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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评价性“V-起来”句中，句首 NP 与“V-起来”和 AP 两个谓语同时存在题元关系。把“NP + V-起来”看作附加

语，“NP + AP”是主要谓语，最简方案中的侧向移位和题元特征核查理论可为评价性“V-起来”句的“附加语分析”提供形

式化的理论工具。具体而言，“NP + V-起来”在句法运算时投射为独立的语段 vP1 /APPLP; vP1 /APPLP 的核心 /非核心论

元在推导过程中被拷贝后侧向移位与主句的轻动词形成 vP2。在主句继续推导时，vP1 附接于 vP2，形成复杂谓语结构，

为主句谓语事件的实现提供条件或情景。分裂式结构“V 起 NP 来”也可纳入统一的“附加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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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x of the Evaluative“NP +V-qilai +AP”Construction
Wang He-yu Wen Bin-li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 China)

Based upon the minimalist proposal that theta-features need to be checked in syntactic computation and the sideward move-
ment hypothesis whereby a given constituent is copied and moves from a syntactic object K to another independent syntactic object
L，the evaluative“NP + V-qilai + AP”construction is analyzed as a complex predicate consisting of the adjunct of“NP + V-
qilai”and the matrix predicate“NP + AP”． Specifically，“V-qilai”，as an independent predicate，projects into vP1 /APPLP． At
the end of derivation of vP1 /APPLP，the internal /external /applicative argument of“V-qilai”sideward moves to vP2． After vP1
as an adjunct merges with vP2，the matrix predicate continues to project to an IP and eventually an evaluative CP，thus forming
the complex ［CP［IP NP ［vP2［vP1V-qilai］AP］］］superficial Mandari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evaluative“V-qilai”construction; sideward movement; adjunct

1 引言
汉语中的“NP + V-起来 + AP”结构多表达评价义，被

称为评价性“V-起来”句( 以下简称“起来”句) 。如① －
④所示，“起来”句句首的 NP 可作动词 V 的论元，担任施

事、受事、地点和工具等题元角色。有时，“V-起来”前可

以出现两个 NP: 在⑤ －⑥中，第二个 NP“他”可承担“施

事”，而句首的第一个 NP 分别承担受事和时间的题元角

色。此外，如⑥ －⑦所示，当 V 的宾语位于其后时，该结

构呈现“V 起 NP 来”的分裂式。在① －⑦中，句首的 NP

同时是 AP 的客事( THEME) ; ⑧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⑧由

⑥ －⑦将“V-起来”省略而成) 。
① 他跑起来飞快。( AGENT + V-起来 + AP)

② 这辆车开起来很快。( PATIENT + V-起来 + AP)

③ 山路走起来十分崎岖。( LOCATION + V-起来 +
AP)

④ 这 把 刀 砍 起 来 很 顺 手。( INSTＲUMENT + V-起
来 + AP)

⑤ 这件 衣 服 他 穿 起 来 长 了 一 些。( PATIENT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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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 + V-起来 + AP)

⑥ 那一天他干起活来特别漫长。( TEMPOＲAL + A-
GENT + V-起 + PATIENT + 来 + AP)

⑦ 她干起活来很投入。( AGENT + V-起-PATIENT-
来 + AP)

⑧ a． 那一天特别漫长。
b． 她很投入。

学界对“起来”结构的研究总体上是描述性的 ( 如贺

阳 2004; 曹宏 2004a，b，c，2005; 殷树林 2006a，b; 齐沪

阳 2009 等) ，从句法学角度讨论的文献较少 ( Sung 1994，

熊仲儒 2010 等) 。描述性的文献主要围绕“V-起来”和

AP 到底哪个是句子谓语的问题展开; 虽然研究者大都认

同“V-起来”作为状语修饰谓语 AP 的观点，但未能有效解

释句首 NP 与两个谓词同时存在的题元关系。句法研究

较多关注句首 NP 与 V 的题元关系，忽略 AP 作为谓语如

何允准题元角色的问题; 对于“V 起 NP 来”分裂式的生成

问题，还未见文献专门探讨。
本文依据 最 简 句 法 学 的 侧 向 移 位 ( Sideward Move-

ment) 理 论 ( Nunes 2001，2004 ) 和 题 元 角 色 核 查 理 论

( Hornstein 2001，2009) ，尝试为① －⑦所例证的“起来”
结构提供统一的形式化的“附加语分析”( Adjunct Analy-
sis) 。

