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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词调(word prosody)的表词功能以及相关问题

• 词调(word prosody)的表词功能

我们假设音调(accent)和声调(tone)都具有调节“词”的韵律这一共同功能

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二者统合起来，称做“词调(word prosody)”。

（cf. 早田1999:9--音調）

1.1. 词调带有“使词素独立”的功能

词调具有把词素从非自由变成自由词素(词)的功能。“自由词素”指可以单

独出现在句法结构中的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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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调(accent)

指调节词内部，相対強弱或高低的韻律单位。

• 在日语和英语中，带有音调的连续体一定是韵律词。

(1) a. 絵：[e⸣]

b. 猿：[sa⸣ru]、 山：[yama⸣]

c. 兜：[ka⸣buto]、 心：[koko⸣ro]、鏡：[kagami⸣]

(2) 美国：america [me rk]

星号：asterisk [strsk]

收音机：radio [re dio]

公司：company [kmp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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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调(tone)
声调是、调节词内部音阶绝对高低的韵律单位。我们把带有声调的连续体
叫韵律词。 Cf. 冯1997，2018

• 马山壮语的韵律词构成规则：１个词素→１个词

(3) a. 舒声調 高調55 →   等[ʂaː55] 滚[kon55]

中調33 →   过[kwaː33] 蜂[toː33]

低調11 →   河[taː11] 爸[poː11]

昇調35 →   脚[kaː35] 枝[ŋaː35]

降調42 →   蚊[njuŋ42] 烟[hon42]

凹調212→   舌[lin212] 肚[tuŋ212]

b. 促声調 清短調5u → 壹[ʔit5u] 菜[pək5u]

清長調33u → 伸[ʔiːt33u] 嘴[paːk33u]

濁短調3u → 读[tog3u] 苦[pəg3u]

濁長調11u → 独[toːg11u] 傻[paːg11u]

4

1 2

3 4



2022/7/26

2

• 在马山壮語中，被赋予声調的单音节词素基本都可以单独出现在句法结构
中。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马山壮语的词法中具有“１个词素→１
个词”的对应关系。

• 北京话的韵律词：1个词素≈1个词 （cf. 轻声词素≠词）

(4) 声调词素→词

a. 阴平55 →妈[ma55]

b. 阳平35 →麻[ma35]

c. 上声214 →马[ma214]

d. 去声51 →骂[ma51]

• 単独使用説（语用学能否成分研究语言结构单位的方法还有待探讨。）

吕叔湘(1962)指出：用“単独使用”来判断词极为困难。

①方言之间的差别、②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别、③文体之间的差别、

④说话风格之间的差别、⑤句中位置的差别、⑥语义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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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词调带有“增加词形”的功能

词调里有各种调型。调型的不同数量可以增加构词形式。(所谓辩义功能)

• 英语和日语的例子

(5) a. 増加(N)： increase [ínkriːs]

b. 増加(V)： increase [inkríːs]

(6) a. 「ki」： 気(意) [ki¯] 木(树) [ki⸣]

b. 「hashi」：橋(桥) [hashi¯] 箸(筷子) [ha⸣shi]    端(边) [hashi⸣]

• 声调中“增加词形”的功能更加明显。

北京话的音節数量约400个，用四个声调相乘大体上可以计算出、最多生成
1600个词形(400音节×4声调)。

(7)   [pau]： 包[pau55]、薄[pau35]、饱[pau214]、抱[pau51]

(cf. 徐1994-2005 的字本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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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山壮语的音节数量约1,700个(舒声韵音节815＋促声韵音节581)、把它们用
10个声调相乘大体可以计算出，最多可以生成17,000个词形(1,700个音节
×10个声调)。

(8) a. [naː]： 脸[naː55]、 厚[naː35]、田[naː42]

b. [maː]： 狗[maː35]、马[maː212]

c. [haː]： 五[haː55]、 嫁[haː33]

1.3. 词调带有“调节词形”的功能：音调合并 vs. 调整音高

• 音调有一种，当两个以上的词相结合时，同时把其音调単位合二为一的功
能。而声调没有这种功能。

• 声調有一种，当两个以上的词相结合时，将其各个声调的音高(pitch)进行调
整的功能。而音调却没有这种功能。

→连续变调(tone san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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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合词（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 (cf. 大石強1988:79)

a. dárk + róom → word: [dárk-ròom]  ‘暗室’

phrase: a [dàrk] [róom] ‘黑暗的房间’

b. hót + hóuse → word: [hót-hòuse] ‘温室’

phrase: a [hòt] [hóuse] ‘很热的房子’

(10) 词 词 复合词

a. 七 [na⸣na] ＋ 年 [ne⸣n] →  七年 [nana⸣-nen] ‘七年’

b.  一 [ichi⸣] ＋ 番 [ba⸣n] →  一番 [ichi⸣-ban] ‘第一’

c. 京都 [kyo⸣oto]  ＋ 市 [shi⸣] →  京都市 [Kyoto⸣-shi] ‘京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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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音调合并”是有限度的。它对“句法词”不起作用。

