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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主位、主題、主語 という三つの文法名称及び概念 については、中国語

文法学界ではいまだ認識が統一 されず、さまざまな角度か ら議論されて

きた。静態的なセ ンテンス構造の分析を主とする研究と実際の言語交際

の効果を重ん じる語用優先型の研究という二つの研究形態が主に存在 し

ている。筆者はこのような純文法分析あるいは純語用分析の枠組みを打

ち破るべ き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本拙論では、 まず、従来の中国語学界

での主位、主題及び主語についての研究成果をまとめた上、実際の文章

例を用いて、その問題点を指摘 した。次に、筆者は永野賢氏の 〈文法論

的文章論〉という理論にもとついて、複数の説明的な文章 を分析 し、文

章の主位関係について、中国語の特徴に応 じた三階層による分析法 を提

案 した。即 ち、"語 篇主位句"、"句 主位"、"句 主語"と いう三つの階層

による分析である。中国語における文構造の複雑性 を考えた場合、"句

主位"に ついては二次分析、三次分析 さらには複数回の階層分析が必要

であると考える。"語 篇主位句"の 分析 を通 しては、作者が如何なる方

法で もって話題 を展開 して きたか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句 主位"

の分析を通 しては、各センテンス中での主題の展開状況を明白にするこ

とがで きる。"句 主語"の 分析を通 しては、センテンスごとの文法構造

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 こうした三階層による分析 を通 して、文章全

体の構造をマクロ的な視点に立って把握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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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ーワード〕 語篇主位多階層分析、語篇主位句、句主位、句主語

1双 酒研究 史 中対主濡 和i舌題 等p7題 的不同親点

1.1主 唐和活題

自《弓氏文通 》引遊西文佳統活法模式以来,主 活一宜是一介有争.xL

的沼法 向題。趣元任 《双悟 口浩培法 》1引入活題遠一概念之后,対 干主

i吾和活題的美系迭一向題,也 声生了昇文。主要存在三神不同規点。第一

和規点是主活等干活題,第 二禾中是双活中活題占主要地位,第 三秤是主活

和活題是性辰不同的丙介概念。第一科1規点是超元任(1979)最 先提出的,

他杁力,庫 核把主活和清活的美系当作活題和悦明来看待。対此,朱 徳煕、

張静等表示螢同,王 力、昌叔湘、胡裕梼等表示反対。第二和規点是美国

学者李訥和湯娚遜(1976)提 出的。他Ti]主張2,活 題和主活都是井列存在

干句子中的成分,英 活是主沼突出的活言,双 活則是活題突出的梧言,汲

活在句子結杓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主培而是活題。対此,朱 徳煕杁力3咳

規点混清了結杓和活叉遠丙介根本不同的平面,杁 原則上洪是錯俣的。而

徐通粥却杁力遠和分炎杯准是有参考倹値的,井 遊一歩提出区分"活 法型

iq吉"和"悟 文型活言",杁 力汲沼是浩文型ip吉,其 基本拮杓是"活 題

一悦明"。第三秤規点是台湾語吉学家湯廷池和曹逢甫提出来的。他伯杁力,

主浩和活題同吋存在干双梧中,但 是二者性辰不同,活 題属干交淡活用的

概念,而 主悟則属干句法美系的概念,在 句子中,二 者可能一致,也 可能

不一致。胡裕桝4等 主張区分句子的内居拮杓和タト屠拮絢,主 活属干句子

的内屠結杓,活 題属干外居結杓。主悟、i胃活是句法概念,施 事、受事是

i吾文概念,活 題、悦明是活用概念,提 出了三介平面的iq法 分析理槍,井

被絶大多数悟法研究者接受。男外,李 噛定5対 測 吾主活的活法地位迩提

出了辰疑,他 杁力,在 測 吾iq法系統里,主 活井不那広重要,主 張在iq法

分析中庇核重視和潤梧劫洞友生美系的其他名洞性成分。申小尤6杁 力双

i吾的主活本身不是一Aiq法 上明碗的炎,汲 活句子的主脳有主題悟和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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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汲沼槍悦文沼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語的分析

iq的 区別,他TI'7分別朕系丙秤形式上和功能上根本不 同的句型一主題句和

施事句。施事句是叙述性的,官 的主要句子成分配置格局是`吋 向+施 事

ip+劫 作梧+地 点語';主 題句的功能是槍断性的,悦 明性的,官 的主要

句子成分配置格局是`主 題iq+坪 槍活'。徐通粥杁力7,汲 梧是活叉型iq言,

汲悟旬子的錆杓枢架不是主i吾和潤活,而 是活題和悦 明,他 杁力活題和悦

明逮秤錯杓枢架比較這合汲悟句子的結絢分析,活 題和悦明与主iq和 情浩

是丙套不能互相包容的概念,庇 咳平格区分升来,送 行独立的研究。由此

而看,主 活和活題是丙介不同的酒法萢晴,遠 一点是没有争汲的。但是,

迭丙介活法萢疇各有邨些形式特点,在 分析句子的道程中采用什広祥的椋

准等向題至今{乃未得到解決。

目前,絶 大多数的活法学者都接受了三介平面的沼法分析理槍,但 是,

在具体分析主酒和活題吋伍然存在一些明星的分岐,遠 一分岐被杁力有三

介方面。第一介是,主iq是 一介綜合概念,込 是一介旬法概念。一般杁力,

主iq和i胃i吾属干句法平面,主 活是一介句法概念。但是,黄 徳玉等却主張

測 吾的主活是一介綜合概念,他 杁力8,汲 活主浩庫核一分力三,即 選輯二

主iq、 句法主iq和 活題主A。 与此相反,金 立蓋9却 強凋主酒只是一ノト句

法概念,"主 梧実隊上就是劫洞i胃活左逸的那介前撮制成分,或 必有成分。

換吉之,主 活実隊上是滑梧劫洞本身在句法拮杓上所要求的那介必須与之

相照1的 名洞性成分"。 第ニノト是,在 句法分析 中庇咳如何赴理悟用平面

的活題。以梧法界焦点以槍例句"王 晃七歩死了父来"力 例。金立釜曽経

提出1°"句 子=句 法拮杓+悟 用成分"的 規点,杁 力"..,:致"和"主

在清前"是 碗定主浴的丙介参考系数,所 以上述例句中的"王 昆"仮 仮是

一介活用成分活題 ,在 句法分析平面"王 冤"不 能充当任何句法成分。而

常理対此提出昇叉,他 杁力II,"王 晃"既 然是現実i吾句中的一介組成成

分,宣 所能体現的活法意x一 定能在句法分析的道程中得到体現,"王 昆"

是活題但也一定是一ノト句法成分,"王 冤"遠 祥 的悟用成分活題可以在句

法平面上称力活題主is。 対此胡裕樹杁力,1先 遊行静恣分析再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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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用遊行劫恣分析,也 就是悦,先 是句法与活叉A合 来分析静恣単位,即

