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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旬和副词的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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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要 本文着重考察了感叹甸事1各类斟词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对感叹旬可以产生直接影

响的副摆在感叹句中的件用以及感叹句对各类副词的选择性。

关键谛感叹句昌IJì司选择

。 引言

本文打算对进入!感叹句中的副词进行考察。占人感叹句中的副诲的表现米看，有的副i每对

句子本身有:在接影哨，有的别没有直接影响。如:

(1) 式和米兰州、来就没熟过! (王朔《动物前提)) ) 

(2) 才不管那一套呢，不让我一人出来，锅一人出来!

(五期《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到

{句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玉翔《浮出海面)) ) 

我们采用;在元法将以上二例中的却着重号的画IJì母剧去得到iJ t-'围的活式 2

(1)'我和米兰就没熟过!

(2)' *才不管那一套呢，不让或一人出来，一人出来!

(3)' *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是一帮香港人吗! ,., 

不难辛苦出， (1)' l'乍为感叹句{乃然能说; (2)' 不管律为什么句子都不能说: (匀'即使能说，也

不能作沟感叹句来说。这说明 (2) 、 (3) 两制中的加点副i司对这两个句子能否成为感叹句是

有直接影响的，市俩口)中如着重号的剧词对该句能否成为感叹句没有直接影响。本主袁着

重考熬的是那些对感叹句产生直接影响的画11词。

一感叹句中副司的伟用

据我们考察，那些可以对感叹句产生直接影响的前Jì司在感叹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 F

两个方通:

.本文是根据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第五擎的部分内容裂主里而成的，在写作和修改过
程中均得到安徽大学中文系白兆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徐枢先生的指导， i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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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句i1:黯

孔令达( 1994)、黄南松 (1994)、贺陪( 1994) 都曾论述过汉语短语自主成句需要一定

的条件，即嚣要有一定的被称之为"具有完句作用"的因素。她们不约阳同地发现，在现代

汉语中，副i可是非常重要的克句手段之…。尽管他们都是以陈述句作为考第对象的，但我们

发现，在不少感叹句中，割肉向样起辛苦完句作用。如:

(4) A. 事刑岳~黑暗!一一刑-ìji历来黑暗!

B. ?今天冷!一一今天真冷!

C. ?你欺负人了!一一你太欺负人了!

O. 掌大的两!一一好大的雨!

巳*漂亮的衣服!一一多漂亮的衣服!

倒(的每组中左边的结构都是不能说或不自足的，而将这些结构在适当的位置加上一

定的副坷，变成右边的格式后，就都变成了合格的感叹句。沈家搞 (1995) 和石毓智 (2000)

曾指出现代汉语谓语都具有有界性的特点，本190 中 A 、 8 、 C 二组材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D、 E 两纯表面看来似乎不太符合这种情况，但不难看出这前组中右边的结构中加着重号的

词锋饰的都是遣词，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组左边的结构之所以不能成旬，就是由

为棋少表述性，市右边的结构具有若是述性，国市可以成句。实际上，谓词的有界化是谓词挟

得表述性的有效途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 0、 E 两组中的加着重号的甜词的作用和 A、

8 、 C 三组中的加着重号的副词的作用是一样的，即:使i需词有界化，从南使整个结构获得

表述性。一句话，这些加着重号的副词都具有完句作用。

1.2 栋示语气作用

据我们调聋，在对感叹句产生直接影响的副词中，单纯起完句件用的副i司只占一小部分，

绝大多数副词握着标示语气的作用。请看下醋的例子:

(5) A. 用功! (耕f史)一…多么用功! (感叹)

B. 你才丁呀! (析使〉一一你真才丁呀! (感叹)

C. 她不能来。(降述)……难怪她不能来! (感叹)

队老五走了。{降述)一一老五幸亏走了! (感叹)

本例中 A、 B 两组在边都是析使句警 C、 D 两组左边都是薛j在旬，在它们各自加上却着重号

的副词变成;右边的句子后者在变成了感叹句。这就说明这些酣词使得这些句子的功能语气明确

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再以说成了这些感叹旬的语气标志，

二进入感叹旬的各类斟词

2.1 有关说明

前文己经说明，感叹句中单纯程完句作用而不际示语气的尉词极少，因而本节在探讨进

入感叹句的各类副词时，主要是从标示语气的纬度考察的。由于垮虑斟副词本身的爱杂性棋

及感叹语气强弱不同等菌素，我们把标示感叹语气作用的副词分为两大类:必然标示感叹语

气和可以标示感叹语气。必然标示感叹语气的副词，指的是只要i衷勘前出现在某一句子的一

级〈甚至一级以下)直接戒分当中，就表明该句必然是感叹句。这种副词是典型的感叹副词。

可以林示感叹语气的副词，指的是那些通常可以起到如重感叹语气作用的副诲，这类剧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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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现在感叹句中，也可区出现在强调性能路边句中，由于强揭姓陈述句和感叹旬之间难~