(11) a. [ロンドン｜出張]の折り → [ro⸣ndon｜shuchchoo¯]  ‘[伦敦|出差]的时候’

b. [北京｜滞在]中 → [pe⸣kin｜taizai¯] ‘[北京|停留]时’

c. [大地震｜発生]の際 → [daiji⸣shin｜hassee¯] ‘[大地震|发生]之际’

cf. 影山1993「統語的複合語」

• 连续变调(tone sandhi)

北京话和马山壮语的连续变调不是合并声调，是调节前一个声调的调值。

(12) 北京话的变调条件是：214→35/ 214

a. [展(tʂan214)]   + [覧(lan214)] →[展覧(tʂan214-35 | lan214)]

b. [表(pjau214)]  + [演(jan214)] →[表演(piau214-35 | jan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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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山壮语连续变调的条件是：T→低化 / σn

a. [55-33]： 碗[ŋwaːn55]  +  瓷[θik5u ] →陶瓷碗[ŋwaːn55_33 θik5u]

b. [35-33]： 卖[kaːj35]  +  买[ʂəɯ212] →买卖[kaːj35_33 ʂəɯ212]

c. [5u-3u]： 菜[pək5u]  + 白[haːw35] →白菜[pək5u_3u haːw35]

d. [42-11]： 名[miːŋ42]  +  名[ʂoː11] →名字[miːŋ42_11 ʂoː11]

e. [3u-1u]： 子[lɯg3u]  + 孙[laːn35] →子孙[lɯg3u_1u laːn35 ]

• 本研究关注的课题

• 词形的韵律角度：

为什么音调有词形统合功能，而声调只有词形调整功能？

音调言語：音调A＋音调B→复合时，合成一个音调:C

声調言語：声调A＋声调B→复合时，维持两个声调，只调节音高: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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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形的紧密度角度：

能否可以认为音调统合不承认原词的独立性，而声调调整承认原词的

独立性的？

音调语言的构词： A+B  → [A-B]（合成后A和B无独立性）

声调语言的构词： A+B  →   [A|B]（合成后A和B有独立性）

• 语言类型学角度：

能否可以认为，音调语言的合成词是在词法部门完成(暂叫L合成词)，
而声调语言的合成词是在句法部门完成(暂叫S合成词)？
音调语言的构词：在词法部门A+B=[A-B]   → 在句法部门拆成短语： *A || B
声调语言的构词：在句法部门A+B=[A|B]    → 在句法部门拆成短语：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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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课题的解决方案

• 单音节语言的构词假说

构词部门 句法部门

多音节语言： 词素形成 → 韻律词形成 → S合成词形成 → 短语形成

单音节语言： 词素形成 ≈        韻律词形成 → S合成词形成 → 短语形成

(cf. 徐1994-2005 的字本位论)

• 在多音节语言（即音调语言）中，需要词库登录(Mental Lexicon registraion)的词
一般在构词部门完成（词素和韵律词）。

• 在单音节语言（即声调语言）中，需要词库登录的词一般在构词部门和句
法部门联合完成（韵律词和S合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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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典型的单音节语言的连续变调：马山壮语

• 壮语概要(兰2012:91)
壮语（Zhuang language）是中国
少数民族壮族(使用者は1600万人
以上)使用的语言，它属于汉藏语
系(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侗泰语族（Tai-Kadai branch）-壮
泰语支（Zhuang-Tai languages）
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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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tainazo.hatenablog.com/entry/2019/10/24/120000

• 马山壮语概要(兰2012:91)
• 从语言类型学的特征来看，壮语
是典型的单音节语言，词形里看
不到，词缀附加的构型手段，也
看不到，时制标记、格标记、数
标记等屈折変化。我们称它为分
析性语言(Analytic language)。

• 壮语的方言大致分北部方言和南
部方言，北部方言又可分成七种，
南部方言也可分成五种。这里用
来分析的马山方言是属于北部方
言中红水河一带的马山县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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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山壮语的连续变调体系

马山壮语的声调（十种）分为高调阶和低调阶。高调阶的最低调是33系列，
低调阶的最低调是11系列。马山壮语的连续变调有两个条件：

• 条件1：连续变调必须在两个音阶范围内出现。

(14) a. 高调阶：高调55 升调35 中调33 清短促5u 清長促33u

→低化：33 or 3u

b. 低调阶：降调42 凹调212 低调11 浊促短3u 浊促長11u

→低化：11 or 1u

• 条件2：连续变调只有在后续其他带声调的音节时发生：

T→低化 / 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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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推导出三个制约：
• 制约1：如果原声調本来就是低调(高阶中的33系列，低阶中的11系列)的话，那么该声
调不会在其音阶内实施低化变调。更不能跨音节低化变调。

• [σ33_σn]   →  [σ33_33_σn] *[σ33_11_σn]
• [σ33u_σn] → [σ33u_33u_σn] *[σ33u_11u_σn]
• [σ11_σn]   →  [σ11_11_σn] *[σ11_33_σn] 
• [σ11u_σn]   →  [σ11u_11u_σn] *[σ11u_33u_σn]

