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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lmore et al. (1988) point out that the more X, the more Y is a productive formal idiom; Cullicov-
er & Jackendoff (1999) argue that the more X, the more Y is a sui generic and cannot be analyzed 
within the principle and parameter paradigm. This claim arouses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field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more X, the 
more Y as a coordinate correlative construction with a topic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ither clause. 
It argues that the multiple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ts 
form and meaning. 

 
Keywords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Correlation, Topicalization  

 
 

并列∙关联∙比较成分话题化  
—The More X, the More Y构式认知研究  

张立昌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17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22日 

 
 

 
摘  要 

Fillmore et al. (1988) 指出the more X, the more Y是一个能产的形式化习语，Cullicover & Jackend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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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等通过对该结构的分析认为它是一个“独具一格”的构式，不能用原则参数的框架进行分析，这

一论断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认为the more X, the 
more Y是一个形式并列、意义关联、比较成分话题化的并联话题构式，并进一步提出该构式的许多特征

都与构式的形式与意义之间互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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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The more X, the more Y 结构常称作“比较关联构式”(comparative correlative construction) [1] [2]或“比

较条件构式”[The more X, the more Y 含有比较成分，但没有实际所比，结构凸显的是两个分句之间的关

联性，因此本文对比较成分不作单独分析。] (comparative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 [3]。该句式由“the + 比
较级”引导的两个分句构成，如(1a)。本文沿用已有做法，将该构式称为 CC 构式，称第一分句为 C1，
第二分句为 C2，“the-比较级”为 the-XP。 

(1) a. The more you eat, the less you want.  
b. If you eat more, you will correspondingly want less. 
Fillmore et al. [4]指出 CC 是一个能产的形式化习语。Cullicover & Jackendoff [1]对 CC 结构做了比较

全面的考察，认为它是一个“独具一格”(sui generis)的句法结构，不能用原则参数的理论进行分析。此

后，许多学者都加入了对于 CC 结构的研究，包括 den Dikken [2]等从生成语法角度进行的研究和

McCawley [3]等从 HPSG 语法角度进行的分析。两种研究都提供了对 CC 结构部分特征的解释，但对 CC
诸多特征形成的理据为何还缺少细致的分析。 

本文拟采用构式语法的观点，把 CC 看作是一个构式，并根据其特征将其定义为一个形式并列、意

义关联、比较成分话题化的“并联–话题构式”，并进一步提出 CC 构式的许多特征都与其形式和意义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2. 文献综述 

2.1. 一个特殊的句法结构 

CC 构式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有主从复合句特征又具有并列句的特征，而且它的每个分句与普通句式相

比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首先，CC 具有很强的主从复合句的特征，其中 C1 是从句，C2 是主句[1] [5] [6]。这首先表现在 C1

和C2在意义上存在条件关系，C1为条件，C2为结果，如(1a)可以近似的理解为(1b)。Cullicover & Jackendoff 
[1]对 C1 和 C2 的多方面检验，结果都支持 C1、C2 的从句–主句特征。 

其次，CC 具有很强的并列结构特征，与上面所指出的主从句特征相矛盾。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在形式上，C1、C2 平行一致，都是由 the-XP 引导的两个小句构成。其二，C1、C2 有严格的顺序，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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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必须置于 C2 之前，不能向主从复合句那样随意颠倒顺序，而如果颠倒了两个分句的位置，而

如果颠倒了二者的先后顺序，语法上可能没有问题，但句子的意思会发生改变。 
(2) a. The more Mary looked at it, the angrier she got. 
≠ b. The angrier Mary got, the more she looked at the picture.  
其三、两个分句具有同样的开放性，每个分句的宾语成分都可以提取，C1 中成分的提取不仅不会违

背语法，而且听起来更通顺。C1 并没有因为其意义上的从属地位而被封闭。 
(3) a. This is the sort of problem whichi the sooner you solve ti, the more easily you’ll satisfy the folks up 

at corporate headquarters. (从 C1 中提取) 
b. The folks up at the corporate headquarters are the sort of people whoi the sooner you solve this problem, 

the more easily you’ll satisfy ti. (从 C2 中提取) 
第三，CC 构式每个分句普通句式相比也表现出较大特殊性。CC 的每个分句都以 the-XP 开始。这涉

