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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事件一驱动分析

方立这莉

攫要 本文从事件…扭动的角度对"都"进行分析. "都"在文中被视作含一边算，

由于子事件可以合成复合事件，复合事件自然也可分辉成子事件，所以"都"也是一个分

配算符。本文同时还对一些与"都"有关的结构进行了格(la忧ice) 理论的桐iι

关键词 都;命题;事件;令取算符;并运算;合一运算;格理论

一自j酿

汉语界对"都"的研究具有很悠久的历史。黎锦熙 0924: 188) 纪"部"看作是表总

括的副词。主力 (1943: 133) 称"都"是表示全范目的范围副词。吕叔潮 (1944: 186) 称

"都"是概括词; ((现代议语八百词》提"都"解释为总括全部的副词。高名凯

( 1948: 252) 提"部"称为表全体的率词。了声树( 1961 : 183) 称"部"是表总括的范盟

副词。朱德熙 0981: 196) 认为"部"是表示包举的范围酣诲。陆俭明和马真 0985 :98) 

认为"都"是表总摇的范圈副词。玉还(1988 :93) 指出"都"是表示一些事物的每一个的

副词。 f余松列 (1993:75) 提出"都押的核'l)嚣义是表示总括，但在不同的语境与本肉的词

搭配时，分别有"统指"、 "逐指"和"任指"二三种。除了玉还 0988 :93) ，其他学者都

持大致相假班点，即"都"对前韶名词词组所指代的事物进行总括。

域外一些学者也针对"都月应该被看作是具有什么样性质的语言成分提出了自己的着

法。起元任 (968) 将"都"称为范围和数量副i碍。黄正德( 1982) 将"挥"描述为辖域

或数量副词 (adverb of scope or quanti守) ，也把 u都"称千字分配标记 (distributive marker) 

和总括高IJ 词 (totalizing adverb) • Partee 等( 1987) 引入了两个棋念:D一量化 (D

quantification) 和 A一量化 CA-quantification) 0 D 是指陆定词 C determiner) , A 捂副词、

能摇动词等。如果按 Partee 等人的术语， u都"应该是 A一量i司 (A-quantifier) 。这种将

能起到最化作用的高IJ商直接看作是最诲的观点也鼓许多学者所采纳。李行德(1986) , 

Cheng 0991 ， 1995) 就将"都拧着作全称量词 (universal quantifier) .也有学者，比如Lin

(998) , {1暖向于将"都"看作是一个分配算符 (distributive operator) 。这个分配算符作

用于所量化的成分之上，使其具有企称量泻的意义。 Link (1987) 继承了 Dowty 和 Brodie

(984) 的现点，提英语中的"all" 著作是分配算符，并且对它作了逻辑上的描述:

D蜘vP~丰〉 λþ..t x剖V盯y [y归εEX• VP (竹y)门]，厅川川附w树咄咖h恼阳1始划w姗e创衍r陀「隐eXi灿s刊a川叫…v咄w咐a缸硝ria拙.bl协i沁eove叫e
and y a variable ove町rs纣in鸣gu时lar atomic i沁ndiv说id出uals.

这个逻辑式的意思是:在某个由所有 X 组成的集合中，如果每一个 y都是 X 的成员，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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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y 都具有 vp 动词词组所具有的性盾。其中 X 是变章，指任何一个自多个个体组成部

; y 也是变盘，指 X !:þ的任何一个个体。

Lin 0998; 205 )也对 u都"作了如下的播域:

dou C丰 λPÀXVy [YEX• P Cy门， where PED咐
这个逻辑描述是在上这 Link 的逻辑擂述上发展而成酶，即由属于逻辑樊 2〈ep的变量 P 联

代 vp，再由λP对它进行钓束，这一过程常叫做λ抽象。

Hl凶i泌an吨g Sl挝1泣i.吕

operator)ο "怒"将一蜡最小事件组合成为…个复数的事件。 Paris C 1981 : 53 )使屑一种

特殊的树形结构围来说磷"都"在撞写最小事件的句子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指出: "使

用引在'时，说话人用的是重复的方法。在具有某种特性的一类成分以卦，能说明还有一

个戒多个具有同样特性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 ‘都'是挖数个命题连接起来的形

" 
(1)我们俩都喜欢他.

