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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的
功能浮现路径与机制＊

陈振艳　施春宏

提　要　作为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 来”具 有 承 接 性 连 接、因 果 性 连 接 和 推 理 性 连 接 三 大 承 上 启

下的语篇功能，其语篇功能的浮现，不仅是构件结构化组配的结果，也是构式群内部相关构式互动

的结果。在“这样一来”的形成过程中起支配和制约作用的根本机制是语篇化，主要表现为语义内

容上的去事件化、语法性质上的去小句化以及句法结构上的语块化。文章还试图借此对事件小句

语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进而致力于构建事件小句语篇化的统一分析模型。

关键词　语篇衔接构式　“这样一来”　浮现路径　浮现机制　事件小句语篇化

一　引　言

现代汉语中存在以下“这样一ＶＰ”现象：
（１）靖南眼珠转了转，忽然想起来了，身子猛地往上一抬，嘴里紧张地大喊着：“晓蝶！晓蝶

在哪儿？快给我把晓蝶找来，免得被那个方晓东给霸占了……”这样一抬身子，才发现

自己头痛欲裂，不禁又大叫一声“哎哟”，就跌回床上去。①（琼瑶《烟锁重楼》第５章）
（２）吕蒙发现后，认为这个兵士违犯了军令。虽说是同乡人，但是犯了军令不能不办罪，就

把他杀了。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震动了，谁也不敢违反军令。（《上下五千年·吕蒙

白衣渡江 》）
例（１）中的“这样一抬身子”所代表的用例中，ＶＰ是具有具体实在意义的动词或动词短

语，且与前承句中某一ＶＰ具有同现关系，如“（这样一）抬身子”与“身子猛地往上一抬”；例（２）
中是“这样一来”，其中的ＶＰ是不具有具体实在意义的“来”，“来”是对前承句中所有ＶＰ的概

括。“这样一来”意义虚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主要起衔接语篇作用的实体构式。本文主要讨

论“这样一来”的语篇衔接功能及其浮现过程和机制。
关于“这样一来”的语篇功能，学界已从话语标记特征及其类型的角度做过探索。王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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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清明（２０１５）认为“这样一来”是话语标记，具有连贯、事件指代与紧相推论、隐性对话体话语

维持三种功能；殷志平（２０１５）提出“这样一来”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功能性成分，具有关联功能

（连贯、递进、因果、转折、假设五种）和语篇功能（衔接、确立话题两种）；姜海艳、吕明臣（２０１９）
则认为包括本文开头两类在内的所有“这样一ＶＰ”是复杂、广义、远距离因果事件语篇话语标

记。以上概括对我们认识实体构式“这样一来”的形式和功能及其匹配关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

义，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首先，就“这样一来”的具体特征而言，从上引文献的分析来看，目前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规约化的形式—意义／功能配对。对一个构式的功能认识不清，往往跟

对它的形式认识不清楚或不够清楚有关联。因为不同形式是在不同功能作用下的语言编码，
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不同的功能需求。实体构式“这样一来”与“这样一抬身子”之类带有具体行

为的表达方式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粗略而言，“这样一抬身子”等表达方式既具有概念功能②，
又具有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而“这样一来”由于“来”的代动性（下文将对此做出说明），概念功

能在构式概括过程中退隐下去，以致呈现出的基本上只是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基于此，我们

不妨称该构式为“语篇衔接构式”。就此而言，需要具体考察“这样一来”构式的形式和功能特

征及其特定匹配过程。
其次，“这样一来”的功能是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浮现功能，但这种整体功能的浮现离

不开各构件③（如“这样一来”所包含的“这样”“一”“来”）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否则浮现

功能就成了无源之水。如何认识整体功能的浮现路径和机制，是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这当中

还牵涉到构式特征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再次，任何语言单位都是语言系统中的一种区别性存在，“这样一来”的形成及其形式—功

能匹配关系是在相关构式系统中实现的，其功能浮现离不开其他成员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
这实际也牵涉如何研究具体构式的形式—功能匹配关系的另一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

最后，通过“这样一来”形式和功能匹配过程的分析，可以对语篇衔接构式特定功能的浮现

机制做出更高层面的概括，对分析中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做进一步的概括说明，进而探求具有普

遍意义的分析路径。
可以看出，虽然“这样一来”的功能具有浮现性特征，但浮现过程及增殖效应④ 也并非无脉

可循，在组合层面和聚合层面都有一定的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施春宏２０１７）。因此，
从“这样一来”各构件及该构式在系统中的表现入手进行重新分析，以明确构件特征、构件整合

过程及构式之间的承继与发展关系，有利于更为全面、清晰、立体地展示其功能来源与制约机

制。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互动构式语法（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所倡导的方法论原则⑤ 和语言三大元功能说为切入点，将“这样一来”视作语篇衔接构式，首先

对其语篇衔接功能进行系统梳理，并做出新的概括；接着从构件特征及整合过程、构式系统内

部相关构式的关系两个视角，考察该构式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然后分析概括构式形义匹

配过程中起支配和制约作用的浮现机制；最后对事件小句语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说

明，力图构建事件小句语篇化的统一分析模型。

二　“这样一来”的语篇衔接功能

作为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具有三种承上启下的语篇衔接功能：承接性连接⑥、因果

性连接和推理性连接。如例（２）所示，“这样一来”出现的典型语篇位置是句间，为方便讨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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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其出现的语篇环境概括为“Ｐ，这样一来，Ｑ”。

