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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都
”

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

袁 毓 林

提要 本文首先简要地介绍关于范围副词
“

都
”

的关联成分和约束方向的争论
,

然后沿着蒋

严 !#∃ ∃& %关于
“

都
”

可以左向约束预设中的成分的思路
,

假设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一类句

子省略了
“

买衣服
”

一类谓词性拷贝式话题 ∋并通过话题链接这种语用测试和照应关系
、

允准

否定极项等语义测试来证明上述假设
,

揭示表示总括义
、

可以重读的
“

都
”

只能左向约束其关

联成分
,

在特定句式中
“

都
”

具有隐性否定和允准
“

从来
”

等否定极项的语义功能
。

还顺便讨

论了
“

都
”

允准否定极项造成的句法后果 !
“

都
”

和
“

也
”

在
“

( ) ∗ 都+ 也 ∗ , −’’格式中有不同的

分布选择 %
。

最后
,

通过对真实文本语料的统计分析
,

证明
“

从来
”

的确是否定极项
。

关键词
“

都
”

关联成分 约束方向 量化事件 拷贝式话题 隐性否定 否定极项

一 引言
. “

都
”

的关联成分和约束方向之争

关于范 围副词
“

都
” ,

我们先后讨论过 它 的加合性 !/0 01 21 34 %语义功能及其分配性

!0 152 61 78 213
。
%效应

、

特别是它的左向约束!9: ;2<
/60 71 40 %其关联成分的功能�

。

本文着重讨论

下面这种一般认为是
“

都
”

右向关联的情况
,

例如�  

! ∀# 小李都买呢呈鱼立胆
。

! ∃# 星期天你都干了些仕鱼 %

! & # 我都通知他们了
。

! ∋# 他不吃别的
,

都吃馒头
。

在描写语法的传统中
,

可以笼统地说上例中
“

都
”

总括的对象在其后面 (或者说
,

在这种情

况下
,

范围副词指向右侧的成分
。

但是
,

当人们试图用形式语义学上的约束 ! )∗ +, # 或者量化

! −. /+ 0∗ 1∗ 2/ 0∗ 3+ #等概念来精确地考察
“

都
”

和其总括的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时
,

就会发现上述

说法不准确
。

因此
,

蒋严 ! 45 56 #竭力证明这类例子中
“

都
”

作用的对象不是其后的成分
,

而是

隐含在预设之中
。

可是
,

潘海华 ! ∃7 78 #反对这种由表达句子预设的空语类来给出
“

都
”

的量化

域的假设 (他主张把
“

都
”

的关联成分和约束对象离析开来
,

假设上例中的
“

都
”

跟右边的成分

相关联
,

并约束跟这些关联成分有关的其他成分
。

我们不采用这种关于
“

都
”

的非线性量化假

设
,

限于篇幅
,

具体的理由此处从略
。

本文进一步落实和细化蒋严 ! 45 56 # 关于
“

都
”

可以左向约束预设中的成分的思路
,

并吸收

潘海华 !∃7 78 # 对有关句子的逻辑刻划 (通过话题链接这种语用测试和允准否定极项这种语义

测试
,

来证明表示总括义
、

可 以重读 ! 也可以读轻声 # 的
“

都
”

只能左向约束其关联成分9 (并

且
,

在特定句式中
,

这种
“

都
”

具有隐性否定和允准否定极项的语义功能
。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 目!编号
 78 :: ;< ∋74 < =# 的资助

,

承潘

海华
、

石毓智教授和黄攒辉博士提供有关的英文资料
,

还蒙《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先后两次提出修

改意见
,

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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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设
. “

都
”

约束预设 中的话题性成分

蒋严 !# ∃∃& %讨论了下列三种通常被认为是
“

都
”

的作用对象出现在谓词右边的情况
.

!= %
/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7
>

?小李买的衣服都是呢子的衣服 ≅

!Α%
/

>

星期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Β 7
>

?星期天你干的事都是些什么事 ≅

!� %
/

>

我都通知生也卫了
。

7
> ’

我都通知小王
、

小李和小赵了
。

。
>

」鱼刁
全奎困」生赵

,

我都通知工也Χ口了
。

他认为!5
/
%表达的是!57% 这类意思

, “

都
”

右边的
“

呢子的衣服
”

指谓的是某类事物
。

如果它

是
“

都
”

的作用对象
,

那么其语义必须有周延解 !0 1
5 2617 8 21Δ : 6 : / 0 14 Ε

,

即分配性解读 % ∋也就是

说
,

这类事物论域中的每个个体都要跟谓词匹配
。

这显然不是 !5/% 的正确语义
,

因为小李并

没有把所有的呢子衣服都买了
。

其实
,

!5
/
%有一个预设!Φ 6: 58 Φ Φ 3 5 1213 4

%
,

比如
. “

小李在某段

时间中买了一些衣服
” ∋句子陈述 !/5 5: 62 %的是

“

这些衣服都是呢子的
” 。

同样
,

!Α/ %预设了
“

星

期天你干了一些事
” ,

陈述的是
“

〔想知道〕这些事都是什么
” 。

至于 !� /% 中的
“

他们
”

实际上是

话语回指词 !0 1
5 : 3 8 6 5: / 4 / Φ ) 3 6

%
,

是一种可以省略的复现代词 !6:
5 8 Γ Φ 21Δ : Φ 63 4 3 8 4

% ∋ “都
”

的作

用对象是这种代词的先行语
,

如!�
。
%所示

。

据此
,

他强调
. “

都
”

的作用对象可以在语句的表面

出现
,

但只能出现在谓词的左边 ∋也可以隐含在预设中
, “

都
”

的这种隐含的作用对象可 以通过

语用推理来获得>
。

我们基本同意蒋严 ! 45 56 # 的上述见解
,

只是想进一步指出
 “

都
”

的这种隐含在预设中的

作用对象
,

有时可以实现为显性的句首话题
。

于是
,

例 ! 8 # ! =# 的语义解释及其理论处理就可

以采用下面这种省略拷贝式话题的推导程序?  

! 8
’

#
/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Α 〔买衣服〕小李〔每次〕都买呢子的衣服
。

)
≅

Β小李每个买衣服的事件都属于买呢子衣服这种事件 Β

! =
’

#
/ ≅

星期天你都干了些止鱼% 卜〔干事情〕星期天你都干了些仕二鱼%

)
≅

Β星期天你干了一些事情
,

你干的那些事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Β

也就是说
,

我们假设 ! Χ /# 是一种说明性小句
,

其话题是上文或语境中的
“

买衣服
”

一类复数性

事件
。

因此
,

可以在表层形式上把这种话题补出来 (并且
,

还可 以在谓语核心
“

都 Δ Ε”

之前加

上跟这种复数性的谓词性话题相照应的
“

每次
” ,

动量词
“

次
”

提供了找回
“

买衣服
”

一类谓词

性话题的线索
。

这样
, “

都
”

约束的对象是先行话语或语境中隐含的复数性事件话题
。

同样
,

!=/ # 的话题是上文或语境中的
“

干事情
”

一类复数性事件 ( 由于在特定语境中这种话题太惯

常
、

太老生常谈
,

因而在表层形式上根本不必要说出来
。

结果
,

造成了蒋严 ! 45 5 6# 所说的
“

都
”

约束疑问句预设中的复数性对象
。

蒋严偏重于论证
“

都
”

可以对预设中的个体进行量化
,

而本

文则强调
“

都
”

还可以对预设中的事件进行量化
。

上述有关想法
,

在基于事件的语义学 ! ΦΓ Φ+ 0一)/Χ Φ, ΧΦ Η /+ 0∗2 Χ #框架下
,

可能更容易理解
。

比如
,

Ι / + , Η / + ! 45 5 ∃ # 和 ϑ / ΚΦ Λ ! 45 5 < #都认为当句子涉及频率修饰语时
,

有关句子必然涉及

事件论元 ! Φ Γ Φ + 0 /笔. Η Φ + 0 #  Μ 3 0ΝΧ 0Φ ∗+ ! 45 5 8 # 指出
,

所有包含
“ Φ Γ Φ叮 0 ∗Η Φ ”

! 每次 # 的句子都涉

及事件的量化
,

跟个体的量化一样
。

例如
 

! 6 # /
≅

Ο Γ Φ卿 0∗Η Φ 0 ΝΦ )Φ ∀∀ Λ∗ + Π Χ ,

Θ /巧 3 Ρ Φ + Χ 0ΝΦ , 3 3 Λ
≅

!每次门铃响时
,

玛丽都会把门打开 #
)

≅

Δ Φ Σ Λ∗ + Π ! 0 ΝΦ 一

) Φ ∀∀
, Φ

# 、 日
Φ ,

〔
3 Ρ Φ + ! Η , 0 ΝΦ 一

, 3 3 Λ , Φ ,

# Τ Θ !
Φ ,

# Υ Φ ς」

! Χ/ #涉及修饰语量词
“ ΦΓ Φ ΛΚ 0∗ Η Φ ” ,

它要求主句所指谓的事件 Φ’都应该对应于跟它共现 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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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所指谓的事件
: ,

如!57% 所示
。

其中
,

Γ 代表玛丽 ∋ Η 代表一个由
“

:Δ : 6Ι 21 Γ : ”

等形式引出的

匹配函数!Γ /2 ϑ) 14Ε ;8 4ϑ 21 34 %
,

它把事件集合
“

玛丽开门
”

中的有关事件映射到事件集合
“

门铃

响
”

中的每一个事件上
,

使整个句子表达 出
“
;3 6 。Δ: 6Ι 。 2): 6: 1, 。 01 ;;: 6: 42 。, ”

