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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感叹句,它们的句首并不一定要有叹词,但是整个句子的表情特点与传感功

能比仅有叹词起首的感叹句的情感表达更突出,实际语言运用中分布范围更广,使用频率更高。这就

是副词标记典型感叹句。副词标记典型感叹句指现代汉语中有一类句子形式上带有突出情感表现的

副词如“多、多么、太、好、真、可”等词语,它们还经常和句末的语气助词配合使用,以使感叹情

味更为突出。因此,本文探讨感叹句中这些具有感叹作用的副词,对于揭示感叹句的规律,无疑具有

重要的作用。此外，汉语中经常使用一些代词作为感叹句的语气标记，如“这、那、这么、那么、

什么”等,它们可以和名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以及少数动词性词语构成一些常用的感叹结构:第

一，这/那+名词性词语；第二，这么/那么+形容词性/动词性词语；第三，什么+名词性词语；这些

感叹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笔者打算从句法结构、语义特征、语用等方面对它们进行初步的考察。

【关键词】现代汉语；感叹句；有标记；副词；代词。

*  金正勋，(F.A)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中文系 博士 结业。（kakuri313@daum.net）

** 金炫兑，(C.A) 釜庆大学 中国学科 副教授。（dochtkim@pknu.ac.kr）



146 ․ 中國學 第59輯 (2017.06)

1. 引言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经历一个由浅入深，有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对现代汉语感叹句的性

质的认识也不例外。综观语言学大家对现代汉语感叹句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各个语言学文献对

感叹句的定义大同小异，综合来讲，学界认为感叹句主要包括两种语义内容：表达情感和报道信

息。

最早对感叹句性质进行研究的是马建忠。他在《马氏文通》中的叹词一章中单列一项，主要

目的在于研究表达感叹的词，在当时，由于对感叹句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认识不够深入，感叹句

并没有被看做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在文中马建忠把叹词看作是一种表达感情的语气。

吕叔湘(1956)对包括感叹在内的句子语气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他认为“在交流或进行文学创

作的过程中使用感叹方式最直接目的就是使用感叹句所能够传达的语气，因此，具有表达感叹意境

的句子均可称之为感叹句”。1)

另外，吕叔湘认为，根据形式的不同，感叹句可分为含有限制词与不含有限制词两种。一种

含有限制词，如“好”“多”“多么”“这么”等，包括了指示程度或在感叹中心的形容词前面加

上了指示词；另一种不使用指示词，也不借助疑问，而是直接表达感叹的情绪。

黄伯荣(1959)把感叹句结构形式大致分成5种：(1)以感叹构成的感叹句；(2)通过名词(或名

词性词组)和“啊”的结合表示的感叹；(3)以含义丰富的一两个词构成的感叹句；(4)以一句口号

或祝词构成，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句；(5)以“多”“多么”“好”“真”等副词和语气助词

构成的感叹句。

80年代中国学界出现了几篇与感叹句相关的专题论文。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叹词和语气词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特殊感叹句结构、特定的感叹结构对不同

词语的选择和限制等。但是客观而言，这些研究对句法结构领域的探索还不够全面，深度研究方面

也有很多不足。

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语气和句类问题研究的深入，感叹句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除了一些专题性论文陆续发表，还出版了第一部感叹句的专著〈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这一时期

感叹句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涉及到感叹句的性质、感叹副词、句法结构、信息结构、方言感叹

句以及与其它语言感叹句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王光和(2002)讨论了感叹句的显隐性。显性的感叹句在表达上完全符合对感叹句的判定标

准。但是，隐性的感叹句则要通过对句子的具体分析根据语境来进行判定。这篇论文对几种典型的

句法结构做了详细的分析：(l)好(副词)+数量词+体词性结构；(2)(你)这+体词性结构；(3)带副词

“好”“真”“太”“简直”“多(么)”“何等”和代词“多少”的句子结构。这些特定的句法结

构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判断出一个句子是否是感叹句。

李杰(2005)主张语气副词具有标记感叹语气的功能：(l)语气副词“好”和“真”是感叹语气

中的一级标记词，可以独立标记感叹语气类型，是构成语气类型的必要成分；(2)“太”和“多

1)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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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二级感叹标记词，可以独立标记感叹语气类型，并且可以和语气词一起使用；(3)“怪”和

“可”是三级感叹标记词，和语气词一起使用才能做感叹语气类型的标记。李杰的研究借助封闭的

语料，统计语气副词和句末语气词的同现概率，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它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感叹句

