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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句子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并不是为了自身意义!而是为表达某种情形或作为上下文的一部分而存在$本文

旨在分析英汉语篇中结构%信息分布的特点!探讨翻译中 语 篇 的 主 位 结 构 与 信 息 结 构 的 转 换 规 律 以 及 所 造 成 的 影

响$翻译应不拘泥于理论模式!但在字词%主位%述位等方面的理论分析对语篇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翻译&主位结构&信息结构

中图分类号!b#@B 文献标识码!H

!!主位结 构 与 信 息 结 构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语 篇 构 形

机制#两者相 互 渗 透 相 互 作 用#有 益 于 创 造 语 篇 构

形机制$语篇 的 主 位 结 构 能 表 达 语 篇 的 组 织 形 式

和逻辑结构$在篇章这一层面构成信息流时#语序

所起的作用是以篇章为背景进行的$在篇章中#词

语的线性排列在加工信息&组织信息方面都发挥着

作用$在通常情况下#说话人或写作者都会选择使

信息流以清 楚 无 误 的 方 式 进 行 表 达$而 为 了 了 解

影响人们这样做的因素#人们通常把’分句(看作一

条信息#而非一连串的语法或词汇)=*$

汉语是一种’话题突出(的语言#而英&法&德等

西方语言则 多 为’主 语 突 出(的 语 言$这 两 种 倾 向

在表达方式上相去甚远#给翻译造成的困难也尤其

明显$我们时 常 会 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况%一 篇 译 文#尽

管文字不错#与 原 文 对 照 也 还 算’忠 实(#但 连 起 来

读却觉得磕磕绊绊#不十分流畅$其原因就常常是

由于主述位关系处理得不好#把主述位完全与主谓

语等同起来了)"*$实际上#西方语言中的主语译为

汉语或其他一些东方语言时#并不一定放在主位的

位置上#述位的情况也是如此$主位与述位的区分

是说话人决定 的#他 想 以 什 么 内 容 为 其 出 发 点&论

述什么#决定了什么在主位&什么在述位+而若以听

话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流便要分为哪些是已知

的&哪些是新的$已知的信息即是说话人认为听话

人已知的&也应是听话人确实了解的#否则#这种信

息流便不 会 流 畅$因 此#一 句 话 从 主 题 结 构 上 讲#

分为主位与述 位+从 信 息 结 构 上 讲#则 分 为 已 知 信

息和新信息 $

人们在翻 译 中 不 可 能 总 循 着 原 文 的 主 题 结 构

行文#在可能 时 可 以 使 译 入 语 尽 量 贴 近 原 文#但 由

于两种语言在 语 序&句 子 重 心&自 然 措 辞 等 方 面 存

在差异#原文的主题结构有时只得放弃)?*$重要的

是译文应 当 有 其 自 身 的 主 题 结 构#读 起 来 自 然 顺

畅#不损害原文的信息结构$不同语言!尤其是东&

西方语言"之 间 的 互 译 常 常 因 语 序!主 位,述 位&已

知信息,新信息"不同#造成语序与交际功能之间的

错位)A*$

语篇是一个语义上的统一体#句子与句子间有

着内在的联系#共 同 构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语 意 群#而 不

是一连串 句 子 的 随 意 组 合)@*$语 篇 是 语 言 的 扩 展

和延伸#在句子内部和句子之间建立起联系%

!="通过主位结构与信息结构来实现话题持续$

!""语篇中各句子之间在语言形式上的粘连性

!5%631.%("$

!?"语篇中各句子所表达的概念或命题之间在

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5%63’3(53"$

一$主位结构

"一#主位和述位

一个句子 除 可 以 按 句 法 结 构 划 分 为 语 法 上 的

主语&谓语等 以 外#还 可 以 从 语 言 交 际 功 能 的 角 度

对话语进行 语 义 上 的 切 分#这 就 是 主 位!263F3"与

述位!’63F3"$

主位%起着承上启下&保持话语连续的定位#为

  万方数据



下文开始的起点作用!

