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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结构中ＡＴＢ移位现象的最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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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英语并列疑问句中，存在着ＡＴＢ（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移位现象。汉语作为 Ｗｈ－
ｉｎ－ｓｉｔｕ的语言，不允许疑问词提升。但是通过对实际的语料分析发现，在汉语某些宾语前置的

话题结构中，同样存在着ＡＴＢ式移位。文章通过分析这些结构的句法特征和生成机制，证明

了在汉语中同样存在着ＡＴＢ移位现象，并通过对比不同语言中话题化结构的特点，进而证明

了ＡＴＢ移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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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话题结构中的ＡＴＢ移位现象

在 下 面 的 例 句 中，存 在 ＡＴＢ（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式移位［１］：

（１）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ｄ　Ｊｏｈｎ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ｄｉｄｊＪｏｈｎ　ｔｊｆｉｌｅ　ｔｉ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ｔｊｒｅａｄ　ｔｉ］

在上面的结构中，疑问词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和助

动词 “ｄｉｄ”分别从两个不同的位置（两个并列子

句中的宾 语 位 置 和 Ｔ位 置）移 位 至 整 个 结 构 的

［ｓｐｅｃ，ＣＰ］位置和Ｃ位置。移位留下语迹。也就

是说，当同一成分从两个以上不同的位置被抽取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时，会产生ＡＴＢ移位。
与英语相比，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属于ｗｈ－ｉｎ－

ｓｉｔｕ的语言，不允许疑问词提升，也就是 说，在 汉

语中很难 找 到 与 英 语 中 ＡＴＢ结 构 所 对 应 的 结

构，自 然 也 不 存 在 ＡＴＢ移 位。但 是 通 过 分 析 实

际的语料，我们发现，汉语中确实存在着同一成分

从不同位置 被 抽 取 的 现 象，即 同 样 存 在 ＡＴＢ式

移位。这种情况经常存在于汉语的一些话题结构

中。请看下面例句：

（２）梨，我买了，你吃了。
［［梨］ｉ，我买了ｔｉ，你吃了ｔｉ］
（３）这个人我不喜欢，我爸爸也不喜欢。
［［这个人］ｉ 我不喜欢ｔｉ，我爸爸也不喜欢ｔｉ］
（４）那本书他看了，我还没看。
［［那本书］ｉ 他看了ｔｉ，我还没看ｔｉ］
在例句（２）－（４）中，处于子句宾语位置上的名

词短语经话题化移位至句子的首位，在原有位置

上留下语迹。曹逢甫（２００５）从语篇的角度，将这

一类句子定义为话题链结构［２］，即在句子“［这 个

人话 题 我主 语 不 喜 欢，话 题 我主 语 爸 爸 也 不 喜 欢］”中，
名词短语 “这个人”作为全句的话题，与结构第二

个子句中　话 题 形 成 话 题 链。但 从 句 法 的 角 度 观

察，可以看出，作为话题化的名词短语是从不同子

句中的宾语位 置 经 移 位 到 达［ｓｐｅｃ，ＴｏｐｉｃＰ］位 置

的，这和英语中的ＡＴＢ结构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可以看成ＡＴＢ式移位在汉语中的体现：

（５）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ｄ　Ｊｏｈｎ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ｄｉｄｊＪｏｈｎ　ｔｊｆｉｌｅ　ｔｉ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ｔｊｒｅａｄ　ｔｉ］

（６）这个人我不喜欢，我爸爸也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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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ｉ我不喜欢ｔｉ，我爸爸也不喜欢ｔｉ］
通过对比 观 察 可 以 发 现：英 语 中 的 ＡＴＢ结

构和汉语的某些话题链结构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具体表现在：

① 都发生在并列结构中，英语用显性的并列

连词ａｎｄ引导，汉语没有显性的并列标记，但在句

法上两个分句的关系是并列关系；

② 都在两个不同的句法位置发生抽取现象，
经移位合并至至整个结构的左边，移位留下语迹，
与句首ＤＰ同指；

③ 移位动因相同，英语中的 ＡＴＢ移位要核

查的是句首不可 解 释 的 的［＋Ｑ］特 征，汉 语 中 则

是要核查句首的话题化特征［＋Ｔｏｐｉｃ］。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把汉语中的话题 链 结 构