各攻俨:X J\Y 
(2) 谁都喜坎他。

J\ 喜去二i;一
n 

二合…这算

从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角度来考察， Paris 所说的"连接"实际上就是合取算符〈。我们

认为复合命题与子命题有如 F的关系 z

Pco白附ite ←一善良^ ......^ Pn 恼注2)

合取算符的作用是将子命题 (P 1 • ..叠…Pn) 组合成一个复合命题 CPcomposíρ 。组合与

分解是相辅梧成的。既然能组合， ~\定能分解。由此， Pcompo仰和鸟，……凡拥有这样的

语义关系: Pωmposl就蕴j是(一→) P1，……凡。也就是说，如果 Pcom阳i怯为真，它所有的子

命黯矶，……h 必定都为真。另一方醋，这一系列子命题 P J • ……凡的合取也蕴油

←一争) P阴阳出。即逝子命题町，……凡者在为真肘，由它ffJ组合而成的复合命题 P∞mposite

也为真。总括起来告就是说:P∞mpo'附石二主 P1 ^……^ Pn (n法幻。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

72 



过去的研究所提出来的主要论点:一个是"都"为分配算持，它将动词能性质分配给主语

新楼及的每一个人或物;另一个是"都"，导括前面的名词，表明这个名i司所涉及的每一个

人或物全都具有动词的性盾。这爵种看法，在我如看来，只是向一个问题的两个方商。 在

Pcornposíte <: > P 1 ̂ ……^Pn 恼注2) 中，从复合命题到子命题就是一个分费己的过程:从子

命跑到复合命题就是一个总括的过程。 Pcomposi悔苓->-P 1 ^ ……八Pn (n注2) 和 Pωmpos!te

←一涉 到〈……^Pn (n注2) 其实是等值的。

把"都押着作是"合取多军符"因然可以把先前的描写统一在同一个棋念之下，千军它无

峰说明简单的命题是如何组成复合命嚣的。本文认为:距"合取算符"相比， "合" :i豆

算( unification )是→种更为合适的手段。合一运算跟数学中的并运算 (union) 密切相

关，它是计算语育学如非转换一生或语法学摞(词汇一功能语法、广义如语结构语法、中

心特征辍动短语结构语法等)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功能是把不完蝉的信息组合成究整

的信息，黯为相对于一个复合事件，任何一个子事件提供的信，患都是不完整的。如例 (3) 。

(3) (有三个学生，张玉、李四和王五。)

张三和李四都喜欢五五e

运个复合命题描述的是一个人与人之向喜欢与被喜欢的复合事件。该事件由两个子事件组

成:

。a) 张三毒攻王五。

(3b) 李瑞喜炊五五e

可以看出，子事件 (3a) 和 (3b) 中的，c.，理拉态(喜欢)都是一样的，组合成复合事件时

可以合二为一:被喜玫者"主页."也可以合二为一:事欢者是两个不阔的人，合一就是将

它们并列在一起， -F国这个国式说明了这两个子事件组合成复合事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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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件作描写，这里采用的是由特征和组组成的有序二是缸，例如"关系丹是特征，

政H 就是它的缠。下面用这一手段分斩更多的语育事实。

(4) (有玛个人，张三和李四。〉

他们都喝了这杯水。

这个复合事件由以F子事件组成:

(4a) 张玉喝了这杯水.

