是 :虞域焦黠的重音位置不是由韶羲所泱定的 ;它是句

法的崖物 °原因很筒罩 ,因舄漠韶 VP是右分枝 9因此信息焦黠的默懿位置

是 1沿著分枝方向最深的句法位置
”(αnque19” ,Xu⒛M)° 不僮如此 9

句末的位置上的焦黠重音一定要由勤洞直接支配 (G-based NsR)9不 然的

韶就不合法 。什麽檬的韶羲 、焦黠 、或信息成份 9一定要繁贴勤洞 、非攘勤

洞
“
直接

”
支配不可呢 ?颢然 9不徙句法上耩是很鼾靛通的 °句子是用来表

意的 9逭没有孚篱 ;但是韶羲覃位 (洞静 )的徂钺和限制刖受句法规刖的制

控 °嘏律句法孽就是研究焉什麽
“
强葫的是行舄 9但重音邻落在寅静上

”、

“
焉什麽焦黠居后但不能跟e,J洞隔围

”
逭些皓耩限制的固题 (隐形成份不

静 )° 毫煞疑固 9有了 G-based句法概念 9NsR所以如此的疑惑 9便可迎刀

而解 °

综上所逋 ,傣管核心重音引出的FoB题很多 ,但大多均在理揄分析和寅跷

澄寅之下得到了解决 °在逭漾的情况下 9攘我们束敲想一佃更一般固题 :

假如我们不懿舄重音是由勤洞分配的 ,而遵照音糸荸界通行的
“
重

音是由结耩指派
”
的策略 ,那麽漠静的句子都没有罔题了 °

我们知道 9嘏律句法孽 (馥律制约句法 )不是句法损律孽 (句法制的

蘸律 )9因此 9如果静言的髌律糸锍不同 ,其所制的的句法糸钪也将因之而

具 。渲是髌律句法孽的理揄
“
理测力

”(the power ofmeorem)。 璩此 ,理揄

上不存在一佃没有参敷箩化的 、通行的
“
重音由结耩指派

”
的糸锍 。事寅

上 9英文的核心重音用
“
深嵌原刖

”(或 S-Based NSR,Zubiza△ eta,19叨 )9

德静的核心重音用
“
勤祠逛挥型的重音指派

”9溪静的核心重音则是
“
管约

型的勤洞指派
”o渲是参敷的不同 ,是因旅律颊型的不同而不同的结果 。筒

言之 9理揄上不存在没有参数 (parameter)复化的普世韶法 (UG)° 正因如

此 ,所捐
“
通行的重音指派

”
在溪韶裎是羝法允琨的 ,不 lg~“通行

”
羝法允

琨 ,再具瞪的核心重音的策略 ,雕围了
“
勤洞分配重音

”
逭一中心 ,也同檬

氟法解泱溪韶裎一糸列最基本的
“
勤寅结耩

”(包括 PP捕述韶 )的 Foi题 °

弑看前面 ⑿l)舆 ⑿⒛中搴袒的例子 :

(“)a.VO+FP 衤小王看旯 三佃人 三次 °

b,Vo+NP 衤小王铪了 三佃人 五本善 °匀

c。 Vo+PP 衤褂    衣服  在墙上

d。 VO+NP 衤收    徒弟  北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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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RR+NP咔打

f VRR+PP衤辍

牢固  基硭

公平  到彼此满意的程度

⒏V+PP  艹放-了   在桌子上

上逋琨象筢非偶然的巧合 °谈嘏律句法不能不丽照溪静最基本的勤寅结

耩 ;雨照勤寅结耩不能不卦算泱定合法舆否的 V’ 中的
“
音茚敷量

”°而音茚

数量所以在Ⅴ’
裎蘩生作用 ,正是核心重音的缘故 °事寅上 9不馑上面的睨

象雕围核心重音就羝法解释 9下面的新蝥琨 9雕围核心重音更羝徙敲起 °

3.有圉核心重音的镫明舆癸琨

溪韶的核心重音提出後 ,至今已近⒛ 余年 °在渲⒛馀年裎很多孽者利

用它癸琨了大量的溪静原束没有被蘩睨的新现象 °逭裎粗臆敷例 9以旯一

斑 °

3.1.“们
”
的嘏律制约

溪静裎的EN+们 ]的用法棰舄特别 :最常旯的就是勤洞前後的差别 °譬

如 :

