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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语用标记语的角度对近代汉语白话讲说体文献中的用在句首或句中位置独用的

“也罢”进行研究,认为它具有组织话语和指示言语行为的语篇功能、表达言者对前文语境中所发生

的或所提及事件的容忍和退让性态度或评价的人际功能;并对“也罢”的词汇化过程进行研究,指出

语用标记“也罢”的形成与动词“罢”的去范畴化密切相关。通过对语用标记语“也罢”与“也好”进行

对比,认为两者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两者虽有一些重叠,
但在语义、语气和篇章功能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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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罢”是一个多义形式:1.用于否定句

的末尾,或单用于句首,表示“容忍或只得如

此”;2.连用两个(或更多),表示“在任何情况

下都如此”。[1]597-598其主要语义为“让步”,对
此,学界已无异议;但是对其词性归属尚有分

歧,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缺乏独立性必须依附

于其他成分之后的词语,在具体小类上有着

不同 意 见:有 看 作 助 词 的,如 太 田 辰 夫

(2003)、北 大 中 文 系55级、57级 语 言 班

(1982)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及侯学超主编

(1998)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有进一步认

为是语气助词的,如黄伯荣、廖序东(1988)和
齐沪扬(2002)等;有视为关联副词的,如张

谊生(2002);有 看 作 后 置 连 词 的,如 周 刚

(2002)。也有少数学者如王启龙认为“也罢”
是谓语,不必算成助词,相当于“也行”“也可

以”。[2]

本文认为“也罢”的词性随其句法位置的

差异而有所不同:1.单独运用于句末的和标

示语用功能的为语气助词;2.隔开配对使用

的为关联语气助词;3.用于句中,充当句子谓

语成分的则为动词词组。
关于第2、第3种情况,因使用频率较

高,研究得较为充分,而第1种用法则因主要

出现于近代汉语文献或某些现代汉语的仿古

语境,在现代汉语中不被广泛运用,受到的关

注远低于前者,有些相关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本文即拟对第1种“也罢”的使用特点、来源

及词汇化过程进行研究。

一、近代汉语中单独运用于句末、

标示语用功能的“也罢”的结构特点

“也罢”出现于对话语篇,说话人用来回

应他人话语,位于第二个话轮起首处。如:
(1)王明道:“我元帅专等我的回话,我就

此告辞了。”刘氏道:“也罢,我崔判官也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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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早晚来也。”
(明\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四》)

例中刘氏话轮以“也罢”开端,对王明话

语进行应答。
“也罢”也用在独白语篇,一般居于两个

话题中间,绾接两个不同话题或两个不同主

题的语段。如:
(2)员外道∶“我是他公公,怎么好说他?

也罢,待我同他讨茶吃,且看怎的。”(南宋\话

本\话本选集1:《快嘴李翠莲记》)
(3)心里想道:“番官又不曾拿得,宝贝又

去了,怎么好回复元帅老爷? 也罢,一不做,

二不休! 我不如跟他进城,看他招宝贝的又

是个甚么?”(明\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三》)

以上各例的“也罢”在句法结构、韵律节

奏上皆完全独立,与前后的句子或语段没有

任何关系,且有语音停顿。

二、“也罢”的主要功能

“也罢”,在近代汉语白话语篇中主要功

能有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两方面。
(一)“也罢”的语篇连接功能

“也罢”的语篇功能包括话语组织功能和

言语行为功能。①

1.话语组织功能。体现在使其前的话题

背景化和标示话题的切换等两个方面。

叙事篇章传达的信息包括前景信息和背

景信息。[3]Hopper(1979)首次将前景化与背

景化的理论应用到话语分析中:“叙事语篇

中,有些信息构成事件的主线,直接描述事件

的进展,回答 ‘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而另一

些语句所表达的信息则围绕事件的主干进行

铺排、衬托或评价,主要传达非连续的信息

(如事件的场景,相关因素等等),回答‘为什

么’或 ‘怎么样’发生这一类问题。前者被

称为前景信息,后者被称为背景信息。”[4]

