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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最简探索 � 框架6的间接/ 被0字句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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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乔姆斯基5最简探索 � 框架6的相关假设为理论基础 � 我们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间接/ 被0字 

句生成过程的分析方案 ∀我们认为/ 被0是汉语特有的功能语类 � / 被0字句通过移位生成 � 长 !短/ 被0字句的生成遵 

循同一种模式 � 具有共同的句法结构 � ≈ ×≈ ′⊕ ⊃ °≈ ′⊕ ⊃ ≈√° ∀在此基础上 � 文章通过实例说明采用经潘海华修改后 

的题元层阶及移位步骤最短性原则 � 可统一生成汉语典型间接 / 被0字句 ∀题元层阶可控制论元合并顺序 �移位步 

骤最短性原则能选择正确的指定语移至句首位置 ∀ 

关键词 �5最简探索 � 框架6 � 间接/ 被0字句 � 功能语类 � 题元层阶 � 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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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存在一类特殊的/ 被0字句 ∀这种/ 被0字 

句中动词后面可以带上一个受事名词词组作宾语 ∀ 

这个名词词组通常称为保留宾语 �与移位宾语也就 

是/ 被0字句的主语相对应 ∀这种带保留宾语的间接 

/ 被0字句对各种模式的分析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本文依据5最简探索 � 框架6的有关假设 � 提出自己的 

分析 ∀ 

一 ! 现有分析方案评判 

早期生成语法将/ 被0字句主语看成是深层结构 

的动词宾语 � 如何在动词宾语移出去之后还保留另 

一个宾语 � 就成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 桥本万太 

郎提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法 �即将/ 被0当作一个 

带完整小句的主要动词 �/ 被0 字句的主语直接生 

成 ≈� ∀这种方法忽视了保留宾语与移位宾语的语义 

联系 � 响应的人不多 ∀与此相对 � 王锦堂将保留宾语 

与移位宾语看成同一复杂名词词组的一部分 �运用 

/ 所有格中心词规则0解决保留宾语问题 ≈� ∀由于该 

规则与管约论有所冲突 �李艳惠对此作了技术上的 

调整 � 将保留宾语看成是包括所有者的复杂名词 � 所 

有者为指代性成分 ∠ ∉ ∀ ∠ ∉ 最终会和移动宾语同 

指 � 从而保证两者的语义联系 ≈� ∀ 但并非所有的移 

动宾语和保留宾语都能组成一个复杂名词词组 ∀针 

对这一问题 � 石定栩将动词与保留宾语分析为一个 

整体 � 其句法作用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 ≈� ∀ 这个及 

物动词对宾语有子语类限制 �只有满足某种语义要 

求的名词词组才能成为其宾语 ∀该分析理论解释力 

较强 � 语料覆盖面较广 �但依据5最简探索 � 框架6的 

句法转换假设 � 合并顺序将难以控制 ∀ 保留宾语的 

格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学界 ∀ 徐杰采用 ′⊕ ⊂ ⊂⊕  ⊕ 的 

直接赋格说 ≈� ∀ / 定指效应0是该方法立论的基础 � 

可是只要在/ 保留宾语0前加上领属者 � 保留宾语马 

上就具有定指特征 � 成为被动句指派部分格的反例 ∀ 

韩锦泉利用 ≤ ∪∉⊆ ⊄∧ 的格传递说 ≈� � 但此说违反了 

一个语链只能有一个格的原则 ∀吴庚堂则假设被动 

动词本来失去了赋格能力 �后来又恢复了赋格能 

力 ≈� ∀这种假设有玩弄概念的嫌疑 ∀ 总之 �保留宾 

语的格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二 ! 相关假设 

在5最简探索 � 框架6中 � 乔姆斯基对最简方案进 

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进 ≈� ∀ 词库 !核心功能语类及 

其语类选择特征 !语段及转换等与本研究相关的改 

进见何晓炜文 ≈� ∀下面仅介绍我们针对现有分析方 

案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若干假设 ∀ 

作为/ 被0字句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 / 被0字 

收稿日期 � ���� � �� � �� � 修回日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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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类特征引发过诸多争论 ∀早期相关研究中/ 被0 

