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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则与参数理论作为乔姆斯基理论的巅峰和精髓，一出现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句法理论中的原则与参

数》一文作为原则与参数理论早期理论的体现，从宏观勾勒出了原则与参数思想的设计理念。本文从理论

创新、哲学理念、操作方式、句法解释力、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五个方面来对原则与参数理论进行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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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limax and quintessence of Chomsky’s theories, the Principle and Parameters theory has 
exerted huge influence since its emergence. The article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 
theory”, as an embodiment of the early stage of Principle and Parameters theory, gave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theory’s designing philosophy. This paper gives a review of this article from five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stand, operation mode, syntactic explanatory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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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1957 年《句法结构》一书问世后，乔姆斯基所掀起的理论风暴席卷了欧美的语言学界，波及了所

有的相关领域，形成了一场理论革命。此后五十年内，转换生成语法不断发展和修订，大致经历了五个

发展阶段：1) 古典理论时期(1957~1965)，其代表作是《句法结构》(1957)；2) 标准理论时期(1965~1970)，
其代表作是《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65)；3) 修正后扩充标准理论时期(1970~1979)，其代表作是《关

于动词名物化的一些看法》(1970)、《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1971)；4) 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

(1979~1993)，其代表作是《管辖与约束理论讲座》(1981)和《管辖与约束理论的一些概念和影响》(1982)；
5) 最简方案时期(1993~)，其代表作是《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1993)、《极纯短语结构》(1994)和《最

简方案》(1995)。 
《句法理论中的原则与参数》(1981)一文(以下简称《句法》文) [1]是管辖与约束理论早期理论的体

现。该文归纳了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的思想，及其思想下的几个理论模块，

如 X 杠理论(X-bar theory)、移动 α理论(move α)、边界理论(bounding 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 theory)、
格理论(case theory)与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等。乔姆斯基最初用管辖和约束理论作为新理论的名称，

但后来觉得称为原则与参数理论能够更好地体现新的理论方向。 
原则与参数理论认为，各民族、地区虽然语言各异，但有相同的原则，即人类语言存在着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存在着共性，而各语言之间的差异只是参数不同而已。例如，普遍语法中的原则规

定所有短语都有核心词(head)，但是不同语言中核心词的位置可能不同，如英语为核心词居前，而日语为

核心词居后[2]，这就是普遍语法的参数。 
原则与参数理论作为乔姆斯基理论的巅峰和精髓，一出现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句法》作为该理论

早期的思想体现，从宏观勾勒出了原则与参数思想的设计理念。该理论在形成初期，正值新旧理论交替之

际，文中多处体现出与先前理论的渊源和不同，并为新理论的合理性作了大量的论证。因此，本文从理论

创新、哲学理念、操作方式、句法解释力、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五个方面来对原则与参数理论进行评介。 

2. 理论创新 

乔姆斯基的理论从 1957 年的《句法结构》开始，几乎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缘于他对探索人

类语言普遍语法的执着追求。人类语言是否有这样一种普遍语法尚属未知，但是人类不可能一下子认识

客观世界。让自己的理论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这反映了乔姆斯基可贵的科学进取精神。 
乔姆斯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勇于解剖自己，敢于否定自己早先提出的理论。短短的几十年里，生成

语言学发生了好几次内部危机。理论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混乱，甚

至危及到转换语法的生存。每次遇到危机都是乔姆斯基自己出来收拾局面，针对发生的问题大幅度修改

已有的架构，用新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取而代之，从而将局面稳定下来，并且使生成语言学一步步走

向完善[3]。 
《句法》写于生成语法的危机和混乱时期。70 年代后期，生成语法阵营又一次出现分裂。标准理论

的忠实信徒与乔姆斯基的革新路线彻底决裂，纷纷另立门户，包括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PSG)、关系语法

(RG)和词汇功能语法(LFG)等。争论焦点是转换理论的发展方向。乔姆斯基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境，试图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407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吉洁 
 

 

DOI: 10.12677/ml.2022.104072 580 现代语言学 
 

改变生成句法的基本理念和技术细则，他归并转换规则，取消交通规则、运作规则和说明规则，放弃对

转换过程的监督，改用过滤器系统来规范转换的结果，于是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即原则与参数理

