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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了2 ”不是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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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冠新 

        摘要：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一般将语法成分 “了”分为动态助词 “了1 ”和语气词 “了2 ”。本文认为

2 ”应该再分为 “了2 ”和“了3 ”，带“了2 ”的语言片段能被更大的语言片段包容， “了2 ”不是语气词

“了3 ”是“了2 ”和另一个语气词的合音。 

        关键词：“了2 ”；“了3 ”；语气词；语气词界定 

        笔者曾先后在《临淄方言语气词研究》[1]和《现代汉语语气词界说》[2]中论及 “了2 ”不是语气词，至多是

一个准语气词。近年来笔者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又发现了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写出来与业界同道一起

探讨，遂成此文。 

        一、前论综述 

        为便于讨论，我们先把此前笔者发表的有关论点综述如下： 

        1.前辈时贤给语气词下的定义及缺憾 

        黄伯荣、廖序东： “语气词常用在句尾表示种种语气，也可以用在句中表示停顿。”[3] 

        胡裕树： “语气词的作用是附着在整个句子的末了，表示语气。”[4] 

        郭锐：“语气词的功能如下：1.置于句末。2.有些语气词可以置于句中停顿前。3.置于另一语气词前。”

上三家对语气词的定义看起来各有所重，但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是大同小异，都包含了两个中心意思：一是置于句

末 (或句中停顿处)，二是表示语气。其他学者谈到语气词时也大都持相同或相近观点。如果我们稍作深究，便

现 “语气词 ”如此从意义出发界定后还不能用来作为分类标准与其他词类划清界限，这个定义在实际操作时

到种种困难。比如遇到下列情形时就难以处理：  

        (1)小心别把杯子摔了!  

        (2)我朋友是坐飞机来的。  

        (3)这本书不是我的。 

        上述例子句末的 “了”、“的”是不是语气词呢?如果按照上文从意义出发给语气词的定义，好像都可以看做

语气词。但是时下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却不是这样，一般认为：(1)末的 “了”是动态助词 ； (3)末的 “的”

构助词，“的”是“的字短语 ”的组成部分 ； (2)末的 “的”有争议，有的人认为是语气词，有的人认为是

助词。为说明问题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进行对比：  

        (4)我不小心把杯子摔了。  

        这个句末的 “了”却被大家公认为语气词，至少是动态助词 “了1 ”和语气词 “了2 ”的合体。如果我

问为什么“小心别把杯子摔了! ”和“我不小心把杯子摔了。”句末的 “了”不一样，多半会被告知前句的“

不表示语气，所以不是语气词，而后句的 “了”表示语气，所以是语气词。这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而且，按照

目前语法学界的观点，在一个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因素最起码有三个 ：语气词、语调、副词等其他句法成分，因此很

难凭感觉断定句末的成分是否表示语气。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凭从意义出发给语气词下的定义不能判定一

末成分是不是语气词，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绝不模棱两可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建立必

鉴现代汉语其他词类的分类标准。 

        2.现代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 

        在经过词类问题大讨论等一系列论争之后，以吕叔湘、朱德熙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学者明确提出语

能是划分汉语词类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如胡明扬认为 ： “语法功能能反映词的表述功能，也可观察，具有全面

性，可以作为划类标准。”[6]马庆株认为： “词类的区别性分布特征突出地表现在词的有序性上……量词的定

数词，名词的定义又靠数量组合，区别词的定义靠名词；同时再用鉴定字加以限制。”[7]以语法功能为标准划

类，抓住了词类本质，因而简明扼要、便于操作，避免了模棱两可、无所适从。以副词划分为例，传统的意义标

分类法一般认为，副词常常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起限制、修饰作用，表示程度、时间、范围等意义。按这

准，“经常 ”和“常常 ”、“突然 ”和“忽然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而如果以语法功能为标准，我们可以把副

词界定为“只能做状语的词是副词 ”，一眼即可断定 “经常 ”、“突然 ”不是副词，因为他们除了状语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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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充当定语等其他句子成分。 

        总之，目前语法学界已形成共识，在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进行分类时，完全是以语法功能为标

而之所以对语气词进行界定时不从其语法功能出发来进行，仍然采用意义标准，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语气词

实在意义，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不和句子中其他成分发生结构关系，无法用鉴定字或组合特征来测定，找不到 

手 ”，找不到突破口。 

        二、反向思维，建立界定语气词的新标准 

        1.语法单位的层级与功能 

        语法单位是分层级的，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具有不同的结构功能，出现的语法层面也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如不