２．１ 承接性连接

承接性连接指“这样一来”表示Ｐ与Ｑ在时序或事件发展顺序上具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

系。例如：
（３）接着我很顺当地将车门打开，跑到车前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又绕着车子走了两圈，仍

然什么也没看到。这下我才放心，肯定自己刚才是眼花了。我不禁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我又变得有气无力了。（余华《死亡叙述》）

（４）近代，人们又用彩带取代色彩单调的布带，并且使用剪刀来剪断彩带，有的甚至用金制

的剪刀。这样一来，人们就正式给它起了一个“剪彩”的名称。（明扬《剪彩风尚》）
例（３）（４）中“这样一来”前后的Ｐ与Ｑ分别在时序与事件发展顺序上具有前后相继的关

系。“这样一来”常常可以用“于是”来代替，但“于是”只有预示顺承下文的作用，而“这样一来”
还具有承接上文的作用。“这样”回指Ｐ；“一”预示Ｑ在此之后紧促、顺承发生；“来”承前替代

“松了口气”和“用彩带取代色彩单调的布带”“使用剪刀来剪断彩带”。

２．２ 因果性连接

因果性连接是指“这样一来”表示Ｐ与Ｑ在逻辑关系上具有原因—结果或结果—原因关

系。因果性连接是对已然事件中已知因果关系的呈现。在逻辑学中，“原因”指充分条件、必要

条件和充要条件。因果 性 连 接 中，Ｐ与 Ｑ大 多 是 充 分 条 件—结 果 关 系 或 充 要 条 件—结 果 关

系。例如：
（５）事后，我们认真做了调查分析，经过论证，把泰山进山票价下调了４０％多。这样一来，

泰山游客人数明显增加。（《人民日报》１９９５－０９－１６）
（６）一个普通名词，用名家术语说：就是“名”，以某类具体事物为外延，以此类事物共有的

属性为内涵，一个抽象名词则不然，只表示属性或共相。由于汉语不是屈折语，所以一

个普通名词和一个抽象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汉语里，西方人叫做普

通名词的，也可以表示共相。（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例（５）中Ｐ是Ｑ的充分条件，例（６）中Ｐ是Ｑ的充要条件。“这样”回指Ｐ；“一”预示结果

Ｑ紧促发生；“来”分别承前替代“把泰山进山票价下调了４０％多”和“一个普通名词和一个抽

象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强调其是导致结果Ｑ的直接致因要素。

２．３ 推理性连接

推理性连接指“这样一来”表示Ｐ与Ｑ在逻辑关系上具有前提—结论的推理关系。“这样

一来”既可用于表达归纳推理，也可以用于表达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包含或然的推理，演绎

推理是包含必然的推理。例如：
（７）传说总是把复杂的历史单纯化，把曲折深奥的故事通俗化。这样一来就损失了好多真

理性。（张炜《柏慧》）
（８）这样规定据说是秉承儒略的旨意，因为他的生日在７月，要求７月为大月。但这样一

来一年就有３６６天。为了使平年等于３６５天，需要去掉一天。（《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

书·年月日的由来》）
例（７）是非现实事件之间的充分条件—结果关系，后续句是前提句的或然结论，是归纳推

理中的因果推理⑦；例（８）是基于数学的演绎推理，后续句是前提句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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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构件特征看“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

互动构式语法认为，构体功能的浮现路径需要到构件的整合过程中去溯源。基于此，本节

从“这样一来”各个构件的句法、语义和功能特征及结构化组配关系来分析其浮现路径及约束

条件，下一节再讨论相关构式之间的关系对其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的影响。

３．１ “这样”的构件特征

一般认为，“这样一来”中“这样”的功能是承前指代已然事件（王凤兰、方清明２０１５）或原

因事件（姜 海 艳、吕 明 臣２０１９）。代 词 属 于 篇 章 层 面 而 非 句 子 层 面（孙 德 金１９９６），胡 壮 麟

（１９９４：５０）将语篇衔接方式分为指称衔接、结构衔接、逻辑连接和词汇衔接四种。指称衔接中

的照应包括内指和外指，内指又包括回指和下指。据此，我们认为构件“这样”作为代词，其语

篇功能是回指上文的已知事件⑧。

３．２ “一”的构件特征

根据陈前瑞、王继红（２００６），“一”是紧促完成体，“不仅表示事件的紧促发生，还表示该事

件预示着达到某种结果或状态，即具有现时相关性，在语篇中主要表示背景性动作”。“一Ｖ”
与下文具有一些固定的语义关系，即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９４：３７８）所言的隐性连接关系，这些语义关系

有些可以概括为承接性连接，如吴春仙（２００１）所言的动作与结果、描写伴随动作、连续动作中

的一个，殷志平（１９９９）的动作与结果／结论／状态、动作与程度、动作与进入的状态、两个紧随动

作；有些可以概括为因果性连接，如致使原因与结果（吴春仙２００１）、条件与结果（殷志平１９９９）；
还有些可以概括为推理性连接，如假设与结论（吴春仙２００１）、假设与结果（殷志平１９９９）。“一

Ｖ”与下文固定的语义关系就是“这样一来”表达承接关系、因果关系和推理关系的主要原因。
因此，“一Ｖ”与下文前景性事件之间承接、因果和推理的隐性连接关系是“这样一来”语篇衔接