看成ＡＴＢ结构的一种，形成ＡＴＢ结构所进行的

推导 称 为 ＡＴＢ移 位（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以往关于话题结构的研究通常侧重对话题的

定义、结构位置、信息焦点、语用功能进行分类描

写，并达到了一定的描写充分性。Ｌ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以［话题优先，主语

优 先］为 特 征，建 立 起 一 种 语 法 类 型 学。

Ｘｕ＆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ｅｎ（１９８５）讨 论 了 话 题 结 构 的 生 成

原因以及 空 位 问 题。Ｓｈｙｕ（１９９５）则 讨 论 了 话 题

结构中的焦点用法。上述学者的研究存在的共同

问题是：研究对象往往只是一个话题结构单句，并
且很少进行跨语言的对比。因此，研究对象单一，
对比语料有限，理论解释力不强。

本研究在上述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 上，研 究

话题 结 构 中 的 ＡＴＢ移 位 现 象。其 理 论 意 义 是：
将研究对象扩展至话题链结构，使用形式化的研

究手段，并采用多种语料进行对比，增强了论证的

科学性与解释力，进而说明汉语话题结构的句法

推导具有普遍一致的特性。

　　 二、ＡＴＢ（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结构的句

法表现及生成过程

　　（一）ＡＴＢ结构的句法表现形式

正如上文所述，当同一成分从两个以 上 的 位

置被抽取（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时，会产生ＡＴＢ移位，相关

例句如下：
（５）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ｄ　Ｊｏｈｎ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ｄｉｄｊＪｏｈｎ　ｔｊｆｉｌｅ　ｔｉ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ｔｊｒｅａｄ　ｔｉ］

其中，疑问 词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分 别 从 并 列 子

句中动词 “ｆｉｌｅ”和 “ｒｅａｄ”的宾语位置提升至主

句［ｓｐｅｃ，ＣＰ］位置，同样，助动词 “ｄｉｄ”从并列子

句中的Ｔ位置移位至主句的Ｃ位置，移位后留下

语迹。“Ａｎｄ”作 为 并 列 连 词，自 身 投 射 为 一 个

ａｎｄＰ，连接两个并列的ＴＰ子句，分别处于其标示

语位置和补语位置。其结构可以用图１表示：

[TP Mary tj read ti]and

and′[TPJohn file ti]

andPdidj+Q

C′Which paperi

CP

图１　 ＡＴＢ结构示意图

　　（二）ＡＴＢ结构的动态生成过程

关于ＡＴＢ结 构 的 生 成 过 程，学 术 界 存 在 着

不同的看法。Ｍｕｎｎ（１９９３）［３］将其 视 为 是 空 算 子

移位（ｎｕ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过程。在此，我

们赞同Ｎｕｎｅ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４）的看法［４－５］，将此结构

中 的 ＡＴＢ 式 移 位 分 析 为 侧 向 移 位（ｓｉｄｅ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 语 链 线 性 化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ｉｎｓ）的结果。其具体生成过程如下：

运算 系 统 首 先 选 择 词 汇 序 列，形 成 读 数［６］Ｎ
＝｛ｗｈｉｃｈ１，ｐａｐｅｒ１，ｄｉｄ１，Ｑ１，Ｊｏｈｎ１，ｖ２，ｆｉｌｅ１，

ａｎｄ１，Ｍａｒｙ１，ｒｅａｄ１｝，当推导进行到一定阶段时，
起先的读数Ｎ变为Ｎ＇，此时形成的句法实体是Ｋ
和Ｌ：

Ｎ＇＝｛ｗｈｉｃｈ０，ｐａｐｅｒ０，ｄｉｄ０，Ｑ１，Ｊｏｈｎ１，ｖ１，

ｆｉｌｅ０，ａｎｄ１，Ｍａｒｙ０，ｒｅａｄ０｝

Ｋ＝［ＴＰｄｉｄ［ｖＰ Ｍａｒｙ　ｖ［ＶＰｒｅａｄ［ｗｈｉｃｈ　ｐａ－
ｐｅｒ］］］］

Ｌ＝ｆｉｌｅ
接下来，运 算 系 统 将 Ｋ中“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的

一个拷贝与句法实体Ｌ合并（侧向移位的操作），
再经选择与左向合并的操作，形成句法实体 Ｍ：

Ｋ＝ ［ＴＰ ｄｉｄ［ｖＰ Ｍａｒｙ　ｖ ［ＶＰ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

Ｍ ＝［ｖＰＪｏｈｎ　ｖ［ＶＰｆｉｌｅ［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
由于在起先 的 读 数 Ｎ中 已 没 有 可 以 使 用 的