• 制约2：凹调212已经包含最低调，所以不能再低化(11)。
• [σ212_σn]  → [σ212_σn]

• 制约3：除此以外的声调只要满足条件1和条件2，就一定低化变调。
• [σ55_σn]   →  [σ55_33_σn] [σ5u_σn]   →  [σ5u_3u_σn]
• [σ35_σn]   →  [σ35_33_σn] 
• [σ42_σn]   →  [σ42_11_σn] [σ3u_σn]   →  [σ3u_1u_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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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山壮语的构词法

(15) 马山壮语的构词规则：“1个词素→1个词”

在词汇部门，如果某单音节形式x被赋予声调, 并能担当结构组织成分(constituents)，

那么其x就是自由词素(词)。 (沈近刊)

(16) 马山壮语的S合成词的形成规则：第一姊妹制约(First Sister Constraints)

在句法部门中，如果某词x与邻接词y构成第一姊妹関係时，那么其连续体就是

S合成词[x|y]。

cf. Roeper and Siegel (1978)、 Selkirk(1982)、影山1993

• 接下来要用连续变调的方法来验证马山壮语的S合成词的形成规则(16)。
• 验证1：凡是不能满足第一姊妹条件的连续体一律不变调。

• 验证2：凡是能够满足第一姊妹条件的连续体一律都变调。

• 验证3：凡是含有功能词的连续体都不能适用S合成词的形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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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配关系的S合成词

2.1.1. 动词短语和动词合成词

a. 他动词 b. 存现动词 b. 作格动词 d. 変化动词

VP VP VP VP

N0 V0 V0 N0 V’ N0 V0

[V0 N0] [V0 N0]                     [V0] [N0 V0]

(Cf. Baker1988)

• 动词与宾语之间

(17)他动词组 a. lɯg3u [tɯk5u_3u     feːj42] ‘儿子生火。’
son         set      fire

b. kuk5u    [kɯn35_33 moːw35] kwaː33 ‘老虎吃了猪。’
tiger      eat            pig          P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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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他动词组 kuk5u kɯn35 [moːw35_33   huŋ35] ‘老虎吃大猪。’
tiger      eat      pig             big

(19) 存现动词 a.  [taːj35_33    hun42] kwaː33 ‘死人了。’
die   person  PERF

b.  hun42
i taːj35 ti kwaː33 ‘人死了。’

the person   die             PERF

c.  ʔoːk33u [hun42_11 taːj35] kwaː33 ‘出死人了。’
appear person die PERF

(20) 存现动词 a.  [tok5u_3u hɯn35] kwaː33 ‘下雨了。’
fall       rain      PERF

b. hɯn35
i tok5u ti kwaː33 ‘雨下了。’

the rain  fall            PERF

• [V|N]型的连续变调表示，只要满足第一姊妹条件就会发生连续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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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型不容易发生连续变调。首先，作格动词[N|V]不可能。而变化动词在
语义不透明时发生连续变调。

(21)作格动词组 a. maː35 niːn42 kwaː33 ‘狗睡了。’
dog sleep PERF

b. ʐog3u he:w35 kwaː33 ‘鸟叫了。’
bird     chirp      PERF 

(22)变化动词组 a. ɗaːŋ35 hum42 ‘身子痒。’
body    itchy

b. ?teː35 ɗaːŋ35 hum42 ‘他身子痒。’ 
3sg       body     itchy

c. ɗaːŋ35 teː35_33   hum42 ‘他的身子痒。’
body 3sg-GEN    itchy

(23)変化动词组 a. teː35 [fɯŋ42_11 hum42] 不透明 ‘他手不老实。’
3sg     hand itchy

b. ?teː35   fɯŋ42 hum42 透明 ‘他手痒’
3sg      hand       itch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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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介词短语和介词S合成词

如果介词与其补语满足第一姊妹条件的话，那么它们就会形成S合成词。

a. 介词词组１ b . 介词詞句２

PP P0

P0 N0 [P0 N0]

[N0 N0]

(24) a. mɯŋ42 taː55 [kiː42_11    ʐəɯ42] tow55 ?
2sg from       place     where    come

‘你打哪儿来的？’

b. mɯŋ42 [taː55_33 ləɯ35] tow55.
2sg from     where   come

‘你哪儿来的？’

21

2.1.3. 量化词组与S合成词

在马山壮语中，只要名词组具有指示(referential)义的话，就一定受类别的
支配。再者，类别词组又是数量词的下位范畴。

a. 量化詞句１ b . 量化詞句２

QP QP

Quantifier     ClP Quantifier       ClP

[Classifier0 N0] Classifier0 N0

[N0 N0]

(25) a. θoŋ35 [tuː42_11 maː35]
two CL dog
‘２只狗’

b. θoŋ35 tuː42 [maː35_33 meː11]
two CL dog female
‘２只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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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飾关系的S合成词