与语气副词、句末语气词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感叹句的主要功能是抒发某种强烈的感情。从句子的基干构造看，感叹句有独特的地方，主

要表现在：常包含具有感叹作用的副词“多”“多么”“太”“好”“真”“可”等词语，它们还

经常和句末的语气助词配合使用，以使感叹情味更为突出。因此，本文探讨感叹句中这些具有感叹

作用的副词，对于揭示感叹句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汉语中经常使用一些代词作为感叹句的语气标记、如“这”“那”“这么”“那么”

“什么”等，它们可以和名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以及少数动词性词语构成一些常用的感叹结

构，这些感叹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笔者打算从句法结构、语义特征、语用等方面对它们进行初步

的考察。

现代汉语中感叹句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研究上有什么重大突破了。这对句

类问题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因此，笔者打算把现代汉语中的有标记感叹句作

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期探讨有关现代汉语感叹句的各种规律。这不仅会丰富汉

语的句类研究理论，为全面解决汉语句类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方面的研究基础，更重要的是能给语言

运用。

2. 副词作为标记的感叹句

1) 多+AP/VP

“多”在感叹句中一般位于形容词或动词性词语前，在口语中用于对感叹对象表示较强的主

观评价。具有主观特性的名词与“多”搭配。使用“多”修饰的成分为感叹句的核心成分，决定着

感叹的内容，起到感叹中心的作用。从句法的功能分析，“多”和“多么”和其修饰成分在感叹句

中无法独立成句，充当着主语以外的其他成分。从语义的角度来说，“多”和“多么”的感叹结构

表示感叹中心词的性质、状态、含义等，用于辅助说话者表达强烈的感叹色彩。

(1) 可以用于“多+VP结构”的动词

可以添加“多”的感叹句结构的动词有心理动词和非心理动词，都具有抽象性质。心理动词

是表示说话者主观的感情状态的动词，与一般动词有具体的动作行为的意义不同，具有静态的性

质，动作性和时间性较弱。因此使用“多”表示感叹含义的程度非常强。王红斌(1988)对可以使用

程度副词修饰的心理动词做了全面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以下的心理动词可以构成“多(么)+VP”

感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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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厌恶  害怕  喜欢  后悔  乐意  忌妒  满意  迷信  牵挂  关心  向往  神往

除此之外，还有少数非心理动词可以构成“多+VP结构”，如：

失态  失礼  健谈  省力  努力  讲究  流行  突出

(2) 可以用于“多+VP结构”的动宾短语

可构成“多+VP结构”的动宾短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部分心理动词与宾语搭配的情况，例如

“思念家乡”“害怕吃药”等。心理动词本身具有抽象性质，与宾语搭配后依然可以构成多+VP结

构。以下为经常看到的心理动词：

喜欢  爱  眷恋  惦记  挂记  想念  怀念  思念  惦念  同情  感激  感谢  信赖

相信  恨  信任  理解  希望  讨厌  厌恶  仇视  嫌弃  害怕  忌妒  羡慕  佩服

另一种是一些行为动词和宾语搭配的情况。例如“伤感情”“鼓舞人心”等。这些词如果不

与动词搭配，就不能用“多”修饰。除“多(么)有+抽象名词”外，结构中的名词还能起到评价其

对象的作用。一般这种评价多为积极的方面，表示消极评价的较少。

积极方面的有：

学问  知识  经验  办法  激情  潜力  决心  魅力  抱负  势力  魄力  阻力  压力  权力

志气  力气  名气  胆量  出息  名望  兴趣  价值  口才  眼力  眼光  信誉  风度  涵养  

修养  秋序  效果  耐心  精神  韧性  才华  见识  水平  交情  心计  个性  分量  觉悟  

地位威信  文化  声望  风格  热情  造诣  品位  生命力  战斗力  理解力  感染力

原则性  事业心  自尊心  节奏感  吸引力  积极性

消极方面的有：

野心  脾气  破坏力  虚荣心

(3) 可以用于“多+VP结构”的动补短语

这类动补短语主要是“V得/不C”式的动补短语，它们大多表示一种可能义，因此具有性状

义，可以与“多(么)+VP”构成感叹结构。例如：

看不惯  了得/了不得  使不得  舍得/舍不得  划不来  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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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叹句中“多”和“多么”的用法差异

