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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话题的延续和转换是篇章中重要的语用功能。本文从句首话题共享的角度对话题延续
和转换进行了分类，分为句首话题延续、句中子话题延续、完全话题转换、兼语话
题转换、新支话题转换五种，进而对话题转换的特殊情况——新支话题展开研究。基
于33万字的广义话题结构语料库，本文对新支话题的句法成分、语义角色进行了统计
和分析。句法成分方面，宾语从句或补语从句主语、主谓谓语句小主语、状语起始句
的主语、句末宾语、连谓句非句末宾语、兼语句兼语、介词宾语甚至状语等都能成为
新支话题，从而引出新支句，其中句末宾语做新支话题的情况最多，但未发现间接宾
语作为新支话题的情况；语义角色方面，大部分主体论元（施事、感事、经事、主
事）和客体论元（受事、系事、结果、对象、与事），及少数凭借论元（工具、方
式，材料）和环境论元（处所、终点、路径）能成为新支话题引出新支句。其中，系
事和受事成为新支话题情况最显著，施事、结果和对象次之。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句
法、语义对话题转换这一语用现象的一种可能的约束途径。这将有助于人和计算机更
深入地理解汉语篇章的话题转换机制，以期将这种语用现象逐步落实到语义直至句法
的形式中，最终实现计算机对话题转换的自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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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ic Continuity and Topic Shifting are important pragmatic functions in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ic sha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 punctuation clause(P-
Clause),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Topic Continuity and Topic Shifting into five cate-
gories: Topic Continuity at the beginning of a P-Clause, Sub-topic Continuity among
a P-Clause, Complete Topic Shifting, Pivotal Sentence Topic Shifting and New Branch
Topic Shifting, where we do a further research on special cases of topic shifting. Based
on a corpus of Generalized Topic Structure with 330,000 characters, we make a statis-
tical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constituents and semantic roles of the New Branch topic.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语话题延续与转换机制及其计算模型研究”（18CYY030）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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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syntactic constituents, the subject of object clause or complement clause, the
small subject of subject-predicate predicate sentence, the subject of adverbial starting
sentence, the object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the object of a sentences with serial verbs,
the object of a pivotal sentence,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 and even a adverbial can serve
as a New Branch topic, which leads to a New Branch clause. Among them, the object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s a New Branch Topic, but no
indirect object is found as a New Branch Topic. As for semantic role, most of the sub-
ject arguments (agent, sentiment, experiencer, theme) and object arguments (patient,
relative, result, target, dative) are found. As for the supporting argument (instrument,
manner, material) and environment argument (location, goal, path), a few of them can
function as New Branch topics and lead to New Branch clauses. Among them, relative
and patient are the most typical New Branch topics, followed by agent, result and ob-
ject. Our study reveals a possible path fo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Topic
Shifting. This study can serve people and computers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shift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discourse, promoting to implement this pragmatic
phenomenon into the form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consequentially accomplishing au-
tomatic analysis of Topic Shifting by computers.

Keywords: topic continuity , topic shifting , New Branch topic , syntactic
constituent , semantic role

1 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和和和话话话题题题共共共享享享

“新支话题”是汉语小句复合体相关研究中（宋柔，2008，2013，2018）提出的概念0 。一
段语篇中，当某个标点句1 缺少话题，需要共享上文非句首的语言片段作为话题，但不共享
该片段之前的部分，则该被共享的语言片段称为“新支话题”，以“新支话题”为话题的标点句称
为“新支句”。例如：
例（1）
①顾炎武一抬头，
②　　　见到壁上挂着一一一幅幅幅高高高约约约五五五尺尺尺、、、宽宽宽约约约丈丈丈许许许的的的大大大画画画，//新支话题
③　　　　　　　　‖　　　　　　　　　　　　　　　绘的是一大片山水，//新支句
④　　　　　　　　‖　　　　　　　　　　　　　　　笔势纵横，//新支句
⑤　　　　　　　　‖　　　　　　　　　　　　　　　气象雄伟，//新支句
⑥　　　不禁喝了声采，
例（1）由6个标点句组成，根据“广义话题结构”标记方法（宋柔，2013），我们对每个标点句
按照其话题—说明情况，用换行缩进的形式进行排列。这样就展示了各成标点句之间的话题共
享关系。其中，①句不缺话题，后面5句都缺话题。②句和⑥句共享①句的“顾炎武”为话题，整
体构成一个围绕“顾炎武”的话题结构。③至⑤句共享第1句的“一幅. . . . . .大画”作话题，但不共
享“一幅. . . . . .大画”之前的部分。所以②句中的“一幅. . . . . .大画”称为新支话题，③至⑤句是对
新支话题的说明，是新支句。
例（1）中②至⑤句语用上还可以看作零形回指。零形回指有多种情况，这种句首的零形回