功能的主要来源。

３．３ “来”的构件特征

“这样一来”中“来”的基本功能，学界一般认为是代动词（徐抒２０１０；王凤兰、方清明２０１５；
姜海艳、吕明臣２０１９）。“来”可以替代一个或多个事件（徐抒２０１０：３４），也可以替代一个或一连

串的动作，且替代的是“上下文或者语境中相对应的动词或者动宾短语”（池昌海、王芸华２０１４）。
在“来”的替代范围上，池昌海、王芸华（２０１４）提出代动词“来”可以替代“说、唱、买、写、擦、

洗”等具体动词，不能替代“是、属于、容纳、包括、有、拥有”“同意、相信、记得、承认、关心、忘记、
知道、信任、想象、认为”“喜欢、讨厌、期待、憎恨、崇拜、希望、在乎、感到、原谅”等表示归属、认

知和情感之类的静态动词。但在“这样一来”中，“来”不仅可以替代动作行为动词、心理动词、
存现动词、使令动词、趋向动词等及其构成的短语（分别如“严厉地执行国法”“迁怒于希望工

程”“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命令他的所有军队坚守原地”“迫使日本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回到

太平洋去”），同样可以替代池昌海、王芸华（２０１４）文中表示归属、认知和情感之类的静态动词

或由其构成的动词短语。如下例中的“来”替代的就是“同意”：
（９）更厉害的是后来两家的父亲作主，给他们订婚，而且要赶快完婚以免麻烦。他们自己

反而不约而同，都不同意。因为这样一来，无法证明她与他的关系毫无私意了。（聂绀

弩《侠女、十三妹、水冰心》）
可以说，在“这样一来”中“来”的代动范围大大拓宽了。究其原因，如施春宏、李聪（２０１８）

所言，“代动词的本质用法是‘代’”，“只要是在分派事务之中，当所要做出的动作在语境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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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所了解时，就不需要特别指出，说话者只需凸显其核心内容（ＮＰ）即可。”这对我们有很大

启发：“来”所替代的是上文的Ｖ或ＶＰ（及其所代表的子事件），当该子事件在上下文语境中可

以被人所了解时，“这样一来”就可以自由出现；而“这样”的回指功能，又要求上文包括该子事

件在内的所有事件必须全部呈现，这就为“来”的出现提供了语境上的保证。因此，“来”的代动

范围相对于其他语境就大大拓展了。
此外，“这样一来”中“来”在本质上并非是简单的代“动”，而是替代 Ｖ或 ＶＰ转指的上文

已知事件中的主要子事件。因此，代动词既可以理解为“代动丨词”（“动”指事件，上文必须出

现），也可以理解为“代丨动词”（“动”指动词，上文可出现可不出现，如英语的ｄｏ和“他演不了，
你来”“这出戏，你来小生吧”）。“这样一来”中的“来”其实是“代动｜词”，如例（９）中“来”实际上

替代的是“同意婚事”。在语篇功能上，“来”体现为结构衔接中的动词替代（胡壮麟编著１９９４：

７３）。
因此，构件“来”的语 篇 功 能 是 承 上 替 代 Ｖ或 ＶＰ转 指 的 子 事 件；语 义 高 度 抽 象，只 能 用

“实施、产生”（徐抒２０１０：３４）“发生、归属、认知、感觉”等概括。

３．４ “这样一来”构件的结构化组配

上文对“这样一来”的三个构件“这样”“一”“来”的句法、语义和语篇功能分别做了分析，
“这样”的篇章功能是回指；“一”是紧促完成体，“一Ｖ”与下文之间具有承接、因果和推理的隐

性连接关系；“来”是代动词，语义高度抽象，语篇功能是承上替代 Ｖ或 ＶＰ转指的子事件，三

者整合起来构成“这样一来”的整体功能。在构件的结构化组配中，“这样一来”的概念功能已

经淡隐，主要凸显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其承上性语篇功能来自于“这样”和“来”，启下性语篇

功能和承接、因果、推理等逻辑关系意义来自于“一Ｖ”与下文的隐性连接关系。可以图示为：

图一　“这样一来”构件功能组配关系图

在语义上，“这样一来”的三个构件虽都有一定的语义贡献，但构体意义并非是三个构件的

简单相加，而是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语义（即浮现义），表示某一事件（“这样”）中的某一或

某些子事件（“来”）完成（“一”）后，紧接着出现／导致／推出了后续的事件，即表达的是前后事件

之间的承接、因果和推理的逻辑关系意义，“逻辑关系意义”是“大于”（附载）的内容，“来”的语

义高度抽象性使“大于”的内容更加抽象化。在结构上，“这样一来”的三个构件之间虽然具有

一定的组合性及［这样［一来］］的组合层次性⑨，但其整体性更加凸显，如除“这样”可以被有限

的几个代词以及含有代词性语素的连词“因此”、介宾短语“由此”和动宾短语“如是”（详见下

文）替换外，“一”和“来”都不可以被其他形式替代。在语篇上，“这样一来”具有承上启下的语

篇衔接功能。

四　从构式群看“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

从与“这样一来”相关的构式来看，在三个构件中，“一”是常项；“这样”是前变项，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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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这么、那么、这、那、如此、因此、如是、由此”⑩ 来替换；“来”是 后 变 项，可 用 其 他 的 Ｖ或

ＶＰ来替换，由此构成的相关构式形成了一个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具有相似性的系统，我们称之

为“称代＋一＋ＶＰ”构式群瑏瑡。“称代＋一＋ＶＰ”的前变项是具有回指功能的述谓性称代构件；
后变项既可以是动词或动词短语，也可以是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由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占优

