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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因為”該怎麼讀

盛洋

特里爾大學

提要

“因為”一詞在現代漢語裏做連詞表原因，官方認為其讀音應作“yīnwèi”，即“為”字
讀四聲；幾乎所有版本漢語字典中也是如此註音，上海《咬文嚼字》雜誌也曾發表相關文

章。但是根據考證，“因為”一詞應是短語“原因為 (是 )”的簡化形式，因此“為”字是
動詞，讀二聲“wéi”更合理。本文對此進行討論。*

關鍵詞

因為，讀音，二聲，四聲

幾乎所有現行版本漢語字 /詞典中，表原因的連詞“因為”的拼音標註均為
“yīnwèi”（筆者所見只有陳紱、聶鴻音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當代漢
語詞典》第 1280頁上“因為”一詞標註“為”是二聲）。但是在日常口語中將其讀作
“yīnwéi”的人甚至占多數，有關該詞讀音的爭論也沒有停止過。有一種觀點認為，“因
為”一詞是用來回答“為（wèi）什麽？”引導的問句的，所以“因為”一詞中的“為”
字也應該讀四聲“wèi”。該解釋過於草率，也缺乏科學性，不可采信。

根據各類字 /詞典中對該詞的拼音標註，“因為”的“為”字應該讀四聲，但沒
有額外的解釋。相關的學術討論幾乎沒有，筆者所見只有上海《咬文嚼字》雜誌 1995
年第 8期（第 28頁）發表的尤敦明文章〈“因為”該怎麼讀？〉是唯一一篇相關的學
術性論文，文中對“因為”的“為”字讀四聲做了科學解釋。理由如下：

1. “為”字作動詞讀二聲“wéi”，作介詞或連詞則讀四聲“wèi”；

2. “因為”是連詞，在詞語或句子中的作用與介詞比較相近，但是與動詞明顯
不同。

據此，尤敦明認為“因為”一詞應該讀作“yīnwèi”。該論述有一定道理，但有
以下兩點問題：

* 本文研究基於現代漢語（普通話）語法規範，暫不涉及方言問題，如有需要將另開課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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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代漢語中，單獨的“為”字沒有連詞功能；

2. 如果說“因為”一詞“在詞語或句子中的作用與介詞比較相近”，那麼最多只
能認定“因為”一詞作為一個整體與介詞作用相近，而不考慮其中的“因”字就單獨

認定其中的“為”字也是介詞屬性，邏輯上不嚴謹。

1. 本文論點

首先明確一下筆者的觀點，即“因為”一詞中的“為”字讀二聲“wéi”更合理。
理由如下：

1. “為”字作動詞時讀二聲，有實際含義，如：是，當作（和為貴，天下為公，
曾經滄海難為水）；做，處理（為人，為政，為非作歹）等等。

2. “為”字作介詞時讀四聲，沒有實際含義，後面要加名詞、代詞或者一個詞組
而構成介詞詞組，如“為虎添翼”、“為結婚做準備”、“為贏了比賽而高興”等等。

可見，介詞“為”後面的詞或詞組是動詞行為的對象、目的或者原因。“為”表被動

之意時讀二聲也可作介詞，如“不為所動”、“為情所困”等；但同樣要在其後加詞

或詞組。介詞“為”雖然有表示原因的功能，但是只能在其後面加詞或詞組構成介詞

詞組；而“因為”一詞中“因”在“為”之前，顯然與介詞詞組的結構不符。

3. “因為”一詞雖然是連詞屬性，但拆解開分析來看，實際是詞組“原因為”即“原
因是”的簡化形式（“因”即“原因”，做主語；“為”即“是”，作謂語），後面

可以跟詞、詞組或句子，表示某行為的原因。“因為”一詞的作用的確“與動詞明顯

不同”，但是“為”字在“因為”這個結構內部則充當謂語動詞。如下面例句：

(1) 他來中國讀書，因為他喜歡中華文化。

這裏，“因為”之後跟隨的是一整句話，表示主句行為的原因，“為”後面的代詞

“他”是後面從句的主語，而並非與“為”字構成句子成分。這句話完全可以還原為：

(1’) 他來中國讀書，原因是他喜歡中華文化。

顛倒主从句位置也沒有問題：

(1’’) 原因是（因為）他喜歡中華文化，所以他來中國讀書。

很明顯，將句中的“因為”還原成“原因是”行文非常通暢合理；現代漢語中的“因

為”可以用“原因是”替換而不改變句子原意，只不過某些句子在語序上由於“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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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因是”不同的詞性而會有所變動。“因為”作為一個整體是連詞，但是進一步對