Hopper& Thompson(1980)认为,前景与

背景不仅在篇章语义层面存在凸显和陪衬的

差别,二者也同时在句法—语义方面形成一

系列的对立性特征:“前景一般表现为主句,

背景一般表现为从句。前景结构作为主要谓

语表示事件或故事进程,一般使用行为动词,

并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而背景结构

作为从属结构表示主要事件的伴随情况,通
常使用状态动词,不需严格遵守时间顺序。

此外,前景结构常与断言、不定指和未知信息

相关,后景结构常与预设、定指和已知信息相

关。”[5]“也罢”在语篇中可将其前面语句处理

成背景信息,如:
(4)韩信听罢许复之言,无言可答。重湘

问道:“韩信,你还有辩么?”韩信道:“当初是

萧何荐某为将,后来又是萧何设计,哄某入长

乐宫害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心上至今

不平。”重湘道:“也罢,一发唤萧何来,与你审

个明白。”(明\小说\《喻世明言》)

上例“也罢”用于一个毗邻话语对的不同

话轮中,既是对韩信话轮的回应,又为重湘话

轮“为何要唤萧何来审个明白”提供了背景信

息———因为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再看用于同一话轮内部的“也罢”,也同

样可使信息背景化:
(5)老妖道:“那长嘴大耳者乃猪八戒,晦

气色脸者乃沙和尚,这两个犹可。那毛脸雷

公嘴者叫作孙行者,这个人其实神通广大,五

百年前曾大闹天宫,十万天兵也不曾拿得住。

他专意寻人的,他便就是个搜山揭海、破洞攻

城、闯祸的个都头! 你怎么惹他? 也罢,等我

和你去,把 那 厮 连 玉 华 王 子 都 擒 来 替 你 出

气!”那妖精听说,即叩头而谢。
(《西游记》集藏\小说)

(6)看了看蒋平,道:“我看你人小瘦弱,

倒是个不生事的。也罢,你在此略等一等,我

到前面沽了酒回来,自有道理。”
(《三侠五义》集藏\话本)

例(5)“也罢”之前的话题是老妖向小妖

描述唐僧三个徒弟的来历,尤其是孙悟空的

神勇往事,显然也是小说作者借老妖之口补

叙万万不可随便招惹行者的缘由这一背景信

息。例(6)“也罢”之前的话题补充交代“蒋
平”的外貌品性,也属于背景信息。

由此可见,近代汉语白话文献中的“也
罢”是说讲者叙事时处理信息,使之背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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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手段。
“也罢”还常用于同一话轮内部,以终结

旧话题,开启新话题,以承上启下并转换话

题。如:
(7)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

更为不妥,只得提了藤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

外,直奔销金亭上,忙将藤篮打开,抱出太子。

且喜有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

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

偏遇奸妃设计陷害,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

在? 也罢! 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尽我一


点忠心罢了。


”(清\小说\《七侠五义》)

例中双横线部分叙述“寇珠怜惜圣上的

骨血不忍谋害太子”这一话题,波浪线部分为

另一话题,述说“寇珠打算抱太子赴死”。“也
罢”使得两个不同话题自然过渡,行文因而能

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而不突兀、跳跃,体现出

白话语篇叙述者的话语组织策略。

2.“也罢”的言语行为功能。“也罢”的言

语行为功能包括话轮转接和延续两个方面。

话轮转接功能如:
(8)唐富贵笑嘻嘻的道:“我才不管你之

乎者也呢,还有一说,金陵风俗,结拜老兄弟

是不出钱的,我故此要占这些便宜。这是我

的大实话,若不依着我,干脆就散了桃园。”

邬斯文摇头道:“兄一个不与,居简而行

简,无乃太简乎?”

