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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研究①

白　蓝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焦点标记“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表现。“是”具有２种用法，一种为

判断动词，另一种为焦点标记。汉语特指问句可分为Ⅰ类疑问句和Ⅱ类疑问句２种类型。焦点标记“是”位于焦点投射

中心语位置。在特指问句中，对焦点标记“是”的位置关系为了满足扩充投射原则，主语“你”移位至焦点标志语位置，而

疑问代词作为焦点成分位于原位，在逻辑式中发生移位，嫁接于焦点标志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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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是”的研究
（一）以往的研究

目前在生成语法领域，学者们对焦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焦点定义和分类、焦点与话题、焦点

与语义或者焦点作为一个焦点成分对句子语义影响的句法操作等方面，然而对焦点标记的探讨相对较

少，甚至把焦点算子和焦点标记归为一类。实际上，焦点标记和焦点算子是有区别的。Ｂｅａ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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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ｒｋ［１］认为焦点敏感算子约束①焦点，他们发现与焦点标记“是”不同，焦点算子 ａｌｗａｙｓ“总是”和 ｏｎｌｙ

“只有”会改变句子的释义。如例（１）（２）所示（在本文所用例句中，焦点成分用黑体标示）。

当“总是”和“只有”的焦点敏感成分为直接宾语焦点：

（１）ａ．Ｓａｎｄｙａｌｗａｙｓｆｅｅｄｓ［Ｆｉｄｏ］Ｆ１Ｎｕｔｒａｐｕｐ．

姗迪喂营养粉给它吃的所有动物总是裴多。

ｂ．Ｓａｎｄｙｏｎｌｙｆｅｅｄｓ［Ｆｉｄｏ］ＦＮｕｔｒａｐｕｐ．

姗迪喂营养粉给某个接受者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针对裴多的事件。

当“总是”和“只有”的焦点敏感成分为间接宾语焦点：

（２）ａ．ＳａｎｄｙａｌｗａｙｓｆｅｅｄｓＦｉｄｏ［Ｎｕｔｒａｐｕｐ］Ｆ．

姗迪喂给裴多吃的所有东西总是营养粉。

ｂ．ＳａｎｄｙｏｎｌｙｆｅｅｄｓＦｉｄｏ［Ｎｕｔｒａｐｕｐ］Ｆ．

姗迪喂裴多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用营养粉来喂的事件。

在（１）和（２）中，例ａ和例ｂ似乎都具有相同的释义。然而，在（１ｂ）中，Ｆｉｄｏ“裴多”是独一无二的个

体，只有裴多被姗迪喂营养粉，不存在其它的个体。在（１ａ）中，除了Ｆｉｄｏ“裴多”喂营养粉外，可能还有

其它的个体。从上例及其释义可以看出，当算子 ａｌｗａｙｓ“总是”和 ｏｎｌｙ“只有”跟不同成分相关联时，句

子的释义就会发生变化。方梅［２］总结出焦点标记词的三项基本特征：（ｉ）本身不负载实在的意义，不带

对比重音；（ｉｉ）其后的成分总是在语音上凸显；（ｉｉｉ）可以省略。

从词类归属来说，徐杰认为判断系词“是”和焦点标记“是”都属于动词。关于焦点标记词“是”的

性质，学者们都有不同意见。最早把“是”定义为“焦点标记词”的是邓守信［３］，［４］。Ｈｕａｎｇ［５］１８５－２１４综合

考察了相关事实，对“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认为“是”表现出一套汉语普通动词的特征。徐杰从强

式焦点和弱式焦点的角度讨论了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认为在词库中疑问代词带有焦点特征［ＦＯＣ］，

指出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一般都为所在句子的强式主焦点。而“是”会尽量靠近疑问代词。熊仲

儒［６］１０１－１０４对焦点的位置进行了讨论，把“不”、“都”、“只”、“究竟”、“是”统称为焦点算子，认为有些焦

点敏感算子所关联的焦点成分可以在其左侧，也可以在其右侧，而有些焦点敏感算子所关联的焦点成分

只能在其右侧，受其成分统治。然而，“是”与“不”、“都”、“只”、“究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二）“是”的属性

