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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阶差对语法化的阻力

一一谈 Np+V 句式的语法化及其语义制约因素

樨荣军
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提要 现代议语存在大量的 Np+V 句式，即通常所说的受事主语句塑，而对这种句蜀中的句
首名词和动词、动谓的施事之间的关系和意义作为研究室点的还不多丑。本文通过对Np十V
句式的语法化历程的考察，:ìã究其语法化的话义条件、结构条件和新受到的阻力因素，进而
提出了新的概念一"语义阶差和语义支配强度，并利用语义支配强度理论对所受到韵瞌力
进行探讨。
关键渴 受事主语句、诸法化、话题化、语义阶差、语义支配强度

寻 i富
汉语中的名词在与动词搭配时主要具有两种语义关系:施事 (Agent) 和受事 (Patient)0

现代汉语有银多 NA+V(施事主语句，下标 A 代表 Agent，下同)型的句子，民时也存在着大
量的 Np+V (受事主语旬，下标 P 代表 Patient)型的筒子，如 D 樊句子。下面我们来看后者
的语撞化历程。

阁。〉
A B C D 

句式 NéV+Np NA+Np+V Np+NA+V Np+V 

我买累了 我票买了 票我买了 票买了

制句 他看电影了 他电影看了 电影他辛苦了 电影看了

小王吃饭了 小玉饭吃了 饭小王二吃了 饭吃了

A 类句子自盲棋来大量使用的常用句望。在汉语句式发摸过程中又出现了 B 类、 C 类以
及 P类句式。其闰透露着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苦的特点不黯凸现的事实。 JAA 樊到 8 类到 C
类，再到。类，我们看到的是主题一步步提前，最终落到句首的}个过程@这也正是语义
塑语言语法化的一个特点，即王军视主题的功能，通过主踞的主位化来增强焦点播恳的重要性，
并以此强化主黠在句中的功能前景。出从 A 到 D 的句式嫂变可知，这不是词汇的浩浩化，
币是句子结构的语法化，又召Jl>>.理解为语用的语法化。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语
法化及其中的语义制约问题。

一 现代汉语中 Np十V 旬式的豆大结构来激及意义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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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古汉语的 Np+V 句式

Np+V 的句式并非近现代议语的产物，它远在上宙担语中就已出现，尽管数量不多，但
体现了古人表达被动含义的逻辑辱维没真语言形式，略例如下:

(1)鲁酒薄品部#塔里( ({庄子·黯董}}) I 势者龙逢盘，比干犁，夜弘跑，子骨盘( ((庄
子·肤筐)}) I 在尚不桥，写作品不捧( ({春秋左氏传·隐待三年))) I 葫估，伯也，

垫子笑里……屈原羔是，乃斌《离搔));码、子应脚，兵法修列... ... (司马迁针革任
安书))) I 实禹舜之时，洪水未豆豆( ((论衡·书桌}) ) 

如上例句所翠，在上吉汉语中表敢动含义的 Np+V 式句子中的动词有个共问之处:其属性都
为有灵动词， NA 也自然而然是指人的名词。敢动含义多自动词体现，其时还没有出现以某
种特定的句法形式表达被动含义的被动句。

1.2 没语的被捕句式

Np+V 的古典句式是宙人语法尚不完善的权宜之计，随着思维的发展和语捷的日趋完善，
连渐产生了被动句式，最初常用的助词是制为气如:

(2) 不注滋蛊( ({论语·子卒))) I 止，将注二军盔( ({左传·襄公个八年)} ) 
这些早期的被动句式在语义上有一个共同点:句中的逻辑施事多为非指人名词，若是指人的
名词，则返回如UNp+V 句式。而诺言的变异并非总是整齐黠一的，表示被动意义的用法还经
历了一个自 NA 为非指人名词和指人名词两种语义井存的时期。再到后来，跑着被动句式的
发展及其形式上的丰富，被动句中的逻辑施事才扩大远围涌盖到指人名词。如 t

(3) 番长主翠立大方之家( ((庄子·秋水))) I 仆以口语遥遥此，祸，冲为乡党戮笑优先

记·屈原贾生到传)}) I 身客死于桑，主本主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I )事者
注犁，薄者在提( {(韩非子·说难辛) I 万束之圈，盆里子赵(((战国策'齐策}}) I 文
帝凡弟每i远门，皆独拜底下，其县县如此( ((世说新语翻方正}) ) 

