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5，2017 

“好像"的历时考察及其最新发展 

朱建军 唐依力 

摘 要：“好像”的历时发展路径为：动词性偏正短语一像似义动词一像似义副词— 揣测情态副词一委婉 

情态副词一话语标记。“好像”在现代汉语 口语中衍生出的话语标记用法，其负载着特有的话语功能，学界关 

注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据分析，“好像”特有的话语功能主要有主观评述，以不确定形式委 

婉传递说话人的真实想法，体现说话人对事态的否定和不满，说话人记忆模糊下的话语连接。但“好像”还没 

有发展到典型话语标记这样成熟的水平，尚处于话语标记用法阶段。 

关键词：“好像”；短语；动词；像似义副词；揣测情态副词；委婉情态副词；话语标记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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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好像”有着不同的功能及其所对应的形式。现代汉语中的“好像”可以分析 

为动词性偏正短语、偏义动词、副词三种语法单位。其中偏义动词兼有像似义和揣测情态功能，副词主 

要具有揣测情态功能和委婉情态功能。①但如若综合“好像”的历时和共时语料，“好像”在现代汉语中表 

现出的句法多层次和多义性，在历时语料中基本能找到其对应的发展轨迹。 

对于“好像”的历时发展进程，太田辰夫、邱崇、张璐和万小芳等均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太田辰 

夫认为“‘好像’是在‘像’前加上‘好’这个表强词而构成的，但似乎也可以看作一个词”，②从他所举的 

例子来看，“好像”的连用似最早出现在元代。邱崇认为“好像”作为偏正式的动词性短语，最早出现在 

元代，后来发展为“表示测度的语气副词”。③张璐持相近观点。@TYd~芳简单涉及了“好像”的历史演变， 

她认为名词性的“好像”最早可能出现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⑤，“好像”作为动词使用出现在元代，作 

为带有推测意义的“好像”最早出现在清代。⑥ 

本文拟从历时角度对“好像”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发展路径作出证明，并考察现代汉语El语中衍生 

出的“好像”的话语标记用法及其话语功能。文章将对“好像”在其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不同功能及 

用法进行测定。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除了少量摘 自网络及转引 自其他论著(均予以注明)之外，主要来源有三：一 

为北京大学 CCL语料库(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二为台湾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 ；三为“中国基本古 

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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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的历时考察 

“象”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①中共列出 19个义项：o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9象牙的 

省称。0形象，有形可见之物。o相貌；肖像。o《易》中用语。o象征。e摹拟；描绘。0效法。o想 

象。o相似，好像。o古代通译南方民族语言的官。@法；法令。 执法；以法治理。 道理。 象尊， 
一 种酒器，也简称象。o古乐名。 古代一种手执干戈的舞蹈。o中医学术语。．I9姓。“象”甲骨文作 

、 ，当知。为本义，“相似，好像”义为其引申义。 

“像”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共列出7个义项：o相似。9摹拟；仿效。0依随；依照。o形 

象；相貌。o人物形象的图画或雕塑等。o法式。e如；比如。许慎《说文解字》：“睇，象也。从人从 

象，象亦声。”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象者，南越大兽之名，于义无取。虽韩非日：人希见生象也，而案 

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然韩非以前，或祗有象字，无像字。韩非以后，小篆既 

作像，则许断不以象释似，复以象释像矣。”⑨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像”字在战国时就已出现，楚系简帛文 

字“像”作像。严一萍认为“象为本字，孳乳为像”④，此说可从。⑤ 

无论是“象”还是“像”，表“相似，好像”义的用法出现得较早 ，如“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见《周髀算 

经》)。但“好”和“像”的连用，却出现得相对较晚。 

根据我们 目前掌握的语料来看，“好”和“像”最早连用为动词性短语在宋代开始出现。此时的“好” 

和“像”属于不同的结构层面，“像”是主要动词，“好”是“像”的修饰语，表达的是像似义。 

(1)云屯欲倚金城重，星陨俄惊玉帐空。好象祁连筑新壕，鼓鼙遗恨意何穷。(宋 崔敦礼 

《宫教集》卷二) 

