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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法范畴是某种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形式二者的统一体; 在语法化和主观化的作用下, 祈使句的主

语, 即使是貌似的第三人称,实质上总是第二人称,其谓语动词依据其含义是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形式; �祈使语

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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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法学家通常区分三种不同的动词语气: 直陈语气

( ind ica tive m ood ), 虚拟语气 ( subjunctive mood) , 祈使语气

( imperative m ood)。因此, 他们确认英语动词有一个语气语

法范畴。然而 Poutsm a对祈使语气提出质疑: [1] Qu irk等在

论述祈使句时, 既认为祈使句的动词是限定性动词 ( im pe ra�

tive finit ve rb),又说明它是没有数和时变化的动词原形, 且

祈使句与陈述句句子成分的范围和语序是一样的。[ 2] 72这种

自相矛盾、概念混乱的理论不便于我们教学, 也造成英语学

习上的困难。语言学告诉我们, 某种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

义的形式这两者的统一是构成某一语法范畴的根本要素。

语法范畴必须包括两个 (或者更多 )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

类语法意义; 相同语法形式不能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对

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笔者拟以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原则

为基础, 研究英语的语法化和主观化, 分析英语动词祈使语

气的实质并提出自己的粗浅认识,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  �祈使语气�的形式体系

祈使句表示请求、命令、叮嘱、号召等。Quirk等依据祈

使句的形式将其分为隐主语、显主语、Le t三种主要类型。下

面我们将分类逐一论述它们的主谓语形式是否自成体系。

1、隐主语型

H a lliday在分析祈使句主语中指出: 祈使句传达的基本

信息是讲话者要受话者做某事,或者讲话者要受话者与其一

起做某事。这就是说祈使句的主语总是第二人称。[3]如:

( 1) Ge t ou t!

由于语言简洁的需要以及语境的作用, 祈使句的主语往往不

显现, 其逻辑主语为 you是无可置疑的。关于这一点 Qu irk

等说过: � It is intu itively c lea r that the m ean ing of a d irective

im plies that the om itted subject is the 2nd person pronoun

you. � [ 4]828我们不仅可以从语义逻辑、话语环境中作出推断,

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句中证实这一点。如:

( 2) Behave yousel.f

( 3) Those in favour of the plan, please ra ise your hands.

( 4) Be qu ie t, w ill you?

作为宾语出现在祈使句例 ( 2)中的反身代词是 yourself而不

是 h im se lf等其他形式, 出现在例 ( 3)中的物主代词是 your,

而不是 their等其他形式, 例 ( 4)中 you作为附加疑问句的主

语出现在祈使句的后面 ,而不是其他。此类祈使句主语为第

二人称, H a lliday早有论述:一个句子的主语可以通过添加附

加问句和反身代词来进行判别。因为附加问句主语常与主

句主语保持一致,而反身代词则与主语形成互指。[ 3] 77

这类隐主语的祈使句是最常见的,其逻辑主语为 you也

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认同,但其谓语动词形式是什么? 语法

学家们的观点颇不一致, 有的认为是动词原形的; 有的说是

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形式; [ 5] 34还有的说是不定式, Quirk等认

为祈使句和陈述句句子成分的范围和语序是一样的, 它的动

词是带有祈使的限定性动词,但又说明这种有祈使的限定性

动词是没有数和时变化的动词原形。[ 2] 72我们认为 Qu irk等

关于祈使句动词的观点似乎自相矛盾, 概念模糊不清, 值得

商榷。关于祈使句谓语动词 Poutsma曾说道: � The im pera�

tive, from the nature of its m eaning, is used only in the present

tense. � [1]因此, 综合各位专家的观点并结合以上祈使句隐主

语型例句的分析,笔者认为: 祈使句隐主语型的动词始终使

用动词原形且没有数和时变化的形式, 不是恰好和隐型主语

you相呼应为陈述句一般现在时态第二人称的谓语形式吗?

2、显主语型

由于表达的需要, 往往是为了强调, 人们在祈使句中使

用主语。如:

( 5) You be qu 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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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祈使句通常带有训斥的或 �指着人家鼻子�的口气, 常常

用来表达火气很大。我们也可以通过保留主语来点出或指

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说话对象,如:

( 6) You com e he re, Jack, and you go over there, M ary.

在这种情况下, 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形式完全一致, 容易

混淆, 它们的区别在于陈述句的主语不重读, 而祈使句的主

语总是重读的。有时也会出现用不定代词 som ebody, any�

body等或名词短语充当祈使句主语的情形。如:

( 7) Som ebody open th is doo r.

( 8) Jack and Susan stand over there.

