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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理论背景下汉语特指疑问句中
话题与焦点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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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图理论是从功能范畴上对短语的结构构型进行研究。在汉语特指问句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话题和焦

点。左缘结构上的话题包括整体—部分话题、悬挂话题以及左移位话题。其中整体—部分话题和悬挂话题属于

基础生成的话题,左移位话题属于非基础生成话题。汉语特指疑问句中焦点分为两种形式,即,“‘是’+原位疑

问词”、“‘是’+前置的疑问词”。其中,“‘是’+原位疑问词”类型属于基础生成焦点,“‘是’+前置的疑问词”类

型属于非基础生成焦点。从话题与焦点在特指问句中的分布来看,话题位置高于焦点位置,基础生成的话题要

高于非基础生成的话题,基础生成的焦点要高于非基础生成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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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对最简方

案中传统的三个阶层进行不同类型的研究。在功

能范畴上,对每个阶层进行分裂研究,并授予每个

语类更准确的位置,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制图理论

(CartographicTheory)。在跨语言学的背景下,该
理论显示了范畴中的各类功能结构。功能范畴的

属性 和 投 射 是 制 图 理 论 的 重 要 研 究 范 围。

Chomsky(2002)对这种分裂研究进行了评论,认
为该研究法对界面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对
“外在”的系统进行了探讨,符合语言机制的要

求[1]123。在制图理论的框架下,Rizzi(1997)对意

大利语进行解析,并在左缘结构(leftperiphery)上
分裂了标句词短语(CP),把屈折词短语(IP)之上

的CP分裂为话题范畴(TopP)和焦点范畴(FocP)
等,并假设话题位置以递归的方式分布在焦点之上

或之下[2]:
(1)CP　> 话题∗　> 焦点　> 话题∗　

>IP[3]10

Belletti(2004)对意大利语中的分裂结构也

进行了补充,认为在IP之下,动词短语(VP)之上,
即屈折内域上也存在话题范畴和焦点范畴[3],话题

和焦点在左缘结构和屈折内域上是一致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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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 话题∗　> 焦点　> 话题∗　>
VP [3]10

在汉语的研究中,学者对焦点与话题的分布也

进行了研究。Paul(2005)认为汉语焦点和话题的

分布在左缘结构和屈折内域上呈现话题高于焦点

的分布状态[5]111-134:
(3)CP　> 话题∗　> “连”字焦点 >IP
IP　> 话题 > “连”字焦点 > VP [3]11

DelGobbo以及Badan和 DelGobbo(2011)
[6]认为汉语中的话题和焦点在左缘结构上的分布

如下[3]11:
(4)CP　> 相关性话题(AboutnessTopic)>

　悬挂话题 (HangingTopic)> 左移位话题(Left
DislocatedTopic)> “连”字焦点　>IP [3]11

以上研究表明,在讨论话题与焦点的分布时,
需要对话题和焦点的种类进行递归分布。不同种

类的成分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句法上存在严格的

高低差异。张志恒(2013)认为左缘结构上可以有

多个话题和焦点,屈折内域中只有一个话题位置,
而且话题要高于焦点。本文集中对汉语特指问句

中的话题与焦点进行分析,对左缘结构中不同类型

的话题和焦点进行归类,进一步探讨左缘结构中话

题和焦点的句法分布。

二、话题在特指疑问句中的分布

(一)话题

话题常被定义为听话者已知的,旧的信息。在

国内学界话题常被当作主语,但不是所有的主语都

能成为话题,有必要对话题和主语进行区分。话题

和主语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语跟它后面的成分之间

一般没有语音停顿,而话题之后却有一个明显的语

音停顿。话题可以带上“啊/呀”之类的语气词,然
后才是其他成分[7]412。话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来自屈折词短语(IP)内部,可能是论元或者附加

语,具有话题特征。一是基础生成的话题,没有经

历移位,直接跟 Top'合并的话题[8]101。在汉语中,
话题可以出现在句首或者句中。话题化就是将某

个成分实现为话题的过程。话题具有排斥无定(不
定指)成分的特征,可以有定、类指或无指。例如:

(5)a.狗i,我看见了ti。

b.狗(啊/呀),喜欢吃骨头。

c.∗一只狗,我看见了。

d.狗i,我不喜欢它i/那个畜生i。

e.花,我最喜欢玫瑰花[3]11。
以上例句中,“狗”位于句首,均为话题。(5a)