从此诗的韵律节奏上分析，前两句的“云屯”“星陨”，最后一句的“鼓鼙”皆为两个实义词的结合，都需要 

重读，以此推断第三句的“好”和“象”在组合成一个音步时“好”应重读，与其余三句的节奏相呼应。所 

以，上面例句中的“好象”可以替换为“犹像／极像”。 

“好”和“像”大量结合使用是在元明。“好像”常跟体词性成分连用。以下两句的“好像”都可以替 

换为“犹像／极像”。 

(2)这一个走的好像俺哥哥张林。(转引自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例) 

(3)这女子娇模娇样，好像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明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好像”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的“好像”由于使用频率的增加，“好”和 

“像”的结合也渐趋紧密，此时“好”的程度义逐渐淡化，“像”的相似义逐渐强化，最后“好像”彻底词汇 

化为像义动词，二者合起来作谓词使用，充当句子命题中的谓语，后面常跟谓词性成分连用。 

(4)崔生见他言词娇媚，美艳非常，心里也禁不住动火。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 

象个小儿放纸炮，真个又爱又怕。(明 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将(4)中的“好像”替换为“如同”后 ，命题意义基本相同。但是替换为“非常像”就有问题。 

到明末，已经出现了“好像”移至动词前作为像似义副词的用法。如： 

(5a)(净望介)那里许多人马卷地而来。 

(副净)奔逐之势好像向此处来的，莫非蓟州人回了? 

(净点头介)多应是了，且将酒来吃。(明末清初 李玉《占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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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 

②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③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④ 严一萍：《楚缯书新考》，《中国文字》1967年第 26册。 

⑤ 有鉴于此，本文对“好像”和“好象”不作区分 ，一律写为“好像”。语料中若有“好象”，保留原貌，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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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中的像似义副词既有客观观察，又有主观揣测。可以替换为： 

(5b)奔逐之势看上去像向此处来的，莫非蓟州人回了? 

(5c)奔逐之势可能向此处来的，莫非蓟州人回了? 

从明清开始，随着像义动词“像”逐渐虚化为揣测义情态副词，“好像”的揣测情态功能开始凸显。 

(6)他这几日正在这里住着，每 日到离此地不远一座青云山去，也不知甚么勾当。据奴才看， 

好像有甚么机密大事似的。(《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 

例(6)中的“好像”可以替换为“似乎”，句法上与“或许”“可能”“大概”这一类表示揣测义的副词基本 

平行，同属一个家族。其揣测义与前文的插入语“据奴才看”相呼应，表达了主观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法演化过程中有一个伴随l生现象开始出现，那就是从表像似义的副词开始，“好 

像”的句法位置开始前移，由原来处于宾语之前移到谓语动词前，最后移动到小句句首。它的句法辖域也 

随之扩大，再加上“好像”修饰的谓语动词也逐渐复杂化，这些都使得“好像”的副词地位越发明显。 

换言之，“好像”由短语演变为一个表命题功能的像义动词，再演化为兼具言谈功能的表像似义的 

副词，然后进一步演变为表揣测义的情态副词，同时由原先命题中的谓词降级为谓词的修饰成分，在充 

当谓词的修饰成分的同时也扮演了句子修饰成分的角色，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从动词进一步虚化 

为副词，这一演化路径是汉语语法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如“好像”这类像似性揣测类情态副词(同一家族的还有“似乎”“仿佛”等)，从最早具有词汇上的 

像似义一步步演变为推理上的像似，由客观意义一步步演变为主观意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主观 

推测的过程中，“好像”还衍生出了否定语义。如： 

(7a)这些问题好像挺复杂，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7b)这些问题好像挺复杂，实际上并不难解决。 

(7b)句中“好像”的否定语义是其所在的语境提供给它的。离开这些语境，其是否具有否定语义，是不 

好判断的。 

马建忠早在《马氏文通》中指出：“助字所传之语气有二：日信，日疑。故助字有传信者，有传疑者。”① 

从“传疑”和“传信”这一角度上来分析，“好像”这类像似性揣测情态副词传疑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如： 

(8)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 

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 

上句中“好像”的传疑功能既和具体的语境有关系，也和使用者的言语习惯有关系。因为，表示揣测的 

这类情态副词本身就是主观性和情态性极强的一类副词，而它们的主观性和情态性也只有在语境中才 

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同时，该类情态副词的深层语义是比较复杂的。在表达不确定的推测情态之外，在现代汉语层面 

