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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字把字功能的理论推延与认知解释*

赵春利
中国海洋大学

提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按照历史先后"连和把"同现的 ABC 二种句式，并指出了各种
句式内部 NP 之间的语义关系从依附型向独立型的发展趋势，根据早期白话的语言事实，借
助裂变思想，提出了 B 式特别是 C 式的两种裂变模式:语义递进式和语义连贯式。前者产
生了"连……都/也"推理强调旬，后者为"连"字吸纳介词"把"字的引介功能提供了

契机，"连"字句经过旬前"把"字管控下的承前省略型到非"把"管控下的承前省略型再
到"连"前无句法空位的独立型，介词"把"字的引介功能逐渐漂移到连词"连"字上，同
时"连"的连接功能也从连接空间性质的 NP 转移到了连接时间性质的 VP. 在部分方言中
连接功能依然存在，但在陈述旬和祈使句中"连"的引介功能也依然保留着。

关键词 句法环境、裂变、功能凛移、吸纳

一 分析连词"连"运行的"把字旬"旬活环境
1. 1 基本旬式结构的发展

"把"宇功能向"连"字的认知漂移跟介词"把"与连词"连"的经常同现有着必然的
关系，在早期自话中，"连"字运行的"把字句"句法环境主要有三种句型 1

A 式:把+NPl+连 +NP2+ 带 +NP3+和+NP4+ VP+C/O 
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粉11 .紧紧的绑在树上。《水〉

B 式:把+NPl+连+NP2+ 带 +NP3+VP+C/O

听听得一声响，鼓鼓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水〉

C 式:把+NPl+连+NP2+VP+C/O

不期那洞里有条孽龙'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马连鞍替一口吞之。〈西}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2，在句式结构上.A 式和 B 式，尤其是 B 式在 14 世纪中叶的《水浒
传》中使用频率较高，随着时代和语言的发展，该句式结构趋于简化，在 16 世纪中叶的《西
游记》及其以后作品中.C 式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果介词"把"所引介的 NP 项较多的
话，一般不再采用 A 式，较少使用 B 式，如:

.匿名评审专家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1 在标记 VP 的处置对象这一引介功能_t，本文将"把"与"将"视为同类，无意讨论"把字句"与"将字
句"产生的历史先后，本文使用的语料和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网络版古代汉语
语料库。
2 关于 A、 B 、 C:=.种句法结构的历史先后排序，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在作品中出现的历史先后不同;二
是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不同; -二是句式结构本身的固定化程度以及裂变潜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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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番捋轮起罩刀，觑着王文斌较来，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f棱两
段'死于马下。{水〉

(B2) 八金刚闹得比言'刷的把风按下'将他回众'连马与经'坠落下地。{西}

主要采用 C 式，如:

(Cl) 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寸步不能举移'所以才把唐僧、沙和
尚连马行李，都提将来也 ri' (西〉

(C2) 西门庆即令小厮收拾前斤西厢房干净，放下两条宽凳'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
去那里挺放。〈金〉

(C3) 员外只得把复仨夫妻二人，连一个养娘'两个梅香'都打发到山里西庄上冷落去
处往下。〈喻〉

1.2 NP 闽语义关系的演变
A 式中. NP2 、 NP3 和 NP4 在语义上都属于 NPl 的构成部分和附带部分(无论是固有

的还是附带的).是对受处置的对象 NPl 受处置部位的具体说明或者补充，在语义关系上

NP2 、 NP3 、 NP4 与 NPl 之间属于广义的领属关系，这一点可以通过表领属关系的"的"得
到验证，即"把 NPl i主 NP2 带 NP3 和 NP4=把 NPl 的 NP2 、 NP3 、 NP4"，例如"把林冲
紧紧地绑在树上"具体地说就是"把林冲的手、脚、棚紧紧地绑在树上"。

B 式中仍然存在这种作为整体的 NPl 与作为部分的 NP2 、 NP3 之间的整分关系，甚至
存在着在句法上单说"把+NPl + VP+C/O" 可能成立，但在语义和逻辑上却不通的现象，
比如: "将那树运枝带叶，劈脸打将 F来=将那树的枝、叶，劈脸打将下来"。但若说"将那
树劈脸打将下来"则很难理解。

