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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借鉴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手段，探究假设连词、复合句式和条件小句命题内容这些复句特征对违实意

义生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条件小句命题内容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起决定作用，复合句式和假设连词仅起小幅调节作

用，不改变句子原违实属性。其中，复合句式对一般命题句子违实意义生成的影响大于高违实命题句子; 假设连词仅对

一般命题复句存在影响趋势。该发现从语言本体层面证实主要复句特征与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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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How Features of a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Sentence
Facilitate Generating the Counterfactual Meanings in Mandarin Chinese

Zhou Si-min Zhang Shao-jie Wu Yan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most related lexical，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a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sen-
tence facilitie generating its counterfactual meanings in Mandarin Chinese based on the two questionnaires tests designed by dra-
wing on a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al method． It finds that the counterfactual degree of the protasis propositional content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cisive role in generating counterfactual meanings of the sentence，whil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 and
sentence patter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counterfactuality played much less important but adjusting roles since they only affected
the counterfactuality of the sentence slightly without significant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Specifically，the compound
sentence pattern affected the counterfactuality of the sentence more significantly when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was neutral than it
did when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was highly counterfactual．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s，however，only showed a tendency to af-
fect the counterfactuality of a compound sentence when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was neutral． The study confirms to some degree
how the major features of a compound sentence relate to the generation of its counterfactual meanings．

Key words: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sentence; counterfactual meaning;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compound sentence pat-
tern; protasis propositional content

1 引言
违实意义指与客观现实或主观认识相违背的

意义，能够表达违实意义的条件复句称为违实条

件句( 蒋严 2000) 。英语等印欧语言的违实条件

句往往通过动词的时制变化( tense back shift) 来

标记违实意义，然而，汉语在传统语法上仅有假设

条件复句的概念，并无时制变化标记违实意义的

语法特点( 吕叔湘 1942 /1956 /1982 /2004，陈国华

1988，袁毓林 2015 ) 。学者们总结出一系列帮助

其表达 违 实 意 义 的 违 实 语 法 成 分① ( Au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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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Ｒamsey 1987; 陈国华 1988; Wu 1993; 蒋严

2000; Feng，Li 2006; Wang 2013; 雍茜 2014，2015;

