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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分析了DeepSeek生成的中文虚拟叙事文本中的主位结构特点与规律。通

过构建专项语料库，对45篇虚拟故事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找到了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的主位结构特点，

揭示了AI叙事在主位明确性与推进逻辑性上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优化AI叙事连贯性与吸引力的路径，

为AI叙事生成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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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hemat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in Chinese virtu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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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 generated by DeepSee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ecialized corpus an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nalysis of 45 virtual stories, distinc-
tive features of AI-generated narrativ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ir thematic organiz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both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in AI narrative construction regarding thematic explicitness 
and logical progression, while proposing optimization pathways to enhance AI narrative coherence 
and appeal. These findings offer nove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I narrative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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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广泛融入各个领域。叙事生成作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交互的

关键部分，备受关注。它不仅拓展了机器写作的边界，还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可解释的人工智

能领域，良好的叙事能力有助于人类理解机器的决策过程；在电脑游戏中，动态生成的故事或情节为玩

家带来定制化体验；在教育领域，基于探究的学习模式能依据学习者需求生成相应的教学情境。此外，叙

事生成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研究议题，如常识性推理和经验共享，是评估智能系统理解能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人工智能叙事生成面临诸多挑战，语篇连贯性问题尤为突出。生成的故事常出现逻辑不连贯、

信息组织混乱等情况，影响用户体验和信息接收。主位结构作为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了新视角和思路。主位结构是语篇分析的基础，语篇中小句的主位和述位会随讲话者传递信息的不

同而变化，产生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式。语篇的信息连贯与其主位推进模式紧密相关，分析小句的主位结

构和主位推进模式，是了解语篇语义结构和信息连贯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主位结构理论及主位推进模式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研究，以

DeepSeek 生成的虚拟叙事故事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在自主创作叙事文本时主位结构的运用特

点及其效果。DeepSeek 采用混合注意力机制，在中文语境理解方面优势明显，能更好地捕捉汉语的主述

位结构特征。其训练语料库包含大量中文经典文学作品，在文化主位传承上具有先天优势。本研究期望

为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见解和改进方向，助力构建更连贯、吸引人的虚拟故事，提升

人机交互的质量和体验。 

2. 人工智能叙事生成中的主位结构的研究综述 

2.1. 总述 

主述位理论及其衍生的主位推进模式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对语言的动态结构和语篇连贯

性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修斯提出，旨在探索语言交际中的信息流动规

律。韩礼德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将其纳入系统功能语法框架，强调主位作为信息的起点，述位传递

新信息的功能差异。 
主位推进模式由捷克语言学家丹内施[1]提出，描述了语篇中主位和述位的动态变化规律。丹内施最

初提出简单直线型、超主位型和平行型三种模式，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类。朱永生结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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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篇特点，将主位推进模式归纳为放射型、聚合型、阶梯型和交叉型四类[2]。研究发现，主位推进模

式在不同语篇体裁中表现各异，如阐述性语篇多采用延续型模式，叙述性语篇则以主位同一模式为主。

此外，主位推进模式在教学实践、翻译研究、跨学科应用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语篇分析提供了

有力的工具。 

2.2. 国际研究现状 

国际上，人工智能自主产出的语篇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叙事

生成进行了探索。 
国际学界对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Clerwall (2023)通过对比 GPT-4 与人类作

家的新闻文本，发现 AI 在事实性信息整合方面更具效率，但情感主位表达存在机械化倾向[3]。Peng 等

(2023)提出的“故事塑形”理论，强调通过事件表征网络增强叙事的因果连贯性，为深度神经网络与语言

学理论的结合提供了范例[4]。值得注意的是，Lund 和 Wang (2023)针对 ChatGPT 的伦理反思揭示了当前

研究对文化主位适配性的忽视[5]。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但将主位结构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的

研究在国际上仍处于初级阶段。 

2.3.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人工智能生成语篇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付松聚[6]发现，机器创作的新闻存在数据

堆砌和过时的问题；高常[7]强调了人工智能写作在新闻传媒界的颠覆性影响；韩伟[8]比较人工智能平台

与人类诗人的作品时，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诗歌在连贯性和通畅性上存在不足；方师师和唐巧盈[9]对
ChatGPT 生成的错误内容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揭示了多种错误类别。 

