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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语言顺应论，寻找到形式—功能—意义之间标志性英汉前置主位的语用理据，验证了句法变异往往并

不受句法因素制约，并发现标志性前置主位作为一种变异构式的形式，是言语使用者在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中与

受众协商顺应的结果，语境和结构相互顺应得以发展，形成一个以语用策略为基础的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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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句法变异问题，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变异普遍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句

法当然也不例外[1], [2](315−366)；另一种观点则或多或少

地否定句法变异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句法变异，往往

并不是受句法因素的制约[3](210−212), [4]。但有一点不可

否认：当标记性主位出现的时候，句法形式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从认知角度看，第一种观点得到的认可更

为普遍。 
句法变异分为语内变异和语际变异。语内变异体

现为某些结构的超高频使用，一些原来符合语法规则

的结构超低频使用。语际变异研究体现为外来语的句

法结构对于母语句法结构的影响，表现为句式杂糅多

样性、状语占位灵活性和语码转换高频性[5](198)。本文

主要谈论标记性主位的语内变异。从语言使用维度上

看，标记性前置主位(Preposed Theme)具有坚实的现实

交际基础。“标记性主位”的概念最早源于马泰休斯的

实义切分理论。依据“功能句子观”，指称的出发点和

表述核心演化为后来的主位——述位，二者一起构成

了主−述结构，用以描写句子在相应语境中的实际功 
能[6](136)。在语言学界，对标记性主位的界定因研究角

度不同而略有差异。韩礼德[7](47)认为当主位游离于它

在小句中原有的位置而居于句首时产生标记性主位。

夸克[8](946)强调主位在交际中的认知心理基础，他认为

当其他句子成分充当主位时形成了偏离人们认知规律

的标记性句式或称变异句。 
本文试图在形式—功能—意义之间寻找标记性主

位的语用理据，进而验证句法并非总受句法因素制约

的真正原因在于语言的顺应性。标记性主位的以下几

个特点是我们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第一，主

位前置和左偏置及倒装结构一样在英汉语境中具有高

频性特征；第二，主位前置是一个言语序列区别于另

一种言语序列的句法概念,其变异方式的形成一定具

有某种理据；第三，语言网络结构中构式间的纵横关

系会相互影响，即形式(form)相似会影响意义(meaning)
相似，反之亦然；第四，在形式和意义的理解上，虽

然语序选择也需要考虑语义因素，但综观论认为语义

角色以“格”范畴为界面与语法关系进行互动，形成固

定的形式——功能关系[9](125)，但语言的使用过程是高

度灵活的，并非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简单一一对应。 
  (一) 维索尔伦的“顺应论” 

维索尔伦将语用学描述为关于语言(任何方面)的
全面的、功能性的视角[10]。他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交

际工具，被“制作”出来之后，并不能独立于其制造者

(人类)，而且也不会一成不变，它需始终不断地顺应

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在描述语言实体的意义、

解释其形式时，我们还要经常参照其得体使用的条件。

Verschueren 同时指出，语用学应该研究语言的三个特

性，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10], [11](79)。变异性可

帮助语言使用者在传达特定信息时进行各种可能的表

达选择；商讨性指语言使用者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

策略，而非依赖僵化的、固定的规则和结构—功能关

系进行语言选择，表明语言使用中存在着多元不确定

性[12](151)；顺应性则使人类从各种变异可能选项中做出

商讨性选择，以满足基本的人类交际需求。顺应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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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语言选择也会改变环境，环境或现实反过来顺

