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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传统语言学观念里 ,人们通常认为“什么”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疑问。但是通过对自然口语

材料中出现的“什么”进行分析 ,发现“什么”在自然口语中表示很强的疑问信息的情况很少 , “什么”在对

话体中更多地表示否定 、怀疑 、不确定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篇章功能———替代 、话题处理 、话轮处理等。而

且随着疑问指向的转变 ,“什么”的功能也有变化。“什么”的疑问信息与疑问对象的隐现有关。随着疑

问对象逐渐从对方转到无对象再转向说话者本人 , “什么”负载的疑问信息经历了一个大致的 U 型变

化。语义功能和篇章功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认为这项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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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 raditional linguistics , “Shenme”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nterrogative word.In

this essay , by analyzing “Shenme” acco rding to spoken material , we conclude that “Shenme” is of ten

used to express negation , doubt , unsureness or to be loaded wi th the correspondent textual functions

———substitution , chang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turning of a conversation———instead of the st rongly

interrogative message.The function of “Shenme” vari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interrog at ive direc-

tions.The interrogative message of “Shenme” is related to the covert and appearance of the interroga-

tive object.As the interrogative object is on the listener' s part , then on nobody and fanally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himself , the interrog ative message in “Shenme” experiences a U form.Semantic func-

tion and the tex tual function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We think the analy sis to “Shenme” is helpful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as a second language.

　　§0 引言

在传统语言学观念里 ,人们通常认为“什么”

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疑问。如《现代汉语词典》

(1996)把“什么”表示疑问的用法列为第一词条 ,

吕叔湘(1984)也把“加在指物或指人的名词前 ,

问事物的性质或人的职务 、身份等”这一用法列

为第一条 ,此外还有周一民(1998)等。我们就两

份对话材料中出现的“什么”进行分析 ,在这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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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话的材料中 , “什么”一共出现了 137 个

(不包括“为什么”和“嘛”)。仔细研究语言实际

运用过程中这些含有“什么”的句子 ,会发现“什

么”在对话体中表示疑问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且

随着疑问指向的转变 , “什么”的功能也有变化 。

§1 语义功能

1.1疑问功能

我们把语义层面上主要承载疑问信息并作

为句子焦点的“什么”视为疑问标记 。例如:
①A:这是什么呀 ,

B:瓜子 ,

A:怎么是红的呀!

