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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现代汉语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之一，语气词是说话人对命题内容中思想和感情等主观态度的表达标

记。它不仅能够表达说话人的情感，也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意愿、态度和评价，是人类情感表达的具体方式，也是交际意向

在话语中的体现手段。但是，目前语气词主观意义的受关注程度尚显不足。本文反思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强调语气词

主观意义研究的重要性，并以真实语料为例，探索音义结合的语气词研究模式，尝试为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研究提供一个

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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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ubjective Meaning of Modal Words
— A Serial Study on the Subjective Meaning of Modal Words( I)

Xie Qun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s one of the major modal expressive patterns in Chinese，modal words are the attitude markers of proposition content and
mood． They can not only express the speaker's emotion，but also reflect his intention，attitude and assessment． As one expressive
pattern of human affection，modal words also explicit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in discourse． However，the researches of mo-
dal words are not enough． This paper，with the related works as a basis，focuses on the subjective meaning of modal words，
taking the natural discourse as example，tries to construct the phonetic-semantic model of modal words research，in order to ex-
plore a new research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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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既可以使用语言来描写外在的物理世界进而形

成命题，也可以通过语言来外显自己的内心世界构成话语

的说话人意义。也就是说，话语作为人类主体性思想的外

化，必然打上发话人的主观烙印( Searle 1983: 23) 。作为现

代汉语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之一，语气词是说话人对命题

内容中思想和感情等主观态度的表达标记，不仅能够表达

说话人的情感，也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意愿、态度和评价，是

人类情感表达的具体方式，也是交际意向在话语中的体现

手段。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话人对话

语内容的态度，二是发话人对受话人交际身份的主观处

理，即双方交际关系的建构”( 徐晶凝 2008: 137) 。

由于虚词在现代汉语中具有重要的句法功能，语气

词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多围绕

单独语气词的功能分类等问题展开，主要关注不同语气

词使用的句法限制条件及其对言语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例如，熊子瑜( 2003) 以电话录音为语料，采用实验手段对

疑问语气与陈述语气中的“啊”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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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者的调形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音高的差异较为明

显。然而，作为语言“生命气息”的主要体现方式，语气词

的主观意义一直未能受到学者们足够的重视。语气词具

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却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其意义在

多数情况下都需要依赖语境才能够确定。因此，如何能

够通过形式化的手段来研究语气词，并对其意义给出客

观的解释，进而展现人的主观态度在语句中的存在方式

成为困扰学者的难题。本文反思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强调语气词主观意义研究的重要性，并以真实语料为例，

探索音义结合的语气词研究模式，尝试为现代汉语语气

词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2 现有研究反思
现代汉语的主要语法表达手段是虚词和词序。语气

词作为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表达发话人

的情感、态度和主观判断的结果。但是，在现有的语气词

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以主观感觉的方式来研究语气词。
他们所采用的例子也多为模拟语料，最常见的类型为小

说或电视剧本。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

视语气词的本质。语气词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语音形

式上的变化，而以往这些基于书面语篇的研究并不能体

现出语气词的语音特征。因此，我们以“语气词”为关键

词，对《中国知网》上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搜索。通过分析，

我们发现现有的语气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

一，无论是语言学还是语言哲学，现有的研究都大多关注

实词，对虚词的关注相对较少。学者们注重探讨实词的

指称意义，而对虚词的主观意义研究不多。作为虚词的

组成部分，语气词的主观意义自然也没有受到学界足够

的重视; 第二，近年来，学者们意义研究的重心开始逐渐

转向主观意义，语气词不具有指称意义，多表达情感和评

价，是主观意义研究的理想代表; 第三，现有的语气词研

究多专注于描写某个词的具体用法与功能，使得语气词

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能从整体上总结这类词的

客观特点与主观意义，更是淡化对语气词意义的肯定与

阐释; 第四，从有声语言第一性的角度出发，语气词具有

丰富的语音表现形式，是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但是，

现有的研究多以书面语料为研究对象，避谈语气词的语

音特征; 第五，国内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大多以引进西方

理论为主，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不够，汉语界又过于注重

细节，而忽视理论性的解释与建构。
综上所述，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目前还没有引起学者