指比较特别，而新支句又是句首零形回指的特例。

0宋柔（2013）关于“小句复合体”的研究，原称为“广义话题结构”。其中的“话题”是指字面上出现的某个词语，
该词语是话语的出发点，其下文（少数情况为上文）是这个词语所引发的说明。这是对“话题”这一概念更广泛、更
朴素却更容易形式化的定义，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语用方面的名词性的“话题”，还有谓词性成分、状性成分，甚至
连词等，故称为“广义话题”，后为避免争执，改称“话头”。本文所说的新支话题的成分，虽然也是“广义话题（话
头）”的一种，但主要为名词性成分，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语用方上的“话题”。故本文仍使用“话题”这一术
语。

1篇章语法的研究通常以小句为单位，但小句的定义标准有一定模糊性，常纠结于大量的零句、从句、状语成分
等是否小句。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在处理小句时，往往采取标点符号来直接切割，宋柔（2008，2013）明确定义
为“标点句”，即指以逗号、分号、句号、叹号、问号、直接引语的引号以及这种引号前的冒号所分隔出的词语串。
再以标点句为基础，讨论标点句之间的话题关系或逻辑关系。本文采取这一方法，以标点句的作为篇章单位，在不
至混淆的情况下，本文所说的“句”一般指标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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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篇章的组织结构看，例（1）各句是通过句首的零形回指，组织成一个话题结构的。我
们把这种标点句句首的零形回指称为话话话题题题共共共享享享。在汉语中，这种话题共享不是临时的现象，而
是作为一种篇章组织机制而普遍存在的。卢达威等（2014）发现，若将汉语篇章按照标点句切
分，58.3%标点句的句首缺少话题。标点句正是通过话题共享，组织成话题结构，进而组成篇
章的。

从话题的延续和转换的角度看，篇章通过不同的话题共享方式实现话题的延续与转换，
从而推进篇章发展。如例（1）总体延续的话题是“顾炎武”，但中间插入了对新支话题“一
幅. . . . . .大画”的说明，语用上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话题转换。本文拟从话题的延续和转换的角度
讨论新支话题的特性，分析什么样的语言片段能够被后续说明，成为新支话题。

2 话话话题题题延延延续续续与与与转转转换换换的的的类类类型型型

话题延续有多个层次，从宏观到微观，包括主题的延续（thematic continuity）、
动作的延续（action continuity）和话题/参与者的延续（topics/participants continuity）
（Givón，1983）。即使微观的话题/参与者延续，也有不同的延续方式或回指方式，形式
从简到繁包括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同形名词、指示词+名词、描写性定语+名词等（方
梅，2005）。本文关注最微观，形式最简单的话题延续或转换，即仅讨论由话题共享（即句首
零形回指）而形成的话题延续与转换，并认为新支话题是话题转换的一种特殊情况。为行文方
便，下文所说的“话题”都指由句首零形回指而形成的共享话题。

基于共享话题的视角，话题的延续和转换可以分为5种情况。有些情况前人已有研究，但角
度、范围和说法可能有所不同，故相应的分类中我们尽量用前人文献中的例子，以便对应。

（一）句首话题延续。句首的话题继续被后续的标点句共享。例如：
例（2）
①那那那个个个人人人也意识到跑不脱，
②　　　只好扔掉麻袋（选自陈平，1987）
例（2）中①句话题完整，②句缺少话题，共享①句的“那个人”。这类话题延续陈平（1987）称
为平行推进。

（二）子话题的话题延续。虽然直接谈论的是子话题，但原话题被保留。实际上仍在说明
原话题，只是缩小到关于子话题的那个视角。子话题和原话题之间通常为部件、属性、隶属等
相关关系。这个语义关系决定了语用关系的话题延续。例如：
例（3）
①这这这个个个女女女孩孩孩眼眼眼睛睛睛很大，
②　　　　　　很漂亮（选自曹逢甫，2005，P104）
例（3）中①句不缺话题，是主谓谓语句。②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为，“很漂亮”直接说
明“这个女孩”，即看作句首话题延续。另一种解读为，②句共享①句的小主语“眼睛”为话题，
构成子话题延续。与第1节描述的“新支话题”不同的是，虽然②句直接说明的是“眼睛很漂亮”，
但“眼睛”是“这个女孩”身体的一部分，②句间接以“这个女孩”为外层话题，实现了外层话题的
延续。直接证据是把①句“眼睛”之前的部分与②句连起来，所构成的句子“这个女孩眼睛很漂
亮”是合格通顺的。曹逢甫（2005）的看法与此相似，他把第一种解读看作是以“这个女孩”为主
题的主题链；第二种解读看作是以“眼睛”为主题的小主题链内嵌于“这个女孩”为主题的主题链
中，相当于文本所说的子话题的话题延续。

