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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内部的加的夫语法模式，探讨现代汉语副词“就”字的用法，旨在明确它

在不同情况下表达的各种意义以及相应的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 副词“就”字可表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逻辑意义;

其经验意义包括时间指示意义以及时间、范围、原因、目的和数量等限制意义; 人际意义主要指情态意义; 逻辑意义主要

涵盖承接、条件、目的、原因和假设等逻辑语义关系; 在句法中，“就”字对应经验意义说明助动词或推断语成分，对应人

际意义说明助动词成分，对应逻辑意义说明连接词或粘合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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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haracter Adverb Jiu: A Functional Approach
He Wei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one of its models，the Cardiff Grammar in particular，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inese character adverb jiu with the aim to specify its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yntactic elements
it expoun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verb jiu may express experiential，interpersonal and logical meanings． The ex-
periential meaning includes the deictic temporal meaning and the specification meanings of time，scope，cause，purpose，

amount，etc． ;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is mainly confined to modality; and the logical meaning has in its scope sequence，con-
dition and result，purpose and measure，cause and result and postulation and result． Corresponding with its experiential，inter-
personal and logical meanings，the character jiu expounds respectively the Auxiliary or the Inferer / inferer element，the Auxiliary
element and the Linker or Binder element 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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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说来，现代汉语“就”字有 3 种词性: 动词、副词

和介词。有关“就”字的动词和介词用法，汉语界鲜有异

议，而对于副词用法则讨论得较多，集中在语义项数 ( 陆

丙甫 1984，古样 1984，赖先刚 1992，杨松柠 2013) 和单个

句式表达( 赵静贞 1984，周小兵 1991，王弘宇 1999，岳中

奇 2000，杨德峰 2005，金立鑫 于秀金 2013，金立鑫 杜家

俊 2014，陈颖 2014 ) ，后者多涉及语用因素。目前，少有

学者结合意义和句法功能系统地探讨副词“就”字。
在讨论副词的区分标准时，张谊生 ( 2000a: 54 ) 认为

应该坚持“以句法功能为依据，以所表意义为基础”的基

本原则。我们认为，这不仅适合于副词与其他词类的鉴

别，也适合于副词内部小类的确定，这一点与系统功能语

言学的语言描述原则相似，尤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

的加的夫语法始终坚持的“以意义为中心，而形式是意义

的体现”原则一致。有鉴于此，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以

及加的夫语法为理论基础来描述副词“就”字的意义和句

法功能，以期呈现副词“就”字用法的概貌，并为汉语虚词

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87

2016 年第 5 期

总第 192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6，No． 5

Serial No． 19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英时间系统体现方式之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对比研究”( 11BYY007) 的阶段性成果。



2 功能句法描述原则、范畴及关系
系统 功 能 语 言 学 是 Halliday ( Halliday 1985，1994;

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14 ) 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最

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语言的多功能原则。加的夫语法

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一个主要理论模式，它的产生

和发展深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 Halliday 早期著作的

影响。它坚持 3 个语言描述原则: 一是语言多功能原则;

二是意义是中心，形式体现意义; 三是多种意义由单一句

法结 构 体 现 ( Fawcett 2000，2008; 黄 国 文 等 2008; He
2014; 何伟 高生文 2011; 何伟 张敬源 2010; He，Zhang
2013) 。

何伟等( 2015) 以加的夫语法为主要理论依据，构建

汉语功能句法理论，其中汉语功能句法范畴包括单位、成
分和形式项; 句法关系包括组成、填充、说明和重合。汉

语中主要存在 5 种句法单位: 小句、名词词组、性质词组、
数量词组和介词短语。小句用来表达语义层次上的“情

形”，在句法层次上可填充小句以及词组中的结构成分。
词组系一种完整的指代表达形式，名词词组表达“物”，性

质词组表达“物”或“情形”的性质，数量词组表达“物”或

“情形”的数量或程度，介词短语表达与“物”发生的次要

关系。此外，还有次要单位类别，包括属格字符串和人类

专有名词字符串等，这些字符串是名词词组的一个次类

别，表达名词词组内部比较复杂的语义关系。这些单位

由句法结构成分组成，成分又由单位填充或由形式项直

接说明———形式项包括词和语素，成分之间可能存在重

合关系。它们可在小句层面上以及词组层面上填充一定

的成分。有关这些句法单位的内部结构成分以及它们的

句法功能潜势，此文不再赘述。
尽管上面提到的相关文献已经描述过汉语的基本句

法，然而无论是对小句，还是对各类词组的探讨，他们均

没有涉及副词“就”字的用法。这也是我们在本文对副词

“就”字进行功能视角研究的另一个动因。

3 副词“就”字的意义和句法功能分析
3． 1 副词“就”字的意义

副词“就”字在吕叔湘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1995 /
2013) 中分成 7 个义项; 在《现代汉语词典》( 1996) 中分成 8
个义项; 陆丙甫( 1984) 描述7 个义项; 古样( 1984) 讨论3 个

