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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还原主义的[分解一还原]分析方法，把本不属于“可”的所谓“表示疑问语气”、“表示 

提醒语气”、“表示叮咛嘱咐、告诫劝止语气”、“表示程度高”等意义从“可”身上剥离出去，还“可”一个本来面 

貌。剥离后的语气副词“可”只有一个核心意义，即表 示客观事态与主观预期之间的匹配关系。所谓“表示疑 

问语气”、“表示提醒语气”、“表示叮咛嘱咐、告诫劝止语气”、“表示程度高”等意义起初都是“可”的核心意义与 

语调、否定词、语气词等句子其他要素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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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 出 

现代汉语 中“可”是个多功能(multifunction— 

a1)词。且不说它可以用作表示许可的情态动词 

(例：明天你可来可不来)和转折连词(例：虽然立 

春了，可天还很冷)，单说用作语气副词，“可”就有 

轻读和重读之分，可用于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 

几乎所有句类。于是，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 

“可”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呢?这诸多用法中有无核 

心功用与非核心功用之分?如果有 ，核心功用是 

什么?这诸多用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本文 

主要探究语气副词“可”的核心功用，试图阐述核 

心功用与非核心功用之间的派生关系 ，兼及语气 

副词“可”与转折连词“可”、情态动词“可”之间的 

联 系。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综合《现代汉语八百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和 

杨惠芬(1993)等已有研究，把语气副词“可”的各 

种用法列举如下 ： 

(一)用在陈述句中，轻读，表示所述之真实 

性，有“真的、的确”义，表示确定语气。主要用于 

“可不 A”结构、“可 VP”结构和“可+‘是’字结 

构”，不能用于“可 V”结构(A、V分别表示形容 

词、动词 ，VP表示动词短语)。用于“可不 A”结 

构的如： 

(1)(你们)天南海北地分着，可不易。I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得好好研究一下。 

用于“可+VP”结构的如 ： 

(2)一举一动都学人家，可活活累死人。 

I我在你家里气可受够 了。 

(3)奴 才要成 了老爷，比老爷可难对付得 

多。l平常他在家里自己做嘴吃，可会做了。 

VP可以是 述 宾短语 、述补 短语 、状 中短语 

等。当说话人有意强调情况的真实性，使别人信 

服 ，便可在谓语动词前用“可”来修饰 。用于“可+ 

‘是’字结构”时，“可”强调某种判断是真实判断， 

绝对正确，不容怀疑的。例如： 

(4)这可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J这可 

是避暑的好 地方。 I我可是老 实人，爱说 痛 

快话 。 

(二)在疑问句中，“可”能用在是非问、特指问 

中。用于是非问，表示询问，有“是否”义；用于特 

指问，有加强疑问语气作用，表“到底、究竟”义；用 

于是非型反问句，加强反问语气，有“难道”义；用 

于特指型反问句，加强语气，有“到底、究竟”义。 

例如 ： 

(5)嫂子最近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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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姐 呀，我将 来可怎 么办啊? l那些 

钱 可都上哪儿去了? 

(7)二 十 多 年 了，你 们 可 曾给 我 涨 过 

工钱 ? 

(8)上哪 儿去 呢?天 下可 哪 有我 的 去 

处 呢 ? 

(三)用于祈使句，轻读，有“一定，千万，无论 

如何”义，能把祈使意愿用恳切舒缓的语气表达出 

来，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双方的距离。主要用于 

叮咛嘱咐和规劝告诫。前一种情况下常后接“要” 

“得”；后一种情况下常后接“别”“不要”，重音在 

“别”上。例如： 

(9)那五十台水车可得赶紧做 ，人 家催 下 

来 了。 

(10)你可别再跟他吵架 了，吵 闹只能坏 

事，不能成事。 

上两 例去掉 “可”，则语 气生硬。杨 惠芬 

(1993)认 为“可”在祈使句中还可表示恳求。 

例如： 

(11)明天我去交活，有我说不 圆的地方 ， 

科长可 多帮帮忙! 

(12)咱俩 订婚 你看好 不好?不 愿就 算 

罢 ，可 别对 别人 说 ! 

其实，恳求类可以分化到叮咛嘱咐类 和规劝 

告诫类中。例 (ii)和例(12)分别表示叮咛嘱咐和 

规劝告诫语气。杨惠芬(1993)说恳求类“可”由于 

表义的冲突不能与“请”共现，并举例如下： 

(13)*请你们可别恼 了我。 

但叮咛嘱咐类和规劝禁止类又何尝不是。 

例如 ： 

(14)*那五十 台水车请可得赶 紧做 ，人 

家催下来 了。 

(15)*请你可别喝了，再喝就醉了。 

(四)用在感叹句中，有轻、重两读。轻读时有 

“确实”义，表示强调，带有感叹语气，主要用于“可 

A了／啊”“可真 A呀”“可真有 NP呀”“可 V(P) 

了／啦”等句型。例如： 

(16)这 个主意可好 了。 1疯哥，你可真 

老实! 