多”和“多么”在感叹句中都表示感叹程度非常高，但是用法上有些差异。

Viviane Alleton(1992)认为“多”和“多么”的差异与它们所修饰的词的音节存在一定的关

系。他主张单音节词多与“多”相结合，例如“多好啊”；而多音节词多与“多么”相结合，例如

“她多么漂亮”。但是从其他学者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多”和“多么”并不需要用音节数对两者

进行明确区分。例如：

① 多美，多幸福，那梦的王国！而有的却在梦里也仍然震慑于狞恶的脸相，流着冷汗从鞭挞中

惊醒。

② 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

还得闲谈，哼！

③ 他大学毕业自愿来咱芜镇，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住过高楼吃过馆子喝过自来水的人，来咱

这多不容易！

在上述例句中，“多”修饰的词语有单音节、双音节；也可以三音节词语，用“多么”、

“多”也同样可行。

(5) 可以用于“多+VP结构”的兼语短语

现代汉语中的兼语短语(Vl+N+V2)，根据致使动词V1的特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使、

令、叫、让、讨”等不具有实在行为义的动词充任V1的兼语短语，一类是由“请、派、托、嘱咐、

命令”等具有实在行为义的动词充任V1，的兼语短语。2)其中第一类动词不表示实在的动作行为，

它只表示抽象的致使义，它所引发的是与N的主体感觉、意识相关的抽象属性V2，且这些抽象属性

是已然存在的属性，它们都具有程度性，因而可以受“多(么)”的修饰。例如：

④ 这个好消息多(么)令人兴奋啊！

⑤ 这孩子多(么)得人喜欢！

⑥ 署假的旅游多(么)使人难以忘怀！

⑦ 看到今年的丰收景象，多(么)让人高兴啊！

(6) 可以用于“多+VP结构”的偏正短语

能愿动词修饰VP时，做偏正短语。“多(么)”也可以修饰部分能愿动词，如“能”“愿意”

“应该”。它们一般与动词相结合，起到描述事物或事件的作用。因此这种偏正短语可以列入“多

+VP”结构。例如：

2) 洪邦林，〈现代汉语感叹句专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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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老张多(么)能写会画啊！

⑨ 这些年轻人多(么)愿意为大家幸福啊！

⑩ 你们多(么)应该参加明天上午的讨论会啊！

2) 好(一)+量+NP

感叹句中，“好”一般与形容词或动词性词语相结合，构成“好AP/VP”的感叹结构。此外，

“好”还能作为感叹词，在名词性词语前构成“好(一)+量+NP”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独立形成句

子，表达说话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句子中的NP作为被感叹的人物或事物，是一个名词，以普通名词

或专有名词可以成为感叹的对象，构成感叹句。例如：

⑪ 不免十分惊讶，好一片水！

⑫ 你们俩真没配错，好一对混蛋！

⑬ “好一个胡彪！你--你--你不是......”

⑭ 哈，好个梁霄呀！

例句⑪、⑫中的被感叹对象是普通名词，⑬是专有名词，例句⑭的句末附带语气助词“

呀”，表达更强的感情色彩。

被感叹对象的前面可以带限制性或描写性的成分，即NP为一个偏正短语。例如：

⑮ 好个独出心裁的女人！

⑯ 好一个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鼓！

⑰ 好一番小农经济的诗情画意，好一番小生产者的田园之乐啊！

⑱ 好一副丈夫架子！

例句⑮、⑯被感叹对象的前面分别是形容词性和动词性描写成分，例⑰、⑱被感叹对象的前

面是名词性的限制成分。

“好(一)+量”后面是引述别人的话，NP为偏正短语以外的体词性短语。例如：

⑲于是包琴转而引申说：“娘娘请看，这影儿多像一个胖娃娃呀！胖小子出世，那呱呱的啼声，

不也正是身如束帛气如雷吗？不也会一声震得人皆恐吗？不也就能使妖魔胆尽摧了呜？”

抱琴的话，正合元春的私心。她正待再俯首细观，却忽然院门边响起一声：“好个能使妖魔胆

尽摧！”

言语交谈中，说话人针对对方的某一句话深有感触，于是就直接引用这句话，加在“好(一)

个”的后面，表示强烈的感慨。另外，这类NP前的量词为“个”，未发现其它量词。

“好(一)+量+NP句子”中有时可以省略“一”。在这种结构中，如果NP前面需要添加量词，

那么一般为(一)+量的形式。但是到目前为止，语料中还没有出现使用“一”以外数量词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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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量词换成“个”，前面的“一”就可以省略，构成“好个+NP”的结构。但是其他量词前面的