2 相关研究回顾
关于“起来”句，文献争论的焦点在到底把“V-起来”

还是 AP 分析为主要谓语。承认“V-起来”是主要谓语的

分析“中动说”和“动补说”。把 AP 当主要谓语的分析认

为“V-起来”是插入语或修饰主要谓语 AP．
2． 1“V-起来”是主要谓语的分析

Sung ( 1994: 62) 和 He ( 2004 ) 等认为“起来”句是中

动句，“起来”为中动语素，让动词获得非事件意义。“中

动说”把“起来”句当作简单谓语句并承认“V-起来”的谓

语地位。这种分析法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起来”句中

有两个谓词，即 V 和 AP，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都能独立

作谓语。第二，AP 在语义上多指向 NP，中动分析无法解

释 AP 与句首 NP 的题元关系。第三，“V-起来”可与前后

的成分用逗号隔开，如⑧ －⑨所示，这说明“V-起来”在语

义和句法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最后，如前所述，“起来”
句 V 前可以出现两个 NP，这不同于中动结构。

⑨ a． 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
b． 这称呼，跟你的雅号比起来，差远了。

“动补说”同 样 把“V-起 来”当 作 主 要 谓 语。依 照

Huang( 1988) 对“V-得”结构的分析，熊仲儒( 2010 ) 认为

“V-起来”后面的 AP 是带有隐性成分的补语从句，如⑩:

⑩ a． ［CP ［IP ［VP 这篇文章］i［V'［V 读起来］［CP
Proi 很耐人寻味］］］］］

b． ［CP ［IP ［VP 这种收音机］［V'［V 携带起来］

［CP Event 很方便］］］］］

“动补说”的优点在于把“V-起来 + AP”分析为复杂

谓语结构，也看到 AP 与句首 NP 的题元关系，但把“V-起
来”当主要谓语无法解释“V-起来”的独立性。实际分析

中很难区分 AP 到底语义指向 NP 还是 Event，如瑏瑡:

瑏瑡 a． ［CP［IP［VP 法语］i［V'［V 学起来］［CP Proi
很难］］］］］

b． ［CP［IP［VP 法语］［V'［V 学起来］［CP Event
很难］］］］］

瑏瑢 a． ［CP［IP［VP］ i［V'［V 读起来］［CP Proi 很乏

味］］］］］

b． ［CP［IP［VP］［V'［V 读起来］［CP Event 很乏

味］］］］］

2． 2“AP”是主要谓语的分析

曹宏( 2004、2005) 从多方面论证，“V-起来”在语义上

相当于表达时间或条件的状语。吕叔湘( 1981) 和古川裕

( 2005) 也认为，“V-起来”与其前、后成分不属于同一语法

层面，相当于插入语。Audrey Li( Sung 1994: 75) 认为副词

“都”、否定词“不”和情态副词“应该”只能出现在“V-起
来”和 AP 之间，而不能出现在“V-起来”之前，这说明 AP
是主要谓语，“V-起来”只是修饰成分。

宋红梅( 2008) 认为 NP 首先与 V 合并形成独立句法

体“NP + V-起来”。该句法体投射为 IP 后以附属从句形

式附接于主句; 然后，NP 从附属从句中提升为主句的话

题。殷树林( 2006a，b) 也采纳话题分析法，将“V-起来”
处理为状语，修饰主句谓语 AP．
“话题说”同样把“V-起来 + AP”分析为复杂谓语结

构，并承认 AP 作主要谓语的地位，不足在于不能解释“起

来”句中句首 NP 与 AP 的题元关系。按照投射原则，AP
作为主句谓语必须在句法运算中允准相关题元角色。从

句法操作来看，“话题说”很难解决从句中的 NP 如何移位

到主句的话题位置。
把“V-起来”看成主要谓语的“中动说”和“动补说”，

忽略汉语中 AP 可单独作谓语并在该结构中传递主要信

息的事实，也没能解释句首 NP 与 AP 的题元关系。而把

AP 作为主句谓语的分析虽然把“V-起来”分析为附属成

分，但未能解释句中两个谓语成分与句首 NP 同时存在的

题元关系。本文支持 AP 为主要谓语，“V-起来”为附属谓

语的观点，试图利用侧向移位和题元特征核查理论解释

两个谓语成分与句首 NP 同时存在的题元关系，为这种附

加语的描述和语感提供形式化的分析。

3 附加语分析的理论依据
生成语法将附属从句和修饰成分都分析为附加语。

由于“V-起来”是附属谓语，可看成状语从句，即生成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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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附加语。在对“起来”句进行形式化的附加语分析之

