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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语气显著性和隐性模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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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以制图理论为框架,从比较句法的角度来检视汉语中语气词和时体系统之间相互相生的关系。此

外,文章也主张隐性范畴其实是类型学上显著性表征:正因其显著,反倒无需标记。从汉语中的光杆数量句、
虚拟补语句、外疑问状语、非典疑问句等确切事证出发,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探讨汉语在限定性上的类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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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谓语气显著性(MoodProminence)?

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史上,时态(tense)做为语法范畴的地位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热点。从语言

类型学(linguistictypology)的角度来看,汉语缺乏形态上的时态标记(morphologicaltensemarker)是
个不争的事实;而学界也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解析,并挑起了激烈的论

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即便如此,这些年来我们仍对不同语言类型如何实现时态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句法学的

角度来看,一个句子的屈折层(inflectionallayer)是以时态词组(TP,tensephrase)为核心来建构的,与
此息息相关的不只是词法上的隐现问题,更包括了主语位置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格位(case)、一致

(agreement)等语法关系如何实现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围绕着主格分派(nominativecaseas灢
signment)机制而生成的提升结构(raisingstructure)更成为了许多论证的重要依据,跟所谓的控制结构

(controlstructure)鼎足而立,成为现代句法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基石。下面例(1)由义务模态词“可以暠
为界标所生成的内、外主语结构,其分布与诠释的对应便是研究主语性(subjecthood)和主语提升(sub灢
jectraising)的一个很好的材料。

(1)a.这次比赛,可以有五个人参加。[内主语(innersubject),非特指(non灢specific)]

b.这次比赛,有五个人可以参加。[外主语(outersubject),特指(specific)]
以是观之,汉语并非没有建立一个虚词投射(functionalprojection)来容纳外主语的需求,问题的核

心是有没有必要专门设定一个没有构词基础的 TP来满足这个需求。正如Lin(2003,2006,2010)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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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汉语的时间指涉(temporalreference)常与特定状语的出现有关,而汉语和英语也的确在虚主语

(subjectexpletive)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EPP效应(ExtendedProjectPrinciple
effects)的有无问题。此外,两个语言在“代词失落暠(pro灢drop)的现象上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Huang
(1984,1989)指出汉语的空主语(emptysubject)跟意大利语不同,与屈折层的规约成分无关,而很可能

是由语境话题(discoursetopic)来认可的。依此类推,既然空主语能经由语境连结找到指涉,那么与之

互为唇齿的时态成分又有何不可? 更何况时态原本就常被分析为一个指代词(anaphora),需要有先行

语来照应(参见Partee1984)。在这个脉络下,近年兴起一股潮流从语用方面来探讨汉语时态认可的条

件,如 Huetal.(2001)、Pan& Lee(2004)、Wu(2009)都提出了其他分析,在语言事实的发掘上也有长

足的进展。
本文拟回到比较句法(comparativesyntax)的基本面上进行反思,看看是否能以制图理论(cartog灢

raphicapproach)为框架,重新梳理各个语法部门间的内在关联,建立一个以层系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为本的映像机制。

一方面以词法、句法逐层架起由实而虚的骨架;另一方面透过界面经济(interfaceeconomy)的理念

编码各类重要的词汇性质和选择限制(selectionalrestrictions),为后续语义组合(semanticcomposi灢
tion)和语用引伸(pragmaticconstruals)做好准备。事实上,屈折层的事件结构正是由词汇层(lexical
layer)论元结构走向标句词层(complementizerlayer)言谈结构的关键桥梁,因此格外需要我们关注。
其整体构想可简略表陈如下(亦请参见Rizzi199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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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我们退一步想:是不是能将研究焦点移到限定性(finiteness)这个更宽广的概念之上? 进而设想每

个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来实现事件的时空定位,也就是要做所谓的时态停泊(tenseanchoring)(参
见En晄1991;Tang&Li2000;Tsai2008;Sybesma2017)。这让子句能联系到主句,而主句能联系到言