论。此理论问世后，生成语法的内部混乱得到统一。与之前的理论相比，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创新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方面： 
1) 更简单明了：原则与参数理论的原则大多以理论模块的形式出现，是在主系统之下相对独立、但

在句法过程中又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理论模块在句法过程中各司其职，以核查结果的方式在

不同的阶段上控制生成或者转换过程，保留合格的结构，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模

块的运作方式同过滤器系统[4]有些相似，只是过滤器系统只负责核查句子的表层结构，所以单个过滤器

的应用面十分狭窄，而理论模块必须对生成和转换的所有步骤进行核查，并不牵涉具体的结构表达式，

所以概括程度要高得多。有了模块理论的全面控制，句法过程本身就变得十分简单，生成过程不再需要

因结构而异的短语规则，转换过程也只剩下了无所不能的移动 α。 
2) 更关注语义：与乔姆斯基早期理论中完全忽视语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则与参数理论考

虑了较多语义的因素，对语义的关注和对句法的关注几乎一样多[5]。例如对于空语类(empty categories)
及其同标(co-referential)的规定，就考虑到了语义的因素，而题元理论(theta theory)则是从语义角色的角度

去界定原则。 
3) 发展空间大：原则与参数理论以粗线条的原则为主体，允许实际操作中的灵活应用，允许句法过

程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得理论具有内部的广阔发展空间。且这种大原则之下可以自由发

挥的模式十分诱人，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来利用该理论分析不同的语料，使该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之前许多理论模式都以分析英语的现象起家，如广义短语结构语法主要研究远距离依赖关系，而词汇功

能语法主要研究被动句，整个系统以特有的技术细节见长，要应用到其他语言或其他现象上就不一定得

心应手。而原则与参数理论借用了数理逻辑中的概念，将不少句法现象归纳为所谓的参数，允许不同的

表现形式和分析方式。只要能挖掘出新的语料，就有可能总结出新的参数值，做出前所未有的分析。 

3. 哲学理念 

原则与参数理论追求人类语言高度概括的普遍语法，试图探索人脑中内在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
从认识论的角度体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维，以及理性主义天赋观念的认知立场。 

1) 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想 
句法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去伪存真，透过具体语言的表面现象抓住人类语言的本质，找出普遍语

法的规律来。转换生成语法之所以从数理逻辑那里借用推理方式，用近乎数学的结构式来表达句法规则，

就是为了体现普遍语法的高度抽象本质。从具体语言中发现普遍规律，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而

转换生成语法认为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则应该是高度概括的、极为简单明了的，因此可以根据这些规则生

成各种语言的所有合法的结构，这又体现了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而原则与参数理论更是体现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原则为抽象出来的普遍原则，是一般规律，

但是一般规律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体现，普遍语言原则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特殊的参数形式，这都是

辩证的思想。从这个角度上看，原则与参数理论允许一般中的特殊现象，允许具体情况中的灵活应用，

从辩证的哲学思维扩展了自己理论的发展空间与灵活性。 
2) 理性主义与天赋观念 
乔姆斯基在《句法》中称普遍语法的另一种说法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他关

心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本身，认为如果语言规则像所描写的那样复杂，孩子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学会的，

因此人天生具有一种语言官能，这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理性主义的鼻祖笛卡尔认为，人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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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赋观念，环境只是一种激发作用。然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多个世纪的交锋证明，无论是理性主

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有各自的理论的缺陷。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一直被诟病为无法证实或证伪，同样，认

知科学发展到今天也无法证明乔姆斯基的假说具有生理基础或者心理基础。迄今并没有发现人的大脑中

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专司语言的生理器官，也没有证实人的语言能力是独立于其他认知活动的。乔氏的假

说在认知科学领域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6]。 

4. 操作方式 

原则与参数理论从实际操作方面来看，以单个语言为基础来建立整套普遍语法理论，风险很大。语

言现象千变万化，既有反映基本规律的所谓核心现象，又有由次要规律构成的边缘现象，还有因实际运

用失误而造成的干扰现象。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在筛选语料时分错主次在所难免，抽象总结的过程中