们的足够重视。作为无法与外在客观世界对应的语言成

分，语气词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与其他语法成分搭配来指

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对主观世界的外显是语言最神

秘、最重要的功能，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主要方式。

3 语气词主观意义的本质分析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人类情感和态

度等主观性表达的重要媒介 ( Aikhenvald 2004: 93 ) 。因

此，语言的意义包括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两个方面。近

年来，随着客观意义研究的不断深入、细化，主观意义的

重要性与复杂性就不断地凸显出来。事实上，“主体之间

的交往就是意义的互动，主体性体现在话语中就是词汇

的静态意义，而主体间性则主要体现话语中动态意义的

生产过程”( 刘辉 2010: 27 ) 。语气词作为现代汉语中人

类主观性表达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主观意义必然应当受

到足够的重视。现代汉语中，语气词的数量并不多，以可

以出现在句末的语气词为例，常见的主要有“啊”、“吧”、
“呢”、“吗”、“的”、“了”、“罢了 /而已”、“嘛”和“呗”，但

是这些词的语音表现形式却非常丰富。以“啊”为例，可

以具有 3 种声调: 阳平、阴平和去声。如果再配以音高和

音强等其他语音特征，其语音表现形式将更加复杂多样。
如何能将这些多样的语音表达形式与其表达的不同主观

意义对应起来成为语气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认

为，究其本质，语言的使用与选择是说话人交际目的的外

在体现形式( Liao 2009: 198) 。说话人的交际目的是语言

表现形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目的是内化于人脑

的，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能通过有形的外在表现形式来衡量无形的内在交际目

的。如果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不仅可以有助于汉语

语法的编写，更可以推动汉语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的发

展。我们希望能够以语气词的目的分析为突破口，尝试

探究汉语虚词与交际目的的对应模式，总结虚词主观意

义表达的不同形式。

4 语气成分分析
4． 1 句中语气词结构

这是一类形式上的划分。此处的语气词结构是指引

发语中的前导行为是有某类语言成分加语气词构成，均

出现在句子中间。这种成分通常相对完整，可以是主语

或状语等语法结构，也可以是表连接、转折等的词语。这

些语气词主要有“呢”、“吧”、“啊”和“哈”。下面以笔者

自建的“商务谈判话语语料库”为语料来源举例说明。
① A: 这样呢，我姓王，王* ，我是加工集团的。

B: 感谢你。
② A: 反正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说呢，嗯，我觉得哈，

就是我们下一步呢，嗯，到科技局，我到科技局之后，希望

呢，能给我们城，两个城市之间开展合作能够提供一个新

的平台，同时呢，就是说，能创造呢更多的机会，使我们这

种合作在友好的基础上，嗯，取得更多的实质性的成果。
B: 再一次感谢。

③ A: 但是呢，我觉得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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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科技局来工作，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机会和我们的

城市来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
B: 是的，那一定。

④ A: 他这个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吧，你要是拿那个，

你比如说茄子，两块钱一斤，山东那边。一个秧子，分出

六节，你这三节，差一半呢。
B: 说的就是啊，所以说不合适嘛。

⑤ A: 现在这个种子吧，蔬菜种子，黑龙江现在，哈尔

滨这块吧，一个是棚室，增加棚室，温室大棚，这个增加，

而且增加速度非常快，应该有一点量。再一个就是对俄

罗斯那边，俄罗斯那边吧，中国人一个县出去到他这个一

个地区，种地的，大部分是中国买种的。
B: 大部分怎么的?

A: 在中，在国内买种子。
B: 买种子?

A: 嗯。
就句中语气词的位置问题，吕叔湘曾经指出，句中语

气词可以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外位成分之后，呼语之

后，小句和类似小句之后( 吕叔湘 1982: 54 ) 。朱德熙认

为，句中语气词可以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或谓语的某

个成分单头，但述语和宾语之间不能用语气词隔开( 朱德

熙 1982: 74) 。其后也有很多学者相继进行过研究。我们

认为，语气词作为表示停顿、强调等心理活动的外化，在

语句中的位置非常灵活。在现实的语言使用中，语气词

几乎可以出现在语言中的任何位置，但是频率高低相差

较大。
就句中语气词的意义问题，有学者认为，语气词作为

语气标记应当具有原型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话人对话语内容的态度，二是发话人对受话人交

际身份 的 主 观 处 理，即 双 方 交 际 关 系 的 建 构 ( 徐 晶 凝

2008: 137) 。有学者通过对语气助词“呢”的研究，提出

“呢”的原型意义为“说话人在强调话语内容中的部分信

息的基础上提请听话人注意”( 李军 华 李 长 华 2010:

97) 。方梅提出，句中语气词是说话人划分句子重要信息

跟次要信息心理过程的外部表现，将句中语气词视为次

要信息与重要信息的分界点，同时指出句中语气词总是

出现在句子表达主要信息的核心成分之前，而一般不出

现在焦点成分里( 方梅 1994: 37) 。根据我们对语料的观

察，语气词并不总是出现在重要信息之前，相反，很多时

候出现在主要信息之后，实现突出强调、吸引对方注意的

功能。如:

⑥ A: 八千万啊，让我回去想一下，你心理也有这么

个意向。完了行的话，过了春节之后呢，我们可以商讨这

个事情。
B: 哪方面? 育种方面?