王春辉 2016) 。但是，受研究方法的局限，尚无法

充分回答这些成分产生违实意义的具体条件和程

度范围。同时，学界对违实成分的研究主要局限

于词汇层面，尚未从假设条件复句自身特征出发，

未能将与其关联最紧密的词汇、句法和语义要素

作为整体，系统考察这些特征对复句违实意义生

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借鉴心理语言学的

实验方法，从假设条件复句自身特征出发，考察这

些特征影响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条件和程序。

2 研究背景
根据 汉 语 假 设 条 件 复 句 的 定 义 与 相 关 研

究②，与其关联最紧密的句法、词汇和语义特征分

别为复合句式、假设连词以及条件小句的命题内

容。然而，学界对这 3 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复句

违实意义的生成认识不同。
仅有少数语法学家提及假设条件句的复合句

式的假设功能的特点③，且无相关实验论证。邢

福义指出，假设条件复句的句法结构具有假设功

能，可以表达假设意义( 邢福义 2001: 27) 。其中，

“如果 p，就 q”是表示分句间假设关系最具代表

性的句式。然而，句式与违实意义生成的关系研

究并不多见。对于假设连词，其违实生成能力引

起学界普遍关注，但尚存分歧。Wang 根据违实生

成能力将假设连词分成 3 类: 违实义假设连词

( 要不是、若非、如果不是等) 、可能产生违实义的

假设连词( 如果、要是、假如等) 和不能产生违实

义的假设连词 ( 万一) ( Wang 2013: 155 － 163 ) 。
与违实义直接相关的是前两类假设连词。其中，

学界一致认同带否定词“不”的违实义假设连词④

为违 实 标 记 ( 陈 国 华 1988，蒋 严 2000，邢 福 义

2001，Wang 2013，袁毓林 2015) 。然而，对于可能

产生违实义的假设连词，不同学者对其违实义

( 假设义) ⑤生成能力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

为，这 些 连 词 的 假 设 义 存 在 程 度 差 异⑥ ( Chao
1968: 116，陈国华 1988，Wu 1993: 148 ) ，假设词

“假如”( 带‘假’) 就 比“如 果”的 假 设 性 更 强

( Bloom 1981，蒋严 2000) 。假设程度越高，条件内

容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违实度就越高。但蒋严亦

指出“这在现代汉语中似乎并无充分证据”。可

见，凭借母语者语言直觉内省而得到的观点尚不够

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假设连词在表

假设义时并不存在程度差异( 邢福义 1985，王力

1985，王维贤 1994，蒋严 2000: 264 － 266，徐阳春

2002，吕叔湘 2004: 413，王春辉 2010b，Wang 2013:

150 －151) ，它们既可以连接表达可能性假设的假

设条件复句，也可以连接表达违实意义的违实条件

复句。但这两种观点都缺乏可靠的实验论证，尽管

有少量问卷研究( Wang 2013) ，但也存在样本过小、
变量控制不严格等问题。

对于条件小句的命题内容，学界观点则较为

一致，认为其是影响违实意义生成的主要因素，但

产生和影响违实意义生成的具体条件和程度却尚

无充分考量。条件小句命题内容被学者们充分关

注。例 如，Bloom ( 1981: 21 － 26 ) 和 Au ( 1983:

157) 曾就英汉母语者如何对违实条件句的前提

内容作出否定判断进行争论，即针对条件小句命

题内容的真伪展开讨论。也有学者关注汉语的违

实标记问题，认为对于未使用违实标记的汉语违

实条件句，小句命题内容正是来自语言本体层面

的违实影响因素，与百科知识和语境共同影响违

实意义的生成( Wu 1993: 154 ) ，还有学者也关注

条件小句的命题内容问题( 李晋霞 2010，王春辉

2010a) 。Wang 曾明确指出，条件小句( Protasis)

命题内容的违实性往往奠定着整个条件复句的违

实基调( Wang 2013: 150) 。
综上，假设条件复句研究，虽然涉及到复合句

式、假设连词和条件小句命题内容与复句违实意

义生成的关系，但是，这 3 者究竟在何种条件下，

多大程度上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产生影响，尚

需实证研究的证据。

3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论文研究问题如下: ( 1 ) 假设条件复句句

式对违实意义的生成产生怎样的影响; ( 2 ) 假设

连词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产生怎样的影响;

( 3) 条件小句的命题内容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

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尝试借鉴心理语言学

信、效度更高的实验范式: 增大问卷题目试次，设

计两因素实验细化考察变量处理效应，利用拉丁

方设计避免顺序效应和组间变异误差，同时严格

控制额外变量。将大样本被试测评分值作为观测

指标，量化分析句法、词汇和语义因素对复句违实

意义生成的影响。
本研究设计两组两因素实验: 实验 1 回答研

究问题( 1) 和( 3) ; 实验 2 回答问题( 2) ，并验证问

题( 3) 在实验 1 中的结果。

4 实验
4． 1 实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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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句式与命题内容对句子违实意义生成的

影响。
4． 11 被试

40 名( 17 男，23 女) 某大学非语言专业大学

生自愿参加本实验，年龄 20 － 23 岁。文、理科专

业被试各占一半; 母语均为汉语，且高考语文成绩

在及格以上。被试实验前不了解实验内容。
4． 12 实验设计与材料

实验 1 为 2 × 2( 命题违实度水平: 高违实度、
一般违实度 + 句式: 单句、条件复句) 两因素被试

内实验设计，观察指标( 因变量) 为被试对句子违

实度( 事实度) ⑦问题的评价。
实验考察命题内容违实度为一般与高违实水

平时的单、复句。其中，单句结构为“主语 + 地点

状语 + 谓语动词 1 谓语动词 2”，每个违实度对比

组内，仅主语不同; 复句中，条件小句命题内容与

单句命题内容一致，假设条件复句选用频率最高、
最典型的“如果……，就……”结构，小句间逻辑

关系限于直接因果关系，不涉及特殊语用推理⑧。
材料编制过程如下: 经 3 步编选出存在违实

度差异的 44 对单句命题: 第一，由 70 名语言学专

业学生编制 110 对单句命题作为备选实验材料，

每对包括高违实与一般违实单句命题各一个; 第

二，由 10 名语言学博士生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44
对预作为正式实验材料; 第三，由随机选取的 30
名不同专业大学生对材料违实度水平进行 7 点量