例 ( 7 )、例 ( 8 )的主语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

Qu irk等依据其表层形式称之为第三人称主语, 但在随后又

说明在第三人称主语后面的反身代词用什么人称有些难以

确定: Eve ryone behave them se lves和 Everyone behave you r�

selves似乎都是可以成立的。相反,如果用呼唤语, 为了与含

蓄 (隐 )主语相呼应, 我们只能用第二人称反身代词: Behave

yourse lves, everybody。[ 2]73而我们的观点则不然。从语义方

面分析, 第三人称是排除发话人和受话人的, 在众多的听众

中, 发话人发出一个祈使句的语用意图只是针对听众中特指

的一个或一些, 否则就会模糊不清, 达不到自己的语用目的。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是面对面地进行交际 , 在加上附加问句

后, 例 ( 7)便是 � Som ebody open this door, w ill you. �就例 ( 8)

而言, 我们不能说 They stand over there. 却只能说 You two

stand over there. 可见,上例的各个祈使句的主语仍是对于受

话人的称谓, 是第二人称。关于祈使句中不定代词或名词短

语作主语不是第三人称而是第二人称的观点 Jespersen说道:

� Any im perative is v irtually in the second person, even if seem�

ing ly addressed to a th ird person. � [ 6] 148易仲良教授曾撰文指

出: 祈使句式的主语无论隐没不现, 还是使用外现, 使用时不

管是 you或是貌似第三人称的不定代词或名词词组, 都是第

二人称, 其谓语动词形式是限定动词现在时的第二人称形

式。[ 5] 45而当今盛行的语法化理论也为我们探究祈使句的形

式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就例 ( 7)而言, 其谓语动词依靠限

定成分的变异 ( V ), [ 7] 84- 89明为第三人称主语, 却不用现在

时态第三人称的动词形式,通过限定动词限定性的消失来泛

化命题的针对性, 使得命题抽象化, 人们便难以确认该命题

是关于主语 Somebody的, 那么,根据其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动

词形式以及语境的判断, 此时的主语明为第三人称 ,实为受

话人 you,这样弱化了其使役潜势 ,使得语气含蓄、委婉, 从而

达到 提 高 交 际 效果 的 目 的。正 如 H eine, C land i &

H�nnem eyer提出的 �目的论�: 语法化是由语言使用目的所

驱动。[ 8] 29

3、Le t/L et s'型

Le t/Le ts'型祈使句主语通常不出现。Qu irk等依据其表

层结构称其为带有 le t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祈使句。易

仲良教授指出此类主语也是第二人称。[5]如果我们加上附加

问句后, 很容易确证其主语为第二人称。如:

( 9) Le t he r do it, w ill you.

根据 H a lliday关于附加问句主语常与主句主语保持一致的

原则, 我们可知 let的逻辑主语为 you。Le t型祈使句表达的

是一种间接命令,即发话人通过受话人向第三者发布指令,

其主语自然是交际过程中受话一方 you。 Le t型祈使句必为

you还有一个反证: 我们可以说 Le t m e /us/h im / them have a

look, 但决不可以说 Let you have a look。[2] 74因为 Le t you have

a look. = You let you have a look.

Le t 's型祈使句是由 let s' +动词原形构成的, 其潜在主

语是 �我们�, 即 you and I, 这可以从 let s'祈使句的反义疑问

句中看出来。如:

( 10) Lets' go , sha ll we?

Le t's型祈使的对象与 Let型不同, 表面上从其附加问句 shall

w e看,它的逻辑主语是第一人称复数 w e, 但我们不难看出

w e和 you在深层次中乃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发话人把自

我也放在了祈使对象的位置, 成了祈使句主语中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 w e实际上是 you and I,其语义功能主要是表建议。

Qu irk等曾指出: � There is a lso a use o f w e in reference to the

hearer( = you) �. [4] 350众所周知, we本来就包含了受话人, 具

有可指代受话人的功能。w e的这种用法在特定的上下文中

可理解为屈尊 ,设身处地, 善解人意, 为 you分忧解难, you在

句中的重要性和地位甚至超过 I。如:

( 11) Let s' take our p ills now, Georg e. (乔治,咱们吃药! )