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the 与 XP 的关系，the 是定冠词，普通 the NP 结构具有定指意义，而 more 或

less 等是数量成分比较形式，数量的具体量值具有不确定性，the 与 XP 之间也存在意义的冲突。 
在分句层面，the-XP 后面允许有一个以 that 形式出现的空位[1:546] [4:508]，如(4a)，den Dikken [2]

将这种 that 结构视为关系从句，但这种关系从句又很不具典型性，如空位上能够出现 that 的状况有限，

且极少[7]或根本不允许出现其他的关系代词，如(4b) [8]。 
(4) a. The more (that)you eat, the less (that)you want.  
b.* The more to whom you talk, the more problem into which you get. 
同时，CC 构式分句中的系动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的省略(5a) [5]，甚至在特定情况下，the-XP 后面的

小句都可以省略，形成光杆式 CC 结构(5b)。 
(5) a. The higher the stakes, the lower his expectations. 
b. The earlier, the better.  
综上所述，CC 构式在整体上兼有主从结构和并列结构的双重特征，它的分句也体现很多独特性，因

而 Cullicover & Jackendoff [1:567] 将这种 CC 结构称为“自成一格”的结构，不能用原则参数框架进行解

释。 

2.2. 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案 

本生成语法的解决方案方案。生成语法研究者试图证明 CC 也是一个“举止良好的”(well-behaved)
句法结构，可以用原则参数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 den Dikken [2], Iwasaki & Radford 
[8]、Iwasaki [9] [10]等。 

这部分研究的共同特征是都在同一个 IP 框架下对 CC 结构进行研究，但研究者对具体问题处理又各

有差异，如 den Dikken [2]把 CC 结构看作是一个由中心句和嫁接在它上面的关系从句构成的中心句短语；

Iwasaki & Radford [8]把整个句子视为功能投射 FP，C1 位于 FP 标志语位置，C2 在 FP 补语位置；Iwasaki 
[9] [10]认为 CC 结构是一个隐含了系动词的时间小句，其中 C1 在句子中作主语，C2 居于 VP 的补语位

置。 
其中，对 CC 分句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den Dikken [2]认为 C1 是一个嫁接在主句上的关系从句

(relative clause)，Iwasaki & Radford [8]、Iwasaki [9] [10]把 C1、C2 分别看作是 the-XP 分别作话题/焦点移

动后形成的结构，the-XP 是话题/焦点成分，the 是移动算子。 
研究者把 CC 分句归为关系从句或话题/焦点结构的做法，说明 CC 分句同时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

那么，如果 CC 分句是关系从句，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的限制？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话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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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跟关系化解读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这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分析。 
从总体上看，生成语法是在一个 IP 或 CP 的框架内对于 CC 构式的解释，或将 C1、C2 视为主从关

系，或者把 C1 看作是标志语或主语，但问题是这些做法都忽视了 CC 结构的并列性特征，特别是无法解

释 C1、C2 对成分提取有相同的自由度，且都服从各种岛限制[1]。 
HPSG 语法的解决方案。HPSG 语法研究者如 McCawley [3]、Borsley [11] [12]、Kim [6]等把 CC 看作

是一个复杂的短语结构，同时兼有 if 条件结构和并列结构特征。 
Borsley [11]在整体上把 CC 看作是一个非标准的中心词-附加语短语，C1 为附加语，C2 为中心语。

分句层面上，the-XP 是一个非标准填充词–空位短语，定冠词 the 为非本地特征填充词，在比较级成分

的标志语位置，短语的非标准特征允许后面有一个显性的 that 空位和可省略的系动词。在与其他句法结

构的关系上，CC 构式与 if-then 条件句等既相似又有差异：它们各有对自身特征的具体描写，其共同特

征则被表达为对于上层关联句(correlative-cl)的限制。 
Kim [6]在整体上把 CC 看做是一个中心词–主语短语，C2 是句法中心词，C1 是动词中心词主语，