势，因此以ＶＰ代之。
基于结构主义系统观对语言成分区别性价值的认识，任何构式都是系统之内的一种区别

性存在，在构式系统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具体构式的形义匹配关系。我们将“这样一来”置于

“称代＋一＋ＶＰ”构式群中，从其与其他构式的关系考察其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

４．１ 前变项的可替换构件

“称代＋一＋ＶＰ”构式中的前变项可以分为两类：单纯述谓性称代构件（包括“这样、那样、
这么、那么、这、那、如此”）和复杂述谓性称代构件（包括“因此、如是、由此”）。比较特殊的是第

二类，下文我们将具体分析。
先来看“因此”。“此”是称代成分，“因此”是连词，关联前后事件，表结果或结论（吕叔湘主

编１９９９：６２２）。除了“因此一来”，“因此一ＶＰ，Ｑ”结构层次均为［因此［一ＶＰ，Ｑ］］，“因此”与

“一ＶＰ”并不在同一结构层次上。例如：
（１０）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

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

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白先勇《永远的

尹雪艳》）
但“因此一来”中，“一来”是前附于“因此”的，二者整合于同一结构层次上。例如：
（１１）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他们不可为人接受的欲望，藏在清醒头脑

之外的那些东西，都转变成了可为人接受的行动方式。因此一来，健康的行为，如同病

态的行为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由无意识的力量来促发和引导。（人教网２００４－０６－３０）
可见其他“因此一ＶＰ”并不是一个结构体，我们将其排除出“称代＋一＋ＶＰ”构式群。“因

此”表结果或结论，“因此一来”表因果性连接或推理性连接，不表承接性连接。
再来看“如是”。“是”是称代词，照应上文；“如是”是与“如此”意义相似的庄典体表达，只

是“如此”已词汇化，而“如是”是动宾短语，指“按照／像这样（上文事件）”。例如：
（１２）事件也许是当时的事件，情绪、反应难免不带今天情感 烙 印———那 它 还 是 原 来 的 它

么？如是一想，十分绝望。（王朔《现在就开始回忆———〈看上去很美〉自序》）
最后来看“由此”。“由”是介词，可以表由于（如“由感冒引起了发烧”），也可以表凭借（如

“由此可知”），表经由（如“由南门入场”），表起点（如“由表及里、由北京出发”），表顺随、听从

（如“事不由己、由着性子”）（《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１５８３）；“此”是称代词，照应上文；“由此”
是介宾短语，关联前后事件。例如：

（１３）哈塔米总统执政以来，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不断重塑伊朗在欧洲的外交形象，尽力

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这既是伊朗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又是伊朗

改变孤立状态的全盘外交的重要突破口，并以此为依托，最终打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

全面遏制政策。由此一来，伊德关系凸显重要。（《人民日报》２０００－０７－１７）瑏瑢

４．２ 后变项的可替换构件

在“Ｐ，称代＋一＋ＶＰ，Ｑ”中，“称代＋一＋ＶＰ”的后变项ＶＰ有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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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与Ｐ中Ｖ或ＶＰ有原词复现关系的表达具体意义的普通实义动词或动词短语，我们

称之为ＶＰ原 词
瑏瑣，如下例“这样一画”中的“画”：

（１４）孩子们由大人用墨笔或锅烟子在脸上画一副大眼镜，画出胡子，据说这样一画，老痎

鬼就找不到原人，回不到身上了。（姚雪垠《李自成》）
二是与Ｐ中Ｖ或ＶＰ有近义复现关系的表达具体意义的普通实义动词或动词短语，我们

称之为ＶＰ近 义，如下例与“理论”有近义关系的“如此一闹”中的“闹”：
（１５）那位老妇人接过大女儿抱来的内有两根铅丝的被絮，怒气冲天，去找郑某理论。如此

一闹，“郑某在被絮中做手脚，放入一些害人益己的脏东西”的流言，在当地迅速扩散。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０７－１５）

三是表达Ｐ中系列动词上位意义的普通实义动词或动词短语，我们称之为ＶＰ上 义，如下例

“这样一玩”中的“玩”：
（１６）“答应！这儿没有漂亮的贝壳！”“是啊！不找了，我们还是放风筝，拍摄录影带……”

这样一玩，太阳开始下山了，趣趣吃了一瓶奶，在一棵 大 树 下 晒 肚 皮 睡 觉。（岑 凯 伦

《蜜糖儿》）
四是具有概括性的、意义广泛的动词或动词短语，我们称之为ＶＰ概 括，如下例“这么一干”

中的“干”，相似的还有“做、弄、整、搞、折腾”等。例如：
（１７）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

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王蒙《〈三国演义〉里的“前

现代”》）
五即“这样一来”中的代动词“来”。
前三类ＶＰ原 词、ＶＰ近 义、ＶＰ上 义 都是有具体意义的实义动词或 动 词 短 语，可 统 称 为 ＶＰ具 体。

ＶＰ具 体 可以是动作行为 动 词（如“说、晃、改 变”）、心 理 动 词（如“认 识、害 怕、心 疼”）、存 现 动 词

（如“死、飞、走、躺、坐”）、趋向动词（如“出去、传开”）。ＶＰ概 括 是处于意义具体而实在的ＶＰ具 体

和意义非常虚化的代动词“来”之间的一类动词，包括“做、弄、整、搞、干、折腾”等。“弄”“整”这
些词“用来泛指具体动作”，“是意义广泛的普通动词，还不是代动词”（赵元任１９７９：２９０）。其

