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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法指称链条的对比研究
——以《西游记》及其法文译本中的人物指称为例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孔凡广

摘  要：指称链条是篇章中的中心概念，指的是话语中指称表征客观

世界中同一个实体的一系列相续的表达方式，是话语衔接的一个关键要素，

超越了词法、句法和单纯的语义范围，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以上各个

层面组成要素的分布。在法语语言学界，许多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指称

链条进行过相关研究。在汉语方面，陈平、徐赳赳等学者都对篇章指称进

行过重要研究，但主要局限在回指现象范围内，并未系统地研究过指称链

条。另外，对指称链条的跨语言研究方兴未艾，汉法指称链条对比研究因

此也存在着一定空白。本文以半自动语料标注工具 TXM 对汉法平行语料

标注所取得的数据为基础，对汉法篇章中的指称链条进行了质化与量化分

析，得出了关于代词（包括回指代词、指别代词与零形代词）与名词词组（包

括定指性名词词组等）在两种语言指称链条中分布规律的异同，并从语法、

语义、认知与篇章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指称链条；代词；名词词组；语料标注；篇章分析；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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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称为孙行者。

一般来说，构成指称链条的节点有两种不同的指称关系：有的指示语

是建立在回指关系上的，例如回指代词“他”，领属性定语“他的”，领

属性名词词组“他的徒弟”，此类指示语必须借助于上下文才能获得解释，

以确定其指称对象；另外一些指示语，如专有名词“孙悟空”“猴王”“孙

行者”，可以直接确定其指称对象，无须借助上下文语境，这类指称链条

节点属于共指性表达方式，具有独立的指称地位 a。

篇章语言学家们对指称链条节点的辨识持有不同的观点。根据 M. 

Charolles（1998）对指称链条的定义，只有具备具体语言形式的节点才能

够成为指称链条的一环。此观点忽视了其他一些篇章要素对确定指称对象

的作用，除去上文提到的代词性与名词性指示语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其他

一些能够对指称对象的身份提供重要指示信息的成分，其中包括两种语言

中的同位语、零形代词、法语中的反身代词、性数配合标记等。根据本文

采用的研究方法，同位语作为其前置名词的解释与说明，本身蕴含着指称

意义（在法文中通过定冠词来体现）与描述意义；零形代词是当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动词连续使用时，主语或其他论元省略而不引起歧义的情况，考

虑到零形代词可以被看作代词回指的特殊形式，本文将零形代词纳入指称

a　回指（anaphore）与共指（coréférence）的主要区别在于：回指指示语必须通过重提其先

行词来获得解释，但并不一定与其先行词指向同一个指称对象。例如：我有一本书，书页都泛黄了。

而共指指示语则不需要依靠重提某个篇章中已经出现的指示语来获得解释，像专有名词，其指称

对象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唯一性；或名词词组，例如“法国总统”，其指称对象在某一特定

的时间和地点只有一个，这种指称的唯一性是通过其自身语义决定的；或指别词，像“我”“你”，

必须通过其出现的具体语境来确定其指称对象，而不是通过回指篇章中的某个先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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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与其他句内单位、句间单位与篇章单位处于不断的互动当中。此观点与

M. Charolles（1988）所描述的篇章衔接规律不谋而合，“篇章衔接的不同

层面是共存的；篇章在复句、链条与段落的展开、丰富与闭合过程中不断

推进”。换言之，篇章衔接的不同层面只有在相互联结中才具有独立的地

位和功能。指称链条仅依靠自身是难以组织篇章的，因为所有的语篇单位

都处在永恒的互动之中。

为了研究汉法篇章指称链条的异同，我们选取了吴承恩《西游记》及

其法文译本 a 中人物集中出现的两个连续章节，借助半自动语料标注工具 

TXM 对与六位主要人物相关的指示语进行了手动标注，TXM 自动生成了

六条人物指称链条，并赋予了每个节点相应的语法范畴。以下两部分主要

对汉法指称链条中的代词、名词词组进行质化与量化分析，并对其分布规

律的异同做出语法、语义、认知与篇章层面的解释。

2  汉法指称链条中回指代词、指别代词、零形代词的分布规律

汉法指称链条中的代词形式主要包括回指代词、指别代词与零形代词。

陈平（2003）指出，对回指现象的研究在指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F. 

Corblin （1995）认为，回指表达方式在指称链条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部

分。根据 Oswald Ducrot （1972） 的定义，如果某一语篇成分需要借助于

篇章中的另一部分才能得到解释，那么这一语篇成分就是回指性的。为了

解释篇章中的代词回指现象，F. Corblin（1995：112）将代词与其称代的

某个词语 （先行词） 之间的关系做了以下描述：如果语篇中的某个术语 b. 

