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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气词“吧”研究综述

王文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本文对现代汉语语气词“吧”的研究现状 ,从其历史来源及发展、语气意义、句法分布、语用功能

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并对其未来的研究趋势作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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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语气词“吧”是基本语气词之一 ,在

日常言语交际中 ,“吧”的使用频率很高并且用法

十分丰富。以往对它的研究多是零散的、局部的 ,

只散见于语法书、词类问题等一般性质著作的部

分章节或一些单篇论文中。对它的意义和功能

等 ,大家还是见仁见智 ,仍没能取得相对一致的认

识。下面 ,我们就对它的研究现状作一总结和评

价 ,并对其研究趋势作出预测。

一、语气词“吧”的历史来源及发展

孙锡信 (1999) 运用了因声探源、虚实对比和

形态分析等方法 ,理清了语气词的发展脉络 ,论证

了现代汉语语气词的来源。他指出“吧”来源于

“罢”,将“吧”出现的时间定在比太田辰夫所说的

民国提前了一百多年的清代中期。

齐沪扬 (2002) 详细描述了语气词“吧”的产

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1 ] ,将其语法化历程概括

为 :

　罢　

实词 V
→

罢 (吧)

陈述语气
→

罢 (吧)

祈使语气
→

罢 (吧)

疑问语气
→

罢 (吧)

停顿语气

　　蓝鹰 (2004)指出语气词“吧”是从元杂剧时代

继承下来的句尾语气词。认为语气词“吧”的演变

过程是 :“罢”最初是个动词 ,表示动作行为的结

束 ;其后演变为动态助词 ,用在动词、形容词及其

短语后面表示动作或性状的实现 ;然后再由动态

助词进一步虚化为句尾语气词 ,而这在近代汉语

中都已完成。“吧”仅仅是“罢”的书写替换形式。

只不过在现代汉语中 ,“吧”增加了在疑问句中表

揣测的用法[2 ] 。

上述这些研究揭示了语气词“吧”意义的演化

轨迹 ,为现代汉语语气词“吧”的生成和语法化机

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材料上的佐证。

二、语气词“吧”的语气意义

语气词的语气意义很难捉摸 ,语言学界的看

法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一方面与语气词的意义

“空灵”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各家使用的研究方法

不同有关。

朱德熙 (1982) 认为“吧”分两个 :一个表示疑

问 ,一个表示祈使。高增霞 (2000) 指出这种观点

混淆了句子的语气意义与语气词的意义。

陆俭明 (1984)较早地论及了现代汉语中的疑

问语气词。陆文引用了吕叔湘的一些观点 ,指出 :

“吧”是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语气词 ,它介乎疑

问语气词和非疑问语气词之间 ,是一个表示“疑信

之间语气”的语气词。当带“吧”的句子受某种语

境的制约作为疑问句出现时 ,句子的语气“疑多于

信”,这时“吧”就起着负载疑问信息的作用 ;当带

“吧”的句子受某种语境的制约作为非疑问句出现

时 ,句子的语气就“信多于疑”,这时“吧”表示测度

或祈使的语气[3 ] 。

胡明扬 (1988)运用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例如 ,

去掉语气词 ,看看还有没有假设的那种语气意义 ,

如果还有 ,那就说明那种语气意义是句中其他因

素带来的 ,不是这个语气词的语气意义。用与上

述类似的方法 ,胡明扬把现代汉语主要的七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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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词 (啊、吗、吧、呢、嘿、的、了)的语气意义归纳为

四大类 :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 ,其中陈述语气又

分为肯定、不肯定、强调和当然四种。语气词“吧”

的语气意义是表示不肯定的陈述意义[4 ] 。到了

1993 年 ,胡明扬进一步论述 ,一个句子的语气意

义事实上并不是单纯由语气词决定的 ,而是由句

子中其他表示语气的语词 ,如语气副词以及句式 ,

还有语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所以 ,即使不使用语

气词 ,也还是有语气意义的[5 ] 。根据全句的语气

意义来确定语气词的语气意义的做法是有问题

的。因为语气词相同而全句句式不同 ,语气意义

就有可能不同 ,可见全句不同的语气意义很可能

是由句式的不同决定的。

方梅 (1994) 从句中语气词的研究入手 ,把语

气词的语气意义放在较大的语言片段 ———篇章中

进行考察。以往主要研究的是句末的语气词 ,而

对句中语气词的问题即便注意到了 ,也未对它的

语气意义进行归纳。方梅认为 ,句中语气词所标

示的成分有时既不是主题也不是话题 ,甚至不是

直接句法成分 ,句中语气词实际上是反映句子次

要信息和重要信息划分的“主位 —述位”结构的标

志。句中语气词“吧”是由句末语气词“吧”发展而

来的 ,在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气意义。

而总的看来 ,这种新的语义大致是向着标示话题、

标示主位方向发展的[6 ] 。张伯江、方梅 (1996) 认

为用于句中的“吧”和“啊”已变成一个单纯的主位

标记 ,原有情态语义已经丧失。但徐晶凝 (2003)

认为原本作为人际功能成分体现形式的“吧”“啊”

用在句中时 ,虽然篇章功能更加突出 ,同时仍带有

一定的情态语义的残留。理由是 :如果认为“吧”

