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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位”是中日语言中共有的句法现象。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内部稳定的句法结构无法完全满足活

跃的语用需求，随之语言内部也产生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并按照此规则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与重新排列，

移位句式应运而生。本文通过中日语实例分析，认为移位句式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句法、语用等层面，

在信息结构理论框架下，其特殊编排规则在句中还可以起到主题与焦点的提示作用，而这也是此类结构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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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location” is a syntactic phenomenon common to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tabl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can not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active language, and then the language has produced a corresponding coping mech-
anism,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adjustments and rearrange-
ment, the dislocation construction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examp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dislocation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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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levels, but also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ory, 
its special rules of arrangement in the sentence can also play the role of prompting the theme and 
focus,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is kind of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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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位(dislocation)是一种是有关语序的特殊句法结构，在结构上是有标的。狭义的移位句式，是指某

一句法成分发生位置变换的特殊句法结构，并且当移位成分发生移位后，其常规位置由一个名词性或副

词性短语填充[1]。广义的移位句式，是指一个语言成分离开它平常的位置，出现在另外的位置上[2]的句

法结构。根据被移动成分的移动方向，可分为左移位和右移位两种。移位不只是说话人对句子词序的选

择问题，而且与信息结构、语用功能、话语策略等诸多因素存在密切联系。 
最先使用“移位”这一术语并加以研究的是 Ross (1967)，此后国内外学者对移位句式进行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研究。例如文旭(2005, 2020)、仇伟、张法科(2006)、木村宣美(2010)、黄健平(2020)等，分别从

认知、语义、语用等视角出发，对移位句式的形成路径、认知基础、表现形式、语用功能等诸多侧面对移

位句式进行了全面立体的研究，产生了丰富成果。 
在诸多相关研究中，不乏将焦点集中在“移位句式”信息结构方面的成果，如张法科、仇伟(2005)、

江沈巨(2016)等，他们都认为“右移位句式”具有“强调”、“追补”等功能，一般拥有“分裂焦点”，

使用分裂的“语调中心”[3] [4]。相比汉语学界，日语学界对于移位句式信息结构给予了更加密切的关注。

山泉实(2011)、大江元贵、居关友里子、铃木彩香(2020)等也从语音、语义等角度出发，结合具体语言事

实，对于日语移位句式所见信息结构各个侧面做了丰富研究[5]。此外，也有学者对日语移位句式进行跨

语言的对比研究，但多集中在本语言与英语的对比研究上。文旭(2005)、海宝康臣(2014)通过本语言与英

语的对比，对右移位句式的使用场景及其结构、功能等进行了探究[6]。 
综上所述，目前日汉学界已从多角度入手，对“移位句式”的表现形式、功能以及认知动因等方面

做了深入探讨，其中虽有涉及“焦点”、“主题”等范畴，但鲜有对其信息结构进行全面讨论与研究的成

果。此外，多见汉英或日英移位句式的对比研究，而缺乏日汉语言的对比研究。本文将聚焦于狭义上的

“移位句式”，从“信息结构”视角入手，基于汉日语言事实，探讨关于“移位句式”的以下问题：移位

句式具有何种句法特征、怎样的句子属于移位句式？其形成动因为何？其在信息结构上表现为何？本文

认为，移位句式是一种有标结构，在句法、语用等层面具有独特性，并且在信息结构框架下，也具有独

特编排，可以起到主题与焦点的提示作用，这也是其成因之一。 

2. 移位句式的句法特征 

2.1. 左移位句式的句法特征 

左移位句式是指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在该结构中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向左移到句首，而其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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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一指称相同的“代名词或名词短语”填充[7]。例如： 

(1) 小王，我很喜欢他[7]。(文旭 2005：47) 

在上述例句(1)中，名词“小王”从原句的语法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句的话头，其在原句中的宾

语职能由新句中的复指代词“他”承担，左移成分作为有标主位，表明了整个句子的出发点，以便引起

听话人对其关注。“小王”左移至句首，在原来的位置上都留有语迹，用“他”代指，两者有共指关系，

指代同一事物。并且，因为在原位置上有与左移要素共指成分，所以若把左移成分省略，句意仍是完整

的。此外，左移成分与原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要用逗号隔开，在结构上比较松散。这种松散的结构关系，

