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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动交际看“来着”表“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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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来着”内部的同质性、表义及定性等问题一直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文章基于互动交际语料,认

为“来着”的核心表义是“确证”,包括三种类型:确证 X的真实可靠、确定自己有所知晓和确定受话人知晓.

它们与话轮形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反映了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回忆”“委婉”和“近过去”都是“确

证”在语境中发挥作用的自然产物.文章梳理了不同语义理解的线索,为传统 问 题 的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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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学界对 “来着”这个重要的虚词关注已

久,聚焦于 “来着”的同质性、表义和属性等问

题 [１]Ｇ[１５].纵观文献,讨论的问题仍存有较多争

议,提及 “来着”的表义也不少.近些年更倾向

于整合研究,试图厘清不同表义间的关系.屈承

熹主张:“功能语法认为句末虚词可行且较为科

学的研究路径是:先确认其核心功能,配合其情

态意义,从而推演出前人所主张的多种多样的释

义.”[１６]３本文将沿着这个路径,基于互动交际的

使用情况,希望能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
本文的口语语料,一是来自 «我爱我家»全

部剧集的文字转写和 «家有儿女» «武林外传»
的部分剧集文字转写 (共１２３７７５２字符,得到

９７例);二是来自我们转录的自然会话语料 (目
前４１０分钟,共１２６５０２字符,得到１３例);三

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语料库 (提取其中

的１００例).这三类语料涉及从表演艺术到电视

访谈到自然会话的不同互动类型,应能较好地反

映 “来着”的使用情况.

一、“来着”表 “确证”说

宋文辉认为 “来着”的原初意义是表示对事

实存在的确证性肯定的语气. “来着”的 “近过

去”意义是其一般会话隐含的语义化的结果,是

“来着”的确证性肯定这个情态意义的必然产

物.[１０]６１宋文辉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阐释路径,
尤其是他对疑问句 “他刚才没吃什么来着”中

“来着”所表肯定义的解读,认为这种肯定是

“来着”的派生用法,意义更虚,从肯定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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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个 “知”域转变为肯定信念与言语态度的

“言”域,是一种弱肯定.根据宋文的论述,可

以得到下图:

原初意义，现在仍然存在

知域用法 陈述句 肯定事实存在（强肯定）

言域用法 疑问句 肯定信念与言语态度（弱肯定）

基本词汇意义

图１　 “来着”的确证性肯定义

　　对此,我们有如下疑惑:第一,从 “来着”
所在的句子形式来看,除了语法上的主谓宾句和

疑问句,还有一些语用的反问句和设问句,是否

都能做 “确证事实存在”的解读? 第二,宋文只

是从 “在中性句式中一般不能受到否定”提供证

据,认为 “来着”是比较强势的肯定.他似乎更

加强调其肯定语气,而并未对 “确证”展开详细

的论述;第三,张谊生等学者对两个 “来着”的

区分并未完全依据陈述和疑问[７],显然宋文没能

解释疑问句中的 “近过去”义;最后,宋文只是

将 “确证”作为原初意义处理,认为现在仍然存

在,而 “来着”语法化之后的 “近过去”是现在

的基本词汇意义.那么共时层面上 “近过去”和

“确证”两种解读的关系? 另外其他表义如 “回
忆”“委婉”又是如何解读出来的?

我们注意到,学者们还将 “来着”与 “的”
“过”进行类比.[１][６][７][１３]就语气词 “的”而言,
吕叔湘指出 “的”是一种确认的语气,就是表示

确确实实有这件事,没有错儿.[１７]２６３李讷、安姗

笛、张伯江也从及物性和语体角度论证了 “的”
是广义的带有情态作用的语法成分,最本质的特

点在于表示主观的确认态度.[１８]史金生也指出

“的”是传信语气词,功能可以概括为 [＋肯

定].[１９]再看 “过”,吕叔湘将 “来着”与 “过”
做了比较.[６]３４８比较的前提是二者都表示 “过去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显然这是一种 “确证”.另