“一”不能省略。例如：

⑳ 好一个胡彪！ → 好个胡彪！

㉑ 好一副丈夫架子！ → *好副丈夫架子！

㉒ 好一对混蛋！ → *好对混蛋

3) 太+AP/VP

“太”的语法意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程度超出了一定限度的语法意义。在这种情况

下，感叹句与非感叹句的情况并存。另一种是意义程度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太”的句子属

于感叹句。首先，“太”表示超出一定限度的语法意义时，通常不是感叹句，“太”重读与否取决

于语境需要，而且句末没有语气词“了”。3)例如：

㉓ 做好的汤已经放在冰箱里大半天，尝了一口，太凉，于是倒进锅里打算加热一下。

㉔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把话说得太绝，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上述两个句子中的“太+AP”都不是感叹句，AP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属于“过于AP”。意为AP

超出了一定的程度时，“太+AP/VP”可以是感叹句，但是，意为超出一定的限度或程度极高时，一

般和“了”结合出现。4)

其次，使用“太”的感叹句表达的是说话者本人较为激动的情感，表达自己对感叹对象的感

觉。因为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表达感叹，所以可以没有听者。使用“太”的感叹句也用于表达

在不同于平常的状况下的比较突然的感触，没有特定的感叹对象或听者。例如：

㉕ 肚子咕咕叫，太饿了！

㉖ 一天也没写出几个字，太烦了。

说话者评价事物的状态时有两种态度：肯定和否定。肯定一般是对事物状态的赞叹，否定是

对事物状态的不满。在使用“多(么)”“真”的感叹句中，说话者的态度与充当“X”的词语的感

情色彩一致。但是在使用“太”的感叹句中，说话者的感情状态不一定与“X”一致。在这种情况

下，只能根据语境来判断说话者使用“太”表达的是怎样的态度。5)

使用“太”的感叹句的感叹对象有时可以是假设而非事实。为了表示这种假设，句中通常使

用“要是……就……”“如果……就……”等关联词语。有关联作用的副词“就”在这种句子中表

示的是假设关系。如果没有副词 “就”，句子就不能成立，说话者的感叹内容是假设的结果。感

3) 池宇，〈感叹句语义语用研究—“多么+AP”和“太+AP”对比研究〉，《人文丛刊》，2009(5)，p47。

4) 金正勋、金炫兑，〈汉语感叹标记“多(么)、真、太”的三个平面研究〉，《韩中人文学研究》，2016(5

3)，p150。

5) 金正勋、金炫兑，〈汉语感叹标记“多(么)、真、太”的三个平面研究〉，《韩中人文学研究》，2016(5

3)，p154。



152 ․ 中國學 第59輯 (2017.06)

叹标记“太”只是单纯地起到感叹的作用，“太”本身没有逻辑推断功能。因此如果想要使用

“太”对假设的推断表达感叹，就需要有关联词语。如果没有关联词语，句子在逻辑上就存在问

题。6)

4) 真(是)+AP/VP/NP

“真”表示“确实”的意思，修饰形容词或动词性词语，构成“真+AP/VP”的结构。还可以

与“是”一起使用，构成“真是+AP/VP/NP”的结构。

(1) 真+AP/VP

具有“实在、的确”意义的副词“真”是说话者对事物性状做出肯定的感叹表达时使用的感

叹标记。程度副词“真”一般用于表示事物的状态或性质非常强，具有[+程度量]的语义特征。

“真”修饰的性质形容词最多，此外也可以修饰部分心理动词和能愿动词。“真”修饰的性质形容

词最多，是因为性质形容词的抽象属性和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换言之，性质形容词也隐含有

[+程度量]的语义。因此程度副词“真”和性质形容词非常契合。例如：

㉗ 牡丹花不错，洛阳牡丹真漂亮！

㉘ 还有那些剪刀！那是钱所能买到的最精致的东西了。呵！真可爱！

㉙ 可慧故意瞪圆眼睛，大惊小怪地说：“哇嗬！真伟大！我以为你起码要迟到一小时的！”

(2) 真是+NP

这里的“是”作动词，起到判断的作用，后面带名词性宾语。句子中的“是”不能省略，NP

是说话者通过对人或事物的客观事实的体验和经验做出主观评价，用于表达较为强烈的语气或传递

说话者的感情。例如：

㉚ 胡卡里氏说：“你家里有六个美人，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真是个馋鬼！

㉛ 改革、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冷静了。这真是一场灵魂搏斗啊！

㉜ 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㉝ 真是死里逃生哪！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