义项; 赖先刚( 1992) 分析 8 个义项; 杨松柠( 2013) 呈现 15
个义项。尽管不同的词典和研究对副词“就”字表示的意

义区分不尽一致，而综观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 副词“就”
字基本表达 4 个方面的意义: 时间、范围、语气和关联，每个

方面的意义又可区分为细小的类别。有关这些义项，学界

基本认为副词“就”字隶属虚词，而非实词，原因是副词

“就”字表达的意义比较虚化，在句法中单独充当句法成分

的能力以及与其他词组合的能力均受限。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 3 大元功能———概念

( 包括经验和逻辑) 、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Halliday 1985，

1994; 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14 ) 。基于功能思想，

本文认为副词“就”字可表达经验意义、逻辑意义以及人

际意义，这些意义的确定主要依靠“就”字的使用语境。系

统功能语言学一般不区分实体意义和虚化意义，因为每种

意义对语言的生成和理解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

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说明“就”字表达的意义:“就”
字表达的逻辑意义和人际意义体现说话人的主观判断和

态度等; 即使是表达经验功能中的将来时间意义和对范围

等的限制意义，“就”字体现的也不是纯粹的客观性，是对

时间关系和范围大小等的一种认知和推断，这与名词性表

达方式体现的意义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讲，后者体现一种

纯粹的客观性，其意义的确定与语境关系不大。由此可见，

学界把副词“就”字归为虚词是有理据的。
下面，我们就分析副词“就”字表达的经验意义、逻辑

意义和人际意义及相应的句法功能。由于经验意义和人

际意义的句法范围限于小句，而逻辑意义涉及小句之间

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谈“就”字的经验意义和人际意义及

句法功能，再讨论逻辑意义及句法功能。
3． 2 副词“就”字的经验意义及句法功能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时间意义和范围意义等均

属于经验意义。有关副词“就”字表达的时间意义，多数

词典、文章和教材 ( 如《现代汉语词典》，吴光华 2010，吕

叔湘 1995 /2013，陆丙甫 1984，古样 1984，刘月华等 2001，

张斌 2001) 基本认同 3 个义项: 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内、
表示事情发生得早或结束得早和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
由于第三个义项涉及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故我们

在 3． 4 中讨论。我们认为，前两个义项的描述不够准确。
第一个义项没有表明很短的时间是在将来时间框架内，

还是在过 去 时 间 框 架 内，而 赖 先 刚 ( 1992 ) 和 杨 松 柠

( 2013) 基本澄清这一点: 很短的时间指“随即”、“即将”。
杨松柠( 2013) 对第二个义项进行补充，认为“就”字除指

事件发生、进行或结束得早，还可指事件发生、进行或结

束得晚，这两个意义均属话语发出者的推断，表示事件发

生或结束早于或晚于话语发出者原预想的某个时间点。
从功能角度，“就”字的第一个义项首先表示从话语

发出时间“现在”看，事件将要发生、进行或结束; 其次，表

示事件发生时间距离“现在”很短，即表示很快发生、进行

或结束。简言之，表示第一个义项的“就”字既涉及对将

来时间意义的客观描述，又涉及对将来时间长短的主观

看法———所谓主观看法，意味着“很短的时间”或“很快”
是个不确定的表达，可以指几秒钟、几分钟、几小时，也可

指更长，比如一年、两年、十年等，如例①至例③。无论客

观时间是长还是短，这两种情况下的“就”字相当于“即

将”、“将要”，首先表达实际将来时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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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就亮。
② 你坐高铁去，两个小时就到。
③ 我儿子明年就大学毕业了。
张谊生指出，“现代汉语的副词实际上仍然处在由实