前，本节先回顾生成语法中的附接操作，再介绍附加语分

析所倚重的侧向移位和题元特征核查理论。
3． 1 关于附接操作

早期生成语法研究中，附加语通过附接操作( adjunc-
tion) 附加到 X'或 XP 上，附接可左向或右向进行。Horn-
stein 和 Nunes( 2008) 对附接操作进行形式化概括( 瑏瑣a) ;

如( 瑏瑣b － c) 所示，附加语可以对 VP 和 NP 进行拓展，但

不改变 VP 和 NP 的句法地位。
瑏瑣 a． ［XP［XP ［XP ． ． ． X

0 ． ． ．］ADJUNCT ］ADJUNCT］
b． ［VP［VP［VP read a book］quickly］ in the yard］
c． ［NP［NP student of physics］ from France］

基于最简方案，戴曼纯( 2003) 提出“广义左向合并理

论”，将附接当作广义的合并。按照该理论，修饰与被修

饰的关系与题元关系一样，也是一种内在的语义关系，都

由合并实现; 所有附加语都在成分统制被修饰对象的位

置进入句法运算; 附加语的不同表层位置是其它成分经

历相关移位的结果，附加语是完成推导后进入运算序列

的超级语类 ( supercategory) ; 根据语段不可渗透性条件

( PIC) ( Chomsky 2005a) ，附加语进入句法运算后等候高

一级语段的释义，但其语域内部成 分 无 法 被 后 续 运 算

触及。
在动态推导与光杆短语结构( BPS) 的框架下，附接与

合并进入句法运算的方式可合二为一，“左向合并”在精

神上也与 Kayne( 1994) 的非对称性成分统制的推导方式

一致。附加语的生成独立于句子主体结构的生成，但附

加语自身的推导过程是否与主句发生关联以及如何发生

关联，仍然值得商榷和深究。就“起来”结构的句法推导

而言，本文认为，附加语“V-起来”的推导可以与主句语段

的推导同时进行; 而且在推导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侧向移

位( 详见下节) 。
3． 2 侧向移位与题元特征核查

句法理论认为，移位不是原始的句法操作手段，可分

解为复制( Copy) 和合并( Merge) 两个步骤( Nunes 2001) 。
据此，Nunes( 2001，2004) 提出侧向移位理论，即允许句法

体 K 中某一成分被复制后与另一独立句法体 L 合并生成

N，条件是 K 与 L 的推导在狭义句法中同时进行，见瑏瑤:

瑏瑤［K． ． ． α］ α ［N α［L． ． ．］］

↑ ↑
Copy Merge

Hornstein( 2001，2009) 提出题元特征核查假设: 论元

要被指派题元角色，必须和与之合并的动词核查题元特

征，且论元移位形成的语链可被指派多个题元角色。
侧向移位理论和题元特征核查理论为“起来”句的附

加语分析句提供理论依据。NP 初始合并在附加语内，然

后侧向移位到句子主体结构中，且 NP 在附加语和句子主

体结构中被指派不同的题元角色，这就解释了“起来”句

中句首 NP 与 V 和 AP 同时具有的题元关系，使附加语分

析的形式化成为可能。

4 “起来”句的附加语分析
本节具体展示“起来”句中的“V-起来”部分如何作为

附加语附接于主句，以及整个结构的推导如何完成。附

加语“NP + V-起来”和主句谓语 AP 在运算中分别独立生

成 vP1 和 vP2。vP1 因与主句谓语有语义上的修饰关系附

接于 vP2，在句法运算中嵌套进句子的主体结构; 在此过

程中，vP1 中“V-起来”的相关论元通过侧向移位与主句轻

动词合并生成 vP2，最终成为句子主语。
“起来”句的句法推导关涉 3 个问题: ( 1) “NP + V-起

来”中，NP 的题元角色如何允准，以及相关 NP 的侧向移

位如何进行; ( 2 ) vP1 如何附接于句子主体语段 vP2 之

上; ( 3) “V 起 NP 来”中，“起”与“来”何以分裂。下面先分

析附加语“NP + V-起来”中，与动词 V 有不同题元关系的

NP 如何允准，说明侧向移位如何发生; 接着展示“NP + V-
起来”如何附接于主句，最后将“V 起 NP 来”分裂式结构

纳入统一的“附加语分析”。
4． 1 附加语“NP + V-起来”中题元角色的允准与 NP

的侧向移位

“NP + V-起来”无论包含几个论元、指派何种题元角

色，都是独立于句子主体结构的成分 vP1。主句“NP +
AP”则生成 vP2。从语义上看，vP1 作为句子谓语结构 vP2
的附加语，表达条件、假设、时间等意义，如“他跑起来飞

