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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Demirdache 和 Uribe-Etxebarria 提出的时间论元理论将时态、体和时间副词统一分析为二元时空谓词( AF-
TEＲ，WITHIN 或 BEFOＲE) ，该时空谓词能够将时间论元 UT-T，EV-T 或 AST-T 联结并排序为三种对应的时间关系( 居

后、包含或居前) ，从而构建句法—语义同构性的时间词组结构。他们还依据时间论元概念进一步分析时间状语子句、宾
语补足语子句、非根模态词等句法现象，形成系统性和解释性兼具的时间诠释理论框架，为时体领域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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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rgument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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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rgument Theory proposed by Demirdache ＆ Uribe-Etxebarria treats tense，aspect and temporal adverbs as dyadic spa-
tiotemporal predicates ( AFTEＲ，WITHIN or BEFOＲE) ，which can relate and order the time arguments UT-T，EV-T or AST-T
into three temporal relationships ( subsequence，inclusion or precedence) ，therefore constructing the isomorphic syntactic-seman-
tic time phrase structures． Demirdache ＆ Uribe-Etxebarria further adopt the notion of time argument to analyze the syntactic phe-
nomena of temporal adverbial clauses，complement clauses and non-root modals so as to form the systematic and explanatory theo-
retic framework of temporal interpretation，developing a new researching method for tense and aspect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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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是一个无界的单向延伸维度。人类语言

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如何使用各种词汇或语法手

段来表达与时间相关的事件或活动。Klein 和 Li
( 2009: 40 － 41) 提出，人类语言采用时态( tense) 、
体( aspect) 、情状类型( Aktionsart) 、时间副词( tem-
poral adverb) 、时间助词( particles) 等多种方式来表

现时间概念，但学界往往只侧重于时态和体的研

究。Vendler ( 1967 ) 、Smith 等分析不同情状类型

( 状态动词、活动动词、完结动词和达成动词等) 在

时间特征( 静态性、持续性和终结性) 方面的具体

表现形式。Smith ( 1991) 提出情状体( situation as-
pect) 和视点体( viewpoint aspect) 的“二分体理论”
( Two-component Theory) : 由词汇手段表现出来的

内部情状体( 即情状类型) 和由语法手段标记出来

的外部视点体( 如: 完整体、非完整体和中性体) 。
Oslen( 1994) 则将情状体和视点体分别称为词汇体

( lexical aspect) 和语法体( grammatical aspect) 。本

文所研究的体是视点体或语法体。Ｒeichenbach
( 1947) 依据事件时间( event time，E) 、参照时间

( reference time，Ｒ) 和说话时间( speech time，S) 建

立时态模型。Comrie ( 1985) 、Klein ( 1994) 、Kra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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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Demirdache 和 Uribe-Etxebarria ( 以下简称

D 和 U-E) ( 1997) 等也从这 3 种时间之间的关系来

分析时态和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是他们采用与

Ｒeichenbach 不同的时间术语。如表1 所示，时态体

现的是说话时间( S /TU/UT-T) 和参照时间( Ｒ/TT /
ＲEF-T /AST-T) 之间的关系; 体现的则是事件时间

( E /T-SIT /EV-T) 和参照时间( Ｒ/TT /ＲEF-T /AST-
T) 之 间 的 关 系。本 文 所 述 评 的 时 间 论 元 理 论

( Time Argument Theory) 是 D 和 U-E ( 2000，2004，

2005，2007，2008，2014) 提出并完善的一种诠释时

间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旨在依据语义和句法的同构

基元( isomorphic primitives) 概念对时间关系做出

统一的定义与分析。
表1 时间术语对比表

时 间 类 别

学 者

Speech Time
( Utterance Time)

Ｒeference Time
( Assertion Time)

Event Time
( Situation Time)

Ｒeichenbach，Comrie S Ｒ E
Klein TU TT T-SIT
Kratzer UT-T ＲEF-T EV-T
D ＆ U-E UT-T AST-T EV-T