字语类特征的介词说 !动词说 !助词说�被动语素说� 

等代表性假设均面临的种种问题 ∀追溯/ 被0字渐次 

演变的历史之源 �可清楚地看到/ 被0字从动词虚化 

为一个表示被动的辅助词 ∀ 那么 �如何称呼这个辅 

助词呢 � 由于/ 被0在汉语中指示被动的功能十分明 

显 � 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构成/ 被0字句起辅助作用的 

功能语类 � 是一个功能词 � 尽管它在语法化的过程中 

多少留下了原意的蛛丝马迹 �即具有词汇性性质 ∀ 

/ 被0字不能单独使用 !无反义词以及汉族儿童/ 被0 

字句习得研究 ≡ 亦是对/ 被0字功能词认定的证据 ∀ 

总之 � / 被0是一个仅存于汉语中的具有语音存在的 

功能语类 � 具有自己的最大投影即短语 ′⊕ ⊃ ° � / 被0选 

择一个及物结构 √° � / 被0字句通过移位生成 ∀ 至于 

/ 被0的指定语 � 由于/ 被0含有强烈的≈ � 被动特征 � 

故要求有个被动的对象在其指定语的位置 ∀指定语 

一般是受事论元 � 或在层级上与受事接近的论元 � 甚 

至可以是附加语及其他成分 ∀ 当然 �该被选成分应 

与主动词相关 � 受到主动词发出动作的影响 ∀另外 � 

由于域外论元一般是施动者或使役者 �所以不能作 

/ 被0的指定语 ∀它没有≈ � 被动特征 � 不能和有≈ � 

被动特征的/ 被0匹配 ∀ 

由于5最简探索 � 框架6中没有预设的结构 � 合并 

操作以两两方式构成句法对象 �/ 被0字句合并的次 

序与题元角色的体现成了新的难题 ∀ 参考何晓炜 

文 ≈� � 我们假设名词词组在词汇矩阵中已获得题元 

角色 !合并的次序受题元层阶的调节与控制 ∀ 我们 

将题元层阶体现在合并顺序上 �而不是体现在现有 

结构的位置上 ∀ 鉴于/ 被0字句题元层阶的复杂性 � 

我们改用经过潘海华修改过的词汇映射理论的题元 

层阶 � 其排列如下所示 � 

施事�ℑ∩⊕∈ � � 受益者 � ℜ⊕∈⊕ ∅ ⊃ ℘ ⊃ ℑ  ∧��受害者 

� ⊆ℑ ⊂⊕ ∅ ⊃ ℘ ⊃ ℑ ∧� � 予事�  ⊕ ℘ ⊃ ∠ ⊃ ⊕∈ ��感事�⊕¬∠⊕  ⊃ ⊕∈℘ ⊕  � 

� 工 具 �⊃ ∈   ∏⊆⊕∈ ��材 料 � ⊆ℑ  ⊕  ⊃ ℑ ⊂� � 客 体 

� ∪⊕⊆⊕��受事�∠ℑ  ⊃ ⊕∈ � � 处所格�⊂∉℘ ℑ  ⊃ √⊕� ≈�� ∀ 其 

中 � 施事者比受益者更显要 � 受益者比予事或感事更 

显要 � 依次类推 ∀ 

我们还假设汉语存在抽象/ 时制0 �以此解决主 

语 →° 的结构格指派问题 �使/ 被0字句的生成更符 

合普通话的语感 ∀根据汉语形态系统较为贫乏的特 

点 � 我们修正了一致性特征的定义 ∀ 我们所说的一 

致关系是一种与句法和语义都相关的广义的一致关 

系 �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态上的一致关系 ∀ 汉语 

的一致性特征用以核查名词或代词的结构格 �即动 

词准许某个名词或代词在动词前后句法位置上存在 

的合法性 ∀至于移位操作 �汉语中成分移位的主要 

驱动力是意义和语用因素 �而不是纯结构形式的因 

素 ∀结构形式只是提供了移位的可能性与可能方 

式 � 而语义 !语用因素则提供了移位的必要性 ∀ 

长/ 被0字句表达一种复杂的事件 �即表述的是 

由某一使役者�施动者引发的动作或单一事件加上 

由其导致的结果 ∀正是基于表示使役或处置意义的 

√ 的语义要求 � 需要通过合并引入域外论元 �使词汇 

矩阵中施事者�使役者�题元角色得到允准 ∀短/ 被0 

字句仅表示事件及其结果 �即表达一种不完全的事 

件 ∀施事者�使役者�可在语境中蕴含 �域外论元可 

以不选择 ∀我们假定短/ 被0字句中也有轻动词 √ � 在 

语义上表示/ 做 !弄0 � 与动词一起表达使役意义 ∀ 这 

种表使役的方法不独汉语为然 �藏缅语族羌语支中 

的道孚语 !却域语 !羌语也有类似的用法 ≈�� ∀两者的 

区别在于汉语的轻动词无语音形式 �且在谓语动词 

的前面 � 而羌语支意为 / 做0的动词加在动词之后 ∀ 

基于上述分析 �长 !短/ 被0字句可用同一模式生成 � 

具有共同的句法结构 � ≈ ×≈ ′⊕ ⊃ °≈ ′⊕ ⊃ ≈√° � 两者之 

间的区别可通过核心功能语类 √ 的基本结构特征来 

解释 ∀ √ 选择动词成分 �也可选择一个名词性词组 

→° 或 ⁄° 充当它的域外论元 ∞ϒ �即 √ 的域外论元 

并非必选内容 ∀ 

三 ! 间接/ 被0字句的生成过程 

间接/ 被0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相当常见 ∀ 李临定 

曾归纳出/ 被0字句动词带宾语的十种表现形式 ≈�� � 

我们拟讨论其中最典型的六种 ∀ 

≠ / 被0字句主语与保留宾语为整体与部分关 

系 � 例如 � 桔子被他剥了皮 ∀ 

≡ / 被0 字句主语与保留宾语为领有�隶属关 

系 � 例如 � 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 

≈ 保留宾语表示处所 �例如 �学生被老师赶出 

了学校 ∀ 

… 保留宾语表示结果 �例如 �纸门被他踢了一 

个洞 ∀ 

 保留宾语表示材料 � 例如 � 花被他浇了水 ∀ 

 / 动词 � 保留宾语0 形成一个复合谓词 �例 

如 � 他被学校免了职 ∀ 

上述例句中的动词在逻辑上有两个名词词组作 

其宾语�或准宾语� �其中的一个由于被动变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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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句子的主语 ∀ 保留宾语的题元角色十分复杂 �有 

