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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汉语时间连接成分可以根据事件的先后顺序分为起始、接续和结尾三类,语义相近的成

分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从时量和替换的角度来看,接续时间连接成分各成员之间的语义差异主要表现

为篇章语义特征的不同,即阶段性、连续性、步骤性和伴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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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中绝大部分接续时间连接成分都

有时量方面的特征,这种时量或长或短,具有相

对的模糊性.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时量特征来考

察接续时间连接成分相近成员之间的替换情况.
考虑到应用的普遍性,我们这里只对其中典型性

接续时间连接成分进行分组比较,而像“许久”
“好久”“半天”“良久”等非典型性接续时间连接

成分、具有更多共性的立时和瞬时类接续时间连

接成分、处于不同结构特征的同时连接成分,以
及多音节接续时间连接成分等等,将暂不予以

考虑.
从时量的角度出发,典型性接续时间连接成

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相对时量的“长短时 A
类”,即“后来、然后、之后、而后、尔后、以后、往
后、此后、其后、事后、随后、随即、随之、接着、接
下来、于是、跟着、继而、再、又、还、才、就、便”等;
绝对时量的“长短时B类”,即“很快、不久、一会

(儿)”等[１]５３.

一、长短时A类接续时间连接成分之间的比较

(一)接着、接下来、跟着、继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接着”和“接下来”.从

客观时量上来看,“接着”更常见于短时连接,长

时量特征往往被隐藏;而“接下来”因其蕴含“阶
段性”语义,长时量特征更为突显.例如:

(１)然而不幸,她嫁来半个月后,根

生就患了一场大病,接着
  

(＊接下来)是

瘟羊瘟鸡;(茅盾«残冬»)
例(１)中“接着”连接的前后事件虽然具有

“阶段性”,并且客观上长时量特征也相对比较清

晰,但前后事件缺少某种关联,不能表示“阶段性

跨越”,因此这里的“接着”不能换成“接下来”.
这实际上是“接着”和“接下来”的一个显著区别,
即在表现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某个跨越

式的发展常常用“接下来”而非“接着”连接.
另外,“接着”因为主要突显短时量特征,前

面常常可以加上一个“紧”字构成“紧接着”,以强

调前后事件时距之短.例如:
(２)一个茶房送来了茶碗,紧 接 着

   
就有人送上一块热毛巾.(邓友梅«那

五»)
当然,“接着”“接下来”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可

以相互替换的.例如:
(３)学习新知识,要先进行预习,然

后重点记录难点以及不懂的地方,接着
  

(接下来)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知识的训

２５



练,这样学习就会既轻松又有效率.
例(３)中“接着”与“先”“然后”等时间连接成

分配合使用,整体连接三个“学习新知识”的先后

过程,这里的时间铺排既可以是长时的,也可以

是短时的,既可以是阶段性进程,也可以是连续

性进程,因此“接着”完全可以用“接下来”替换.
“跟着”也是一个突显短时特征的接续时间

连接成分,但在篇章中应用不是很普遍.与“接
着”不同的是:“跟着”一般只连接连续性进程,因
此基本上不存在长时特征.“跟着”一般都能用

“接着”替换.例如:
(４)忽然的,两声枪响,很近,仿佛

就在 大 门 外.跟 着
  

(接 着),又 响 了 几

枪.(老舍«四世同堂偷生)
“跟着”前面也常常加“紧”构成“紧跟着”,以

强调前后事件时距之短.例如:
(５)他干笑起来,紧 跟 着

   
咳嗽了一

阵,一边咳嗽还一边有声无字的叨唠.
(老舍«新韩穆烈德»)
“继而”既有长短时的时量特征,又有“阶段

性”的语义特征,其功能似乎与“接下来”更为接

近,但仍有区别.“继而”虽然可以连接“阶段性”
事件,虽然可以清晰地表达客观的长时量语义,
但其篇章语义却更接近于“接着”,突显的仍然是

短时特征.因此,在不表现“阶段性”事件的篇章

中,“继而”一般可以替换成“接着”但不宜替换成

“接下来”,而在表现“阶段性”事件的篇章中,“继
而”一般与“接着”和“接下来”都能替换.例如:

(６)南希低头站在于德利面前,继
 

而
 

(接 着/＊接 下 来)抬 脸 问:“你 去 哪

儿?”(王朔«谁比谁傻多少»)
(７)她险症于一次正常、例行的流

血,先是体内创口感染,继 而
  

(接着/接

下来)扩展到全身感染,高烧不退,很快

便出现了中毒性休克.(王朔«痴人»)
例(６)是单纯的事件发展的连续进程,因此

这里的“继而”不宜替换成“接下来”;例(７)是“流
血”的不同发展阶段,期间必然经过一定的时间

量,这里的“继而”可以用“接下来”替换,但整个

篇章语义突显的却是短时特点.
(二)随后、随即、随之

从客观时量上看,在连接两个事件方面,“随
后”的时量最长,“随即”次之,“随之”最短.但这

只是三者的基本语义特征,实际上,它们在特定

的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首先,如果前后事件的发生在主客观上都能

够明确表示一定的时间距离,则一般情况下只能

用“随后”连接而不能用“随即”和“随之”.例如:
(８)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一会,后

来复大笑一阵,把话转到这次战争的发

展.随后
  

(＊随即/＊随之)他又陪我去

医院 看 望 受 伤 的 同 乡 官 兵.(沈 从 文

«一个传奇的故事»)
例(８)中前后事件都表现为“阶段性”发展,

在主客观上都表现为长时量,这里的“随后”都不

宜用“随即”和“随之”替换.
有时,篇章结构虽然客观上表现为长时量,

但主观上表现的却是短时量,此时,“随后”和“随
即”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例如:

(９)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

停,去昌平,随 后
  

(随即)折头又返回北

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冯骥才«一百

个人的十年»)
如果前事件中有“一会(儿)”“一阵”“半天”

“不久”“很久”“三天”“一分钟”等补充时量出现,
则后事件既可以用“随后”连接,也可以用“随即”
连接.用“随后”连接突显的是前后事件的客观

时量,而用“随即”连接突显的则是前后事件的相

接性,即主观上的连续进程.例如:
(１０)那 年 轻 人 看 了 我 半 晌,随 后

  
(随即)拔脚便往我屋里跑.(余华«活

着»)
事实上,一定时距的“相承性”仅仅是“随后”

的一个基本方面,“随后”也常常表现为“相接”的
语义特征.因此,如果前后事件在时量上是紧密

相接的,则通常情况下既可用“随后”连接,也可

用“随即”连接.例如:
(１１)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

  
(随即)皱着眉头说:(张贤亮«肖尔

布拉克»)
“随之”的语义则要单纯得多,绝大多数情况

下它都表现为“伴随义”,此时,“随之”一般不宜

用“随后”或“随即”来替换.例如:
(１２)李缅宁立即站起,随 之

  
(＊随

后/＊随即)一阵头晕眼花,想抬腿走,
却双膝麻木人像砍断的树向前栽去,被

韩丽婷一把托住.(王朔«无人喝彩»)
“随之”有时也和“随后”“随即”一样能够表

现“相接性”特点,此时,三者可以相互替换,但这

种情况并不多见.例如:
３５



(１３)几块砖头砸在我身上,我顿时

感到一阵钻心的疼,我还忍着,随之
  

(随

后/随即)又扔上来几块砖头砸在我身

上,玻璃也碎了,(王朔«痴人»)
(三)然后、之后、而后/尔后、后来、以后、

往后、于是

从时量长短来看,“然后”和“后来”“以后”之
间差距比较明显,应该很容易区分,而“之后”和
“而后/尔后”则既存在和“然后”替换的情况,也
存在和“后来”“以后”替换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差

异要显得复杂一些.下面我们分组进行讨论.

