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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chief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Wen-yen discourses is a very strict and clear 
Theme-Rheme structure, so the chief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that Theme-Rheme Progression 
theory is absolutely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of Wen-yen discourse. Segmentation 
analysis consists of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of the actual segmentation of any discourse is to find 
theme (topic) or rheme of each sentence forming the discourse. To achieve this aim we can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or can rely on formal markers such as function words standing be-
tween theme and rheme.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analysis is to find out what Theme-Rheme Pro-
gression is suitable for our discourse. While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of Wen-yen discourse in this 
paper, we used eight types of Theme-Rheme Progression, namely: parallel pattern, parallel pat-
tern with two alternate themes, parallel pattern with constant theme, the pattern with the omis-
sion of rheme, parallel pattern with constant rheme, intersecting pattern, chain pattern and mixed 
pattern. Parallel pattern is basic. All other patterns can be treated as parallel pattern’s modifica-
tions. Chain pattern also got out of parallel pattern. This paper studies such types of lexical cohe-
sion as lexical repetition, ellipsis and pronominal anaphora. This paper also offers the application 
of Theme-Rheme Progression theory to semantic analysis of Wen-yen discourse. The actual seg-
mentation lets us find out all character’s weight and build their hierarchy. It also lets us find out 
semantic connections and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parts of Wen-yen discourse. In this 
regard the application of Theme-Rheme Progression theory lets u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en-yen discourse more precisely and make more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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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述位结构严整清晰，是文言语篇的语法特征之一。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主述位推进理论在

分析文言语篇结构中的实践意义。对语篇的实际切分分析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要从每一个组成语篇的

句子中切分出其主位或者述位；进行这种切分时，可以利用层次分析法，也可以利用形式标记，例如主

位和述位之间的虚词“者”、“也”、“之”、“则”等。语篇分析的第二阶段在于确定该语篇符合哪

一种主述位推进公式。本文描写文言语篇时，一共用了八种主述位推进模式，即：平行、主位交替、主

位重复、主位省略、述位省略、交叉、链接与混合模式。其中平行模式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都可以看成

平行模式的变体或者从平行模式划分出来的。此外，本文还研究了以下词汇衔接手段——词汇重现、词

汇省略、代词性回指等——在语篇切分中的作用。本文强调指出：实际切分在晚期文言语篇语义分析中

具有更明显的应用价值；实际切分分析有助于理解语篇故事角色的分量，有助于分析不同语段之间的语

义联系和逻辑上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翻译文言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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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述位推进理论的创始人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马泰休斯(Vilém Mathesius) [1]。他第一个提出实际切

分、主位和述位这几个概念。这位学者研究的是捷克语和英语语篇。捷克语言学家达奈施(František Daneš) 
[2]对马泰休斯有关实际切分的理论原理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并提出了五种主述位推进模式。目前主述位推

进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不同语系语言的篇章结构研究，如针对现代汉语[3] [4] [5]、上古汉语[6] [7]、俄语

[8] [9] [10] [11]、德语[12]和英语[13]等几种语言都有人进行切分实践，这说明主述位推进理论对于解析

不同语系语言的语篇结构均具有实践意义。 
有的学者分析汉语语篇的时候，使用的是话题–述题这一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组概念本来是

赵元任先生提出的[14]，但他研究的是汉语单句结构，而不是语篇，也不是句子之间的衔接手段。对单句

做实际切分的时候，主位和话题相吻合。但对语篇进行实际切分的时候，所切分出的所谓话题，已经不

是赵元任提出的话题，而是主位。因此，只有使用主述位推进理论的主述位推进公式，才能更好地进行

语篇切分。否则便会出现切分模糊的现象，妨碍对语篇结构的清晰理解。 
在我看来，主述位推进理论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就是汉语文言语篇。主要是由于文言语句的语法结构、

