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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称和标记论》是沈家煊先生汉语语法研究前期成果的结晶，于1999 年9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2015年8月由商务印书

馆再版。

　　该书以功能主义语言学中新的“标记理论”为核心理论工具，兼以不拘一格广泛借鉴国外语言类型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和认知语

言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对汉语语法中各种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展开研究，在结构主义分析盛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导夫先

路”的意义。

　　这一系列研究的基本理论取向，用沈先生的原话，“选择的是功能主义的路子”，“从语言外部寻找解释”。研究中纳入众多理论方

法，也都属于“广义的功能主义，就是把语言的结构跟语言的功能紧紧联系起来”。采用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是为了“在世界语言的大

背景下对汉语做深入的考察”，“更多看到的是汉语跟世界语言相通的一面”；采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是因为“语言和思维方式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注重的更多是语言结构的非任意性的一面。

　　全书共分十二章，布局精当。前两章构建出完整的标记论蓝图，后十章描写解释汉语中各种不对称现象。全书体系以标记理论为纲，

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前后环环相扣，融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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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阐述本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即以功能主义的语言观为理论前提，相信语言结构中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大多可以从语言功

能上找到解释；并采取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汉语个性和语言共性相结合的办法，将汉语纳入世界语言的变异

范围内进行解释。第二章以介绍传统的标记理论为铺垫，着重解说了新的标记理论。首先结合实例详细阐释了“相对模式”和“关联模

式”的观点，继而以此为核心，打破传统的“二分模式”和“简单模式”，同“蕴涵通性”、“语法等级”、“典型范畴”等概念相联

系，进而归纳出六条有无标记项的判别标准，分析了“标记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与语言演变的关系。其普遍的理论意义在于，“可以对

人类语言的变异范围作出限制，可以用来对一些重要的语法范畴作出跨语言的定义”。这种标记模式还具有语用、认知和生理等方面的基

础，最终可以证明语言的结构与演化跟语言的使用和人的认知方式具有密切的关联。整个理论体系中，既有对Trubetzkoy、Jakobson、

Greenberg和Croft等语言学大家在标记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精当述评，也提出了作者本人的崭新见解。

　　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是一系列个案研究，运用新的标记理论，对现代汉语中颇具争议的一些难点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既用理论解释

了事实，又用事实支撑了理论。各章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互相参照引证，以标记论贯穿始终，同时，也注重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考察语法，

看语言的使用规律如何在语法上体现出来。

　　第三至七章集中研究一个大问题——肯定与否定的不对称。第三章首先根据有无标记项的判定标准得出否定句相对于肯定句是有标记

项的结论，再运用“关联标记模式”解释了某些看似违背分布标准的现象，继而分别从意义、使用条件和信息的连续传递等角度指出肯定

句和否定句的差别。第四章更进一步，将否定分为无标记否定和有标记否定，建立起语义否定与无标记否定、语用否定与有标记否定间的

对应关系，运用语用学中的“适量准则”、“合作原则”及“方式准则”来解释两种否定的不对称，并区分了句子的“衍推义”、“隐涵

义”和“预设义”。第五章以“差不多”和“差点儿”为例，指出二者的对立本质上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并结合语用及认知对问题加以

分析说明。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探讨了“极性词”的肯定和否定以及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消失问题，紧紧围绕语用和认知两方面来说明极性

词的形成和肯定否定消失的原因。

　　随后几章分别论证了反义词的标记模式及反义词有、无标记项之间的关联；由施事受事的不对称、话题焦点的不对称导致的主宾语的

不对称；名动形三类实词和句法成分的关联标记模式；以及形容词内部连续统和形容词与句法成分的关联标记模式。最后一章用“元标记

模式”探讨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称与不对称，说明语言演变规律是造成形义间不对称的一个原因，以此作为理论的收束和深化。

　　《不对称和标记论》的典范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沈先生在前言中强调，正是在前辈大师的指引下，才有了本书的新探索。赵元任先生提出的扭曲对应关系，在本书中得到了发扬光

大。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及一些语言学札记中就已经初步描写了几种汉语中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沈家煊先生受此启发，

并进一步发现新的材料，以其深厚的当代理论语言学功底，作出一个个开口小而挖掘深的个案研究。书中的一些章节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即已发表。这说明数十年前沈家煊先生就意识到了，句法研究离不开功能、语用和认知，并以此为立足点，不拘于理论门派，汲取各家

精华，熔于一炉。本书堪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典范。

　　沈先生还强调要凭借语感对例句的接受度与合法性作出判断，这是深入研究的前提。文中对语言现象的技术性分析细腻而深入，并进

一步将如此丰富的现象容纳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赋予解释。本书堪称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典范。

　　诞生于上世纪末的这本著作，其基本观点萌育了沈家煊先生近年来着力论证的“名动包含模式”，而书中的主要观点也已成为当今学

界的共识，值得一代代语言学者涵泳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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