１．然后、之后、而后/尔后

它们都可以表示短时量,因此,如果前后事

件呈现出“相接”的特点,则它们之间一般可以相

互替换.例如:
(１４)胡风很平静地走向她,用劲地

握了她的手,之后
  

(然后/而后/尔后)用

闪着光(是泪光么)的眼睛望着她.(曾

卓«文学长短录»)
“然后”虽然多数情况下都连接短时事件,但

它在篇章中有时也表示长时量.与“之后”“而后

/尔后”不同的是,“然后”即便连接长时事件,但
整个篇章语义呈现的却是短时色彩.应该说,连
接短时事件是“然后”的一个最基本的篇章功能.
林欢曾举过一个留学生“然后”偏误的例子:

(１５)＊扎西顿珠约定了过几年以

后回来接她.然 后
  

,央金生了个女儿,
但 是 扎 西 顿 珠 始 终 没 回 来.央 金 就

死了[２]１０４.
这个例子中从前事件的“约定”到后事件的

“生子”不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过程,姑且不论用

哪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但用“然后”显然是不正

确的.
另外我们也发现,尽管“之后”也能够连接长

时事件,但出现频率很低.“而后/尔后”则不然,
它连接长时事件和连接短时事件的频率基本

相当.

２．而后/尔后、后来、以后

它们都可以表示长时量,因此,如果前后事

件呈现出长时“相承”的特点,则它们之间一般可

以相互替换.例如:
(１６)小吕已经在农场里长大起来

了.在菜园干了半年,后来
  

(而后/尔后

/以后)调到果园,也都半年了.(汪曾

祺«羊舍一夕»)

但是,如果前后事件具有某种转折关系,则
通常情况下只能用“后来”而不能用“而后/尔后”
或“以后”连接.例如:

(１７)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年轻时

也是挑夫,后 来
  

(＊而后/＊尔后/＊以

后)腿脚有了点毛病,就在码头上看看

稻船,收收筹子.(汪曾祺«大淖记事»)
另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而后/尔后”不仅

可以表示长时量,它也可以表示短时量,使篇章

结构呈现出短时“相接”的特点,这是“后来”和
“以后”所不具备的.例如:

(１８)于是肖济东从自己口袋里掏

出三块钱,说:“多出了三块.”说着便将

钱递 到 男 人 手 上,尔 后
  

(＊后 来/＊以

后)扬长而去.(方方«定数»)
“以后”相对于“后来”而言,它所表现出的时

量永远是长时的,带有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但
“后来”却并非永远是长时的,它有时还可以是类

似“一阵子”的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常常表现在

一个连续的进程中.此时,“后来”一般不宜替换

成“以后”.例如:
(１９)起初,只听见马先生说话,她

一声不出.后来
  

(? 以后),她慢慢的答

应一两声.最后,一答一和的说起来.
(老舍«离婚»)
事实上,“以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接续时间

连接成分,多数情况下它表示的是将来时间,既
可以是表示时点时间的“过去的将来”,也可以是

表示时段时间的“现在的将来”,前者一般不能用

“将来”一词替换,后者则可以.如果“以后”表示

的是“过去的将来”且又是时段时间,则通常情况

下可以用“从此”或“此后”来替换,例如(２０):
(２０)我是在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

植物的.以后
  

(从此/此后)我再也没看

到过这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汪曾祺

«翠湖心影»)
“以后”有时也表示经常性的某一段时间.