成词语素 (又称粘着语素 )只能出现在构词平面，“突、然、忧、郁”在现代汉语里只能构成“突然 ”、 “

郁 ”等词，不能出现在短语或句子层面。“进行 ”类动词需要带动词性宾语，却只能选择 “身体检查 ”类

构成 “进行身体检查 ”而不能选择一般动宾短语构成 “进行检查身体 ”。同样，在名称标题层面，出现的是 

“工作部署大会 ”、“汽车修理厂 ”，而不是 “部署工作大会 ”、“修理汽车厂 ”。短语同复合词在小句

上的句法特点也不同，“前者可以直接参与许多句法过程，而后者却无法直接参与。反过来也一样，许多小句

上的句法过程可以影响到短语内部的成分，却不能影响到复合词内部。这样一来，一些只能在小句层次上发挥

的句法过程，如疑问、否定以及对时体的标记等等，就不能进入复合词”[8]。 

        2.语气词的独特语法功能 

        语气词与不成词语素正好处在两个极端。语气词只能出现在句子(含“小句 ”)层面，不能出现在词或短

面。语气词总是参与动态的表达，而不介入静态的组合。而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在结构上不能被任何其他

结构包容，也不能和其他语言片段形成主谓、定中、动补等句法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带语气词，但带语

的语言片段肯定是句子。在口语中，带语气词的语言片段总带有一个语调；在书面语上，带语气词的语言片段

有“句号 ”、“问号 ”、“感叹号 ”等句末点号。带语气词的语言片段 (也就是句子 )可以和其他同级单位形成

逻辑关系，却不能形成任何语法结构关系。 

既然带语气词的语言片段是最大的，结构上就不能被包容 ；反过来，能被包容的语言片段就不会带有语气词。如下

列 “像丁香似的 ”这个语言片段： 

        在雨巷里我遇到一个像丁香似的姑娘。( “像丁香似的 ”做定语，在结构上被包容，可以断定这个语言片段

有语气词。)  

        在雨巷里我遇到一个像丁香似的啊（吗、呢、吧）姑娘。（不能被包容，因为有语气词。） 

        直接阴郁的情况要给与特别注意。如下面的句子： 

        （深夜，屋外一个女人在呼号）天啊！天啊！ 

        （屋内，孩子问妈妈：）“妈妈，谁在‘天啊’‘天啊’地叫个不停？” 

        好像可以说，在“谁在 ‘天啊 ’‘天啊 ’地叫个不停 ?”这个语言片段中，“‘天啊 ’‘天啊 ’”

状语，被包容，所以其中的 “啊”不是语气词。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句中的 “‘天啊 ’‘天啊 ’”是直接

引语，就是把实际存在的动态话语原封不动地引用是一种特殊情况不能混为一谈。 

        如上所述，我们通过反向思维找到了以语法功能为标准对语气词进行界定的新方法：如果一个语言片段在

上能被包容、与其他成分形成语法结构关系，那么这个语言片段里不会有语气词 ；带有语气词的语言片段除了直接

引语的情况，在结构上永远不会被包容。这样，对语气词的界定就有了一个确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从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皆以语法功能为界定标准统一起来，并再一次证明 ：语法功能是划分现代汉语词类

唯一标准。 

        三、“了2 ”不是语气词新证 

        1.“了1”“了2”和“了3” 

        笔者在对临淄方言的研究中，指出 “了”有三个 ：  

        (1)你吃了饭了吗 ?  

        (2)我吃了饭了。  

        (1)(2)句中 “吃了饭 ”的“了”在临淄方言中读［·li］，是传统意义上的“了1 ”；(1)句“吗”前的 

“了”也读［·li］，我们称之为 “了2 ”，处于句末，但后面还有别的语气词；( 2)句句末的 “了”读［·

我们把它称为“了3 ”，是“了2 ”与语气词 “也”的合音。“了2 ”表示新事态，“了3 ”表示新事态的实现

确认。在陕西、山西的一些方言中也有类似语言现象[9]，如陕西清涧话中语气词“了”读［lε］，词尾 “了”

［l］，二者有区别 ： 

        人老［lε］，身体也差［lε］。(两个分句并列 ) 

        人老［l］，身体也差［lε］。(前一分句是时间修饰) 

        山西临汾话和平遥话的“了”也有类似的区分。临汾话的词尾“了”读［lou］，语气词“了”读［lia］

话的词尾“了”读[l]语气词“了”读[la]。这些方言中的语气词“了”也是“了也”的合音。 

        在北京话和普通话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涉及一些可资参考的语言现象为我们“了”字三分观点提供了，有力佐