据饶宏泉,“V 过”的话语功能是论证说明,提

供 “信据力 (argumentativity)”[２０],即 “为释

话人推理提供可信的论据 (引自完权[２１]２３)”.
应该说,这些类比研究的文献也都从侧面传递着

一个信号,即 “来着”表 “确证”可能是其核心

意义.本文就依据这一思路,基于使用,从互动

交际 的 视 角 出 发,考 察 “X 来 着”的 形 式 选

择①,阐释说话人要 “确证”的是什么,并用

“确证”来统摄以往的表义问题.

二、“来着”表确证的类型和层面

“来着”所表示的 “确证”属于强调性情态

义.它是传信语气词,表示说话人的某种态度.
具体来说,“确证”类型主要有:

２１　强调X的真实可靠

不管 X 是行为、评价、想法或假设等等,
“来着”的使用都表达说话人确切地证实 “的确

如此”,加强对X的肯定态度.这种类型的确证

一般使用陈述、反问和揣测问.

２１１陈述句

(１)汪永晨:我大年初一,正好在京都参加

一个世界环境大会.
许子东:你倒是够忙的.
窦文涛:没错.
汪永晨:然后我就放了这个,因为我刚刚看

了海豚湾的电视,我就拷下了几张照片.我就当

场放来着,这个照片,对.当时这个我旁边坐的

一个人,他就说,他就研究怎么吃鲸鱼的.

例 (１)中大家在谈论环境与人的关系,汪

永晨陈述了自己当时的行为 “我当场放这个照

片”,因而 “来着”确证的是说话人自己的行为,
对此强调肯定.

(２)竹幼婷:对,这是我的一个社会关系维

护的一个办法,甚至我还可以凑足几对,如果你

来参加我的婚礼看上了谁,我又促成一个佳话,
这是做好事来着.

梁文道:婚礼是什么? 为什么婚礼要搞的这

么大或者婚礼要登报,让别人知道,因为婚礼从

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这根本是一个社会制度.

“做好事”是一种社会评价,“来着”针对这

种评价做了强调和肯定,即 “的确如此”.说话

人还可以通过 “来着”强调肯定有关的想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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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X来着”指的是 “来着”所在的话轮建构单位 (turnconstructionunit).张谊生认为, “来着”除了用于陈述句末尾之外,
经常出现在各种类别的疑问句后面.从疑问句的疑问性质,或者说疑问度来看,可以是确有不知的年代性问,也可以是明知故问的

假性问,还可以是略有所知的揣度问,或者自言自语的虚拟问[７]６２.本文参考张先生对疑问句的区分.



例 (３):

(３)有人说 «捐助»开放式结尾让人觉得那

小品完成得十分随便和仓促,谁知道呢,据说这

很有可能是故意的,为什么呢,您别忘了头些年

那 «卖拐»,不是最后卖了三部吗? 三部曲,今

年原本想上去年那 «不差钱»第二部叫 «就差

钱»来着,所以说他这个开放式结尾有可能是想

搞系列,因此是不是准备为明年春晚打下伏笔?

“来着”还能强调某种假设或推测的合理性,
给予肯定态度.如例 (４):

(４)主持人:按相声里的说法,出门儿最幸

运的事儿就是捡钱包,可最不幸的,不就成丢钱

包了么? 这两者的关系,明显是把自己的幸运建

立在别人的不幸上了.当然,摄像头拍下的那位

也未见得就有那么损,王先生本人就认为,人家

本来也想拾金不昧来着,可一直没时间把钱包还

回来,或者忙着忙着就忘了.王先生有耐心等,
那位呢,也别辜负人家失主对您善良的信任.?

例 (４)中主持人转述丢钱包的王先生的话,
他认为捡钱包的人本来也是想拾金不昧的, “X
来着”陈述的虽然是王先生假定的情况,但 “来
着”的使用增加了这一假设的事实性.下面的例

(５)中 “按说”是刘思伽在做推测, “来着”的

使用对此给予强调和肯定.