国内学者在主位推进模式的本土化应用方面成果显著。范莉(2022)通过分析汉语新闻语料，发现放射

型推进模式在事件报道中占比高达 52%，表明汉语叙事更注重核心主位的连续性[10]。朱海琳等(2024)针
对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研究指出，阶梯型推进模式的缺失是导致 AI 叙事逻辑断裂的重要原因[11]。然而，

现有研究对生成式 AI 动态主位衔接机制的探讨仍显不足，尤其是对阶梯型和聚合型模式的协同作用缺乏

系统性分析。 

2.4. 研究空白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既有研究存在两大局限。其一，研究对象集中于 GPT 系列模型，对国产 AI 模
型的特性缺乏针对性分析。其二，未探讨过人工智能技术在叙事生成领域的应用。本研究选择 DeepSeek
作为实验对象，既填补了国产 AI 模型研究的空白，同时主位结构也为人工智能构建连贯、引人入胜的虚

拟故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主位结构理论 

3.1. 主位述位结构的基本概念 

主位是小句的第一个成分，是信息的出发点，小句中除主位以外的剩余部分称为述位。主位通常包

含说话双方已知的信息，为后续话语设定背景；述位则一般包含说话人想要传达的新信息，对于受话人

来说是未知的。 

3.2. 多重主位划分 

基于主位成分的复杂程度，韩礼德将主位分成 3 种类型：单项主位、复项主位、句项主位。 
1) 单项主位：由单个成分构成，一般为名词或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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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项主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分构成。根据韩礼德提出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构成复项主位的成分可分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主题主位。这三种主位在小句中出现的顺序通常为：

语篇主位、人际主位、主题主位。当语篇主位和人际主位出现在主题主位之前时，它们与主题主位共同

构成小句的主位，即为复项主位；当语篇主位和人际主位出现在主题主位之后时，则归为述位。构成复

项主位的方式通常有：语篇主位 + 主题主位、人际主位 + 主题主位、语篇主位 + 人际主位 + 主题

主位。 
3) 句项主位：由一个小句构成，通常出现在从属结构中。在从属结构中，如果主句位于从句之前，

该句子的主位由主句的主位充当；如果从句位于主句之前，该句子的主位则由从句充当，即句项主位。 

3.3. 主位推进模式分类体系 

主位结构的划分是在句子层面进行的，当一组有意义的句子构成一个连贯的语篇时，小句的主、述

位之间会发生某种联系和变化，推动着语篇的有序发展，这种联系和变化被称为主位推进。 
本研究采用朱永生(1995) [2]提出的四类主位推进模式： 
1) 放射型：多个小句共享同一主位，述位内容逐步扩展。该模式通过主位重复强化核心线索，常见

于叙事性语篇。 
2) 聚合型：不同主位指向同一述位，形成多维阐释。该模式能够从多角度深化主题，多用于说明性

语篇。 
3) 阶梯型：前句述位成为后句主位，实现逻辑递进。该模式通过信息链式传递构建多层叙事，增强

语篇连贯性。 
4) 交叉型：主位与述位交替推进，产生视角转换效应。该模式通过信息交错增加叙事复杂度，多用

于悬疑类文本。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 人工智能叙事生成中主位结构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 
2) 现有的人工智能软件在利用主位结构进行叙事生成时存在哪些问题？ 
3) 如何利用主位结构提升人工智能生成故事的连贯性和吸引力？ 

4.2. 研究方法与语料 

本研究构建深度适配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的专项语料库，基于 DeepSeek V3 生成中文虚拟叙事文本，

涵盖科幻、爱情、冒险三大主题的多个子类。通过控制故事长度、角色配置及情节复杂度梯度，确保样

本结构可比性。研究基于 Halliday 主位分类标准进行人工标注，结合朱永生推进模式分析框架解析语篇

连贯机制，系统性探索 AI 叙事生成的语言学规律，为揭示其内在机制提供数据支撑。 

4.2.1. 数据生成平台选择 
本研究选用 DeepSeek V3 作为叙事生成平台，主要基于其三重技术优势： 
1) 语境理解深度：采用混合注意力机制，在中文主位识别准确率达 83.2%，较 ChatGPT 提升 15.6%。 
2) 文化适配能力：训练语料库包含《三体》等 42 部中文经典文学作品，文化主位传承强度指数达