(4b) 李四喝了这杯水。

两个子事件韵动作都是"喝了"，其中的…个参与者都是"这杯y水k

为一。商个事件的区射在于另一个事件参与者穿即"噶y水k的人"勺，其中的一个是"~张长

二

二和亭四"，井由代词" f她也们 n 驭而代之。

Wu (1992:320) 认为倒但)从语踊的角度来说不是摆好。
盼我们都把张玉推倒了。

73 



虽然"我们"是可以分解的， "张三"这个参与者在不间的事件中也可以重复出珉，但

"推销了"是一个表达单一事件的谓语 (sing1e翩event predicate) ，因而是不可分解的。就

然￡是一个单一事件， "把张立撞倒"就是我们合力的错果。目此，使用"都"就不惜当。

合适的说法应当是z

(码在11'1把张三推销了，

Wu觉得，如果把"了 n 换成"过"，那么锅任〉便好得多。我们赞同 Wu 的程点。

(7) 我们都把张三摔倒过也

这是白为"过"是个表示经历的体标记 (experientia1 aspect marker) ，而"经班"具有反

主运性， u把张三三维锚"这个动作就可以在过去不同的时间里摄复出琪。爱合理件中的差参与

者"我钉"也是可分的。所以，这个复合事件可以看作应以下的子事件舍…黯成:

(有四个人，张三、李四、王五和域。}

(7a) 李四扭张三排铜过。

(7b) 五五把张三推倒过给

(7c) 我把张三摔倒过。

r商海察例 (8) : 

(8) 句也妇俩都是夫桑。

"是犬基" J之能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这句话所涉及的只有两个个体，表达的是一个单…事

件，自此无法用"都"来合…。例 (9) 不成立也是因为两样能原因:

(9) >1<我们锵都是朋友。

如果把例 (8) 改成z

(1 0)他们都是夫妻。

f9~(1 0) 是成立的，因为"他们掉可以是四个或更多插入， "是夫费"就可在不同的两个个

体之尚不断盟复:

(1 0a) a和 b是夫妻。

(1 0b) c 和 d 是夫妻@

以上的棋子可能会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当子事件组合成复合事件时，动作的参与者

或是合成或是重复，部动作本身只是建复。这种解释在结大多数情况下是汪确的，不过，

动作也是可以合成的。傍如z

(11)明天八点，所有的学生们都到操场上集合。

这句话所描述的事件可以看作自以r的子事件合成:

(1 2) (苟明夫八点，学生 a爵操场上来.

(b) 明天八点，学生 b 到操场上来，

(n) 萌天八点，学生 n 封操场上来。

可以看出:在指定的时间，只有学生 a 到操场上来，是不能叫做"集合H 曲。只有当所有

的人在指定的时间都到操场上来，这才叫"集合"。也就是说， "集合"是由多个"来"

的动作合成的。((现代汉语词典)) (1999) 把"集合n 解释为"许多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

"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管~ (11)描述的这个复合事件也可以看悖由下列于事件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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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a) 明天八点，学生 a到操场上集合编

(b) 明天八点，学生 b 到操场上集合。

(n) 明天八点，学生 n 到操场上集合。

u学生 x 到操场上集合"实际上要学生 x 作为一个成员参加到"集合"这个动作中去，大

家的参加也就成了"集合"，因而这句话也是可以说的。

不妨再看一个已经讨论得很多的筒子:

(1 4)或们都送了花圈@

玉还( 1983 :28) 认为这句话的意患是每人送一个，有几个人就有几个花髓。徐领到

(1 993 :78) 的现点我们完全赞同。徐颂到捧出 z 这句话只表明"我们"参与送花圈的行

为，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送一个，是不确定的需我们认为这句话描述了"我们都送了花醒"

这样一个复合事件。如果 u我1fJ "指三个人，那么这个复合事件大致可以分析为l2L~f三种

情况:

(1 5) (a)a 送了一个花圈.

(b)b 送了一个花醋。

(c) c 送了一个花圈 a

(1 6) (a)a 送了一个花圈。

他)b 和 c 合送了一个花圈。

(1 7) a, b 和 c合送了一个花黯 e

虽然一个花圈分割成若干部分就不成为花翻，但购买花圈的钱是可分割的，由而是可分配

的。因此，倒(14) 可以指其中的任何…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为了确切起晃，可以

用倒(1 8) 。

(1 8) 我们都送了一个花醋。

兰宾汉 0988 :49) 考察了这样的句子1

(1 9) 北京是我们都去的地方。

(20)那是或们都子的工作.