有时候 NP3 是 NPl 的所有物，而 NP2 和 NP3 作为一个整体是对 NPl 被处置时具体状
态和细节的说明，例如:

(B 1) 未及到岭边'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将郭盛和人连马打死在岭边。〈传〉
(B2) 元始袖中取一盒，揭开盖丢起空中'也碧霄连人带马装在盒内。〈封}

NP2(人)是对 NPl (郭盛、碧霄)的复指，而 NP2+NP3 则是对 NPl 受处置时所处状态和附
带成分(N P3) 的细化。另外，尽管在整体上以 NPl 为主，以 NP2 和 NP3 为辅，但总的倾
向是.B 式中已经出现了 NP2 和 NP3 独立性趋势。比如:

(B3) 八金刚闻得比言'刷的把风按下'将他四众，连马与经'坠落τ地。{西}

NP2 (马)和 NP3 (经)尽管是 NPl (四众)的所有物，但不是整分关系，不存在不可让渡关
系，完全可以说"将 NPl +VP+C/O"，也可以独立说"将 NP2 和J NP3+VP+C/O"。

C 式是 A、 B 式的进一步简化，早期的 C 式中 "NP2 对 NPl" 的依附性很强，属于 NPl

的部分，如:

(Cl) 是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将老树连根拔起。〈三}

后来 NP2 在语义上越来越独立，表现出各种语义关系类型，如:

(1) NP2 是 NPl 的容身之所:
(C2) 今夜一阵冷凤，将各坊各家鹅笼里小儿，连笼都刮去了，更无踪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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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叫水手'把这死孩连蒲包放在船头上。《警》
(2) NP2是束缚 NPl 的工具z

(C4) 把钟弟进绳抬在后房收了。{西}
(C5) 徒弟呀'那厮能有多大口'却将那匹大马连鞍警都吃了? (西}

(3) NPl 是 NP2 的容器或者处所z
(C6) 行者闯说'将金杯连酒宝宝-撇，当的一声响亮'那个金杯落地。《西》
(C7) 若少迟延'就要踢杀我等官员'还要把城池连百姓俱尽踏为灰熄。《西》

(4) NPl 与 NP2 是领属关系z
(C8) (太仙)把袍袖迎风轻轻的一展'刷地前来，把四僧连马一袖子笼住。《西〉
(C9) (西门庆)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去那里挺放。〈金》
(ClO)把这个人连布带到衙门里去。《老》

(5) NPl 与NP2在语义上属于松散的主从关系或者连带关系，在句法上是并列关系:
(Cll) 好呆子， ......将那石崖连门筑倒了-边. (西》

(C12) 你把金蚊剪连袍服递与他. (封》

(C13) 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已都装在食盒内。《金》
(C14) 紫鹉又把铺子连袖子轻轻的接起'不叫压住了脉息。《虹〉

1.3 "连"字功能的转变
从 A 式、 B 式到 C 式句法形式的演变，"连"后 NP趋于简化，在语义上，"连"后 NP

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一点可以从"连"后 NP 与"连"前 NP 语义关系的变化看出来，即
从依附性较强(整分、物状)到松散性较强(处所、工具、领属)再到独立性增强(主从、
连带)， "连"字语义也从相当于偏正结构的"的"到并列结构的"和"发生了变化。这一点
通过比较"把金鼎连盔透顶打的粉碎一-<<水浒传))"与"将术士连女子拖至摘星楼下一一
《封神演义》飞就会更加清楚:前者是说"把金鼎监盔和顶打的粉碎飞后者是说"将术士
l!!女子拖至摘星楼下。"

但是无论怎样，"连"的基本词义是"连同义"，在词性上仍然是连词，起到连接"前后
NP" 的作用。 A、 B 、 C 式的句法层次可分析为 z

A 式:把+NP1+连+NP2+带 +NP3+和 +NP'4+VP+C/O
-下-

B 式:把+NPl+连+NP2+带 +NP3+VP+C/O
T A 

C 式:把+NP1+连+NP2+ VP+C/O 
-，---一__.d\

但是只有 C 式的 "VP" 前才出现了具有统括义的"都、俱、一发"等副词，这说明 C
式中的 NP2 不像 A 式、 B 式中那样对 NPl 依赖性那么强，因为只有将NP2看作与 NPl 具
有同等地位的统计项时，才会使二者归为一个集合.一般来说，有统括义副词的 C 式都可
以说成: "把 NPl 连 NP2=把 NPl 和 NP2飞例如z