(3) 真是+AP/VP

该结构中的“是”作副词，“真是”作为副词修饰后面的谓词性词语。这里的“是”可以省

6) 金正勋、金炫兑，〈汉语感叹标记“多(么)、真、太”的三个平面研究〉，《韩中人文学研究》，2016(5

3)，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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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真是”的结合具有较强的强调含义，语气也接近肯定意义。这种结构的感情色彩也非常强，

例如：

㉞ 你干脆喂饱我一次，我不就不折腾了？越是饥饿状态，我越是馋。你真是讨厌！

㉟ 这个“窝”来得可真是不容易呀！韩爱晶1969年失去人身自由，禁闭四年才被收审。

㊱ 一顿饭吃下来，七八个同学得到了一致的认识：这种丈夫真是要不得！

上述例句中“真是”修饰的中心语是形容词或动词性词语。如果句子中省略“是”，感情强

度没有“真是+AP/VP！”强烈。

(4) 真(是)+太+AP/VP

即“真”或“真是”加在“太AP/VP”结构的前面，表示强调。例如：

㊲ 生命真太贱了！

㊳ 这陵大概是开国时草创的规模，所以简朴得很；比起长陵，差得真太远了。

㊴ 这真是太过分了！

㊵ 真是太傻，太不值得了。

上述例句中的“真(是)+太AP/VP”结构确实表示感叹语气，但我们认为这里的感叹语气标记

词应该是“太”，“真(是)”并不是该感叹结构的语气标记词。

上述“真(是)+AP/VP”和“真(是)+太AP/VP”两种结构虽然都具备感叹的语义色彩，但是语

音重点却存在差异，从而表达效果也不同。

A 他想得'真全面！

B 他想得真是'太全面啦！

由于B结构中包含了语气标记语“太”，句子的重音也随之落在其修饰的成分上，也就是说，

“太全面”比起“真全面”，“全面”的程度性更深。

从句法角度来看，程度副词和修饰中心语相结合，表现出一种感叹语气。假如再添加其他副

词，虽然能维持原有的感叹色彩，但是感叹语气标记词的功能就会消失。例如：

㊶ 你真太可爱了！

㊷ 你可真聪明！

例句㊶中的“真”和动词短语“可爱了”之间有副词“太”，即使删除“真”，感叹语境也

没有任何变化。例句㊷中，“真”在副词“可”和形容词“聪明”之间，省略“可”也不会改变句

子的感叹语境。因此，在“真(是)+太AP/VP”结构中，“真(是)”只有程度副词的功能，不是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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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词。 

5) 可+AP/VP

“可+AP”感叹句通常用于表示某种事物、现象的特征或性质程度非常深，具有一定的夸张色

彩，经常用于介绍或说明式的语气。例如：

㊸ 外边的世界可大了！

㊹ 狗这东西可仁义了！

“可+AP”感叹句主要与语气词“啦”一起使用，或者使用“呢”代替“了”，使感叹色彩更

为强烈。例如：

㊺ 她说汉语说得可好啦！

㊻ 长得可喜人呢！

“可”直接与“动词性词语+了”相结合，形成表示欢喜庆幸的感叹句。这种感叹句大多包含

“长期的愿望终于实现”或者“长期努力的事情终于迎来好的结果”的语义。7)例如：

㊼ 唉，可把你盼回来了！

㊽ 这回我弟弟可遂了心愿了！

“可+VP”主要与“喽”“啦”相结合，表达较为丰富的感情色彩。例如：

㊾ 这不是香伶吗？可回来喽！

㊿ 那个打肚子可快啦！

感叹标记“可”具有两种句法特征。

第一，“可”与“可”修饰的中心语之间不能加入其他副词。如果之间有其他副词，那么句

子可以是感叹句，但是“可”本身没有感叹语气。例如：

您可真给面儿！

今天可够热的！

例句中，“可”和动词短语“给面儿”之间有“真”；例句中，“可”和形容词“热”

之间有“够”。即使省略掉“可”，这两个句子本身的感叹性质也不会改变。因此这两个例句中的

“可”不是感叹标记。

第二，在“可+AP/VP”结构中一般没有程度补语。如果出现程度补语，那么“可”就不是感

7) 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安徽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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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标记。例如：