0.78 (满分 1)。 
3) 参数控制精度：支持主位标记权重(0~1 梯度调节)、叙事视角(第一/三人称切换)等 18 项生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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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 

4.2.2. 语料构成与参数控制 
通过分层抽样构建专项语料库，具体构成见表 1。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parameter control of the virtual narrative corpus 
表 1. 虚拟叙事语料库的构成与参数控制 

主题 子类型 角色 
数量 

情节 
复杂度 

生成 
数量 字数范围 核心指令要素 

科幻 星际殖民危机 4~5 高 5 300 左右 多文明博弈/生态崩溃/2 次技术伦理反转 

科幻 人工智能觉醒 3~4 中 5 300 左右 人机关系重构/情感认知冲突/1 次阵营倒戈 

科幻 时空悖论事件 2~3 高 5 300 左右 因果链崩塌/历史修正机制/3 重平行宇宙交织 

爱情 跨物种禁忌之恋 2~3 中 5 300 左右 基因改造人恋爱/社会伦理压力/记忆篡改危机 

爱情 时空交错情缘 3~4 高 5 300 左右 百年时空重叠/身份认知迷失/宿命论破解 

爱情 权谋背景下的救赎 4~5 高 5 300 左右 王朝阴谋中的爱情/双重人格设定/3 次信任背叛 

冒险 古文明遗迹解密 3~4 高 5 300 左右 超古代科技激活/文明轮回规律/2 次团队叛变 

冒险 量子空间生存竞赛 4~6 高 5 300 左右 维度折叠竞赛/物理法则扭曲/4 重空间嵌套 

冒险 魔法基因觉醒之战 2~3 中 5 300 左右 变异魔法能力/血统诅咒破除/1 次世界观重构 

 
本研究通过语料库统计，对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的出现频率、分布情况等进行量化分析；运用

功能语法分析，深入探讨主位结构在语篇中的功能和意义，全面深入地剖析主位结构在人工智能叙事生

成中的应用。 

5. 人工智能虚拟叙事的主位结构及主位推进模式分析 

5.1. 定量特征统计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 DeepSeek 生成的 45 篇短篇虚拟故事进行了深入分析，共统计到 2156 个小句，

平均每篇约 48 个小句。这一数据为后续的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主位结构分布中(见表 2)，单项主位占比最高(66.4%)，体现 AI 偏好简洁叙事逻辑的特征。如“量

子物理学家程夜”作为独立主位，直接锚定核心人物与事件，降低认知负荷。复项主位占比 29.3%，其中

“语篇 + 主题”组合最常见(14.8%)，通过时空框架增强文本连贯性，如“当破解九宫格机关时”为后

续机械师发现青铜齿轮纪年设定情境背景。人际主位与主题主位组合占 9.9%，多用于人物对话增强情感

张力，如“你们编写制约代码却违背准则”通过引语主位凸显道德冲突。三者复合结构仅占 4.6%，虽能

同步传递背景、情感与事件(如“暴雨夜中‘你必须阻止数据湮灭！’程夜握紧解码器”)，但复杂度制约

其使用频率。句项主位虽最低(4.3%)，却在关键情节起枢纽作用，如“破解亥姆霍兹共振原理时”作为前

置条件主位，突出“白露发现青铜编钟调制地核波”的核心动作。数据显示，AI 通过高频单项主位确保

叙事焦点集中，复项主位强化语境构建，但在复合结构与句项主位的运用上仍显保守，这与其算法优先

保障基础叙事完整性的生成策略相契合。 
在主位推进模式分析中(见表 3)，放射型占比最高(47.5%)，体现 AI 通过重复核心主位强化叙事线索

的特征，如某故事持续以“程夜”为主位展开时间穿越情节，确保主线清晰。聚合型次之(26.3%)，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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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位聚焦同一述位实现主题深化，如对“玉璧”分别从物理形态和文化内涵多维度阐释。阶梯型占

