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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讨论北京话[数+量+名]短语中“一暠字省略的允准条件:“一暠字的省略不是纯句法的现象,而是

语体、韵律、句法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导致同样句式却有“一暠的可省和不可省之分,不但比较

全面地解释了北京话的省略现象,而且也可以解释何以台湾闽南语不能省略“一暠。两者的区分可归根于北京

话和台湾闽南语在韵律上的基本不同行为———北京话,但非台湾闽南语,常以轻重音来表达讯息的强弱。
关键词 [数+量+名]短语暋语音省略暋韵律暋核心重音暋讯息弱化暋北京话暋台湾闽南语

中图分类号暋H146.3暋暋暋文献标识码暋A暋暋暋文章编号暋1671-9484(2015)0x-0xx-12

1 问题的提出

汉语常见的名词短语格式是[数+量+名],如“一个人暠(记作[Num+Cl+N],下同)。在有的情况

下,如果其中的“数暠(Num)是“一暠的话,“一暠可以不出现。吕叔湘(1944)、Chao(1968)、Li& Thomp灢
son(1981)、Paris(1981)、Tang(1990)、Li(1996)、Cheng&Sybesma(1999)、Chen(2004)、Borer(2005)、

Hsieh(2008)、Li(2011)、Li&Bisang(2012)、Jiang(2012)、Liu(2013)等众多学者,对此均给予过关注和

论述。以吕叔湘(1944:168)的发现为例:
(1)a.两年前他父母给他娶了个媳妇。

b.我是个很顽固的人。
事实上,省略“一暠的现象,半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譬如:

(2)a.昨天哥哥给我买了个蛐蛐儿。

b.今儿我没事,想找个朋友下盘棋。
多位学者都注意到并非所有[一量名]都可以简化成[旾 量名],然而,二者什么时候可以互换,互换的条

件是什么,则没有共识。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旾 量名]和[一量名]有不同的语义,因此两者必须是分别

基础生成的,如 Cheng& Sybesma(1999)、Li& Bisang(2012)等认为[旾 量名]不可以用于无定特指

(indefinitespecific),但[一量名]则可以。对此论点,Jiang(2012)提出不少语料仔细证明[一量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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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旾量名]在语义上是没什么差别的。暡1暢 本文采用Jiang(2012)的论点,因此不再讨论二者的语义问

题。暡2暢 而且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只要“一暠是轻读,[旾 量名]与[一量名]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什
么时候“一暠字轻读、什么时候 “一暠省略等问题的答案,仍不很清楚。进而言之,并非所有[旾 量名]的变

异形式都是一样的。[一量名]的存在并不代表[旾量名]也可存在,不但北京话本身如此,其他方言基本

上也不允许[旾量名]。比方说,台湾闽南话一般而言是不能用[旾 量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呢? 本文将从语体、语法和语音的角度揭示“一暠字的省略条件,同时指出:台湾闽南话中的“一暠字省略

同样是从语音角度分析的一个自然结果,但因为两个方言的韵律系统不同,影响到“一暠字省略的可能

性。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2节讨论相关的语体因素;第3节指出句法分析的局限性;第4节提出“一暠字

省略的韵律解释;第5节讨论台湾闽南话的韵律现象,并揭示其与北京话韵律的不同。正因如此,“一暠
字在台湾闽南话中一般不能被省略 ——— 一个语音-句法上的方言变异。

2 “一暠字省略的语体条件

我们认为没有“一暠字的[Cl+N]不是汉语中性的表达式,暡3暢而具有强烈的语体特征(参冯胜利

2012)。它的语体特征首先表现于它的非正式性或者随意性(casualness)。譬如:暡4暢

(3)a.外国记者昨天在五角大楼的电梯里看见*(一)个非法持枪者。

b.昨天他美国五角大楼的门牌上看见? (一)个字。

c.昨天他在门上看见一个字。

d.昨天他在门上看见个字*(儿)。
最后一例最能说明问题。北京人说“昨天他在门上看见个字暠中的“字暠,没有不“儿化暠的。北京话的儿

化现象,一般只出现在口语中的日常名词上,正式的名称不能加“儿暠。比较:
(4)正式名词 日常名物

天安门* 儿 西便门儿

北京饭店* 儿 骡马店儿

北京旅馆* 儿 饭馆儿

北京话不能把“天安门暠说成“天安门儿暠,否则就显得有失庄重。据此,上文“看见个字暠中的“字暠的“儿
化暠的必要性,正好说明名词短语[Cl+N]格式的语体要求,亦即:非正式的口语特点。