语义大体可以概括为“做”。

４．３ 从构式群看“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

根据前两小节对“称代＋一＋ＶＰ”中前变项和后变项的分析，“称代＋一＋ＶＰ”构式群中

有三类构式：“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和“称代＋一＋来”。“称代＋一＋ＶＰ”
构式群共时层面的构式功能和网络层级可以图示为图二和图三。

图二　“称代＋一＋ＶＰ”功能系统

根据图二，“称代＋一＋ＶＰ具 体”和“称代＋一＋ＶＰ概 括”既具有概念功能，又具有语篇衔接

功能。“称代＋一＋ＶＰ具 体”和“称代＋一＋ＶＰ概 括”表达概念意义，前承事件与后续事件之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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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接、因果和推理关系。只是“称代＋一＋ＶＰ概 括”语义上泛化一些。“称代＋一＋来”则不

表达概念意义，不参与事件的叙述过程，具有承接、因果和推理逻辑关系的是其连接的前后事

件，其本身表 达 逻 辑 关 系。从“称 代＋一＋ＶＰ具 体”到“称 代＋一＋ＶＰ概 括”再 到“称 代＋一＋
来”，概念功能逐渐泛化直至淡隐，语篇功能从次要地位逐渐凸显以至处于主要地位，因此具有

从事件构式到语篇衔接构式的发展趋势（见图三）。可见，“称代＋一＋来”不是凭空出现的，而
是在已有构式“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的基础上依据语言由实到虚、由自由到

黏着的演变规律逐步发展出来的。

图三　“称代＋一＋ＶＰ”共时层面构式网络层级系统

从图三来看，“这样一来”作为知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构式网络层级系统中处于微观构

式层面的一个节点位置上，它与低层的构例、同层的微观构式（如“这一来”“那样一来”等）以及

上层的中观构式和宏观构式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一来”是习语性实体构式。任何构

式都是具体构例固化和规约化的产物，“这样一来”也不例外。实体构式“这样一来”是在构例

“这样一来”的基础上概括和抽象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构例的特定语境特征被抽离，被交际群

体心理加工概括进构式的是有损记忆的痕迹（ｌｏｓｓ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ａｃｅ）瑏瑤（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１９：１８）。与

之相似，“那样一来、这么一来、那么一来、这一来、那一来、如此一来、因此一来、如是一来、由此

一来”也是各自同形构例概括、抽象而来的实体构式，这１０个实体构式在概括使用过程中共同

图式化为半图式性构式“称代＋一＋来”。最后，“称代＋一＋来”与同样层层抽象化而来的“称
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共同图式化为半图式性宏观构式“称代＋一＋ＶＰ”。

因此，实体构式“这样一来”不是孤立隔绝的，其形成既是构例“这样一来”用法概括抽象的

结果，也是中观构式从事件构式发展出语篇衔接构式，宏观构式“称代＋一＋ＶＰ”概念功能逐

渐消失、语篇功能逐渐凸显为主要功能的关键环节。

五　“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机制

“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既有构件“这样”“一”“来”语篇功能的基础条件作用，也
有构例的规约化和相关构式的影响作用。在以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起支配和制约

作用的根本机制是事件小句语篇化。所谓事件小句语篇化（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具有概念功能

的事件构式在元功能上丧失概念功能，凸显或发展出语篇衔接功能从而发展为语篇衔接构式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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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节对“这样一来”在构式群中所受影响与制约的分析来看，“这样一来”通过实例

联接与中观构式“称代＋一＋来”相联，“称代＋一＋来”不仅是“这样一来”固化和规约的结果，
而且是在“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构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从中观构式

的对比入手，可以厘清构式发展变化的脉络，从而明晰“这样一来”功能浮现机制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们就立足于“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称代＋一＋来”在语义内容、语法

性质和句法结构上的变化，来探讨“这样一来”语篇化机制的具体表现。

５．１ 语义内容上的去事件化

所谓去事件化（ｄｅ－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某个句法结构在语义上不再表达一个事件，而是变

成一个非事件表达形式的过程。“事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事件（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ｙ）包括动作

行为事件（ｅｖｅｎｔ）和 状 态 事 件（ｓｔａｔｅ），狭 义 事 件 即 动 作 行 为 事 件，包 括 过 程／活 动（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完成（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达成（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等下位事件类型瑏瑥（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５）。
根据４．２小节的分 析，ＶＰ具 体 可 以 是 动 作 行 为 动 词（如“说、晃、改 变”）、心 理 动 词（如“认

识、害怕、心疼”）、存现动词（如“死、飞、走、躺、坐”）和趋向动词（如“出去、传开”）等或由其构成

的动词短语。从事件类型来看，“称代＋一＋ＶＰ具 体”可以表示过程／活动事件（有起始点没有

终止点），如“这样一画、这样一玩、这样一开打、那样一说、这么一跑、这一出去、这一传开”等；
表示完成事件（既有起始点又有终止点），如“这么一见面、这一建成、这一解放”等；表示结果／
达成事件（没有中间过程，瞬间达成的动作），如“这一到、这么一发现”等。因此，“称代＋一＋
ＶＰ具 体”表示的是动作行为事件，即狭义事件。

“称代＋一＋ＶＰ概 括”（如“这 样 一 做、那 样 一 搞、这 么 一 干、那 么 一 折 腾、这 一 弄、这 一 整”
等）则表示过程／活动事件，因此也是狭义事件。