谈语境。因此我们可以说英语用 TP来实现限定性,而汉语则需凭借上下两组功能范畴来达到同样的

效果:由上而下的是念力词(forcemarker)和语气词(moodmarker)对限定词组的对协作用(Agree),由
下而上的是体貌词(aspectmarker)和(义务)模态词针对限定词的移位作用(Move)。如此一来,时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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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的概念就变为限定性锚定(finitenessanchoring)的新兴议题(亦请参见Sybesma2017;Zhang2019)。
下面是这种双向锚定的示意图:

(3)念力词/语气词 暋 濔 暋限定词组 暋濕暋 义务模态词/体貌词

对协(Agree) 移位(Move)
因此,汉语中的语气(mood)应是一个比时态更重要、更显著的范畴,这点跟梅广(2015:425)所言古

汉语是弱时语言(weaklytensedlanguage)的看法暗合:我们不用词法手段标明现在、过去、未来等时态

概念,而是将分辨重点放在实然(realis)和非实然(irrealis)的区别上。这个重担就落在汉语种类繁多的

模态词(modals)身上,而其类型学上的特点就是这类范畴常常以隐性(silent)的形态出现。这个现象在

许多语义含混、模拟两可的结构中尤其普遍。事实上,正因其显著,才得以用隐性的方式来呈现。像这

样的类型关联(typologicalcorrelations)也可以用话题结构印证:汉语做为一个话题显著(topic灢promi灢
nence)语言,其话题可以是隐性的,而主语位置也能有空代词(emptypronoun,即代词失落现象);两者

之间更有类似控制(control)或约束(binding)的语法关系(Huang1984,1989;Tsai2015a)。
以汉语的语气显著性及限定性锚定的机制为前提,下面几个章节将从比较句法的角度来检视上述

理念,并提出切实的论据以彰显汉语在表陈限定性上的类型特色。第2节对所谓隐性范畴(silentcate灢
gory)的理念做更为细致的阐释,并就汉语模态词的隐现提出原则性的判定标准。第3节以光杆数量句

为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彰显隐性模态词的重要性。第4节进一步分别就虚拟补语句 (subjunctive
complement)、外疑问状语 (outerwh灢adverbials)及非典疑问词(non灢canonicalinterrogativeconstruc灢
tions)提出更为明确的佐证。第5节从汉语类型演化的角度重新审视。

2 功能范畴的隐现问题

语音层次上的实现与否并不能当作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y)是否存在于特定语言的唯一判

定标准。手语、旗语以至书面语都无需经过音韵来标示语法功能及时空言谈等信息。如下引文(4)、(5)
所示,Cinque(1999:127)认为每一个中心语都可以有“有标(marked)暠和“无标(unmarked)暠两种形式,
分别和显性、隐性范畴相对应;Sigur∑sson& Maling(2012:369)则认为我们不能光从表层的语音形式

来判定一个范畴的有无,而应从语言类型的比较入手,看看是否能侦测出其词法、句法上的效应。
(4)Cinque暞s(1999:127)Generalization:

Eachheadcomeswithamarkedandadefaultvalue.
(5)Sigur∑sson& Maling(2012:369):

Grammaticalcategories(headsand/orfeatures)arecommonlypresentandsyntactically
activeevenwhensilent.Thatis,themeresilenceornon灢markingofacategoryFdoesnotalone
warranttheconclusionthatFissyntacticallyabsentfromeitheraconstructionoralanguage.
顺着这条脉络往下推敲,判定范畴的隐现应有两个关键点:1)既然存在,必然有其效应,可用客观测

试来检验;2)从类型学的特征入手,看看其显性的对应范畴是否显著,并印证于历史、方言的材料之中。
本文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切入,主张汉语不但有隐性模态词(silentmodals)和隐性语气词(silent

moodmarkers),而且这正是其语言类型学上的显著特质之一。我们的论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光杆数量句(barequantityconstruction)的模态性质其实不止于容量,义务模态(deonticmo灢

dality)与祈使语气(imperativemood)也常与此句式连用;
其二,汉语中有许多句式都可以侦测到隐性模态词的存在,如虚拟补语句、外疑问状语及非典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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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其三,从语言类型学上来看,隐性模态词也是汉语的一大特色,其语气和模态(modality)的运用远