(５)罗兵:几年前的美国人几乎是不会想到

独立这种字眼的,但是此时宣告独立似乎成为了

唯一可行的方法.
刘思伽:按说富兰克林一开始也不应该希望

出现这样的局面来着.
罗兵:对,不过当时的富兰克林也断言了,

说派遣更多的英军去波士顿,只能证明英国对殖

民地的敌意.

此外,如例 (６)所反映的,虽然不是亲身

经历 (“听说”),但 “来着”的使用,强调了说

话人对这一信息的肯定立场,表达了一种确信无

疑的态度:

(６)韩三平:他演员无外乎是几种情况,一

个是形神兼备,演历史人物肯定是形神兼备是上

策,形神都不备是下策,形神二选其一的时候选

神弃形,这是基本原则.你神形兼备了以后,不

见得就能演好这个角色,你比如说杜月笙,你比

如说冯玉祥,你神形兼备还需要一个东西,那就

是演技、技巧.
记者:我听说成龙还想演毛主席来着.
韩三平:他是一个玩笑,仅仅是一个玩笑.

从上述例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来着”对

X的确证主要是对其进行强调和肯定,其中的 X
不限于宋文辉所说的 “事实存在”[１０]６１,因而有

必要扩大 “确证”的事实层面.再来看反问形式

中的 “确证”.

２１２反问

反问形式所确证的一 般 都 是 已 存 在 的 事

实.如:

(７)志新:什么什么? 我一堂堂总经理我跟

家专门伺候一保姆,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傅老: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啊! 你生病的时候

人家小张怎么伺候你来着?
(８)罗兵:对,由于这 «十日谈»对现世幸

福的大胆追求和对禁欲主义的猛烈抨击,你想在

那个时候,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那就一

定注定要遭到当时欧洲天主教会极度仇视了.
刘思伽:可不是吗,谁让他超前地体现了人

文主义的时代精神来着.

例 (７)中傅老决定让志新去照顾生病的保

姆小张,志新深感惊讶,放不下身段,于是傅老

反驳志新的观点并表情严肃地手指志新,使用的

是强硬的反问,确证的是 “你当时生病的时候小

张细心伺候你”这样的事实.例 (８)中刘思伽

使用反问表达对 «十日谈»所表现的人文主义时

代精神的确切证实.

２１３揣测问

如果是对他人行为进行揣测发问, “来着”
则强调这一推测的真实性,如例 (９):

(９)和平:小张上早市了,我来吧. (掀开

器皿)嘿,志国.
志国:嗯?
和平:昨晚上———偷着啃馒头来着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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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国:啊?
和平:啃还不好好啃,你瞅这东一口西一

口的.
志国:我没有啊!

和平通过种种迹象猜测志国应该是实施了

“偷着啃馒头”的行为.从下一话轮来看,志国

听到和平的猜测和质疑,先表示了惊叹,接着陈

述自己并未实施这一行为.

２２　确定自己有所知晓

在其他的一些疑问句中, “来着”还能传达

另一种 “确证”,即说话人确定的是自己对疑问

词所指称的对象是有所知晓的,只是一时想不起

来了.确证的是该信息是落于说话人自己的认识

界域 (epistemicterritory[２２])中的.

２２１虚拟问

自言自语的虚拟问,确证的是说话人自己对

此有所知晓.如:

(１０)宋扬:只能撞墙了.应该不会.提高

维权意识.
老郭:应该不会.我刚才想说一什么事 来

着,前些日子我关注二手车.切诺基.
宋扬:大切小切啊.

例 (１０)中说话人是自言自语的虚拟问,
“来着”确证的是自己刚才是想说一件事,但是

具体认识记不清了.再如:

(１１)窦文涛:说是原来里根跟苏联的戈尔

巴乔夫还是谁来着,我忘了,开玩笑嘛,就是讲

一个段子说,我们国家民主,任何一个国民都可

以跑到白宫,我的办公室,指着我说,我反对美

国总统,对吧?
查建英:对,对.

