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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时体宿主的超形态定位:
“尚未VP之前”的是与非

王 小 穹
(重庆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30054)

摘 要:汉语时体宿主的超形态定位,是指不以词形变化来体现时体范畴,而是由名词、副词、介词

等独立词类或结构来承担时体范畴的宿主职责。“尚未VP之前”历来备受争议但仍被广泛使用,其根本原

因是受到了时体和谐原则制约和语用习惯推动的双重作用。以典型结构“尚未VP之前”为例考察汉语的

时体范畴,对于厘清西方形态学单维框架下汉语时体范畴的有无之争,揭示汉语时体的类型学特点以及话

语的有效表达与接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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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汉语的时体范畴之争

近年来,学界不断有人质疑汉语没有时体范畴的说法,他们提出,世界上有些语言的时体标

记并不依附于动词而是由名词来担任动词时体范畴的“宿主”[1],“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来实现事件的时空定位”[2],试图从名词、副词、介词以及助词等词类入手来考察语义范畴与汉语

时体范畴的制约关系。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问,是因为时体作为形态语言的典型语法范畴,在弱时

语言(weaklytensedlanguage)的汉语中,究竟是以何种具体的形式来体现的,也就是汉语的时体

宿主如何定位以及汉语时体系统在句式结构、语义结构中如何表达等问题,目前尚未得到明晰深

入的研究和回答。本文拟在进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溯源,进而以“尚未 VP
之前”为例,探讨汉语时体宿主的超形态定位问题,为汉语时体范畴诸问题的解决提供佐证。

(一)仅用形态标准定义人类语言的时体范畴是引发争论的源头

自从形态学分类法根据语法结构特点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和复综语

以来,汉语有没有时体范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欧洲绝大多数语言的形态都很丰富,

早期的时体范畴研究也是以欧洲语言的动词词形变化为主的。以形态作为划分语言类型的分类

标准,将汉语定性为缺乏形态变化没有时体语法范畴的孤立语的观点,是“印欧语系中心说”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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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语言自身的演变,在印欧语言内部,形态标准开始分化。对于非印欧语

言,用形态标准定义语法范畴的语法理论更是引发了一系列持续不断的讨论:汉语需不需要以西

方语言的形态标准来定义时体范畴? 汉语有没有与西方语言一致的时体范畴? 汉语的时体范畴

属于什么性质? 汉语的时体成分是哪些? 若存在一个独立于形态语言之外的语法体系,那么,汉

语的时态系统和体貌系统又是什么性质? 等等。陈振宇[3]指出,西方语法学界时体范畴的概念,

是 Comrie[4]36在 Reichenbach[5]“三 时”概 念(PointofEvent、PointofReference和 Pointof

Speech)的基础上定义“二时”(absolutetense和relativetense),并在区分“时(tense)”与“体(as-

pect)”之后确立下来的。语言学界时体研究的学术传统深受Comrie的影响,王力[6]、高名凯[7]、

戴耀晶[8]6等前辈学者按此框架定义的“汉语有体无时”的观点,一直在汉语语法界占据主导地

位。也正是由于汉语时体研究历来按照西方形态学所强调的语法标记形式,因而,时贤学者林珉

娥和袁毓林[9]、张济卿[10]等有关汉语时体范畴的“有”,和胡建华[11]、曹道根[12]、曹道根和许凌

春[13-14]、罗天华[15]等有关汉语时体范畴的“无”之间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

争议结果表明,在印欧语法体系框架下采用形态标准这把尺子来衡量汉语,最终都不尽如人

意。事实上,语言涉及的“时间”“论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概念,但如何将句子所描写的情景锚定

在时间轴和事件对象上,不同语言采取的方式和实现途径有同有异,奉屈折语的形态标准为圭

臬,给汉语时体范畴贴上“有”或“无”的标签,是无法反映汉语时体系统真实面貌的。突破既定的

研究模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然汉语缺少词形变化,我们就没有必要生搬硬套形态标准来定义

汉语的时体范畴,而是应该结合具体典型的汉语语料来解读汉语的时体对象,构建符合汉语语法

自身特点的时体系统。

(二)典型案例“尚未VP之前”因涉及时体范畴导致了语言规范问题的争议

“尚未VP之前”是一个包含时体范畴的典型结构,尽管其语法和语义的合法性一直颇受质

疑,但该结构终究没能被叫停,相反还活跃于各种文体。下文以“尚未*之前”检索BCC现代汉

语语料库,结果为“文学84、报刊338、多领域998、科技968、综合1086”,共3474个。检索《人民

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2)(http://data.people.com.cn/)近五年的文章,也发现了多处用

例,如:

  (1)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在设备尚未安装之前就完成虚拟调试,并对客户进行远程培

训。(《应用日益广泛的数字孪生技术》,2021年6月15日第20版)

(2)只要认定“受到危险威胁”,巴伐利亚警方就有权在犯罪行为尚未发生之前、必要时

不经过法官开搜查令的程序,启动执法手段。(《尊重执法权威 维护社会秩序》,2019年8月

16日第16版)