被动筒基本上一开始就多用来表示一种‘被功地鼓受'之义，偶有少数例外。近世由于
欧式句法的影响，其句法意义也被扩大了，既可表达不如麓，又可表达如意之事，又可反映
一种动作的结果状况。如:

(4) 李毛驴又悲又喜.被社善人拿去的毛驴义前来了，这使他攻辜。〈周立波《分岛衍

。)被果实压弯了的梯子树枝条敲打着竹楼的屋檐，长在校Y 间的夜萝散发着醉人的溶
香.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引

〈句 "幸者织业需学扶求.车摇懂了，线抽快了，钱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
卷、棉条就会拧成绳，钱就会才了成始." (关铀萧《记一辆纺车)) ) 

(7) 成绩一定要搞好! I 车开隆点!
这样，在被动句的发黑历程中，其句法意义经历了两改扩展:一是施事由非人名词发展到既

包含非人名词又包括指人名词，二是旬义白开始的贬义色彩发展到包括各种语义色彩。
这种"被"字句的发展方向之…便是省略"摄H 芋，如倒 (4) 就可有这样的变换: "社

善人牵走了毛驴"一→"毛驴被杜善人带走了"…→"毛驴杜善人牵走了"一→"毛非牵走
了飞经过如此变换，"被押字句便可发展为 Np+V 能句式。但它与古典 Np+V 句式并非一种

沿袭关系，乃属异源同构的性展。因为它并不表示"慧受"或"不幸"之义，市是表示事物
攘某个动作施予后的事实结果或一种软况，如倒{哟。有时还表示一种祁使语气，如倒 (η。
这种意义其实并非 Np+Vi号式的原始意味，雨是被功句式的演锋结果。

1.3 没谓的处置句式
汉语的处置句式和被动句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是现代在语 Np+V 句式的一大荣源@

王力先生 (1985) 认为，唐代启产生了处翠旬，摇未发展成为近现代汉语的"把"字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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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己用当时法，谁持此义陈{杜甫《寄李十二白诗))) I 英担A品价i剌支欺{白居易诗〉
i 悠然散吾兴，欲把晴天摸{皮日体《初夏蒋楞伽特舍诗)) ) I 不祀庭前竹马辑( ((交



文寄) I 祀白胜押到庭前，使将索子绑了(((水浒传·第十八四))) I 将那姓花~妈

的拿了(((室和遗事元，集声) I 代管他出去打椅时分，将他吊了"五代史乎话·晋
史))) I 今夜二是，只挣贱到来，把曹 iìi一家杀了(((二因志通俗演义·曹操兴兵报
父仇))) I 使把手绚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红楼梦·第二回声)

(的他把车放在域门西的"停车处". (老舍。制吉祥子))) I 等一开春，把枪拿油布包
好，往房后一埋... ... (邓友梅《八大玉)) ) 

"坦"字句的出现反映了人的思维上对事物新的认棋态势。人们不但仅要表现自身与客体问
产生的被动意义，而且要体现缸服自然和客体的主动意愿Jd把"字旬的一大特性就是语义

上产生某种影嘀或结果，南这种行为或动作的后果与被动式的后果是相岗的。如例。)的
变换: "他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 ( "车被他戚在城门西的停牢处" )一→"军放在壤门
西的停车处飞这种句法意义同样和古典的 Np+V 句式不同，属于异摞同构，因为这句话仅
仅表达一种"股置车子"的事实结果，并没有蒙受不幸的意思。像"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
这样由"把"字句脱胎而来的句子正是现代汉语中 Np+V 句式的第三大来摞。

二 Np+V 句式谱法化的动因擦析

正如前文所言，现代汉语 Np+V 句式有三个生成途径。离其中的古典句式属于本来就有
的句型，所以本章不予讨论，市把重点放在曲"被"字句和"把"字句街变而来的 Np+V 句
式的语法化的动因问题上。

2.1 语盟化的影响
话题化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趋势。话题化即、汉语中已知信息的前提至句首的演化