B:就是这种红瓜子儿。

②A:你卖时候得对半儿卖 ,

B:什么呀 ,

什么叫对半卖啊 ,

A:对半儿就是成本得卖一半儿吧。

上例中 ,带疑问标记的句子表示说话人在没

有听清楚或不明白某个事物时发出疑问 ,这时发

问人毫无预期 ,毫无倾向性 ,纯粹依赖疑问对象

在答案中提供的信息来填补问句中提到的知识

空缺 ,因而疑问指向谈话的对方。“什么”的疑问

程度很强 ,说话人有很强的期待性 ,他要求对方

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除非有特殊情况 ,

对方必须回答 ,否则就被认为不礼貌。但我们发

现 ,这种真正的表示强烈疑问的“什么”在这两份

对话材料中并不多见 ,在 137 个例句当中 ,只有

11个 ,占 8.02%。更为常见的用法是:尽管“什

么”出现了 ,但是整个句子的疑问信息并不强 ,甚

至没有 ,对方也没有必要做出回答 。

1.2疑似功能

“什么”除了具有疑问标记的功能以外 ,还可

以表示怀疑 、不确定等。

1.2.1用于所疑似的事物之前
③A:对对对蓝旗营六百户嘛 ,

说什么中科院和北大的。

　B:清华和北大的 ,

1.2.2 “什么”用在所疑似的事物之后
④A:法学院在哪儿呀 ,

　B:嗯=就是那个-①

　C:在法学楼对逸夫楼 ,

那个=

　B:就和那个=那个 ,

就和=社会学呀什么在一个楼。

这里的大部分“什么”句并非是说话者专意

去询问对方 ,要求对方回答 ,实际上说话者的期

待性并不强。其主要作用是说话人自己回忆或

判断 ,同时希望得到对方的提醒。这时“什么”负

载了一定的真值语义(疑问),但疑问信息很弱 ,

疑问指向听话人 ,同时向说话人自己过渡(在心

理上向自己提问下面的话该怎样说)。由于对所

说内容一时难以说准确 ,说话者往往以此延缓节

奏争取时间进行思考。这时对方可以回答 ,也可

以不回答 ,因此这里的“什么”难以成为全句的焦

点。这种怀疑的态度和不确定的语气可以从说

话人的拖音 、停顿 、所使用的副词(如“可能”)以

及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肯定或修复中得到证明(见

前例)。

1.3婉和功能

表示委婉 、和缓的语气。

1.3.1加在名词前 ,用于是非问句
⑤A:宋兵那儿有什么好软件吗?

　B:什么样的 ,

哪一方面的?

1.3.2用在否定句中 ,名词的前面
⑥A:…(N)你们课还多吗?

　B:嗯没什么课了 ,

基本上没有了。

“什么”表婉和时 ,没有实际的语义 。它基本

上没有疑问指向和期待 ,因此疑问信息极微 ,只

表示说话人的一种委婉语气 。

请注意 ,例⑤的疑问信息并不是“什么”带来

的 ,而是疑问语气词“吗”带来的。试比较:
⑤′宋兵那儿有好软件吗?

·22·

2003 年 4 月
第 2期 自然口语中“什么”的话语分析

Apr., 2003
No.2

① 例中符号说明:(1)新话题开始用“ …(N)”表示;(2)话轮内短停用“ …”表示 、更短用“ ..”表示;(3)拖音用“ =”表示;(4)被

打断用“-”表示;(5)同时说话用“[ ] ”表示;(6)边笑边讲用“ <@ @>”表示;(7)发笑用“ @@@”表示;(8)听不清楚用

“ <X>”表示。



⑤中的“什么”可以去掉后变成⑤′,整个句

子的意义不变 ,只是语气变得更直率 ,对所说内

容更加肯定 ,丝毫没有改变其疑问信息 。例⑥中

的“什么”也可以去掉 ,去掉后同例⑤′一样语气

变得更直接。
⑥′嗯没课了 ,

1.4任指功能
⑦B:也没有什么也没干。(没干任何事情。)

通过上述各例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什么”的

疑问功能已经消失 ,说话人没有任何期待 ,疑问

信息为零 ,其语义功能是表示任指 。

1.5列举功能

吕叔湘(1982)说:“`什么' 用于列举 ,加`的'

用在一个成分或几个并列成分后 ,等于`等等' ” 。

1.5.1 “什么+的”用在列举成分之后
⑧A:金融啊什么的都好都特别需要法律人才你到

时候你往银行啊什么联系也行。

1.5.2在口语中 ,也可以不加“的”

1.5.2.1 “什么”用于所列举的成分之前

(1)所列举的成分是名词
⑨A:我看见他们那些搞什么艺术哲学的啊 ,

那些都不错恐怕……

(2)所列举的成分是谓词或谓词短语
⑩A:它一开始从最简单的 ,

什么怎么开机 , ……

 11C:她们都说我拌的不好吃 ,

什么不淡 ,

什么没味儿 ,

什么麻酱太多。

1.5.2.2 “什么”用在所列举成分之后
 12A:金融啊什么的都好都特别需要法律人才你到

时候你往银行啊什么联系也行。

这里的“什么”尽管本身语义已经虚化 ,但是

因为它的前后存在着参照项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这些参照项推断出“什么”在语义上是与前或后

的参照项为同一范畴 ,属于同类的某个事物或

人。这一点从下例中还可以得到证明:
 13A:那儿还有一块地 ,

天天种高粱啊 ,

什么之类的。

 13中的“之类” ,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表示与

“高粱”同类的列举 。

据统计 , “什么”出现在一个或几个成分之后

的情况多于出现在一个或几个成分之前的情况 ,

其比例为 4︰3 。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看出 , “什么”表示列举 ,

完全失去了疑问指向 ,说话人毫无期待 ,其疑问

信息等于零。

1.6否定功能

1.6.1 首先看下面的例句:
 14A:那有什么用啊?

