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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ere be+NP+PP”和“NPl有NP2”分别是英汉语中表示静态存在句的典型结构，意

思是“某处有某物／人”。两者有许多共性，并具有对应性。但两者在各自语言中的使用都有其

特殊性。本文主要考察两者在各自语言中的使用，尤其是存在处所的名词使用情况。对比分

析，总结异同，并将结果运用于英汉互译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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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存在句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型，在英汉两种语

言中都有广泛的运用。英汉存在句有很多相似之

处，吕叔湘先生在其著作《汉语语法论文集》(增

订本)中对此专门进行过归纳和总结。其后很多

学者也对此进行过研究。对其定义、特点和用法。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一直都有分歧。将英汉两种语

言中的存在句进行深入系统地对比研究的作品也

有很多。但对“nere be+NP+即”和“NPl有

NP2”进行系统考察的并不多。

鉴于此，本文采用张健的定义：即认为存在句

是表示在一定的时间内事物在空间的静止位置的

句子⋯。主要讨论英汉存在句中已经得到共识

的两个典型句型，即“，11le陀be+NP+PP”和

“NPl有NP2”(不包括NPl为时间的短语，以下

同)，将它们在各自语言中的使用情况，尤其是表

示存在含义时的限制条件进行分析和对比，并把

结果运用于英汉互译的实践。

1 “There be+NP+PP”和“NPl有

NP2”

对于英语存在旬的定义，争议很大。张绍杰

在总结韩礼德等人对存在句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得出其语法定义，即由非重读的引导词山ere和

be的某种形式或表示非及物意义的动词构成的

小句结构都是存在句心】。这个定义为众多学者

所接受，加之具有逻辑范畴的优点，不会引起争

议，所以我们这里也遵循这个语法定义。从这个

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存在句的动词不只是be，但

“t11ere be”往往被认为是英语存在句中最典型的

形式之一。

根据动词的特性可以把英语存在句分为静态

存在句(见例1)和动态存在句(见例2)两种基本

句式【3】。静态存在指空间位置不发生变化，存在

主体没有位移现象的存在，动态存在指存在主体

以运动方式存在。显然动词为be的存在句归入

静态存在句中的第一种。如： ．

例(1)．nere is a tree by tIle river．

nere phys a咖ile about his lips．

例(2)．nere mns a deer．

7rhere walks t}Ie．old m柚．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There be+NP+PP”

结构是英语存在句中表静态存在的基本句型之

一，所表达的意思为“某处有某物／人”。

关于汉语存在句的范围，语法学界同样有不

同的看法，但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该句型主

要用来表示某处存在着(包括单独存在、以某种

状态存在或以某种运动方式存在)某人或某

物【4】。宋玉柱根据句式意义把存在句分为静态

存在句和动态存在旬两大类，然后根据谓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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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志词区分出下列句型，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

他的分类如下呤3：

’存在句：静态存在旬：“有”字句(门口有一

个人)

“是”字句(窗外是个足球场)

“着”字句(门上贴着一张标语)

经历体存在句(窗上贴过窗花)

定心谓语句(山下一片好风光)

名词谓语句(满脸青春美丽痘)

动态存在句：进行体动态存在句(天上飞着

一只鸟)

完成体动态存在句(门前修了一个岗楼)

由此可见，“NPl有NP2”结构的存在句同样

也是汉语中表静态存在的基本句型之一，表达

“某处有某物／人”的意思。

我们重点要考察的是这两个结构中的实意主

语NP和NP2的情况。英语中实意主语NP和汉

语中“有”的宾语都是存在旬的存在主体。这两

个存在主体具有如下两个共同特征：存在主体的

非确定特指和存在主体的施事性。由于第二个特

征(施事性)是be以外的动词所具有的，所以我

们仅考察第一个，即存在主体的非确定特指。余

国良(93—94)指出英语的存在主体前面通常带

有不定冠词、零冠词、数词或其他表示非确定意义

的限定词，如some(及其合成词)，any(及其合成

词)，m锄y，much，several，no，(a)f￡1w，(a)litde

，a lot of，plen哆of等以及表数量多少的基数词，

而且名词中心词前面还可带前置或后置修饰

语⋯，如：

“’11lere is a man in tlle house．／7nlere ar{e tIlirty

smdents in our class．”。汉语的存在主体大多也

具有不确揩陛，即宾语可以带“一个”、“几个”之

类的数量定语：“大树下蹲着一个Ⅳ几个小伙
子／七八条大狼狗”之类。

为什么存在主体的要求是非确定特指呢?我

们知道，在英语和汉语都有“end‰us”的原则，即
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后。而新信息(new info彻a—

