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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首先探讨了英语动词的时态表示时间有定性和动词情状类型制约有定性的规律 � 研究了英语句法结构有定 

性范畴 � 接着通过剖析汉语有定性结构成分的语义特征 � 研究了汉语的语义内容的有定性 � 对比了英 !汉两种语言 

以/ 有定性0范畴为轴心连接句子 !联系语义和语法的规律 ∀最后指出 � / 有定�无定0意义受到语境赋义的制约 � 以 

人的认知为准 ∀ 

关键词 � 范畴 �有定 �无定 �话题 �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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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 ∪ ⊃   ∉∠∪⊕ ← ∧∉∈的观点 � 有定性及其标 

记的起源是由指示代词经过了语义和形态语音的弱 

化 � 并且占据指示语 ⁄°�⁄⊕  ⊕ ⊆⊃ ∈⊕ °∪ ℑ ⊕ �位置时 

变为有定性标记的 ≈� ∀一种语言获得有定性标记往 

往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的历史演变 �一是弱人称代词 

的出现 �二是完全名词组� ƒ∏ ⊂ ⊂ ∈∉∏∈ ∠∪ ℑ ⊕�的出 

现 ≈� ∀因此 � 迄今国内对于有定性及其相关问题的 

研究都集中于名词 � 英语还集中在对 ⁄°�⊗ ⊕  ⊕ ⊆⊃ ∈2 

⊕ ∠∪ ℑ ⊕�冠词的研究上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 我们 

发现一种语言的有定性范畴的确定不能以某一词类 

为准 � 而应该根据语法框架决定语句结构面貌的特 

点和句中的语义特征来确定 �它可能由名词性成分 

体现 � 也可能由别的成分承担 ∀ 

一 ! 英语有定性范畴的核心 

是谓语动词 

英语属于屈折语 � 有丰富的词形变化�主要是动 

词变化� � 英语的语法研究是在/ 主语 ) 谓语0结构中 

进行的 ∀现代英语名词的有定�无定实际上是由动 

词的有定�无定通过一致关系派生出的一种范畴 ≈� ∀ 

�一�  动词的时态表示时间有定性 

时态是英语动词语法范畴的纲 � 在构成动词短 

语时 �时态标记是必需的 �就像 ∈∉⋅� ∪⊕∈ � ∧⊕   ⊕  2 

⊗ ℑ∧ �⊂ℑ ∈⊃ ∩∪ �  ∉⊗ ℑ∧ �  ∉⊆∉  ∉⋅ �  ∪⊕ ⊗ ℑ∧ ℑ ∅  ⊕  

 ∉⊆∉  ∉⋅ 等时间副词在英语中可表时间特指 ∀ 夸 

克指出/ 在  ∪ ⊃  � ∪ℑ �∈∉⋅� ∪⊕∈ 等表指示的对立项 

的基础上还可加上 ∠  ⊕  ⊕∈�∠ℑ  ⊕∈ ⊕这组对立 

项 ∀ 0 ≈� 

� �动词的时态标记式 ) ) ) 时间的有定性不言 

而喻 

��� → ℑ∠ ⊃ ⊕  ∠ℑ  ⊕   ∪⊕ ℜℑ ⊂ ⊂  ∉ ϒ  ⋅ℑ  ⊕ � ⋅∪∉ 