应语言选择。顺应论认为：几乎所有句法结构类型都

在语用学的关注范围之内[10]。在此我们结合相关的英

汉语料，运用 Verschueren 的语用顺应思想对标记性前

置主位进行分析。 
(二) 前置主位的内涵 

前置主位包括话题前置到句首位置和话题出现在

述题之前的其它位置。Tomlin 在 1986 年提出了“主位

居先原则”，Givon 从信息角度指出主语和话题的位置

都和该成分的信息重要性和“指称距离”有关[13](243)。重

要性强的主语或话题，有前置乃至句首的倾向，主要

反映在单项主位中；如例 1～7。虽然英语不属于话题

优先型语言，但话题置首现象的存在，与马泰休斯的

指称出发点和表述核心相吻合：话题须是听说双方共

享的信息，即已知信息；话题是已被激活的信息，话

题成分所指在不远的上下文提到，可以看作“已知信

息”的强式。[14](27)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属于话题优先

型语言，其话题成分的语法化程度比较高，可以作为

一种非标记性(unmarked )成分出现，标记性功能不明

显。但话题和主位的概念并不等同，例 6～8 中话题前

置到句首位置,仍可视为突出了信息的重要性。主位突

显的部分可以不是话题，也可以认为是“已知信息”的
另一种强式。“指称距离”远因而可预期性低的主语或

话题，有前置但没有放在句首，主要反映在复项句中，

如例 8～10。可见前置主位中的话题成分只是一种临

时语用需求导致的语用性成分，具有明显的特殊化倾

向(marked)，而语用信息的重要性是前置主位的真正

内涵。 
(三) 标记性前置单项主位结构顺应性 
1. 变异性 
根据海姆斯[15](75)的“在研究作为研究行为方式的

语言时，变异是一个重要线索和钥匙 ”,变异性是句法

内部的可变性选择。话题置首的单项主位中变异性具

体体现如下：话题置首的单项主位，通常可以由一个

名词词组、一个副词词组或介词等构成, 也可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同质词组构成。作为一种句法变异形式，

话题置首单项主位中的宾语、介词短语、状语本身提

供了语言选择得以进行的可能范围，打破主语和主位

的重合。我们看到在 Halliday 状语前置的经典例证: 
例 1. From house to house (PT), I went my way. 
例 2. For want of a nail|(PT) the shoe was lost. 
例 3. With sobs and tears|(PT) he sorted out those of 

the largest size. 
例 1～3 正常的语序是状语放在句子后部，但为了

顺应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满足说话者的思想表达，

在实际使用中，状语前置是说话者有意引导听话者注

意话题，在满足表达需要的同时也改变了语言本身。

汉语中我们随机选取《家有儿女·第十幕》中宾语前

置的几个例证： 
例 4. 小雪：“妈妈，妈妈，这个你别弄了。您先

坐下吃饭吧。”说着把刘梅拖到饭桌前，“坐下，坐下，

坐下。 
刘梅：“什么意思这是？” 
例 5. 尚：东海，你不要激动. 这个事呢，咱们慢

慢商量好吧。 
例 6. “不好！小梅一定误解我了！” 
例 4～6 中方言性，口语化较强，为了达到搞笑的

目的, 说话人有意将宾语提前，顺应当前语境因素，

话语发出时往往伴有身体语言。言语交际是一个选择

的过程，交际者需要从若干可能的话语方式中作出合

理选择，以实现交际目的。 
谓语前置是典型的变异句式。如： 
例 7. 鼓动吧, 风! 咆哮吧, 雷! 闪耀吧, 电! (郭

沫若：《雷雨》) 
这种句式是常规句式 SVO 的变异形式，在汉语口

语中使用频率超过常规的 SVO 句式，表达的情感溢于

言表。 
2. 商讨性 
如果将标志性主位的语序调整到常规言语序列，

虽然组成部分和结构意义完全相同，但从说话者的角

度看[16](5)，就弱化了交际的策略性，而这种交际的策

略性会在语篇中留下语境划化痕迹——表现在标记性

主位突显了焦点信息，说话人者和听话者会根据他们

对外部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相关因素的假想建立一个用

来理解当前话语表达和诠释的框架，话题能够进一步

展开。非常规语序的安排突出了说话者要表达的情景

语境的制约，在结构和相关联语境之间形成动态顺  
应[9](315)。随着语境的变化，句法结构可以有所变化，

句中停顿，语音语调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说明具

有高语境依赖性。同时，语境的变化可能导致语言系

统的变化，而语言系统的变化势必影响语言在情景语

境中的具体使用[17](36)。这种相互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出

上下文的连贯对结构选择的影响，同时结构的变化会

影响下一个话题的导入方式，在语篇中应该表现出对

推进模式产程的影响，从而完成整体语篇的动态顺应。

标记性前置主位的语言结构选择并非机械地按照形 
式−功能关系进行，而是在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