受事 !处所 !工具 !材料等 � 而/ 一个洞0之类的保留宾 

语有些学者将之视为/ 准宾语0 �即没有题元角色但 

又占据主目位置的介于主目语与附加语之间的成 

分 ∀间接/ 被0字句主语的题元角色表面上看也同样 

复杂 � 仔细观察上述例句 �可发现它们无一例外 �是 

某种遭遇的承担者 �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谓语动词 

的影响 ∀我们称之为/ 受害者0 ∀汉语语法系统有一 

个/ 受害者插入规则0 �此规则可将/ 受害者0加入到 

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去 ≈�� ∀控制这条规则操作的语义 

条件是动词的意义 �要求带有某种不好的效果或影 

响 ∀而/ 受害者0在我们所选用的题元层阶中所处的 

位置比受事 !处所 !材料等都要高 �有利于控制移位 

主语与保留宾语的合并顺序 ∀ 下面以/ 桔子被他剥 

了皮0为例说明带保留宾语的/ 被0字句的生成过程 ∀ 

我们拟将/ 他剥了桔子皮0设计为拉尔逊式的动 

词套组结构 �让动词/ 剥0带两个宾语 ∀ 这种现象亦 

存在于朝鲜语 !日语等东亚语言中 ≈�� ∀众所周知 � 朝 

鲜语动词可带两个具有明确宾格标记的名词短语 � 

��� ↑ ℑ ∧2⊄ℑ   ⊄∏ ∈ℑ⊆ ⋅∏ 2∏ ⊂   ⊄ℑ℘ ⊃ 2⊂∏ ⊃ 

玛丽 � 主格  那颗树 � 宾格  枝子 � 宾格 

℘ ℑ ⊂ 2⊂ℑ  2 ℑ∀ 

砍 

句意为/ 玛丽砍了那颗树的枝子0 ∀ 日语的量 

化词飘移� ± ∏ℑ∈ ⊃ ∅ ⊃ ⊕ ∅ ⊂∉ℑ  ⊃ ∈∩�也支持外层宾语的假 

设 ∀ 

��� ♣ℑ⊄∏  ⊕ ⊃ 2∩ℑ    ⊕∈ ⊕ ⊃ 2∈⊃   ℑ∈2∈⊃ ∈  

学生 � 主格  老师 � 与格  三个 

⊄⊃ ∈∉≈ ℑ⊄∏ℜ∏∈2∉ ∪∉⊆⊕ 2 ℑ  ⊕ 2 ℑ∀ 

昨天 论文 � 宾格  表扬 

句意为/ 昨天三个学生的论文被老师表扬了 ∀ 0 

请注意修饰/ 学生0的量化词短语/  ℑ∈ � ∈⊃ ∈0在句中 

发生了飘移 ∀这种现象说明/ 三个0之后必有一个已 

经移位的空成分 � � / 表扬论文0 的外层宾语 / 学 

生0 ∀总之 � 朝鲜语的/ 双宾格0结构 !日语的量化词 

飘移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跨语言的证据 ∀下面是句 

子的生成过程 ∀ 

动词/ 剥0和带有客体题元角色的词项/ 皮0合并 

形成 ∂χ �在词汇矩阵中所赋予的题元角色得到允 

准 �∂χ和带有受害者题元角色的词项/ 桔子0合并形 

成 ∂ ° � 题元角色受害者得到许可 ∀然后 �∂ ° 与功能 

语类 √ 合并 � 及物动词/ 剥0黏附于 √ 构成 √χ ∀ 在本 

运算阶段 � 有三个不可解释性特征 � 首先是 √ 的一致 

性特征 � 其中包括结构格特征及固有格特征 ∀ 其次 

是 →°/ 桔子0的结构格 �它包含在其一致性特征之 

中 ∀第三是 →°/ 皮0的固有格 � 亦包含在其一致性特 

征之中 ∀ √ 的一致性特征为探针 � / 桔子0与/ 皮0的一 