在“可 A了／啊”类感叹句中，“可”往往表示 

赞叹、出乎意料、惊讶语气。在“可真 A呀”“可真 

有 NP呀”这两种句型中，强调某估价的真实性。 

句重音在“真”上，有时带有出乎意料或惊讶语气 

(如 ：看你这张嘴 ，可真厉害呀!)。“可”重读时，用 

于“可 A／V心理状态+了／@／呢”。“可 A／V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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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啦／呢”中的“可”除表示“确实”义，还与句末语 

气词联合表示夸张语气，“可”的读音越重越长，夸 

张意味越强，给人以特别突出的印象。 

(五)用于复句或对话 回应语中，“可”轻读 ，表 

示语义转折，有四种情况： 

①用于并列复句后一分句，强调后一分句与 

前一分句意义相悖 ，相当于“却”。例如 ： 

(17)我骂疯子 ，可以；别人欺 负他 ，可不 

行 。 (老舍《龙 须 沟》) 

(18)当着他 ，我 不便直说 ；对你 ，我 可得 

说实话 ：咱们得添人 。(老舍《茶馆》) 

②用于假设复句的正句，强调主观愿望与客 

观要求相悖，表示意志坚决。 

(19)把我老汉的名字写丢 了，我可不依 。 

(2O)你若真 的要我帮打石 头的忙，我 可 

不 干 。 

③用于对话中的反驳，强调与前者观点不同。 

“可”轻读，有使反驳语气舒缓的作用。例如： 

(21)——现在谁不是向钱看。 
一 — — 你 这话 可不 对 。 

(22)——一你老婆也不是个好 东西。 

— — 大嫂 ，话 可 不能这样 说 。 

在对话 中，“可”常用在判断词“是”前 ，强调与 

前者观点不同，并强调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有提醒 

对方注意的作用 。 

(23)—— 先斗他们几个。(他们不是资 

本家) 

一 一 大家注意，五反的目标可是资本家。 

二、既往研究介评 

学界关 于语气副词“可”的研究 ，成果 丰硕 。 

本部分拟对前贤时彦 的研究进行扼要介评 。 

(一 )程度说 

张雪平(2005)从韵律、句法、语义、语体、方言 

等角度论证“可”不仅是语气副词，还是程度副词， 

本质上是表程度的。张文的论证多是旁证，难以 

令人信服。试分析如下： 

第一，张文说，“可”用于感叹句有轻、重两读 

来区别同一位 置上的“可”的程 度用法和语气用 

法口]。例如：这鱼可新鲜呢!“可”重读强调这条 

鱼非常新鲜；“可”轻读强调别的鱼不新鲜，这条才 

新鲜。其实，“可”的轻重读是为了区分超预期与 

反预期，超预期指程度超出主体的预期，反预期指 

事实跟主体的预期相反。但表示超预期 和反预期 

意义的“可”都是语气副词。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所 



谓程度用法的“可”必须跟感叹语气词共现才能表 

示程度高 。 

第二，张文说“可”的句法分布与程度副词 

“很”“十分”“非常”一致_2]。其实不然。“可+A 

(P)／V(P)”不能完句，必须后接“了”，而“程度副 

词 +A”可以完句。 

第三，张文说，多个程度副词不能共现(例：* 

非常很漂亮了)，“可”与程度副词不能共现(*可 

很漂亮)，所以，“可”是程度副词l_3]。其实，张文的 

推理不能成立。比如，多个动量词不能共现(*一 

场遍；*三顿次)，动量词不能与个体名词共现(* 
一 场桌子；*三顿窗户)，那么我们就要得出“个体 

名词是动量词”这个结论吗? 

第四，张文说 ，“可”出现在对话 中，这与程度 

副词“怪”“挺”相似。所以，“可”是程度副词[4]。 

这种论证显然不合逻辑。难道语体分布相似的词 

一 定是同一类词吗? 

第五，张文说，“可”作为程度副词在很多方言 

中不乏其例 ]。可是，我们仔细核查了张文举的 

例子，发现这些例子中的“可”都是语气副词，在特 

定的语境中与其他手段(如句末语气词“嘞”等搭 

配)才有暗示程度高的意思。 

张文还从汉语史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可”表 

程度高的用法往往和感叹句联系在一起，这种 

“可”常跟句末语气词“了 啦 呢”共现，并带有 

很强主观性，是唐宋时“可”广泛用于“程度副词+ 

可+心理动词(+语气词)”感叹句(如“良可痛惜／ 

深可痛焉／深可悯伤／良可深叹矣／良可悲矣／良可 

伤哉”)发生语境吸收形成的。说“可”和“良、深” 

等程度副词连用是程度强化[6]。可是，张文又说 

“可怜、可笑”中“可”是语气副词兼程度副词 ]。 

我们认为这是张文在 自圆其说，他认为“可怜、可 

笑”中“可”是程度副词就会得出“可怜”一“很怜”、 

“可笑=“很笑”这样荒谬的推论。但是，既然“可” 

的所谓程度副词用法是在唐宋时期在上述语境 中 

从语气副词兼程度副词用法中分离出来的，那么， 

为什么早在汉魏六朝“可”就有纯程度副词用法 

呢?因为毕竟下面这些汉魏六朝用例中的“可”都 

是被张文视为纯程度副词的。 

(24)凡可冀者，以老翁变为婴儿，其次白 

发复齿落复生，身气丁强，朝乘不衰，乃可贵 

也 。(《论衡 》) 

(25)“唯唯。可骇哉!可骇哉!”“行去， 

勿复”(《太平经》) 

(26)修 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 ，食之无 

味 。”(《三国志裴注》 

(27)北方何物可贵?(《世说新语》) 

其实，我们看不出例(26)中的“可惜”与“良可 

痛惜”中的“可痛惜”在表义上有何主客观之分。 

其他几例“可”也不是纯客观的表程度，它们要么 

用在感叹句中，要么用在“可 V”(=应该／值得／可 

以 V)中。所以，张文的结论不能成立。不能因为 

“可”在一定语境中有程度意味就把“可”归人程度 

副词，我们赞同杨惠芬(1993)、刘丹青和唐正大 

(2001)诸家关于“可”是语气副词、无程度副词用 

法的观点。下文的论述主要围绕语气副词“可”展 

开(除非特殊情况下需要涉及连词“可”、情态动词 

“可 ”)。 

(二 )强调说 

杨惠芬(1993)对副词“可”的用法进行了较全 

面的描写，分别描写了“可”在陈述句、感叹句、祈 

使句、疑问句的句法分布和语用意义，还区别了语 

音上的轻读与重读。全文材料详实，但失之分散， 

缺少解释力度，基本仍没脱离“强调说”的影子。 

总的观点就是副词“可”表强调，或强调某事的久 

盼而至(例：等了你足足三小时，你可来了)，或强 

调言者的恳切之情(例：你可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l到那边，你可要争气呀)，或强调程度高，起夸张 