向虚转向的过程中———有的已经完成分化的过程，有的

正处在虚化进程中，有的基本完成仍保留旧用法……”
( 张谊生 2000a: 57 － 58) 。对于副词“就”字，因其词汇意

义虚化，而句法上粘着性强，学界一般把它看作虚词，这

也应该是《现代汉语八百词》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将它

收录在内的主要原因。词汇虚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

看，是语法化的过程。He 和 Ma ( 2013 ) 在描述汉语时态

系统时，把“即将”和“将要”等看作将来时态准语法化的

体现形式。同理，此处我们可以把表示将来时间意义的

副词“就”字看作将来时态的准语法化或者完全语法化的

体现形式。
在加的夫语法框架内，以准语法化或语法化的形式

来表达时间意义的形式项说明句法中的“助动词”成分。
这样一来，在句法结构中，我们应该把表示将来时间意义

的副词“就”字描述为“助动词”成分，见图1。此处须要说

明一点: 与其他表达时间意义的准语法化或语法化形式

一样，“就”字表达的时间意义不限于时态，还有体( 何伟

2009) 。不过，无论是时态还是体，它们的句法功能是一

致的，即用以直接说明小句中的“助动词”成分。
本文对表示将来时间意义的副词“就”字的句法功能

描述不同于汉语学界其他研究。在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

语言学看来，副词在句法功能方面主要充当状语，可以

讲，用在谓体前面的副词，即张谊生( 2001 ) 提到的“附谓

词”，肯定是状语。我们认为，如果是开放性的实词，比如

小句“天六点钟亮”中的“六点钟”是状语成分，而非“助

动词”成分。两者的区分在于一类是时间意义的词汇表

达形式，而一类是准语法化或语法化表达形式; 另外，实

词表达形式很难表达主观看法。

图1 例①的功能句法分析

关于“就”字的第二义项，我们认为它与第一个义项

不同: 第一个义项首先表示一种时间指示关系; 第二个义

项不表示时间指示关系，而表示时间限制关系，比如例④
至例⑥。在这 3 个例子中，“就”字表达推理上的时间限

制关系，语义指向为小句中的时间表达词语。由于这种

限制关系，“就”字延伸另外一种意义，即在话语发出者看

来事件发生得或早或晚。在例④和例⑥中，“就”字的功

能是限制前面的时间，衍生的意义是该时间比较早; 而在

例⑤中，“就”字限制后面的时间，衍生的意义是该时间比

较晚。衍生意义的“早”或“晚”取决于具体时间词语在小

句中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时间词语在前，“就”在后，表示

“早”; 反之，表示“晚”。关于“早”，吕叔湘 ( 1995 /2013:

315) 指出，“就”字表示很久以前发生时，前面必有时间词

语或其他副词。
④ 小明七点就起床了。
⑤ 小明起床就七点了。
⑥ 这会儿就开始偷奸耍滑，以后怎么信赖你?

( 王朔小说《永失我爱》，转引自杨松柠 2013: 81)

从功能角度，我们在描述句法时应基于其语言形式

的原生意义，所以我们把类似例④至例⑥中的“就”字看

作或前或后表达时间意义语言单位中的“推断语”成分，

见图2。

图2 例④的功能句法分析

副词“就”字的经验功能不限于上述时间指示意义和

时间限制意义的表示，还可表示其他限制意义。《现代汉

语虚词词典》描述“就”字限制意义的 3 个小类别: 用在名

词、代词和动词等词语以及句子前面，对人或事物进行排

他性限制，如例⑦a 至 c; 用在表原因、目的、范围的词语或

小句前边，对推理的前提进行限制，比如例⑧a 至 c; 强调

数量( 包括强调数量少和多) ，比如例⑨a 和 c．
⑦ a． 就老王不会跳舞。

b． 就你们这几个人，行吗?

c． 我就要这个。
⑧ a． 就因为这点原因要退学，值得吗?