(3)奔流的长江尚未高峡出平湖之前,江城万州下有夔门、巫峡,上有巴阳峡,万州是长

江上一方枕梦驿站。(《江城万州》,2020年7月29日第20版)

(4)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施以最严厉的制裁,是极不

公平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尽最大努力保护全球用户利益》,2018年4月24日第3版)

“尚未VP之前”的核心成分是“未VP之前”,这个成分既有否定标记“未”,又有隐性否定词“之

前”。1960年代以来,学者们主要着眼于肯、否语义的分辨,对相近结构“没有 VP之前”讨论较

多,较少涉及“未VP之前”,尚无“尚未VP之前”的研究,其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

“没有VP之前”中的“没有”是多余的。1980年代,学界从语言规范出发认为“未/没有VP之前”

存在语义逻辑问题,是一个不健康的句子,朱兆明[16]、唐光辉[17]等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去掉

“未/没有”。第二阶段,认为“没有VP之前”有其存在的理由。从1990年代末开始,学界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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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否定强调、概念叠加和结构整合[18]等方面谈到“没有VP之前”的可行性,但都仅略微提及,

没有翔实论证。第三阶段,对“没有 VP之前”及其相关句式“未 VP之前”进行溯源。江蓝生指

出:“否定式‘没有VP之前’最早可追溯至魏晋六朝时期的‘未至之前’,……‘未至之前(没到之

前)’就是现代汉语中‘没有VP之前’的直接前身。”[18]曾少波进一步上溯,认为“未VP之前”最

终在南朝分化发展出来,提出先秦蕴含时间义的“未VP”是“未VP之前”的前身[19]。张福通以先

秦“未VP”至南朝“未VP之前”的句式为关注点,认为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在先秦就已出现的

“未VP时”[20]。上述溯源成果可串联出一条“未VP(先秦)→未VP时(先秦)→未VP之前(南

朝)→没有VP之前(现代)”的演变链。可见,“未VP之前”及其相近结构早已引起学界关注,但

由于研究思路主要为语义分辨和结构溯源,语用和认知的零星提及无法解释清楚“未VP之前”

所涉的理论难题,“未VP之前”合法与否的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下来。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语

言实践中仍然存在,不会自行消失。例如:

  (5)目前疫情尚未结束,在大规模接种疫苗之前,欧洲各国仍需密切观察,努力平衡疫情

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欧洲国家努力应对疫情反弹》,2020年9月14日第17版)

(6)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电视尚未普及,花钱进影院尚属奢侈之举。(《与电影重逢,向

未来出发》,2020年8月5日第15版)

上述两例亦出自近年《人民日报》,作者对各文体中的“尚未VP之前”应该并不陌生,但他们又意

识到“尚未VP之前”的时体信息有些复杂而不易把握,在“尚未结束”与“尚未结束之前”、“大规

模接种疫苗之前”与“尚未大规模接种疫苗之前”、“电视尚未普及”与“电视尚未普及之前”之间,

他们选择了前者,即他们拆分了“尚未”“之前”而只采用其中某一项来表达,反映了他们对“尚未”

“之前”可否共用的不确定态度。

(三)定位典型案例的时体宿主对于构建和回答汉语的时体系统意义重大

汉语时体表达不同于形态语言,不以词形变化的直观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渗透到语义和语用

表达之中,选取典型结构考察汉语的时体范畴十分必要。本文以包蕴时体信息的“尚未 VP之

前”为切入点,跳出传统形态学的研究思路,以语言类型学的超形态视野用分段定位的方法定位

汉语的时体宿主,分析汉语时体范畴对语法结构的影响,这对于厘清西方形态学单维框架下汉语

时体有无的观点,探讨世界语言类型的多维划分和汉语语法体系的科学构建,揭示汉语时体范畴

的类型学特征以及话语的有效表达与接受,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目的,本文以“尚未VP之前”为研究对象,以屈折语按词形变化确定语法范畴为对立

参照,提出汉语的语法范畴是以非词形变化的超形态手段予以实现的观点,通过考察汉语时体范

畴以超形态的表现方式对时体对象的锚定,论证汉语时体宿主超形态定位的特点。为完成这一

研究任务,本文首先定位承载“尚未VP之前”时体概念的形式宿主,分析时体宿主对“尚未VP之

前”的语义和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进而提炼出限制“尚未VP之前”成立的时体和谐原则,最后

从语用角度讨论增效动因、认知动因和近似结构对“尚未VP之前”的推动作用。定位时体宿主、

考察制约“尚未VP之前”成立的时体和谐原则,是从语言内部作出解释;讨论“尚未VP之前”的

动因和近似结构,是站在语言使用的视角,从语言外部作出解释。本文从汉语时体宿主切入考察

“尚未VP之前”,一方面是为这一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寻求妥善处理方案,另一方面是为超越语