作用(例：今天的风可大了)，或增强疑问语气(例： 

你可知道这家人后来搬到哪去了)⋯⋯[8]。《八百 

词》《例释》《现汉》也都是基本持强调说的。比如， 

《现汉》对功能词“可”的解释是：l连I表示转折，意 

思跟“可是”相同：虽然立春了，～天气还非常冷。 

f副f表示强调：她待人～好了，谁都喜欢她。I昨儿 

的风～大了!J记着点儿 ，～别忘了!I你～来 了， 

让我好等啊!I副I用在反问句中，加强反问语气： 

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呢?I副I用在疑问句中，加强 

反问语气：这件事他～知道?1你～曾和他谈过这 

个问题?说副词“可”表强调并不错，但关键是强 

调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到那里又强调那 

了?其间有什么规律可寻? 

(三 )评注说 

陈朝珠 (2001)同意张谊生 的观点，称“可” 

“真”为评注性副词[9]。说评注性副词与一般副词 

主要在句子中充当状语不同，它们的主要功能是 

充当高层谓语(或者说是判断双谓语中的前谓 

语)。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张谊生引用了一个典型 

的例子： 

(28)不错 ，鞋 匠是不是个好差使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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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户人 家的小巷》) 

吕叔湘先生认为 ，这个句子有两个层次：“‘鞋 

匠不是个好差使’是一个否定命题，是一个层次； 

在‘不是 ’前头再加一个 ‘是’，对这个命题加 以肯 

定，又是一个层次。”这个例子说明了评注性副词 

“是”既有主观评 注性 ，又有述谓性 。按照张谊生 

的观点，评注性副词同句子中的其他成分组合时， 

只能是动态的句子层面的组合，不能是静态的短 

语层面的组合。也就是说，凡是含有评注性副词 

的谓词性短语，基本上只能充当表述性成分—— 

谓语或补语，而不能充当修饰性成分——定语或 

状语。试 比较 ： 

(29)这孩子真可怜 。l*真可怜的孩子。 

把“可”看作评注副词一 一表示主体对命题的 
一 种情感 、态度 、评价—— 比把它看作语气副词又 

进 了一步 ，更明确地涉及到了词义 的主观性 。 

(四)话题焦点敏感算子说 

刘丹青、唐正大(2001)在以前诸家对“可”的 

研究基础上，加大了解释力度 ，力避对“可”语用功 

能和语义刻画上的分散凌乱 ，追求解释的概括性 。 

他们先把语气副词“可”一分为二，把用在感叹句 

中重读的“可”(例：今天的风可大了!)叫作“话题 

敏感算子”，认为它兼表程度义(但不是程度副 

词)，其前的话题没有对比性；把其前话题有对比 

性 的轻读的“可”看作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全文研 

究重点是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可”。他们发现了 

“可”在使用上的一条重要限制——“可”前总要出 

现一个话题焦点成分——及“可”前所谓话题焦点 

选择上的优先序列：条件小句>一般小句>VP> 

“这／那”短语>一般名词。他们说“可”前这个成 

分具有[一突出]、[+对比]特征。“可”前潜在的 

话题成分可以有多个 ，但一般只有一个实现为话 

题焦点 ，必须通过背景来从 这多项话题结构 中挑 

选这个话题焦点_1 。例如： 

(3O)这 下 ，马锐 可揪 住 不放 了。 

T1 T2 

仅从该例很难确定 TI、T2哪个是话题焦点， 

从书面上也不能辨别哪个应该重读。但从原文的 

语境中我们可以知道究竟哪一个是话题焦点。比 

如下面 a语境支持 TI作话题焦点，b语境支持 

T2作话题焦点 。 

a．马锐的老 师已经念 了好几次 白字，但 

马锐都没有举手指出来⋯⋯ 

b．老师念了白字，别的同学都装做没听 

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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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话题焦点”的说法之不妥，已有不少学 