主述位结构都非常严整清晰(而其词汇却相反，以模糊性为主要特点)。在文言复合句中，一个主句一般只

与一个从句产生从属关系。(从句越多，实际切分越难以进行。)而目前在汉语学界用主述位推进理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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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语篇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一方面，这种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他既要有主述

位推进理论方面的知识和操作实际切分的技能，又要对古代汉语有很好的把握。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具

体的实例操作来推进该理论在汉语文言语篇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主述位推进理论有助于分析语篇的结构，有助于厘清组成语篇的句子按照哪

些规律连缀在一起，哪里是句子的焦点，哪里是已知信息，用的是哪些衔接手段。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语篇的含义，以及如何构造新的语篇。主位省略是文言语篇中很常见的衔接手段之一，主

述位推进理论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还原被省略掉的成分。 
此前，有学者提出了“‘主位推进’论……几乎完全不适合汉语” [15]的观点，而本文通过对系列

语篇的实际切分操作，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2. 从单句中切分出主位或者述位的原则与实际操作 

对语篇的实际切分一般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是从每一个组成语篇的句子中切分出其主位或

者述位。进行这种切分时，不能以主位或述位的定义为出发点。因为主位和述位不好下定义，这与主语

和谓语难以下定义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用链接模式组成的语篇里的主位是已知信息，述位是新信

息。而对用述位延续模式组成的语篇而言，其主位是新信息，述位是已知信息。主位和述位是两个相对

的概念，可以互相转换。因此从单句中切分主位或者述位的原则是，主位一般对应于主语部分，述位一

般则对应于谓语部分。层次分析法逐级分析的最后结果，是句子自动地分为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因此实

际切分的第一阶段用层次分析法完成比较方便。 
例句 1：从“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句中切分出主位。 
为了做好这个题，对这个句子进行从小到大的层次分析法分析(图 1)。 

 

 
Figure 1. The extraction of theme in Wen-yen sen-
tence. Example 1  
图 1. 单句中切分出主位的例子 1 

 
如图 1 所示，这个句子的主语部分由两个并列主谓短语组成，即“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这也是这个句子的主位。 
这里不难发现，虚词“是”为述位开端的形式标记，告诉我们“是”字以后的成分符合述位。 
例句 2：需要从“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中切分出主位。 
对这个句子的层次分析法分析(图 2)告诉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语部分符合主谓短语“夫子之不可及”。

这也是我们要切分出的主位。放在主位末尾的虚词“也”可以看成主位结束的形式标记，亦是主位与述

位之间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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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extraction of theme in Wen-yen sen-
tence. Example 2 
图 2. 单句中切分出主位的例子 2 

 
至于带一个从句的主从复句，从句一般对应于主位，主句对应于述位(或者相反)。 
例句 3：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句中切分出主位。 
我们分析的句子是个主从复合句，主句为“莫敢不敬”，条件从句为“上好礼”。条件从句符合主

位，主句符合述位，虚词“则”是述位开端的形式标记。 

3. 主述位推进模式的公式描写 

语篇分析的第二阶段是判断该语篇符合哪一种主述位推进模式。基本主述位推进模式一共有四个：

平行模式、链接模式、交叉模式与混合模式。 
所有的主述位推进模式都可以用公式表示(表 1)，以利于实际切分操作。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heme-Rheme Progressive Patterns 
表 1. 主述位推进模式分类 

 模式名称及其公式 语篇的例子 

1 

平行模式 

1 1

2 2

3 3

4 4

T R
T R
T R
T R







 

 

(《论语·微子》) 
齐人 归女乐。 
季桓子 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 行。 

 

2 

主位交替平行模式 

1 1

2 2

1 3

2 4

T R
T R
T R
T R







 

 

(论语·里仁篇) 
君子 怀德， 
小人 怀土。 
君子 怀刑， 
小人 怀惠。 

 

3 

主位重复平行模式 

1

2

3

4

T R
T R
T R
T R







 

或

1 1

2 1 2

3 1 3

4 1 4

T R
T T R
T T R
T T R


 = =
 =
 

 

