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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息结构是句子实际意义的切分&它与句群有着天然联系)本文通过对日语句群的信息结构的分析&指出了日语句

子的实义切分标准是信息相对于听话人是已知或未知(信息在说话人语流中出现或未出现过(信息在目前是激活状态还是未

激活状态(信息的预设或断言的实际情况等四项&同时讨论了句子的实义切分在日语句群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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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

R+:/391(9

在研究捷克语和英语的词序问题时&创

立了实义切分理论)从本质上说&实义切分理论突

破了此前的句法理论的成分分析的窠臼&分析句子

的交际结构和交际功能&揭示了语句的交际性质&为

研究语句和上下文的关系&语句的推进机制提供了

新的视点和手段&是句法学迈向篇章语言学的重要

的一步)

R+:/391(9

继承并发展了德国新语法学派

的心理主义的"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的概念&将

语句中相对熟悉的部分&即"心理主语#称为"叙述出

发点#&将语句中带有强调的语调的(传递的信息是

否对听话人未知的部分称为"叙述核心#)认为在语

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叙述的出发点&进

而再传递对听话人未知的新的信息)"日语句群的

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到我国日语语言的教学中去&有

助于解释日语语言的表达效果&理解语义内容&促进

日语知识的深化和活化)#

-

#

.本文尝试分析句子的实

义切分在日语句群教育中的应用)

一"语句的信息结构及划分方法

"信息#一词的英文为"

1*-')6+:1'*

#&日文为"情

报#)它是组成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222物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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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中的一个要素)信息的奠基人
./+**'*

的

定义是'"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现在较为普遍对信息的定义是&信息是认知主体所

感受的事物运动的状态与方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

语句的信息结构是语句信息单元的组织结构&

可以分为两部分)

_+,,1N+

;

$

#FFE

$

#FV@

%'

!F$

%指出

"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信息是由新旧交替而产生的&

所以信息单位是一种由新的和已知的两种功能组成

的结构)#但是&对此的命名却有许多不同)

_3(9Y

1*

P

3)

对其总结如下 $详见
_3(91*

P

3)#FFF

'

#"!

%'

G+<3,3*:Q

$

#V$F

%(

H+(,

$

#VV"

%的命名是心理主语2

心理谓语!

C66+**

$

#F!V

%(

R+:/391(9

$

#F!F

%!布拉

格学派
_+,,1N+

;

$

#F$D

%等人的命名是主位$

:/363

%

一述位$

:/3:*3

%!新布拉格学派的命名是话题一焦

点!

X/'69T

;

$

#FD#

%(

&+MT3*N'--

$

#FD!

%的命名是预

设一焦点!

X/+-3

$

#FD$

%等人的命名是旧信息$

',N

%*

已知信息$

P

183*

%一新信息$

*3O

%!

H)1M3

$

#FV#

%的命

名是开放命题一焦点!

g=̂199

$

#FF@

%的命名是概念

$

*':1'*+,

%主语和概念谓语)

从上面介绍可以看出对语句的信息结构有各种

各样的研究角度&其命名也不同)但是两分法是大

家一直认可的)两分法应该说是逻辑学的命题观念

的自然延伸)逻辑学中的谓词逻辑将原子命题分为

个体词和谓词)个体词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客体&它

包括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谓词是用来刻划个体词

的性质或事物之间关系的词)命题中最简单的一种

命题是直言命题&量词及个体词所处的位置叫主位&

联词和谓词所处的位置叫述位)这种想法类比到语

句的信息结构中&未必就恰当)因为除了逻辑关系

以外&语句的信息结构中还有其他的制约)例如已

知信息的提法是个中性的概念&如果引入听话人和

说话人&同时在考虑语句中的前后位置对其切分的

话&就会有八种情况)那么&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

对立是指的哪一种呢3 尤其在汉语(英语这样没有

信息结构的标识的语言里&这种分法显然是欠考虑

的)而且&在陈述句和疑问句中&这些的表现也不一

样)陈述句中说话人已知(听话人未知&等于疑问句

中的说话人未知(听话人已知)

_+,,1N+

;

就将语句的信息结构用语义和信息两

个视点来透视)在听话人信息视点下&它可分为已

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部分!在语义视点下它可分为

主位和述位)这里的主位是由信息定义的&指的是

信息的起点说话人要讨论的话题)述位是对主位的

延伸发展)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这种分法&对英语来

说&还比较符合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部分及主位

和述位不是平行对应而是交叉对应的&即完全以听

者为轴心&用听话人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部分

区分位和述位)在陈述句中主位是听话人的已知信

息的起点&述位是听话人的未知信息部分)在疑问

句中&主位是听话人的已知信息的起点)这样疑问

词就不是占据了未知信息的位置了&而是已知信息

的位置了)但是这样可以很好地解决英语的疑问词

前置的问题)但是对于汉语和日语来说&并非是很

好的解决方案)