(27)a。 兵士们封阿 Q很敬重 °

b.阿 Q封兵士们很敬重 o

d。 兵士们很敬重阿 Q。

e。
水阿 Q很敬重兵士们 °

就句法而言 9EN+们]照理可以出睨在所有名洞可以出琨的地方 9但事

寅业非如此 :在寅韶逭佃合法位置上 9它遭到扫F斥 °是不是 IN+们]永速不

能作寅静呢 ?不是 !下面的事寅表明 9EN+们]业非不可作寅静 °例如 :

(28)a。 阿 Q雇妲畏工 °

b.咔 阿 Q雇遇畏工们 。

c。 阿 Q雇妲畏工们丽年 °

渲就铪句法孽家出了敷题 :如何瀑同一佃位置上 (寅静 )的名洞既合法

又非法呢 ? 蔡雒天等 (⒛“ )指出 :逭与核心重音的指派法紧密相丽 °先

看
“
们

”
的句法结耩 (睬用 A。 ⅡⅡ”叨的理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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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

焉什麽上面的结耩不能接受核心重音呢 ?蔡雒天等 (⒛“ )指出 :

“
McnP承襄了勤洞指派的重音 9接下来就是短静内部的

“
工人

”
和

“
们

”
孰轾孰重的FoB题 :叩目

”
做舄中心韶 9原本虑该承襄勤洞的地位把重

音分派铪它的姊妹茚黠 ;然而此峙
“
工人

”
已移到 sPEC9而不在 COMP

位置 9叩目
”

只好自家承接核心重音 °注意 :指派重音的逗作需待所有句

法逗作完成之後才能莛行 (参 Feng,⒛O3)9而
“
工人

”
移位以後就不再是

“
们

”
的姊妹茚黠 °渲檬一来 ,“工人

”
就永速拿不到核心重音 ,重音反而

落到 McnP的中心静 ,也就是轾聱的
“
们

”
上 ,於是造成了嘏律上的蔽重失

捐 °因此 ,逭檬生成的句子自然也就煞法接受
'

毫羝疑FoB,核心重音的搓制解稃了焉什麽
“
们字短韶

”
只有在充富寅静

的峙候才舆核心重音蘩生丽像 9才影警到句子的合法度 9因舄只有在充菖寅

韶的峙候才舍被勤洞直接支配 9才有能否接受核心重音的Foi题 °因此
“
们字

短静
”

何以自由地充菖主韶的谜案 9也便真相大白 °

不僵寅韶位置上的辈形悲成份 (愎敷稞乩
‘
们

’
)直接受核心重音的裂

控 ,下面渲些表面轹丽但息息相瞬的
“
褂寅

”
琨象 (亦即

“
他勤洞的冗寅

静
”、“

自勤祠的空寅静
”

以及
“
罩钝勤洞的假寅韶

”
)9雕围核心重音解释 9

也将一盥散沙 、蠲燕通解 °淆看 :

o⑴ a.他勤祠的冗宣萧  吃皈 、喝水 、看善

嫣嫣 9我锇了 9我想吃颌 °

嫣嫣 9我锇了 9衤我想吃 °

b.自勤洞的空寅静  睡矍 、走路 、跑步

nM
e
︱

们

⑽
ˉ
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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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睡了一矍 !

?今天我睡了 oΘ

c。 罩纯勤洞的假宣韶 鞠 [佃]躬 、高 [什麽]舆 、腊 [了一堂]操

他铪大家鞠了三佃躬 °

衤他铪大家鞠躬了三次 °

上逋睨象中的合法性的封立 9在其他静言裎非常少旯 (至少不是共存

的琨象),但是它们在漠韶裎棰其自然 °然而 9人们很少注意到 :它们在韶

羲上耩不通 (冗 、空 、假 9均煞祠橐
“
羲值

”
可言 )、 在句法上也羝理可言

(不及物勤洞本煞寅韶 ,镓何窨带
“
空寅韶

”
?)° 如果既不合於韶羲 、又不

容於句法 ,那麽是什麽原因攘它们出琨的呢 ?很颢然 9渲些散旯但均舆
“
寅

位 (o丬 ect positiony相 围的睨象 9唯有噩律可以洞截其妙 °焉什麽呢 ?趟

元任早有言曰 :¨操了一堂髅
’