比时态来得重要。一个以言谈为中心的语言(discourse灢orientedlanguage)其话题和代词也常常可以是

隐性的。

3 光杆数量句与容量模态

首先,要研究隐性模态词在句法中显现的效应,光杆数量句如例(6)应属首选:表达一部小轿车的正

常容量是四个人,而主语和宾语均为表量名词组(Li1998;陆俭明2004)。Tsai(2001)和蔡维天(2009)
则更进一步指出此类光杆数量句可改写为相应的“够暠字句,表达一种容量模态(capacitymodality),如
例(7)a、b。

(6)一部小轿车坐四个人。
(7)a.一部小轿车够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够四个人坐。
事实上,上述“够暠字句词序安排的和下列典型的模态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即主要动词可以前

移至模态助动词,如例(8)a;也可以留在原位,如例(8)b。
(8)a.一部小轿车可以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坐得下四个人。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光杆数量句其实还有祈使和义务的用法,在适当语境如例(9)a中可用来表达

祈使语气;相较之下,例(9)b的语境则引出近似义务模态(deonticmodality)的用法。
(9)a.一部大卡车坐四个人! 其他地方装货物,因此一个也不能多。

b.依交通部规定,一部大巴坐四十个人;但实际上装五十个也不成问题。
这点还可以从显性模态词得到印证:例(9)a、b可以分别用“必须暠和“应该暠改写如例(10)a、b,其于语义

诠释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10)a.一部大卡车必须坐四个人。其它地方装货物,因此一个也不能多。

b.依交通部规定,一部大巴应该坐四十个人;但实际上装五十个也不成问题。
综合以上论述,最直接的解决之道就是将光杆数量句视为隐性模态结构。例(11)a中 MOD代表

没有语音形式的模态中心语(silentmodalhead),可以分别对应例(11)b-e中隐性的[够]、[必须]、[应
该]、[可以]等。

(11)a.一部小轿车 MOD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够]坐四个人。

c.一部小轿车[必须]坐四个人。

d.一部小轿车[应该]坐四个人。

e.一部小轿车[可以]坐四个人。

4 隐性模态范畴的外显效应

4.1 论据一:虚拟补语句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证明隐性范畴的存在? 事实上,文献中早有证据显示在虚拟补语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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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语气和模态是要受主句述语制约的。如例(12)所示,汉语中表未然语气(irrealismood)的“会暠和
“要暠经常可以不出现。

(12)a.他明天来。

b.他明天会来。

c.他明天要来。
但在某些从属结构中,如动词“建议暠的宾语句所选择的隐性语气词只能是“要暠,而不能是“会暠。这点可

以从例(13)b、c的对比看得很清楚:
(13)a.我建议[他明天来]。

b.* 我建议[他明天会来]。

c.我建议[他明天要来]。
这点也可以从对应的英语动词suggest上得到充分印证:从例(14)b我们得知其补语句中不能用 will
(相当于“会暠);例(14)c则显示其补语句中使用should(相当于“要暠)完全不成问题。

(14)a.Isuggested[thathecometomorrow].
b.*Isuggested[thathewillcometomorrow].
c.Isuggested[thatheshouldcometomorrow].

陆俭明先生在与作者的个人通讯中更进一步指出例(12)a、b的否定用法其语义不尽相同:即例

(15)a不只可以解释为例(15)d,还允许例(15)b、c中的能愿模态用法。
(15)a.他明天不来。

b.他明天不想来。

c.他明天不能来。

d.他明天不会来。

4.2 论据二:外疑问状语

蔡维天(2007)指出汉语的疑问状语应有内外之分。如例(16)a、b的对比所示,“怎么暠如果在模态

助动词“会暠的前面出现,作起因、反诘解,是为外疑问状语;另一方面,“怎么暠如果在模态助动词“会暠的
后面出现,作方法、途径解,是为内疑问状语。有例(17)a、b的对比为证:

