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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存在句主语确指性及其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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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英语存在句 �实义主语 �是否具有 �确指性限制�, 争论已久。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并探究确指性限

制的二语习得问题, 本研究利用语料库实证方法, 对 2个英美经典语料库和 3个中国二语学习者语料库进行检索。

根据前 2个语料库, 发现 �确指性限制�总体看并不存在, 但人称代词表现出绝对的限制性, 且存在句中使用确指

性主语的现象并不常见。而根据后 3个语料库, 一方面,中国学生使用存在句的频率稍微偏高,但与 L1使用者并无

显著差异。另一方面, 中国学生使用确指性主语的频率大大低于 L1使用者, P值 = 0. 00,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这些现象是由于语言迁移和回避策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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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long arguments aboutw hether there is defin iteness restriction to the subject o f

ex istential sentences. To so lve this theoretical prob lem and re lated problems in L2 acqu isition, an empir-i

ca l and systematic study ism ade o f 2 L1 speakers� corpora and 3 Ch inese L2 learners� corpora. A ccord-

ing to the f irst tw o corpora, findings show that � def in iteness restriction� does no t ex ist as a w ho le bu t
there is abso lute restriction to personal pronouns and relatively rare use of de fin ite sub jects. According to

the last 3 corpora, f ind ings show that Chinese L2 learners tend to use a little more ex istentia l sentences

though they use far less definite sub jects than L1 speakers, w hichm ay be caused by linguist ic transfer and

evasion strategy o f L2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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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确指性限制 � ( definiteness restriction)是指存在句的 �实义主语�不能为确指性 NP,即不能是专有名词、

指示代词、人称代词, 名词性物主代词及由定冠词 the, 指示代词、物主代词、专有名词所有格所限定的名

词。
[ 1]
在语言学理论领域,关于英语存在句 �实义主语 �的 �确指性限制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有二:一种认为存

在 �确指性限制�,即存在句 �实义主语 �应为非确指性的 NP
[ 2- 7] [ 19- 2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实义主语�可

以由确指性的 NP充当,即充当存在句 �实义主语�的 NP没有所谓的 �确指性限制� [ 8- 13 ] [ 23 - 27 ]
。以往学界对



于英语存在句主语的 �确指性限制�的研究都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的, 其论据主要来自文献理论或者具体的

例证。本研究第一部分拟借用语料库实证手段,对英美经典语料库 ( LOB、BROWN )进行系统地检索, 以检验

双方的争论焦点 � � � 确指性限制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限制,确指性 NP作主语的存在句所占比例是多少,

即确指性主语的用法是否常见。

在二语习得实践领域,关于存在句的研究相当薄弱。仅有的研究有的是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习得

水平分析
[ 28]
;有的是对 there be结构中的动词误用和影响习得的因素进行分析

[ 29]
; 有的是对该结构各种形

式的分布频率进行检索
[ 30]
。而关于存在句确指性主语习得的研究目前国内外仅有 L. W hite教授涉及过。

她在实验中发现,二语学习者虽然在习得冠词时出现各种错误 (冠词缺失、冠词冗余和冠词混淆 ), 但在习得

存在句主语的冠词时却正确率很高, 一般不会出现定冠词 ( the)或限定意味很强的限定词 ( a l,l mos,t every,

demonstratives, possessives, persona l pronouns)来修饰存在句主语, 她把这种现象称为 �限定效应 � ( D efin ite-

ness E ffect) ,简称 DE
[ 14]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拟利用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 ( SWECCL 2. 0)和中国学习

者英语语料库 ( CLEC ), 检验 DE是否存在,是否有反例出现, 反例出现的频率与 L1语料库中的频率是否有

显著性差异。

� �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为检索软件 Antconc3. 2. 1、标注软件 GO TAGGER、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SPSS16. 0、参

照语料库 LOB、BROWN和观察语料库 SWECCL、CLEC。

首先,使用标注软件 Go Tagger对 LOB、BROWN、SWECCL和 CLEC四个语料库进行词性标注, 再使用

Antconc对各个语料库中存在句进行提取,列出各个语料库中存在句总数, 以了解各个语料库中存在句的使

用频率。然后,用 concordance功能对其中以确指性名词短语作主语的存在句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

人工筛选,列出每个语料库中各种确指性主语的使用次数及其总数,并计算出各个库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存

在句之于存在句总数的比率,以了解确指性主语是否常用。最后, 用 SPSS对观察语料库进行单样本 t检验,

对比观察语料库与参照语料库中存在句使用频率的差异和确指性主语使用频率的差异。这里根据 C. Lyons

的分类标准把作存在句主语的确指性名词结构分为专有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及带有定冠词、指示代词

和物主代词所修饰的名词结构
[ 15 ]
。

� � 三、结果及讨论

(一 )英美经典语料库 LOB和 BROWN的数据及讨论

经过反复检索和人工把关, 得出以下数据:在 LOB语料库 (共 1123380形符 )中共有 2788个存在句。表

存在的 there( there_EX)在语料库中的词频密度
�
约为 0. 25%。剔除似是而非的结构如 � there w as the unex-

plainab le. �, 其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有 180个,约占所有存在句的 6. 46%, 表 1是各类确指性主语的分布情

