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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现代汉语中的应答句呈现出一种有衔接的类型特征，主要的衔接词有“这”和“那”。本文主要描写衔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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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且语法化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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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Ｒesponse Discourse Marker“Zh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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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have shown a type of connection characteristics，and the main connective words
are“zhe”( this) and“na”( that) ．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d“zhe”( this) in response sen-
tences，and analyzed the class and functions of“zhe”( this) response sentences． As the first word in response sentences，“zhe”
( this) show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and different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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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应答句呈现出衔接的类型特

征，主要衔接词有“这”和“那”等。自然口语中

“这 /那”具有标示主观评价的语用功能，“这 /那”

形式上成为主观性话语立场表达的指示标记( 郑

友阶 罗耀华 2013: 98) ，而且“这 /那 －”系认同类

话语标记不对称( 曹秀玲 蒋兴 2015: 17) 。

当前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越发受到学者们的

重视，尤其是关于“这 /那”的研究。本文拟从衔

接的角度分析应答句中的“这”，尝试分析应答句

中位于句首的“这”的词性与话语标记功能，进而

讨论应答话语标记“这”的语法化问题。

2 应答的有衔接与零衔接

应答句是针对引发句而言，是引发句的下一

个话步。二者不仅相互关联，同时引发句还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应答句的生成和选择( 谢群 2016:

85) 。针对引发的应答有时有衔接词，有时没有

衔接词。因为对话中的双方往往都熟知背景信

息，所以对话似乎应以无衔接词常见。然而，在实

际的汉语对话中，常常有以下的“违规”现象:

① 流浪人员: 我是怎么过去的，就是自己流

浪过去的。

记 者: 这 怎 么 可 能 呢? ( 《新 闻 调 查》，

2005 － 8 － 24)

② 甲: 我何时骗过你?

乙: 那 好 吧，事 情 也 很 简 单。 ( 陈 世 旭

《惊淘》)

可以看出，例①和例②中出现作为对话衔接

的“这”“那”，且这里的“这”“那”似乎也可省略，

在具体的语言事实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例子:

③ 不赖: 对，没错。

刘 泽 思: 怎 么 可 能 呢? ( 《实 话 实 说》，

2005 － 8 － 2)

④ 服务员: 卖了粮食再给我。

满建生: 好吧。(《新闻联播》，2006 －6 －17)

在这两个例子中，用于衔接的“这”“那”都被

省去。我们把存在衔接的应答句叫做有衔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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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把无衔接的应答句叫做零衔接应答句。汉语

中存在较多以“这”“那”为衔接词的应答句。尹

世超和孙杰( 2009) 详细地描写“那”字应答句，不

但引用大量具有衔接词“那”的应答句，而且谈到

与“那”相关的“那”字习用应答语，如“那好”“那

行”“那是”“那当然”“那自然”“那敢情”“那可”
“那还”“那就”“那也”“那倒”“那不”“那怎么 /那
怎”“那哪( 儿) ”“那没”“那有什么”“那算什么”
和“那又”等。这些“那”字习用语一般都位于句

首，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应答衔接词范畴，其中有

的意义已经虚化，成为一个应答话语标记。后文

还将讨论作为下一个话轮的应答因素是应答衔接

词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动因问题。
现代汉 语 有 衔 接 应 答 句 的 衔 接 词 中“这”

