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里，时间词语是表达时间概念的主

要形式。若根据时间词语在表义功能上的不同，可

将其分为时段时间词语和时点时间词语。时段时

间词语表示时间的长短，回答多长时间的问题，如

“两天”“三年”“一个月”“一会儿”等；时点时间词语

表示某个特定的时间，回答什么时候的问题，如“今

天”“两年前”“上个月”“这个时候”等。而在现代汉

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复合时间结构，如“去

年的这个时候”“明年的今天”“去年今日”“明年此

时”等。相对于“今天”、“明天”以及“去年秋天”、

“昨天傍晚”等简单的时间词语或时间短语而言，

这类特殊的复合时间结构能够将原来具有一定距

离的“事件”（包括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拉回到现

时，从而产生加强现场感的语用效果。实质上，这

类复合时间结构是一种与时间性相关的特殊的语

法现象。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它简记为“T1+（的）+

T2”，其中，“的”在某些情况下可省略。

二、“T1+（的）+T2”结构的形式特征

从语表结构形式出发，“T1+（的）+T2”是以当前

时间为基准构成的复合时间结构，且T1、T2都必须是

表示时点的时间词语，T1指示是表“过去”或“将来”

的时间词语，T2指示是表“现在”的时间词语。

（一）T1、T2均以当前时间为基准

在“T1+(的)+T2”这一复合时间结构中，T1、T2必须

是以当前时间为构成基准的时间词语。时间词语

的产生是空间隐喻的结果,依照不同的基准或者标

准,可以形成不同的时间基准。李向农认为“当前基

准是以说话人自身所处的现实时间即说话时间为

基准点构成时间词语”[1]17。若说话人以自己的说话

时间为基点,或者以此为参照而形成的可以判定一

定的时间顺序的时间概念，那就可以称为“当前基

准”。

若以说话人的说话时间为基准，则可将时间词

语分为三类：一是指示“现在”的时间词语，如“此时

（此刻）”“今天”“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月”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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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指代词“这”与“现在”有密切的