　B:什么学位呀什么其实有什么大用呀有时候想

想真是这样……

这个例句中 , “什么”尽管出现在名词“用”

前 ,而且整个句子的语气也是疑问的语气 ,但语

气强烈 ,以至向否定转化而表达了一个否定的意

思:那没有用。B是想表示:学位没有大用。这

里的“什么”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疑问功能 ,听话人

领会了说话人的这种意图 ,因此在下一个话轮中

并没有解释有哪些具体用处 ,而是说:
　C:没没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毕了业以后也是搞这

种研究吧。

这个回答的前半句(划线部分),也可以证明

 14不是表示真正的疑问 ,而是表示否定 。吕叔湘

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也谈到了“什么”表

示否定的用法:
这是什么玩意儿 , 一用就坏了! (《现代汉语八百

词》)

你说的是什么话! (同上)

1.6.2结合语气词“呀”等使用 ,表示对别人

说话内容的不满:
 15A:那你那个正合适 ,

是根儿特短的头发 ,

　B:什么呀!

邵敬敏(1989)将这种起否定功能的“什么”

称之为“否定性`什么' ” ,并指出它不指代某个对

象 ,只表示说话者对所议论对象持一种否定态

度。

1.7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随着“什么”

由疑问标记向列举功能和否定功能的过渡 ,它经

历了一个疑问功能分别向肯定和否定游移的过

程。

·23·

2003 年 4 月
第 2期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pr., 2003
No.2



弱化

(肯定)　列举→任指→婉和→疑似→----疑问

　　强化

----※否定(否定)

这是很自然的。吕叔湘(1942)曾经说过:

“一句话 ,从形式上说 ,不是肯定就是否定。问句

在某种意义上 ,可算是介于两者之间” 。疑问代

词“什么”的核心功能是表疑问 ,在一定的条件下

该功能就可能产生偏移。如疑问功能弱化就会

向肯定功能游移;怀疑因素加强就很自然地转化

为否定(不过这时“什么”的疑问信息趋于弱化)。

§2 篇章功能

2.1 作为话语标记的“什么” (包括“那什

么” 、“那个什么”等 ,下同。)

所谓话语标记就是指使句子之间得以衔接

的纽带 ,这些衔接关系可以表现为替代 、照应 、省

略和词汇关系等。材料中很多“什么”的真值语

义异常弱化 ,有时渗透出的疑问不是指向听话

人 ,而是略微指向说话人自己 。其作用是使谈话

连贯 ,得到时间 ,组织 、引导出后一个话语单位。

正如吕叔湘(1985)所说:“我们用虚指的什么 ,主

要是因为一时说不出更确切的词语 ,可是也有出

于别种动机的……。”而且它的作用范围是后向

的。我们认为这些“什么”在篇章上是一个话语

标记 ,具有替代和对话题 、话轮进行处理的功能。

2.2 “什么”的替代功能

自然会话中“什么”常常替代说话人想说但

一时又找不到准确措辞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三

种情况:

(一)替代后续小句中的内容(粗体字为被替

代部分),这些内容在后续小句中可以找出。这

是篇章功能中比较实在的用法(我们称之为Ⅰ用

法)。

(1)替代后面的词或短语
 16A:那老先生特什么-

[ 特厉害] ,

　B:[ 挺热心的] , 反正是。

 17A:不过这个=

医学这个=

硕士博士特难读啊 ,

　　　B:难读啊 ,

　A:医学的博士最什么 ,

最难读了 ,

　B:你们那个-

　A:最抢手了 ,

(2)替代一个小句
 18B:主要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你这个文思太多了

想往外冒 ,

(3)替代一段话的内容
 19C:..(N)王天天是今天下午不用去上课了 ,

　D:那个什么 ,

她本来开家长会呢 ,

××他不是下午有事嘛 ,

我不是 ,

才从那个那儿回来嘛 ,

我给她老师打个电话我不去了 ,

这不早早回来了。

　C:你们天天这样的 ,

其实都不用家长操心。

@@@,

<@家长会也可以不开@>,

(二)替代内容比较虚化 ,篇章功能异常凸

现 ,主要起到占据空间 ,得到话轮或提示 ,开始一

个新话题的作用(Ⅱ用法)。例如:
 20B:那个什么 , ……你那外语考多少分?

