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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的 ”有出现或隐或现、不出现三种情况 ,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 ,对这

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把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的 ”隐现的动因归纳为“句法上的制约性 ”、“语义上

的搭配性 ”和“语用上的限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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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学术界对于偏正短语中“的 ”隐现的研究 ,侧重揭

示其隐现规律的较多 ,揭示“的 ”隐现动因的主要有张敏和徐

春阳。张敏将距离动因引入“的 ”字隐现研究 ,把它叫做“距

离象似动因 ”,他认为定中短语之间因“的 ”字的隐现而有别

的形式距离平行于其间的概念距离 ,若其它条件相同 (包括

定语和中心语的词性、语体属性、音节数目等 ) ,“的 ”字在定

中短语之间的隐现规律由距离相似动因促动 ,汉语名词短语

的基本结构规律由距离相似动因促动。[ 1 ]174“距离象似动因 ”

过于抽象 ,叫人难以把握。徐阳春在谈到“的 ”字隐现的制约

因素时 ,认为“的 ”字的隐现跟“板块原则 ”、“凸显原则 ”、“韵

律原则 ”有关。所谓“板块原则 ”是指“的 ”的隐现与该偏正

结构用作板块还是非板块有关 :当一个偏正结构作为一个板

块用时 ,不能出现“的 ”;作为非板块用时 ,要出现“的 ”。徐

阳春认为“板块作为一个构件使用 ,不深究内部结构 ,一般作

某一类事物的称谓 ,内部不出现‘的 ’;非板块不作称谓 ,重在

表示偏项对正项的修饰 ,内部出现‘的 ’”。[ 2 ]33指示代词修饰

名词的偏正结构一般表称谓 ,当做一个板块使用 ,“的 ”就要

隐去。当然这里的板块都是临时板块 ,而非已经固化成词的

固定板块。所谓“凸显原则 ”是指凸显偏项的修饰性时需要

出现“的 ”,否则“的 ”应隐去。所谓“韵律原则 ”指“的 ”字的

隐现要服从韵律和谐的需要。[ 2 ]33“板块原则 ”、“凸显原则 ”、

“韵律原则 ”虽然有较强的解释力 ,但是在不同的结构中

“的 ”字隐现的动因可能不一样 ,有时是“板块原则 ”在起作

用 ,有时是“韵律原则 ”在起作用 ,有时可能是多个原则同时

在起作用。

我们拟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 , 考察指示代词修饰

名词时指示代词与名词在句法、语义上的搭配条件对结构中

“的”字隐现的制约 , 根据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原则 , 从句法、

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找出其隐现的动因。[ 3 ]23我们依据“的 ”

的隐现把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分成三种情况来

分析 :

一 出现“的 ”的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

构句法、语义分析

大量出现在这类结构中的指示代词 ,按照指代义不同分

三类 :指代处所的“这里、这儿、那里、那儿 ”;指代时间的“这

会儿、那会儿 ”;指代属性的“这样、这么样、那样、那么样 ”。

因为语义上指代不同 ,这些指示代词可修饰的名词有所不

同。指代属性的指示代词可以修饰方位词外的所有名词 ,构

成带“的 ”的偏正短语 ;指代处所的指示代词不能修饰方位

词、处所名词 ;指代时间的指示代词不能修饰方位词、时间名

词。如不能说“这里的北京、那会儿的现在 ”。但可以说“那

会儿的北京、这里的春天 ”。

1、在句法结构上 ,这三类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时一般要带

上结构助词“的 ”。可以说“这里的行情、那儿的物品、那会

儿的北京、这样的思想 ”,不说“这里行情、那儿物品、那会儿

北京、这样思想 ”,没有“的 ”,这些指示代词就不能直接修饰

名词 ,就不构成任何结构 ,当然也不存在什么隐性语法关系 ,

“的 ”作为偏正结构的标志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

2、从语义看 ,“的 ”有表示领属和属性的功能 ,“这里的行

情、那儿的物品 ”这类偏正结构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间有

领属关系 ,“那会儿的北京、这样的思想 ”这类偏正结构修饰

成分有表示被修饰成分属性的语义。如果没有“的 ”,这种领

属关系和表示的属性义也不存在了。如“这里行情、那儿物

品、那会儿北京、这样思想 ”就没有意义 ,指示代词和名词间

的语义就无法连贯。因此 ,“的 ”是这类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时

语义上保持连贯不可或缺的。

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中的“的 ”之所以必

须出现 ,一方面是由于句法上制约性的需要 :“的 ”字不出现

就构不成偏正结构 ;另一方面是语义上搭配性的需要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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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字 ,指示代词与名词在语义上就不能直接搭配 ,构不成