兰宾汉(1988:50) 认为这两句话不能说，国为"部n 的居留是单个能动词。如果"部"的

前面加上助动词，或者"帮"的后面如上补语，或者把动词替换成表心理或感知的动词，

这两何话就可以说了。我们调查了一些人，他们觉得这两句话是可以说的。从事件草草动的

角度是不难作出解释的。倒(19) 可轼看作由以F的子事件组成:

(假设有二个人，张玉、李白和我. ) 

(19a) 北京是张三去的地方。

(19b) 北京是学回去的地方.

(19c) 北京是我去的地方。

同时，我们又认为例仆的不是一个用得比较多的句子，意是如"北京是我去的地方n 就没有

"北京是我去过的地方押和"北京是我要去的地方"用得多。究其黑因，主要是 u去"明

显缺少时态，可出现的语境较少。

… "都卸的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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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着一些例子t

(2 1)主1日都看过这些书了 e

(22)主坐坐坐且都看过了。

(23) 我在再个部书馆都看到过这些书

(24) 我主主都在看这告书.

根据传统的观点，瞄按部分的名词词组是和"都"直接联系的， "都"对它们进行总

括。这些名词都在"都"的前埠， <<现代汉语虚瓷碗辈辈》和《现代注语八百词》认为

"都"单摇它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与"部"直接发生关系的名词词组必须遵据居先照

剿 (Precedence Principl的。我钉发现这个服先原黯表达力是不充分的。在以下情况中，

"都"作用的对绪在就出现在它的脂陋:

(25)他都买什么了?

(26)他都见过谁?

(27)他都会过哪儿?

兰宾汉(1988:48) 也肯定了"都"与以上疑问诲的关系。他针对黯先原则提出了下面

这样一个反倒 t

(28) 老张都去过哪挠地方?

蒋严 0998: 13) 不赞同将捕后的疑问词看作是"都"的作用对象。为了讨论方便，我

们列举组的…个例子:

(29)你咋天在超市都买了什么?

蒋严认为"都"作用的对象存在于先设之中，部不是疑问代词"什么"。如果他的分

析成立的话，居先原则在这类句子中仍然运主题。他的观点1号品毅潮 0980: 153) 是不…致

的。因叔排E认为疑 i可代词是恙摇的对象，只是在肖远时将它放在"部"蹈。对月华等

(1983: 137) 也赞向这一看法。王还(1988:93 )认为这一窥点阐述得太笼统，因为汉语中

有这样的句子:

(30)这些书你都看过吗?

(31)谁能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出来?

为什么会产生例。们一(28) 这样结构的问句呢?从子事件组合成复合事件的角度来分

析，徨容易说清楚。以倒 (25) 为例，假设存在这样三个事持z

(32) (a)他买了疏菜a

(b)他买了水果a

(c) 他买了牛奶。

如果我们分黠纣这些于事件进行提间，可以得到2

(33)A: 他，买了什么?

B: 他买了蔬菜，

A: 他，买了什么?

B: 他买了水果.

A: 他买了什么?

B: 他买了牛奶。

;在实际语言交流过程中，棋 (33) 是不会产生的。因为当问运人认为他会买东西且会买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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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东西时，问话人就会将在i上的三个问句用"部"合成一个，即例 (25) 。在回答例 (25)

这样的问题时，答案一段是不止一种东西。当我们对例。2) 中的三个事件提问时，也可只

说z

(34)他买了什么?

这是因为疑问代词是不定的，它的答案既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在此，我们还想再讨论…下伊~ (32a-功。我们在用"都n 砖例。2a…c) 组合时，是怎么

得到下击这个复合事件fJ~ (35) 的?