∪⊕ℑ⊗ ⊃    ℑ ⊃ ∩∪⊃ ∈ ∉  ∪⊕ ∩∉ℑ ⊂� 

��� ← ∉∉⊄ �♥  ℑ⊄⊕  ∪⊕ ℘ ℑ ⊗ ∅  ∉⊆  ∪⊕ ∠ℑ℘ ⊄ ℑ∈⊗ 

∠ ⊂ℑ℘ ⊕⊃ ∏∈⊗ ⊕  ∪⊕ ∪ℑ∈⊗⊄⊕  ℘ ∪ ⊃ ⊕ ∅� 

以上两例中 � 即使没出现表示时间的副词 ∈∉⋅ 

和名词短语 ℑ  ∪⊕ ⊆∉⊆⊕∈等 �现在时态 / ∠ℑ  ⊕  0 

/ ∪⊕ℑ⊗  0/  ℑ⊄⊕ 0 / ∠ ⊂ℑ℘ ⊕ 0等表示动作发生在一个含现 

在时点的时间里 �与说话时刻有时间的现联性 ∀ 再 

看 � 

��� ⁄⊃ ⊗ ∪⊕ ∠∉  ⊆ℑ∈ ℜ  ⊃ ∈∩ ℑ∈∧ ⊂⊕   ⊕  � 

��� ⁄⊃ ⊗ ∧∉∏⊂∉℘ ⊄  ∪⊕∅  ∉∈⊗∉∉� 

例���中既没有时间状语也没有上下文 � 而只用 

表过去时态的 ⊗ ⊃ ⊗提问 �但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而 

言 � 此处的时间所指是不言自明的 � 这是因为邮递员 

每天在一定时间送信对谈话双方是非常清楚的 ∀例 

���多发生在家庭成员的谈话中 ∀在此情景中 � 交际 

双方都知道前门是在晚上睡觉时关的 � 表示是双方 

共知的有定时间 � 并且/  ∪⊕∅ ∉∈⊗∉∉ 0中的/  ∪⊕0与 

有定过去时态取得一致 � 加强了有定意义 ∀例��� ∗ 

���中的动词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分别表明现在时 

间和过去时间 � 是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赋予时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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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定性的 ∀ 

� �时态的前指和回指 

与定冠词/  ∪⊕0一样 �时态可表示前指和回指 � 

如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  ⊕   ⊕⊗� 

/ ⋅ℑ 0是前指用法 � 表示时间所指的过去时态已 

在前句中出现 �通过与前面照应 �加强时间有定意 

义 ∀ 

前指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和句前时间状语的呼应 

使用 � 强化有定意义 ∀如 � 

��� ← ℑ ≥ℑ  ∏  ⊗ ℑ∧ � ⋅⊕ ⋅⊕∈ ∉  ∪⊕ ∪⊕ ℑ   ⊕� 

��� →∉⋅ ♥ ∠∏  ∪⊕ ⊆⊃ ¬ ∏  ⊕⊃ ∈ ∉  ∪ ⊃  ℜ∉⋅⊂ ℑ∈⊗ 

ℑ⊗⊗ℑ ⊗  ∉∠ ∉∅ √ℑ∈⊃ ⊂ ⊂ℑ ⊕   ⊕∈℘ ⊕� 

当时间状语放在时态后时 � 是时态回指性用法 � 

如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ℜℑ ⊂ ⊂  ∉ ∪ ⊃ ∠ℑ   ∈⊕ ℑ  ∪⊕ ⊆∉2 