(16)a.阿 Q怎么会去巴黎? (起因、反诘)

b.阿 Q会怎么去巴黎? (方法、途径)
(17)a.阿 Q怎么可以去巴黎? (起因、反诘)

b.阿 Q可以怎么去巴黎? (方法、途径)
该文也同时注意到一个神秘现象:语句中若出现时体标记,那么“怎么暠就只有外状语的用法,即只能表

起因、反诘,不能问方法、途径。这点从下例中“怎么暠分别跟“过暠、“在暠、“着暠、“了暠的互动可以看得很明

白:例(18)a-d四个问句都只有起因、反诘的用法,而无方法、途径的可能。
(18)a.他怎么住过巴黎? (起因,* 方法)

b.他怎么在洗澡? (起因,* 方法)

c.他怎么穿着拖鞋? (起因,* 方法)

d.他怎么丢了钱包? (起因,* 方法)
有趣的是,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例句除了质疑既成事实的起因外,其实还带有另外一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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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相当于下面带显性“会暠的相应句式。例如:
(19)a.他怎么会住过巴黎?

b.他怎么会在洗澡?

c.他怎么会穿着拖鞋?

d.他怎么会丢了钱包?
此处“会暠不能解为未来,而是具现实世界里经验基础的推论,即所谓的现实蕴涵(actualityentailment)
(参见Bhatt1999:173;Hacquard2006:13):我们可以从例(19)a推出“他住过巴黎暠,从例(19)b推出

“他在洗澡暠,从例(19)c推出“他穿着拖鞋暠,从例(19)d推出“他丢了钱包暠。
上述论点从静态述语(stativepredicates)结构可以得到更为直接的印证。以例(20)a为例,我们可

以推论“她瘦的程度非比寻常暠,非疑问用法例(20)b的情况亦然;此处“会暠不表未来,而应归类为性向

模态(dispositionalmodality)(参见 Tsai2015b)。最有意思的是这类“会暠也可以略去,如例(21)a、b。
(20)a.她怎么会这么瘦?

b.她会这么瘦,是因为得了厌食症。
(21)a.她怎么这么瘦?

b.她这么瘦,是因为得了厌食症。
向句子高层展望,知识模态副词如“大概暠也常与“会暠连用,如例(22)a;此处的“会暠表未然语气(ir灢

realismood),同样可以隐而不出,如例(22)b所示。诸此种种皆显示不同层级的“会暠均可充当隐性中

心语(silentheads),图解如例(23)。
(22)a.阿 Q大概会去乡下。

b.阿 Q大概去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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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论据三:非典疑问词

有别于内外状语“怎么暠由实而虚、由低到高的演化历程,暡1暢汉语中的“什么暠有一些令人费解的语

法行为(参见邵敬敏1996;蔡维天2011)。例如:
(24)a.什么阿 Q去了巴黎! 他去了巴利。

b.什么阿 Q在洗澡! 他在洗枣儿。
(25)a.申请不到钱,你还去什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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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1暢 疑问状语内外之别主要呈现在白话发展上,在汉语演化的历史上不难找到其前身的踪迹。正如蔡维天

(2011)所言,“以何暠与“何以暠在语序和诠释上的区别正好跟现代汉语的内、外状语相对应;前者问方法,后者问起因。这

很可能是因为疑问词“何暠移到动词“以暠之前后,其整体的诠释高度也跟着提升。这个内外之别在“以何暠与“何以暠语法

化甚至词汇化之后,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更为鲜明。



b.时间都来不及了,你还洗什么澡!
值得注意的是,例(24)、(25)似乎可用否定模态句来改写,而且其高低分布跟知识模态词(epistemic
modals)和义务模态词(deonticmodals)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句子层次的非典“什么暠(如例(24)a、b)有
“不可能暠的知识模态意涵,分别如例(26)a、b所示。

(26)a.阿 Q不可能去了巴黎! 他去了巴利。

b.他不可能在洗澡! 他在洗枣。
更有趣的是,非典“什么暠若在宾语修饰语位置(如例(25)a、b),则产生了近似例(27)a、b的否定义务模

态用法:
(27)a.申请不到钱,你就不应该去巴黎!

b.时间都来不及了,你就别洗澡了!
这种句法层系上的高低排比直接反应出知识模态词和义务模态词的结构特质,正是制图理论研究

最好的素材:即前者以限定词组(FinP)为其范域(scope),而后者则以轻动词组(vP)为范域。如下面树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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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语句法的类型比较: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接下来我们检视一下本文分析在语言类型学上的重要性。相对于汉语,英语配合反诘语气的模态