关系，比如“这时”“此时（此刻）”“这个时候”都可指

示当前，表示“现在”；二是指示“过去”的时间词语，

如“昨天”、“前天”、“上一周”、“上个星期”、“上个

月”、“去年”以及“表时量的数量短语+前”（“两周

前”、“三十年前”）等；三是指示“将来”的时间词语，

如“明天”、“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以及“表

时量的数量短语+后”（“三天后”、“两个月后”）等。

也就是说，T1、T2包含在上述时间词语中。根据排列

组合的逻辑和时间逻辑，我们认为T1只能是指示

“过去”或“将来”的时间词语，T2为指示“现在”的时

间词语。

（二）T1、T2均具有“时点”属性

前面已经谈到，T1、T2均是以当前时间为基准的

时间词语。若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T1、T2还必须都

是表示时点的时间词语。时点作为时间序列上的

一个一个的点，可以用来定指古往今来的一个时间

或者特指相对于说话时间的某个时间，常可以用来

回答“什么时候”的提问。而关于“时点”的语言表

达式常包括时间名词，如：“今天”“明年”“上午”“星

期一”“此时/此刻”“傍晚”等；表时点的方位名词，

如：“上/下周”“上/下个月”；表示时点的方位短语，

如：“两年前/后”“三个月前/后”等；或由“这(个)”“那

(个)”跟“时候”“时间”构成的偏正结构等；或表示年

份、月份、日期的词语，如：“1999年”“光绪六年”“正

月”“初三”等。然而，由于T1、T2必须是以当前时间为

构成基准的时间词语，因此，T1、T2只能是以当前时间

为基准的表示时点的时间词语。在上述所列举的表

示时点的时间词语中，像“傍晚”、“上午”、表示年份、

月份、日期以及星期的时间词语都是不能进入“T1+

（的）+T2”这个复合时间结构中的。

（三）时点“量”长度的确立

当T1、T2满足上述的“当前基准”和“时点”这双

重属性时，T1的时点“量”长度还必须大于T2时点

“量”长度，也即T1所指时间的范围大于T2所指时间

的范围。陆俭明指出“时间的点(即时点)可大可小,

大到可以指说话之前或说话之后相对有限的整个

历史阶段，小到可以只指某一瞬间,这就是说时点的

直径可长可短”[2]，时点作为时间链条上的一个一个

的点表示特定的时间，存在着量级域的问题。由于

时间是抽象的、无形的，人们只能借助周围其他运

动着的物体的周期变化以及空间方式来感知时间

的存在。时间的“量度”就是指人们依靠物体在空

间中的有规律运动将抽象的时间观念进行划分。

“日”的观念源于太阳的东升西落；“月”的观念来自

月亮的盈亏周期运动；“年”的概念可能与农作物的

熟制相关，《说文解字·禾部》中说：“年，谷熟也。”后

来“年”发展成为记时单位。戴浩一认为时间词语

连用的排列顺序总是范围大的在前，范围小的在

后，早的在前，晚的在后，这是时间顺序规律[3]。

若满足T1的时点“量”长度大于T2的时点“量”

长度，即T1的所指范围必须要大于T2的所指范围，

那么可接受的时间词语的组合是：

A.去年的今天（“量“长度：年＞日）

B.下个月的今天（“量”长度：月＞日）

C.明年此时（“量”长度：年＞时）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满足“T1的时点‘量

’长度大于T2时点‘量’长度”，但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时间词语的组合。例如：“下个星期的后天”“去年

的上一个星期”，它们也是T1＞T2，但这是不规范的

表达，甚至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本文将在后面对其

进行深层次的讨论。而且还有一类时属关系，如

“昨天傍晚”“明年秋天”等也存在T1“量”长度大于

T2，但这并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时间表达式的范

围。因为“傍晚”“秋天”等虽属于表示时点的时间

词语，但它们不是以当前时间为基准，而是以天象

基准构成的时间词语。

综上所述，即可得知：第一，T1、T2均是以当前时

间为构成基准，T1只能是指示“过去”或“将来”的时

间词语，T2为指示“现在”的时间词语；第二，T1、T2均

具有“时点”属性且T1的时点“量”长度大于T2时点

“量”长度。总之，“T1+（的）+T2”的结构构成见表1。

三、“T1+（的）+T2”结构的语义特征

就句法结构而言，“T1+（的)+T2”属于“的”字偏

正结构。而在语义上，这个复合时间结构的内部形

成双向限制的关系，即T1限制T2，同时T2对T1也起到

了限制作用。而且当说话人使用这个复合时间结

构进行言语交际时，它的所指时间范围取决于T1，且

语义重心也发生了转移。

（一）T1与T2之间的双向限制关系

语法学家们普遍将“名词+的+名词”即“N1（的）

时间

名词/

时间

短语

T1

“去年”“明年”

表时量的数量短语+前/

后，如：“三年前”“五个月

前”“两天后”等

“上/下+周”“上/下（个）+

星期“上/下+（一）个月”

T2

“今天”、“现在”、“此

时（此刻）”以及“这个

时候”

