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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且 + VP0祈使句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 表示说话人要听话人暂且或姑且做某事。唐宋时尤其是禅

宗语录里用得很普遍。其后, /且 + VP0语用功能出现分化: /且 + VP0由祈使标记向话题转换标记转变。这一转变有三方面

的原因: 首先, / VP0在语义上为 /且 + VP0的功能转变提供了基础;其次, /且 + VP0在句子中的位置促使其向话题转换标记转

变; 再次,唐宋时期其他一系列相似的话题转换标记的存在也对 /且 + VP0功能的转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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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汉语中有这样一类祈使句,即时间副词 /且 0后面

紧接动词性结构。 /且0在句中一般作 /姑且、暂且0解, 表示

对听话人行为或状态的暂时要求,只修饰 VP。

袁宾先生曾指出 /且0字可以表达祈使语气, 作为祈使

词, 它在唐宋口语里便已十分活跃 [ 1] 81- 82。其实 /且0用于祈

使句在5史记6中已有用例, 如:

( 1)阖庐立三年, 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 拔舒, 因欲至

郢。将军孙武曰: /民劳, 未可。且待之! 0乃归。5史记 # 伍

子胥列传6

( 2)韩信谢曰: /先生且休矣! 我将念之。05史记# 淮阴

侯列传6 [ 2]

此后一直沿用。

( 3)德操曰: /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 不虑失道之

迷。, , 0 [ 3]

( 4)今且略明微妙义, 愿闻罪障得消除。 (敦煌变文 #

盂兰盆经讲经文 ) [ 4]

本文主要以南宋禅宗语录 5五灯会元 6 [ 5]作为研究对

象。5五灯会元6 (以下简称5五灯6 )中 /且 + VP0祈使句非

常丰富, 共有 402例。例如:

祖遂与金曰: /汝且去! 恐徒众翻害於汝, 汝可他日易形

而来, 吾当摄受。0 (江西志彻禅师, 88)

王曰: /今在何处? 0者曰: /且待须臾。0 (宾头卢尊者,

115)

5五灯6中 /且0还能与副词、请求动词、能愿动词等连

用, 与语气词搭配使用来构成祈使句。如 /但且0 ( 2例 ) /且

请0 ( 3例 ) /且须0 ( 3例 ) /且要0 ( 2例 ) /且, ,著 0 ( 1例 )

/且, ,好0 ( 3例 ) /且, ,看0 ( 8例 )。此不叙。本文主要

讨论5五灯6中一类有特色的 /且 + VP0祈使句, 即像含有

/且道0 /且置0这样的祈使句及其功能变化。

一  /且道0及其作用

/且道0引起的祈使句最早出现于唐代禅宗语录 [ 6], 南

宋时的5五灯6、5古尊宿语录6用例最为丰富。5五灯 6 /且

道0有 289例。如:

( 1) 遂举金刚经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且道此经是何人说?0师曰: /说与不

说,拈向这边著。只如和尚, 决定唤甚麽作此经? 0 (明招德

谦禅师, 439)

( 2)师上堂, 提起示众曰: /且道是沩山镜, 东平镜?

, , 0 (仰山慧寂禅师, 533)

( 3)问: /声色两字,甚麽人透得! 0师却谓众曰: /诸上座

且道,这个僧还透得也未? 若会此僧问处, 透声色也不难。0

(清凉文益禅师, 562)

( 4)他又嘱云: , ,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 即是移时失

候。且道色作非色解, 还当不当? , , 0 (清凉文益禅师,

563)

( 5)上座如今便散去, 且道有也未? (崇寿契稠禅师,

585)

( 6)上堂: / , ,若有怪者, 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

, , 0 (普门希辩禅师, 611)

( 7)曰: /三世诸佛, 尽皆头痛。且道大众, 还有免得底

麽? 若一人免得,无有是处。若免不得, 海印发光。0师乃竖

起拂子曰: / , ,老僧说梦,且道梦见个甚麽? 南柯十更若不

会,听取一颂, , 0 (大愚守芝禅师, 708)

( 8)上堂: /知有佛祖向上事, 方有说话分。诸禅德且

道,那个是佛祖向上事? , , 0良久曰: /对面不仙陀, 睡多



饶寐语。0 (净因法成禅师, 891)