b． 就为了能早一天见到他，她甚至愿意连夜步行

二十多里地。
c． 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实用性。

⑨ a． 校对的任务，三天就能完成。
b． 这些衣服式样不好，就几个人买。
c． 去的人还真不少，我校就去了一百多人。

本文认为，《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对副词“就”字限制

意义的描述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而其相应的句法功能

尚待研究。尽管张谊生( 2001) 讨论过相关范围副词的句

08

2016 年 何 伟 现代汉语副词“就”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第 5 期



法功能，然而他只区分两种情况: 范围副词用在谓词前面

时，作用是修饰谓词，句法上用作状语; 用在体词前面或

后面时，作用是修饰体词，句法上用作定语。这种观点似

与“就”字表达的限制意义不够吻合。本文借鉴加的夫语

法理论，提出副词表限制意义时，无论用在什么性质的词

语前面，均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状语或定语。就例⑦来

说，表面上，副词“就”字用在名词性 ( 老王) 、代词性 ( 你

们) 和动词性词语( 要) 前，再进一步，是用在名词词组( 老

王、你们这几个人) 和动词形式项( 要) 前面; 而实际上，副

词“就”字限制的均是名词词组“老王”、“你们这几个人”
和“这个”。所以，我们不能仅以表面的形式来断定“就”
字的句法功能，而须以其意义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

能简单地把类似例⑦中的“就”字看作名词词组中的修饰

语，因为修饰语的功能是描述中心词所表达“物”的新旧 /
年龄、体积 /规模、形状 /外貌、出处和材料等，也不能看作

限定成分，因为限定成分用来限定中心词所表达“物”的

所属和数量等。然而，我们可以把“就”字看作名词词组中

的“推断语”( inferer) ，与英语中的 only，even 和 just 的功能

比较一致，它们均表达一种推断范围限制意义; 换言之，

“就”字表示推理上排他性的范围限制意义。此处有一点

须要注意:“就”字作为“推断语”，在一定句法中，会出现非

连续现象。鉴于例⑦a 和 b 比较相似，均为非连续现象，下

面我们只呈现例⑦a 和 c 的功能句法分析，见图3和图4。
在类似于例⑧的语言现象中，副词“就”字用于介词短

语“就因为这点原因”、小句“就为了能早一天见到他”和介

词短语“就在于它的实用性”———前两个语言单位均充当

它们所在小句的状语，第三个为谓体。这些语言现象与

例⑦相通，其中的“就”字实际语义指向分别为介词“因

为”、“为了”和“在于”后面的名词词组、小句和名词词组代

表的“物”、“情形”和“物”。同理，我们把这些语言现象中

的“就”字看作后面所跟单位的“推断语”，限制原因、目的

和范围等。不过，鉴于介词的干预，“就”字与所属单位之

间出现非连续现象。有关这一点，参见图5 对例⑧c 的全面

功能句法分析。
张斌( 2001: 302 － 303) 指出:“就”字可以用来强调数

量的多或少，比如例⑨a 和 b 涉及的数量少，所以“就”字

用来强调数量之少，而例⑨c 涉及的数量大，所以“就”字

用来强调数量之多; 例⑨a 和 b 的区别在于“就”字的前后

位置，在 后 时 轻 读，而 在 前 时 则 重 读。吕 叔 湘 ( 1995 /
2013: 317) 基本上也持类似观点。本文认为，类似例⑨中

的“就”字也表示推理上的限制意义，此处的限制系数量

大小或多少的限制，其对数量大小或多少的强调应该是

这种数量限制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一种延伸义，与具体

数量没有必然联系。这正如类似例⑦语言现象中的“就”
字，其排他性的意义源于对范围的限制。鉴于“就”字的

语义指向，我们把它看作相关语言单位中的“推断语”，在

例⑨a 中与“三天”组成一个非连续名词词组，在例⑨b 中

与“几个人”组成一个连续的名词词组，在例⑨c 中与“一

百多人”组成一个非连续名词词组。

图3 例⑦a 的功能句法分析

图4 例⑦c 的功能句法分析

图5 例⑧c 的功能句法分析

另外，“就”字是否重读确与位置相关，这是语言体现

出的一种韵律特征，与其对数量的限制意义以及强调延

伸意义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于我们对例⑨的解读与对例⑦的描述相似，因而此

处不再呈现例⑨中 3 个小句的功能句法直观分析图示。
3． 3 副词“就”字的人际意义及句法功能

下面例⑩至例瑏瑥中的“就”字与 3． 2 小节中的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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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它们表示的不是经验意义，而是人际意义。
⑩ 你就不要再找别人了。
瑏瑡 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瑏瑢 我就不同意。
瑏瑣 他们就那么老实，乖乖地叫你打?

瑏瑤 你让我去? 我就不去!