一类意义Ω
。

现在
,

我们假设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是
“

〔买衣服
,

〕小李〔每次〕都买 呢子的衣服
”

一类句子

的紧缩形式 (于是
, “

都
”

量化的便是话题或预设中的
“

小李买衣服
”

这类事件
,

同时
“

都
”

具有

把事件集合
“

小李买呢子 的衣服
”

中的有关事件映射到事件集合
“

小李买衣服
”

中的每一个事

件上的功能
。 “

都
”

的这种匹配功能是由
“

都
”

具有分配性 ! ,∗ Χ0 Λ∗ ).0 ∗Γ∗ 0Κ #语义功能所决定的
,

即
“

都
”

把其修饰的谓词所指谓的属性分配给它约束的成分的所指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Ξ
。

简而言之
,

我们赞成直观的线性量化假设
 “
都

”

左向关联并约束相关的话题性成分 (在非

典型的
“

都
”

字句中
, “

都
”

可以左向关联并约束省略或隐含在预设中的事件变量
。

三 省略说的语用测试
 
话题的链接功能

下面
,

我们从语用上的话题链接 ! 0叩 ∗2 2Ν /∀ +∗ +Π # 功能这一角度
,

对
“

都
”

约束的对象是省

略或隐含在预设中的话题性成分这种假设进行测试
。

例如
 

! 5 # 他都写小说
。

Α 〔写文章 ς他都写小说
。

4
≅

不写报告文学
。

44
≅

“

不读小说 Ψ 不读报告文学
。

! 47 # 她都买呢子的衣服
。

Α 仁买衣服〕她都买呢子的衣服
。

4
≅

不买丝绸的衣服
。 44

≅

“
不穿呢子的衣服 Ψ 不穿丝绸的衣服

。

! 44# 他都说英语
。

Α Σ说话」他都说英语
。

4
≅

不说汉语
。 44

≅

Ζ
不教英语 Ψ 不写汉语

。

后续句 ! 5∗ #是顺着
“

写文章
”

这个话题说的
,

所以没有问题 (而 ! 54 4# 却岔开
“

写文章
”

这个话

题
,

所以在语用上不恰当 ! Ρ Λ/ Π Η / 0∗ Φ /∀ ∀Κ ∗+ 1Φ ∀∗ Φ ∗03 . Χ #
。

同样
,

! 47 4#顺着
“

买衣服
”

这个话题说
“

不买
” ,

所以没有问题 (而 ! 47 44# 却偏离这个话题说
“

不穿
” ,

所以在语用上不恰当
。

可见
,

这

种隐含在语境中的话题
,

对后续小句依然具有很强的统辖功能
。

! 44# 是潘海华 !∃7 78 #认为用

他的映射规则不便处理的例子
,

现在用话题省略可以一下子找到
“

都
”

的量化域
,

并可 以用后

续句来证明补出这种话题的合适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如果去掉 !5 # 一 ! 44# 中的
“

都
” ,

那么上述

被判定为语用上不恰当的后续句
,

又可能是合适的
。

例如
 

! 5
’

# 他写小说
,

〔但是」不读小说
。

! 47
’

# 她买呢子的衣服
,

Σ但是〕不穿呢子的衣服
。

! 44 ’

# 他说英语
,

仁但是〕不教英语
。

因为没有
“

写
、

买
、

说
”

等话题的统辖
,

后续小句可以 自由地转到
“

读
、

穿
、

教
”

上来
。

为了更加全面地检验话题省略假设是否合适
,

我们以马真 ! 45 6 &# 中的例句为素材
,

按照

她的描写框架和格式分类
,

逐类进行了考察
。

限于篇幅
,

择要如下
 

格式 [  “
都 十 疑问代词 ∴ 动

” 。

例如
 

! 4∃ # 都谁来了 % 一

都有谁来了 %

从形式类序列的角度看
,

其中的范围副词紧挨着疑问代词 ! 或包含疑 问代词的体词性成分 # (

但是
,

正如马真 ! 45 6& #所指出的  “
都

”

修饰的是后面的主谓结构
“

疑问代词 十动
”

!第 56 页 #
。

事实上
,

这种句子的
“

都
”

之后还可以加上联系动词
“

是
”

或
“

有
”

等 (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句子是

省略了
“

是
’ ,

或
“

有
’,

等联系动词的紧缩形式]
。

根据语感
,

这种句子都是针对着特定语境中的

某个话题的说明性小句
。

可以复原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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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

%
/

>

甲
.

客厅里怎么这么乱 Β

7
>

乙
.

昨晚来了好多人
。

ϑ
>

甲
.

Λ来 !人 %」都 Λ有 Μ谁来了 Β

#
>

Λ来」;是Ν几点钟来的Β + Λ来」干什么来了Β

##
>

“

几点钟走的Β + 为什么不叫上我Β + 谁没来Β

从上例可以看出
,

!#Κ
’

%中
“

都谁来了 Β
”

的话题可以是
“

来 !人 %
”

一类谓词性成分
。

这种话题

可 以看作是从后面的说明性小句上拷贝来的
,

在一定的语境中通常可 以不说出来
。

值得注意

的是
,

!
ϑ
1% 中也以此为话题的小句可以作为这个说明小句的后续句 ∋相反

,

!
Ο
11% 中偏离此话题

的小句一般不适合作为其后续句
。

从意义上看
,

这种谓词性话题指谓的是一组复数性的行为

或事件
,

自然可以用加合算子
“

都
”

来约束
。

这里要指出的是
,

如果先行句中没有
“

都
” ,

那么

!
。
11% 作为后续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也就是说
,

加合算子
“

都
”

隐含了一个复数性的话题 ∋并

且
,

这种话题有很强的话题链接功能
。

格式 ## . “

都
十
动 ∗ 疑问代词

” 。

例如
.

!#∀ % !你 %都看见谁了 Β

格式 Χ9Π . “

都 ∗ 动 ∗ !一 %些 ∗ 名
” 。

例如
.

!# % 你都看些没用的东西
。

格式 4 和格式 Γ 可以抽象成
“

都 ∗ 动 ∗ 体词
” ,

可 以把它们的有关实例的话题和上下文语境

复原如下
.

!#∀
’

%
/

>

甲
.

昨天晚上我看见有几个人在茶馆里赌钱
。

7
>

乙
.

〔看见 !有人赌钱 %」!你 %都看见谁了 Β

#
>

向联防队报告了吗 Β +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Β

##
>

“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没有 Β + 他们一共几个人 Β

!# 
’

%
/

>

甲
.

整个双休 日我一直在看书
。

7
>

乙
.

〔!你 %看书」!你 %都看些没用的书 Θ

从上例可见
,

!#∀
’

%中
“

都看见谁了 Β
”

的话题可 以是
“

看见 !有人赌钱 %
”

一类谓词性成分 ∋

!# 
’

%中
“

!你 %都看些没用的书 Θ
”

的话题可以是
“

!你 %看书
”

一类谓词性成分
。

这种话题也可

以看作是从后面的说明性小句上拷贝来的
,

在一定的语境中通常可 以不说出来
。

值得注意的

是
,

!71 %中也以此为话题的小句可以作为这个说明小句的后续句 ∋相反
,

!711 %中偏离此话题的

小句一般不宜作为其后续句
。

可见
, “

都
”

左向约束话题性成分的语义要求有一定的强制性
。

格式 ΧΔ
. “

都
∗
动 ∗ 人称代词

” ⊥
。

例如
 

! 巧 # 我都教过他们
。

! 4=# 我都找他们谈了
。

! 4<# 他都通知你们了 %

其中复数性人称代词的先行语可直接以话题的形式出现
。

例如
 

! 46# 王萍
、

李茂生我都认识他们
。

也可以承应上文而省略
。

例如
 

! 45 #
“

王萍
、

李茂生你认识吗 %
” “

我都认识他们
。 ”

! ∃7 #
“

下午开碰头会
,

老李
、

小张
、

小王都知道了吗 % ” “

我都通知他们了
。 ”

因此
,

可以认为
“

都
”

约束的对象是这种代词 的先行语 ! 即量化个体 #
。

此外
,

例 ! 48 # 一 ! 4< # 中

的
“

都
”

也可以解释为约束拷贝式的谓词性话题 ! 即量化事件 #
。

例如
 

! 4<
’

#
/ ≅

甲
 
你教过张健

、

李华和陈明吗 %

)
≅

乙
 
〔教」!我 #都教过他们

。

4
≅

从初一教到初三呢
。

Ψ 教过他们数学
、

物理还有美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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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喜欢他们的机灵劲儿
。

+ 他们是同班同学
。

值得注意的是
,

!#= %的两种解读在真值条件方面可能不同
.
在先行语

“

张健
、

李华和陈明
”

等个

体做话题的情况下
,

张健
、

李华和陈明可以是同班同学 ∋但在谓词性成分
“

教
”

做话题的情况

下
,

他们三个人就不可能是同班同学了
。

因为
,

既然由
“

教
”

这种事件来提供量化域
,

那么
“

都
”

要求存在一组复数性的教学事件作为加合操作的对象
,

而一个同时性的教课事件违背了这种

句子的真值条件
。

格式 , 99 . “

都 ∗ 动
∗
名

” 。

例如
.

!Κ# % 他不吃别的
,

都吃馒头
。

可以把它的话题和上下文语境复原如下
.

!Κ#
’

%
/

>

甲
.

他通常吃些什么 Β
。

7
>

乙 .