表打分，并对高违实组与一般违实组分数进行配

对样本 t 检验，t( 1，43) = 161． 4，p ＜ 0． 001，η2
p =

0． 866，说明单句命题内容的双违实度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满足进一步实验要求。然后，在 44 对单

句内容基础上，选用“如果……，就……”复句结

构，保证条件小句命题与单句命题内容一致，相应

产生 44 对假设条件复句。实验材料样例如下。
① 高违实命题·单句: 盲人在小区看棋对弈。

一般违实命题·单句: 朋友在小区看棋

对弈。
高违实命题·条件复句: 如果盲人在小区

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一般违实命题·条件复句: 如果朋友在小

区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依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和北京大

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汉语语料库( CCL) ，对各

条件间呈对比关系的词汇( 盲人，朋友) 进行词频

控制。单因素被试内方差分析发现，词频相互匹

配，p ＞ 0． 05，说明 4 种条件句子中词频无差异。
此外，我们还对熟悉度进行评价，要求 40 名不参

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评定句中主语、状语、谓语的

熟悉度( 5 点量表: 1 代表“非常不熟悉”，5 代表

“非常熟悉”) ，结果表明，熟悉度水平皆大于等于

4，且 4 个条件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确保被

试对不同条件间词汇的熟悉程度相同。

最终确定的 44 组实验句子，每组包含 4 种条

件。采用拉丁方设计，分 4 个版本呈现: 每个版本

44 个实验句子，每个条件下 11 个。为平衡实验

中违背句和正常句比例，另编制 44 个填充句。填

充句类型与实验句类型保持一致: 句型方面，单句

与复句各半; 内容方面，违实内容与正常内容各

半。最终每个版本 88 个句子，随机呈现。每名被

试随机完成一个版本，每个版本测试被试数相同。
4． 13 实验过程

以问卷形式为被试呈现实验材料，要求被试

凭第一感觉，无需主观添加语境，根据背景知识和

客观常识，对围绕违实度( 事实度) 提出的问题作

答。共 7 个违实度等级供被试选择( 1 表示“不是

真的 /没有发生”，2 表示“很不可能”，3 表示“较

不可能”，4 表示“可能 /无法确定”，5 表示“较可

能”，6 表示“很可能”，7 表示“真的 /有发生”) 。

其中，1 的事实度最低，违实度最高; 7 的事实度最

高，违实度最低。作答时间依据预实验⑨母语者

认真作答的完成时间，限定在 12 － 20 分钟，以避

免被试草率作答或过度思考的影响。
4． 14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 SPSS 20．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

性统计( 见表1 ) 。
表1 句式与命题违实度对句子

事实度影响的均值和标准差

命题违实度水平
单句均值( 标准差)

M1( SD1) M2( SD2)

条件复句均值( 标准差)

M1( SD1) M2( SD2)

高违实命题
2． 65

( 0． 94)

2． 65
( 0． 85)

2． 35
( 0． 85)

2． 40
( 0． 64)

一般违实命题
5． 16

( 0． 77)

5． 08
( 0． 72)

4． 07
( 0． 96)

3． 99
( 0． 74)

基于表1描述统计的结果进行两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见表2 ) 。结果显示: ( 1) 违实度的主