致性特征为目标 ∀因此 � 通过一致操作 � 三个不可解 

释性特征均得到消除 ∀ 目前 �词汇矩阵中还剩一个 

词项/ 他0未被合并 ∀基于表示使役或处置意义的核 

心功能语类 √ 的语义要求 �需要通过纯粹的合并引 

入域外论元 � 使词汇矩阵中施事者�使役者�题元角 

色得到允准 ∀由于 √ 可以选择一个名词词组 →° 或 

⁄° 充当它的域外论元 � 因此 � 在下一个步骤中 � 我们 

从词汇矩阵中提出具有施事题元角色的 →°/ 他0与 

√χ合并 � 从而实现其在词汇矩阵中被赋予的施事题 

元角色 ∀至此 � 词汇次矩阵中的词项已用尽 � 不可解 

释性特征也已消除 �该语段中心词 √ 不再激发进一 

步的操作 � 第一阶段的运算完成 ∀ 

接着 �′⊕ ⊃从词汇矩阵中提出并与 √° 合并 ∀ ′⊕ ⊃ 

的≈ � 被动特征要求有一个 ÷ ° 移到它的指定语 

≥∠⊕ ℘位置 � 通过特征核查予以消除 ∀这时移往指定 

语 ≥∠⊕ ℘位置的成分有/ 他0 / 桔子0 / 皮0 三个选择 ∀ 

/ 被0字句的转换及生成过程中 �具有施事题元角色 

的 →° 不能占据汉语功能语类 ′⊕ ⊃的指定语 ≥∠⊕ ℘位 

置 ∀因此 � 我们要在/ 桔子0 / 皮0之间做出选择 ∀ 根 

据移位步骤的最短性原则� ∪⊕  ∪∉  ⊕    ⊕∠℘ ∉∈⊗ ⊃ 2 

 ⊃ ∉∈ �≤ ∪∉⊆ ⊄∧����� ≈�� �只能将具有受害者论元角 

色的 →°/ 桔子0移到≈ ≥∠⊕ ℘ ′⊕ ⊃ 的位置 ∀ 该原则规 

定 � 如果有两个合适� ⋅⊕ ⊂ ⊂ � ∅∉⊆⊕⊗�的表达式 �包括 

最短移位语链的表达式将阻止另一个的生成 ∀ 显 

然 � 移动/ 桔子0形成的语链比移动/ 皮0形成的语链 

要短 ∀这种处理也符合普通话的语感 ∀因为/ 皮被 

剥了桔子0这样的句子在普通话中是不合法的 ∀ / 桔 

子0的移动消除了 ′⊕ ⊃的强被动特征 �′⊕ ⊃ ° 产生 �第 

二阶段运算完成 ∀最后 �× 从词汇矩阵中提出 � 投入 

词汇次矩阵与 ′⊕ ⊃ ° 合并 ∀ 这时 �× 有两个不可解释 

性特征 �× 的 ∞°° 特征 �× 的一致性特征 ∀ 依据 

≤∪∉⊆ ⊄∧ 的观点 � 一个 ⁄° 可以多次参与 ∞°° 特征 

核查及一致操作 ∀ 因此 � / 桔子0再次参与本阶段运 

算 ∀ × 的一致性特征与 →°/ 桔子0的一致性特征相 

匹配 � 而 × 的 ∞°° 特征要求/ 桔子0移至≈≥∠⊕ ℘ × 的 

位置 ∀这时 � 所有不可解释性特征都已消除 � 全部运 

算完成 ∀运算过程如图 � 所示 ∀ 

上述运算过程亦适用于保留宾语表处所和结果 

的/ 被0字句 ∀带有处所题元角色的词项在题元阶层 

中的位置比带有受事题元角色的词项低 �因而先与 

动词合并 ∀而表结果的准宾语是介于主目语与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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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语之间的成分 ,亦可先与动词合并 ,形成一个整体 ∀ 