“那”两个词居多，当然，关于“这”的应答衔接习

用语也有“这么”“这么说”“这样”“这样的话”
“这好”“这行”“这当然”“这敢情”“这可”“这

还”“这就”“这也”“这不”“这怎么 /这怎”“这哪

( 儿) ”“这没”“这有什么”“这算什么”和“这又”
等，与“那”的习用语非常相似。如果能够进行深

入细致的分析“这”，其相关的逐渐语法化的应答

习用语也会按照相似的脉络被轻松地理解。这里

须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衔接在语义上有些虚

化，在句法上可有可无，但是去掉后语感上有些别

扭; 而不是分析完全具有实体意义的指示代词

“这”。本文针对“这”作为应答衔接的虚化过程，

在描写应答衔接词“这”的功能的基础上，试析出

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在应答句中使用“可有可无”的衔接词，严格

意义上说，似乎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但它确实

符合汉语口语的习用特点。我们认为，应答句中

使用衔接词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这些衔接词原

本具有自身意义，在应答句中或多或少还带有其

本身用法的体现; 其次可以给说话人留出思考后

续话语的时间; 最后是尽量说话不至于太卤莽，这

与语言的认知及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相关。汉

语中“这”“那”衔接词频用，以至于在翻译英文作

品时也融入汉语的这种特点。例如:

⑤“那你走哪条路都行。”猫说。 /“Then it
doesn't matter which way you go，” said the Cat．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⑥“那太好了。”我说，“谢谢您。”/“I'd like
that，”I said． “Thank you．”( 《亡灵岛》)

在英文原著中，并不存在“这”和“那”，而在

译文中却添加了“这”和“那”，译者有意无意地表

现出汉语的表达习惯。可以说，汉语的这种应答

衔接习惯表现出一种类型学特征。

3 “这”的隐现及相关应答句的分类及功能

应答句首的“这”很多时候同样具有处于其

他句法位置的功能，然而其核心功能是衔接功能，

其他的功能多是从属或为这个功能服务，在为这

个功能服务的过程中，其本来的实体功能逐渐虚

化甚至消失，因此应答句中的“这”呈现出许多与

众不同的特征。
3． 1“这”的隐现

“这”用于衔接，在应答的下一话轮中，有时

候可以省略，如例③，又如:

⑦ a．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

了。”( 王朔《空中小姐》)

b． 甲: 这———怎么回事?

乙: 这没什么，孩子认错人了。( 鲍昌

《萃华街记事》)

⑧ a． 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王朔《空中

小姐》)

b． 甲: 太带劲了! 有人认为这是新新未来

主义。
乙: 这不对，任何传统的主义都概括不

了我。我就是我———爆炸主义。( 鲍昌《萃华街

记事》)

⑨ a． “怎么啦? 出了什么事?”
“你别管。你就告我你印象里那时我跟谁

来往最多，谁老来药店找我?”( 王朔《玩得就是

心跳》)

b． 甲: 你为什么想绕远?

乙: 这你别管。( 鲍昌《萃华街记事》)

例⑦至例⑨中，a 是隐去“这”的应答句，b 是

显现“这”的应答句，其后面紧随的衔接内容完全

一致，是在衔接同样的句子或短语时无“这”和有

“这”的对比，在意义上二者没有区别，但有的没

有衔接词“这”的句子在语感上似乎有些别扭。
这与衔接词“这”的语法化程度密切相关，当语法

化程度较浅时，也就是指示代词“这”的意义较强

时，省略“这”会使应答句别扭，而当语法化程度

较深时，指示代词“这”的意义已经虚化，此时别

扭程度也随之产生变化。可见，“这”作为一种常

用的应答衔接词，在交际中很值得注意。
3． 2“这”字应答句的分类及功能

“这”字应答句是衔接词“这”位于句首并表

示应答的句子，例①、⑦b、⑧b 和⑨b 均是“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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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句。用于应答的“这”的核心功能是衔接，所

以其对应的“这”字应答句的句类很完备，功能也

众多。
3． 21“这”字应答句的句类

现代汉语有 4 种主要句类，即陈述句、疑问

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这 4 种句类在“这”字应答

句中都存在。例如:

⑩ 甲: 我的条件比你差远了。
乙: 这你不能这么说。( 谌容《散淡的人》)

瑏瑡 甲: 我告诉她，我没挨过斗，一切挺好。而

且说，她的话使我意外。
乙: 这———她怎么会相信? ( 冯骥才《感谢

生活》)

瑏瑢 甲: 你为什么想绕远?