截然划界，我们也载来用柔性处理的办法，将这些副词作为可以标示感叹语气的剧词来对待。

这种副i选为非典型的感叹剧词。

关于副泻的分类，历来就没有统一的意见，市就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服高自然也就没

有统一的分类结果。《现代汉语副词分委实用词典)} (1989) 将副词分为: (1) 时间黯诲， (2) 

程度副词， (3) 限度画Jì碍， (4) 情态剧词， (5) 语气副词， (6) 判断副词， (7) 数次剧词， (8) 

关联副词， (9) 目的副词， (1 0) 类比剧词，共个小类，但并没有说明果用什么标准:张谊生

(2000a) 到明确提出"棋萄浩功能为主要标准，以相关意义为辅助标准，主i共现J顺序为参考

标准"，首先将剧词分成三大类…一描毒草性剧弱、限制性副词和评注性副诲，然起又进一步

缰分为十小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磊IJ词的分类系统:

副词

词汇义: r a.方式与比况(稳步、鱼贯)

为主①描摹性副词 1 b.状态与情状〈逐年、节节〉

功能义:

为主

r a.传信与情态(也许、根本)

主观性:②评注性最Jì司 1 b.语气与口气〈难道、索性〉

客观性:

r a 逻辑连接z 短语与分句〈也飞就〉

语辑功能:③关联副满 1 b.篇章连接2 句子与句段(终于、其实〉

俨 a 否定命题〈不、没)

语文功能:

表否定z ④否定副j词l b.否定预设(白、空〉

, a.时态{曾经、己经)

，..R苦楚:⑤否定赢IJ词 L b.时制(永垠、主熬〉

时间义刁 r复观:@重笼翻i词〈湾、一再)

动量刊 同.高频〈频、时时)

表概念J l锁度:⑦频率运IJì萄』低频(偶、偶尔〉

...a.相对〈吏、比较)

f度最:@程度副i巧与.绝对(很飞非常〉

空间义才 f关系2 ⑨协调踹词〈一起、一道〉

L限量:气 a排除〈只、唯独)

咄闺:⑩范E摆阔」

.... b.概括(都、统绞〉

本文以张谊生的分类为主要依据，并适当地参考《现代汉语副词实揭分类词典》对进入

感叹句的各类黠~进行探讨。

2.2 惑眼旬对备委副词的选择

副诲的主要语法瑞能是修饰和限制谓词，除极少数外，一般不单握使期，昌才词的表达作

崩往往是在和谓坞的搭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体现在感叹句中，亲就是副词很少单独充当感

叹中I[). 明此，考攘黯司在感叹句中的表现，必须将磁均与其所在的述谓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就表达内容来说，感叹句一鼓是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比较强肃的主现感受的，体现着说话人对

某…事物或现象的?毒感反应或态度，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主观评价髓。可以说"主_x_m性"是感

叹句的重要特点之一。考察张i宜生的斟坞的分类系统，我钉发现只有评注性黯词才具有主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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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只有i牵挂性副词才有可能跑到标示感叹语气的作用，黯其它两大类副

词一…描摹性斟词、限制性剧i每一般不起标示感叹语气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评注

性醋远都能起到标示惑叹勾语气的作用，卖际上就标示感叹语气的能力而言，评注性高才词内

部的差异很大。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

2.2.1 到评注怆制诲的再分类

评注性磊IJ词是一个大类，内部成员十分复杂。张谊生 (2000b) 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结

分。为了较为准确地了解感叹句与评垃性副词之间的选择关系，我1fJ从农达作用的角度，对

这一夫类副词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将其划分出以下…些小樊:

1、表喜卒:幸亏、亏得、多亏、本阳、事好、可

2、表评断:刚好、给好、恰恰、情巧、正巧、正好、刚巧、偏巧、镇生、偏偏、好歹、棋

本、本来、精、就

3、农成勉:窃、 Jj、万万、千万、断

4、表确认r 确然、确实、确乎、显卖主、城然、当然、果然、果真、真、是、敢情、

5、表保证:准保、管保、准

6、表故意拂逆:镜、偏偏、就

7、若是转逗: 阴然、制是、 i~~、反、反南

8、表意外t 倒、倒是、反南、竟然、宽、居然、原来、敢情、连、楞、程

队表醒悟:难怪、怪不得

10、表赞赏:不愧

11 、我解气: i哀、活该

12、表反诸探究z 歪号;或、究竟、难道、当真

13 、表该组: 1主、一定、务串飞非得、必定、必须

问、表意愿:宁可、宁肯、宁愿

15、表委婉:不免、未免、未必、未始

16、农揣黯2 也许、戚许、兴许、约莫、太约、太概

17、表类比:好像、伤佛、俨然

川、表接道:简直、太、好、多(么〉、可、绝(对)、决

19、表解说:委实、着实、其实、实在

20、表姐常:甚至5、甚商

21 、表无钢外:左右、高{革、横竖、好歹

22、表无奈t 只好、只得

23、表放任:索性

24、表加强语气:又、由、才

25、表他量: "至少、至多

2.2.2 惑瑕句对评洼性器IJi嚣的选择

感叹句最典型的特征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和析使句、疑问句相珑，感叹句

还具有内省性的特点， ep5毛指像前二者茄样强制性地要求获得行反馈。一般来说，陈述甸

的抒情性较弱，祈使句和挺自句有时也可能具有较强的抒情髓， {旦缺少内省性。因此我们期

付抒情)、(+内省}这两个标准对以上各类不同表达作用的副司进行考察，便可议大致看

出感叹句对这些副词的选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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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抒情性强弱来看:

表喜虫在、或结、故意拂逆、意外、醒悟、赞赏、解气、极度〉表评断、确认、保证、反

浩探究、意愿、解琪、超常、无奈、放任、加强语气、农估量〉表转氓、该当、委辑、

揣醋、类比、无例外

8、从内省性强弱来看:

表喜幸飞评断、磷认、保证、故意拂逆、转退、意外、董事'陆、赞赏、解气、意愿、委挠、

揣楠、类挠、极度、解说、超常、无例外、无奈、放任、加强语气、估量〉表法当〉表

或勉、反谙探究

将这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垮虑，凡是在不等式右边的类就…定不标承感叹语气，只有在两个不

等式中都处于左边的挠，才是必然标示感叹语气，其余的类则是可标示感叹语气。 ~r表:

必标示感叹语吨 可标乖感叹语气 不标示感叹语气

表哥幸、表故意擒逆、表 表i茅晰、表确认、表保 表戒勉、表转氓、表反

意外、农醒悟、表赞赏飞 i正、 意惠、农解说、 语探究、表i主 、表委

表幸灾乐祸、农极度 表无奈、表放任、加强 婉、表描测、表类比、

、表f自量 我无例外

二三 余论

本文是从总体的角度对副词的标示感叹语气作概括性时论的，我们期望白此能在感叹句

租高IJ词之间找到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部于不少剧词具有多功能性，人钉在给副i司

进有分类时很难分成非此即彼、一刀商醋的提来。如"太、多、好、就"等常见的副词，

张谊生就将它们同时归入的到评注性副语和限制性剧词两个大类中。这样，具体到某一个副

词，其和感叹句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像本文所诠述的那样简明。如"敢情"这个副语，我们

按其表达作用将其归入封"表意外"和 u表确认"两个小提中，按照我ifJ夜上表中所列的对

应关系，"敢情"在"农确认n 时只是"可标示感叹语气气然哥从我们所收集到的实例来看，

在北京口语中，这个醋词是"必标示感叹语气"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6) "那敢情好!" (郭宝岛《大屯门川 一…农确认

(7) 韩荣浅一愣"哟!敢，清他妈的是你!" (用上) 一…表意外

倒(的、棋 (7) 语气的轻重可能不同，能都是感叹句却是确定无疑的。尤其是例(哟，如果

去掉"敢情押则只是…般的应答，几乎没有感叹色彰。阵比如表评断的"就飞潘常表示轻

键的口吻，在上表中我11']将其归入"j:可挥示感叹语气"一类，能从实例来看，这种"就掉不

单独标示感叹语气，而是必带一个句束语气词"吗〈锁在)"，影成"就……吗〈嘛)"格式，

以此来标示感叹语气。如:

〈窍 不就是凡南银子的事吗!一…*不就是凡高银子的事! (郭宝昌《大宅门)) ) 

(9) 就是一个关国佬嘛，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吗? 事就是一个美阔佬，值得这样兴师

动众吗? (刘怕《贪嘴张大乱的幸福生活川

偎显然， (8) 、 (9) 两俩在去掉"吗(嘛)"崖， 1段难成为感叹句e

不过，尽管有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战有)~为，这并不影响我11')从整体角度考察所得出

的结论的可靠性。

30 



参考文献

程美珍 1982 关于"多(么〉在感叹句中作状语的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一 2 期。

贺 附 1994 汉语完句成分试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n

胡明扬劲松 1989 流水勾初踪.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声言商松 1994 试论短话自主成句所应具备的若干活法范畴， <<中国语文》第 6 期。

姜汇川等(编) 1989 <<现代汉语险IJ词分类实用词典>>，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孔令达 19饵 影响汉语句子自足的谣言形式， <<中隐语文》第 6 期。

郎大地 1987 受能!访j "多么、真"强制的感叹句. <<语言研究》第 l 期。

日叔潮(主编)

i克3以后 1995 

1999 

{i毓智 2000 

张i宜生 2000a 

2000b 

1996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第 5 期。

付之对称和标iL'.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炎， <<语言研究》第 2 期。

i于'注性画IJì司功能琐议.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沙，商务Ep 书馆，

赵倾国 1990 感叹句初探，北京语言学院硕 t丁学位论文。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Categories of Adverbs 

DaoliuDU 

Absf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all 

categories of adverbs.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of the adverbs that influence exclamatory 

sentences directly and the selectivity that exists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adverbs. 

Keywords exclamatory sentence adverb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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