况:
表 1� LOB语料库的存在句使用频率

专有名词及用它作

定语的名词结构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定冠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指示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物主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34( 1. 22% ) 0( 0. 00% ) 5( 0. 18% ) 131( 4. 70% ) 8( 0. 29% ) 2( 0. 07% )

� � 现就各种确指性主语各摘取一例:

Therew as E dinburgh and�
There is those that�

There is the horse-rac ing�

Aga in therew as that aw ful silence�

Therew as h is garage hand D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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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ROWN语料库 ( 1014300形符 )中共有 2167个存在句, 表存在的 there在语料库中的词频密度约为

0. 21%。其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有 129个, 约占所有存在句的 5. 95%,详细数据见表 2。

表 2� BROWN语料库的存在句使用频率

专有名词及用它作

定语的名词结构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定冠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指示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物主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35( 1. 61% ) 0( 0. 00% ) 4( 0. 18% ) 83( 3. 83% ) 5( 0. 23% ) 2( 0. 09% )

� � 例如:

Therew as the Po lish Revo lut ion w hich�
There is ST. Louis County�

Therew ere those who�

Therew as the further complication that�
Therew as th is poe,t in Ita ly�

There lies your answ er�

以上两个语料库的检索数据显示,在 L1使用者实际交际中,确指性限制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因为在六种

确指性主语中,除人称代词外, 其余五种都作过存在句主语,尤其是定冠词修饰的名词短语所占的比率相当

显著 (分别为 4. 7%和 3. 83% )。而且确指性主语总和在两库中的比率分别为 6. 46%和 5. 95%,即 100个存

在句中,有 6个左右使用确指性主语,具有显著意义。可见,确指性的 NP可以充当存在句的 �实义主语�, 研
究结果基本支持第二种观点。另一方面, 确指性主语的使用频率虽然达到了显性程度,但相对于非确指性主

语 ( 100% - 6. 21% = 93. 79% )的比率,确指性主语并不十分常用。而且各种确指性主语的分布并不均匀,

其中人称代词在两个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均为 0,表现出绝对的限制性;物主代词修饰的名词结构的用法每库

仅出现两次。两次相对于两千多个存在句来说,几乎没有统计意义;同样,指示代词及其所修饰的名词结构

的比率总和在两库中分别为 0. 47%和 0. 41%,尚不足 0. 5%, 这与物主代词修饰的名词结构一样, 表现出较

强的限制性。可见,在五种确指性主语中有四种表现出绝对限制性或较强限制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组

学者坚持认为存在句 �实义主语 �存在 �确指性限制 �。

(二 )中国二语学习者语料库 SWECCL及 CLEC的数据及讨论

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 SWECCL2. 0版包括书面语语料库WECCL和口语语料库 SECCL,其中前者

容量是 1248476个形符, 包括 3417个存在句, there_EX的词频密度约为 0. 27%。其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有

55个,约占所有存在句的 1. 61%。详细数据见表 3。
表 3� WECCL语料库的存在句使用频率

专有名词及用它作

定语的名词结构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定冠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指示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物主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18( 0. 53% ) 0( 0. 00% ) 2( 0. 06% ) 29( 0. 85% ) 2( 0. 06) 4( 0. 12% )

� � SECCL容量为 779731个形符,包括 2621个存在句, there_EX的词频密度约为 0. 37%。其中使用确指

性主语的存在句有 45个, 约占所有存在句的 1. 72%, 各种确指性主语的具体分布如下:

表 4� SECCL语料库的存在句使用频率

专有名词及用它作

定语的名词结构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定冠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指示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物主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11( 0. 42% ) 0( 0. 00% ) 0. 00% 24( 0. 92% ) 0( 0% ) 10( 0. 38% )

表 5� CLEC语料库的存在句使用频率

专有名词及用它作

定语的名词结构
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

定冠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指示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物主代词修饰

的名词结构

28( 0. 74% ) 0( 0. 00% ) 0. 00% 31( 0. 82% ) 3( 0. 08% ) 10( 0. 27% )

CLEC语料库的容量为 1070602个形符 包括 3800个存在句 表存在的 there词频密度约为 0 35%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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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有 72个,约占存在句总数的 1. 89%。具体数据见表 5。

为了直观起见,下面把各个语料库的存在句 there词频密

度列成图表。

图 1中柱 1到柱 5依次代表 LOB, BROWN, WECCL,

SECCL, CLEC语料库中存在句 there的词频密度。图表显示,

与英美经典语料库 LOB、BROWN语料库相比, 3个中国二语

学习者语料库中存在句的使用密度均有偏高的趋势。为了使

数据分析更加精确,下面使用 SPSS软件对观察语料库存在句

使用频率进行单样本检验, 已知参考语料库的存在句频率的

均值是 0. 23%, 目的在于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 6是检验结果。

表 6� 观察与参照语料库存在句使用频率差异

One-Sam ple Test

�

Test Va lue = 0. 0023

t df S ig. ( 2-ta iled) M ean D ifference
95% Con fidence Inte rva l o f the D ifference

