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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记向话语标记的演变

———以汉语连词“莫若”为例

徐朝红，伍修龄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文章以“莫若”为例，考察了选择标记向话语标记的演变。“莫若”经历了“主谓短语＞动词＞选择标记＞话语
标记”的演变历程，其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明代，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此外，上古汉语中的“不如”，近代

汉语中的“要不”“不然”“还是”“的是”“的好”等亦是从选择标记演变为话语标记。可见，“选择标记＞话语标记”是汉
语中反复出现的演变模式，究其成因，则与省力原则、礼貌原则、时间顺序原则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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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标记①是话语标记②的重要来源，学界基
于微观个案、宏观演变模式进行了系列探讨，如史

金生③、李贤卓④、董秀芳⑤、李宗江⑥。而典型连

词“莫若”在表示选择的同时也呈现话语标记功

能，李宗江认为其话语标记功能源自选择标记功

能⑦，但缺乏必要的历时考察，至于其功能特征以

及成因等学界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

以下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第一，“莫若”话语

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第二，话语标记“莫若”的

特征、功能；第三，“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
共性；第四，“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动因。

一　“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
“莫若”经历了“主谓短语＞动词＞选择标记＞

话语标记”的演变历程，其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

明代，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

（一）主谓短语＞动词
结构“莫若”最早出现于先秦，“莫”义为“没

有谁，没有什么”，是否定性无指定代词，其前常

出现一个具有复数性质的指称集合（记为比较前

项Ｘ），“莫”关涉该集合中的所有对象并将其排
除在外；“若”为动词，义为“及，比得上”，其后所

接成分是前一指称集合的比较对象（记为比较后

项Ｙ）；“Ｘ莫若Ｙ”的语义是“Ｘ中没有谁／没有什
么比得上Ｙ”。如：

（１）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周

易·序卦》）

上例中“革物者莫若鼎”义为“变革事物性质

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得上鼎”，“主器者莫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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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义为“主管宗庙祭器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得上

长子”。

如例（１）所示，先秦时期“Ｘ莫若 Ｙ”结构中
的 Ｘ在句中多直接出现，且与“莫若 Ｙ”紧邻，
“莫”的无定指代性明显；但是，“莫若”在使用中

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莫若”前不出现具有复

数性质的比较前项 Ｘ。此时，“莫若”所在的句子
有重新分析的可能。如：

（２）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犹曰莫若我也。（《春秋公羊传·

僖公九年》）

上例中，“莫若”前没有出现具有复数性质的

比较前项Ｘ，此时，“莫若我”可以有两种理解：
（ａ）“（九国中）没有谁比得上我”。这种情

况下的“莫若”仍可作主谓短语解，其前根据上文

内容大致补充出了复数性质的比较前项“九国”，

即“（九国）莫若我”，“莫若我”的底层结构为

“［ＰＲＯＮ［ＶＰＲＯＮ］］”。
（ｂ）“比不上我”。这种情况下，“莫”的关涉

对象则从某一复数集合泛化到一切事物，指代性

进一步虚化，不再明确，指代意义也趋近于无，渐

渐只保留了否定义；“莫若”出现了成词的倾向，

可以被重新分析为“不及，比不上”义的双音节动

词，“莫若我”的底层结构变化为“［ＶＰＲＯＮ］”。
但无论按何种理解，其表层形式均为“莫若＋

ＰＲＯＮ”；句子的命题意义也都没有改变，（ａ）（ｂ）
都表达出了“强调‘我’的出众”的意图；差别只在

于前者可以找到明确的对比项“九国”，后者的对

比项则并不明确。表层形式的相同和话语意义的

相近正为“莫若”由主谓短语向动词的演变创造

了有利的句法和语义环境。

进一步发展，当“莫若”前出现了不具备复数

性质的比较前项 Ｘ时，“莫”的无定指代性即消
失，只保留了否定义，成为了词内成分，“莫若”融

合为双音节动词，义为“不及，比不上”。这在先

秦时期就已形成。动词“莫若”常涉及两个不具

备复数性质的比较对象 Ｘ、Ｙ，并多在比较的同时
对其进行主观评价，从而否定前项 Ｘ并肯定后项
Ｙ。如：

（３）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
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

此其难者。（《庄子·人间世》）

“莫若为致命”意为“比不上如实传达君令”，

“此其难者”则是主观评价。

（二）动词＞选择连词
选择连词“莫若”的来源，目前学界鲜有提

及。根据调查，我们认为选择连词“莫若”应来源

于动词“莫若”。这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比
较］”有关———动词“莫若”是对两个对象进行对