言形态变化的汉语时体范畴的讨论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二、超形态的汉语时体宿主

国外学界在研究玛雅人的K'ichean语时发现,尽管玛雅语没有专门表示时体范畴的词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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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能通过整个语言结构传达时体概念[21]。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但仍生机勃勃的语言之

一,同样也有表达时体范畴的特有语法手段。其中,最具针对性的莫过于邵敬敏的表述:“应该把

汉语的虚词、句式、框式、语序等看作与形态变化具有平等地位的语法手段,形态变化在汉语里稀

少且不起主导作用,……把作为语法意义的重要载体的副词从虚词中剔除出来实际是对语法意

义进行深入探讨的放弃。”[22]汉语时体宿主的超形态,指的就是汉语不以词汇的形态变化方式来

表现时体范畴。“尚未VP之前”的内部结构是“尚·未·VP·之前”,其表示时体的语法意义不

是通过VP的词形变化而是依靠副词“尚”“未”以及时间名词“之前”来实现的。因此,“尚”“未”
“之前”作为时体宿主,是超形态的时体标记,是用来定位动作时体和承载动作时体范畴的语法形

式,本文就“尚未VP之前”所提炼的时体标记,是汉语以词汇形式来表达时体意义的标记手段。

人类语言实现语法意义的语法手段可能不同,但标记时体是人类语言都具有的功能。
(一)副词“尚”是表示持续义的体标记

在“体”的语法属性上,Comrie最先提出“体(aspect)是观察情状的内部时间成分的不同方

式”[4]6,后来“体”被汉语界进一步表述为“观察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方式”[8]5。“时(tense)”

指示情状发生的时间,“体”则表现情状在某一时刻所处的特定状态,“时”“体”是形态语言学的两

个不同维度,体现了“时体有别”“时体分立”的特点。

汉语的“体”是以体貌义来表现的。我们可通过语义溯源来提炼“尚”的体宿主功能。“尚”最
初是表“分开、分散”义的动词,后来与“曾”“尝”发生混淆是在兼具了副词功能之后。“尚”为副词

时释作“犹”,其义为“仍”“还”“一直”,表示动作或事件的持续状态,类似汉语动态助词“着”,相当

于持续体的体标记。古人广泛用“曾”注释动词“尚”,后又用同形不同音的“曾”来注释时间副词

“尝”,“尝”即相当于后世的“曾经”。可见,标记时间的词是“尝”而不是“尚”。其演变历程如表1
所示:

表1 “尚”“曾”“尝”的语义及时体功能

尚 曾 尝

动词 本义 分散 品尝

引申义 增加 经历

副词 引申义 犹 曾经

语法范畴 体 时

  在形态学理论中,表示动作行为各阶段和状态的“体”和表示时间概念的“时”,是两个与谓词

相关且各自独立的语法范畴,但在同属印欧语系的形态语言中,情况又有所区别。现代英语由于

形态简化,在诸如“过去完成时”之类的表述中,“过去时”和“完成体”是搅和在一起的。而在芬兰

语、挪威语等北欧语言以及俄语、波兰语等斯拉夫语言中,“时”和“体”是两个分得很清楚的概念。

多数印欧语言在定位时体标记时,必须以词的形态变化来区分时体,以避免将时体混为一谈。汉

语缺乏词的形态变化,时体概念是从词义中获取的,“尚”作动词时,“尚”“曾”互释,二者存在于共

同的语义空间之中;作副词时,“尚”独立于“曾”“尝”之外,其义为“犹”“仍”“还”,表示事件在某个

阶段的持续状态,是表示持续体的体标记。
(二)副词“未”既是未完成义的体标记,也是现在时间义的时标记

“未”为古人记录时辰的十二地支之一,“未时”又称“日昳”或“日跌”,相当于下午13—15点,

是时间名词。“未”假借为否定副词较早见于春秋时期,跟VP构成“未VP”,表示事情还没有进

行到某种状态或事情还没有实现,是对现在情况
     

的否定[23]。郭锡良等指出:“‘未 VP’和‘未尝

VP’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未闻’是‘没有听说’,只指现在的情况
       

,表示还没有实现,包含有将来实

现的可能性;‘未尝闻’则是‘没有听说过’,只是简单地否定过去。”[24]他们的例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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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b.臣未尝闻也。(《战国策·魏策四》)

在上例中,“未”表示动作行为处于未完成的阶段和状态,是作为未完成体的“体”标记而存在的。

在“未”所涉时间域的问题上,例(7)证明了“未”只与现在相关。可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没”的
出现及高频使用,“未”被“没”取代,“未”的时间概念也被混同化了,因此有人认为“未”是一个对

以往(过去以迄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示可能或愿望的副词[25]。有些辞书也给出了相左的释

义,认为“未”表示过去不曾发生,用在动词谓语前,或单独成句,可译为“没有”[26],其例示为:

  (8)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

我们发现,例(8)前半句的“尝闻”与后半句的“未学”形成过去和现在的前后对比,就当时的叙事

语境来看,将“未”理解成表示现在不曾发生,似乎也并无不妥。

对“未”所涉的时间域,学界意见不一。本文认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汉语在表达事件的

发生时间和完成状态的时候,缺乏属性明确的专门形式来表现性、数、格、时、体、态等与体词和谓

词有关的语法范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法范畴问题,认为汉语通常不用词法手

段标明过去、现在、未来等时态概念,而是将分辨重点放在实然(realis)和非实然(irrealis)的区别

上,于是,时间概念的重担就落在了汉语种类繁多的模态词(modals)身上,这个现象在许多语义

含混、模棱两可的结构中尤其普遍[2]。而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则不同,一般都有相应的词形变化

来表现这些语法范畴,汉语“时”和“体”的语法意义则是由两个彼此独立的语法范畴来分担的。

吴福祥将“未”称为“已然性否定副词”,指出“‘未’是对完成体的否定,即否定动作或状态的完

成”[27]。要注意的是,在形态学术语中,“完成”是体范畴,“过去”是时范畴,“时”“体”是两个维

度,“完成”不等于“过去”,否定“动作或状态的完成”并不等于否定“过去”。

形态语言的时体范畴大部分能通过谓词的词形变化表现出来,比如俄语等斯拉夫语言,如果

以“体”为轴,按语法系统性的原则,它们的谓词分为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完成体动词则有过去时

和将来时两种形式,未完成体动词则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等三种形式。“完成”不代表已成

为过去,“完成”可以跟过去结合,也可以跟现在和将来结合。这种通过词形变化来直观反映完

成/未完成状态与时间域的搭配关系的语言就是屈折语。当然,不是所有的屈折语都能完全体现

这种“时”与“体”的平衡对称分布的,现代英语、德语、法语等由于形态简化而导致屈折缺省的现

象不少。相对来说,俄语、波兰语等斯拉夫语,是屈折变化保留得较为完整的语言,比如波兰语的

完成体动词很多就是在未完成体动词的基础上加前缀z-、prze-、na-、po-、szyc'-等构成的,如uczyc'

(教/学)为未完成体,加前缀na-后的na-uczyc'(教/学)就成了完成体。按照波兰语语法规则,未
完成体动词“uczyc'(教/学)”在时间域上可搭配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完成体动词“na-uczyc'(教/

学)”则只能搭配过去和将来。汉语词汇没有这种形态变化,事件的完成与否以及如何搭配时间,

不是通过动词的词形来体现,而是通过副词、名词以及助词等辅助性手段并结合语义来实现的。
“未”所否定的事件与现在相联,“未尝”“未曾”所否定的事件与过去相联[28]。“未”在述谓成

分前,同时承担未完成体(imperfect)、现在时(present)、否定(negation)等三种语法范畴的功能,

可是在“未”与述谓成分之间插入“尝”“曾”等时间标记后,“未”就仅剩否定功能,述谓成分的时体

信息则由“尝”“曾”来承担,详见表2:
表2 “未VP”“未尝VP”的时体宿主

事件 时体宿主 时 体 否定标记 结构语义

未VP 未 现在 未完成 未 否定现在

未尝VP 尝 过去 完成 未 否定过去

  在“未VP”中,“未”表示事件、动作或状态的现在情况,既是VP的时宿主,也是VP的体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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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未尝VP”中,“未”仅为否定标记,时体功能是靠“尝”来实现的。而“尚未VP”的“尚”,是表

持续义的体标记,不改变“未VP”的时间属性,“尚未VP”理应仍是表示现在情况的,也就是说,其
时间域为现在。

(三)名词“之前”是双指向的时间标记

“VP之前”的“之前”是隐性否定词,也可称为不出现否定词却能表达否定概念的零形否定。

前辈时贤在“前”的时间指向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前”既可表过去,也可表将来[29];

第二种观点认为“前”基本都表过去,“前”在时间指向上的无标记用法就是表过去,尤其是在作为

后置语素或后置词来使用时[30]。学者们的观点尽管不同,但都认为“之前”跟“年、月、日、时”等
本体时间一样,是具有同样指称时间功能的代体时间[31]。前辈时贤的研究说明了“之前”的“时
宿主”身份。

“VP之前”作为句子的时间状语成分,其时间域由时宿主“之前”来标示,并受主句(S)情态

事件的制约。情态(mood)在传统语法、功能语法和模态逻辑中有不同的内涵,Bybee等指出“不
可能通过简明术语来说清楚情态系统的语义范畴或体现其意义的语法手段”[32]。本文所说“祈
愿事件”,指与情态相关、主句用“可能”“可以”“应该”“必须”“只要”等情态动词或条件副词来表

达建议、允许、必须、猜测、可能、预测、要求或义务等语义的事件。如果S是祈愿事件,则“VP之

前”的时间域是未然,表示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用“﹛-过去﹜”来标示;如果S是非祈愿事件,

则“VP之前”的时间域是已然,表示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用﹛+过去﹜标示。“之前”具有[±过