关于日语的语句信息结构&本书将采用主

题222述题的命名方法)因为这符合日语学界惯常

的表达)但是&我们将重新命名主题和述题的概念)

主题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已经掌握的(理解的信息

或者已经在说话人的话语序列中&听话人到目前为

止已经知晓(理解的旧信息)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其原点永远在说话人目前所言说的语句位置)在口

语中&作为对是否为主题的判断的原点永远是在最

后一个语句)随着话语序列的延续&该原点也随之

变化)在逻辑层面&它是语句的预设部分)

二"日语句群信息结构定义

在日语句群(甚至篇章的情况下&日语语句的信

息结构如何定义呢3 我们用以下的一篇短文来考察

一下)

句群一'

"

678$

1N3+

%9:;<=)

#

>?

:@ABC哲学D根本用语EFG)

$

又(>?以

降D哲学者HIJ用KLMH哲学用语ENFG)

%

O678P9KQ言叶:O见GP9KQ意味D动词

O

1N31*

P<由来RLKL(N9N9:O见S?GN

DPDT9(UVWNDDO姿PXO形PY意味RL

KG)

句群二'

&

VZ([\]

^

语D语体系<UK

L若干说明RL_`9([\]

^

语E:(见G

1N3'

系统D用语9RL:(

1N31*

9

31N'

JF

a

H)

'

O6

78P9KQ言叶:O见GP9KQ意味D动词

O

1N31*

P<由来RLKL(N9N9:O见S?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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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DT9(UVWNDDO姿PXO形PY意味RLK

G)

(

31N'

D过去形
31N'*

<由来bGO

31N'9

c

6deP9KQ言叶DfQ:O形P9=O

"

形P9K

Q意味Eg`普通<用KS?G言叶EF

a

H)

句群三'

)

@ABC<_KL:(c6de96

78:使K分hS?L_W(678<特殊;意味

J与iS?H)

*

@ABC:(6789KQ言叶

E(j?j?D肉眼<见iG形E:;`(言
a

Lk

?lO心D目PO魂D目P<m

a

L洞察n?G纯
#

;

形(UVWONDg9D真D姿PXONDg9D原

型P<言及bG)

+

@ABCDKQ678:几何

学的;

"

形D完全;姿Jo7p9N9?G)

,-.

@

ABC<_hG678D理解:一定RLKGjh

E:;`(书=?H时期<m

a

L

$

迁J见S?G

9KQ)

,-/

一般<@ABCD678论9KQ9中

期D>?Y指RLKGT9J多K)

这是一篇名词解释的文章&用来解释柏拉图的

"

1N3+

#这个概念的理性意义)篇章由
#!

个语句组

成)我们逐次分析如下)

篇头的第一句
"

是个疑问句&是本篇文章所要

回答的问题)从篇章的信息结构&依据来说话人认

为听话人自己是否掌握和理解的信息或者是否在说

话者的话语序列中&听话人到目前为止知晓(理解与

否的标准来看&这句话如何解释呢3 首先&这个语句

也有两部分&"678$

1N3+

%9:#和";<=#)前

者只能假设是听话人已知的部分&也就是说&假设听

话人知道这个词&知道它的音响形象&但不知道它的

概念意义)后半部分是由表示疑问的实词";<#

和表示疑问的语法虚词"=#组成)我们能否说听话

人不知道这个实词";<#的意义呢3 显然不能)严

格说来&实词";<#是没有具体所指的实词&它的意

义是功能方面的)它在这个语句的功能就是界定对

"678$

1N3+

%#这个概念回答的范围)对比一下下

面的两个句子就可以理解)

$

#

%678$

1N3+

%:qQ;G=)

$

!

%678$

1N3+

%:KUKQ=)

这两个疑问语句和原句不同之处是疑问词的部

分&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要求回答的界限)"qQ

;G=#指定了回答的范围是样态&"KUKQ=#指

定的是时间&它们和原句都不一样&原句指定的回答

范围是本体)如同数学表达式的未知项&指定了定

义域一样&由此也指定了整个表达式的值域)那么&

这个疑问句的值域是由这个语句的两部分共同组成

的)"678$

1N3+

%9:;<=)#这个语句的"67

8$

1N3+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信息部分&是类似数

学中的函项的部分)整个文章中&使用的当然是这

个语句的值域&它的功能是提问)也就是说&在这个

疑问句中它的值域和定义域是一样的)我们将"6

78$

1N3+

%#这样的词&确定为全篇主题&它是全篇

陈述的对象)";<#作为全篇的述题&它是全篇陈

述的界限)全篇主题"678$

1N3+

%#在整个文章中

出现了
F

次&其中在语句的主题部分出现次数为
@

次&非主题部分出现
E

次)主题在第一个句群中得

以保持&它是
#$

的语句省略的主题部分)语句
%

的主题的定语部分&也就是说&语句
%

的主题是它的

分主题)

在第二个句群中&

&

句的主题"见G

1N3'

系统D

用语#是它的背景)

'

句的主题"O678P9KQ言

叶#是它的分主题)

(

句的主题"O

31N'9

c6deP

9KQ言叶#是它的述题";<#在第一个句群中的

展开&是
#$%

三个语句的述题部分'

@ABC哲学D根本用语
!