比，选择连词“莫若”则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对两个

对象进行选择，两者都包含着一个比较的过程，这

一相似性为认知上的隐喻提供了活动空间，此外

也与比较前项和“莫若”之间其他成分的插入以

及选择语境有关。

西汉时期，当动词“莫若”位于句首时，出现

了这样一种情况：比较前项Ｘ与“莫若”之间插入
了其他成分，用以说明 Ｘ的性质、特征以及言者
主观上认为 Ｘ比不上 Ｙ的原因等，“莫若”与 Ｘ
之间的距离拉大，对 Ｘ的支配性减弱，且后项 Ｙ
并非是发生在具体时间中的动作行为，而是具有

泛时性的、可以由行为人主动选择实施并控制的

动作行为。此时“莫若”的前后连接内容形成了

“舍弃—选取”关系，处于选择语境之中，出现了

重新分析的可能。如：

（４）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令韩、魏
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

若善楚。（《史记·春申君列传》）

上例中，“莫若”与前项Ｘ“树怨于楚”之间插
入了其他成分，对其支配性减弱，后项 Ｙ“善楚”
则具有泛时性并可由行为人主动选择实施，“树

怨于楚”与“善楚”形成了“舍弃—选取”的关系，

处于选择语境之中。此时，“莫若善楚”可以有两

种理解：（ａ）“（与楚国结下怨仇）比不上与楚国亲
善友好”，（ｂ）“（与其选择与楚国结下怨仇）不如
（选择）与楚国亲善友好”。但不论按何种理解，

“莫若善楚”的表层结构均为“莫若＋ＶＰ”；句子的
命题意义也都没有改变，（ａ）（ｂ）都表达出了“最
好与楚国保持亲善友好”的观点；差别只在于前

者凸显了对“树怨于楚”和“善楚”的比较，后者则

着眼于在“树怨于楚”和“善楚”中做出选择。表

层形式的相同和话语意义的相近亦为“莫若”由

动词向选择连词的演变创造了有利的句法和语义

环境。

中古时期动词“莫若”的使用频率较低，受限

于此，“莫若”的进一步虚化进展缓慢。直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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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阶段，当动词“莫若”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①，

在选择语境中反复使用时，其虚化进程才明显加

快。人们的认知视角也逐渐从关注“莫若”对上

下文比较对象的对比转换到关注“莫若”在上下

文之间的选择连接作用，“莫若”的侧重也随之转

向为表示前后语言单位之间舍前取后的选择关

系②，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莫若”可以表示选择关

系这一语用推理结果的固化③。明代，当能体现

出选择关系的“莫若”与连词“与其”等连用，组成

是此非彼类选择构式“与其……莫若……”时，

“莫若”则进一步吸收构式意义，成为了选择连

词。选择连词“莫若”表示舍前取后的选择关系，

其后连接的Ｙ是选取的一项，其前用连词“与其”
等连接的Ｘ则是舍弃的一项；可以是针对听者，
为其阐明“舍弃—选取”关系，如例（５），也可以是
针对言者自身，为其自己做出选择，如例（６）：

（５）因谕诸将道：“……与其坐而受
制，莫若先击之。诸君若体予言，自能一

战而成功。”（《续英烈传》第二十二回）

（６）天师道：“……我寻思起来，与
其咬断了藤跌将下去，莫若自己解开了

纥挞跳将下去，还有个分晓。”（《三宝太

监西洋记》第三十九回）

（三）选择连词＞话语标记
Ｂｒｉｎｔｏｎ总结了英语话语标记三种典型的演

变模式，其中第一种演变模式中就包含“连词＞话
语标记”的演变④。从而，我们认为连词到话语标

记的演变是一种跨语言反复出现的演变。“莫

若”话语标记功能的来源，目前学界鲜有探讨。

结合调查的语言材料及跨语言反复出现的演变模

式，我们认为“莫若”的话语标记功能应源自其用

作选择连词时的选择标记功能，这肇始于特殊的

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选择连词“莫若”出现在建议
语境中，在表示选择关系的同时还帮助提出了建