去]的时间双向指示功能,详见表3:
表3 “VP之前”的时间域

P S

时间域 VP之前 主句 祈愿与否

未然

﹛-过去﹜

有交换之前 必须先有生产

在养子女成年之前 收养人不得单方面解除收养关系

婴儿习得语言之前 已能感知各种声音

在了解什么是伦理学之前 先来看看这两个概念

祈愿事件

已然

﹛+过去﹜

在国家出现之前 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中

颛顼搞宗教改革之前 中国普遍奉行萨满教

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 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

在他出生之前 已有人替他准备好了一切了

非祈愿事件

  主句中含有“必须”“不得”“能”等情态动词的句子构成祈愿事件,在祈愿语境下,“VP之前”

的时间域为﹛-过去﹜,反之,在非祈愿语境下,“VP之前”的时间域为﹛+过去﹜,上表中的语

料来自CCL现代汉语语料库,笔者随后又随机抽得150多个“VP之前”,显示在非祈愿语境下

“VP之前”都表示过去。
“之前”具有指向﹛+过去﹜和﹛-过去﹜的双向时宿主的特点。在祈愿语境中,“VP之前”

的语义为“[+否定;-过去]”;非祈愿语境中,“VP之前”的语义为“[+否定;+过去]”。

三、制约“尚未VP之前”的时体和谐原则

上文分别讨论了“尚”的体宿主属性以及“未”和“之前”的时宿主属性,此节讨论“尚”“未”“之
前”等时体宿主各要素对“尚未VP之前”结构合法性的制约。“尚未VP之前”的构式义来自“尚
未VP”和“VP之前”这两个否定结构的叠合,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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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尚未VP”与“VP之前”的叠合

据上文所述,在时间域是否受限于祈愿/非祈愿语境这个问题上,“尚未VP”不受限,任何语

境下其时间域都只能是﹛-过去﹜,我们称为“时间窄域”;而“VP之前”则受限于不同语境,呈现

出﹛-过去﹜和﹛+过去﹜的双向性,我们称为“时间宽域”,详见表4:
表4 “尚未VP”与“VP之前”时间域的比较

S 祈愿事件 非祈愿事件

时间窄域 尚未VP ﹛-过去﹜ ﹛-过去﹜

时间宽域 VP之前 ﹛-过去﹜ ﹛+过去﹜

  据表4,当S的语义为祈愿事件时,“尚未VP”和“VP之前”在时间域上和谐一致,都是﹛-
过去﹜;而为非祈愿事件时,二者在时间域上相斥。王灿龙指出,在考察“没有VP”“没有VP之

前”的时间提取点时,以“VP”的发生时间为参照基准,用“○”表示“VP”,“○”即现在,“○”的左

边是“以前”或“从前”,“○”的右边是“以后”或将来[23]。李向农指出,以当前为基准点把时间区

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人类对时间加以主观确定的“过去—现在—将来”三时时间链,比其他的时

间表述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31]。我们参考前辈时贤的做法,以图2的“现在○”为时间基准,表
示“尚未VP”和“VP之前”的时间域:

图2 “尚未VP”与“VP之前”的时间域

将时间的维度想象成一条从左向右行进的射线,“VP之前”与“尚未VP”在○处重合,“尚未

VP”的时间域是现在时点○以及从○向右延展表示非现实可能的一段虚线,而○左边的“VP之

前”的时间域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包括现在)的时段。时间的线性维度决定了“VP之前”与“尚
未VP”叠合需同时遵守以下“时体和谐原则”:

  ⅰ.主句祈愿原则:主句成分必须是祈愿事件;

ⅱ.时间和谐原则:“VP之前”的时间宽域要顺应“尚未VP”的时间窄域。

再看以下示例:

  (9)a.警报尚未解除之前,你们不得离开。(自拟)

b.警报尚未解除之前,你们已经离开了。

例(9)a句的可接受度明显高于b句。首先,a句的主句成分“你们不得离开”是表禁止义的

祈愿事件,满足“尚未VP”和“VP之前”组合的第一个原则。其次,祈愿语境下“VP之前”的时间

域为﹛-过去﹜,具备了与“尚未VP”统一的条件,二者的时间域是和谐的;例(9)b句接受度低

或者说不可接受,原因是它的主句“你们已经离开了”是非祈愿事件,违反了第一个原则,且由于

非祈愿语境下“VP之前”的时间域为﹛+过去﹜,“尚未VP”的﹛-过去﹜时间域与“VP之前”

的﹛+过去﹜时间域彼此矛盾,与单向线性行进的时间图式发生冲突,增加了人类大脑解码的负

荷,句子理解的难度系数变高而导致可接受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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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篇首例(1)(2),其主句中含有“可以”“只要”等祈愿标示成分,故主句为祈愿事件,祈愿

