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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书面语料和会话语料的考察,补充了“那”系词(“那”“那个”和“那么”)作为话语标记语的语

用和语篇功能,对比了其语法位置和语篇功能方面的差异。在语篇层面,“那”在自然会话中具有跨话轮标记

转折关系的功能,三个标记语的话题组织功能也有明显差异。在语用层面,“那个”具有“提醒”义且三个标记

语都具有面子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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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词的语法化及语篇语用研究一直是语言

学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那”系词(“那”“那
么”“那个”等)的语法化程度高于“这”系词(杨玉

玲[1])。Biq[2]、许家金[3]、刘丽艳[4]等学者分别对

“那”系词作为话语标记语的语篇语用功能作过论

述,总结出以下主要功能:①标记小句之间或者话

轮之间的条件关系和因果关系;②标记话题的出

现(开启、引入),发展和转换;③维持话轮、抢夺话

轮;④思考填充语。梁敬美[5]还认为“那(么)”具
有“找词”“填词”“口误”等即席功能。

对于“那”系词的标记语功能,许多学者已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①研究大

多基于自然会话语料,未关注标记语在口语和书面

语中的差异。②对标记语的话题组织功能分类不

明确,导致不同研究中对同一标记语的功能界定和

阐释不一致。③研究把“那”和“那么”或“那”和“那
个”分别视为功能对等词,未探讨这几个标记语之

间的差异。如 Miracle[6]327认为“那”和“那么”功
能类似,只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分布有差异。
许家金[3]认为“那”与“那个”的语用及话语功能类

似,因为“‘个’是语义虚无的量词,它与其他词组

合时一般不会在语义上添加具体意义”[7]129。
但是,“极少有话语标记语在功能上是对等的,

因为它们有各自的语言学特质并且会在不同的语

篇层面上发挥作用”[8]327。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探讨这几个标记语的语篇语用功能,对“那”“那
个”和“那么”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的功能作纵向对

比,并对它们在同一语体中的功能作横向比较。

一、 研究语料

话语标记语的界定和术语使用因研究重点不

同而有差异。它们被称作语用联系语(pragmatic
connective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particles),
语义联系语(semanticconnectives),话语标记语

(discourse markers),语 用 标 记 语 (pragmatic
markers)等。它们的功能是语用的,不对话语的

真值条件产生影响,不增加话语的命题内容[9]。
本文采纳Schiffrin的定义,话语标记语即语篇中

“能界定话语单元但不依赖于句法的成分”[8]31。
“话语单元”(unitsoftalk)所指较宽泛,可以是句

法单位,言语行为或语调单元等。
本研究的书面语语料为TheUCLACorpus

ofWrittenChinese(2ndedition),共1064125
字。为了考察话语标记语在更正式的书面语料中

的用法,研究还检索了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

料库(BCC)的部分报刊类语料作为补充。



口语语料由独白和会话两类语料组成。研究

选取了记录老北京人口语的“北京口语语料查询

系统”(以下简称“北京口语”)作为独白语料,并基

于电视访谈节目自建了5.67小时的小型会话语

料库,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标记语在口语中的使用

情况。自建语料涉及5位主持人和十几位受访者

的谈话内容,选取中兼顾受访者的年龄、社会地

位、教育背景、性别等因素,以避免谈话对象的同

质化。笔者对这几个话语标记语进行了功能标

注,以获取其分布情况的统计信息。
统计结果表明,在书面语中,“那个”不作为话

语标记语使用;“那么”的使用频率比“那”高。在

UCLA语料中,作为话语标记语的“那”①出现108
例,出现频次为每百万字101次;而“那么”出现

230例,出现频次为每百万字216次,是“那”的两

倍。但口语中的使用情况较为复杂。对北京口语

语料库部分内容检索的结果显示:同样库容内,
“那”“那么”“那个”的比是1∶1∶5(见表1);而在

会话语料库中它们的比例是1∶0.28∶0.33。由

于“那”常出现在话轮首,会话语料中的“那”比“那
么”明显有优势,而在独白语料中则相当;“那个”
的使用频率则依赖于说话人的个体差异。下文将

详细阐述三者之间的异同。

表1 三个标记语在两个口语语料库中的出现频次

语料来源
标记语

那/次 那么/次 那个/次

北京口语语料查询系统 64 71 333
自建会话语料库   184 25 62

二、 语篇功能

“那”“那么”和“那个”作为标记语的语篇功能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它们可以标记话语单元