述位"说话 人 对 于 主 位 所 阐 述 的 内 容#是 谈 话

的目的#是 分 句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交 际 过 程 中#主

位多半是交际双方的已知信息#述位则是发话人要

传递的新信息#受话人的未知信息!3</<06)W3/%2

)(3X X)256<463X)256 $4%.1F):3.(02)*7
$̂ %<

主&述位结构与主谓结构的区别"

主&述位结构 是 从 语 篇 范 围 上 来 看 的#它 并 不

用来解释单个句子结构 #而主要是在整个语篇$信

息流%中句子与句子之间及句子内部的结构关系!

!二"主位结构#语法性对可接受性

主位结构 主 要 用 来 考 查 语 篇 层 面 上 句 子 组 合

的接受性问题!它不像主谓结构那样是语法概念#

我们在上下文中#各自符合语法的句子组合在一起

并不一定具有可接受性或连贯性!

例=!,%X5%F31263e’31.:3(263’3<02’1263

X.(:%X63’1123PP.(/26’%&/62% X)W32%263

5’%X:<J(6.1W.52%’76.1%PP%(3(25%(/’)2&*)231

6.F<

,%X5%F31263e’31.:3(263’3<b3.1123PP.(/
26’%&/6)X.(:%X2%X)W32%2635’%X:<b3.1

5%(/’)2&*)23:V76.1%PP%(3(2%(6.1W.52%’7<
!三"主位结构#语篇组织与发展

=!一系列相同的主位使语篇保持连贯!前后一

致"

例"!I63(0X)1+%&’233(#03)’(3:F%(37
.(2631&FF3’V75&22.(/*)X(1#)(:06):V&.*2&P
)V%:7%+5&12%F3’1X.26.()+3XX33[1<

高频使用(0)作为主位#使观点连贯!

"!在这一层次上的语篇分析中#译者可能碰到

的情况及策略"

$=%译文 与 原 文 的 主 位 结 构 对 等#这 时 可 保 留

原文主位结构#使译入语尽量贴近原文!

例?!八达岭这一段是=B@>年修复的#是长城

的典型建筑#平均高><E米#底部宽!<!米#顶部宽

@<E米!

4631352.%(%+263L’3)2I)**)2c):)*.(/X)1

’312%’3:.(=B@>#)(:.2.127P.5)*.(.2112’&52&’3<

02.1><EF323’16./6%()()W3’)/3#!<!F323’1

X.:3)2263V%22%F#)(:@<EF323’1X.:3%(263

2%P<
$"%译文与原文主位结构不对等!

译者不可能总循着原文的主位结构行文#由于

两种语言在语 序*句 子 重 心*自 然 措 辞 等 方 面 的 差

异#原文的主位结构有时只得放弃+!,!重要的是译

文应有其自身 主 位 结 构#读 起 来 自 然 顺 畅#不 损 害

原文信息结构!

例A!长飞公司严格执行自上而下的一条线管

理和自下而上的一条线汇报制度#确保了公司高效

率快节奏的运转!

46312’.52 F)()/3F3(2)(:’3P%’217123F
6)W3V33(5)’3+&**73(+%’53:.(T6)(/+3.T%’P%’)Y
2.%(#X6.563(1&’312635%FP)(72%’&(3++.5.3(2Y
*7<