a　法文版名为 La Pérégrination vers l’Ouest，由汉学家 Louis Avenol 翻译，1957 年瑟伊出版

社 （Editions du Seuil）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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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êtu de la précieusetunique de cérémonie，Ø se prosterna devant Fou et Ø 

prononça cette prière ［﹍］ 

与法语相比，汉语零形回指的使用则要灵活得多。首先，汉语中的零

形回指既可以出现在动词谓语前的主语位置，也可出现在非动词谓语前的

主语位置，并且两者可以平行使用，相继出现：

（3） 贫僧鸡鸣时，Ø 出河州卫界，Ø 不料起得早了，Ø 冒霜拨露，Ø 

忽失落此地。 Ø 见一魔王，Ø 凶顽太甚，Ø 将贫僧与二从者绑了。

其次，汉语中的零形回指在先行词与回指词的句法位置层面更为多样，

其分布主要包括 S-S，T-S 和 O-S 三种 （蒋平，承云，2014）a。S-S 与 O-S

位置的零形回指在例 （3） 中已经得到体现。以下是蒋平和承云对零形回

指出现在 T-S 位置时给出的实例：

（4） （T） 它 （S） 眼睛里只有光，一种很柔和很绵软的带着茸毛的亮光。

（SS） Ø 朝屠夫忽闪几下，（TS）  Ø 转身走开。 

作为避免重复的有效方式，回指代词、指别代词、零形代词在汉法指

称链条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其分布规律各不相同。我们统计了以上三个

代词类别在所标注的六条汉法指称链中所出现的频率与比例。具体分布情

况见下表（其他范畴包括专有名词、名词词组、主有形容词）：

表 1  法语指称链条中回指代词、指别代词、零形代词的分布

语法范畴 回指代词 指别代词 零形代词 其他范畴 总节点数
频率 224 402 113 584 1323
比例 16.9% 30.4% 8.5% 44.2% 100%

表 2  汉语指称链条中回指代词、指别代词、零形代词的分布

a　S-S：主语 - 主语；T-S：话题 - 主语；O-S：宾语 - 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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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bâton. 

与指别人称代词：

（8） 弟子陈玄奘 ［……］ Ø 今愿立誓：路中 Ø 遇佛 Ø 拜佛，Ø 遇塔

Ø 扫塔。 

Moi，Tch'en Hiuan Tsang ［﹍］ je fais ce vœu：je me prosternerai aux 

pieds de toutes vos statues que je rencontrerai sur ma route；je balaierai toutes 

les tours à vous dédiée au pied de quelles je serai amené à passer.  

法语通常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来保证已经焦点化 （focalisé） 的指称对

象在当前活跃认知表征中的持续性 （Ariel，1988），汉语则会使用零形代词：

（9） 三藏看了，Ø 对天礼拜道：“多谢金星，度脱此难。” Ø 拜毕，

Ø 牵了马匹，Ø 独自个孤孤凄凄，Ø 往前苦进。那长老，战兢兢心不宁；这

马儿，力怯怯蹄难举。三藏舍身拼命，Ø 上了那峻岭之间。Ø 行经半日，Ø

更不见个人烟村舍。Ø 一则腹中饥了，二路又不平。

San Ts'ang，ayant lu ces mots，Ø se prosterna en silence，puis il se 

remit en marche，mais，au lieu de monter son cheval，comme il l'avait fait 

jusqu'ici，il  le tira par la bride dans le désir de le ménager. Longtemps，

il continua sa route de la sorte，seul，à bout de forces，torturé par la faim. 

En vain，il cherchait des yeux quelque colonne de fumée，qui décèlerait une 

habitation humaine；en vain，il soupirait après un abri et un repas，si léger 

fût-il.

为了解释这种语法形式与篇章层面的不同，我们首先应该从两种语言

的语法系统中寻找原因。首先，与代词系统完备的法语相比，汉语只有人

称代词与指示代词来构建指称链条。其次，汉语的动词既没有动词变位，

也不具备屈折变化与性、数、格变化，这无疑使零形代词的大量使用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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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issaient dans ses oreilles，et des  moisissures couvraient son front.

我们主要对汉法指称链条中名词词组的限定成分进行了对比研究，并

分析了有关其分布规律的异同。汉法指称链条中的名词词组有相同点也有

不同点。首先，它们在语法范畴的类别上既有重叠，又有差异。法语指称

链条中的名词词组根据限定词成分可以分为五个类别：非限定性名词词组、

定指性名词词组（受定冠词限定）、指示性名词词组、领属性名词词组与

零形限定名词词组。与此相对应，汉语指称链条的名词词组也可分为五大

类：非限定性名词词组、复合型名词词组、指示性名词词组、领属性名词

词组与零形限定名词词组（光杆名词）。其次，同一类别的名词词组在具

体表现形式上也有所差别，例如，汉语有修饰名词的量词，而法语没有。

我们统计了汉法指称链条中每一类名词词组所出现的频率及其在所有

名词词组中所占的比例，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 3  法语指称链条中名词词组的分布

限定词 + 名
词词组类别

非限定性名
词词组

定指性名词
词组

指示性名词
词组

领属性名词
词组

零形限定名
词词组

名词词组总
数

频率 25 46 10 38 36 155
比例 16.1% 29.7% 6.5% 24.5% 23.2% 100%

表 4  汉语指称链条中名词词组的分布

限定词 + 名
词词组类别

非限定性名
词词组

复合型名词
词组

指示性名词
词组

领属性名词
词组

零形限定名
词词组

名词词组总
数

频率 17 30 50 9 105 211
比例 8% 14.2% 23.7% 4.3% 49.8% 100%

统计结果显示，汉法指称链条中的名词词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首先，

汉语指称链条中的名词词组频率要高于法语。其次，定指性名词词组在法

语指称链条中占的比例最大，而汉语指称链条中的零形限定名词词组则以

压倒性优势占据了所有名词词组总数的一半。另外，汉语指称链条中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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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不同，法语指称链条中的零形限定名词词组都是共指性的名词称谓：