时态 体

2 时间论元理论
2． 1 理论简介

Hale( 1984 ) 采用［+ / － 中 心 耦 合］( central
coincidence) 这对抽象的语义对立来定义时空关

系。中心耦合特性能够依据一个背衬 ( Ground，

G) 来定位一个凸像( Figure，F) 。D 和 U-E 将中

心耦合特性扩展为 ［+ 中心耦合］、［-中心，+ 向

心耦 合］和［-中 心，+ 离 心 耦 合］这 3 种 情 形。
( D，U-E 2000: 176) D 和 U-E 提出，时态、体和时

间副词 作 为 涉 及 时 空 排 序 ( spatiotemporal orde-
ring) 的二元时空谓词( dyadic spatiotemporal predi-
cates) ( 即: AFTEＲ，WITHIN 或 BEFOＲE ) ，体 现

UT-T，EV-T 和 AST-T 这些时间之间的 3 种具体

时空关系: 居后( subsequence) 、包含( inclusion) 或

居前 ( precedence ) 关系 ( D，U-E 2005: 191 ) 。D
和 U-E 进一步提出，时空谓词 AFTEＲ 作为两个

时间区间的时间居后关系，可以具备一个时态值

( 过去 时) 或 者 一 个 体 值 ( 完 成 体) ; 时 空 谓 词

WITHIN 作为两个时间区间的时间包含关系，可

以具备一个时态值( 现在时) 或者一个体值( 进行

体) ; 时空谓词 BEFOＲE 作为两个时间区间之间

的时间居前关系，可以具备一个时态值( 将来时)

或者一个体值( 将行体) ( 同上: 206) 。因此，时空

谓词概念体现出时态、体和时间副词严格的句

法—语义同构性( syntax-semantics isomorphism ) ，

在两个时间论元之间构建中心或非中心耦合的类

型学关系，如例①所示:

① 时空谓词的句法—语义同构性

( 同上)

D 和 U-E( 2007) 就时态、体和时间副词提出

有关时空谓词的 3 种假设:

( 1) 时空谓词带有表示时间指涉( time-deno-
ting) 的时间论元;

( 2) 时空谓词在句法结构图上扩展出这些时

间论元;

( 3) 时间关系依据［+ / － 中心耦合］特征进

行统一定义。( D，U-E 2007: 331)

D 和 U-E 提出，UT-T，EV-T 和 AST-T 这些时

间区 间 作 为 时 间 DP 或 者 ZeitP 词 组 ( Stowell
1995) ，是原位生成在标志语( specifier) 位置上的

时间论元( 同上: 333) 。时态、体和时间副词作为

功能性中心语 T，ASP 和 P，分别在句法结构图上

扩展为最大句法投射 TP，ASP-P 和 PP，并将相应的

时间论元扩展为外论元( external argument) 或内论

元( internal argument) 。时空谓词依据其外、内论

元之间的排序关系，为时态、体和时间副词提供一

个句法—语义同构的时间词组结构，如例②所示:

②

( 同上: 338)

2． 2 时态

Stowell 提出，时态 T 联结并排序的时间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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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时间 UT-T 和事件时间 ET-T( Stowell 1995) 。D
和 U-E 进一步提出，时态作为一个能够进行时间

排序的二元时空谓词，将两个时间论元 UT-T 和

EV-T 分别扩展至［Spec，TP］和［Spec，VP］位置

( 例②a) ( D，U-E 2000: 159) ，如例③所示。时间

论元 UT-T 和 EV-T 依据其内在语义成分表现为 3
种时态关系: 居前、包含和居后关系。过去时表明

UT-T 时间居后于 AST-T 时间; 现在时表明 UT-T
时间包含 AST-T 时间; 将来时则表明 UT-T 时间

居前于 AST-T 时间。
③

过去时 现在时 将来时

( UT-T AFTEＲ AST-T) ( UT-T WITHIN AST-T) ( UT-T BEFOＲE AST-T)