⊆⊕∈�

可以看出 � 时间有定性是通过动词时态来体现 

的 � 无须借助词汇意义如例��� ∗ ��� ∀ 也可和表有 

定性的时间副词呼应使用 �加强有定性所指 �如例 

��� ∗ ��� ∀ 

�二�  动词的情状类型制约有定性 

± ∏ ⊃  ⊄在研究英语动词进行体时 � 对动词的情状 

进行了分类 � 他首先将动词情状分为静态和动态 � 继 

而他又将动态情状分为限界动作和非限界动作 

�℘ ∉∈℘ ⊂∏  ⊃ √⊕�∈∉∈℘ ∉∈℘ ⊂∏  ⊃ √⊕� ∀ 限界动作是指一个动 

词在语句里所表示的动作有一个内在 !必然的起始 

点和终止点 �它强调动作结果会引起状态的改变�ℑ 

℘ ∪ℑ∈∩⊕ ∉∅   ℑ  ⊕� �而非限界动作不会引起状态的变 

化 ≈� ∀

限界动作语义是有定的 � 暗含有始有终 !前后过 

程变化意义 �语义上的确定性是通过动词的情状来 

体现的 � 体现方式如下 ∀ 

� �不及物动词的词汇意义隐含/ 变化0的语义 

���� × ∪⊕ ⋅⊕ ℑ  ∪⊕ ∪ℑ⊃⊆∠  ∉√⊕⊗� 

不及物动词/ ⊃⊆∠ ∉√⊕⊗0意义/ 改善0 �含有由差 

到好的变化语义 � 暗含始终过程 � 表示的有定意义是 

/  ∪⊕ ⋅⊕ ℑ  ∪⊕ ⊃ ∈∉⋅ ℜ⊕   ⊕  0 ∀ 

� �不及物动词与状语一起构成的整体意义 

���� ≥⊃ ⊗∉⋅∈ �∠ ⊂⊕ ℑ ⊕� 

���� ≥∪⊕⊃  ⊃   ⊃ ∈∩ ℜ∧  ∪⊕ ⋅⊃ ∈⊗∉⋅ � 

例����是一次性限界动作 �动作的起始在祈使 

句中一目了然 � ���� 中/  ⊃   ⊃ ∈∩ ℜ∧  ∪⊕ ⋅⊃ ∈⊗∉⋅ � 0其 

词汇意义本身没有必然的终点 �所以是一个非限界 

动作 � 表无定意义 ∀ 

� �及物动词所带宾语的语义是 ℑ� ∪⊕�数量词 

� 可数名词 � 表示动作为暗含始终的有定语义 

��� ϒ� ♦⊕⊃  ⊕ ℑ⊗ ⊃ ∈∩ ℑ ℜ∉∉⊄ � 

♦⊕  ℑ∈∩ ⋅∉  ∉∈∩ 

���′� ♦ ⊕ ⊕ℑ⊗ ℜ∉∉⊄� �⊃  ⊕ ℑ⊗ ⊃ ∈∩� 

♦ ⊕  ⊃ ∈∩ ∉∈∩� �⊃  ⊃ ∈∩ ⊃ ∈∩� 

ϒ 组为限界动作表有定性 �′ 组为非限界动作 

表无定意义 ∀ 

� �静态动词用于进行体并与表程度变化的副 

词连用 � 其语义可由静态变为过程意义 

���� ♦ ℑ   ∧ ⊃   ⊕  ⊕⊆ℜ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  ∧ ⊗ℑ∧ � 

在语言实践中 � 一旦有了进行体 � 便赋予语境以 

过程意义 ∀ 以上例句中的/ ⊆∉ ⊕ ℑ∈⊗ ⊆∉ ⊕0分别加 

强了/ ♦ ℑ   ∧0更像他父亲和/ ″ ∉∩⊕  0对新老师的看法 

更好了0这一语义 �通过动词的句法变化 �此句语义 

由静止到动态限界 � 从而达到表示有定语义的目的 ∀ 

� �限界动词和时间状语连用的特点 

限界动词由于其有定语义的制约 �在结构上不 

能和表示动作和状态本身延续的时间长度状语连 

用 � 如我们不能说 � 

���� × ∪⊕ ⋅∉ ⊄⊕   ∪ℑ√⊕ ℜ∏ ⊃ ⊂ ∪⊕ ∪∉∏  ⊕ ∅∉ 

 ∪ ⊕⊕ ⊆∉∈ ∪�3 

���� × ∪⊕ ∩ ⊃  ⊂ ∪ℑ ℑ∈∩ ℑ  ∉∈∩∅∉ℑ∈ ∪∉∏ �3 

但非限界动作可和本身延续的时间状语连用 � 

如 � 

���� × ∉⊆ ∪ℑ⊂ ⊃ √⊕⊗ ∪⊕  ⊕∅∉∅ ⊃ √⊕ ∧⊕ ℑ � 

然而限界动词可以和总结性时间状语连用 �常 

见的有/ ⊃ ∈ ,0/  ⊃ ∈℘ ⊕,0 � 

��� � ♥ ∪ℑ√⊕  ⊕ ℑ⊗ ℑ ℜ∉∉⊄ ⊃ ∈  ∪⊕ ∠ℑ   ∪ ⊕⊕ 

⋅⊕ ⊕⊄� 

���� ≥∪⊕ ∪ℑ ⋅ ⊃   ⊕∈ ℑ ⊂⊕   ⊕  ⊃ ∈℘ ⊕ � ∉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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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与时间状语连用的规律中 �我们印证了 