(三)“什么”仍然起替代作用 ,但后续小句

中找不到所指对象 ,“什么”替代的意义只能靠谈

话双方的共同背景体会出来 ,这是篇章功能中更

为虚化的一种用法(Ⅲ用法)。例如:
 21A:北医大合到这儿来了哈 ,

　B:啊已经合了 ,

领导班子都 ,

都什么了 ,

例句中的“什么” ,在字面上找不出它的指

向 ,但并不影响听话人的理解 ,  21“什么”可能是

“合了”或“变动”了 ,总之 ,说话人了解听话人的

知识背景 ,所以根本就没有把想说的内容说出

来 ,只使用了“什么” ,而相信听话人能够理解自

己的意思 ,不至于影响谈话的继续 。

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的替代内容从

实到虚 ,呈现出一个等级序列:Ⅰ >Ⅱ>Ⅲ 。

通过对话材料 ,我们发现 , “什么”多与“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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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或“这” 、“这个”等连用 ,这是因为指示词

把某某指给人 ,具有引起人注意增加显著度的作

用(沈家煊 1999)。“这什么” 、“那什么”等除了

具有替代作用以外 ,还有焦点提示作用 ,语篇上

具有话题 、话轮处理等功能(见下文)。

但我们发现 , “什么”多与“那” 、“那什么”等

连用 ,与“这” 、“这个”等连用却很少 ,在两个对话

材料中 ,前者有 12个 ,后者仅有 3个。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

(1)代词在虚化过程中 ,远指代词比近指代

词虚化程度更高 ,即“那”比“这”虚化的程度高。

这里“什么”的语义已经虚化 ,当然与虚化程度高

的词在一起结合更为自然 。

(2)对话材料中出现的仅三处“这个什么” 、

“这种什么”和“这么什么”都与即时模式有关。

例如:
 22(C 正拿着天天(人名)的书法作业本和 B、D 议

论 , A发表见解说:)

　不过这个什么-

　不过这个字儿遗传。

即时模式是对现场发生的事情的询问或描

述 ,其现场性影响了很多问题 ,如指示词的选择

等。这段谈话片段即时模式和现场性决定了说

话人采取近指代词而非远指代词。

2.3话题处理功能

“什么”的话题处理功能是指“什么”对话题

(指篇章话题)进行组织调整的功能 。从我们掌

握的材料来看 ,主要表现为使话题前景化和组织

话题的切换两方面。

2.3.1话题前景化

在实际篇章中 ,特别是叙事体中 ,前景部分

直接报道事件的进展和人物的活动 ,提供主要的

信息 ,是叙述的主线 ,是当前谈论的焦点。背景

主要是对事物进行铺排衬托 ,提供有关辅助信

息。在对话体中 ,有时谈话人也往往采用前景和

背景手段叙述一个事件。

“什么”的前景化功能主要是把一个不处于

当前状态的话题激活 ,使之处于当前状态中 ,成

为谈话的焦点 。可以分为设立话题和回复话题

两种情况 。

(1)设立话题

设立话题就是把认识网络中已经存在的一

个谈论对象确立为言谈话题。这个话题虽然在

前边的谈话中没有出现过 ,但他早已“潜伏”于人

的知识域中 ,它和语境中已有话题有连带关系 ,

经过话语标记的激活使这个话题“迸发”出来。作

为话语标记的“什么”就起到这种“引燃”的作用。

下面就是几个人落座不久的谈话 ,谈话人 C

刚考上博士。
 23(寒暄 , 略)

　A:嗯 ,

你你=

那个什么 ,

上=

上那个博士 ,

住宿它管吗?

　C:他不 ,

我估计它不管。

招那么多人能管得了吗 ,

它是…

我这个属于计划外的计划外的 ,

计划内的可能都有 ,

可能 ,

可能不管的。

　A:是吗 ,

你问过?