瑏瑥 饭凉点就凉点吧，出门在外，哪能跟家里一样。
学界普遍将上述 6 例中“就”字的用法归为语气副

词。从吕叔湘( 1995 /2013: 316 ) 和刘月华等( 2001 /2010:

252) 的描述来看，例⑩至例瑏瑤中的“就”表示“加强肯定”;

从张斌( 2001: 303) 的解释来看，例⑩至例瑏瑥表示“语气和

口气”，具体来讲，它们分别表示“加强决断口气”、“确

认”、“证实或提醒”、“确认”、“加强决断口气”和“将就或

忍让”。在本文看来，前两者的表述比较笼统，而后者的

分类虽比较细化，但不够明确。
张谊生把汉语语气副词表示的语气分为 10 小类: 强

调与婉转、深究与比附、意外与侥幸、逆转与契合、意愿与

将就( 张谊生 2000b: 59) 。据此，“就”字在例⑩至例瑏瑢中

表示强调，在 例瑏瑣中 表 示 深 究，在 例瑏瑤中 表 示 逆 转，在

例瑏瑥中表示将就。这种归纳与分类比较细致而明确，具

有穷尽性，而又不存在重叠现象。
从功能角度，语气与情态相互关联，而又不相同。语

气指用来给予信息、寻求信息和提出要求等小句的类型，

情态指话语发出者对小句表达命题的一种主观评价、态

度和 意 愿 等 ( Halliday 1985，1994; 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14; Fawcett 2000) 。基于功能角度对语气和情态

的描述，本文认为把类似例⑩至例瑏瑤中的语气副词“就”
字看作情态副词比较合适。

学界有少数学者( 张斌 2001: 前言) 提出不表达命题

意义的副词，即不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的经验意义

的副词，不充当句法成分，如语气副词“也许”、“难道”和

“究竟”等。然而，学界一般认为副词( 包括语气副词) 在

句法中充当状语( 张谊生 2000a，2001; 吕叔湘 1995 /2013;

刘月华等 2001 /2010) 。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基于语言的多功能性

质，一定意义上赞成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用以表达情态

意义的“就”字在小句中直接说明一定的句法成分，不过

是“助动词”成分，而非“状语”成分———比如例瑏瑢，见图6。
“助动词”成分在系统功能句法中主要用来体现“时间指示

意义”、“情态意义”和“被动语态意义”，一般情况下由助动

词( 包括情态助动词) 说明( Halliday 1985，1994; Halliday，

Matthiessen 2014; Fawcett 2000) 。汉语中的助动词为能愿

动词，其中不包括“就”字。然而，本文认为，尽管此处讨论

的“就”字在词性上是副词，而这个副词比较特殊，不表达

经验意义，与能愿动词相似; 总是出现在“谓体”前面，即附

着性强，这与能愿动词也相似。如果我们把它看作状语，

它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别，其句法位置与其他副词充

当状语不一样，它不能用在句首和句末，而只能用在“谓

体”前面。事实上，情态副词“就”字句法功能的这种很强

的“附谓性”源自它比较强的虚词性质，即它在副词中是

语法化程度比较深的一个类别。从加的夫语法角度，我

们把表示情态意义的副词“就”字看作小句中的“助动词”
成分是合理的。Fawcett( forthcoming: section 6． 4． 3) 指出，

句法功能与填充它的语言单位类别或与直接说明它的形

式项的词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这也正是语言系

统内部功能与形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

图6 例瑏瑢的功能句法分析

关于例瑏瑥中“就”字的用法，我们认为它的情态意义是

一种衍生义，本义应该是表达一种假设或既定条件的逻辑

语义关系。比如，例瑏瑥中的第一个小句可以变成“如果饭

凉点，就凉点吧”，其经验意义和逻辑语义关系与没有改变

前是一致的。至于像小句“如果饭凉点，就热热吧”中的

“就”字没有衍生出“将就”的情态意义，原因应该是“就”
字后面没有重复前面的词语。一般情况下，语言的经济原

则要求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不要重复，否则话语会比较累

赘; 然而，如果人们故意重复某些表达，其重复是有蕴意的。
比如，小句“女孩子就是女孩子”中的第二个“女孩子”表

示: 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在性格、举止和穿着等方面具有

典型的区别特征，其重复用以强调女孩子的特质。由此，在

句法分析时，我们仍然以语言形式的原生义为基础，从而

把类似例瑏瑥中的“就”字描述为“粘合词”( Binder) ，以体现

它表达的逻辑语义关系，见图7。

图7 例瑏瑥的功能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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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副词“就”字的逻辑意义及句法功能