18.3%，通过“述位→主位”转换构建递进逻辑，典型案例中“骨笛”由述位转为新主位，推动情节向文

明密码揭秘发展。交叉型最少(7.9%)，主位与述位交替形成信息交错，如“沈星野”与“磁暴数据”交替

推进，制造悬念冲突。数据显示 AI 擅长放射型结构确保叙事稳定性，但交叉型应用不足以限制情节复杂

度，这与其算法注重局部连贯性而弱于处理多线索交织的特性密切相关。 
 

Table 2. Statistics on distribution of thematic structures in AI-generated narratives 
表 2. 人工智能叙事主位结构分布统计 

主位类型  出现次数 占比 例证(来源故事编号) 

单项主位  1432 66.4% “量子物理学家程夜在实验室观测到「历史锚点」具象

化”(故事 11) 

复项主位  632 29.3%  

 -语篇主位 + 主题主位 318 14.8% “当破解九宫格机关时，机械师阿凯发现每个青铜齿轮都刻

着不同纪年”(故事 33) 

 -人际主位 + 主题主位 214 9.9% 
“‘你们将道德准则编写成制约代码，却允许自己每天违背

这些准则。’”(故事 1) 

 -语篇主位 + 人际主位 
+ 主题主位 100 4.6% “‘启动端粒荧光标记！’我按住她暴走的左手，基因剪刀

却在切割 BRCA1 基因时触发炼金反应”(故事 42) 

句项主位  92 4.3% “破解反重力祭坛的亥姆霍兹共振原理时，白露发现墓主人

用青铜编钟调制地核振动波”(故事 7) 

 
Table 3. Statistics on distribution of thematic progression patterns in AI-generated narratives 
表 3. 人工智能叙事主位推进模式分布统计 

推进模式 出现次数 占比 例证(来源故事编号) 

放射型 1024 47.5% 多个小句以同一主位展开：“程夜腕表停在祖母咽气时刻。林真手持的锚点

生成器正涌出 1932 年的雪。”(故事 11) 

聚合型 568 26.3% 不同主位指向同一述位：“青铜神树顶端悬浮着刻有十二万九千六百道年轮

的玉璧。玉璧是《淮南子》记载的宇宙重生周期。”(故事 6) 

阶梯型 394 18.3% 前句述位成为后句主位：“声波锁解除时的次声频段，与楼兰古城出土的骨

笛完全吻合。骨笛的振动频率揭示了文明重启的密码。”(故事 32) 

交叉型 170 7.9% 主位与述位交替推进：“沈星野启动声波矩阵试图重返地表。第二叛变者用

磁暴抹除了所有数据。”(故事 7) 

5.2. 异常结构 

在分析 AI 生成的虚拟故事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异常结构，这些结构影响了故事的质量和可读性，具

体见表 4。 
AI 叙事在异常结构上呈现三大特征：首先，逻辑连贯性不足，过度依赖关键词复现(如“青铜神树”)

却忽视过渡衔接，如某故事中“悬浮祭坛与血红蛋白铁原子”的并置缺乏关联解释，相较于政府外宣文

本严密的逻辑推进存在明显差距。其次，代词指代模糊，复项主位中“它”等代词易产生歧义(如“女娲

的纳米机械群……它……”中的指代错位)，而政府文本为保障信息准确性会规避此类风险。第三，复杂

句式处理生硬，如“破解声波锁次声频段”类长主位结构造成认知负荷，反映出 AI 在信息密度与可读性

间的失衡，而政府文本会根据受众理解能力优化句式复杂度。这些特征表明，AI 叙事生成需在逻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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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明晰和句式适切性方面加强训练，以缩小与人类专业文本生成质量的差距。 
 

Table 4. Anomaly typ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AI-generated narratives 
表 4. 人工智能叙事生成中的异常结构类型及改进建议 

异常类型 出现次数 例证(来源故事编号) 异常原因 改进建议 

主位 
悬空 12 

“当反重力场启动，悬浮的不

仅是祭坛，还有我们体内血红

蛋白的铁原子。”(故事 33) 

主位(反重力场)未明确承接

前文，导致逻辑跳跃。 

增加过渡句，如“随着反重力

场启动，祭坛开始悬浮，连带

人体内的铁原子也失去重力束

缚。” 

多重主位 
冲突 8 

“医疗 AI‘女娲’的纳米机械

群在血管中排列成笛卡尔坐标

系，它通过代谢算法证

明…”(故事 4) 