“称代＋一＋来”既不表动作行为事件，也不表状态事件，主要表逻辑关系意义。
从“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到“称代＋一＋来”的发展过程来看，在语义上

是从事件发展为非事件。基于“这样一来”与“称代＋一＋来”的实例联接关系，可以说，“这样

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在语义上起支配和制约作用的机制是去事件化。

５．２ 语法性质上的去小句化

所谓去小句化（ｄｅｃｌａｕ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小句在句法上丧失其作为小句的独立地位，变得具有

依附性，发展为非小句的语言形式的过程。黄均凤（２０１４）提出“这一来”的虚化标志有二：一是

是否参与句子成分的 构 建；二 是 句 法 位 置，是 处 于 句 内 还 是 句 间。我 们 据 此 对“称 代＋一＋
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与“称代＋一＋来”的句法表现进行对比。请看：

（１８）孟大环抓住他，并且大喊道：“叫别人买去！谁不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呀，想逃 跑 可 不

行！”他这样一喊，为的是叫他周围的小特务们全注意地监视着他们的“俘虏”。（杨沫

《青春之歌》）
（１９）她对秦风还是不爱，但为他的热情所鼓动，简直将理性的火焰完全灭熄了，她居然想

写信给家庭，要求解除旧婚约了。假如她真的这样一干，那引起来的反对，是可想而

知的，夫家的责言，乡党的姗笑，都可以不管，只是她的母亲，她的严正慈祥的母亲，哪
能受得住这样打击？（苏雪林《棘心》）

（２０）原来李如柏在广宁任总兵官时，努尔哈赤为搞好关系，将其弟舒尔哈齐的闺女娥喇佳

嫁给李如柏为妻。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翁婿关系，两下来往也密切起来。（李文澄

《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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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８）“这样 一 喊”是“称 代＋一＋ＶＰ具 体”的 构 例，例（１９）“这 样 一 干”是“称 代＋一＋
ＶＰ概 括”的构例，二者都可以有主语，参与句子基本成分的构建；例（２０）“这样一来”是“称代＋
一＋来”的构例，具有插入语性质，不可以有主语瑏瑦，不参与基本句子成分的构建。因此，“称代

＋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是小句，“称代＋一＋来”不是小句。
“称代＋一＋来”在语义上丧失了事件性，必然导致其在句法上丧失小句的独立地位，在句

法形式上有所依附。作为“称代＋一＋来”的微观构式，“这样一来”也是依附于前后小句起衔

接语篇作用的非小句。因此从“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和“称代＋一＋来”语

法性质的变化看，“这样一来”语篇功能的浮现机制是去小句化。

５．３ 句法结构上的语块化

语块（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ｈｕｎｋ）是“由 连 续 或 不 连 续 的 词 语 或 其 他 有 义 元 素 预 先 整 合 成 模 块 的、形

式、意义／功能相匹配的实体性语言交际单位”（薛小芳、施春宏２０１３），其基本属性是结构预制

性和整体存取性。所谓语块化（ｃｈｕｎｋｉｎｇ），是指一个句法结构组合性降低、整体性增强，变成

一个可以整体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语言单位的过程。当一个句法结构发生了语块化，那么它的

结构就会变得固定（如习语、固定短语），或搭配受到限制（如“擤鼻涕”），或具有有限的高频搭

配（如“打比方”）等（李慧２０１２）。“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是事件构式，可以带

主语、宾语、状语（如时间状语、地点状语、方式状语、情态状语等）、补语（如趋向补语、结果补语

等）。例如“她昨天在家里这么一提出想法／她这刚一说完／她用画笔这么一涂／她这么猛然一

站／这么一说起来／这样一算下来”等。整个结构可以做更大单位的宾语，如“听他这样一说”；
“一Ｖ”构件可以并置，如“听到韦鹏飞这样一叫一嚷”。构件除了常项“一”之外都可以被替换。
整体意义等于部分意义之和，具有可分析性，是组合意义，构体结构完全透明。因此，从句法结

构看，构件之间完全是组合关系。
“称代＋一＋来”不可以带主语、宾语、状语、补语，不可以做更大单位的句法成分，“一来”

不可以并置；“称代”构件可以由有限成分填充，“一”和“来”都是常项，内部结构具有很强的凝

固性。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之和，是浮现意义，构体结构具有一定的不透明性。因此，从句

法结构看，构件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组合性，但整体性更凸显。“这样一来”作为“称代＋一＋
来”的构式微观化实现，承继了“称代＋一＋来”整体性凸显的特征。

总之，“称代＋一＋ＶＰ具 体”“称代＋一＋ＶＰ概 括”“称代＋一＋来”在句法结构上组合性逐渐

降低、整体性逐渐增强，“这样一来”语篇功能的浮现机制在句法结构上表现为语块化。

六　在多重互动关系中认识事件小句语篇化

对于“这样一来”之类事件小句语篇化而来的语篇衔接构式，学界主要从适用语境、使用条

件、话语功能、基于结构体的形式／意义匹配、构式解析等方面进行分析，大多采用整体主义的

研究路径。这种分析对我们认识语篇衔接构式的整体功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难以回答

构式功能来源及浮现机制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将语篇衔接构式

置于构件整合过程和构式系统中来考察其功能浮现路径，并基于此探讨事件小句语篇化的浮

现机制问题。这里再试图对上文所涉及的事件小句语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做出进一步的