例瑏瑥中“就”字的原生义不是人际意义，而是逻辑意

义，这表示它原本是关联副词，只是在那种语境下，衍生

出情态意义。下面几例中的“就”字是典型的关联副词。
瑏瑦 我看看就走。
瑏瑧 只要他在那里，盟军就不会开火。
瑏瑨 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
瑏瑩 为了维护这样的国家机器，就必须加强等级制度

和等级观念。
瑐瑠 如果您不要我去，我就不去。
例瑏瑦中的“就”字表示承接 关 系。表 承 接 关 系 时，

“就”字除可以单独使用外，还可以与其他表承接的词语

一同使用，组成学界一般所说的关联词组，包括“才 /刚 /
一 /于是 /又……就……”等。“就”字表示的绝大多数承

接关系限于时间，即表示两个事件前后发生的顺序; 不

过，也有表示“物”的承接现象，比如在“旧历的年底毕竟

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

气象来”中，“就”承接两个地方“村镇上”和“在天空中”。
例瑏瑧中的“就”字与前面的“只要”一起表示条件与结果关

系; 除此，还有“一旦 /一经 /不管 /不论……就……”等关

联词组，有的表示充分条件与结果关系，有的表示必然条

件与结果关系，有的表示无条件与结果关系。例瑏瑨中的

“就”字与前面的“既然”一起表示因果关系; 再者，“既

然……那 /因为 /由于……就……”也表示因果关系，有的

是推论性因果关系，有的是陈述性因果关系。例瑏瑩中的

“就”字与前面的“为了”组合在一起，表示目的与措施关

系。例瑐瑠中的“就”字与前面的“如果”一起表示假设与结

果关系; 另外，“假如 /假若 /假使 /如果……那么 /若 /如 /
设 若 /设 如 /倘 如 /倘 若 /倘 /倘 使 /万 一 /要 /要 不 是 /
再……就……”都表示假设关系。

图8 例瑏瑦的功能句法分析

如上所述，关联副词“就”字表示的逻辑意义包括承

接、条件、因果、目的和假设关系。基于加的夫语法，处于

承接关系的两个小句组成一个并列关系的小句复合体，

处于其他逻辑语义关系的两个小句并非组成一个并列关

系的小句复合体，而是条件句、原因句、目的句和假设句

等填充主句的一个成分，即“状语”; 其中的关联副词用来

说明“连接词”( Linker，简写为 ＆) 或“粘合词”成分，如果

是成对的关联副词，那么第一个为“连接词 1”( Linker1 )

或“粘合词 1”( Binder1) ，第二个为“连接词 2”( Linker2 )

或“粘合词 2”( Binder2 ) ( Fawcett 2000，forthcoming; He
2014; He，Zhang 2013; 何伟 苏淼 2013 ) 。例如我们对例

瑏瑦和瑏瑧的功能句法分析，见图8和图9。

图9 例瑏瑧的功能句法分析

4 结束语
关于“就”字，汉语学界总结出 4 种用法———时间副

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和关联副词，并基本认为在句法

中“附谓”时用作状语，“附体”时用作定语。本文在系统

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基于语言的多功能思想，并根据加的

夫语法的句法理论，比较系统地讨论现代汉语副词“就”
字的用法，指出: 副词“就”字可表达 3 种意义，即包括时

间指示意义以及时间、范围、原因、目的和数量等限制意

义在内的经验意义，基本限于情态的人际意义，以及表示

承接、条件与结果、因果、目的与措施、假设与结果关系的

逻辑意义。如果一定用类别来概括，我们认为“就”字有 3
种用法———经验副词、人际副词和逻辑副词; 具体一点，

有 4 种用法———指示副词、限制副词、情态副词和关联副

词。关于“就”字的句法功能，本文将其表达的意义与其

在副词中语法化程度比较深的特点结合起来，提出: 体现

时间指示意义时，说明小句中的“助动词”成分; 体现限制

意义时，说明所在句法单位的“推断语”成分; 体现情态意

义时，说明小句中的“助动词”成分; 体现逻辑语义关系

时，说明小句中的“连接词”或“粘合词”成分。希望本文

能为现代汉语中其他虚词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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