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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Chinese is a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whereas English is a 
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 numerous differences lie between these two languages. Given the 
language typological disparity, L1-Chinese learners have a tendency to transfer topic-prominent 
features, manifesting as overuse of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zero 
anaphoras, pseudo passives and periphrastic constructions in their English productions. This ar-
ticle firstly summarizes the theories about TP features and compares their cross-linguistic differ-
ences. The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topic-prominent features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re reviews and analyzed. However,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terms of which Chinese top-
ic-prominent features will be transferred by the learners to English and the forms of correspond-
ing structures in interlanguage are indeterminate. Besides, whether L1-Chinese learners will un-
learn topic-prominent features, succeeding in approximating target language, is still under debate, 
and we make comments on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Finally,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re figur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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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是典型的话题突出语言，而英语是典型的主语突出语言，英汉语在话题/主语突出上的类型差异使得

中国学习者在英语中过度使用话题–述题结构和存现结构，出现零回指、假被动和迂回结构。本文首先

对话题突出特性进行了梳理和跨语言对比，然后回顾和评析了目前对中国学生英语中话题突出特性迁移

的研究，同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对其评论，最后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能够展开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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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是典型的话题突出语言，而英语是典型的主题突出语言[1] [2]。话题–述题结构在汉语中比较常

见，如(1a)，而其对应的英文是不合乎语法的，如(1b)。 
(1) a 这些书我都读过。 

b. These books, I have read. 
Chao [3]提出，所有的汉语小句都可视为话题–述题这一结构，而且汉语近 50%的句子都是话题结

构。话题在汉语中的作用比主语大，甚至可以脱落主语形成空主语。与之相反，主语在英语中十分重要，

正式文体中英语句子除祈使句外都必须有主语。英语还存在虚主语 there 和 it，其语义较弱，在句子中主

要发挥主语的句法功能。英汉语的上述类型差异使得中国学习者在英语中迁移话题突出特性，具体表现

为过度使用话题–述题结构和存现结构(existential construction)，出现零回指(zero anaphora)、假被动

(pseudo passives)和迂回结构(periphrastic structure)。本文将对有关中国学习者英语中话题突出特性的上述

迁移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评析。 

2. 理论框架 

在回顾和评析以往研究之前，有必要介绍本文的理论框架，依次为话题–述题结构、存在结构、零

回指、假被动、迂回结构。 

2.1. 话题–述题结构 

话题–述题结构由三部分组成：话题，话题标记和述题[4]。话题是说话者和听者谈论的信息，NP、
VP、PP 以及小句等均可以充当话题；话题标记位于话题与述题之间，起到停顿的作用；述题是与话题相

关的小句。话题–述题结构在汉语中属于非标记性结构，而在主语突出语言英语中属于标记性结构。 
汉语话题–述题结构可通过句法位移形成或基础生成[5] [6]。句法位移形成的话题–述题结构包括三

种类型，第一种是话题从宾语位置移位到话题位置，并在宾语位置上留下语迹(trace)。第二种是从宾语位

置移位到话题位置，并使用代词与话题同指(coreferential)。第三种是从主语位置移位到话题位置，并使

用与话题同指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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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张三 i 我不认识 e i。 
b. 张三 i 我不认识他 i。 
c. 张三 i 他 i 不会游泳。 

基础生成的话题–述题结构包括四种类型：话题和述题的主语存在拥有关系，如(3a)；话题和述题的

主语存在包含关系，如(3b)；话题和述题的宾语存在包含关系，如(3c)；话题与述题中的任何成分没有直

接关系，而是与整个述题相关，如(3d)。 
(3) a. 那个女孩眼睛大又亮。 

b. 水果苹果最好吃。 
c. 运动我最喜欢跑步。 
d. 房价纽约最高。 

2.2. 存在结构 

英语对 SVO 有相对严格的要求，而汉语允许重组句中单词顺序达到强调的目的。英语需要引入虚主

题帮助聚焦于该小句，一般由“there be”引导，如(4a)，语义上不同于(4b)。 
(4) a. There are many graduate assistants teaching English. 

b. Many graduate assistants are teaching English.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过度使用存在句，进而从类型学角度进行探究，提出“there be”起到引入

话题的作用，致使这类句子和汉语话题结构相似。同时，研究还发现一些“there be”位于句首但是不合

乎语法的句子，如(5)。 
(5)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ant to study abroad.  
句中“some students”非定指(definite)也非类指(generic)。然而话题性质之一是必须为定指或类指