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观察,[Cl+N]还具有另一个语体特征:就是它的“(对话的)对象性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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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1暢

暡2暢

暡3暢

暡4暢

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到 [一量名]和[旾量名]并非没有语义差别。譬如,在祈使句和某些情态结构中[旾 量名]
其实没有“数目为一暠的意涵,而是表达近乎“两暠或“几暠的微量存在,用蔡维天(2002)的例子如:

暋暋(i)a.喝杯酒吧! 一醉解千愁。烅喝两杯吧! 一醉解千愁。

b.喝杯酒又不会怎么样。烅喝几杯酒又不会怎么样。
我们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这种观察和意见,但也保留我们自己的语感:“喝杯酒吧暠并不等于“喝几杯酒暠,因为如果“喝

杯酒暠是“喝两杯暠或“喝几杯暠的“微量暠的意思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下面句子中的“看本书暠不能还原成“看两本书暠或
“看几本书暠:我想先看本书再睡觉曎我想先看两/几本书再睡觉。

两者之间的语义的对比一定要建立在[一+量+名]中“一暠的语音轻化的基础之上。
中性表达式即三种语体均可接受的“混合语体暠(参冯胜利2012)。
本文例句说明:1)本文的语料基于北京话,与其它地方的普通话不尽相同;2)例中“* (一)暠表示没有“一暠该表

达不成立,有“一暠的话则没问题,“? (一)暠则表示没有“一暠该表达接受度很差,有“一暠则没问题;3)下文的“* 儿暠类标示

意指有“儿暠则该句不成立或不能接受。



(5)a.他放在那儿 一本书。———有这么一件事(叙述、说话的对象可以不在场)

b.他放那儿 本儿 书。———你听我说(或告诉你)这件事(说话的对象在场,有提示对方注意

的作用)
因此,当一个人说“我是个很顽固的人暠的时候,他是在提醒听者注意“我暠的性格特征,而不是一般性(对
天下人)纯客观地介绍自己。如果没有在场“对话的对象暠,“一暠的省略就不好。由此,我们得出下面的

公式:
(6)名词短语[Cl+N]=非正式对话体中表达在场“具体对象暠的语体标记

这可以从下面更多的例子得到验证。例(7)显示:正式体动词(一般以双音节为标志 暡5暢)后面的[一

+量+名]中的“一暠是绝对不能省略的。例如:
(7)a.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科学家发现了*(一)个语言基因。

b.今天上午人民法院宣布处决了*(一)个贪污腐败的高级干部。

c.正式邀请*(一)位国家领导人。

d.总统正式颁发给*(一)位科学家一项重大发明奖。

e.昨天警察捕获了*(一)个小偷。(比较:“昨天他抓了个小偷暠)
上面“处决个……暠、“邀请位……暠、“颁发给位……暠、“捕获个……暠都不能说。事实上,不仅正式体动

词,就是正式体的介词(一般双音节者)也同样不允许[一+量+名]中“一暠的省略。请看:
(8)a.关于*(一)个历史问题的讨论

b.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处理

c.根据*(一)个外国记者的报导

d.关于*(一)个国家的命运

“关于个……暠、“对于个……暠、“根据个……暠都是汉语中的非法形式。注意:正式体动词和正式体介词

(一般均为双音节)都拒绝[(一)量名];这不是简单的修辞问题,而是语体语法的表现,正如口语中“买和

读(了一本书)暠不合法,而正式语体中“购买和阅读(了一本书)暠就合法一样(参冯胜利2010;王永娜

2012)。
根据上面语体语法的属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量名]的“量暠大略而言是比较口语的,使

用频率比较高的原因所在,因此,最常看到 “一暠省略的是常用的量词“个暠、“块暠等。而“位、尊、尾、项、
款、座暠等比较正式、特殊或口语少用的量词,都很少省略“一暠。例如:

(9)a.他从个盒子里拿出块糖来。

b.他喝了(一)口水,说……

c.喝了*(一)毫升水,说……

d.她买了(一)尺布做了(一)双袜子。

e.她买了*(一)米布做了*(一)打袜子。
这些不上口、不能说的例子中的数量词(classifier)、器量词(measureword)都是口语不用或比较不常用

的。因此很难进入“一暠字省略的运作。
以上说的是“一暠字省略的语体条件。下面看句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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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5暢 吕叔湘(1957:13)指出:“两个意义很具体的词,合成联合复词以后,往往含有比较抽象的意义。暠可见,双音比

较抽象,单音比较具体,尽管抽象意义的双音复合词不都是“联合式暠(如:政府、主观、哲学……)。



3 “一暠字省略的句法条件

在“一暠字省略的研究上,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如Li(1996)、Jiang(2012)、Liu(2013)等提出“一暠字
省略是语音省略,省略遵守“邻接条件暠(adjacencycondition)———含“一暠的名词短语除了是动词的宾

语外还得跟动词紧邻才可省略。Cheng&Sybesma(1999)则认为并没有“一暠的省略。[一+量+名]和
[量+名]都是基础生成的,两个都有[Num+Cl+N]的结构,Num 是空的时候,就产生[量+名]。由

于[量+名]含有一个空的 Num,因此必须出现在受词汇管辖(lexicalgovernment)的位置,亦即只出现

在动词(V)和介词(P)所支配的宾语位置。换言之,[量+名]的名词短语必须是动词的宾语或是介词的

宾语。Li&Bisang(2012)把[量+名]的分布限制和存在算子(existentialquantifier)挂钩,但基本上和词汇

管辖所解释的范围没什么大的差别。下面就以词汇管辖理论来指称这类的句法分析。
根据[量+名]形式的分布,词汇管辖(lexicalgovernment)似乎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譬如,下面每

对句子之间的对立都可以由“词汇管辖暠的概念所涵括,就是说,动词以词汇身份管辖它的宾语,但是不

能管辖宾语的定语,更不能管辖包孕句中的名词短语(包括主语)。因为词汇管辖被“名词组语界暠
(nominalboundary)或“分句语界暠(clausalboundary)所阻拦(block),因此无法发挥作用。譬如:

(10)a.他想找(一)个好作家。

b.他想找(一)本好作家的书。

c.* 他想找(一)个好作家的书。
(11)a.他想找(一)本好作家写的书。

b.* 他想找(一)个好作家写的书。
(12)a.请个朋友吃顿饭。

b.你能不能派(一)个学生找(一)个人去清理一下?

c.我想知道*(一)个人完不成这样的工作。

d.你要是认识(一)个人能说英文就好了。
例(12)a和例(12)b中的宾语都省略了“一暠;例(12)c和例(12)d之间的对立最明显。在例(12)c中,
“想知道暠的宾语是它所管辖的整个CP,这个CP的主语是“一个人暠,它跟上面的动词“想知道暠没有管

辖关系,所以“一暠字的省略不合法。“认识暠句则不同,“认识暠的宾语是“一个人暠,“能说英文暠是以“一个

人暠为主语的次谓语(secondarypredicate)(参 Huang1987)。“认识暠直接管辖它的宾语“一个人暠。因

此,如理论所预测的,“一暠字省略,文从字顺。暡6暢

然而,词汇管辖并不是这里真正的规则,因为它并不总能允准“一暠的省略。正如吕叔湘曾经注意

到,“一暠字省略不可以发生在并列结构中“被管辖暠但“不直接邻接动词暠的并列宾语名词里面。譬如:
(13)* 他想买本书、张纸、根儿笔。
(14)a.他想买一本书和一张纸。

b.他想买本书和一张纸。

c.* 他想买本书和张纸。
那么,给词汇管辖理论附加一条“邻接条件暠不就行了吗? 下面的双宾语结构告诉我们:事实绝不这么简

4

语言科学暋2015年x月

暡6暢 由可接受的例(12)d可以看出“用次谓语结构来证明次谓语的主语(主动词的宾语)必须是特指(specific)的,
因此不能使用[量+名](“一暠省略)的形式暠,这样的论点是不能采用的(参阅Cheng&Sybesma1999;Li&Bisang2012)。



