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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特殊方所分配句属于劣势、带标记句式与其“小数—大数”语序违背可别度领前有关。 特殊方所分配句在

句法标记度方面存在差别，表现出如下等级关系：Ⅰ型﹤Ⅱ型﹤ ＩＩＩ 型。 具有最多方所义的名量词介引的特殊方所分配

句，其句法标记度相对最低；具有较多方所义的车船类、家具类、建筑类名词介引的特殊方所分配句，其句法标记度较高；
具有最少方所义的动物类名词介引的特殊方所分配句，其句法标记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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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学界关于特殊方所分配句（如“一排放两张

桌子”“一辆车坐四个人”“一匹马骑两个人”）已
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其中比较权威性的成果有：
任鹰 （ １９９９ ）、 鹿荣和齐沪扬 （ ２０１０ ）、 沈家煊

（２００５：２２４ － ２２９）、朱佳蕾（２０１７）等。 特殊方所

分配句是相对于普通方所分配句（如“一辆车上

坐四个人”“一匹马背上骑两个人”）而言的。 目

前，学界关于特殊方所分配句属于强标记句式已

基本形成共识：一是由于“动词共用”造成的（任
鹰 １９９９， 鹿荣 齐沪杨 ２０１０）；一是由于“主语与

施事、宾语与受事”不对应造成的（沈家煊 ２００５：
２２５，朱佳蕾 ２０１７）。 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以下议

题似乎还鲜见有研究成果发表：“小数—大数”语
序与特殊方所分配句属于强标记句式之间存在怎

样的相关性，“一量 ／一量名”主语与特殊方所分

配句的句法标记度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特殊

方所分配句在句法标记度方面表现出怎样的等级

关系。 本文就以上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２　 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语义功能及标

记性特征概述
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一量 ／一量名”主语具有

不定特指（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性质，其具

有的原型主语的典型性特征———“施事和话题重

叠”（Ｃｏｍｒｉｅ ２０１２：１０７）相对较少。 常见的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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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 ／一量名” 主语的名词根据其题元角色，可
分为 ３ 种类型。 具体如下：

① ａ． 一排放两张桌子。
　 ｂ． 一行种五颗树。
② ａ． 一间屋子住两个人。
　 ｂ． 一个包厢安排八个人。
③ ａ． 一匹马骑一个人。
　 ｂ． 一峰骆驼骑两个人。
上述特殊方所分配句表达整体性句法—语义

功能：“某方所‘要分配’某数量的物 ／人”，其谓语

动词表达“要分配”构式义，是一种语义偏离（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 ｓｈｉｆｔ）现象（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２００９），即“动词与其

出现的句式不一致”的情况（席建国 ２０１２）。 上

述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一量 ／一量名”主语的题元

角色不同，为方便讨论，本文将其称为 Ｉ 型（①ａ、
ｂ）、ＩＩ 型（②ａ、ｂ）、ＩＩＩ 型（③ａ、ｂ）特殊方所分配

句。 上述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一量 ／一量名”主语

表达方所语义功能，是其整体性句法—语义功能

压制（ｃｏｅｒｃｉｏｎ）的结果（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２３８）。 特

殊方所分配句属于强标记性句式，除与“动词共

用”“主语与施事、宾语与受事”不对应因素相关

外，其实还与其“小数—大数”语序有关。 上述特

殊方所分配句在句法标记度方面存在差别，形成如

下等级关系（符号“﹤”表示“句法标记度低于”）：Ｉ
型（①ａ、ｂ）﹤ ＩＩ 型（②ａ、ｂ）﹤ ＩＩＩ 型（③ａ、ｂ）。

３　 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与其“小
数—大数”语序的相关性分析

可别度（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指一个成分的定指性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或指称性（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可别度可

以视为一个范畴，定指性、指称性是其中的核心成

员，新旧信息、数量、生命度、有界性等属于其中的

边缘性成员。 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可别度高的成

分倾向前置于可别度低的成分，这被称为可别度

领前原则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简称

ＩＬＰ）（陆丙甫 ２００５）。 可别度领前原则（ ＩＬＰ）可

以在短语、句子层面发挥语序制约作用。 如多项

限定结构中，不同限定成分的语序分布表现出如

下倾向性（符号“﹥”表示“倾向前置于”）：
指别词（Ｄｅｍ）﹥数词（Ｎｕｍ）﹥形容词（Ａｄｊ）﹢

名词（Ｎ）
即指别词（Ｄｅｍ）倾向前置于数词（Ｎｕｍ）和

形容词（ Ａｄｊ），数词 （ Ｎｕｍ） 倾向前置于形容词

（Ａｄｊ），这被称为倾向性语序原则（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简称 ＰＯＣ）（Ｄｉｋ ２０１１）。 这种语序