者指出(袁毓林 1998、徐杰 2004)，这里暂不细论 。 

单论语气副词“可”的“话题敏感算子”和“话题焦 

点敏感算子”的二分是否妥当。据笔者考察 ，这种 

分法其实是不周延 的，因为没有考虑到用在已然 

陈述句中的“可”(例：等了你足足三小时，你可来 

了)的情况。据《例释》，这个“可”轻读，但其前的 

话题又不具有对 比性。这时 ，如果从是否轻读来 

看，它应归入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如果从其前的话 

题是否具有对比性来看 ，它又该归人话题敏感算 

子。从用例看，刘唐文主要考察的是对话中、推理 

论述中用于反诘句的“可”，但对其他用法的语气 

副词 “可”要 么 一 笔 带 过 (如 已然 陈 述 句 中 的 

“可”)，要么压根不提(如祈使句 中表叮咛嘱咐、规 

劝告诫语气的“可”)，更没有揭示语气副词“可”与 

连词“可”、情态动词“可”的联 系，从 中寻找解释 。 

在其考察范围内，也只是笼统地说“可”是话题焦 

点敏感算子。这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可”的 

核心语义／语用功能是什么?“可”何以能用在陈 

述、疑问(含反问)、祈使、感叹等众多句类中并有 

不同的强调重点?这些不同意义是如何派生出来 

的?因此，该文似乎从对“可”的意义的叙述的过 

度分散凌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概括，没 

有找出从脱离旬类／语境的概括词“可”的意义到 

具体句类／语境中“可”的不同主观义的沟通途径。 

与“可”的话题焦点敏感算子说接近的是孙薇 

(2002)的观点。该文考察 了“可”在上海籍、北京 

籍、湖南籍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出现频率，认为有强 

调对比作用的语气副词“可”在句中的出现受地域 

限制。这一特定句式的“可”有标识性，用以标识 

话题和焦点(当然，孙文在附注中特别强调这是就 

语用平面说的)。它的前后项有同现关系。但文 

中也提到有些“可”冠于句首 ，有转折 的味道 ，也有 

一 定的突出话题性 ，但标识性不是很 明显 ，和“可” 

的语用意义——凸显话题和焦点——还有一定的 

差距 ，所 以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如： 

(3I)可枪兵过就过 了，既没有往鸡头寨 

去，也没有邀人去畅谈，使他相 当失望。 

可见 ，孙薇已经意识到用标识话题和焦点来 

概括“可”的语用意义还不太全面 。另外 ，孙 文认 

为放在形容词前的“可”(犹刘唐文中的话题敏感 

算子“可”)要重读，这时对比性为次，突显性为主。 

其他情况下，凸显性为次，对比性为主。这与刘唐 

文认为话题敏感算子“可”有 凸显性而无对 比性 ， 

而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可”有对比性而无 凸显性相 



似 。另外 ，孙文还提出“可”在话题 结构中的运用 

可以使我们对句子的理解从整体扫描变为局部扫 

描 。可惜没有展开论述 。 

(五)多功能说 

盛继艳(2005)认为，语气副词“可”能用在各 

种句类中，表示多种语气，实现多种语用目的，这 

是“可”在口语中高频出现的重要原因。“可”能表 

示真值情态、强调情态、委婉情态、张扬情态、深究 

情态[ ]。 

真值情态就是帮助话语表达其命题的判断 

义，进而表达客观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真值 

情态的“可”实际就是现实域“可”，相当于“确实”。 

盛文举了下列两个例子 ： 

(32)你要是真告诉她，那可帮 了我 的忙 

了。(陈染《无告别》) 

(33)我可不是瓜呆儿!(陈忠实《地窖》) 

我们认为盛文举的第二个例子不恰切，这句 

里的“可”当是盛文所谓的深究情态的“可”。 

强调情态即说话人在陈述 内容时所 流露出来 

的坚定态度，“可”对强调情态的传达通常凭借争 

辩性和确认性语气来实现。例如： 

(34)我可没这 么说。(陈染《无处告别》) 

(35)石祥云说，不过 ，真按 能力，他 可比 

许 多人强。(刘醒龙《伤心苹果》) 

委婉情态传达多以提醒语气为实现方式出现 

在祈使句中。无“可”时，句子或表示嘱咐请求，或 

表示劝告禁止。然而，一旦有了“可”，句子的祈使 

语气就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减弱，有了提醒语气，从 

而使句子传达出的情态变得委婉。例如： 

(36)往后你可要小心。(刘醒龙《伤心苹 

果 》) 

(37)人事局那边，你可得先给我疏通一 

下，免得到 时候 出现 阻力。(刘醒龙《伤 心苹 

果 》) 

深究情态主要体现在反诘问和是非问两种形 

式上 。例如 ： 

(38)四清 队员可怎 么办?(陈忠 实《地 

窖 》) 

(39)可有至亲好友 当干部的?(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 》) 

(40)“后 沟里的”可会迷 男人?(史铁 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深究情态是一种疑惑的、反诘的或责难的情 

态。“可”表疑惑 的用法有一定 的文言性 ，所 以很 

少用于现代 口语。下面这些现代 口语用例 中， 

“可”都不是表深究情态，而表示“真值情态”(申说 

语气 )。 

(41)他 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 

他没有什么讲的!(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42)我得马上去看看，不然万一出了事 

可没法交待 。(刘醒龙《分享艰难》) 

(43)田毛毛一撇嘴说 ：“罢罢 ，我可不敢 

沾惹你家那只醋罐子。”(同上) 

感叹语气的“可”表达张扬情态，往往具体体 

现为夸张(例(44))和加强肯定(例(44)(45))两种 

形式。 

(44)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 ，老汉 

儿唱得可美!(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45)老头子，你可真行啊!(莫言《师傅 

越来越 幽默》) 

多功能说实际是强调说 的翻版，只不过它只 

把“可”的部分语用功能叫强调情态，其他则叫委 

婉、深究、张扬等情态。但这些所谓的情态实际上 

是“可”在不同句式和语境中的具体语用功能。委 

婉情态“可”就是用在祈使句中的“可”，深究情态 

“可”就是用在疑问句中的“可”，张扬情态“可”就 

是用在感叹句 中的“可”。这种先说“可”表情态， 

然后说在什么环境下有什么情态的做法和强调说 

先说“可”表强调 ，然后描写 “可”在不 同语境下的 

具体意义的做法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是强调 

说的翻版。 

(六 )预设敏感说 

宋国明(2006：18)认为“可”的侧重点在它语 

用上的功能——以信息界限的预设作为表达语气 

的手段。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有一个“可”。这个 

原型“可”表达的说话人的语气大体可以用“我告 

诉你 ，你不知道，你别 忘了”这些句子以外 的短语 

来勉强翻译。也就是说，说话人用“可”时一定存 

在着～个预设—— 自己将要传达的信息是“我”知 

“你”不知的_l引。宋文的研究在“可”的研究史上 

是个突破 。可惜 ，宋文不是专 门研 究“可”的，所 

以，只是一笔带过 ，没有论述“可”的预设敏感作用 

在不同句类或语境中是如何表现出差异的。 

三、语气副词“可”的语法意义探源 

经考察，我们发现，语气副词“可”在用于疑问 

句时很少与“吗”共现(除反问句中)。我们检索了 

2006中文文本语料检索系统(TCS2006)，在大约 

5800万字的共时语料中只检索到如下 5例： 

(46)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 学堂的本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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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谈 了一会 ，他忽然问道 ：“听说 东文是和英 