例如:
(２１)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

些骨头 之 类 的 东 西 喂 它,表 示 点 儿 意

思.以后
  

我每天早上到菜园去,它就想

跟.(杨绛«干校六记»)
关于“以后”和“后来”的语义差别,一些学

者[３]５１[４]１０３曾用过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表示:
４５



李华、侯颖等认为:“后来”具有与前文相呼

应的承接作用,因此常配合使用“先”“起初”“原
来”等呼应词,而“以后”则没有这种功能.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发现,“以后”实际上也常与

起始时间连接成分呼应配合使用,也具有表示承

接的时间连接功能.例如:
(２２)解放后他 先

 
是在中财委干了

一段时间,以后
  

去了开滦,再 以 后
   

受到

不公 正 对 待,慢 慢 无 闻 了.(«人 民 日

报»１９９５．０３．０２)

３．然后、后来、以后

“然后”和“后来”“以后”之间的替换情况与

“然后”和“之后”“而后/尔后”大致相同.“然后”
有时可以表示长时量,因此存在着与“后来”和
“以后”替换的可能性,但仅限于“阶段性”事件.
例如:

(２３)自从那次谈话以后,周仁再也

没有登门,很快又听说他辞了职,后 来
  

(然 后/以 后)又 听 说 他 去 了 香 港 
(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然而,使用“然后”和使用“后来”“以后”篇章

语义的表达效果毕竟是不同的,一个是短时色

彩,一个是长时特征,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然后”
和“后来”“以后”之间是不宜相互替换的.这一

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句中看出来:
(２４)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

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
  

(＊后来/＊
以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

拉上包车.(老舍«骆驼祥子»)
例(２４)是个预期事件,不是实际已经发生

的,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阶段性”展望,但却处于

当前的意识中,因此整体上仍然呈现出短时色

彩,不宜替换成“后来”或“以后”(换成“以后”尽
管篇章语义仍然成立,但表示的是将来义,不再

是表接续的时间连接成分).

４．往后

“往后”的时量虽然也是可长可短的,但长可

等同于“后来”“以后”,短可等同于“然后”,因此

它的时量特征比其他成分自由度要大.
然而,受其谓词性语义的影响,“往后”作为

接续时间连接成分在篇章中应用并不是很普遍,
并且这个成分很有类似于“后面是”“下面是”“接

下来是”这样步骤性排序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在
连接功能上它实际要比其他接续时间连接成分

受到的限制多得多,替换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例如:

(２５)大家听了介绍,看了材料,看

了现 场,然 后
  

(＊往 后)进 行 了 讨 论.
(王朔«枉然不供»)

(２６)他们请我代笔回信.我举笔

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后来
  

(＊往

后)还是同屋你一句,我一句拼凑了一

封信.(杨绛«干校六记»)
像例(２５)中这样流水式或连贯式排序,例

(２６)中这样因果式排序等,几乎都无法用“往后”
来替换.

当然,如果前后事件表现的是“阶段性”语
义,则替换成“往后”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例如:

(２７)儿童学说话的时候,首先是学

会听懂大人对他说的话,然后
  

(往后)才

逐渐学会用自己的话表达意思.(方富

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
和“以后”一样,“往后”也常见于表将来时

间,是非时间连接成分的用法.例如:
(２８)你总经理有话在先,只要我搞

来了龙头产品,给制药厂入股,往 后
  

咱

俩可就是对半儿分红! (陈建功,赵大

年«皇城根»)

５．于是

关于“于是”语义关系的界定学界目前基本

上有统一的观点,即表示承接关系,且后一事往

往是由前一事引起的[５]６３６[６]２１１[７]８４６[８]６６１.从时间

顺序上来讲,“于是”连接的两个事件具有承接关

系;而从事理上讲,前后事件之间又往往具有某

种因果关系.因此,确切地说,“于是”既可以表

示承接,又可以表示因果.赵新认为,“于是”实
际上并不单纯表示一种语义关系,而是在不同的

句中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有时甚至在同一句中

兼表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９]２６.
我们发现,除了单纯表示因果关系,以下两

种语义关系可以使“于是”在篇章中承担接续时

间连接成分的功能:强承接弱因果关系,即虽然

前后事件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但篇章语义主要传

达的却是时间的先后,此时“于是”一般可以用

“然后”“之后”“而后/尔后”等来替换;弱承接强

因果关系,即虽然前后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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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但篇章语义主要传达的却是因果关系,此时

“于是”不宜替换成“然后”“之后”等.林欢曾举

过留学生关于“于是”偏误的例子[２]１０５:
(２９)＊有一天夜里陈静骑自行车

的时候,她的车坏了.她无可奈何地推

着车子,于是
  

骑车的小伙子来了.
(３０)＊有一天我跟印度朋友一起

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于 是
  

他

问我: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显然,这两个例子中前后事件不存在因果语

义关系,用“于是”连接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此后、其后、事后

这三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本身都是表事件

的,其中“此”“其”“事”承担着指代任务,虽说都

是由“事件＋后”构成,但它们在篇章中的语义功

能仍有很大区别.