一个句子中加上算子可以改变句子的意思，反过来，如果删去焦点化词，那么会改变句子的意义。

而焦点标记只是起到对已成为焦点的成分作标志的作用。我们总结了“是”的属性，把“是”分为２种，

一种为判断系词，一种为焦点标记。例如：

当“是”作为判断系词：

（３）ａ．我是学生。

ｂ．花是植物。

当“是”作为焦点标记：

（４）ａ．是我去北京。

ｂ．我是去北京。

另外，“是”也不能位于被动范畴。如：

（５）ａ．你是被他批评了一顿。

５４１

① “约束”一词在生成语法里最早用于指句中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在指称意义上的依赖关系。约束原则为如果Ａ统治Ｂ，且Ａ与
Ｂ同标；则Ａ约束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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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你被是他批评了一顿。
（６）ａ．我是把你骂了一顿。
ｂ．我把是你骂了一顿。

当作为判断系词时，方梅认为“是”为重音，符合某些动词的限制。在（３ａ）中，“是”在“我”与“老
师”之间具有识别性释义。在（３ｂ）中，“是”显示了“花”与“植物”的层级关系。当作为焦点标记时，
“是”不重读。在（４ａ）中，位于“是”后的“我”为焦点成分，被“是”约束。总结焦点标记“是”的特征，我

们借鉴了熊仲儒对“是”的归纳，把“是”的属性总结为：

当“是”为判断系词时：

ａ．“是”不可省略；
ｂ．“是”重读，符合某些动词的限制，且只有一个“是”；

当“是”为焦点标记时：

ｃ．“是”可以省略；

ｄ．“是”不重读，只出现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前；
ｅ．“是”高于“把”“被”之上；
ｆ．焦点成分紧挨“是”后，且被“是”约束；
ｇ．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是”。

以上特点跟“是”所处的位置有关，在汉语特指问句研究领域，尽管语言学家们已经对疑问句中的

疑问代词移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结合焦点标记进行研究的并不多。Ｃｈｏｍｓｋｙ曾经提出过焦点
移位说，认为所有焦点都带有一个焦点特征［ＦＯＣ］。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触发焦点移位的原因是焦点必
须靠近与之相关联的焦点敏感算子，令带焦点特征的短语被吸引到紧靠该算子的位置上，在逻辑式中发

生隐性疑问。然而该假设无法解释焦点标记与主语的句法现象，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去说明。

二　“是”与主语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表现
在探讨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时，ＣｏｌｅａｎｄＨｅｒｍｏｎ［７］注意到疑问词在问句中的不同属性，把特指疑

问句分为名词性特指问句和副词性特征问句２种。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名词特指疑问句和包含
方式的“怎么样”或问目的的“为（了）什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在“是”字句中只能呆在原位，不能发生

疑问词移位。例如：

名词特指疑问句：

（７）ａ．你是买了什么？

ｂ．什么你是买了？
表方式的“怎么样”的副词特指疑问句：

（８）ａ．你是怎么样了？
ｂ．怎么样你是？

问目的的“为（了）什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

（９）ａ．你是为（了）什么？
ｂ．为（了）什么你是？

然而，表原因的“为什么”和“怎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在“是”字句中可发生疑问词移位，句子合

法。如：

（１０）ａ．你是为什么辞职？
ｂ．为什么是你辞职？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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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你怎么来了？
ｄ．怎么你来了？

根据不同疑问词在特指问句中的不同表现，将名词性疑问代词和问方式的“怎么样”以及问目的的

“为（了）什么”归为“Ⅰ类疑问代词”。相对于“Ⅰ类疑问代词”，把问原因的“为什么”和“怎么”归为
“Ⅱ类疑问代词”①。我们发现在陈述句中，当“是”作为焦点标记时，“是”字句的主语可以位于“是”前，
也可位于“是”后，如例（４ａ，４ｂ）所示。然而，在特指问句中②，主语位于“是”后时，句子却不合法。