杨稷实在怕了邬斯文的滔滔不绝,忙说

道:“也罢! 就叫他做了老三吧。”
(《姑妄言》集藏\小说)

此例“也罢”相当于一个施为动词,说者

终止了乌斯文的话头并将抢夺了话语权。

用在话轮起始位置的“也罢”兼有转换话

题的功能,如:

(9)因问:“你手里纳的是什么鞋?”玉楼

道:“是昨日你看我开的那双玄色缎子鞋。”金

莲道:“你好汉,又快纳出一只来了!”玉楼道:
“那只昨日就纳了,这一只纳了好些了。”金莲

接过看了一回,说:“你这个到明日使什么云

头子?”玉楼道:“我不像你们小后生花花黎

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缉的云头子罢,周

围拿纱绿线锁出白山子儿,上白绫高底穿,好

不好?”金莲道:“也罢。你快收拾,咱去来,李

瓶儿那里等着哩!”
(《金瓶梅词话(万历本)》集藏\小说)

(10)小丫头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

道:晴姑娘昨儿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

一遭儿呢”。探春笑道:“横竖是给你放晦气

罢了”。宝玉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

来罢”。(《红楼梦》集藏\小说)
“也罢”还可用作话轮延续标记,此时其

后一般有使语义完满的后续语句,如:
(11)夏逢若道:“小的与谭绍闻是朋友。

前年小的往谭宅去,碰上这茅家去拜这谭绍

闻,第二天小的同谭绍闻回拜去———”荆县尊

接道:“这茅拔茹拜过你么?”夏逢若道:“不

曾。”荆县尊道:“他不曾拜你,你如何回拜他

呢?”夏逢若道:“是谭绍闻一定挎小的去。”荆

县尊道:“也罢。你再往下说。”夏逢若道:“小

的同谭绍闻到店回拜,他说他胞叔死了……
(《歧路灯》集藏\小说)

上例“也罢”相当于口语中的“嗯”“对”
“好”或点头等身体语言,荆县尊以言行事鼓

励夏逢若不要中断其话轮。
(二)“也罢”的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主要指示言者的主观态度。立

场语篇中的语句除了表达命题内容之外,还
可表达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评价或说话人对

受话人的情感态度,后者是说话人在语句中

留下的个人印迹,这种个人印迹就是语言的

主观性,有可能表现为某种结构形式,也有可

能表现为某种篇章手段。[6]“也罢”表达言者

对前文语境中所发生的或所提及事件的容忍

和退让性态度或评价。如:
(12)八戒闻得此言,叩头上告道:“哥啊,

分明要瞒着你,请你去的,不期你这等样灵。

饶我打,放我起来说罢。”行者道:“也罢,起来

说。”(明\小说\《西游记》)
(13)玉楼道:“我比不得你们小后生,花

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缉的云头子

罢。周围拿纱绿线锁,出白山子儿上,白绫高

底穿,好不好?”金莲道:“也罢。你快收拾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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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来! 李瓶儿那里等着哩!”

例(12)(13)前一话轮是一个具有请求、

商议之义的行为或事件的语句,“也罢”表示

言者“行者”“金莲”对听者“八戒”“玉楼”提出

的请求或意见有所保留的态度。

用于独白语篇中的“也罢”也同样可表示

说者对前一话题所代表事件或观点的无奈、

姑且容忍、退而求其次等主观情感态度。如:
(14)〔外〕天呵。再早得一步儿也好。送

他不着。好生烦恼。也罢。且回去即 趱 人

船。(《六十种曲琴心记》诗藏\剧曲)

此种功能的“也罢”可与某些熟语互换而

不影响表达。如:
(15)“将来等他回省的时候,我还要齐个

公分,做几把万民伞送他,同他拉拢拉拢。将

来等他回省之后,省里有什么事情,也好借他

通通声气。老哥是自己人,我的事是不瞒你

的。你说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单太爷道:
“好是好的。但是现在的人总是过桥拆桥,转

过脸就不认得人的。等到你有事去请教他,

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依我之见,现在倒不

如趁此机会想个法子,弄他点好处,我们现到

手为 妙。等 到 好 处 到 手,我 们 再 送 他 万 民

伞。”(《官场现形记》集藏\小说)
(16)进福说:“公子爷带我回去,恐怕老

员外不答应罢?”王全说:“不要紧,我给你求

求,大概老员外也不至踉你一般见识。”
(《济公全传》集藏\小说)

