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生成语法理论的全面系统论述
———评梅德明教授的《现代句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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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梅德明教授的《现代句法学 》是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形式语言学句法理论的著作。该书以 N. Chom sky生成

语法理论为中心 ,兼顾与之相关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示例丰富、重点突出 ,既是一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好教材 ,也是语

言学学者和广大外语教师的重要参考书。我们相信 ,该书的问世将为我国在句法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进一

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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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 prehen sive In troduction to the Genera tive Gram mar
—On M odern Syn tax by ProfessorMei De2m ing

Fu Yu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M odern Syn tax by ProfessorMei Dem ing is a book which gives a comp 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syntactic theory of formal

linguistics. Centering on Chom sky’s Generative Grammar, it has also touched upon some p ioneering studies and some hot focus

of research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yntactic theory. W ith abundant examp les, illustrations and a clear focus, it is by any

standard an excep tional coursebook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linguistics as well as a good reference book for both lan2
guag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ill undoubtedly p 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syntax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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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现代句法学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生导师梅德明教授主编 ,于 2008年 1月出版。该书

作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同时也得到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学术专著基金的资助 ,该书

还被列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十五 ”百部研究生

教材之一。

《现代句法学 》全书除前言、参考文献、英汉术语对照

表和后记外 ,正文共分 8章。总体而言 ,该书的整体结构

新颖独特 ,科学合理 :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展现语言系统及语句成分 ,为以后各章的讨论铺垫 ;

第三章和第五章论述“组合 ”和“移位 ”这两种句子成分基

本表现形式的操作机制 ;第四章和第六章介绍现代生成

句法学发展过程中两个革命性阶段的标志性理论 ;第七

章阐述句法与语义接口的界面关系 ;最后一章则运用现

代句法学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对语言习得机制的生理 /心

理支配原理进行诠释。

2　评价
通读全书 ,我们可以看出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2. 1句法学理论阐述深刻而系统

要理解 Chom sky的句法学理论 ,首先须要了解的是

该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基础。在绪论中 ,作者高屋建

瓴 ,对自然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句法学的研

究方法、自然语言的哲学思考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

总结。Chom sky语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 20世

纪中期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基础 :在

方法论上 , Chom sky采用从上至下 ( top2down)的演绎法 ,

强调语言理论的普遍性、经济性、生成性和简化性 ;在认

识论上 , Chom sky的理性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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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 sky认为 ,语言反映心理 ;语言能力包含着天赋的成

分 ,儿童生下来就有一种适宜学习语言的、人类独有的知

识 ,这种知识体现在“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2
tion device)里 ,普遍语法即是 Chom sky“语言天赋论 ”的理

论基础。在绪论中 ,作者还探讨了句法规则的递归性、句

法结构的自治性以及句法的心理现实性等问题 ,并简要

介绍了句法的逻辑表达式 ,强调其作为普遍语法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的交汇点 ,是描

述和解释句子意义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方法。

其次 ,关于普遍语法 , Chom sky认为是一个由原则和

参数所共同构成的系统 ,普遍语法的子系统以模块的方

式存在 ,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涵盖了句法的各个方

面。一个语言表达式的生成、解释和允准往往需要几个

子系统的概念的共同应用。这些子系统包括 X杠理论、

论旨理论、格理论、统制与管辖理论、约束理论、移动α理

论、控制理论以及界限理论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管辖理

论和约束理论。所以人们倾向于将这个阶段的研究称为

“管约论 ”(吴刚 2006: 147)。《现代句法学 》除了以独立

的一章 ———普遍语法与原则理论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管

约论 ”框架中这些子系统的运作机制和理论内涵之外 ,还

另外设立了三章分别探讨词语与句子、组合规则理论和

移动规则理论。其中 ,前两章放在“普遍语法与原则理

论 ”章节的前面 ,为后面的讨论打下理论基础 ;“移动规则

理论 ”则放在该章的后面 ,以名词短语 /限定词短语移位

和 wh2移位为重点 ,启发读者综合运用几个普遍语法的子

系统的概念揭示这两种移位的运作机制。这样 ,读者就

可以从理解到应用循序渐进地掌握“管约论 ”的理论原

则。编者如此安排结构 ,可谓独具匠心。

最后 ,有关 Chom sky各个时期的句法理论 ,“管约论 ”