具有有定(定指)释义,可以理解为语境中特有的

“一只狗”或者“一些狗”,说话双方都已知的信息,
与语境相关。(5b)中包含了名词短语“狗”指称类,
然而(5c)不能作为无定成分来解读,在语境中无法

确定事物。如果把“一只”换做“那只”或者“有一

只”,句子符合语法。如果在句首加“有”,“一只狗”
就由主语转化为“有”的宾语,这就不会再跟主语表

示确定事物的要求发生矛盾了。
话题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相关性话题,

悬挂话题和左移位话题。根据前人的研究,前置于

句首的话题必须与句中的某一成分相关联[3]11。
(5a)中的前置成分“狗i”与空缺成分ti 相关。(5d)
中的“狗i”与复指代词“它i”或者侮辱性代词“那个

畜生”相关。除了名词短语外,介词短语也可以出

现在左缘结构上做话题,与空缺成分相关联。和空

缺成分关联的前置名词短语与前置介词短语归为

左移位话题。和复指代词或侮辱性词语关联的前

置名词短语被归为悬挂话题。例(5e)中所涉及的

名词短语“花”既不和空缺成分关联也不和复指代

词或者侮辱性词语相关,只是与其中每个成分有

“关于”的关系,这种话题被称为相关性话题。
(二)非原位疑问词话题

汉语中特指疑问句的疑问词一般在原位,疑问

词可以简单的被分为名词性疑问词和副词性疑问

词两类[9]57。疑问词在屈折内域中表功能时,疑问

词从屈折内域移位到左缘结构中,位于句首。然

而,非原位疑问词的特指疑问句与原位疑问词的特

指疑问句不同,疑问词在左缘疑问词的特指问句中

存在话题化现象,具备话题性特征。与话题一样,
疑问词话题也可以分为非原位的话题和基础生成

的话题。本文首先讨论非原位疑问词话题。
(6)a.每个人都喜欢哪部电影?

b.[ForceP [TopP [哪 部 电 影]i[每 个 人 都 喜 欢

ti]]]?
(6b)中的“哪部电影”被称为左移位话题。在

名词性疑问句中,非原位疑问词的特指疑问句(6b)
的语义解读中存在特定的“一部电影”,说话者知道

“每个人都喜欢特定的那部电影”。在语境中,“哪
部电影”中的语义辖域要大于全称量词“每个人”。
然而,这种特指效应在原位疑问词的特指疑问句

(6a)中无法体现,“电影”不是“每个人都特定的那

部电影”。这种现象表明在(6b)中,语境中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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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指的“电影”,该“电影”是对话者双方都已知的

信息。例句(6b)与(5)中的话题都具有特指效应。
该特性可以被视为话题的特征之一。换句话说,
(6b)中句首的“哪部电影”具有特指效应,具有话题

特征。
在名词性疑问句中,非主语性的疑问词可以位

于句首。疑问词“什么”从动词后的位置移位到主

语之前,被视为话题化的句子[10]82。然而,学者们

对该类句子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话题“什么”
并没有特指效应,“张三”可以买任何东西,并不是

说话者双方所已知的东西。如果对语境进行限制,
对话者双方在买东西前已经提及到了一些东西,
“张三”是在这些提及到的东西中选择性的买了一

些或一个,那么“什么”才可以被视为话题[11]413。
(7)什么i 张三买了ti?
但是,如果把(7)中在话题位置的名词性疑问

词“什么”转化为“什么书”或者“哪本书”,那么“书”
便具有特指性,可被话题化。

(8)a.什么书,张三买了?