单! 一般而言,双宾语结构中的第二个宾语的“一暠不大容易省略。然而,这并非绝对不可能。请看:
(15)a.我想送个朋友*(一)个礼物。

b.我要给个学生*(一)本书。

c.你应该先给个孩子*(一)块糖。
(16)a.你应该先给他(一)块糖。

b.我会送他(一)个礼物。

c.我会送他们(一)个礼物。
其他类型的双“补述语暠(complement)结构同样表现出第二个补述语中,“一暠字的省略有时可以,有时

却不可以的情况。例如:
(17)a.我放那儿(一)本书,你看见没有?

b.我放那个桌子*(一)本书,你看见没有?

c.他放碗里(一)个饺子。

d.他放一个碗里*(一)个饺子。
为什么第二个补述语有的可以省略“一暠,有的不可以呢? 例(16)c中代词“他们暠可以告诉我们其中奥

秘:只有当“他们暠的发音是“tam暠的时候,“一暠才可以省略,而当“他们暠的发音是“tamen暠的时候,“一暠
字省略就很难。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

4 “一暠字省略的韵律条件

上节的讨论指出要从句法角度词汇管辖的观念来解释什么时候“一暠字可以省略有其不足。这节主

要论证 “一暠字省略是韵律句法的产物。
首先,我们要简短描述本文所采用的韵律句法是什么。这儿的韵律句法基本可以理解为“重音指

派暠的现象。
本文所涉及的是核心重音下的“轻音省略暠,换言之,“一暠的省略从本质上说是韵律句法系统中“轻

音省略暠的表现。为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短语结构中核心重音的指派(参Feng2003)。
(18)Government灢basedNSR (支配原则,Feng1995/2003)

给定两个姊妹结点 Ci 和 Cj,若 Ci和 Cj为选择次序(selectionallyordered),且彼此管辖

(mutuallygovern),那么Cj则较凸显 (theselectedCiismoreprominent)。
我们知道,人类语言的核心重音是通过句中的短语结构来实现的(Liberman1975),而什么样的短语可

以实现核心重音,可以因语言的不同而不同。汉语在动词管辖的范域实现核心重音。以往的研究表明,
核心重音在汉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参冯胜利2013),这里我们将看到它也在“一暠字省略的运作中起

着决定的作用。其运作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支配原则,核心重音必须由句中(内嵌最深)的主要动词指派给该动词直接支配的对象。

亦即(w=轻;s=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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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买了一本书暠中的“一本书暠得到核心重音。我们知道,“一本书暠的句法结构是:暡7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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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暋暋暋暋暋暋(20)

其中“Num暠下的“一暠和“Cl暠下的“本暠,都是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categories)。功能成分在韵律上是

隐性成分;隐性成分不携带重音,因此“买一本儿 书暠的韵律结构就成了:“mai(y旵b〖rSHU)暠(大写字母代

表重音、下标的音标代表轻读、“()暠代表节律)。这是一般的情况。然而,在口语性极强的对话里,代表

口语韵律的轻重悬差就会发生作用。如前所述,“一暠的省略是对话体的产物,因此赋有口语属性的“悬
差律暠语体功能,就会被激活而由此带来两种后果:

(21)a.韵律重组:“一暠声调丢失、元音央化:
“mai(y旵b〖rSHU)暠曻“mai灢旵b〖rSHU暠

b.韵律删除

“mai灢旵b〖rSHU暠曻“mai灢[]灢b〖rSHU暠
第一种情况相当于“Nayige暠(那一个)变成“nei个暠;第二种情况相当于“nei一个人暠中“那[nei]暠。
[nei]本来是“那一暠的合音,但当和“一暠再度结合的时候,说明“那暠已经被重新分析为与“那[na]暠同类

的指示成分了。同理,如果说(21)a中的 “一暠还隐约可见的话,那么(21)b中的 “一暠则被重新分析为

“零暠了。这时候的“V+Cl暠也相应地被重新分析为“非正式对话体中表达在场‘具体对象暞的一个语体

标记暠。下面的事实告诉我们,[VClN]的韵律结构是[(VCl)N],而不是[V (ClN)]:
(22)书店售货员:先生,您想买什么?