议。如：

（７）过不多时，又有人告岷王凶悖，
有旨削其护卫。过不多时，又有人告代

王贪虐，将为不轨。廷臣议要发兵讨之，

侍读方孝儒奏道：“治民者当以德化，不

当以威武，况诸王至亲乎……”建文帝

道：“朕亦知威武不如德化，但诸王骄肆

异常，非德化所能入。朕之用兵，不得已

也。”方孝儒道：“人生有贤有不肖，贤

者，不肖之师也。臣闻蜀王好善乐道，四

海钦其贤哲。今代王不肖，与其发兵执

之，莫若下诏，迁之于蜀，使与蜀王相亲，

则不肖者，将渐积而为贤矣。”（《续英烈

传》第七回）

上例中，廷臣就是否要发兵征讨岷王、代王征

求建议，其后接语段处于建议语境之中。此时

“与其发兵执之，莫若下诏，迁之于蜀”既是在“发

兵执之”与“迁之于蜀”之间做出舍前取后的选

择，亦提出了建议“迁之于蜀，使与蜀王相亲”，

“莫若”除表示选择关系外，还帮助提出了建议。

在这种建议语境中，由于人们的关注焦点并

非是“莫若”前的舍弃项，而是其后的选取项，所

以言者此时如果为了自己省力着想，就有可能只

说选取项，不说舍弃项，“莫若”连接的选择前项

逐渐可以不直接出现，从而出现了被理解为话语

标记的倾向，这在明代已有用例。如：

（８）自实与妻子商量道：“目今满眼
兵戈，只有福建平静。况缪君在彼为官，

可以投托。但道途阻塞，人口牵连，行动

不得。莫若寻个海船，搭了他由天津出

海，直趋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径达，便

可挈家而去了。”（《二刻拍案惊奇》卷二

十四）

上例中，自实就如何去福建提出建议，“莫

若”处于建议语境之中，其前后只出现了选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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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检索ＣＣＬ语料库后发现，西汉时期动词“莫若”共有１例、中古汉语阶段共有２６例、近代汉语阶段共有７７例。
在连词的形成过程中，认知视角的转换会引起侧重的变化，从而导致词语意义的改变———连词的源词在某一关联语境中的反复运

用，使得人们的认知视角从其在单一信息项内表示的意思转换到其在信息项之间的连接作用，侧重也随之转向为表示语言单位之间的

关系，于是通过重新分析，产生关联功能。参见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５９页。
某一语言单位在特定语境中的频繁运用可以使得来自于语境的推导义固化为该语言单位的部分意义；“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

化’是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参见Ｂｙｂｅｅ，ＪｏａｎＬ，ＲＰｅｒｋｉｎｓ．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ｒ：Ｔｅｎｓｅ，Ａ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１９６－１９７；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４期。

Ｂｒｉｎｔｏｎ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ｓｖａｎＫｅｍｅｎａｄｅ，ＢｅｔｔｅｌｏｕＬｏｓ（ｅｄｓ．）．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６，ｐｐ．３０７－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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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寻个海船，搭了他由天津出海，直趋福州”，选

择前项没有直接出现。此时“莫若”所在的句子

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可以理解为“（与其走陆

路）不如找个海船，搭船从天津出海，直趋福州”，

这种情况下，“莫若”前根据上文内容大致补充出

了选择前项“走陆路”，“莫若”仍可作选择连词

解；但也可以理解为“不如找个海船，搭船从天津

出海，直趋福州”，这种情况下的“莫若”则主要帮

助标注言者根据“（陆路）道途阻塞，人口牵连，行

动不得”等相关情况做出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

议，出现了被理解为话语标记的倾向。这是“莫

若”从选择连词向话语标记演变的中间状态。

Ｌｅｗｉｓ认为，一个词汇在特定的文本中反复使
用，最后导致功能的裂变（ｓｐｌｉｔ）而形成话语标
记①。当选择连词“莫若”在建议语境中反复运

用，且其前接成分中不再出现选择前项时，“莫

若”的侧重则随之转向为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

论并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莫若”可以用

作话语标记这一语用推理结果的固化。“莫若”

不再表示选择关系，而更多凸显程序意义，辅助话

语单位的衔接与连贯，帮助组织、处理话语。

Ｈｅｉｎｅ对话语标记的界定有五条：ａ．句法上，话语
标记是独立的；ｂ．韵律上，话语标记与其他部分相
分离；ｃ．话语标记的意义是非限定性的（ｎｏｎ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ｄ．话语标记的意义是程序性的（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ａｌ），而不是命题概念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ｅ．话语标记是非合成的，通常是短小的②。据
此，我们认为“莫若”在建议语境中反复使用后已