屠次、美系、功能和格式,再 把活用的因素加遊去倣幼恣的分析。高順全

提出了一神新的iq法 分析模式iz,他 在区分句子分析和旬法分析、辻主i吾

和活題分属不同屠面、釜定主活是劫元等理槍前提下,主 張句子的A法 拮

杓分析庄核分丙歩走31吾 用拮杓分析(句 子的信息安排)、 句法拮杓分析

(以劫洞力中心絢成的主凋錯杓的銭性次序及成分之向的美系)。 第三介是,

在沼句分析中如何碗定主活和活題,二 者各有邸些形式特征。早在50年 代

主寅梧向題大付槍吋,鈍 粋根据意又把施事都看成主iq以 及鈍粋根据iq序

把句首Np都 看成主活的遠丙秤扱端性的主張,己 祭根少有人堅持了。80年

代以来,大 部分学者試圏尋我出汲活主A和 活題的形式化特征。胡附、文

嫁曽提出碗杁 主is的 三条形式化原則13,不 帯介洞、位置固定、与Vp的iQ

又美系較力密切。朱徳煕14句 法変換的角度給双活主梧旧納出了五点

形式特征31.在 正常情況下,主iq的 位置忌是在溜活之前。2.主iq可 以

是体洞性的,也 可 以是滑司的,b胃 活一般忌是由滑洞性成分充任。3.主

iq和 情梧之同可 以有停頓。4.主iq和i胃 活之同可 以揺入`要 是、如果、

量然、即使'等 達洞。5.1胃iq部 分可以変換成反夏向的形式。対此,陪

釧明曽提出15,朱 徳煕上述的几介釜定主iq的 形式化lq法 手段更這合干活

題的釜定。史有力、沈家燈、黄錦章等近年来対汲浩活題有較力深入的探

付。史有力16力 汲活活題我到了若干形式化特征,渚 如"非 旬子重音所在"、

"可 以帯表停頓的i吾代洞"等 。沈家燈17通,,対 達鎮篇章的劫恣分析掲示

作力梧用成分的活題具有随机性和不穏定性。黄綿章18較X11致 地探付

了活題的所指 向題,提 出活題所指超向干有定,活 題忌是有指的。

1.2主 位、主題和活題

浩吉学界対主位、主題和活題迭三介木浩的定又和区別尚未有明碗一

致的看法。不 少iq言 学家把topic/commenth和theme/rheme遠 丙対概

念等同起来。一些iq言 学家使用"主 題"(topic)/"述 題"(commenth)

的区分来代替"主 位"(theme)/"述 位"(rheme)。 男夕卜,在 双活i吾言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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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汲語沿悦文沼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悟的分析

人伯把topic或 者翻it成"主 題",或 者翻犀成"活 題"。 而topic又 有丙

秤:句 子活題(sententialtopic)和 浩篇活題(discoursetopic)。 主位的

概念来 自実隊切分法。実隊切分法是布拉格学派活言学家V.Mathesius

提出来的。宮与"形 式切分"相 対立。遠里所悦的形式切分,就 是把句子

分解力各秤i吾法要素,比 如主酒、iii吾等;実 隊切分,就 是根据洞活在句

子中的交Rr功 能把句子分解力丙介要素3叙 述的出友点和叙述的核心。徳

iqt吾吉学家KBoost把 前者称力thema(主 位),把 后者称力rhema(述

位)。 在中国,一 般峰力"主 位""述 位",但 是活活活言学家王福祥19主

張i季作"主 題"和"述 題"。

長期以来測 吾ip法学者刀慣干用"主iQ-i胃1吾"的 椎架悦明双i吾的信

息結杓。比如昌叔湘(1946)悦3"由`熟'而 及`生'是 我伯悦活的一般

的超勢。……己知的先浮現,新 知的躁着来。"井 杁力据此来分析主酒和

情i吾"不 能悦是鈍粋机械主又,実 在也同吋遵杁某一秤語吉心理的指示。"

20世妃70年 代以来,更 多的学者傾向干把 己知信息和新信息分別賦予"活

題一悦明"(topic-comment)遠 一組概念,如Li&Thompson(1981)指 出3

"活 題忌是表示所者己知的事物
,活 題力悦明的展升提供了一介特定的椎

架"。 張伯江、方梅(2007)杁 力2°,遠 秤悦法 比較符 合双活事宴,但 是如

果杁全面考察双沼句子的信息拮杓方面洪,有 根多情 況是"主 活一屑活"

或"活 題一悦明"所 不能涌蓋的。箸者対咳規点感触頗深,在 分析具体文

章吋庄咳如何処理位干主活或活題前后的一些非実体性成分,如 情恣成分、

篇章達接成分等,一 般杁力官不能作力主題部分考慮,但 是迭些部分在信

息結杓中扮演了各不相同的角色,却 往往不能得到悦明。対此向題,張 伯江、

方梅杁力可以用"主 位 一述位"(theme-rheme)遠 組概念来解経双i吾的

口浩信息結杓,二 位学者対北京口悟中的主位結木勾遊行 了鋼致深入的研究。

但是,癸 似遠秤対双i吾弔面活的研究却元杁所児。

萢暁先生的博士生昊伸中(2004)撰 写的(《現代双i吾句子的主題研究》ノ1,

可溜是近年来対1吾 主題和主述拮絢研究的一項最新成果,有 不少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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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的規点。萢暁先生在 〈序 〉中将核需的特色旧納力六点、①杁力主題

是一介指称性成分,一 般是定指的,表 示旧信息,官 是述題所美渉的対象。

指出言杁三介平面角度看,主 題是一介在句子展次上的ip用 萢塒,主 題和

述題杓成"主 題一述題"拮 杓,主 述鈷杓是躁句法結杓既区別又相美的一

和梧用錆杓,主 述拮絢成分与句法拮杓、悟又拮杓中的成分可以重合,也

可以不重合,他 伯之向有某和朕系。②主張判定主題7循 形式和意又相

結合的原則、朕系沼境的原則和典型性原則。強凋杁形式特点出友来碗杁

双梧句子的主題,槍 狂了双梧句子主題的特点,井 提 出汲梧句子存在着多

主題現象,分 析 了次主題的美型以及次主題和主主題的朕系。③付槍了小

句和夏句的主題生成迂程,以 及主題迭拝道程中的iq叉 和句法条件。④通

辻主述結杓的分析対一些有争以的向題和一些常児的活吉現象杁語用角度

作出了解経。⑤把双活主題放在世界A言 的萢圃内送行了考察。⑥結合対

外測 吾教学,村 槍了主述結杓研究在対外双屠教学中的庇用向題,井 提出

了引入主題萢鋳 的具体方法。

1.3活 濡橘言学中的研究

杁活悟悟言学的角度対主題、主iq的 分析井不太多,最 力精辟的研究

至今{乃属王福祥22。他杁力主題就是主位,他 対測 吾iq篇 的主題与述題遊

行了洋紬的槍述和分析。他主張,"句 子的実豚切分法実辰上是一紳功能、

意文分析法。宴豚切分法着眼干洞浩在句中的交隊功能,把 句子切分力丙

介表意部分:主 題和述題。他杁力主題的切分只能在一句活的内部遊行,

不存在超句体的結杓主題 。王教授将測 吾表現主題的手段旧納力四点・①

洞序。通常是主題在前,述 題在后。有吋述題出現在主題之前 目的是力了

有意突出述題 的内容,放 在句首加以強凋。②停頓。在主題和述題之向有

涯汽 上的短暫停頓。③梧代助洞。主題的后面使用悟汽助司与述題分隔升。

④有的達司、副洞、介洞、劫洞等常与主題在一起達用,使 主題的内容更

力突出,表 迭 的意思更力明碗。在具体切分吋,他 杁力,井 不是任何洞悟

都能参与実除切分,有 些洞活既不是主題的有机組成部分,也 不是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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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測吾槍悦文悟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語的分析

組成部分;比 如,吸 洞,単 独使用的象声洞,美 似"悦 真活,… …"逮 祥

的括悦部分,"姐 姐,我 到赴我イホ"中 的"姐 姐"遠 祥的呼肝等。他主張,

対結絢不同的句子庄遊行不同的宴隊切分,対 単句和朕合夏句采用単展次

切分法,対 偏正夏句則采用多展次切分法。例如、假使我堅持,我{『]的美

系就会有破裂的危除。遠是偏正夏句,第 一歩先把偏句和正句切分升,在

前的"假 使我堅持"力 主題,在 后的"我 伯的美系就会有破裂的危険"力

述題;第 二歩再把偏句和正句象単句那祥切分力主題和述題,"假 使我"