(17)金阿姐道:“如此我明夜伴着二少

奶,一同到月仙舞台来看戏。看完戏,我与她

先到新马路等你,你卸了妆就来。她从前和

杨老三借的那间小房子的门口,大约你也认

得罢?”如玉道:“认虽认得,只是没进去过,恐

其有错,最好你在门口候我片刻,就万无一失

了。”(《歇浦潮》集藏\小说)

以上例(14)-(17)的“好是好的、不要

紧、认虽认得”等如果替换为“也罢”,语段的

语义及可接受性都不发生变化。但也有差

异:“好是好的”“认虽认得”之后须有转折连

词“只是”“但是”等引导的转折性后续句,所
以它们并非话语标记;“不要紧”是陈述性的

熟语化词语,未进一步演变为语用标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也罢”是个典型的

语用标记:

1.“也罢”是词汇化了的语言成分,表达

整体意义,非“也”与“罢”语义的简单加合。

2.“也罢”不表概念意义,使用与否不影

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

3.“也罢”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在语篇

中主要是语用功能,其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

义,即表现当前话语与前一话语之间的某种

联系,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读者

对语句前后关系的识别和说话者意图的准确

理解。

4.语用标记在分布上具有独立性,主要

用于句首,前后一般有语音停顿。

三、语用标记语“也罢”的词汇化

关于“也 罢”的 来 源,雷 冬 平、胡 丽 珍

(2008)认为“也罢”语气助词功能形成于元

代,主因是句中不同层面的句法成分长期形

成线性序列,加上句中连词的省略而促成其

语法化的。卢烈红(2013)[7]认为“也罢”组合

始见于元代文献,到明代才逐渐写定。最初

的“也罢”是“也就算了”的意思,后来发展出

“也行”之义,都表容忍。“也罢”形成于元代,

有单用、连续叠用、隔开配对三种用法,其中

单用最多见;连续叠用次之,隔开配对使用仅

见1次。大量涌现于明代,仍以单用为主,

清代时,隔开配对使用比例大幅上升,多表示

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如此。

本文认为,“也罢”的词汇化与动词“罢”

的去范畴化密切相关。语言成分的去范畴化

(decategorization)是演变的重要阶段。“去
范畴化”指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句法范畴成员

失去了该范畴部分特征的现象(Hopper&
Traugott,1993)。从已有的跨语言研究来

看,去范畴化具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语上以

语义泛化或抽象化为前提;句法形态上失去

范畴的某些典型的分布特征,同时也获得了

新范畴的特征;在语篇功能方面发生扩义展

或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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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本是动词,“停、歇;免去、解除”义,
可带宾语的谓语,如“罢兵”、“罢相”,也可用

在其他词语之后做谓语或补语,如“酒罢”、
“妆罢”、“说罢”等等,意为“完毕、结束”。还

可作连动句的第二动词,如:
(18)余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

虬然,无下筋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

嚼而罢。(北宋\话本\《梦溪笔谈》)
“罢”还可以带动态助词“了”、补语“得”、

“去”等,如:
(19)有先君手内罢了的西魏州平凉府节

度使,姓马名腾,乃东汉光武手中云将马援九

世之孙。(元\话本\《三国志评话》)
(20)诸路牒试皆罢了,士人如何也只安

乡举。(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21)魏公已自罢得刘光世好了,虽吕安

老败事,然复举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须

光世哉? 此皆赵之私意。
(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22)其序云:“有张扶者,请桧乘副车。
吕愿中作秦城王气图。”他当初拜相罢去,极

好。(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以上5例“罢”都表某具体事件、行动

“完结”、“终止”、“免除”之义,具有【已然】的
语义特征。在语境中有明确的语义关联对

象,如双横线部分“(咀嚼)油煎法鱼”、“西魏

州平凉府节度使”、“牒试”、“刘光世”、“相”。
在韵律上,“罢”自成一个语调单位。

南宋时,“罢”在白话说讲类文献中逐渐

出现一些新的用法:1.用于虚拟语境,表示

“如果这样,就完了/算了”,当说话人说话时

与“罢”相关的事件尚未完成。这类“罢”多有

表示让步关系的“纵然”、表示反诘关系的“不
成”、表示比较选择关系的“不如”等词语配

合。如:
(23)纵然不做得菩萨,修得个小佛儿也

罢。(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24)姐夫,你可不是这样算计,坐吃山

空,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

常便,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
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

