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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重特征核查及其句法影响》引进最简方案框架下多重特征核查理论，考察了汉语中一系列的
语法现象，如：与周遍性主语句有关的问题、与汉语WH疑问句有关的问题、与动词拷贝句有关的问
题、与介词短语有关的语序问题、与代体结构有关的语序问题、与话题句有关的问题等，并尝试在同
一理论框架下为这些现象寻找统一的解释方案。
《多重特征核查及其句法影响》是第一部运用多重特征核查理论探索汉语句法理据的专著，对了解最
简方案理论或是进行汉语句法研究的读者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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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富珍，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系博士
后、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兴趣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哲学思想、生成语法、语言理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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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诸句主语和动词数的形式不一致，在一定的语境下却又都是合格的句子。
当说话人在意念上将某些事物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离的个体来看待时，尽管主语NP从形式上
表现出复数的特点来，其动词却仍然要使用单数形式以与其主语意念上的单数性特征核查。
这说明.一致性分形态一致性和语义一致性；通常情况下，在有形态的语言中，形态一致性和语义一致
性是重合的；但有时则不然，当语义一致性和形态一致性发生冲突时，语义一致性优先于形态一致性
或者说形态一致性会让位于语义一致性。
而汉语这样的语言则更直接地选择了语义一致性而放弃了形态一致性。
　　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一致关系所关涉的双方，存在一定的方向性或者等级性，在与反身代词相
关的一致关系中，位于前面的与之同标的NP控制着这个反身代词的性、数和人称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在主语和动词的一致关系中，是主语对动词的一致性表现形式进行控制，而不是相反。
　　一般的语言学著作在谈到汉语的语法时，都不提及一致关系；有一种观点（如徐通锵1997）认为
，印欧系语言的主语和谓语由一致性关系来控制，以此为基础形成“1×1=1”的句法结构格式，因此
，“由主谓之间的一致关系控制着语言的基本结构网络”；而“汉语的句子没有一致关系的控制，因
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
那么，汉语到底是否存在一致关系呢？
就形式语法学对汉语研究的成果（如生成语法学对“自己”一词的研究）来看，在控制语和被控制语
、约束语和被约束语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
本书将以“都”字句为例说明，至少在“都”字句中，汉语的主谓之间也存在一种句法形式上可见的
一致关系。
对这种一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汉语和普遍语法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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