AST-T UT-T AST-T UT-T UT-T AST-T
—［———］— ［———］—＞ —［———［———］———］—＞ —［———］— ［———］—＞

2． 3 体

时态和体的语义一致性在时间关系方面也体

现出句法结构一致性。D 和 U-E 提出，体与时态

一样，也是作为时空谓词在两个时间论元之间建

立一个排序关系，并将其扩展到句法结构图上

( 例②b) ( 同上: 160 ) 。两个时间论元 AST-T 和

EV-T 依据其内在的语义成分 ( AFTEＲ，WITHIN
或 BEFOＲE) 建立居后、包含或居前这样的排序关

系: 居后关系体现为完成体，包含关系体现为进行

体或持续体，而居前关系体现为将行体。
④

完成体 进行体 将行体

( AST-T AFTEＲ EV-T) ( AST-T WITHIN EV-T) ( AST-T BEFOＲE EV-T)

EV-T AST-T EV-T AST-T AST-T EV-T
—［———］— ［———］—＞ —［———［———］———］—＞ —［———］— ［———］—＞

D 和 U-E( 2000: 162，2008: 4) 依据相同的语义

基元对时态和体给出一致的句法同构表征关系:

表2 时态和体的时间排序表

时间论元理论也契合视点体的传统观点，即

视点体在事件的时间序列上选取并聚焦于断言时

间 AST-T 这个时间次区间，即说话者为该时间做

出断言，而该断言受到此时间的限制。视点体是

通过对 EVT 和 AST-T 排序的方式来选取并聚焦

于 AST-T，产生完成体、进行体和将行体，而且只

有体所聚焦的时间才能被语义解读所识别。

2． 4 时间副词

D 和 U-E( 2004) 把时空谓词概念从时态和体

领域扩展到时间副词领域，进一步完善其时间论

元理论体系。时间论元理论能够应用到各种时间

副词上: 不管是语义方面的时点副词和时段副词，

还是句 法 方 面 的 PP 词 组 ( 如: at Christmas，in
2000，before Sunday) 、光杆 NP 词组( 如: Sunday，

this morning，tomorrow ) 、光杆 CP 结构 ( 如: after /
before leaving) 或时间连词引导的状语子句( 如:

after /before she left) 。D 和 U-E ( 2005: 197 ) 在名

词限制修饰语和时间限制修饰语之间建立句法和

语义的一致性。时间副词 PP 的外论元是所指

( referent) 受到限制的隐性 AST-T 时间或者 EV-T
时间，其 内 论 元 是 一 个 显 性 的 时 间 论 元 ( 如:

2000 /Christmas) ，如例⑤所示( 参见例②c) 。D 和

U-E( 2007: 339) 提出，时间副词 PP 作为时空排序

的二元谓词，依据其语义成分 AFTEＲ/WITHIN/
BEFOＲE 将 AST-T /EV-T 与 2000 /Christmas 的时间

排序为居后、包含或居前关系，从而得出时间图式

例⑥:

⑤

⑥

3 时间论元理论的解释力分析
3． 1 时间论元理论的创新性

时间论元理论的理论依据非常简单合理，即:

时态和体联结的是能够投射到句法结构图上的时

间指涉论元，时间副词被视为这些时间指涉论元

在句法语义层面的限制修饰语。我们主张，相对

于 Ｒeichenbach( 1947) 的经典 S-Ｒ-E 时间理论，D

和 U-E 的时间论元理论具有如下优越性与解释

力。Ｒeichenbach 的 S，Ｒ 和 E 是句法结构图中的

中心语，而 UT-T，AST-T 和 EV-T 这些时间论元则

不然。它们原位生成在 TP，ASP-P 和 VP 投射的

标志语位置，中心语 T，ASP 和 V 位置上的时空谓

词能够把这些时间论元依据语义关系排序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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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包含以及居前关系。D 和 U-E ( 2000 ) 以现在