A: 都考虑一下吧。

因此，通过我们的初步观察，在商务谈判活动中，句

中语气词结构出现频率很高，很多情况下是在多个语言

成分后连续出现，并且是多个语气词轮换出现，如例②和

例③。纵观语料中出现的句中语气词结构，我们认为，句

中语气词结构大量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

以满足口头互动中话语停顿的需要; 第二，个人情感的表

达，与对方情感的沟通，使得话语的机构性相对较弱; 第

三，表达发话人自己对该部分内容的强调; 第四，提醒受

话人注意语气词之前的这个部分; 第五，表明发话人的思

考过程。
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那么我们就需要

为句中语气词结构存在的原因寻找解释。需要指出的

是，对于句中语气词的形式研究已初具规模，但是不能与

外在物理世界形成对应的语气词恰恰是人类内心世界的

外在表现，对于这个方面的探讨还有待加深。发话人是

否选择使用语气词正是其心理活动、个人情感倾向的符

号展示。由于商务谈判话语的即席性，有时语气词是发

话人未能及时控制的感情的外显，有时可能是发话人故

意流露出的心理状态。无论怎样，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谈判者会尽可能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各种行为，时时刻刻

为自身的经济目的服务。因此，句中语气词结构的出现

可以满足发话人情感表达的需要，实现心理活动外显的

功能，目的在于凸显发话人的主观情感与话语态度，是发

话人交际目的的符号表征。
4． 2 感叹语

在传统的语法分类中，感叹词不属于语气词。但在

本文中，感叹语被归为语气成分。理由是，感叹语同样不

能与外在的物理世界对应，其主要功能是表达说话人的

情感与态度。
感叹语( interjection) 是一种“普遍存在却又被忽视

的”的语言现象( Ameka 1992: 101) 。引发语中的感叹语

不仅有开启话语的功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话人

的心理状态。常见的感叹词语有“哎”、“哎呀”、“啊”、
“咳”和“嗬”等，有时也可以重叠使用，其语法特点在于

“一般不进入句子结构，独立成句”( 邵敬敏 2007: 179 ) 。
因此，感叹词位于引发语的前端可以独立或与其他话语

成分组合构成前导行为，具有感叹、表达强烈的感情以及

吸引对方注意的作用。我们以自建的“商务谈判话语语

料库”为例，语料中各种感叹语的出现频率由高到低的顺

序排列后的情况如下:

⑦ A: 啊，时间、计划有没有个概算，有没有可以这

个?

B: 这个过程太，非常快，这个不会。大概需要一年

时间，整个的过程做完。大概 20 万美金，估计。
A: 20 万美金?

B: 嗯，大概 170 万人民币吧，应该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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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A: 啊，如果是这样企业的话，我想让那个有时间

到我们那去一趟。你过了春节以后来一下，我想把食用

菌产业(……) ，看看怎么进行合作谈判，怎么谈好呢?

B: 这样好不好，那让丹尼尔直接飞过来吧，正好这

次那谁也在。
A: 丹尼尔吴是他那个上海的这个公司的头儿?

B: 是上海的头儿。
⑨ A: 哎，这样，既然去过以色列了，对这个感兴趣，

到公司具体看了没?

B1: 我不知道我们老板是随那个市委书记盖＊＊去

的哪儿。
B2: 去过公司了，我记得，有印象。

⑩ A: 哎呀，哥们儿，一切可好啊! 你也叫总经济师，

对吧?

B: 对啊，我和冯＊＊▲
A: ▼总经济师了不得!

感叹语具有丰富的表义功能，是发话人内心情感在

语言符号层面的体现，是一种“感于心而叹于言”的词类

( 李丛和 2007: 119) 。因此，以感叹语为前导行为的引发

语相对语气柔和，可以在感情上行使一定的沟通与互动

功能。如 例⑩中 的“哎 呀”为 东 北 方 言，“哎”为 上 声、
“呀”为去声，表惊讶、感叹之意，充分表现出发话人对对

方身份地位的肯定与褒扬。配合方言的使用，更是具有

幽默诙谐之感。语义学者与哲学者们认为，感叹词不能

与外在的物理世界对应，因此不具有概念意义。但是，感

叹语与人类内在的情感世界对应，是发话人主观情感的

典型反映，即表达命题意义之外的言者意义。也就是说，

发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也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

