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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杂剧语气词研究》选取了《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元曲选
》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元杂剧选本作为语料来源，网罗了现存所有杂剧，全面统计了其中出现的语气词
，旨在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对其进行细致、详尽地描写，以期对整个杂剧语气词的全貌和特点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并勾勒出汉语语气词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面貌、发展特点和流变情况。

　　根据这三个选本的不同特点，《元杂剧语气词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又有
区别地加以对待。
在讨论了语气词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全部语气词按照明显的时代特征做了分类，进而将其放到语言
接触的共时背景和汉语语气词历史发展演变的历时背景中，在描写的基础上兼顾比较和解释，共时和
历时研究相结合。
将元杂剧中的部分语气词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及唐、宋、明的一些文献进行比较，总结其使用特点，
探讨其发展规律，并力图总结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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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晓彤，女，满族，1978年出生，呼和浩特市人。
2004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及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2007年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至今。
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授古代汉语、训诂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等主干课程。
出版《（仪礼）译注》、《医古文》（合著）、《古代汉语》（合著）等著作，发表论文十余篇，主
要有：《元代汉语中的语气词“者”、“著（着）”》（2009年）、《释“於”——兼谈虚词词典的
义项排列》（2010年）、《释“，几部权威工具书对其义项的失收》（2010年）、《论语言学理论在
“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2010年）。
社会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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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在杂剧中的分布和用法
二 关于“不~那甚么？
”句式
三 “那”的使用特点
第三节 呢 哩 裹 里
一 “呢”的分布和用法
二 “哩”、“裹”、“里”的分布和用法
三 语气词“呢”与“哩”的关系
第四节 罢波
一 “罢”的分布和用法
二 关于语气词“罢”的来源
⋯⋯
第四章 文言语气词的遗留及部分语气词的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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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杂剧语气词研究>>

章节摘录

　　停顿在口语中表现为有声语言的停歇，而在书面上则用相应的标点符号来表示。
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在句末有一个较大的语法停顿，句末语气词可以表示这样的停顿。
而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中，由于生理、心理等的需要，话语的中间也自然会出现停顿，这时我们可以用
一个语气词来表示话没有说完，这种句中语气词也可以表示停顿。
齐沪扬把语气词表示停顿的功能称为语气词的篇章功能，分为句内停顿和句间停顿。
经常出现在话题后的停顿称为句内停顿，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语气词主要有“啊、呢、吧、哩”。
例如，“明儿呢，才星期五。
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所谓句间停顿，是指作为具有停顿功能的语气词，不是位于话题之后，而是位于一个较长的动词性
结构之后。
例如，“无奈，一位主人陪我去了，那公厕在这里不再描写吧，我相信每一位中国读者都是极易想象
的。
”像这样的句子，语气词前后的两个部分往往表述不同的命题，句子中的语气词明显成为句中停顿的
标记（齐沪扬，2002）。
　　第四节 语气词的语气意义　　语气词的表意功能是大家对语气词研究得最多的一个方面，但是对
它的研究也一直使学者们感到困惑。
如何确定不同的语气词究竟表达什么样的语气意义，因为所依据的标准各不相同，各家的说法也存在
很大的分歧。
造成这种分歧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语气词的意义都比较空灵，“语气词的使用又多依赖于语用因素
，跟句子结构的关系并不密切。
这样一来，在研究语气词的语气意义时，就不容易抓到语法形式上的根据”（储诚志，1994）。
这是分析语气词语气意义的一个难点，但是语气词最大的存在价值偏偏就是它的语气意义。
　　关于语气词的表意功能，学界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郭锡良为代表的单功能说，认为
汉语语气词都是单功能的，“汉语的语气词是单功能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
的。
一个语气词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所表示的语气可能有某些变化，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语气应该是固定
的”（郭锡良，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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