进行时例⑦a 分析其理论优越性。在 S-Ｒ-E 理论

中，Ｒ 不能处于另一个时间 E 的 WITHIN 位置上，

也就是说，Ｒ 不能指涉事件时间 E 的次区间( sub-
interval) 或子部分( subpart) 。Ｒeichenbach 只能在

E 上添加横杠来表示此事件不是瞬间的，而是延

续的进行动作，如例⑦b 所示。然而，依据时间论

元理论，进行体 ASP 作为一个时空谓词 WITHIN，

将 AST-T 处于 EV-T 的 WITHIN 位置，选取 EV-T 内

部的一个次区间; 现在时 T 又是一个时空谓词

WITHIN，它将 UT-T 处于AST-T 的WITHIN 位置，聚

焦于整个事件内部的一个次区间，如例⑦c 所示。
⑦

a． Henry is building a house．
b． ，Ｒ，S
c． ［TP UT-T T ［ASP-P AST － T ASP ［VP EV-T VP］］］

↑ ↑
WITHIN WITHIN

( D，U-E 2000: 165)

下面，笔者分别概述 D 和 U-E 的时间论元理

论如何解释分析时间状语子句、宾语补足语子句

和非根模态词( non-root modals) 等句法现象，从而

形成系统性和解释性兼具的时间诠释理论。
3． 2 对时间状语子句的解释分析

D 和 U-E( 2004) 将时间副词的研究延伸至时

间状语子句的时间锚定( temporal anchoring) 现象。
他们假设，时间状语子句能够联结两个时间指涉

论元的 PP 时间词组。Hornstein 认为，时间状语

子句 所 修 饰 的 不 是 主 句 EV-T 时 间，而 是 主 句

AST-T 时间( Hornstein 1990: 50 ) 。D 和 U-E 则提

出，时间状语子句是主句 AST-T1 时间的一个 PP
修饰 语，介 词 PP 的 时 空 谓 词 成 分 AFTEＲ /BE-
FOＲE 在主句 AST-T1时间和子句 AST-T2时间之间

建立排序关系( D，U-E 2004: 168) 。
D 和 U-E( 同上: 168) 为时间状语子句( 例⑧a)

提出相应的时间诠释图式( 例⑧b) 。
⑧

主句的时态 T 将 UT-T 时间排序在 AST-T1 时

间之后，而主句的 AST-T1 时间约束主句的 EV-T1

时间，并与之重叠; 子句的 AST-T2 处于 UT-T 之

后，同时 AST-T2 约束主句的 EV-T2，并与之重叠;

由于 AST-T1 也是时空谓词 BEFOＲE 的外论元，

BEFOＲE 间接把 AST-T1 排序在子句的 AST-T2 之

前，因此主句事件( Franny's LEAVING) 居前于子

句的过去事件( Zooey's AＲＲIVAL) 。此推导过程

不会产生语义为空 的 情 形，因 为 时 空 谓 词 BE-
FOＲE 在主句和子句各自的 AST-T 时间之间建立

排序关系，从而促成整句的时间运算意义。
3． 3 对宾语补足语子句的解释分析

D 和 U-E 提出，时间关系的运算推导必须遵

循两个经济原则: ( 1) 时间运算经济原则: 时间识

解性必须以最优方式获取，每一运算步骤都要产

生一个不同的时间识解性，而不能是语义为空、毫
无时间信息的识解性; ( 2 ) 从属子句的时间约束

性: 以时间中心语对从属子句进行的时间定位必

须产生一个最优的产出，使主句和子句各自的

AST-T 时间形成最优的排序关系( D，U-E 2005:

207; 2007: 348) 。
D 和 U-E 依据如上经济原则进一步研究宾

语补足语子句的时间锚定现象: 作为宾语补足语

子句中 T 的外论元，锚定时间( anchor time) 能够

自由地设定至子句的 UT-T 时间或者主句的 AST-
T1时间; 前者使子句的默认时间锚定方式为指示

性定位，而后者作为照应性定位必须满足一定的

经济原则( D，U-E 2005: 213 ) 。他们就照应性定

位提出 3 种锚定方式: 强制性锚定图9、选择性

( optional) 锚定( 例⑩) 以及空泛性( vacuous) 锚定

( 例瑏瑡) 。( 同上: 214)

⑨
a． Max said that Lou kissed Billie．
b． AST-T2 AST-T1 UT-T
—［————］——— ［————］——— I —＞

EV-T2 EV-T1

KISSING SAYING ( 同上: 215)

⑩
a． Max said that Lou will kiss Billie．
b． Max said that Lou would kiss Billie．
c． AST-T1______ AST-T2______

↑ ↑
UT-T 或 UT-T ( 同上: 217)

瑏瑡
a． Max says that Lou kissed Billie．
b． * UT-T____ AST-T2或* AST-T1____ AST-T2

↑ ↑
AST-T1 UT-T ( 同上: 218)

例⑨a 只能允许强制性的时间诠释，即: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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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ST-T2只能被照应性锚定至主句 AST-T1 时间，

使主句和子句的两个 AST-T 时间形成最优的排

序产出，即“过去的过去”的时间识解，如例⑨b 所

示。例⑩a 中子句的 AST-T2与主句 AST-T1的时间

居后关系产生时间信息的识解性，即: 子句 KISS
时间居后于主句 SAY 时间。但是，子句 UT-T 时

间则具有两种排序选择性: 如果子句 UT-T 时间

默认设 定 至 子 句 UT-T 时 间，则 产 生 时 间 序 列

AST-T1____ UT-T ____ AST-T2，并表现为显性的

形态标记 will，如例⑩a 所示; 如果选择性设定至

主句 AST-T1 时间，则产生时间序列 AST-T1 ____
AST-T2 ____ UT-T，并 表 现 为 显 性 的 形 态 标 记

would，如例⑩b 所示。例瑏瑡中子句的 AST-T2 不管

是锚定至子句 UT-T 还是主句 AST-T1 时间，都会产

生相同的时间排序( 例瑏瑡a) ，这两种时间锚定的产

出是语义为空、毫无时间信息的识解性，使主句和

子句各自的 AST-T 时间无法形成本质的排序关系，

从而违背经济原则，成为空泛性锚定现象。
3． 4 对非根模态词的解释分析

Condoravdi 认为，根模态词包括义务 ( deon-
tic) 、动态( dynamic) 和量化( quantificational) 模态

词，而非根模态词包括知识( epistemic) 模态词和

抽象( metaphisical) 模态词( Condoravdi 2002: 59) 。
说话者依据非根模态词就模态命题的真值做出模

态判断。Condoravdi 提出，非根模态词( 无论现在

时、过去时或将来时) 为整个句式的时间诠释提

供一个能够不断延伸的时间区间［t，") ，这个区

间被称为模态时间 MOD-T( 同上: 72 ) 。D 和 U-E
把非根模态词纳入其时间论元理论体系，非根模

态词扩展一个位于 TP 与 ASP-P 之间的模态词投

射 MP． ( D，U-E 2008: 1180 ) 每个功能性中心语

( T，M，ASP 和 V) 都为句式的时间诠释引入一个

参考时间，并扩展到句法结构图中。由于中心语

M 并不是一个时空谓词，无法为其时间论元构建

排序关系，MOD-T 的设定方式为指示性定位或照

应性定位。前者把 MOD-T 的起始次区间 t 定位

到 T 的外论元 UT-T，并将此时间无限延伸，从而

形成模态时间［t，") ; + 后者将 MOD-T 与其辖域

内的其他参考时间( AST-T 或 EV-T) 进行( 语义)