１．介绍性事件一般只能用“此后”和“其后”
而不能用“事后”连接.例如:

(３１)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在长安东

南郊立祠祭祀,此 后
  

(其后/＊事后)又

在甘泉设太一祭坛.(阴法鲁,许树安

«中国古代文化史(三)»)

２．动作性事件一般用“事后”和“此后”而不

用“其后”连接.例如:
(３２)那一天他们把静气功的“六字

诀”连续运行了两遍,事 后
  

(此后/＊其

后)他们互相告知,他在“五嘘”时达到

了前所 未 有 的 最 畅 快 的 境 界,而 她 从

“四呵”到“六晒”都飘飘然有成仙的感

觉.(刘心武«黄伞»)

３．若篇章事件既是介绍性的,又是动作性

的,则通常情况下三者可以相互替换.例如:
(３３)“徐 案”之 后,见 凶 手 逍 遥 法

外,徐小雁曾试图自杀以抗议,终给家

人看住.其后
  

(此后/事后)便在重庆消

失 了———不 是 失 踪,是 换 了 居 住 地.
(莫怀戚«陪都就事»)
(五)再、又、还、才、就、便
这几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都是单音节的,虽

然很多人都承认它们具有篇章连接功能,但一般

很少有人把它们看作时间关系的连接成分,因为

它们除了可以表示承接关系外,还常常具有其他

篇章功能,其篇章语义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为考

察方便,这里我们选取的例句均出自１９９５年的

«人民日报».

１．再、又
“再”作为时间连接成分基本上都表示单纯

承接关系,一般连接短时“相承”事件,具有“步骤

性”语 义,常 与 初 时 连 接 成 分 配 合 使 用,即

“先,再”.“再”有时也连接短时“相接”
事件.例如:

(３４)穿 过 马 路,再
 

换 乘 地 铁 两 站

地,然后才到文化广场.
“又”也可以表示单纯承接关系,但不具有

“步骤性”语义,通常连接短时“相接”事件.不

过,“又”与“再”毕竟不同,“又”表示承接的同时,
往往还蕴含“重复性”语义在里面,因此,由“又”
连接的事件绝大多数都不适于用“再”来替换.
例如:

(３５)她吃些止痛片,又
 

(＊再)让妹

妹扶着下地去了.

２．还、才
这两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在篇章连接功能

上都具有兼容义.“还”表现为承接兼递进,“才”
表现为承接兼条件/原因/目的等.例如:

(３６)有一次,他们抓一个惯偷,那

家伙跳上迎面开来的一列货车,还
 

得意

地冲李永江招手.
(３７)慰问团的同志们在坐了半小

时汽车后,又冒雨步行１个小时,才
 

看到

了山坡上的水木小学.

３．就、便
这两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都可以表示单纯

承接关系,连接短时“相接”事件,一般可以相互

替换.在表示紧密相接上,“就”和“便”有共同的

形式特征,即“一,就/便”“刚(刚),就/便

”和“只,就/便”.另外,“就”和“便”在篇

章连接功能上有时也具有兼容义.例(３８)是承

接兼原因,而例(３９)是承接兼条件.
(３８)她们开始搜查这一家,在衣柜

里发现有党卫军的制服,就
 

(便)动手将

屋里的主妇打了一顿,才离开这一家.
(３９)“包月菜”只需稍微水漂一下,

便
 

(就)可下锅烹调,省却了买菜、洗菜、
切菜的麻烦.