(孟子·梁惠王下) 
寡人 有疾， 
寡人 好色。 

(荀子·乐论) 
乐者, 圣王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 感人深, 
其 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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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主位省略模式 
T|R1，R2，R3… 

(论语˙学而) 
君子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 

T R1，R2，R3，R4 
 

5 述位省略模式 
T1, T2, T3…|R 

(荀子˙荣辱) 
无廉耻， 
不知是非， 
不辟死伤， 
不畏众强， 

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 

是狗彘之勇也。 

T 1，R2，T 3，T 4 R 
(论语˙八佾) 

居上不宽， 
为礼不敬， 
临丧不哀， 

吾何以观之哉？ 

T 1，R2，T 3，T 4 R 
 

6 
交叉延续模式 

1 1

2 2 1

T R
T R T

 ≅

 

(中庸) 
获乎上 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获乎上矣。 
 

7 

链接模式 

1 1

2 1 2

3 2 3

T R
T R R

T R R


 =
 =
 

 

(韩非子˙解老) 
人有祸， 则心畏恐。     

 心畏恐， 则行端直。    
  行端直， 则思虑熟。   
   思虑熟， 则得事理。  
    得事理， 则必成功。 

 

8 混合模式 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朱述位推进模式合用的情况。见下 

4. 对平行模式的描写 

平行模式有很多变体，例如主位交替、主位重复、主位省略、述位省略、交叉等模式。实际上链接

模式也是从平行模式划分出来的。因此平行模式经常是研究的重点。 
平行模式是组织古汉语篇章的主要方法。衔接用平行模式组成的语篇的手段有两种，分别是词汇和

语法上的对称。主要词汇衔接手段为词汇重复，以及反义词、近义词和属于一类词的使用。 
例 4：要分析的语篇如下：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

失之地则谓之狂。(韩非子∙解老) 
(首先)对这个语篇要进行实际切分分析，然后分析其衔接手段。 

 
目不能决黑白之色， 则谓之盲, 

T1 R1 

耳不能别清浊之声， 则谓之聋, 

T2 R2 

心不能审得失之地， 则谓之狂。 

T3 R3 

 
虚词“则”可以看成所有的主位与述位之间的形式标记。从以上的切分可见，所有下面的句子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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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句子的基础上构造的。虚词“不能”、“之”、“则谓之”的重现使得第一个句子的结构可以

完整重复。名词“目”在下面的句子中为属于同一类的名词“耳”、“心”所代替。名词“目”、“耳”、

“心”明显不是近义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它们都表示人之所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三

个名词都归到一类。第一个句子中的述宾短语“决色”在下面的句子中被相似的述宾短语“别声”、“审

地”所代替。并列短语“黑白”在下面的句子中被相似短语“清浊”、“得失”所代替。第一个句子的

实词“盲”被属于一类的实词“聋”、“狂”所代替。这三个字的词性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且都有

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描写人的属性：人的视力、耳力和他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三个字同属一类。 
语义上，实词“目”、“耳”、“心”与实词“盲”、“聋”、“狂”有紧密的联系，因为读完这

一段后读者脑海里会留下“目盲”、“耳聋”、“心狂”这三个短语。 
至于语法上的衔接手段，此语篇保持纵向的对称，即 T1||T2||T3；R1||R2||R3。||这个符号指的是语法结

构相同。T1，T2，T3 都有主谓宾结构。R1，R2，R3 都有谓语加上直接宾语、再加上间接宾语一样的结构。 
反义词的使用也是组织平行语篇常用的衔接手段。 
例 5：待分析的语篇如下：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 
需要对这个语篇里的衔接手段进行分析。 

 
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这个语篇的结构符合平行模式。虚词“不可”、“而”、“也”的重现允许第二个句子重复第一个

句子的语法结构。至于词汇衔接手段，第一个句子的实词“君子”在第二个句子中被其反义词“小人”

