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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在俄语口语中的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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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语传统语法历来认为语气词不充当句子成分，不发挥任何句法作用。然而，这种特

性在口语中却发生了变化；有为数不少的语气词具有结构功能，在交际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

点在语气词研究中往往被忽视。受口语超语言特征的影响，语气词可以充当固定句位句素构成各种

结构模式，表达各种情态意义。语气词发挥的结构功能主要有三大类：充当独立语句功能、充当语句

结构要素功能及构成对话重复语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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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气词是俄语十大词类中最小的词类，在传统语法的词类中不属重点描写对象。然而，在口语

中，语气词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在使用频率和功能上体现出来。和书面语相比，口语

中的语气词使用频率明显提高，这个特点在传统语法中未得到反映。随着"#世纪6#年代至-#年

代俄语口语学的兴起，语气词的研究逐渐深入。国内外俄语口语学专家们都极其重视语气词在口

语中急剧增多的现象。!’"#$%&’(指出：“口语中，语气词是虚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词的广

泛使用是口语的一大特征”［,］（7’2,）。)’*+,-.+/+/’则用一组数字的对比表明了语气词在口语中

的常见性：“如果说在频率词典中名词约占所有词汇的"68，动词———,68，代词———,!8，而语气

词———只有,8，那么在口语中⋯⋯名词仅占,3’-8，代词———,68，而语气词约占,/8⋯⋯”

0’1,-&2,-3%&’(经统计分析确定，在口语和书面语的科技语体里语气词的使用率分别为：,,’58
和,’58［"］（7’6）。0’4-5-6-3在论述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语气词为数不多，但它们在言语

中的使用频率却明显高于最常用的实词。”［!］（7’"55）

此外，口语中的语气词所发挥的功能亦有差异。传统语法对语气词所下的定义是：“一般没有

完全独立的实际或物质意义，而主要是给其他词、词组、句子的意义增加补充色彩或用于表达各种

语法关系。”［3］（7’/33）“虚词，即不独立的词，用于⋯⋯构成词形或表示句子的句法及情态意义。”

［/］（7’3/6）综观俄语语法理论著作对语气词所下的定义，尽管在内容上有简有繁，措辞也不完全一

致，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即语气词具有下列特征：其一，语气词没有词汇意义；其二，语气词只是在句

中赋予某个词或句子以一定的色彩；其三，语气词不充当句子成分，不发挥任何句法作用。但是，当

我们对口语中的语气词作功能分析时，传统语法对一些言语现象无法作出解释。如：7-.8.-
9-6’,-&！按照传统语法的句子成分划分法，则代词8.-为主语，名词9-6’,-&为系表结构的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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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表示指示意义。这样一来，整个句子的结构模式为$!"%&’#!"()*!#+,-#，其目的

在于陈述事实。但实际上，这个语句的目的是表示评价，在其中起作用的正是语气词!"#。由它构

成了新的结构模式：$!（’."/0!）"$（()*!）。如果没有这个语气词，则整个语句的意义完全不一

样了，因此，语气词在该语句中是发挥一定的句法功能的。又如1"##,-2&0&-，如果按照传统的句

子成分分析法来看这个句子，那么这是一个无法说明的语句。初看起来，它的结构模式似乎为：$!
"3,4&5!"()*!，但是，按照语法规则，用于表示名词性质特征的应该是形容词而非副词。那么，

这个语句是否不合语法规则呢？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语句中，#,-已失去了原有的副词意义，而

与!"#一起构成一个复合语气词，与名词2&0&-连用表示评价意义，从而构成了新的结构模式：$!
（’."/0!）"$（()*!）。此外，该语句所表达的评价意义是由整个语句的结构赋予的，离开这个结

构，语句就失去了评价意义，而没有语气词!"##,-，该句法结构就不复存在，仅2&0&-一词也就不再

具有评价意义了。可以说，语气词在这里发挥了构成句法结构的功能。

传统语法与口语现象之间出现的矛盾在于理论阐述的角度。首先，传统语法以句子为分析单

位，按词在句子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回答什么问题来划分出主语、谓语、补语等语法范畴，也就是所谓

的句子成分。充当句子成分的都是实词，因而，作为虚词的语气词自然就被排除在句子成分之外。

其次，传统语法所依据分析的语料大多为书面语，所以很多口语中的语言现象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而语气词正是在口语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的。第三，传统语法的阐述对象是语言体系，是对静

态语言的描写，而语气词的作用是在言语中即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的，是在动态过程中实现其各

