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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变换分析法原则、类型的论析

【摘 要】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变换分析法的由来和发展；第二部分，通过举例论析了变换分析
法要遵循的三原则———同一性原则、平行性原则和约束性原则；第三部分，介绍变换分析的类型方法，有句义内
变换和句义外变换，句以内变换还分为移位变换、替词变换和增减变换。这三个部分大致将变换分析法的由来
和使用情况论析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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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外各个学派的现代语言学，我国的
语法研究采取了较冷静的态度，并没有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
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而是博采众家之长，结合汉语本身的
特点，在语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可喜的进展，成为现代
汉语各分支学科中思想最活跃、成绩最显著的领域，在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与发散
力。科学的汉语语法研究方法以下几个我们经常使用：替换分
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句型分析法、转换分析
法、变换分析法等等。本文主要介绍的是运用变换分析法分析
汉语中的一些问题。

一、变换分析法的由来和发展
“变换”一词来自于英语中的 transformation。早在 1898年出

版的《马氏文通》就曾提及与变换分析类似的想法。随后，黎锦
熙 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也曾提到各种变换和句子内
部各种成分位次的变化。吕叔湘在 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
略》里提到过句子的“变次”“转换”“句法的变换”等问题。但这
种早期的变换思想一直没有理论化、系统化，更没有进一步上
升为一种方法体系。我们现在所运用的变换分析法源于美国描
写语言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哈里斯的变换理论。哈里斯受到数学
集合和影射理论的启发，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语言现象，创
立了系统的变换理论。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朱德熙先生是我国最早的结构主义变
换分析理论的推广者和实践者。他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开始研
究并引进哈里斯的变换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汉语的研究
实践中。20世纪后期，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分析
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变换分析理论。变换
分析法克服了传统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某种不足，对于歧义句
的分化、句式的分类定性以及归纳语法规律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变换分析法的三原则
为了确保变换关系的成立以及变换的合格，就需要在进行

变换时遵循一套变换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一性原则

同一性原则是变换分析当中所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同
一性原则是指构成变换关系的两个句式及其实例的同现成分
在语法上、语义上具有同一性。语法上的同一性指的变化前后
相对应成分的类或次类必须保持同一；语义上的同一性指变换
前后相对应的成分词义相同，相对应之间的语义关系相同。这
一原则是维持变换前后语义关系基本不变的根本保证，是分析
变换实例，建立可靠变换关系的必要条件。

例 1：小王弄坏了一支钢笔———小王把一支钢笔弄坏了
例 2：水在小河里流着———水流在小河里
例 3：饺子捞在小盆里———在小盆里捞饺子
在例 1中的“小王”是原式和变换式的施事，“钢笔”是原式

和变换式的动作的受事，这就符合同一性原则。在例 2中的“小
河”在原式中是动作“流”的处所，而在变换式中则是“流”的目
的地或终点。例 3中的“捞”在原式中是“捞入”的意义，而在变
式句中则是“捞出”义。因此，例 2、例 3两例在变换前后语义发
生了变化，不具有同一性。并且例 2、例 3中的词“在”的意义的
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例 2的原式中“在+小河”作状语，表
示动作的处所；而在变式中“流+在”是动词和介词的组合，其中
“在”可换为“到”意义不变，表示“流”的目的地或终点。因此，在
进行变换时保持变换前后的同一性，就应当特别注意变换中的
核心词的词义保持严格的一致。
（二）平行性原则
平行性原则是变换分析的附加原则，它对变换关系来说，

具有验证作用，对变换实例来说，具有鉴别作用。如果我们发现
某一变换关系列出的变换矩阵中有一个变换实例跟矩阵中其
他实例对照，在形式或意义上丧失平行性，那么不是该变换关
系不可靠，便是这个变换实例本身可疑。平行性原则能将某种
变换关系的变换实例排列起来构成的变换矩阵在形式上和意
义上的平行性表现出来。

例 4：风儿从身边吹过———身边吹过着风儿（不成立）
例 5：蝴蝶从身边飞舞———身边飞舞着蝴蝶
例 6：溪水从山上流淌———山上流淌着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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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与膂同。”《广雅·释诂二》：“膂，力也。”王念孙疏证：“旅，义
并与膂同。”《资治通鉴·梁纪十六》“旅力过人”胡三省注：“旅，
与膂同，脊骨也。”

膂，“脊骨”义。《说文·吕部》：“吕，脊骨也。膂，篆文吕。”《正
字通·方部》：“脊骨曰旅。”
“心膂”本义为“心与脊骨”，后引申指心腹、亲信。如《书·君

牙》：“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西晋《吕望表》：“上帝[既]命，
若时登庸，遂作心膂，寅亮天工。”《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入
作心膂，出为爪牙。”北魏《元固墓志》：“且尹且卿，兼总心膂。”