是主題,"堅 持"是 述題,"我 桐的美系"是 主題,"就 会有破裂的危1"

是述題。

2同 題 疑 点

2.1対 先人研究的息拮及辰疑

大部分学者都承杁在分析双浴活法吋座采取三介平面理愴的分析方法,

尤 以萢暁23的 研究更力昆著。萢暁在分析和槍述各秤旬型吋,比 較洋尽

地悦明了各秤句型的酒又特征或所表示的句模 以及各秤句型的浩用特征或

所表迭的iq用 紛値。但是,迭 是一項以句法力基砧的研究,井 没有将句子

放到具体文章中去考慮,仮 収限干対各和句型的単一探↓寸。

張伯江、方梅24是 杁功能活法(FunctionalGrammar)学 的角度対北

京口悟及対活梧体遜行了深入鋼致的研究,提 出用"主 位一述位"迭 姐概

念来描写双i吾口iq的 信息結絢。

昊怖中的研究可1胃是近年来対双活主題研究的一項最新成果,特 別値

得美注的是対双梧句子存在多主題現象的槍証 。其分析iQ料 対象量然来 自

干扱刊、小悦等,但 仮是対例句的摘取,井 没有将其放在整介文章中遜行

宏規分析。正如昊先生本人所耕3"主 題是一介在句子居次上的与句法拮

杓相美的iq用{e。"官{乃 然是一秤鈍粋的句法研究。

王福祥是杁活活酒言学角度遊行的分析,是 十分値得借釜的。但有丙

点疑1司・①象"悦 真活"遠 祥的描悦部分,官 在実隊語言交隊中却起着一

五

一

_7



五

定的作用,我TI']元法忽視宣的存在,庄 咳給官一介存在的位置和悦法.②

箸者量然螢同王先生対偏正夏句的切分方法,但 是偏旬中的主題"假 没

我"与 正句里的"我 伯的美系"都 同祥称力"主 題"的 活,会 使人声生俣

解,因 力他伯井不是一介水平銭上的主題,是 有主次之分的。在具体分析

中庇如何給宮伯命名,如 何分清官伯的等級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2,21司 題的指出及篭者的主強

箸者杁力,句 法的研究固然重要,其 俳値不可否杁。但是,正 如杵多

i吾法学家所杁同的那祥,句 法分析之所 以寓不升三n平 面的理槍,是 因力

我伯元法脱寓具体悟言圷境去研究句法,対 根多句法拮杓上唯以解決的向

題,可 以杁活用或悟又上得以解決,近 年来ip法 学界中ip用研究的活既化

就是人41'7対句法研究寓不升活用研究的表現。但是,双 二語活法学界中句法

理恰与活屠理槍研究的長期分寓状況,使 双方的研究各 自力枢,只 有独立

没有融合。 日本活吉学家永野賢有美iq法 文章学25的 理槍,打 升了句子

与超句体研究的界限,主 張 句法研究寓不升具体文章,1根 据上下文対

各句的活法送行実隊的考察,將 句法与具体文章錯合在一起送行研究。永

野先生根据 日梧的特点将句子分力 「判断句」「現象句」「准判断句」「述

悟句」。其中,「 判断句 」和 「現象句 」カ 「有主浩句」,「准判断句 」和

「述iq句 」カ 「元主句 」,「判断句」和 「准判断句」是 「有提句」,「現象

句」和 「述iq句 」是 「元題句」。永野先生提出了 「主i吾達鎖 」的規点,

井通這制作主悟達鎖圏対文章主活叙述展升方式遊行了分析。美似遠秒将

浩法研究対象萢園ザ展到超句体,在 測 吾中尚未児到。

但是,双 活和日iQ属 干丙介根本不同的1吾系,我 伯根唯照搬永野先生

的理槍椎架;測 吾和英悟也是根本不同的丙介活系,我 伯更不能象佑銃活

法研究那祥照搬西方iq法 理槍。然而有一点是大多数活法研究者取得共淑

的・汲活是主題突出的悟言 。遠似乎己是大勢所超的研究方向。箸者量然

螢同徐昌火zs,"双 活是tl`活 用仇先'的 非形恣活言"的 規点,但 不

螢同主活是句法研究的対象,主 題是iq用 研究対象的看法,不 庇対立起来

一8一



対汲梧 恰悦文iQ篇 主位 句及句 主位 ・主語 的分析

考慮,庄 将二者同祥放在具体文章中銃等考察。

男タト,級 覧培法界対主題的研究,大 多数是局 限干対句子内部主題

結絢的分析,而 対干超句体,即 結合上下文叙述展升情況避行分析的較少,

只児到対向答式句子的分析,比 如,A.准 来了?B.我 来了。A句 是主題,

B句 是述題。但是,対 美似下面遠祥的句子又是如何遊行分析的呪?

例句、

王老師遠介星期身体不斜服,不 能来上裸。我伯剛オ商量迂了,遠 介

星期大家翰流替他上深。

忌結リヨ納起来迄今有三秤分析方法:

方法1

王老師/遠 介星期身体不好服,不 能来上課。我伯/剛 オ商量迂了,

//遠 介星期大家/翰 流替他上課。

方法2

王老師//」ま介星期身体/不 侍服,不 能来上深。我伯/剛 オ商量冠了,

//遠ノト星期大家/給 流替他上裸。

方法3

王老師//迭 介星期/身 体不静服,不 能来上深。我伯/剛 オ商量道了,

//遠 介星期/大 家鉛流替他上深。

但是,筆 者元法完全貸同以上三和分析方法。其理由是,在 分析句①

"王老師遠介星期身体不好服 ,不 能来上i果。"和句②"我 イ1]剛オ商量冠了,

遠ノト星期大家乾流替他上課。"吋,在 重視各句内部A杓 的同吋,也 庄注

意規察句与句之向的達鎖密度及達接美系。句①和旬②之同隠含着一介明

星的因果美系,我 伯是否考慮将美似遠和拮杓独立而表迭意又緊密相美的

句子也`1行"主"与"述"的 分析咤?庄 分析メ73

王老師/遠 介星期//身 体不好服,///不 能来上深。i我 伯//剛 オ

商量道了,/遠 ノト星期//大 家///翰 流替他上深。

分展次悦明: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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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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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一王老師遠介星期身体不箭服,不 能来上課。

主位主題 王老師

主位述題 迭ノト星期身体不好服,不 能来上深

主位述題次主題3遠 介星期

主位述題次述題、身体不野服,不 能来上深

主位述題次次主題 身体不紆服

主位述題次次述題,不 能来上深

述位一我伯剛オ商量迂 了,遠 ノト星期大家翰流替他上深。

述位主題 我伯剛オ商量冠了

述位主題次主題:我 伯

述位主題次述題:剛 オ商量冠了

述位述題,迭 介星期大家船流替他上裸

述位述題次主題3逮 ノト星期

述位述題次述題:大 家船流替他上裸

述位述題次次主題,大 家

述位述題次次述題3乾 流替他上裸

然而,遠 秤創分也会帯来遠祥一秤疑q7句 子之向的"主"和"述"与 句

子内部的"主"和"述"能 否放在同一ノト平面相提井槍。力此,箸 者建以

対iq的 分析采取三介歩螺;第 一歩先分析句与句之向"主"与"述"的

美系,第 二歩是在第一歩的基石出上対各介句子内部的"主"与"述"美 系

遜行分析,第 三歩是分析各介句子的主iq。

"主位"与"述 位"的 概念来 自実除切分法
,也 就是根据洞屠在句子

中的交隊功能把句子分解力叙述的出友点和叙述的核心。在中国有丙秤悌

法,悸 力"主 位""述 位"或"主 題""述 題"。 至干"句 活題"是 与句子

的錯杓相朕系 的,"語 篇活題"逮 一概念有助干解経力什4可 以把若干介

句子看作一介整体。綜合以上規点和汲浩澤文,在 本文中,我 伯将句子与

句子之向的``主"与"述"称 力"悟 篇主位句"、"酒 篇述位句",旬 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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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汲悟槍悦文梧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悟的分析