约束。
瑏瑢

［TP UT-T T［MP MOD-T M［ASP-P AST-T ASP［VP EV-T VP］］］］

↑
［ti，∞ )

非根模态词的时间词组结构图 ( D，U-E 2014: 873)

Condoravdi( 2002: 85) 认为，非根模态词的完

成体句式( 例瑏瑣) 具有两种解读意义，第一种解读

表现的是现在完成的知识模态意义，其可能性是

从现在时间视角( present temporal perspective) 对

过去情状进行解读，如例瑏瑤a 所示。D 和 U-E 指

出，现在时间视角中 MOD-T 的起始点通过指示性

定位设定为 UT-T，而时空谓词 AFTEＲ 则将 AST-
T 排序在 EV-T 之后( D，U-E 2008: 1803) ，如例瑏瑤
b 所示。第二种解读是完成将来的抽象模态或违

实( counterfactual) 模态意义，其可能性是从过去

时间视角对过去中的将来情状进行解读，如例瑏瑥a
所示。D 和 U-E 指出，MOD-T 的起始点通过指示

性定位设定为 AST-T; 同时，MOD-T 约束并照应

性定位 EV-T( 同上: 1812) ，如例瑏瑥b 所示。
瑏瑣 He might have won the game．
瑏瑤 a． He may /might have ( already) won the game ( # but he didn't) ．

b． EV-T MOD-T/AST-T
— ［———］———［————————————＞

UT-T
瑏瑥 a． At some point in the past，he might ( still) have won the game ( but he didn't) ．

b． MOD-T EV-T
— ［——————［————］——— I ——— ＞

AST-T UT-T

D 和 U-E 提出，完成模态句瑏瑣还存在第三种

解读，其可能性是从现在时间视角对将来完成情

状进行解读，如例瑏瑦a． 而完成模态词的 EV-T 涉

及到将来的 UT-T 时间。指示性定位使 MOD-T 时

间开始于 UT-T，同时 MOD-T 约束 AST-T，副词 by
tomorrow 则修饰 AST-T． 而 AST-T 聚焦于 EV-2 T
内的 时 间 区 间，并 排 序 在 EV-T1 之 后 ( 同 上:

1801) 。他们分别论证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

语言的非根完成 /过去模态词的研究无需借助任

何额外的功能性投射，而只需在其时间论元理论

框架中进行。( 同上: 1796，1806，1809)

瑏瑦 a． He may have won the game by tomorrow．
b． EV-T1 MOD-T EV-T2 = AST-T
— ［———］［———— ［——— I ———］————＞

UT-T TOMOＲＲOW

4 结束语
时间论元理论的贡献在于，这种时间诠释的理

论框架能够从跨语言视角将时态、体和时间副词这

3 种时间编码的语法体系缩减为相同的句法—语

义基元( 即时间论元) ，从而为人类语言的时间关

系构建一个简洁且科学的时间诠释理论体系。一

个时间诠释的理论模式如果能够限制时态和体的

逻辑可能性数量，而且能够观察并分析时间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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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跨语言差异性，这样的理论模式才能有充分合

理的理论解释力。D 和 U-E 将时态、体和时间副词

视为时空谓词，该时空谓词能够将 UT-T，EV-T 或

AST-T 这 3 个时间论元分别排序为居后、包含或居

前的时空关系，从而为时态、体和时间副词提供一

个句法—语义同构的时间词组结构。他们还采用

时间论元理论进一步研究时间状语子句、宾语补足

语子句和非根模态词的句法现象，从而形成系统性

和解释性兼具的时间诠释理论框架。该理论势必

将有助于语言学家( 如: Stowell 2007，Arche 2014，

Bohnemeyer 2014) 系统研究并深入探讨人类语言

的各种时间指称现象，从而加深对人类语言时间编

码方式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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