倾向性与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的语序共性原则二十（Ｕ２０），

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即“如果指别词、数词、描写

性形容词中两个以上前置于名词，它们总是表现

为‘指别词﹥数词﹥形容词 ＋ 名词’语序。 如果

它们是后置，语序则依旧，或完全相反”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ｒｇ １９６６）。 上述语序格局，主要与限定成分的

可别度有关。 具体来说，指别词因指称对象明确，
其可别度相对最高，倾向前置于数词和形容词；数
词因数值准确，其可别度相对较高，倾向前置于形

容词；形容词因主观性较强，其可别度相对最低，
倾向分布于二者之后。 英汉语言中，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ｔ
ｏｆ ｍｙ ｃｈｉｌｄ 相对于 ｍｙ ｓｍ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ｏｔ，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ｏｌｄ ｍｅｎ 相对于 ｔｗｏ ｏｔｈｅｒ ｏｌｄ ｍｅｎ，“那根两米长的

新尼龙绳”相对于“两米长的新的那根尼龙绳”、
“英汉大词典”相对于“大英汉词典”，前者属于无

标记语序，与其中限定成分遵循可别度领前原则

（ＩＬＰ）有关，后者属于带标记语序与其中限定成

分违背可别度领前原则（ＩＬＰ）有关。 无标记语序

是相对于带标记语序而言的。 前者指自然、常规

语序，后者指非常规、特殊语序。 无标记语序表现

出以下特点：复现率高、标记度低、语用最中性

（最没有特定语用功能表达要求、语境条件要求

最低）（Ｗｈａｌｅｙ １９９７：１００ － １０５），带标记语序则不

然。 可别度领前原则（ＩＬＰ）对于关系从句的分布

同样发挥着语序制约作用，如 ｔｈｏ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ｈｏ
ｌｏｖｅ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ｍａｔｃｈ（ＮＲｅｌ）相对于 ｔｈｏｓｅ ｌｏｖｉｎｇ⁃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ｍａｔｃ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ＲｅｌＮ），“那条狗咬死

了猎人” （ＮＲｅｌ）相对于“咬死了猎人的那条狗”
（ＲｅｌＮ），前者（ＮＲｅｌ）属于优势语序，与其中各限

定成分遵循可别度领前原则 （ ＩＬＰ） 有关，后者

（ＲｅｌＮ）属于劣势语序，与其中有限定成分违背可

别度领前原则（ＩＬＰ）有关。 优势语序是相对于劣

势语序而言的。 前者指遵循某一认知原则或语序

共性原则的语序现象，劣势语序指违背这一认知

原则或语序共性原则的语序现象（席建国 ２０１３：
３５）。 优势语序与劣势语序的关系是，优势语序

总是能够出现，而与之相对的劣势语序，只有在与

其相和谐的语序也出现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６６）。 优势语序与无标记语序、劣势

语序与带标记语序在特征表现方面有交叉，但也

有区别。 英汉语言中，ＮＲｅｌ（关系从句后置）语序

有其优点：限定成分界限清晰、语义舒展、具有韵

律感，属强限定、无歧义结构，如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ｔ ｏｆ
ｍｙ ｃｈｉｌｄ，“那条狗咬死了猎人”只能有一种解读；
而其 ＲｅｌＮ （关系从句前置） 语序，如 ｍｙ ｓｍ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ｏｔ， ｔｈｏｓｅ ｌｏｖｉｎｇ⁃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ｍａｔｃｈ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咬死了猎人的狗”有其缺陷：限定成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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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叠、语义梗阻、缺乏韵律感，属于弱限定、有歧义

结构，如上述短语可有两种理解。
可别度领前原则（ＩＬＰ）还在句子层面发挥语

序制约作用，如：
④ ａ．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ｓｔａｎｄｓ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ｂ．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ｓｔａｎｄｓ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⑤ ａ． 主席团坐在台上。
　 ｂ． 台上坐着主席团。
上面两组句子中， ｂ 句 （ ＸＶＯ） 相对于 ａ 句

（ＳＶＸ） 属于劣势、带标记语序 （ Ｌｅｈｍａｎｎ １９７３；
Ｄｒｙｅｒ １９９２；席建国 ２０１３：２５６，２０１６：１１７ － １１９），
主要与 ｂ 句是由可别度很低的介词短语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ｏｒ（④ｂ）、“台上”（⑤ｂ）介引有关。 英语为消除