进行来满足交际需要。 
3. 顺应性 
言语交际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我们看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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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置主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停留在真

值意义的层面，要挖掘句式在使用中的意义，要考虑

谁是发话者，谁是释话者，还要考虑发话者是如何有

意识地操作共有知识，来构建有利于实现自己交际目

的的语境连续体；释话者如何从“共有知识”中激活相

关因素，对发话者做出的语言选择进行协商，反之亦

然。语言的使用主体之间完成双向顺应，构建有效理

解话语的语境连续体，满足基本的人类交际需求。同

时语言选择会改变环境，环境反过来也顺应语言选  
择[10]。 

(1) 现场心理语境的顺应 
状语前置：例句 1 中状语前置是为了凸现我的辛

苦之状态。例句 2 中的状语前置是为了突出“他”动作

的伴随状态。例句 3 中的状语前置是为了反衬“shoe”
丢掉的原因仅仅是因为 horseshoe nail，适应了现场语

境的需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For 
the want of a nail，the shoe was lost；for the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and for the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being overtaken and slain by the enemy， 
all for the want of care about a horseshoe nail.”正是由若

干个现场语境的叠加，运用状语成分前置,同时辅以强

势排比这种句法变异模式阐明了世间的深刻道理。 
宾语前置：宾语前置是将意念中的宾语提到谓语

甚至整个句子的前面。例句4～6中 “这个”是“你别弄”
的对象；“这个事”是“商量”的对象。为了突出“对
象”“这个”“这个事” 被移到了前面。例句 6 中，“小梅

一定误解我了”是夏东海本能意识到的内容，即心理活

动；夏东海本能地意识到是作者的叙述，这里是为了

适应当时的情况和夏东海的敏感，将他的心里话提到

了开头。所以，宾语的前置是为了适应心理语境的需

要。 
谓语的前置: 例句 7，作者感叹于自然现象的气势

磅礴和压倒一切的壮观，于是发出内心的呐喊“鼓动

吧，咆哮吧，闪耀吧！”之后填上事物的主体“风，雷，

电”，可以看到这种谓语的前置完全是靠情感语境支配

的。 
(2) 社会语境的顺应 
言语能够表达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

和他对事物推断评价的“人际功能”[18](115)，而人际功能

的表达体现在语气结构上。如祈使句中的主语通常是

被省略的，所以它的无标记主位由句子的谓语动词来

充当。例如：Answer all my 3 questions. 但有些时候，

状语可以充当标记性前置主位，表达祈使语气。例如 
On arrival in Guangzhou (PT), telephone me. 祈使语气

和结构之间的顺应，我们应考虑说话对象的变化，判

定谓语动词 Answer 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交际目

的为主位成分，这里不在赘述。而  On arrival in 
Guangzhou (PT), telephone me 中祈使语气的产生依赖

于标记性主位前置结构的调整，相应的常规语序 
telephone me when you arrive Guangzhou 主体是“打电

话”，即时性低于前置结构安排，打电话是太常规的事

情，而时间的紧密续接性突显说话人的语用意识，在

听话者的语用意识中建立非常规的映射框架。 
(3) 语言语境的顺应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语境的顺应离不开语

言语境的发展，我们以陈述语气的应用和结构之间顺

应为例加以分析。韩礼德在脱离语境因素的情况下，

抽象地论述了陈述语气句中主- 述位结构的安排模

式，认为副词词组、介词词组、充当宾语的名词词组

和名物化结构用作标记性主位，因为偏离是陈述句中

最常被使用的语序[7](44−47)。 
但我们如果考虑相关语境因素，我们会发现只有

在特殊的语境下，如：发话者问话序列 A: What do you 
merrily do? 听话人答话序列: B: Merrily we roll along.  
Merrily” 才能被判定为标记性主位，首先应满足作为