之间的逻辑关系,增加语篇连贯性;②它们出现在

话题临界点,起到组织语篇话题的作用。

1.标记逻辑关系

无论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中,标记逻辑关系是

“那”和“那么”的主要语篇功能,而“那个”不具备此

功能。它们在书面语中标记小句之间的条件关系

和因果关系,在口语中可以跨话轮标记条件和因果

关系[6]。本研究发现,“那”还可以标记转折关系。

Sweester[10]主张从认知角度来阐释语义,指
出对连词的理解需在行域(contentdomain)、知
域 (epistemic domain)和 言 域 (speech act

domain)②三个不同的概念域中进行,且概念域的

选择受语用因素影响。行域指现实世界的事件或

实体,有时也包括言语和思想;知域指认知世界,
特别是推理过程;言域则是和言语行为有关的概

念域。下文将以此为基础,从认知角度来解释标

记语多重功能的来源。
关于“那(么)”作为复句关联词在三个概念域

中的语义特征已经有研究做过深入探讨(如沈家

煊[11]、王春辉[12]等),本文不再赘述。以下重点

讨论它们在自然会话中的使用情况。
(1)因果关系标记。现代汉语中,“因为”“所

以”“因此”“既然”“那(么)”都是因果关系连词,但
是它们所属概念域并不相同。“因为”“所以”标记

的因果关系可以在知、行、言三域内发生,而“那”和
“那么”所标记的因果关系都在言域和知域内。

在自然会话中,“那(么)”所在的话轮是基于

上一话轮或更大的语境信息作出的推论或发生的

言语行为。如:

① 嘉宾1:我很难跟一个异性顺其自然下去

的,最后异性全部成了我的哥们儿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
嘉宾2:那你是女汉子啊,那肯定的。

② 嘉宾3:如果看到那些菜的那些油水的话,
我又会有心里的不舒服。

鲁豫:那你那个鱼你不要用油炒,你用水

去煮。
嘉宾3:煮,那会很难吃。
例①中“你是女汉子”是根据前一个话轮的叙

述作出的推论,而不是上一话轮中“异性都成为哥

们儿”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属于知域内的因果关

系。例②中鲁豫的话轮是针对嘉宾3话轮提出的

建议,受访者所述的“看到菜的油水会心里不舒

服”这一事实是提建议这个言语行为的原因,属于

言域内的因果关系。
(2)条件关系标记。在自然会话中,三个标

记语都可以跨话轮标记条件关系,即标记上文所

假设的情形下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的推断或发

生的言语行为。以下举三个例子说明:

③ 朱军:比如说有一部戏特别好,但是孩子

恰巧这个时候要考试,而且这个考试对他也挺关

键的,你选择哪个?
赵雅芝:那我一定不会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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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统计结果均已去除“那”系词作为非话语标记语的用例。
如无特殊说明,会话语料来自以下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小崔说事》《艺术人生》和《非常静距离》。



④ A:要是明天他不来呢?

B:那么你就去找他。

⑤ A:如果他不在家呢?

B:那他一定在学校。(日常对话)
例③中的“那”标记在假想的状况下可能出现

的结果,即如果出现孩子考试和妈妈拍戏冲突的情

况,妈妈选择不拍戏。前者是后者发生的充分条

件,属于行域。例④中的“那么”标记A所假设的

状况下B提出的建议,即“他不来”是提出“去找他”
这个建议的充分条件,属于言域。例⑤中的“那”标
记假设状况下作出的推断,即知道“他不在家”是得

出“他在学校”这一结论的充分条件,属于知域。
(3)转折关系标记。“那”并不是典型的标记

转折关系的连词,但在会话中,它可以标记所在话

轮与前一话轮、小句或语境暗示正好相反的语义。
标记转折关系的“那”常和“也”搭配,不能替换为

“那么”。例如:

⑥ 你明明知道演员一开拍了你就是爷爷,那
你也不能太爷爷了对不对?