顾客:我想买本……小说吧。
我想买……* 本小说吧。

例(22)中“买本暠的节律组合是我们理论预测的结果:动词将核心重音指派给后面所支配的名词(G灢
NSR),而名词前面的功能成分(如最高位上的“一暠,相当于英文的定冠词“a暠)必须“让位暠才能凸显口语

特色的轻重悬差,于是根据“重后则轻前暠的原理(relativeprominenceprinciple),名词短语里面的“一+
CL暠两个成分,便突破句法的束缚,和动词发生“韵律重组暠,以致最终在对话的语流中将 “一暠字“吃
掉暠,使得“CL暠被重新分析为(或语法化为)一个语体语法的新标记(或新形式)。其整个过程可以表述

如下:暡8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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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7暢

暡8暢

这结构可以有一个指定语(determiner)在 NumP的上面(Tang1990;Li1998,1999)。由于有没有隐性指定语

不影响本文的论点,为了简便关系,指定语在本文中都不标示。另外,“一暠可以是在量词短语的限定词位置(specifierpo灢
sitionofclassifierphrase),然后往上移到数词短语的限定词位置(specifierpositionofnumberphrase)。但因这些都不影

响本文的论点,因此不列入讨论。也是为了简便关系,“一暠就直接放在数词(number)的位置。
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这里的移位过程“与其视为重新分析(reanalysis),还不如直接分析成罗曼斯语系中常见

的寄生(cliticization)现象较为合适。这是因为后者为音韵上的弱化所驱动,前者则未必有明确的语法动因。暠感谢匿名

审稿人的意见。然而,寄生(cliticization)到底是什么样的运作理论上并不是很清楚。罗曼斯语系、阿拉伯语等很多依附

词(clitics),但所有可能的分析在文献上都找得到。相比之下重新分析(reanalysis)从句法上看比寄生(cliticization)更清

楚。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重新分析暠理解为一种韵律促发的结果。



暋暋暋暋(23)1.NP [Num+Cl+N]

2.VP [V [Num]+Cl+N]]

------------------------------------
a.语体: [V[Num+Cl+N]]whereNum=1;Clfrequent(高频)

b.G灢NSR:[VW[Num+Cl+N]S]曻
c.PReGrp:[(V灢Cli)W+[NumtiN]S]曻
d.结果: [V灢Cli N]]

买灢本 书

! "

#$%

也就是说,“一暠的省略是前轻后重挤压的结果:指派重音的动词轻,实现核心重音的名词“书暠重,“一暠
并入前面较轻的动词。

下面我们讨论双宾、双补述语结构“一暠的省略,如例(15)-(17)。我们知道,双宾语结构是动词向

上移位运作的产物(如Larson1988;Aoun& Li1989,1993),如下图所示:

!!

"

!

#

$

!

$%

"#

!

!

$%!

!

!

暋暋暋暋(24)

经过动词移位后,根据“结构移除条件暠(StructuralRemovingCondition,SRC):所有的隐性成分在进行

韵律分析时,均须将其从表层结构中移除,亦即:“运用核心重音规则时,将所有的韵律隐性成分连同其

句法分支从树形图中移除。暠(Feng2003)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如下的结构:

! !"

!

!

"#

由于“管约韵律暠是建基于语音层面的重音指派原则,韵律运作要到句法运作完成之后才进行。动词移

位后所留下来的痕迹是空的,空的成分不参与语音层面的重音指派,这就是为什么双宾/补述语结构如

前面的例(15)-(17)一般不允许第二个宾/补述语“一暠的省略:第二个宾/补述语无法参与例(23)b、
(23)c的语音重组,不具备与动词进行韵律上的“重组暠条件和机会,所以无法获得抵消“一暠字的韵律能

力。然而,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量+名]是可以的。是什么条件允许第二个宾语可以省略“一暠呢? 我

们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有关的句子,就可以发现这是韵律的作用。在例(16)中,隔开动词和第二个宾语的

