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汉语语法“变化”研究传统看变换分析法
李延梅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变换和“变化”都是研究“变”的�但是它们所联系的方法论不同�所牵涉到的结构变化范围不同。考察变换和传统语
言学中“变化”研究的联系�指出变换分析法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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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换是由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后期代表人哈里斯提出并运

用的语法研究方法�变换分析作为一种语法研究方法�最早有
意识地将其引进和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中来的�是朱德熙。他
在1961年发表的《说“的”》一文中运用变换方法构建变换关系�
确定“的”字的不同语法性质�之后�变换方法得到较为广泛的
应用�而且对其理论基础、运用原则等也作了较多的探讨。可
是回过头来�却不难找到一些近似于“变换”分析的研究�例如
朱德熙在《汉语语法丛书序》中指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
“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把汉语变换运用的
历史推进到上世纪40年代�唐钰明的《古汉语“动＋之＋名”结
构的变换分析》一文认为：“中古学者在注释上古典籍时已懂得
运用句式的变换来辨析动之名结构。”将汉语变换研究历史推
进了近千年。这些都是近于“变换”的分析�通过对汉语语法的
这种“变化”研究现象的分析�可以考察它和变换分析的联系及
变换分析的价值所在。

（一）汉语语法“变化”研究现象
高名凯写过专文《中国现代语言变化的研究》论述词义的

变化。这里只涉及结构方面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现
象：

1．因某一结构单位的省缺增添而导致的结构变化
第一�某一句子成分的省略�如主语和宾语的省略等。带

有争议的是谓语能否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书中有这样
的讨论：哪儿是玉泉山？／这一座山头。高名凯认为问答之中
省略了谓语�可是他又坚持谓语不能省略�原因在于“其实�仔
细分析起来�这一类句子所省略的也并不是真正的谓语�是形
式上的谓语�或者口头上的谓语。语言必有所谓�任何的句子
本质上都是为着答复听者和读者的问题的。”谓语究竟能否省

略�从上文可以引出如下结论：从语法结构成分的有无来讲�谓
语可以省略�从语言运用中结构的交际功能来讲�谓语不能省
略。变化的研究�注重的是结构变化�谓语的省略�同样造成语
法结构的变化。

第二�结构中的某一个实词或者某一个虚词的有无。前者
如：

（1）a今天梅花开了。／b梅花开了。
后者如：
（2）a他于十六日赴京。／b他十六日赴京。
由于这种原因而造成的结构变化�非常重视结构之中某一

实词或者某一虚词的运用与否�并不是结构的某一成分省略与
否�省略依赖于语言环境�而这种省缺并不重视和语言环境的
联系�有时甚至是故意省缺�从而造成结构的变化�以达到某种
目的。虚词的省缺�一般是介词结构中介词的省略�如“于”
“以”等�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有专节讨论“以”的有无及“以”
前后的成分。这种研究还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结构�如所谓“复
句”。

第三�结构因有所增添而造成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现象
有如下几类：

（3）a花放（肯定）／b花未放（否定）／c花如放（假定）／d花许
放（不定）

这是探讨结构的结合方法。这样的变化分析�也涉及到所
谓的“复句” ［1］。此其一。

其二�如：
（4）a这酒太淡－－－这酒的味太淡／b 大街上有一个卖花的

－－－大街上有一个卖花的人／c一天不吃还可以�三天不吃受不
了－－－一天不吃东西还可以�三天不吃东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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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结构中增添一个成分�为了便于对原结构做出解
释�这些现象均被解释成省略�而实际上增添成分是出于语义
上的需要�将语义补足。

2．因语序的不同而造成的结构变化
第一�某一句子成分在线性序列上的位置变化�如《新著国

语文法》中的“变位”�以实体词的“位”来研究句式的变化；《中国
文法要略》中的“变次”�以句子成分在结构中位置改变而将一
些相关的句式联系起来。

第二�某一词或者某一结构单位在线性序列上的位置变
化�如：

（5）a飞鸟－－－鸟飞／b我在纸上写字－－－我写字在纸上
由于这两种原因而造成的语序变化�依据结构关系的变化

与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结构单位在句法表达式中的位置变
化�从而导致直接组合关系变化�如：今天梅花开了－－－梅花今
天开了；二是结构单位在句法表达式中位置变化�改变了句法
结构的类型�如：今天梅花开了－－－今天开了梅花；三是句法表
达式成分在线性排列上位置改变�如：可了不得了�这铁桥的工
程－－－这铁桥的工程可了不得了！