部 的"主"与"述"称 力"句 主 位"、"句 述 位"。 核 槍 文着 重 分 析 句 与 句

之 向 以 及 句 子 内 部 的"主 位"部 分,在 全 面 考 慮 単 句 和 夏 句 的基 石出上,筆

者 主 張i吾篇 分 析 的 具 体 歩 螺 是,第 一 歩3対 句 与 句 向 的"iR篇 主 位 句"遊

行 分 析,用DT表 示;第 二 歩 、対 句 子 内 部 的"句 主 位"遊 行 分 析,用ST

表 示,筒 称 力T。 考 慮 到 汲i吾句 子 結 杓 的 夏 条 性 、 多 展 次 性,我4i有 吋

需 要 対 句 主 位 送 行 二 次 以致 干 三 次 或 更 多屠 次 的 解 析 。例 如:因 力 今 天 天

気 不 好,所 以我 没 去 散 歩 。迭 是 一 句 因 果 夏 句,句 主 位 是"因 力今 天 天 代 不

好",句 主 位 内部 可 遊 一 歩 分 力"主"和"述",主 力"因 力 今 天",述 力

"天 代 不 好"
,而"天 代 不 好"又 可 遊 一 歩 分 力"主"和"述","主"カ

"天 気"
。 対 句 子 内 部 的 遠 和 多 展 次 主 述 美 系 用 圏 表 示 的 活3

tti-t2

主 位 主 題 次 主題(t-t互)
tti-ci

主位 主 題(t)
tci-ti

主位 主題 次 述 題(t-c1)
tCrC2

句 主 位(T)
tCti-tz

主 位 述 題 次 主 題(tc-t1)
tct1-C2

主 位述 題(tc)
tCCrtl

主 位 述 題 次 述 題(tc-c1)

tCCrC2

3対 双i吾 槍 悦文 的具 体 分 析

根据上述規点,筆 者杁対外双浩教材 《走遊中国 高扱本 》(対元満等

編,1997年 出版,北 京大学出版社)中 逸拝了十二篇槍悦体裁的文章,対

沼篇主位句、句主位以及主活遊行了具体分析。因篇幅X系,仮 摘逸三篇

文章,原 文清参1殉相美教材。文章例1摘 自核教材第8頁 的 〈神奇的酒 〉,

例2摘 自第15頁 的 く欽茶与清畑 〉,例3摘 自第63頁 的 〈北京的胡同 〉。

文章例1〈 神奇的酒 〉(原 文省略)

咳篇文章共有八ノト小段落,第 一歩首先分析各段落 中句与句同的主述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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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系,因 核槍文研究的重点是"主 位",力 突出活篇主位部分,我 伯在活

篇主位句子的地方林注DT。 各小段落用数字1表 示,各 句用① ⑲ 表示。

句与句向若是主位美系或者是新主位句的起点,我 伯用 「→」表示;若 是

主与述的失系,我 伯用 「一」来表示。

活篇主位分析結果如下3

1一 ぐ
⑧_

2●DT5

3--4一
⑳一⑳一⑳一⑳一⑮一⑳

4⑳…噛 ⑱

⑳

5(軌Tll-●DT12-(醜1,

四
七

通違対悟篇主位的分析規察,使 我伯対整篇文章的叙述展升手法得到

了洋紬的了解,遠 秤 由点到銭的分析有助干我伯深刻理解文章的結杓以及

作者的叙述意圏。

下面対各句的主位遊行分析・小段落1的 句①主位・"中 国造酒",句

②主位・"千 百年来,酒",句 ③主位・"毎逢佳情,来 朋聚会,好 友交往,

家宴国宴",句 ④主位・"中 国人清客吃坂吋"(t是"中 国人",tc是"清

客吃坂吋")句 ⑤主位,"主 人清客人入座后"(t是"主 人",tc是"清

客人入座后"),句 ⑥主位,"中 国人有受熟1詞的刀慣"(t是"中 国人",

tc是"有 受熟1詞的刀慣"),句 ⑦主位・"酒 逢知己千杯少"(t是"酒 逢

知己",tc是"千 杯少")。 ・1・段落2的 句⑧主位・"酒 迩有其他妙用"(t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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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語槍悦文悟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iQ的分析

"酒"
,tc是"込 有 其 他 妙 用")。 小 段 落3的 句 ⑨ 主 位 ・"酒 的科 美 根 多"

(t是"酒 的秤炎",tc是"根 多"),句 ⑩ 主位 ・"各 炎 酒 中",句 ⑪ 主 位 ・"酒"

和"名 字",句 ⑫ 主 位・"特 別 是 白酒 的 命 名",句 ⑬ 主 位 ・"像 茅 台 酒 、 扮 酒 、

西 夙 酒 等",句 ⑭ 主 位"江 西`四 特 酒'、 桂 林`三 花 酒'",句 ⑮ 主 位"有

的 酒 名",句 ⑯ 主位"唐 朝 称 酒 力`春'(t是"唐 朝",tc是"称 酒 力`春'),

句 ⑰ 主 位,"美 酒在 古代 文 学 作 品 中又 称 涼 漿 玉 液"(t是"美 酒",tc是"在

古 代 文 学 作 品 中 又 称]京漿 玉 液";tC-tl是"在 古 代 文 学 作 品 中",tc-c1是

"又 称 涼 漿 玉 液")
,句 ⑬ 主 位 ・"其 中 五 狼 液",句 ⑲ 主 位 ・"込 有 一 些 酒 是

以顔 色 命 名,如 竹 叶 青,中 国 虹 葡 萄 酒"(t是"込 有 一 些 酒"和"如 竹 叶

青,中 国鉦 葡 萄 酒",tc是"是 以 顔 色 命 名")。 小段 落4的 句 ⑳ 主 位 ・"美

干 杜 康 酒",句 ⑳ 主 位 ・"佑 悦 杜 康",句 ⑳ 主 位 ・"一 天 他 在 一 楳 桝 下 休 息"

(t是"一 天",tc是"他 在 一 楳 樹 下 休 息";tc-t是"他",tc℃ 是"在 一

楳 樹 下 休 息"),句 ⑬ 主 位 ・"辻 了 半 介 月,他",句 ⑳ 主 位 ・"他 友 現"

(t是"他",tc是"友 現"),句 ⑳ 主 位3"原 来 里 迫 的 小 米",句 ⑳ 主 位:

"干 是 他"
,句 ⑳ 主 位3"経 近 杜 康 酒 店 的 人",句 ⑱ 主 位3"据 悦,酒 量 小

的 人"、"酒 量 大 的 人",句 ⑳ 主 位 ・"達 皇 帝",句 ⑳ 主 位 ・"后 来,`杜

康'"。 小 段 落5的 句⑳ 主 位,"中 国",句 ⑫ 主 位3"有 遠 祥 一 句 俗i吾",句

⑬ 主 位 ・"欽 酒 不 仮 仮 是 中 国 人 的 一 神 刀 慣"(t是"'吹 酒",tc是"不 仮 仮

是 中 国 人 的一 和)]慣")。

有 几 点 是 値 得 探i寸的,也 是 筆 者 提 出 的 不 同 意 見 。 迄 今 力止 的規 点,

一 般 将 句 ④ 的 主 題28分 析 力"中 国人"
,而 将"清 客 吃 坂 吋"剣 分 力 述 題

部 分,但 是 箸 者 根 据 上 下 文 杁 力 咳 句 的 主 位 庫 是"中 国 人 清 客 吃 坂 吋",

其 根 本 理 由是 我 伯 不 能 忽 祝"中 国 人 清 客 吃 坂 吋"后 面 逗 号 的存 在 。 如 果

没 有 逗 号,我 螢 成 那 稗 将"清 客 吃 坂 吋"剣 分.,述 題 部 分 的 主 張,作 者 在

此 使 用 的 逗 号 井 不 是 一 秤 必 然 停 頓,而 是 一 秤 刻 意 的 、 出干 人 力判 断 的 一

秤 停 頓;根 据 前 面i吾篇 主 述 位 的 分 析,送 一 歩 結 合 上 下 文 遊 行 規 察 的 活,

杁 整 体 上 看,句 ③ 、句 ④ 、句 ⑤ 均 是 句 ② 培 篇 主 位 的 述 位,句 ④ 与 下 面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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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都是承前句③沼篇述位的展升,句 ⑤的句主位脚L又 上湯柁 是句④主位