例A中#原 文(长 飞 公 司)是 主 位#而 译 文 中 的

主位 却 变 成 了(26312’.52F)()/3F3(2)(:’3P%’2
17123F)这样 更 能 突 出 重 点 信 息#因 为 读 者 更 关 心

(长飞)公司 的 一 系 列 管 理 体 制 和 方 法#而 非(长 飞

公司)本身!
!四"无标记主位与标记主位

=!无标记 主 位"充 当 分 句 成 分 同 时 又 充 当 分

句的主语时#这样的主位叫无标记主位$&(F)’[3:
263F3%英语中#表达句子语气的那个成分是无标记

主位<如"陈述 句 中 的 主 语863/321&P3)’*7<特 殊

疑问句中的特殊疑问代词 I6)2:%7%&:%？

"!标记主 位"在 语 言 学 上 把 不 按 正 规 语 序 排

列的主语 叫 标 记 主 位#把 它 作 为 话 题 或 谈 话 的 开

始#起到强调和突出的作用!4%F&163*.[31V312<
$宾语作主位%

I.**.)F&6.1()F3.1<$表语作主位%

a.(.16.22637X.**<$宾补作主位%
以主位和 述 位 结 构 为 句 子 结 构 基 本 单 位 的 语

法单位的语 言 称 为 主 题 突 出 性 语 言!汉 语 是 主 题

突出性 语 言#因 为 主 位 述 位 结 构 的 句 子 是 汉 语 中

最普通的一类!
例如"N.)%X)(/#06)W3)*’3):7133($6.F%<

$小王#我见过了%
$463F3%$̂63F3%
$主位%$述位%

二$信息结构#已知信息和新信息

!一"信息结构

运用词序*语 调*重 音 及 其 他 方 式 表 明 句 子 所

表达的信息 该 如 何 进 行 理 解!信 息 结 构 通 过 表 明

以下内容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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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部 分 信 息 说 话 者 认 为 听 话 者 已 经 知 道#

哪部分属于新信息$

!""对此#可 以 通 过 一 个 词 重 读 另 一 个 词 不 重

读的方式来表示$

例如%I6)2&16)PP3(.(/2%F%’’%X？I3)’3

5*.FV.(/c3(,3W.1<

,3X

I6)2)’3X3:%.(/2%F%’’%X？I3)’35*.FVY

.(/c3(,3W.1<

L.W3(,3X
此外#就顺 序 而 言#已 知 信 息 可 以 在 新 信 息 之

前出现#也可以在新信息之后出现$

!二"语篇中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标志

=!通过语调群和重音判断

!="韩礼 德 认 为#句 子 的 信 息 结 构 是 由 语 调 决

定的$

!""每个 信 息 单 位 必 须 包 含 一 个 未 知 信 息#另

外还可以包括一个已知信息$

!?"一个 信 息 单 位 中 的 语 调 核 心 重 音#落 在 承

载未知信息的语言成分上$

下面例 子 中#’(()表 示 一 个 语 调 群#’ )

表示重读%

3</<((06)W3(&2133(7%&+%’)/31((

((,%X1.*W3’(33:12%6)W3*%W3((

133(和*%W3都是新信息$

"!通过上下文判断

!="重读 通 常 出 现 在 句 末#这 样 很 难 区 分 已 知

成分和未 知 成 分 的 界 限#通 过 上 下 文 就 很 容 易 判

断$

3</<0(26.1-%V#H((3#X3&’3X%’[.(/X.26

1.*W3’<
((,%X1.*W3’(33:12%6)W3*%W3<((

L.W3(,3X
!""重读只适用于口语中#所以在书面语中#通

过上下文判断已知和未知成份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不管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确指的一般是已知

信息#不确指的是未知信息

3</<463/.’*X)*[3:.(2%263’%%F<’263

/.’*)表明上文已提到#是已知信息$

H/.’*X)*[3:.(2%263’%%F<’)/.’*)表明语

篇中第一次提到#是未知信息$

!四"通过句法结构判断

=!从语法 角 度 讲"不 管 口 语 中 还 是 书 面 语 中"

已知信息一般从属于其他信息#

3</<b.1)PP%.(2F3(2)1K.(.123’%+2639(W.Y
’%(F3(25)F3)1(%1&’P’.13<!L.W3("若是新信息#
则应处于表语位置%

b.16)1V33()PP%.(23:)1K.(.123’%+2639(Y
W.’%(F3(2<46.15)F3(%1&’P’.13<!,3X"

"!书面语中不存在重读"可以通过复杂的句法

来判断"比 如 主 裂 句 和 假 裂 句#在 主 裂 句 中"处 于

主位的是新信息"而述位的是已知信息#

3</<463’3)’31%F35&12%F3’1X6%.(263.’
13)’56+%’)1&.2)V*3F)23’.)*P’3+3’2%12&:75%FY

P*3C2)V*31%+2356(.5)*:)2)<02.1+%’1&565&12%FY
3’126)2X36)W3*.123:263P’%P3’2.31%+K)2’%5&1
F%’3X.:3*7&13:F)23’.)*<!X36)W3*.123:263*

+%’5&12%F3’1是已知信息#1&565&12%F3’1为新信

息"