代替；状中短语“小知”被类似的短语“大受”代替；第一个句子的“大受”被第二个句子的“小知”

代替。“小”与“大”又构成反义关系。 

5. 以对称形式为标准对平行语篇的分类 

除了词汇衔接手段之外，语法上的对称也是组织平行语篇的重要手段。在表 2 中，以最简单的平行

语篇(a)为例，来对语法上的对称进行分类。 
 

T1 R1 
(a) 

T2 R2 

 
Table 2. Grammatical Symmetry in Parallel Te 
表 2. 平行语篇的语法上的对称 

 对称的种类 例子 

1 

纵横向的对称 
T1||R1； 
T2||R2； 
T1||T2； 
R1||R2. 

(墨子∙辞过) 
夫妇节, 而天地和。 
风雨节， 而五谷熟。 
衣服节， 而肌肤和。 

 

2 
斜向的对称 

T1||R2， 
达到对称要求的机制是词汇重现 

(孟子∙离娄上) 
得天下 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 
得其民 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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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纵向的对称 

T1||T2； 
R1||R2. 

(墨子˙亲士) 
江河之水， 非一源之水也; 
千镒之裘, 非一狐之白也。 

 

4 一部分纵向的对称 
T1||T2. 

(论语˙先进) 
颜渊 死。 
颜路 请子之车以为之椁。 

 

 
从表 2 中不难发现符合纵横向对称模式的语篇对称程度最高，词汇重复得也最多。符合一部分纵向

对称的语篇对称程度最低，词汇重复得最少，更确切地说，在我们举的例子中完全没有重复。 
表 2 中所举的都是先秦语篇的例子。先秦的平行语篇以保持纵横向对称的居多。晚期文言文的平行

语篇(则)相反，以保持一部分纵向对称的语篇居多。晚期文言文的平行语篇中也有保持纵横向对称的例子，

但这一般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而存在，以期获得读者的注意。在先秦语篇中纵横向的对称是组织

课文和语篇的主要方法，而不是修辞手段。 
例 6：待分析的语篇如下：1)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 2)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 3) 痛哭而返。众慰解之，哭益悲。(聊斋志异∙张
诚) 

首先对这三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分析，然后比较一下对称程度。 
 

志不强者， 智不达。 非我而当者, 吾师也; [讷] 痛哭而返。 

言不信者， 行不果。 是我而当者, 吾友也; 众 慰解之 

  谄谀我者, 吾贼也。 [讷] 哭亦悲。 

 
以上的实际切分分析告诉我们，第一个语篇保持纵横向的对称，对称程度最高；第二个语篇以纵向

的对称为特点；第三个语篇只保持一部分纵向的对称，对称程度最低。第三个语篇的语言属于晚期文言

文，该语篇的作者并不追求语法上的对称。 
例 7：待分析的语篇如下：1)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荀子∙不

苟) 2) 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聊斋志异∙小翠) 
首先需要对这两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然后比较对称程度。 

 

君子 

位尊而志恭, 
心小而道大, 

女 

笑拉公子入室， 

所听视者近, 
而所闻见者远。 

代扑衣上尘， 
拭眼泪， 
摩挲杖痕， 

 饵以枣栗。 

T R1 — R4 T R1 — R5 

 
我们分析的两个语篇都符合主位省略模式。第一个语篇的对称程度明显地比第二个高。从形式角度

看，第一个语篇的每一行都有一样的字数(最后一行是例外，有 6 个字)；第二个语篇每一行的字数不同，

字数为 6，5，3，4 与 4 个字。 
至于语法上的对称，第一个语篇的述位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由两个并列主谓短语充当(R1，

R2)，第二个部分由两个主谓短语充当。大体上，所有的述位都有主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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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语篇的述位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R1)由兼语短语充当。这个兼语短语当然还包括两个

述宾短语，即“拉公子”与“入室”。第二个部分由三个述位组成。这三个述位(R2—R4)都有述宾短语结

构，但从形式角度看，每行字数不同，因此这三个述位形式上是不对称的。 
最后的述位 R5 有述补结构，与以上所有述位都不同，字数却与 R4 一样。蒲松龄并不追求严格的语