快”意为“他［在他跑的时候］飞快”。
若“V-起来”中 V 的论元结构没有全部显现，有可能

是含有空代词 pro． 以“这辆车 ( 他 /pro) 开起来很快”为

例，附加语 vP1 的推导及 NP 的侧向移位如瑏瑥所示:

瑏瑥 a． ［VP1开起来这辆车］

b． ［vP1 ( 他 /pro) ［VP1开起来这辆车］

↓Copy ( 即侧向移位)

这辆车

c． ［vP2这辆车很快］( 这辆车与 AP“很快”合并生

成 vP2)

d． ［vP2这 辆车 ［vP1 ( 他 /pro) 开起来这辆车］ 很快］

( vP1 附接在 vP2 上)

e． ［CP［IP这辆车 ［vP1 ( 他 /pro) 开起来这辆车］ 很

快］( 删除低层拷贝( 这辆车) ，拼读为“这辆车 + ( 他 /pro)

开起来 + 很快”)

在 vP1 推导过程中，“起来”在动词“开”的补语位置

生成，表趋向或起始义;“这辆车”在 Spec-VP1 位置合并，

被指派“PATIENT”题元角色。vP1 生成后，“这个车”被复

制，发生侧向移位，合并在主句谓语 AP 借助轻动词投射

而成的 vP2 的指示语位置。“这个问题”在 Spec-vP2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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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派“THEME”的题元角色，在后续的推导中移位至

Spec-TP，成为主句主语。vP1 中 V 的 AGENT“他 /pro”在

Spec-vP1 位置合并，既可是显性的“他”，也可是隐性的

pro，这也符合汉语允许主语省略的类型学结论。
“V-起来”中的 AGENT 也可侧向移位，以“他跑起来

飞快”为例，侧向移位的进行如瑏瑦所示:

瑏瑦 a． ［VP1跑起来］

b． ［vP1他 ［VP1跑起来］

↓Copy
他

c． ［vP2他飞快］

d． ［vP2他 ［vP1他跑起来］飞快］( vP1 附接于 vP2)

e． ［CP［IP他 ［vP1 他跑起来］飞快］］( 删除低层拷

贝( 他) ，拼读为“他 + 跑起来 + 飞快”)

关于动 词 核 心 论 元 ( core argument ) 和 非 核 心 论 元

( non-core argument) ，有时，句子主语 NP 为“V-起来”中动

词的工具、地点、时间等( 如瑏瑧( a － c) ) 。
瑏瑧 a． 这把刀砍起来特别顺手。( = ( 4 ) ) ( INSTＲU-

MENT + V-起来 + AP)

b． 山路走起来十分崎岖。( = ( 3 ) ) ( LOCATION
+ V-起来 + AP)

c． 那一天他干起活来特别漫长。( = ( 6) ) ( TEM-
POＲAL + AGENT + V-起-PATIENT-来 + AP)

按句法学的主流观点，内论元在 VP 内生成，外论元

由轻动词 v 允准; 而非核心论元可由增元中心语 APPL 引

入，生 成 增 元 结 构 ( APPLP ) ( Pylkkànen 2002; Baker
1988) 。有学者( 程杰 温宾利 2008; 马志刚 2012) 认为汉

语中也存在相应的增元结构，引进非核心论元。据此，我

们认为，瑏瑧a －瑏瑧c 的句首 NP 同样经历由 vP1 向 vP2 的侧

向移位。不过这时 vP1 是拓展为增元结构的 APPLP，④的

推导如瑏瑨所示。
瑏瑨 a． ［vP1 pro 砍起 pro 来］

b． ［APPLP这把刀 ［vP1 pro 砍起 pro 来］

↓Copy
这把刀

c． ［vP2这把刀很顺手］

d． ［vP2 这 把 刀［［APPLP 这 把 刀 ［vP1 pro 砍 起 pro
来］］很顺手］( APPLP 附接在 vP2 上)

e． ［CP［IP 这 把 刀［APPLP 这 把 刀［vP1 pro 砍 起 pro
来］］很顺手］( 删除低层拷贝 ( 这把刀) ，拼读为“这把

刀 + 砍起来 + 很顺手”)