文差 不 多的，这话 可真吗? (胡 适《归 国杂 

感》) 

(47)他又要 向每 个客人打招 呼，问每个 

客人：“盘费可还足吗?”(李广田《野店》) 

(48)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 

我的吗?(俞平伯《城站》) 

(49)我 已经能赚银 子 了，老哥哥 可还能 

等得及接 受吗?(臧克家《老哥哥》) 

齐春红(2006)指出，在历史上，“可”字疑问句 

句末一般没有语气词，到了明清白话里才出现有 

语气词的情况[1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 

“可”与句末疑问语气词的辖域冲突所致。它们的 

辖域都是句子，它们都想把 自己的管辖范围延伸 

到对方身上，结果导致全句很别扭。这与“*你到 

底来吗?”通常不能说是一个道理。既然“可”的辖 

域是句子，那么它的作用对象就是命题。如果 

“可”的作用对象是命题 ，则“可”表示对命题 内容 

或命题之间关系的主观认识。根据语法化的一般 

规律——“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元 ·周伯琦《六 

书正讹》)，回溯上去，“可”的语气副词用法的源头 

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可以”义情态动词；二是“符 

合 ，适合”义动词 。如果“可”的语气副词用法是从 

“可以”义情态动词用法演变而来，那么根据认知 

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基于跨语言研究得出的普遍 

规律(义务情态>认识情态)，语气副词“可”应表 

示“可能”义。然而，事实并不如此。那么，语气副 

词“可”就 只能来 源于“符 合，适合”义动词 “可”。 

“符合，适合”义动词“可”在先秦就有。例如： 

(50)故 可 道 而 从 之，奚 以损 之 而乱? 

(《荀子 ·正名》)[杨掠注：“可道，合道也。”] 

(51)吾求妇久矣，唯此君可人意，且 闻其 

女贤，不可以失。(韩愈《王氏墓志铭》) 

(52)宜嗔宜喜容俱称 ，不肥不瘦可人心。 

(《再生缘 》第 77回) 

从用例看，这种“可”在汉语史上一直绵延不 

绝。今天虽使用较 少，但 并非没有 。在词语 “可 

口”“可心”等词中“可”就表示“符合，适合”义，“可 

口”即与口味相符。《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还 

专门列出了对动词“可”的解释：动适合：～人意 『 

这 回倒～了他的心 了。汉语史 上还有“可手”“可 

心”等词。《汉语大词典》把它们分别释为“合手， 

称手”“称心，合意”。例如： 

(53)方 圆适意 ，洪 细可手。(晋 ·张翰 

《杖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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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翰 弯弓三石余 ，矢尤长大，鱿为之造 

可手弓矢。”(《资治通鉴 ·晋成帝咸康六年》) 

(55)各家都分 了可心的牲 口。(周立波 

《暴风骤雨》第二部二四) 

(56)她发誓，一定要给大贵寻个可心的 

人儿。”(梁斌《播火记》第一卷四) 

(57)不是我女孩儿 家没羞耻，必得我拣 

个素 日可心如意的人 才跟他。(《红楼 梦》第 

65回 ) 

如果语气副词“可”果真来源于“符合，适合” 

义动词，那么 ，根据语法化理论的语义滞 留原则 ， 

“可”一定保留有语法化前的动词“可”的“符合，适 

合”义，即表示匹配。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根 

据我们的系统考察，事实确实如此。下面我们将 

展示把语气副词“可”的意义概括为“把听话人的 

注意力引向主客观的匹配上”有普适性。语气副 

词“可”的这种意义与转折连词“可”把受众的注意 

力引向客观事件的匹配或对 比上是相类似的 ，两 

者都来源于“符合，适合”义动词“可”。我们对强 

调说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它。 

四、语气副词“可”的语法意义的生成 

(一)陈述旬中的“可” 

陈述句 中“可”有两 种用法：一 是宋 国明 

(2006)所谓的“强调新结果出现”[】 。例如 ： 

(58)这一问可把我给问住 了。 l我可知 

道他的脾 气，要 么不说 ，说 了一定要去做 。 

这种用法的“可”其实是凸显客观事实与(说 

话人或听话人 的)主观预料相 反，即反预料 。例 

如 ，例(58)左句中的“可”凸显“你这一问把我问住 

了”是我所未 曾预见的。所 以，该句 中的“可”能用 

语气副词“居然”或“竟然”来替换。说成： 

(59)这一问居然把我给 问住 了。 I这一 

问竟然把我给问住 了。 

但是，“可 ”不 能 与 “居 然”或 “竟然 ”共 现， 

例如 ： 

(60)*这一问可居然把我给 问住 了。 l 

*这一问居然可把我给问住 了。 

(61)*这一问可竟然把我给 问住 了。 l 

*这一问竞然可把我给问住 了。 

这说明“可”与“居然”、“竟然”的语用功能相 

似。因为只有语用功能相似，它们才能既可以在 

相同的语言环境中相互替代，又不能同时使用。 

二是凸显对某事态的久盼而至的庆幸。例如： 

(62)等 了你将近三个小时，你可来了。 



 