[2]。“some students”在语义上指示不明，学习者受到汉语中对话题限制的影响，借助“there be”引导

此类 NP 进行表达。因此，“there be”可以视为话题引导者，用来标记句首未定义的 NP。由此可见，过

度使用存在结构也是由迁移所致。 

2.3. 零回指 

作为话题突出语言，汉语允许空话题、空主语和空宾语[7]，而英语则不允许，如(6)。 
(6)说话者 A：你想看电影吗？ 
说话者 B：想看。 
(我)想看(电影) 
Want to see. 

零回指的使用和语篇息息相关，如果指示对象可以从前文、语境或常识得到恢复或理解时，就会出

现零回指[7]。同时，Chu [8]指出话题链是以零回指(隐性)的形式由话题(显性)连接而成的一组小句。回指

和话题密切相关，在语篇中零回指起到衔接作用，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则起到主要和次要停顿作用。由

于汉语高度依赖语篇，这类结构在汉语中经常出现，因此研究指出汉语话题突出特性迁移会导致中国学

习者的英语中出现零回指。 

2.4. 假被动 

假被动是汉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出现的一种结构，如(7)。 
(7) These ways can classify two types. 
然而，Schachter 和 Rutherford [9]考虑到汉语话题突出特性的影响，对中介语中这类结构解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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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se ways [we] can classify [them] two types.. 
句中的主语“we”在信息结构中属于次要信息，所以主语受到抑制而没有出现；与话题“these 

ways”同指的代词“them”也被省略。假被动结构即是省略了述题中主语和宾语的话题–述题结构，省

略的主语可以依据语篇得到恢复，省略的宾语是与话题同指的代词。对比假被动和汉语话题结构，假被

动的词汇顺序和汉语词序一致，如(9)。 
(9) a. New cars must keep inside. 

b.新车应该放在里面 
由此可见，假被动并非是由于未能掌握英语被动语态造成的，而是汉语话题结构的功能迁移至假被

动的形式上所形成的，这种从功能到形式的映射可以表示为： 

 

2.5. 迂回结构 

迂回结构是中介语中出现的另一种结构，最早由 Yip and Matthews [10]在香港大学学生英语写作中发

现，如(10)。 
(10) For China in the next 50 years, she is faced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当话题与谓语在句法上没有关联，与整个小句在语义上相关，这种结构在英语中是符合语法的。然

而，(10)中话题“China”与谓语之间存在语法关系，for-结构则不是恰当的用法，与主语重复。汉语中存

在“对于”、“至于”此类结构，能够引出强调内容作为话题进行讨论，受到母语影响，学习者将此类

结构的语篇功能迁移至英语句法形式上。英语不允许一个与谓语没语法关系的名词短语作为话题，中国

学习者则借助介词结构试图建立名词短语和主句之间的关系，“for”的引入使得句子更英语化，可见中

国学生在英语语法的限制下向目标语靠近。因此，迂回结构可视为受母语话题突出特性迁移和目标语输

入影响而产生的的中间结构。 

3. 研究回顾 

3.1. 话题–述题结构 

蔡金亭[11]通过英语作文语料收集，分析了 90 名英语水平不同的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发现他们使

用了一些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句子作话题的话题–述题结构，且在高水平组中出现的频率

显著低于中级和低水平组。蔡金亭[12]采用翻译任务做进一步探究，发现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话题结构

–述题的使用率降低，但是隐含性加强，低水平组倾向于使用 NP 做话题，随着英语水平提高，使用动

名词和 PP 做话题的比例增加。同时补充英语写作任务，对比发现使用话题–述题结构的比例远低于翻译

任务。研究探讨话题类型对主语突出特性迁移的影响，然而忽略了基础生成的话题–述题结构，未能全

面考察话题–述题结构。 
Xiao [13]主要探究汉语背景的儿童学习英语时话题突出特性对句法知识习得的影响，提出八个话题

突出特性：虚主语的缺失、主语的缺失、主谓不一致、宾语代词的省略，以及使用左移位结构、右移位

结构、双主语结构、话题化结构(时间或地点短语作为话题、动词短语作为话题、句子作为话题的话题突

出结构)。其中话题–述题结构的使用率均高于参照组，证明发生迁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语突出特