词项是必须在句中出现的。以例(29)a为例,其助动词can或could不能省,其言语行为(speechact)并
不在于向听话者寻求解答,而是表达“youshouldn暞ttreatmelikethis暠之意。汉语中对应的句式也用

“怎么暠来配合模态词,此处“可以暠即使是隐性也不会对语义造成什么影响,如例(29)b:
(29)a.How *(can/could)youtreatmelikethis!

b.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同样的现象也在跟模态副词连用的助动词上看得很清楚,如例(30)a中英语的“will暠不可省,而例

(30)b中汉语的“会暠不出现也不成问题:
(30)a.Dylanprobably*(will)cometomorrow.

b.迪伦大概明天(会)来。
从历史角度切入,梅广(2015:425)指出弱势时制语言(weaklytensedlanguage)中语气标记(mood

marker)的地位远比时体标记(tense灢aspectmarker)重要。因此上古汉语中“实然暠和“非实然暠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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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虚词层(functionallayer)的重心,时制、体貌等概念仍由动词来担当引介的工作。这也意味着上古

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很可能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从综合走向分析,又从分析走向综合(参见黄正

德和柳娜2014;蔡维天2016:363)。
事实上,梅先生对上古汉语的时态研究很大程度印证了本文双向时态停泊的分析。例(31)a中知

识模态词“其暠及例(31)b中意愿动词“将暠发展出来的虚词用法便是很好的例证,甚至还可以搭配使用,
如例(31)c。

(31)a.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

b.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丑下》)

c.老冉冉其将至兮 ……(《离骚》)
更具体一些来说,以下“将暠的各类内延用法和非实然语气的产生应该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

(32)a.轻君位者国必败,疏贵戚者谋将泄。(必然用法)(《管子·侈靡》)

b.将立州吁,乃定之矣。(条件用法)(《左传·隐公三年 》)

c.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知识模态)(《左传·昭公八年 》)

d.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 (推测用法)(《孟子·滕文公下》)
另一方面,梅广(2015:425)也指出上古汉语既没有完成貌(perfective)和未完成貌(imperfective)的

形式对立,也没有真正的时制标记,只有下列以“矣暠为核心的混合体貌(compositeaspects)用法来表达

时体概念。例如:
(33)a.晋侯在外十九年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b.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左传·僖公十年 》)

c.虽然,吾尝闻之矣! (《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在模态词隐现方面古汉语似乎更倾向于英语型的表现。试比较例(34)和例(29)a、b与例

(30)a、b,我们发现“何暠之后的“能暠和“其暠不能省略,这显示古汉语的语气和模态必须以显性标记的形

态出现,跟现代汉语不同,反而和英语相近。例如:
(34)a.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东晋·陶渊明《饮酒诗》)暋暋暋

b.何其壮也! (南朝梁 ·丘迟《与陈伯之书》)

6 容量模态的语法限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汉语中光杆数量句的容量模态用法与时体标记并不兼容。首先比较例

(35)a、b,主语名词组由无定的“一部小轿车暠换成有定的“那部小轿车暠并不会改变容量模态,这是因为

有定名词组可以在核心范域(nuclearscope)之外的外主语(outersubject)位置做诠释(参见 Tsai2001;
蔡维天2009)。但另一方面,如例(35)c,只要有时体标记如“过暠引发时态停泊的效应,那么就从泛指的

十人之量转为参与特定事件的十个人。
(35)a.一部小轿车坐不下十个人。(容量模态;宾语表数量)

b.那部小轿车坐不下十个人。(容量模态;宾语表数量)

c.为了破世界纪录,那部小轿车坐过十个人。(事实陈述;宾语表特定个体)
另外,我们认为句法语序和语义、语用的互动因素也不能忽略。文献中常将光杆数量句例(36)a(同