具备话语标记的典型特征，“莫若”已经演变为话

语标记，主要用于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提出

建议。如例（９）至例（１２），并在清代继续沿用，如
例（１３）至例（１４）：

（９）（净）我今早出来，还不曾吃饭，
腹中甚是饥饿。莫若我每先偷些酒吃如

何？（《杀狗记》第三出）

（１０）严正惊慌不已，将其事与黄氏
说知。黄氏道：“此非小可，彼未曾与夫

说知，或有不测，尚可无疑。今既来我家

说知，久后事露如何分说？”严正道：“然

则如之奈何？”黄氏道：“为今之计，莫若

先去告首官府，方免受累。”（《包公案·

江岸黑龙》）

（１１）三太子看见，心里想道：“这等
一个寡船儿，莫非是大船后面吊了的脚

船儿？也罢，昔日项羽不渡乌江，致有自

刎之惨！我莫若躲在他里面，随其波而

逐其流，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

钩。”（《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六十六回）

（１２）废帝聚文武商议，冯道曰：“陛
下当初轻信张娘娘之言，生此祸端。今

公主已转回营去了，朝中那个是敬瑭敌

手？为今之计，陛下莫若求和，重赐金

帛，高升厚爵，方解此祸。”（《残唐五代

史演义传》第四十八回）

（１３）天已正午，三人甚是焦躁，不
见金青回来。王天宠说：“你我三人莫

若往西相迎。”（《永庆升平后传》第二十

五回）

（１４）王太和一瞧一愣，自己一想：
“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四野无人，我焉

能不避嫌疑，坏人名节？我莫若就在外

面廊下避避雨罢。”（《济公全传》第一百

五十八回）

以上诸例中，“莫若”均为话语标记。在语义

上，话语标记“莫若”具有非真值语义和程序性意

义特征，不构成话语的语义内容，而是仅辅助话语

单位的衔接与连贯。此外，话语标记“莫若”常关

涉三种语义要素：做出主观推论并提出建议的前

提条件ａ，主观推论及建议 ｂ，为证明推论及建议
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补充的结果、原因、目的等后

续相关信息ｃ，这三者可以同时出现，如例（１１）、
例（１２）；可以只出现ａ、ｂ，如例（９）、例（１４）；可以
只出现 ｂ、ｃ，如例（１０）；也可以只出现 ｂ，如例
（１３），形成了话语标记“莫若”语篇的四种语义格
局：完整式ａ—ｂ—ｃ，后省式ａ—ｂ，前隐式ｂ—ｃ，前
隐后省式 ｂ③。在语音和句法上，话语标记“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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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ｗｉｓＤｉａｎａ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Ｖｉｅｗ”．Ｋｅｒｓｔｉｎ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６，ｐｐ．４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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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话语标记涉及的三个要素———事实ａ、观点ｂ、后续相关信息ｃ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其语篇的语义格局。参见

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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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均具有独立性。以上六例，话语标记“莫若”

在语调上独立于后接成分，具有相对独特的语调

轮廓，是一个语音自主单位①，并且亦不受句法成

分的约束，即使删去，句子依然符合句法规则。此

外，在辖域方面，话语标记“莫若”的辖域也进一步

扩大。当“莫若”表示选择关系时，其辖域为后接

的选择后项；当其作话语标记时，辖域则不局限于

后接的推论及建议ｂ，而是覆盖了与之相关的前提
条件ａ、后续相关信息ｃ等。

综上可知，“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过程

为：主谓短语＞动词＞选择连词＞话语标记。当其
成为话语标记后，则具有程序性意义、句法独立

性、独特的语调轮廓等特征，其辖域扩大到覆盖整

个推论、建议及其相关前提、后续信息，并有着多

种语义格局。

二　汉语中其他语法项的演变
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一般不是孤立存在的；语

言的研究，一般也是把语言现象置于大的背景下

去考察，尤其是探讨语言的共相和殊相时，往往从

跨语言的角度去探讨。而跨语言的考察，可以有

两种方式，一是不同语言之间语言现象的比较，二

是同一种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比较。这

两种研究方式，应该说是殊途同归，能探讨出语言

的共性和个性。我们选择后者，考察汉语相关历

史时期选择标记的演变，从而探寻选择标记演变

的共相和殊相。

（一）汉语史中选择标记的演变

上古汉语时期的“不如”具有选择连词功能

和话语标记功能，并且话语标记功能来自其选择

连词功能（李贤卓②，董秀芳③，李宗江④），如：

（１５）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
闭其所誉。（《庄子·外物》）

（１６）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
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