历程，与之相辅栩成的是信息焦点在创尾的凸显。现代汉语中的 Np+V 句式，句苦信息以受

事名词作为话题未提引，与句来的犀焦点影成"话题一说明"的表义框架，如"钱包偷了'二
这种不带核动形态标记的句式在古代识语中虽不常见，假话题化的倾向作为汉语中的一种底
层"沿流气不断涌现在语言模变的潮流中。这种话题化的JJj程最晚在膳五代就已开始:

(10) 今债巳常 (1!尝)了，勿量生疑( <(究文·口山远公)) ) I 经九十余日，菜麦收了，欲拟
如家(((交式·搜神))) I 下邦杨玉林;主今年买了(白居易《祭弟文)) ) 

这些句子都是 Np+V 句式的受事主语句型，为了凸现谓诲的意义，受事成分移至句首成了话
黠，于是周焦点的信息得以突出。如果用当时的主琉梅式 V+Np+ "了飞上例几句便得改成
"今已常镜了"，"只待安健女男了"，"收粟麦了"，其取决因素便在于当事人对心中所要表
达的信息焦点的认定。

被动句式和处置句式是汉语语法走向完善的幸运志。在这两种句式中，动词的受事提前的
同时，动作词自然落到了句来，雨句末正是汉语信息焦点之所在，因为将所要强调的信息置

于句尾的语用策略更持合听着的心理理解盟式。因额圈。)中 A 类句式到 8 类句式的转变，
我们发现实际上其中隐戴着 Np+V 句式发展中话题化的演绎轨迹，商这种轨迹的暗钱其实就
是"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功能伸展拉态，如:

NA+V+Np 

我买票了

"把 " I "被"字句
一→我挺累买了

一→票被我买了 且
也
叮

Np+V 

了买宙
f
m

其中， Np ( "粟" )通过位置的逐步前移并最终落到句酋成为话题，体现了汉语句模的话题
化镇肉。句首的名词经历了"语用的语法化"之后，巳成为句子的话题。员国的动词作为说
明部分罗仍承载着一定的被动含义。这时，句首名词和功诧便产生了两种语义关系:一方面
是话题与评论之间的结构语义关系，另一方面副是受事与动作的逻辑语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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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定性因素
有定性是导致汉语隐省扭制强势的主要因素。由于汉语重于语义轻于形式的特点，语句

成分在语义通钓的基础上可以灵活地塘序、鹏躁。这种有定性正是使"棋"字句和"提"字
句中的受事名词可以置于句首作为话题，并进商擅变为 Np+V 句式的深层诱因。如例 (4) 中
能所讲到的"毛驴"，乃是指"辙杜善人牵去的"、黑子"学毛驴"的毛驴，正是这种明确的
定指性才能使原句变迁为"毛驴牵走了"的句式。又如191才 (9) 中的 H萃"，…定是指"位"

的、"放在城扫西停车处"的那辑萃，因此，它才具备能用 Np十V 句式改造的条件，自然而
然地演住出"东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n 的句子。

"被押字句和"把"字句中的受事名词的有定性也是使匈中"坡"字和"把月宇删略的

主导原因之→。在受事对象、被施予意义又明确的情况于，自然地就会把匈中其他的充余信
息砍伐始尽，型为这样才交持合现汉语者自语感g

三 Np十V 句式请注化的条件和阻力:语义阶差初摞

3.1 Np十V 旬式语i去住的条件
前文讨海了"被"字倚和"把"字句旗变为 Np+V 句式的情况，但我ff]不能葱略其语义

上的制约条件。有按"被"字句和"把"字句吁以转换成 Np+V 句式，但也有很多是不能这
样转换的，辑i如(忖"号表示不能转换，"?"表泯虽然成立但有歧义):