(Cl) 等我和你去，把那厮连玉华王子都擒来替你出气! (西》
(C2) 八戒依言'接回庙里，把那猪羊祭罐'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西》

总之，"把"所介引的"阳1 连 NP2" 是一个语义整体，谓语W 所处置的受事是介词
"把"字介引的 "NPl 连 NP2"， "把"不仅对 NPl 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借助连词"连"
对 NP2 也有较强的约束力。但是随着 C 式的进一步裂变，"把"的介引功能就逐渐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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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漂移，而"连"的语义功能也由原来显性的前后 NP 连接功能过渡到了对后附 NP 的显性
介引功能和对前后 VP 的隐性连接功能。

二 "把与连"同现旬式结构的裂变
2.1 旬法形式上 B、 C 式的裂变

尚没发现 A 式裂变的例句.B 式的裂变主要是:把+NPl+连+NP2+带+NP3+VP+
C/O 裂变为:把+NPl + VPl +C/O. 连+NP2+带+NP3 + VP2 +C/O. 但使用频率很低，
女日:

杨截又放起哮天犬，把碧霄扁膀上一口'连皮带服'扯了一跌下来。{封〉

C 式是"把与连"同现的最简单句式，与 B 式裂变相同，其裂变点处于"连"前.C 式
是最常见的裂变句式，在具体形式上，其裂变模式为:

例如 t

把十NPl+连十NP2+VP十C/O
.-一一一瓦

把+NPl + VPl +C/O '连十NP2+VP2十C/。
一巳二r -巳二五了

Cl :李追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攻做两半，连胸膛

都砍开了。〈水〉

C2: 将(五娘)皮袄包了'连大姐皮袄都支付与戒安、琴童。{金〉

在 C 式中，原来都受"把"统摄约束的 "NPl 连 NP2" 经分化为咽+NPl "和"连+NP2"
两个独立项，经过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后，结构层次发生了变化，即: "把"对 NP2 的介
引功能降低，而"连"对 NPl 的连接功能减弱，而对 NP2 的控制能力增强。

从分句间的句义关系上说， Cl 与 C2 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裂变， Cl 是语义递进式裂变，
形成"连......都/也"推理强调句。 C2 是语义连贯式裂变，形成"连"字句的把字功能。

2.2 旬法裂变的语义形态之一一一语义递进式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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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递进式裂变是指后分句是对前分句"把十NPl" 处置程度的进一步说明，请看例句:

(1)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糊个窟窿，连山都掬了去。〈西〉
(2) 将挑子一顿口啃得干干牢牢'连两边腮凹儿都啧J争了'将核儿安在里面。{西〉
(3) 陈塘呆李靖之子哪吨，把鑫太子打死'连筋都抽去了。〈封〉

(4) 那声音犹如哮虾蟆'病老猫'把众人笑做一堆'连嘴都笑歪了。《醒》
(5) (满生)终日吟风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都)弄掉了'连妻子多(都)不曾娶

得。〈二刻〉

(6) 元庆将钝当的一架'把一杆虎头金枪'打得奇弯如蜒坷|一般。连叔宝的双手都震开
了'虎口流出血来。{说唐〉

(7) 那螺子护疼'把脑袋一拨甩'就把骑着的人掀了下来'连那脖子底下拴的铃铛也
甩掉了，落在地下。( JL) 

(8) 那位太爷'不知怎样会把茶碗跌在地下'砸得粉碎，把茶泼了一地'连制台的开
气袍子上都溅潮了。〈官〉



语义递进裂变的本质就是后分句是对前分旬的进一步强调和描写，验证方法就是将前后
分句前分别加上"不但......，而且……"这一递进测试连词，就可以看出，如(3): "不但把

皇太子打死，而且连筋都抽去了。"从"把十NPl 十YPl" 到"连十NP2十YP2" 的递进看，
都存在语义强度的增加:

把+NPl+VPl一-连+NP2+VP2 把+NPl 十 VPl一一连十NP2+VP2

把山腰捕一一连山掬、 把家事弄一一连妻子不曾娶

也桃子啃一一边两边腮凹儿啃 把一杆虎头金枪打一一边叔主的双手震

把三太子打一一边筋抽 把骑着的人掀一一连那脖子底下拴的铃铛甩

把众人笑一一边嘴笑 把茶波一一连制台的开气袍子土溅

可以看出，对N凹的处置都是以对 NPl 的处置为参照基数，在重要性、大小度、强弱度、

难易度等方面的进一步对比说明， NPl 和 NP2 在认知上就归为一个具有等级性序列性的集
合，而 NP2 则属于该集合的首项或末项，一旦前句"把十NPl "省略，借助该集合内部项之
间的等级关联性，就能根据 NP2 推延 NPl 或者其它项的性质、结果和状态， 6‘连"的功能由

原来 C 式连接句内显性的 "NPl :手r1 NP2" 的功能过液到连接旬内显性的 "NP2" 与句外隐性
的 NP2 所属集合他项的功能，这是"这"字句形成的认知基础。另外，后分句 VP2 前有了
显性形式标记，即副词"都、也"，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连……都/也"这一推理强调句。请

看例句:

(1) 众将上前看王英时'不止伤足'连头面也磕破。〈水}
(2) 好女婿呀!这等没大没小的'连丈母也都要了! (西}
(3) 自从那李甲在此'混怅一年有余'其说新客'连 1日主顾都断了。{警〉

2.3旬法裂变的语义形态之一一-语义连贯式裂变
语义连贯裂变是指前分句中的 NPl 受到 VPl 的处置以后，在后分句中与 NP2 一起再次

受到 VP2 的处置，但是后分句中"把十NPl" 是承前省略的，借助语境和"连"的连接功能，
"NPl "以句法空位的形式与后句"连+NP2" 组合成一个受"把"介引的受事宾语。其特
点就是通过填补句法空位可以凸显语义的连贯性，如:

(1) 你把那匣盖儿扯开些，等我走作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钻在匣儿里，你【把匣子】
连我捧在手中 o {{西蒋记》

(2) 将皮袄包了， (将皮袄】连大姐皮袄都交付与1f\安、琴童。《全》
(3) 宣教使将一幅冰消帕写了， (将冰消帕】连珠子付与小童。《二刻》
(4) 随即将选全内秤了二钱银子，【将银子】连传单交与那小使拿去了。《儒》

前句具有介引功能的"把"对后句 "NP2" 的管控能力借助认知、语境和"远"的连接功能，
能在"连+NP2" 前的句法空位上通过填补"把十NPl (经 VPl 处置过的)"明晰地表示出来。
这种连贯性裂变就会形成一种认知结构，即"把 NPl 经 VPl 处理后，再把 NPl 连 NP2 通
过 VP2 处理一下儿"，而后旬的"把+NPl "借助前句"把"的辐射能力和后句"连"连接
功能可以缺省，我们称之为前句"把"字管控下的承前省略型，请看"把"字辖域的层次分
析:

①把+ NPl + VPl + C/O，连 +NP2+(都)+ VP2 + C/O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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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二+旦旦+ VPl + C/O. 主二卫些+(都) + VP2 + C/O 
l A A. 

①祀 +NPI + VPI 仕的，【把 t N，rpJ3] + 连+ NP2 + (都) + v的 +C/O
I- '" 

对后句而言，由于前句仅仅提供了一个与 NP2 一同受处置的对象 NPl ，因此，无论前
句是否是"把"字句，只要其能为后句提供与 NP2 组合成受事整体的 NP1.后句就会形成
一个与认知关联的固定结构一一【把+NPl 】+连+NP2 + VP2 +C/O. 例如:

(1) 二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把你师父】连你一发吃了。〈西〉
(2) 平安道"有帖儿没有?"那人向毡包内取出，【把贴儿】连礼物都递与平安。{金〉
(3) -日早起'偶然检着了石灰睫的血孩'【把血孩】连蒲包拿去抛在江里。〈警》
(4) 安公子又在勒掖里取出笔墨来'研好了墨，【把墨】连笔递将过去。《儿〉
(5) 酒也不吃了'【把酒】连碟子都撤下去罢。《老〉

前句并没有介引功能的"把"来显示后句的句法空位，这种功能已经部分地在认知层面转移
到了具有连接功能的"连"字上，这样"连"字就具有两种功能:不仅连接 NPl 和 NP2.