法上与形式上的对称。有的述位保持语法上的对称，却不保持形式上的对称(R2—R4)，有的述位则相反：

形式上的对称在，语法上的对称却被打破(R4，R5)。 
第二个语篇比第一个风格上更活泼，而且没有词汇上的重复。而第一个语篇中，三个虚词被重复。 
例 8：待分析的语篇如下：1)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2) 闻其故，惊颜如土，大哭曰：“……”与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阖扉任其诟厉。公怒，斧其门，女

在内含笑而告之曰：“……” 
首先对这两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然后比较对称情况。 

 

知者 乐水, [公] 

闻其故， 
惊颜如土， 

大哭曰：“……” 
与夫人操杖往。 

仁者 乐山; 女 已知之， 
阖扉任其诟厉。 

知者 动, 公 怒， 
斧其门， 

仁者 静; 女 在内含笑而告之曰：“……” 

知者 乐,   

仁者 寿。   

 
这两个语篇都符合主位交替平行模式。第一个语篇的对称程度明显地比第二个语篇高。第一个语篇

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两个部分都保持纵向的对称。第二个语篇只

保持了一部分纵向的对称。其主位部分是对称的：“女”和“公”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名词，而述位部分

则不对称。第一个主位([公])使四个述位服从于己，第二个主位“女”使两个述位服从于己。述位的字数

也不同，形式上的对称被有意地打破。唯一对称的片段为“闻其故”与“斧其门”。对称程度的降低避

免了过多的重复，令语义表达变得更直接。 

6. 对链接模式的描写 

链接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上句的述位被下句的主位重复，然后套上新的述位。新的述位或其中的焦

点被下句的主位重复，然后这个过程再加以重复。我们用下面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例 9：待分析的语篇如下：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

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夭死；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

也。而祸本生于有福。(韩非子∙解老) 
首先对这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然后判断该语篇符合哪种主述位推进模式，用的是什么衔接手段。 

 
人有福， 则富贵至。       

 富贵至， 则衣食美。      

  衣食美， 则骄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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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骄心生， 则行邪僻而动

弃理。 
   

    行邪僻， 则身夭死。   

    动弃理， 则无成功。   

     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

成功之名者， 大祸也。  

      而祸 本生于有

福。 

 
本语篇的结构符合链接模式。用平行模式连在一起的只有两个句子：“行邪僻，则身夭死。动弃理，

则无成功”。至于主要衔接手段，即下面的主位完整地重复以上的述位。因为这个原因，词汇重复率显

得太高。上句的述位被完整地重复是用链接模式组成的先秦语篇的主要特征。至于晚期文言作品，被重

复的不再是上句的述位，而只是其中的焦点。 
下面用例 10 说明这一点。 
从所分析的语篇中取出(b)部分之后，不难发现该部分完全符合平行模式(c)： 

 
(b) (c) 

富贵至， 则衣食美。  富贵至， 则衣食美。 

 衣食美， 则骄心生。 衣食美， 则骄心生。 

 
这一点证明了之前所述，链接模式是从平行模式划分而出的。 
例 10：首先对下面的语篇进行实际切分，并指出所用的衔接手段： 
孙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妇难也，妇以远游咎无病。无病鞠躬屏气，承望颜色，而妇终不快。 

 

孙 
不能堪， 
托故之都， 
逃妇难也。 

   

 妇 以远游咎无病。   

  无病 鞠躬屏气， 
承望颜色， 

 

   而妇 终不快。 

 
这个语篇的结构也符合链接模式，但跟上面的例子相比，下面的主位重复的是上面述位里的焦点，

这避免了重复，让语篇显得更简捷流畅。 
至于衔接手段，上句的述位可以被重复，也可以被省略。词汇省略有助于避免过多的重复，同时也

引导读者进一步思考并还原被省的成分。 

7. 主述位推进理论在还原被省略成分中的应用 

文言语篇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主位经常被省略。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妨碍读者和译者正确理解语篇