(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25)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罢。
(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以上三例“罢”的语义关联对象“修得小

佛”、“坐吃山空”、“投奔他家”等都是说者对

未来的假想,皆为未然事件。

2.句法功能上出现了可以不带宾语和补

语的情况,并且上下文语境中也不一定出现

确定的事件或动作作为语义关联对象。
(26)翠莲便道:“爹先睡,娘先睡,爹娘不

比我班辈。”道罢,爹妈大恼,曰∶“罢,罢! 你

不改了。我两口自去睡也。你与哥嫂自收

拾,早睡早起。”(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27)将近三更时分,且说翠莲自思∶“我

今嫁了他家,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今晚

若不与丈夫同睡,明日公婆若知,必然要怪,

罢,罢,叫他上床睡罢。”
(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28)“……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

住罢!”张员外道∶“罢罢,这样媳女,久后必

被败坏门风,玷辱上祖!”
(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以上三例“罢”的语义指涉对象未出现在

上下文中,需要听读者进行认知推理来识解。

3.语义引申虚化。“罢”本为具有陈述性

的动词,由于用在某些未然的假定情境中,其
语义所指对象可以隐去不表的新用法,导致

其“终止、完结、免除”的实义发生虚化,需要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语义理解。如上例(23)-
(25)尚有“完了”之义,到例(26)-(28)中,
“罢”都位于句首,表示说者对于前一发话人

或前一话题所涉之事制止或无可奈何接受,

含有“如果……就打住、停止、算了”的退让意

味。

4.“罢”的句法位置多样化。可居于句

中、句末以及句首或语段之首,由句法层面扩

充至篇章层面,具有语篇功能。

5.具有主观性。动词“罢”对事实进行客

观陈述,在语义虚化过程中,带上了言说者对

事件的态度与评价,主观化倾向明显。如:
(29)郑夫人眼中流泪,哀告道∶“师父,

慈悲为本,这十万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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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想是苏门前世业重,今日遭此冤劫,不如

死休。”老尼道∶“奶奶莫怪我说,这里是佛

地,不可污秽;奶奶可往别处去,不敢相留。”

老尼年约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晓得些道

儿,问道∶“奶奶这痛阵,倒像是分娩一般?”

郑夫人道:“实不相瞒,奴家怀九个月孕,因昨

夜走急了路,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心

慈,道∶“也罢,庵后有个厕屋,奶奶若没处

去,权在那厕屋里住下,等生产过了,进庵未

迟。”(元\话本\《话本选集》)

上例“也罢”用于一个语段之前,表示

“如果这样的话就算了(不要再说了、完了)”,

表达了老尼拘于佛门规约本来不可容留郑夫

人,但又感于其苦而决定暂时接纳的无奈、退
让的态度立场。

6.为平稳韵律或和缓语气,“罢”常叠用

或与语气副词“也”、动态助词“了”构成双音

节语调单位“也罢”或“罢了”使用。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动词“罢”发生去范

畴化,产生出了表容让的语气助词“罢”。元

代,在语气助词“罢”的基础上,出于语气缓和

及韵律平稳的需要,与长期形成线性序列关

系的语气副词“也”融合成的双音节语气词

“也罢”。

四、“也罢”与“也好”的差异

“也好”也是个多义词,在近代汉语白话

说讲体文献中与“也罢”在某些方面交叉重

叠,二者都有语用标记用法,标记话语组织和

言语行为等语篇功能。据目前所掌握语料来

看,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也好”形成于明代,

晚于“也罢”,发展至现代汉语阶段,在表示容

让语义方面“也罢”与“也好”此消彼长,“也
罢”逐渐式微,“也好”则使用频率上升,且部

分取代了“也罢”的功能。

语义方面,“也好”表示对背景信息、事件

的退让性承认,相当于“也行”。如:
(30)婆子道:“老媳妇见小娘子两遍说亲

不着,何不把小娘子去个好官员家? 三五年

一程,却出来说亲也不迟。”计安听说,肚里

道:“也好,一则两遍装幌子,二则坏了些钱

物;却是又嫁什么人是得?”
(《警世通言》集藏\话本)

