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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汉英语“有／Be”存在句为例，比较了Huang、Abbott和Li等对存在句定指效应反例现象

的解释。认为，Abbott的语用解释比句法或语义解释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定指效应”不是从

语言形式，而是从存在句“导入新信息”的句法功能角度对其动词后NP的限定：当不定指NP出

现时，其所指称的存在物被导入交际话语之中，是新信息；当定指NP出现时，将其嵌入合适的

语境，其所指称的存在物在新语境中也具备了“新信息”性质。因此，存在句具有“定指效应”，

且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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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sark‘1|、Abbott‘21将英语t}lere—be存在旬

(如1a)的结构表述为lb：

(1)a．There is a book on t}le table．

b．nere be NP(XP)．

Huang[23认为汉语“有”字存在句(如2a)是

最接近英语t}lere_be存在句的，其结构可表述为

2b：

(2)a．有一本书在桌子上。

b．(NP)you NP(XP)．(括号内的表示可选

项)

在汉英“有／Be”存在句中，占宾语位置的NP

表达新信息，被称之为动词后焦点NP。NP通常

是不定指的，即定指NP一般不出现在存在句中，

这就是有名的定指限制(definiteness restric—

tion)‘11或定指效应(d击Iliteness硪宅ct)‘4|，如3、4：

(3)木有那本书在桌子上。

(4)木There is me b00k on t}le table．

但也存在反例，如5、6：

(5)有那个学生在教室里，老师不能放心。

(6)A：Is tllere anything t0 eat?

B：’nere is 出e leftover chicken f．rom las￡

nif；llt．【2】

对于存在句动词后NP的定指效应及其反

例，文献中相关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认为动

词后NP应为不定指的，可对出现的定指NP加以

形式限制，如Safir"J、Milsark【l J、Lumsden旧J、谷化

琳[_”等；二是认为动词后NP既可是定指的，也可

是不定指的，即没有所谓的“定指效应”，并着力

解释这些反例，如RaIldo&Napol哺1、Hawkinsp’、

Holmback[1 01、Huang[3|，Abbott[2|、Ward&Bim—

er[11|、Li[12|、Hu＆Pan[131、李京廉‘14】、张智义、倪

传斌¨纠等。我们以汉英“有／Be”存在句为例，赞

同Abbott从语用角度解释英语tllere—be存在句

中出现的定指NP，认为Abbott的语用解释不仅适

合英语存在句，而且同样适合汉语存在句，但是，

这并不违背“定指效应”。我们认为汉英存在句

动词后NP的定指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一、汉英存在句中的定指效应研究回顾

1．Abbott的语用解释

Abbott‘21把存在句分为“非语境化存在句”和

“语境化存在句”。前者如例7，在非语境化存在

句中，NP不预设其所指，单独位于焦点位置，xP

是处所短语或谓语短语，是NP的附加语。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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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在句，如例8，NP预设其所指，必须和语境

xP同现，xP是NP的补足语，NP和xP一起构成

焦点。

(7)There is[NP a book][xP on the table]．

(8)A：What can I use to prop open the door?

B：There is[NP the book on the table]．

换句话说，xP在非语境化存在句中是独立成

分，而在语境化存在句中是焦点NP的一部分。

Abbott把存在句的类型归纳如下‘2l：

从上表知，无论是非语境化存在句还是语境

化存在句都出现了定指和不定指NP。Abbott认

为，尽管定指NP能出现在非语境化存在句中，但

大多数定指NP还是必须出现在xP是NP的补足

语的语境化存在旬。如不合法的16、17，嵌入到

合适的语境或上下文中(如18、19)就合法了。

(16)木There is everyone in the r00m．

(17)术There is the stI孤ge book in the room．

(18)A：Is there anybody we can get to help

clean up?

B：WeU，tllere’s everyone in t}Ie room，for a

start；and maybe we caIl get some of山e people

down the hall．too．

(19)A：where do you山ink tllat awful smeU is

coming f而m?