旧信息的条件，才能作为信息的出发点，否则， 
Merrily #we roll along 中 Merrily 应被划为述位部分。

依此，其他的主位标记成分也应考虑语境的变化，对

上文的依赖。 
英语中宾语充当主位的标记性比状语充当主位的

标记性更为明显[19](121)，是因为宾语若需要前置，可以

采用被动句来完成职责的转换, 如仍采用主动句，语

气上则不免产生对比的强烈意愿，对语境的依赖性也

加强。 
例如： 
a. All the work (PT)，we will do for you. 
b. How they can live in that filthy town (PT),  I 

will never know. 
c. A horrible mess (PT) you have made of it. 
这种语言结构和语气选择一起面临着选择变量范

围过程，说明顺应是动态的，交际双方不断互动共同

做出生成意义的努力。 
(四) 标记性前置复项主位的语用顺应分析 
非话题置首的复项主位中的变异性得以体现：前

置复项主位是指非移至句首的可以再分的异质语义成

分，由顺次出场的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话题主位构

成，缺省时按照同样的顺序操作。如： 
例 8. Well but then  Ann surely  wouldn’t  the 

best idea (PT), be to join the group ? 
例 9. 1 Oh(语篇功能) soldier  soldier  won’t(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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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功能) you (概念功能)(PT)// marry me. 
例 10. On the other hand (语篇功能)may be(人际功

能) on a weekday(概念功能) (PT)// it would be less 
crowded. 

话题主位由概念功能充当，但处于非首位，而非

信息焦点的语篇主位(表现为信息和衔接功能)和人际

主位(表现为语气和情态功能)则处于显要位置。这种

有悖于听话者常规信息的表达，可以按照 Firbas 的交

际动力“基本分布”原则解释：一个序列中的第一个成

分交际动力最小，其后逐步增大，可见在复项主位中

话题主位虽然可预期性低，但对意义的生成和交际意

图的实现仍然起到重要作用。而前置复项主位也更多

地表现为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对语言语境的符号特征做出充分规定的三个概念

是：语场、语旨和语式，人们能够通过语篇的语义特

征预见。根据 Verschueren 的观点，语言的使用是“一
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