(Chom sky 1981)与“最简方案 ”(Chom sky 1995, 2000)是

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理论阶段。80年代 ,“管约论 ”以其严

谨的结构设计和超强的应用能力 ,在语言学界奠定了重

要的理论地位。而 Chom sky从 90年代初建立的“最简方

案 ”在废弃了很多“管约论 ”时期曾经广泛应用的原则和

理论上 ,提出了众多新的概念和技术手段 (傅玉 2007: 24

- 28) ,引发了句法学界非常活跃的最简论思潮。为了使

国内的研究学者在全面深入掌握相对较为成熟的“管约

论 ”的同时 ,系统地了解生成语法理论的一些近期的研究

成果 ,使自己的研究同国际的最新发展接轨 ,《现代句法

学 》以独立的一章 ,详细地论述了最简方案的理念与技术

手段。该书主编梅德明教授在后记中提到 ,“同其他学科

一样 ,近年来语言学学科也在快速发展中 ,新的研究成果

不断涌现。尤其是以 Chom sky为领袖的生成语法学派 ,

高举改革大旗 ,对原本以为周密谨严、涓滴不漏的‘管约

论 ’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推出了基于简约原则的

‘最简方案 ’。国人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应该继往开

来 ,与时俱进 ”(梅德明 2008: 528)。《现代句法学 》实现

了基础与前沿并举兼容 ,突破了现有的一些句法学教材

的局限性。

2. 2兼顾相关热点和前沿领域

《现代句法学 》围绕着句法学理论的精髓 ———原则与

参数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但要全面了解

Chom sky的生成语法理论 ,读者还不能忽视该理论对语义

方面的思考与构建。在 Chom sky转换生成语法初期 ,我

们看不到有关语义方面的描写和讨论。但随着该理论的

逐渐发展 ,语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被纳入到语法

系统当中 ,而且在不同的理论阶段 ,语义的功能、作用及

其理论内涵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标准理论时期 ”( stand2
ard theory, ST) ,句法部分的基础由一个语类部分和一个

词库组成。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 ( deep structure) ,深层

结构进入语义部分接受语义解释。在“扩展的标准理论

时期 ”(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 EST)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

构 ( surface structure)互相结合 ,共同参与语义的解释。而

从管约论到最简方案 , Chom sky对于语义成分考虑得更多

了。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 Chom sky的生成语法理论中有

关语义方面的基本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理论视野 ,

《现代句法学 》单独设立一章 ———“句法的语义模式 ”,充

分讨论句法与语义接口的问题。该章首先讨论语义处理

在生成语法理论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变化 ,以及语义成分

在生成语法理论中的两个载体 ———词库和逻辑式并且通

过约束理论和量词理论等实例来验证他们的操作过程和

解释力。此外 ,该章还简单介绍了一些与生成语法理论

相关的其他的句法语义模式 ,包括词汇功能语法 ( lexical2
functional grammar) ,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 ( head2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以及生成语义学 ( generative se2
mantics) ,并与 Chom sky生成语法理论作了对比分析 ;该

章还就近年来的句法 - 语义界面研究作了简单介绍。作

者在章节末尾指出 ,不管各理论流派间存在什么分歧 ,都

表现出越来越重视语义的共同趋向。问题在于 ,如何处

理两者的关系 ,采用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才能达到最大的

解释力。

此外 , Chom sky的生成语法理论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

一就是语言知识的来源问题 ,即为什么儿童在较少直接

语言经验的情况下 ,快速地掌握一门语言 (程工 1999)。

语言习得理论与儿童怎样习得母语的语法密切相关。

Chom sky认为 ,语言习得的问题可以从普遍语法理论及其

原则系统得到解释。《现代句法学 》的最后一章 ———“普

遍语法与语言习得 ”系统地探讨在 Chom sky普遍语法的

理论框架中有关语言习得的一些问题 ,包括语言习得的

规律以及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等等。这一章的内容对那

些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或对该方向感兴趣的读者来说 ,

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而且读者通过阅读本章可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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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了解到句法学理论在学习理论领域取得的成果。这