B：WeU，山ere’s tIle strange book in the living

r00m．

我们认为，Abbott这种嵌入语境的方法，即语

用解释存在句中出现的定指NP是可取的；同理，

将不合法的3、4嵌人语境就得到了合法的5、6。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反例”并没有违反“定指

效应”。

2．HuaIlg的句法／语义观察

Huallg[31发现在英语t}lere—be存在句中，位

于NP前的XP起限定功能；而位于NP后的xP

起修饰功能。如20：

(20)a．卟ere is[NP a daIlcing girl]．(restric—

tivel CE

b．There is[NP a舀d][xp dancing]．(de—

scriptiVe)NE

也就是说，20a断言的是a dancing girl，而不

仅仅是a girl；而20b仅仅断言a舀d的存在，然后

继续对这个存在的描写。因此，XP位置不同，其

功能也各异。

同样的，在汉语中，位于名词前的修饰语也是

起限定作用，如21Bl；位于名词后的起描写作用，

如2182：

(21)A：我可以送什么礼物给李四?

Bl：(限定性的，无定指效应)有一／那本很

有趣的书。(你可以送给他)(相当于CE)

B2：(描写性的，定指效应)有一／枣那本书很

有趣的。(你可以送给他)(相当于NE)

我们发现，HuaIlg的观察和Abbott不谋而合：

带限制功能xP的存在句相当于Abbott的语境化

存在句，而带修饰描写功能XP的则相当于Abbott

的非语境化存在句；在语境化存在句中，)(P是NP

的一部分，是NP的补足语，如22；在非语境化存

在句中，NP后跟着方位短语或谓语短语XP，XP

是附加语，且经常显现，如23：

(22)A：what can I use to prop open the door?

B1：nere’s[NP t}le b00k on t}le table]．cE

Restrictive

B2：There’s[NP the 0小rd Diction剖7]．CE

Restrictive

(23)There is[NP a book][xP on the table]．

NE Descri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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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Huang和Abbott的分析列表如下：

不难发现，表中有??这是因为HuaIlg认为

定指NP在非语境化存在句中是不存在的。理由

是，只要xP显现，定指效应被无一例外地遵守。

但事实是，Abbott的分析中，它们是存在的，如例

11、12。

3．b L1副的句法解释

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U是最早采用一些测

试来区别存在句中出现的定指NP和不定指NP，

发现：情态词、“连⋯都”、前置宾语等可以出现在

不定指NP和xP之间，但是不能出现在定指NP

和xP之间。换句话说，定指NP一)(P间不能插

入其他成分；而不定指NP—XP间能插入其他成

分。而且，汉语中的“有一不定指NP”可以作为

一个整体前置；而“有一定指NP”却不能，因此“

认为汉语中有两类存在句，如24：

(24)不定指型[有不定指NP[IP／CPxP]]

定指效应

定指型[有[VP定指NP XP]]不满足定指

效应

u认为，在不定指型存在句中，“有”断言了

一个实体的存在。既然实体的存在被断言，NP就

不是定指的。这样，不定指型存在句就显示出

“定指效应”。相反地，在定指型存在句中，“有”

断言了一个事件的存在，句子不显示“定指效

应”。

可见，Li根据NP的形式和定指性来区分存

在句，与Abbott的分析比较如下表：

假如Abbott和“都是正确的话，含有定指

NP的非语境化存在句有两种结构：对Abbott来

说，非语境化存在句中XP是NP的附加语；而对

“来说，定指型存在句的NPXP形成一个VP，因

而是冲突的。

而且，Li的分类中不能解释非语境化存在句

中出现定指NP的情况。根据Abbott，所有非语

境化存在句都是引人一个新的实体，不需要语境，

且可出现在话语或篇章的开头。当存在句中引入

一个新的实体时，NPxP不能形成一个成分，这一

点上，Abbott和“的观点是一致的。“的问题在

于她只考虑不定指的形式，因而不能解释定指NP

有时也可以用来引入一个新的实体，如25、26。

(25)’111ere are[NP tlle foUowing reaS0ns]『XP

for questioning your theory]．(非语境化存在句中

的定指NP)

(26)有[NP这些可以反驳你的理论的理

由]。(定指NP引入一个实体)

根据对汉语的考察，Li认为英语t11ere—be存

在句中，如果断言存在的不是一个实体[NP]，而

是一个事件[NP xP]，“定指效应”不会出现。换

句话说，[NP xP]是一个整体，存在句断言的是一

个事件的存在，NP一定是定指的。这就是她所谓

的定指型存在句。因而在语境化存在句中不能出

现不定指NP，但这类存在句被Abbon分析确实存

在，如27B，因而“的这点分析显然是错误的。

(27)A：What can I舀ve to John?