效应在基于被试( F1 ) 和项目( F2 ) 的方差分析中均

显著。( 2) 句式的主效应在基于被试和项目的方

差分析中均显著。( 3) 违实度与句式的交互作用

在基于被试和项目的方差分析中均显著。进行交

互作用句式方向上的简单效应检验: 命题内容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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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实水平时，句式的主效应显著( F1 ( 1，39) =4． 94，

p =0． 032，p ＜ 0． 05，η2
p = 0． 113; F2 ( 1，43 ) = 5． 07，

p = 0． 030，p ＜ 0． 05，η2
p = 0． 105) 。命题内容为一

般违实度水平时，句式的主效应显著( F1 ( 1，39) =

38． 75，p ＜0． 001，η2
p =0． 498; F2 ( 1，43) =60． 43，p ＜

0． 001，η2
p =0． 584) ，但两者的差异明显大于命题内

容为高违实水平时。说明句式由单句变化到复句

时，对命题内容为一般水平的句子事实度的降低幅

度明显大于命题内容为高违实度的降低幅度。但

是，均值结果还显示: 无论对于单句还是复句，高违

实命题所在句子违实度始终高于一般违实命题所

在句子违实度，说明复句句式对一般命题句子事实

度的降低程度仍十分有限，仅能使其成为一般违实

度水平的假设条件复句，无法与高违实内容所在复

句的违实度相比。因此也说明，命题内容的违实度

水平与句式相比，更能影响句子违实意义的生成。

表2 命题违实度与句式的交互作用及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效 应

随机变量

被 试 项 目

df F 1 η2p df F 2 η2p
命题违实度 1，39 274． 90＊＊＊ 0． 876 1，43 206． 73＊＊＊ 0． 828
句式 1，39 38． 57＊＊＊ 0． 497 1，43 54． 45＊＊＊ 0． 559
命题违实度 × 句式 1，39 13． 34＊＊＊ 0． 255 1，43 24． 05＊＊＊ 0． 359
命题违实度 × 单句 1，39 241． 40＊＊＊ 0． 861 1，43 207． 83＊＊＊ 0． 829
命题违实度 × 复句 1，39 99． 73＊＊＊ 0． 719 1，43 98． 94＊＊＊ 0． 697
高违实命题 × 句式 1，39 4． 94＊＊ 0． 113 1，43 5． 07＊＊ 0． 105
一般违实命题 × 句式 1，39 38． 75＊＊＊ 0． 498 1，43 60． 43＊＊＊ 0． 584

注: df 为自由度;＊＊＊ p ＜ 0． 001，＊＊ p ＜ 0． 05，* p ＜ 0． 1

此外，我们还进行交互作用违实度方向上的

简单效应检验: 在单句句式下，违实度的主效应均

显著 ( F1 ( 1，39 ) = 241． 40，p ＜ 0． 001，η2
p =

0． 861; F2 ( 1，43 ) = 207． 83，p ＜ 0． 001，η2
p =

0． 829) 。在复句句式下，违实度的主效应也均显

著( F1 ( 1，39) = 99． 73，p ＜ 0． 001，η2
p = 0． 719; F2

( 1，43) = 98． 94，p ＜ 0． 001，η2
p = 0． 697) 。因此，

命题内容违实度对单、复句的违实度均有影响。
4． 2 实验 2
实验 2 考察假设连词与命题内容对假设条件

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影响。
4． 21 被试

另有 44 名( 19 男，25 女) 某大学非语言专业

大学生自愿参加本实验，年龄 18 － 24 岁。文、理

科专业各半; 母语均为汉语，且高考语文成绩在及

格以上。被试实验前不了解实验具体内容。
4． 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实验 2 考察不同假设连词连接的命题内容为

一般与高违实水平的复句。实验设计为 2 × 2 ( 假

设连词: 假如、如果; 条件复句类型: 高违实命题复

句、一般违实命题复句) 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

观察指标( 因变量) 为被试对句子违实度问题的

评价。
实验句子中，不同连词后的复句命题内容与

实验 1 中复句命题内容保持一致; 填充句子句式

与实验句子句式一致，均为复句，包括数目相当的

让步、假设、因果等复句类型。采用拉丁方设计平

衡各实验条件。材料排列方式和数目与实验 1 一

致: 共 4 个实验条件、4 个版本，每个版本实验句

和填充句各 44 个。每名被试须阅读与回答 88 道

题目。实验材料样例如下。
② 连词“假如”·高违实命题复句: 假如盲人

在小区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连词“如果”·高违实命题复句: 如果盲人

在小区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连词“假如”·一般命题复句: 假如朋友在

小区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连词“如果”·一般命题复句: 如果朋友在

小区看棋对弈，我们就会在小区看到他。
4． 23 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与实验 1 完全一致。
4． 24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 SPSS 20．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