语境下的“尚未VP之前”可作正反同义理解,语义值等同于只取用“尚未”“之前”其中一个的“尚

未VP”或“VP之前”。而例(3)(4)的主句成分都是已然事件,为非祈愿事件,非祈愿语境下“尚

未VP”与“VP之前”在时间域上是不相容的,强行叠合的“尚未VP之前”困扰了受话人对时体范

畴的认知,导致可接受度降低。

王灿龙在考察“没有VP之前”与“没有VP”时指出,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没有VP之前’的

时间义还包含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也是表达者着意要强调的语用义‘VP的未然性’”[23],换言之,

“没有VP之前”的时间指向一定不是过去。“尚未VP之前”的时间指向是“○”及“○→Y”移动

的顺向时间流,“尚未VP之前”的非过去时间特征也支持了王灿龙的结论。

四、语言使用对“尚未VP之前”的推动

“尚未VP”在古代并不常见,只是到了现代才多了起来,而“尚未VP之前”这一结构,在笔者

所检索的古代汉语语料中暂时还没找到。前辈时贤对“未VP之前”的考释有限,且考释者也认

为个别语例有存疑可能[16]。这个结构的合法性历来备受争议,却一直未被叫停使用。笔者认

为,一方面是语法的时体和谐原则在发挥规约作用,另一方面语用习惯又在推动着语言的实际表

达,二者的双重作用是该结构呈现出“且辨且用”状态的根本原因。上文讨论了时体和谐原则,下

面从增效动因、认知动因、近似结构影响等方面讨论语用习惯的作用。

(一)羡余否定增强了否定的表达效果

研究双重否定的学者认为,“未VP之前”同时含有显性否定词“未”和隐性否定词“之前”,但

在实际的语义理解中至少有一个是没有否定作用的,因此可视为羡余否定[33]。羡余否定是一种

重要的语用否定,其语用功能是为了加强否定意义。“尚未VP”和“VP之前”这两个否定结构共

现于最小构式“尚未VP之前”,从语用角度讲,是羡余否定增强否定效果的手段。在讨论否定强

化的实现手段上,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有影响的说法。

其一是“语义变异”说。自然语言中的否定不像数学上负负得正那样可以互相抵消,有时更

是一种语用策略,表现为在语义和语序限制下,否定结构会发生语义变异。发生语义变异的词涵

盖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绝大部分词类,这些词的语义变异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通常只限于否定结构,并经历了一个形态化过程,一般用来表示程度或加强否定语气[34],如:

  (10)a.好不痛快=好痛快   b.好不难受=好难受

“好”相当于一个程度副词,和“不”结合成强调副词“好不”,意思等于“好”,例(10)中的否定词

“不”是羡余的,没有否定的作用。否定结构“尚未VP之前”,在句子主干为祈愿事件这一特定语

境下,显性否定词“未”和隐性否定词“之前”有一个由于语义变异而选择否定忽略。即:

  (11)a.尚未VP之前=尚VP之前   b.尚未VP之前=尚未VP
“尚未”等于“尚”,或“VP之前”等于“VP”,在实际理解时可视为其中的一个否定在语义上是羡余

的。

其二是“肯定与否定的不对称”说。梅祖麟曾论证汉语存在正反两式的平衡,认为“正反两种

形式在短期内可以不对称,长时期会走向平衡”[35]。“尚未VP”“尚未VP之前”就是汉语正反结

构变化的体现。沈家煊指出,汉语里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消失跟说话人的心理期待有关,在涉及不

如意的消极意义的事件时,就会出现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消失现象[36]。如:

  (12)a.差点儿闹笑话=差点儿没闹笑话

b.一个人难免犯错误=一个人难免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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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留神摔下来=留神别摔下来

d.有个别单位拒绝执行=有个别单位拒不执行

如果从交际效能出发,也能解释这种添加一个否定词而意思不变的情形。交际中说话人感到有

必要去强调否定意义以避免误解,于是就会加上实际是赘余的否定词。“之前”与“差点儿”“难

免”“留神”“拒绝”类似,都含有否定意义,但否定形式隐晦,为强调否定,说话人就在“VP之前”又

加上否定结构“尚未VP”,于是就构成了“尚未VP之前”。

上述羡余否定的语用增效观点在学界影响较大,但要注意的是,“尚未VP之前”内部有两个

时间成分,受时体和谐原则制约,叠合成功后才能成为羡余否定结构。

(二)语言结构顺序反映了信息处理的认知策略

汉语的结构顺序反映了汉族人思维的时间顺序性和汉语的“句尾焦点”原则,汉语的核心内

容总是在句尾出现[37]。“尚未VP之前”是时间标示成分,通常位于句子前部,而位于句尾的句子

主干才是句子的新信息和焦点内容。“尚未VP之前”作为句子的次要成分,不负载句子的主要

信息,只可能出现在除句尾之外的非焦点位置。不显眼的非焦点位置为含混表达提供了暂时的

栖居空间,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此处信息的认知注意和处理态度。在认知上,人们对非主要信息

