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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成分间的顺序一般是相对固定的。而在某些情况下，语言成分可以发生一种临时的、可复位的位置变动，

这种具有灵活性的语序一般被称为“倒装”或“易位”。 一些常见的倒装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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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等（2023）参考早期生成语法中关于“语音层面移位”的论述提出了一个框定汉语语序灵活性的理论模式，
本文将其称为“语音层漂移理论”。徐杰等（2023）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与发生在“D-结构→S-结构”的明移位（Overt 
movement）和发生在“S-结构→逻辑式”的暗移位（Covert movement）这两类移位相平行的第三类移位类型，即发
生在“S-结构→语音式”的漂移（Srcambling）。徐文指出，汉语中有很多语序灵活现象是由语用因素驱动、在语音
层面执行漂移操作而产生的结果，并通过对汉语中主谓倒装句、状中倒装句和述补倒装句的案例分析，重点阐释了

漂移的性质、诱因和条件。徐文对三类倒装句的简要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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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谓倒装句是主语向后漂移至句末的 CP附加语位置造成的结果，状中倒装句是状语向后漂移至句末的

CP附加语位置造成的结果，而述补倒装句则是补语向前漂移至句首的 CP附加语位置造成的结果。其中，述补倒装
句的补语前移使自身获得了语用上的关注，主谓倒装句的主语后移与状中倒装句的状语后移使得剩下的成分获得了

语用上的关注。 
本文援引徐杰等（2023）提出的“语音层漂移理论”，进一步对汉语中与定语有关的语序变动问题进行统一解

释。本文首先梳理了前人对于有关定语语序灵活性现象的描写与分析，并界定出两个语序变动类型，分别为表数量

的定语与中心语间的语序变动（A类）和无领有者的多项定语间的语序变动（B类）。接下来，本文援引司富珍（2009）
关于“CP与 DP平行性”的分析来说明“语音层漂移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 DP层的句法结构，在名词性短语层面
执行的漂移操作其落点也位于名词性短语的“语用层”内，即 DP的附加语位置。具体来说，对于 A类变动，名词
性结构 NP从量词 Cl的补足语位置向前（向上）漂移至 DP的附加语位置，如图 1；对于 B类变动，修饰语 XP从
NP的附加语位置向前（向上）漂移至 DP的附加语位置，如图 2。 

  
图 1  A类漂移                  图 2  B类漂移 

最后，本文讨论了 DP层成分漂移的语用效应。文章认为，DP层面发生的漂移都是语用驱动的 XP在以附加语为落
点位置的非论元移位，移位发生在语音层面，是一种不会改变句法结构关系和相关语法单位的性质的可选性移位。 
诱发 DP层漂移的语用动因主要为“强调”和“说明”。两类与定语有关的语序变动都属于“利己漂移”，即都是通
过成分的漂移使自身获得关注与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