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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化的语篇功能研究 

———兼论关系从句的再分类

朱长波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在对关系从句结构（即关系从句＋核心名词）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广泛的结构主义倾向，即只看到其ＮＰ属性，相应
地也只注意其指称功能。本文认为，关系从句结构在实施指称功能的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一个命题，即兼有述谓功能；继

而在语篇范围内对其功能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关系化可以提高话题的连续性，同时也是合理配置前后景的一种结构手段。

文章最后以指称和述谓为纵轴、以核心名词的指称特点和关系从句的属性为横轴对关系从句作了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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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关系从句结构（即关系从句 ＋核心名词）
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广泛的结构主义倾向，即只看

到其 ＮＰ属性，相应地也只注意其指称功能。这种
倾向既体现在关系从句的传统分类上，也体现在语

用取向的分类上。Ｃｏｍｒｉｅ根据是否改变核心名词
的外延将关系从句分为限制性的和非限制性的；［１］

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则根据核心名词的指称属性和关系从
句的信息属性将关系从句的功能分为两种：限定和

命名（事实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分法只考虑限制性关系

从句）。［２］无论哪种分法，都是着眼于核心名词的外

延或曰指称范围上的，这种基于核心名词外延的分

类远不能满足对关系从句丰富多样的功能的描写。

如果说“命名”可以在语义上理解为通过增加核心

名词的内涵而缩小其外延，以达到指称其下位概念

的效果，而“限定”可以在语用上理解成为受话人提

供一个识别核心名词所指的参照或路径，［３］那么

“非限制”的使用动因或功能是什么？两种分法都

没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语义上不改变核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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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外延的句法范畴，可能需要从语用层面去探求其

动因。有研究认为非限制性关系从句的功能是承

载后景信息，［４］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命名为“描写

性关系从句”似乎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语用功能，因

为“描写”是个语义概念；另外，对其语篇功能的揭

示似乎也还不够彻底。不过，该文已经开启了一种

取向上的转变，即由单一指称性取向向指称、述谓

并重迈出了重要一步。事实上，关系从句的功能并

不限于为核心名词服务，承载新信息的关系从句更

像是以一种隐含的方式表达一个命题。

限制性的，如：

（１）她把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一双新鞋子弄
丢了。

“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一双新鞋子”隐含“她妈

妈刚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子”。

非限制性的，如：

（２）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ｌｏｖｅｄｔｏ
ｔａｌｋａｌｏｔ．

“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隐含“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ｗ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考虑语境等因素，以上

的隐含表达也可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如：

（１）’她妈妈刚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子，她把它
弄丢了。

（２）’ＴｈｅＧｒｅｅｋｓｗｅ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ａｎｄｌｏｖｅｄｔｏ
ｔａｌｋａｌｏｔ．

无论是采取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所表达的

命题意义是一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用关系

从句结构或者说进行关系化？我们认为这种动因

可以从语篇的角度去寻求，关系化是一种语篇连贯

手段，对关系化的使用可以增加语篇的连贯性。

　　一　提高话题连续性

话题连续是语篇连贯的基本要求，话题的频繁

变更会降低语篇的连贯度。根据王寅，原型性语篇

连贯除需满足形式衔接以外，还需满足三个语义条

件和一个语用条件。［５］其中三个语义条件之一就是

命题之间的索引性或相关性。命题间的相关性可

以由话题来组织，共同的话题可以成为相关命题间

的纽带；相反，如果话题频繁变换，就难以形成具有

统领性的认知参照点，从而无法为受话人建立起一

个统一的认知世界。如：

（３）我母亲是北京人。北京位于河北境内。河
北省人口不像江苏，浙江两省那样密集。这两个沿

海省份气候比较潮湿。

语篇对话题连续的要求实际上也跟人的记忆

限制有关，话题的变更需要更多注意力的投入，而

频繁的变更会增加短时记忆的负担。

在语篇的建构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名物是很多

的，但由于受到话题连续性的制约，真正能够成为

话题的名物是很少的，而且主话题通常只能有一

个。那么与非话题性名物相关的一些信息如何编

码就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名物成为话题的前提条

件是必须有述题，没有述题就不会形成话题。关系

化正好可以把一个直接命题（结构层面对应于一个

小句）变成一个包含隐含命题的名词性结构，使其

核心名词不对主话题形成干扰，从而保证话题的连

续性。请看：

（４）强发在这没遮拦的一片白光中干活，赤着
黝黑的脊背，穿着一条原本是白的，如今已经变成

了灰黄色的浸透了汗水的裤衩，脚上是一双四分五

裂了的塑料凉鞋。

以上语篇的话题是“强发”，整个语篇围绕“强

发”劳动时的恶劣条件和高强度进行描写。假如第

三、四小句不进行关系化，则“裤衩”和“凉鞋”就会

对主话题“强发”形成干扰，从而降低整个语段的连

贯性。如：

（４）’强发在这没遮拦的一片白光中干活，赤
着黝黑的脊背，穿着一条裤衩，原本是白的，如今已

经变成了灰黄色且浸透了汗水，脚上是一双塑料凉

鞋，四分五裂了。

当然，受话人对语篇连贯性的要求是一个程度

问题，或者说，受话人对于连贯性差有一定的容忍

能力，尤其是当为了取得特定的语用效果时，可以

需要牺牲一定的连贯性。请看鲁迅在《祝福》中对

祥林嫂的一段描写：

（５）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
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

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

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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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竹蓝，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