b.哪个书,张三买了?
在(8a-b)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存在一

个对“书”的已知集合信息。书集合里面的书有很

多,可以是英语书、法语书、德语书等。这个信息可

能在昨天说话者已经看到或听到,从已知的书集合

中提取信息。因为存在了“书”的已知集合,疑问词

“什么”不再是任何的事物,而是在“书”的集合里特

定的一本。所以,位于句首的“什么书”、“哪本书”
具有话题特征。与“什么书”相关的名词性集合与

话题可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问句的范围要大于特

定语境的集合,与语境相关的疑问词能够被授予话

题特征[12]。
副词性疑问词“怎么(样)”可以被作为方式、工

具性解读和原因解读。在副词性疑问句中,当表方

式、工 具 时,动 词 前 的 “怎 么 (样)”不 能 位 于 句

首[13]。在陈述句中,表方式或工具的副词可以位

于句首,被话题化。
(9)a.这 个 九 层 的 象 牙 球 是 怎 样 雕 刻 出

来的?[14]653

b.∗怎样,这个九层的象牙球雕刻出啦的?
(10)a.他用白纸写作业。

b.[用白纸]i,他ti 写作业。
以上例子可以理解为,当表方式、工具时,在说

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关于“怎么(样)”没有一个特定

已知的集合,“怎么(样)”的范围无定,而话题需要

有定。在语境的已知集合里,如果表示方式、工具

等副词性的关系时,句子不合法,但是如果已知集

合里是名词性的集合,那么句子合法。也就是说,
如果非要把副词性疑问词“怎么(样)”与已知集合

相联系,那么必须是与名词相联系。可以把“怎么

(样)”用“什么纸”替代。名词性疑问词“什么纸”存
在这样一个已知的旧的集合“纸”,对话人双方可能

已经在谈话中已知了关于“纸”的信息,“什么纸”具
有了特指效应,可以被话题化。

(11)a.他用白纸写作业。

b.他用什么纸写作业?

c.[用什么纸]i,他ti 写作业?

Reinhart(1998)提出了这种有选择性功能机

制的假设,认为只有名词性的词才可以被语境化。
因为这种选择功能只有在名词性的集合里才能选

出变量[15]29-56。基于此,本文认为副词很难做到与

对话者的语境相关,无法在集合里选出特定的变

量,无法被话题化。但如果把副词性疑问词转化为

与名词性疑问词相关的短语时,可以被话题化。
(三)原位的疑问词话题

关于陈述句的相关性话题例句(5e),本文复述

如下,该例句中的“花”与句中的成分“玫瑰花”不相

关联,可被视为基础生成的原位话题。上文例(11)
的分析显示名词性疑问词可以被话题化。把名词

性疑问词放在基础生成的疑问词话题中,句子却不

能话题化,且不合法。
(12)a.花,我最喜欢玫瑰花[3]11。

b.∗什么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在(12a)中,“花”与“玫瑰花”之间存在语义包

含关系。“花”是上义词,“玫瑰花”是下义词,“玫瑰

花”是“花”的一种。然而,当相关性话题“花”被名

词性疑问词代替时,句子却不合法。但是,如果把

“花”与“玫瑰花”换做整体—部分的词,比如:“轮
胎”与“车”,“屋顶”与“房屋”,句子合法。

(13)a.车轮胎,我认识的车中不多。

b.哪个车轮胎/什么车轮胎,你认识的车中

不多?
(14)a.屋顶,我住的房子的一部分。

b.哪个屋顶,你住的房子的一部分?
(15)a.上个星期的会议,幸亏你来了。

b.上个星期的什么会议/哪个会议,幸亏你

来了?
另外,悬挂话题也属于基础生成的原位话题,

因为话题与在句子中的其他成分不能替代。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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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问句中,也存在悬挂疑问词话题。(16)中的

“人i”与复指代词“他i”或者侮辱性代词“那个畜生”
相关。

(16)什么人i,你打过他i/那个畜生?
以上测试说明,在话题位置上,疑问词必须要

与对话者的语境相关。疑问词作为话题需遵守一

定的原则,名词性的疑问词可以被话题化,但该疑

问词必须与句子中的某一成分相关联,不是基础生

成的话题。副词性疑问词在特指问句中无法被话

题化当且仅当副词性疑问词被限制性的名词性疑

问词代替时可以话题化。疑问词在特指问句中不

仅要遵守话题的限制,而且要遵守一定的语义限

制。在基础生成的原位疑问词问句中,当基础生成

的疑问词与句子中的某一成分之间存在整体与部

分的语义关系时,句子可以话题化。

三、焦点在特指问句中的分布

(一)焦点

焦点具有重音,强调新信息。形式学派把焦点

结构分析为“预设+焦点”,一般探究分裂句同其他

句式之间的派生关系。总体来说,在过去20年里,
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跨语言特别是原则与参数的背