Λ吃饭〕他不吃别的
,

都吃馒头
。

#
>

蹲在地上三下两下就完事
。

+ 就着辣椒酱
,

外加一瓣蒜
。

##
>

书

是 自己家里蒸的
。

+ 喜欢自己动手揉馒头
。

从上例可以看出
,

!Κ# %中
“

他不吃别的
,

都吃馒头
”

的话题可 以是
“

吃饭
”

一类谓词性成分
。

!71 %中围绕着这些话题的后续句是自然的
,

而 !711 %中偏离这些话题的后续句是不 自然的
。

值

得指出的是
,

如果先行句中没有
“

都
” ,

那么 !)11 %作为后续句是没有问题的
。

可见
,

隐含在语境

中的话题性成分对后续句有语用上 的选择限制作用
。

如果把格式 Δ9 9
“

都 十动 ∗ 名
”

中的名词性成分替换为疑问代词 !或包含疑 问代词的成

分%
,

就变成格式 4
“

都 ∗ 动
∗
疑问代词

” 。

因此
,

吕叔湘主编!Κ � � #% 所谓的
“

问话时总括的对

象!疑问代词 %放在
‘

都
’

后
”

的例子
,

也可以分析为省去了谓词性话题
。

例如
.

!ΚΚ % Λ去 ∀你都去过哪儿Β !Κ ∀% 仁说话 Μ老王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Β

如果抽象地看
,

那么上述各种格式可以概括为
.
范围副词

“

都
”

修饰述宾结构 ∋基本的结构

形式是
. “

都 ∗ !述语 十宾语 %⋯⋯
” 。

其中
,

述语动词是否省略
、

宾语采用不同的形式类等因

素
,

造成了这种格式的不同的变式
。

四 省略说的语义测试
. “

都
”

的隐性否定功能

上文从语用上的话题链接功能这一角度
,

对
“

都
”

约束的对象是省略或隐含在预设中的话

题性成分这种假设进行了测试
。

现在
,

我们进一步从词项之间的语义照应关系的角度
,

来检验

这种话题省略假设
。

先请看相关的例子
.

!Κ  %
/

>

小李都买呢子的衣服
。

7
>

Λ买衣服」小李【每次〕都买竖卫渔醚里
。

:
>

仁这些年来〕小李仁一直〕都买呢子的衣服
。

0
>

【这些年来」【买衣服」小李「每次」都买旦亘工」〕鱼鱼胆
。

:
>

仁这些年来」仁买衣服」小李〔一直〕都买竖圣鱼立塑
。

例!Κ  /% 的
“

都
”

前可以插人表示动作
、

行为的频率的
“

每次
” ,

这
“

每次
”

是跟
“

买衣服
”

等复数

性事件相照应的
,

如 !Κ 7% 所示 ∋ 同时
,

这种反复出现 的复数性事件总是在一定时段内发生 的
,

因此句首可以出现
“

这些年来
”

等时段成分
,

如 !Κ  0 %所示
。

例 !Κ  /% 的
“

都
”

前也可 以插人表

示动作持续不断或状态持续不变的副词
“

一直
” ,

这
“

一直
”

是跟
“

这些年来
”

等时段成分相照

应的
,

如!Κ  ϑ %所示 _ (同时
, “

一直
”

所表示的动作持续不断或状态持续不变这种意思
,

在语义

上可以隐含存在着某种复数性事件
,

如 ! ∃∋ Φ #所示的
“

买衣服
”

一类可以多次反复发生的行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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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分析是合理的
,

那么这些复原了话题的句子的语义表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Β 特

别是
“

都
”

在这种句子中的语义功能如何体现呢 Β 为了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

下面我们先

讨论这种句子的语义刻划问题
。

上一节讨论的各种格式
,

最核心的是
“

都 十 !述语 ∗ 宾语 %⋯ ⋯
”

形式 ∋其中
,

尤其以
“

都 ∗

!述语 ∗ 名词「性成分」%
”

形式为典型
,

其次是
“

都 ∗ !述语 ∗ 疑问代词「性成分」%
”

形式
。

下面

着重讨论前一种格式在形式语义学方面的特点
。

为了便于阅读
,

先给出例子
,

再给出语义刻

划
,

以及有关的说明
。

例如
.

!Κ = %
/

>

7
>

他都写小说
。

!他%写宝童
,

他都写史远
。

03 8Λ 他写文章」〔他写小说〕

, Φ , ,

」几「Φ
,

! Ρ 他写文章 % 、Φ Σ

! Ρ 他写小说 % Μ

,
:

Λ写 !他
,

文章
, :

% Τ 日
: ,

Λ写 ! 他
,

小说
, : ,

% Υ Η !
: ,

% Ρ :

Μ Μ

根据上一节的理论
,

!Κ =7% 是 !Κ = /
%的基础形式 ∋ 由于量化算子

“

都
”

是约束话题小句
“

!他%写

文章
”

的
,

因而 !Κ= 7% 的语义表达可以写成 !Κ =ϑ% 这种三分结构形式
,

再抽象一点就是!Κ = 0% 这

种逻辑形式
,

或!Κ =
:
%这种基于事件的语义学表达式

。

我们采用 !Κ= 0
, :

%这种逻辑表示形式
,

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
.
第一

,

在数理逻辑上
,

受全称

量词修饰的名词跟相关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被表示为蕴涵 !1Γ 491
ϑ /2 134 %

,

而受存在量词修饰

的名词跟相关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则被表示为合取!
。。
4ς84 ϑ2 13 4

%
。

例如
. _

! ∃= # Ο Γ Φ 叮 Π ∗Λ∀ 48 Ρ Λ Φ
00Κ

≅

!每个女孩子都是漂亮的 #

Δ ⎯ ! α !
⎯ #、 Ε !

⎯
# #

! ∃< # Χ3 Η Φ Π ∗Λ∗ ∗ , Ρ Λ Φ 0 0Κ
≅

!有的女孩子是漂亮的#

日
 ! α ! ⎯ # Τ Ε !

⎯
# #

因此
,

我们把受全称量词约束的话题小句 ! 相当于条件从句 #跟相关的说明小句 ! 相当于主句 #

之间的逻辑关系也用蕴涵式来刻划
。

第二
,

根据 β /∗ Η /+ ! 45 <6 #
,

具有条件关系 ! 包括 ∗1≅ 二 0ΝΦ+ ⋯式的蕴涵关系 # 的复合句中
,

条件从句 ! χ3+ ,∗0 ∗3+ /∀ 。∀/. ΧΦ Χ #往往是话题
。

这至少有形态和意义两方面的证据
 
在大洋洲的

胡阿语 !一种巴布亚语 #等语言中
,

条件从句
、

疑问句和话题用相同的标记 (这种相同的形态背

后的意义上 的理据 ! Η 30∗ Γ/ 0∗ 3+ # 是  
条件小句和话题都是已知或预设的信息

,

是说话人和听话

人共享的知识
,

并且为后续的话语 ! 主句 #设立 了参照框架 (相对于它
,

主句才谈得上是真的

!命题 #或合适的 !说明 #
。

相同的语法意义采用相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
,

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了
。

值得注意的是
,

χΝ / 3 ! 45 = 6  = 5
,

445 #早已明确指出  

在汉语里
,

把主语
、

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
,

较比合适
。

! 吕译本
,

∋8 页 #

条件小句可以当成主语
,

只要在后边加上
“

的话
” 。

要是不背时活
,

那戒δ算了
。

主语
、

问话
、

条件小句这三种句式互相接近
,

可以从它们的后边可以有相同的停顿或停顿助词这一

点得到证明
。

英语里老式的条件句用倒装词序也是一个旁证
 

εΝ 3 以, ∗0 Λ/ ∗ + 名3

Η3 ΛΛ3 勿 ! Ψ , Ψ 一 Ψ % Ψ # 0Ν / 0 φ 3 . ∀, )。 03 3 占/ ,
≅

这里的语调究竟是 Ψ
,

Ψ 还是Ψ% Ψ
,

实际语音上辨别不出
。

! 吕译本
,

=6 页 #

因此
,

说话题小句有时可以蕴涵说明小句
,

是有跨语言的事实支持的
。

并且
,

蕴涵式 ! ∃8 ,# 也

的确反映了
“

!写文章 #他都写上逸
”

一类句子的真值条件
 只有当前件 Ε ,

! Υ
他写文章 # 为真

∃7 7 < 年第 ∋ 期
·

&44
·



而后件 −
Σ

!
Ρ
他写小说 %为假时

,

条件式!−
>

!
二
他写文章%、−

.