 吃吧！我可饿坏了。

香秀，可厉害多了。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只有“可AP”可以充当补语，并且“可AP”和语气词“啦”“呢”

“了”等配合使用；而“可VP”只能和语气词“了”“啦”配合使用，不能使用语气词“呢”。如

“可逮着你啦！”可以说成“可逮着你了！”，却不能说成“可逮着你呢！”。另一方面，“可”

的使用对象集中在妇女儿童，使用范围集中在北方，南方人较少用带“可”的感叹句。8)

3. 代词作为标记的感叹句

现代汉语中的代词在感叹句中表示感叹。例如“这”“那”“这么”“那么”“什么”等。

这些代词可以与名词性词语、形容词及少数动词性词语一起构成感叹句结构：

A 这/那+名词性词语

B 你+这个+名词性词语

C 这么/那么+形容词性/动词性词语

D 什么+名词性词语

1) 这/那+NP的结构特点及语用特点

“这/那”是指示代词，与对象在空间、时间、心理上较近时使用“这”； 在时间、空间、

心理上较远时使用“那”。9)“这/那”可以与特定的指示对象一起构成名词性短语独立使用，构

成名词性非主谓句，一般表达说话者的不满、批评、感动、赞叹等主观的感受。例如：

 他笑了，这鬼头！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指示代词“这/那”的基本结构是直接与名词性词语结合，构成“这/那NP”的结构。例如：

 “我的话不是早说了吗，还有啥闲话要讲？这孩子！”

 立刻惊讶道：“哎哟……是你这死丫头！你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快把你妈吓死了。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

8) 李成军，〈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p67。

9) 丁启阵，〈现代汉语“这”、“那”的语法分布〉，《世界汉语教学》，2003(2)，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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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中的指称对象没有修饰成分，只是一个光杆名词；后三例中的NP都是一个短语，指称

对象的前面有表示性状的修饰成分。

“这/那”与量词一起使用，“这个/那个”“这些/那些”等与名词性词语相结合成为非主谓

句。表达感情特点和“这/那NP！”相同。例如：

 “咳！这个赵镢头！……”

 这个窝囊的牧主！他不是你的伙计吗！

 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魔！

在“这/那NP”这种非主谓句形式的感叹句中，指示代词“这”“那”有情感功能，能让名词

性短语附有情感色彩或增加其主观感情色彩，可表达高兴、愤怒、感动等情绪。

非主谓句形式的“这/那NP”感叹句有两种语用功能。

第一，指代功能。当“NP”为单个名词且没有任何修饰语时，“这/那NP”可以独立构成非主

谓句形式的感叹句。例如“这天！”“这风景！”等。

如果“NP”为“光杆”名词，那么“NP”就不能独立构成感叹句，只能表示感叹语气，这时

“这”“那”的指代功能就会凸显出来，“这”“那”自身附有指代功能，因此可以与后面的“光

杆”名词搭配，独立构成感叹句。

第二，情感偏离功能。

“这/那NP”感叹句还可以表达说话人情感的转移。说话人有意想省略或隐藏极端的情感时，

通常会使用这种句式。如“这些人！”省略了后面的陈述语句，表示不方便直截了当地表达。“这

些人！简直了。”则表示说话人因为极度愤怒或情绪高涨，难以言喻或不愿意详细描述。

另外，虽然“这个人！”省略了谓语，但是依旧可以从中看出说话人的强烈意图，只不过表

达方式含蓄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那NP！”结构也需要衡量语境判断主体意图，但是它

通常表达的是否定态度，消极情感成分较多，比如不好直截了当否定的时候，通常把话说到一半，

省略后半部分。

2) 这么/那么+AP/VP

“这么”和“那么”均是表达程度的代词，用在谓词性词语前面，表示说话者对评价对象的

主观判断，多在对象情况大大超出说话者原先心里所想的程度时使用。一般情况下，感叹句中的

“这么”和“那么”互换使用也不影响感叹效果。具体使用哪个词与说话者的心理因素有一定关

系。10)

从句子结合的角度分析，“这么/那么”具有黏着性，不能独立成为句子成分，必须与形容词

或动词性词语相结合。经常与“这么/那么”结合的词，有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心理动词，

可以与一些动宾短语相搭配构成感叹句。

10) 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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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上有那么多人家！

 很快，受话人作出了有些愕然的反应：“你在哪里？在瑞典？这么清楚！”