如胡明扬认为“喽”是“了”和“呕”合成的语气词，并特别指出它不出现在分句末，只出现在句末。[10]刘



曾论及普通话的语气词“了”能表示肯定的语气，有成句、成篇的功能并进而总结说：“我们也可以说位于句末的

语气助词‘了’，有时是由‘了’加上了一个语气助词‘啊’形成的啊语音上弱化了。语气助词‘了’的成句、篇

章作用也许正是由此而来。”[11] 

        上述各方言普通话中的由“了2”和另一个语气词合音构成的语法成分都是我们所说的“了”应该看做一

道的语气词。 

        2．带“了2 ”的语言片段能做定语 

        笔者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证明了“啊”、“呢”、“吧”、“吗”、“的（他会来的）”都不能被包容在更大的

语言片段中，是不容置疑的语气词。同时证明“了”可以更自由地出现在“小句宾语”中是“准语气词”，但

列举“了2”在其他句法位置上被包容的例子。现在我们发现了带“了2”片段做定语的例子（以下例子多出于北京

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少部分为自拟“了2”均以斜体标出）： 

        不当大哥了的人也不好惹。 

        如果没有疑意了的话，我就要说何博传的这一见解乃是一个新谬论。 

        他到底去哪儿了的问题一时没有人回答。 

        一段时间里，失去工作了的40多名职工一人一把椅子，分成几排在管理局的走廊里干坐着。 

        迅速发财了的小老板有钱了的中国，在经济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候，却闹起了钱荒。 

        觉得自己真是中国“白领阶级 ”之一员了的韩德宝，变得举止斯文了。变得气质 “贵族 ”了。 

        总编辑胡德培及云南作家汤世杰一块儿来与那个已经被我认为是道具了的姑娘合影。而荒原站在原地一动

动。         1997年 4月 1日，我回到获嘉，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 

        康伟业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看到舞蹈里的年轻人一个个不要自己了的模样，多少还是有些不理解。 

        作者在《避暑山庄图序》里更痛切地指出了几乎已成为普遍事物了的风景、文物破坏现象。 

        你来在我不愿意见你了的时候。 

        这是一座死火山，是再也没有爆发力了的火山。 

        为确保 “了2 ”的身份正宗、避免争议，上引各例子中的“了2 ”均具备两个条件：处于句末 ；之前的成分

为名词性宾语。从绝对数量上看，这类带 “了2 ”的语言片段充当定语的情况并不太多，但也绝对不是偶然现

这种现象也许可以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得到解释 ：即使不使用 “了2 ”，也仍能从语境中体会到事情已

生变化、不会引发误读，那么处于定语位置的语言片段尽量不使用 “了2 ”：“已经买完票的旅客请站在左边

而如果不使用 “了2 ”就会引发误读，则必须使用 “了2 ”：“不当领导了的老同志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谨

节不保。”如果句中的 “了2 ”不用，句义就会发生变化。上引带 “了2 ”片段做定语的例子也多属此类。

        四、“了2 ”的性质 

        1．“了2 ”的句法位置 

        典型的 “了2 ”应该具备以下条件：在句末 ；它后面还有语气词或其他成分，有时仅有一个疑问句调。如：

        你吃饭了吗 ? 

        你不想我了的话就别再假装。 

        听说你不喜欢她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列举的以下几种情况，实际上不应该看做 “了2 ”，而是 “了3 ”，即“了2 ”和某

语气词的合音 ： [12] 

        1.动+宾 +了2。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宾语可以是名词﹑动词﹑小句。 

        刮风了。(已经开始刮风 ) 

        小明也喜欢跳舞了。(已经开始喜欢 ) 

        他同意我去了。(已经同意 ) 

        2.动+了2。只表示事态有了变化，不表示动作完成(未完成或无所谓完成)。 

        休息了 ! (已经开始休息 ) 

        他又哭了。(还在哭 ) 

        这道题我会做了。 

        3.动+了1 +2。表示动作完成并且事态已有改变。前面不能用 “快﹑要 ”等，可用 “已经 ”。 

        我已经吃了，别给我做饭了。 

        他已经来了，不用打电话了。 

        4.形+了。形容词后面的 “了”，可以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新的情况，应该算是 “了1 +2 ”；但如

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也可以说只是 “了2 ”。 

        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也就轻松多了。 

        人老了，身体差了。 

        上引各例中的 “了”都不是 “了2 ”，而是 “了3 ”，都是对新情况的确认，在临淄方言中都读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