的含义。对语篇的实际切分分析可以看成唯一的有效还原被省略成分的方法。以例 11，12 为证。 
例 11：待分析的语篇如下：淮上贡生周天仪，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爱昵之。至十三四岁，丰

姿益秀；而性不喜读，辄逃塾从群儿戏，恒终日不返。 
对这个语篇进行切分，研究衔接手段并还原被省略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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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上贡生周天仪，  

年五旬， 
止一子， 

[该子]|名克昌， 
爱昵之。 

  
1 

 [克昌] 

至十三四岁，丰姿益秀； 
而性不喜读， 

辄逃塾从群儿戏， 
恒终日不返。 

 
2 

 
这个语篇由两个部分(1,2)组成。这两部分用链接模式相连。至于衔接手段，所用的是词汇省略。本

语篇的作者不去重复 R1 里边的焦点“子”字，相反把它省略掉。实际切分分析帮我们还原了这个被省略

的成分。 
部分 1 与部分 2 一样，都符合主位省略模式。因此本语篇用两种模式组成：链接模式和主位省略模

式。 
“止一子，名克昌”是兼语短语。如把类似的短语译成俄语时，最好使用连词“который”。这种翻

译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周天仪止一子”与“此子名克昌”这两句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主位省略这种衔接手段还经常用于衔接用主位交替平行模式组成语篇的句子。通过对主述位推进理

论的应用可以帮助还原被省略的成分。 
例 12：待分析的语篇如下：[某氏]一夕独宿，忽闻风动扉开，一书生入，脱衣巾，就妇共寝。妇骇

惧，苦拒，而肌肤顿软，听其狎亵而去。自是夜无虚夕。月余，形容枯瘁，母怪问之，初惭怍不欲言，

固问，始以情告。母骇曰……(聊斋志异∙泥书生) 
对本语篇的最后两句进行实际切分并还原被省的成分。 

 
月余， [某氏] 形容枯瘁， 

 T1 R1 

 母 怪问之， 

 T2 R2 

 [某氏] 初惭怍不欲言， 

 T1 R3 

 [母] 固问， 

 T2 R4 

 [某氏] 始以情告。 

 T1 R5 

 母 骇曰…… 

 T2 R6 

 
本语篇符合主位交替平行模式(查表 1，第二行)，因此被省却的 T1 与 T2 很容易还原。 

8. 主述位推进理论在对文言语篇语义分析中的应用 

实际切分分析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语篇的含义。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实践上把实际切分跟语篇的

语义分析相结合的做法很少。下面用例 13，14 具体说明如何在文言语篇的语义分析中运用主述位推进理

论。 
例 13：待分析的语篇如下：夫人见之，怒甚，呼女诟骂。女倚几弄带，不惧亦不言。夫人无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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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杖其子。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顿解，释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

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忻。(聊斋志异∙小翠) 
对这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并把这个分析与语义分析联系在一起。 

 

夫人 
见之， 
怒甚， 

呼女诟骂。 
 

T1 R1，R2，R3  

 女 倚几弄带， 
不惧亦不言。 

 T2 R4，R5 

夫人 无奈之， 
因杖其子。 

 

T1 R6，R7  

 元丰 大号， 

 T3 R8 

 女 始色变， 
屈膝乞宥。 

 T2 R9，R10 

 夫人 怒顿解， 
释杖去。 

 T1 R11，R12 

 女 

笑拉公子入室， 
代扑衣上尘， 

拭眼泪， 
摩挲杖痕， 
饵以枣栗。 

 T2 R13，R14，R15，R16，R17 

 公子 乃收涕以忻。 

 T3 R18 

 
本语篇符合混合模式，因为是用三个主述位推进模式组成的，即主位省略模式、主位交替平行模式

与链接模式。考虑到主位省略模式与主位交替模式都是平行模式的变体，可以说本语篇大体上是用平行

与链接模式组成的，而且平行模式起主导作用，以平行模式为主，链接模式为辅。 
本语篇的三个主位 T1，T2 与 T3 分别代表三个人物，即夫人(元丰的母亲)、女(小翠)和元丰。这三个