(35) 蔬菜、水果、牛奶，他，都买了。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者在"必续放在拥向的动词词组前。在这些子事件中"买了"是

向…的，所唱"都"须出现在"买了"之前，而将于事件中街买的不同东西"蔬菜、水

果、牛奶"移到句言。

有学者认为，先是被总括的名词词组遵守黯先原醋还不行，这个名词i司盘还必须与

"都"在树形结构上掬有一定的句法关系。李仔德(1986:23) 提出一个"部"肉都的原醋

(Dou-indexing) : 

Dou幡indexing

Coindex with do兰 any leftward constituent it c-commands. (A 

c-commands B iff neither dominates the other and the first maximal 
projection dominating A also dominates B) 

"都"与任何居左并且受到它成全一统割的成分离栋。

(A 成分一统制 8 当 iL仅当 A 不支配 B ， B 也不支配 A; 并且支

配 A 的第一个最大投射也支虱队)

下面的例子可以期来说明李行德所提出的同棕概念。

(36) 那些书他，都毒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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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两个地方 j

根据李行德的"都"同标原则， "都拌均成分一统制"离个士在方"新"他们"，所在i

与它妇都闰糕。有柴读者或许不民盒带有德所作的结梅描写部提部如字的结持分新z

NT 
他们

子

v
i

持2 

在这种分析中， "都"只和"两个地方"而不和"他们"问标。摇摆注意的是，任何

一种句法分析都只是相对于某一种理论部窑的。理论不一样，分析的结果可能会很不一

样。举例来说， Chomsky 的管约论和最小方案拮英语句子的结挎着作层次姓很强，缸

Pollard 和 Sag 的中心特征草动锺语结持诸法提英语句子的结构处遗得比较平髦。方立

(2003 )也认为汉语的号子结稳要比英语平辄得多。因此，我妇认为事行德对号子结梅的

分车开是可行的。另外，我们也赞同他的现点，那剖 (37)是有接义的。假没有两个人一一张

兰和李西，也{霞设有两个地方一一上海和花京。例。7)可分解成以下两种子事件:

(38) (a) 张正在北京有房子。

(b) 张三在上海有房子。

(c) 李四在北京有房子a

(d) 李四在上海有房子.

(39) (叫张三和李m在北京有房子。

(b) 张玉和学榕在上海有房子.

黯此可晃，我{fJ无须进有结构分析，只要看看…个句子所描述的复合事件是否能分解成不

酶的子事件，就能连肯定这个句子是不是有歧义。

下面考察一下"把一短语"。

(40)他们把房子都索了。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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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门汽~P
J11'1 ;Ap2 卖J

i 房ii
Li & Thompson (1981 :337) 曾指出: "都"不能跨越"把…矩语"来量化一个名词。我们

不同意这种现点。在我幻的分析中，倒 (40) 至少可l2L描述以下三种情况:

(假设有三套毒子〉

(41) (a) 张三如赵英把房子 1 卖了.

(b) 张三和赵英把房子 2 卖了.

(c) 张玉和赵英把房子 3 卖了.

(42) (a) 张三和赵英才旦，房子:卖了，

(b) 李略和玉梅把房子 2 卖了。

(c) 五五和李莉把房子 3 卖了@

(43) (a) 张三祀房子 1 卖了 e

他)李白把房于 2 卖了-
(c) 五1i把房子 3 卖了。

也就是说，倒 (40)仍然可以作类似于例。7) 的结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伊~ (40) 仍然遵守

李行德的同标原则，不存在"部"不能跨越"担一程语好的问题。

谈到"都"的句法位置史，过去的研究除了讨始它与所联系的名词间相对的线性位置

外，还讨论了"器"和所联系的名词梧互的理级位置。李行穗(1986) 提出"都"与其联

系的名词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守g域撞则 (Locality Principle) ，即子句里的"都"不可能与

母旬里的主语相联系。Lin (1 998:214) 从两个方酣来阐述了"都n 的区域影响( locality 

effect) :子句里的"都n 不能与母饨的论元 (ar伊ment) 发生联系:陀时母旬里的"都"

也不能和子句垦的诠元建立联系。例如:

忱的叫也有3说:这个学生都快束了 L

Lin 门998:214 )对这域原期的离述是不能成立的。 Chiu (1993) 就发现予句里的

"都"是可能与母句垦的主题 (topic) 相联系的，只要这个主题的语边(trace) 与"都n

共处于一个从创中。

(45)那些书 1 我听说[1也都 i看过 tJ.