·· 102



第3期

N2”的结构内部的语义范畴,分为两大范畴：一是领

属/非领属；二是限制/描写。而本文所讨论“T1+

（的）+T2”的这一复合时间结构中的T1、T2都是时间

名词或名词性的时间短语，二者构成限制关系。

首先，按照“的”字偏正结构的语义认知顺序，

一般认为是前项修饰后项，也就是说T1限制T2。在

这个复合时间结构中，T2作为表示“现在时间”的时

点，它在时间序列上可以随意的游走，过去有“今

天”和“现在”，将来也会有“今天”和“现在”。而T1

限制T2即是将T2固定在时间序列上，取消其不固定

性。

其次，前面我们说到，T1、T2都是表示时点的时

间词语，T1的时点“量”长度大于T2时点“量”长度，当

一个时间点的“量”长度足够长时，可以在其后加上

一个“量”长度足够短的时点共同来确立语境中更

为精确的时间定位①。例如：“去年，我学习了语法

知识”与“去年的今天，我学习了语法知识”这两例

都是时间词语作时间状语，但后者所表达的时间精

确性明显强于前者。可见，T2对T1也起到了限制作

用。因此，“T1+（的）+T2”的复合时间结构中的T1、T2

是互相限制的关系，形成整体来指示时间。

（二）语义重心转移

所谓语义重心（focus）是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交际者最为关注的信息。它通常是一句话中说话

人所要传达的重点信息，也是听话人接收的新信息

中的重点信息。我们认为“T1+（的）+T2”这个复合时

间结构中，T1所指示的时间为言语交际中的说话人

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

1. T1指示过去，T2指示现在

第一种情况是T2为“现在时间”，T1为“过去时

间”，“T1+（的）+T2”复合时间结构的所指时间为“过

去”，整个偏正结构的语义重心在T1，如：

例1.两个月前的今天，江泽民主席曾亲临我校

视察，今天，克林顿总统及夫人一行又到我校访问，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新

关系》，光明日报，1998年6月30日）

例1是新华社于1998年6月29日发表的一篇

通讯报道，由《光明日报》次日刊载。当时克林顿在

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希望在新世纪里与中国

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演讲。其中，“两个月前的今

天”是指以“今天”为参照点，向前推两个月，表过去

时间，其所指时间取决于“两个月前”。而“今天”在

这里又为说话时间，表示现在时间。若以公元纪年

表示，报道中的“今天”就是指1998年6月29日，“两

个月前的今天”是指1998年4月29日，这里的“两个

月前的今天”与“今天”对比着使用，实际上揭示了

这两个时间发生的事件相似，即江泽民和克林顿先

后到过北京大学。

2. T1指示将来，T2指示现在

第二种情况是T2为“现在时间”，T1为“将来时

间”，“T1+（的）+T2”复合时间结构的所指时间为“将

来”，整个偏正结构的语义重心在T1，如：

例2.秋闱之后，便是后年的春闱，因而想到洪钧

在明年此时，或者已经北上，不知可有便中一聚的

机会？（高阳《状元娘子》）

例2中，“秋闱”是对科举制度中乡试的借代性

称法，考中即为“举人”。“春闱”是指会试，考中即为

“贡士”，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句中的“明年此时”

是指以“秋闱”这个时间向前推一年，表将来时间，

其所指时间取决于“明年”。“明年此时”和说话的当

下“秋闱之后”处在一年中同一时间段。二者对比

着使用，实际上揭示了这两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可能

出现变化，即洪钧在“我”说话时刻仍在此地，但“明

年此时”他可能已不在此地。

此外，还存有一种情况是，像“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此时此刻”的这类时间表达，它们也是复合时

间结构，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但与前面两种情况

不同的是，“现在这个时候”所指示的时间为“现

在”，此时T1与T2不是限制关系，而是复指关系，表

示强调的意义，强调当前时间。

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是，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前两

种情况，即T1是指示“过去”或“将来”的时间词语，T2

是指示“现在”的时间词语。在“T1+（的)+T2”这一复

合时间结构中，不仅所指时间范围取决于T1，而且语

义的重心也在T1。

四、“T1+（的)+T2”结构的语用特征

在这个复合时间结构中，作为时点的T1、T2具有

指示性的作用。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常使用这

类特殊的复合时间结构，将具有一定距离的“事件”

（包括已然事件和未然事件）拉回到现时，缩短说话

人或听话人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加强的现场感的

语用效果。如：

例3.去年的这个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

代表联合国郑重宣布，10月17日为国际消除贫困

日。（陈俊生《向绝对贫困宣战——国务委员、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国际消除贫困

日纪念活动报告会上的讲话》）

例4.一年前的今天，我就是从这儿跳下去的，被

人给救起来了。（影片《甲方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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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去年的今天，香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前年