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 沈家煊

2001: 268) 。在商务谈判这种规约性、程序性都较弱的机

构话语中，交际双方地位与权力都相对平等，因此，沟通

人际关系与情感的话语扮演着重要的协商功能( Martin，

White 2008: 105) 。关联理论认为，感叹语可以减轻受话

人的认知处理负担，使得发话人的意图可以与语境得到

更好的结合以致收获最佳的言语效果。在我们看来，商

务活动中，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

展开，任何话语的选择与使用都是发话人追求目的的言

语体现，情感表达等言语策略的采用也都是谈判者实现

经济目的的常用手段与工具。因此，以感叹语为前导行

为的引发语通常可以拉近双方的交际距离，通过情感上

的沟通与互动来削弱经济上的冲突与矛盾，以实现拿情

感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最终仍然是为自己经济利

益的最大化服务。由此可见，在商务谈判中，无论是指向

外在物理世界的概念意义表达，还是指向人的内心世界

的情感意义外显，任何话语成分的选择与使用都与发话

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都是发话人目的导向下的话语

选择结果，是人的目的的外在体现。

5 研究意义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语气词主观意义

的研究对现代汉语虚词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应用都具有重

要的补充作用。
在理论方面，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第一，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有利于拓展现有

的语气词研究。表达主观意义是语气词的主要功能之

一，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语气词的认识，也

可以丰富现有的语气词研究，进一步发掘语气词在表达

意义方面的特点、类型和使用条件。第二，关于语气词主

观意义的研究有利于丰富现代汉语虚词研究。虚词虽然

数量不多，且属于封闭词类，但是其语法功能复杂，因此

一直是语言学界讨论的重点。本研究从音义形 3 者相结

合的角度探究语气词的主观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现代汉语语气词研究，为其他虚词研究提供参考。第

三，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有利于完善语言的主观性研

究。主观意义是说话人意向与目的的体现，同时也是交

际双方关系身份建构的主要依托。语气词作为表达发话

人情感、态度和评价的方式之一，带有明确的主观性。语

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虚词的主观意义研

究，也可以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完善现代汉语主观性表达

手段的研究。
在应用方面，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可以为现代汉

语教学提供给养。首先，语气词的主观意义研究有利于

指导对外汉语教学。语气词的意义多变使其成为教学中

的难点之一。相关研究应该立足自然语料，力求从形式

上入手，为语气词意义的确定提供形式上的标准，因此可

以为语法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指导与依据。其

次，有利于机器翻译和语料库等人工智能软件的建设。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语言研究成为限制人工智能

发展的主要瓶颈。汉语成分的形式与功能之间关系的描

写是机器翻译和语料库检索等多项智能软件研究中亟待

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可以有助于其在语气词方面的建设

与发展。最后，有利于教材编写与实际运用。语言教材

须要贴近生活，尽可能反映语言使用的真实状况。研究

若采用自然发生的语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气词

的使用现状，可以为句法教材的编写以及语气词的实际

运用提供参考。

6 结束语
语言类型的不同使得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的语法手段

( Goffman 1981: 34) 。虚词作为汉语不同句法类型的主要

体现方式，其文字的表现形式并不具有拉丁语系的屈折

变化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汉语虚词存在同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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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汉语虚词的“屈折变化”是

通过不同的语音形式来体现的。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

语语气词的研究必须以语音为出发点与基本点。只有对

语音形式的充分分析，才能使不同的意义具有相对准确

的外在体现方式，才能使得形式与意义的对应性研究进

一步地发展下去。
针对语气词主观意义的研究现状，我们建议未来研

究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第一，田野调查法。
研究者可以以观察者的身份收集自然真实的语料，保证

语料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第二，语料库的方法。研究者可

以对采集的语料进行详尽的转写与标注，自建口语语料

库，保证研究的材料基础; 在此基础上，利用 PＲAAT 等软

件对语气词的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出各层面的相关语言

特征，利用 SPSS 软件对话语形式与功能搭配的契合度进

行统计学检验; 第三，穷尽分析的方法。穷尽式地考察自

建语料库，以“不重复、无遗漏”的方式保证研究的有效

度; 第四，统计计算法。研究者应该立志于将定量研究的

数据与定性分析的结果相结合，使结果更具科学性，保证

研究的信度; 第五，理论建构法。以反思现有理论为基

础，结合语料分析的结果，建构新的话语分析模式; 第六，

综合考察法。整合语音、句法和语义 － 语用分析的结果，

从 3 者结合的角度解释语气词的主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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