这里说话人都并非需要受话人来帮助回答,
其中 “来着”都表示说话人确定是有所知晓的,
但想不起来了.之后 “我忘了”表明说话人就此

打住不再干扰交际意图表达.

２２１假性问

(１２)(和平气喘虚虚地上.门外一片噪杂)
和平:(整理衣服)好嘛差点儿没把我给挤

死呢外头.
志新:我说什么来着,现而今这公共交通它

就是成问题.
和平:公共交通倒没问题,就是咱这楼道交

通真让人受不了.好家伙! 你大哥比我下班还早

呢,还在外面挤着进不来哪!

例 (１２)中和平刚回到家,一边整理衣服一

边抱怨外头太挤.小叔子志新立刻接过话轮做出

评论.下划线 “X来着”显示志新是在确证 “我
之前有这样的认识,现在的情况表明我的认识是

正确的”①.虽然用了疑问代词 “什么”,却是无

疑而问, “来着”引出接下来的具体认识内容.
“来着”和 “什么”的配合激活的并非自己对该

认识的回忆,而是受话人对说话人接下来所说认

识的关注.从和平的下一话轮来看,的确是评价

志新所提及的认识.

(１３)但是有一样,不能越俎代庖,别忘了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清官难断家务事.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咱考虑考虑它不能够只停留在法

庭上啊,您说呢?

说话人引用 “老话”来引出后续内容, “来
着”的使用确定自己对这句老话是有认知的,更

重要的是激起受话人对下面要说的 “老话”内容

的期待以及关注.

２２３真疑问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有些真疑问句,说话

人确定自己对此有所知晓②,同时也是确证受话

人对此知晓,如:

(１４)(司马运气,劈两块砖)
志新:好! (向傅老)瞧见了么? 还不服,

那个我说,您还会那什么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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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红、关黑拽将 “我说什么来着”区分为预期回顾型和预期植入型两种模式[２３].这符合我们的理解,即不论将要说的认识

以前是否向受话人表述过,只要说话人认为自己的预期与现实情况一致即可.因此表述重点并不在 “说”的行为上.
英语中常用 Whatwasitagain? 来表示,其中的again也表明说话人向受话人表明自己对此是有所知晓的,只是希望再说一

下.



司马:下面我再给老首长汇报表现一个———
肉铁相搏术!

志新虽然是问司马,采用真疑问形式交出话

轮,但 “来着”传达一种确证:说话人自己是知

道对方还会别的功夫的,但一时想不起来,于是

发出请求.同时这种确证也是说话人确定受话人

肯定知道.再如:

(１５)白 展 堂:放 手,大 嘴 放 手! 让 他 死!
秀才,往里窜,大不了以后给历史留点遗憾.

郭芙蓉:啥遗憾呀?
白展堂:五百年以后,再提起本朝四大畅销

书那三本叫啥来着?
郭芙蓉:三国、水浒、西游记.
白展堂:每本都争相传看哪 ! (用手势示意

大嘴和小郭)

例 (１５)中下划线部分,白展堂虽然是在寻

求三本书的名字,但其实传达的确证是自己知道

“那三本畅销书”.其实有不少这样的 “X来着”
包含了定指代词 “那”,这说明志新知道是哪个

功夫、白展堂知道是哪三本书,意即说话人脑中

是有那个功夫和那三本书的指涉,只是忘了功夫

的名称和书名而已.
对于虚词研究而言,找到 “最小对立对”应

是最为严谨科学的方法了.功能语法研究启示我

们,不仅要看语法成立与否,更要关注语法的适

切表达问题.我们搜索了语料中 “什么”的使

用,虽然没有找到严格意义上的最小对立对,但

有以下发现:

(１６)志新:这观点还用形成么? 一 句 话,
第三者,还甭管他第几者,就是第八者,也是正

当的! 爱情嘛,还分已婚未婚? 是不是? 这个,
人生就爱这一回爱完再说.啊! 我用青春赌明天

 (向小张)下边什么来着?
小张:何不潇洒走一回!
志新:嗳,对 对 对! 啊,爸 您 说 是 吧! 当

然,您的这个思想比较封建,是不是不太同意我

的观点啊?