( 9)上堂: /一尘才起, 大地全收。一毛头上,师子全身。

且道道一尘才起, 大地全收。须弥山重多少? , , 0 (德山

绍晏禅师, 969- 970)

( 10)上堂: / , ,上座作麽生会? 还会麽? 这里不是那

里, 那里不是这里。且道是一处两处? 是迁不迁? 是来去不

是来去? , , 0 (蓝田县真禅师, 983)

( 11)上堂: /日月云霞为天标, 山川草木为地标, 招贤纳

士为德标, 闲居趣寂为道标。0拈拄杖曰: /且道这个是甚麽

标? , , 0良久曰: /扶过断桥水, 伴归无月材。0 (灵隐云知

禅师, 1008)

( 12)上堂: /宝峰高士罕曾到, 岩前雪压枯松倒。岭前

岭後野猿啼, 一条古路清风扫。禅德,虽然如是, 且道山僧拄

杖长多少? 0遂拈起曰: /长者随长使, 短者随短用。0 (泐潭洪

英禅师, 1125)

( 13)上堂: / , ,上士处处逢渠, 後学时时蹉过。且道

蹉过一著, 落在甚麽处?0举起拂子曰: /一片月生海, 几家人

上楼。0 (寿宁善资禅师, 1155)

( 14)上堂: /天人群生类, 皆承此恩力。 (案, 苏渊雷本

/类0属下 )大众, 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 不居三界, 不属五

行, 祖师不敢定当,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个甚麽人?0良

久曰: /倚石岩前烧铁钵, 就松枝上挂铜瓶。0 (永安元正禅

师, 1172)

/且道0出现在问话中, 祈使句中可以解作 /姑且说说0,

一般为禅师上堂开示大众时使用。其前后经常出现 /你、诸

上座、大众、诸禅德、诸人0一类代词或指人的名词, 多在 /且

道0之前,与 /且道0可以隔开,如例 ( 12), 但以连用为常。因

为是面对面的问话, 呼语也可以不出现。指人名词出现在

/且道0之后的情况比较少见 ,如例 ( 7), 同时指人名词要与

后续分句逗开, 以与后续分句主语相区分。

/且道0后面四种基本的疑问句类型都能出现, 它们都

是真性问, 要求听话者回答, 又以特指问和选择问居多。这

些疑问句可以是简单的一个疑问句, 如例 ( 1) - ( 5)、( 7) -

( 8)、( 12) - ( 14 ); 也可以是两个甚至三个疑问句, 如例

( 6)、( 9)和 ( 10)。这是禅师向学人提出一连串问题,以此告

诉学人从哪里参究, 从而引导其悟道。

/且道0与其后面疑问句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独立语, 但

对后面的疑问句有统摄的作用 ,无论一个两个还是几个疑问

句, 都包括在 /道0的范围之内。

具体说来, /且道0作用有三:

一是连接。所谓连接, 就是 /且道 0后面的疑问句跟话

语之前的情景有关系, /言语表达时的连续性、自足性很明

显。两人或多人之间的会话, 要受交谈环境、参加者的个人

特点及其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制约0 [ 7] 300。如例 ( 2 ), /且

