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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博士论文旨在探讨句法学和语义学中的两个重要议题：1）汉语疑问句和陈

述句是如何标句的(clausal typing)；2）汉语 wh-不定代词(wh-indeterminates)的

意义是如何在句中得到确定和允准的(licensing)。汉语的疑问词之所以能引起

学者的兴趣，原因在于汉语在表示疑问时，疑问词不发生移位(wh-in-situ)，即

汉语疑问句的语序与陈述句一致，因此汉语无法像英语一样通过疑问词的移位

与否来标句。同时，汉语的疑问词是 wh-不定代词，其有非疑问的用法，却又

无法像日语和韩语一样通过丰富的助词(particles)来允准 wh-不定代词的意义。

与传统研究不同，该博士论文从韵律和句子加工的视角出发，采用多种实验方

法，如声学分析、听觉感知/gating 范式，自控步速阅读(self-paced reading)和脑

电(electrophysiological)研究等手段，从而能更全面地探讨上述两个议题。基于

我们的研究证据，我们证实了韵律是汉语标句中的关键；以此为基础，我们还

对标句假设理论(clausal typing hypothesis)进行了相应的讨论及扩展。对于第二

个议题，本论文探讨了 wh-不定代词的两种最常见的意义，即疑问义(wh-

interrogatives)和存在义(wh-existentials)在句子中的允准，研究证据支持了疑问

句存在隐性依存关系(covert dependency)来允准疑问义的说法，而存在义的允

准则不局限于 nonveridical 语境(命题真值不能确定的语境)。 

本论文主要包括七章内容。 

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议题的相关背景，提出了本论文要解决的研究问题，

并罗列了行文结构。 

第二章通过一个声学实验探讨了汉语特殊疑问句和 wh-declaratives (包含

wh-不定代词，但作存在义理解所以句子为陈述句；这里的 wh-declaratives 与

特殊疑问句除标点和韵律以外表面形式上完全相同)的韵律区别。声学分析结

果显示，特殊疑问句和 wh-declaratives 从句首开始就呈现出不同的韵律特征。

从句子每个词的时长来看， wh-declaratives 都要比特殊疑问句更长；但在疑问

词自身上，情况刚好相反：疑问句中的疑问词要比 wh-declaratives 句中作存在

义的 wh-不定代词时长更长。从音高和音域上来看，在疑问句中的疑问词，相

比在 wh-declaratives 句中的 wh-不定代词而言，音高更高，音域更宽，且疑问

词在疑问句中呈现音域压缩(F0-range compression)的趋势。从音强差值上来看，

疑问句中的动词比 wh-declaratives 句中的动词音强差值要小，而在疑问词上，

该情况正好相反。除此之外，疑问句与 wh-declaratives 句在韵律结构和焦点的

位置分布上也不相同。声学实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发音人使用不同的韵律来进

行标句。 

第三章进一步研究了听话者能否仅凭韵律特征就对疑问句和 wh-

declaratives 句进行区分和预测。为此我们进行了两个听觉感知实验：第一个实

验要求被试听句子(疑问句或者 wh-declaratives)后, 借助对话情景辨别句型

(clause type)；第二个实验则基于 gating 范式进行，我们人为将疑问句和 wh-

declaratives 句切分成不同长度音频/gates，以此作为实验材料，测试被试能否

在听到疑问词之前的 gate 就预测出句子的类型，如果能够听辨, 具体是在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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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两个实验的结果分别表明: 1) 被试能够通过韵律特征来区别两种句型；

2) 从句子的第一个词开始，被试就已经能够预测说话者的目标句型了。 

第四章讨论了 wh-不定代词的存在义(wh-existential)在汉语中的允准

(licensing)。前贤认为，wh-不定代词的存在义用法只能在 nonveridical 语境(命

题真值不能确定的语境)得到允准，即包含否定、疑问、条件或者认知情态词

的语境。在本章中，我们对该观点进行了反驳。通过对包含“点儿”的 veridical

语境, 以及其对句中 wh-不定代词的存在义的允准的讨论，我们认为，汉语的

wh-不定代词的存在义也可以在 veridical 语境中得到允准。具体来说，本章包

含一个句子阅读实验，实验材料为包含 wh-不定代词的 veridical 句子, 其中一

部分带有“点儿”。实验结果表明，被试更倾向将不带“点儿”的句子判断为疑问

句 (即 wh-不定代词只有疑问义)，而对带“点儿”的句子则会出现两可判断，即

可以是疑问句也可以是陈述句。这些结果表明，在 veridical 句子中，wh-不定

代词的存在义也可以得到允准。为了进一步探索“点儿”对 wh-不定代词的存在

义的允准，在第三章 gating 实验的基础上，本章又进行了一个特殊的 gate 实

验，即把动词和“点儿”切分在不同的 gate 中。实验结果表明：“点儿”对 wh-不

定代词存在义的允准是有一定韵律限制的，当动词和“点儿”不在一个 gate 中时，

听话者就不再倾向将 wh-不定代词理解为存在义了。 

第五章讨论了汉语 wh-不定代词的疑问义(wh-interrogatives)的允准。本章

通过自控步速阅读实验，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比了汉语非语篇连接疑问

句(即 non-discourse-linking, 包含疑问词“谁”)和与之对应的陈述句(对应疑问句

“谁”的位置为 “人”)在阅读加工上的区别；二是，语篇连接疑问句(即

discourse-linking, 包含疑问词“哪个 XX”)和与之对应的陈述句(对应疑问句“哪

个 XX”的位置为 “一个 XX”)在阅读加工上的区别。实验结果表明，加工疑问

句比加工对应的陈述句需要更多的加工资源。这为语法上疑问句中疑问词和

Spec-CP or C
0 上的疑问算子之间的隐形依存和允准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陈述

句没有这种依存/允准关系，所以不需要额外的加工资源)。此外，该研究还显

示，语篇连接疑问句因为其连接语篇的特征，在加工模式上与非语篇连接疑问

句存在一定的区别。 

第六章汇报了两个 ERP 实验，为在线句子加工中韵律对标句的作用提供

了电生理证据。第三章中的感知实验已经证实，听话者能够在听到疑问词时就

非常准确地进行判断。据此，第一个 ERP 实验以疑问词为界限，将疑问句的

录音和对应的 wh-declaratives 的录音交叉剪接，创造两种句型不连贯的条件

(D-Q 和 Q-D)，然后测试两个未剪接和两个剪接过的的条件（共计四个条件）

的脑电加工过程。第二个 ERP 实验的设计基于第三章 gating 实验的结果，该

实验已表明听话者在句子开始的部分(例如主语)就能进行句子类型的预测。因

此，本 ERP 实验将 wh-declaratives (D)和疑问句(Q)与其各自的上下文(the 

preceding context)进行交叉组合，形成四个条件，测试这四个条件的脑电加工

过程。两个实验结果一致观测到了韵律不连贯所引发的(早期)负波((early) 

prosodic negativities)。这表明在句子的在线加工中，被试可以较早地觉察到韵

律主导的句子标句冲突。但这种(早期)负波只在 D-Q 中发现，而未在 Q-D 中

发现，即两种不连贯的句型可能有不同的加工和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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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第七章讨论了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并总结了本论

文的主要发现。最后，作者总结全文，并对未来相关研究的议题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