• 在修飾关系短语中，我们观察到凡是满足第一姊妹关系的短语就一定发生
连续变调。

a. 有指名词+形容词系列 b. 动词+Manner副词 c. Deg/T/Q副词＋动词组
DP VP VP

ClP D V’       Manner Adv0 Adv0 V’

Cl          N0 V0 NP V0 NP

[N0 A0] [V0 Manner Adv0]

• 如果连续变调可以看成是句法构形法(Morpho-syntax)的话，那么我们就可
以说第一姊妹条件就是马山壮语的S合成词的形成条件。

2.2.1. [N|M]关系的 S合成名詞

23

• [N|A]

(26) a. koː35 [pək5u_3u haːw35] huŋ35 loːw42 ‘一颗大白菜’ 不透明
CL vegetable white big IND

b. tuː42 [maː35_33 ɗəm35] ʔiː33 loːw42 ‘一只小黑狗’ 透明
CL dog black small IND

• [N|V]

(27) a. [piː35_33 kwaː33] ʂeːj212 [piː35_33 ɗeːj35] ‘去年是个好年。’
year pass COP year good

b. [kaː35_33 paːj55] tuː42_11 koːw35 ‘我的大腿’
foot walk GEN 1sg

• [N|N]

(28) a. ʔən35 [ʐaːn42_11 haː42] hoːw35 loːw42 ‘一间臭茅房’
CL house grass smell IND

b. tuː42 [maː35_33 lɯg3u] ʔiː33 loːw42 ‘一只小狗仔’
CL dog son small IN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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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

(29) a. [ŋon42_11 neːj212] ʂeːj212 ʂoː33 haː55 ‘今天初五’
day         this  COP    early    five

b. poːw212 hun42 teː35_33 peːj35 [kiː42_11 teː35] kwaː33 ‘那人去那里了。’
CL person that go place that PERF

2.2.2.  [V|M]关系的S合成动词

• [V | Manner Adv0]

(30) a. lɯg3u kik5u, tiŋ55 [kɯn35_33 ɗɯːj35] ‘儿子懒，吃白食。’
son lazy always eat freely

b. teː35 [nin42_11 kwaːj42] kwaː33 ‘他睡晚了。’
3sg sleep late PERF

25

• [V # Manner Adv]
(31) a. lɯg3u [kɯn35 # kib3u] ‘儿子吃得快。’

son eat fast

b. [ʔən35_33 ʂuːŋ35] neːj212_33 [paːj35 # ʐiːw42] kwaː33 ‘这个钟表走快了。’
CL clock this walk fast PERF

• [Various Advs # VP]
(32) a. piːŋ42_11 ʐəm212 neːj212_33 [θeːj35 #  peːŋ42] ‘这瓶水最贵。’[程度副词]

CL water this most expensive

b. tuː42_11 keːj212 teː35_33 [ʂeːn35 # taːj35] kwaː33 ‘那只鸡真死了。’[情态副詞]
CL chicken that really die PERF

(33) a. kiːw42 [ʂuːŋ55 # hoːw55] kwaː33 ‘球都进了。’[量化副詞]
ball      all           enter     PERF

b. mɯŋ42 [jəg3u # kuː11] kəm33-maː42 ‘你要做什么？’[時間副詞] 
2sg        from-now do what

26

2.3. 被动动词句和使役动词句中的S合成词

• 被动动词(tjaːŋ35)的句法结构

a. V1P b.             V1P c.             V1P

NP V10 NP            V1’ NP          V1’

[V10 V20]                    V10 SC [V10 N0]    SC

被 害 被 人害 被 人 害

(34)  a. lɯg3u [tjaːŋ35_33 loː11] kwaː33

son      PAS         cheat  PERF
‘我儿子被骗了。’

b. lɯg3u    tjaːŋ35(_33) hun42 loː11  kwaː33

son      PAS            person    cheat   PERF
‘我儿子被人骗了。’

27

• 使役动词：叫(heːw212)、给(həɯ55 )

使役动词结构

V1P

V1          SC

给 NP          VP

[V20 N0]

(35) a. meː33        koːw35_33 ɓoːw33  həɯ55 lɯg3u [hoːw55_33 ʐaːn42]
mother 1sg-GEN   NEG   give=allow  son      enter         house   
‘我妈妈不让我进屋。’

b. poː11 koːw35_33 həɯ55 lɯg3u [hoːw55_33 ʐaːn42] kwaː33

father  1sg-GEN  give=allow son      enter        house   PERF
‘我爸爸让我进屋了。’

28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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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功能词是否合成？

• 所谓功能词

马山壮语的词类大体分成两部分：名词(也包括指示词・不定词)と动词(也
包括形容词・介词)。句法结构中的功能范畴一般由动词和名词承担。

a. 決定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 b. 補助动词(go・come)