　C:……(下略)

前边寒暄中没有出现过“住宿”的话题 ,但在

谈话者的知识域中 ,读在职博士有的学校提供住

宿 ,有的不提供住宿。因而上博士与住宿有认识

上的连带关系 。所以“住宿”是一个半新半旧的

信息 ,处于半活动状态(semi-active)。“那个什

么”在这里就起到将一个尚不具备话题特征的言

谈对象置于话题位置上 ,处理为话题的作用 。

(2)回复话题

自然会话中 ,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谈话的内

容渐渐偏离了原有话题 ,谈话者为了不使谈话

“脱轨” ,往往用“什么” 、“那什么”等将话题拉回 。

请看下例:
 24(谈论的话题是北大分房搬家)

　A:嗯..

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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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明年就搬到清华园去了。

　B:那个今天=那唐老也说他们要往那儿搬吧 ,

[ 不是清华园好像-]

　A:[ 喔 ,人家] 人家-

　B:他们好像是搬那种一百二十平米的说 ,

　A:蓝旗营

　B:啊=

对对对蓝旗营就是住那个六百户嘛 ,

说什么中科院和北大的 ,

　A:对清华和北大的 ,

蓝旗营北大和清华之间不是有个蓝旗营嘛 ,

　B:啊 ,

　A:啊那房子高级 ,

一百平米还有二百来平米的吧 ,

[ 特大]

　B:[ 看样子一百] 二十来平米的也得十来万 ,

　A:他说十来万?

　B:嗯 ,

　A:三四十万吧 ,

　C:自己还得[花十几万]

　B:[ 他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房子退了然后再买那

个花十来万 ,

　　我看对那些老头来说花那么多钱还真是够呛 ,

　A:这次那个什么 ,

那个=

　B:那个什么教授

北大的教授大部分 ,

都搬到蓝旗营了 ,

　B:嗯 ,

　A:大部分都上蓝旗营了

大部分的教授。

开头的话题是搬家 ,后来话题逐渐偏移为买

房的承受能力。A为了拉回话题连用了两个“那

个什么” ,这时“那个什么”起到回复话题的作用。

2.3.2话题切换

如果说前景化是把不处于当前状态的话题

焦点化 ,那么话题切换就是将当前谈论的话题撤

下 ,换上另一个话题使之前景化。请看下例:
 25(正在煮饺子)

　Y:呀 ,

烂了 ,

　P:咿呀 ,

把烂的拿出来 ,

Y:咿呀 ,

这么大个烂了 ,

　HU:那什么 ,

姚力呀 ,

忽然想起来了 ,

还..还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

其实这么 ,

就…刚才录这么长时间你根本-

就不应该 ,

用这个 ,

电池 ,

浪费电。

2.4话轮处理功能

自然会话的过程就是话轮交替延续的过程 ,

很多情况下“什么” 、“那什么”等起到对话轮的组

织处理的作用。主要包括话轮组构和话轮转接

两个方面 。

2.4.1话轮组构

会话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提供种种

手段 ,确保会话中谈话人表达的进行。如果谈话

人在表达中没有马上组织好话轮 ,那么他/她就

要采取手段延长句子占住空间 ,使自己得到时

间 ,进行充分的思考 ,以进行话轮的构建 、协调 、

修复 ,否则对方就会抢得发言权。会话中常用的

手段就是用“什么”等话语标记进行。请看下例:
 26B:中文系是哈 ,

北大中文系真是聚集了一大批 ,

现在也是 ,

现在 ,

年轻一代的 ,

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一代 ,

又是 ,

聚集的都在北大 ,

..咱那儿主要气候不是那个很什么

的哈要不然的话 ,

咱那儿还是可以吧 ,

但是 ,

毕竟比起北大来感觉好像人家主要是宣传的。

　 C:<XX>

　 A:他这有一个

什么 ,

有一个什么关系 ,

就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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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看北大吧 ,