（三）完全话题转换。即标点句话题自足，不需要从上下文共享话题。例如：
例（4）
①红海早过了，
②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选自钱钟书，《围城》）
例（4）①句的话题是“红海”，②句的话题是“船”，虽然在一个句号句内，但两个标点句都话题
自足，相互不形成话题—说明关系，就话题延续方面看，我们认为属于完全话题转换。完全话
题转换后，下文不能再以延续前面的话题。如该例中，下文不能以话题共享的形式对“红海”进
行说明，除非再重复一遍话题或以其他方式回指。对于篇章中其他形式的回指，包括代词回
指、同形名词、指示词+名词、描写性定语+名词等形式，由于不是话题共享，与共享话题的延
续与转换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暂时也归在完全话题转换中，日后再进一步分类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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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语句话题转换。例如：
例（5）
①上面有个个个干干干部部部模模模样样样的的的人人人，
②　　　　　　　　　　托着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选自陈平，1987）
例（5）①句是主动宾结构的句子，②句以①句的宾语“（这）个干部模样的人”作为话题。这
类话题与子话题延续的不同之处在于，②句语义上与①句的“上面”等词语无关，没有间接延续
①句外层话题。然而，②句在补全缺失成分的时候，把①句话题前的部分连起来也是成句的，
即“上面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托着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也就是说，虽然语义上②句与①句的
外层话题没有太多关系，但通过句法仍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屈承熹（2006）称这类情况为话题
套叠，陈平（1987）称该例为层继推进。

（五）新支话题转换。例如：
例（6）
①这把五五五人人人吓坏了，
②　‖　　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话。（选自钱钟书，《围城》）
例（6）和例（1）一样属于新支话题的转换。②句共享的话题是①句的介词宾语“五人”，“五
人”成为了新支话题，②句是新支句。新支话题转换不同于其他几类情况的地方是，②句无论
是句法上还是语义上，都不能与①句新支话题“五人”之前的部分形成更大的关联。若仿照第
二类和第四类的方法，把“五人”前面的部分与②句连起来，即“*这把五人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
话。”是不通的。即相当于发生了话题的转换，从原话题“这”转到新支话题“五人”。为了直观可
读，标记时，在新支话题的左下方插入一个双竖线标记，表示新支句同新支话题的左边成分是
隔离的。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支话题的话题转换是局部的和临时性的，因为后文可以以零形式继

续延续原有的话题，如例（1）。我们预测，这类新支话题和新支句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另一
方面，在语料整理中发现，这种新支话题不一定出现在动词宾语位置，例（6）就是介词宾语作
为新支话题引出新支句的例子。对此，后文还将进一步分析。
综合起来，话题延续和转换的分类汇总如表1。表1列出4个特征：原话题是否被新标点句直

接说明、原话题是否被新标点句间接说明、原话题与新标点句能否连成句、新话题是否在原句
内，并使用这4个特征比较了话题延续和转换的5种类型的异同。

Table 1: 话题延续转换方式的分类

前人研究大多注意到了前四种情况，对新支话题情况及其形式特点，特别是原话题与新标
点句连起来不能成句的特点，没有足够的重视。而这种不能成句，正是判断新支话题的直接标
准。
虽然统计中新支话题数量不多，但新支话题的研究很有意义。对于完全的话题转换，研究

其成因需要在篇章全局范围内考察，难度较大。对于新支话题，虽然新话题和原话题没有直接
话题—说明的关系，但新话题出自于原话题—说明的局部语境，研究新支话题的成因可以局限
于这个局部语境，复杂度大大减小，有助于揭示话题延续和转换现象的本质。本文以句法成分
和语义角色作为研究新支话题的切入点，考察新支话题充当什么样的句法成分时容易引出新支
句，以及语义上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本文使用了一个自建的广义话题结构标注的语料库，该语料库包括《围城》全文及其他小

说、新闻、工作报告、说明文、法律法规等不同体裁的汉语篇章共约33万字，标点句35800多
句。其中，发现新支话题501例，新支句777句（一个新支话题可以被多个标点句说明，故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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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数目多于新支话题）。基于该新支话题和新支句的语料，本文从句法和语义层面对新支话题
和新支句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作为新支话题研究的起点。

3 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语语语法法法功功功能能能与与与句句句法法法成成成分分分分分分析析析

语法功能方面，我们在语料库标注中发现，新支话题绝大多数是体词性短语，且多数指称
具体的实体，如例（1）和例（6）；也有极少情况是谓词性短语，例如：
例（7）
①全国人大常委会. . .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部部分分分补补补充充充和和和修修修改改改，
②　　　　　　　　　　　　　　　　　　　‖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
则相抵触。
例中①句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原是谓词性短语，成为②句的新支话题后，强迫变成了指称性，
指“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但这种情况极为少，且其指称的事件也是具体事件，容易从陈述性变
为指称性。

句法成分方面比较复杂，以下我们全面将考察新支话题所充当的句法成分，并对已发现的
不同句法成分举例分析。以下例子如无特殊说明，都出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一一一）））主主主语语语

从句主语，主谓谓语句小主语，状性成分起始句主语都有可能成为新支话题的主语。

1）从句主语

成为新支话题的从句主语包括宾语从句主语和补语从句主语。后续的标点句只对从句主语
说明，不能够与主句构成话题—说明关系。此类共有29例，占5.8%。其中，宾语从句28例，补
语从句1例，例如：
例（8）
他一见唐小姐，
　便知道她她她今天非常矜持，
　　　‖　毫无平时的笑容，
　　　‖　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
（*说明：从本例起，我们主要关注新支话题（加粗部分），如无特殊需要，不再在标点句前标
示序号。）
本例中，新支话题“她”是“知道”的宾语从句的主语。后续两个标点句“毫无平时的笑容”和“出来
时手里拿个大纸包”说的都是“她”，即“唐小姐”，且不能与“她”之前的部分“他便知道”构成连成
句法语义贯通的句子。
例（9）
这暖烘烘的味道熏得方方方鸿鸿鸿渐渐渐要泛胃，
　　　　　　　　‖　　　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
“方鸿渐”是“熏得”的补语从句主语，标点句“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是对“方鸿渐”的进一步说
明，与主句无关。