性逐渐显现。这些结构中，有些结构是否在研究内容的范围内还值得探讨，例如中国学习者英语中主谓

不一致是否主要由于话题突出特性迁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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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苏晓军[14]采用语法判断任务探究了话题突出特性迁移对中介语构建的影响，考察了七种中

间语结构，数据显示其辨认成功率相差较大，由低到高依次为迂回结构(6%) < 提升(19%) < 存在结构

(26%) < 作格结构(31%) < 双主语结构(47%) < 零回指(51%) < 假被动(71%)。其中双主语结构属于话题

–述题结构，其辨认成功率低于 50%，远低于参照组(由 31 名英语母语使用者组成)。作者并指出话题–

述题结构在汉语中无标记，而在目标语中有标记，这种迁移称为“迁至无处”(transfer to nowhere)。然而

判断类型的任务所考察的内容局限于任务所涉及到的语言知识，因此得到的数据可能无法准确反应研究

问题。 
Yang [15]采用即时口头任务和谨慎翻译任务，探究英语学习者中介语中六类结构：双主语结构，存

在结构，假被动，零成分，迂回结构和主谓不一致。根据其使用率，Yang 提出习失难度等级假设：迂回

结构 > 存在结构 > 零成分 > 假被动 > 主谓不一致 > 双主语。可以看出，双主语结构最易习失。Yang
指出初级学习者受母语影响很大，会直接将汉语话题–述题结构的形式/功能迁移至英语中，随着英语水

平的提升，双主语结构逐渐减少，因此提出“话题到主题假说”。然而此研究的习失难度等级假设与张

爱玲和苏晓军[14]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因此不同话题突出特性的习失顺序有待探究。 
Chen [16]采用翻译任务考察了话题–述题结构对英语习得的影响。从话题类型的角度对中国学生译

成的英语句子进行统计分析，涉及四种不同话题类型，包括 NP、VP、PP 和小句为话题。其使用率随着

英语水平的升高而下降。该研究从话题类型这一角度进行分类，在中译英时使用 NP、VP、PP 和小句作

为话题直接受到实验材料中汉语话题类型的影响，然而实验句的类型分布不均，其中包括 15 句以 NP 为

话题，3 句以 VP 为话题，2 句以小句为话题，此分类必影响实验数据，而且该研究也未能全面考察话题

–述题结构。 
常辉等[17]通过句子可接受度判断任务，考察了 145 位英语水平不同的中国大学生对不同英语话题–

述题结构的接受程度，探究汉语话题突出特性迁移及习失情况。第一种是句法位移形成的且有语缺，第

二种是句法位移形成且有与话题同指的代词，第三种是基础生成，话题和述题的主语存在拥有或包含关

系，第四种是基础生成，话题只与整个述题有关。结果显示被试基本不接受英语话题–述题结构(拒绝率

均高于 60%)，然而由于迁移，仍有被试接受。拒绝率随着被试英语水平的升高呈 U 型发展，英语水平最

高的被试其判断接近英语母语使用者。此研究全面考察不同类型话题–述题结构，而然实验在句子层面

进行，考虑到话题是一个基于语篇的概念[8]，从语篇层面进行考察更为合理。 

3.2. 存在结构 

在张爱玲和苏晓军[14]的研究中，中国学生对存在结构的辨认成功率为 26%，低于双主语结构(47%)，
且比母语使用者对存在结构的辨认率(89%)低得多，说明话题突出特性发生迁移。根据“迁至某

处”(transfer to somewhere)，在目的语英语输入中，存在对应结构“there be”，使得中国学习者相信迁

移话题突出特性的发生是有道理的。 
Yang [15]也考察了存在结构，发现对于中国学习者存在结构的较难习失，仅次于迂回结构的习失难

度。随着英语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出现频率降低，由此可见，汉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逐步习失汉语话

题突出特性。语法学家指出汉语中“有”的功能多样，作为存在动词，“有”是汉语中与“there-be”所

对应的表达。Yang 的实验句中均以“有”开头，致使被试大量使用存在结构，影响实验数据。翻译任务

有明显的引导性，考察中国学习者的产出更能客观反映主语突出特性迁移的情况。 

3.3. 零回指的研究回顾 

在张爱玲和苏晓军[14]的研究中，中国学生对零回指的成功辨认率高于 50%，低于母语使用者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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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辨认率，然而母语使用者对此结构的辨认率也只达到 76%，低于此参照组组对其他结构的辨认率。