4． 2“NP + V-起来”如何附接于主句

在附加语 vP1 /APPLP 进行推导的同时，句子主体结

构的运算也在进行。仍然以“他跑起来飞快”与“这把刀

砍起来很顺手”为例，其主句的推导和附接的操作如瑏瑩

所示:

瑏瑩

AP 借助轻动词 v2 生成 vP2，来自 vP1 /APPLP 的拷贝

“他 /这把刀”在 Spec-vP2 位置合并，核查主句谓语的题元

特征。vP2 生成后，vP1 /APPLP 作为附加语附接在 vP2 之

上，解读为时间或条件状语。“他 /这把刀”在后续推导中

移位至 Spec-TP 成为主句主语。
值得注意的是，“起来”句中，主语 NP 的语链扮演两

个题元角色: 附加语“V-起来”中的拷贝“他 /这把刀”为动

词“跑 /砍”的 AGENT /INSTＲUMENT，而 Spec-vP2 位置的

“他”被指派 THEME 的题元角色。附加语“NP + V-起来”

之所以与主句中的主语有语义关联，是因为 vP1 /APPLP
和 vP2 所表达的两个命题有语义关联，前者为后者的实现

提供条件。从层级结构来看，不管附加语 vP1 /APPLP 中

经历侧向移位的是论元，最后都受句首 NP 的成分统制，

能获得与句子主语同指。
由于附加语 APPLP 中可以同时允准非核心论元和显

性外论元，所以“起来”结构的句首可以出现不止一个

NP，如瑏瑧c 中，“那一天他干起活来”的 TEMPOＲAL“那一

天”和 AHGENT“他”同时出现在附加语 APPLP 中，尔后

APPLP 整体附接于主句“那一天特别慢长”。这同时也可

解释例⑤，该句中附加语“他穿起衣服来”中的内论元经

历侧向移位，外论元仍在附加语中，所以产生动词的 PA-
TIENT 与 AGENT 同时出现在句首的情况。

4． 3 分裂式“V-NP 来”的附加语推导

分裂式“V 起 NP 来”主要在“V-起来”中 V 与宾语合

并，而发生侧向移位的又是在其他 NP 的情况下发生，如

瑐瑠所示。
瑐瑠 a． 他干起活来很投入。

b． 狗发起疯来爱咬人。
附加语中哪一个 NP 发生侧向移位，与主句中谓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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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元特征相关。如瑐瑠a 中，“投入”只能允准有生名词的题

元角色，因此附加语中的 AGENT 发生侧向移位。为什么

NP 嵌入“起”与“来”中，形成分裂式呢? 这可能与“起”、
“来”不同的语法地位和合并位置有关。吕叔湘( 1981) 认

为汉语共有 11 个趋向动词，“起”、“来”、“起来”都可看

作趋向动词。“V-趋向动词”是介于词与短语之间的“弱

词项结构”，动词在投射成短语之前可先与其组合，再投

射成动词短语。
我们认为，在分裂式“V-起-NP-来”中，“起”和“来”不

是一个整体，合并位置也不一样。“V-起”可能是在词库

中形成的“弱词项结构”，在句法推导中初始合并在 VP 中

心语位置，而“来”可能在 V 的补语位置合并，生成“V-
起 + 来”; 当 PATIENT 题元合并在 Spec-VP 位置后，“V-
起”经中心语移位至 v，即移位至 NP 的前面，拼读时形成

“V 起 NP 来”的分裂式。当然，这种分裂式也有可能是受

制于汉语音韵规则的结果。瑐瑡展示了附加语“狗 + 发

起 － 疯 － 来”的生成过程:

瑐瑡

附加语的分析模式同样适合这种分裂式的推导。附

加语 vP1 为［狗发起疯来］，“狗”经侧向移位至 Spec-vP2，

作为外论元与主句谓语［爱咬人］合并生成［vP2 狗爱咬

人］。vP1 继而附接于 vP2，为主句谓语提供实现条件。

5 附加语分析的两个理论问题
“起来”句的推导还有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NP 侧向

移位的动机和“起来”句在 PF 层的线性化。
5． 1 NP 侧向移位的动机

生成语法一直主张格是论元移位的主要动因。最简

方案( Chomsky 2001，2005) 将论元移位归于 EPP 特征，格

与一致性特征的赋值可以伴随移位自动发生，也可以远

程进行，并不一定引发显性移位。相关特征一旦赋值就

被冻结( frozen) ，不再移位。鉴于 EPP 特征较强的规定

性，有学者主张将其归入格特征核查时的自动引发现象，

没有 必 要 在 语 法 中 独 立 存 在 ( Landau 2007，Bokovi ＇c
2007) 。Lin( 2011) 指出汉语中认知情态动词的有定补语