B：nere is[NP a b00k on the table]．

但，我们发现，[NP xP]是一个成分时，汉语

“有”字存在句中也可出现不定指NP，如28B。因

而，定指型的归纳显然是不充分的。

(28)A：我可以送什么给李四?

B：有[NP一本书在桌上]。(你可以拿去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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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27B、28B的合法性，u的归纳必须

得到进一步扩展：当NP—XP是一个整体时，与定

指效应无关。也就是说，定指NP和不定指NP都

可以出现在语境化存在句中。如下标：

这样，u扩展后的归纳中，只有非语境化里

定指NP有问题了。

在Li的基础上，Cote[131发现法语中有定指

NP的存在句断言的是一个事件(Jean’s coming)

的存在，如29：

(29)法语：Il y a Jean qui est venu．(‘nere
is JeaIl who c锄e’)

但是：无论是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焦点

NP可以单独出现，如30、3l，却不是如“和Cote

那样分析的“表示的是实体，而不是事件”。因而

“断言事件”的论点不能全面地描写定指NP出现

的存在句。

(30)A：Ⅵmo should greet tlle gues￡s?(Abbo￡t

1992 ex．14)

B：weU，tllere is John．定指NP断言的是一

个实体

(31)A：有谁可以照顾李四?

B：有张三啊定指NP断言的是一个实体

u还认为，有定指NP的存在句不能出现在

主旬或动词为t}link或believe的补语从句中，如

32：

(32)木有张三在照顾李四?

=．c我认为／相信有张三在照顾李四。

但根据Abbott的语用解释，只有将其置于合

适的语境，如33，是合法的：

(33)A：你不在家的时候，谁在照顾李四：

B1：有我妹妹／张三在照顾他。

B2：我相信／认为有我妹妹／张三在照顾他。

可见，“关于非语境化存在句中出现的定指

NP和定指NP断言实体的论断，使得“的句法解

释缺乏概括性；而Abbott的语用解释不仅可以应

用到汉语“有”字存在句，而且还可以解释“未包

括的语法事实。

二、基于语用解释的进一步说明

本节回答语用解释为何最有解释力。

蹦nce¨副指出所谓的“限定效应”中的“限定

(definite)”一词，有时被用来指存在句动词后NP

的形式特征，有时被用来指语篇实体的概念范畴

(如Bolinger，【l列的“语义限定性”和“语法限定

性”)。其实，“限定效应”就是一个语用概念。

首先，文献中不难发现：以专有名词、人称代

词，或以限定词或属格限定词(如the／tllis／those／

our／her)或一些量化词(如au／every)等为中心词

的NP大量出现在存在句中，说明“限定效应”不

是也不能简单地从形式上进行限制。

Milsark⋯将“限定效应”解释为语义上的不

确定，或者说不定指，如34：

(34)There waS stiU tlle unresolved problem of

what to do wit}I the su叩lus of grapes．

=>There was stiU aIl unresolved problem．

This was t}le problem of what to do with tlle su叩lus

of grapes．

其次，存在句动词后NP用来表示“上指现

象‘18】”(如35)、“非照应性用法”(如36)‘8 3等：

(35)A：Have we aIly 100se caSh in tlle house?

B：WeU，tllere is山e money in tlle box eVer

t}Iere．(Quirk et e1．)
The money是cash的上义词，是上指用法。

(36)A：Is t}Iere anyone coming to dinner?

B：Yes，tllere is H哪7 and tllere is also MrS．

Jones．

再次，Donneuan【l刘认为“definiteness”分为
“referential use(指称用法)”和“a腼butive use(归

属用法)”；Lyons啪1认为“definiteness”在本质上

含有“identifiabili哆(可识别性)”和“inclusiveness

(全括性)”这两个主要意义成分。我们认为，这

只是表述上的差异，实际上，都涉及到交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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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表述上的差异，实际上，都涉及到交际的参与

者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所谓“指称用法”或

“可识别性”指的是说话人通过使用标记告知听

话人，听话人根据语境挑选出NP的所指；“归属

用法”或“全括性”指的是该NP所指对象为符合

该短语描述内容的事物总和。

因而，“definiteness”是指存在句动词后的定

指NP指称范围一定，听话人可根据该范围(前置

或后置修饰语)，或在情景、社会文化语境中确定

其所指，亦可在言内确定(前指／后指)。所以，

“definiteness”是一个语用概念。

现再将例1、5、18重复为37、38、39：

(37)n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38)有那个学生在教室里，老师不能放心。

(39)A：Is tllere anybody we can get to help

clean up?