种功能的。结构功能就是语气词在口语中特有的功能。

从大量的口语语料上看，语气词极为活跃，可以充当句子的结构要素。这是和口语的特点分不

开的。在直接的交际过程中，在快速的语流中，不容人对语句详加思索，人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对所用的字眼斟酌再三，因而常常大量使用固定结构。3!6!&2"!,指出：“和书面语相比，口语的

结构有其特性，这种特性⋯⋯在于它有大量特殊的固定结构（’#,78.89"!,!:8&’;<"’#4"&08;）。”

［%］（&!’）在口语中，有大量的固定结构作为现成的言语材料可以供人们直接使用，而不必按照语法规

则在使用时进行重新组合，它们是“套句”（:,7."00=&>4,9=）。如?,-;#&7&8’-,9,.这一结构，表

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表示肯定意义的陈述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成语性语句。#,-;#&7&8是不可切

分的，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失去或削弱了原有的意义：#,-不是副词“这样”；8不再是“和”；而;和

#&7&的人称意义在这里也弱化了。这几个词一起构成了一个复合语气词，表示否定意义，其结构模

式为：［#,-;#&7&8］（固定结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该结构中的组成要素有词法上和句法上

的限制：#,-;#&7&8是固定的、不变的，$是自由的、可变的；同时，$的自由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必

须是动词，如：?,-;#&7&8<"!&48.。整个语句通过#,-;#&7&8这一固定结构来表示否定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结构中，语气词充当了结构语句的要素。我们把语气词在口语中发挥的这种功能称为

结构功能。

二

对于语气词的结构语句功能，除3!6!&2"!,在《@5&4-8<"’80#,-’8’)4)’’-"A4,9B"!"40"A
4&58》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外，很少有人谈及这一命题。传统语法在论述语气词时强调的是它赋予

语句以补充色彩的功能，而忽略了语气词的结构语句功能。由语气词参与构成的一些语言现象仅

散见于句法各章节，即使在语气词一章中有所涉及，也只限于极个别的语气词。()*+年出版的《俄

语语法》指出：“语气词的主要语法特征是其非独立性，语气词没有一定的句法功能；作为虚词，语气

词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仅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对话中）能构成独立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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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个别语气词能够充当不可切分的独词句”［"］（#!$%&），如在—’()*+,，(-
./%-012).#,),1？—!-,!这个相邻对中，!-,就是独词句。

在3!4)56),#&，7!8#9-(,)$1，3!:+$+;;#&等人的著述以及科学院语法中，谈到了起构形作

用的语气词<6#,2+，%)=（%)&)=），9()=，>$?%+等。如<6#,2+构成命令式：<6#,2+(-/0+.+<1，(-
/;)%+，(-;2+9()&)=<?，(-#,<,)&)=［’］（#!(’"）；%)=（%)&)=）表 示 情 态 意 志：7)&)=#<,)(#&+6<?!
［)］（#!(*%）；@-,16A;-<(+%)&)=!［*+］（#!(+,）；7)&)=;#=%-6()<,)%+#(!［**］（#!")*）。*),"年版《俄

语语法》第二卷（句法）中指出：<6#,2+，%)&)=都能构成命令式与另一动词发挥述谓功能，此时，该

词“失去其词汇意义及动词的独立语法功能，充当语气词⋯⋯表示带有警告或提醒意味的请求或命

令”，如：B6#,2+,-/*+,-<15#2#0-(1C#！／B6#,2+(-9).A&)=！／7)&)=/$-,+6／7)&)=D-
;#>#&#2+6／7)&)=;#C/2+6［*$］（##!"))-(+*）。《现代俄语标准语语法》将%)&)=划入“句法语气词”一

类，认为它能构成句法的式［*"］（#!"*"）。

有些语法学家对某些具有结构语句功能的语气词从另一角度进行解释，如认为*,#9)是加强

短语［*(］（#!$&$）、感叹语气词［*,］（#!($$）、疑问语气词［(］（#!%+’）或情感-表情语气词［*%］（#!(%%）；-E-.A
是肯定语气词、(-!!!$+是疑问语气词［)］（#!(*’）、>%-/D／C)CD-／C)C(-／C)C#-／C/%)/D／,#D-／

,#-,#赋予语句情感-表情色彩［*&］（#!*(’）、C)C-<,1／,#D-（6(-）／&#,-E-／>%-（/D）／C/%)
（/D）／C)CD-用作答话表示肯定或否定。［,］（#!&$)）