主題的ザ展,杁 内容上併官是句④主位主題的次主位主題 杁整体上看,

句③、句④、句⑤均是句②iQ篇 主位的述位。箸者杁力,在 分析具体文章

中的主位及述位吋,絶 対不能忽祝対上下文、上下句的全面規察和分析。

出干迭一基本原則,筆 者不杁力句⑤的主位是"主 人",句 ⑥的主位也不

是"中 国人",句 ⑧的主位不是"酒",句 ⑨的主位不是"酒 的秤炎",旬

⑯的主位不是"唐 朝",句 ⑰的主位不是"美 酒",句 ⑲的主位不是"込 有

一些酒" ,句 ⑳的主位也不是"一 天他",句 ⑳的主位不是"他",句 ⑫的

主位也不是空白,句 ⑳的主位更不是"歓 酒"。 男外,箸 者也不螢同那秤

將描悦梧、吸洞、呼旺、象声洞等排除在主題及述題之外的悦法。

由干篇幅的限制,我 伯元法将達鎖圏29鞍 載干此,r.:各 句主位連

貫在一起以便干整体規察3

1中 国造酒Tl→3° 千百年来,酒T,一 毎逢佳市,.,.朋 聚会,好 友

交往,家 宴国宴T,一 中国人清客吃坂吋T4(中 国人t4,清 客吃坂

tc4)一 主人清客人入座后T5(主 人t5,清 客人入座后tc5)→ 中国人

有愛熱 岡的刀慣T6(中 国人t6,有 愛熱1}司的月慣tc6)→ 酒逢知己千

杯少T7(酒 逢知己t7,千 杯少tc7)。

2酒 込有其他妙用T8(酒t8,込 有其他妙用tc8)。

3酒 的科・炎根多T、(酒 的秤美tg,根 多tCg)→ 各美酒中T,。→酒、名

字T且、一特別是酒的命名T!、一像茅台酒、扮酒、西夙酒等T且、一江

西`四 特酒'、 桂林`三 花酒'T且 、一有的酒T1,一 唐朝称酒力`春'

T且6(唐朝tl6,称 酒力`春'tc16)一 美酒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又称涼

漿玉液Tl7(美 酒t17,在 古代文学作品中又称涼漿玉液tC17tc17-tl

是"在 古代文学作 品中",又 称疎漿玉液tCl7℃ ①)一 其中五狼液

Tl8一 述有一些酒是以顔色命名,如 竹叶青,中 国紅葡萄酒Tlg(逓

有一些酒、如竹叶青,中 国紅葡萄酒tlg,是 以顔色命名tc且g)。

4美 干杜康酒TL。一佑悦杜康T2、一一天他在一裸村下休息T22(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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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語槍悦文悟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漕的分析

t詑,他 在 樹 下 休 息tc22;他tc22-tゴ,在 村 下 休 息tc22-c、、)一 ・.了半

介 月,他T23一 他 友 現T'14(他t24,友 現tC24)一 原 来 里 逸 的 小 米

丁25一 干 是 他T26一 径 」立杜 康 酒 店 的 人T27一 据 悦,酒 量 小 的 人 、

酒 量 大 的人T2,一 連 皇 帝T2,一 后 来,`杜 康'T3。 。

5中 国T31一 有 遠 祥 一 句 俗i吾T32→ 歓 酒 不{又仮 是 中 国 人 的 一 科・刀 慣

T33(飲 酒t33,不 俣 仮 是 中 国 人 的 一 秤)]慣tc33)。

通 道 以上 分 析,我 伯 対 作 者 在 文 章 中 的 活 題 展 升 手 法 又 有 了 更 深 、 更

具 体 的 了 解,有 助 干 我 伯 加 深 対 文 章 結 杓 及 隊 述 対 象 的 理解 。

下 面 逐 句 対 主 梧3且遊 行 分 析 。

1中 国造 酒 一 酒 一図sz一 中 国人 一 主 人 → 中 国 人 → 酒 逢 知 己 千 杯 少

2酒

3(酒 的)秤 美 → 各 癸 酒 中 → 酒,名 字 → 方 法 一 像 茅 台 酒 、 扮 酒 、西

夙 酒 等 一 江 西`四 特 酒'、 桂 林`三 花 酒'一 有 的 酒 名 一 ロ ー 美 酒

一 五 根 液 一

4図 一 杜 康 一他 一 他 一 他 一 小 米 一他 一(経 迂 杜 康 酒 店 的)人 一(酒

量 小 的)人,(酒 量 大 的)人 一達 皇 帝 一杜 康

5中 国 → 図 →歓 酒

文 章 例2〈 欽 茶 与 清 客 〉(原 文 省 略)

咳 篇 文 章 共 有 八 ノト小 段 落 。 按 照 文 章 例1的 歩 螺 及 同祥 的 理 槍 規 点,

我{『]対其 遊 行 分 析 。

活 篇 主 位 分 析 結 果 表 明:

10DTI一 ②DT'L一 ③ 一④DT3

20DT4-一.ODT5-一 　ODT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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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O⑯r

10

1

⑫

⑬

⑭

⑮

tiFO
⑨M

40DT9一 ⑬DT1。 一 ⑲DTu一 ⑳DT12一 ⑳ 一 ⑫

5-一 　T13DT14

6●DT15-一 　●DTI6‾ ●DT17

7一 懸

8⑮Dτ2。 一⑯ 一⑰

下 面 対 各 句 的 主 位 遊 行 分 析 ・ 小 段 落1始 句 ① 的 主 位 ・"中 国",句 ②

的 主 位 ・"中 国 利 用 茶 的 房 史",句 ③ 的 主 位 ・"最 初 、 后 来",句 ④ 的 主

位 ・"随 着 坊 史 的 推 送,茶";小 段 落2始 句 ⑤ 的 主 位 ・"中 国 有 六 大 茶 炎"

(t是"中 国",tc是"有 六 大 茶 美"),句 ⑥ 的 主 位"茶 的 名 字",句 ⑦ 的

主 位 ・"中 国 的 名 茶",句 ⑧ 的 主 位 、"緑 茶 中 的 尤 井 、 碧 螺 春,紅 茶 中 的

祁 口 紅 茶,島 尤 茶 中 的武 夷 岩 茶,花 茶 中 的茉 莉 花 茶,白 茶 中 的 白毫 銀 針,

緊 圧 茶 中 的 普 溝 茶 和 六 墜 茶";小 段 落3始 句 ⑨ 的 主 位 ・"中 国地 区 　 大,

民 族 不 同"(t是"中 国",tc是"地 区 　 大,民 族 不 同";tc-t是"地 区 、

民 族",tc℃ 是"　 大 、 不 同"),句 ⑩ 的 主 位 ・"一 般 悦 来,北 方 人 、南

方 人",句 ⑪ 的 主 位,"上 海 、 杭 州 等 地 的 人",句 ⑫ 的 主 位 ・"福 建 、 肘H

一 帯 的 人"
,句 ⑬ 的 主 位 ・"迫 彊 少 数 民 族 全",句 ⑭ 的 主 位・"蒙 古 人 喝 茶"