Ⅰ类疑问代词：
（１１）ａ．你是买了什么？

ｂ．是你买了什么？

Ⅱ类疑问代词：
（１２）ａ．你是为什么来？

ｂ．是你为什么来？
基于生成语法的观点，人类大脑的语言器官中有一个词库和一个推导程序，推导程序也叫演算系

统。推导程序从词库中选择词项，推导出句子的结构描写式，然后交由大脑中的其它应用系统进行语音

和语义解释。假设例句（１１ａ）“你是买了什么？”在词库中的词项分别是“你”、“是”、“买”、“什么”
（“了”为时体范畴③）。本文认同徐杰的观点，认为焦点在性质上只有一类，那就是讲话人基于自己的

判断，认为它相对重要并决定通过语法手段强调的成分。

在特指问句中疑问代词一般都自动成为所在句子的主焦点。从而特指问句的焦点特征［ＦＯＣ］必须
指派给疑问代词“什么”。根据 Ｒｉｚｚｉ［８］２８１－３３７提出的分裂假说理论，在焦点投射中，焦点中心语具有
［ＥＰＰ］和［ＦＯＣ］２种特征，焦点标记“是”位于焦点中心语位置，同时具有［ＥＰＰ］和［ＦＯＣ］特征。如图
所示：

为了满足［ＥＰＰ］特征，根据就近原则④，“是”吸引了主语“你”移位至焦点标志语位置。而具有
［ＦＯＣ］特征的疑问代词“什么”位于原位。一般来说，汉语的焦点不倾向于移位，让焦点成分在原位跟
焦点范畴进行协约，理论上是可行的。为了满足焦点中心的［ＦＯＣ］特征，我们假设疑问代词发生隐性移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徐杰认为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焦点特征似乎必须指派给疑问代词或者包含疑问代词的语法单位，而不能指派给特指问句的其他

成分，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一般都自动成为所在句子的强式主焦点。

“谁”既不是Ⅰ类疑问代词也不是Ⅱ类疑问代词。因为它具有强Ｑ特征，且焦点特征强。
事件时间与参照时间的关系，可理解为次级时制，分为先时、同时与后时。英语中的完成式尽管表示的是次级时制中的先时，但

大多数学者亦称为完成体。同理，汉语的“着、了、过”也作时体范畴。

就近原则即ＡｔｔｒａｃｔＣｌｏｓｅ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ＣＰ，该原则内容为需要吸引某特征的中心语最先吸引离它最近的且符合条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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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嫁接于焦点标志语位置。

三　结　语
本文在生成语法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对焦点标记“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表现，解释了焦点

标记“是”与主语的位置关系，提出焦点标记“是”的主语在特指问句中发生的显性移位源于满足［ＥＰＰ］
特征。而焦点成分仍停留在原位，为了满足［ＦＯＣ］特征，在逻辑式中发生隐性移位。

目前，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焦点标记与否定词“不”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往有关“不”的文献都集中于２个语言事实：“不”不能与完成态标记“了”和表方式的修饰语共现。解释
这２个语言事实，前人都采用黏合说，不过，都未能完满地解释所有“不”字句。另外，焦点的语义研究
是难点，形式语义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处理焦点的语义问题。目前，如何运用不同的焦点语义理论

来研究“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表现尚需要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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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　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Ｊ］．中国语文，１９９５（４）：２７９－２８８．

［３］Ｔｅｎｇ．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７４ａ（２）：１２５－１４０．

［４］Ｔｅｎｇ．Ｄｏｕｂｌ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７４ｂ（３）：４５５－７３．

［５］ＨｕａｎｇＣＴ．ＰｒｏＤｒｏ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ＯｓｖａｌｄｏＪａｅｇｇｌｉａｎｄＫｅｎＳａｆｉｒ（ｅ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ＤＲｅｉｄｅｌ，１９８９．

［６］熊仲儒．当代语法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ＣｏｌｅＰ，ＨｅｒｍｏｎＧ．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ｓ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ａｌａｙ：ａｎ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Ｊ］．ＬｉｎｇｕｉｓｉｔｃＴｙｐｏｌｏ

ｇｙ，１９９８（２）：１１２－１８７．

［８］ＲｉｚｚｉＬ．ＴｈｅＦｉｎ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ＩｎＬ．Ｈａｅｇｅｍａｎ（ｅｄ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

ｅｒ，１９９７．

（责任校对　游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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