其余运算过程同上 ∀ 

我们的运算能否解释与上句相关 !一直困扰着 

学界的/ 领属被动式0的生成呢 � 一般认为/ 张三的 

父亲被土匪杀了0/ 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0均由/ 土匪 

杀了张三的父亲0转换而来 ∀问题是/ 张三被土匪杀 

了父亲0在转换中为什么丢失了表所属关系的中心 

词/ 的0 ∀具有格标志意义的/ 的0字的删除在句子运 

算过程中是不允许的 ∀我们认为两个/ 被0字句从普 

遍特征集 ƒ 中选择的特征≈ ƒ不同 �构成的词库 

← ∞÷ 也就不同 ∀ 一个含有表所属关系的中心词 

/ 的0 � 另一个没有 �因而两个/ 被0字句的合并不同 ∀ 

前者的推导与上述/ 桔子被他剥了皮0的推导过程相 

同 ∀而后者的推导过程为典型的长 / 被0字句的推 

导 ∀如图 � 所示 � 

图 2  

我们这样处理的主要理论依据是 / 左分枝条 

件0�⊂⊕ ∅ ℜ  ℑ∈℘ ∪ ⊃ ∈∩ ℘ ∉∈⊗ ⊃  ⊃ ∉∈� � 即一个名词短语处于 

另一个名词短语左侧时 �不能移位 ∀ / 张三的父亲0 

的句法结构是≈ →° ≈ →° 张三的父亲 � / 张三0处于 

结构左侧 � 因而不可移位 ∀ 这样做也符合推导经济 

性原则 � 即合并优于移位� ⊆⊕  ∩⊕ ∉√⊕  ⊆∉√⊕⊆⊕∈ � ∀ 

上述处理亦可用最简方案的经济原则加以反证 ∀ 两 

个句子虽然意思上没什么差别 �但在句法上表现出 

极大的差异性 ∀如果两者是完全相同的话 � 那么 �根 

据最简方案的经济原则 �在现代汉语中根本没有必 

要让没有任何差别的两种结构共存 ∀ 

对于保留宾语表示材料的句子如/ 花被他浇了 

水0来说 � 还有/ 水被他浇了花0的表达方式 �如何解 

释它们的生成呢 � 我们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论元结 

构 ∀前者来自论元结构 � 受害者 !施事 !受事 � 而后者 

的论元结构为材料 !施事 !受事 ∀受事在题元层级中 

所处的位置低于受害者与材料 �因此动词将先与它 

们合并 � 分别生成上述两个句子 ∀ 

至于 / 动词 � 保留宾语0形成一个复合谓词的 

/ 被0字句 � 如/ 他被学校免了职0/ 敌人被我们打了埋 

伏0 ∀其生成过程如下所述 �由于动词 / 免0 和名词 

/ 职0天生就是一个复合成份 �理所当然 �/ 免0 先和 

/ 职0合并 � 然后再和/ 他0合并 ∀ 在以后的移位过程 

中 � / 职0不可能摆脱动词的束缚单独移出 � 因此唯有 

/ 他0能移至句首位置 ∀ 

以上分析了间接长/ 被0字句典型句式的生成过 

程 � 由于长 !短/ 被0字句运算过程的区别主要在于 √ 

作为功能中心词的语段运算阶段 �其生成过程不再 

赘述 ∀ 

四 ! 小结 

根据5最简探索 � 框架6的相关假设 � 我们提出了 

一个既有较强的解释力又能统一处理 � 种典型间接 

/ 被0字句的分析方案 ∀这种分析方案的转换过程简 

单 !明晰 � 并且能够同语义紧密结合 �可能为计算机 

处理现代汉语间接/ 被0字句提供新的理论模型 ∀ 由 

于汉语间接/ 被0字句纷繁复杂 �该方案是否适用于 

所有的间接/ 被0字句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注释 � 

≠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首届新时期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 蒙西槇光正 !范晓 !徐杰 !朴正九等先生指 

正 � 特致谢忱 ∀ 

≡ 有研究表明儿童需要经过一定的摸索过程方能掌握母语中功能语 

类的用法 ∀汉族儿童是在掌握所谓/ 受事主语句0之后才开始使用 

带被动标记/ 给0或/ 被0的被动句 ∀ � 岁以前 � 引进施事成分的都 

是/ 给0 � / 被0到 � 岁时才开始使用 ≈�� ∀ 即使是小学儿童 � 对 / 被0 

/ 叫0/ 让0充当表达标志的理解仍有偏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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