上例中的“可”的语用功能是凸显“你来了”这 

个客观事件与我的主观期望——你来——相符， 

表示一种庆幸语气。当听话人听到上例时，首先 

根据“等了足足三小时”解读出说话人是希望而不 

是害怕他来；再根据“可”的指引，把主观愿望“你 

来”与客观事实“你来了(而且我知道)”作比对 ，得 

出这样的结论：说话人明知对方来了，还要说出 

“你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仔细体会，发现言者用 

了一个表示主客观匹配关系的“可”。于是 ，听者 

推导出言者说“你可来了。”的目的当然是凸显“你 

来了”这一事实与言者的主观愿望相符 ，即表达一 

种释然、庆幸之情。 

总之，陈述句中“可”有申辩或申说作用，要么 

凸显反预料引发的主体的惊讶(例(58))，要么凸 

显合期望引发的主体的庆幸。这些都源于“可”的 

凸显主客观匹配关系的功能。现把“可”字陈述句 

句义的总体解读过程图示如下： 

t逮旬t 

已然犀 与巨 i弼 不播符 —— 对出乎意搴唾的豫谢 
t—— +— t 

陈述訇 I l 营訇行．鸯-I期与詹由 
像标记 可 障逑_|}向 所违事蜜之问盼比臻 

(铡匈。你选一问可把曩蛤阀往了．) 

已燕 事例 匈 l主观期蠲 榴符 ·_ 对久鼢而鬻的庆率 

t—— t — t 
睐逮后却 I I 案甸行为馥期鸯后匈 

体标记 可 阵逮棘匈 席避事实之搏椭也愚 

(倒句t苓T俅将近三十小时，你可拳了．) 

另外，我们考察了杨惠芬(1993)所举的所有 

“可”字陈述句，发现要么“可”后有否定词，要么句 

子是述补短语作谓语的，而否定和述补结构一定 

有一种预设。l：l：An，上文例(1)中一定是有人(或 

自己曾经)认为天南海北地分着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问题简单，说话人现在才这么说的。试把例中 

的“不易 ‘不简单”换成“困难”，则全句不合法，除 

非句末加“啦”。这时整个句子就变成了我们下文 

要讨论 的“可”字感叹句 了。所 以，“可”预设的就 

是匹配关系中的一个项 目，通常是主观预期。比 

如例(1)中别人关于“对方天南海北地分着，没什 

么了不起”的主观看法 。因为“可”表示一种匹配 

关系，所以它预设匹配项的存在。所以，学界既往 

的研究中才会出现预设敏感说。 

(二)疑问旬中的“可” 

在疑问句中，疑问语气和“可”互动使全句表 

示言者不知道客观事实与自己的主观期望是否相 

符 ，例如： 

(63)嫂子最近身体可好?一嫂子最近 

好 吗 ? 

上例中言者的主观愿望显然是嫂子身体健 

康，但他不知事实是否与这种愿望相符，于是用疑 

问句加以询问。去掉“可”字，言者对嫂子健康状 

况的关切之情就会弱化 。因为“可”的介入能把听 

者的注意力引向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的匹配关系 

上。换言之，它向听者传达询问“嫂子好吗?”不仅 

仅是一种客观的求答，而且也是我的主观愿望的 

流露，即我主观上希望嫂子身体健康。是非问句 

中“可 X(吗)?”可 以换成“还 X吧?”，这说明“可 X 

(吗)?”是一种倾向问，言者强烈倾向于听者做肯 

定回答。这就是既往研究中说疑问句中的“可”有 

“加强疑问，表达恳切之情 ”作用 的原因。“可”字 

疑问句的句义解读流程如下： 

疑目旬． 

枷圃 与豳 相舳番_◆加馘闫，有胸 

f f f 
麓筒语．蓐 可 鬣筒语气(竭l 

(搠甸：娃子曩近可好?) 

(三)祈使句中的“可” 

“可”字祈使句有两类：叮咛嘱咐类、劝止告诫 

类。为便于分析，下面各举一例： 

(64)你到那边，可要好好跟人家说 。I到 

学校 以后 ，你可别不学好呀! 

如上所示，叮嘱类“可”多用于肯定句(句中常 

有“要／得”)，告诫类“可”多用于否定句(句 中常有 

“不／N”)。“叮咛嘱咐”义、“劝止告诫”义是祈使 

句中的其他要素、祈使语调与“可”的意义互动的 

结果。“可”在祈使旬中的作用仍是凸显主客观匹 

配关系，把听者注意力引向客观事件和言者主观 

预期的匹配上。所不同的是，祈使语境告诉我们 

这里的客观事件是未然的(这与陈述句中的客观 

事件不同)，而“可”后的“要”暗示听者：言者要求 

客观事件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符；“可”后的“别／ 

不要”暗示言者要求客观事件不要与自己担心的 

情况(即自己的主观预料)相符。这样，前者生成 

叮咛嘱咐语气义，后者生成告诫劝止语气义。下 

面我们把“可”的意义(凸显主客观的匹配关系)与 

句中其他要素如何互动以生成叮咛嘱咐、告诫劝 

止语气义的情况表示如下 ： 



祈使句； 

(供句：你可要听师傅鹕话吁!／你可躺再蛤我糯满干了呀1) 