关于语序变化的研究�多有理论上的探讨。语序应该是中
国语法研究十分重视的现象�因为它不仅在语义表达上有区
别�如：

（6）a你得去－－－你不得去／b你去得－－－你去不得
a组是“必定”与否的分别�b组是“可以”与否的分别。而且

语序的不同也区别语法意义�即不同的组合关系产生不同的结
构意义�如：

（7）我在纸上写字－－－我写字在纸上
介词结构和动宾词组的不同组合�有不同的语法意义�前

者表示主体活动的位置�而后者则表示动作着落的位置。另外
还注意到了时间先后与语序的关系�认为“中国的语序�一般的
是拿时间的先后做次序的。” ［2］对此�有的观点�依据语法研究
组织的规律�针锋相对地加以排斥。语序对于语法固然相当重
要�但是要防止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一是不要硬分正变�每种
句式出现次数的多少�并不代表有正有变�每种句式的运用�是
依据说话人的主观表达需要和句式语言表现的可能性；二是不
要对语序发生神秘的幻觉；三是不能一味地依据逻辑或心理来
研究语序。

3．探讨一些结构之间的变化
这种研究是着眼于结构之间的联系的�但是研究目的还是

有所侧重�为了具体地说明某一种结构�如《新著国语文法》中
探讨与“是”字同类的同动词�指出由这类词构成的句子�又有
两种变化�其一是改为变式的宾位的第一种：汉刘邦斩白蛇成
两段－－－刘邦把白蛇斩成两段；其二是改为被动式�汉刘邦斩
白蛇成两段－－－白蛇斩成两段了。《中国文法要略》中探讨句
子和词组的变化�其实只是两种不同结构之间的变化（书中称
为句子与词组之间“转换”）。句子和词组的不同只是结构方式

的不同�前者是结合（造句的）�而后者是组合（附加的）。句法
的变化�提出“以繁驭简”和“以简驭繁”两个原则�所谓繁简�实
指结构上的繁简�依据结构式中包含结合关系数目的多少而
定。

（二）“变化”研究方法评析
从“变化”研究涉及的现象来看�分析者不是从句法格式的

全局出发来看变化�不是有意识地比较句法格式组合方式、组
合单位及其关系变化；相反�他们观察的视点�只在于一个个独
立的单位是否出现在句法格式中�位置有什么变化�从而由一
个格式联系到另一个相对变化了的格式�甚至只从相对变化了
的格式来分析。而未变化的格式是蕴含着的�它的确定受制于
主观需要�而且往往是能够体现语法分析者的方法论思想的。
总体来看�谈到变化�即有相对稳定的观察视点�具体有三：虚
词或者实词、句子成分和格式（相对较少）。

这样的变化分析�受制于分析者的方法论思想�同时体现
为特定的分析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修辞的。把一些相关的句式联系起来�由某一视点考察
其中的变化�其目的是和修辞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考察变化格
式的表达作用的变化�即语气的、语义的或者格式的变化可能
给接受者造成的影响。如：

（8）a今天梅花开了。／b梅花今天开了。／c今天开的是梅
花。／d今天开了梅花。／e梅花开了�今天。

陈望道在《作文法讲义》中�将这五个格式联系起来�考察
其中的变化�其目的并不是语法的。他认为句子有宾主�但这
宾主是从表达上来区分的�位置和表达密切相关�一定位置上
为表达主要内容所在�另一为宾�如 a是说今天怎么样�而 b则
以梅花为主。他还归纳了达到宾主分明境地的三种方法�即改
变结构、变换位置和省略成分�并注意考察了这种变化所产生
的不同表达效果�特别是给接受者造成怎样的影响�“如 a省略
了‘今天’�‘梅花’两字便特别惹目。”