些成果不仅论证了 Chom sky的语言共性论的思想 ,而且

说明了语言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该章按顺序分别介绍了

语言习得机制的提出、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在一语、二

语习得中的作用以及标记性和子集原则与普遍语法参数

的关系等问题。作者最后总结认为 ,语法的形式映射出

语言习得的要求 ,对于语言习得研究而言 ,普遍语法框架

的优势就在于它将语言能力与语言习得密切地联系

起来。

句法和语义是语言学的核心内容 ,句法和语义的界

面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普遍语法是

人类语言的本质所在 , Chom sky句法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语

言习得领域研究扩展了新的视野。《现代句法学 》以句法

学理论为中心 ,以独立的章节分别介绍了句法的语义模

式和普遍语法框架中的语言习得理论 ,引导和鼓励读者

在理解和掌握 Chom sky句法学理论的基础上 ,对与之相

关的热点领域和前沿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作为一部面向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 ,《现代句法学 》

无疑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它的启发性

和指导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 3示例丰富 重点突出

Chom sky的生成语法研究在理论成果的描写和表达

方面 ,通常采用的是形式化 ( formalized)语言。一些生成

语法文献中常用的形式化表达手段包括数字、符号、字

母、公式、图形、递归函数理论 ( the recursive function theo2
ry)、算法理论 ( the theory of algorithm s)等等。Chom sky这

种形式化的表述方式使得许多学生对他的理论望而生

畏。《现代句法学 》采用了大量的例句和形象直观的树形

图 ,将理论巧妙地融入到对这些例证的讲解与论述当中 ,

使读者目睹甚至参与句法学理论的构建。这种以语言事

实为基础 ,以句法学理论为本源 ,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

论述方式使读者在学习句法学理论的过程中 ,充分体会

句法学的奥妙所在 ,从而不觉得枯燥乏味。

其次 ,《现代句法学 》不仅整体结构上新颖独特、科学

合理 ,每一章节的结构安排也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例

如 ,第六章 ———最简方案。作者依次分别回顾最简方案

的形成动因 ,介绍最简方案的理论与技术手段 ,论述了最

简方案的发展与最新动向 (石定栩 2002)。该章的重点

放在了第二部分。首先 ,介绍了推导与表征这两个重要

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诠释理论以及经济原

则的基本思想。其次 ,探讨了光杆短语结构理论和线性

对应理论 ,突出了最简句法中的合并和线性排序等问题。

有关层阶式转换 ,作者分别介绍了合并与移动、替换与附

加、统一性条件及复制原则等 ,并由此过渡到语链与核查

这两个重要概念。在核查理论的框架中 ,作者举例介绍

了一系列的最简句法中的经济原则 ,包括迫不得已原则、

推迟原则、最小连接条件等等。关于词的内语域 ,重点则

放在了动词短语壳的理论。整个章节行文流畅、环环相

扣 ,帮助读者捋清了由 Chom sky的几篇文章而构建起来

的“最简方案 ”的理论主线 ,有助于读者形成一个相对较

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构架。

另外 ,《现代句法学 》的每个章节对于一些重要的术

语 ,凡是第一次出现 ,都在后面的括号中标注相应英文。

对于某些由于教材篇幅所限而没能涉及的问题以及不能

讲透或有争议的问题 ,都以脚注形式加以提及并列举一

些参考书目 ,鼓励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研读。每个章节

的后面不仅设有思考与练习 ,帮助读者回顾所学过的理

论知识并且作到“活学活用 ”,还有编者推荐的阅读书目 ,

引导读者选读一部分比较经典的理论文献。

3　结束语
《现代句法学 》作为一部全面系统介绍 Chom sky生成

语法理论的专著 ,它深入浅出、启迪思想 ,集科学性与实

用性于一体 ,既是一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好教材 ,也是

语言学学者和广大外语教师的重要参考书。笔者相信 ,

该书的问世将为我国在句法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发展

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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