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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名古屋外国語大学論集　第5号　2019年7月

 【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CCL语料库老舍当代文学作品中表追问疑问语气副

词“到底”的用法，发现语气副词“到底”句式中包含多种表达主观意义的语

言成分。文章运用主观性理论，从说话人的观察视角、说话人的认识态度、说

话人的情感倾向三个角度分析疑问语气副词“到底”的主观性表达特点。

 【关键词】 到底  语气副词  主观性  言语行为

一、 语言的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是近年来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沈家煊（2001）指出“主观

性”是人们在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的过程中，说话人总或多或少在言语中表现

一定的“自我”成分，这些“自我”成分包含了说话人对事物的主观立场、情

感和态度。

 传统的语言学派如结构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功能是客观地表

达命题和思想。而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法等注意到

语言不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和思想，还或多或少地传达说话主体的立场、情感和

态度，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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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主观性也必须依赖某一语言载体显示出来，对汉语来说，表现主观

性的形式多种多样，从词类角度来看，主要是副词、语气词、助动词等等，此

外还可以借助句法或语用手段，如各种重叠、话题化、焦点等等。 

 认知语言学通常认为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说话人的观察视

角；说话人的认识态度；说话人的情感倾向。三者互有交叉和联系，有时不易

区分。

 “视角”指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是对客观情状加以叙说的出发

点。比如是从自身的角度，或从对方的角度，还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是从时

间的角度，还是从空间的角度。不同事件采取不同的立场，可能产生不同的解

读。

 语言的功能可分为三种，分别是指称功能、表述功能和表情功能。表情功

能就是“说话人的情感”。语言的表情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语气词、词缀、

代词、副词、体标记、情态动词、词序、重复等手段，涉及语音、构词、语法、

篇章结构等各个方面。例如，汉语、日语、泰语等语言的被动式都带有“不如

意”的主观感情。汉语中，句末语气词能表达各种感情，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带

有较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等等。

 说话人的认识态度，常常通过某种潜台词或特殊的背景认识，表达与众不

同的认知，一些语气副词或情态副词常常表达说话者的某种认知倾向。

二、 疑问语气副词“到底”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到底、究竟”等副词，传统意义上称为语气副词。一般来

说，语气副词的词汇意义相对比较抽象虚化 ，对所在句子的命题意义没有什么

贡献，多数语气副词删除后，也不影响句子的句法语义。但是在言谈交际中，

语气副词表达了说话者的主观意志、情感态度 ，是说话者准确表达立场 、情

感、态度不可或缺的一类词。

 张谊生（2000）把语气副词表现的情态类型归纳为五类：强调和婉转（简

直、绝对、不妨、莫非）；深究与比附（难道、究竟、似乎、好像）；意外与侥

幸（竟然、偏偏、幸亏、好在）；逆转与契合（反倒、恰巧）；意愿与将就（宁

可、死活、只好）。这是国内最早从主观情态角度观察语气副词功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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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气副词要表达说话者的立场、情感、态度，自然离不开主观性。沈家煊

（2001）第一次把国外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究介绍到国内，语气副词的主观性用

法成为副词研究中热门课题。

 关于语气副词的研究很多，已有成果也很丰富，但是对语气副词“到底”

的个案研究比较少。目前，张秀松对“到底”一词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张秀

松（2008）把“到底”分为短语性质的“到底”、时间副词性质的“到底”、评

注语气副词“到底”、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在共时层面，分析“到底”各用

法在语义、句法、语用上所体现的不同特点。

 张秀松（2014）认为，现代汉语中，疑问语气副词“到底”（“究竟”义）

用在特指问、正反问和选择问句中，说话者为了追究问题的真实答案，用“到

底”强化疑问语气，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例如：

 （1）  瑞宣虽然很怀疑他的一片话到底有多少用处，可是看老二这样匆匆的

出去，心中不由的痛快了一点。

 （2）  他心中相当的乱，猜不准到底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决定不再问。

他只能猜到：瑞宣的学问比他好……

 上面例（1）中，“到底”所在的小句“他的一片话到底有多少用处”前有

主谓句“瑞宣虽然很怀疑”，表明说话者的主观态度“怀疑”，它跟后续的小句

“他的一片话到底有多少用处”一起构成追问语境。“到底”突出了说话者对“他

的一片话有多少用处”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主观追问。例（2）中，“猜不准”引

导“到底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小句，表明说话者主观希望追究问题的答案。

 本文讨论对象为上述例句中表“究竟”义疑问语气副词“到底”。

三、 “到底”主观性特征统计与分析

 我们以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CCL）中老舍当代小说

为检索对象，共检索到含有“到底”句式859条，其中表“究竟”义疑问语气

副词“到底”534条。我们对这些句子进行分析，考察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句

式特点，及与主语人称、动词类型、否定词、指代词等主观性验证项的配合倾

向，希望能更加细致地描写疑问语气副词“到底”的主观性特征。

 首先，从句法选择看，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出现的句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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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底 +疑问词+V+呢”。例如 ：