性统计( 见表3 ) 。
基于表3描述统计的结果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 见表4 ) 。结果显示: ( 1) 违实度的主效应

在基于被试和项目的方差分析中均非常显著。
( 2) 连词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3) 违实度与连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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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均边缘显著。进行交互作用假设连词方

向上的简单效应检验: 在条件小句命题为高违实水

平时，连词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 1，43 ) = 0． 66，

p = 0． 422，η2
p = 0． 015; F2 ( 1，43 ) = 0． 23，p =

0． 634，η2
p = 0． 005) 。在条件小句命题为一般水平

时，连词的主效应在基于被试( F1 ) 的分析中呈显著

趋势( F1 ( 1，43 ) = 2． 74，p = 0． 105，0． 1 ＜ p ＜

0． 2，η2
p = 0． 060) ; 在基于项目( F2 ) 的分析中差异

显著 ( F2 ( 1，43 ) = 5． 05，p = 0． 030，p ＜ 0． 05，

η2
p = 0． 105) 。说明连词由“如果”变成“假如”时，

对一般命题复句的违实度存在升高趋势。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假如”存在升高一般命题复句

违实度的趋势，但并不能改变原复句的违实属性，

一般命题复句的违实度仍低于高违实命题所在复

句的违实度。因此，命题违实度比假设连词更能

影响句子违实意义的生成。

表3 假设连词与命题违实度对复句

事实度影响的均值和标准差

命题违实度水平
连词如果均值( 标准差)

M1( SD1) M2( SD2)

连词假如均值( 标准差)

M1( SD1) M2( SD2)

高违实命题
2． 45

( 0． 79)

2． 49
( 0． 83)

2． 54
( 1． 01)

2． 56
( 0． 85)

一般违实命题
4． 50

( 1． 07)

4． 52
( 0． 61)

4． 28
( 0． 84)

4． 28
( 0． 69)

表4 命题违实度与假设连词的交互作用与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效 应

随机变量

被 试 项 目

df F 1 η2p df F 2 η2p
命题违实度 1，43 143． 93＊＊＊ 0． 770 1，43 185． 47＊＊＊ 0． 812
假设连词 1，43 0． 56 0． 013 1，43 1． 15 0． 026
命题违实度 × 假设连词 1，43 3． 27* 0． 071 1，43 2． 87* 0． 063
高违实命题 × 假设连词 1，43 0． 66 0． 015 1，43 0． 23 0． 005
一般命题 × 假设连词 1，43 2． 74 0． 060 1，43 5． 05＊＊ 0． 105
命题违实度 × 连词假如 1，43 96． 98＊＊＊ 0． 691 1，43 97． 21＊＊＊ 0． 693
命题违实度 × 连词如果 1，43 125． 35＊＊＊ 0． 745 1，43 169． 07＊＊＊ 0． 797

注: df 为自由度;＊＊＊p ＜ 0． 001，＊＊p ＜ 0． 05，* p ＜ 0． 1

此外，我们还进行交互作用违实度方向上的

简单效应检验: 假设连词为“假如”时，条件小句

命题内容的主效应显著( F1 ( 1，43) = 96． 98，p ＜

0． 001，η2
p = 0． 693; F2 ( 1，43) = 97． 21，p ＜ 0． 001，

η2
p = 0． 693 ) 。假设连词为“如果”时，条件小句命

题内容的主效应也均显著( F1 ( 1，43 ) = 125． 35，

p ＜ 0． 001，η2
p = 0． 745; F2 ( 1，43 ) = 169． 07，p ＜

0． 001，η2
p =0． 797) 。但两者差异量不同，“假如”