景下进行的。关于焦点的类别,Kiss(1998)把这种

能够提供新的、非预设的且非穷尽性的信息定义为

信息焦点。把说话人提供的新信息且具有穷尽性

的信息称为对比焦点[16]245。在英语中,焦点成分

一般位于动词前。在汉语中,焦点成分并不是一直

位于动词前的位置。Soh(2006)认为汉语是焦点

原位语言[17]。
(17)a.Itwas[Clinton]Fwhowon.(Hedberg

2000)[18]908

b.张三买了[英语书]F.。
汉语中的焦点可以用焦点标记“是”来强调句

子。例(19)中的“学语言学”具有穷尽性。大多数

学者认为能规范反映汉语焦点结构的形式应为“是
……的”结构,其中“是”不能出现在动词词组里,
“的”可以省略[19]126。

(18)∗ 张三在北京学是 [语言学]F。
(19)张三在北京是[学语言学]F.(的)。
在焦点结构中,焦点可以从屈折内域位置移位

至左缘位置,由焦点标记“是”标记,表强调。但对

动词有一定的限制。当动词为动作性谓词时,宾语

不能前置。当动词是非情景谓词时,宾语可以前

置。换句话说,这种左缘的焦点接受非情景性谓

词,不接受动作性谓词。
(20)a.∗是[你的书]i,我今天读了ti。

b.是[你的风格]i,他们很欣赏ti。
(二)非原位疑问词焦点

在疑问句中,句子的焦点一般为疑问词。在

(21A)中,疑问词焦点“什么”由焦点标记“是”标

记,位于句首位置,属于前置疑问词,允许一个具有

穷尽性的答案“帽子”(21B)。在特指疑问句中,存
在一种由疑问词提升而推导的焦点模式现象,即包

含疑问词提升的问句(21A)引发听话者回答具有

焦点性的信息(21B)[19]。本文认为“是”在(21A)
中不可省略的假设需要再探讨。在陈述句中“是”
为必不可少的焦点标记,那么在疑问词提升的句子

中为何可以省略焦点标记“是”,如果省略了焦点标

记“是”,那么(21A)也可以解读为话题。
(21)A:(是)[什么],玛丽买了? (“是”可以省

略)

B:是[帽子],他买了[19]54。(“是”不可省略)
疑问词焦点“什么”在(21A)中被焦点标记

“是”标记,“是”后的焦点“什么”从屈折内域位置移

位到了特定的左缘位置上。对于该焦点的类别,可
以通过歧义辖域测试进行判断。信息焦点不能取

消辖域歧义,但是对比焦点可以[19]。所以前置的

疑问词现象(21A)可以被视为对比焦点。
(22)a.每个人都买了什么东西?
“对于每个人x,对于什么东西y,x 买了y?”

(∀>∃)
“对于什么东西y,对于每个人x,x买了y?”

(∃>∀)

b.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买了?
“对于每个人x,对于什么动词y,x 买了y?”

(∗∀>∃)
“对于什么东西y,对于每个人x,x买了y?”

(∃>∀)
然而,该测试只对焦点的类别进行了判断,非

原位疑问词话题也可以通过该测试。该测试无法

分辨疑问词为话题还是对比焦点。
(23)a.每个男生都喜欢哪本书? (有歧义∃

>∀/∀>∃)

b.[哪本书]i,每个男生都喜欢ti? (无歧义∃
>∀/∗ ∀>∃)

话题的特征是有话题标记“啊/呀”之类的语气

词,是对话者双方已知的信息。而焦点的特征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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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标记“是”,是对话者双方未知的,新的信息,且
具有穷尽性。

(24)a.[ForceP[TopP[哪部电影 (啊/呢)]i[每个

人都喜欢ti]]]?

b.[ForceP[FocP[是哪部电影]i[每个人都喜欢

ti]]]?
既然是疑问词焦点,就应该满足焦点的条件。

陈述句中,左移位的焦点对动词有一定的限制。当

动词为动作性谓词时,宾语不能前置。当动词是非

情景谓词(non-episodicpredicate)时,宾语可以前

置。特指疑问句符合该条件。
(25)a.∗是[你的什么书]i,我今天读了ti?
b.是[你的什么风格]i,他们很欣赏ti?
疑问词焦点必须被焦点标记“是”标记,前置的

焦点与句中的某一成分相关联,并对动词有一定的

要求。只有当动词为非情景谓词时,疑问词焦点可

以移位至左缘位置。
(三)原位的疑问词焦点

在特指疑问句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焦点问句,
疑问词在句首,有焦点标记“是”,有疑问词焦点,但
该焦点不能替代句中的某一成分,如例(26):

(26)A.是谁的演讲,大家昨天都说好?