2）主谓谓语句小主语

以主谓谓语句小主语作为新支话题的有38例，占7.6%，例如：
例（10）
今天苏小姐起身我我我都不知道，
　　　　　　‖　睡得像木头。
本例由多重主谓谓语结构组成，“我”是内层的主谓结构“我都不知道”的小主语，被标点句“睡得
像木头”共享，但后句不能与“今天苏小姐起身”构成话题—说明关系。“我”成为新支话题。

3）状性成分起始句主语

虽然句首的状性成分不是传统的“话题”，但语料中的情况是，有些句首状性成分能被后续
标点句共享，有些不行。这些句首状性成分不能为后续的标点句所共享时，该句的主语就成为
了新支话题。这类情况共有16例，占3.2%。
例（11）
无论如何他他他决不会一翻脸就走的；
　　　‖　来得困难，
　　　‖　去也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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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他”被后续的标点句“来得困难”以及“去也没那么容易”所谈论，但副词性成分“无论如
何”不能够被共享，“他”成为了新支话题。

（（（二二二）））动动动词词词宾宾宾语语语

动词宾语充任的新支话题在新支话题中最普遍，共有364例，占所有新支话题的72.7%。按
宾语出现的位置，又可进一步分为：句末动词宾语、兼语句兼语、连谓句非句末宾语。

1）句末动词宾语

该类新支话题最多，有318例，占63.5%。例如：
例（12）
李梅亭拉开抽抽抽屉屉屉，
　　　　‖　　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
本例首句是主动宾句，“抽屉”是“拉开”的宾语，位于句末。后句进一步说明“抽屉”的内容，不
能与“李梅亭”等形成话题—说明关系，“抽屉”成为新支话题。
例（13）
他打了两下门门门，
　　　　‖　没人来开。
本例首句是主动宾句，“门”是“打”的宾语。后句是对“门”进行说明，与前面都“他打了两下”都
没有关系，“门”成为新支话题。

2）兼语句中的兼语

兼语句的兼语成分既是述宾短语的宾语，又是主谓短语的主语。兼语成分作为下一个标点
句的新支话题有37例，占7.4%。例如：
例（14）
生产队派他他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　从不计较工分报酬。
兼语“他”是新支话题，在首句中既作“派”的宾语，又作“干什么”的主语。第二句对“他”进行说
明，与“生产队”没有直接话题—说明关系。

3）连谓句非句末宾语

连谓句有若干个动宾结构，出现在句中间的动词宾语也可能成为新支话题。该类有9例，
占1.8%，例如：
例（15）
我买了一一一打打打新新新手手手帕帕帕上船，
　　‖　　　　　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
首句是连谓句，“一打新手帕”是动词“买”的宾语，位于句中，第二句是对“一打新手帕”的进一
步说明，与“我”无关。

（（（三三三）））介介介词词词宾宾宾语语语

介词的宾语也可以成为新支话题，已发现的介词包括“把、被、给、对、在”等，共
有39例，占7.8%。如上一节的例（6），又如：
例（16）
你这话给我我我父父父亲亲亲听见，
　　　‖　　　该说“孺子可教”了。
“我父亲”是介词“给”的宾语，被第二个标点句共享，但“你这话”不能与后续标点句构成话
题—说明关系。

（（（四四四）））状状状语语语

状语成为新支话题只有1例，占0.2%，但这例比较特殊，是名词作状语。
例（17）
只听得阿丑半楼梯就尖尖尖声声声嚷痛，
　　　　　　　　‖　　厉而长像特别快车经过小站不停时的汽笛，
　　　　　(跟着)号啕大哭。例中“尖声”是名词，后续标点句是对“尖声”的比喻，与前面的话
题“阿丑”无关。而一般的状语是副词或形容词，暂没有发现这类词语充当新支话题的情况。

（（（五五五）））嵌嵌嵌套套套较较较深深深的的的句句句法法法成成成分分分成成成为为为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

有些新支话题较为特殊，从句法成分上看，结构层次很深。比如宾语的定语成分，甚至是
定语的一部分作为新支话题。但比例不大，有14例，占2.8%，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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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8）
丈夫是女女女人人人的职业，
　　‖　　　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
例（19）
我这话说在你你你耳朵里，
　　　　‖　　不要有了新亲，
　　　　　　　　　把旧亲忘个干净！
例（18）的新支话题“女人”是系动词“是”的宾语的定语，例（19）的新支话题“你”嵌套得更
深：介词“在”的宾语“你耳朵里”是名词—方位词短语，“你”是的其中名词短语的表领属的定
语。