然而文章没有对此结构的判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 
在 Yang [15]所考察的中介语中话题突出类型结构包括零成分，根据习失难度等级假设，零成分不易

习失。根据作者描述，零成分与本文所说指零回指一致，可见这些结构的术语还需规范。研究结果显示

省略主语和宾语出现不对称现象，Yang 用冗余原则进行解释，即应省略能够从语境得到恢复的信息。但

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不对称现象。 
Li & Yang [18] [19]在话题链的层面，采用翻译任务，考察了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学生英语中的零回

指。被试需要将两段中文翻译成英文，两段中文均由摘自英文原著的段落翻译而来，其中包括 6 个话题

链和多处零回指。实验结果支持“话题到主语假说”。研究考察产出，避开翻译任务的引导性，然而其

效度有时不高，被试往往没有使用相关结构，可通过改进实验设计来克服。 

3.4. 假被动 

Han [20]分析两位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两年内自发的英语产出，发现被试在书面英语中使用假被动，

证明了汉语话题突出特性的迁移，且不可习失。Han 提出提出汉语话题突出特性不可最终习失，与其他

相关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汉语话题突出特性的习失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研究定性描述分析汉语背

景学习者英语中的假被动，因此其结论需要定量实验进一步论证。 
张爱玲和苏晓军[14]也考察了中国学习者对假被动的辨认，其成功率高达 70%。张爱玲和苏晓军指

出中国学生习惯于把假被动结构中的话题当作主语以被动形式来分析，发现假被动不合乎英语语法，且

被动态在汉语中属于标记性结构，因此成功辨认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Han [20]研究发现中国高级学习

者英语中任然有假被动。 
Yang [15]也考察了假被动。翻译任务中的中文句子语意上被动，而无被动形式，如“这些问题应该

解决”。Yang 提出初级学习者中介语中出现大量假被动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英语允许这种结构，另一

方面他们会直接将无被动形式的汉语句子译成英文，不做词序的调整。而高级学习者在翻译此类句子时，

倾向于借助主动态。 
基于 Han [20]的研究，Stoecker [21]分析 9 位高级学习者英语中话题突出特性，同时采用了语法判断

及改错任务探究学习者对英汉类型差异的掌握。语法判断任务中 32 个英语句子分为 4 组，第一组是假被

动，第二组是不合乎英语语法的目标语话题–述题结构，第三组是合乎英语语法的目标语话题–述题结

构，第四组是干扰句。以上多重任务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高级英语学习者在书面英语中使用假被动，

且难以辨认假被动、难以判断不合乎英语语法的话题–述题结构，支持与 Han [20]的结论。在此研究中，

Stoecker 只考察了假被动和一种话题–述题结构，其他结构有待研究。研究中 Stoecker 认为不合乎英语

语法，然而有学者认为此类结构和 Stoecker 认为合乎英语语法的第三组句子同是经句法位移形成，均存

在于英语中[5] [6] [17]。根据常辉等[17]，中国学习者对这两种话题–述题结构的判断没有显著差异，且

被试倾向于接受这两类句子，其接受率均高于 50%。 
Li [22]采用口译任务和笔译任务，考察了话题突出特性迁移对学习者学习英语被动语态的影响。三

组英语水平不同的被试口头和书面翻译 10 个句子，实验结果显示假被动的使用率随着被试英语水平的升

高而下降。然而，Li 没有对比分析英语口语产出和英语书面语产出中假被动使用情况的差异。 

3.5. 迂回结构 

在张爱玲和苏晓军[17]考察的七种结构中，中国学生对迂回结构的辨认成功率最低为 6%，且显著低

于母语使用者对存在结构的辨认率(82%)。张爱玲和苏晓军指出中国学习者往往不能区分这两类话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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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迂回结构的辨认，一类是与谓语有句法关系的话题，一类是与谓语没有句法关系的话题[23] [24] [25]。 
在 Yang [15]的研究中关于迂回结构的实验结果与张爱玲和苏晓军[14]的一致，迂回结构是最难习失

的。受到母语话题–述题结构语序的影响，初级学习者高度依赖迂回结构。Yang 的实验句均由“关于”、

“至于”等类似结构引导，刺激被试使用迂回结构，未能客观反映主语突出特性迁移的情况。 

3.6. 研究回顾总结 

以上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在英语中会使用不同类型的话题突出结构，证明二语学习过程确实经历了