往往止于一种模糊的不准确认识甚至忽视的认知态度,此种态度有可能是叠合否定结构“尚未

VP之前”得以存在的认知动因。

近代汉语中有不少“尚未”和“之前”共现的句子,不过皆以分离形式出现,还没有叠合成“尚

未VP之前”。时间指代成分“VP之前”位于前面,动词词组“尚未VP”作为焦点信息置于句尾,

“尚未”“之前”这两个都表示时间的成分没有共处于同一个构式,认知处理相对简单,句子是易于

理解的。如:

  (13)贾著《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余嘉锡《四

库提要辨证》)

根据上文时间域的确定规则,由于例(13)主句成分不是祈愿事件,那么“之前”的时间指向是

过去,而否定副词“未”是与现在情况相联系的,主从时间域势必形成冲突,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冲

突呢? 本文认为,尽管次序像似性在世界语言里广泛可见,且在汉语里极为强势,不过也有其作

用的范围与效度问题。在包含多于两个述谓单位的构造里,若为非对称型的向心结构,语序往往

由其他原则决定,其中最主要的是距离像似性,亦称概念距离原则[38]。述谓结构“尚未VP”是焦

点信息,句子其他述谓结构在概念上要向这个焦点信息靠拢,“尚未VP”的[+否定;+现在]语义

才是言者所要强调的,非焦点位置的“VP之前”可以模糊处理,言者用“否定现在”来描述一种身

临其境的当下状态。

(三)近似结构为“尚未VP之前”提供了助推

“尚未VP之前”的出现,有可能是受到了两汉魏晋以来近似结构“未VP之前”以及元明以来

“尚未曾VP”“未曾VP之前”和“没(有)VP”的影响。从先秦到近代,促使“尚未VP之前”现世的

近似结构几乎存在于古代汉语的各个时期,这些近似结构是“尚未VP之前”的前身,它们形成了

影响“尚未VP之前”的系列结构。这些前身结构交错出现于语言使用的不同场景,虽然它们有

一个大致可考的历史时期,但限于古籍考证情况,目前我们还不能划分它们的界限,难以为其确

立一个明确的历史演变链。

第一,“未VP之前”是“尚未VP之前”的直接源头。张福通认为,“未VP”“未VP时”“未VP
之前”同义,“未VP”是最早的前身,战国时期出现同义结构“未VP时”,至两汉时期出现“未VP
之前”后,这三个结构就并存且可以交替使用了[20]。“未VP之前”的用例在先秦经文中罕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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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现在西汉以后的史书和后人的经文注疏中。唐宋注疏把“未VP”“未VP时”“未VP(之)前”

作为同义结构交替使用,是“尚未VP”“尚未VP时”“尚未VP之前”被视为同义结构以及近现代

“尚未VP之前”得以广泛使用的最直接的源头。

第二,“尚未曾VP”演化为“尚未VP”。元明至近代,出现了“尚”和“未曾VP”结合使用的情

况,就笔者所检索的古汉语语料而言,发现“尚未曾VP”主要出现于民间通俗话本小说中。如:

  (14)(正末云)且住。那渔父的大恩尚未曾报得。怎好着这村厮儿又为我而死。(《全元

曲·继浣纱渔翁伏剑》)

古汉语多用“尝”表“曾经”义,少用“曾”,通常用“未尝VP”表示对过去事件的否定,相当于“没有

VP过”,元代以来民间话本中的“尚·未曾VP”即“尚·未尝VP”。古音的“尚”“尝”同为禅母阳

部字,“尚”“尝”在近音替代过程中,“尚·未尝VP”有可能错衍为“尚·未尚VP”,又由于汉语在

先秦时期就存在“尚未/未尚”“尝未/未尝”等副词逆序构词的传统[39],“尚·未尚VP”逆序而成

“尚·尚未VP”,最后“尚·尚未VP”删除多余且合并为“尚未VP”。如图3所示:

图3 “尚未曾VP”演化为“尚未VP”的可能路径

“尚未曾VP”与“尚未VP”,后者很有可能源自前者,当然,这一推测尚需历史材料进一步佐证。

第三,“未曾VP之前”诱导“尚未 VP之前”效仿。在表层形式上,“未曾 VP之前”是“尚未

VP之前”的近似结构,如:

  (15)尚在未曾查禁之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孙亦无另行刊刻之事,均非徐述夔一案可

比。(《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曾”是表过去的时间副词,由于例(15)“VP之前”所在的主句不是祈愿事件,故“之前”也表过去

时间,于是“未曾VP”和“VP之前”在时间范畴上是一致的,隐形否定词“之前”与“未”构成了羡

余否定,所以“未曾VP之前”是羡余否定结构。“尚未VP之前”的时间域有别于近似结构“未曾

VP之前”,前者只能是现在,后者只能是过去。不过,尽管二者在时间域上完全相对,但由于结构

相近,“未曾VP之前”也有可能成为“尚未VP之前”效仿的诱因。

第四,“没(有)VP”以及“未”的时间特征淡化。上文述及,来自上古汉语的否定词“未”仅限

于否定现在,与中古以后既否定现在也否定过去的通用否定词“没”有别。可是由于“无”“未”