!
二
他写小说% %才取假值

。

上面 !Κ= %这种语义表达的形式刻划
,

把我们的理论假设推向一种
“

置之于死地而后生
”

的

境界
。

因为
,

断言命题 − ,

!他写文章%和命题 −
Σ

!他写小说%之间有蕴涵关系
,

就意味着只要 −
Χ

为真
,

那么 −Σ
一定为真 ∋但是

,

−
9

中的
“

文章
”

和 −Σ
中的

“

小说
”

有
“

上集一子集
”

关系 !
5
8− :6 5: 2

Ω

58 75 :2 6: 9/2 13 4 5) 1Φ %
,

于是
,

便形成了包含上集概念的命题蕴涵相应的包含子集概念的命题的

情况
。

这种由上集到子集向下蕴涵 !03 < 4 < /60 1Γ Φ9Ι14Ε %的情况是比较特别的
。

因为
,

从逻辑

上说
,

包含子集概念的语句!或命题 %−
. “

他写小说
”

一定能够推演 !:4 2/ 19% 相应的包含上集概

念的语句!或命题 %−
9 “

!他 %写文章
” _

。

根据条件证明 ! 。。+ , ∗0∗3 + /一 Ρ Λ3 3 1# 规则
,

可得 Εγ

蕴涵

Ε∀ 。

但是
,

句子 ! ∃8 ) #
“

!他 # 写文章
,

他都写小说
”

陈述 ! /Χ ΧΦ Λ0 # 的却是作为话题的语句 !或命

题 # Ρ , “

!他 #写文章
” ,

蕴涵了作为说明的语句 ! 或命题 # Ρ  “

他写小说
” 。

这样
,

! ∃8 ) #
“

! 他 # 写

文章
,

他都写小说
”

中的两个语句 !或命题 # Ε , “

!他 #写文章
”

和 Ε “

他写小说
”

之间
,

实际上存

在着双重 蕴 涵关 系 ! , 3 . )∀Φ ∗Η Ρ ∀∗ Φ /0 ∗3 + #
,

或称双条 件关系 ! ) ∗ Φ 3 + , ∗0∗3 + / ∀#
,

即等值 关系

! Φ− .∀ Γ/ ∀Φ +2 Φ #
。

其真值条件是
 
只有当 Ε ,

和 Εγ

取相同的真值时
,

这个复合语句 ! 或命题 #才为

真
。

这很好地揭示了
“

!他 #写文章
,

他都写小说
”

的意义
 “
他写文章

”

等于
“

他写小说
” ,

反过

来说
“

他写小说
”

也等于
“

他写文章
” (这类似于下面的英语句子 !∃ 6 / #及其语义解读 ! ∃6) # _  

! ∃6 # / ≅

Ο ΓΦ 巧 0 ∗ Η Φ 4 ,Λ∗ + η φ Ν∗ ΧηΚ , 4 ,Λ∗ + η 肠Ρ ΝΛ3 /∗ Π
≅

)
·

Ο Γ Φ砂 Φ Γ Φ + 0 3 1 Η Κ ,Λ∗ + η ∗+ Π φ Ν ∗Χ η Κ 48 /+ Φ Γ Φ + 0 3 1 Η Κ , Λ∗ + η∗ + Π Ι/ Ρ ΝΛ3 /∗ Π
≅

为了方便
,

我们称
“

都
”

造成双重蕴涵关系的语义功能为双重蕴涵功能
。

这种功能源于全

称量词
“

都
”

约束事件性话题 !如
“

!他 # 写文章
”

#
、

并且把话题所表示 的事件跟说明小句 ! 如
“

他写小说
”

#表示的事件一一进行匹配
。

这种
“

都
”

对于事件的全称量化
,

隐含了在其量化域

中没有例外这种否定性的意义 (从而
,

引申出了
“

都
”

的一种隐性否定 ! ∗Η +∀∗ 2∗0 +Φ Π /0 ∗3+ # 的语

义功能
 
当

“

都
”

联结到语句 ! 或命题 #上时
,

它不仅肯定了该语句 ! 或命题 #
,

而且还同时排他

性地否定了其量化域中的补集性语句 ! 或命题 #
。

例如
 

! ∃5 # / ≅

Σ写文章〕他都写小说
。

一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

〔写文章」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一 他都写小说
。

! &7 # / ≅

Σ买衣服 ς她都买呢子的衣服
。

、 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
≅

〔买衣服〕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一 她都买呢子的衣服
。

拿 !∃5 /# 来说
,

假定
“

他写文章
”

是
“

都
”

的量化域
,

那么它也就是语句 ! 或命题 #
“

他写小说
”

的

论域 ! . + ∗Γ Φ ΛΧ Φ 。1 , ∗Χ Φ 3 . ΛΧ Φ # ( 于 是
, “

他写小说 之外 的文章
”

便是
“

他 写小说
”

的补集

! 23 Η Ρ ∀Φ Η Φ+ 0 #
。

当
“

都
”

联结到语句 !或命题 #
“

他写小说
”

上 时
,

它不仅肯定了该语句 ! 或命

题 #
,

而且还同时排他性地否定其量化域中的补集性语句 ! 或命题 #
“

他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因此
,

从
“

他都写小说
”

上可以推演
“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反之

,

从
“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

章
”

上也可以推演
“

他都写小说
” 。

也就是说
,

在
“

写文章
”

这个话题之下
, “

他都写小说
”

和
“

他

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互相推演 ! 即双向推演 # (根据条件证明规则
,

可得它们互相蕴涵 ! 即等

值 #
。

同样
,

在
“

买衣服
”

这个话题之下
, “

她都买呢子的衣服
”

和
“

她不买 呢子衣服之外的衣

服
”

也互相蕴涵 ! 即等值 #
。

这样
,

我们从比较深层次的语义蕴涵和推演关系方面
,

证明了量化副词
“

都
”

可 以约束预

设中的话题性成分
,

并造成话题小句和说明小句之间的双重蕴涵关系 (而且还说明了
“

都
”

在

这种句子中的语义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

揭示出这种用法的
“

都
”

的隐性否定功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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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都
”

的否定意琴的形式验证
.允准否定极项

上文通过比较复杂和曲折的逻辑分析
,

说明
“

都
”

可以全称量化 !省略的 %事件性话题
,

这

种用法的
“

都
”

具有隐性否定的语义功能
。

那么
,

能否用一种直截了当
、

一 目了然的方法
,

从形

式上验证!
,
:61 ;Ι %

“

都
”

具有否定功能呢Β 形式语义学关于否定极项 !4: Ε/21 Δ: −3 9/61 2Ι 12: Γ %的

研究
,

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

也就是说
,

如果这种用法的
“

都
”

具有隐性否定的语义功能
,

那么它应该能够允准!)ϑ : 45 :% 否定极项
。

大家知道
,

现代汉语中有少数副词一般只能用于否定句中
,

它们属 于否定极项
。

比如
,

“

向来
”

和
“

从来
”

都表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

但是前者既可 以用于肯定句
、

又可 以用于否

定句
,

而后者一般只能用于否定句
、

不能用于肯定句 _
。

据此
,

可 以断定
“

向来
’,

不是否定极

项
,

而
“

从来
”

是否定极项 !详细的论证见 芬< #
。

例如
 

! &4 #
/ ≅

他向来喝黄酒
。

! &∃#
/ ≅ ‘

他从来喝黄酒
。

)
≅

他向来不喝黄酒
。

)
≅

他从来不喝黄酒
。

下面
,

我们用
“

向来
”

和
“

从来
”

来测试 ! ∃8 /# 及相关句子对于极性词语的选择限制
。

例如
 

! && #
/ ≅

他写小说
。

一 他向来写小说
。

)
≅

他不写小说
。

一 他向来不写小说
。

χ
≅

,
≅

! &∋ # / ≅

)
≅

χ
≅

,
≅

他都写小说
。

、 他向来都写小说
。

他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他向来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朴 他印半至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他写小说
。

、
’

他从来写小说
。

他不写小说
。

一 他从来不写小说
。

他都写小说
。

、 他从来都写小说
。

他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一
‘

他从来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他从来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从例 ! &∋ # 可以看出
, “

都
”

和否定词
“

不
”

一样
,

具有允准否定极项
“

从来
”

的功能 ( 它们都能造

成否定性语境
,

差别在于
“

不
”

的否定功能是显性的
,

而
“

都
”

的否定功能是隐性的
。

值得一说的是
,

!∃8 / #这类句子可以允准
“

从来
”

一类否定极项这个普通的事实
,

是我们根

据假设的理论推导出来的
,

然后得到了语言事实的验证
。

现在
,

我们进一步假设
 
凡是能够严

格地推演相关的否定句的句子
,

有可能跟否定句一样是一种否定性语境 (凡是能够造成这种严

格地推演相关的否定句的算子性成分
,

就有可能跟否定词一样具有允准否定极项的语义功能
。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的效力
,

我们拿
“

只
”

字句和
“

总
”

字句作为测试材料
。

例如
 

! &8 #
/ ≅

〔写文章〕他只写小说
。

。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

〔写文章〕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一 他只写小说
。

! &= #
/ ≅

〔买衣服〕她急买呢子的衣服
。

一 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
≅

〔买衣服〕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一 她总买呢子的衣服
。

从上例可见
, “

只
”

字句和
“

总
”

字句都能严格地推演相关的否定句 (因此
,

它们具有造成否定性

语境的语义功能_
。

于是
, “

只
’ ,

和
“

总
’,

应该跟
“

不
’,

一样有允准否定极项的功能
。

事实到底怎

样呢 % 我们不妨用实例来检验一下
 

! &< #
/

·

〔写文章〕他热杰早写小说
。

升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 〔写文章〕他息杰早写小说
。

一 他不写小说之外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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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买衣服〕她从来总买呢子的衣服
。

一 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7
> ‘

〔买衣服〕她向来总买呢子的衣服
。

Ξ 她不买呢子衣服之外的衣服
。

“

只
”

能够允准否定极项
“

从来
” ,

顺利地通过了测试
。

但是
, “

总
”

不能允准否定极项
“

从来
” 。

为什么呢 Β 原来
,

副词
“

总
”

本身
“

表示持续不变
、

一向
、

一直
”

等时段意义 _
,

所以排斥近义的

时段副词 (对否定极项的
“

从来
”

如此
,

对不是否定极项的
“

向来
”

也如此
。

可资比较的是
,

在日语中
,

表示
“

只
、

仅
”

之类排除其他
、

强调唯一的意义
,

可以用
“

匕力
、、 ∀至

力
、”

等助词和
“

含协
”