(t是"蒙 古 人",tc是"喝 茶"),句 ⑮ 的主 位 ・"藏 族 人 喝 茶"(t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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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1吾槍悦文悟篇 主位句及 句主位 ・主語的分析

族 人",tc是"喝 茶"),句 ⑯ 的 主 位 ・"茶 在 少 数 民族 生 活 中"(t是"茶",

tc是"在 少 数 民族 生 活 中");小 段 落4始 句⑰ 的 主 位 ・"歓 茶",旬 ⑬ 的

主 位3"`品 茶'不 仮 是釜 別 茶 的仇 劣"(t是"品 茶",tc是"不 仮 是 釜 別 茶 的

仇 劣"),句 ⑲ 的主 位・"有 不 少 人",句 ⑳ 的 主 位 ・"茶 循 里",句 ⑳ 的 主 位 ・

"一 些 茶 棺"
,句 ⑳ 的 主位3"著 名 的 老 舎 茶 棺";小 段 落5始 句⑳ 的 主 位,

"如 今
,除 了 茶 棺 之 外",句 ⑳ 的 主 位 言"在 遠 里,茶 客";小 段 落6始 句

⑮ 的 主 位 、"中 国 人 不 仮 自 己 歓 茶"(t是"中 国 人",tc是"不 仮 自 己 歓

茶"),句 ⑳ 的 主 位 、"毎 逢 有 客1窟口,向 客 人 敬 献 熟 茶"(t是"毎 逢 有 客 惰

「]",t-t是"毎 逢 有 客",t-c是"1匠 訂]";tc是"向 客 人敬 献 熟 茶",tc-t

是"向 客 人",tc-c是"敬 献 熱 茶"),句 ⑳ 的 主 位 ・"其 特 点",句 ⑱ 的 主

位 ・"敬 熟 茶",句 ⑳ 的 主位 ・"勤 倒 茶";小 段 落7句 ⑳ 的 主位 ・"悦 到 茶",

句 ⑳ 的 主 位:"在 中 国,清 畑"(t是"在 中 国",tc是"清 姻"),句 ⑫ 的

主 位:"朋 友 児 面"(t是"朋 友",c是"児 面"),句 ⑬ 的主位3"男 客 光1腐"

(t是"男 客",c是"光 幅"),句 ⑭ 的 主 位3"朋 友 伯 聚 会"(t是"朋 友

伯",C是"聚 会");4小 段 落 始 句 ⑳ 的 主 位3"除 了 敬 茶 、 敬 姻 之 外",

句 ⑯ 的 主 位3"但 是 就 其 対 健 康 的 影 哨 来 悦",句 ⑰ 的 主位:"吸 姻 刀 慣 、

V/¥/¥慣"。

有 几 点 需 要 指 出 。 迄 今 力 止,像 句 ③ 迭 祥 的 句 子,一 般 把 官 分 析 力

元 主 題(即 主 題 省 略)33的 人 比較 多,而 箸 者 持 不 同 規 点;如 果 我 佃 把 被

杁 力 省 略 的 主 題"茶"添 加 上 的 活,可 以 預 測 有 以 下 几 秤 形 式:A.最 初

蓋 是 作 菊 用,后 来 又 当 菜 吃 。B.最 初蓋 是 作 菊 用,后 来蓋 又 当 菜 吃 。C.

蓋 最 初 是 作 菊 用,后 来 又 当 菜 吃 。 元 槍A込 是B或C旬,即 便 我4i]在 分

析 句 主 位 吋 要 考 慮"茶"的 主 述 位 置,但 是 不 能 机 械 地 対 美 似"最 初"和"后

来"遠 祥 表 吋 同 的 洞 活 采 取 一 刀 切 的 、忽 視 其 存 在 的 分 析 方 法 。 我 伯 通 」立

上 下 文 可 以 断 定,句 ③ 中表 吋 同 的"最 初"和"后 来"在 句 中友 揮 的 主 位

作 用 要 大 干"茶",因 力 咳 句 的 叙 述 核 心 対 象 井 不 仮 是"茶",而 是 茶 作 用

本 身 的"前 后"変 化,所 以箸 者 杁 力 咳 句 的主 位 庄 咳 是"最 初"和"后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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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⑨也是如此,迄 今力止的規点有丙点,一 秤是将咳句的主題分析力"中

国",令 一秒是将咳旬的主題分析力"中 国地区、民族"。 但是筆者杁力

"中 国地区　大
,民 族不同"是 整句的主位,因 力官与后半句的"有 着各

自不同的刀俗"之 向隠含着一秤因果美系,可 以理解力"因 五 中国地区　

大,民 族不同,L有 着各 自不同的刃俗",咳 句叙述対象的主要核心井

不侠仮是"中 国",遠 是因力尋致中国"有 着各自不同的刀俗"的 根本原

因是"地 区　大,民 族不同",所 以我伯在分析遠祥的句子吋絶対不能忽

視美似遠祥省略美朕洞悟的句子,也 不能将"地 区　大,民 族不同"与

"有 着各 自不同的歓茶)ヨ俗"放 在同一介平面上考慮 ,筆 者采用的主位多

展次分析法是杁昊中倖先生3A有 美双沼句子多主題槍中得到的肩友。除

此之外,句 ⑤ 的主位是"中 国有六大茶美",而 不是"中 国";句 ⑩的主位

是"一 般悦来,北 方人、南方人",而 不是"北 方人、南方人";句 ⑮的主

位是"藏 族人喝茶",而 不是"藏 族人";句 ⑯的主位是"茶 在少数民族生

活中",而 不是"茶";句 ⑬的主位是"`品 茶'不 仮是釜別茶的仇劣",而 不

是"`品 茶'"署 句⑳的主位是"中 国人不仮自己歓茶",而 不是"中 国人";

句⑳的主位是"毎 逢有客1陶],向 客人敬献熟茶",而 不是"毎 逢有客噛

円";句 ⑫的主位是"朋 友見面",而 不是"朋 友";句 ⑬的主位是"男 客光

僑",而 不是"男 客";句 ⑭的主位是"朋 友伯聚会",而 不是"朋 友伯"。

由干篇幅的美系,我 伯元法将連鎖圏特載干此,仮 将各句主位連貫在

一起以便干整体規察3

1中 国T、 一中国利用茶的房史T2一 最初、后来T3→ 随着房史的推遊,

茶T4・

2中 国有六大茶炎T,→ 茶的名字T6一 中国的名茶T,一 緑茶中的尤

井、碧螺春,紅 茶中的祁口紅茶,島 尤茶中的武夷岩茶,花 茶中的

茉莉花茶,白 茶中的白毫根針,緊 圧茶中的普溝茶和六墜茶T8。

3中 国地 区　大,民 族不同Tg(中 国tg,地 区　大,民 族不同tCg;

地区、民族tCg-t①,　 大、不同tC9-C・Pi-一 般悦来,北 方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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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語稔悦文語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悟的分析

方 人T且 。一 上 海 、 杭 州 等 地 的 人T1互 一 福 建 、 　 州 一 帯 的 人Tl、 一

辿 彊 少 数 民 族 全T,,一 蒙 古 人 喝 茶TI4(蒙 古 人t14,喝 茶tCl4)一 藏

族 人 喝 茶Tl5(藏 族 人tl5,喝 茶tc15)→ 茶 在 少 数 民 族 中Tl6(茶tl6,

在 少 数 民族 中tc16)。

4歓 茶Tl7-`品 茶'不 仮 是 釜 別 茶 的仇 劣Tl8(`品 茶't18,不 仮 是

釜 別 茶 的仇 劣tCl8)→ 有 不 少 人T,,→ 茶 棺 里T2。 一 一 些 茶 棺T2、 一

著 名 的 老 舎 茶 棺T22。

5如 今,除 了 茶 棺 之 外T2,一 在 遠 里,茶 客T24.