由此可见，这些语法著作虽然谈到了语气词可以充当独立语句的事实，但是所涉及的范围很

小，而且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语气词的结构语句功能这一概念。实际上，语气词在口语中可以发挥巨

大的结构功能，可以构成多种结构模式，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态意义。对传统语法中提到的独词句，

F!B+2#,+(+()称之为反应词语／非述谓谓词（2-$?,+&A／(-;2-%+C),+&(A-;2-%+C),A）。她认为书

面语和口语在非述谓谓词上的差异不在于它们是否存在，而在于这类结构在口语中运用更广，而且

能充当反应语的词也更多，如%)，(-,，C#(-*(#，-E-.A，-E-*->#，(/+(/，<;)<+.#等都能起到

这种作用。然而，具有结构语句功能的语气词远远不止%)，(-,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构成独词句或

构成命令式的语气词。为了说明语气词的结构功能，我们认为可以引进“句素”（<+(,)C6-6)）这一

概念。

传统语法将句子切分为词组、简单句和复合句这三个层次，有的语言学家则划分了五个层次的

单位：（*）句位；（$）词组；（"）简单句；（(）复合句；（,）超句统一体。［*’］（#!"""）其中句位这一概念是

G!’#$#,#&)提出的。她指出：“句位（<+(,)C<-6)或<+(,)C<+*-<C)?<$#&#H#26)）是句法的最小单

位。它是‘更高层’单位———词组和句子的结构-意义组成部分。句位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单位，

它是词的形式（有时带有虚词），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句法语义，如：%#.#$+，%#C2+C)，%#;#,)具有

程度和结果的意义，&$-</，&#9$-#9-2)具有处所意义等。句位的一大特性是其搭配时不同的自由

度。有些句位是自由句位，独立句位，发挥‘句子’功能；另一些句位则发挥‘附词’功能：IC)2-,-
（独立 句 位<)6#<,#?,-$1()?<+(,)C<-6)）.A$#%/0(#+;)5$##%-C#$#(#6+;A$1J（附 词 句 位

;2+<$#&()?<+(,)C<-6)）。”［*’］（#!""$）

句位是对句子的分解。一个语句可以由一个句位构成（B#$(K-!），也可以由两个句位

句位

（L+<,&)#.$-,-$)!）或更多的句位构成（F( &)6 (+*-># #.#6(- (->#&#2+$？）。

句位* 句位$ 句位* 句位$ 句位" 句位( 句位,
句素是构造语句的要素。句素可分为句位句素和非句位句素，如：MD-->##,$+*(#;#6(J!

（N!O2-(-&）中的D-就是非句位句素，它的存在与否不影响整个语句的结构，不充当句位；其余的

词为句位句素，语句由这些句素构成。在句位句素中，又可分为自由句素和固定句素。自由句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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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语句中可以被其他语词替换的句位要素，而固定句素是指语句中不能被其他语词替换的句位要

素：

!"#$#" %"&’(")！ （!!*"+",）

固定句素 自由句素

（不能替换） %’(-./
.","0#1
).12’!!!

在这一语句中，语气词!"#$#"充当固定句素，构成［!"#$#"］"#（345!）的结构。其中语气词

!"#$#"是固定不变的，而自由句素#可以由表示事物或人的名词充当，整个语句用来表示评价意

义。这里的语气词发挥的是结构功能。

三

按照语气词充当固定句位句素的不同方式，其结构功能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充当独立语句功能

在独立语句中，语气词用作固定句素，占据独立单部句位。其结构模式为：

6!（固定句素）

3’718",!!!!9"7/)"".%(1.-0:.-0,";0#’#/;，<--#4#=-%(">-712","(;：0:-7’<0#’#/<，

:"7"&-?@’#A(！BA，#",’(153’8’#",，8"#/1.-C17"0"CA，’(’+D1(’-:0<!（“⋯⋯他把文章拿

给我，我当场就看完了，并说：写得很坦率，巴登尔真是好样的！萨哈托夫同志，虽然我们不是哲学

家，但还懂一点。”）

3’8’#",!E5-DA!（“那还用说。”）（F!B48#’(",）

（句位句素）G

在这个相邻对中，语气词E5-DA既不“给其他词、词组、句子的意义增加补充色彩”，也不是用

于“构成词形或表示句子的句法及情态意义”，而是构成了一个独立语句，表示肯定的情态意义。这

种结构类型在传统语法中没有得到反映。

由这些语气词构成的语句都具有情态意义，可表示肯定或否定意义。

$%表示肯定意义

（$）B1#(-H!!’./)43A0"-,’%":.1I/？（“还记得万卡·瑟索耶夫吗？”）

J’+’)!!+,"&."2"？K4，)’)=-！（“那个排长？怎么不记得！”）（!!!1I.-,0)1H）———对对方

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J".&(’#/-,!!!!K4，&’<>-7",-)#’)"H，%(<:"0)’=4’’%"(’=-.>-0)"2"%"(<&)’!
（“⋯⋯我是这样一个人，直说了吧———是个悲观主义者。”）