限界动作往往表有定意义 �非限界动作表无定意义 

的论断 ∀ 

二 ! 汉语的有定性基础是句中话题 

汉语的有定性范畴与英语的表现形式不同 �它 

不是谓语动词 � 而是处于句首成为陈述对象的话题 � 

或是可以调整至句首充当话题的结构成分 ∀ / 话题 

指言者在特定的句子中选定要谈论的东西 �而说明 

是指言者决定要谈些什么 ∀这一区别很明显地建立 

了话题和特指间的联系0 ≈� ∀ 这里的/ 特指0就是我 

们要研究的有定性 ∀ 

�一�  话题的普通语言学定义 

话题是句子里表示语境中已知的成分 �是句子 

其余部分的陈述对象 ≈� ∀ 话题的突出特点为 �居于 

句首位置 � 后加停顿或者语气词 �总是有定的 �即表 

已知的信息 � 是个话语概念 �具有延续性 �经常把它 

的语义辖域延伸到后面的几个句子 ≈� ∀ 由此看来 � 

话题总是表示有定的已知信息 ∀如 � 

����班车已经开了 ∀ 

����交通问题我们解决了 ∀ 

���� 信我已经写好了 ∀ 

上述三句中的/ 班车0/ 交通问题0/ 信0都是置于 

句首 � 是句子的话题 �表有定意义 �为说话双方所共 

知的对象 ∀再看下面两例 � 

����小王看完书了 ∀ 

����她叠好了被子 ∀ 

以上两句中的/ 书0和/ 被子0位于动词后 �构成 

说明部分的宾语 �表无定 �不特指哪本书或哪床被 

子 ∀试比较 � 

����/ 你淋着雨了没有 � 0 

����/ 雨淋着你了没有 � 0 

上面两例中的/ 雨0表达的语义并不一样 �前者 

是指任何一场雨 �后者则是指特定的某一场雨 ∀ 汉 

语有定性历时研究已达成的共识就是主语所指的事 

物是有定的 �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 ∀ 与汉语相 

比 � 英语话题为无标记结构 �通常话题也就是主语 ∀ 

如 � 

����♠∉∪∈  ℑ∈ ℑ⋅ℑ∧ � �♠∉∪∈ 既是话题 �也是主 

语� 

英语的有标记话题结构通常是把一个成分置于 

句首 � 对该成分进行强调 � 如 � 

���� × ∪ ⊃ ℜ∉∉⊄ ♥ ℘ ℑ∈π ⊕ ℘ ∉⊆ ⊆⊕∈⊗� 

���� ♥∈  ∪⊕ ∠ℑ  ⊄   ∉∉⊗ ℑ ℜ  ∉∈∨⊕  ℑ  ∏ ⊕� 

���� × ∪ℑ ∈⊕⋅ ℜ∉∉⊄ ℜ∧ × ∪∉⊆ℑ ♣∏⊕  ∈ ⊕∧ ♥ 

∪ℑ√⊕∈π ⊕ℑ⊗ ∧⊕ � 

���� ∗ ����中的划线部分之所以置于句首 �是 

因为它指明说话人要谈论的内容 � 为句子话题 ∀ 

�二�  汉语有定性结构成分的语义特征 

汉语有定性结构成分在语义上一定具有离散性 

特征 �有定性的典型例证是客观物质世界的离散个 

体 � 即只有可分为离散单位的事物才可以被确指 ≈� ∀ 

/ 离散性0用于指语言现象研究时表示绝对的有无 � 

而不是程度的差异 � 即非此即彼 � 能受/ 没0否定而不 

用/ 不0否定的字具有离散性质 �如名字 !代字 �/ 人 ! 

马 !家 !我 !他0等 � 有一些字兼具离散性和连续性的 

性质 � 如动字组 �/ 唱 !打 !买 !快 !热 !好0等也可充当 

话题 ∀

����党员大会你安排一下日程 ∀ �名字组� 

����你什么时候也信起这一套来了 � �代字� 

����走行 � 不走也行 ∀走了就好了 ∀ �动字组� 

上述三例中充当话题的分别是离散性名字组 

/ 党员大会0和代字/ 你0 �以及兼有离散和连续特征 

的动字/ 走0 � 离散性特征越强的名字�组�和代字 �充 

当话题的概率就越大 � 例����中动字处于句首 � 是说 

明的对象 � 实际上已转化为名物性的话题 ∀ 有些表 

示抽象性质和行为的动词 � 虽然可以看做谓词宾语 � 

一般不用于谓语中心动词之前充当话题 ∀如 � 

����我得麻烦你 ∀ 3 麻烦你我得 ∀ 

����我需要这笔钱 ∀这笔钱我需要 ∀ 

����她喜欢漂亮 ∀ 3 漂亮她喜欢 ∀ 

����和����中的谓词宾语/ 麻烦你0/ 漂亮0表示 

抽象的行为 � 不具备离散性特征 � 无法将它们分为离 

散的个体 � 所以不能充当话题 � ����中的/ 这笔钱0具 

有离散特性 � 可以被/ 没0否定 � 所以可以放在句首充 

当话题 ∀ 

三 ! 英 !汉有定性制约语句 

生成的对比研究 

�一�  句法形式手段的比较 

英语主语对全句具有/ 全面密切的关系0 �因而 

与谓语动词形成了提挈全句的句法主轴 � 组成稳定 ! 