话题突出特性迁移，而且英语水平、表达形式、任务类型、话题–述题类型等都有可能影响迁移。不难

发现，此方向的研究几乎均涉及到能否成功习得英语主语突出特性这一问题，常辉等[17]则考察了汉语话

题突出特性能否成功习失。大多数研究考察的内容为与话题突出特性相关结构出现的比例[11] [12] [15] 
[16] [18] [19] [22]或者中国学习者对这些结构的接受程度[14] [17]。也有相关研究着重探究目标语话题突

出结构与话题突出特性迁移之间的关系[9] [10] [20]。 

4. 评论 

4.1. 研究问题 

根据上述回顾，研究发现了英汉语类型差异会导致中国学习者在英语中迁移话题突出特性，并对其

解释，例如“迁移无处”，以及提出学习者已经认识到汉语的类型特征，但因不了解英语的限制导致迁

移。然而，对迁移的解释不够充分、有待完善。 
考察话题–述题类型对迁移影响的研究中，其内容差异较大，不同研究所考察的目标语结构不同，

且大多数研究只考察了个别结构。这些结构中，有些结构是否在研究内容的范围内还值得探讨，如主谓

不一致等[13]。这些结构确定后还需规整分类，如双主语结构是否属于话题–述题结构[13] [14] [15]。另

外还需规范这些结构的术语，如对空论元结构的命名方式有空位、零成分或零回指等[11] [15]。前人研究

对中介语中出现的假被动从句法、语意、功能三个角度解读，分析较为全面[20]。然而对于零回指、迂回

结构这些不合乎语法的表达，只考虑了汉语中对应结构的影响，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同时，大多数研究忽略了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例如，判断类型的任务所考察的内容局限于

任务所涉及到的语言知识[14] [17] [21]，由于二语学习者的语感不及母语使用者，促使他们可能会使用某

些策略去完成任务，从而使得二语学习者表现出变异性的倾向，因此得到的数据可能无法准确反应研究

问题；翻译类型的任务具有引导性，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学习者英语中话题突出特性迁移的情况[15] [18] 
[19]。同时这些研究方法均在句子层面进行，然而话题是一个基于语篇的概念[8]，此方向研究更适合在

语篇层面进行考察。 

4.2. 研究展望 

以上研究发现英语水平、任务类型、表达形式、话题–述题类型都对习得主语突出特性、习失话题

突出特性有所影响。前人仅定性比较不同任务类型(翻译/写作)和不同表达形式(口语/书面)，还需定量研

究验证其统计学上的差异。同时还应探究这些因素影响话题突出特性迁移的原因，例如为什么口语比书

面语中出现比例高，是否口语中语用、语义优先于句法，是否书面中对话题移动距离限制更严格，进而

有针对性地帮助学习者在不同表达形式中习失这些结构特性。另外，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更重要的是需要比较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以确定影重要的因素应用于教学。 
许多研究考察了相关结构出现的比例或中国学习者对这些结构的接受程度，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较这

些结构受到汉语话题突出特性影响的程度，以确定哪种结构迁移最持久，使得对学习主语突出特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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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话题突出特性的教学指导更有针对性。对于英语中出现的零回指、迂回结构研究还需从多角度出发进

行分析，任何一种语言现象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二语的发展是由目标语输入、母语、普遍语法和要

习得的语言项自身的特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从而提出理论依据，帮助中国学习者成功习失这些结

构。 
考虑到判断型和引导性任务的局限性，以及话题是一个基于语篇的概念，此方向未来研究更适合从

语篇层面巧妙设计实验分析中国学习者的英语产出，在确保信度和效度的前提下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 

5. 结语 

中国学习者英语中话题突出特性的迁移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但目前研究发现不太一致，如类

型差异会导致哪些话题突出特性迁移，以及在中介语中的表现。另外，影响话题突出特性迁移的因素有

哪些，以及其影响程度大小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研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扩展，如其他与话

题突出特性迁移相关的目标语结构有待挖掘，以及探究目标语结构与话题突出特性迁移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待补充，中国学习者为何会过度使用存在结构，中介语中为何会出现零回指、迂回结构，均需要进一

步如从句法、语义、功能等不同角度对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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