乙: 这你别管。( 鲍昌《萃华街记事》)

瑏瑣 甲: 于是我想起你，也许你能做点什么 。
乙: 这太好了! ( 王周生《陪读夫人》)

例⑩中的“这”后面衔接主谓陈述句，例瑏瑡中

“这”的后面衔接主谓疑问句，且此处的“这”是一

个较长的语音，凸显出“这”的重要性。例瑏瑢中

“这”后 面 衔 接 的 是 一 个 主 谓 祈 使 句。例瑏瑣中

“这”后面衔接一个非主谓感叹句。因此，汉语的

各种句类在应答衔接词“这”后面均可使用。
3． 22“这”字应答句的功能

作为交际中的一种行为，应答表示的功能有

针对引发句意义层面的肯定或否定等直接评价，

也有进一步的推论、推导或转换话题等。“这”字

应答句也体现出这样的功能。
( 1) 对引发句的评价和态度

首先，表示肯定，例如:

瑏瑤 甲: 还有，听说实行责任制以来，你凭着灵

活的脑子和一双能干的好手，成了咱东庄的富户。
乙: 这倒不假，可也微不足道。那是靠了

政策的关系。( 铁凝《村路带我回家》)

瑏瑥 甲: 不能把担子全部都压在他们身上，我

们自己也得翻一部分。
乙: 这没有问题。! ( 谌容《散淡的人》)

瑏瑦 甲: 我将成为你平等的研究伙伴，而不是

你的下属。
乙: 这 当 然。我 并 没 有 什 么 别 的 意 思。

( 钟道新《有感于斯文》)

瑏瑧 甲: 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儿子升学考分高吗?

乙: 希望。
甲: 这就是了。( 程乃珊《当我们不再年轻

的时候》)

例瑏瑥和例瑏瑦中的“这”可省略，仅出现后面的

内容也能表达出肯定的意义，而例瑏瑤中仅省去

“这”似乎不可以，这是因为“这倒”已经组成一个

“这”字应答衔接习用语，例瑏瑧也类似，“这就”已

经成为一个“这”字应答衔接习用语，甚至延伸到

“这就是了”，来表达肯定的意义。
其次，表示否定，例如:

瑏瑨 甲: 我说你们，不是说不收棉花了吗，咋又

收他们几个的!

乙: 这不关你的事! 等你当了县长，我再

告诉你! ( 郑万隆《古道》)

瑏瑩 甲: 你坐床上吧。我们有地方坐。
乙: 这不行，我去找凳子。( 朱苏进《战后

就结婚》)

例瑏瑨和例瑏瑩主要通过否定副词“不”来表达

否定的功能意义，省去两个例子中的“这”并不影

响应答句的意义。
最后，表示难以决定、为难的态度。例如:

瑐瑠 甲: 我请客。
乙: 这……( 赵长天《老同学》)

例瑐瑠中乙因为某种原因并不想接受甲的邀

请，但又 不 知 道 如 何 拒 绝，在 思 考 中 只 表 达 出

“这”一个衔接词，从中体现出乙的为难态度。
( 2) 针对引发句内容的推论、推导

瑐瑡“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

证没办下来。”
“这可怎么好?”( 王朔《橡皮人》)

瑐瑢 甲: 不行，你下去也毁了。
乙: 这可怎么办? ( 赵德发《窖》)

例瑐瑡和例瑐瑢中针对引发句，应答句用衔接词

“这”加上疑问句来表达进一步的想法。
( 3) 话题的转换

瑐瑣“是嫌她老了，变难看了、胖了?”
“这你就问多了吧?”( 王朔《我是你爸爸》)

瑐瑤“正好相反，就喜欢流行的惟独没有从古

典到现代的其他一切。”
“这你就是不说实话了，你这是赌气了。”

( 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例瑐瑣从关于长相的话题转换到是不是喜欢一

个人的问题，当然应答者并不想回答这个话题，因

此并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将话题岔开。
例瑐瑤从是否喜欢某一项事物的问题转换到一个人