該詞分析可知，“原因為”中的“為”字則是謂語動詞，所以應該讀二聲“wéi”。如
果此處“為”字讀四聲作介詞，那麼只能與後面的內容組合構成介詞詞組，表示原因；

如此，前面的“因”字則多餘，句法上解釋不通。

2. “因為”在文言文中的釋義

“因為”在漢語裏是常見詞，使用頻率非常高，我們在此先總結一下該詞在古漢

語（文言文）中的使用現象。首先強調一點，不同於現代漢語，古漢語以字為單位，

字即是詞。因此在文言文中表示原因的連詞通常只用一個“因”字，如下面例句：

(2) [蔡邕 ]又補諸位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後漢書》卷 60，蔡邕傳
(3) 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
 —《明史》卷 2，太祖本紀

文言文中同樣經常出現“因為”一詞，但實際是兩個詞的組合，當然也不是現代

漢語中的含義。總結下來有以下三種模式：

1. 因為（wèi），相當於現代漢語“因此 /所以 /於是 + 為 /給”之意。例如：

(4) 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台諫、朝士朋比之情。
 —《宋史》卷 327，王安石傳
(5) 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
 —《三國志》卷 54，呂蒙傳

2. 因為（wéi），相當於現代漢語“因此 /所以 /於是 + (動詞 )”之意。例如：

(6) 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宋史》卷 421，包恢傳
(7)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
 —《漢書》卷 61，李廣利傳

3. 因為（wéi），相當於現代漢語“因此 /所以 /於是 + 被”之意。例如：

(8) [楚王智雲 ]因為吏所捕，送於長安，為陰世師所害，年十四。
 —《舊唐書》卷 64，高祖二十二子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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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業末，[祖君彥 ]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為李密所得。
 —《隋書》卷 76，文學列傳

簡言之，文言文中的“因為”實際是一個詞組。“因”是連詞，表示“因此 /所
以 /於是”之意；“為”則根據後文會有不同的發音和含義。

3. 早期白話文中“因為”的釋義

古代日常口語中是否，或者說從什麽時候開始用連詞“因為”表示原因很難查實，

原因在於古時的口語和書面語是兩個系統，即便將日常對話落實文字也會轉變成文言

文書寫。但我們知道，元末明初興起的章回小說屬於白話文學，其語言已經很貼近當

時的民間生活。在這些白話小說中大量使用現代漢語裏“因為”一詞（避免重復，此

處暫不舉例），因此至少可以確定，從元末開始人們就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因

為”了。但是“因為”一詞在白話中的使用最早能追溯到什麽時候很難考證，因為宋

朝以前留下的文字基本是文言文，宋朝出現的話本文學屬於半文言半白話的文體，也

只能在其中找到零星的信息。例如：

(10) 話說石敬瑭為後唐國戚，只因為潞王猜疑，激發石郎借援契丹，舉兵篡唐，
自立為晉。

 —《新編五代史平話 ·漢史平話卷上》
(11) [康 ]王曰：吾為商於磁、相間，因為金兵劍擄，以至於此。
 —《大宋宣和遺事》貞集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段文字。首先這是典型的宋朝話本文體，行文介乎於文言與