等否定形式相连或呼应的形式
。

例如
 

! &5 #
/ ≅

小野吞凡匕力
、

来次廿凡亡 匕赴
。

!只有小野先生来了
。

#

)
≅

古川吞凡以 打茶 ι力
,

欲再次廿凡
。

!古川先生只喝茶
。

#
2 ≅

艺乙二 行 ϕ内忆 也
,

自分内足分 步 ϕ ι力
、

含力
、

。赴
。

!不管去哪儿
,

都只能用 自己的脚走
。

#

,
≅

金力1盗土扎赴刃灯力
“

乌
,

警察含 呼宗晗力
、

滋 南 5 东廿人
。

!钱被偷了
,

只好叫警察了
。

#
Φ ≅

日本内国土吐
,

地球上刃睦地刃扣寸力
、

∋7 7 分内 4汇 寸答含号
、 。

旧本的国土〔只〕不过 占地球

陆地的四百分之一
。

#

也许
,

在表达
“

唯一
”

一类意义时
,

汉语倾向于采用正 面肯定形式 ! 只
、

总
、

都 #
,

否定意义

! 没有其他 #是隐性的 (而 日语倾向于采用反面否定形式 !除此无他 #
,

肯定意义 ! 只有 # 反倒是

隐性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隐性否定形式和显性否定形式
,

有时可以冗余性地重复连用
。

比如
 

!∋7 #
“

我也昊纽⋯具是随便问问罢了
” 。

副词
“

只
”

和
“

不过
”

可 以各自单用
,

也可以连用
,

从正反两个方面指明范围小
、

程度浅等负极性

意义
。

这种正反连用形式
,

为我们理解
“

差点儿【没 ς Δ Ε”

和
“

在 Σ没有 ς Δ Ε 之前
”

等否定词冗余

格式
,

提供了语义表达方面的线索和结构类聚方面的依据
。

例如
 

! ∋4 # 我刚才差点儿〔没〕认错了人
。

! ∋∃ # 村民们在洪水〔没有〕来到之前都撤离了
。

比较
 
暗 ϕ 仓乌含协今乌忆

,

家忆层 5 次ι 上弓
。

!天还没黑的时候
,

就要回家哟
。

#

原来
, “

差点儿 Δ Ε”

和
“

在 Δ Ε 之前
”

都是隐性否定形式
,

蕴含了
“

没有 Δ Ε ”

的意思
。

在一定的

语境中! 比如
,

强调庆幸 Σ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几乎要发生而终于没有发生」#
,

否定性意义 自然

地溢出
,

并浮现出来
,

得到显性的编码
,

形成了否定词冗余的正反连用格式
。

为了全面
,

我们用
“

从来
”

测试了上文讨论过的马真 ! 45 6& # 的有关例句
,

结果发现
 
只有格

式 Γ Λ⎯“都 ∴ 动 ∴ 名
”

和格式 444“都 ∴ 动
∴ !一 # ∴ 名

”

中的部分实例可以
。

例如
 

!∀ ∋ ’

# 你都看些没用的东西
。

一 你热杰都看些没用的东西
。

!∃ ‘
’

# 他不吃别的
,

都吃馒头
。

升 他
·

一效杰都吃馒头
。

而其他格式的实例不能加人
“

从来
” ,

当然也不能加人
“

向来
” ( 因为那些句子中有

“

了
”

等表示

实现
、

完成意义的时体成分
,

跟
“

从来
、

向来
”

表示的惯常性时体意义相左
。

上文指出
, “

都
”

和
“

只
” 、 “

总
”

都可以允准否定极项
、

造成否定性语境
。

现在
,

我们可 以反

过来推测
 
否定性语境可能是

“

都
”

和
“

只
” 、 “

总
”

互相替换的必要条件
。

例如
 

! ∋& #
/ ≅

刘芳和王红都走了
。

、
/ ’ ≅ ’

刘芳和王红只Ψ 总走了
。

)
≅

老金都写武侠小说
。

。 )
’ ≅

老金只Ψ 总写武侠小说
。

!∋ &/# 不是否定性语境
,

其中的
“

都
”

不能替换为
“

只
” 、 “

总
” ( ! ∋ &) # 是否定性语境

,

其中的
“

都
”

可以替换为
“

只
” 、 “

总
” 。

至于除了否定性语境之外
, “

都
”

和
“

只
” 、 “

总
”

互相替换还需要

满足哪些条件
,

则有待于将来做进一步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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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都
”

允准否定极项的句法后果

上文证明
“

都
”

和否定词
“

不
”

一样
,

具有允准
“

从来
”

等否定极项的功能
。

如果这种结论

是合理的
,

那么就可以用来解释
“

都
”

和
“

也
”

在
“

价
∗ 都+ 也 十 Δ −

”

格式中的分布差别_  “
都

”

和
“

也
”

在这个格式的肯定和否定形式中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

例如
 

! ∋∋ # 谁都Ψ 也想取得好成绩
。

! ∋ 8# 什么时候都 Ψ 也可以请假

! ∋= # 谁也 Ψ 都不说话
。

! ∋ < # 怎么干也Ψ 都完不成任务

跟表示任指意义的疑问代词 !或包含疑问代词的短语
,

记作 κ Ν # 相配合的
“

都
”

和
“

·

也
” ,

虽然

在肯定式和否定式中都可以出现 (但是
,

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是有偏向的
,

表现为
 
在肯定句里

“

都
”

比
“

也
”

占优势
,

在否定句里
“

也
”

比
“

都
”

占优势 _
。

为什么
“

都
”

和
“

也
”

在这种句法格式

中会有这样的分布偏向呢 % 许多文献做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
,

袁毓林 !γλλ∋)# 对此择要做了

简单的述评
,

并从否定句的语用预设和语用蕴含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案
。

因为那是从语

用角度做出的解释
,

所以显得比较绕弯
。

现在
,

我们可以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做出更加直截了当的解释
 
这种格式中的疑问代词不

表示疑问
,

它们具有变量 ! , /Λ∗ /) ∀Φ # 和否定极项两种性质 _
。

作为变量
,

它们一定需要
“

都
’,

和

“

也
”

等加合算子来约束
,

才能实现全称量化 (作为否定极项
,

它们一定要得到否定词 !或跟否

定词功能相似的成分 # 的允准
,

才能保证语义协调
。

由于
“

都
”

具有允准否定极项的功能
,

因而

它既可以在肯定句中出现
,

单独承担起约束变量并允准否定极项的功能 (又可以在否定句中出

现
,

承担起约束变量的功能并协助否定词允准否定极项
。

而
“

也
”

没有允准否定极项这种功

能
,

它只可以约束变量
,

至于允准否定极项就只能仰仗于否定词了 ( 因此
,

在原则上它只能出现

于否定句中
。

这种理论预测基本符合语言事实
,

比如
,

杨凯荣 ! ∃ 7 7∃  ∃8 4一 #统计了他收集的
&∃< 个这种格式的例句

,

结果是
 “
都

”

用于肯定式 4∃ 4个
、

否定式 88 个 ! 约 ∃  4 #
, “

也
”

用于否

定式 4∋8 个
、

肯定式 = 个 !约 ∃∋  4 #
。

真实语料中
“

都
”

和
“

也
”

在任指格式中的这种分布差

别
,

完全可 以用我们上述的理论来预测和解释
。

可资比较的是
,

日语中相应的表示任指的肯定

式和否定式也有类似的区别
。

例如
 

!∋ 6 #/
·

为赴 ι ‘立
,

何分也食叹气寸
。

!我什么都吃
。

#

)
≅

为赴匕∀立
,

何毛食叹次世儿
。

!我什么也不吃
。

#

在肯定式 ! ∋6 /# 中
,

用表示转折的助词矛色(在否定式 ! ∋6) # 中
,

用表示类同的助词 它 (显然
,

转

折在意义上是跟否定相通的
,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否定
。

接下来
,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

证明这种不表示疑问意义的疑问代词的确是否定极项
。

由于

任指格式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
,

因而我们只能考察在其他格式中这种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

法是否依赖于否定性语境
。

我们先讨论
“

谁
” 。

根据吕叔湘主编 !∃ 77 4  87< 一6 #
,

表示非疑问的
“

谁
”

有虚指 ! 指不能肯定的人
,

包括不知道的人
,

无须或无法说出姓名的人 #和任指 !表示任何

人 # 两种用法
。

例如
 _

! ∋5 #
/ ≅

在院子里你没碰见谁吗 % 一
’

在院子里你碰见了谁吗 %

)
≅

不问谁是谁非就乱批评是不对的
。

一
%
问了谁是谁非后批评是对的

。

2 ≅

今天没有谁给你打电话
。

一
‘

今天有谁给你打电话
。

,
≅

会场里好像有谁在抽烟
。

一 不能确定会场里有谁在抽烟
。

! 87 #
/ ≅

谁先到谁先买票
。

Α 如果谁没有先到
,

那么谁就不必买票
。

)
≅

谁能力强
,

就让他做班长
。

一 如果谁能力不强
,

那么就不让他做班长
。

∃7 7 < 年第 ∋ 期
·

& 48
·



ϑ
>

他们俩谁也不比谁差
。

Ξ
’

他们俩谁也比谁差
。

0
>

他们几个人过去谁也不认识谁
。

一
’

他们几个人过去谁也认识谁
。

从 ! ∃/ 一ϑ
%可以看出

,

表示虚指的
“

谁
”

依赖于否定语境
,

在相应的肯定句中不大能出现
。

从

! ∃ 0% 可以看出
,

这种
“

谁
”

虽然可以出现于肯定句中
,

但这种肯定句在语用上蕴含了一个否定

句 ∋因此
,

这种语境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
。

从!=� 二7% 可 以看出
,

当表示任指的
“

谁
”

前后照应

出现并指称相同的人 !因而后一个
“

谁
”

可改用
“

他
”

%时
,

虽然可 以出现于肯定句中
,

但这种肯

定句在语用上蕴含了一个否定句 ∋ 所以
,

这种语境在本质上
一

也是否定性的
。

因此
,

可 以允准
“

从来
”

等否定极项
。

例如
.