⑦ A:上海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

B:那咱也得找啊。(日常对话)
例⑥中嘉宾讲到在片场常有一些年轻演员耍

大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开拍之后以自我为中

心,不尊重他人。“那”之后的小句话锋一转,表达

与前一小句相悖的意思。此处“那”可以用“但是”
来替换。例⑦中谈话人想找到已失去联系的,身
在上海的朋友,其语境暗示是:很难找到朋友并且

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放弃寻找。B的表态和语

境暗示正好相反,即虽然困难但是不能放弃寻找。
综上所述,“那(么)”可以在小句间或话轮间

标记因果和条件关系,“那”还可以标记转折关系。
在UCLA书面语料中,作为条件标记和因果标记

的“那”的比例为5∶1,而“那么”的这一比例是3
∶1。由此可见,书面语中,“那(么)”更倾向于标

记条件关系。自然会话中位于话轮首的“那”主要

标记因果关系。在会话语料中共检索到184例话

语标记语“那”①,其中有78例位于话轮首,有13
例话轮首的“那”标记因果关系,而仅有1例标记

条件关系。

2.话题组织标记

说话人在谈话过程中会在话题之间加入话语

标记语,起到组织话题的作用。以往很多研究都

涉及话语标记语的话题组织功能,但功能界定尚

不统一,分类比较模糊。仅以“那”系词的话题组

织功能为例,Miracle认为“那”可以标记话题的出

现、发展和转换。许家金[3]认为“那(个)”有开启

话题、转换话题的功能。梁敬美[5]2认为“那 ”有
引入话题和话题转换的功能。许文中的“转换话

题”指谈话中突然提起某一个与之前不相干的话

题,但梁文把话题发展、变化和回到原话题都归为

“话题转换”[3]53,而把引入一个和以前话题不同

的话题称为“引入话题”。就这一问题,Shiffrin
曾提到,“对于如何确定话题和分话题,我也无法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虽然直觉上看,这些都是非

常明确的,特别是出现话题转换的时候”[8]26。但

是鉴于以往凭直觉分类的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我
们拟重新对话题组织功能作详细界定。

本文把“那”系词的话题组织功能界定为话题

开启,话题承接和话题结束,并探讨“那”系词在语

篇中如何组织话题。
(1)话题开启。话题开启是指会话过程中出

现一个和前述话题不同的新话题,发生在会话开

始,会话过程中有新的参与者加入时,或者会话人

放弃原来话题转向新话题时。“话题开启”包含了

许家金[3]所指的“话题转换”,因为“转换”意味着

相异,否则不能称之为“换”,“转换话题”本身就暗

示着一个全新话题的开始。如下例:

⑧ A:你好。那个,我想问问,你们店里今天

是不是有打折活动啊?

B:哦,你说的店庆活动吧。明天开始。(日
常会话)

⑨ 李老师:你明天把初稿交给我,要不来不

及给你改了。
研究生1:好的李老师,明天我邮件发给你。
研究生2:那个,李老师,外面有人找,可能是

你的本科生。(日常会话)

⑩ A:我的那个摘要部分还得再改改。

B:你已经写摘要啦? 我觉得应该最后写摘

要,我的那个致谢是论文没开始写的时候就写完

了,最好写嘛,哈哈哈。那个,明天我要去趟超市,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例⑧出现在A和B之间电话通话记录的开

始。寒暄过后谈话的第一个话题出现,说话人用

了“那个”来标记。例⑨中值班的研究生2刚好推

门进来,前面的交谈内容被打断,教授和研究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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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语料有限,语料中位于话轮首的“那么”实例较少,仅有1例跨话轮标记因果关系,故无法对其进行统计,此处仅统计“那”的
情况。



之间的对话开启,新话题出现。例⑩中说话人聊完

论文的话题之后,转向“是否去超市”这个新话题。
由此可见,“开启话题”是说话人主导的,以自

己的意志决定话语方向,和之前的话轮或语境关

联度很小,甚至可以是说话人突然想起的话题。
语料显示,开启话题位置的标记语一般是“那个”。

(2)话题承接。话题的承接是指接续前面的

话题,继续探讨与之相关的话题,比如一个话题的

几个分话题。其特点是,标记语之后的话题与之

前的话题和语境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说话人组织

分话题时常会在分话题转换的位置加入标记语,
但是此处转换的只是分话题,每一次转换都是对

总话题的延续,所以定义为“话题承接”。如下例:

췍췍췍 刘若英:……但我跟我祖母,就是,很,那
个亲就是几乎我觉得就是我是她生的。那我跟我

妈妈其实更像是很好的朋友,……那我爸爸就是

我的情人一样……

췍췍췍 ……的体力劳动。所以呢,啧,参加点儿

体育锻炼确实还是应该的。我以,我以前基本上

每天早上都跑步,出去跑步。那么现在一结婚有

个孩子,这个,这个,好像这个时间啊,就安排不过

来了。早上起来,又要孩子吃饭,又要孩子上学

……(北京口语)