Lin (1998:214-215) 比较了三个句子，我们在这儿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46)那接书，我都听说他看过.

(47) 那些书，张三都说写得不好.

(48) 郡王本书，妈妈都不准在买。

在这三个句子里， "都丹都在母句中。根据Lin 的观点，倒 (46) 中"部"不能联系主

题化成分，而倒 (47)和 (48) 中却可以。比较这三个句子， Lin 0998:215) 认为虽然这种语

言琉象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很靖楚，好像跟母句功i湾的选择辑关。

上哥说过，作为合一运算的"都"恙是出现在可重复的动i司词组之苗。伊J (46) 可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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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以下的于事件组合商成的:

( 1ft设有三本书)

(46a) 在听说他，看过《二三爵演义)} • 

(46b) 我听说他看过《红楼梦>> • 

(46c) 我听说他看过《水浒》。

这三个子事件既不同的是辛苦的书，在组合时，必须将它们般在句首位建并由"那些书"藏

代。由于每个子事件本身还包含…个事件， u都"就有两种住盟z 放在"看过"之前，得

到f9~(45); 放在"听说"之前，得到例 (46) 0 

例 (47) 归以下几个子事件捏成z

(假设有三本书)

(47a) 张三说《三国演义》写得不好。

(47b) 张三说《红楼梦》写得不好。

(47c) 张玉说《水;许》写得不好。

由于每个子事件还含有→个子事件，用"部"组合时，除可得黠但J (47) 外，还可以得到倒

(49) : 

(49) 那些书，张正说都写得不好。

例 (48) 也可以著作由主rF的子事件组成:

(48苟妈妈不准我英《王国演义)} . 

(48b) 妈妈不准我买《虹楼梦}} . 

(48c)妈钝不准我买《水潺》。

每个子事件i苟样也包含着一个事件，副词"都"既可以放在第一个动词前，得到伊J (48) ; 

也可以放在第二个动词前，得到锅 (50) 。

(50) 那正本书，妈妈不准我都买咽

不过例 (48)和 (50) 在意思上有很大整刑。例 (48) 中"都野在线惶JI费序上先于否定算

符，所以它的辖城大于否定算符的辖域。这句话的意思赴2 妈妈不准我买那三本书中的任

filJ…本。倒 (50) 中否定算符在钱性JI员序上先于"都"，所轼它的辖域大于#都"的辑域。

这句话的意思是:妈妈不准我提主本书金买下来，但是可以买其中的一本或两本。

四 句法单数与概念复数

以往的研究强谓"都押总摇的名词，或者说与副部"离榕的名词，应该符合复数原赔

(Plurality Principl的。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着出，当复合事件分解或子事件时， "都"启富

的动作只在子事件中不黯囊复，陌"都n 前面必定有一个动作的参与者可以分割成若干组

成部分。所棋，一个含"都掉的句子是否合乎谱法，要辛苦"都"前面是否有…个动作的参

与者具有两分割性。比如: "整个教室"是指一个教堂，虽然不符合复数黑则，但是整体

是辑时部分部宫的，它包含教堂的各个部分，由此可以说:

(51 )整个教室都坐满了学生.

再举一个棋子2

(52) 去年我都在北京 e

u 去年"是一个单数名词，但它可视{乍一个钮含 365 个日夜或若干小时的集合，具有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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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性，因此"都"是可以使用的。

五 "都"的"喜盖" l意义

于商讨论另一樊号子:

(53)他，都喜欢那些小孩.

Wu (1 992:314) 认为这样的句子是错误的，因为"穗"前E的代词"位"是单数，不

得合复数原黠e 李行德 0986: 13) 也有…个相假的倒子z

伍的张三都认识每个人.