Ｔ（即助动词ｄｉｄ），操作系统在句法实体Ｋ中获得

它的一个拷贝，将其合并至句法实 体 Ｍ 上（侧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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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的操作），形成句法实体Ｏ：

Ｋ＝ ［ＴＰ ｄｉｄｊ［ｖＰ Ｍａｒｙ　ｖ ［ＶＰ ｒ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

Ｏ＝ ［ＴＰ ｄｉｄｊ［ｖＰ Ｊｏｈｎ　ｖ ［ＶＰ ｆｉ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

在Ｋ和Ｏ中的主语 Ｍａｒｙ和Ｊｏｈｎ分别移位

至其所在结构的［ｓｐｅｃ，ＴＰ］位置，核查助动词ｄｉｄ
所带有 的 强 性 特 征（包 括 一 致 特 征 和 结 构 格 特

征）。并列连词ａｎｄ投射为ａｎｄＰ，Ｋ与Ｏ分别合

并至其标示语和补语的位置，形成句法实体Ｐ：

Ｐ＝［ａｎｄＰ［ＴＰＪｏｈｎ　ｄｉｄｊｆｉｌｅ［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ａｎｄ
＇ａｎｄ［ＴＰ Ｍａｒｙ　ｄｉｄｊｒｅａｄ［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ｉ］］］］

运算系统继续从读数中选择词汇项Ｑ，左向

合并至句法实体Ｐ，由 于 此 时 读 数 中 已 无 可 用 的

词汇项目，运算操作将ｄｉｄ和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的另外

一个拷贝左 向 合 并 至Ｃ和［ｓｐｅｃ，ＣＰ］位 置，核 查

其相应的特征，形成图２结构：

[TP Mary did3 read [which paper]3]and

and′[TP John did2 file [which paper]2]

did1 +Q

C′Which paper1

CP

andP

图２　ＡＴＢ推导示意图

在此结构中形成了四条语链：ＣＨ１＝（［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１，［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２），ＣＨ２＝（［ｗｈｉｃｈ　ｐａ－

ｐｅｒ］１，［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３），ＣＨ３＝（ｄｉｄ１，ｄｉｄ２），

ＣＨ４＝（ｄｉｄ１，ｄｉｄ３）。在 移 交 至 音 系 部 分 进 行 拼

读之前，这些语链需进行语链削减（Ｃｈａｉｎ　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的操作，最终形成合法的语言表达式：

［ＣＰ［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１　ｄｉｄ１＋Ｑ ［ａｎｄＰ［ＴＰＪｏｈｎ
ｄｉｄ２　ｆｉｌｅ［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２］［ａｎｄ＇ａｎｄ［ＴＰ Ｍａｒｙ　ｄｉｄ３

ｒｅａｄ［ｗｈｉｃｈ　ｐａｐｅｒ］３］］］］

　　三、话题结构中ＡＴＢ移位的句法特征

和动态生成

　　（一）汉 语 话 题 结 构 中 的 ＡＴＢ移 位

现象

与英语等主语突出（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的语

言不同，汉 语 属 于 话 题 突 出（ｔｏｐｉｃ－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的

语言。在主语突出的语言中，句子结构适合用主

语－谓语这样的语法关系来描述，而在话题突出型

的语言中，句子结构适合用话题－说明这样的语法

关系来描述。所以在汉语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下

面的话题结构：
（６）［这个人］ｉ 我不喜欢ｔｉ。
（７）［这本书］ｉ 我看完了ｔｉ。
（８）［鸡］ｉ 我不吃ｔｉ。
在 这 些 例 句 中，有 定 名 词（ｄｅｆｉｎｉｔｅ）“这 个