的今天，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尼泊尔餐厅吃了一顿；

今年的今天，自己一个人吃了一顿。（小品《今天》）

例6.白世镜骂道：“……姓段的，我可不听你这

一套，你会讨女人欢心，怎么她又来害你？请了，明

年今日，是你的周年祭。”（金庸《天龙八部》）

例7.翠儿看一眼她的肚子，马上调转头去，道：

“小姐也会有孩子的，明年的今天，何家一定也会其

乐融融！”（朱秀海《乔家大院》）

观察以上几例，例3、例4分别采用具有指示性

的复合时间结构“去年的这个时候”和“一年前的今

天”作状语来表现“历史现在时”。这里以说话人说

话时间为参照点，采用表现在时间的“这个时候”和

“今天”将原来具有一定距离的“历史事件”拉回到

现时，产生加强现场感的语用效果，似乎事情刚刚

发生，从而缩短心理距离。例5中“去年的今天”、

“前年的今天”与“今年的今天”三者对举使用，突出

一种不同时间里的比较，进而体现一种变化，即前

年和去年“我”都有人陪同一起吃饭，而今年却是

“我”独自一人，通过不同时间里的比较，从而表现

出“我”的一种失落感。此外，例6、例7都采用了同

义的复合时间结构“明年今日”和“明年的今天”，虽

然从听话人角度看，此二者的表达效果各自侧重不

同，但站在说话人角度看，它们都产生了积极的交

际效果。例6是将未来可能发生的糟糕事件拉近到

“现时”，一是说话人向听话人强调“今日你必死”，

增强说话人的话语威慑力；二是通过缩短心理距

离，让听话人感知“死期周年祭”的时间近在眼前，

增强听话人的恐惧感。而例7则是将未来可能发生

的美好事件拉近到“现时”，通过缩短心理距离，表

达对未来的期许。通过语言事实的观察和论证，本

文认为“T1+（的）+T2”这个复合时间结构在言语交际

的过程具有重要的语用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

五、“T1+（的）+T2”结构的构成理据

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推导出“T1+（的）+T2”这

个复合时间结构的具体时间所指取决于T1，而且T2

在这个时间结构中具有了两重身份。T2的第一重身

份是作为T1的参照点，用以确定T1的所指时间；第

二重身份是内含于T1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退

去它的参照点属性，如果将其放置于时间的线性序

列中，那么它就不仅属于T2，还可以属于T1，这就是

说，昨天有“现在”，今天有“现在”，明天也有“现在”。

（一）汉语时制结构的规定性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语的时间系统主要由三

部分组成：时相、时制、时态[4]。龚千炎(1995)指出

“现代汉语的时制结构系统，就是由说话时间与事

件发生时间、另一参照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纵横交

错所构成”[5]33。具体说来，任何事件的发生或变化

都会呈现出一定的时间性，并且会持续一定的时

间。而当我们通过语言形式将事件的时间属性表

达出来时，就是我们所谓的“时制”(tense)。首先，若

从外部观察整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则可以建立起包

含“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系统，也就是说，根

据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的前后、或与说话时间同

时，可分为过去时、将来时、现在时。其次，若从句

子内部观察，则用另一参照时间来与事件发生时间

形成互相参照，根据事件发生在参照时间之前、或

参照时间之后、或与参照时间同时，又可分为先事、

后事、当事。由此，汉语的时制结构系统形成了九

种基本的结构，包括：先事—过去时/现在时/将来

时、当事—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后事—过去时/现

在时/将来时。我们常常用S代表说话时间，用R代

表另一参照时间，用E代表事件时间。

然而，在我们日常言语交际过程中，以说话时

间为参照的外部时间(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会因

为语境的指示作用而不会指明,但另一参照时间(先

事、当事、后事)即内部时间却需要明确的成分来表

现。如，“下个月末，我们还没离开学校呢。”这个句

子里面，说话时“我们”还没离开学校，因而E>S，为