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

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

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

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

于齐，孔子困矣。”（《晏子春秋·不合经

术者》）

例（１５）中“不如”与前小句中的“与其”构成
框式结构“与其……不如……”，属于典型的选择

连词。例（１６）中“不如”的选择前项 Ｘ消失，“不
如Ｙ”单独使用，“不如”不再表示选择关系，而更
多凸显程序意义，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论并提

出建议“阴重孔子”，当为话语标记。

近代汉语时期的“要不”（史金生）⑤、“不然”

（史金生⑥，李宗江⑦）、“还是”（董秀芳）⑧、“的

是”“的好”（江蓝生⑨，李宗江瑏瑠）等既具有选择标

记功能，也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并且话语标记功能

来自其选择标记功能。我们以“还是”为例说

明之。

董秀芳指出，近代汉语中，“还是”从表示选

择，如例（１７），发展出了表示建议的功能，如例
（１８）瑏瑡，该例中“还是”则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
并提出建议“引奴回家”：

（１７）建文君道：“与其泯泯死在道
路，还是猛烈做他一番。”（《型世言》第

八回）

（１８）潮音道：“官人虽如此说，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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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可以是以停顿和独特的语调轮廓为特征的自主单位，它的韵律独立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取决于其语音大小及出

现的位置，即使没有逗号等标点，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韵律特征将话语标记与话语的其他部分分开。参见ＨｅｉｎｅＢ．“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５１（６）：１２０５—１２４７。因而，虽然话语标记“莫若”与后接成分
之间没有以标点隔开，但“莫若”仍可在语调上独立于后接成分，具有相对独特的语调轮廓。

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４６，２５６—２５７页。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４页。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３页。
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江蓝生：《“ＶＰ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中国语文》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参见李宗江：《“为好”与“的好”》，《语言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

２５３页。
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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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过门，不识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

下，岂敢轻信！官人还是引奴回家，使我

爹爹识认女婿，也不负奴家数年苦守之

志。”（《醒世恒言》第五卷）

综上可知，汉语史上的七个选择标记（包括

“莫若”），虽然出现于不同阶段，词汇基础也不尽

相同，但当其成为选择标记后，都不约而同地演变

为话语标记，帮助标注言者的主观推论并提出建

议。换言之，在汉语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选

择标记＞话语标记”这样一条演变路径。
（二）汉语方言中选择标记的共时用法及演

变方向

调查发现，汉语方言中某些语法项既具有选

择连词功能，也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如：贵州天柱

酸汤话“或者”（吴才勇）①，湖北鹤峰话“再不

（然）”（汪次云）②，江西宜春话“要毕（然）”（易

琼）③等。我们以湖北鹤峰话“再不（然）”说

明之。

汪次云指出“再不（然）”是鹤峰方言中常用

的选择连词，如下例（１９），与此同时，我们在汪文
中也发现了“再不（然）”的话语标记用例，如下例

（２０）④，“再不（然）”则帮助言者标注主观推论并
提出建议“拿点湿辣椒”：

（１９）我要上街，你要不要带东西，
再不然你同我一起嘛。我要上街，你要不要带东
西，或者你跟我一起去吧。

（２０）我只有这门多晒干啊的辣椒，
再不你把湿的背点儿？我只有这么多晒干的辣
椒，或者你拿点湿辣椒？

共时语言状态可以看作是语言历时演变进程

中的一个阶段，结合观察到的语言事实，我们有理

由相信汉语方言中“或者”“再不（然）”“要毕

（然）”等同时具有选择标记和话语标记两种功能

这一共时语言状态正是其历时演变的结果。由

此，我们认为，汉语方言中同样存在着“选择标记

＞话语标记”这一演变模式。
综上，结合汉语史、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

“选择标记＞话语标记”在汉语中并非孤例，而是
汉语中常见的语义演变模式。

三　“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
动因

“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动因，目前学
界已进行了一些讨论，认为与交互主观化及礼貌

原则（史金生⑤，李贤卓⑥）、选择构式中部分成分

的隐去（董秀芳）⑦、建议语境（李宗江）⑧等相关。

结合我们对话语标记“莫若”的考察分析，我们认

为“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原因。

一是省力原则⑨的推动。省力原则使得语篇

组织者在足量的前提下，尽量只说必要的话，这推

动了“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进程。以“莫
若”为例，处于“与其Ｘ，莫若Ｙ”格式中的“莫若”
表示舍前取后的选择关系，此时后项 Ｙ是选取
项，也是言谈双方的关注焦点所在。因此，言者若