ｂ 类句子的劣势、强标记性缺陷，专门演化出

Ｔｈｅｒｅ ｂｅ 句型，以提高其可接受度，这与以往学界

将 Ｔｈｅｒｅ 视为形式主语 （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胡刚

１９８８：９１， 颜钰 １９８９ ） 或逻辑词缀 （ ＬＦ Ａｆｆｉｘ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１５５）之看法形成互补关系。 曹秀

玲（２００６）和崔显军（２００７）讨论过“一间屋子住四

个人”“一条船坐五个人”“一个包厢坐八个人”之
类句子属于强标记性句式与其“小数—大数”语

序有关，遗憾的是他们未将“小数—大数”语序与

其违背可别度领前原则（ＩＬＰ）结合起来讨论。

４　 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特征分析
４． １Ⅰ型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特征

进入Ⅰ型特殊方所分配句主语位置的量词，
如：“面、排、期、页、层”等，它们表示“面积、范围”
的可计数性。 这类量词本身含有明确的方所义，
也被称为名量词（吕叔湘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９：３８６），其后

无需方位词就可表达方所题元功能。 见下面例句

及其分析：
⑥ 一面画两张图。
⑦ 一页打五十个字。
⑧ 一期登十篇文章。
上述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主语“一面” “一页”

“一期” 表达方所题元功能，其转喻性质———用

“一面”转指“一面范围内”，用“一页”转指“一页

范围内”，用“一期”转指“一期范围内”不明显，属
于默认值（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两种题元功能之间存在

固有关联（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关系。 固有关联关

系指两个概念之间语义上具有内在、规约化的联

系，如“我看见几个新面孔”中的“新面孔”转指

“新来者”，“我想买辆宝马”中的“宝马”转指“宝
马牌轿车”。 名量词“面” “页” “期”具有“面积、
范围”义素（同上），经常独立使用，也被称为“自

主量词”，这些属性可能是导致Ⅰ型特殊方所分

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相对最低（相对于 ＩＩ 型、ＩＩＩ 型
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原因之一。

不同实体名词的方所义典型性程度存在差

别，表现出如下等级关系（储泽祥 ２０１０：９０）：

表１ 　 实体名词的方所义等级

高　 　 　 　 　 　 　 方所义　 　 　 　 　 　 　 　 低

处所词
　 　

→普通名词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ｄ 组 ｅ 组 ｆ 组

旁边 办公室 黄山 屋子 电梯 灾难

前面 警察局 长江 土窑 抽屉 思想

东边 外贸公司 黄龙洞 阳台 甲板 洪水

西部 火车站 广济桥 走廊 石凳 大火

　 　 从左至右，各组词项的方所义典型性程度逐

渐减弱：ａ 组词项具有的方所义原型特征最多，属
于核心成员；它们的功能可居点①（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最多，以突显“空间”关系为最显著特征（储泽祥

２０１０：７２ － ７９，席建国 ２０２０）。 ｆ 组词项具有的方

所义原型特征最少，属于边缘性成员；它们的功能

可居点最少，以突显抽象“范围”关系（如“灾难

中”“思想上” “洪水里”）为最显著特征（席建国

２０２０）。 一个实体名词的方所义典型性程度直接

影响其方所题元功能表达和方所关系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能力强弱（同上）。

４． ２ Ⅱ型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特征

进入Ⅱ型特殊方所分配句“一量名”主语的多

为车船类、家具类、建筑类名词（朱德熙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５１），其后可省略方位词，这常导致句子表现

出较高的句法标记度。
⑨ 一辆车坐四个人。
⑩ 一张床睡两个人。
 一间宿舍住六个人。
上述句子的“一量名”主语“一辆车” “一张

床”“一间宿舍”表达方所题元功能，具有明显的

转喻性质—用“一辆车”转指“一辆车上 ／里”，用
“一张床”转指“一张床上”，用“一间宿舍”转指

“一间宿舍里”。 前后两种题元功能之间属于非

固有性关联（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关系。 非固有

性关联指两个概念之间语义上具有临时性、非内

在联系，如“４０２ 房间没回音”，其中的“４０２ 房间”
属于非常抽象的转喻用法———用“４０２ 房间”转指

“房间里的人”。 抽象关联关系致使上述 ３ 句的

句法标记度相对高于例⑥、⑦、⑧。 另外，我们还

可从名词主语的方所关系化能力检验一个特殊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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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强弱。 实体名词 “车”
“床”“宿舍”后必须符着相应的方位词，如“上”
“里”，才能表达空间、方位功能②，这被称为方位