췍췍췍 谈这家庭问题哈,家里一共是八口儿人。
那个,现在我们那个和弟弟呀,弟弟也结婚了,我
弟弟有一个小孩儿,嗯,男孩儿。那个,他爱人在

清华工作,弟弟在那个回龙观那边儿工作。我们

是一个女……(北京口语语料库)

췍췍췍 正是由于改革面临着种种难关,才需要中

国涌现改革家、改革者,需要有地方能够勇于、善
于担当改革重任,为中国改革之前途与命运鞠躬

尽瘁。那么,当前真正阻碍改革的难关是什么呢?
既得利益格局。(UCLA书面语)

例췍췍췍~例췍췍췍是口语实例,标记语都在分话题

之间起到分割的作用,使分话题之间的延续性和

相关性突显。例췍췍췍是书面语实例。“那(么)”在书

面语中的话题组织功能表现为:由“那”或“那么”
引出一个和上文相关的问句,以设问句的形式接

续前面话题提出新的话题,推进语篇发展。本例

中总的话题是改革问题,其中“改革面临难关,需
要改革家”是第一个分话题,“改革难关是什么”
则是第二个分话题。“那么”后面的部分是对总话

题的延续和深入。
(3)话题结束。以往研究尚未提及“那”系词

标记话题结束的功能,但语料显示,它是“那(么)”
的典型功能。而“那”在此位置的出现频率明显高

于“那么”。在自然会话或电话交谈结束的时候,
常会出现“那我走了”“那明天见”“那我挂了”这样

的结束语,标记说话人想结束某一话题甚至是整

个会话。电视访谈中,主持人也常会在结束语前

使用“那”或“那么”。如:

췍췍췍 A:我周二得去申请宿舍,十一假期之后

约吧,我再联系你。

B:嗯,那早点休息吧。再见。(日常会话)

췍췍췍 朱军:好的,那我觉得其实说到这儿呢,我
们的祝福都在姜昆老师的祝福中送给了杨澜。

综上所述,自然会话中,在话题开启位置使用

的标记语通常是“那个”,而“那”和“那么”的话题

开启功能很弱。“那(么)”的话题承接作用更为突

出,且常出现在话题结束的位置。书面语中,“那
个”不具备组织话题的功能,而“那”和“那么”仅标

记话题的承接,一般由“那(么)”领起问句,引出一

个与前文相关的话题,推动语篇发展。书面语中

“那么”的话题承接功能更显优势,而“那”的这一

功能相对较弱。UCLA语料中,有40%的“那么”
标记话题承接,而仅有26%的“那”用作话题承接

标记。对书面程度更高的BCC报刊语料的调查

进一步说明,随着书面程度提高,“那”在组织话题

方面的表现越来越不活跃。BCC报刊语料(部分

检索)中检索到的155例标记语“那”中,只有

4.51%(7例)是话题承接标记,而334例标记语

“那么”中,有23.35%(78例)标记话题承接。

三、 语用功能

在自然会话中,三个标记语都可以作为会话

填充语(filler),即一个话语单元完成但下一个话

语单元延迟出现时所使用的非沉默手段(non-
silencedevice),在会话过程中具有复杂的语用

功能[13]。

1.思考填充语

它们在说话人思考、说话不流利等状况下出

现,表明此时说话人需要时间或正在寻求其他会

话人的帮助,但是并没有放弃话轮。如下例:

췍췍췍 这个看上去像天书一样的文字,那么,实
际上就是说,像王颖所说呢,是我们中国的古琴

谱。那么最早这个中国记谱的方式是文字谱,那
么文字谱就是用汉字来描述记叙一首这个古琴曲

的这个演奏方法……

췍췍췍 其实,那,哦,孤独这件事情可能是每个

人,存在于每个人心底,哦,可能从小就已经存在

着的,一个顽固的,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在你的心

里头。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寂寞,你可以去结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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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췍췍췍 ……哥儿一个。我呢,排行老三。那个,
我父母呢,身体都挺好。他们那个都在那个首钢