角色都有不同的分量。在用主位省略模式组成的语篇中，一个主位使服从于己的述位越多，这个主位的

分量越重。T2 (小翠)使五个述位服从于己(T2|R13—R17)，分量最重。T1 (元丰的母亲)使从属于己最多的述

位有三个(T1|R1 —R3)。T3 (元丰)只使一个述位从属于己(T3|R8；T3|R18)。这说明从蒲松龄的角度看，小翠最

有分量，元丰的母亲次之，元丰的地位最低。再分析 R8 与 R18 后，我们不难发现元丰只能忧愁或者高兴，

其内心世界非常简单，毫无心计。 
不难发现这一段的重点为(T3|R8；T2|R9，R10)。在这一段，蒲松龄描写了小翠对元丰大声哭泣的反应。

从这一段我们可知，小翠对元丰有感情。至于下一段(T2|R13—R17；T3|R18)，我们通过对述位的比较可以得

知：一，小翠由衷地爱元丰，二，元丰也很喜欢小翠。从(T1|R1—R3；T2|R4，R5)这一段中通过主位和述位

的对比，我们得知：一，小翠不怕自己的婆母；二，小翠的行为完全符合儒家伦理观点的要求，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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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孝心的媳妇。 
以上的语篇非常短，信息量却十分丰富。通过实际切分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行文间所表达

的意思。 
例 14：待分析的语篇如下：一日女浴于室，公子见之，欲与偕；女笑止之，谕使姑待。既去，乃更

泻热汤于瓮，解其袍裤，与婢扶之入。公子觉蒸闷，大呼欲出。女不听，以衾蒙之。少时无声，启视已

绝。女坦笑不惊，曳置床上，拭体干洁，加复被焉。夫人闻之，哭而入，骂曰：“狂婢何杀吾儿！”女

冁然曰：“如此痴儿，不如勿有。”夫人益恚，以首触女；婢辈争曳劝之。方纷噪间，一婢告曰：“公

子呻矣！”辍涕抚之，则气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浃裀褥。食顷汗已，忽开目四顾遍视家人，似不相

识，曰：“我今回忆往昔，都如梦寐，何也？” 
首先对这个语篇进行实际切分，然后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对这个语篇进行语义分析。 

 
一日|女 浴于室，    

T1 R1    

公子 见之， 
欲与偕； 

   

T2 R2，R3    

女 笑止之， 
谕使姑待。 

   

T1 R4，R5    

[女] 既出， 

乃更泻热汤于

瓮， 
解其袍裤， 
与婢扶之入。 

   

T1 R6，R7，R8    

 公子 觉蒸闷， 
大呼欲出。 

  

 T2 R9，R10   

 女 不听， 
以衾蒙之。 

  

 T1 R11，R12   

  少时[公子] 无声，  

  T2 R13  

  [婢] 启视  

  T3 R14  

  [公子] 已绝。  

  T2 R15  

  女 

坦笑不惊， 
曳置床上， 
拭体干洁， 
加复被焉。 

 

  T1 R16 — R19  

  夫人 
闻之， 
哭而入， 

骂曰：“狂婢何杀吾儿！” 
 

  T4 R20 — 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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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女 冁然曰：“如此痴儿，不如

勿有。” 
 

  T1 R23  

  夫人 
 

益恚， 
以首触女； 

 

  T4 R24，R25  

  婢辈 争曳劝之。  

  T5 R26  

  方纷噪间，一婢 告曰：“公子呻矣！”  

  T6 R27  

  [夫人 
] 辍涕抚之，  

  T4 R28  

   [公子] 