虑该更合暹辑 9可是邻没人逭麽瓿 °渲又是

静音的因素比暹辑的因素重要的丽像 °革是勤-寅式结耩的抑埸型歆律就足

以强迫
‘
腊

’
作勤洞 ,而 ‘

操
’

作寅静 ,不管暹辑不暹辑 °因此
‘
鹱了一堂

操
’
也就成了擘生的径常用韶了

”
(《 中囡韶的文法》19BO:221)° 莒然 ,趟

元任的峙候遐没有核心重音的理揄使之通瓿 9但他葫的
“
抑埸型嘏律

”、“
强

迫型勤寅
”9岂不正是核心重音的强大作用 !而今天的核心重音理揄 9不馑

可澄趟氏
“
镫了一堂操

”
舄葫律韶法所致 9其他如

“
跑步 、走路 、睡夤

”

所以一定要带
“
空寅

”
的怪具琨象 9也迎刀而解 ;更有令人舆奢者 :“我锇

了 9我想吃皈
”

的
“
皈

”
焉什麽

“
雎空必有

”
的奥秘 9也落此彀中 ,可以一

“
理

”
以蔽之 °溪韶核心重音之用 9由此可旯深虞矣 !

限於篇幅 ,逭裎不便一一列搴所有通遇核心重音蛩睨的新的静法睨象 ,

擅者可参看董秀芳 (1998)、 郜丹等 (2008)丽 於
“
动补带宾句的合法度

舆补语自身畏度 (是叟音茚 、蛭聱遐是革音茚 )直接相丽的研究
”、黄梅

(⒛⒓)有丽
“
核心重音的

‘
分解力 (把一佃革位打围箩成丽佃革位 )舆

‘
屋合力 (把雨佃革位屋合成一佃覃位γ 在允准

‘
嵌偶革音洞

’
上的研

究
”
;以及李黯惠等 (2013)丽 於

“
核心重音制控 [敷 +量 +名]短韶中

‘一
’
字省略

”
的研究 。凡此槿槿 9都共同指向一佃更深的结揄 :核心重音

或静正是溪韶静法所以如此的一佃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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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角占言哥

本文徙核心重音的来源 、蘩展及其不簖深入的胫史角度 9分析了溪静核

心重音的指派檄制以及它在句子中的句法作用 °徙菖代髌律静法的研究中可

以看出 ,核心重音的提出和完善是一回事 9蘩掘它封句法的制的作用 ,刖是

另一回事 °後者是溪韶葫律韶法研究的特黠 、也是溪静研究封普通韶言孽的

黄献 。事寅上 9溪韶核心重音的研究铪
“
溪韶韶法何以如此

”
提供了一佃新

的 、糸毓的解稃 ,核心重音反映了溪韶的本夤所在 。正因如此 ,已有的某些

批抨和夤疑不是勤摇它的基憷 ,而是增强和完善它的解稗力 。莒然 9我们丽

注的不只是它在溪韶中的作用 9溪韶核心重音的研究直接酮像到韶言孽理揄

中语音在句法推导中的作用和机制 °一向公韶的句法自主式模式 (syntax“

autorlomous)在核心重音的作用下 ,不再迪合菖前的研究 (参 Rng⒛∞ ),

因此孽者需要封现行的语法模型莛行重新评估 ,需要根璩最新的韶言事寅来

靛明语音信息是如何进入句法运算 、并封句法形成干镘和制控 (袒滤和敌勤

句法逗作 )的槛制和模式 °

我们注意到 :髌律韶法篚遇 ⒛ 佘年柬的研究 ,“韵律对句法结构形成制

约
”

的揄黠已艇是 目前汉语韶言学中的定论 °不馑如此 ,囡降上 9MIT的

静言荸家 Norvin Ⅱchards(2010)遐 莛一步明碓了渲一氍黠 :

封任何静言束葫 ,句子的静音规则比句法更基本—— 它是管控句

子结耩的程序舆原刖 All languages,the sound pa仗em in sentences is more

integral(基 本 )to the syntax— the processes and principles that govem

the struc饥Fe of sentences。
7)