这是劝诱小孩吃药, 发话的父亲或母亲自己并不吃, 此

处的呼语 George明为第三人称, 实为受话者第二人称 you,使

用 our是发话者父亲或母亲把自己放在了与儿子同等的地位

上, 设身处地,为儿分担吃药的痛苦,我们不难读出句中的主

语为受话者和发话者 you and I,而 you在句中扮演着主角,他

的重要性和地位超过了 I。

可知, L et和 Let 's型祈使句的主语为受话人 you,或明为

w e实为 you and I, 其没有数和时变化的动词原形形式实质上

也是陈述句现在时第二人称的主谓语形式。[ 5] 39

二  需进一步阐明的问题

要否定祈使语气还需要进一步阐明以下 2个问题。

1、祈使句谓语动作的时间属性和现在时态

众所周知 ,祈使句谓语动作的时间属性是将来, Qu irk等

曾有论述: � Imperatives refer to a situation in the imm ediate o r

m ore rem ote future!. � [ 4]828那么, 确立了祈使句的谓语动词

为现在时态第二人称的形式后, 我们还需进一步探讨的是:

用于祈使句谓语动词的现在时态可以表示发生在将来的动

作或状态吗? 我们知道 �时� ( TENSE )是个语法范畴,它是表

示时间区别的动词形式。[ 9] 160可是在语言的实际交流中, 我

们经常遇到 �时态�与 �时间�的不对应性。如:

( 12) O live Tw istW antsM ore.

( 13) She is ten next year.

例 ( 12)用现在时态表示过去时间, 例 ( 13 )用现在时态表示

将来时间。可知, 一般现在时可以用于按计划、安排必然发

生的将来情况 ,按照人们作出判断的不同依据, 这种将来必

然会发生的情况可分为客观、主观、常规、既定以及设想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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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9] 213如:

( 14) Tom orrow is F r iday. (客观 )

( 15) I be t it ra ins tom orrow. (主观 )

( 16) The term starts on 23rdApri.l (常规 )

( 17) I get a lump sum when I retire a t six ty. (既定 )

( 18) W hen the spring com es the sw a llow s w ill return. (设

想 )

在例 ( 14), ( 15), ( 16) , ( 17) , ( 18)中的 is, ra ins, starts.

ge t, comes均为动词现在时态的形式, 而它们所表动作的时

间属性都是将来。我们的分析研究说明, 可以用于表示将来

时间的一般现在时完全符合祈使句谓语动词表示将来的时

间属性。这样, 我们关于祈使句谓语动词是现在时第二人称

形式的观点是有理有据, [ 10]可以成立的。

2、关于 be型祈使句中动词 be的解释

关于否定祈使语气的观点, 原形论者提出异议: 如果祈

使句的动词不是动词原形形式, 而是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形

式, 那么, be的现在时态第二人称形式便是 are而不是 be,为

什么我们不说 Are care fu!l 而只能说 Be carefu!l 呢? 由此,

他们认为祈使句谓语动词不是现在时态第二人称形式。我

们的看法却不然。我们知道英语动词, 按词汇意义, 分为动

态动词和静态动词。动态动词是表示运动状态的动词, 可以

用于进行体和非进行体 ;静态动词是表示静止状态的动词,

通常用于非进行体。[ 9] 183- 184但是动态动词和静态动词经历

了语法化的演变后, 它们的划分就不是绝对的了, 其中有许

多跨类现象。这就是说, 有些动词作为一种意义解释时是动

态动词, 而作为另一种意义解释时则是静态动词。动词 be

属静态动词, 也就是说动词 be的现在时第二人称形式 are是

静态动词, 不能表示动态意义。由于祈使句中不适合用静态

的非施动动词, [ 2] 72因此, a re不能用于祈使句。众所周知,在

漫长的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 英语经历了语法化演变过

程, [ 11- 12]产生了一系列如: 并存、歧变、择一、保持、降类、滞

后、频率、渐变、单向循环等语法化演变现象和规律。同时,

英语也经历了主观化的过程。关于主观化沈家煊说到: �主

观化� ( subjectiv isation )是指语言为表现某种主观性而采用

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按照这个定义,

�主观化�既是一个 �共时 �的概念, 即一个时期的说话人采

用什么样的结构或形式来表现主观性,又是一个 �历时�的概

念, 即表现主观性的结构或形式是如何经历不同的时期通过

其他结构或形式演变而来的。[ 13] 268- 275因此, 笔者以为 be型

祈使句中的动词 be由于使用频率高, 经历了语法化的演变

过程, 动词 be由原来的静态动词, 经历了渐变、歧变等语法

化后成为一个动态动词,在进一步主观化后最终被固化成了

一个引导小品词 ( introductory pa rtic le), 且保持了原静态动词

be的功能。这样,祈使句含动态意义的 be+ 形容词作为句

型结构固定下来并储存在人们的大脑中。这种情况下的 be

动词已经和表静态意义的 be动词没有多大的关系, 是一个

纯粹的祈使标记 ( im perative m arker), 仅相当于一个句首的

小词起组织话语的作用。[ 14] Qu irk等在谈及祈使句中的 be动

词时说: 在特殊的上下文中, 静态动词有动态的意思。[ 2]72

Curm也曾说过:动词 be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表状态, 另一

方面又表始点, 如同 becom e, ge t。[15] 379因此, 当动词 be表

�是�或状态意义的时候, 我们取用表静态意义的 be( am、is、

are) ;当动词 be表起始点, 表 �应当成为 �, �应当去做�意义

时, 我们就取用含有动态意义的 be。这在陈述句中我们也常

见到类似的情况。如:

( 19) She is be ing friendly( = She is acting friendly).