当然，叮咛嘱咐类祈使句不一定要含有“要”。 

但劝止告诫类祈使句中否定词仍然是必需的。因 

此，听者还是可以解读出在具体祈使句中“可”表 

示的匹配关系与其他要素互动的结果是表示匹配 

还是表示不匹配。 

上文的阐释还可解释“可”字祈使句的委婉功 

能。盛继艳(2005)认为“可”能使祈使语气显得更 

委婉口 。杨惠芬(1993)也指出，下两句若去掉 

“可”，则语气生硬，且“可”用于祈使句的前提是双 

方关系较近，否则有故意拉近双方距离的效果。 

(65)下回上街可一定给我买上 。l我说 

你呀，以后可别乱给我捅漏子。 

现在看来这很 好理解 。只有关 系较 近，才能 

要求听者通过对将然事件的参与来保证言者的预 

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即保证 言者的预期得 以 

(不)实现。为什么“可”的有无会影响祈使语气的 

强弱?因为“可”的作用是把听者注意力引向言者 

的主观预期与客观事实的匹配关系上。换言之， 

“可”通过与祈使句中的“(不)要”的互动来暗示 听 

者某事件(不)是自己的希望。因而听者可能会出 

于与言者 的合作 ，使某事(不 )出现。换言之，“可” 

字祈使句是通过“可”的匹配意义的表达来实施 间 

接祈使的，无“可”祈使句是直接祈使。因此，有 

“可”祈使句比无“可”祈使句语气委婉。杨惠芬 

(1993)还分出了恳求类“可”字祈使句。例如： 

(66)明天我去交活，有我说不 圆的地方 ， 

科长可 多帮帮忙! 

(67)咱俩订婚 你看好 不好?不愿就 算 

罢 ，可剐 对别人 说 ! 

上文已述，恳求类应分流到叮咛嘱咐类和劝 

止告诫类。叮咛嘱咐类用于祈求对方确保言者的 

主观预期得以实现；劝止告诫类用于祈求对方防 

止言者担心的事情发生。前者用于肯定句，后者 

用于否定句。前者追求顺预期，后者追求逆预期。 

比如，例(66)(67)就分别属于叮咛嘱咐类和劝止 

告诫类。恳求是从叮嘱或劝告派生出来的。比 

如，例(66)中，因为对方的地位明显高于自己，所 

以自己的叮嘱就演变成了恳求。另外，杨文用不 

能加“请”作为恳求类“可”字祈使句独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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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可”字祈使句都不能加“请”。 

例如 ： 

(68)到学校 ，可要 听老 师的话呀 !一 * 

请可要听老师的话呀! 

(69)可别 哭 了，再 哭就 让 西 山 大人 把 你 

背了去 。一 *请你可别哭了⋯⋯ 

“可”字祈使句中之所以不能加“请”，是因为 

用“请”意味着听说双方之间存在距离，关系不那 

么亲近，这与“可”字祈使句多用于听说双方关系 

较近的场合是相背的。杨惠芬(1993)还提出了一 

个问题：“可”用于祈使句，表示“一定，千万，无论 

如何”义，有强调作用。既然祈使句中“可”表示强 

调，那它为什么反而轻读呢?其实，这并不矛盾。 

根据我们的解释，“可”轻读是因为它本是元语言， 

底层意思是主客观之间的(不)相符关 系，而元语 

一 般都轻读(再如“其实”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与 

祈使语调、“要、不要／别”等词的互动导致“可”字 

祈使句呈现强调色彩——祈望听话人务必(不)做 

某事。所以，强调作用是全句的，与“可”轻读并不 

矛盾。 

在祈使句中“可”有时会与“千万”搭配使用 。 

“可”与“千万”搭配使用时彼此的先后顺序呈现出 
一 定的倾向：在肯定句中只能用“可千万”；在否定 

句 中既可用“可千万”，又可用“千万可”，但以前者 

为常 。据笔者对 CTS2006的检索，含“千万可”的 

祈使句都是否定句，共 4例。列举如下： 

(70)他 祈 祷：熟透 的 小麦 千 万可别趴 

下 了 ! 

(71)把尚存的部分头发撩 过头项，盖住 

秃处，使 人 看 不 出秃 来，不过 千 万 可 剐 打 

喷嚏 。 

(72)翘不起来就 宁可夹住 ，千万可不能 

乱摇 尾 巴。 

(73)你要是真 的进 了庙里，千万可别跟 

和尚说话 。(老舍《四世 同堂》) 

而含“可千万⋯⋯”的祈使句多达 142例，其 

中用于否定的用例有 127例，占89．44 ，用在肯 

定句中的有 15例，占 1O．56 。例如： 

(74)雄 伢子 ，你 可千 万要记 住 ，是 红军救 

了你的命呐 !I你 可千万要 来接俺。 

(75)要是哪儿不合适 ，可千万说 呀!l万 

一 他要 回来，你可千万告诉他，我还 等着 

他 呢 ! 

显然，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可千万”的用例 

数要远远高于“千万可”，前者有 142例 ，后者只有 

咛 止 
盯 劝 

合 盈 舱 符 匾 相 

虱 巨 回 一愿一 一扭一 

一 一 

隧 圃 

一 八一 



4例。即便是例 (70)一(73)，也还是能够用“可千 

万”来代替其中的“千万可”的。而像(74)(75)中 

的“可千万”就不能被“千万可”替代。那么，为什 

么“千万可”和“可千万”会有这种用法上的差 异? 