颢然 9渲是溪韶核心重音理揄 ⒛ 佘年来所一向里持的主娠 °有趣的

是 9在囡降孽衍领域围始接受和蝥展蘸律控制句法的甑念并懿舄
“
静音比静

法更基本
”

的峙候 9境内孽者则更多的在丽注韵律制约句法的背後是否韶羲

信息在起作用的Fog题
。莒然 9韶羲信息的交降作用不可忽祝 9但它不是嘏律

结耩的本笪蜃性 9因此也不舍泱定嘏律韶法的槛制和髓糸 °静言的不同屠面

各有自己猸立的结耩 ,蘸律韶法探封的是旅律皓耩和句法的雨像 °我们看

到 :核心重音的结耩在勤洞 9但其重音在寅韶 °渲是结耩泱定的 9不是信息

决定的 。信息有作用 9但在这裎不是
“
决定

”
的 °“

作用
”

舆
“
泱定

”,不可

混淆 °菖然 ,在逗作槛制和腊糸的允准下 ,如何辈碓地反映渲些嗣像 、如何

在逗作眉面莛一步完善勤祠分派重音的技衍操作 9仍然有很多荨题值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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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有很多领域有待围蝥 。但羝揄技衍如何改莛 9工序如何完善 9有一黠可

以肯定 :雕围勤祠的核心重音不能反映漠韶韶法的本篁所在 °

〈注〉

1)渲裎
“
韶羲空泛 semanucdˇ empty” 指信息量的缺乏或不足 o

2)菖然 ,如果勤洞直接支配的成份是fEl“隐形 in呐 sb忆
”

成份的韶 9那麽核心重音的指

派就要根檬
“
结耩lrl除 s扪ctureˉⅡmoVing” 后的直接支配丽像而定 (参 Feng⒛O3)。

3)注意 :mgra1nm狂icality鹰 该靓成
“
不合 (韶 )法

”9有的文章祝
“
不合格

”
,“不合

格
”

带有儇值判断 ,除非作者在
“
不合格

”
后加入英文 ungranlm舶 cal束限定 9否只刂

不逋合擘衍揄文的表建 °

⑶ A simⅡ ar position can be found h Halliday(1967),JackendofF(1972),Rochemont(1980,

and o山 ers.For example∶
‘‘
The tonic falls。 ön the last accented syⅡ able Of the item under

focus.” (HaⅡ iday, 1967∶ 207)‘
‘
If a phrasc P is choscn as the focus of a sentence s,the

highest s饣ess in S、vⅡl be on the syllable of P that is assigned highest stress by the regular

stFess mles.” (Jackendo砥 197⒉ 237)“ Ass碹卩an accent to曲 e Ⅱghtmost lexical categoγ  in

the l+focusl constiment in s” (RochCmont,1986)

5)隙平 (1987∶ 81ˉ呢 )曾指出 :筻寅韶结耩中的近寅韶具有
“
由定指格式的名洞性成份

充当的强烈倾倾向
”,而速寅韶具有

“
由不定指格式的名洞性成份充菖的强烈恨倾

向
”,可供参考 °

Θ 逭句品除非特别强嗣
“
睡

”
才可以祝 9但不是核心重音句 9而是封比焦黠句 (“不是

没有睡
”

的意思 ○

D材 料出自 :h⒒p∥web。 mit.edu/newsomce/2o1o/u⒒ ering-廿 ees-0326。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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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cIear stress RuIe in(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JfiJInction of Nuclear stress】Rule

(NsR)in chinese;“

`argued thatthe NsR o a central mechanism developed inthe theory ofprosodic syntax under wⅡch the interface efects bdween prosody

and syntax are derived.Itis shown thatthe Ns not only caⅡ ies the nOIⅡ【al sen-

tential stress but also Fnanifests wide scope focus info1Ⅱ Iation.In answering con-

fusons and criticisms raised by smdents and scholars h reGent years,this papeF

provides some new faCts with new analyses mot~ated by the Govemmentˉ based

Nuclear stress Rule in Chinese.

Key words  stress

nominalpredicate

strLICture

Govemment-based  Nuclear  stFess  Rule

doubleo刂oct wⅡescopefocus infoma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