道0后面疑问句 /是沩山镜, 东平镜? 0的提出不是突然的, 师

上堂前就有 /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 0这个背景语, 在这之

下, 再由 /且道0引入话题 /是沩山镜, 东平镜?0就衔接得很

自然了。张美兰就指出5五灯会元 6中 /且道, ,?0式有直

接切入话题提示话题的作用 [ 8] 187, 与笔者这一观点基本相

同。

二是转换,即转换话题。 /话题的转移则是从议论一件

事或一个问题, 转变为议论另外一件事或另外一个问

题0 [7] 302。如例 ( 3)、( 5 )。例 ( 3)中, 僧问和师答是两个截

然不同的话题,僧本来是问师,师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

诸上座,将话语又踢到了众人脚下,这一来一去, 话题内容以

及话题的主导人物实现了转换, 内容由师答到学人答, 主导

人物由师到学人。这些转换都是通过 /且道 0来实现的, 它

是话题转换标记。例 ( 12)就很能说明问题。 /且道0前面有

/虽然如是0直接承上,后面有 /且道0转入另一个话题。 /且

道0本来就有 /承上0和 /启下0的作用, 这里再用 /虽然如

是0虽不能说是多余, 却也是对 /且道0作用的一个透露。当

然,很多例子中 /且道0兼具引入话题和转换话题双重作用,

例 ( 1)、( 4)、( 6) - ( 14)就是如此。

/且道0领起的这类祈使句是禅宗语录中特有的一种禅

僧问答方式 [ 9] ,先由禅师举出一段话 (或者是禅林公案, 或

是祖师名句,或是临机生发之言 )作引子, 然后突然话锋一

转,就这段话直问学人。通过这种方式营造一种有参与, 有

互动,生动活泼的禅僧问答气氛。

/且道0作用之三是含有强烈的 /要求对方回答的语

气0 [1] 81- 82。 /且道0提起的包含疑问的祈使句要求限定的

对象就限定的问题作出回答, 语气急切而带有催促。如果删

掉 /且道0,要么句子显得突兀、生硬,衔接不紧密自然, 如例

( 1)、( 2)、( 7) (第二个且道 )、( 9)、( 10)、( 12); 要么就完全

没有了祈使语气, 如例 ( 3) - ( 5)、( 7)、( 8)、( 11)、( 13); 还

有的删除后或者不通,或者意思改变,如例 ( 6)、( 14)。

南宋以后这类祈使句逐渐用于非禅宗典籍, 如5朱子语

类6 ( 23例 )、5全宋词6 ( 5例 )以及笔记小说 ( 8例 ) , 语用功

能保持不变,但用例很少。如:

( 1)德粹问: / -孟子道性善 . , 又曰 -若其情, 可以为

善 . , 是如何?0曰: /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 是三物? 0德

粹云: /性是性善, 情是反于性, 才是才料。0 (南宋 # 朱子语

类 )

( 2)玉肌孤瘦恰如伊, 此际转相忆。且道这些烦恼, 看

几时休得。 (全宋词 )

( 3)东坡一日退朝, 食罢扪腹徐行, 顾谓侍儿曰: /汝辈

且道是中何物?0一婢遽曰: /都是文章。0坡不以为然。又一

人曰: /满腹都是机械。0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 乃曰: /学

士一肚皮不入时宜。0坡捧腹大笑。 (南宋# 梁溪漫志 )

元明清则罕见, 元代还没有检索到用例, 明清的用

例 [ 12] , 如:

( 1)王婆道: /大官人, 虽然你说五件事俱全, 我知道还

有一件事打搅,也多是札地不得。0西门庆说: /你且道甚么

一件事打搅?0 (明# 水浒全传 )

( 2) 问艄公曰: /曾见有一道士过去否? 0艄公未应, 王

钦低声曰: /应他已去多时 ,我便倾囊谢汝。0艄公曰: /且道

汝是谁人? 明白告我,当得方便。0王钦不隐, 将其本末道知。

(清# 杨家将 )

其多数语用功能已经发生变化。 /且道0后面仍接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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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但此时已经不是真性问,因为紧接着后面说话人就给出

了回答, 是自问自答,类似于设问句。 /且道 0也就并不要求

听话者回答, 而是用来设置悬念,引起听话人的兴趣。至此,

/且道0提起的祈使句祈使义就越加虚化, 而更具有篇章功

能。如:

( 1)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 那人是越州人氏, 姓张, 双

名舜美, 年方弱冠 , 是一个轻俊标致的秀士, 风流未遇的才

人。偶因乡试来杭, 不能中选, 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馀。

, , (明# 喻世明言 )

( 2)只听得炮声连响, 回头看那城外时, 火光烛天, 照耀

如同白日, 原来是大同军变。且道如何是大同军变? 大同参

将贾鉴, 不给军士行粮;军士鼓噪, 杀了贾鉴。巡抚都御史张

文锦出榜招安, 方得平静。张文锦密访了几个为头的,要行

正法, 正差人出来擒拿。军士重番鼓噪起来, 索性把张巡抚

也杀了, 据了大同, , , (明# 二刻拍案惊奇 )

( 3)且道素臣一拍, 因何把房舱内的桌子都击翻了呢?