(１７)志新:嗯,爸,我看咱就甭铺这地板

了,真要来客人,您把我轰出去.
小凡:我也可以住到学校去.
圆圆:我住同学家.
志国:我到单位值班去———爸,您看这工程

您也可以下马啦,是不是? 您看,您底下还有什

么工程?
傅老:啊呀,搞一点儿改革是很不容易的

啦,处处遇到阻力! 下一个工程,我准备把我们

家的家俱全都处理掉,请木匠重新打一套新的;
还有,我准备把我的卧室和客室之间的这面墙统

统打掉

例 (１６)中志新对爱情发表了一番评论之

后,开始引用歌词 “我用青春赌明天”,但突然

想不起来下一句了,于是转向保姆小张寻求帮

助.① “来着”的使用传达出一种确证意味,即

自己是知道 “下边歌词”的,不管通过什么渠道

听过或唱过这首歌,对歌词内容是有一定知晓度

的,只是在当前情境中想不起来了.从后面的话

轮来看,志新的 “嗳,对对对”表明小张的回答

帮助自己回忆起来了.但例 (１７)中志国是想岔

开话题,请求傅老暂缓 “这项工程”,所以询问

傅老接下来的计划,由于并不知道傅老的想法,
即对于 “下面的工程”并不知晓,故而针对新信

息的询问并未使用 “来着”.
但是有一些真疑问,说话人的确并不知晓,

但说话人能确定的是受话人是知晓的.这就是下

面的第三类确证.

２３　确定受话人知晓X
宋文辉认为,疑问句 “他刚才没吃什么来

着”中的 “来着”也表示肯定,表示对说话人自

己的确知道答案 (虽然想不起来了)的肯定,也

表示对听话人知道答案的肯定,或者对要求听话

人给 予 肯 定 回 答 的 肯 定.肯 定 语 气 有 所 削

弱.[１０]６１我们认为,有的时候,“X来着”采用真

疑问是 “确证受话人知晓X”的.如:

(１８)主持人:这个秦腔有秦腔的味道! 听

说呢到你这里,秦腔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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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视频中志新说出 “我用青春赌明天”之后,“天”的尾音明显拖长且下沉,面部呈现思考状,眼睛迅速转动,表明他在脑海

里搜索下一句歌词.经过１２秒停顿之后,才转向小张弯腰发问 “下边什么来着”.多模态的观察也表明 “来着”的使用是确证说话

人自己是知道的,只是临时记不得了.



嘉宾:味道没变,还是陕西的东西!
主持人:那你刚才刚上来吼的第一嗓子叫什

么来着?
嘉宾:是叫王朝马汉.
主持人:这叫什么?
嘉宾:这个是陕西的秦腔,这是一段花脸的

名段.

应该说,像例 (１８)这种情况不多.真疑问

中 “来着”的使用大都是第二类 “确证”,即确

定自己有所认识.

２４　小结

综上所述, “来着”表 “确证”涉及到三种

类型,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还可以

从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两个不同层面来看待 “来

着”.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

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

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２４]交互主观性是指言者用

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者 “自我”的关注.这

种关注可以体现在认识意义上,即关注听者对命

题内容的态度,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意义上,
即关注听者的面子或形象需要.[２５]１２４Ｇ１３９、[２６]我们

发现,“来着”不仅表达说话人自我的立场态度,
也可以表达对受话人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同时关

涉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当 “X 来着”采用陈

述、反问、揣测问和虚拟问的时候, “来着”表

“确证”呈现的是主观性层面的强调情态义;而

当 “X来着”采用假性问和真疑问的时候,以听

者为取向,“来着”则是呈现交互主观性层面的

强调情态义.如下图所示:

揣测问反问

主观性

虚拟问 假性问 真疑问陈述

交互主观性

确定自己有所认识 确定受话人知晓 X强调 X 的真实可靠

图２　 “来着”表确证的形式和功能

三、“来着”的规约义与 “确证”的

语境识解

以往研究通常谈及三类 “来着”的规约义:
回忆、委婉、近过去时.其实这些意义都只能辐

射一部分的 “来着”使用情况.如果上面对 “来
着”表 “确证”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规

约义就是 “确证”语气在具体语境条件下诱发并

规约化的结果.

３１　确证和回忆语气

有学者认为例 (１９)中 “来着”表示纯粹的

回忆语气:

(１９)一个叫石英梅,一个叫,嗯,叫,杨,
叫杨什么来着?①

我们不否认这里的 “X来着”是在回忆他人

姓名,但去掉 “来着”,说话人同样是在尝试从

记忆中提取信息.因而这种回忆语气并非 “来

着”所固有,那么为何会产生 “来着”表回忆的

解读? 我们发现,这种解读最典型地出现在虚拟

问中,而其中的 “来着”表达的 “确证”是 “确
定自己有所知晓”,即不管通过什么渠道,自己

对此是有一定知晓的,这点说话人是能确定的.
但是由于虚拟问中带有特指疑问词,如 “什么”
“谁”“哪儿”等等,针对的是信息的局部细节,
所以 “问自己相关细节”在语用上就推导出 “回
忆”的解读.再如:

(２０)叶海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

一个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死

亡都是很可怕的,但是在一个１６０万绝望的人口

生活的地方,死亡并不可怕,它有比死亡更可怕

的东西.
窦文涛:哦,他好像还有过一个什么博文,

叫什么来着?
宋晓军:那是其实是以色列的一个作家写

的,那个书的名字叫 «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死亡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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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虚拟问的反复使用,语境也不断加

推,前后文出现 “我忘了”等词语,逐渐使其规

约化.另外,在一些真疑问中也有回忆解读,这

其实是由言者取向向听者取向的进一步拓展.即

让对方相信 “我对此有所知晓,是在回忆”,也

请对方帮助给予提示.

(２１)主持人:荣誉村主任啊,这个前不久

我去上海采访.晚上的时候呢,那个上海新庄收

费站等人,当时冷风嗖嗖那个大集装箱车,在我

身边呼呼的过,我看着远处黑压压那个大上海啊

忽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当时我就一起去的那个

编导,建平就说,我说你你你,给你６００块钱.
我说那个你进去,我说你能这个买房,买车、娶

妻、生子再出来吗? 那建平 ,你当时怎么说的

来着?
建平:来了,我说那我可不敢.

３２　确证和委婉语气

例 (２２)是一种礼貌的询问方式:

(２２)“你叫什么来着?” “司徒聪”

He认为这是 “来着”的特殊用法,表达的

是询问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礼貌的方式使用 “来
着”来传递信息 “我知道你的姓名,但不记得

了”,即所谓的委婉语气[５]１１１Ｇ１１２.He的观察很准

确,而且已经注意到委婉和确证之间的关系.我

们认为 “来着”表委婉语气同样是有条件的,委

婉最典型地出现在第二人称真疑问中.
第一人称体现不出来委婉,反而会有加强自

己权威之语气.比如例 (１２)中的 “我说什么来

着”彰显自己对该事态的预先判断是正确的,从

而强调自己的权威.对此构式,吕为光认为是预

期信息标记,表责怪义的话语标记.[２７]郭娟则认

为表达了说话人一种自豪、炫耀的态度.[２８]

第二人称真疑问,说话人询问的主要内容涉

及 “你的主要事迹是什么、您还会那什么、您还

有什么优点、你姓什么、你叫任什么、叫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你以前是干啥的、你叫我什么、
你叫嘛”等等.人际交往中,直接询问对方的姓

名、优点、主要事迹和能力等信息显得突兀而且

生硬,因而使用 “来着”确证自己其实是有所知

晓的,只是不记得了.比起毫无所知,“不记得”
表达出对受话人的尊重,符合礼貌原则.