使得有些情况下左移成分与原句子中间还可插入别的词语。至于左移成分与其后指代词的关系，两者必

须为同一语法成分，也就是说左移成分原位置上的复指代词(代词、副词、名词词组)在语法上必须为同一

成分，否则不为左移位句式，该特征在英语中最为显著，例如： 

(2) a. 山田、彼はいいやつだ[8]。(大江ほか 2019：6) 

b. Professor Chen Zaina, some English novels on the shelf were written by her in 2010 [3]. (江沈巨 2016：35) 

在上述例句(2a)当中，“山田”与其语迹“彼”同为主语成分且具有共指关系，因此是左移位句式；

而在例句(2b)当中，“Professor Chen Zaina”与“some English novels”不属同一语法成分，前者为施事者，

by 后有它的语迹，而后者为受事者，是句子的主语，不属于同一语法成分，因此不属于左移位句式范畴。 

2.2. 右移位句式的句法特征 

右移位句式是将一个替代词放在较前的位置上，再把它所指的名词短语置于句尾的句法结构[9]。从

句法角度上讲，右移成分可以是主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还有名词同位语等。例如： 

(3) 我很想念她，我的老师[9]。(文旭 2020：645) 

右移位句式中 NP1通常为第三人称代词，承担的语法角色一般是主语或宾语；NP2为名词短语，通常

位于句尾，用逗号将其与原本的句子隔开，它与 NP1 在语义上形成共指关系；整个句式在句法中的体现

多为陈述句、疑问句或感叹句。在上述例句中，原为句子宾语的“我的老师”以及原为句子主语的“次

郎”被后置于句子末尾，其原本位置由代词“她”以及“彼”填充，构成右移位句式。此外，虽然“右移

成分通常被置于句尾”是右移位最常见的结构特征，但其除了可置于句末之外，有时还可插在句子中间，

例如： 

(4) 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即使现在困难重重但我仍心怀理想[9] (文旭 2020：646) 

在例句(4)当中，右移要素“我的朋友”置于小句中间，用两个逗号隔开。 

3. 移位句式的信息结构编排 

在进行言语交际活动时，说话人根据自身的意愿及会话目的等因素，自由地选择合适的语言结构进

行表达，从而让听话人能够快速准确地理解其意图，推动会话发展。人们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效果会使

用与正常语序不同的句子形式，而移位句式便是其中一种。 

3.1. 信息结构之于句子结构 

信息结构涉及信息是如何表达的，它能帮助说话人更清晰地了解听话人当前意识中的信息状态，有

利于更好地进行言语交际[10]。信息结构与语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单位遵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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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而发挥自身的交际功能，不同的语言形式必然有不同的功能[11]，因此安排语序时必须要考虑如何

传递合格的信息。 
汉日两种语言均属于“话题优先型”语言，句子结构一般由“主题”与“述题”组成，主题出现在

句首，承载旧信息，而述题出现在句末，引入新信息[12]；最常见的信息分布原则是“旧先新后原则”，

即“已知信息 + 新信息”。在“主题–述题”结构中，主题是句子的基础，对句意起决定性作用；述题

则是句子的核心，是交际活动的目的。移位句式虽采用与常规语序不同的特殊语序，违背了常规的信息

分布原则，但其体现了句子成分特殊的分布状态及发话人的发话目的等，也就是说，在话语中信息的非

常规排列状态，其并不是汉日语言内部格关系论元结构调整的结果，而是说话人出于某种语用或表达上

的需要对句子重新进行编排而产生的现象，其背后是句子信息结构的变化。 

3.2. 左移位句式所见信息结构 

一般认为，左移位句式中的左移位成分必须是确定的、已知的信息，或者是类属的内容，它们多数

是显性的，即旧信息(张法科、仇伟，2005) [4]。从信息结构角度上讲，汉日语中的左移位句式本质上是

“导入新话题”。左移成分被前置于句首，占据原本“话题”的位置，成为句子话题，引起听话人注意

[13]，例如： 

(5) 二十一世紀に残したいもの、それは自然と平和です[8]。(大江ほか 2019：6) 

在例句(5)中，左移成分“二十一世紀に残したいもの”被置于句首，成为句子的出发点，承担句子

“话题”角色，后续句子都是其展开。此外，左移位句式的使用也可增强句子成分的“话题性”，帮助听

话人判断句子话题，减轻听话人的认知负担，例如： 

(6) 最近よく聞くブログと言うことば、これは何を指すのでしょうか[8]。(大江ほか 2019：6) 