词的转化功能。 方位词的转化功能指将实体名词

转化为表示空间、方位关系的短语之功能，如从

“杯子”到“杯子里”，是从实体到空间的转化。 方

位词还具有择定功能和指别功能，前者指将既可

表示机构又可表示处所的名词如“财务处”“科研

处”择定为只能表示空间的名词之功能，如“财务

处里”“科研处里”。 方位词的指别功能指其能够

表达指别位置和维向的功能，如“身后”和“身”
“肩上”和“肩”之语义区别。 “一面” “一页” “一
期”后则无需方位词，可直接表达空间、方位功

能。 名词主语“一辆车”“一张床”“一间宿舍”后
省略方位词属于介词的“可用而不用” （吕叔湘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９：２）现象，这或许是导致上述Ⅱ型特殊

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
金立鑫（２０１７：７５）特别强调：“方位词在普通话中

几乎是难以省略的功能标记，是强制性的成分”，
很有见地。

４． ３ ＩＩＩ 型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特

征分析

ＩＩＩ 型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主语由动物类名词

充任，这造成其介引的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

记度相对最高（相对于Ⅰ型、Ⅱ型特殊方所分配

句）。 见下面例句及其分析：
 一匹马骑两个人。
 一峰骆驼骑两个人。
上述两句的名词主语“一匹马” “一峰骆驼”

表达方所题元功能是通过非常抽象的转喻操作实

现的，用“一匹马”转指“一匹马背上”，用“一峰骆

驼”转指“一峰骆驼背上”。 前后两种题元功能迥

然有别，这种抽象转喻关系可能是导致例、的

句法标记度相对最高的原因之一。 例、的句

法标记度相对最高还可从其名词主语的方所关系

化能力最弱得到验证。 汉语中，动物类名词后一

般不能直接符着方位词实现方所关系化操作，如
现代汉语中我们一般不说“马 ／骆驼上”，必须借

助相应的处所名词（如“背、身”）才能实现其方所

关系化操作，如“马背上、马身上” “骆驼背上、骆
驼身上”。 即动物类名词的方所关系化能力最

弱，这也许就是表１未将任何动物类名词列入其中

的缘由之一。 汉语中，方位词具有强大的转化功

能：“只要意思上讲得通，我们可以任意在名词后

头加‘里’和‘上’，例如：书上、窗户上、桌子上、心
里、屋里、树林里、孩子里” （朱德熙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４４）。 为什么方位词的超强转化功能在无灵实体

名词、有灵实体名词面前的表现迥然有别。 我们

认为，这与两类名词具有的 ４ 项物理属性：“固
定、离散、方所性、生命度低”（储泽祥 ２０１０：５５）之
数量多寡有关：车辆类、家具类、建筑类名词具有

较多上述 ４ 项物理属性，其方所关系化能力强；有
灵名词具有较少上述 ４ 项物理属性，其方所关系

化能力弱。 这种相关关系，归纳如表２：

表２ 　 物理属性与方所关系化能力

物理属性多 方所关系化能力强

车辆类名词 ＋ ＋

家具类名词 ＋ ＋

建筑类名词 ＋ ＋

动物类名词 － －

　 　 基于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说，特殊方所分配

句的“一量 ／一量名”主语的转喻功能与其择定功

能、指别功能之间形成如下蕴涵关系（“⊃”表示

“蕴含”）：转喻功能⊃择定功能、指别功能。 即一

个特殊方所分配句的“一量 ／一量名”主语的转喻

功能与其择定功能、指别功能之间呈反比关系：转
喻功能越强，其择定功能、指别功能越弱。

５　 结束语
特殊方所分配句属于强标记句式除了与“动

词共用”“主语与施事、宾语与受事”不对应因素

相关外，还与其“小数—大数”语序违背可别度领

前原则（ＩＬＰ）有关。 特殊方所分配句在句法标记

度方面存在差别，表现出如下等级关系：Ⅰ型﹤Ⅱ
型﹤ ＩＩＩ 型。 这种等级关系与其“一量 ／一量名”
主语所具有的方所义典型性程度有关：具有最多

方所义的Ⅰ型主语（如“一面、一期、一页”），其介

引的特殊方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相对最低；具
有较多方所义的Ⅱ型主语（如“一间宿舍、一间教

室、一张床、一辆车”），其介引的特殊方所分配句

的句法标记度相对较低；具有最少方所义的 ＩＩＩ 型
主语（如“一匹马、一峰骆驼”），其介引的特殊方

所分配句的句法标记度相对最高。

注释

①由一个实体的功能属性造就的可居点是该实体的功能

可居点（储泽祥 ２０１０：５１）。
②当然，还可通过动词体现其空间、方位关系，如“（钻进）

车”“（爬上）床”“（走进）宿舍”等。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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