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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探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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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除了表示疑问，汉语疑问词还可以用作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都／也”投射为功能语类 ＤｉｓｔＰ，疑问词在推

导过程中经过［Ｓｐｅｃ，ＤｉｓｔＰ］获得逐指解。疑问词处于是非问句、正反问句、祈使句中或受否定词或情态副词成分统领时

为存在量词。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作从句时可以不表示疑问，说明疑问句都有非疑问用法。特指问句、选择

问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的反问、设问和祈使等非疑问用法主要由语用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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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一直是语法学界的热门话题。除了构成特指疑问句以外，疑问词还可以构成

肯定句、否定句、祈使句、感叹句、设问句、反问句和是非问句，表示感叹、全指、虚指等。相关文献的研究

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汉语语法学家，他们以大量真实的语料为研究对象，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重角

度研究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另一派是西方理论语言学工作者，他们以生成语法或形式语义学为理论基

础来探讨疑问词非疑问用法的允准条件。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

一　单句中的疑问词
疑问词的基本用法是表示询问，指代未知的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疑问词不负载疑问信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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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指、例指、承指、借指和不定指等［１］２２９－２４９。疑问词的例指、承指和借指涉及到两个或多个疑问词共现

的情况［２］１５４－２４２，本文不予讨论。本节主要探讨疑问词的全指和不定指两种用法。

疑问词的全指用法较为简单，其形式上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疑问词出现在谓语动词之

前；疑问词之后，谓语动词之前必须有副词“都”或“也”；疑问词之前可以出现连词“无论”（“不管”“任

凭”“随便”等）。薛小英、韩景泉［３］认为“都”投射为功能语类 ＤｉｓｔＰ，其作用对象在推导过程中经过
［Ｓｐｅｃ，ＤｉｓｔＰ］获得全指解。（１ａ）的推导过程如（２）所示。本文认为“也”有类似的功能，疑问词的全指
用法与副词有关。

（１）ａ．（无论）谁都会来。　　　ｂ．张三（无论）什么都吃。
（２）［ＩＰ谁ｉ［ＤｉｓｔＰｔ’ｉ［Ｄｉｓｔ’都［ＶＰｔｉ会来］］］］

Ｌｉ从句法的角度对疑问词的不定指用法作出解释［４］。她认为汉语疑问词是变量，其逻辑语义性质

由算符决定。疑问词的不定指用法必须在句法上得到逻辑算符的允准，即逻辑算符必须在结构上成分

统领表非疑问用法的疑问词。所谓成分统领，是指节点Ａ统领节点Ｂ当且仅当支配Ａ的第一个分枝节
点也支配Ｂ。典型的允准语包括否定词、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等。

（３）我没买什么。
（４）ａ．谁又欺负你了吗？　　　ｂ．你又欺负谁了吗？
（５）你认不认识什么大人物？
（３）中的否定词“没”成分统领疑问词“什么”，“什么”用作不定代词。在是非问句（４）中，疑问标记

“吗”位于标句语位置，成分统领主语和宾语，因此这两个位置上的疑问词都用作不定代词。在正反问

句（５）中，谓语动词“认不认识”成分统领疑问词“什么”，“什么”用作不定代词。
伍雅清［５］认为Ｌｉ的分析无法解释所有的语言事实。（６）中的疑问词“多少”是非疑问用法，但违背

了她提出的统领条件。否定词“不”在动词短语之内，不能成分统领作宾语的疑问词。

（６）这个买卖赚不到多少钱。
我们发现，疑问词成分统领允准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句子不合格，另一种是疑问词表示疑问，如

（７）所示。
（７）ａ．谁认不认识你？　　　ｂ．什么东西你没买？
（７ａ）中的“谁”成分统领正反问句的谓语动词“认不认识”，句子不合格；（７ｂ）中的“什么东西”成分

统领否定词“没”，疑问词表示疑问。Ｌｉ显然无法解释（７ａ）与（７ｂ）的对立。
Ｌｉｎ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了疑问词的 ＥＰＷ（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ＷＨ－ｐｈｒａｓｅｓ）用法［６］。除了上文提到

的否定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他认为疑问词虚用的语境还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是认识情态语境，

包括情态副词、表推理的“了”和非事实性动词等。（８ａ）中的情态副词“可能／想必”、（８ｂ）中的“了”和
（８ｃ）中的非事实性动词都表明了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态度：确定或不确定。第二种是将来语境，如例
（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不蕴涵存在条件，即ＥＰＷ所在的命题不蕴涵ＥＰＷ的所指。