CC 的每个分句是以 the-XP 为中心语的中心词–补语短语。为解释出现光杆 CC 结构的状况，Kim 认为

the 所携带的小句具有可选性；在与其他构式关系上，则是 CC 构式继承了条件结构与并列结构中的并联

结构部分特征。 
从 HPSG 语法角度的研究兼顾了 CC 构式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对于 CC 结构与其他

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但 HPSG 语法主要还是从句法表面特征入手进行的描写和

分析，其中的部分问题是以“规定”的方式进行的，如对 CC 构式中系动词可以省略，甚至出现“光杆

式”CC 结构的情况就是分别通过使用“非标准”(nonstandard)或“可选”(optional)标签以“规定”的方

式进行的，而对导致这种“非标准”或“可选”的深层次认知因素，所给解释并不充分。 
另外，HPSG 语法研究还认为 CC 构式兼有条件结构和并列结构的特征，但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构式也

同时具有二者的特征，但与 CC 构式相比仍有较大差异。对于 the 与 XP 形式和意义的不够匹配现象 HPSG
语法也没有给出充分解释。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换个角度对 CC 结构及其特征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将首先结合构式语法的理论

[13]指出 CC 是一个并联话题构式，然后就其特征从认知的角度展开分析。 

3. 并联话题构式 

Fillmore et al. [4]认为 the more X, the more Y 是一个特殊的、无法从其形式上推知其语义和语用意义

的一个形式化习语。本文根据 Goldeberg [13]的论述将 CC 进一步定义为一个构式。 
Goldberg [13]对于构式的定义为“C 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结合体，

而且其形式和意义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完全从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其他已有构式中得到预测”。我们前

面的分析表明 CC 结构多方面相互冲突的现象符合 Goldberg 关于构式的定义。根据 CC 构式的具体特征，

我们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并联话题构式”，包括三个方面意义：“并”是指 CC 构式在句法形式上为并

列结构，“联”指构式的两个分句的意义具有条件性联接，“话题”则是指它的分句都是以 the-XP 为话

题的话题化结构。我们在下文中的分析将表明，CC 构式的诸多特点都与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有关。 

3.1. 形式上的并列结构 

并列句有不同类型，有一些并列句之间有 and、but、or 等连接词进行连接，本文所说的并列是指在

没有连接词的情况下两个小句并置的情况，Fillmore et al. [4]称之为 juxtaposition (并列、并置)，Cullicover 
& Jackendoff [1]视其为 parataxis (并列、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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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C 构式的并列结构特征，研究者 Fillmore et al. [4]、Cullicover & Jackendoff [1]、Kim [6]已经对

它的形式和顺序特征做了较为充分的说明(参见 2.1)。除此之外，Quirk et al. [14]的分析也可以为 CC 构式

的并列特性给予更多的支持，Quirk et al.在指出并列结构的意合性与顺序性特征之后，进一步指出并列分

句结构平行，结构相当，意义相互联系，这种特点很容易使两个分句的对应成分形成较为严格的对应关

系，如(6a)中的 my paintings 与 my sculpture、admire 与 dislike；(6b)中的 New York 和 Los Angeles、hot and 
humid 和 cold and dry 等，不仅形式工整，成分间意义的对应也十分整齐。这种整齐的对应关系很容易导

致对比成分句法前移[14]，形成并列式话题化结构。 
(6) a. My paintings they admire, my sculptures they dislike. 
b. In New York it is hot and humid, in Los Angeles it is cold and dry. 
比较发现，CC 构式的两个分句之间同样具有较为严格的平行对应关系，不仅位于两个分句句首的

the-XP 直接对应，每个分句的其余部分在成分和节奏上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1a)中的 you eat 与 you want
对应，(2a)中的 Mary looked at it 与 she got 对应，(5a)中的 the stakes 与 his expectations 对应。CC 分句间

的平行性对应关系是促使结构句法特征形成的重要动因。 

3.2. 意义上的条件性关联 

对这种条件性关联表现为 X 所涉量的变化与 Y 所涉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Back [15]、米春[16]将这