tion)往往是重要信息，所以只能是把表非确定特

指的内容放在最后，因为确定特指一般代表已知

信息。张健(1961)从认知角度考察，同样给出了

清楚的鹪释。他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人类从“已知

到未知”，从“旧知到新知”的认知规律⋯。这个

结构中，11lere起了标志词的作用，是个众所周知

的已知信息；而NP表示是未知的、新的信息。这

也充分证明了人的认知活动对句式结构的形成和

选择的重要影响。

但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英汉两种语言中的

存在句并不绝对排斥确指性的存在主体。但由于

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并且对语境也另有特定

的要求，这里不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英语“ner；e be+NP+PP”结构

和汉语“NPl有NP2”结构在各自的语言中都是

表达意思为“某处有某物／人”的静态存在句的典

型结构，存在主体具有如下两个共同特征：存在主

体的非确定特指和存在主体的施事性。二者具有

对应性：“卟ere be”和“有”对应。“NP”和“NP2”

对应，“PP”和“NPl”对应。

2“NPl有NP2”在汉语中的使用

在这个结构里，我们重点谈谈“NPl”与“有”

的关系。

虽然动词“有”的义项和用法较多，但在“NPl

有NP2”中只有两种主要的意义：一表领属，一表

存在。杨安红将Npl归纳为六类名词或名词短

语：

1)指人名词和代词，如：例3a)

2)生物类名词(人除外)，如：例3b)3)普通

物体名词。如：例5

4)机构名词。如例11

5)处所名词。如例4a)

6)方位名词或方位短语例4b)。

她认为不同意义的“有”对其前面的NPl有

不同的语义特征要求：当“NPl有NP2”格式中的

NPl具有[+生命，+时间性，+常态下可移动，

+形体较小]等语义特征时，“有”表领属(见例

3)；当NPl具有[一一生命，+空间性，+常态下

为静止，+形体较大]等语义特征时，“有”表存在

(见例4)。并得出结论，可以把NPl的[生命度]

看作领属的典型性特征，把NPl的[空间性]看作

存在句的典型性特征MJ。

例(3)(a)小张有三本书。

(b)兔子有四条腿。

例(4)(a)中国有许多名胜古迹。
’