例(6))跟例(36)b配对分析,认为两者语义相近,姑且称之为乾坤挪移句(flip灢flopsentences)。
(36)a.一部小轿车坐四个人。(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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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个人坐一部小轿车。(坤句)
以下我们提出两个方法来区辨例(36)a与例(36)b。其一,虽然乾句例(36)a可以用容量模态词

“够暠来改写,如例(37)a、b(同例(7)a、b),坤句例(36)b却不行,有例(38)a、b为证。
(37)a.一部小轿车够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够四个人坐。
(38)a.* 四个人够坐一部小轿车。

b.* 四个人够一部小轿车坐。
同时,坤句仍有祈使语气和义务模态的用法,分别如例(39)a、b所示:

(39)a.四个人坐一部大卡车! 其他地方装货物,因此一个也不能多。

b.依交通部规定,四十个人坐一部大巴;但实际上五十个人来坐也不成问题。
上述观察告诉我们坤句虽然不是容量模态句,但仍然含有相当于“应该暠或“必须暠的隐性模态词。

其二,坤句若以“必须暠、“应该暠来改写,则主要动词“坐暠只能紧跟其后。这点比较例(40)a、b和例

(41)a、b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40)a.四个人必须坐一部小轿车。

b.* 四个人必须一部小轿车坐。
(41)a.四个人应该坐一部小轿车。

b.* 四个人应该一部小轿车坐。
相较之下,乾句若以同样方式来改写,则不管主要动词是否前移,句子都合法,如例(42)、(43),这也是另

一个乾句和坤句有显著差别的地方。
(42)a.一部小轿车必须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必须四个人坐。
(43)a.一部小轿车应该坐四个人。

b.一部小轿车应该四个人坐。
洪波教授在与作者的个人通讯中则从构式语法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光杆数量句含有隐性轻动词,但

表达的是“分配暠之意。如例(44)a、b所示:
(44)a.四个人[分配]坐一部小轿车。

b.一部小轿车[分配]坐四个人。
其他各类模态用法则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归诸于语境的活用。当然这个看法还是需要回到基本面上

检视汉语的虚词结构,对乾坤句式的差异做出解释,如此才能为汉语语气范畴的显著性提供更为完善的

描述和分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语虚词中心语(functionalhead)引发倒装的案例其实并不止于“够暠字句,下

列地域存有句(locative灢existentialsentences)也有相当类似的表现。如例(45)所示,当存在轻动词(ex灢
istentiallightverb)是隐性之时,主要动词必须前移。而跟容量模态句的差别在于:若是“有暠字以显性

之姿出现,那么主要动词就绝不可前移,如例(46)a、b。
(45)池子里游着两条金鲤鱼。
(46)a.池子里有两条金鲤鱼游着。

b.* 池子里有游着两条金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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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综上,我们认为汉语限定性中语气显著性和隐性模态范畴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承认汉语语法

的简约性不止于句构,而更体现在词项的组合生成之上(施春宏2012)。我们认为模态词跟代词、话题

一样,均应有显性、隐性之别,隐性模态词只是少了音韵层次上的实现过程(phonologicalrealization),
跟显性模态词遵守相同的词法、句法及语用限制。也唯有透过形式与功能相辅相成,汉语的类型特色才

得以彰显,我们也才能真正析离光杆数量句的构成因子,并加以灵活组合运用到语法分析之上。
本文通过解析语气、时态及体貌之间的互动,来考察限定性这个概念是如何体现在不同的语言类型

之中。此外,我们也一一梳理上述功能范畴其结构分布和语义诠释的对应,并就制图理论相关议题进行

更为广泛的探讨。就我们所知,台湾南岛语和越南语都有上述类型特色,即没有清楚的时态范畴;因此

我们更应该从比较句法的角度切入,解析其间同与不同之处,并为屈折层的功能投射描制更为精致的结

构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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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建国七十周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回眸与展望暠,具体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语文现代化与语言文字

规范标准、方针政策,语文现代化与语言教育,语文现代化与人工智能,语文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请参会者于2019年3月20日前将600字论文中文摘要(含中文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的电子版 word文

档发送至会议邮箱:214700086@qq.com。
本次会议会务费600元/人,研究生减半,退休人员免收会务费;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会议联系人:李倩南(15996936067);袁伟(13718504891)。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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