例中“计安”对婆子所提建议虽非完全赞

成,但也基本认可,婆子与计安的话语之间是

顺承关系。而“也就算了”之意则需用“也罢”

表达,如:
(31)贾母睁眼笑道:“我不困,白闭闭眼

养神。你们只管说,我听着呢。”王夫人等笑

道:“夜已四更了,风露也大,请老太太安歇

罢。明日再赏十六,也不辜负这月色。”贾母

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实已四

更,他们姊妹们熬不过,都去睡了。”贾母听

说,细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贾母笑道:“也罢。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

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头可怜见

的,尚还等着。你也去罢,我们散了。”
(《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集藏\小说)

贾母起先还想与众人继续赏月,但听王

夫人说夜已深姊妹们熬不过都散了时,贾母

只好收回提议,“也罢”表“既然如此,那就算

了”意,贾母前后两个话轮之间的语义为弱转

折关系。

近代汉语中,“也好”的语篇功能不如“也
罢”丰富,只有切换话题和接转话轮两种功

能,如:
(32)世界上岂有拿着女儿做仙人跳可以

讹钱的? 在中国犹可说,横竖不讲法律,可以

行蛮将男子捆着辱打,逼他的钱,剥他的衣,

男子出在日本岂可干这种事? 诈欺取财的

罪,他可担受得住吗? 在乡里犹可说,竟敢在

东京,又是住人最多的旅馆内,干出这样事

来! 偏又遇着你这书呆子,真是又好笑又好

气。我看那老杀才是利令智昏,你就算是色

迷心窍。也好,三十块钱学个乖。不然,你这

样真读书人,只会作诗读文章,也就不得了。
(《留东外史》集藏\小说)

例(32)“也好”出现在同一话轮的不同话

题之间,起过渡转换作用。
(33)侯化泰说:“整桌的都是什么酒席?

你说说吧。”那小二说:“上等全席,海味燕菜

全有;满汉席、鸡鸭席、八人席、行长的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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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侯化泰说:“也好,上等席几两银子?”小

二说:“六两一桌,连酒带饭。”侯化泰说:“也
好,照样给我来一桌。”

(《康熙侠义传》集藏\小说)
(34)乞 丐 说:“小 官 人,请 下 马 歇 息 片

到。”世汉心想,也好! 歇不歇倒是小事,我正

好向他打听打听。
(《小五虎演义》集藏\话本)

例(33)(34)“也好”分别用在对话和独白

话语的起始位置,承接上一话轮,以使交谈或

语篇连贯下去。

五、结 语

近代汉语白话讲说体文献中的用在句首

或句中位置独用的“也罢”是一个典型的语用

标记语,具有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其语篇

功能包括话语组织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话
语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其前的话题背景化

和标示话题的切换等两个方面,言语行为功

能包括话轮转接和延续两个方面。“也罢”在
人际功能方面主要表达言者对前文语境中所

发生的或所提及事件的容忍和退让性态度或

评价。“也罢”词汇化与动词“罢”的去范畴化

密切相关。其去范畴化初现于南宋,产生出

了“容让”义语气助词“罢”。元代,由于和缓

语及调协韵律的需要,语气助词“罢”与语气

副词“也”融合成为双音语气词“也罢”。从近

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阶段,语用标记语“也
罢”与“也好”此消彼长,两者在语义、语气和

篇章功能等方面虽有重叠交叉,但也存在明

显差异。

【 注 释 】

①方梅2000《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功能》,《中国语

文》05期。方梅指出“所谓话语组织功能体现在话题的处理

功能方面,比如话题的前景化、话题的切换。言语行为功能

是指服务于话轮处理的功能,包括话轮转接功能和话轮延

续功能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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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andthinksthatin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opresentChinese,“yeba(也罢)”Walks
downthedrain,and“yehao(也好)”bycontrast,ismovingtowardflourishinggradually.Althoughthere
aresomeoverlapsbetweenthetwoPragmaticmarkers,butthereareals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seman-
tics,moodandtextual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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