工作,我母亲已经退休了,在家,那个在,也在街道

办……(“北京口语语料库”)
以上3例中标记语的前后语段都不具有内在逻

辑关系,它们出现的位置也不是明确且必要的话题

分界点,而是说话人思维不连贯,语流不畅的产物。
三个标记语中,“那个”的填充语功能占明显

优势。在两个口语语料库中,“那个”作为填充语

的用例占到其总用例的90%以上,而“那(么)”的
填充语用例仅占各自总数的30%左右(见表2)。

表2 口语语料中作为填充语的“那”系词使用频率

语料来源
标  记  语

那个 那么 那

北京口语
语料查询系统

95.9%
(327/341)

33.8%
(24/71)

14.1%
(9/64)

自建会话语料库 91.9%
(57/62)

36.0%
(9/25)

12.5%
(23/184)

2.“那个”的提醒功能

“那个”可用于话轮的开始,引起谈话对象的

注意,类似于召唤他人时用的“哎”。一般重读或

有音调提升,之后有停顿,如下例:

췍췍췍 (新生接待处,办好手续之后)
老生(对新生说):明天有个开学典礼。
新生:好。(转身走了)
老生:那个,跟这个漂亮的学姐照一下相。
此处的“那个”出现在新话题开始的位置,具

有“提醒”的语用意义。这是在新生接待处一个老

生和新生的对话。新生办完手续后,老生告知他

明天有开学典礼,然后新生理解为会话结束,转身

走了,此时老生想起需要让新生和另一名高年级

女生合影留念。此时新生背对老生,老生在此处

用“那个”来提醒他加入新的会话。一般说来,位
于话题开启位置的“那个”常带有“提醒”义,如例

췍췍췍和例⑨。

3.面子维护功能

交际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威胁交际双方面子的

言语行为[14],而说话人会采用各种语言或非语言

手段来缓和其威胁程度。“那”系词在自然会话中

都可以作为 缓 和 语(mitigator)来 调 节 人 际 关

系。如:

췍췍췍 崔永元:这两年呢,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

生的治疗,按时地在服药,然后在做心理咨询,心
理治疗。我觉得见好,正在恢复。

朱军:那,你不忌讳咱们就这个话题再谈点

什么?
崔永元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抑郁症的情况,

朱军想就他生病的事情多问些问题,但是很显然

这会涉及崔的隐私,威胁到他的面子。此处的

“那”后面有较长时间的停顿,意在向听话人表明,
说话人对于其言语可能产生的面子威胁是知晓和

在意的,在言语发生时说话人是迟疑的,以此减低

这种威胁,协调会话双方的人际关系。
同时,“那”系词还可以用来维护说话人自己

的面子,表达说话人的不好意思、羞愧、内疚等态

度,调节谈话双方的人际关系。如下例:

췍췍췍 老师: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学生:那个,还没开始看书呢。(日常会话)
本例中,如果没有“那个”或其他副语言出现,

学生的回答很可能表现出他对“没开始看书”这件

事持无所谓或者理直气壮的态度,从而引起老师

的不满。标记语的使用缓和或避免了老师的不满

情绪,有助于维系双方的正常关系。
虽然这三个标记语都可以在特定语境中起到

维护面子的作用,但是它们并非可以通用。例췍췍췍
中的“那”可以替换为“那么”和“那个”,但是췍췍췍中

的“那个”不可以用“那(么)”替换。如上文所述,
“那(么)”的填充语倾向远远低于“那个”,它们更

常用作逻辑关系标记和话题组织标记。在췍췍췍中,

B话轮和 A话轮只是问 答毗邻对,没有明显的

逻辑关系也无需话题分割标记,所以使用“那
(么)”的条件不充分。由此可见,话语标记语的选

择同时受语篇和语用因素的制约。
笔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并整合了

“那”系词作为话语标记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辨
析了“那”“那个”和“那么”的差异。①在书面语

中,“那么”比“那”更有优势,而“那个”不用于书面

语中。“那”和“那么”都是因果和条件关系标记,
在书面语中两者都更倾向于标记条件关系;自然

会话中,“那”更常用于话轮首,标记因果关系,且
还可以标记转折关系。②“那”系词都可以作为话

题组织标记,“那个”常作为话题开启和话题承接

标记,而“那(么)”常作为话题承接和话题结束标

记。最后,在“那”系词中,“那个”是使用频率最高

的会话填充语,具有“提醒”的语用功能;三个标记

语在特定语境中都具有面子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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