概括性说明。
首先，本文将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还原至组构成分及其整合过程。这种整合过程不

仅呈现出构式的构件之间、构件与构体之间或隐或显的各种关系，而且呈现出构体大于构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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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浮现内容，从而为考察功能浮现路径提供了一种推导过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的结

构化分析模型。这种结构化分析模型的构建策略是基于构式形式—功能匹配，是在构件与构

件、构体与构件的互动中实现的理念，依循的是互动构式语法所秉持的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原

则：“立足整体，重视还原，强化多重互动关系的整合机制分析”（施春宏２０１８：１６），将自下而上

的分析路径和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相结合，以方法和方法论的一贯性来分析多重界面互动机

制作用下的事件小句语篇化现象。
其次，本文将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置于构式群中相关构式的共性与差异、区别与联系

中进行考察。任何构式都是系统内部一种带有区别性的形式—功能匹配，具体构式的功能是

由相关构式决定的，必须在构式群中才能更充分地认识构式的功能浮现路径。这就必须遵循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区别性原则，即在系统中确定关系，在关系中决定价值（施
春宏２０１０ｂ）。因此语篇 衔 接 构 式 的 形 式—功 能 匹 配 关 系 是 在 相 关 构 式 群 中 确 定 的，确 切 地

说，是在相关构式的互动中确定的。这种构式互动表现为构式间的发展关系和承继关系（这种

承继关系也包括构式与构例之间的实例联接关系）。这种基于构式群的系统分析路径，将构式

的形义关系分析由独立考察发展为对由构式形式和／或意义（功能）所联结的构式网络的系统

考察，因而其分析路径具有更高层面的方法论意义。
再次，“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机制，体现了篇章特征向语义、句法投射过程中构

式结构化形式与结构化意义／功能之间的互动。“这样一来”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机制在语义

层面表现为去事件化，在句法层面表现为去小句化和语块化。构式意义／功能的拓展决定了构

式语法性质和句法结构整合方式的变化，构式语法性质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和安排则反映了构

式意义／功能的变化。构式就是在形式与意义／功能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互动过程中，完成了

从意义／功能向句法的投射，从而实现了形义匹配。但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的、整体性的形式与

意义／功能的互动，而是意义／功能结构化与形式结构化的互动。基于形义关系结构化的分析

路径是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所倡导的多重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的体现。
总之，事件小句语篇化研究只有坚持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原则，将语篇衔接构式还原至多

重互动关系中，才能对其功能浮现路径及浮现机制做出有脉可循、有径可依的说明。

七　余　论

以上分析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的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原则和语言三大元功能说，梳理了语

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的承接性连接、因果性连接和推理性连接三大语篇功能；并在构件整

合、构式群内部构式互动中，考察了其语篇衔接功能的浮现路径；然后基于以上分析，概括了该

构式语篇化的浮现机制，即事件小句语篇化，主要表现为语义内容上的去事件化、语法性质上

的去小句化及句法结构上的语块化；最后，对研究中依循的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说

明，倡导在多重互动关系中进行事件小句语篇化研究。接下来对事件小句语篇化研究中践行

的构式语法统一观略加说明。
构式语法坚持构式的统一观，这既是指将所有的规约性形义配对体都统一为构式，也指所

有的构式分析都基于统一的分析原则（施春宏２０１５）。本文所讨论的语篇化机制适用于所有

的事件小句语篇化过程，是具有普适性的根本机制。事件小句语篇化过程的一端是基于某种

方法论而建构的基础构式或基于历时演变而来的源构式，该基础构式／源构式在句法语义特征

或构式特征上表现为事件小句／事件构式；与之对应，另一端系联的是语篇衔接成分／语篇衔接

·９４·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构式。从句法语义特征看，事件小句都具有相同的句法语义表现，在语义上表示事件，参与真

值语义的表达，在语法上是独立小句，在结构上具有组合性，是三位一体的结构体；而语篇衔接

构式的句法语义共性则表现为，在语义上表逻辑关系，不参与真值语义的表达，在语法上是黏

附成分，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因此，事件小句发展为语篇衔接构式必然会丧失事件

性、小句地位及一定的结构组合特征。只是语篇化的动因，有的表现为动词的语义漂白瑏瑧，如

“这样一来”中“来”的 语 义 泛 化；有 的 表 现 为 事 件 小 句 的 词 汇 化，如“说 是”（李 冬 梅、施 春 宏

２０２０）、“看样子”；有的表现为事件小句的虚化，如“Ｘ是说”“不是我说你”“（你）看你”“我说”
等。这种从事件小句到语篇衔接成分、从事件构式到语篇衔接构式的发展过程，不仅符合语言

从实到虚、从自由到黏着的发展方向，同时也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认知过程。对事件小句

语篇化过程的根本机制做出语篇化以及去事件化、去小句化和语块化的统一解释，符合构式语

法基于统一的分析原则。
其实，无论是语篇化机制的统一解释，还是结构化模型的构建，抑或是相关构式的系统考

察，都致力于构建统一的分析模型，追求分析、解释的普遍性和预测的有效性，体现了事件小句

语篇化研究中基于统一的分析原则和句法化、结构化、一致化的追求。

附　注

①本文例句大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ＣＣＬ），文 中 不 再 标 注；来 自 其 他 文

献的例句和自拟句在句末标明。

②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将语言三 大 元 功 能（ｍｅｔ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概 括 为 概 念 功 能（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人 际 功