（（（六六六）））小小小结结结：：：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句句句法法法成成成分分分的的的特特特点点点

综上所述，语料库中新支话题句法成分统计情况详见表2。

Table 2: 新支话题句法成分统计

从以上众多例子可以看出，新支句无论从语义上还是句法形式上，与定语从句都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主要是对新支话题进行补充描述，所以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话题转换。从新支话题的
句法成分分类可以看出，位于句末的动词宾语作为新支话题的情况最显著，占63.5%，其他都
不超过8%。这是因为，句末的动词宾语是新信息最显著的地方，容易产生进一步说明的需求，
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变成新支话题。位于其后的是介词宾语（7.8%），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介词保
留了一定动词的性质，依然能引出新的事物进一步描述；兼语句的兼语（7.4%）类似。再次是
主谓谓语句小主语（7.6%）和从句主语（5.6%），它们本身就是陈述的主体，形成新支句原因
是由于新支话题前面的部分不能作为共享话题延续到后句，从而形成了局部的话题转换，在机
制上与动词宾语、介词宾语引出的新支句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我们能看出，新支话题所处的
句法位置总的来说是多样的，既可以在句中，也可以在句末；既可以是主语，也可能是动词的
宾语，还可以是介词的宾语，甚至状语；既可以是单句的某些成分，也可以是从句的某些成
分，还可以是嵌套在某一句子成分中的一部分。可见，在篇章的叙述过程中，对事物进一步说
明的需求是很强烈的，只要语境确实需要，句法位置限制不大。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目前的语料看，也存在一些句法成分没有充当新支话题的情况，比
如间接宾语，而且人为要造出间接宾语作为新支话题的句子也不容易，例如：
例（20）
?小明送了小小小红红红一支玫瑰花，
　　　‖　　开心了一天。
例中似乎很难将“开心了一天”的话题理解为“小红”，或者说“开心了一天的”话题是“小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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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红”至少是有歧义的。如果要对“小红”进行说明，最自然的方法应该是将“小红”重复一
遍，即“小明送了小红一支玫瑰花，小红开心了一天。”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间接宾语要求一
个能带双宾语的三元动词；而动词的三个论元都围绕同一个事件，且间接宾语和主语一般都指
人；此时，如果后续标点句描述的是人而且以零形式回指某个论元，那么主语和间接宾语将存
在竞争（如上例的“小明”和“小红”），而主语在句法和认知上位置都比较突显，导致主语更容
易被后续标点句说明，间接宾语较难成为新支话题。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比例统计，只是对已发现的新支话题的句法成分进行分类统计，而
不是这些句法成分成为新支话题的比例。就某个句法成分来说，不作为新支话题的情况必然比
成为新支话题的可能性大得多，这从新支话题本身的数量和占比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新支话
题依然是一种特殊的话题转换现象。

4 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语语语义义义角角角色色色分分分析析析

由于新支句是对新支话题的进一步描述，那么新支话题在原句中的语义角色，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该成分需要被进一步描述的语义动因。

在501例新支话题中，大部分新支话题位于动词谓语句中，但有情况两种例外。

一是新支话题的所在句（/从句）是形容词谓语等的非动词谓语句，这类有11例，
占2.2%，其语义角色通常是主事，比如例（8），又如：
例（21）
我我我看她年轻得很，
　‖　是不是在念书？
“她年轻得很”是形容词谓语句做“看”的宾语从句，“她”是从句主语，成为新支话题，语义角色
是主事。后句与主句无关。

二是新支话题不是句中的直接论元，而是宾语的定语等句法成分嵌套较深的情况，这类新
支话题我们暂不讨论它的语义角色问题，这类有14例，占2.8%。

其余476例新支话题的所在句（/从句）都是动词谓语句。以下，我们讨论这些新支话题与
所在句（/从句）中主要动词的语义角色关系。语义角色体系参考袁毓林（2008，2013）的论元
结构理论，分为必有论元和非必有论元；必有论元包括主体论元（施事、感事、经事、致事、
主事）和客体论元（受事、系事、结果、对象、与事）；非必有论元包括凭借论元（工具、
材料、方式、原因、目的）和环境论元（时间、处所、源点、终点、路径、范围、量幅），
共22种。对于动词论元的语义角色界定，我们使用袁毓林教授开发的《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动词
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对新支话题进行语义角色标注。

以下，我们统计和分析各例新支话题的语义角色。

（（（一一一）））主主主体体体论论论元元元

主体论元是新支话题时，句法上可以充当从句主语、主谓谓语句小主语、状性成分起始句
主语等，少数是介词（被、给等）宾语。它们的论元角色有施事、感事、主事、经事，但没有
出现致事成为新支话题。主体论元作为新支话题有111例，占22.2%。

1）施事

该类新支话题句法上通常是从句主语或者主谓谓语句小主语等，这类新支话题共有52例，
占10.4%。施事作为动作的发出者，进一步描述是很自然的，成为新支话题主要是该词语前
面的部分与后续标点句不能连成句的问题，导致了临时的话题转换。如例（11）的新支话
题“他”（从句主语）是“翻脸”的施事，又如：
例（22）
大大小小的事全是她她她一手办理，
　　　　　　　‖　外表斯文柔弱，
　　　　　　　‖　全看不出来！
新支话题“她”是“办理”的施事。不过后续是对“她”的描述，与原句“她”办事不相关，形成了新
支话题。

