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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刁世兰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精心修改的专著《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为了表述的方便，以
下如无特别说明，均简称《投射》）就要出版了，我很高兴。
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向世兰博士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也很乐意将这本专著介绍给广大读
者。
　　我们知道，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关系是当代语言学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该著的研究对象是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机制及其制约因素，作者尝试以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机制为线
索，来打通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的联系，找出制约受事成分句法投射方式的各种句法、语义、语
用因素。
　　总的来说，《投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值得学界关注。
　　1注重形式与功能的结合　　通常情况下，“形式”主要是指句法结构，功能主要是指结构体的
语义角色及其在句子中的“职位”。
《投射》指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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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注重形式与功能的结合，注重多种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典型与非
典型的对照，重视常规与变异的共现，以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机制为线索来打通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
之间的联系，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一方面，这对句子的分析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助于我们对汉语语法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投射》的有关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语的句子结构和语义解
释之间的映射关系，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此外，句法和语义对应规律的研究，对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生成，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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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句法成分、语义成分对应规律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对句法和语义
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应规律，或者说，对语义角色投射为句法成分的规律及制约条件的探讨已成为
语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应该说，不同的语义角色在句法结构中是有着相对固定的句法位置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他看书”
，但不能说“书看他”。
这说、明施事与主语、受事与宾语有一一对应的倾向。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动态的具体的句子中，有很多句子是不符合这种倾向的，如“书他看完
了”“书看完了”等。
三个平面语法理论认为，每个句子都有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每个平面各有其结构，每种结构
又都由一定的组成成分构成。
因而一个句子就可以分析出三种结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每种结构都各有自己的组成
成分，即句法成分、语义成分和语用成分。
语法（句法）分析的任务就是找出不同语义角色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说明不同语义角色出现在相
同的句法位置或同一种语义角色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的原因、条件以及各种语义角色在以动词为中
心的句法结构中共现的条件或制约因素，同时还必须研究语义成分实现为句法成分或语用成分的联接
机制和联接制约条件。
　　3.1 题元角色和题元理论　　早期的语法理论对语义同句法的对应关系的认识是朴素的。
传统的中心词分析法基本上把语序为“主－动－宾”的句子的主、宾语同施、受事等同起来。
这种朴素的认识一度造成了句法成分划分标准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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