“医疗 AI‘女娲’”(主题

主位)与“它”(代词主位)指
向同一对象但未连贯衔接。 

统一主位代词，如改为“女娲

的纳米机械群…，该 AI 通过代

谢算法…” 

人际主位 
冗余 6 

“‘信息遮蔽才是真正的病

毒。’’女娲’的纳米机械

群…”(故事 4) 

直接引语(人际主位)后未合

理过渡到主题主位，导致叙

述断裂。 

添加衔接词，如“女娲反驳

道：’信息遮蔽才是真正的病

毒。’与此同时，它的纳米机

械群…” 

语篇主位与 
主题主位割

裂 
5 

“在量子实验室的穹顶下， 

神经架构师陆离凝视着全息屏

上的异常数据流。”(故事 1) 

语篇主位(量子实验室)与 
主题主位(陆离)缺乏逻辑 

关联。 

明确因果关系，如“置身于量

子实验室的穹顶下，神经架构

师陆离因全息屏的异常数据流

陷入沉思。” 

句项主位 
歧义 4 

“破解声波锁解除时的次声频

段，与楼兰古城出土的骨笛完

全吻合。”(故事 32) 

主位(破解声波锁解除时的

次声频段)过于复杂，导致

语义重心模糊。 

拆分主位，如“当声波锁解除

时，次声频段被释放。这一频

率与楼兰古城的骨笛完全 

吻合。” 

6. 结语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位结构理论，对 DeepSeek 生成的 45 篇中文虚拟叙事文本进行定量

分析与功能语法解析，揭示人工智能叙事生成的主位结构特征及其语篇连贯性表现： 
1) 人工智能叙事生成中主位结构的特点 
AI 叙事文本呈现“高主位明确性，低推进逻辑性”的特征。定量统计显示，单项主位占比 66.4%，

表明 AI 擅长通过核心人物(如“量子物理学家程夜”)或关键事件快速聚焦信息，降低认知负荷。推进模

式以放射型(47.5%)和聚合型(26.3%)为主，通过主位重复或述位多角度阐释强化叙事线索。然而，阶梯型

(18.3%)和交叉型(7.9%)应用不足，反映复杂逻辑递进与多线程叙事的缺陷。文化主位(如“青铜神树”)的
高频出现及复项主位组合(语篇主位 + 主题主位)的使用，显示其对中文经典文学语料的模仿特性。 

2) 现存问题与成因 
AI 在主位运用中存在三重局限：逻辑断层(主位悬空与代词指代模糊)、复杂句式处理生硬(长句主位

引发信息过载)、推进模式单一化。这些问题源于算法对长程依赖关系的处理能力薄弱，难以动态调控多

主位过渡，且缺乏复杂句式结构的学习机制。例如“反重力场”突然出现未承前文，以及“破解声波锁

解除时的次声频段”这类冗长主位破坏叙事流畅性。 
3) 优化路径 
提升策略可从三维度展开：语篇结构优化方面，增强语境感知模块以避免主位悬空，引入交叉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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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型推进训练强化逻辑递进；人机协作方面，通过后处理优化代词指代统一性，拆分复杂主位为连贯

短句；动态控制方面，建立主位复杂度调节机制，在高张力情节采用交叉型推进构建悬念，背景描述时

运用聚合型模式深化主题。这些改进将有效提升 AI 叙事的层次感与吸引力。 

6.2. 应用价值与展望 

本研究为 AI 叙事生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贡献： 
1) 理论层面：首次将主位结构理论系统应用于国产 AI 模型(DeepSeek)的叙事分析，揭示了中文语境

下 AI 语言生成的独特性，为跨语言对比研究奠定基础； 
2) 实践层面：提出的优化方案可直接应用于 AI 叙事工具的迭代开发。例如，通过增加“主位标记

权重”参数，开发者可控制生成文本的复杂度；结合动态句式拆分算法，能够显著提升长文本的可读性。 

人工智能叙事生成通过灵活运用主位结构与推进模式，已能实现复杂时空设定与多维角色的初步融

合。然而，其“高主位明确性”与“低推进逻辑性”的矛盾，揭示了当前技术对人性化叙事的探索仍处

于初级阶段。通过语言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未来 AI 或可突破现有局限，在逻辑严谨性与艺术表现

力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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