只因素臣一心讲究文法,法雨一心领受, 双人一心谛听, 两尼

一心偷觑双人, 大家都是心不在焉。, , (清# 野叟曝言 )

( 4)且道素臣是苏州府那一县人? 何等阀阅? 有何势

力, 如此敢作敢为? 这文素臣名白,是苏州府吴江县人, 忠孝

传家, 高曾祖考俱列缙绅。父亲道昌, 名继洙, 敦伦励行, 颖

识博学, 由进士出身, 官至广东学道, 年止三十, 卒于任所。

, (同上 )

( 5)且道时至十一月半, 有何花可赏? 原来:彼时世界,

四委皆春, 芙蓉未谢,腊梅已开, 兼有四时兰桂,一岁长春, 月

红月粉, 灿烂锦屏,雁来鸡冠, 纷披玉砌; 更有香烈祠内数株

老梅, 吐出一片冰心,幽香扑鼻, , (同上 )

更进一步, /且道 0又用于陈述句中, 完全没有了祈使

义。如:

( 6)且道对面房间请酒的主人, 原是江南一位候补道台

姓金的。这金道台精于理财, 熟悉商务, 此次奉差来? (清#

文明小史 )

例 ( 6) /且道对面房间请酒的主人0应该是由疑问句省

变来的, 后省略了 /是谁0之类。由于这类句子不再表示发

问, 是个假性问句,可以略去疑问部分而意思不变。 /且道 0

相当于 /再说0, 用以引出下面的话题。

( 7)心爱容儿, 兼惜性命, 口唤亲哥, 情愿叠被铺床, 只

求搭救。容儿一口许允,含着嫩舌, 吮咂一个不亦乐乎。看

官且道: /青天白日,两人绑在树上, 竟像关着房门, 下着帷

幔, 半夜三更,在牙床之上, 锦被之中, 亲嘴咂舌, 调弄风情,

岂非千古奇文。0 (清# 野叟曝言 )

例 ( 7) /且道0后是个双重否定表肯定的长句, 也是无需

回答的。

二  /且 + VP0祈使句语用功能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5五灯6中与 /且道 0一样有转换话题的功能的 /且0类词

还有 /且置0 ( 34例 ) /且止0 ( 6例 ) /且从 0 ( 3例 ), 都可以解

作 /暂且不说0。不过还有区别, 祈使语气的有无强弱要视

情况而定。

(一 )且置

( 1)问: /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0师曰: /未来

且置,即今事作麽生?0曰: /某甲不会, 乞师指示。0 (天柱崇

慧禅师, 66)

( 2)因僧问西堂: /有问有答即且置, 无问无答时如何?0

堂曰: /怕烂却那。0 (百丈怀海禅师, 133)

( 3)祖曰: /乌臼近日有何言句?0师曰 : /几人於此茫

然。0祖曰: /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麽生? 0 (石臼和尚, 175)

( 4)问: /如何是庵中主?0师曰: /苍天! 苍天! 0泉曰:

/苍天且置, 如何是庵中主?0师曰: /会即便会,莫忉忉。0 (大

慈寰中禅师, 192)

( 5)师曰: /随我者随之南北,不随我者死住东西。0曰:

/随与不随且置, 请师指出东西南北。0师便打。 (仙天禅师,

281)

以上 /且置0基本是作话题转换标记, 动词 /置 0不能解

作 /放置0,只能解作 /不说 0。另外, 还有一个例子, 大约可

以看出 /且置0功能转变的一点蛛丝马迹。

上堂: /譬如眼根,不自见眼, 性自平等。无平等者,便恁

麽去。无孔铁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

也是一期方便。, , 0 (长灵守卓禅师, 1184)

此例 /聊且安置 0既可理解为祈使, 也可说具有话题转

换作用,可用 /且置0替换。

(二 )且止

( 1)师曰: /若是无影树, 岂受栽邪?0林曰: /不受栽且

止,你曾见他枝叶麽?0师曰: /不曾见。0 (石门献蕴禅师,

840)

( 2)师在双岭受请, 与英胜二首座相别, 曰: /三年聚首,

无事不知。检点将来,不无渗漏。0以拄杖画一画, 曰: /这个

即且止,宗门事作麽生? 0英曰: /须弥安鼻孔。0 (法昌倚遇禅

师, 1023)

( 3)英曰: /自缘根力浅, 莫怨太阳春。0却画一画, 曰:

/宗门事且止, 这个事作麽生?0师便掌。 (同上 )

( 4)上堂: /灵源不动,妙体何依? 历历孤明, 是谁光彩?