Lowe r Upper

观察与参照语料库存

在句使用频率差异
3. 273 2 0. 082 0. 0010000 - 0. 000314 0. 002314

� � 双尾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 082,大于 0. 05, 说明不存在显著差异
�
。平均值差的置信区间含有零

(从下限 - 0. 000314到上限 0. 002314之间有零存在 ) , 也说明观察语料库平均数与参考语料库平均数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简言之,相对于 L1使用者,中国二语学习者使用存在句虽有偏高的趋势,但差异并不显著, 即不能简单

的说中国学习者过度使用存在句。这一结果不支持 Y ip和 Chou所说的过度使用现象
[ 16]
。至于这种稍微偏

高的趋势存在的原因,我们认为 Chou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汉语类似句型 �有�字句的转换作用;汉语的 �主题
突出性 �导致学习者倾向使用 There BE句型来引出语篇中的新主题

[ 17]
。

再把各个语料库中使用确指性主语的存在比率制成

图表, 以便比较:

图 2中柱 1、2、3、4、5依次代表 LOB、BROWN、

WECCL、SECCL、CLEC语料库中确指性主语出现的频率。

由图示看出,英美语料库中确指性主语的出现频率为 6%

左右, 中国二语学习者语料库中确指性主语的频率均不

足 2%,前者是后者的 3倍左右,呈现极大的差异性。

为了更加精确地验证两者差异的显著性, 表 7使用

SPSS对观察语料库的确指主语使用频率进行单样本检

验, 已知参考语料库的确指主语使用频率均值是 6.

20%,以比较两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观察与参照语料库确指主语使用频率差异

One-Sam ple Test

�
Test Va lue = 0. 0620

t df S ig. ( 2-ta iled) M ean D ifference
95% Con fidence Inte rva l o f the D ifference

Lowe r Upper

观察与参照语料库存

在句使用频率差异
- 54. 761 2 0. 000 - 0. 0446000 - 0. 048104 - 0. 04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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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尾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 00,远远小于 0. 05, 呈现绝对显著差异;平均值差的置信区间不含有零

(从下限 - 0. 048104到上限 - 0. 041096之间没有零 ) ,也说明观察语料库与参考语料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即相对于 L1使用者,中国二语学习者很少使用确指性主语, 即在存在句确指性主语使用方面表现出很

强的限制性。这一结果不但支持 L. White教授利用问卷等实验方式所得出的研究结果 � � � 限定效应 ( DE

E ffect) ,即中国学习者所使用的存在句主语基本上都具有不确指性特征,而且还表明中国二语学习者确指性

主语的使用频率比 L1使用者的还要低得多。根据语言迁移理论,这种现象可能因为汉语的 �有 �字句中存

在主体是不确指的
[ 18]
,而 �有 �字句往往对应于英语的 There Be句。还有可能因为二语学习者所接受的输

入语料中的存在句大都 ( 90%以上 )为非确指性主语,因而难以判断何种情况下英语存在句的主语是确指性

的,就对确指性主语采取保守的回避策略。

� � 四、结论

从 L1使用者语料库看, �确指性限制 �总体看来并不存在,但人称代词表现出绝对的限制性, 且存在句

使用确指性主语的现象并不常见。从中国二语学习者语料库看,中国学习者一方面使用存在句的频率稍微

偏高, 但与 L1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中国二语学习者存在句确指性主语的使用频率是 L1使用者

的三分之一, P值 = 0. 00,表现出绝对的显著性差异。这不仅证明 �限定性效应� ( DE)是存在的,而且说明中

国学习者使用确指性主语的频率比 L1使用者低得多,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汉语 �有 �字句的迁移和学习者

的回避策略导致的。

注释

� � 这里词频密度即类符频率,它反映某个类符在特定语料库中出现的密度, 其计算公式为: 类符频率 =该类符观察频数 �

语料库形符总量。[ 31]

� � 双尾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即 P值, 当 P< 0. 05时,说明观察数据与参照的数据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当 P> 0. 05时, 说明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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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页 )

独立地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而隐语行话的形成

和使用,则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此外,两者的互补

性还表现在:隐语行话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生成,

民族共同语为隐语行话的生成提供了音、形、义等物

质材料;而隐语行话呢? 它与共同语之间并无不可

逾越的鸿沟,一些隐语行话在某一秘密群体习相沿

用之后,久而久之, 会渗透到其它特定的社会群体,

或进入特定时代的文学戏曲语言,并以此为过渡,逐

渐进入民族共同语或地域方言。隐语行话这种通用

化传承,在局部上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第一, 隐语行话生成于特

定的社会群体, 运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秘密社

会群体内部,隐语行话具有交际工具的一切价值和

功能, 反之, 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群体, 便会失去其价

值与功能。因此,社会群体性是隐语行话赖以存在

的社会基础。第二,隐语行话的构成元素全部取自

于民族共同语,隐语行话只有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之上才能有效运用。离开了民族共同语,隐语行话

的构成与运用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民

族共同语特有的民族性是隐语行话得以生成及有效

运行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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