他有一种师承关系 ,

就是说你看-

　C:他那个传统啊 ,

　A:你看……

例中 A在获得话轮后都没有马上组织好话

轮 ,但他要继续说下去 ,就用“什么”占住空间 ,争

取时间组建下一小句 。

有时 ,在表达中 ,由于种种原因 ,出现话轮表

达失误 ,需要对话轮进行及时协调修复 ,这时谈

话者往往用“什么”进行。请看下例:
 27C:连 ,

连那个首医大有好=

有那么十一个附属医院 ,

还都是些门牌名牌医院 ,

北京 ,

友谊医院 ,

啊=

什么 ,

协 ,

那个 ,

协和 ,

医院。

说话者说出北京友谊医院后马上感觉表达

失误 ,就用“什么”进行修复调整 。应该承认 ,有

时“什么”的话轮组构功能往往和其他篇章功能

是相伴共生的 ,本文只是为了强调该项功能才将

其单列的 。

2.4.2话轮转接

自然会话中参与会话者往往就某一个话题

接续下去 ,这就产生一个话轮的传递过程。后一

会话者为了获得话轮 ,往往要采用一种抢先占住

话轮的手段 ,“什么”或“那什么”就是手段之一。

看下例:
 28C:..(N)王天天是今天下午不用去上课了 ,

　D:那个什么 ,

她本来开家长会呢 ,

××他不是下午有事儿嘛 ,

我不是 ,

才从那个那儿回来嘛 ,

我给她老师打个电话我不去了 ,

这不早早回来了 ,

　C:你们天天这样的 ,

其实都不用家长操心 ,

@@@,

<@家长会也可以不开@>,

§3 语义功能与篇章功能之间的关系

3.1应该指出 ,随着“什么”疑问指向的由有

到无 ,其疑问信息也逐渐减弱 ,其篇章功能也产

生了变化 。但有时“什么”的一些语义功能之间

以及语义功能和篇章功能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

的 ,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 、相互作用的 。

3.2 “什么”的疑问信息对话轮转换(turn-

taking)有影响 。现代话语分析理论认为 ,疑问

属于话语平面 ,否定等属于句法平面。疑问作用

于话轮 ,否定等作用于陈述。疑问信息的不同反

映了期待信息量的不同:疑问信息量大的问句需

要答案的信息量大 ,常常标志着对一个新的话轮

的诱导;疑问信息量小的问句所需要的信息量

小 , 往往标志着一个话轮的结束(参见张伯江

1997)。“什么”的疑问信息越强 ,对话轮转换的

强制性越强。如作为疑问标记的“什么”疑问信

息量大 ,因而对话轮的诱导力强。例如:
 29A:什么瓜?

　B:角瓜。

　A:角瓜是什么呀?

　B:就是西葫芦。

正如前文所言 , “什么”疑问指向对方 ,除非

特殊情况 ,对方一般必须回答 ,这是“什么”的疑

问信息决定了话轮的转换。

起疑似作用的“什么” ,疑问指向比较模糊 ,

是对方 ,也是自己。虽然含有一定的疑问信息 ,

但疑问信息不强 ,对话轮转换起一定的作用 ,但

作用比较弱 ,因此对方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

“什么”起否定 、婉和 、并列等作用的语句主要是陈

述句 ,不属于话语平面 ,因而“什么”基本上无疑问

指向 ,疑问信息趋于零 ,它难以强制话轮的转换。

3.3此外 ,对话中说话人在谈及某个记不太

清楚或不很了解的人或事物 ,用“什么”来表示疑

似时 ,“什么”还有话轮处理功能。请看下例:
 30A:就那个 ,

我给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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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知道 ,

有一个叫什么 ,

叫什么 ,

农光餐厅 ,

还是什么 ,

　B:农园餐厅 ,

　A:啊农园餐厅 ,

以上例子中 ,说话人连用三个“什么”对话轮

进行处理 ,虽并未成功但促使了话轮的转换 ,因

而正如其真值语义较弱一样 ,篇章功能还处于较

弱阶段。

§4 结论及启示

4.1结论

(1)“什么”在对话体中表示很强的疑问信息

的情况很少 ,它更多地还可以表示否定 、怀疑 、不

确定以及相应的篇章功能 ———替代 、话题处理 、

话轮处理等。语义功能和篇章功能相互关联 。

(2)“什么”的疑问信息与疑问对象的隐现

有关 ,随着疑问指向逐渐从对方到无到转向自

己 ,负载的疑问信息经历了一个大致的 U 型变

化。用下图表示:

否定 疑问 疑似 婉和 任指 列举 话语 总计

疑问

对象
对方 对方

对方

/自己
无 无 无 自己 ———

疑问

信息
弱 强 较弱 零 零 零 弱 ———

出现

数量
14 11 12 9 7 42 42 137

所占

比例

10.2

%

8.0

%

8.7

%

6.6

%

5.1

%

30.7

%

30.7

%

100

%

　　4.2启示

对外汉语口语教学 ,尤其是中 、高级口语教

学 ,我们常常感到学生的对话表达 ,特别是表达

中的篇章衔接能力不太理想 。学生往往长于模

仿课文对话 ,但在自然对话中 ,对话题及话轮处理

等方面时有障碍。这其中原因很多 ,但教材课文

对话贴近自然会话的程度也许是一个相关因素 。

我们选取了较有影响的一套口语系列教材

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级汉语

口语》(上)(1996)、《中级汉语口语》(下)(1997)、

《高级汉语口语》(上)(1997)和《高级汉语口语》

(下)(1999)作为样本 ,对这四本教材中出现的

“什么”的用法进行了粗略调查①。调查结果显

示:“什么”共出现了 287个 ,各用法的分布比例

与我们在自然口语中调查的情况很不一致 , ②

其中有两项截然相反:

(1)自然口语中作疑问标记的“什么”只出现

了 11个 ,占总数的 8.03%,几乎最少;而教材中

却出现了 145个 ,占总量的 50.5%,位居第一 。

(2)作为话语标记的“什么” ,在自然口语中

占总数的 30.66%,位居第一;而在教材中却只

出现了 2例③,仅占总数的 0.7%,位居最后 。

这能否从一个角度说明所调查的教材在贴

近自然口语方面 ,至少在篇章方面注意不够呢 ?

当然教材的对话课文同自然对话并不完全是一

回事 ,教材的编写要考虑许多因素 。但我们觉得

篇章表达是中高级班学生的重要技能 ,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 ,对这一技能的训练不可或缺 。也许我

们的调查结果对改变目前口语教材中存在的“书

面化口语”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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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材料来源及说明(录音材料):
A:男 , 34 岁 ,河北人 , 硕士 ,大学老师 , 在京生活 8 年。 　　P:28 岁 ,北京出生 , 一直在北京生活。

B:女 , 28 岁 , 内蒙人 ,硕士研究生 , 在京生活 3 年。 HU:28 岁 , 湖北人 ,在京生活 3 年。

C:男 , 32 岁 , 内蒙人 ,博士研究生 , 在京生活 12年。 HAN:35 岁 ,河南人 , 在京生活 3 年。

D:女 , 34 岁 ,天津人 , 硕士研究生 ,在京生活 3年。 Y:32 岁 ,辽宁人 ,在京生活 3 年。

歧义复句一例
先看例句:书架上 ,不是英文书就是德文书 。

我们发现这个紧缩复句有两种意思:

　　①书架上的书 ,有的是英文书 , 有的是德文书 ,别无其他。　(交替性选择)
②书架上 ,可能只有英文书 , 或只有德文书。 (可能性选择)

①义是对已然的(即已经证实的)情况所作的描述 ,强调两者交替并存而排除其他。 ②义是对

未然的(即未经证实的)情况所作的推断 ,强调两者必居其一而排除其他。这两种理解都行得通。

邢福义先生曾把“限选”格式“不是 p ,就是 q”所表示的选择关系分为交替性选择和可能性选择

两个小类 ,所依凭的便是复句所表述情况的时态特征(已然和未然)。然而 ,上述例句的时态特征显

然要取决于具体的语境 ,该复句本身并无时态标记 ,所以导致书面歧义的产生。这种歧义复句的例

子尚属罕见。

有人曾认为还有一种理解:英文德文以外 ,还有其他。其理由可能是:

　　③a.书架上 ,不是英文书就是德文书 ,再就是俄文书。　(交替性选择)

b.书架上 , 不是英文书就是德文书 , 再不就是俄文书。(可能性选择)

其实 ,添加后续句已改变了原句句意 ,补说了新情况 ,并不是对原句本义的准确理解 。

(胡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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