在上文所述例句(6)当中，若采用常规语序“最近よく聞くブログと言うことばは何を指すのでしょ

うか。”，句子主语过长，在会话过程中听话人认知负担过重，从而产生歧义或误解。而左移位句式的使

用增强了“主题性”，也避免了误解的产生。 
而另一方面，本文认为左移位句式在信息结构上的功能不仅表现在确立话题上，也可表现在对焦点

的突出上，左移位句式也是通过位移来表达句子焦点的一种方法。野田(2006)提出诱发日语句子语序发生

变化的动因有三，其中尽早传达重要的信息成分是重要动因之一。移位句式多出现在口语当中，在这样

的口语中，由于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编排并没有计划性，因此说话人倾向于将核心信息前置，突出其不可

省略性，以此引起听话人注意；而后置的成分则是为了避免引起听话人的误解，对前置的核心信息进行

的补充。例如： 

(7) 这把刀，我用它切肉[4]。(张法科、仇伟 2005：42) 

在例句(7)当中，“这把刀”被前置，原位置用“它”替代，但此时其承担的是句子焦点角色。通过

其问句便可见一斑： 

(8) A：你用什么切肉？ 

B：这把刀，我用它切肉。 

在句(8)中，左移位要素“这把刀”是对问句的回答，在信息结构中承担的是焦点的功能。此时，左

移位要素是回答开放性命题“你用什么切肉”中的变量值，而答句为其提供了答案，引入了新信息，即

“这把刀”，于是它便承担“焦点”的角色，此时也强调了答案是“这把刀”而不是“那把刀”，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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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焦点同时具备[+突出]、[+对比]的特征，这也说明其属于对比焦点。在语言经济原则的要求下，说话

人有时也会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以引起说话人的兴趣或将最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听话人，因此产生

了多种特殊的句法结构。左移位句式便体现了这一要求，将句子的焦点前置于句首，表示强调等语用目

的。 

3.3. 右移位句式所见信息结构 

吕叔湘在谈汉语句法的灵活性时，说到“一头一尾是句子里的重要位置”，在日语当中也同样如此。

对于右移位句式的信息结构，学界多认为右移位句式一般采用分裂的语调中心，被右移要素一般为已知

信息，发挥一种对话题的维持作用，例如： 

(9) 他们一块儿分到中学教书，小王、小李、小张[9]。(文旭 2020：650) 

在上述例句(9)当中，右移要素“小王、小李、小张”是对前述承担话题的要素“他们”的追补，在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把指示代词 NP1 用作先行语后，但又担心听话人不了解其具体所指，于是就对先行

语所指称的内容加以注释，使用一个 NP2，对其复指式修补或追补。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通过右移位也可实现焦点的转移与突出。在右移位句式当中，右移成分也可能

是需要被强调的成分，对什么成分进行追补，就意味着是对前面相应部分的强调[9]。汉日两种语言中，

信息编排的基本原则为“旧信息 + 新信息”，句末位置一般为新信息，句末占据突出位置，容易引起听

话人的注意。说话人对所要表述的成分进行提及，再次强调所涉及的实体，从而凸显说话人的情感立场

或态度，这种凸显不仅可以体现在词汇当中(如感叹词的使用)也可体现在句法结构当中： 

(10) a. 我很想念他，我的同桌[3]。(江沈巨 2016：34) 

b. 无论怎样带上它都是有用的，那本字典[3]。(江沈巨 2016：34) 

在右移位结构中，右移要素作为整个句子中标识的“结束点”放在了句尾，这样的处理赋予了右移

要素独特的语用作用。在例句(10)当中，通过右移位句式的使用再次提出右移要素，突出说话人对其的强

调，具备[+突出]的特征，此时右移要素承担句子焦点角色。 

4. 结论 

在汉日语言当中，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常规句子语序的特殊结构句——移位句式，此类句式多出现于

口语当中，根据移位的方向可分为左移位与右移位两种，是一种有标的句子结构。本文从信息结构视角

出发，借助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主要探讨了移位句式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信息结构的编排等内容，并

对其成因进行了一定探究。认为移位句式具有有别于常规句式的句法特征，并在语用、语义方面拥有特

殊的作用。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对于句式的选择既有认知上的理据，也有语用上的原因，移位句式是

说话人为达到不同的话语效果及目的而对句子信息结构进行特殊编排的产物，移位句式对于句子的主题

与焦点的提示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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