B.是张三的演讲,大家昨天都说好。
特指问句(26A)中“谁”为对比焦点。在陈述

句(26B)中,焦点标记“是”后的“张三”为对比焦

点。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
(26A,B)中的焦点都没有经过移位,因为“说好”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而是“动词-补语”(即“说
……好”)结构,因此“大家昨天都说张三的演讲好”
能够成立。“张三的演讲”和“谁的演讲”都不能成

为“说好”的宾语。所以(26)中的焦点可视为基础

生成的原位焦点,并且具有穷尽性。以上研究,对
话题和焦点在特指问句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
把话题分为了基础生成和非基础生成两类进行讨

论。在焦点问句中,存在两类表现形式,分别是原

位的“是”+原位疑问词以及“是”+前置疑问词的

形式,具体如下:
(27)

话题 焦点

原位疑
问词

基础生成(13b)
(14b)(15b)

“是”+原位
疑问词(26A)

非原位
疑问词

非基础生成(6b)
(8b)(11c)

“是”+前置的疑问词
(24b)(25b)

　　关于话题与焦点的分布,在陈述句中,话题的

位置高于焦点的位置(28)(29),在特指问句中,话

题位置同样高于焦点位置(30)(31)。
(28)a.书啊,我是最喜欢了。

∗b.我是最喜欢了,书啊。
(29)a.这句话呢,我是最满意的。

∗b.我是最满意的,这句话呢。
(30)a.我们学校啊,你 去 图 书 馆 买 的 是 什

么书?

∗b.你去图书馆买的是什么书,我们学校啊?
(31)a.警察啊,你昨天去警局看到的是谁?

b.∗你昨天去警局看到的是谁,警察啊?
基础生成的话题要高于非基础生成的话题,基

础生成的焦点要高于非基础生成的焦点。整体—
部分话题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没有语法上的联系,
也没有直接的复指代词,属于基础生成的话题。悬

挂话题与句子中的复指代词指称相同,也属于基础

生成的话题。左移位话题是通过移位至左缘位置

上,在句中存在一个语迹,属于非基础生成的话题。
在基础生成的话题中,整体—部分的话题要高于悬

挂话题,整体—部分话题和悬挂话题要高于左移位

话题。
(32)哪个公司呢,[经理]i,你跟他i 最熟?
(33)[哪个人呢]i,[从那家银行]j,你tj 给他i

赚了很多钱?
在例(32)中,“公司”与“经理”属于整体—部分

词,“哪个公司啊”属于整体—部分话题,“经理”指
示复指代词“他”,属于悬挂话题。整体—部分的话

题可高于悬挂话题。在例(33)中,“哪个人啊”属于

悬挂话题,“那家银行”属于左移位话题,悬挂话题

可高于左移位话题。同样,原位的疑问词焦点与谓

词之间不存在宾语关系,句子中的谓词属于不及物

动词,所以该焦点也属于基础生成的焦点。非原位

疑问词的焦点存在左移位现象,属于非基础生成的

焦点。

四、结语

本文基于制图理论,在汉语特指问句的基础上

对话题与焦点的分布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左缘结构

中的分布图:
(34)CP　> 整体—部分话题 > 悬挂话题 >

左移位话题 > 原位的疑问词焦点　> 非原位的

疑问词焦点 >IP
根据以上的分布图,本文认为特指问句中可以

存在多个话题,包括整体—部分话题、悬挂话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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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左移位话题。原位焦点与非原位焦点也可以存

在于特指问句中。不同类型的话题和焦点分别占

据不同的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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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DistributionofTopicsandFociinMandarin
wh-question:ACartographicSolution

BAILan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HunanWomen'sUniversity,Changsha410004,China)

Abstract:TheCartographicApproachaimstostudythefunctionalphrasestructures.Themandarinwh-
questionsdistributetypesoftopicsandfoci.Inleftperiphery,topicsareclassifiedaspart-wholetopic,

hangingtopicandleftdislocatedtopicinwhichwhole-parttopicandhangingtopicaredefinedasbase-
generatedtopicwhereasleftdislocatedtopicisconsideredasnon-base-generatedone.Inmandarinwh-
questionsthefociaredividedintotwotypes:"SHI+ wh-in-situphrase"and"SHI+ preposedwh-
phrase".Thetypeof"SHI+ wh-in-situphrase"isbase-generatedfocuswheretypeof"SHI+ preposed
wh-phrase"questionisnon-base-generatedfocus.Morespecifically,thesyntacticpositionoftopicishigh-
erthanfocus,thebase-generatedtopicishigherthannon-base-generatedtopicandthepositionofnon-
base-generatedfocusislowerthanbase-generatedfocus.
Keywords:cartographicapproach;mandarinwh-questions;topic;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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