F"(D4.",!L’=-#’)？（是这样吗？）

J".&(’#/-,!9"’#"1-0#/!（“正是。”）（M!J(".）———肯定自己的陈述以消除对方的疑问。

&%表示否定意义

（$）’’K-D"0/，0%"0#-71%"&.<7？（“是不是把你吵醒了？”）

’’F&-#’:，:.-.-&"0.’DA7"，’’0%")"H."0)’+’7M.&(-H!（“没有，我哪里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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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安德烈平静地说。）（!!"#$%&%）———对对方的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

（"）’()$%*&#!!!!+,，-(../0/，0(1)$%，#$2-/(%&./0/3(-&%,4.56？7.$#(5.8.-(4
,-$9$4.？（“比如说你，水手长，难道他们听得进你的话吗？尊敬你这个长辈吗？”）

:(1)$%（-2*(;%,-）!"*/,9！（“哪里听得进呀！”）（<!<&=%/-5>&?）———对对方的提问作出

否定的回答。

（二）充当语句结构要素功能

在这种语句中，语气词用作固定句位句素，与自由句素一起构成语句。其结构模式有两种，一

种为：

@!（固定句位句素）#自由句素

这种模式构成的是简单句。如：

$$A.*$?)(4=3&B8>,！C.()(6=3&B8>$！（“把发夹还给我！这是我的发夹！”）

$$<(./D/%(-(5.&！（“这可真新鲜！”）（"!E53/%5>&?）

（固定句素）（自由句素）

另一种模式为：

@!%（固定句位句素）#自由句素 #@!"（固定句位句素）#自由句素

这种模式构成的是复合句。如：

F(B,*&%!!!!F#&2%$BGB/0%&>(-%$04#(&B&%/3#&2%$B，H.((%&2IB$->$)$./#&$BJ%$
>-$#.&#,.$5>$B？（“⋯⋯赫列布尼科夫在局里有没有承认他把材料带回家了？”）

!/#I$H/-$!F#&2%$B $.( 3#&2%$B，%(!!!（“承认倒是承认了，只是⋯⋯”）（K!L./?%）

（自由句素） （固定句素）（自由句素）（固定句素）

在这两种模式中，语气词都是固定句素，但不能构成独立语句，只有和自由句素组合在一起才

构成完整的语句。在这种结构中，语气词可以表示肯定、否定或评价意义。

%&表示肯定意义

（%）$$ K;.J，5.$#J?H(#.！$$5>$2$B6-5/#*1$;!$$ @.(9/.J0#/=/=8，H.(
M/*(#(-$2%$B？N&/5.8M/*(#(-！（“你这个老东西！”———我一气之下冲口骂道：“你瞎说什么呀，

你知道费奥多罗夫些什么呀？我就是费奥多罗夫！”）（K!M/*(#(-）

（"）:$.,#$!!!!<5.$-$?!O&-(!（F(*%6B/I(!）（“⋯⋯起来，快点。”）（把他拉起。）

</.#(-(?!P5&B$9,./06！（“你的力气好大啊！”）（K!’(#%/?H,>）

"&表示否定意义

（%）’(5.6!K6，2%$H&.，*B6-/5/B(I(-#/)63#/3#(-(9*/%&6!（“看来，我适合休闲的生活。”）

:(#&5!+,./06，5(-5/)%/.(!（“瞧你说的，根本不是这样。”）（<!Q(2(-）

（"）P%%$KB/>5$%*#(-%$!K&-3#$-*,，<$5&B&?<$5&B8/-&H，(.H/I(0J-$)%/9/%&.856？

O&B&0J.,.*$3(9&-$B&，>$>)J-(.57/#I//)+&>(B$/-&H/)!（“说真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

奇，您干吗不结婚？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多好，就像我们现在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一样。”）