能（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和语篇功能（ｔｅｘｔ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９４：３９）认 为，概 念 功 能 的 作 用 是“识 解

一种经验模式”（经验功能）或“构建逻辑关系”（逻辑功能），指的是语言表征语言使用者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

和反映的功能；人际功能的作用是“确立社会关系”，指的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表征语言使用者的情感、态 度、

认识、评价以及他在交际双方 之 间 所 建 立 的 关 系 尤 其 是 他 所 扮 演 的 交 际 角 色 等 的 功 能；语 篇 功 能 的 作 用 是

“创建和语境的关联”，指的是语言连接／组织语篇的功能。

③为有效区别和说明构式的整体结构和组构成分，施春宏、李聪（２０１８）提出“构体”和“构件”的概念，构式

特征包括构体特征（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即作为构式而具有的整体特征）和构件特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即作

为构式的组成部分而具有的组构特征）两个方面。本文依此。

④所谓构式生成的“增殖效应”，指的 是 新 生 成 的 结 构 体 在 整 合 过 程 中 浮 现 出 了 其 组 构 成 分 所 未 包 含 或

没有显现、不够凸显的语义内容（施春宏２０１７）。

⑤互动构式语法是施春宏（２０１６、２０１８）等提出的构式语法分析新路径。该理论倡导构式形义关系分析中

的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的方法 论 原 则，倡 导 自 上 而 下 和 自 下 而 上 相 结 合 的 分 析 模 式，“立 足 整 体，重

视还原，强化多重互动关系的整合机制分析”（施春宏２０１８：１６）。

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 Ｈａｓａｎ（１９７６）首 次 系 统 讨 论 了 英 语 篇 章 内 部 的 五 种 衔 接 方 式：指 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省 略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替代（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连接（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词汇衔接（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则将替代

和省略合二为一。“这样一来”的语篇功能体现为其中的“连接”。

⑦因果性连接表已然事件中的已知因果关系；由于原因或结果的特殊事例从来不能绝对地为人所知，所

以因果推理表已然事件中的未知因果关系、与未然事件有关的因果关系以及非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⑧“已知事件”（认知层面）并不必然为“已然事件”（事实层面）。

⑨“这样一来”构件组合的层次性来自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

⑩除此之外，还有“这末、怎么、如何”，“这末”是“这么”的异形词；“怎么”“如何”不具有照应功能，且“怎么

一来、如何一来”不是语篇衔接构式，暂将其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０５· 汉语学报



瑏瑡施春宏（２００８）提出“句式群”概念，施春宏（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将其定义为“具 有 相 同 底 层 语 义 结 构（论 元 结

构）关系而表层配位方式不同的句式所构成的系统”。施春宏（２０１６）进一步将“句式群”拓展到所有的构 式 形

义关系系统性研究中，即“构式群”（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施春宏（２０１８：１３４）进一步阐述了其内涵：“构式群可

以指语言系统中任何具有相同或相关特征的若干构式组成的集合。”

瑏瑢在搜集的语料中发现“由此一ＶＰ”的 特 殊 用 例：“此 线 无 险 可 守，主 要 的 国 防 线 算 是 拒 马 河，亦 在 涿 州

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钱穆《宋 代 以 防

御保国之失》）“此”复指地点，与“称代”构件指示兼替代上文已知事件的功能不协调，且在搜集的语料中只有

１例，为保持构式群的整体协调性，我们将此例排除在“称代＋一＋ＶＰ”构式群之外。

瑏瑣韩礼德和哈桑（Ｈａｌｌｉｄａｎｙ　＆ Ｈａｓａｎ　１９７６：２７７，２８８）以名词为例讨论了词汇衔接方式，主要分为复现关

系（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和同现关系（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两类。复现关系包括“原词复现”“同义词／近义词复现”“上义词／下义

词复现”“概括词复现”等，同现关系包括“反义 词 同 现”“互 补 词 同 现”“属 于 同 一 词 汇 集 合（ｌｅｘｉｃａｌ　ｓｅｔ）的 相 关

词语的同现”。本文据此对ＶＰ的复现关系进行讨论。

瑏瑤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２０１９：１８）提出：“构式被理解为有损记忆痕迹的浮现集，这些有损记忆痕迹基于共享的形式、

功能和语境空间而在超维度概念空间中相互匹配。”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２０１３）也提到：“有关任何经验的记忆，都必然是

部分抽象的，因为经验没法被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

瑏瑥Ｖｅｎｄｌｅｒ（１９５７）通过对动词所表示的时间属性的分析，概括出英语句子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将之归于动

词，并据此将动词分为状态动词、活动动词、达成动词和完成动词。后来有许多学者对Ｖｅｎｄｌｅｒ（１９５７）的 分 类

进行研究。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做出了以上分类。

瑏瑦审稿专家提供了以下语料：只见他两只伤手，把坛子就地一放，放开嗓子，大声喊道：“乡 亲 爷 们 哪！都

跪下！跪下磕头行礼！”他这样一来，把人们闹得吃惊发楞，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样一来”篇章化 以 后 具 有 插

入语性质，语法功能接近于连词，“他”“你”可以移位到后续句之前。感谢审稿专家带给我们的启示。

瑏瑧语义漂白又称作“去语义化”“语义弱化”“语义泛化”或“语义虚化”等，指失去非逻辑意义的过程，即 实

指性内容消失（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Ｔｒｏｕｓｄａｌｅ　２０１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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