处置句式 Np+V 勾式

(11) a 雨都把我浇这糊了 华我浇迷糊了

b 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 *出营的兵丁唤回

￡我苦口婆心把她功了回来 斗也苦口婆心功了回来

d 只好下令将他An全部释放 叫也们全部释放

e 小明花了很长时间才祀持业做好 作业花了很长时i奇才做好

f要把工作做得越翻越好 工作做得越细越好

被动句式 Np -卡V 句式

(12) a 小芬被那男骨年逗乐了 叫、茶逗乐 τ

b 田剧会被{风沙)埋葬 事留黯全埋葬

c n民地都被(她}哭拧了 n~i也都哭肿了
d 者雇就卖给别人了 者是卖给别人了

e (腰上)被阎锡山的车队打斯了一条 (腰上)一条肋骨打新了
肋骨

从这些梆子中我们可以发现能转变成 Np十V 句式的被动句和处置句必缭具备某种条件，在
这盟主要体现为语义上的制约条件。那这个条件又是什么呢?我盯着到尽管古典 Np十V 句
式的语义色影得到了丰富和扩大，但是钙然自守着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语义上的施事都是
擂λ名词，而益受事名词一般为非捂人名词(俩口d、 l1e 句中施事隐含或省略).否期便会
遭到抵髓，要么不能成立，要么产生枝义。这一条件在 Np十V 句式的结构来摞扩大时非程
没有受到影响，高且越来越顽嚣，还反过来影响到进入这…结构能异溜句于，成为被确句和
处置句进入这一轨道的必要条件。所说L 现在我们看到的 Np+V 式的句子中来源于被动句
和处置句的，基本上都满足这一条件息之所以说制基本上"，是自为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

俯外的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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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或被动句式 Np十V 句式
(13) a 洪水把大桥冲垮了 大桥冲垮了

b-~车暴雨才注孩子们淋成了落汤鸡 孩子们淋成了落汤鸡

c 一次大风iy'就把，铁路淹没了 铁路淹没了

d 踊在外面的衣服被雨打湿了 自西在外面的衣摄打湿了

e 森林全被{风沙}摧毁 ?森林全摧毁

f小红把爸爸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爸爸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g 小牵制被小罗送到急诊室去了 ?小李送到急诊室去了

我们看到，表示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作为B董事时有一部分可轼进入 Np+V 句式，但由于
其语法化尚未匍底究成，有的会产生歧义如倒 (13的，黯为"森林"还可以被"人""搓毁飞
在人和自然现象并现发生语义阱整时，往往人要高一个摄知，如有这样的转换: "风可棋被
用来发电→风可以用来发电"，但却不能敢这样的转换: "我被风吹得头晕→我哄得头景气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语义阶差还是高于天气等自然现象。另外，受事名词若是指人名
词，个别也可t;J.进入这一结构，但也会产生歧义，如倒 (13g) 通常会把" IJ、李"理解为施
事:在倒(13窍中，前一句中的 u气n 乃是他动司，雨后一句里的"气"却多半应理解为自

动词。
Np+V 句式的地盘尽管蘑次被被动句侵入，但在历代的夜语句模中侣占据一席之地，直

到今天它仍然是常用句式之一。然而，经历千年的演变，它已被黯予另一层意义。原先多表
示一种"遭受、不萃"之义，如:车偷了!人都走了。现代汉语中出现了另一种语黯意义，
即表示事物被某个动作施予后的事实结果或一种状况，如:苹果卖了个好价钱 i 房子修好
了i 作业做得摆好 i 铁路正在建设中。有时连表示一种将使语气，如=成绩一定要搞好!东
开慢点。这种意义其实并非 Np+V 句式的原始意味，而是被动句或处置旬的演缔结果。由此

可见，语法化带来的不止是结构上的演化，还会带来句法意义上的演变。

3.2 Np十V 句式语法化的陆力

3.2.1 语义阶差与语义支配强搜
前一小节所讨论的 Np十V 句式语法化的条件，是对于能够进入这一句式的句子来讲的。

商对于那按不能进入的句子来讲，它则成了一种阻力，这种阻力的本质在于施事和受事名诲

的属性。除此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阻力，这就是语义攒差。语义阶差近制与"格"理
论所讲的"梅"，但又不全柜荫，可以这样解释:名词在与动词搭配时，会由于名词所表示

事物之闰在自然界中的支配、征服关系不向市具有与功词组合的优选权的差异，这差异便可
解释为语义盼聋。我们来辛苦下面儿倒z

A B C D 
(1 4) 我吃鸡了 我鸡吃了 鸡我吃了 A鸡吃了

(15) 猎人不过狐狸 猎人狐狸不追了 4瓜狸精人不追了 A舔租不追了

了

(1 6) 小李去通如小 小李小玉去通知了 小王小学去通如了 6.小王去通知了

王了
一

[说明: ð 表示有歧义，其他岗上]