成分,一定得是弱音的代名词。如果插在中间的这个代名词念重音的话,[量+名]就不能用。比方说,
例(16)c的“他们暠必须念成“tam暠,如果清楚地念成“ta灢men暠的话,例(16)c就显得没有“tam暠那么顺

口。可以说第一个宾语的代名词已经和动词合成一个复杂动词了。相关的现象也出现于“了暠的位置变

化。比如,“了暠除了可以直接出现在动词后外,还可以在弱音的代名词宾语后。在“老师 [送/给他了]
一本书暠中,“了暠可以出现在第一个宾语“他暠的后面,这就是说“一本书暠的重音是由“送/给他暠这复杂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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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的。例(17)a、(17)c和例(17)b、(17)d的对比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儿暠/“碗里暠可以和动词组成复杂动词。
(25)上学期,老师给他了三个 A。

桌上没东西,他放那儿 了三本书/他放碗里了全部的东西。
例(17)a和例(17)c中的 “放那儿 暠和“放碗里暠可以满足“一暠字省略的句法条件:动词直接管辖“一本

书暠/“一个饺子暠,于是出现“放那儿 本儿 书暠和“放碗里个饺子暠的合法形式。相对地,第一个宾语如果韵

律上不够弱,不能和动词形成一个单位,第二个宾语就无法省略“一暠,如例(17)b和例(17)d。显然,没
有韵律,仅凭句法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

事实上,最支持韵律语法、同时也最向 “词汇管辖暠挑战的,是下面带焦点的句子。
(26)a.他连一张纸都不给学生。

b.他连张纸都不给学生。

c.* 他连一张纸都不给个学生。

d.* 他连张纸都不给个学生。
我们知道,“连……都……暠是结构焦点(重音在“连暠后焦点上)。根据前面“韵律重组、韵律删除暠的原

理,“连暠字后“一张纸暠里面的“一暠可以省略,因为“连+焦点(都……)暠的重音结构与前面讨论的动宾

(准动宾)的重音结构一样,都是“[#轻读……重读#]暠(“#暠代表“标界成分暠),因此也可以致使后面的

轻读成分的“一暠字弱化以致“零暠化。换言之,“韵律重组、韵律删除暠虽然一般在核心重音的语境中实

现,但也经常在核心重音前的“动宾和准动宾暠的结构里出现,同时也可以在韵律结构相同的“[#轻读

……重读#]暠格式中实现。譬如北京口语可以说:
(27)a.太抠儿了! 就口饭也不让人吃消停了。

b.没想到,只碗水就把他打发了。

c.老板太厉害了,只个“哼暠字就把员工吓住了。

d.这罪恶,岂个“贪暠字了得?!

e.中国当下怎个“贪暠字了得?
值得注意的是,例(26)c中的“学生暠虽然为“给暠所管辖,但为什么“个学生暠却不能说呢? 句法很难解决

这里的差异;例(27)对句法来说就更难了。然而如果我们从焦点和重音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我

们知道,北京话的焦点是通过重音来实现的,因此“连暠后面的名词是全句的重音所在。如上所述,“一暠
字的省略是在“[#轻读 …… 重读#]暠的轻重悬差语境中实现的。上述两个条件很自然地给“* 他连张纸

都不给个学生暠这类句子,造成如下冲突:

暋暋(28)他暰连+张纸暱都不暰给+个学生暱
焦点重音 核心重音

“给暠是动词,同时嵌位最深,处于核心重音的位置。若没有“一暠的省略(没有特殊的轻重运作),焦点重

音(连 NP)会按照正常程序“征服暠(override)核心重音,句子仍合法,如例(26)a、(26)b。然而,所要征

服的对象(“给一个学生暠)却以非一般的“省一暠运作出现在核心重音的位置,于是造成“连字焦点重音暠
与“广域焦点重音(=核心重音)暠之间的相互冲突,所以结果无法接受。显然,这种与焦点重音相对应的

“一暠字省略,在我们的系统里是可以解释和预期的。因为没有核心焦点的实现,例(26)a、(26)b就没有

“一暠的省略;“连灢都暠焦点迫使核心焦点让位,因此核心焦点的效应均被去掉,省略“一暠的运作即其中之一。
我们还可以从“拿过来了曎拿了过来暠的对立进一步看出从轻重音的对比来解释“一暠省略的优越性:

暋暋(29)a.“拿过来了……暠 ———叙述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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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拿了过来……暠 ———强调不在这儿的对象被“转移暠了过来(重音在“拿暠)
根据例(29)a和例(29)b之间一个“叙述暠、一个“强调暠的对立,我们同样看到韵律语法对“个 N暠的限制。

暋暋(30)? 我拿过来了本书
* 他拿了过来本书

他拿了过来一本书。
如果说“我拿过来了本书暠不太好的话,那么在强调式的“拿了过来暠里面的“本书暠就绝对不能接受了,原
因应该是“拿了过来暠的重音在“拿暠,然而,“一暠字的省略是“前轻后重暠挤压的结果,这里却是“前重暠
(“拿暠是焦点)后也要重(本书的“书暠),前后两重,“一暠字无所附隐,所以下面的句子“了暠前面的动词和

补语都必须是轻读才可以接受:

暋暋(31)a.老师拿过来了本书。 b.学生放那了本书。 c.老师给他了本书。
上面所有带“了暠省“一暠的句子都是典型的轻重音对立的北京口语,也都是我们理论所预测的自然结

果。暡9暢

最后,根据例(23),有关“一暠字省略的韵律解释可以启发我们做出如下预测:携带重音的名词不能

是无音形式(emptyornull)。下面的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成功的。

暋暋(32)a.老师给他了本*(书)。 b.我想找本*(书)看。
上述诸例说明,韵律在允准(licensing)“一暠字省略的运作上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暡10暢 它让我们成功地

把相同句法环境下“一暠字省略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形式区分出来。这一韵律理论可以很自然地推展到没

有“一暠字省略的台湾闽南话中来,如下节所论。

5 无“一暠省略的台湾闽南话

不同的学者早就观察到,台湾闽南话话通常不允许“一暠字的省略(Li1996;Cheng & Sybesma
1999)。然而,何以北京话允许“一暠字的省略而台湾闽南话不允许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

解释。
本文上节提出的理论和策略,为北京话和台湾闽南话的对立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解释,特别是当

我们把韵律作为比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北京话里的轻重相对明显,相比之下,台湾闽南话则

不同,表现出韵律上的平重的倾向。一般说来,在台湾闽南话里,起作用的是“调组暠与“调变暠。台湾闽

南话里,调组里的每一个音节都是组合调(combinationtone),只有最后一个音节是孤立调(isolation
tone)。无论是组合调还是孤立调,都是该语言中全部声调7(或8)个里面的一个。调组反映的是句法

的结构:每一个名词短语 NP和动词短语 VP都能组成一个调组。调组可以很长或很短。一个音节也可

以是一个调组,如例(33)所示,名词短语可由一个音节“人暠所组成,动词也可以由一个音节组成(“{}暠标
记一个调组)。句末语气词(sentence灢finalparticle)是轻声(neutraltone),在调组之外,亦即句末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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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9暢

暡10暢

我们不排除一个语言可能会有其他方法产生看似“一暠省略的句型。比如有些[量+名]名词短语可能不牵涉

到省略,因此[量+名]名词短语分布和解释可能就不太一样。Cheng&Sybesma(1999)、Li&Bisang(2012)提到粤语和

吴语[量+名]可以有“有定暠(definite)的用法,而且可以出现在各种位置,包括主语。无定的[量+名]一般则在动词后。
值得注意的是粤语和吴语的调组组成和变调情形跟台湾闽南话不太一样。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各个方言的特性是什

么,还需要对更多方言整体语音句法系统的详细调查。
一位匿名审稿者提到现今形式语言学理论已经不用词汇管辖的概念,可以改用树形性图上的姐妹关系(sis灢

terhood)来表达,如蔡维天(2002)。在动宾结构中,词汇管辖也是姐妹关系。但在例(31)类的句式中,要采用姐妹关系来

取代词汇管辖就应该先把动词和紧邻的补语合成一个复杂动词,才能和[量+名]名词短语建立姐妹关系。



之前的音节取“孤立调暠的形式。

暋暋(33)人来了。
{lang5}{lai5}灢a.