例句、属于性质形容词感叹句。

 可是他没写来通讯处；老三老那么慌慌张张的！说罢，他走了出去。 

 老那么晕晕忽忽的好受！前天，在孙清老家里，(丁老帅，李将军，方锡老，都在那儿，)

   我们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她照了个像。

例句、属于状态形容词感叹句。

 她是那么后悔！以后她要好好抚养女儿，好好对待丈夫，好好治理这个家，好好看点书学点

知识。

“我还不至于这么为难呢！”金枝终于忍不住呜咽了一声，站起身，冲出了门外。

例句、属于心理动词感叹句。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这么/那么”后面为形容词或动词性词语，一般情况下不能与名词

搭配。如果与名词搭配，名词一定要具有事物属性的特征，同时还要有形容词特征。例如：

 “你怎么这么流氓！”

 他才不那么绅士呢！

例句中的“流氓”“绅士”不代表语境中的一个实体，它表示感叹对象的一种身份，着眼点

是该名词的抽象属性，而不是语境中具有这种属性的某个具体人物。

“这么/那么+AP/VP”结构一般用于陈述句，在句子中充当状语、补语、定语、宾语等。

 老人万万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一位年轻人，“你这么年轻啊！”老人脱口而出。“不年轻，三

十八岁了。” → 充当谓语

 老那么晕晕忽忽地好受！前天，在孙清老家里，(丁老帅，李将军，方锡老，都在那儿)我们

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她照了个像。 → 充当状语

 你们厂要是有我们公司这样的领导班子，要是有我们老傅头这样的人当厂长，哪能搞得这么

惨！。 → 充当补语

 鬼王又说：我不相信，你会把自己的身体给我吃，哪有这么好的人！ → 充当定语

 这一次是那么诚挚，却又是那么短暂！ → 充当宾语

3) 什么+NP

吕叔湘(1985)认为，“什么”具有反话和感叹两种作用，其中反诘句一般具有感叹性。石毓

智(2004)进一步指出，感叹和疑问之间有认知联系，因此“什么”既可以被使用作为疑问标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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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感叹标记。例如：

 “什么呀！要不说他是大教授呢！思维方式跟常人不同。”

 “什么呀！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说了我一定要跟您一道去。”彼佳怯生生地说。

上述例句中的说话者使用“什么呀”表达自己的否定意见。可以看出，“什么呀”和感叹词

的表达感情的功能相似。它后续的句子中包含了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内容。“什么”可以在多种

情况下与名词性词语相结合，形成“什么+NP”的感叹结构。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说明“什么+

NP”结构的句法功能和语义、语用特征。

关于“什么”的搭配，石毓智(2004)指出：“在形式上，‘什么’应单独与名词短语搭

配。”11)

 这是什么玩艺儿！ → 这是什么坏玩艺儿！(石毓智用例)

 你说的是什么话！ → *你说的是什么？不讲道理！(石毓智用例)

通过调查语料可以发现，在“什么+NP”中可以使用“光杆”名词，修饰性定语的名词短语也

可以在“什么+NP”感叹结构中使用。例如：

 这哪里是什么旖旎风光！

 也敢上这儿称什么著名导演！

在“什么+NP”结构中，“NP”大多数是褒义词，同时说话主体对此持积极认可的态度。从下

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出，说话者原本对“革命组长”“老北京”持积极认可的态度，但是通过使用

“什么”来表达对截然相反的现实情况的愤怒。

 什么革命组长，流氓！

 什刹海都没逛过，还配称什么老北京！

在日常口语中，“什么+NP”结构还可用于表达说话人的反对意见，即说话者通过“什么”引

用对方的说话对象，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而这里的“NP”则作为重点歧义点，强调了说话主体

的反对对象，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NP不一定含有[贬义]的特征。例如：

 王大栓：您就忘记老裕泰这个老字号了吗？六十多年的老字号，用女招待？

丁宝：什么老字号啊！越老越不值钱！不信。

“什么+NP”结构可表示主体对客体即“NP”的判断，一般是否定、消极的。但是，这里的名

词或名词性短语不一定是贬义词，也可以是褒义词或中性词。

11) 石毓智，〈疑问和感叹之认知关系-汉英感叹句的共性和个性〉，《外语研究》，2004(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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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P”为褒义名词时，“什么+NP”结构表示主体对客体消极、否定的情感。如“这还算什