014、 日IS 、 016 都有技义，可以分化为两种句式: NA+V 和 Np+V，后者已经不同于源
句意义。这里便有语义睛差因素在起作用。"鸡"只能被"我" lt 吃"， 46源程"可被"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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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程"，也可以去"运"他物，而"小李"与"小王n 却可互为施事。于是，语搔先便在此
遇到来自语义方面的制药和题碍。

朝I (1 4) 中， x每 A、鸡筋、鸡 c挥只是单向的语义支配强度( "被吃" )，而鸡。却具有双
向的语义支重己能力( "吃食"或"被吃掉)。选成他们产生语义阶辈的黑望便是它们在各自
出珑的句子中遇到另一个语义支配能力更强的名词"我"，陆这个"我"与鸡如鸡如鸡。
分黯梅成语义阶恙，使得句中的施事在理解时自动确定为语义支配能力更强的"我"南非
"鸡飞而在 Dl4 中，由于省略了"我"，"鸡押在鸡 A、鸡 B、鸡 c 中被"我n 抵端了的另一

个能与"吃"形成支配关系的语义条件便又重新出瑛乡这样在 D14 中J‘鸡"既可作撞事，
又可做受事，使7垂成了歧义。在彭式上辛苦，这是由 NA+V 句式和 Np+V 句式叠合商成的句子，
所议，这里的歧义能有语义上的藏园，又有形式上的因素。

~语和动词结合时对这个动词可以产生现种关系z 能支军或不能支配。西方语法学界以

"黑价"理论来说明这个现象，本文以语义支配强搜来解释。对于下例，我们可做这样的分
析:

。7) 小玉立二二吃土饭了; (小王土二二饭)
饭十/一吃了

(18) 小王土/+吃土1+ 老虎了; 川、王土L土者虎}
老虎土1+ 吃了

[说明 : ，t扩'表示可以支配，仁"表示不能支罩， "/"之前表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关系， "/押

之药是摇着对于前者的支配关系。]
这样部分析可以纤毫半挠地反映出词彤变化做乏的汉语中语义的制给拉散J 0 

tt 小王"为

施事，"吃" 是动作，"饭"是受靡，从符号勺押、"一"可以显示各自之间的价桂(或说是
语义支髦的强度)。这个份位是它在何中的国跑的语义关系默值，会随i每语确定它在匈中和
其他词语的语义搭配关系。在制(17) 中，"小王"和"吃"有南韩支配关系，但由于其周
共班的名词是"饭n 南非"老虎"之类，使排除了"吃小王"的组合情况，只剩一种部叫、
王吃饭气自此尽管省略了施事， 66饭吃了"意义仍然明确。
在大的话题萌确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另…种情况J4小王"和#老虎"两个名词对于

"吃"这个均作都具有支配能力，因此从事理上讲， 64 小王"可1dL"吃""老虎气而"老虎n

亦可在)， "吃 "
tI小王"。正是这样的逻辑语义，产生了像"鸡吃了 n 一类歧义句。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语义关系的标记，汉语句子的调序和句式变梅灵活丽多姿多影，却又意义
明确。这种句法意义是由内祀的逻辑语义关联确定的，这是汉语 Np十V 受事语句成立的重

耍条件之一，也是语义陪差对其语法住所产生的阻力。

3.2.2 语义阶黠的形或与制的力
语义支配能力在名词向构成语义阶差，这在假大一部分摩西上是由于各动物在自然发展

史中的支配强度、梧互征服关系商定的。如人是自然界的主宰，所以可以支配和征撞任何其
他的动物，这时位于生物食物链高层的虎、毅等和"人"具有与此类动均梧当的语义支配能
力，不存在语义除差珍如"我吃鸡了" = "我满吃了"，不影响撞受义，而"人吃提了"，*
"人虎吃了"J4我找过他了" 9= "我能找过了"，这是自为"人"、"虎"、"他"此时具有梧
当的语义支配能力，此处不存在语义阶楚，所以词序的改变会产生不国的施受意义e
人既是自然、杜会的主宰，所挝人又可以和具有社会藕性的动词弱或银强的语义支军能