!=�
’

%
/

>

谁先到谁先买票
。

、 他们从来谁先到谁先买票
。

7
>

谁能力强
,

就让他做班长
。

一 我们从来是谁能力强
,

就让他做班长
。

从 !=�
:一0% 可以看出

,

当表示任指的
“

谁
”

前后照应出现并指称不同的人 !因而后一个
“

谁
”

不

可改用
“

他
”

%时
,

一般只能出现于否定句中
。

因此
,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
.
表示虚指

、

任指等非疑

问用法的
“

谁
”

对否定性语境有相当的依赖性
,

属于否定极项
。 “

什么
”

和
“

怎么
”

等疑问代词

的非疑问用法
,

也基本如此
。

例如
.

!= #%
/

>

你最近看过什么新片子没有+ 吗 Β

7
>

我的故事讲出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
。

ϑ

他们 !好像 %正在谈论什么事情 !
,

但我不能确定%
。

0
>

这是什么玩意儿 Θ 一 这不是玩意儿 Θ

:
>

还看什么电视Β 、 不该看电视
。

;
>

这事有什么难办 Β 、 这事不难办
。

∃
>

你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

。 你不想去什么地方就别去
。

!= Κ%
/

>

不知道怎么一来就滑倒了
。

7
>

上次怎么做的
,

这次还怎么做!
,

不能随便改变 %
。

。
>

他刚学
,

还不怎么会唱
。

其中
,

表示任指的格式也是否定性语境
,

可以允准
“

从来
”

等否定极项
。

例如
.

!= #
’

% ∃
>

他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

、 他从来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

!= Κ
’

% 7
>

上次怎么做
,

这次还怎么做
。

、 他从来上次怎么做
,

这次还怎么做
。

可见
,

表示虚指
、

任指等非疑问用法的
“

什么
、

怎么
”

等
,

对否定性语境有相当的依赖性
,

也属于

否定极项
。

总之
,

表示虚指
、

任指等非疑问用法的
“

谁
、

什么
、

怎么
”

等是否定极项
,

要求出现于否定性

语境中 ∋而造成否定性语境除了使用否定词之外
,

还可 以用表示全称量化的加合性副词
“

都
” ,

也可以用
“

( 99
>

二 (卜二 等表示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形式
。

换句话说
,

否定词
、

副词
“

都
”

和
“

( )
>

二( )
>

二 ”

格式都可以允准否定极项
。

而跟
“

都
”

意义相似的加合性副词
“

也
” ,

却不具备允

准否定极项的功能
,

因为它不能表示 !隐性的%否定
。

可见
,

正是副词
“

都
”

和
“

也
”

在语义功能

上的细微差异
,

造成了它们在句法分布上的显著差别
。

七 从统计看
“

从来
”

是不是否定极项

在上文论证
“

都
”

具有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时
,

我们援引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 “

都
”

可以允准否定极项
“

从来
” 。

那么
, “

从来
”

到底是不是否定极项呢 Β 这本身却是需要做出论证

的
。

因为
,

从原则上说
,

否定极项只能出现于否定句式 !或否定性语境%中 ∋但是
,

正如 吕叔湘
·

∀ #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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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Κ� � � . #∀ Κ %和本文的匿名审稿人所指出的
, “

从来
”

也可 以出现在肯定句中
。

对此
,

我们

凭自己的语感做出的反应是
.
在自然的口语中

, “

从来
”

主要用于否定句中
,

不大能用于肯定句

中 ∋在书面语中
, “

从来
”

大多用于否定句中
,

偶尔也能用于肯定句中 ∋但是这种肯定句必须具

有特定的焦点结构
,

表示对比!从而隐含了否定性命题 %等意义]
。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
,

我们调查了王朔等人的小说的电子语料 ! 约 4∃ 7 万字 # μ
,

检得带有
“

从来
”

的句子 445 个
。

其中
,

否定句 447 个
,

约占5∃
≅

∋& ν (肯定句 5 个
,

约占 <
≅

8= ν
。

否定句

和肯定句的比例约为4∃  4。

我们又调查了《人民 日报》45 58 年的电子语料 ! 约 4∃ 77 万字 # _
,

检得带有
“

从来
”

的句子 &=∃ 个
。

其 中
,

否定句 &7∃ 个
,

约占 6&
≅

5< ν ( 肯定句 86 个
,

约占

4=
≅

7 ∃ν
。

否定句和肯定句的比例约为8  4
。

由于小说语料的
“

从来
”

句主要出现在人物对话

中
,

因而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口语倾向 ( 由于报纸语料主要是新闻报道和社论时文
,

因而可 以看

作是代表了书面语倾向
。

这样
,

我们可 以发现
 
的确

,

书面语比 口语更能容忍肯定式
“

从来
”

句
。

关于否定句
,

大多数是
“

从来没 ! 有 # Ψ 不 十 Δ Ε ”

形式
,

极少数是否定词在
“

从来
”

之前或在

Δ Ε之中的形式
。

例如
 !

“

人
”

代表《人民 日报》#

! 8& # 你跟我说话
,

从来没超过三句
。

!《编辑部的故事###

!8∋# 古代净是有钱人
,

“自丛半道否赓有钱人的心
。

!《一点正经没有》#

! 88 # 其实
,

纪念品并否是丛半就有的
。

!人
,

< 月 5 日#

至于肯定句
,

就比较复杂了
。

先看王朔等人的小说语料中的情况
 

!8=#
“

我丛半壑感情细腻
。 ”

⋯⋯
“

另
‘

王见最跟你一起生活使我变庸俗 了在这之前我还会弹吉它呢
。 ”

!《无人喝彩》#

! 8< # 老牛这个人丛半彭最主观唯心主义对人
,

辩证唯物法对 己
,

乌鸦落到猪身上
—

光看到别人黑
。

!《编辑部的故事》#

! 86 # 跟着我干
,

不会让你吃亏的
,

我这人丛半靓最爱护干部敛
,

不信你问她们
。

!《千万别把我当人》#

其中
,

!8= #是
“

从来都 Δ Ε ”

形式
,

共 ∃ 例 ( ! 8< # 是
“

从来都是 Δ Ε ”

形式
,

共 8 例  ! 86 #是
“

从来都

是 Δ Ε 的
”

形式
,

共 ∃ 例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三种格式中都有
“

都
” 。

在《人民 日报》语料中
, “

从

来都 Δ Ε’’形式共 < 例
, “

从来都是 Δ Ε’’形式共 5 例
, “

从来都是 Δ Ε 的
”

形式
,

共 4& 例
。

也就是

说
,

带
“

都
”

的格式占了一半
。

其他的形式如
 

! 85 # 曹义德每天步行半个多小时上下班
,

而且丛半最早来晚走
,

但他却把拆阅信件 !包括要他
“

亲启
”

的

信件 #的工作
,

交给了党委办公室主任
。

!人
,

5 月 < 日#

! =7 # 中国不赞成核威慑政策
。

中国发展核武器丛李熟最为了自卫而不是针对或威胁任何特定国家的
。

!人
,

∋ 月 ∃7 日#

!=4 # 我生长在酒乡
,

但丛否喝酒
,

连啤酒也不喝
。

我续正喝茶
,

丛半呈喝白开水
。

!人
,

5 月 ∃∋ 日#

! =∃ # 赵洪波是个有十八年船龄的海员
,

平时腼腆内秀
,

靓丛半知难而上
。

!人
, 4 月 4= 日#

‘=& # 关于通货膨胀和国有企业情况
,

朱路基指出
,

中国政府从来 明确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

增长
。

因为这是一条被世界各国经验证明行不通的路子
。

!人
, 4月 ∃5 日#

其中
,

! 85 #是
“

从来是 Δ Ρ ! 的 #
”

形式
,

共 < 例 ( ! = 7 # 是
“

从来就 ! 是 # Δ ΕΨ ο Ρ ! 的 #
”

形式
,

共 4∋

例  != 4 #是
“

从来 !都 # 只 !是 # Δ Ε ! 的 #
”

形式
,

共 ∋ 例 ( ! = ∃ #是
“

!但 #却Ψ 其实 ! !从来 !都 # Δ Ε ”

形式
,

共 & 例 ( !=& #是
“

从来 Δ Ε’’形式
,

共 ∃ 例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格式中大多用了焦点敏感

算子
“

都
、

就
、

只
” 、

对比焦点标记
“

是 ! ⋯⋯ 的 #
” 、

表示转折的
“

但
、

却
、

其实
” 。

这些成分的加

入
,

突出了句子的对比
、

申辩等意义
,

从而通过正反对比来隐含否定性意义 (典型的例子
,

如

! 8= # 的
“

从来都⋯⋯只不过是⋯⋯
” 、

! =7 # 的
“

从来就是⋯ ⋯而不是⋯⋯
” 。

即使是 ! =& #这种

∃7 7 <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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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
“

从来 , −
”

形式
,

其中的 , − 也隐含着正反对比!肯定和否定 %
,

如
“

反对
”