么医生！”表示主体视客体为“庸医”。

当“NP”为中性词语时，“什么+NP”结构表示主体对客体性质、状态的消极、否定情感。如

“这算什么旅游景点呀！”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旅游环境”十分失望。

当“什么+NP”结构搭配“有”字时，“有什么NP”则表示“无必要”的不屑态度。例如：

 算了吧，家里人都完了，亲戚故旧也没有音讯了，满城陌生人，有什么意思！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

总之，“什么+NP”结构的语义表示主体对客体自身或客体性质、状态的消极、否定情感，其

中否定程度最强的是独立成句的“什么NP”。

“什么+NP”结构一般在句子中成立独立句、充当宾语。例如：

 方太太手里拿着两张扑克牌，脸红脖子粗的跑进来，把门一摔，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妈拉个

臭的！什么玩艺儿！ → 独立成句

 “这算什么作曲家！我以为人们早已忘了……我瞎写过一点点，非常可怜的一点点。” → 

充当宾语

4.结语

感叹句最典型的特征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和祈使句、疑问句相比，感叹句还具

有内省性的特点，即无需象前二者那样强制性地要求获得言行反馈。

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和限制谓词，除极少数外，一般不单独使用，副词的表达作用往

往是在和谓词的搭配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体现在感叹句中，那就是副词很少单独充当感叹中心。因

此，考察副词在感叹句中的表现，必须将副词与其所在的述谓结构结合起来考虑。就表达内容来

说，感叹句一般是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比较强烈的主观感受的，体现着说话人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情

感反应或态度，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主观评价性。可以说“主观性”是感叹句的重要特点之一。

作为感叹语气使用的词，有“多(么)”“太”“好”“真”“可”等作为典型的感叹标记

词，和语气助词配合使用，构成一系列典型的感叹结构。其中“太”经常和“了”呼应，“可”则

必须和“了”“啦”等语气助词呼应；而“多”“多么”“真”“好”加不加语气助词，都能够表

达感叹语气。

以副词为标记的感叹句特点：第一，如果“多”“多么”“真”“好”“太”“可”等作为

副词在感叹句中使用，那么感叹句的感叹中心一般是“干净”“伟大”“漂亮”“快”“红”

“大”等性质形容词，而状态形容词则不能用于感叹句；第二，副词作为标记的汉语感叹句的语义

是按照说话者的主观标准进行表达的，客观性弱。这类感叹句的客观程度比较低，主观色彩非常明

显，这一类型的感叹句是从说话者的主观标准出发判断的，可能与其他人的客观认识不一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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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词作为标记的感叹句按照说话者的预想标准，具有两种对立的语义。并且帮助说话者表达极

消极或极积极的感情。

以代词为标记的感叹句特点：第一，“你”“这”后面加上名词性谓语构成感叹句时，表达

感情的方式比较消极。一般后面省略量词。“你”“这”后面加名词性谓语的感叹句一般只能使用

第二人称代词。而在后面加上名词性谓语时，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都可以使用；第二，“什么”

“怎么”“怎样”“多少”等疑问代词在感叹句中被用来表示感叹语气，这时就不再具有代词本身

具有的疑问语气了；第三，这一类型的感叹句结构非常简单。一般为偏正结构或主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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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arked exclamatory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 The center of exclamatory sentences marked by adverbs and pro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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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often use some pronouns as Exclamatives tone markers, such as "zhe" 

"Na" "zheme" "name" "Shenme", and they can be noun phrases, adjective and verb 

phrases constitute a minority of some commonly used exclamation structure, these 

exclamation structure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The author intends to syntactic 

structure, semantic features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m.

  The adverb marked exclamatory sentence features: first, if the adverb in the 

exclamatory sentences, then the sentence is generally exclamation exclamatory 

center adjectives, state adjectives cannot be used in exclamatory sentence; second, 

adverb as a marker of exclamatory sentence semantics is expressed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standard, objectivity weak. This kind of Exclamatives 

objective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the subjective color is very obvious, this type of 

exclamatory sentence is judged from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standar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others are not consist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clamatory 

sentences marked by pronouns are as follows: first, when the "Ni" "zhe" and the 

noun predicate constitute an exclamatory sentence, the way of expressing feelings 

is negative. General ellipsis. "Ni" "zhe" after the addition of nominal predicate 

exclamatory sentences can only use th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But behind the 

plus noun predicate, second person or third person can use; second, "Shenme" 

"hedeng" "zenme" "Zenyang" "duoshao"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are used to represent the exclamatory mood, then you no longer have 

the pronoun itself with the interrogative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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