力，如"人工作"J‘他合开军飞而不能说"虎上班"，"狗开车"， "x鸟读书"等〈撞话语育
除夕片。 这便是在事翠认知基础上，告语义阶差所带来的名词句动词搭配时的选用眼醋，另
卦，在一些生物体共有的习性的仔为上，人与其他动物具有窍等的话义支配能力(强度)，
在和同样意义的动词搭配时不具有语义阶差，但词语选择上有所障制，如"人生孩子"，"虎
生崽"， 44鸡F蛋"J4虫产鼻气辑部可说"繁街启代"。当然，这又带及如语言与逻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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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交叉的问题。
印欧语系某些影态发达的语言如俄语、法语，各类词有固定的形盔，以繁琐严嚼的词?在

标记作为句法系统运作的基础，扭住了形态标记，也就基本上抓住了句法体现的语义。雨夜
语主要凭隐性的语义关系来驾驳句法系统的运转，如醋。〉中 A、 8、 C、 D 归类闰义异构
的句式。这种内省的语言认知能力在汉语句法中表现为一种‘默想的诸法'，它所形成的路
性的语义关系把事物间的联系外化为话题、焦点、预设等机制，呈现出 "虚"、"柔"性范
畴。

我们!嚼着汉语语义翠特点的线索考察了 N+V 受事主语句语法化的随力之后，我们要明
了一个任务:找出名词与动词的支配能力和搭配搜度，并提据汉语句法语义关系框架进一步

挖描汉语名词之间的话义等级和序列关系。对于动词与其支配的语义成分之间关系的研究已
取得较多成果。但对于动词所能联路的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语义阶楚的研究自前还很王þ
见，仅有从别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如王红旗 1988; 袁毓林 1996; 张庆~旦 1996)。而这无疑是
语义学研究应当端纳的一个重点内容，否则就难坦解释芬姆斯基式的句子: ííTl刊omor汀row the 

s白lee叩ping 飞~abl始emar巾d its岱叫3叶j扣umψping la球ke俨"飞e在骂夜又方都知道施事或受事的所指时，往往将它们省略e
此时，无论是对语法关系还是语义关系的分析，都更应当在话语产生的，合理过程中而不是话
语的显性表象上去探求，商这又牵捞到语义语法。兰姆 (Lamb 1969) 曾提出层次语法理论
时就强漓过义位句法的研究: "义位句法规定嚼蜡义位的结合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免许的。

例如动作义位的等级和事物义位的等级就有联系，联系的方式是规定只有某些类事物能施行
某些动作，又只有某些类的事物能作为某些动作的对象。只有有生之物能够实行死的动作:
只有食物可以吃，只有歌JL可目唱J' 这就很近似于我们所说的语义阱惹了。我们应该把谛
分成更多的小类，尤其是功词及其与名词搭配时的限制关系所形成的意义网络。
林杳光教授通过蝙义类词典和搭配词典，试自建立汉语的词语搭配系统，结果不尽如人

意，究其原因便是义类词典中的语义分类属于静态分类，而且语义分类和搭配又有很大的灵

活性。林先生总结经验后认为，应该在组合框架中去研究聚合萝郎在动态框架中去归纳、镜
计语义类，进而建立动态的语义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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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ruction for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semantical 
rank-disparity: an analysis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俨垂Np+V" syntactic pattern and its meaning factors 

in the modern Chinese 

Ron怠jun LIU 

Ab嚣tract There are considerable ''Np+ V" sentences in Chinese, yet the study to the 
relationship and meanings 部nong the verbs and the no凶15 is quite little. This article gives a review 
始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p+V" 刚邸ctic pattem. and probes into the semantical condition, 
structural condition and obstructions in the gr锁在maticalizing course. Then. two new conceptions 
are introduced, i.e吨 r部lk:-disparity and semantically dominant intensity, with which the 
obstructions may get a proper explanation. 

Keywords patient咽lbject syn饭ctic pa加m， grammaticalization, topicalization semantical 
rank-disparity, semantically dominant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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