于语言外部的原因”[10]。也就是说，非话题置首的复项

主位的序列安排同样是语言的一个连续性选择过程，

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在此基础上，意

义的生成又体现了言语交际者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的

选择性。 
1. 语场制约和顺应概念意义 
英语在选择主位时总是首先考虑到句法需要，具

有很强的语法痕迹，同时也要考虑话语成分推动交际

向前发展的作用力大小[20]。 
在前置复项主位如在例句 8 中, the best idea 是话

题成分, 表示概念意义。前置复项主位实际上就是指

称表示概念意义的部分由若干个话题组成，标记性程

度越高的 “优先组织”越容易引起注意，越具有更高的

意识突显性，但由于指称距离远，可预期性低，复项

句中的话题的意识突显性低于单项句。因为说话者事

先规划得越细致，在概念性话题推出之前给听话者更

多的缓冲，所付出的有意识的处理努力越小，听话者

意识突显性逐步降低。此话语范围发生在意识维度,
说话人的话语需要听话人在头脑中形成协商，说话者

做出建议，将概念主位放在最接近过渡成分的位置，

预测了间接言语行为之后，听话者所做出的顺应性言

后行为。 
语场制约着概念主位的出现，使话题在听话者心

理中得到强调。如例句 9 中，话语范围发生在人与人

之间，说话者想知道说话者的真实想法，同时提出请

求，因此概念主位的表达限定在代词的第二人称，人

际意义顺应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亲疏关系(closeness)。

话语需要和发话人的心理世界构成相互顺应，同时语

言选择和发话人对释话人心理世界情形的评价又构成

顺应，即使这种顺应可能失败。 
例 10 中，话语的发生范围确立在时间维度，时间

维度制约概念主位的选择在 on a weekday，并且以状

语前置的方式出现，预测述题的内容 less crowded，less 
crowded 和 more crowded 形成对比意义, 既时间延伸

为 from Monday to Friday。 
2. 语旨制约和顺应人际意义 
在前置复项主位中，语旨制约着人际主位的出现，

整个命题可以由明确主观转为非明确客观，使客观进

一步加强；如例句 8 中，Ann surely wouldn’t 分别表

示称呼、情态、限定成分。由于人际成分的出现，概

念意义的主观成分减弱，说话人对 best idea 的预测减

弱，听话人的反映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判断，说话人的

建议顺应听话人的反应，是 best idea 还是 worst idea，
或者是中间成分，真的由明确主观转换为非明确客观，

成了模糊判断。例句 9 中，听话人的反应决定说话人

和听话人之间关系的进程。说话人强烈要求听话人“娶
我”，假想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应是建立在说话者对

听话人的强烈好感之上，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认同有四

种可能：同样喜欢；不喜欢；没有反应；不认识。人

际won’t的出现预测下文的能力强依赖语境。例 10中，

时间维度的定义取决于 from Monday to Friday 的情况

是确定的，应该是 more crowded。所以，假想 on 
weekend 的情况时用了猜测语气，不确定那两天的情

况用了 maybe，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建立的心理框

架是：猜测−假想−不确定，即有明确主观变成非明确

的客观。 
3. 语式制约和顺应语篇意义 
语式指语言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语言交际所采

用的渠道或媒介。非话题置首的复项主位中语篇主位

最先出场，英语中主要是一些语气词和话语标记语，

语气词如例 8 中的 Well， but， then；例句 9 中的

Oh；话语标记语如例句 10 中的 on the other hand. 语
气词作为语篇联系语是口语语篇的特质，而话语标记

语为非口语语篇特质，同样存在于书面语中。语式制

约着语篇主位意义，语篇主位使语篇在结构上更加衔

接，语义更加连贯，英语中衔接是显性的。 
汉语中重视语义上的前后呼应与连贯，在选择主

位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具有功能类似的标记形式。

“啊，呀，呢，嘛，吧”等几个语气词或停顿将其与句

子其余部分隔开[21]。“语气词的位置恰恰是主位和述位

的分界处”，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分界限”。[22]

如我们讨论过的例 5 :“东海，你不要激动，这个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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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慢慢商量好吧。”(家有儿女·第十幕)。还有其他

相似的例句： 
例 11. 小雪：“对，先吃饭。反正我网站那事也不

是一天两天能建好的，我也不着急。” 
小雨附和：“我那滑梯床啊，我也不着急。我先

凑合两天吧，周末再买。”(家有儿女·第十幕) 
但是可停顿只是话题的一个性质，并没有形成程

式化特征。有些非话题成份后也有停顿[14](25−26)。这是

汉语界关于话题的争论性问题。还有口语语料因时间

维度，空间维度差异较大，如在汉语中由于地域差异

造成的差异更大，情况复杂，如方海认为北京话里的

语气助词不能都看作话题标记[14](76)，这里我们不详尽

讨论。但汉语语篇学家提出对句子进行动态分析，暗

示根据情景及分析者的理解，同样的句子在不同语境

制约下，因交际意图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顺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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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ef Verschueren conceives that the explicit phenomenon such as preposition in syntactic processing should be 
analyzed with great care. He did not offer, however,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s of the Marked Preposed Theme (MPT) among form-function matching, to testify that syntactic variations 
are not always restricted by syntax. It is found that, as a variable construction, the MPT results from negotiation and 
adaptation in linguistic context and communicative context where context and structure adapt mutually. The use of MPT 
is a process of choice making based on pragmat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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