是否生气的问题。
衔接功能使得“这”字应答句的用法多种多

样，人们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使用合适得体的说

法。我们发现，尽管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中及《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中对于“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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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总体上趋于有词性，有意义。《现代汉语词

典》( 第 7 版) 标示“这”为指示代词，其 3 个义项

“指示比较近的人或事物”“跟‘那’对举”“这时

候”均表示“这”作为实词产生的意义;《现代汉语

八百词》( 增订本) 也认为“这”主要起到指代作

用。然而，作为应答衔接的“这”在语义上已经虚

化，很难确定其词性。实际上在应答句中“这”的

虚化程度也不一致，有的仍然保留比较多的代词

词性，有的连词词性较浓，还有的已经虚化为一个

话语标记。

4 应答衔接词“这”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性
探讨一个词语是否虚化，是否为话语标记，须

考虑话语标记的特点。结合 Schiffrin( 1987: 312) 、
Schourup( 1999: 230 － 234) 和刘丽艳( 2005: 25) 的

相关研究，我们认为话语标记的特点主要有: 有话

语连接性; 可有可无性，即没有也不影响整体的表

达; 语义上有非真值性，语义较弱; 口语性，在书面

语中几乎看不到; 语音上也存在一些特点，比如可

以停顿、重音等。
为了探究作为应答衔接的“这”是否虚化为

话语标记，我们通过语料库发现在汉语的应答句

中，“这”主要有 3 种情况，如下所示:

瑐瑥 甲: 睡个屁! 我到底让你给算计啦!

乙: 这倒还在其次。( 陈建功《卷毛》)

瑐瑦 甲: 你坐床上吧。我们有地方坐。
乙: 这不行，我去找凳子。( 朱苏进《战后

就结婚》)

瑐瑧 甲: 共产党为什么不接纳你呢?

乙: 这，我就不知道了。( 谌容《散淡的人》)
对比例瑐瑥至例瑐瑧我们发现，例瑐瑥中的“这”仍

具有指代意义，是对引发句的指代或对引发句隐

含内容的指代，此处的“这”一般不能省去; 而例

瑐瑦中“这”的指代意义已经虚化，可以省略，此处

的“这”已经成为一个连词成分，起到连词的作

用———在引发句和应答句之间发挥连接的功能;

例瑐瑧中“这”更加虚化，用在应答句首，且已具有

话语标记的各类特点，可以视为一个话语标记。
语言的主观化通常和语法化联系在一起，“这”的

意义也随着应答者的主观视角、情感或认识等因

素逐渐虚化( 辛斌 刘辰 2017: 18) 。
这 3 种情况还可以用各自的句法特征来区

别: 作为代词的“这”往往用作主语，此时“这”字

句是一个一般的主谓句; 作为连词的“这”具有连

词的连接功能，将引发句与应答句连接，其后的成

分较为独立，往往是一个词或短语; 作为话语标记

的“这”，其后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主谓句。方梅指

出某些连词由于产生语义弱化而成为话语标记

( 方梅 2000: 459) 。本文分析的“这”不但是从连

词功能到话语标记的演变，而且还是从指示代词

到连词再到话语标记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后面

两种情况才是典型的“这”字应答句，正是由于一

直处于应答句首，位置因素造成指示代词“这”不

断地语法化。“这”的 3 种情况呈现出一个语法

化的连续统: 指示代词“这”→ 连词“这”→ 话语

标记“这”。
还有，某些焦点词对“这”的虚化程度也有一

定的影响。对比下面几个例子:

瑐瑨“我这人就有一条好: 不爱吹牛，专办实

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让你们占够了便宜。”
“这你是老手。”( 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瑐瑩“那倒无所谓，我今天出来倒是和家里说

了回农场。问题是我晚上不走住哪儿呵?”
“这你放心，我们这儿可有的是地方住。”

( 王朔《动物凶猛》)