为什么“千万可”用例很少，但在否定句中又不是 

绝对不能用?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可”表示主观愿 

望与客观未然事实的匹配关系导致 的。“千万”是 

包含在表示主观愿望 的小句 S内的。因此 ，表示 

S与隐性 的 S之间关系的“可”自然要位于“千万” 

前。至于为什么否定句中“可”偶尔会跑到“千万” 

的后面，是因为“可+别／不”经常用来单独回答问 

题或发出禁令，因而有词汇化倾向。例如： 

(76)“我?”马青四下屋里望望，奔床就 

去，连连把头往床垫子上撞，边撞边嚷，“我不 

活了，我死 了算啦。”“可别 !”我大惊失色又抢 

上一步拦腰抱住他 ，冲吴胖 子刘会元他们嚷 

⋯ ⋯ (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而“可要”却很难象上例中的“可别”那样独立 

成句。比“可别”使用更频繁的是“可不”。《现代 

汉语词典》已把“可不”当作一个词来收 了。对它 

的解释如下 ： 

【可不】l副I表示附和或赞同对方的话：您老有 

七十岁了吧?～ ，今年五月就七十啦 。也可说成 

“可不是”。 

或许“可别”是“可不”类推的产物。两者形成 

的途径可能如下所示 ： 

可不是吗一 可不 可别这样一可别 

(四)感叹旬中的“可” 

根据上文的论述，杨惠芬(1993)认为感叹旬 

中“可”表强调 ；盛继艳 (2005)认 为它表达张扬情 

态，有夸张和加强肯定两种(分别见以下两例)。 

(77)让老 汉儿唱 个“光棍哭妻”嘛 ，老汉 

儿唱得 可美!(史铁 生《我的遥远 的清平湾》) 

(78)老头子 ，你可真行啊 !(莫言《师傅 

越来越 幽默》) 

我们认为，表示夸张和加强肯定仍然不是 

“可”本身的功能，或者至少不全是“可”的功能。 

比如，例 (77)中夸 张语气 的形成机制是这样的：言 

者用“可”和感 叹语调 的联动来凸显客观事实 (老 

汉唱得美)与他人的主观常规预期(老汉唱得不会 

有多好听)之间的不匹配关系。这种不匹配主要 

体现在属性、状态的程度超出预期。当然，超预期 

只是言者的看法，未必是听者的看法。在听者看 

来，言者是用“可”来凸显这种听者本人不一定认 

可的超预期 ，所以有夸张色彩。再如 ： 

(79)他这个主意可好啦 ! 

上例中客观事实是“这个主意好”。但是言者 

用了感叹语调，句末有感叹语气词“啦”(一“了”+ 

“啊”)等，同时把语气副词“可”放在“好”前。“可” 

表示客观情形与主观预料之间的匹配关系。它跟 

表示事态变化的语气词“了”的互动，生成了“可” 

字感叹句的句义：客观情形在程度上超出了言者 

的主观预料。于是，听者就会形成一种推理：言者 

之所以发出感叹是因为这个主意好的程度超出了 

他的预料(主观认识)，即与其预期不相符。当然， 

这只是听者的一种推理。言者有可能口是心非。 

这时言者就违反了Grice所谓言语交际合作原则 

中的质真准则。那么，如果其他语境因素能够明 

示 听者这其实是个馊 主意，听者就会进一步推知 

言者故意违反质真准则是为了传达言外之意—— 

讽刺。这样我们就不仅解释了“可”的强调出乎意 

料及略带夸张语气的功能的形成，还发现它可以 

用于反讽。因此，在感叹句中“可”的意义仍然是 

表示匹配关系 ，把 注意力引 向主客观 的匹配上 。 

不过，在感叹句中“可”针对的是客观状态，而非客 

观事件。“可”字感叹句句义的生成可表示如下 ： 

毒暖句： 

鲤 与塑 不jB{}—◆籼蠹辩；夸张 

l f 
可 感叹语气{谓) 

《撼甸：夸天的风可大了．} 

我们发现，用“真”协助表示感叹时，句末不一 

定要有语气词。但是，用“可”时，句末必须要有语 

气词。试比较： 

(80)过去开群众会真顶事!I过去开群 

众会 可顶 事哩 !(《RM9507A》1995一O7— 

08) 

为什么有“可”的句子一定要用上显性的语气 

词呢?就是为了凸显某事实超出主观意料 。“可” 

只是表示主客观之间的匹配关 系，是需要注意的 

焦点 ，它跟句末感叹语气词互动 ，才能生成超预料 

的意义。 

五 、小结 

本文考察了现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可”的语法 

意义的生成，发现语气副词“可”是从“符合，相符” 

义动词“可”虚化而来的，在虚化之后仍然滞留有 

一 丝源义。所以，现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可”无论 

用在那种句类中，本质上都是表示主观预期(预 



料、期望)与客观事态(事件、状态)之间的匹配关 

系。语气副词“可”在陈述句中强调有利事件的久 

盼而至或事态的出乎意料、在疑问句中缓和询问 

语气以拉近双方距离、在祈使句中缓和祈使语气 

(或表示提醒语气)、在感叹句中强调程度深等语 

法意义，本质上都是“可”的实义(“符合，相符”义) 

与句末语气词、句子的询问／祈请／感叹语调、句中 

的否定词等其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可”吸收语 

境中浮现的语用意义的结果 。语气副词“可”的语 

法意义有合期望、反预料、超预料等。其实，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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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ammatical M eaning 

of”Ke(可)̈ as a Mood 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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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Ke(可)；mood adverb；objective affairs；subjective expectation 

Abstract：This paper abstracts the derived meaning such as express interrogative mood'， express a soft remind ， express 

a soft exhortation"， express high degre6 from”Ke(可)”．After the aforementioned operation，we find that”Ke(可)”has 

only a central meaning，i．e．to profile the(mis)match between the objective affair and the subjective expectation．The” 

meanings”of”Ke(可)”，such as express interrogative mood， express a soft remind"， express a soft exhortation"， express 

high degree"and SO on，are all the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meaning and the other essentials of a 

sentence like the negative items，int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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