以偏概全也完全可能会发生，由此而得出的普遍语法规律不一定可靠，很有可能只是所选语言的个别规

律。为了防止误将个性当共性，总结普遍语法规律所根据的语言数量越多越好，因此原则与参数理论吸

引大家来根据各自的母语来进行验证。但是如此一来易造成操作方式的弊病，即大家均纷纷从本族语言

中找寻支持普遍语法的例子，或者寻找证伪的反例，任意剪裁语料，难以窥得普遍原则与参数的全貌。 
此外，形式句法的基础是完整的原则体系，原则又具体表现为各种操作手段和限制条件，而系统地

运作方式则由各种限制加以规范。所有的语法原则、操作限制和技术手段都是独立运作的，在运用时只

考虑与自己相关的运作条件和运用后果，不考虑其他原则或限制的运用，也不顾虑其他操作过程所产生

的结果。任何结构只要违反了原则就必定判定为非法，必须淘汰掉，缺乏调和的余地。 

5. 句法解释力 

原则与参数理论一共包含八个理论模块，分别为：语杠理论(X-bar theory)、移动 α理论(move α)、边

界理论(bounding 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 theory)、格理论(case theory)、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
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与题元理论(theta theory)。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整个系统十分严谨，但又留有很大

的活动空间。几个理论模块各司其职，几乎将句法的所有方面都控制住了。模块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变

通，原则十分严密，但在应用时又容许因语言而异的自由，因而解释能力很强。 
但是，尽管原则与参数理论从整体理论的设计理念来讲，其句法解释力很强，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理

论模块，仍然具有各自的缺陷，下面将一一介绍并评价(仅针对《句法》文中出现的六个模块)。 
1) 语杠理论 
语杠理论用抽象的 X 来表示一切核心词，以投影的次数来表示结构的地位。核心词经过一次投影以

后，就有了一条杠，成为介于核心词和短语之间的成分，如图 1。根据语杠理论，所有短语都应该有一

个核心词[7]。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X-bar theory 
图 1. 语杠理论图示 

 

语杠理论为句法结构提供了一种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描述方法[3]，但是，任何构造都有一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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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这样一来任何构造都是向心构造，离心构造和并列构造就不存在了。其他构造一旦不存在，向心结

构或中心语结构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这时它就成为语言构造或语法构造的同义词。陈国华

认为[8]，应将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对立取消，主张将离心结构和向心结构处理成并列结构、中心语构

造和述谓构造。 
2) 移动 α理论 
乔姆斯基在这里用 α 来表示任意选定的句法成分，移动 α 的意思就是想移动什么就移动什么，爱往

哪儿移就往哪儿移。将所有的派生过程都归结于移动 α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避免了对具体转换过程的

逐一描述，达到了乔姆斯基所苦苦追求的高度抽象与高度概括。但是随意转换的副作用必然是产生大量

的无用转换，移动了半天最后还是要被其他理论模块淘汰掉，白白浪费精力[3]。因此，需要对移动过程

加以限制，这个限制在原则与参数理论中被称为边界理论。 
3) 边界理论 
边界理论中主要是近邻原则(principle of subjacency)。根据近邻原则，移动 α一次不能移动超过一个

边界节点(bounding category，指小句 s’和名词短语 NP)。例如下句中，race 从语迹 t 处连跨两个节点 s’和
NP 进行移动，因此是非法的句子。 

*Which race did John believe [NP the claim [s’ that [s Mary had won t ]]]? 
但是下句中，who 从语迹 t 处移动到句首仅跨过一个节点 s’，并不违反近邻原则，然而此句从语法

上又有悖常理，这就说明，边界理论仅能淘汰部分不合法的句子，所有理论各司其职，要想淘汰掉类似

于下句的错句，就要通过管辖理论。 
*Who did John wonder [s’ which book [s t had given to Bill ]]? 
4) 管辖理论 
管辖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是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即所有的空语类(如语迹、PRO)必

须被词汇管辖(lexically governed)。可看到在上句中，语迹 t 并没有被词汇管辖，因此为非法句。 
空语类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功能性范畴，“研究空语类属性的过程有一种内在的美妙，这些属