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

丐了。

作者为了突出祥林嫂的悲苦命运，做了两个特

别的处理，即把“空”和“下端开了裂”以述题的形

式出现，这是因为直接命题比间接命题要凸显。但

值得注意的是，语篇的连贯性不如关系化后的

高。如：

（５）’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
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

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

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

提着竹蓝，内中一个空的破碗；一手拄着一支比她

更长的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

乞丐了。

　　二　前后景结构的句法实现手段

在语篇的组织过程中，可以进入语篇信息流的

信息是非常多的，处在叙述主线上的是前景信息，

而不在叙述主线上的、起铺垫作用的是后景信息。

前者直接推动语篇的发展，后者虽不直接推动语篇

的发展，但对于完整理解前景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必

要的补充。前景信息和后景信息一起组成语篇的

前后景结构。一个语篇的前后景结构虽然取决于

语篇的主线，但恰当的句法匹配是其得以实现的关

键。前后景结构的句法匹配遵循象似原则，即前景

信息须以凸显的句法形式———小句来编码，而后景

信息则要求进行关系化，以关系从句这样的次级形

式来体现。［４］如：

（６）我对文静而又不乏倔强的她心怀好感，但
我想她会上大学，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人。高考落

第后，我去了工厂上班。

以上语篇中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她文静而

又不乏倔强”与“我对她心怀好感”构成因果关系，

后者又与“但…”构成转折关系。这里叙述的主线

是包含在转折关系中的他们那段感情的命运，而非

他爱她的原因，即原因是后景，而转折关系是前景。

相应地，在句法匹配上，原因部分被关系化，而跟那

段感情命运相关的信息以小句的形式编码。

句法形式与前后景结构如果不匹配，就会降低

语篇的连贯性。如：

（６）’我对她心怀好感，她文静而又不乏倔强，
但我想她会上大学，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人。高考

落第后，我去了工厂上班。

（６）’的句法安排相当于在作为前景结构的转
折关系中插入了一个后景信息，阻断了前景结构之

间的连续性，自然会影响语篇的连贯性。

不同的语篇有着不同的叙述主线，有的语篇以

时间关系为主线，有的以空间关系为主线，有的以

因果关系为主线，有的则以总分关系为主线。无论

以什么为主线，不在主线的信息都需要作后景化处

理，从而保证前景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而关系化是

一个重要的后景化手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对

话型语篇。

（７）甲：那个小女孩为什么哭？你去问问。
乙１：她把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一双新鞋子弄

丢了。

乙２：她妈妈刚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子，她把它弄

丢了。

乙３：她弄丢的一双新鞋子是她妈妈刚给她
买的。

这个语篇的主线是果 －因关系。甲的问题已
事先设定了“因”为前景，而“她妈妈刚给她买了一

双新鞋”这个信息则不在前景（主线）之中。比较

三种回答方式，对非主线上的信息进行关系化的处

理（即乙１）比其余两种处理方式更切合这里的前后

景结构，连贯性更高。

　　三　关系从句的再分类

关系化的语用功能显然不限于语篇功能，还包

括降低权重、［６－７］增强语篇的书面语色彩［８］等。我

们这里无意于系统地探讨关系化的各种语用功能，

而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对关系从句结构述谓功能

的关注。以上的分析已然表明，在关系从句的分类

问题上，单纯着眼于核心名词外延特征的描写是不

够的，因为它不能完全揭示关系从句的使用动因，

尤其是非限制性关系从句的使用动因。这里我们

尝试以指称和述谓为纵轴、以核心名词的指称特点

和关系从句的属性为横轴对关系从句作一个较为

系统的分类。我们的分类以 Ｃｏｍｒ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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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以及上文的讨论作为主要依据。列表如下：

核心名词指称特点 关系从句属性 服务指称 隐含述谓

非定指 非现实态
命名，例：我要找一个从未谈过恋

爱的女人结婚。
无

定指
现实态

（旧信息）

限定，例：刚才跟你讲话的那个人

是谁？
无

定指
现实态

（新信息）
无

提高话题连续性，例：冷锋拿着电

报，回到自己位于三楼的办公室，

一推门，…。（《隐形追踪》）

非定指
现实态

（新信息）
弱限定功能

前后景结构的句法实现手段，例：

她把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一双新鞋

子红丢了。（详见文中）

　　几点说明：
１．关系从句的功能显然不是指称，我们命名

为“服务指称”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Ｓｅａｒｌｅ只提到两
者基本语用行为，［９］即指称与述谓。虽然沈家煊认

为应该包括修饰，［１０］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修饰只

是一种句法行为而不是一个语用概念，这是因为，

句法上的修饰总是可以分解为“服务指称”和“隐

含述谓”，增加一个新类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隐

含述谓”这一命名是为区别于小句形式的述谓

形态。

２．“她妈妈刚给她买的一双新鞋子”中，关系
从句有一定的限定功能，但比较弱，因为经过限定

之后核心名词所指对象的外延仍不明确，我们认为

此时更多地是语篇连贯的需要，见文中分析。

３．隐含述谓可以细分的功能是很多的，上表只
列出两个，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丰富。

本文初浅地探讨了一下关系化的语篇功能，语

篇的视角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大地范围内考察关

系从句，更加全面地认识关系从句的功能。本篇的

研究也再次印证，句法和章法之间本没有明确的界

限，许多的句法现象需要从篇章层面进行解释。另

外，本文对关系从句的重新归类相较于单纯的指称

取向应该说更加全面也更加科学。由于我们的视

角所限，有些结论未免有失偏颇，敬请同行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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