白話之間。這兩段話中的“因為”可以有兩種解釋。如果按照文言用法理解為“因此 /
所以 /於是 + 被”的結構，那麼可以翻譯成如下的現代漢語：

(10’) 石敬瑭是後唐國戚，因此被潞王猜疑，這激發了他向契丹借兵，滅了唐朝，
建立晉朝。

(11’) 康王說：我在磁、相兩地之間做買賣，因此被金兵武力搶劫，才淪落到今天
這地步。

這種理解雖然可以接受，但實際上有邏輯瑕疵。我們知道，“因此 /所以 /於是”
連接的兩個句子之間是要有因果關聯的，而“是後唐國戚”和“被潞王猜疑”之間沒

有必然的因果關聯，同樣，“在兩地之間做買賣”和“被金兵搶劫”之間也沒有必然

的因果關聯。這樣的解讀會使句子產生邏輯上的語病。但顯而易見，實際存在必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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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聯的是中句和後句：“潞王猜疑”和“借援契丹……”是因果關係，“金兵劍擄”

和“以至於此”是因果關係。因此，兩段話中的“因為”按照現代漢語用法理解為表

原因的連詞則行文更加通順合理：

(10’’)  石敬瑭是後唐國戚，因為潞王猜疑他，所以激發了他向契丹借兵，滅了唐朝，
建立晉朝。

(11’’)  康王說：我在磁、相兩地之間做買賣，因為金兵武力搶劫，才淪落到今天這
地步。

可以看到，這兩段話都是三個句子構成。第一個句子只是一般性的事實陳述，和

後面兩句關聯不大；而中間和後面的句子才是互為因果關係。如此按照現代漢語理解

“因為”，這兩段話就沒有邏輯問題或語病了。

不只是話本，政府公文中同樣有例證。嘉佑四年（1059）歐陽修上宋仁宗〈乞罷
上元放燈劄子〉，文中有如下一段陳述：

(12) 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
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

 —《歐陽修集》卷 111

“劄子”是奏疏的一種，如歐陽修自己所說：“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

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歸田錄》卷 2）可見，劄子算是一種不太正式的奏疏，
因此語言上也不是特別考究；通過引文也可以看出其行文介乎於文言與白話之間的特

點。而文中“因為”一詞根據上下文語義來分析，就是和現代漢語中的用法一樣的表

示原因的連詞；如果一定要按照文言文來解讀，那麽上文所列舉的“因為”在文言文

中的三種模式都不適用，如此只能有第四種情況，即這裏的“因為”是“原因是”的

簡化形式，除此之外別無合理解釋。由此可知，宋朝時期的日常用語中已經在使用“因

為”一詞，其功能與含義和現代漢語並無區別。

4. “因為”詞義溯源

追溯“因為”一詞的使用歴史只能從白話文學入手，在宋元時代的話本《五戒禪

師私紅蓮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13) 蓋因是佛印監著蘇子瞻，因此省悟前因，敬佛禮僧，自稱為東坡居士。
 —《清平山堂話本》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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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出現了“因是”一詞，根據上下文語義，該詞的含義只能是“原因是”，也

就是現代漢語中“因為”之意，除此之外的任何釋義都不合邏輯。後句中的“因此”

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所以”在漢語中是固定搭配，“因此”和“所以”又

是同義詞（雖然現代漢語語法規定“因為”不能與“因此”搭配，但這種搭配實際上

並沒有語義上和邏輯上的錯誤）；由此可證明，這裏的“因是”就是現代漢語中的“因

為”（筆者按：“因是”一詞在白話文中表示“原因是”即“因為”，但在文言文中

通常是“因此 /於是”的意思，如《漢書》卷 27記載：“明年帝崩，莽復為大司馬，
因是而篡國 ｡”該問題與本文關繫不大，此處僅舉一例，不再詳述）。

宋代白話文有限。但明清兩代白話章回小說盛行，其語言更貼近於日常用語，從

這些白話文學中可以找到更多相關的例證。我們先來看一下明清時期白話小說裏的幾

個例句：

(14) 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只看妳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
為重輕。

 —《二刻拍案驚奇》第 37卷
(15) 這是侯小槐，因是處過緊鄰，所以還來墳上致祭，這不顯得先生越發是個小

人了！

 —《醒世姻緣傳》第 41回
(16) 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事。
 —《儒林外史》第 38回
(17) 聖天子因是鬧過許多驚險之事，所以忍耐得住，聞言只是付之一笑……
 —《乾隆南巡記》第 10回