DP v2P

ClP D v1P          v2

Cl          NP v1 VP

N            X V         NP

• 功能词与后续声调无关，自变成33调。

29

2.4.1. 決定词的自变调

• 人称代词的自变调
第一人称(koːw35)和第三人称(teː35)在主语位置上不变调，除此以外在任何位
置上都变成33调。

(36) a. koːw35 ŋeːm33 miː42 θoːn35      meːn42_11    ŋeːn42      ɗɯːj35     

1sg only have two dollar money   only
‘我只有两块钱了。’

b. [θoːn35   meːn42_11  ŋeːn42     koːw35_33] ləɯ35 peːj35_33 kwaː33     

two     dollar money  1sg-GEN where   go PERF
‘我的两块钱哪去了？’

c. [həɯ55 koːw35_33] θoːn35    meːn42_11   ŋeːn42     ɗeːj55 ɓoːw33  

give 1sg-ACC    two      dollar money   OK     SFP
‘给我两块钱成不？’

• 第二人称(mɯŋ42)永不变调。

30

• 指示代词的自变调

指示代词只有在決定词的位置上出现时，也就是说只有接在类别词组之后，
才能变成33调。

(37) a. [[piːŋ42_11 ʐəm212] neːj212_33] θeːj35 peːŋ42

CL water this most expensive
‘这瓶水最贵。’

b. [[tuː42_11 keːj212] teː35_33] θeːj35 ʐoː212 heːn35

CL chicken that most understand crow
‘这只鸡最会叫。’

Cf. (29) a. [ŋon42_11 neːj212] ʂeːj212 ʂoː33 haː55

day this COP early five
‘今天初五’

31

2.4.2. 补助动词的自变调

• 补助动词：peːj35=go
补助动词(peːj35)选择动词组作为下位范畴表示移动方向，或者出现在句末，
表示对命题的确认。这是的补助动词都自变成33调。

(38) a. koːw35 peːj35 [pəː212-kiːŋ33], ɓoːw33 peːj35 [tʂhaːŋ212-tʂheːŋ212]
1sg go Bei-Jing NEG go great-wall
‘我去北京，不去长城。’

b. [peːj35_33 [kɯn35_33 ʂoːw42]] ɓoːw33

go eat diner NEG
‘去吃晚饭吗？’

c. [tuː42 maː35_33 meː11 neːj212_33 ɗəm35 ɗeːt33u] peːj35_33

CL dog female this black black go=SFP
‘这只母狗黑乎乎的。’

32

29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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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动词：toːw55=come
补助动词 “toːw55”与 “peːj35”相同选择动词组作为下位范畴不但表示移动
方向也表示行为的目的。这里的补助动词必须自变成33调。

(39) a. lɯg3u toːw55 [pəː212 kiːŋ33] kwaː33

son come Bei-Jing PERF
‘儿子来北京了。’

b. ʔow35 ʔən35_33 ŋwaːn55 neːj212_33 toːw55_33 [kuːŋ35_33 maː35]
get CL bowl this come=FOR feed         dog
‘用这个碗来喂狗。’

33

３．非典型性单音节语言的连续变调：北京话

• 马山壮语是典型的分析性语言(Analytic Language)，与此相比，北京话就比
较接近综合性语言(Synthetic Language)了。

• 分析性语言：谈话时的连续体是由「词和词的排列」构成。

• 総合的言語：谈话时的连续体是由「词根和词缀的结合」构成。

cf. Sapir (1921), Comrie (1981)

• 马山壮语的构词有三种限制

• 韵律限制1：有声调的单音节：１个词素→１个词 (cf. Bloomfield 1933)

• 韻律限制2：S合成词的紧密度用连续变调表示。

• 句法限制：第一姊妹条件的限制S合成词的无限生成。

34

• 北京话的非典型性在于突破了马山壮语的三个限制
• 「１个词素≈１个词」 →非自由词素的诞生

• 声调词素（＝自由词素）
• 非声调词素（=非自由词素）

(40) 北京话：表示“值得义”的后缀[-tou0]

a.  说[shuo55] +  头[tou0] →说头[shuo55 -tou2]

b.  嚼[jiao35] +  头[tou0] →嚼头[jiao35 -tou2]

c. 搞[gao214] +  头[tou0] →搞头[gao21 -tou4]

d. 看[kan51]    +  头[tou0] →看头[kan51 -tou2]

• 连续变调已不是泛化了的构形法。 →S合成词不受韵律限制。
• 先行要素为阴平调(55)： [xiu55(修) | gai214(改)]
• 先行要素为阳平调(35)： [hong35(洪) | shui214(水)]
• 先行要素为上声调(214)： [xiao214-35(小) | jie214(姐)]
• 先行要素为去声调(51)： [dai51(代) | biao214(表)]

35

• 突破第一姊妹条件的限制 →S合成词在句法高层级形成
双音节： [yu214-35(雨) | san214(伞)] S複合

[xiao214-35(小) | yu214(雨)]
三音节： [[yu214-35(雨) | san214-35(伞)] | chang214(厂)] S后缀

[[zhan214-35(展) | lan214-35(览)] |guan214(馆)]

• 北京话对S合成的认定

如何认定xとy是否关系密切，北京话和马山壮语不同。

• 马山壮语的S合成可以通过连续变调(构形)和第一姊妹(构句)的手段识别。

• 北京话的S合成主要通过句法手段识别, 因为构词结构与句法结构基本一
致。

cf. 湯1988-1991

36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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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法结构要求词出现在主要成分的位置上。 cf. 沈1996
a. 名词组结构 b. 动词组结构