则气息休休， 
而大汗|浸淫，沾浃裀褥。 

食顷汗已， 
忽开目四顾遍视家人，似不相识，曰：“我

今回忆往昔，都如梦寐，何也？” 

   T2 R29 — R33 

 
通过对这个语篇的分析，我们发现时间词也可以参与到组织语篇的过程之中。时间词一般可以称为

新段的标记。在这个篇章中，蒲松龄用了三个时间词，即“一日”，“少时”和“方纷噪间”。这三个

时间词都代表新语篇的开始。 
本语篇由四个主述位推进模式组成，即主位省略模式、主位交替平行模式、交叉模式与链接模式。

交叉模式用于衔接以下语篇：(T1|R1；T2|R2，R3)；(T2|R2，R3；T1|R4，R5)，以及(T1|R23；T4|R24，R25)。衔

接手段为代词性回指(女—之；公子—之)和词汇重现(女—女)。 
我们分析的语篇里的三个主位(T1，T2，T4)分别代表三个角色，即小翠、公子(以前的元丰现在变成公

子了！)和他的母亲(夫人)。角色分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小翠仍然为主角： (T1|R4，R5；T1|R6—R8；T1|R16—R19)。
T1 一会儿使五个述位服从于己，一会儿使四个述位从属于己。元丰居第二位，因为最后一段元丰的分量猛

增：(T2|R29—R33)。五个述位从属 T2。元丰的母亲分量最轻，T4至多使三个述位服从于己：(T4|R20—R22)。 
上述语篇中写得最精彩的一段为(T1|R23；T4|R24，R25)。通过这一段里的主位与述位的比较，很容易看

清 T1 与 T4，小翠和元丰的母亲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两个女人口角后竟然打了起来。元丰的母亲用

自己的脑袋撞了一下小翠。婆婆与儿媳妇打架一幕，作者写得非常含蓄，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

小翠是来得及躲闪呢，还是因为来不及而只好还击呢？我们无从得知。蒲松龄把这个过程用四个字代替：

“方纷噪间”。蒲松龄描写这个冲突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冲突本身。 
婆婆和自己的儿媳妇为什么打起来了呢？(T3|R14；T2|R15；T4|R20)一段告诉我们说，元丰的母亲听到了

儿子的死讯。而且她以为元丰因为小翠的揶揄而死的。元丰的死讯属实不属实？当然不属实：(T6|R27)。
而且元丰不但不缺须短尾，相反，跟以前相比，更像一个正常的人：他恢复了思考能力：(T2|R29—R33)。
那元丰的母亲为什么归咎于自己的儿媳呢？因为她是一个俗人，一个凡人，有眼无珠，不明白仙女小翠

以巫术医治好了元丰的弱智。因此婆婆与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为了强调小翠的不凡，强调她极高的

医术。相比之下，治疗过程描写得非常简单：(T1|R6—R8；T1|R11，R12；T1|R16，R19)。这几件最简单的事

情谁都能做：把元丰放进热水瓮里边，然后把他取出来，把他身上的汗擦干净，放在床上，上面盖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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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有何难哉？但小翠这样平常的举动竟然产生了奇效：一个弱智男人竟然变成了一个明白人。蒲松

龄用最平常的，最容易理解的事情(两个妇女的打架争吵)来描写一桩奇迹。 
那元丰为什么企图反抗小翠的医治呢？(T2|R9，R10)一段也写得极妙。其实弱智也有自己的好处。人

无忧无虑，毫无心计未必是祸。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际切分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故事角色的功能，还有助于理解不同语段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内容。 

9. 结语 

综上所述，主述位推进理论完全适合于描写文言语篇结构。通过该理论的运用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实际切分分析可以用来还原被省的成分，特别是主位，从而更有效地翻译文言作品。第二，对语

篇进行语义分析时，可以以实际切分分析为依据。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语篇的含义。第

三，通过对不同时期文言语篇结构的比较，可以厘清不同时期文言语篇的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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