就是
“

不赞成
、

不同意
” ,

含有隐性否定的意义
。

这种对比往往是认定性的!10:4 21 ;1 ϑ /2 134 /9 %
,

即肯定一方并排

除对立 的另一方
,

其典型的表达形式是
“

是 Ψ 而不是 Ζ
” 。

因此
,

这种对比格式往往具有穷尽

性和排他胜的语义特点_ (于是
,

从肯定式上可 以推出否定式 (反之
,

从否定式上可以推出肯定

式
。

例如
 !一读作

“

推出
” ,

即
“

语用上蕴含
”

#

! =∋ # /≅ 女权主义进人中国
,

丛半熟否最针对男人
,

亚最针对封建社会
。

!人
,

∋ 月 & 日#一 女权主义进

人中国
,

从来就是针对封建社会
,

而不是针对男人
。

)
≅

我们从来不开玩笑
,

说的都是真话
。

!《一点正经没有》#一 我们从来都说真话
,

不开玩笑
。

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
,

否定形式
“

从来没 ! 有 # Ψ 不 ∴ Δ Ε ”

在语用上蕴含着相应的肯定形式
“

从来

都Ψ 总Ψ 是 ∴ 一 Δ Ε ! 的#
” (反之

,

肯定形式
“

从来都Ψ 总Ψ 是 ∴ 一 Δ Ε! 的 #
”

在语用上蕴含着相应的

否定形式
“

从来没 !有 # Ψ 不 ∴ Δ Ε’’
。

其中
, 一 Δ Ε 可以看作是 Δ Ε 的语用上的反义表达形式 ( 比

如
,

! =∋ )# 中的
“

开玩笑
”

与
“

说真话
” 。

因为
“

从来都Ψ 总Ψ 是 ∴ 一 Δ Ε ! 的 #
”

能够在语用上蕴含

一个相应否定命题 !可以用否定形式
“

从来没 !有 # Ψ 不 ∴ Δ Ε’’来表达 #
,

所以可以认为这种肯定

形式包含着隐性否定的意义
,

实际上是一种否定性的语境
。

通过上述对真实文本语料的统计分析和理论探讨
,

我们可以总结
 “

从来
”

主要 出现在否

定句中
,

也可以出现在能够蕴含相应的否定句的肯定句中 ( 总之
, “

从来
”

要求出现在否定性的

语境中
。

因此
,

把
“

从来
”

看作否定极项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

附 注

� 参看袁毓林 ! ∃7 7 8 / 、

) # (另外
,

关于
“

都
”

在
“

哪儿都去过
”

一类表示周遍意义的句子中的功能
,

袁毓林

! ∃77∋)# 从语用角度给出了一种解释
。

� 例子采自马真 ! 45 6&# 等文献
,

有的酌情做了改编
。

9 根据吕叔湘主编! ∃774  4<< 一4<6 #
, “

都
”

有总括
、

甚至和已经三种意义
。

根据王还 ! 456& #
,

表示总括全

部义的
“

都
”

可读轻声
,

也可不读轻声
,

甚至还能重读 ( 而表示甚至
、

已经两种意义的
“

都
”

必须读轻声
。

> 笔者在转述时加人了自己的理解和表述
,

如有差错
,

责任在笔者
。

? 关于拷贝式话题及其删除方式
,

详见袁毓林 ! ∃7 7∋ /
#注 5 及其所引相关文献

。

Ω 参看李宝伦
、

潘海华 ! ∃7 78  4& &一4& ∋ #
。

更详细的讨论见 Μ 30 ΝΧ 0Φ ∗+ ! 4558 #
,

他认为这种匹配功能跟状

语或名词性成分的论元身份相关 ! Ρ Χ #
,

匹配函数 Θ 是由空介词 !
+ . ∀π Φ Η Ρ 0Κ Ρ Λ Φ Ρ 3 Χ ∗ 0∗ 3 +

#表示的 ! Ρ 48
, ∃= #

。

对

例 ! 6# 的分析和逻辑表示
,

我们还参考了 ϑ/Κ ΦΛ ! 45 5<  4< # (并跟潘海华教授进行了多次讨论
,

谨此致谢
。

Ξ 关于
“

都
”

的分配性语义功能
,

参看袁毓林 ! ∃7 78/ #及其所引的相关文献
,

特别是 玩
Φ

! 45 6=# 和 Ι∗ +

! 455 6 #
。

] 参看朱德熙 ! 456 ∃ # 号4∋
≅

∋
≅

∋ 的有关讨论
,

第 45 = 页
。

⊥ 马真! 456 &#指出
,

格式 [ Δ 中的
“

都
”

一定得重读!第 478 页
,

注 ∋ #
。

_ 关于
“

一直
”

的意义
,

参看 吕叔湘主编! ∃7 74  =4 7一4 4# (关于副词
“

一直
”

跟时段成分的照应关系
,

参看

袁毓林 ! ∃7 78 ) # 号8 的有关讨论
。

] 参看 θ ∀∀φ 3 3 ,
, Φ 0 / ∀

≅

! 45 < < #
,

号8
≅

∃ , Ρ
≅

==
,

中译本第 < < 页
。

_ 根据 θ ∀∀φ 3 3 ,
, Φ 0 / ∀

≅

! 45 < < #中译本等著作
,

我们把动词
Φ + 0/ ∗∀及其名词形式

Φ + 0/ ∗∀∗+ Π 、Φ + 0 / ∗∀Η Φ + 0 翻译

成
“

推演
” ,

把动词 ∗Η Ρ ∀Κ及其名词形式 ∗ Η Ρ ∀Κ∗+ Π , ∗ Η Ρ ∀∗Φ /0 ∗ 3 +
翻译成

“

蕴涵
” 。

_ 参看 Μ 30 Ν/ 0Φ∗
+ ! 45 58  4∋ #( 关于条件!蕴涵 #式和双条件 !等值 #式的真值条件

、

条件证明规则
,

参看蒋

严
、

潘海华! 455 8 #
,

第 &4 、

&5 页
。

_ 参看吕叔湘主编! ∃ 774  4& ∃一4& & # ( 详细的讨论
,

请看 怪< 。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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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吕叔湘主编 ! ∃7 74  =<6 #对
“

只
”

的解释是
 “

表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 ,

还指出
 “ ‘

只
’

常常跟
‘

不 !没

有 #
’

对举
” 。

这很好地揭示了
“

只
”

的隐性否定功能
。

_ 参看吕叔湘主编! ∃7 7 4  =5< #
。

_ 博士生周韧提议我用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来检验这种理论
,

谨此致谢
。

_ 参看朱德熙 ! 45 6∃  5& # 虽4
≅

4=  
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

_ χΝ Φ + Π ! 45 5 8  ∃7∃一7 &#指出
 “ φ Ν

一φ 3 Λ , Χ ∗ + χΝ ∗+ Φ Χ Φ / Λ Φ Γ
面

/) ∀Φ Χ φ Ν∗ Φ Ν + Φ Φ , 0。 Ν /Γ Φ / )∗ + , Φ Λ ≅

θ ∀Χ。 ,

0Ν Φ Κ /Λ Φ Ρ 3 ∀/ Λ∗ 0Κ ∗0 Φ Η Χ φ Ν ∗Φ Ν Λ Φ − . ∗ ΛΦ / ∀∗Φ Φ + Χ Φ Λ ≅

[ + 0 ΝΦ Φ / Χ Φ Χ ∗+ Γ 3∀ Γ ∗+ Π ,3 . ,

,3 . 1. + Φ 0 ∗3 + Χ /Χ )3 0Ν / ∀∗Φ Φ + Χ Φ Λ

/ + , / )∗+ , Φ Λ ≅ ”

_ 例 ! ∋5 #一 ! 8∃#及其释义参考吕叔湘主编! ∃ 77 4  87 <一 78
, ∋8 &礴88

,

= 8 Λ荀8∃ #
。

] 这种口语跟书面语的对立
,

就像
“

被
”

字句的感情色彩一样
 
在自然的口语中

, “

被
”

字句往往表达一种

不如意的色彩 (像
“

我今天被老师表扬了一顿
”

一类句子听上去怪怪儿的
。

但是
,

在书面语中
, “

被
”

字句的感

情色彩基本上中性化了
。

比如
, “

这种艰苦奋斗
、

开拓进取的精神又被他们的后继者发扬光大了
” 。

_ 除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外
,

全是王朔的作品 (其中
,

也包括《编辑部的故事》等他跟别人合作的作品
。

_ 我的学生周韧博士帮我检索了这两种语料
,

并跟我讨论肯定式
“

从来
”

句的否定性隐含意义及其形式

标记
。

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

_ 关于认定性
、

穷尽性和排他哇的定义
,

参看袁毓林 ! ∃7 7& # 妇 及所引相关文献
。

参考文献

蒋 严 45 56 《语用推理与
“

都
”

的句法语义特征》
,

《现代外语》第 ∀ 期
。

蒋 严 潘海华 45 56 《形式语义学导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宝伦 潘海华 ∃7 78 《基于事件的语义学理论》
,

刘丹青主编! ∃7 78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
,

上海教育

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774 〔4567ς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
,

商务印书馆
。

马 真 45 6 & 《关于
“

都 Ψ 全
”

所总括的对象的位置》
,

《汉语学习》第 4 期 (本文据陆俭明
、

马真 ! 45 6 8 #《现代

汉语虚词散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潘海华 ∃7 78 《焦点
、

三分结构与汉语
“

都
”

