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连贯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主题结构研究涵盖形式&功能和认知

等各个路向'对主题及主题结构特征已形成一些共

识'但不同路向对主题及主题结构的标记性并未得

出一致结论* 以往的研究有所局限'对主题结构的

语用关涉关系和篇章衔接作用等观察大多停留在对

结构内部或主题本身的认识上'言听双方等认知情

境因素在主题结构的构建和选取中所发挥的作用有

待挖掘*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研究并未就主题对应

的述题特征进行分析'自然也就无法看到主题结构

的标记性全貌* 为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笔者在情

境植入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认知类型学研究提出主

题结构的典型特征束考察思路*

三'基于情境植入的典型

特征束考察思路

"一#典型特征束考察思路

语言符号本身并无意义'在使用过程中与认知

情境发生联系后'才会具有实际交际意义'这一过程

即为情境植入*

+/#%//,+//,#7*认知情境位于当前话语

空间!':;;A<HUBGJ9:;GALV=JA' 'UL"的主体层'包括

言语事件&言听双方以及言谈即时环境!BPPAKB=HA

JB;J:PGH=<JAG"!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前话语及

言听双方共有知识等"'是一切语言形式具有实际

交际意义的话语基础* 而处于 'UL 客体层的则是

话语交际中依次展开的序列话语框架 ! KBGJ9:;GA

GJ1APA"'包括前期&当期及预期话语框架等* 语言

符号的意义在认知主体层与认知客体层互动的过程

中获取#言者在话语交际的当下调配一定的情境要

素'使言听双方就所指实体!事物或事件"在'UL 中

的话语地位达成一致*

主题结构的构建是言者基于 'UL 调动一定的

情境要素来实现主题和述题的情境植入并搭建两者

语义关联的过程* 其中'主题为名词短语'凸显情境

化了的事物类型'标示在认识上得以情境定位的事

物的表达式'是交际双方的言谈起点* 述题为定式

小句'凸显情境化了的过程类型'标示一个在认识上

得到情境定位的事件'是主题所激活的相关场景内

的一个目标事件* 言者在 'UL 中对主题 )述题关

联加以认识和控制'主题与述题间客观语义关联的

弱化'伴随着言者识解作用在语义关联中的强化'两

者此消彼长* 主题结构的情境植入可帮助看到主题

和述题在客体层的语言表征形式&在主体层所调配

的认知情境因素以及在话语框架中的话语导向力差

异'既可分析主题结构内部的组成要素'又可观察认

知情境要素在结构构建中的作用*

结合认知类型学研究思路'语言结构的标记性

不仅指句式使用频率的高低'而是句法&话语和认知

层面上几个综合因素所构成的特征束的典型程

度*

+#*,$!*%$/#+/7%/%,据此'笔者在认知语法情境植入理

论指导下'提出主题结构标记性的典型特征束考察

思路'涵盖使用频率&结构复杂性&认知复杂性&话语

功能多样性等多维标准'以最终帮助确立汉英主题

结构的标记性等级'如表 $ 所示*

表 A&主题结构的典型特征束

特征束 标记性高低

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高p使用频率低

结构复杂性

主题#代词p专有名词p定指性名词短语p长

有定描述语p无定描述语

述题#时态标记p否定标记p情态标记

认知复杂性

主题#回指式+直指式 p搭桥式 p回顾式 p前

瞻式

述题#感知现实 p非现实 p投射现实 p潜在

现实

话语功能多样性 广泛性p单一性

"二#情境植入观对典型特征束的阐释

$O结构复杂性

主题结构的标记性与其编码复杂性呈反比关

系'低标记项的编码复杂性至少不高于高标记项的

编码复杂性* 主题结构情境植入时在客体层的结构

表征形式可用来分析其结构特征* 从主题层看'主

题的基本概念原型为事物'情境植入可将事物区别

开来'成为具有指称性的&有别于其它事物的名词短

语'识别!BKA<HB?BJ=HB9<"是主题情境植入的核心'其

编码形式反映了所指实体的可及性#主题所用编码

策略越简单'其可及性越高'标记性越低*

+/,%/*,结合

以往研究'可将主题编码策略的标记性由低到高界

定为#代词 p专有名词 p短有定描写 p长有定描

写p无定描写* 再从述题层看'述题为定式小句'其

基本概念原型为事件'同一事件类型的多个实例不

可能同时发生'对事件而言'其情境植入所关注的中

心并非识别问题'而是事件的时间性质'即事件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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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发生与否'对事件现实性的判断便成为述题情

境植入的核心'其编码策略一般包括时态标记&否定

标记和情态标记等'编码复杂性依次增加'述题的标

记性也随之提高* 以汉语主题结构为例!例 Z"'四

类结构的主题编码复杂性依次增加'主题标记性递

增)述题编码复杂性也不相同'例 Z=述题使用情态

标记'其标记性高于其余三例否定述题标记*

例 ZO=O.#老师你会说日语啊$

@#+日语,我不太会说+

!

,* 我刚学完+日语,

6 !RZ"

-O.#那个用不了三千吧$

@#那个变频的$

.#+变频的,'+

!