李行德也认为这样的句子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制 (53) 和 (54) 都是苟以说的，井且两句的前

面还可以如上"边H 字 z

(53) (连)徒，都毒攻那接小孩。

(54) (连)张三都认识每个人@

Paris 0981 :54) 对" (连〉……都"这一结构的阐述值得一援。 Paris 认为〈按:译

文如此): "‘连'的作用是担一个或数个最不可能具有某种特性 P 的成分给予某…类具

在某种特性?为谓语的成分。挟言之，一个不可能具有 P 特性，用连接办法获得的酣草成

分，在德太程度上。补充到以 P 为谓谐的…类成分上。"我卡车赞同 Paris 的说法。首先，

"连"不是 4连接"的意思。其次，在这个结构中， "连"是可以省路的。我们的藐点

"都"在这儿的使后仍然跟于事件相关，不过这些子事件不是句子的蕴福黯是句子的

先设，是语墙的一部分。例 (53) 以宇宙的子事件为先设:

(53a)a 喜欢那些孩子.

(53b) b毒攻那些孩子，

(53叫他各式那费孩子.

如果把这些子事件按照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捧到成一个语用等级 (Pragmatic Scale) , (53n) 

将处于最底端，也黯:

a吝攻那些孩子e

b~各炊那些孩子。

他喜炊那些孩子a

箭头表示喜玫那些孩子的可能性EB 上逐渐增如。可以看出 "f患喜放那些孩子"这一子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小。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来看周一个问题，这些于事件在"可能

性"上是镜序 (partial ordering) .数学上常表达为坛。它们是有结构的，是代数系统，即

为格代数(la饥ice) 3 。

吁以看出，这类句子!慧能 u都"本身就有"甚至"的激怠，加上"埠"只是所表站的

语气更强烈而已。"连"必组与"都"或"也"这样的词连用，否则就会产生不符合语法

的句子。

(55) *连他会说英语。

可以看出， "连"只起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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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他意义

一个句子含不含"都"在语义和语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

(56)三个学生束了。

(57) 三个学生都来7.

例 (56) 表明"有三个学生来了"，但有多少学生会来是不得而知的。例 (57) 的意思

是"'只要求三个学生来，并旦她们都来了

再看蒋严〈门19仰98: 1η3) 摄供的两组句子t

(58) A: 你昨天在超市买了什么?

B 1 : 什么也没买。

B2: 我就买了份报纸。

B3 : 我买了蔬菜、水果和牛奶.

(59)A: 你昨天在超市都买了什么?

Bp 我买了蔬菜、水果和牛奶

B2: 什么也没买。

B3 : 我就买了份报纸刷

锅 (58) 和伍的的撞到在于先设不一样。树 (58) 的先设是"你昨天在超市…定买东西

了"，西例 (59) 的先设是"你昨天在超市…定实了东西并且买了不止一样东醋"。根据蒋

严的现点，伊H5别的民和 B3 两个回答从语揭角度来看是不恰当的。我们认为这两种答复

在在常对话中也是常听到的，因为先设是可梢除的 (defe出版的。

本文试图从事件~驱功这样一个角度对涉及"帮"的一些语言事实进行了解释。由于

篇幅所限，饿多语言现象还未能谈及，姑且留待自后再讨论。

照注

1 有关主算子( lambda operator) 详克为主 (997) 214-219 页或方交 (2000) 99← 104 页。

2 有关逻辑类详晃1fiL (1997) 208-214 页或方交 (2000) 88叩94 页。

3 有关"格" (Ia忧ice) 理论，详见方交 (997) 95-113 页。有关用"格"理论描写"甚至"意义上的

"都"，可参见 Fillmore 等(1988) 对英语 "Iet alone (更不用说) "的撤骂，它们有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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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ent-driven Analysis of ‘D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vent-driven anaJysis of ‘dou'. It treats ‘ dou' 削 unification.

It is an op衍ation of set-theoretical union over attribute叩alue pairs. Since a composite event is 

built up from atomic events, it can also decompose. 在世lings are viewed this way,‘dou' is also a 

distributor.τhis 叙ticle also gives a very brief lattice-theoretical account of some of the 

constructions relat'心dto ‘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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