上 ，除了衍生出否定义以外，委婉情态也是该类情态副词的一个重要语义特征。委婉情态作为一种深层 

的语义特征，是语义进一步虚化的表现。 

(9)很多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们做模特的交朋友，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这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靓 

丽外表吸引了他们，他们都喜欢像蜜蜂采花那样围着我们飞来飞去。但他们的行动也仅限于此。好 

堡真正敢于追求的人也并不多。 

很明显，例(9)中的“好像”具有揣测情态。这一点我们可用“可能”“或许”等表推测义的同层级的情 

态副词替换的方法来证明，显现句子“揣测”的情态。但同时，如若仔细分析，例(9)中的“好像”也可 

以理解为委婉情态。从前面小句“他们的行动也仅限于此”可以看出，说话人对那些“男孩子”是有 

明确判断的，用“好像”作看似不确定的主观揣测则更多地是考虑到了听话人的感受。因此 ，在揣测 

情态义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的委婉情态义，可以说，(9)中的委婉情态义是通过揣测情态义来体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 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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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而例(10)中的“好像”，委婉情态义明显加深，而揣测情态义却基本消失： 

(10)最让我反感的是，有些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总要教育人，这种想教育所有人的姿态我极为 

反感，确实反感。⋯⋯但后来他们翻身了，尊重知识和人才了，他们就好像不认账了，说我们光受压 

迫了，都成了受害者和反“四人帮”的英雄了。 

(1O)句中的“好像”，按照常理我们会作为揣测情态来理解，但是后一分句“说我们光受压迫了，都成了 

受害者和反‘四人帮’的英雄了”表达的却是说话人明确肯定的观点，这就使得听话人对前面的“好像” 

表达的揣测义产生了怀疑，从而对“好像”的功能义进行重新推导，用“说我们光受压迫了”来说明“他们 

就不认账了”是说话人已知道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并无揣测义，实与委婉有关。 

委婉情态作为人类言语交际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际手段。不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其他语言中，其 

表达都是必不可少的，有其特定的语用目的。所谓委婉表达，就是用委婉曲折、甚至是隐讳的言语形式 

表达原本可以直接表达清楚的内容，也就是陈望道所提出的“说话时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 

烘托暗示”①这种表达手段。 

委婉情态表达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某些表达“淡化”作用的副词。这里所说的“淡化”是指意义的 

弱化与语气的不确定。在“淡化”语义和语气的同时，实现语言表达的委婉效果。表揣测义的情态副词 

“好像”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好像”具备表达委婉情态的语义基础。 

(9)(10)说明，“好像”由揣测情态虚化为委婉情态的过程是逐渐过渡的，这也符合 Hopper所提出 

的“保持原则”②，即当一个形式由词汇项语法化为功能项后，这个形式原有的句法语义特性还会保留到 

功能项的用法之中。由原先的揣测情态到揣测情态和委婉情态兼具再到后来的委婉情态，体现了语言 

发展中语用法的语法化③过程： 

揣钡 睛态 一 揣测情态+委婉情态 一 委婉情态 

综上，“好像”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由像似义动词性短语词汇化为像似义动词后前移至动词前虚化 

为像似义副词，由像似义副词继续虚化为揣测义情态副词和委婉义情态副词。“好像”由动词性短语到 

动词到副词的句法位置的历时演变过程大致为： 

s好一像 0 一 s好像 0一 s好像Vp— s好像 Vp／好像 SVp— s好像 Vp／好像 SVp 

像似义动词性短语 像似义动词 像似义副词兼表揣测情态 揣测情态副词 委婉情态副词 

二 “好像"的最新发展：话语标记用法④ 

相同的语义基础、句法环境并不必然导致相同的语法化结果，语法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法化是否发 

生或语法化的程度。比如“好像”和“似乎”这两个副词，“好像”既保留了动词用法，又保留了副词用法； 

“似乎”只有副词用法。但在现代汉语中的“似乎”，除了揣测义、委婉义之外，其语法化的脚步基本上停止 

了，而“好像”的语法化还在进行中。“好像”由动诃陛短语词汇化为动词，又语法化为像似义副词，然后又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第 135页。 