从句中主语可以移位，由此认为论元移位由 EPP 特征引

发，由于缺乏相关语法特征的赋值，有定补语从句中主语

不会被冻结，可以自由移位。

就“起来”结构的生成而言，无论是附加语 vP1 /AP-
PLP 中的 NP 向 Spec-vP2 的侧向移位，还是 NP 从 Spec-
vP2 至 Spec-TP 的移位，都与格特征无关。若 vP1 /APPLP
中的 NP 没有格特征，就不会被冻结，即有移位的可能。
我们认为 NP 的侧向移位是为了 vP2 中 AP 的题元特征，

NP 从 Spec-vP2 至 Spec-TP 的移位是 T 的 EPP 特征所致。
Pro 也可满足 T 的 EPP 特征。这样也就可以解释［P2 pro
［P1NP + V-起来］+ AP］］类型句子的推导，如“这件事说

起来很惭愧”。
5． 2“起来”句在 PF 层的线性化

Kayne( 1994: 33) 提出线型对应公理 LCA( Linear Cor-
respondence Axiom) ，主张非对称性成分统制 ( Asymmetri-
cal C-Command) 为有效线性化的基本条件。Nunes( 2004)

认为所有的拷贝都受 LCA 的制约。为了使线性化正常进

行，语音部分必须进行拷贝删除。为什么删除低位拷贝，

而保留高位拷贝呢? Nunes( 2004) 认为在 PF 界面拷贝的

删除同样受制于经济原则，即 PF 选择删除携带最少形式

特征的拷贝。由于未被赋值的形式特征必须在 PF 层进

行删除，而高位拷贝的形式特征已在运算中赋值，可被 PF
层有效解读。因此，保留高位拷贝意味着删除更少的形

式特征，而保留低位拷贝需删除更多的形式特征。相比

之下，前者更为经济。
在“起来”句的推导过程中，附加语 vP1 中的 NP 发生

侧向移位，与 Spec-vP2 位置的 NP 形成语链 CH1。接着

Spec-vP2 位置的 NP 至 Spec-TP 形成语链 CH2。既然我们

认为两次论元移位都与语法特征的核查无关，基于 PF 界

面受经济原则制约保留形式特征较少的高位拷贝的假设

显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暂且采纳 Kayne
( 1994) 的观点，即低位拷贝在线性化时不可见，PF 自动

选择拼读高层拷贝拼读。至于汉语 PF 界面到底以何种

机制选择删除低位拷贝，仍值得探索。

6 结束语
评价性“V-起来”句包含两个独立谓语结构; “V-起

来”是附加语，AP 是主要谓语。基于侧向移位以及题元特

征核查理论，本文为“起来”句提供统一的形式化的附加

语分析，解决结构中两个谓语如何独立允准题元角色的

问题，也解释句首 NP 与“V-起来”和 AP 可能同时具有的

题元关系; 同时将“V 起 NP 来”分裂式纳入分析。主要观

点如下: ( 1) “NP + V-起来”单独投射为 vP1 /APPLP．“V-
起来”中动词论元在运算时可侧向移位至句子主体结构，

满足 AP 的题元特征要求，生成 vP2。vP1 附接于 vP2，形

成复杂谓语结构。( 2) “V-起来”中动词的核心与非核心

论元都可显性投射，因此“V-起来”前两个 NP 可以共现。
( 3) “V 起 NP 来”分裂式产生的原因在于“起”、“来”和

“起来”都趋向动词。若“V-起”作为“弱词项结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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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V 的中心语位置，而“来”单独合并于 V 的补语位置，拼

读时“V-起”经中心语移位至轻动词后便与宾语隔离，形

成“V 起 NP 来”分裂式。( 4) 汉语中格和一致性特征无

显性证据，附加语 vP1 /APPLP 中的 NP 不会被冻结，可侧

向移位至主句 Spec-vP2 处，移位是为核查主句谓语的题

元特征; 而 NP 从 Spec-vP2 至 Spec-TP 的移位乃 EPP 特征

所致。PF 界面基于经济原则删除低层拷贝的假设无法解

释“起来”句的线形化问题。汉语这类缺乏格和一致性特

征的语言里，PF 界面到底以何种机制选择删除低层拷贝，

有待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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