人”，“这本 书”或 是 通 指（ｇｅｎｅｒｉｃ）名 词“鸡”被 话

题化，从它们 原 来 的 宾 语 位 置 提 升 至 句 首［ｓｐｅｃ，

ＴｏｐＰ］的位置。但 ＡＴＢ移 位 的 特 点 是 同 一 成 分

从两个 以 上 的 位 置 被 抽 取（或 者 说 同 时 发 生 移

位），所以表示对比或并列的话题结构给ＡＴＢ移

位提供了明显的例证，请看例句（９）－（１１）：
（９）［梨］ｉ，我买了ｔｉ，你吃了ｔｉ。
（１０）［这 个 人］ｉ 我 不 喜 欢ｔｉ，我 爸 爸 也 不 喜

欢ｔｉ。
（１１）［那本书］ｉ 他看了ｔｉ，我还没看ｔｉ。
在这些话题结构中，有定的或是通指 的 名 词

短语分别从并列子句的宾语位置经话题化提升至

整个结构 的［ｓｐｅｃ，ＴｏｐＰ］位 置，曹 逢 甫（２００５）称

这 一 类 结 构 为 话 题 链 结 构，Ｎａｋａｏ，Ｃｈｉｚｕｒｕ
（２００９）［７］通过研究日语中相应的结构，称 这 种 现

象为左向 节 点 提 升（ＬＮＲ，Ｌｅｆｔ　Ｎｏｄ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我们认为，这些结构是汉语中 ＡＴＢ移位的表现，
具有普遍性特点。

　　 （二）汉语话题结构中ＡＴＢ移位的句

法推导

　　根据上文的论述，证明了在汉语的话题结构

中，存在 着 ＡＴＢ移 位 现 象。现 在 以 例 句（９）为

例，分析 ＡＴＢ移 位 在 汉 语 话 题 结 构 中 的 生 成

过程：
（９）［梨］ｉ，我买了ｔｉ，你吃了ｔｉ。
首先，运算系统从词库中选择词汇序列，形成

读数Ｎ＝｛梨１，Ｃ１，Ｔ１，ｖ２，我１，买１，你１，吃１，ａｓｐ２，

Ｃｏｎｊ１，｝，经 运 算 系 统 选 择，形 成 次 序 列（ｓｕｂａｒ－
ｒａｙ）｛你，吃，ａｓｐ，梨，Ｔ，｝，其 中 的 词 汇 项 目 经 合

并、移位、特征核查和拷贝删除等操作，形成句法

实体Ｑ，起先的读数变为Ｎ＇，同时，句法实体Ｒ已

经形成：

Ｎ＇＝｛梨０，Ｃ１，Ｔ０，ｖ１，我１，买１，你０，吃０，ａｓｐ１，

ｃｏｎｊ１｝

Ｑ＝［ＴＰ你Ｔ［ｖＰ你ｖ［ＶＰ吃了梨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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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法实体Ｑ中，名词短语“梨”与动词短语

“吃了”首先合并，名词短语获得宾格，动词短语释

放其题元角色。主语“你”作为轻动词ｖ的外主目

语，合并 至［ｓｐｅｃ，ｖＰ］位 置。根 据ＳＩＶＰ（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ｉｄｅ－ｖＰ）假设［８］，这一外主目语须移位至［ｓｐｅｃ，

ＴＰ］核查其一 致 特 征 和 结 构 格 特 征，原 位 置 上 的

拷贝被删除。因为在原有的读数中已无合适的宾

语和功能性语类Ｔ与其合并，运算系统在句法实

体Ｑ中选取名 词 短 语“梨”和 功 能 性 语 类 经 侧 向

移位合并至Ｒ的相应位置，又历经合并、移位、特

征 核 查 和 拷 贝 删 除 等 操 作，推 导 出 另 一 个 完 整

的ＴＰ：

Ｒ＝［ＴＰ我Ｔ［ｖＰ我ｖ［ＶＰ买了梨ｉ］
这时，表示并列的功能性语类ｃｏｎｊ经投射形

成一个独立的句法实体ｃｏｎｊＰ，形成图３结构：

ComplementConj.

spec ConjP′

ConjP

图３　并列结构示意图

在此结构中，标示语［ｓｐｅｃ，ｃｏｎｊＰ］和补语的

位置［ｃｏｎ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为 句 法 实 体 Ｑ和 Ｒ合

并提供合并的空位，形成句法实体Ｓ：

Ｓ＝［ｃｏｎｊＰ［ＴＰ我买了梨ｉ］［ｃｏｎｊ＇［ＴＰ你吃了梨ｉ］］］

接下 来，由 于 话 题 化 的 需 要，名 词 短 语 ＤＰ
“梨”需要 提 升 至 整 个 结 构 的［ｓｐｅｃ，ＴｏｐＰ］的 位

置，这一位置由分裂的ＣＰ投射而来（功能性语类

ＣＰ可 以 进 一 步 分 裂 为 ＦｏｒｃｅＰ，ＴｏｐｉｃＰ，ＦｏｃｕｓＰ
和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Ｐ）。因为此时读数中已无可供选择