二、长短时B类接续时间连接成分之间的比较

我们主要考察了“很快”“不久”“一会(儿)”
这三个接续时间连接成分.它们中,“一会(儿)”
基本上都是言短时的,而“很快”和“不久”则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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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长时,也可以言短时,但“不久”的长时量显

然要比“很快”主观性更强,因此,三者的时量长

短可以表现为:不久﹥很快﹥一会(儿).(“﹥”
表示“长于”)

仅就言长时而言,“不久”相对于“很快”具有

客观视点和主观视点的同一性,而“很快”则只是

在客观视点上具有长时意义,主观视点上却是言

短时的.因此,在表现言长时上虽然二者可以相

互替换,但替换以后主观意义上却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不久”如果换成“很快”,则篇章意义就会

表现出“事情变化太快”这样一种强烈的主观

感受.
“不久”和“很快”也都可以言短时,通常情况

下二者可以相互替换.但如果时间要求过快,则
一般只能用“很快”而不宜用“不久”.例如:

(４０)她抬头看到他,很快
  

(＊不久)
又垂下眸子.(王朔«无人喝彩»)
“一会(儿)”基本上只能言短时,因此在表现

短时意 义 的 篇 章 结 构 中“很 快”“不 久”“一 会

(儿)”存在着替换的可能性.例如:
(４１)那 点 脚 步 声,向 我 的 门 外 来

了,很轻很慢.不久
  

(很快/一会儿),我

看见一对眼睛,从门上那块小玻璃向里

面看呢.(老舍«月牙儿»)
不过,“一会(儿)”和“不久”一样,即便是言

短时,也要求必须有一定长度的时间量,因此,像
例(４０)中的“很快”同样也不能用“一会(儿)”来
替换.

与“很快”“不久”的另一个区别是,“一会

(儿)”有很多变体:不一会(儿)①、不大一会(儿)、
好一会(儿)、一会(儿)工夫、.殷志平认为:
“约量时间词能受表示程度高低的词语修饰,表
示时间量的增加或减少,其中受“好、老、大”修饰

言时间长,受“不、一”修饰言时间短,表示一种小

夸张意义;“一会(儿)”既能受表示往大夸张的

“好”的修饰(但不能受“老、大”修饰),又能受表

示往小夸张的“不、不大”修饰[１０]１２.例如:
(４２)老大娘把脸埋在手里,低下了

头.不 一 会
   

,泪水从指缝里渗了出来.

(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４３)她头枕在鸿渐肩膀上,像小孩

子甜睡中微微叹口气.鸿渐不敢动,好
 

一会
  

,苏 小 姐 梦 醒 似 的 坐 直 了,笑 说:
“月亮这怪东西,真叫我们都变了傻子

了.”(钱钟书«围城»)
但不管怎样,往大夸张也好,往小夸张也好,

“一会(儿)”在客观上的短时量是不变的,只不过

主观上“不一会(儿)”“不大一会(儿)”强调的是

短时感 受,而“好 一 会(儿)”则 强 调 的 是 长 时

感受.
“不一会(儿)”也可以说成“没一会(儿)”,

“不大一会(儿)”也可以说成“不多一会(儿)”,而
“好一会(儿)”进一步增加主观时量也可以说成

“好大一会(儿)”.
正是因为“一会(儿)”总是要求一定长度的

时量在里面,所以它前面也常常加上“过了”组成

“过了一会(儿)”述宾结构,强调一定时间量的流

逝,实际上仍然相当于“一会(儿)”的语义;“不
久”亦如此,但不像“一会(儿)”那么普遍.例如:

(４４)两个人望了望,又凑到一棵树

的阴影里去了.过了一会儿
     

,王喜走出

了阴影,驾车远去,金枝也走进了胡同.
(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４５)脚卵让我们在会场等着,过了
  

不久
  

,就 领 来 两 个 人,都 是 制 服 打 扮.
(阿城«棋王»)