（14） San Ts'ang était encore plongé dans l'effroi，lorsque le Grand 

Saint parut devant lui s’agenouilla et lui dit：«Voyez，Maître，me voici ! »  

根据我们的观点，有三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汉法指称链条中零形限定

名词词组与定指性名词词组的使用差异。

第一层原因在于两种语言中定指范畴的不同表现方式。法语通常使用

如定冠词、指示限定词、领属限定词等明晰的限定成分来标记定指性，而

汉语因为缺乏定冠词，则通过其他语法形式来标记。朱德熙（1985）指出，

汉语倾向于用主语来表达已知信息，用宾语表达未知信息。有些语言学家

甚至提出了现代汉语的一条句法规则：如果以谓语动词为参照，其前的零

形限定名词为定指性的，其后的零形限定名词则是非定指性的。然而，这

并不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因为后来的研究表明，汉语中名词词

组的定指性并非一定与句法位置有关。汉语语言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汉语

的定指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决于具体语境。换言之，汉语不须借助形

式标记来表达定指范畴。 

第二层原因在于指称对象的“凸显性”。当发话人将一个新的指称对

象引入篇章时，必须借助于各种形式的限定词来标记其“凸显性”（数词、

量词等）。而当发话人再次提及这一指称对象时，便假设受话人已经在认

知记忆中保存了有关其“凸显性”的有效信息，其本质也就不再凸显，此

时使用零形限定便可标记其定指性。 

第三层原因在于汉法两种语言对论元（argument）使用的不同要求。

零形限定名词是一种存在于多种语言中的跨语言现象，但汉语允许其作为

论元使用（Chierchia，1998），而现代法语则明确规定，零形限定名词不

能做论元（Tesnière，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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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限定词。这也解释了汉语指称链条中的指示性名词词组比例要远高于法

语的原因（23.7% vs 6.5%）。 

最后，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法语指称链条中的领属性名词词组比例

要远高于法语（24.5% vs 4.3%）。除去领属性名词词组外，我们还将领属

性限定词纳入指称链条节点的范畴。通过标注与计数，我们发现，汉法指

称链条中的领属性限定词出现的频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 5  汉法指称链条中的领属性限定词分布对比

领属性限定词
                 语言类型 频率 比例 总节点数 总比例

法语 210 15.9% 1323 100%
汉语 40 2.6% 1527 100%

据观察，当法语使用领属性名词词组时，汉语通常使用零形限定名词词组。

法语指称链条中的领属性限定词在汉语中的对应成分大多是零形限定：

（16） 三藏见他意思，实有好心，真个像沙门中的人物，便叫：徒弟

啊，你姓什么？

San Ts'ang appela son nouveau disciple et lui demanda：O mon disciple，

veuillez me faire connaître votre nom. 

（17） 下压着一个神猴 ［……］ 这长老近前细看，你道他是怎生模

样——嘴缩腮，金睛火眼。头上堆苔藓，耳中生薜萝。 

San Ts'ang regarda avec attention la bête captive；elle avait le museau 

long，la tête pointue，des yeux de feu et des prunelles d'or. Des arbres 

croissaient dans ses oreilles，et des moisissures couvraient son front. 

在例（16）中，法语需要使用领属性限定词来表现三藏与他徒弟的师徒关系。

在汉语里，这种关系蕴含在言语情境中，不需要通过形式标记来体现。

例（17） 则是一种典型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名词回指。除去汉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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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名词词组与领属性限定词相对法语要少得多。与法语相比，汉语在相对

应的情况下多采用零形限定，这也是除零形代词之外的另一种无形式标记

的表达方式。 

4  结语 

本文以汉法平行语料中所标注的六条人物指称链为例，对两种语言指

称链条中的代词和名词词组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法语倾向于使用

“可视型”的代词回指构建指称链条，汉语则大量使用零形代词。在认知

层面，两者都属于指称可及性较高的表达方式。此外，汉法指称链条中的

名词词组分布也存在差异，法语的定指范畴主要通过定冠词、指示形容词

与主有形容词等“可视型”限定词来标记；汉语由于缺乏完备的限定词系统，

主要通过零形限定词标记定指范畴，句法位置和具体语境在其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零形式标记是汉语指称链条的一个显著特点。

除了对汉法指称链条中的代词与名词词组进行了对比研究外，我们还

观察了两种语言指称链条中专有名词（Nom Propre）的差异。观察发现，

与代词与名词词组相反，汉语中的专有名词比法语更容易接受修饰限定词，

而法语中的专有名词一般以零形式出现，不容易接受限定词修饰。我们假

设，此种差异与认知层面的指称可及性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笔者

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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