有时整个句子,尤其是主语为代名词的时候,也可以是一个调组(代名词要附着于后面的调组)。例如:

暋暋(34)我想要看这本书。
{gua1siunn3beh1khuann2hit1灢pun1tsheh4}.

上面所说的“调组暠以及随之而来的“声调变化暠和北京话的轻重型韵律形成显明的对照:北京话对短语

中的音节数量、逻辑重音更敏感,轻读、轻声常常取代词汇本身的声调。以双音节短语为例,北京话口语

词有一种第二个音节轻读的倾向。譬如:

暋暋(35)a.先生 Mr. xi湣nsheng
b.婆婆 mother灢in灢law p湲po
c.喇叭 trumpet l湥ba
d.漂亮 pretty pi湦oliang

有趣的是,因为受到台湾闽南话的影响,台湾的普通话一般都不轻读(de灢stress)任何音节,而是音足调

实,亦即:

暋暋(36)a.先生 Mr. xi湣nsh湧ng
b.婆婆 mother灢in灢law p湲p湲
c.喇叭 trumpet l湥b湣
d.漂亮 pretty pi湦oli湦ng

事实上,Shyu(2010)对台湾普通话讲者所作的实验研究表明:说台湾普通话的人对重音和焦点的

对应性很不敏感。同样地,在台湾闽南话里,没有发现名词短语中的成分有轻读的现象。Li(2012,

2013)提出:台湾闽南话的名词短语取如下结构,如例(37)所示,其中 NumP 的中心语是数词(Num),
数词中心语的补语是量词短语(ClP),ClP的中心语是量词(Cl),这个中心语的补语是名词短语(NP)。

!"#

$%&

$%

'&

暋暋暋暋(37)

根据调组规则,只有[Num+Cl+NP]中的最后一个音节是“孤立调暠,其它音节一律都是“组合调暠。重

要的是,任何音节都没有轻读(de灢stress)的现象,因此,轻与重的对立在这种语言里是不容易被察觉的。
上述种种情况,自然把我们带回到例(23)中的“一暠字省略模式中的轻重对立。当强与弱的对比在台湾

闽南话的名词短语上不被感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一暠字省略的允准条件不会出现。其结果,像理论

预测的那样,北京话里“一暠字省略的现象就不会在台湾闽南话里实现。

6 余论

本文通过汉语核心重音的韵律句法规则来解释“一暠字的省略,提出“一暠字的省略形式具有特定的

语体功能、特定的韵律允准条件以及与之相应的语法结构、重音指派、轻重转移等多层次、多维度的交互

作用。进而言之,“一暠字省略在北京话里的可能性以及它在台湾闽南话里的不存在之间的对立,根据这

里的分析,是这些语言韵律行为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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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sodicConditionson“yi暠灢Deletion

LiYen灢huiAudrey1暋FengShengli2,3

1EastAsianLanguagesandCultures,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暋LosAngeles暋90089
2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暋Hongkong
3CollegeofChineseStudies,BeijingLanguageandCultureUniversity暋Beijing暋100083

Abstract暋Thisworkdiscussesthelicensingconditionsforthedeletionof'one'innounphrasesof
theform ['one'+Classifier+NP]inBeijingMandarinandTaiwanSouthernMin.Itshowsthatthede灢
letionisaphonologicalprocessconditionedbyprosodyandinteractingwithstylistic灢registersandsyn灢
tax.Theinteractionofthesefactorsmoreadequatelyaccountsforwhen'one'deletionispossibleand
whenitisnotinBeijingMandarin.Moreover,itpredictscorrectlytheabsenceof'one'deletioninTai灢
wanSouthernMinbecausetheconditionsmaking'one'deletionpossibleinBeijingMandarincannotbe
replicatedinTaiwanSouthernMin.Thisisduetothefundamentaldifferenceintheprosodicbehavior
betweenthesetwolinguisticvarieties.

Keywords暋[Number+Classifier+NP]暋phonologicaldeletion暋prosody暋nuclearstress暋infor灢
mationweakening暋BeijingMandarin暋TaiwanSouther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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