② Hopper，Paul J．，On Some Prine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In Traugott and Heine(eds)．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Amster- 

dam：Benjamins，vo1．1，1991． 

③ 沈家煊：《语用法的语法化》，《福建外语》1998年第 2期。 

④ 审稿专家在评阅意见中指出：⋯好像’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已经衍生出的话语标记的用法，这一认识似乎有些牵强，就作者所举 

例子来看，基本上还是由于话语过程中的I}缶时停顿或追补等现象造成的，即使有形成话语标记语的倾向，至少在目前并不普遍，很难说已 

经形成了话语标记语。”我们基本同意审稿专家的上述意见，我们将“好像”的最新发展称之为“话语标记用法”，亦正缘于此。因为我们 

发现，“好像”在现代汉语中只是具有了充当话语标记语的萌芽 ，尚未演变为成熟的话语标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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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揣测情态副词和委婉情态副词后，在现代汉语中再进一步虚化，产生了话语标记的用法。④这说明 

“好像”的词汇义越来越虚，“好像”的用法已经从句法层面、语义层面上升到了语用层面。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是意义较抽象的、语法相对独立的词或短语，它不改变句子的真值条 

件。②话语标记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 

态度。③典型话语标记的话语标示功能都较为多样，并且在话语中的位置非常灵活。 

现代汉语中的“好像”还没有发展到典型话语标记这样成熟的水平，“好像”用来充当话语标记还是 
一 种比较新的语言现象，尚处于话语标记用法阶段，只是临时行使话语标记功能。 

Traugott，E．&R．Dasher认为话语标记的形成有一条较为普遍的路径：认知情态副词一话语标记。④ 

从“好像”作为动词(短语)充当命题表达虚化为像似副词和揣测情态副词，再进一步虚化为委婉情态副 

词，最后虚化为话语标记用法的过程，也就是从客观性到主观性再到交互主观性⑤的过程，它符合 

Traugott所说的这条普遍的路径。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其委婉情态义进一步减弱，话语衔接的功能 

开始增强，更突出体现了话语中的“交互主观性”。说话人在使用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时，既考虑到 

了听话人的立场和感受，同时也体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的一种方式。 

(11)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回家去，正好父亲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过年快乐这样子，然 

后就 ，反正他可能一时不知所措 ，不晓得怎么回应。 

(12)其实我爸在他的兄弟里面啊，他是最矮的那一个，好像。但是他最矮也有一百七十公分。 

以上两句中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语音上，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好像”的两个音节内部结合更加紧密，甚至出现弱化现象，“好像”的后 

面(如 11)或前面(如 12)可以有一定的语音停顿，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独立的语调单位，更利于引出话题。 

2．句法上，与表委婉情态义的“好像”相比，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句法限制更少。因为其辖域已 

经涵盖到了前面或后面整个话语部分，即一串话题链，所以“好像”可以自由地放在句首或句尾。这说 

明，作为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已经越来越趋向句子的外围部分。它主要与其前或其后的话语相关 

联，因此常常位于句首或句尾。 

3．语义上，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其实际词汇语义功能基本消失，可以删除且不影响原句的词 [ 

表义功能，其出现与否不改变其所在语句表达的命题的内容，也不影响其真值条件。我们将(11)和 

(12)中的“好像”删除后语义上与原句保持一致，未改变句子的真值条件。所改变的仅仅是说话人对语 

句的提示。原句中的“好像”具有语篇衔接的功能，同时提示一个句子的开始(如11)或结束(如12)。 

4．语用和语篇上，“好像”对言语交际进行了调节，具有引出话题和衔接连贯的话语功能。引出话 

题如(11)，旬首的“好像”作为一个话轮开始的标记，在多人会话中，它也有争取话轮权或控制话轮权的 

功能。说话人发出“好像”这个信号表示他要发言或继续说话。衔接连贯如(12)，句尾的“好像”一方面 

表达前句的结束，同时进行信息的追加或追补。当然这里不排除结尾的“好像”之后没有后续句。这取 

决于说话人在“好像”语音上的变化。通常，全句结束的“好像”语音上更弱，而还有后续句的“好像”语 

音 匕相对强一些。 

① 张谊生教授在邮件交流中提到，“委婉情态副词”与“话语标记”只是同一个成分的不同命名而已。我们认为，“好像”的话语标 

记用法是由其“委婉情态副词”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作为话语标记，“好像”出现的句法位置更加灵活，它的话语标示功能也呈现出多 