任何结构 ,要使它们能构成偏正结构 ,就必须使指示代词带

上“的 ”字。这时 ,“句法上的制约性 ”和“语义上的搭配性 ”

两个动因在同时起作用。

二 　“的 ”可隐可现的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

结构句法、语用分析

“这、那、这些、那些 ”修饰方位词构成偏正结构 ,如“这

些的外面、那之上、那些的前边 ”,也可以说“这些外面、那些

前边 ”。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指示代词修饰其它名词时一般

不带“的 ”,只有修饰方位词时才存在“的 ”可隐可现的情况 ,

并且只能修饰复合方位词 ,不能修饰单音节的方位词 ,如 :不

能说“这西、那上、这些外、那些边 ”。

1、从句法上看 ,“这些的外面、那些的前边 ”这类结构有

“的 ”,是偏正关系 ;“这些外面、那些前边 ”则不同 ,这类偏正

结构中的指示代词和名词间隐含着主谓关系。

2、从语用上看 ,“这些的外面、那些的前边 ”和“这些外

面、那些前边 ”比较 ,明显前一类偏正结构中的指示代词被特

别强调 ,而后一类偏正结构中的指示代词则没有被强调的意

味。“的 ”在结构中要不要出现 ,看来要根据具体的语言使用

要求来定。需要强调指示代词时“的 ”出现 ,不需要强调时

“的 ”隐去。

偏正结构在使用中需要强调凸显前面的指示代词的修

饰作用 ,“的 ”就要出现 ;否则“的 ”隐去 ,这是凸显原则在起

作用。如果结构必须是偏正关系 ,而没有“的 ”可能产生其它

隐性句法关系时 ,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必须加

“的 ”,这是句法上的制约性及语用的限定性原则在起作用。

三 不出现“的 ”的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

结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

这类结构中的指示代词有指代单数的“这 ”和“那 ”,指

代复数的“这些 ”和“那些 ”,都直接修饰名词 ,可以说“这事

情、那些早晨、这些欲望、那里面 ”,不能说“这的事情、那些的

早晨、这些的欲望、那的里面 ”。值得注意的是“那边、这面、

这上头 ”可以说 ,但“那东、这北 ”就不能说。“这、那 ”只能修

饰由普通名词演化而来的方位词。而在所有指示代词中 ,

“这么、那么 ”比较特殊 ,这两个指示代词一般只直接修饰少

数名词和一些复合方位词 ,如“这么白痴、这么天才、这么前

面、那么里头、这么边上 ”,修饰其它大多数名词都必须在名

词前加量词或数量词 ,如“那么个脾气、这么几个钱 ”。

1、从语义上看 ,这类结构中指示代词和名词间既没有领

属关系 ,也不表属性 ,不需要“的 ”来表示领属或属性的语义

关系。这类指示代词表定指 ,直接修饰后面的名词一起作某

一类事物的称谓 ,语义上就能很连贯。相反 ,如果加上“的 ”,

反而阻碍或割裂了指示代词和被修饰名词间的语义联系 ,语

义上反而别扭、不连贯了。

2、从句法上看 ,这类结构中指示代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

构成偏正结构 ,不加“的 ”两者间也不存在任何其它隐含语法

关系。如果指示代词后带上“的 ”,反而破坏它与所修饰的名

词间的语法关系了 ,如“这的事情、那些的早晨、那的边 ”,不

但不构成偏正结构 ,也不构成任何其他结构了。

3、从语用上看 ,韵律的和谐自然非常重要 ,双音节中间

一般不能出现“的 ”,因为两个音节刚好构成一个音步 ,若插

入“的 ”,则会影响韵律的和谐。例如“那人 ”、“这天 ”若说成

“那的人 ”、“这的天 ”,会觉得不顺口 ,就是因为“的 ”的介人

破坏了它们原有的音步。由于音韵的和谐要求 ,这类偏正结

构中也不能出现“的 ”。

综上所述 ,我们把指示代词修饰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中

“的 ”字隐现的动因归结为“句法上的制约性 ”、“语义上的搭

配性 ”和“语用上的限定性 ”。“句法上的制约性 ”是指“的 ”

字必须出现 ,否则就构不成偏正结构 ;“语义上的搭配性 ”也

是指“的 ”字必须出现的情况 ,有时结构中如果少了“的 ”字 ,

在语义上就说不通 ;“语用上的限定性 ”是说“的 ”字的出现

要看语用表达上的需要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 ,结构中的

“的 ”有时需要出现 ,有时需要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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