QP VP

Q0 NP NP V’

AP          N0 V0 NP

A0 N0 Adv0 V0

• 凡出现在主要成分位置的连续体，其内部关系就一定是最紧密的，即使它
们可以扩展成词组。 cf. 陆 1964

• 出现这个位置上的连续体的内部成分不会被外部要素修饰。

• 出现这个位置上的连续体不但可以通过句法手段分析，还可以用句法手段
重新分离。 cf. 沈1996

37

• 韵律词与句法词的假说：cf. 庄(2015:3)
(41) a. [白(bai35)-菜(cai51)](一种蔬菜)、[小(xiao214)-豆(dou51)](一种豆类)   不透明

b. [白(bai35) | 鵝(e35)] (白色的鹅)、[小(xiao214) | 狗(gou214)](小型的狗)     透明

(42) a. 韵律词 N0 b. 句法词 N0

A0 N0 A0 N0

[白-菜]                             [白 |  鵝]

根据1：二者都不能与程度副詞同现

(43) a. *hen214 [bai35-cai51] (很白菜) *hen214 [xiao214-dou51] (很小豆)

b. *hen214 [bai35 | e35]  (很白鵝) *hen214 [xiao214 | gou214]   (很小狗)

38

3.1. 北京话的S合成名词

• 根据2：能否与不同意义的修饰成分同现。

(44) a. [緑(lü51) | [白(bai35)-菜(cai51)]] (緑色的白菜)

b. *[灰(hui55) | [白(bai35) | 鵝(e35)]] (灰色的白鹅)

• 根据3：是否遵守 “size-property-N”这一词汇语序规则。

(45) a.  [小(xiao214) | [黒 (hei55) | 狗 (gou214)]] (小小的黒狗) →遵守

b. *[黒(hei55) | [小(xiao214) | 狗(gou214)]] (黒色的小狗) →违反

c.  [紅(hong35) | [小(xiao214)-豆(dou51)]] (红色的小豆) →违反

• 可商榷之处：

语义的透明性能否成为区分韵律词和句法词的标准？

(46) 语义不透明的连续体为什么会是词组呢？

a. [睡(shui51) 覚(jiao51)](to sleep)、[洗(xi214-澡(zao214)](to take a bath) 不透明

b. [吃(chi55) | 飯(fan51)](to eat food)、[看(kan51) | 書(shu55)](to read a book)  透明

39

(46’) a. *[睡覚]VP -過 vs.  [睡]V -過覚

b. *[洗澡]VP -過 vs.  [洗]V-過 澡

c. *[吃飯]VP -過 vs.  [吃]V-過 飯

d. *[看書]VP -過 vs.  [看]V-過 書

• “学習”是一个语义不透明的连续体。因为“習”原来的“练习义”在和
“学”复合时，其语义被漂白了。但是，“学習”这个连续体可以分别出
现在句法结构的不同位置。 (Cf. 沈1996, 2007)

(47) 甲：我(wo214) 想(xiang214)   学習(xue35 | xi35). →主要成分位置
1sg               want               learn

乙：学(xue35)  什么(shen35-me0)  習(xi35)? →动宾结构
learn        what                        learn

40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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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库登录与词义的不透明性
• 从能否与体貌标记「-過」同现的角度来看，词义不透明的(46a)“睡覚”和词义透明的

(46b)“吃飯”等都是动词组，不是动词。

• (47)“学習”可以在用反问表示不满的句子中、通过“什么”进行分离。这个事实告诉
我们，“学習”是在句法部门合成的S合成词。

• 我们的观察：词义的透明不透明与构词部门（层次）无关，而和该词是否已经入库
（词库登录）有关。

• 因此，(41a)“白菜”和(41b)“白鵝”都是句法部门生成的S合成词，前者作
为“一个语义概念”入库(进行词库登录)；后者作为“两个概念的集合”或
者入库或者没有入库。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庄(2015)的根据2和根据3都
是支持词库登录与否的事实。

41

• 北京话中的S合成名词

• 汉语合成词一般按照句法规则形成的，合成名词一般只有修饰关系和并列
关系。

(48) 修饰关系[x|Y]

a. N0 b. N0 c.                       N0

Modifier0 N0 → Modifier0 N0 Modifier0 N0

Modifier0 N0 x0 y0

(49) 双音节词

a. [n | N] 羊肉、草帽、皮靴

b. [a | N] 母鶏、圓桌、砂糖

c.  [v | N] 臥鋪、廃票、食物

(50) 三音节词

a. [x | [y | N]] 鮮羊肉、大皮靴、老母鶏、小圓桌、白砂糖 (57b)

b. [[x | y] | N] 山羊肉、牛皮靴、救護車、不倒翁、放大鏡 (57c)

