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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的形式语义研究》编著者程丽萍。 全书分五章。**章介绍林(1998)的观点
：“都”是一个分解算子，并进一步提供了把“都”和“all”进行对等处理的理论和实
证的依据。第二和第三章分别讨论两个林文没有涉及但似乎对他的理论提出挑战的问题
。 第二章讨论的是“。都，的和谐”的问题，即“都”与量词词组的匹配问题。我们都
知道，有些量词词组与“都”匹配，如“大部分人都来了”，有些则不匹配，如“*有些
人都来了”。这一现象与**章介绍的“都”作为分解算子的定义产生冲突，因为与“都
”匹配和不匹配的量词词组都是复数的，所以在原则上都应该能与其匹配。前人对此问
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量词展开而没有涉及“都”的语义。本文试图从“都”的角度来解
释这个问题，认为该问题的核心与“都”的预设有关。具体来说，“都”有着与说话者
的预期相关的预设，“都”只有在其预设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

内容简介

《都的形式语义研究》编著者程丽萍。《都的形式语义研究》内容提要：本书讨论汉语
“都”的语义特点。理论语言学界通常认为“都”跟英语中用在动词前的“all”拥有一
样的语义，二者都需要一个复数的名词。本文通过对与“都”有关的一些现象的深入分
析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介绍林(1998)的观点：“都”是一个分解算
子，并进一步提供了把“都”和“all”进行对等处理的理论和实证的依据。第二和第三
章分别讨论两个林文没有涉及但似乎对他的理论提出挑战的问题。第二章讨论的是“。
都，的和谐”的问题，即“都”与量词词组的匹配问题。我们都知道，有些量词词组与
“都”匹配，如“大部分人都来了”，有些则不匹配，如“*有些人都来了”。这一现象
与第一章介绍的“都”作为分解算子的定义产生冲突，因为与“都”匹配和不匹配的量
词词组都是复数的，所以在原则上都应该能与其匹配。前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
量词展开而没有涉及“都”的语义。本文试图从“都”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该
问题的核心与“都”的预设有关。具体来说，“都”有着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关的预设，
“都”只有在其预设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第三章讨论“都”在焦点结构中的特点。
在这一结构中，“都”的允准条件不是复数，而是焦点。该结构通常叫做“连⋯都(也)
”结构，具有与英语的“even”类似的量极意义(scalarreading)。学者对该“都”的语义
持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它与分解算子的“都”是一个，可以同样处理；有的认为应该
把它与分解算子的“都”相区别。本文通过对一些学界还未曾认真讨论过的问题的细致
研究认为这两个“都”是不同的，应该分别处理。“连⋯⋯都(也)”的量级语义也完全
通过“连”和“都”或“连”和“也”各自的语义结合而来，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整个句
型的意义。 第四章讨论“都”在自由选择结构中的用法。“任何⋯都”或“疑问词⋯都



”跟英语的“any”一样有自由选择的意义。本章一方面从英语的“any”和“whatever”
的角度讨论汉语的上述两个含自由选择意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把这一讨论置于“都
，，的研究的框架下。结果证明，“任何⋯⋯都”与全称量词“any”相似，但“疑问词
⋯都”即不像全称量词“any”也不像定指的“whatever”。前者可以用表示“分解”的
“都”来解释，后者可以用表示“量级”的“都”来解释，因而支持两个“都”的观点
。第五章是前几章的总结并对“都”和光杆名词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汉语的
光杆名词基本上与英语的光杆复数名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一章从
两个“都”的角度检查汉语光杆名词的特点。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初步的，探索性
的，但是该讨论对“都”的预设作用和两个“都”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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