( 20)W hy don t' you be mo re patient?

这种含有动态意义的 be动词获得起始体性或进入体之功

能, 正好符合祈使句要求受话人实现某一动作或进入某一状

态的意义。这种情况下 ,动词 be与一般实动词完全一样,其

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形式为 be, 否定式为 don t' be。[ 5] 43如:

( 21) Be qu iet.

( 22) Don t' be s illy:

事实上在祈使句中也不乏在语法化和主观化作用下而固化

了的引导小品词。如: L et s', Don t,' Do. 我们试将分析如下。

Le t 's型

Qu irk等在论述 Let /L et s'型祈使句时, 将其作为两种情

况来区别, L et作为及物动词, 而 Let s'是作为一个引导小品

词。[ 2] 74 le ts'的祈使标记这一性质,我们在其后直接加上否定

词 not便可知,如:

( 23) Lets' go to the libra ry.

Le ts' not go to the library.

而且, 在美国英语中,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 24) Lets' us do it.

( 25) Lets' you do it.

上面的例子都表明,在 lets'祈使句中, let s'已经和 let us没有

多大的联系, 它已经固化成了一个引导助词, 仅起组织话语

的作用。

Le t和 Le ts'型为什么有区别, 遗憾的是 Quirk等没有进

一步说明。而我们的观点是: L et s'和我们前面论述的 be动

词一样, 其祈使标记的性质是由于语法化和主观化所致。英

语历史上, 古英语只有 Le t型, 由于 Le t使用频率很高, 很容

易被虚化, 其结果到中古英语期便渐渐被歧变成 Lets'的缩略

式, 但到了现代英语期更进一步主观化 ,由原来的一个及物

动词降类为一个引导小品词,虚化的结果又提高了 Lets'的使

用频率。这样 Lets'经历了歧变, 降类等语法化演变, 在进一

步主观化后最终以句型结构的形式被固化, 为人们所用, 且

与 Let并存。

Don t'型:

同样祈使句中的否定形式 don t'也是语法化和主观化的

表现。否定式 do no t可以代替隐主语祈使句中的 don t,'但不

可以代替祈使句其它类型的否定式。[2] 76如:

( 26) Don t' open the doo r. = Do no t open the door.

但是, 我们可以说: � Don 't you open the door. �却不可以说:

� Do not you open the door. �Qu irk等说明:在这种情况下, don '

t象 let s'一样, 与其说是助动词,还不如说是一种不变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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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2] 76这里 don t'由于高使用频率,在语法化和主观化的

渐变过程中, 由助动词歧变为引导小品词且仍然保持了否定

的意义。

Do型:

在劝说祈使句中 , do也是作为引导祈使句的一种标记。

如:

( 27) Do have som em ore sherry.

这时候的 do与陈述句中表示强调的 do不一样, 它不是用来

填补缺乏功能的空白, 而是加在功能词的前面。劝说祈使句

中的 do也经历了语法化和主观化的演变,由原来的助动词

歧变为引导小品词, 在句中并无实际意义, 只是引导祈使句

的一种标记。

祈使句动词除了使用现在时第二人称形式外, 不用情态

助动词, 也没有完成体, 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中才用进行

形式。[ 2] 72如:

( 28) Be prepar ing the d inner when he com es in.

被动语态在祈使句中也只限于几个固定的用法中。[ 2] 72如:

( 29) Be prepared.

( 30) Be seated.

( 31) Be reassu red by me.

此时的 be动词和我们前面论述的 be动词一样, 在虚化

和主观化作用下由静态动词变成了一个含动态意义的引导

小品词, 且保持了静态动词 be的功能。

综上所述, 祈使句并没有它自身的标记性, 在英语语法

化和主观化作用下, 祈使句的主语无论是显现, 还是不显现,

显现时无论是 �第一人称�, 还是 �第三人称 �, 都是交际双方

中的受话者, 其无数和时变化的动词原形形式实质上就是陈

述句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的形式。那么, 根据语法范畴 �相

同语法形式不能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

同类语法意义�的原则,祈使语气语法范畴将何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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