为自己省力着想，在足量的前提下，就有可能不说

被舍弃的前项 Ｘ，而只说能体现语义重心的焦点
信息Ｙ。在这一省力原则的推动下，前项 Ｘ则逐
渐消失，为其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

句法环境。

二是礼貌原则瑏瑠的影响。礼貌原则中的负面

礼貌原则对人的行为上限做出了规定———不要限

制对方或让对方不自在，要求语篇组织者在措辞

时尽量避免强制性字眼。以“莫若”为例，话语标

记“莫若”孕育于需要给出建议的语境，在这种语

境中，听者发出问询以征求言者的建议，而言者在

表达自己的建议时，往往会考虑到负面礼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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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才勇：《贵州天柱（竹林）酸汤话虚词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３年。
汪次云：《湖北鹤峰方言虚词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易琼：《江西宜春话虚词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
汪次云：《湖北鹤峰方言虚词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４页。
李贤卓：《试论作为话语标记的“不如”》，《语言与翻译》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李宗江：《近代汉语语用标记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省力原则与不过量准则对应，即说话人为自己省力着想，在足量的前提下，只说必要说的话，不说过多的话，推动了语言的简化和

统一。参见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礼貌可分为正面礼貌、负面礼貌，前者将人的行为下限规定为“至少要友好、表示附和赞许”，后者将人的行为上限规定为“不要限

制对方、让对方不自在”。参见沈家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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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必须”“应该”等带有强制性的词语。

此时，从选择连词演变来的“莫若”则可满足这一

需求，其暗含的选择性给予了听者选择的自由，也

减少了造成对方不自在的可能。这同样加大了

“莫若”从选择连词演变为话语标记的可能性。

三是时间顺序原则①的影响。“选择标记＞话
语标记”的演变还与时间顺序原则有一定的关

联。以“莫若”为例，“莫若”作为选择连词使用

时，常用于连接选择后项，在概念角度和小句顺序

上都属于后项连词，而汉语从先事到后事的时间

顺序原则又使得表示后事的连词的真值语义负载

较轻，更容易虚化为话语标记②。这也推动了“莫

若”从选择连词向话语标记的演变。

结语

文章对汉语连词“莫若”话语标记功能的形

成过程、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选择标记

＞话语标记”在汉语中的演变共性及演变动因，从
而发现：

第一，“莫若”的话语标记功能形成于明代，

其演变过程为：主谓短语＞动词＞选择连词＞话语
标记。

第二，话语标记“莫若”在语义上具有程序性

意义和多种语义格局，在语音和句法上具有独立

性，辖域则可覆盖整个推论、建议及其相关前提、

后续信息。

第三，“选择标记＞话语标记”演变模式是汉
语中常见的语义演变模式，在汉语史的各个历史

阶段、现代方言中都有呈现。

第四，“选择标记＞话语标记”的演变主要与
省力原则、礼貌原则、时间顺序原则等有关。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ｈｏ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ｒｔ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ｒｕｏ（莫若）”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Ｕ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ＷＵＸｉｕ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ｍｏｒｕｏ（莫若）”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ｈｏ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ｒｔ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ｍｏｒｕｏ（莫若）”ｈａ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ｐｈｒａｓｅ
＞ｖｅｒｂ＞ｃｈｏ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Ｉ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ｅｌｐ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ｔｏｍａｒｋ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ｂｕｒｕ（不如）”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ｙａｏｂｕ（要不）”“ｂｕｒａｎ（不然）”“ｈａｉｓｈｉ（还是）”“ｄｅｓｈｉ（的是）”“ｄｅｈａｏ（的好）”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ｅｖｏｌ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ｏ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ｔｏ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ｃｈｏ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ｉｓａ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ｏ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ｍｏｒｕｏ（莫若）”；ｃａｕｓｅｓ
（责任校对　曾小明）

０７１

①

②

时间顺序原则是汉语语序结构中最普遍的原则，语言结构顺序直接反映了象似的时间结构顺序；汉语的语序与思维的流向完全合

拍，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状态的时间顺序。参见戴浩一、黄河：《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

言学》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时间顺序原则会影响话语的关联形式，使得“属后连词”更容易虚化为负有语篇组织责任的话语标记。参见方梅：《自然口语中弱

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