种关系区分为动态性(dynamicity)与定向性(directionality)。动态性是指Ｘ与Ｙ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静态

比较关系，而是一种量的联动，即当Ｘ量表上的刻度发生变化时，Ｙ上的刻度发生的相应的变化，如(1a)
中“吃的量”发生变化时，“需要量”随之发生变化，(2a)中“我们吃的多少”与“你生气的程度”成正

比。定向性是指 X 刻度上的变化决定 Y 上刻度的变化，而非反过来，X 是自变量，Y 是因变量。如(7)
可以理解为“天气的温暖程度”决定“蜜蜂忙碌程度”。Fillmore et al. [4]也因此将(8)诠释为“你工作的

细心度将决定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容易”。 
(7) The warmer it is, the busier the bees.  
(8) The more carefully you do your work, the easier it will get.  
因此，CC 构式的两个分句除形式并置而产生的意义联系之外，还具有直接的语义关联，这种语义上

的关联性，既是 CC 构式的自身特征，也是构式整体特征形成的关键。 
由于 CC 构式分句间的并列特点与条件性关联，Kim [6]将 CC 构式看成是继承了主从复合句之条件

句和并列结构之并联句双重特征的句法结构，如图 1。 
但是，如果只看到 CC 是继承了条件句和并联句的特征，还不足以对另外一些现象做出解释。还有

一些句子兼有条件句和并联句的结构特征，但与 CC 构式仍有较大差异。试比较(9)、(10)。 
(9) Love me, love my dog. 
(10) The more you eat, the less you want. 
两个句子形式上都为并列结构，意义上具有条件关系，但二者的结构上还是有很大差别，(9)省略了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C, the subordinate clause and the coordinate clause 
图 1. CC 结构与主从复合句及并列结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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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所并列的是各小句被保留下来的谓语部分，而(10)则是 the-XP 位于分句句首并联结构。造成这种

差别的原因在于 CC构式除继承了条件句和并列句的部分特征外，它的每个分句中都有一个话题化构式。 

3.3. CC 分句的话题化特征 

话题句指在句子左侧主语之前的位置有一个与句子中的某个空位相联系名词短语充当话题的句子

[17]。根据 Chafe [18]、Li & Thompson [19]、Prince [20] [21]、George & Michaelis [22]等，话题化结构有

如下结构方面的特征。 
1) 话题是话题句最左端的成分。以(11a)为例，其中的 Beans 是句子的话题。它一方面出现在句子最

左端的位置，同时又与句子中的空位 t 相联系。在非话题化的情况下，beans 出现在 t 位置，句子表达为

He likes beans。 
2) 话题成分有很强的已知性、有定性特征。所有话题都不是话语中所出现的新信息，而是前文中已

经提到的某个信息，说话人以此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由于被选为话题的内容是上文内容的一部分，因

而具有较强的已知性和确定性。如(11b)中的 beans 和 peas 就都是是交际双方都知道的内容。 
3) 话题化结构是一个双焦点结构，其中话题在对比焦点，而句子其余成分中还有一个自然焦点位置，

如(11c)中的 BEANS 和 LIKES 就分别出现在这两个位置上。 
(11) a. Beans he likes t. 
b. —What does Tom like? Beans or peas.  
—Beans he likes, but peas he hates. 
c. BEANS he LIKES. 
对照这些特征，可以认为 CC 构式的每个分句也都是话题化结构。一方面，句子中的比较成分 the-XP

在主语之前，是典型的话题位置，如(12a)。另一方面，充当话题的 the-XP 所涉及的意义也都是前文所讨

论内容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已知性和确定性，如(12b)中的 the more 的完整表达是 the more sugar，
是前文内容的组成部分。第三，CC 分句也是双焦点结构，the-XP 在对比焦点位置，动词 eat 和 be 出现

在自然焦点位置。 
(12) a. The more you eat, ... 
b. You should eat less sugar. The more you eat, the fatter you will be. 
CC 分句与普通的话题句相比，也还存在一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普通话题句