(b)教室里有人。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NPl有NP2”都是存在

句。也只有表示存在时，这个结构才和“nere be

+NP+PP”相对应。

杨安红还特别提及了两种特殊情况。
．59·

  万方数据



1)NPl是不具有生命度的普通物体名词时，

尽管没有表领属的典型性特征，但具备形体较小，

可移动性等其他语法特征，同时也不具备存在句

的典型性特征——空间性，因此依旧表领属。但

同时会要求NP2必须是NPl所表示物体本身的

一部分，或者是其自身具备的一些性质或者特点

等。如：

例(5)桌子有四条腿。

2)当NPl是机构名称，处所名词或地点名词

时，“NPl有NP2”会有歧义。因为机构名称虽具

有空间性，但也可以由人组成，有一定的权力，所

以可以体现一定的生命度。处所名词或地点名词

也可以是某个物体、机构的代表。如：

例(6)大外部有五台电脑。

例(7)我们学校有三个操场。

我们可以认为例6指大外部这个机构拥有五

台电脑，但未必放在其工作场所；也可以认为在其

工作场所有五台电脑，但所有权归谁则不得而知。

同样例7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学校有三个操场，但

未必都在校园内，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学校里有

三个操场，但未必都是我们学校的。但要是加上

适当的介词或方位词，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当“NPl有NP2”表存

在时，NPl表方位或处所，具有有定性。

3“，11lere be+NP+PP”在英语中的

使用

在“nere be+NP+PP”结构中¨J，无论是

从传统语法还是从生成语法角度都把tllere视为

形式主语，表示一种大家共知的处所或方位。PP

必表方位或处所。而把名词词组即NP视为“实

意主语”(notional蚰bject)或真主语(real sub—

ject)，表施事，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无定性词

语，置于动词之后，成为信息中心。

由于我们只讨论英语存在旬中动词为be的

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我们把t}lere be作为整

体来进行考察，中文意思为“有”。t}lere be一起

构成“存在”这个概念之外，还暗含着一个存在的

场所，无论做状语的PP是否出现。

我们重点结合汉语考察这个结构中PP短语

中名词的使用情况，为了方便论述，我们这里把

PP分解为P+np，即“介词+名词短语”来与汉语

表示存在地点的NPl对应。

多数情况下，英语“介词+名词”=汉语“介
·60·

词+名词+方位词”。这是因为英语中由汉语方

位词表达的意思包含在介词中。英语方所介词数

量很多，表达不同处的方所关系要用不同的介词；

汉语表达方所的介词没有几个，不同的方所主要

靠不同的方位词来表达。由于汉语表达方所的形

式是“分析式”，所以呈现出多样化，“介词+名词

+方位词”是其完整的形式。实际上其中的介词

和方位词可以只出现一个或两个都不出现。不出

现的成分所代表的意思并没有消失。可以根据语

境和常识推导出来。如“办公室有人。”其实是指

“在办公室里有人”。因此，在“NPl有NP2”中表

存在的方所往往呈现出名词和名词性短语【8】。

由于汉语中方位名词或方位短语在英语里必

需和介词结合起来表达，下面我们把英语结构中

的np分为五类，分别与汉语前五类名词相对应，

来考察它们在英语结构里的使用情况。

1)指人名词和代词

2)生物类名词

3)普通物体名词

4)机构名词

5)处所名词

我们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名词放一起考察，因

为根据杨安红的意见，这两类名词具有汉语表领

属的典型性特征：生命度。在“There be+NP+

PP”结构中当这些名词和介词结合时，其实往往

表达的是以该生命为参照的一个方所。我们看两

个例子：

例(8)r11lere盯e t}lree students behind me．

，rIlere is a ny on吐Ie cat．

很明显，在这两个句子中，“学生”和“我”，

“苍蝇”和“猫”之间只存在方所上的联系。这是

因为在这个结构里介词在起作用。

我们把剩下的三类名词放在一起考察，先看

几个例句：

例(9)a)nere is water in an orange． =An

or粕ge has water in it．

b)There are 2 books on the desk．

例(10)a)n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College

En西ish Department．

b)There is no one in College Endish Depart—

ment nOw．

例(11)a)There are 56 pe叩les／nationalities

in China

b)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pla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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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例句(9)一(11)里的a)

旬都是表领属，b)句表存在。到底什么时候表示

领属，什么时候表示存在这和介词有一定的关系，

但更多的似乎是与存在的主体有关系：当存在的

主体NP是np本身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

者是其自身具备的一些性质、特点等时往往属于

领属句。

由此可见，由于英语中表示存在处所的名词

前面有介词，np的生命度和空间性不是判断

“nere be+NP+PP(=P+np)”是否是存在旬

的典型性特征，必须要结合介词，NP与介词短语

中np关系以及具体的语境来考察。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there be

往往可以和have(主要表“所有”)互换一1。尽管

have的存在句不多，但仍然不能忽视。夸克等人

认为，有一类动词用have的存在句，其主语是人

和物，这种句子称为have存在句。它问接含有

“存在”的意义，动词have含“所有”的意义非常

弱。如：

例(12)He h鹊∞veral衔ends in China．=

’11lere are∞veral衔ends of his in China．

例(13)I have two buttons lllissiIlg on tlle coat．

=There are卅o buttons missing on tlle coat．

例(14)ne e船tem part of t}le USA h鹊a

moderate r_ainf曩【1．

例(15)ne r00fhas Ieaks∞it．=nere are

leaks on山e IDof．

观察例(12)和例(13)，以人为主语时，必须

带上表范围的介词短语，而介词短语中的名词和

表存在主体的宾语之间含有包容关系。如例

(12)“ChiIla”和“岱ends”，其实是表示在中国有的

参考文献：

朋友。例(13)中的“button”和“coat”，其实是衣

服上有的扣子。如果去了介词短语就不能称其为

存在句。例(14)和例(15)是以物为主语，当其表

示存在句时，做主语的名词表达的是一定的“范

围”，have具有to contain之义，存在之物包容在

“范围”之内⋯。例中的rainf枷和leaks分别包容

在“t}Ie eastem part of the USA”和“t}Ie roof'之中。

要注意由于英语语言的特殊性，属于形合为

主的语言，因此be有时态和数的变化，尤其在数

上，要求与实意主语保持一致。

4 总结异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1here be+

NP+PP”和“NPl有NP2”都是表达意思为“某

处有某物／人”的静态存在句的典型结构，并具有

对应性，在正常情况下其存在主体都为无定性词

语。这可以使我们对英汉存在句的互译变得较为

容易。

其区别为，一是虽存在对应关系，词序不同；

二是在“There be+NP+PP”结构中，要求be与

NP具有数的一致性，“NPl有NP2”则无此要求；

三在“NPl有NP2”结构中，由于NPl和“有”的不

同的语义特征，除可以表示存在，还表示领属。可

以把NPl的[生命度]看作领属的典型性特征，把

NPl的[空间性]看作存在句的典型性特征。

“卟ere be+NP+PP”以表式存在为主，但也可

以表示领属。必须要结合介词，NP与介词短语中

np的关系以及具体的语境判断其为存在句还是

领属句。当存在的主体NP是np本身固有的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是其自身具备的一些性质，

特点等时往往属于领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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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情感流转所知所感，故事随着叙述者“我”

心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这种活动的结束而

结束。这样就在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与读者的不

平等关系，使作品的真实感大大加强。但同时我

们也应看到此种叙事视角的局限，主人公“我”的

身份地位与其作为叙述者的某些叙事话语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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