性很难从表面的现象中观察和推导出来，因此只能依靠内在思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人类语言

官能的天性，那么空语类非常有用。”[1] 
5) 格理论 
格理论认为授格成分管辖受格成分，功能性成分 INFL 可以赋主格，动词可以赋宾格，动词不能给

其主语赋格。但是 Mohanan 发现马拉雅拉姆语中动词能被主语管辖[9]，这表明格理论作为一种原则并不

适用于所有语言。 
格理论还规定，每个名词短语都必须有抽象格[7]，然而下句中，die 为不及物动词，不能赋宾格，因

此 martyr 没有格，这违反了格理论，但此句是合法句。对此，戴曼纯[10]提出潜在的受格者在没有赋格

者的情况下免于格过滤，但是这样一来，格理论就形同虚设。 
John died a martyr. 
6) 约束理论 
约束理论认为照应语(anaphor)在其管辖范畴内必须被同标，而代名词(pronominal)在其管辖范畴内必

须不被同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下面第一句是非法的，因为 each other 作为照应语在其管辖范畴 s 里没有

被同标，而第二句是合法的，因为 they 作为代名词在其管辖范畴 s 内没有被同标。 
* they1 believe [s each other1 are intelligent] 
the men1 believe [s they1 are intelligent] 
因此，约束理论的提出对于照应语和代名词的句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约束理论也是人们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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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理论。Huang [11]认为，在一些长距离反身(long-distance reflexivization)语言(如汉语、日语、印度

语)中，约束理论会淘汰掉正确的句子。如下句违反了约束理论，但在汉语中却是合乎语法的。因此，约

束理论并不适用于作为普遍语法的原则。它虽能较好地解释英语句法，但并不适用于所有语言。要想对

其改造，要么重新定义管辖范畴，要么重新定义汉语等语言中照应语的定义。 
小明 1以为[s’[s 小华 2喜欢自己 1] 

6. 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在乔姆斯基革命之前，语言习得领域长期被行为主义主宰。行为主义秉承经验主义的传统，认为人

的大脑天生是一块白板，语言知识是后天通过不断地“刺激——反应”而习得的，习得语言与习得其他

技能别无二样。然而，原则与参数理论诞生后，给语言习得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普遍语法认为，儿

童的语言输入与输出是不匹配的，习得的知识可能超越语言输入中包含的知识。例如儿童在未被告知非

法规则的前提下，却知道有些句子是不合语法的，这便是语言习得中的逻辑问题(logical problem of lan-
guage acquisition)，或称刺激贫乏论(poverty of the stimulus)。因此 Chomsky 认为，人天生具有一种语言官

能、具有洞悉普遍语法的能力，人脑中具有专门的语言模块，习得语言与习得其他技能不同，语言能力

是与生俱来的，后天的环境只是一种刺激。普遍语法与语言机制的假说刺激了语言习得与认知的结合，

大量基于认知的语言习得实证研究开展起来，极大丰富了语言习得的理论建设与实证成果。 
但是“语言习得机制”是否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的话题。石毓智指出[12]，

如果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说话，就假定人类有一个天生的语言器官，有与生俱来的语言组织原则的话，

那么人理应还有用来跳舞、唱歌、数学等无穷无尽的“官能”。同时，原则与参数最大的问题就是原则

内部、参数内部并不都是在同一层面上，而且数目似乎无法穷尽。庞杂的参数设置，很难解释儿童为何

能够迅速地习得语言，这似乎又与原则与参数理论假定的普遍语法使儿童快速习得语言的论点相悖。 

7. 结语 

作为乔姆斯基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原则与参数理论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思想，具有较大的理论发展

空间与较强的句法解释力。然而其整个理论的根基，即普遍语法的存在，尚无法证实，其中某些理论模

块也存在无法普适的缺陷，其操作方式也存在根本的弊病。对待原则与参数理论，可以赞成，可以反对，

但不可弃之不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原则与参数理论盛行数十年，必然有其合理的一面，赞成的人

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事实来检验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该理论，反对的人也可以用

自己所掌握的语言事实来批驳该理论，并为了能驳倒该理论从而创建新的理论。无论哪一方面都将促进

语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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