,用不了三千吧$ !LQ"

JO反正+他那个房子,'他跟我说条件不是很

好* !aS"

KO这就是我要说的下一层意思'+一个人的魅

力,'+它,是自内而外散发的* +它,绝不仅仅停留

在表面的嘴皮功夫* !]U"

#O认知复杂性

结构的标记性与其认知复杂性呈反比'具体来

说'就注意力&加工努力或者加工处理时间而言'高

标记项比低标记项具有认知复杂性的倾向* 主题结

构在主体层所触发的认知情境因素差异可用来分析

结构的认知复杂性* 首先'主题植入时可以调配话

语情境&物理情境&知识情境及临时构建情境等'据

此可将主题植入方式分为回指式&直指式&搭桥式&

回顾式和前瞻式等* 这些情境因素在 'UL 的心理

空间可及性依次增加'主题植入方式的认知复杂性

也逐渐提高*

+7"%7$,其次'述题的情境植入主要涉及

即时时间情境'按照事件的现实性可大致分为感知

现实&非现实&投射现实!V;9CAJHAK ;A=>BHI"和潜在现

实等+//,!"$

'分别用来标示具有现实性的事件&不具

有现实性的事件&由现在现实投射而来的事件和具

有发生可能性的事件* 言者感知这些事件所付出的

认知努力程度依次增加'述题的认知复杂性也随之

增加* 以英语主题结构为例 !例 AM "'例 AM=和

例 AM-主题触发话语情境'例 AMJ例 AMK 触发临时

建构情境'主题标记性存在差异)而四例述题分别为

非现实&潜在现实&过去和现在感知现实'述题标记

性也存有差异*

例 AMO=O+S1BG, WK9<(H[<9Y+

!

,O!RZ"

-O+S1=H-9I,' + 1A,( GG:VV9GAK H9-A=YÂ

G9PAO!]U"

JO+S1AG9<DH1AIYA;AV>=IB<D9< H1A;=KB9,'

+

!

, YA;AH1AA_=JHG9<DGH1AIYA;AGB<DB<D=H@=1B=O

!LQ"

KO+=>>9?H1BGGH:??9:HB< H1A;A,' 1AY9;[GGB_

K=IG<A_HYAA[O!aS"

!O话语功能的多样性

主题结构的标记性还可通过结构的话语功能观

察* 主题结构的话语功能越多样'标记性越低'反

之'结构标记性越高* 基于'UL 的情境植入观可用

来分析主题结构的话语功能倾向'主题结构以所在

的当前话语框架为核心'包含前期&当前和预期话语

框架'当前话语框架承接前期话语框架'并为预期话

语框架的阐释做好准备* 按照结构在 'UL 中的作

用'可区分出延续主题&提升主题&表态主题和旁枝

主题等话语功能* 延续主题在当期话语框架中将前

期话语框架主题延续下去'如例 Z=&例 Z- 和例 AM=)

提升主题将某个实体引入当前话语框架'并使之在

预期话语中持续下去'如例 ZK 和例 AMJ)表态主题

使用比前期框架主题更为复杂的编码形式将主题重

新引入话语中'意在表明言者对主题的态度'如

例 ZJ和例 AM-)旁枝主题不具有语篇话语功能'只

能临时充当小句主题'如例 AMK* 结构的功能越广'

标记性越低*

需要提起重视的是'主体层与客体层互动在主

题结构的构建中起着关键作用* 比如'是选择延续&

引入还是重新引入主题'这些都需要考虑听者的认

知状态* 主题在'UL的识别度越高'所调配的认知

情境因素越简单'言者使用的主题编码就越简单'即

主题的标记度低)反之则需增加主题标记度'使用高

标记手段以帮助听者有效识别主题* 可见'标示主

题是言听双方的交互主观性表达需要* 对述题的编

码选择也是如此'述题小句描述的是感知现实事件

还是非现实或投射及潜在事件'其构建更多倚赖于

言者对不同事件的主观识解'即言者会根据其心理

空间可及性来选择'高标记性的述题表征是言者主

观性表达之需* 实际语料中'汉语述题的高标记性

明显+7#,!/%/7

'如例 AA 都使用述谓标记词-能&肯定&

可能会.标示*

例 AAO=O+

!

,你说现在不挑的话'+

!

,就是也

能找到'+

!

,远一点肯定能找到'+

!

,就直接去直

接住*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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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这一套,'+

!

,肯定可贵了* !LQ"

JO像+那个教力学的老师,'+那,肯定就是好

多万* !]U"

KO然后+每一类,我们可能会出譬如几道的作

为一个题库* !aS"

主题结构研究的这一典型特征束考察思路具有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可在实际语料中提取出所

使用的主题结构'然后在一段相对完整的上下文中

标注不同主题结构的各个行为特征'包括主题+述题

的编码形式和情境植入方式&主题结构的话语功能

等!如表 $ 所示"'以此为基础可对语料数据进行多

维比较'从而找到不同句式间的相对标记程度'确立

出不同结构之间的标记性等级体系* 对此笔者已基

于汉 英 口 语 语 料 库 进 行 了 汉 英 语 言 对 比

分析*

+7#,!/%/7

四'结论

主题结构是句子和话语组织的重要手段'以往

研究未能就不同主题结构的标记性达成共识'笔者

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述题表现以及其认知复杂

性表现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基于认知语法的情境植

入理论'结合认知类型学观点'文章提出了一套综合

句法&话语和认知等层面的主题结构标记性考察思

路* 相较于简单罗列特征束的做法'运用动态的情

境植入观'同时关注主题和述题的标记性表现'有助

于明晰主题和述题关涉关系的具体实现方式'找到

不同主题结构在使用频率&结构复杂性&认知复杂性

和话语功能多样性等方面的典型特征'进而探究不

同主题结构的语言类型差异* 希望这一思路能够推

进主题结构的类型对比研究'为主题结构的标记性

考察提供新视角*

注释!

!

文中汉英例证分别取自笔者自建的对话体语料库和圣巴巴拉美

语口语语料库!L=<H=@=;-=;='9;V:G9?LV9[A< .PA;BJ=< M<D>BG1"*

主题结构里'主题及其复指词用+ ,标出'复指词为零形式时用

+

!

,表示* 有上下文时'主题结构用下划线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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