的词汇项目，运算系统选择将ＤＰ“梨”的另外一个

拷贝 合 并 至 此 位 置，来 核 查 功 能 性 中 心 语 Ｔｏｐｉｃ
所带有的［＋Ｔｏｐｉｃ］特征（图４）：

Conj [TP你吃了梨 3]

[TP我买了梨 2] Conj′

Topic ConjP

梨 1 Topic′

TopicP

图４　话题结构生成示意图

在移 交（Ｔｒａｎｓｆｅｒ）至 音 系 部 分 进 行 拼 读 之

前，须进行语链削减的操作。在以上的结构中，形
成的语链有ＣＨ１＝（梨１，梨２），ＣＨ２＝（梨１，梨３）。

因为拷贝梨２ 和拷贝梨３ 是经过侧向移位生成的，
二者间没有成分统制的关系，所以不能形成语链

ＣＨ＝（梨２，梨３）。根据Ｋａｙｎｅ（１９９４）提出的线性

对应定理（ＬＣＡ）［９］及Ｎｕｎｅ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４）提出的

语链削减（Ｃｈａｉ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的操作，处于链尾的

拷贝得以删除，最终得出合法的语言表达式。

　　四、ＡＴＢ移 位：一 种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移

位操作

　　在上文 的 论 述 中，讨 论 了 英 语 中 的 ＡＴＢ结

构，并详细 论 述 了 汉 语 话 题 结 构 中 的 ＡＴＢ移 位

现象的句法 特 点 及 推 导 过 程。ＡＴＢ移 位 的 核 心

操作是侧向 移 位 及 语 链 的 线 性 化。要 证 明 ＡＴＢ
式移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特性，需要借助更多的

语料 进 行 验 证。出 了 汉 语 之 外，在 日 语、波 兰

语［１０］等语言中也存在相似的移位现象，这些结构

的生成同样依赖ＡＴＢ移位，请看下面例句（（１０）
是日语的例子，（１１）来自波兰语）：

（１０）Ｋｅｅｋｉ－ｏ　Ｊｏｈｎ－ｇａ　ｔｕｋｕｒｉ　ｔ，（ｓｏｓｈｉｔｅ）

Ｍａｒｙ－ｇａ　ｔ　ｔａｂｅｔａ
Ｃａｋｅ－Ａｃｃ　Ｊｏｈｎ－Ｎｏｍ　ｍａｋｅ，（ａｎｄ）Ｍａｒｙ－

Ｎｏｍ　ａｔｅ
（１１）Ｃｏ（Ａｃｃ）Ｊａｎ　ｌｕｂｉ　ｔ（Ａｃｃ）ｉ　Ｍａｒｉａ

ｕｗｉｅｌｂｉａ　ｔ（Ａｃｃ）？

Ｗｈａｔ　Ｊａｎ　ｌ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ａｄｏｒｅｓ
在上述的不同语料中，接受提升名词短语ＤＰ

（日语中的Ｋｅｅｋｉ，波兰语中的Ｃｏ）经侧向移位离

开其原来所在子句中宾语的位置，移位至整个结

构的［ｓｐｅｃ，ＴｏｐＰ］的 位 置，核 查 功 能 性 中 心 语

Ｔｏｐｉｃ所带有的话题特征。由于这一移位过程是

将同一成分从两同的位置（及两个并列子句中的

宾语位 置），可 以 说，这 是 ＡＴＢ式 移 位 在 不 同 语

言中的体现，进 而 证 明 了 ＡＴＢ式 移 位 具 有 跨 语

言的普遍特性。

　　 五、结语

本文在分析英语中 ＡＴＢ结构句法特征及生

成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汉语中话题化结构自身的

句法特点，通过侧向移位、特征核查、语链线性化

的操作，解释了汉语话题结构的句法特征和推导

过程，证 明 了 在 汉 语 中 同 样 存 在 ＡＴＢ式 移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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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对比日语、波兰语等不同语言中话题化结

构的移位特 征，进 而 证 明 了 ＡＴＢ式 移 位 操 作 具

有跨语言普遍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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