可以是以单个句子的形式出现，但 CC 分句只能出现在含有两个 CC 分句的并列结构中。另一方面，普通

话题句的话题部分具有完全的已知性与确定性，而 the-XP 所表达数量具有已知性，但又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换句话说，这个数量的存在是确定的，但具体量值的大小却不一定。第三，普通话题句必须含有话

题与说明两个部分，而 CC 构式则还具有 the more, the better 等“光秆式”结构形式。CC 构式的这些特点

只有通过结合 CC 构式的形式及其表达意义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作出清楚说明。 

4. CC 构式形成的动因及历程 

4.1. 比较成分话题化 

比较成分话题化是指 CC 两个分句中相互关联的数量成分 the-XP 地位被凸显，从而成为分句话题，

进而最终导致 CC 构式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数量成分凸显、话题成分“再升级”、说明成分关系

化和“光杆式”CC 构式的形成等多个方面。 
1) 比较成分话题化的动因。下面以(1)在此稍改动为(13)为例进行说明。 
(13) a. If you eat more, you want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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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more you eat, the less you want. 
上例中的两句话都表达了“你”、“吃的量”和“需要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表示为图 2。 
不同情况下，两个分句所含有的各成分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做不同解读。当说话人以“你”为

话语主题，强调“你”吃的量有变化导致的“你”的需求的变化时，说话者选择(13a)，而当说话者意图

发生变动，话语重点从“你”转变为强调两个“量”之间的联系时，两个分句中的有关“量”的成分就

会进入到说话人意识中较为突出的位置，发生“量”成分的话题化，形成两个意义上相互关联的话题结

构，即(13b)的形式。 
2) 并联结构中话题成分的再“升级”。通常一个句子只有一个自然焦点，这个焦点落在话语内容的

新信息上，如 I like beans 中的 beans。话题化使得话题成分也获得对比焦点，使每个分句都形成一个双焦

点结构。由于 CC 构式含有两个相同的 the-XP 分句，那么话题化后的整个句子就会形成一个双分句、四

焦点对峙格局。 
(14) The MORE you EAT, the LESS you WANT. 
但这仍然不是 CC 构式，只有每个分句中的话题成分再“升级”为整体结构层面上的主导成分时，

才导致 CC 构式的最终产生。其原理是，每个 the-XP 除了作本分句的话题外，两个分句中的 the-XP 之间

还具有一强烈的关联性，第二个分句中的 the-XP 所表达的“量”由第一个 the-XP 的“量”决定。这种关

联性这使得 the more X、the more Y 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能够突破各小句本身的界限而获得更紧密的关

系，成为整个 CC 结构层面上连接两个分句之间关系的纽带，因而获得了整句层面上的突出地位。 
3) 说明成分的关系化。随着 the-XP 的地位在整个 CC 上“升级”，每个分句中的其他成分意义则被

相对降低，各分句成分间语义关系随之变化，每个分句由话题结构的“话题–说明”关系转化为类似“中

心词–修饰语”关系，在语言形式上也表现为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一种类似关系从句的结构。这样，CC
分句的关系从句非典型特征也就得到解释：由于这个关系从句并不是像普通的关系从句那样自然生成，

而是句法成分意义在不同层面因素作用下地位发生变化的一种“临时性”结果，因此 CC 分句的说明部

分看起来像关系从句却又会受到较多限制。 
这种由于话题成分凸显而导致的分句成分意义的变化如图式 1、图式 2 所示。 
其中图式 1是 if条件句的意象图式。其中大矩形框和两个小矩形框分别表示 if∙∙∙then条件句及其分句，

小矩形框内的两个圆分别是单句状态下每个分句内部成分的语义关系：粗体圆表示每个分句的自然焦点。

两个圆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分句之间的关联性，小矩形框之间的连线表示从句与主句之间的联系。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the mount you eat and the mount you need 
图 2. “你吃”、“吃的量”、“需要量”之间的关系 

 

 
Schema 1.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If you eat more, you want less   
图式 1. “如果你吃的越多，你需要的就越少”的图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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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 2.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re you eat, the less you need 
图式 2. “你吃的越多，需要的就越少”的图式表征 