B：WeU，there’s everyone in tlle room，for a

start；and maybe we caIl get some of t}le pe叩le

down the haU．too．

我们知道，存在句是用来表达“某时空处所

存在某人或物”范畴的句式。从逻辑角度来看，

存在句中表“存在”义的动词是存在量词，需要约

束一个变项。不定指NP可作为变项受存在量词

参考文献：

的约束。因而不定指NP可自由出现在存在句中

(例37)。定指NP是全称量化词旧¨，无法提供受

约束的变项。但是将其嵌人适当语境(如38、

39)，那么在语境中“那个学生”、“everyone”成为

了一个变项，差别在于“那个学生”是单数，这是

符合语境描述的所指只有一个，即为唯一变项；而

“eveIyone”是符合语境描述的所指的非唯一变项。

正因为如此，Abbott才可将孤句中出现的不合法

定指NP的存在句嵌入适当的语境，使之合法。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Abbott的语用模式与

Huallg对汉语“有”字存在句的观察相符，同时也

能解释“所指出的汉语“有”字存在句动词后出

现的定指NP现象，因此，Abbott的语用解释比句

法或语义解释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定指效

应”不是从语言形式，而是从存在句“导入新信

息”的句法功能角度对其动词后NP的限定：当不

定指NP出现时，其所指称的存在物被导人交际

话语之中，是新信息；当定指NP出现时，将其嵌

入合适的语境，其所指称的存在物在新语境中也

具备了“新信息”性质。因此，存在句具有“定指

效应”，且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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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nlliteness Effect in Chinese YOU and En对ish Be

E】|【istential Sentences

YI Hon91'2

／1．School of ForeigrI Langllages，Hubei IIIstitute‘"Nationalities，Enslli Hubei 445000，CIlina； 、

＼2．Research center for LangIlage蛐d Language Education，Huazhong No彻al uIlive瑙畸，wuIl粕Hubei 430072，Cll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6IIiteness e珏＆t in chine驼YOU如d Endish Be existemial sentences．After a r；e、riew of

the studies by HuaIIg(1987)，Abbon(1993)柚d“(1996)，we consider Abbott’s pmgmatic acco吼t晒more ne)【ible锄d

more re鹊onable． De6rIiteness E任宅ct is not about the lingIlistic fo肿，but for its symactic flmction，tlIat is，when the indefiIlite

NP印pe吣，it is d击nitely new infb皿ation；when the d商Ilite NP c锄es，it is stdl北w infb珊ation when it is fixed in apPropri-

ate context．7nler；ef豳．the definjteness e珏＆t is urIiversal．

K州ords：Cllinese Y0u卸d En班sh Be exis￡芒ln￡ial s即￡ences；d幽而t即ess胡＆t；pm舯atic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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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Life Politics¨t0¨Spiritual PoHtics¨

——Book ReViews on“Thirty or Fony§Shanghai Modem

Citizen Novels Value Reconstmction”

Q【AN xuchu

(Jiangsu 0pen UniVersity，N肌jing Ji蛐铲u 210036，China)

Abstr薯ct：Associate pmfessor Zhang Ju卸考new”山irty or forty§Sh锄ghai modem citi舱n novels value reconstmction”in modem

citizen耐ented vaIues through tIle public imagination帅d urban material cldture s)rIIlbol re combination，如d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tmction of modem citizen novels of new narradve way，t叫ng to escape f南m the锄封e of econoIIIic life，the purSuit of moder-

nity．’I'11e book 0f”l如politics”explanation，fhrdler to the spirit of modem citizens，reveal the modem citizen ch锄ge value ori·

entation and spiritual st帅由)0int．In order to constnlct chjna citizens in伽entietll century tllirty or forty urban锄d nlral t瑚sition

spirit specimens，civic consciousness锄d pIIblic spirit in order to show the pmblem in t王le pmcess of urbaniz“on．

Keywords：山irty or f01q§shaIl曲ai modem citizen novels value reconstmction；l如p出tics；spiritu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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