而且标记"把+NP1+连+NP2"。由于"把+NPl "的缺省所造成的句法空位，一旦脱离前
句"把"字句的管控范围，而必须借助"连"来标记"把"时，"连"字就部分具有了"把"
字的介引功能，或者说"把"的功能就向"连"发生漂移，我们称之为前句非"把"管控下
的承前省略型。

两种类型的共同点是:前句都为后句提供 NPl. "运+NP2" 前都存在着句法空位"把
+NPl "，这一点可以通过空位填补得到验证。不同点是:第一种前句通过把字句来提供，
所以前句"把"对后旬的约束力较强:而第二种前句只对后句提供 NPI.句法空位主要通过
"连"字借助语境来填补，所以后分句中"连"已经部分的具有了"把"的介引功能。

三 "连"字把字功能的凸显
哇"对把宇功能的完全吸纳有两个条件z 就前后句而言，后句"连+NP2" 前没有句

法空位，或者说前句无法提供 NP1; 就"连"字句本身而言，它不是语义递进裂变所产生的
后句"连+NP2+都/也+VP2+C/O"。前者是一个必要条件，后者仍需要句式义上的到别辨
析，由于推理强调句"连……都/也"具有强制性副词标记"都/也"，本文为了集中讨论"连"
的把字功能，暂时不进行辨析，所以将"连......都/也"句式无论是推理强调句还是"把"

字功能句进行形式上排除。
这样的话，就把连贯裂变的后分句限定在非含"都/也"的连字句中，一旦前分句(无论

有没有"把" )不再具有提供 NPl 的功能，也就是说 VP2 不再能支配前分句的 NPl 时，"连"
前也就没有了句法空位，"连"连接 NPl 与 N凹的连接功能就已经削弱了，而"连"就能吸
纳"把"的介引功能而变为介词，请看例句:

(1) 你偷吃了'尚说有罪;却又连树推倒'他肯干休? (西〉
(2) 既是路遇强盗'何不连他捉来'报官报恩? (西〉
(3) 孟玉楼见春梅立在旁边'便问春梅"你娘在前边做甚么哩?你去连你娘、潘姥姥

快请来'就说大娘请来陪你14二娘吃酒哩 C:' (金}
(4) (丫鬓)心慌意急'扑的撞着'连机子跌倒楼板上。〈醒〉
(5) 那女子还在桑树上'一见了王家翁、姥'即使跳下树来，连桑篮丢下了'堂前极

3 表示已经不同于前句中的 NPI 了，是经过 VPI 处理过的 N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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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叔宝已跳在马上，连枪拿在手中'跑过木桥{说唐》

前后分旬之间的语义关联主要表现在行为的先后上，"连"字前没有句法空位"把+
NP1 "，显示不出"连"对空间意义上的 NP 的连接功能，如果说"连"还有连接功能的话，
主要是连接前后时间意义上的 VP; 但由于"连"前 NP 的消失，形成"连"对其后 NP 的
介引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来自对连贯裂变所造成的句法空位上把宇功能的吸纳，下面列出例
句中"连"的介引功能、连接功能以及前后语义关系:

介引对象功能 连接行为功能 前后语义关系

连树 偷吃与推倒 行为先后

迫他(盗贼) 路遇与捉来 行为先后

连你娘、潘姥姥 去与请来 行为与目的

i毫机子 撞着与跌倒 行为与结果

连桑篮 跳下与丢下 行为先后

连枪 跳上与拿 行为先后

这样"连"既吸纳了"把"的介引功能，也保留了连接功能，不过连接的不是用，而
是 vp，尽管对 VP 的连接没有直观地表现为句法结构，只能根据行为连贯性从认知上提取
这种连接功能，这种基于语义连贯的连接功能已经深化了，这也是具有把字功能的"连"字
句与一般"把"字旬的不同之处，"连"在句法上显示的主要是对 NP 的介引功能。由于只
有"连"介引的 NP 是 V凹的处置对象，所以上述例句中的"连"都可以玫为"把"，尽管
不完全相同，但是"连"的把宇功能是明显的。

当"把字句"与"连字句"在形式上对举、在语义上前为行为后为结果时，"连"的把

手功能更为明显，如:

(1) (哪吨)方欲抽身，又被孔宣把白光卢刷'连哪吃刷去，不知去向。{封〉
(2) 早被二四个大浪'把二子直涌开去，连船险些JL掀翻。〈醒〉
(3) 素姐走到跟前'把桌子-掀，连碗掀在地上'跌得稀泥炬酱。《醒世姻缘传}

(4) 严世兄急了'把号板一拍'那砚台就翻过来，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儒〉

尽管前句为把字句，但"把"对后句 NP2 没有介引功能，后句的 VP2 对前句的 NPl 没
有赋格能力，因此"连"前没有"把十NPl "的句法空位。这种句式或者是手段与目的 (1) ; 
或者是一个动作的两种结果 (2); 或者是前因后果 (3 、 4)。除了"连"在深层结构上保持
VPl 与 VP2 的先后连接功能外，已经介词化了，在句法上它只能为 VP2 介引受处置的受事
宾语 NP2，其实这一点，在没有完全介词化的部分方言中也存在，比如:山东章丘的方言中
只能说: "你走的时候，连门关上。"这时，"连"己经具有介词"把"的功能了，但是它还
保持着部分连接动作 VP 的功能，即把"走"与"关"连接起来。这也是"把"的介词功能
所不具奇的意义，所以说，"连"的把宇功能仍旧根植于它的连接义，如果只说"你连那本
书捎来飞它蕴含的前提可能是"你来的时候。"可见，句法上的功能相同，在深层语义上还
存在微妙的差异。

在句:去上: VPl 十NPl '连十NP2 十 VP2十C/O
一巳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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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上: VP1 +NP1 '运十NP2 + VP2 + C/O 
一下- 一下- 一一I

L...ð\ 

在德州、沧州、究州等方言区，"连"字的深层语义连接功能在陈述句、尤其在祈使句
中已经不明显了，而其介引功能很明显。如:

(1) 别连这个闹坏俩!
(2) 你这摩托车撂外头，安全吗?

总之，连词"连"的连接义的脱落(对 NP)、隐含(对 VP) 与其介引功能的增强是一个
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在语义连贯裂变和行为分化中，更加速了"连"的介词化，在"把"

与"连"的对举中，凸显了"连"的把字功能。
总之，"连"字对把宇功能的吸纳经过了以 F五个过程:

(1) 处于显性"扣"字句的整体语境之下'显示连接功能。如 :C 式"把+NPl+连+
NP2+VP十 C/O" 。

(2) 语义连贯裂变，前句"把"对后句 "NP2" 的管控能力削弱'但借助前句"把"的

辐射能力，"连"前仍可填补句法宝位"把+NP1" 。如:把+NPl + VPl +C/O '【把
+NPl】+连+NP2+(都)+VP2 +C/O 0 

(3) 前句为养"扣"字句'但仍能根据"连"的连接功能将前后 NP 连接起来'填补"连"
前句法空位'这走"边'的连接 NP 功能向介号 I NP 的过渡阶段'如: VPl +NPl ' 
【把+NPl】+连+NP2+VP2+C/O 。

(4) "连"前句法空位消失，"连"连接 NP 的功能随之消失'还具有连接 VP 的功能'
但在句法形式上主要吸纳了原来句法空位上"把"的介引功能。如: VP1 +NPl ' 

连+NP2+VP2+C/O 0 

(5) 在鲁西和冀西南部分方言中，除了保留着"连"的连接 NP 和 VP 的连接功能外，
同时'其"把"字的介引功能继续发展，特别在祈使句和陈迫句中。如:连+NP

+VP+C/O-一你连灯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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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U sing lian as ba in Modern Chinese 

Chunli ZHAO 

Abstract Three syntactic types in which lian and ba can be changeable are analyzed in the 
first pa口 of this paper. The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pendent semantic relations of NPs tend to 
be independent.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theory and the linguistic facts in the vemacular, this 
artic1e presents two modes of division: semantic progression and semantic coherence. The former 
produces the structure of lian... do的Je and the latter makes lian pOS5巳55 the prepositional function 
of ba. Ellipsis govemed by 切， via e l1ipsis non-govemed by ba, is developed into the 
independence of lian without syntactic slot. Thus the disposing function shifts from ba to lian and 
the conjunctive function of liαn shifts from connecting spatial NP to connecting temporal VP.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conjunctive function of lian does not occur in some dialects, but its 
prepositional function in indicative and imperative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Key words syntactic context, division, functional shift,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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