首先，這些例句裏的“因是”一詞根據上下文句意來看就是等同於現代漢語的“因

為”；其次，後句中的“所以”也能說明這一點。如果說上一個話本中的例子作為證

據還不完全確鑿的話，那麼這幾個例句則可以完全證明“因是”和“因為”在古代白

話文中就是同義詞。我們再來審視一下下面幾組例句：

(18) a. 因是連日廝殺，知府不閑，小人卻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
 b. 因為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
 —《水滸傳》第 53回，第 30回
(19) a. 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退妖魔。
 b. 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 ……
 —《西遊記》第 35回，第 21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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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 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鬧，打發出來……
 b. 這周氏年小 … 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鄰，才首告官。
 —《金瓶梅》第 78回，第 76回
(21) a. 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
 b. 因為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
 —《喻世明言》第 1卷，第 3卷
(22) a. 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
 b. 因為你老人家不在，這靈柩還停在此。
 —《醒世恆言》第 33卷，第 38卷
(23) a.  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碁，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

三十多著。

 b.  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是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
老爹。

 —《儒林外史》第 53回，第 16回
(24) a. 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放了我的。
 b. 皆因為尋找外祖母，我才被虎叼去。
 —《三俠五義》第 75回，第 24回
(25) a. 因是熟慣了，便湊前一步，附耳問道：……
 b. 因為一向要好的，趕忙進去請了安，說：……
 —《官場現形記》第 48回，第 4回
(26) a.  因是我父與您是換命的朋友，您用得著小侄男，小侄男就是死了，都不怕的。
 b. 皆因為他父與勝英是盟兄弟，前者鏢行竊探蓮花湖，侄兒曾追到漩渦水處……
 —《三俠劍》第 1回，第 3回

明清白話文學中此類例子不計其數，不能一一列舉，此處只選出一些有代表性的；

為了更有說服力，每組例句都是出自同一部作品。可以看到，每組例句的句型結構都

相似甚至相同，而分別使用了“因是”和“因為”，如果將這些句子裏的“因是”都

替換成“因為”也完全通順。由此可見，在白話口語中“因是”和“因為”是可以相

互通用的同義詞，既然是同義詞，那麽“為”就等同於“是”；上文分析過，“因是”

是“原因是”的簡化形式，所以“因為”就同樣是“原因是”的簡化形式，只不過使

用了“為”字而已。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因是”一詞逐漸淡出了歴史。如上述的幾部明清早期作

品中，“因是”和“因為”出現的次數基本在十次左右到幾十次，而且二詞使用頻率

上的差別也不是特別大。但是在清末的《官場現形記》和民初的《三俠劍》兩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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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因是”一詞都不到十次，而“因為”則有幾百次之多。這種使用頻率上的

差別顯示，人們在白話口語中逐漸放棄了“因是”而只用“因為”。民國中期之後的

作品中就沒有“因是”做連詞表原因的用法了。

5. “因為”的詞法學辨析

在現代漢語日常用語中另有一相關且常見的問題需要解釋一下。我們在問原因的時

候一般用“為什麼？”提問，但偶爾也會說“因為什麼？”，二者在用法和語義上看似

相同，但實際上還是有差別的。首先，這兩個“為”字的詞性不同，一是介詞，一是動

詞；其次，這兩個問句並非只是增加或減少一個“因”字的差別。“為（wèi）什麼？”
是介詞詞組，提問的不僅可以是原因，也可以是目的。而“因為（wéi）什麼？”是一
個完整的句子，即“原因是什麼？”，提問的只是原因。如下面例句：