瑑瑠“别人都不行，就你行，你多行呵。”
“这你还真别不服气，别人就是比不了。

再说了，你是为谁看? 别人说好看都不行，得我觉

得好看。我不觉得好看你不是瞎耽误工夫么?”
( 王朔《过把瘾就死》)

瑑瑡“哼，我看我们家马锐才没准儿呢，整个一

个马大哈，二百五，让人当枪使。”
“这你可说错了。马锐让人家当枪使? 他

净拿人家当枪还差不多，他在我们班男生里还是

个小头领呢，好多男生都听他支使。”( 王朔《我是

你爸爸》)

瑑瑢“猜 不 出 来 吧? 告 诉 你 们，今 儿 是 我 生

日。”钱康笑说。
“这你可不能怨我们记不住。”肖科平说，

“日历上没有。”( 王朔《无人喝彩》)

瑑瑣 “———你明天上哪儿玩去?”
“这你就管不着了。”( 王朔《给我顶住》)

瑑瑤“哪里哪里，您刚才饭桌说的那翻话，我听

着特受触动，您没发现我眼儿都直了么? 出来的

路上我一直思讨，挺一般的话到你嘴里怎么就那

么好听，全变了味儿了，这本事我得学。”
“这你就不知道了，马老原来是八哥协会

的主席，那鸟都能让它说出人话吕，就甭说马老自

个了。”( 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们发现这些例句中“这”的虚化程度不一

致。例瑐瑨至例瑑瑠比例瑑瑡至例瑑瑤的虚化程度要高，

如果省去例瑐瑨至例瑑瑠中的“这”，对整体表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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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而如果省去例瑑瑡至例瑑瑤中的“这”，对整体

表达影响较大，语感上十分别扭。也就是说，有焦

点词“可”“就”等的语境中“这”虚化程度较低，

“可”“就”等焦点词可以视为其语法化程度的区

别标记。
另外，很多学者还谈到“这”与“那”不对称的

问题，有的研究还采用语料库大数据的统计，有的

研究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杨玉玲 ( 2006:

33) 的统计结果是“这”远高于“那”，而尹世超和

孙杰( 2009: 66) 的统计结果是“那”高于“这”。我

们认为产生相反结果的原因在于二者统计语料的

语体不一致，前者的统计是基于整体的语料库，而

后者的统计则仅针对会话中的应答句，语体差异

造成统计结果的不一致。但后者提到很重要的一

点，应答句中“那”的使用频率高于“这”，正是由

于应答句中“那”的语法化进程快于“这”。曹秀

玲和蒋兴的研究又有一些有趣的结果，他们统计

25 个由“这 /那”组成的话语标记词组，其中有 9
组是对称的，其余的则是“那”系话语标记多于

“这”系，比如在调查结果中存在“那倒是”却不存

在“这倒是”( 曹秀玲 蒋兴 2015: 8) 。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不对称正是语法化程度不一致的表现，

语用差异造成统计结果的差异，而当“这”与“那”
在某些方面语法化程度一致时，它们则对称。

5 结束语
在汉语会话中，位于下一个话轮的应答句常

会存在衔接词。本文针对位于应答句首的衔接词

“这”，从句 类 功 能 方 面 入 手，除 对 应 答 衔 接 词

“这”进行详细的描述分析外，还重点探讨衔接词

“这”的语法化进程，认为正是其位于句首，位置

因素造成其从指示代词逐渐转变为连词，并且又

进一步语法化，成为话语标记。当然，在现代汉语

中，还是以其本来的指代功能为重，但其产生的变

化却是有趣和值得研究的。
在 古 代 汉 语 中，似 乎 也 存 在 类 似 的 词 语

“夫”，如实词意义较浓的“夫执舆者为谁”( 《论

语·微子》) 以及虚词意义较强的“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 《左传·隐公四年》) ，与“这”似有

相通之处。
总之，日常会话中的某些口语词汇，由于功

能、位置和使用频率等因素的影响，会逐渐虚化为

话语标记，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言

语的编码及解码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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