三、结　语

本文从时量和替换两个方面比较了接续时

间连接成分内部成员之间的功能差异,考察范围

主要是长短时A类和长短时B类.我们根据语

义相近和形式相近的原则分出了六组:接着－接

下来－跟着－继而、随后－随即－随之、然后－
之后－而后/尔后－后来－以后－往后－于是、
此后－其后－事后、再－又－还－才－就－便、
很快－不久－一会(儿),主要考察了各组成员之

间的时量特征和语义特征(见表１).另外,我们

在语义特征中增加了“步骤性”这一内容,虽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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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一会(儿)”“不一会(儿)”的讨论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言.张谊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羡余否定现象[１１]３７－５０.所谓羡余否定

(redundantnegation),就是指那些虽然在形式上含有“不、没、别、未”等否定成分,但实际上并不表示否定的语言现象;或者说,如果不考

虑语用差异,某些语言表达式中的否定词及相关成分是可有可无的.换句话说,羡余否定其实就是指某些含有否定成分的结构形式,其
真实条件(truthcondition)和语义内容并不具有真正的否定性质.张谊生认为:“从羡余否定的表达作用看,现代汉语的羡余否定,主要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表时量与表度量、表回顾与表推测、表劝诫与表责备、表先时与表后接.”其中“不一会(儿)”的羡余否定现象是属于表

时量范畴的.另外,张谊生还进一步分析了形成羡余否定的诱因.



中对此没有作具体展开,但通过我们对语料的掌 握程度,基本上还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表１

特征
成分

接着 接下来 跟着 继而 随后 随即 随之 然后 之后而后/尔后后来 以后 很快 不久 一会(儿)

时量特征 长时 ＋ ＋＋ － ＋ ＋＋ ＋ ＋ (＋) (＋) ＋ ＋ ＋ ＋ ＋＋ －

短时 ＋＋ ＋ ＋ ＋ ＋ ＋＋ ＋＋ ＋＋ ＋ ＋ (＋) － ＋＋ ＋ ＋

语义特征 阶段性 ＋ ＋＋ － ＋ ＋ － － ＋ ＋ ＋ ＋ ＋＋ ＋ ＋ －

连续性 ＋ (＋) ＋ ＋ ＋ ＋ ＋ ＋＋ ＋ ＋ ＋ － ＋＋ ＋ ＋

步骤性 ＋ ＋ － ＋ － － － ＋ ＋ ＋ － － － － －

伴随性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占优势,“＋”表示存在,“(＋)”表示存在但不普遍,“－”表示基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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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十一五国家级指南类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２０１８)、
«人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佛教美学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国学人文导论»(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３)、«中国佛教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中国人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等 .

金晓艳,女,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培训基地”
和国务院侨办“东北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国家汉办/汉考国际«国际汉语教师
证书»考试认证培训中心负责人.«国际汉语教师标准»(２０１２修订版)和«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试题研发主要执行和咨询专家之一,«华文教师证书»考试项目主要评审专家之一,国家汉办
公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选拔面试官、«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面试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
会—语义功能语法学会理事、吉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近年来主要以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
国际教育为研究方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汉办等部委级以上项目

６项,出版学术专著１部,主编对外汉语教材和国际汉语教师培训教材７部,以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CSSCI以上论文２０余篇,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３项.

张学敏,男,重庆奉节县人,１９９３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２年获西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主任,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民族教育研究,任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在«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等学术刊物发表９０多篇学术论文.获教育
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三届明远教育奖(研究类)和重庆市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
奖.编著«教育经济学»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山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与民族文化协同发展»、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等课题.目前主持全

国民族教育重大招标课题«加快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对策及战略»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面向２０３５重庆市教
育现代化战略»等重大项目.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扶贫攻坚重大战略,近年来还致力于我国西南边境民族
教育、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等研究,推进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带领团队研究解决“三区三州”扶贫攻坚战略中教
育扶贫问题,为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