?+只有很 好 利 用 句 法 结 构 判 断 已 知 信 息 和 新

信息的功能#翻译中才不会出现不必要的转换$
!五"在书面语中#还可以通过标点符号判断

3</<b3X)1X)W.(/2%263/.’*X6%X)1’&(Y
(.(/)*%(/263P*)2+%’F<

限制性定语从句用来修饰这个女孩#所以这句

中不出现新信息$

b3X)1X)W.(/2%263/.’*#X6%X)1’&((.(/
)*%(/263P*)2+%’F <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用于补充说明#是新信息$
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所以翻译者对各

种标志体系要特别敏感$

三$主位结构与信息结构

主位结构由主位g述位构成,信息结构包括已

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者的区别为%
!="主位 述位表形式是线性排列次序#而信息

的表现形式是声调$

3</<!X6)2.1263/.’*:%.(/？"

863.15*3)(.(/263X.(:%X<
主位 述位

863.15*3)(.(/263X.(:%X<
已知信息 未知信息

!""在主位结构中#主位总是先于述位,在信息

结构 中#已知信息一般先于未知信息#但也有未知

信息比已知信息先出现的情况$
!I6%:.:$%6(F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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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F32K)’7!̂ "<

L.W3(,3X
!I6%F32K)’7？"

$%6(!4"F32K)’7!̂ "<
,3XL.W3
判断某一词语是否传递新信息#有时可以从是

否可省略这方面进行$
!?"主位 结 构 是 分 句 内 部 组 织 信 息 的 结 构#与

语境的关系不十分密切%离境化的句子也可切分主

位和述位#虽然这种切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信息结构与语境的关系十分紧密#离开了特定

的上下文和背 景#离 开 了 特 定 的 交 际 行 为#则 无 法

确定已知&未知信息$如c中的’$%6(F32K)’7(#
主述位的切分是一样的#但信息的分布情况因上文

不同而有异了$

!A"主位 述位是以发话者为中心的 !1P3)[3’
%’.3(23:"#主位指发话者讲话 的 起 点#交 际 内 容 的

出发点#一般 由 句 首 成 分 体 现%述 位 指 发 话 者 围 绕

起点#交际 的 内 容$已 知&未 知 信 息 则 是 以 受 话 者

为中心的!*.123(3’ %’.3(23:"#已知信息 指 受 话 者

从特定的语境中了解的内容#未知信息指受话者还

不知道的内容$
由于信息中心落在述位#在无标记信息结构中

已知信息先于未知信息#无标记主位结构主位先于

述位#这就造 成 有 时 主 位 与 已 知 信 息 一 致#述 位 与

未知信息一 致$所 以 有 的 语 言 学 家 把 主 位 结 构 与

信息结构融合起来$

四!功能句子观"a8e#

=!功能句子观"a8e#$功能句子观包含两层意

思)一为句子内部结构的配列#一为与语篇的关系$
功能句子观 有 助 于 解 释 语 序 较 为 自 由 的 语 言 的 句

子内部结构$同时#功能句子观也是翻译问题与策

略相关讨论的基础*>+$
前提)交际 目 的 不 同#句 子 结 构 发 挥 不 同 的 功

用$
布拉格学派的费尔巴斯!a.’V)1"给出了这样一

个句子)

3</<$%6(6)1V33(2)[3(.**<
!="说明健康状况!.**"$
!""说明受影响的人!$%6("$

!?"说明信息的有效性!6)1"$

"!交际动 力 说"TG#$语 言 交 际 不 是 静 止#而

是一个动态现象%从句子成分所载负的交际动力的

程度可以了 解 该 句 子 成 分 对 交 际 发 展 所 起 作 用 的

程度*E+$载有 已 知 信 息 的 成 分 对 交 际 发 展 的 作 用

低#载有 新 的 未 知 信 息 的 成 分 对 交 际 发 展 的 作 用

高$

主位是表达出发点#TG程度低$语境相关$

非主位为表述核心#TG程度高$语境不相关$

3</<$%6(6)1V33(2)[3(.**<!说明健康状况"