O&.(-!+/.，>,*$)%/!（“不，我结婚干吗。”）（R!K%*#//-）

’&表示评价意义

这类语气词中有些既可以表示褒义，也可以表示贬义，如-(..$>，-(.S.(，%,&等。其实际意

义和语境有关，也和语句中的其他词有关。如果后面所跟的词带有性质意义特征，则语气词的褒贬

义十分明确。如%,&在%,&*,#$>中表示贬义，在%,&3#/>#$5%(中表示褒义；-(.S.(在-(.S.(
B&5$中表示贬义，在-(.S.(*#,286中表示褒义。若所跟的词不包含抽象的性质特征，则语气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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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义需从上下文和语调中获得。

（!）!"#"$%"&"’("，)"&"#*(，+,&-.&,&/0/+"’*01"#"&"""（2"3-(456.*，"$/..76/6"）
（“他们会说：不然我们把您送走吧。可我好好儿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非常虚弱。）

8#79（+-(/#7）":"(;("<-#/4=！（“这小伙子真是好样的！”）（:":734/&.%79）（表示赞美、欣

赏）

（#）$$>"&"#767&-+，?("*1"$#,9？>"&"#767，?(""?/4=1"$#,9？（“跟您说我好吗？他们

说我很好吗？”）

$$@-"（“是的。”）

$$（&0#,&-*.=）":"(<"16/A,！B-&/.767*#6,%！’*4/1"$#,9！"""（“真过分！给贴上标

签了！可我并不好！⋯⋯”）（C"@&"#/A%79）（表示遗憾、不满）

（三）构成对话重复语句功能

在对话重复结构中，语气词用作固定句素，起句位句素作用。其结构模式为：

D"（固定句素）%重复词

如：

>"6"..4-#5E7">/9，"(%#,&-9！F-$767.=，(-#-%-4,！G(%#,&-9！（“盖依，开门！躲起来了，

臭虫！开门！”）

H6/)+-(7%"C17%?"#("&"9+-(/#7！（“见鬼去吧！”）

>"6"..4-#5E7"I&"((/$/<"915！G(%#,&-9，.6,3=！（“你才见鬼呢！开门！听见没有！”）

（固定句素） （自由句素／可重复句素）

（:":734/&.%79）

在这种结构中，充当固定句素的语气词同样和自由句素一起构成完整的语句。但是，与第二类

型不同的是，这一结构类型中的自由句素是对前一语句某一部分的重复。如：I&"((/$/<"915！

中的<"915是对前一语句C17的重复。

从构成类型上看，由语气词构成的语句重复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D"%J5K"：固定句素为语气词，自由句素为名词。

L-#7*’6/%.-41#"&4-"C6=*B7%"6-/&7?&".<7(,&-61/(/9，;("&/#4"，&.-+"9.(#")"9
17.A7<674/"B"7<#75?-67M%.-+".("*(/6=4".(7&.5E1/47*M7%<#*+"(/&<".(5<%-M"（“伊利

亚·尼古拉耶维奇教育孩子确实非常严格，但也教会他们要独立思考、为人正直。”）

!-3%-1-+"&-"GM5E;(-.-+".("*(/6=4".(=！（“可真够独立的！”）（C"2"<"&）

#&D"% 2#76-)"：固定句素为语气词，自由句素为形容词。

J(/<-4""""G4-1/&"?%-5+4-*"（“⋯⋯她是个挺聪明的女孩。”）

’44-$:-44-"NE%-%-*5+4-*！N?7(.*4-"147<*(/#%7"（“确实聪明！全是五分。”）（:"
>5$-#/&）

’&D"%>6"：固定句素为语气词，自由句素为动词。

L-3-"O"#"3"！>"&"#7(/"""（“好！说吧⋯⋯”）

P,$-%"&"D("E/)"&"#7(=""":,&/1="(67?4"&./04-/(/"（“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什么

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吗。”）（B"2")"174）

(&D"%B-#"：固定句素为语气词，自由句素为副词。

2/#&-*E/4K74-"Q("&/#4")"&"#7("（“说得很对。”）

:("#-*E/4K74-"RK/$,4/&/#4""""（“当然很对了⋯⋯”）（!"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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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句素为语气词，自由句素为谓词。

+(,#-&%&)$，).*(#&/#0$*(12.#（“坐着吧，同志，没关系。”）

34’&2#5.$6)7’(’8).2$*(12.？9)..:$27*(12.，"#$1%$*6$;.%4<)$=<#（“怎么没关系？很

有关系，尤其是对你来说。”）（0#>.;.%&2）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两个重复词的意义相同，但可以有不同的语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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