若道真如实际,大似好肉剜疮。更作祖意商量, 正是迷头认

影。老胡四十九年说梦即且止,僧堂里 t 陈如上座为你诸人

举觉底,还记得麽? 0良久曰: /惜取眉毛好! 0 (妙湛尼文照禅

师, 1086)

( 5)开堂日,拈香祝圣, 问答罢, 乃曰: /问话且止, 只知

问佛问法,殊不知佛法来处。且道从甚麽处来?0 (宝峰克文

禅师, 1113)

( 6)开堂日, 乃曰: /问话且止。直饶有倾湫之辩、倒岳

之机, 衲僧门下一点用不著。, , 0 (净居尼妙道禅师,

1347)

其中,例 ( 5)、( 6)祈使义还比较强, /且止 0是对 /问话0

行为的劝止。但正如例 ( 5)所示, /问话且止 0前面已经出现

/问答罢0,所以 /问话且止 0的这一祈使义已经减弱, 而话题

转换功能则增强。而例 ( 2)、( 3)、( 4)祈使义则很弱了。不

过例 ( 2)中 /这个0还能指代 /以拄杖画一画0这个行为,可以

说仍有祈使义;例 ( 3) /宗门事且止0大概还能译作 /宗门事

暂且不要提0, 也有祈使义;而例 ( 4) /老胡四十九年说梦0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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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个主谓短语, 动作性很强, 但在句中只能看作一个事件,

/且止0已经没有什么祈使义了。例 ( 1 )中 /且止0语用功能

则完全改变, 只能看作话题转换标记了。

另外, 我们还检出 1例纯表祈使的 /且止0。如:

者曰: /汝虽得法, 未可远游, 且止南天。待吾灭後六十

七载, 当往震旦, , 0 (初祖菩提达磨大师, 38)

此例 /且止0没有话题转换功能, 只表祈使。与其他具

有转换功能的相比, 它们的语法位置不同。此例 /且止0位

于小句句首, 语法结构为 /且止 + N0, /且止 0后面有方所宾

语; 有转换功能的结构为 / VP /NP+ (即 ) +且止0, 一般出现

在句中, 句末偶见。

(二 )且从

( 1)曰: /恁麽则不假上来也。0师曰: /不上来且从, 汝向

甚麽处会? 0曰: /若有处所, 即孤负和尚去也。0 (报慈光云禅

师, 461)

( 2)愚问: /古人见桃花意作麽生? 0师曰: /曲不藏直。0

曰: /那个且从, 这个作麽生?0师曰: /大街拾得金, 四邻争得

知? 0 (法华全举禅师, 710)

/且置0/且止0 /且从0正处在由祈使到话题标记的转变

序列中, /且置0/且从0已经是纯粹的话题转换标记, /且止 0

有的还能表祈使, 但变为话题转换标记的趋势越来越强。这

组词由表祈使到作话题转换标记,可从以下方面得到解释。

首先, 语义上, /置0 /止0 /从 0都有 /停止、弃置 0义, 在

具体句子中又引申出 /停止, ,,开始, , 0之意, 这就为话

题转换 ( /话题转换0就是搁置一个话题, 开始另一个话题 )

提供了语义基础。其次, 在句子中的语法位置也促使其向话

题转换标记转化。正如我们上文分析 /且止0时说的, /且

止0经常用在句首就倾向于表祈使,经常用到句中,在语境作

用下就起转化话题的作用。我们看到 /且置0 /且从0基本都

位于小句与小句之间, 这是使其能成为话题转换标记的关

键。并且 /且止0前面的成分多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或一个

事件, 而逐渐少用动词性成分,这样祈使义会减弱。另外, 在

唐五代至宋的禅宗语料中, 我们还看到其他具有话题转换功

能的标记, 如 , ,则不问 , , ,? /请 , ,、, ,即不问,

, , [ 8] 175- 176。同样,在5五灯 6中也有其他这种话题转换标

记, 如 /且拈放一边、且掷放一边0。例如:

( 1)僧问: /九鼎澄波即不问, 为祥为瑞事如何?0师曰:

/古今不坠。0曰: /这个且拈放一边, 向上还有事也无? 0师

曰: /太无厌生。0 (大洪报恩禅师 , 886)

( 2)问: /寒食因悲郭外春, 墅田无处不伤神。林间垒垒

添新冢, 半是去年来哭人。这事且拈放一边,如何是道?0师

曰: /苍天! 苍天! 0 (泐潭文准禅师, 1151)

( 3)师凡见僧来, 必叱曰: /楖栗未担时, 为汝说了也。

且道说个甚麽? 招手洗钵, 拈扇张弓。赵州柏树子, 灵云见

桃华, 且掷放一边,山僧无恁麽闲唇吻与汝打葛藤,何不休歇

去! 0 (天童普交禅师, 1193)

另有 /且缓缓0, 也处于表祈使与表话题转换中。如:

( 1)上堂: /不是风动, 不是幡动, 明眼汉谩他一点也不

得。仁者心动且缓缓, 你向甚处见祖师?0乃掷下拂子, 曰:

/看! 0 (黄龙祖心禅师, 1110)

此例 /且缓缓0与 /且置0等相似, 也是作转换话题用。

再看:

( 2)便作掀禅床势。师曰: /且缓缓,亏著上座甚麽处?0

(夹山善会禅师, 295)

( 3)上堂: /尽乾坤一时将来著汝眼睫上, 你诸人闻恁麽

道,不敢望你出来, 性燥把老汉打一掴, 且缓缓子细看, 是有

是无,是个甚麽道理, 直饶你向这里明得。, , 0 (云门文偃

禅师, 925)

( 4)问: /如何是云门一曲? 0师曰 : /腊月二十五。0曰:

/唱者如何? 0师曰: /且缓缓。0 (云门文偃禅师, 929)

后 3例都表祈使, /且缓缓0或独立成句, 或作状语修饰

谓语中心动词, 或作复句的前一分句, 与例 ( 1 )表话题转换

的位置是不同的。这样的语法位置同样与前面的 /且止0等

是相合的。

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 /且止0等祈使标记实现了语

用功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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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总是以建构为目标的。中国文论的发展不仅要对原有的

文论有批判和继承, 更要有深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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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W estern L iterary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R 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 iterary Theories

YANG Song- fang

( Shenyang N orm 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

Abstrac t:  In the 20th century, w este rn litera ry theo ries flour ished and the co llision, b lend and transfo rm ation o f p luralistic lite r-

a ry theories becam e the deve lop ing trend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 ies. Th is paper sorts out the sequenc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 ies in the

20 th century and ana ly zes the e ffects o f soc ia l deve lopm ent and changes, trend of thought in ph ilo sophy and aesthetics, lingu istics and

philosophy o f language on the evo lu tion o f litera ry theories so as to revea l the law. W e can seew estern literary theor ies as the re ference

fram e, and use the meaning fu l component parts in evo lution fo r re ference to deve lop and enrich Ch inese literary theo ries.

K ey words:  w estern literary theor ies in the 20th century;  evo 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 inese literary theories;  refe r-

ence sign 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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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e(且 ) + VP0 Imperative Sentence and its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GONG Feng

(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 ina)

Abstrac t:  " qie(且 ) + VP" imperative sen tence has been used in theW estern H an pe riod, wh ich means the speaker requests

hearer do ing som e th ing for the tim e be ing. It w as w idespread us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articu la rly in the Chan litera ture.

S ince then, the pragma tic functions o f " q ie(且 ) + VP" appea rs d ifferen tiation: the imperative m arker " q ie(且 ) + VP" transform to

the top icm arker. Th is shift has three reasons: F irst, "VP" prov ided the basis fo r changes in sem an tics; second, the position o f " qie

(且 ) + VP" in the sentence prom pts the conve rsion to the top ic m arked; th ird, a ser ies of o the r sim ilar topic conversion m arke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ve played a contr ibutory ro le.

K ey words:  " qie(且 ) + VP" im pera tive sentence;  topic ma rker;  function transfor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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