$%6(是表达 出 发 点$句 子 的 其 它 成 分 将 信 息

补充完整#实现了语段的交际目的$

!="语境相关理论标准)任何信息#如果没有在

语境中直接出现#就可称为与语境不相关$

!""非主位的组成成分$过渡)连结主位 与 信

息核的句子成分$TG程度最低$包括动词表时间

及情态的部分&系 动 词&或 功 能 仅 为 连 结 主 位 与 信

息核的动词$

$%6(6)1V33(2)[3(.**<

463X3)263’.1+.(3<
述位)信 息 核$TG程 度 最 高$包 括 限 定 动 词

的实义部分g述位的其它成分$

$%6(6)1V33(2)[3(.**<

463X3)263’.1+.(3<
信息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个子句包含两个成分)表达出发点,语 境

相关成分%表述核心,语境不相关成分$

""前者TG程度较低#为主位$后者 可 为 主 位

也可为述位$

?"一个子句可完全由语境不相关成分构成#这

样#其主位TG程度最低#其述位TG程度最高$

?!句子功 能 观 中 的 线 性 排 列 与 主 位 地 位$句

子功能观认 为 主 位 和 述 位 并 不 主 要 由 它 们 在 句 中

的相对位来实现的#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语言交际功

能中词序所起的作用$

决定交际动态分布的因素)

!="线性 限 定)即 交 际 动 态 的 基 本 分 布 是 由 一

系列要素从程度最低逐渐传递到程度最高排列的$

!""语义结构

!?"语境

语义结构 和 语 境 都 比 线 性 限 定 在 层 次 上 更 高

级$如下例子就表明了语境高于线性限定$

="H63)W7:3X !̂ "6):!4K9"+)**3(!4%

^"<

""463/’)11!4"X)1!4K9"V*&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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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 !6&(/"4K9!%(263V&1631
"4!<

4K9#时态成分$

A!句子功 能 观 的 线 性 排 列 与 有 标 记 结 构"句

子功能观的 理 论 家 不 把 句 子 位 置 作 为 判 定 句 中 主

位地位的唯一标准%所以同一信息的两种不同表达

方法的主位分析可能相同$

3</<"=!0(T6.()263V%%[’353.W3:)/’3)2

:3)*%+P&V*.5.27<
""!463V%%[’353.W3:)/’3)2:3)*%+P&V*.5.27

.(T6.()<
在"=!""!句中%句子功能观认为 &.(T6.()’是

述位$而韩礼德学派认为&.(T6.()’在句""!中是

述位%在句"=!中是主位$

布拉格学派认 为&主 位g述 位’的 顺 序 是 无 标

记(普通 的 语 序$他 把&述 位g主 位’的 结 构 称 为

&情感语序’$&情感语序’是有标记的%用来表达某

种情感的#比如说表示对比或对立$

例#I3** P&V*.5.Z3:263V%%[X)1<
这个句子%韩礼德学派和布拉格学派都认为是

有标记句子$但韩礼德学派把它分析为&前置主位

g述位’顺序%而布拉格学派把它分析为&述位g主

位’顺序$

@!减少线性错位的策略

"=!语态变化#主动与被动语态之间的交换%来

减少线性错位$例#

;.1.2%’1)’3’3D&3123:2%16%X263.’2.5[321<
来宾请出示入场券

46313(13%+.(+3’.%’.2726)263)5D&.’3:.(6.1

7%&266)1(3W3’V33(2%2)**73’):.5)23:<
他在青少年时期留下的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清除$

""!动词 的 改 变#用 一 个 意 义 相 同 但 句 法 结 构

不同的 动词代替原语中的动词%以达到减少线性错

位$例#

0*.[3.2<改说成#02P*3)131F3<
"?!名词化#把其它词性的词%一般是动词或形

容词%变成名词的过程$例#

他写的东西根本就看不清$b.1X’.2.(/.1.*Y

*3/.V*3<如译成#I6)263X’%23.1.**3/.V*3<就引起

错位了$

"A!外位式#把词(片语或子句移到句子不同的

位置$

_3)’(.(/9(/*.16X3**.1.FP%’2)(2<

02)1.FP%’2)(22%*3)’(9(/*.16X3**<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在不断拓

宽%经历了从音节到句子再到语篇的向上和向外发

展的过程%语 篇 不 是 一 个 超 级 句 子%而 是 一 个 意 义

单位%是人们 实 际 进 行 交 流 的 实 例%是 在 一 定 的 语

境中讲的 话 或 写 的 文 章*B+$主 位 结 构 和 信 息 结 构

是两种不同的语篇构形机制%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创造语篇构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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