 
图式 2 表示并联构式对于话题化成分意义的影响。两个分句的 the-XP 部分由于对其间的关联性的侧

重使其成为整体层面的凸显成分，因此用粗体表示。两个粗体圆之间的连接虚曲线表示两个成分间的关

联。其他成分在分句中的地位本身没有变化，但由于两个 the-XP 成分在整体层次上的凸显，这些成分的

地位被相对削弱，因此，用细线条表示。 

4.2. 系动词省略及光杆式 CC 的形成 

话题成分在整句层面的凸显也能够解释个别情况下分句中系动词乃至分句的说明部分都被省略的情

况。 
首先，系动词 be 本来就不像普通动词那样充实，其主要功能是为了表示句子的主语–表语或话题–

说明等的语义关系。当分句话题成分高度凸显时，系动词 be 的意义在整体 CC 构式会被再“削弱”，适

当的条件下可以被省略[23]，如(5a)的 C2 中的 The higher the stakes, the lower his expectations 的每个分句

中被省略的系动词 are。 
另外一些情况下，当相关信息在语境中已经非常明确，不需要在 C1 中表达，而 C2 中的主语又是表

达非常笼统的类属意义时(如(15)中的 it)，这些成分会统统省略，而只保留分句意义最相关的两个 the-XP
成分，于是就会出现光杆式 CC 结构，其意象图式如图式 3 所示。 

(15) A: When shall I come here? 
B: The earlier (you come), the better (it will be).  
图式 3 中的虚线部分表示因为语境中已知或是属于普通类属意义不需要表达的部分，这时，两个分

句间的连接关系也就变成了两个 the-XP 成分间的连接关系，分别用加粗的圆和连接实曲线表示。 
这样以来，CC 构式的形成就可以看做大致包括这样四个方面(阶段)： 
1) 存在一个复合结构，其中含有两个不确定的量值，其中一个量值决定另一个量值。 
2) 特定语境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量值成分的地位被凸显，成为分句中的话题。 
3) 两个量值之间的条件性关联使得它们“升级”为两个分句连接的关键纽带，分句其余部分的语义

地位随之降低，成为附加说明成分。 
4) 在语境特别明确的条件下，附加说明成分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导致相应成分的省略，进而出现

系动词省略或“光杆式”CC 构式。 

4.3. 关于定冠词 the 与 XP 不匹配现象 

CC构式另一特征是分句 the-XP短语中定冠词 the与表达不确定意义的数量成分形式和意义上的不匹

配现象。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话题构式意义对不定数量成分意义进行压制的结果。the-XP 占据话题句的话

题位置，而根据 Chafe [18]、Li & Thompson [19]等，话题都具有很强的已知性与有定性特征。这些在语

言中使用过程中会凝结到话题位置上，成为话题构式意义的一部分。在与其他成分合成时，已知有定性

较强的成分会自动进入话题位置，而已知有定性特征相对较弱的成分在进入话题位置时会受到话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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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 3.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re, the better 
图式 3. “越多，越好”的图式表征 

 
特征的压制[13] [24]，并使获得或凸显其有定意义。More 或 less 等不定数量成分虽然它们表达的数量有

不确定性，但它们所表达的那个变化却相互关联的“量”的存在却是一种确定的事实，the-XP 所处的话

题位置会对 XP 进行压制，使这个变化的“量”的存在得到凸显，形式上体现为 XP 由 the 修饰。 

5. 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 the more X, the more Y 构式在形式意义方面的特殊性，指出了有关研究的成果以及

仍然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提出 the more X, more Y 是一个结构并列、意义关联、分句比

较成分话题化的并联话题构式，并在此基础上从认知的角度对构式诸多特征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

现构式特征的形成是并联成分的话题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一个侧面解释了 Quirk et al. 
[14]所注意到的并列结构中具有对比关系的成分容易发生在句法上向句首移动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并列句

中的对比成分在人的意识中被凸显而发生了话题化，在句法上表现为成分的左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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