2）感事

感事类新支话题情况与施事类似，但对应的动词通常的感知认知方面的。这类语义角色的
新支话题共有13例，占2.6%。除了从句主语，还有部分是“给、被”等介词的宾语，如也成为感
事的新支话题。如例（9）的新支话题“方鸿渐”是补语从句中“泛胃”的感事，例（10）中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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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我”是小谓语核心动词“知道”的感事，例（16）的新支话题“我父亲”（“给”的宾语）是“听
见”的感事。

3）经事

由于论元语义角色为经事的动词较少，经事类的新支话题也较少，只有2例，占0.4%。主
要是各类从句主语，例如：
例（23）
鸿渐早像箭箭箭猪猪猪碰见仇敌，
　　　‖　　毛根根竖直，
本例宾语从句主语“箭猪”是“碰见”的经事。

4）主事

主事类新支话题数量较多，有45例，占9.0%。一来是论元的语义角色为主事的动词较多；
二来除了主动宾句的主语外，存现句（“处所+动词+主事”）的宾语也属于主事。存现句的主事
不仅因为是句法上的宾语，更在于存现句在语义上引出了一个新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对该事物
进一步说明的倾向，常常成为新支话题。如例（1）的“一幅. . . . . .大画”，又如：
例（24）
紧靠讲台的记录席上是一一一个个个女女女学学学生生生，
　　　　　　　　　‖　　　　　新烫头发的浪纹板得像漆出来的。
本例“一个女学生”是存现句的主事，后面对她的说明，与其处所“记录席”无关，故形成新支话
题。

通常来说，主体论元继续被后续标点句说明是很自然的，作为主语时，大多是一种话题延
续而不成为新支话题。它们之所以成为新支话题，是因为句首的其他成分只对本句起作用，不
能被后续的标点句共享。除此之外，存现句的宾语是主事，也是主体论元。

（（（二二二）））客客客体体体论论论元元元

客体论元成为新支话题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大部分动词宾语和介词宾语属于此类，共
有310例，占61.9%。

1）受事

受事经常在动词宾语位置成为新支话题，如例（12）中新支话题“抽屉”是动词“拉开”的受
事，例（13）中新支话题“门”是动词“打”的受事。有时是“把、将、给”等介词的宾语成为新支
话题，如例（6）的“五人”是“吓”的受事。受事类的新支话题有84例，占16.8%。

2）系事

系事类的新支话题最多，有130例，占25.9%。系事类新支话题的动词主要是表等同
的“是”或表比喻的“像”等，这类动词的客体论元常常因与主体论元相同或相似性而被引入
到篇章中，成为语篇中的新事物，很容易有进一步说明的需求。例如：
例（25）
那张是七七七月月月初初初的的的《《《沪沪沪报报报》》》，
　　‖　　　　　　　　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
“七月初的《沪报》”是关系动词“是”的系事。这里“是”表等同，如果说后句说明的是“那张”也
未尝不可，但是看作对“《沪报》”的进一步说明，可能更加贴切。

3）结果

结果类新支话题有47例，占9.4%。语料中发现，结果论元非常容易成为新支话题，当动词
创造出一个事物之后，较容易有对这个新事物有进一步说明的需求，例如：
例（26）
阿丑写了“大大大”字字字和和和“方方方”字字字，
　　　‖　　　　　　　　　像一根根火柴搭起来的。
本例“‘大’”字和‘方’字”是“写”的结果，后句对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

4）对象

对象类新支话题有37例，占7.4%。引出对象论元的动词通常是感知或认知类的动词，
如“看”“听”“知道”“喜欢”，以及介词“对”的宾语等。通过主体论元的观察、感受，向语篇引入
了新对象，也有一定的进一步说明的倾向。
例（27）
①鸿渐偷看苏苏苏小小小姐姐姐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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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光洁得像月光泼上去就会滑下来，
③　　　‖　　　眼睛里也闪活着月亮，
④　　　‖　　　嘴唇上月华洗不淡的红色变为滋润的深暗。
本例由“偷看”引出了新事物，形成新支话题。其中，新支话题有两重。②句“光洁得. . . . . .滑下
来”指向“苏小姐的脸”，③至④句说的是“苏小姐”。都与“鸿渐”无关，形成多重的新支话题。用
换行缩进方式表示的话题结构，把这种话题共享的层次直观地展示了出来。

5）与事

与事类新支话题有12例，占2.4%。语料中与事当新支话题的情况都多数是动词宾语，少数
是介词宾语，最常见的间接宾语的与事没有成为新支话题。例如：
例（28）
我前天碰见周周周厚厚厚卿卿卿的的的儿儿儿子子子，
　　　　‖　　　　　　从前跟老大念过书，
　　　　‖　　　　　　年纪十七八岁. . . . . .
本例“碰见”的客体论元是与事，后面几句都是围绕“周厚卿的儿子”的说明，与“我”无关，与事
成为新支话题。