情况下差异更小。因此，命题内容违实度对连词

“如果”和“假如”所在复句违实度均有影响，但对

“假如”所在复句的违实度均值影响幅度要小于对

“如果”所在复句的影响幅度。这恰好验证连词“假

如”比“如果”略能增高一般命题复句的违实度。

5 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违实度测评任务，通过两个

实验操控句式、命题内容违实度水平以及假设连

词水平，考察其对句子违实意义生成的影响。下

面根据实验分析结果，结合研究问题展开讨论。
5． 1 假设条件复合句式的假设功能

研究发现，复句句式既会降低命题内容为高

违实水平时句子的事实度，也会降低命题内容为

一般水平时句子的事实度，但是对后者的降低幅

度要明显大于对前者的降低幅度。
上述发现与语法学家关于“假设条件复合句

式是能够表达假设意义的句法结构”的观点总体

上保持一致。并且，经细化论证得出: 复合句式在

程度上更能影响一般命题所在句子假设意义的生

成。只不过，程度有限，仅能生成假设意义，而非

违实意义。而对于高违实命题所在句子，复合句

式仅使其原本就较高的违实度略微增高，句子的

高违实属性始终不发生改变。这也说明，违实条

件复句的违实意义并非由复合句式产生，而是命

题内容的高违实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复

合句式可以生成假设意义，但非违实意义。
传统研究中未细化分析复句的假设程度，可

能与汉语条件复句的分类方式密切相关: 汉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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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注重条件与结果小句间的逻辑限定关系，将

条件复句分为假设条件复句和特定关系条件复句

( 王力 1985，胡裕树 1996，刘叔新 2002，邵敬敏

2007) 。而印欧语言将条件内容是否真实发生作

为条件复句分类时的基本依据。因而，汉语通常

不够关注条件内容的事实度，很少探讨。
5． 2 假设连词的假设义差异

研究发现当条件小句命题违实度处于不同水

平时，假设连词对复句违实意义的影响略有差别:

当条件小句为高违实内容时，假设连词对复句违

实意义的生成无影响，不同假设连词不存在违实

程度差异; 当条件小句为一般内容时，假设连词对

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有影响趋势，不同假设连词

存在违实度差异的趋势，但此趋势不足以影响原

假设条件复句一般违实水平的违实属性。
前人之所以对假设连词是否存在违实程度差

异产生争议，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对条件小句内容

进行分类分析; 另一方面，也可能对违实程度的判

断依据存在误区: 有学者将假设连词连接内容的

违实性作为判断连词违实程度的依据，于是认为:

若能连接高违实内容，便说明连词的违实程度高，

若连接一般内容，便说明连词的违实程度低。而

实际上，无论连词“如果”还是“假如”，都可以连

接高违实和一般违实内容。判断二者是否存在违

实程度差异，不应依据其后连接内容是否存在程

度差异，而应依据其所在复句生成的违实意义是

否存在程度差异。而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当连接

高违实内容时，不同连词所在复句违实度无差异，

说明对于高违实条件内容，不同连词的违实程度

无差异; 而当连接一般内容时，不同连词所在复句

违实度有差异趋势，说明对于一般条件内容，不同

连词的违实程度存在差异趋势。
因此，针对连词违实程度的争议，既可能缘于

未分类考察条件内容; 也可能缘于误将连词后连接

内容的违实性当成判断其违实程度高低的依据。
假设连词这种较为模糊、微弱的违实度影响

力，恰符合汉语作为分析型语言的特点。正如语

料库研究揭示: 汉语没有时态变化作为违实语法

标记，违实意义的表达往往需要借助一套“复合

系统”，“复合系统”中各因素对违实义的达成有

不同的贡献度，日常语言往往通过其中几个因素

的叠加来达成违实义解读，单独一个因素难以保

证句子的违实性( Wang 2013，雍茜 2015，王春辉

2016) 。在实验 2 中，假设连词由于未与其他成员

组合，而是作为考察因素被单独观察，此时只体现

出微弱的违实影响力。

5． 3 条件小句命题内容的决定性作用

实验 1 与实验 2 分别考察句式和假设连词与

条件小句命题内容对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无论句式和假设连词处于何种水平，条

件小句命题内容均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有影

响。并且，这种影响大于句式，也大于假设连词，

是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影响最大的因素。此结

果不仅为前人研究中将条件小句命题内容的违实

性作为考察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重要因素提供佐

证，还进一步诠释小句命题内容产生违实意义的

条件与程度范围。
条件小句命题内容违实度之所以会比其他两

个要素( 句式、连词) 更能影响复句违实意义的生

成，与汉语的语言类型和汉语条件句表达违实意

义的语法手段关系密切。汉语作为缺乏通过词汇

屈折变化来表达语法功能的分析型语言，其条件

复句表现的违实范畴并非一个狭义的句法范畴，

而是一个语义范畴( 王春辉 2010b) 。与其他帮助

产生违实意义的语言要素相比，条件小句命题内

容是与语义因素最直接相关的语义范畴。因此，

其违实度水平在本研究考察的 3 个要素中，是对

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影响最大的因素。

6 结束语

本研究发现，在与复句句法、词汇和语义特征

相关的复合句式、假设连词和条件小句命题内容

这 3 要素中，条件小句命题内容比其它两个要素

对句子违实意义的生成影响更大，起决定性作用，

复合句式和假设连词对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仅起

小幅度调节作用，无法改变句子原违实属性。其

中，复合句式对一般命题所在假设条件复句违实

意义生成的影响要大于对高违实命题所在违实条

件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影响; 而假设连词仅对一

般命题复句的违实意义的生成存在影响趋势。
须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旨在探究汉语复句违

实要素的语言因素，故将小句间关系控制为直接

因果逻辑关系，但并非否认推理和语境等语用因

素对条件复句违实意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如蒋严

所言:“违实句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范畴，但我们最

好先对有关的语言事实达成共识”( 蒋严 2000:

279) 。还须指出，本研究仅在语言认知层面上，

关注汉语母语者对违实要素影响下违实意义生成

的认知结果，属于“离线”( off-line) 的任务类型。
今后可针对违实意义的认知加工难度，采用观测

加工过程较敏感的眼动技术，进一步探究汉语母

语者对违实意义生成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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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违实语法成分如:“假设连词”“早”“了”“要不是”“以

为”“来应该”“……的话”“真的”等。
②汉语假设条件复句通常定义为: 由条件小句与结果小

句构成，并由条件小句中“如果”为代表的假设连词引

导( 邢福义 2001) 。因而，与复句关联最紧密的句法和

词汇特征分别为“如果……就……”等复合句式和“如

果”“假如”等假设连词。又由于条件小句比结果小句

对整个复句的假设意义有权重优势( Wang 2013，王春

辉 2010a) ，因而，与复句假设意义关联最紧密的语义要

素为条件小句的命题内容。
③多数语法学家更关注其表达条件的语法功能。
④多数学者，如李晓琪和周刚等，都认为“要不是”“若不

是”等是一些独立的连词，但是也有些学者，如陆俭明，

将它们排除在条件连词之外，视为连词加否定标记“不

是”构成的短语。
⑤广义上，违实义和假设义有时通用; 狭义上，假设义是

一个存在程度变化的连续统，程度高到与事实相违背

时则为违实义。
⑥Chao 将假设连词按假设性等级排列为: 要是 ＞ 要 ＞ 假

如 ＞ 若是 ＞ 倘若 ＞ 假若 ＞ 假使 ＞ 倘使 ＞ 设若。假设度

呈从高到低的梯度变化。
⑦违实度与事实度是一对程度互反的概念，句子的违实

度越高，则事实度越低。
⑧汉语条件复句违实意义的生成往往与多重因素有关，

如语境、语法成分和语用推理等。本研究仅考察在脱

离语境情况下，与语法成分相关的要素，因此不涉及语

境因素，并将语用推理作为额外变量进行控制。
⑨为对正式实验操作过程提供合理依据以及预测实验结

果，在正式实验前还进行了针对 28 名与正式实验同质

被试的预实验。预实验中被试在认真作答前提下，完

成问卷时间在 12 － 20 分钟。预实验结果均显著，符合

进行正式实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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