6中 国 人 不 仮 自 己欽 茶T2,(中 国人t25,不 仮 自己 欽 茶tc25)→ 毎 逢 有 客

1陶],向 客 人 敬 献 熱 茶T26(毎 逢 有 客1晦円t26,毎 逢 有 客t26-t①,噛

口t26-C;i;向 客 人 敬 献 熱 茶tc26,向 客 人tc26-t,,　 敬 献 熱 茶tc26-CAIi)

→ 其 特 点T
27一 敬 熟 茶T2,一 勤 倒 茶T2g。

7悦 到 茶T3。 → 在 中 国,清 姻T31(在 中 国t3且,清 姻tc31)一 朋 友 児 面

T32(朋 友t32,児 面tc32)一 男 客 光1晦T33(男 客t33,光1描tc33)一 朋

友 伯 聚 会T3、(朋 友 伯t34,聚 会tC39)。

8除 了 敬 茶 、 敬 姻 之 タトT3,一 但 是 就 其 対 健 康 的 影 駒 来 悦T3,一 吸 姻

刀 慣 ・ 歓 茶 刀慣T37。

通 道 以 上 分 析,我 伯 対 作 者 在 文 章 中 的 活題 展 升 手 法 又 有 了 更 深 、 更

具 体 的 了 解,有 助 干 我 伯 加 深 対 文 章 結 杓 及 隊述 対 象 的 理 解 。

下 面 逐 句 対 主i吾遊 行 分 析 。

1中 国 →(利 用 茶 的)房 史 一 口 → 茶

2中 国 一 ロ ー(中 国 的)名 茶 一(緑 茶 中 的)尤 井 、碧 螺 春,(i1./

中 的)祁 「]紅茶,(烏 尤 茶 中的)武 夷 岩 茶,(花 茶 中 的)茉 莉 花 茶,

(白 茶 中 的)白 毫 恨 針,(緊 圧 茶 中 的)普 溝 茶 和 六 塗 茶 。

3中 国 一北 方 人 、南 方 人 一(上 海 、 杭 州 等 地 的)人 一(福 建 、　 奈

一 帯 的)人 一迄 彊 少 数 民 族 全 一 蒙 古 人 一藏 族 人 一茶
。

4口 →`品 茶'→ 図 一 図 一 ロ ー(著 名 的)老 舎 茶 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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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図 一茶客。

6中 国人→図一其特点一敬熱茶一勤倒茶。

7図 →清姻一朋友一男客,ロ ー朋友伯,准,准 。

8用 姻、茶送礼一吸姻、欽茶一(吸 姻)刀 慣、(歓 茶)刀 慣。

文章例3〈 北京的胡同 〉(原 文省略)

核篇文章共有七介小段落。按照以上文章例的歩蝶及同祥的理槍規点,

我伯対其遊行分析。

iq篇 主位分析結果表明3

10DTI-0

20DT2一 ④一⑤ 阿3

DT4

DT5

410DT6一 ⑪DT7一 ⑫

一 一 く∵
1

6く

7●DT13

下面対各句的主位送行分析・小段落1始 句①的主位・"建 筑",句 ②

的主位3"可 惜,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文化"(t是"可 惜,井 不是所有

的建筑",tc是"都 有文化");小 段落2始 句③的主位・"北京的幸這就

在干宣一建城的吋候",句 ④ 的主位,"封 建吋代悦宮有帝王慌象、皇家

夙水,新 中国成立后又鑑鎮是政治和文化中心"(t是"封 建吋代"、"新

中国成立后",tc是"悦 官有帝王慌象、皇家n水"、"又I」 是政治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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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酒槍 悦文iq篇 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悟 的分析

化中心"),句 ⑤ 的主位・"洛 阻、西安等城市也曽是古都"(t是"洛 阻

西安等城市",tc是"也 普是古都");小 段落3始 句⑥的主位 ・"北 京著

名的皇家建筑 自不必悦,単 耕北京的胡同"(t是"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

自不必悦",t-t、是"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t-c、是"自 不必悦'≡tc是"単

洪北京的胡同"),句 ⑦的主位 ・"宣正南正北,正 奈正西,四 通八迭"(t

是"宣",tc是"正 南正北,正 奈正西,四 通八迭"),句 ⑧ 的主位・"任

何一介普通人,螂 柏是不熟悉北京的タト地人",句 ⑨的主位・"胡 同";小

段落4始 句⑩的主位,"北 京的胡同",句 ⑪的主位 ・"径狢通",句 ⑫的主

位 ・"正 因力北京有遠祥的胡同";小 段落5始 句⑬ 的主位・"几 乎毎一条

胡同",句 ⑭的主位・"一 条胡同",旬 ⑮的主位・"一 ノトタト地人不走北京的

胡同,不 遊北京的四合院"(t是"一 介外地人",tc是"不 走北京的胡同,

不遊北京的四合院"),句 ⑯的主位・"而走送了北京的胡同",句 ⑰的主位

"四 合院代表 了中国的佑銃文化"(t是"四 合院" ,tc是"代 表了中国的

佳統文化"),句 ⑱的主位"駄 外表看不起眼"(t是"杁 外表看",tc是"不

起眼"),句 ⑲的主位・"可以悦北京的胡同里";小 段落6始 句⑳的主位・"北

京的胡同決定了北京的夙格"(t是"北 京的胡同",tc是"決 定了北京的

n格"),句 ⑳的主位・"四面八方的人",句 ⑳的主位・"官炊迎来工作的,

炊迎来旅游的,炊 迎来叙友誼淡生意的"(t是"官",tc是"炊 迎来工作

的,炊 迎来旅游的,炊 迎来叙友喧淡生意的");小 段落7句 ㊧的主位、"北

京胡同是北京人的福気"(t是"北 京胡同",tc是"是 北京人的福航")。

有几点需要注意・句②的原文是"可 惜,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的突缶性建筑就既不美規,又 不結i只,現 在折捧的正是遠和

建筑,而 不是更老的房屋"。 在分析遠祥的句子吋,迄 今力止大多数学者

将句子的主題分析力"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或 者"可 惜,井 不是所有建筑"。

但是,箸 者杁力遠秤分析方法是不妥当的,如 果后面没有下文的"比 如

五十年代的突缶性建筑就既不美規,又 不拮枳,現 在折捧的正是遠秤建筑,

而不是更老的房屋"的 活,将 主題分析力"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或 是"可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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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不是所有建筑"当 然是不可置疑的。可是如果加上后面的"比 如五十年