总的来说，客体论元成为新支话题是最常见的情况。

（（（三三三）））凭凭凭借借借论论论元元元

极少数凭借论元的论旨能够成为新支话题，语料库中只发现1例方式论元成为新支话题的情
况，占0.2%。这例就是例（17）“尖声嚷痛”的状语“尖声”成为新支话题，“尖声”的“嚷痛”的方
式。

其他凭借论元（工具、材料、原因、目的等）暂未发现成为新支话题的情况。可见，凭借
论元要作为新支话题引出新支句比较困难。

（（（四四四）））环环环境境境论论论元元元

环境论元中，发现处所论元和终点论元作为新支话题的情况，共14例，占2.8%，语料库中
没有发现时间、源点、路径、范围论元作为新支话题的情况。

1）处所

处所类的新支话题共6例，占1.2%，例如：
例（29）
辛楣等睡在一一一个个个统统统间间间里，
　　　　‖　　　　没有床铺
本例的“一个统间”是“睡”的处所论元，后句是对“统间”的说明，与“辛楣”无关。

2）终点

终点类的新支话题共8例，占1.6%，例如：
例（30）
明天上午他们到了界界界化化化陇陇陇，
　　　　　　　‖　　　是江西和湖南的交界。
本例“界化陇”是“到”的终点论元，后句是对“界化陇”，与“他们”等话题无关。

这些环境论元作为新支话题的例子，基本上都位于句末，且句中的核心动词本身与处所、
范围等相关，实际上这些环境论元对于主要动词来说，是核心论元。

（（（五五五）））具具具有有有多多多种种种语语语义义义角角角色色色的的的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

有些新支话题在句中身兼多种语义角色，对不同动词承担不同语义角色，在句法上主要是
兼语句的兼语，或连谓句某个动词的宾语，这类新支话题有39例，占7.8%。

例如，例（14）中新支话题“他”是动词“派”的受事又是动词“干”的施事。又如：
例（31）
他拣出bf 一叠纸给鸿渐看，
　　‖　　　是英文丁组学生的公呈。
本例中“一叠纸”是“拣出”的受事，又是“看”的对象。

（（（六六六）））小小小结结结：：：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语语语义义义角角角色色色的的的特特特点点点

综上所述，语料库中新支话题语义角色统计情况详见表3。

从语料库实例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语义角色中客体论元最容易成为新支话题，共
占61.9%，其次是主体论元，环境论元不太容易，凭借论元非常困难。其中，系事（25.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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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新支话题语义角色统计

为新支话题比例最高，因为系事论元通常是“是”“像”等关系动词句子中的宾语，而“是字句”等
多为静态描写，此时，引出新支句作进一步描写的倾向较强。其次是受事（16.8%）和施事
（10.4%），这两种语义角色是与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语义角色，对行为的发出者或者接受者有
进一步说明的需求，且通常他们的句法位置较高，较容易被进一步说明。对象（7.4%）和感事
（2.6%）论元的情况看与受事和施事相似，只是论元搭配的是感知、认知类动词，这类词语数
量不多。然而，结果（9.4%）论元做新支话题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带有结果论元的动词总体数
量不多，但引出新支句数量较多，这是由于结果论元常常是由动词创制的新事物，通常第一次
引入篇章，故对新事物容易形成进一步说明的需求。主事（9.0%）论元主要由于存现句的主事
论元常常成为新支话题。其他语义角色成为新支话题的情况都较少，不足5%。还有一些语义角
色，我们在语料中没有发现它们成为新支话题的例子。这些语义角色可能分为两类情况。一类
是虽然受语料规模所限暂时没有发现该论元成为新支话题的例子，但可以自造例子。例如工具
论元。
例（32）
我喜欢用这把刀切菜，
　　　‖　　　特别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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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这把刀”是工具论元，后句进一步说明“这把刀”的特点。另一类则在语料库中没有发现，
且难以自造，如表原因、目的论元。
例（33）
他因为《海瑞罢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那出戏被禁演了。
例中“受到冲击”是核心动词短语，“《海瑞罢官》”是介词“因为”的宾语，是原因论元，但难以
成为新支话题。如果想以“《海瑞罢官》”为话题进一步说明，就需要以某种形式重复话题而不
能零形式，如例中的“那出戏”。再如：
例（34）
两人为了儿子暂时离婚，儿子归了父亲。
本例的核心动词是“离婚”。介词宾语“儿子”既不是“离婚”的主体，也不是“离婚”的客体，而
是“离婚”的目的，但难以成为新支话题。当“儿子”需要作为话题时，就得重复出现。还有一种
由介词“除了”引出的宾语，不在通常所说的动词论元范围内，我们暂时称作排除论元。这种论
元也难以充任新支话题，如：
例（35）
我们班除了几个女生其余都在，那几个女生回家了。
“几个女生”属于核心动词“在”的排除对象，这种被排除者的语义角色不能充当新支话题。如果
需要成为话题，就得重复出现。我们认为，这些论元在整个句子中往往是一种背景信息，当前
景信息出现后，背景信息很难再次被激活而作进一步说明。而已发现的充当新支话题的语义角
色，往往在语义上与动词直接相关，是以动词为核心的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实实实质质质语语语义义义对对对新新新支支支话话话题题题的的的作作作用用用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些嵌套较深的新支话题，发现新支话题的引出不是取决于语句的表层
语义，而是取决于语句的实质意义。由于修辞或其他语用原因，这种深层的语义有时跟表层语
义不尽相同。