42

(51) ４音节词：

[n | N] 大学校长、海军司令

• 四音节词可以和短语结合。

(52) a. *鲜[羊肉和牛肉]、*大[皮鞋和布鞋]

b.  大学[校长和书记]、海军[司令和政委]

• 并列关系的S合成词

(53) 并列关系 [X˄Y] or [X=Y]

a.        N1-20 b.             N1-20 c.                   *N1-20

N10 N20 → Modifier0 N1-20 N10 N20

N10 N20 Modifier0 N10

43

(54) 双音节词

b. [N˄N]  天地、山河、飯菜

a. [N=N]  房屋、朋友、土地

(55) 三音节词：(53b)允许，(53c)不允许

a. [x | [N˄N]] 好天地、好山河、好飯菜、好房屋、好朋友、好土地 (53b)

b. [[x | N] ˄N] *[蒼天]地、*[高山]河、*[米飯]菜 非対称(53c)

(55’) 如果是短语的话、允许(53c)的结构

a. 广阔的 [草原 和 农田]、美好的 [高山 和 绿水]

b. [广阔的草原]  和 城市、[陡峭的 峻岭]  和 河流

(56) 四音节词：(53a)结构

[xy | [N˄N]]  甜蜜爱情、大好时光、美好生活 (53a)

(57) 四音节S合成词可以与词组因数分解。

a.  [美好生活 和 美好家庭]  →  美好[生活和家庭]、

[大好青春 和 大好生活]  →  大好[青春和時光]

b.  [真爱情 和 真友谊]→*真[愛情和友誼]、 [好生活 和 好家庭]→*好[生活和家庭]

44

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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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缀Ⅰ类と词缀Ⅱ (cf. Selkirk1983)

在句法部门中，还分S合成层次的词缀和短语形成层次的词缀

(58) a. 层次Ⅰ前缀 N0 b. 层次Ⅰ后缀 N0

Pref0 N0 X0 N-suf0

(59) a. 层次Ⅱ前缀 NP b. 层次Ⅱ后缀 NP                            

Pref0 NP XP            N-suf0

(60) 层次Ⅰ词缀（不可因数分解）

a. 老[領導]、老[上級]、小[老婆]、小[保母] 前缀

b. [可能]性、[創造]性、[刑事]犯、[貪汚]犯 后缀

(61) 层次Ⅱ词缀（可因数分解）

a. 原[校長和書記]、前[科長和副科長]、各[省、市、自治区] 前缀

b. [詩歌、散文]等、[工人、農民]等、[去日本]時、[吃飯]時 后缀

45

3.2. 北京话的S合成动词

• 北京话的合成词与马山壮语相同，都是基于构句规则构成的。但是，北京
话的构词不受第一姊妹条件的制约。因此，北京话的S合成动词不仅有低层
级的动补关系、动宾关系、并列关系，还有高层级的修饰关系和主谓关系。

(62) a.【动补】：看見、推开、打倒

b.【动宾】：注意、担心、負責

c.【并列】：調査、鍛錬、妨碍

d.【修饰】：自殺、再婚、後悔

e.【主谓】：地震、耳鳴、頭痛

46

• S合成动词形成的根据：

S合成动词可以出现在句法树形图中主要成分的位置上。

VP

NP             V’

V              NP

(63) a.【动补】：[看見]過、[推開]過、[打倒]過

b.【动宾】：[注意]過、[担心]過、[負責]過

c.【并列】：[調査]過、[鍛錬]過、[妨碍]過

d.【修饰】：[自殺]過、[再婚]過、[後悔]過

e.【主谓】：[地震]過、[耳鳴]過、[頭痛]過

• S合成动词是句法词的根据：

S合成动词在句法部门，既可以适用“部分删除律”也可以适用“动词分
离律”。

47

• 构形句法１：在正反疑问句中对先行动词的部分削除(cf. Wang1967, 黄1988)
(64) a.【动补】：你 [看ø]没看見、与我无关。 (高层及:Inflection)

b.【动宾】：你 [担ø]不担心、与我无关。

c.【并列】：你 [調ø]不調査、与我无关。

d.【修饰】：你 [自ø]不自殺、与我无关。

e.【主谓】： [地ø]不地震、与我无关。

• 句法构形法２：对比主题部分削除律

对比主题部分削除律的适用是有条件的，S合成动词的内部结构决定了该规
则的适用范围。 (cf. Cheng and Vicente 2012, Kageyama and Shen 2018)

(65) a.【动补】： [看ø]  是 [看見]了、可是、、、

b.【并列】： [調ø]  是 [調査]了、可是、、、

c.【动宾】： [負ø] 是 [負責]過、可是、、、

d.【修饰】： *[自ø]   是 [自殺]了、可是、、、

e.【主谓】： *[地ø]    是 [地震]了、可是、、、
48

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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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法构形规则３：责难句中的动词分离现象 (cf. 沈1998, 2000, 2006)