（８）ａ．可能／想必谁又欺负他了。　　　ｂ．他看到什么了。
ｃ．我怀疑天底下有谁像你这么傻的。

（９）ａ．我明天会买个什么东西给他的。　　　ｂ．我想吃点什么东西。
ｃ．谁去帮我拿个碟子来。

薛小英［７］９９－１０１认为将来语境不能够允准 ＥＰＷ，例（１０）三句中的疑问词都是疑问用法［７］９９－１０１。因

此，本文认为，Ｌｉｎ的不蕴涵存在条件是ＥＰＷ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１０）ａ．我明天买个什么东西给他呢？　　　ｂ．您想吃点什么东西？

ｃ．谁去帮我拿个碟子来？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相关研究的焦点是疑问词虚用的允准环境。倪兰在对１００多万字的语料检索

９２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中，共有１０６９个带有“谁”的例句，其中只有２５％的句子表示疑问［８］。可见，疑问词的疑问和非疑问用

法都是疑问词的常规用法。我们概括了疑问词的疑问、全指和虚指用法出现的语境，如表（１）所示。从
表中可以看出，疑问词和语气词“呢”共现时表示疑问；疑问词和“都／也”共现时用作全称量词；疑问词
处于是非问句、正反问句、祈使句中或受否定词或情态副词成分统领时为存在量词。

表（１）疑问词的疑问、全指和虚指用法分布情况

用法 形式特征

疑问用法 疑问语气词“呢”

全指用法 谓语动词之前有“都／也”

虚指用法
是非问句、正反问句、祈使句

否定词“没”“不”或情态副词“可能”、“想必”、“大概”、“也许”、“恐怕”、“好象”、“一定”成分统领疑问词

二　特指疑问句充当复句的某个句法成分
第一，特指疑问句作主语，全句既可以是陈述句也可以是疑问句。

（１１）ａ．［干什么］是你的自由。　　　ｂ．［［讨论什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１２）ａ．［ｓ什么ｉ干 ｔｉ］是你的自由。

ｂ．［ｓ什么ｉ［ｓ讨论 ｔｉ］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例（１１）两句中，主语都由特指疑问句充当，但是（１１ａ）是陈述句，（１１ｂ）是疑问句。Ｈｕａｎｇ［９］３８６－３９０对
（１１ｂ）的解释是，在逻辑式，疑问算符“什么”从原位移位到主句的标志语位置（如（１２ｂ）所示），“什么”
的辖域为主句，因此，主句为疑问句［９］３８６－３９０。我们认为（１１ａ）中疑问词“什么”从从句的宾语位置移到
从句的标志语位置（如（１２ａ）所示），“什么”的辖域为主语从句，而不是主句，因此，主句为陈述句。

除了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也可以作主语，句子为陈述句，如（１３ａ，ｂ）所示。
（１３）ａ．［工作还是读研］是你的自由。　　　ｂ．［读不读研］是你的自由。
第二，特指疑问句作宾语，全句既可以是陈述句也可以是疑问句。

（１４）ａ．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　　　ｂ．你认为［这是谁的错］？
（１５）［ｓ谁ｉ你认为［ｓｔｉ’这是ｔｉ的错］］？
例（１４）两句的宾语都是特指问句，（１４ａ）是陈述句，（１４ｂ）是疑问句。从句法的角度来看，“认为”

“觉得”这类动词为通行动词（ｂｒｉｄｇｅｖｅｒｂ），在逻辑式（１５），疑问算符经过从句的标志语位置，移位到主
句的标志语位置，因此疑问词的辖域为主句，（１４ｂ）为疑问句。（１４ａ）的动词“知道”不属于通行动词，因
此，疑问算符“什么”不能移位到主句的标志语位置，其辖域为宾语从句，（１４ａ）为陈述句。英语中也有
类似的例子。

（１６）ａ．Ｉ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ｉｙｏｕａｒｅｆｒｏｍｔｉ］．　　　ｂ．［Ｗｈｅｒｅｊ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Ｉ’ｍｆｒｏｍｔｊ］］？
同样，（１６ｂ）中的ｔｈｉｎｋ为通行动词，ｗｈｅｒｅ移位到主句的标志语位置，（１６ｂ）为疑问句。（１６ａ）的动

词ｋｎｏｗ不是通行动词，ｗｈｅｒｅ移位到宾语从句的标志语位置，（１６ａ）为陈述句。
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同样也可以作宾语，全句是陈述句（１７）。这类宾语常常提前充当全句的话

题，如（１８）所示。
（１７）ａ．我不知道［他是工作还是读研］。　　　ｂ．我不知道［他读不读研］。
（１８）ａ．［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不知道。

ｂ．［他是工作还是读研］，我不知道。
ｃ．［他读不读研］，我不知道。

第三，特指疑问句作条件状语，全句是陈述句。

（１９）ａ．如果／要是谁欺负你，请告诉我。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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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无论孩子犯了什么错，妈妈都会原谅的。
例（１９）两句的条件状语都是特指问句，两句都是陈述句。不同之处在于，（１９ａ）中的疑问词“谁”为