北魏《元恭墓誌》：“内赞禁闱，外毗疆御，乃委捍城，实为心膂。”
《大词典》无“心旅”一词，应立互见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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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变换矩阵中，从竖行上来看，左边的句法结构是
“NA+从+NL+V”，并且句例的语法意义都是“某物相对某处所
的一种动态存在的画面”；右边的句法结构是“NL+V+着+NA”，
其句例的语法意义都是表示“某处所动态的存在着某物”。从横
行上看，同一横行的句子是变换关系，横线左右的句子不同构，
所有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在句法形式上和句法关系上的差异
一致，每一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其同现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一
致。从竖行上看，同一竖行的句子是同构关系，语法形式一致，
句法关系一致。

以上句例中，例 5、例 6 的原句式和变换式的语法意义相
同，都是表示“某处所存在某物”。但是原式句和变式句又存在
着细微的差别。例 5，原句式“蝴蝶从身边飞舞”的话题是“蝴
蝶”，说明了“蝴蝶”相对处所“身边”的一种动态存在；而变式句
“身边飞舞着蝴蝶”的话题是“身边”，说明了“身边”飞舞着蝴
蝶，描绘了身边的情况。例 6，原句式“溪水从山上流淌”的话题
是“溪水”，说明了“溪水”相对处所“山上”的一种动态存在；而
变式句“山上流淌着溪水”的话题是“山上”，说明了“山上”流淌
着溪水，描绘了山上是什么情况。而例 4，显然对于这种变换不
合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动词“吹过”，或者说“吹”是动词，而
“过”是助词，那么两个助词“过”“着”连接，导致变换后的句式
不成立；另外语义上也与其他两个例子有差别。因此，由以上分
析可以看到，例 5、例 6形成了一个整齐而平行的变换矩阵，而
例 4则不适合这个变换关系，不属于这个矩阵。
（三）约束性原则
约束性原则是平行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的补充原则。因为

在某些情况下，仅遵循这两个原则的变换不一定都是成立的，
所以变换还要受到语音、语义、句法、语用等多方面的制约。

先看语音方面的制约。例如：
例 7：作业写完了———写完作业了
例 8：衣服洗干净了———洗干净衣服了（不成立）
上面例 7的变换是成立的；例 8 的变换不成立，因为受到

语音、音节的制约。
其次是句法对变换的制约。例如：
例 9：小溪在山间流淌———山间流淌着小溪
例 10：一条小溪流淌在山间（不成立）———山间流淌着一

条小溪（成立）
上面例 9的变换成立，但例 10却不成立。因为例 10的变

换违背了一定的语法规律，即主语位置上倾向于有定，宾语位
置上倾向于无定的规律。

此外，语义和语用因素也会制约变换。例如，“翻箱子”不能

变换为“在箱子里翻”，是因为“箱子”在变换前是受事，在变换
后成了处所。

三、变换分析的类型
（一）句义内变换
所谓句义内变换是指严格遵循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变

换前后各项之间的语义关系保持不变。有以下几种情况：

1.移位变换。移位变换是指变换前后不出现非同现成分，
变换式只是同现成分与原式的位置的变换

例 11：你想死我了———我想死你了
例 12：我写给你一封信———我写一封信给你
上例中变式句和原句式的各成分都是相同的，没有成分的

增减。

2.替词变换。替词变换是指变式句中的某词语替换原句式
中相应的词语，变换前后的非同现成分具有互释性。

例 13：这件事小明今天没来我不可能不知道———小明今
天没来我怎么会不知道。

本例中原句式中的“不可能”被变式句的“怎么会”所代替。

3.增减变换。增减变换是指变式句中的成分对原句式的成
分加以增减。

例 14：桌子上放着电脑———电脑放在桌子上
例 15：有能力完成———有完成的能力
例 14的原式句的“放着”在变式句中变为“放”，这是删减

成分的变换，又在变换句中加了“在……上”是增加变换；而在
例 15中变式句增添了助词“的”，只是增加成分的变换。
（二）句义外变换
所谓句义外变换一般是指变式句在原式句句义之外添加

成分，变换句和原式句构成非同义句式。
例 16：鸡不吃了———鸡不吃食了
鸡不吃了———人不吃鸡了
上面例子中原式句同变式句之间的句义发生了变化，横线

左边的句子是个多义句，变换之后，两个变换表达出不同的语
义，这说明变换分析法有助于多义句的分析，弥补了直接成分
分析法的不足。

变换分析法着眼于句法结构的外部联系，对句式进行动态
的分析。变换分析法是利用相关句式之间可能存在的变换关系
对有关语法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移位变换、替词变换、增减变
换都是对句式进行变换分析采用的手段。在分析变换过程中，
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也可以同时使用，但是无论是单独使用还
是同时使用，在进行变换分析时，一定得遵守同一性原则、平行
性原则、约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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