 （3） 咱们看到底谁能得胜，这才叫难能可贵。

 （4） 马得胜怎么也琢磨不透“国藩”到底是什么意思。

 （5） 他不知道哥哥到底有多少财产？

 “到底”不能出现在是非问中，“到底”的疑问句一般都是特指问，含有

“谁、怎么、多少”等特殊疑问词。

2、 “到底+V不V”。例如 ：

 （6） 军长问我，到底能不能打？

 （7） 他和全营客观地晓得到底准备的充分与否。

 （8） 多老大也为了难，到底该为这件事去找牛律师不该呢？

 “到底”可以出现在正反问句中，如上例中的“能不能、与否、该不该”。

3、 “到底+A还是B”。例如 ：

 （9） 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国”式的交际呢，还是他舍不得钱。

 （10） 我等着看，看看到底是公理比局长劲儿大，还是局长比公理更有力

量。

 （11）  两个、三个、四个，至于七八个，究竟猜不透到底是招兵还是作洋坟

地。

 选择问句“A还是B”也常常和疑问语气副词“到底”搭配使用。

 张秀松（2014）考察发现，“到底”很少用于始发问句。“到底”作为一个

追问标记，不能用于始发问句中，而常常出现在追加问句中，以增强对问题答

案的追究语气。

 不过根据笔者检索到的CCL语料，经调查统计发现，“到底”更常出现在

疑问子句中。“到底”疑问子句常常充当宾语成分，而其前的主谓句也具有某些

特点。

 据我们的统计，“到底”疑问子句前的主谓部分主要包括以下 :

 咱们看、我要看看、我要看清楚、让我们看看、我无法说出；  

 她说不清、他有心问问、他不知道、他急于想知道 ； 

 马得胜怎么也琢磨不透、营长急于知道、姑母又一次追问。  

 分析上面的主谓句，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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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谓句谓语动词多以“看看，知道，追问，问问，打听”等认知动词为主。

例如 ：

 （12） 二哥不知道外国到底有多大力量，也不晓得大清国到底有多大力量。

 （13） 营长急于知道山上到底有多少敌人。

 （14） （他们）看看二姐到底是否真老实，真听话。

 （15） 我去给你打听，到底哥哥弄了个什么样的女人，到底他要对你怎样。

2、  主谓句谓语动词常用动词重叠形式，如 “看看、问问 ”，或谓语动词前有

“要、想、该”等情态动词

 （16） 他想问问这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开。

 （17） 他只是要明白到底怎么样才算一条好汉。

 （18） 大家也都倒下，顾不得问到底是不是到了吉隆坡。

3、 主谓句谓语动词多为否定形式，例如 ：

 她说不清楚、马得胜怎么也琢磨不透、他不知道、我无法说出。

 （19） 他虽然想不起到底是哪一位古人说的。

 （20）  他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好像一个黄蝴蝶追着一个白蝴蝶的不知为什

么。

 （21） 可是她不敢说，到底是娃娃还是工钱更可宝贵。

 主谓句有上述特征，是因为“到底”作为追问标记，有强化疑问色彩的功

能，具有强疑问及未知特征。主谓句谓语动词只有具备疑问或否定特征，才能

符合“到底”的语义选择要求。

 张秀松（2014）认为，“到底”用于始发问的情况相对较少，更常见的是用

于初次询问受阻后发出的追加询问。“到底”作为一个追问标记，有很强的交际

动力。它往往是在询问已经（或很可能要）受阻的情况下使用，继续追问以达

到追究问题答案的目的。所以“到底”的优选话语模式是追加询问型话语，问

者就某一问题询问听者，但听者不愿正面准确作答，问者又急于想得到答案。

这样，初次询问—受阻—追加询问就构成了问者和答者之间的典型互动模式。

 笔者通过CCL语料统计发现，表“究竟”义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出现在

追加话语句式中的情况只占一小部分，疑问语气副词“到底”更常出现的典型

句式是主谓句的宾语从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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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底 +疑问词+V+呢”。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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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到底”主观性表现

 上文提到，语言成分中的“自我印记”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说话者的观

察视角、说话人的认识态度和说话人的情感倾向。而这些“自我印记”在语言

中如何表现，需要我们具体分析。

1、 说话者的观察视角 

 结合“到底”句式，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表追问语气时常常出现在宾语

小句中，而大的主谓句多表明说话者的观察视角。根据CCL语料统计，老舍当

代小说中，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小句所在的大主谓句多表现了说话者的态度

立场，如“我要看看”、“她说不清楚”、“他有心问问”、“营长急于知道”、“姑

母又一次追问”。

 大主谓句主语部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都有，说话者站在自己的视角，

表达了对“到底”所在小句命题的不理解不知情。

2、 说话人的认识态度

 在谓词的选择上，大主谓句谓语动词多为“看、知道、追问、琢磨”等认

知动词，小句中“到底”多与“要、该”等表意愿动词搭配。动词多采用重叠

形式，或与否定副词“不”搭配，如“他不知道、“她说不清”。

 和否定副词搭配使用，明确表达否定意义，说明说话者对问题的真实答案

不确定，动词的重叠形式“看看、问问”也传递出说话者的不确定性，从而营

造了小句中用“到底”追问答案的语气。

3、 说话人的感情倾向

 在说话者对答案不清楚不确定的情况下，疑问小句中用“到底”加强追问

语气，表达了说话者急切地想得知问题的答案，凸显了说话者强烈的主观情绪

特征。 

 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语篇统计分析，总结了表“究竟”义语气

副词“到底”的主观性表现，并且发现疑问语气副词“到底”典型句式并非出

现在追加询问中，而是充当主谓句的宾语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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