2．逻辑的。由于这种逻辑分析�便产生若干变式�同时也
就蕴含了一个正式结构是符合逻辑的。对于正式变式的变化�
以下一段话足以说明�“把一个句子的组织依逻辑的形式来分
析�缺的词补上�多的词用括弧括起来�实在不好解释的�算是
特殊的例：这是语句构造的一种逻辑（logical）说明�并不是语句
依逻辑而造成。” ［3］而且以逻辑为基础的变化分析�常和以语义
分析为基础的变化分析联系在一起。如：

（9）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么？→你可有办这件事的法子
么？

把两格式联系起来�因为表达上的同一性�所以�虽然形式
不同�但语义内容相似。另外有的分析�与其说是逻辑�不如说
是词的语义特征�如：

（10）a这酒太淡→这酒的味太淡／b一天不吃还可以�三天
不吃则受不了→一天不吃东西还可以�三天不吃东西则受不了

a中依据名词“酒”的语义特征〔＋味〕补充�b 中依据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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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语义特征〔＋及物〕补充了宾语。b中还可以依据语义补
出主语。

“变化”和“变换”分析�顾名思义�都是研究“变”的�但是�
他们所联系的方法论不同�所牵涉到的结构变化范围是不同
的。变换是结构分析�方法论基础在于分布理论；而“变化”属
传统语法分析�方法论基础有逻辑的、语义的以及修辞的等�因
此�它所牵涉的结构变化现象非常广泛。而它对一种结构类型
所有变化格式作的分析�无疑对于“变换”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

（三）变换分析法的必要性
变换分析法是对“变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李临定之所

以比较重视运用变换分析来研究语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继承

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从变化分析中观察语句
构造的关系来揭示语句构造特点” ［4］。传统语法的“变化”分析
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具有“差异性”的那些相关格式之间在语法
上的联系�也就是思考结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对于“刮风
了�下雨了”一类结构解释为变式的主位�因而结构的性质定为
主谓结构�这就掩饰了“刮风了－－－风刮了”两种结构所具有的
差异性；另外�传统语法分析虽然能将一些格式因变化视点联
系起来�但是又往往偏重于差异性�而忽略了同一性。重视结
构单位的语法功能�也就是在句法格式中充当怎样的句法成
分�但同一单位在不同位置往往又被分析为具有不同的功能�
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因而也看不到这些句法格式在结构类型
上的联系。如：

（11）我去过你们学校－－－你们学校我去过
以上两个格式分析为：主＋动＋宾－－－主＋谓（主＋动）�

因此属两种不同的句型。而变换分析法�也就是分析这些现
象�所不同的是�它既重视相关格式间的差异性分析�也要考察
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

变换分析�有利于对语法现象作深入的揭示。语法分析�
重视句法格式的构成单位和构成方式�但相同的一些单位可以
有不同的组合�构成了结构关系不同的一些格式�这些格式之
间的联系一直为语法分析所重视。而一旦以“变换”来揭示这
些关系�可以发现“可变换是语言结构的基本性质之一�变换关
系是句法结构之间的基本联系” ［5］。如：

（12）太阳很好－－－很好的太阳（主谓结构和定中结构的变
换）

站在左方－－－在左方站着（动补结构和状中结构的变换）
相信老师－－－老师相信（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变换）
漏掉老孙－－－把老孙漏掉（动宾结构和状中结构的变换）
写字的钢笔－－－用钢笔写字（定中结构和状中结构的变

换）
去北京－－－到北京去（动宾结构和状中结构变换）
眼镜摘掉－－－把眼镜摘掉（主谓结构和状中结构变换）
跑广州－－－跑到广州（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变换）

木着脸－－－木着的脸（动宾结构和定中结构变换）
以上体现了句法结构之间的变换�其中有些变换改变了意

义�有些变换则只是使结构关系发生变化；此外还应说明的是�
“的”字结构和许多其他结构可以变换�可以建立广泛的变换关
系�体现了“的”字结构所具有的较强变换能力。而当这些词组
结构进入句法表达式时�则使得变换关系纷繁复杂。从变换所
造成的语法功能变化来看�移位变换�造成主语和宾语、状语和
补语、定语和谓语的变换�而通过添加手段及其与移位等手段
的综合运用�可造成所有句法成分之间的相互变换。胡竹安
《谈谈词序的变化》一文�从词序变化的角度�对此作了较为充
分的论述�李子云《句子的变换分析》一文�则以变换所造成句
法成分之间的变换为标准�作了变换分类。