样性。除了在话语的衔接、连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之外，“好像”还有其独特而丰富的话语意义，而这些都是作为委婉情态副词的 

“好像”所不具备的。 

② Carol Lynn．Moder，Aida Martinovic-Zic，D cou e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③ 董秀芳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 1期。 

④ Traugott，E．＆R．Dasher．，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87． 

⑤ 我们对于“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解主要采纳 Traugott的观点 ，指的是说／写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读者 

“自我”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体现在认识意义上，即关注听／读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意义上，即关注听／读者的 

“面子”或“形象需要”(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oo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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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话语标记的形成都是与虚化和主观化过程密切相关的。在词汇化阶段，“好像”作为谓词直接构 

成了句子的基本命题。在语义虚化和主观化阶段，表像似和揣测的副词“好像”放在谓词前，靠近基本命 

题；表委婉的“好像”可以以零形式出现，离基本命题的距离更远；而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由于其辖域的 

扩大，已经从基本命题游离出来，可以出现在句首或句尾，体现了其在语篇中的话语标记功能，它与基本命 

题之间的距离最远。可见，形式限制提供了偏离的可能性，功能驱动提供了偏离的必要性。①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历时语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好像”的话语标记用法，可以推知话语标记用法 

的“好像”应该是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产生的。 

三 结论和余论 

通过前文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相关语料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好像”完整的历时演变过程： 

s好一像 0 一 s好像 0 一 s好像 Vp s好像 Vp／好像 sVp一好像 ，SVp／SVp，好像 

像似义动词性短语 像似义动词 像似义副词兼表情态 情态副词 话语标记用法 

客观性 客观性／主观性 客观性／主观性 主观性／交互主观性 交互主观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除了前文所述的具有引出话题和衔接连贯的话语功能 

外，还有其特有的话语功能。根据我们对现有语料的分析，“好像”特有的话语功能主要有以下四类：1． 

主观评述，如例(13)；2．以不确定形式委婉传递说话人的真实想法，如例(14)；3．体现说话人对事态的否 

定和不满，如例(15)；4．说话人记忆模糊下的话语连接，如例(16)。 

(13)一“您可别让我觉得好像您就是为了想听我谢才成心这么着的。” 
一

“别说了，你再这么说我可真无地 自容了。”马林生望着儿子，“我改成不成?” 

(14)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他而改变的。可是后来会变得自己越来越不快乐，因为 

失去 自己了。当然，结果当然也就是彼此伤痕累累的，讲这个好像⋯⋯就是彼此也都⋯⋯我想都有 

很深刻的感受。虽然有一些伤痕在身上，可是给彼此都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5)然后父母常常会想，我养你这么大，我问你是哪些朋友跟你出去你也不讲，然后你到底是 

跟朋友比较好，还是跟我比较好。有时候他父母也会有私心，好像儿子养大了就会往外跑，这个都 

是一般父母所有。 

(16)寻找一部故事片，好像讲的是抗战时期一群大学生的事情，好像后来那个女主角还死了。 

谁知道啊?(摘自网络) 

作为话语标记用法的“好像”具有的话语意义，与其最早的相似义、后来的揣测义、再后来的委婉义 

等都有些牵扯不清，这说明“好像”作为话语标记还不成熟，虚化得还不彻底，要想具备固有的话语意义 

和感情色彩，成为典型的话语标记，还有很长的一段虚化路程要走。 

话语标记化的“好像”除了上述四种功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功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本文提出的 

上面这四种话语标记化的功能是否准确也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还需要在形式条件上进行描写和限定。 

限于篇幅，相关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另外，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现代汉语中，表示不确定性的揣测类情态副词，除了“好 

像”以外，还有“大概”“可能”“也许”“恐怕”等等。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大概”这一类词也经历了从 

揣测义情态副词到委婉义情态副词的嬗变过程，只是它们并未像“好像”一词那样发展出话语标记用法 

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大概”一类词的语法化进程，造成了它们不同的演化路径?这还有待 

我们进一步考察。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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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丙甫：《论形式和功能的统一是语法分析的根本基础》，《外国语 2006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