的语义解释》
,

《语法研究与探索》!十三 #
,

商务印书馆
。

王 还 45 6& 《
“

θ∀ ∀’’与
“

都,’#
,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 期
。

杨凯荣 ∃7 7∃ 《
“

疑问代词 ∴ 也Ψ 都 ∴ Ε ”

的肯定与否定》
,

徐烈炯
、

邵敬敏主编《汉语语法研究 的新拓展

!一 #》
,

浙江教育出版社
。

袁毓林 ∃77& 《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
,

《当代语言学》第 ∋ 期
。

—
∃7 7∋ /

《无指代词
“

他
”

的句法语义功能》
,

《语法研究与探索》!十二#
,

商务印书馆
。

—
∃7 7∋ ) 《

“

都Ψ 也
”

在
“

κ Ν 十 都Ψ 也 ∴ Δ Ε’’中的语义贡献》
,

《语言科学》第 8 期
。

—
∃7 38 /

《
“

都
”

的加合性语义功能及其分配性效应》
,

《当代语言学》第 ∋ 期
。

—
∃ 778 ) 《

“

都
”

的语义功能和关联方向新解》
,

《中国语文》第 ∃ 期
。

朱德熙 456 ∃ 《语法讲义》
,

商务印书馆
。

θ ∀∀φ 3 3 ,
,

θ + , Φ Λ Χ Χ 3 + Τ ; /Ν ∀ 45 < < 肠Π ∗2 ∗+ Ι∗ 咭
. ∗Χ 0∗2 Χ ,

χ/ Η ) Λ∗ , Π Φ  χ/ Η ) Λ∗ ,罗 ι + ∗Γ Φ ΛΧ ∗ 0Κ ΡΛ Φ Χ Χ ≅

!《语言学中

的逻辑## #
,

王维贤
、

李先馄
、

蔡希杰译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45 6∋ 年

。

ϑ即
Φ Λ ,

ε/ Η . Φ ∀ Ι3 . ∗Χ 45 5 < χ3 +1Φ
Χ Χ ∗λ二 31

/ 及孕Χ Φ , οΦ 3 一

刀。.
法

3 + 0/ +  五汤Φ + 0Χ / +, θΛΠ .

ΗΦ +0Χ ∗+ χ3 ΗΡ
3 Χ ∗0 ∗3 +/ ∀

εΦ +ρ/
+ 0∗2Χ

≅

ο Φ φ σ 3 Λη  α / Λ∗ / + , Ε. )∀∗ ΧΝ ∗+ Π [ + Φ ≅

ϑ 3 Χ Φ Ν
,

Ε
≅ / + , Μ

≅ Γ / + , Φ Λ ε/ + , 0 ! Φ , Χ ≅

# 45 5 5 π3 Φ 。  Ι ∗子嗜“∗Χ Λ∗2 ,

肠Π 几 ∗0动Φ , / +, χλ呷.0 / 0∗ 3
+/ ∀

ΕΦ ΛΧΛ Φ Φ 0动Φ Χ ,

χ/ Η ) Λ∗ , Π Φ  χ/ Η ) Λ∗ , Π Φ ι + ∗Γ Φ Λ Χ ∗0Κ ΕΛΦ Χ Χ
≅

χΝ / 3 ,

σ . Φ + Μ Φ + 45=6 θ α Λ / Η Η/
Λ

31 εΕ
3 η Φ + χΝ ∗+ΦΧ

Φ ,

ι + ∗ Γ Φ Λ Χ ∗0Κ 3 1 χ/∀ ∗13 Η ∗ / ΕΛ Φ Χ Χ ≅

据台湾版
,

敦煌书局
,

45 64 年
。

丁邦新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45 67 年
,

据刘梦溪主编蔺中国现代学术

∃7 7 < 年第 ∋ 期
·

&45
·



经典
·

赵元任卷》
,

胡明扬
、

王启龙编校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 [ 年
。

吕叔湘节译本《汉语 口语语法》
,

商务

印书馆
,

# ∃� ∃ 年
。

Ο): 4 Ε
,

∴15/ ∴一=
>

# ∃∃ = ] 4 0 3 8 一
⊥ 8 / 4 21;1 : / 213 4 ,

Ν3
8

64/ 9 3; _ 口‘2 Ψ5 1/ 4 ∴14Ε
8 15 21ϑ5  . # ∃�一∀ 

>

它
>

⎯ 15 5 ,

⎯ / 2日14 #∃ ∃= Χ0 : 4 21;1 : /213 4 沮 ;3 :8 5 、: 65 8 5 14;3 6Γ
/ 213 4 /9 ;3 : 8 5 ,

玩吧
“刀君Ο � .

Κ =佗� ∀
>

α / 1Γ / 4 ,

Ν3 )4 #∃ � & Ο3 4 0 1213 4 /9 5 / 6 : 23 Φ1: 5 ,

玩
刀召进心Ε 已

,

= . =Α 一 &∃
>

∴/ 0 8 5

/<
,

(
>

# ∃&� − 39/ 61妙 β: 45 121Δ 12Ι /5 Χ4 ): 6: 4 2 5ϑ 叩
:

χ: 9/ 213 45
>

δ : < ε 36φ . γ /69 / 4 0 −8 7915 )14 Ε
,

Χ4 :
>

—
#∃ ∃� δ :Ε / 213 4 / 4 0 Φ 3 9/ 61 2Ι Χ2: Γ 5

>

14 ∴/ ΦΦ14
,

β)/ς 3 Γ !
: 0

>

% !#∃ ∃� % η)
:

α/
99汉乙� � 几 3; Ο3

4 2:呷
3
6/ 理

β: 4ι/
4 61ϑ η≅ 记3 6Ι

,

∀Κ #一 #
,

3 Π;3 60 . Ζ9/ : φ< : 99 −8 7915) : 65
,

∴ 20
>

肠
4 0 Γ / 4 ,

ϕ6: 0 #∃∃Κ η)
: −63 Ε6 :5 51Δ :

>

δ/
2

86/ 9 ∴/ 鳍
“0 Ε :

β: Γ / 4 2心 9 . 9书Κ
>

玩
: ,

η )3 Γ / 5 ,

α 8 4 一2/ φ !李行德 % #∃&Α β240 记= 3 4

κ8/ 42掀
/ 2访4 14 Ο )1、

:
>

Φ )λ λ 15 5
> ,

μ 4 1Δ : 65 12Ι 3 ;

Ο日1;3 64 1/
,

玩
= Ψ 4 Ε : 9: 5

>

∴: < 15
,

λ /Δ 10 #∃ � = Ψ 0 Δ : 67 5 3 ; ⊥ 8 /4 21;1 : / 23 4
>

Χ4 _
>

⎯ :: 4 /4 , : 0
> ,

ϕ3 6Γ/
9 β: Γ/

4 23 3; δ/
28 6/ 9 玩

刀Ε “闷卿
,

∀一 # =
,

Ο/ Γ 761 0 Ε : . Ο/ Γ 7 61 0 Ε : μ 4 1Δ :6 512Ι −6: 55
>

∴14
,

Ν3 一
< /4 Ε !林若望 % #∃∃ & λ 15261 78 21Δ 12Ι 14 Ο)14 : 5: / 4 0 125 1Γ Φ91: /2 13 4

>

刀山盯翻 玩
刀邵似Ε :

β: 3
4 21ϑ5

>

Α .

Κ� #
Τ
礴∀

>

χ 3 2) 52: 14
,

β 8 5/ 4 # ∃∃= Ψ 0 Δ : 67 1/ 9 ⊥ 8 / 4 21;1 : /2 13 4 3 Δ : 6 : Δ : 4 25
>

刀改忿8 6/ 9 玩
矛
卿

进应君已 β: Γ / 4 61ϑ 5 ∀ . 9一 #
>

!袁毓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 ��&� #%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

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Κ ��Α 年 & 月 Κ 至 Κ= 日

在南京东郊国宾馆召开
,

这是国际汉语音韵学界的又一次盛会
。

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科

和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
,

来 自内地及香港
、

澳门
、

台湾及美国
、

日本
、

韩国等地的学者共计 #�� 余

人与会
,

提交论文 巧 9篇
。

会议于 & 月 Κ 日上午开幕
。

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本届音韵学研讨会筹备组常务副组长刘晓

南教授主持
。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鲁国尧教授致开幕辞 ∋ 特邀嘉宾南京大学副校长阂铁军教授
、

南京大学

中文系主任丁帆教授致欢迎辞 ∋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学系讲座教授薛凤生

先生发表了讲话 ∋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秘书长
、

徐州师范大学副校长暨语言研究所所长杨亦鸣教授作了秘书处

工作报告 ∋本届音韵学研讨会筹备组组长
、

南京大学中文系李开教授作了会议筹备工作报告
。

本届年会的主旨是开拓创新
,

会议分为大会演讲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
。

北京大学中文系郭锡良教授
、

日

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
、

平山久雄教授
、

台湾辅仁大学李添富教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
、

香港中文大学余遒永教授
、

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
、

山东大学谭世宝教授分别做了大会发言
。

分组讨论共分为  组进行
,

与会学者就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

内容涉及上古音
、

中

古音
、

近代音
、

方音史
、

方言学
、

对音译音
、

民族语音
、

音韵学理论和方法
、

音韵文献
、

诗词韵律等
,

充分反映出近

年来汉语音韵学各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

会议于 & 月 Κ= 日下午闭幕
,

闭幕式由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方环海教授主持
,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宁继福先生致闭幕辞
。

为了纪念《广韵》一千年
,

第十五届音韵学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

讨会将于 Κ �� & 年在南昌大学举行
。

!中国音韵学会秘书处 %

∀ Κ� 中 国 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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