第三人称表述其实还是问第二人称受话人或

第一人称自己,如例 (１５).由于问的内容只是

涉及知识信息,而不涉及自己或受话人的身份、
能力等,所以委婉语气也不明显.可见,委婉语

气其实是确证语气在第二人称真疑句中识解出来

的.此时 “来着”是调节 “心理距离”的一种语

言手段,体现了一定的人际亲密度.这可能与

“来”有调节主观心理距离的作用有关.

３３　确证和近过去时

很多学者都谈到陈述句中的 “来着”表示近

过去时.在我们看来,陈述句 “X来着”中的确

有不少可以解读为近过去时,但同样也有不表达

近过去的,属于过去久远的或泛时表达,尽管张

谊生认为可以允许主观心理距离的近.[７]６３我们

认为 “近过去”同样不是 “来着”固有的表义.
那么 “近过去”是如何推导并规约化的呢? 一方

面,“来着”作为语气词具有现实性,将所陈述

的X与说话当下建立关联.另一方面,陈述句

中 “来着”是确证 X 的真实可靠,尤其是行为

的真实性.说话当下要加强确证的话语动机可能

是因为X的真实可靠具有当下价值,即陈前瑞

等学者提及的 “当前相关性”.因为行为事件具

有动态变化性,因而尤其需要强调其远近值的不

同,观察它对当前的影响.所以在不搭载时间词

语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近过去事件来确证,以

实现当下的言谈意图,这是认知和话语的互动使

然.只不过 “来着”的当前相关性会强化这种近

过去时解读.
熊仲儒指出 “近过去”义并非 “来着”所固

有,也 可 能 是 “来 着” 所 体 现 的 构 式 的 意

义.[８][９]宋文辉认为 “来着”的 “近过去”意义

是其词汇意义,是一般会话隐含的语义化的结

果,或者说是 “来着”语法化的结果.[１０]本文认

为,“近过去”义是 “来着”的当前相关性与行

为事件的默认时间定位综合作用的结果.

３４　小结

谢成名从认知三域的角度梳理了近过去、回

忆和委婉三种功能用法的差异表现以及相互关

系[１４],并从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做了较好解释,
一定程度上梳理了 “来着”的共时变异和发展脉

络.本文虽然也是探讨这些意义用法之间的关

联,但研究思路与谢文不同,我们不是从三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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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共时语义演变切入,而是基于会话互动的语

料分析,提取出核心语义,再结合语境类型展现

三种用法的识解机制.我们认为回忆、委婉和近

过去时并非 “来着”本身所固有,而是确证语气

在某些特定语境中被识解出来的, “确证”才是

“来着”的深层表义核心.

四、结语

传统研究聚焦于 “来着”的分合、语义纷争

以及属性定位等问题,莫衷一是.本文基于互动

语料,从互动交际的视角来具体考察 “来着”的

表义和功能,指出 “来着”的核心表义是 “确
证”,其确证的类型包括:确证 X 的真实可靠、
确定自己有所知晓和确定受话人知晓,它们与语

言形式有一定对应关系.对于学界普遍讨论的其

他表义,其实都是该核心意义在语境中识解而不

断规约的.另外,对于学界区分时制助词 “来着

１”和语气助词 “来着２”,本文也可以提供另一

种思考:两个 “来着”的区分从句法语义上看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使用分析,可以呈现两

个 “来着”在核心语义上的对接,这将有利于深

入探讨 “来着”的语义和功能.本文找出了不同

用法之间的关联,并给以统一的处理,一定程度

上梳理了语义理解的多种可能之间的线索,化散

为整,其不同的用法解读可以寻找到清晰的推演

痕迹,这给传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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