“啊”仅作为主位标记存在的话 ,那两者应该可以

无条件互换使用。而事实并非如此。她举出了一

些不能互换的例子和一些虽能互换但语义不同的

例子[ 7 ] 。

如何把语气词“吧”语气意义的研究与形式结

合起来 ,走意义与形式相验证的路子 ,这是至今仍

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不过 ,从最近二十

多年的研究状况来看 ,对语气词“吧”的研究已明

显地呈现出两个特点来 :一是语气词“吧”的更多

的语气意义得到了探究 ;二是更注重对已有定论

的修正和补充。

三、语气词“吧”的句法分布

语气词“吧”的句法分布问题以往不怎么引起

学者们的注意 ,因为语气词“吧”总是位于句末的 ,

这似乎已是定论。但近年来的研究 ,对语气词

“吧”出现在句中 ,也就是说出现在句首成分后或

分句后位置上的分布情况也颇多考察 ,上述方梅

的研究就是如此。

李兴亚 (1986) 的论文也详细描写了语气词

“啊、呢、吧”在句中的位置分布。他认为语气词

“吧”用于句中表示停顿有两个位置 :假设复句 (前

偏后正)的偏句后和用于举例性质的插入语后[8 ] ,

等等。

语气词连用在现代汉语里特别是口语里运用

得很普遍 ,语气词连用的问题也一直被语法研究

者关注着 ,但只是在一般语法教材上简略地提及 ,

尚不见对语气词连用现象的专论。丁恒顺 (1985)

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谈及语气词连用问题的学者

之一。他主要讨论了“的、了、么、吧、呢、啊”六个

语气词的连用 ,认为这六个语气词连用的规律比

较一致。其中“的吧”用于祈使句末 ,表示请求、命

令、判断等语气 ;“的吧”也可用于疑问句末 ,表示

对事情的估计或推测。“了吧”用于疑问句末 ,表

示对新产生情况的估计或推测。作者还提出 ,实

际上这些连用的语气词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组合

关系。因为 ,从组合层次上看 ,两个连用的语气词

不是处于同一平面上 ;另外 ,“的吧”、“了吧”等在

没有同句子实体组合之前其本身并不表示任何语

气色彩[9 ] 。作者对这些语气词在句中连用的情况

观察较细致 ,结论也比较可靠 ,他的论文应该说是

近年来讨论语气词连用问题论文中较为优秀的一

篇。

从句法分布角度切入对语气词“吧”的研究 ,

对语法研究来说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特别是对自

然语言的理解和对外汉语教学 ,有实际的应用价

值。语气词“吧”的句法位置通常被看作是在句

末。近年来 ,语气词“吧”在句中位置上的功能和

表示的意义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促使语

气词“吧”位置变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还需研究。

四、语气词“吧”的语用功能

就语气词而言 ,语用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极为

重要。近十多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语用的角

度来研究语气词“吧”的功能 :

黄国营 (1994)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很

好地结合了起来 ,讨论了句末语气词在句法结构

和语用结构上的层次问题。作者认为 ,位于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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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序列末端的语气词 ,因为处在句法结构和语

用结构的不同层次上 ,所以起着不同的作用 ,标示

不同的语义结构。其中句末语气词“吧”既可能属

于全句 ,也可能只属于宾语小句 ,还可能是上述两

种情况的融合。语气词“吧”在句中可能进入的层

次空间与语气词“吧”的性质有关 ,与主句句型有

关[10 ] 。

陈开举 (2002)将“吧”等语气词称为末尾标记

语 ,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 ,对话语末尾标记语的功

能进行解释、归纳。他认为“吧”的基本语用功能

是降低话语的真值强度 ,以表达“商榷”、“揣测”的

意义[ 11 ] 。

齐沪扬 (2002)认为语气词在情态语气范畴中

的作用可以归纳为表义功能、完句功能和篇章功

能。其中“吧”具有表示低度确信、假性疑问的表

义功能 ,表示揣测的功能 ,完句功能 ,表示停顿和

照应的篇章功能[ 1 ] 。

张小峰 (2003)把判断性“吧”问句的话语功能

概括为两点 :第一 ,指明某一事实 ;第二 ,引发以这

一事实为话题的一个宏观行。“吧”字祈使句有劝

请和建议之别 ,劝请性“吧”字祈使句一般在宏观

行的起始位置 ,建议性“吧”字祈使句一般在宏观

行的内部。语气词“吧”在祈使句中的作用也是增

加了主观的不确定性[12 ] 。

语气词“吧”的语用研究十分重要 ,这是很多

语言学家都注意到的问题。但是 ,语气词“吧”的

功能会受到哪些语用因素制约和影响 ,语气词

“吧”的语用性质表现在什么地方 ,语气词“吧”的

语用特点与语义特点、句法特点之间是什么关系 ,

语气词“吧”的语用因素是如何影响语义因素和句

法因素的 ,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值得

进一步探讨。

五、语气词“吧”的研究前瞻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分析 ,我们对现代汉语语

气词“吧”的研究趋势作如下预测 :

1.“吧”在现代汉语中是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语

气词 ,对它的研究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

视。

2. 语气词“吧”和其它语气词的对比研究将越

来越深入。

3. 关于语气词“吧”的跨语言对比研究将会越

来越多。

4. 人们借鉴和运用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的相关理论 ,从

交际和信息的角度 ,从语义和语用的不同层面 ,结

合各类句子的具体功用 ,对语气词“吧”进行的研

究必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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