如例（18）中新支话题“女人”是关系动词“是”的宾语“女人的职业”的定语。但“职业”是“女
人”的一个从属属性。“丈夫是女人的职业”也就是“女人的职业是丈夫”，或者干脆不要“的”，就
是“女人职业是丈夫”。语义上“女人”是联系动词“是”的主体论元，因此后续标点句仍能以“女
人”作为话题。

又如例（19），从字面上看，新支话题“你”句法位置嵌套得很深，不是“说”的客体论元
（“你耳朵里”是“说”的处所论元）。但是这句话的表达的实质意义是“我警告你”，“你”是“警
告”的受事。因此，“你”成为了新支话题，“耳朵”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再如：
例（36）
你小心别讨了你你你那那那位位位朋朋朋友友友的厌，
　　　　　‖　　　　　一脚踢你出来，
从句法上看，动词宾语的定语“你那位朋友”成为新支话题，而且是离合词“讨厌”的插入成
分，层次嵌套较深，“讨厌”的论元分析也很困难。但句子的实质语义是“你别招你那位朋友讨
厌”，“你那位朋友”是致使动词“招”的对象，又是“讨厌”的感事。上述例子可见，形成新支话题
的必有论元不苑囿于字面词语的必有论元，而是看说话人真正想表达的实质语义的必有论元。
用实质语义方法分析新支话题的成因，只是初步尝试，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方法，
对实质语义形成新支话题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介绍了新支话题和新支句的概念，将标点句句首的零形回指称为话题共享，根据话题
共享情况，对篇章微观话题的延续和转换进行了分类，分为句首话题延续、句中子话题延续、
完全话题转换、兼语话题转换、新支话题转换五种，认为新支话题是一种特殊的、临时的话题
转换。

为进一步研究新支话题的特点，本文考察了33万字的语料，发现了501个新支话题，分
析和统计了其句法成分和语义角色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句法方面，新支话题在句中的句
法位置可以是：宾语从句或补语从句主语、主谓谓语句小主语、状语起始句的主语、句末宾
语、连谓句非句末宾语、兼语句兼语、介词宾语、状语等。它们都能引出新句子进行说明。其
中，63.5%是句末宾语做新支话题，其他都不超过8%，超过5%的情况有：介词宾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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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谓谓语句小主语（7.6%）、兼语句兼语（7.4%）和宾语从句的主语（5.6%）。这是因为新
支句的作用一般用于补充说明或进一步描述新支话题。句末宾语是新信息最显著的位置，因
此被进一步描述的机会最大。值得注意的是，介词宾语做新支话题的频率也不低，“把、被、
给、对、在”都可能引出新支话题，共39例，反映了介词仍保留动词的功能，介词宾语也具有
引出新信息的特点。但间接宾语无法成为新支话题。语义方面，可以做新支话题的语义角色
包括：大部分主体论元（施事、感事、经事、主事），所有客体论元（受事、系事、结果、
对象），少数凭借论元（方式）、部分环境论元（处所、终点）。其中，最常见的语义角
色是系事（25.9%）、受事（16.8%）、施事（10.4%）、结果（9.4%）、主事（9.0%）和对象
（7.4%），其他都不超过3%（即不超过15句）。系事常用于描述新事物，结果则是创造出新事
物，这些新事物被进一步描述可能性大，因此需要用新支句对其进一步说明。施事、受事、感
受、对象等都是动词的最直接参与者，也存在被进一步说明的可能性。但是表原因、目的的论
元和表排除义（“除了”）的论元都难以成为新支话题，他们在句中都是背景的信息，难以被进
一步描述。
对于句法上嵌套得较深、结构上难以划入动词论元的新支话题，我们尝试着用说话人表达

的实质语义来解释，说明在语义理解的层面，这些论元实际处于表层的位置。
总的来说，新支话题作为一种临时的话题转换，是出于对引入语篇的事物有进一步说明的

语义需求。对新支话题进行说明的新支句，由于不能与外层话题形成话题延续，或多或少有一
种补充说明或者插入说明的意思。但这种说明是有句法和语义限制的，并非句中任意句法成分
或语义角色都能够被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只有处于当前陈述的事件中最密切相关的
前景信息，才可能被进一步说明，发生临时的话题转换。
话题延续和转换是一种语用现象，我们期望通过句法和语义的约束研究，将这种语用现象

逐步落实到语义直至句法的形式上，从而为语言的科学化、形式化研究起到推进作用。本文目
前还只是面向人的分析和操作，将来应逐步发现人工分析操作的形式依据，以便交由计算机去
处理。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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