将来时。而另一参照时间R由“下个月末”标记出

来，事件“还没离开学校”与参照时间同时，因而E=

R，为当事。

其实，汉语的时制部分不仅仅是词汇成分的表

现，它也具有抽象概括的语法性质。总而言之，汉语

的时制系统是一个词汇——语法范畴。而本文所要

讨论的“T1+（的）+T2”这个复合时间结构，正是通过这

样一种独特的句法结构来指示时间，表现时制。

如前面例3中，“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复合时

间结构，相对于说话时间S，事件发生在说话之前，

则E<S，为将来时，由“去年”标示出来；而相对于另

一参照时间R，事件时间发生在当时，则E=R，为当

事，由“这个时候”标记出来。又如前面例7中，“明

年的今天”这个复合时间结构，相对于说话时间，事

件发生在说话之后，则E>S，为将来时，由“明年”标

示出来；而相对于另一参照时间，事件发生在当时，

则E=R，为当事，由“今天”标记出来。总而言之，例

3、例8的时制分别表示为当事—过去时、当事—将

来时。由此，我们可以说“T1+（的）+T2”所形成的复

合时间短语是将外部时间（以说话时间为参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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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时间（以另一参照时间为基准）统一于一体，从

而形成特殊的时制结构。

（二）“现在时间”的相对性

在“T1+（的）+T2”中，T2为指示“现在”的时间词

语，而“现在时间”具有相对性。马庆株(1991)认为

“表示‘过去’、‘现在’、‘将来’等时间词是以说话时

间作为参照的”[6]，会随着说话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因而它们都是相对时间词。“现在”的参照时间是

“说话时间”，而“说话时间”是不确定的，因此“现

在”的所指具有相对性，而且它的具体所指与说话

时的语境密切相关。总而言之，“现在”可以是表示

现在的时间，可以是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也可指将

来的某个时间点。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昨天

有“现在”，今天有“现在”，明天也有“现在”。 正是

因为“现在时间”具有相对性，这使得它与“现在时”

有时一致，有时矛盾。如：

例8.今天我看了一整天的书。

例9.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举行。

像上面的几个例子，例8所述事件已成为过去，

在时制上属于当事——过去时；例9所述事件在说

话时则还没有发生，在时制上属于当事——将来

时。对此我们总不可能说“今天”既属于过去又属

于将来。探其原因，其实这是混淆了时间（time）和

时制(tense)的这两类不同却又相关的概念。

综上所述，T2作为表示“现在”的时间词，当它以

“参照点”身份出现时，它与T1就构成了“过去—现

在”或“现在—将来”的对比，这属于时制范畴。而

当它以“时点”身份出现时，它就成了过去的某个时

间点或者将来的某个时间点，这属于时间范畴。正

是由于作为“现在时间”的T2具有相对性，因此T1和

T2能复合，且形成互相限制的关系。

六、结语

从表层结构上看，“T1+（的）+T2”是以当前时间

为基准构成的复合时间结构，T1是指示“过去”或“将

来”的时间词语，T2是指示“现在”的时间词语。而从

深层结构探索，本文总结两点：第一，深层语义决定

表层结构。在这个复合时间结构中，T1、T2是双向限

制关系，这使得句法结构不会松散且易固定下来。

第二，语用功能将语义和语法统一起来。这一复合

时间结构是典型的时间指示结构，其中T1、T2均是具

有指示性的时点，时间指示的选用与心理距离紧密

联系。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常常使用“T1+

（的）+T2”这一复合时间结构，将原来具有一定距离

的“事件”拉回到现时，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

从而产生加强现场感的语用效果。

注释：

① 李向农（1995）在《现代汉语时间表达中的“特指时段”》中指出“时段”具有定量性，“时点”具有定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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