存在量词，表示某个人；（１９ｂ）中的疑问词“什么”为全称量词，表示“所有的，任何”。二者的差别是由
条件句的语义决定的。

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作条件从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位于“如果”之后，句子不合格；另一种是位

于“无论”之后，句子合格，如（２０）所示。

（２０）ａ．如果（要是）你工作还是读研（读不读研），请告诉我。
ｂ．无论你工作还是读研（读不读研），请告诉我。

（２０ａ）和（２０ｂ）的差别在于：“如果”之后的从句说明的是一种可能性，“无论”之后的从句说明的是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是非问句由语气词“吗”承担疑问信息，不能作为从句充当主句的任何成分，因为语

气词“吗”只能位于句末（２１）。（２１ｂ）中的“吗”为宾语从句的语气词，如果“吗”是主句的语气词，句子
是合格的，如（２２）。

（２１）ａ．你在学校吗是你的自由。
ｂ．我知道［你在学校吗］？
ｃ．如果／要你在学校吗，请告诉我。

（２２）我知道［你在学校］吗？
上文讨论了特指疑问句用作从句的情况，总结如下：特指问句作主语和宾语时，全句是陈述句还是

疑问句是由句法因素决定的；特指问句用作条件从句，全句是陈述句。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也可以用作

主语、宾语和条件从句的事实说明疑问句都有非疑问用法。

三　疑问句的形式表达非疑问的内容
说话人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陈述性的内容或指令性的内容，这时疑问句的探询功能就转化为陈述

功能或指令功能。影响疑问句运用最重要的语用因素是说话人对疑问句涉及的事态的知识状况。疑问

句的非疑问用法分为三种情况：反问、设问和祈使。

第一，疑问句的反问用法。

反问是指说话人借用疑问句的形式说明一个道理或事实，不要求听话人回答。肯定的语句形式表

达否定的意思，否定的语句形式表达肯定的意思。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都有反问

用法。

（２３）ａ．谁愿意吃哑巴亏？（特指反问）
ｂ．张三难道要去北京吗？（是非反问）
ｃ．他是偷了你的还是抢了你的？（选择反问）
ｄ．你他妈的还活不活了？（正反反问）

一般情况下，（２３ａ）是反问句，因为在多数人的意识中，愿意吃哑巴亏的人是不存在的，说话人清楚

地知道“谁”这个疑问项的信息域是个空域，因此，说话人对这一状况并不存疑，也并非真心询问。

（２３ｂ）中的“难道”是情态词，是反问句的显性标记，而（２３ａ，ｃ，ｄ）中并没有显性的反问标记。是否是反
问句是由语义和语用因素决定的。

第二，疑问句的设问用法。

设问是指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用疑问句的形式提出问题，目的是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并不要求听话

人回答，说话人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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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ａ．什么是自以为是？就是永远看不到自身的缺点。
ｂ．我做错了吗？没有。
ｃ．我们是先温习功课还是先吃饭呢？当然是先吃饭。
ｄ．他这样做对不对？对。

（２４）中四个例句表明，四种疑问句都有设问用法。设问句最显著的特点是问话人自己提供答句。
第三，疑问句的祈使用法。

说话人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请求或命令。

（２５）ａ．他不来了，你还等什么？
ｂ．天这么热，窗户都关着，你不觉得热吗？
ｃ．孩子正在做作业，你是不是安静些？

（２５ａ）是特指问句，意思是“你别等了！”，表示劝阻。（２５ｂ）是是非问句，意思是“请把窗户打开！”，
是暗示性的祈使。（２５ｃ）是正反问，意思是“你们安静些！”，是委婉的请求。例（２５）中三个疑问句在形
式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记，其祈使用法主要由上句陈述的内容决定。

上文的论述表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都有反问、设问和祈使等非疑问用法。

疑问句的非疑问用法在句法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标记，主要由语用因素决定。

四　结论
本文从单句、复句和语用等三方面探讨了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结论如下：

１．疑问词的疑问和非疑问用法都是疑问词的常规用法。疑问词和语气词“呢”共现时表示疑问；疑
问词和“都／也”共现时用作全称量词；疑问词处于是非问句、正反问句、祈使句中或受否定词或情态副
词成分统领时为存在量词。

２．特指问句作主语和宾语时，全句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是由句法因素决定的；特指问句用作条件从
句，全句是陈述句。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也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和条件从句的事实说明疑问句都有非疑

问用法。

３．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都有反问、设问和祈使等非疑问用法。疑问句的非疑
问用法在句法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标记，主要由语用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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