“不”“没”都有表达主观小量的语义特点,近代人们使用否定词时,实际上已开始逐渐混同使用

“未”“没”。“未”表现在的时间特征逐渐模糊。古汉语中“未”假借为否定词时,只能用在动词前

构成“未VP”和“未尝VP”。前者否定现在,表示动作还没有发生或事情还没有进展到某种状态;

后者与过去时间副词“尝”结合,表示动作或事件过去没有发生过,用来否定过去。而当被否定成

分为NP时,则用否定词“无”。中古以后,随着动词“没”逐渐语法化为否定词,无论时间上否定

现在还是过去,词性上否定VP还是NP,“没”囊括了“未”“未尝”和“无”,详见表5。
表5 “未”“未尝”“无”“没”

词性    上古 示例 中古以后 示例

没

VP 现在 未VP 未见

过去 未尝VP 未尝见

NP 无NP 无人

没VP 没见

没NP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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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汉语中,“没”作为否定词已经取代了“未”“无”。“未”通常不在现代口语中出现,其标

示现在的时宿主特征也逐渐淡化。

综上,除了语用增效和认知动因之外,“尚未VP之前”还有可能是受两汉至近代以来“未VP
之前”“尚未曾VP”“未曾VP之前”“没(有)VP”等近似结构的推动,并在淡化“未”的时宿主语义

特征“[-过去]”的情况下出现的。

五、结 语

“时”和“体”作为语法范畴,原本是西方语言学界以屈折语为研究对象而创造的两个概念,有
关汉语有没有与之对应的语法范畴,汉语“时”“体”以何种面目呈现等问题,在汉语语法界历来是

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语言中的时间、体貌、性质、状态等意义是人类的普遍概念,标记和承

载这些普遍概念的方式有同有异,汉语不同于形态语言,时体等语法范畴的实现是在词汇形式的

辅助下结合语义来实现的。虚词和形态变化,二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40]。汉语不以词形变化

来呈现时体范畴,而是用名词、副词、介词等词类来担当时体宿主的特点,决定了以西方形态学设

定的形态范畴来讨论汉语的时体,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本文考察了包含时体范畴的典型结构“尚未VP之前”,从定位汉语时体宿主切入,分析时体

范畴对这个结构的制约,讨论时体和谐原则与语用习惯对该结构的双重影响,研究结论是:“尚”

是持续体宿主,“未”既是现在时宿主同时也是未完成体宿主,“之前”是指向现在、过去的双向时

宿主。“尚未VP之前”既要受语言内的句法时体和谐原则的制约,同时又受到增效动因、认知动

因和近似结构等语言外因素的语用推动,语言内外的双重作用是该结构表现为争议状态的根本

原因。

典型案例的考察,有助于从汉语事实出发回答长期以来汉语时体范畴的纷争问题,有利于构

建汉语自身的不同于屈折语的超形态的时体系统,并为多年来困扰我们的语言规范问题提供理

论方案。不同于屈折语以词形变化来反映时体范畴,“尚”“未”“之前”是以词汇手段来标记汉语

时、体语法范畴的,是一种超形态的时体标记形式,这种超形态的语法标记同样能起到定位时体

范畴的作用。

通过对“尚未VP之前”的研究,本文发现:第一,不同语言时体范畴的表现方式不同,但所包

含的时体意义是相同的;第二,时体和谐原则不仅是形态语言要严格遵守的结构法则,也是非形

态语言在以超形态的词汇手段正确、有效地表达时体意义时要遵守的语义原则;第三,时体范畴

的理论阐释最终要回答和解决语言实际使用的问题。本文对屈折语的时体和谐性没有具体进行

举证,主要探讨的是汉语的时体范畴和时体一致性的问题,重在对汉语时体范畴的超形态表现及

所涉结构合法性的历史争议进行解释,为汉语时体研究突破西方传统形态学框架和构建符合汉

语自身特点的时体系统,尝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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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permorphicLocalizationofTense-aspectinChinese:Verdictof“ShangweiVPZhiqian”

WANGXiaoqi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Chongqing430054,China)

Abstract:ThesupermorphiclocalizationofChinesetense-aspectdemonstratesthatthetense-aspectcategoryisnotre-
flectedthroughinflection,buttakenonbynouns,adverbs,prepositionandotherwordsasthehostofgrammaticalcate-
gories.Restrainedbytheprincipleofsyntacticharmonyandpromotedbypragmaticoperation,theChinesestructure
“ShangweiVPZhiqian”hasalwaysbeencontroversialbutisstillwidelyused.Takingthistypicalstructureasanexam-
ple,itisofgreattheoreticalvalue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judgetheexistenceofChinesegrammaticaltenseandas-
pectundertheuni-dimensionalmorphologyframework,revealthetyp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Chinesegrammatical
categoryandaccomplishtheeffectandacceptanceof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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