可变换是结构的基本性质�通过对结构变换的分析考察�
加深对语言结构及结构关系之间的认识�可以更多揭示一些规
律。如：

（13）a把眼镜摘掉了→眼镜摘掉了／b把四十八村的生产独
吞了→四十八村的生产独吞了

上例是考察带有“把”字状语结构与主谓结构的变换�可见
并不是所有“把”字状语结构都能变换为主谓结构�原因何在？
研究发现�这类变换�根据意义变化与否分为两类：

（14）a把钞票一扔→钞票一扔／b把老巩挟回家去→老巩挟
回家去了

a变换未造成意义的变化；b变换中意义发生了变化。原因
在于由“把”所支配的动作受事�变换后成为动作的施事。具体
来看这两类变换�变换也并不整齐。

（15）a把钞票一扔→钞票一扔
b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
a和 b变换中�由“把”介引的动作受事角色在变换过程中

都是保持稳定的�但 b变换式不能成立�似乎只能说成：
b1．一捏冯兰池的手腕子　　　　　　或
b2．冯兰池的手腕子被一捏
b1经过语序调整�b2添加表示虚化语义关系的虚词“被”�

都使动受语义关系表达清晰。
（16）a把老巩挟回家去了→老巩挟回家去了
b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看成什么人了
a和 b变换中�由“把”介引的动作受事角色�在变换过程中

都可能发生变化�但 b变换式不能成立。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关系清晰对于表达

的决定作用�也限制表达上的形式因素�如语序和虚词。
此外�运用变换分析�还可以加深对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

系的认识。结构单位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分析出一
定的组合关系�而把具有相同分布的单位联系起来�又得到一
定的聚合关系。但是�所谓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都是对于结
构单位而言的�引入变换理论�则将这两种关系的“网结点”由
结构单位扩大为结构式本身。如对“台上坐着主席团”一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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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换分布可以把具有不同组合的结构式联系起来�成为一个
聚合类：

（17）主席团坐在台上
↓
主席团在台上坐着

↓
在台上主席团坐着

↓
台上主席团坐着

↓
在台上坐着主席团

↓
台上坐着主席团

以结构式为“网结点”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分析�就是
变换分析�相同符号构成的不同的组合关系就是相同词类构成
的相关句式。它们之间形成的聚合关系�就是变换关系。

（四）变换分析法的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变换分析法引入一直到现在�语法研究

证明并且充分体现了变换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通
常被用来解决有关的语法问题。

1．运用变换分析来寻求严格的句法同构式。从形式上说�
同构格式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语法结构相同�二是相对应的语
法形式功能相同。如果这些格式再由相同的词类构成�称之为
“狭义同构”。但从意义上说�所谓的“狭义同构”所表示的语法
意义并不相同�这可以从它们对同一变换的不同反应中得到证
明 ［7］�从而“狭义同构”再次被分化。可是并不能就此保证�经
过分化得到的“狭义同构”是真正的“狭义同构”�“根据某种变
换关系确定的同构格式也还不一定都是严格的同构�可是只有
根据变换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找出这种严格意义的同构格式

来。” ［8］

2．通过变换�对句式和词类进行次分类。
3．运用变换分化同形（异构）歧义或者多义结构。
4．运用变换确定结构或者结构成分的性质�特别是一些比

较特殊的结构或者结构成分的分析。
5．运用变换确立句法同义关系�建立句法同义句式（句型）

系统。
变换和传统语言学的“变化”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变化研

究常常和逻辑、语义、修辞分析相结合�注重考察结构式的差异
性�而变换分析着眼于结构�考察不同结构之间的联系。用变
换观点来看待语法现象�有助于加深认识�变换是结构的一种
性质�通过变换可以建构以“结构式”为网结点的组合和聚合关
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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