严谨的 ≥ ∂ 搭配 � 并由此构架主轴确定 � 个核心句句 

型框 架 �即 ≥ ∂ �≥ ∂ ↓�≥ ∂ ↓ ↓�≥ ∂ ÷�≥ ∂ ≤ ϒ�≥ ∂ ϒ 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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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汉语主语与谓语呈现一种松散的结构关系 �它 

并不决定动词的形态 �是/ 话题 � 说明0结构制约句 

法形式 � 汉语的句型结构系统远比英语复杂 ∀ 

汉语的/ 话题 � 说明0结构反映在表达思想时 � 

采取的是思维向语言直接外化的直接投射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英 

语采取的却是间接的投射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汉语寓语法结构于语义 

结构中 �英语则要求将概念组织到相应的语法架构 

中 � 经过间接投射以生成言语 ∀ 比如 �英语中/ ♥ ℑ⊆ 

⋅∪ℑ ♥ ⋅ℑ 0用 ℜ⊕的不同形式表示现在和过去 � 汉语 

必须借助词汇表现法 � / 我跟过去一样0 ∀ 又如汉语 

句子 � / 他想去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举起来 ∀ 0其中除 

了/ 他0/ 不0以外 � 其它词语都是动词构成的连动式 � 

而英语则必须赋予动词以严谨的定式和非定式形 

态 � / ♦ ⊕ ⋅ℑ∈  ∉   ∧ ⊃ ∅ ∪⊕ ℘ ℑ∈ ⊂ ⊃ ∅  ⊃ ∏∠0 � 

�二�  英汉语段之间异质性比较 

语段是句子的逻辑扩展形式 � 英语重形态结构 � 

句子是以/ 主语 � 谓语0为框架 �通过一致关系维持 

的结构 � 其句子生成机制是以/ 大0制/ 小0 �以/ 主语 

� 谓语0框架为纲去处理各层结构单位 ∀ 汉语是语 

义型结构的语言 � 其语法结构框架是/ 话题 � 说明0 � 

语句生成机制是以/ 小0制/ 大0 � 以核心字为基础 � 层 

层推进 � 形成以/ 话题 � 说明0 为框架的语义句法 ∀ 

如5红楼梦6第 �� 回描写宝玉过生日的一段叙述 �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 � 梳洗已毕 � 冠带出来 ∀至前 

厅院中 � 已有李贵等四五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 � 宝 

玉炷了香 ∀行毕礼 � 奠茶焚纸后 � 便至宁府中宗祠祖 

先两出行毕 � 出至月台上 � 又朝上遥拜过贾母 !贾政 ! 

王夫人等 ∀一顺到尤氏上房 �行过礼 �坐了一回 �方 

回荣府 ∀先至薛姨妈处 � 薛姨妈再三拉着 � 然后又遇 

见薛科 � 让一回 � 方进园来 ∀ 

句中有定成分/ 这日0 仅仅提供了一个时间参 

数 � 作为陈述对象的/ 宝玉0自然是有定的 � 说明部分 

的行文完全按照宝玉活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句 

子短 � 一句描写一个活动 � 环环相扣 � 一气呵成 � 体现 

了/ 前管后0 �已知选择组配未知的组句原则 ∀ 试比 

较这段话的英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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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ℑ   ∪, , ≈� 

汉语句子的生成是开放性的 �顺着时间顺序的 

原则进行/ 外向性0的生成和扩展 �而英语的生成是 

内向的 �只能在主谓结构的封闭框架内完善语句的 

生成 ∀英语重形合 �所以在译文中添加了许多连接 

虚词 �以便把各小句纳入一致关系所能控制的框架 

中 � 行文的排列顺序与活动的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 ∀ 

值得指出的是 �有定性的正确理解涉及到语境 

知识 � / 有定�无定0是以人的认知为准 �和客观语言 

实际不完全一致 �它受语境赋义的制约 ∀ 如谓语动 

词之后的名词如果要表有定时 � 须借助于词汇标记 �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 ∀ 

����顾梓材下意识地频频点着头 ∀ 

����小伙子咧了咧嘴 ∀ 

����他不小心摔了腿 ∀ 

����他上楼时扭伤了腿 ∀ 

根据汉语句子结构规律 �光杆名词 / 头0 / 嘴0 

/ 腿0/ 脚0置于动词后应该表无定意义 �但在例���� 

∗ ����的语境中 �它们却是表有定意义 ∀而在英语 

中要加上回指主语的人称代词 �如����句应译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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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上面句子主语和谓语之间具有天然的整体和 

部分的关系 � 另一种因素是谓语动词词义的制约 �如 

将/ 大夫点了点头0中的/ 点0改为/ 检查0 � 那么 � / 头0 

当然要理解成/ 病人的头0了 ∀另一语境赋义的情况 

是 � 在祈使句中的光杆名词宾语可以理解为有定的 � 

如/ 打开书0/ 关上门0中的/ 书0和/ 门0都是表有定意 

义的特指 � 言者和听者在同一语境中 � 对所指事物有 

共同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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