(27) 問：你為什麽來中國讀書？
 a. 答：因為我喜歡中華文化。 （原因）√
 b. 答：為了更好地學習漢語。 （目的）√
(28) 問：你因為什麽來中國讀書？
 a. 答：因為我喜歡中華文化。 （原因）√
 b. 答：為了更好地學習漢語。 （目的）×

 c. 答：因為我想更好地學習漢語。 （原因）√

嚴格意義上雖然如此，但是原因和目的有時在語義上非常相近而難以區分，因此

日常對話中會經常出現混淆的現象。然而可以通過時態的判定來區分，將來時表示目

的，而過去時表示原因。如上面第二段例句，“為了更好地學習漢語”是將來時，表

示在說話時尚未實現的願望，所以是目的；而“我想更好地學習漢語”是過去時，表

示在說話之前已經存在的想法，所以是原因。

這一段的論述也可以作為本文論點的一個旁證。本文主要論證“因為”是“原因

為（是）”的簡化形式，“為”作為動詞等同於“是”。那麼，“為”字是否也可以

作介詞，進而“因為”一詞是否可以理解為“（其）原因（是）為了”的簡化形式呢？

這個解讀看似合理，有時在日常口語中也可以接受，但仍有邏輯不嚴謹之處。核心問

題在於，介詞“為（了）”主要表示行為的目的，目的是還未發生的或預期的結果，

而原因則是已經存在的事實。口語中的邏輯不太嚴謹，我們權且可以把做事的目的理

解為做事的原因，如上文所說“原因和目的有時在語義上非常相近而難以區分”。再

來看一下上面的第二個例子：



2432023年7月　第102卷  第2期
July 2023　   Volume 102  Number 2

(28) 問：你因為什麽來中國讀書？
 b. 答：為了更好地學習漢語。

這個回答嚴格意義上雖然是病句，但是在日常口語語境中是還是可以接受的。然

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如果將“因為”理解成“（其）原因（是）為了”通常會有

明顯的邏輯錯誤，我們還用上文引用過的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句來分析一下：

(18)  b.  因為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原因是為了連日賭錢輸了，去
林子裏尋些買賣。）

 —《水滸傳》第 30回
(21)  b.  因為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原因是為了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

搬來 ……）
 —《喻世明言》第 3卷 
(22) b.  因為你老人家不在，這靈柩還停在此。（原因是為了你老人家不在，這靈

柩還停在此。）

 —《醒世恆言》第 38卷

句首的“原因是”的確表明後面在說明原因，但是其原因是後面的整個介詞詞組

“為了……”，該介詞詞組則與後句的內容在邏輯上明顯不合情理。前句是一個客觀

事實，同樣是後句的原因；替換之後，客觀事實變成了想要達成的目的，不僅使某些

句子本身產生語法錯誤，而且還會和後句產生邏輯錯誤。可見，在一般情況下“因為”

中的“為”字不可以解讀為介詞“為了”。綜上所述，作為表示原因的連詞“因為”

在詞法學上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原因為（是）”的簡化形式。

6. 結論

由上述分析可以將該問題總結如下：

1. “因是”和“因為”二詞在文言文中廣泛使用，但是其含義與白話文中完全
不同。

2. “因是”和“因為”作為表示原因的連詞從宋代開始（或許更早，但尚缺乏文
字證據）直至清末一直作為同義詞在白話文及口語中使用。

3. “因為”一詞曾出現在宋朝的政府公文中，根據文理分析，其含義與現代漢語
無異；若一定要按照文言語法解讀，那只能是“原因是”的簡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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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是”和“因為”在明清時期作為表原因的連詞普遍同時出現於白話文中；
既是同義詞，那麽“為”就是動詞“是”。通過文理分析同樣可知，“因是”一詞也

只能是“原因是”的簡化形式，所以“因為”同樣是“原因是”的簡化形式，只不過

用了更文言一些的“為”字。

5. “因為”作為一整體在現代漢語中是表示原因的連詞，但究其原始本意，“為”
字在“因為”一詞內部則是動詞，應讀二聲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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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newed Discussion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Yinwei”

Yang Sheng
University of Trier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 conjunction “因為” (because, since, as, for, etc.) is assumed to read “yīnwèi”, 
the character “為 ” namely reads the fourth-tone, and the tones of this word are marked in this wise 
in almost all Chinese dictionaries. The journal Yaowen Jiaozi also publishes an article to discuss this 
issu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however, this word should be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phrase “the 
reason is”, the character “為” thus functions as the verb “be” and should read the second-tone “wéi”. 
This article will bring this issue up for a renewe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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