代的突缶性建筑就既不美規,又 不結枳,現 在折悼的正是逮和建筑,而 不

是更老的房屋。"的活,情 形就大不相 同,因力后面遠一部分是対前面的"可

惜,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文化"的 具体悦明。根多人在分析遠祥的句子

吋杁力"比 如五十年代的突缶性建筑就既不美双,又 不錯沢,現 在折悼的

正是遠神建筑,而 不是更老的房屋"迭 一部分是挙例悦明,対 遠秤具有播

悦性辰的部分不加以分析,将 其排除在主述分析的萢疇之外。箸者不完全

同意遠介規点,主 張対炎似遠祥的句子座根据上下文的豚狢遊行定位,不

能采取一刀切的倣法。男外,句 ③的主位不是"北 京"而 是"北 京的幸這

就在干宣一建城 的吋候",句 ④的主位不是"中 国第一名城",官 是述題中

的主題 句⑥ 的主位不是"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単洪北京的胡同",而

是"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 自不必悦,単 併北京的胡同";句 ⑦的主位不是

"官"
,而 是"官 正南正北,正 京正西,四 通八迭";句 ⑫的主位不是"正

因力北京",而 是"正 因力北京有遠祥的胡同";句 ⑮的主位是"一 介外地

人不走北京的胡同,不 遊北京的四合院",而 不是"一 ノト外地人";句 ⑰的

主位不是"四 合院",而 是"四 合院代表 了中国的佑銃文化";句 ⑱的主位

不是"里 面",宣 是述題的主位;句 ⑱的主位庄是"杁 外表看不起眼";句

⑳ 的主位不是"北 京的胡同",而 是"北 京的胡同決定了北京的夙格";句

⑫的主位不是"官",而 是"官 炊迎来工作的,炊 迎来旅游的,炊 迎来叙

友誼淡生意的";句 ⑳的主位不是"北 京胡同",而 是"北 京胡同是北京人

的福気"。

同祥由干篇幅的美系,我 伯仮将各句主位達貫在一起以便干整体魂察:

1建 筑T,一 可惜,井 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有文化T2(可 惜,井 不是所

有的建筑tl,都 有文化tc1)。

2北 京的幸這就在干官一建城的吋候T,一 封建吋代悦官有帝王汽象、

皇家n水,新 中国成立后又麩鎮是政治和文化中心Tq(封 建吋代、

新中国成立后t4,悦 官有帝王代象、皇家n水 、又麩鎮是政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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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語 槍悦文活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lq的 分析

文化 中心tCA)→ 洛限、西安等城市也普是古都T5(洛 阻、西安等

城市t5,也 普是古都tc5)。

3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 自不必悦,単.#1北 京的胡同T,(北 京著名的皇

家建筑自不必悦t6,北 京著名的皇家建筑t6-t①,自 不必悦t6-t1;単

i井北京的胡同t6)一 官正南正北,正 奈正西,四 通八迭T7(官t7,正

南正北,正 奈正西,四 通八迭t7)一 任何一介普通人,螂 伯是不熟

悉北京的外地人T8→ 胡同Tg。

4北 京的胡同T,。→姪絡通T1、 一正因力北京有遠祥的胡同Tl、

5几 乎毎m胡 同Ti,→ 一条胡同Tl、一一介外地人不走北京的胡同,

不遊北京的四合院Tl5(一 介外地人tl5,不 走北京的胡同,不 送北

京的四合院tCI5)一 而走遊了北京的胡同T16一 四合院代表了中国的

佑銃文化T17(四 合院t　,代 表了中国的稜統文化tc!7)一 杁タト表看

不起眼T,,(杁 外表看t18,不 起眼tc18)→ 可以悦北京的胡同里T19。

6北 京的胡同決定了北京的夙格T20(北 京的胡同t2。,決 定了北京的

n格tc20)一 四面八方的人T2、 一官炊迎来工作的,炊 迎来旅游的,

炊迎来叙友誼淡生意的Tが 官tガ)吹 迎来工作的,炊 迎来旅游的,

)吹迎来叙友誼淡生意的tc22)。

7北 京胡同是北京人的福 丁2s(北京胡同t23,是 北京人的福気tc23)。

下面逐句対主活遊行分析。

1建 筑一口,(五 十年代的突缶性)建 筑,現 在折悼的

2(北 京的)幸 這一図,(中 国第一)名 城→洛限、西安等城市,朝

代,図

3(北 京著名的)皇 家建筑,図 一官一任何一介北京人,図 →胡同

4(北 京的)胡 同→経絡一北京,他 伯和首都,北 京人

5(毎 一条)胡 同→(m)胡 同一(一 介)タ ト地人一ロー四合院,

大人物,普 通百姓,四 代、五代同堂,几 女一図,里 面一(北 京的)

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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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 京的)胡 同一(四 面八方的)人 一官,官

4皓 槍

主位、主題以及主悟向題是建立iQ法 分析系統的中心圷市。多年来,

双活活法学家対迭一寺題遊行了不慨的探索。箸者螢成"双 梧 是一秤`活

用'仇 先的非形恣語吉"以 及"双 活是一科1活題占星要地位的沼言"的 看法 。

但是,任 何iq言 都寓不升生活,更 寓不升具体iq言 ヨ不境。我伯在分析主iq,

特別是活題吋,対 干対活式的句子,我 伯要将其与具体悟吉交防ヨ不境錆合

到一起遊行分析;而 対干具体需面活言,我 伯要結合文章的整体鈷拘、上

下文的叙述展升手法来遊行分析。那秤忽視上下文而将句子作1孤 立

的単位遊行分析的方法是不妥当的。近年来被大多数活法学家杁可的"三

介平面"理 槍就是一秤新的裳試。但是,具 体到主位、主題、主活研究上,

{乃然存在丙美況的現象 一秤是主張以静恣的句法錯杓分析力主,偏 重対

独立句子的研究;男 一秤是主張i吾用仇先,偏 重対実隊i吾吉交隊敷果的分

析 。我伯杁力庫核打升遠神鈍句法分析或鈍浩用分析的枢枢,庇 在双i吾基

本活法枢架理槍的指尋下,A合 上下文対具体活法現象遊行綜合性的分析

和判断。力建立測 吾i吾法文章学理恰,箸 者主張,対 主要叙述対象部分送

行分析吋也庇采取将不同展次的向題分力多介平面送行分析的手法。長篇

文章中,句 与句之同必然存在主与述或主述与次述的美系,夏 句中的各分

句向也必然存在主与述的美系;而 叙述的焦点核心量然在述的部分,但 井

不一定被叙述 的対象就不存在焦点。双活文章以及句子的迭和夏染性需要

我伯杁各介角度対其遜行解析。出干遠一理槍規点,筆 者在咳篇槍文中試

圏将文章的"主 位"分 三介歩蝶送行分析、iq篇 主位句、句子主位、句子

主活 。通冠対iq篇 主位的分析,我 伯可以了解到作者在文章中是以何神方

法展升活題的;対 句子主位的分析,我 伯可 以X11了 解毎介句子中的主題

展升情況;対 句子主活的分析,使 我4i'7更遊一歩了解毎介句子的旬法錯杓,

避免句法和活用分析中的偏児。至干活篇主位句与句子主位以及句子主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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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双語恰悦文悟篇主位句及句主位 ・主悟的分析

向的相互美系以及共通点有待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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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昊 怖 中(2004),《 《現 代 双 悟 旬 子 的 主 題 研 究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22.同 注19。

23.萢 暁(1998),《 《双 活 的 句 子 癸 型 》》,鵠 海 出 版 社 。

24.同 注20。

25.永 野 賢(1986),《 《文 章 愴 忌 悦 》》,朝 合 お 店,日 本 奈 京 。

26,徐 昌 火(1997),主 悟 活 題 向題 研 究 鰍 横 淡,《 双i吾 学 刀 》》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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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等 者 在此 采 用 了王 福祥使 用 的"主 題"和"述 題"迭 一 名称 。

29.箸 者 在研 究 分 析 毎 篇 文章 例 吋均 制 作 了相 庇 的 「句 主 位連 鎖 圏 」及 「主

活達 鎖 圏 」。

30.与 活 篇主 位 分析 吋使 用 的符号 銃一 。

31.有 美 主A萢 疇 的規 点 多秤多祥,箸 者 采用 近期大 多数 学者使用 的分析 方法 。

32,参 考 永野 賢先 生使 用 的癸 似符 号 。用 図 表示 主 活 省略,口 表 示 原本 元主 活

的句 子 。

33.同 注28,以 下癸 同,不 男 加注 。

34.同 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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