;<

!!!!!!!!!!!!

>?以降

D哲学者HIJ用KLMH哲学用语

NDDO姿PXO形P

述题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尚未掌握和理解的信

息或者已经在说话人的话语序列中&听话人到目前

为止尚未知晓(理解的旧信息)它和主题一样是一

个动态的概念&其原点永远在说话人目前所言说的

语句位置在口语中&作为对是否为述题的判断的原

点永远是在最后一个语句)随着话语序列的延续&

该原点也随之变化)在逻辑层面&它是语句的断言

部分)列表如$表
#

%'

表
#

!

主题*述题的逻辑关系

听话人是

已 知 或

未知

说话人语流

中出现或未

出现过

目前激活状

态还是未激

活状态

预 设 或

断言

主题 已知 已出 激活 预设

述题 未知 未出 未激活 断言

!!

听话人是已知或未知以及预设或断言在其他文

章中讨论的较多&这里不做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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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语教育中句群中信息结构理论在

日语句群构成的解释应用探讨

#一$说话人语流中出现或未出现模式在日语句

群构成的解释应用探讨

我们首先看一个下面的例子)

$句群
#

%MUrJ井
%

<落IVRHJ(qQ

RLN上J?;`L(困
a

LKVRH)>Ts(D

qJ=jKL困
a

LKGXtJX

a

LMVRH)

>RL(井
%

D中<(MUrJ入
a

LKGDY见U

hG9(>D水:QVK=9闻MVRH)MUr

:(困
a

LKGD<平
&

;颜YRL(水DT9YK

uKufvHL(Xt<降WL来GmQ<

'

vV

RH)Xt:(水J饮kHKl=W<(Q

a

=W降

WL行MVRH)

$

6w

x

@物语
#

在这个句群中&作为主人公出现了两个&一个是

"MUr#&另一个是"Xt#)它们登场时都是使用

的是"J#格助词&而表达它们登场的句子也都是使

用了描写句)其后&它们再次出现时&使用的则是提

题系助词":#的判断句)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那么就是在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主人公(事件(物

体等用描述句交代&而后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使用

提示助词":#的判断句)

这样&叙述句群中&就可以分为登场的描述句和

判断句两种)那么&作为句群内部线性排列顺序&描

述句一般在判断句之前&描述句的作用是引入登场

事物&而判断句的作用是延展登场事物&对其进行进

一步说明)

#二$激活状态及未激活状态模式在日语句群构

成的解释应用探讨

同样是前面已经出现的事物&有的使用出现在

已知部分&有的出现在未知部分&这样的现象又如何

解释呢3 这时&我们必须引入另一个参数来区分这

种现象)将在前文出现过的(两个以上事物中的(放

置在已知部分的称为激活状态的事物&而将前文出

现过的(两个以上事物中的(放置在未知部分的事物

称为未激活状态的事物)用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就

是&视点不同)激活状态下的事物&被作为凸显部

分&而未被激活的部分作为背景出现)

下面的例子中的句群
!

是句群
#

的后续部分&

我们用此说明激活状态下的事物和未激活状态的事

物在语言表述中的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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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语
#

在这个句群中&第一个句子里的"MUr#&前面

已经出现过&但是&在这里却作为未知部分出现)这

样的现象&是因为在这个句子中&主题叙述对象是"X

t#&"Xt#作为激活的状态被当做已知主题&而"M

Ur#作为未被激活的状态处于未知部分)后面的一

句则相反&"MUr#作为激活的状态被当做已知主

题&而"Xt#作为未被激活的状态处于未知部分)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信息结构以及语句的实义切分)信

息结构是语句迈向句群的第一步)信息结构将一个

语句变成了与上下文相连的不同语句&是语言经济

性的体现)实义切分是语句的本质特征&实义切分

后的句子才是语句)但是&"语法范畴的超句组织功

能主要表现在篇章层面&也就是说主要表现在比句

群还要大的单位上#

-

!

.

)信息结构模式在日语句群

构成的解释力也有不足)如以上所述&信息结构确

实存在于句群之中&并在句群乃至篇章的分析中有

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问题也较为突出)我们恐怕

又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也许需要新的构

造性的解释才能较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E

.

&这

是今后日语语言学界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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