这里的动词分离现象是指把S合成词分解成动宾结构短语的规则。

(66) a.【动宾】：我很担心。 →担什么心？

b.【并列】：我们调查一下。 →調什么査？

c.【修饰】：我想自杀。 →自什么杀？

d.【主谓】：这里会地震的。 →*地什么震？

e.【动补】：我看见你了。 →*看什么見了？

49

3.3.1. 从连续变调看[韵律词和韵律句的假说]（cf. 王洪君2011:249）

北京话的韵律词（L合成词）的形态非常紧密，其内部词素无论句法结构如
何，都要按照“从左到右”顺行变调，但是韻律句的形态就不紧密，因此出
现从右到左逆行变调的现象。

(67) 韵律词：雨(yu214) + 伞(san214) + 厂(chang214)   

→ 1. (35-5-214) (→不许加间隙)

2. *(35-214)#(214)

索(suo214) + 马(ma214) + 里(li214) (→禁止逆行变调)   cf. 冯1998

→ 1.  (35-5-214)

2.  *(21)#(35-214)

50

3.3. 北京话的连续变调和北京话的S合成

(68) 韵律句：买(mai214) + 雨(yu214) + 伞(san214) ‘雨傘を買う’

→ 1. (21)#(35-214)

2. (35-5-214) (→说话速度快的情况下)

• 疑問：

为什么韵律词必遵循顺行变调、而韵律句必遵循逆行变调？

• 反例：韵律句也需要顺行变调。

(69) 理(li214) + 解(tɕie214) + 你(ni214)   

→ 1.   (35-5-214) (→不许加间隙)

2. *(35-214)#(-214)

首(shou214) + 長(zhang214) + 好(hao214)

→ 1.   (35-5-214) (→不许加间隙)

2. *(35-214)#(-214)
51

3.3.2. 北京话连续变调的两个基准

韻律制约： 214→35 / 214
句法制约：以第一姊妹关系为始点，按照投射顺序适用连续变调。
a. WP b.                           WP                  c.                          WP

ZP             W0 ZP             W0 ZP               W0

XP             Z0 XP             Z0 XP              Z0

Y0 X0 Y0 X0 Y0 X0

[214-35       214] 35    55 [[214-35      214-5] 214] 55     [[[214-35      214-5] 214-5] 214]

如果上述条件被满足的话二者就必须变调。变调后的连续体都是S合成词。
• 双音节： [yu214-35(雨)|san214(伞)] 词(结构a)

[yan214-35(眼)|xiao214(小)] 短语(结构a)
• 三音节： [[yu214-35(雨)|san214-5(伞)] |chang214(厂)] 词(结构b)

[[yu214-35(雨)|san214-5(伞)] |shao214(少)] 短语(结构b)
• 四音节： [[[hu214-35(虎)|gu214-5(骨)] |jiu214-5(酒)]|chang214(厂)] 词(结构c)

[[[hu214-35(虎)|gu214-5(骨)] |jiu214-5(酒)]|hao214(好)] 短语(结构c)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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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x|y]没有满足“韵律制约”的话，那么xy就不能变调。
a. WP b.                                XP                  

W0 ZP ZP                       X’                          
Z0 XP             XP              Z0 Y0 X0

Y0 X0 [214-35       214] [214-35      214]

[214-35 214] [214-35    214]

• 三音节： [mi214(米)   [lao214-35(老)|san214(鼠)]] 词(结构a)
[zhao214(找) [yu214-35(雨)|san214(傘)]] 词组(结构a)

• 四音节： [[gu214-35(古) | dong214(董)] [guan214-35(管)|li214(理)]] 词(结构b)
[[ling214-35(領)|dao214(導)] [hen214-35(很) | hao214(好)]] 词组(结构b)

• 变调连续体可以判断为S合成词(韵律句)，但是非变调连续体不一定只能是
韵律句。

53

• 因为只要某个连续体关系紧密(就话语速度加快)的话，不管内部结构如何，
一律从左到右按线性顺序发生连续变调。 Cf. 王2011

• 三音节： [xiao214-35(小) | yu214-35(雨) | san214(伞)]
[hao214-35(好)  | ling214-35(领) | dao214(导)]

• 四音节： [mai214-35(买) | hu214-35(虎)|gu214-35(骨) | jiu214(酒)]
[hao214-35(好)  | zhan214-35(展) | lan214-35(览) | guan214(馆)]

(71) a. [我(wo214)   + [想(mai214) + 跑(pao214)]]

→1. [21-[35-214]]

→2. [35-[5-214]] (→2.只发生在话语速度快的情况下)

• 连续变调的现象(71)说明，北京话接近美国印第安语，出现“1个S合成词
→1个句子”的现象。

54

４．结论

• 单音节语言的构词假说

构词部门 句法部门

多音节语言： 词素形成 → 韻律词形成 → S合成词形成 → 短语形成

单音节语言： 词素形成 ≈        韻律词形成 → S合成词形成 → 短语形成

• 在多音节语言（即音调语言）中，需要词库登录(Mental Lexicon registraion)的词
一般在构词部门完成（词素和韵律词）。

• 在单音节语言（即声调语言）中，需要词库登录的词不但在构词部门构成，
也在句法部门构成（韵律词和S合成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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