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语化标记的复句构式及其教学策略论析

肖任飞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内容摘要：传统教学语法在复句层面是着墨很少的，一般以逻辑—语义对复句进行分

类，其教学也基本采取逻辑—语义和关联词语结合的教学策略。我们不否认逻辑—语

义和关联词语教学在复句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针对熟语化标记的汉语复句构式，我

们更应该采用 “构式—语块”教学策略。本文在探讨熟语化标记汉语复句构式类型的

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熟语化标记汉语 复 句 构 式，提 出 了 切 实 可 行 的 “构 式—语

块”教学方案。
关键词：复句构式；熟语化标记；框架性标记；习语化标记；构式—语块

一、问题的缘起

标记，尤其是关联标记，在汉语复句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历来受到研究者们

的重视。在过去百来年的汉语复句研究中，关联标记的选择与搭配，与单复句的界限

和划分、复句 关 系 的 分 类 和 判 断 “三 足 鼎 立”，近 二 三 十 年 来，学 界 重 视 汉 语 复 句

普—方—古 “大三角”及跨语言关联标记的比较，在描写基础上注重认知功能及形式

解释，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上注重与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等交叉研究［１］，近来

开始关注关联标记与语篇的互动关系［２］。
汉语复句还 通 过 不 少 熟 语 化 标 记 关 联，比 如 “之 所 以……是 因 为……”， “与

其……不如……”，“既然……就……”等是规则性强的框架式标记，“说什么”、“怎

么说”、“更不用说”等则是与复句关联的实体性固化结构体，这在以往复句以及复句

教学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前者通常被当作一般关联标记来处理，关于后者的研

究一直到近十年才有相关成果出现。
在传统教学语法中，复句层面是着墨很少的，一般只是以逻辑—语义对复句进行

分类，其教学也基本采取逻辑—语义和关联词语结合的教学思路。以因果复句为例，
国内主要的教学语法参考书，大体都将其作为偏正复句 （主从复句）的一类，解释如

下：前一分句偏句提出原因、前提，后一分句正句说明结果或推断，常用的关联词有

“因为……所以……”，“由于……”，“……因此……”，“既然……就……”等等；有

些复句，原因在后一分句，前一分句却是结 果，常 用 的 关 联 词 有 “之 所 以……是 因



为……”。我们不否认逻辑—语义和关联词语教学在复句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

形式—意义配对的构式来说，这种方法还是存在不少局限。本文先是探讨熟语化标记

的汉语复句构式的类型，进而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二、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的类型

构式，通常认为是形式—意义对 （ｆｏｒｍ－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ａｉｒ），如果它的形式和意义的

某些方面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或业已建立的其他构式中推导出来，这个配对体就是

构式［３］。尽管构式语法宣称低层面的词和语素以及高层面的语篇都是构式，但在实际

的构式语法中仍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实体性或准实体性的习语性构式，包括结

构形式完 全 固 定 的 特 殊 短 语 （如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和 部 分 固 定 的 特 殊 句 子 （如 Ｗｈａｔｓ　Ｘ
ｄｏｉｎｇ　Ｙ），另一个是规则性或图式性的带有较强规则性的句法结构，尤其是各类特殊

句式，比如双及物构式的探讨等［４］。汉语复句也存在两类熟语化标记，这刚好跟构式

语法研究的两个传统对应：一类由实体性熟语化标记关联，另一类通过规则性熟语化

标记关系。

（一）实体性熟语化标记的复句构式

实体性熟语化标记，也可称作习语性熟语化标记，是指结构上固定、形式和意义

的某个方面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的、关联复句关系的特殊标记，比如构式语法

研究的经典例子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其形式完全固定，意义并不能从其组成成分ｌｅｔ、ａｌｏｎｅ或

两者的组合 推 导 出 来，表 达 的 是 整 体 性 意 义。汉 语 跟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相 近 的 是 “更 不 用

说”，在现代汉语里，“更不用说”不是 “更＋不用＋说”的短语用法，而是表达一种

熟语化意义。例如：

（１）奖金人选发表以后，据说中国人民全体动了义愤，这位作家本人的失望

更不用提。（钱钟书 《灵感》）
（２）祖祖辈辈生活在雪山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种蔬菜，更

不用说吃新鲜蔬菜了。

例 （１）、（２）中，“更不用说”跟动词 “说”、副词 “不用”都没有直接关系，中

间不能有语音停顿，不能出现发出言语行为的施为性主语，“不用”后面也不能插入

兼语成分，“说”不能有时体变化，是熟语化、习语化或词汇化很高的短语。在复句

语义关系上，“更不用说”构成一种反逼性递进关系，其中也隐含着推论性因果关系，
复句前件既是递进基点，也是推论根据，复句后件既是递进终结，也是推论结果［５］。
此外，其在句法形式、语义机制以及语义韵等方面还有不少特征和限制条件，由于篇

幅所限和本文主旨原因，此不展开讨论［６］。
关于实体性熟语化标记，还有两篇文献要提：根据肖任飞［７］、谢晓明和肖任飞［８］

报道，汉语 “说·什么”表示无条件让步关系，这是国内较早报道实体性熟语化标记

的作品，尽管没有站在复句构式高度，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此后董正存从

构式紧缩角度对其句法—语义后果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跟 “说·什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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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类似的 “怎么·说”［９］。例如：

（３）说什么咱们也得干一下吧，不然，不好交差。
（４）咱们怎么说也得干一下吧，不然，不好交差。

这类 “说什么”和 “怎么说”是留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内容，根据 《高等学校外国

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 “说·什 么”、 “怎 么 着”紧 缩 句 位 列 高 等 阶 段 语 法 项 目 当

中［１０］。“说什么”、“怎么说”中间不能有语音停顿，“说”后不能插入时体成分，也

不能拆开，“说”的语义比较泛化，不表示具体言语动作，不能用其他 “说”类动词

替换，也不能省略。此时，“说什么”、“怎么说”的语义已经趋于专门化，用来表示

无条件让步语义，词汇化程度很高，经常与副词 “也、都”配合使用。作为施事或与

事的 “咱们”既能出现在 “说什么”、“怎么说”之前，也能出现在 “说什么”、“怎么

说”之后，语义上指向谓词 “不能灰心”，不指向 “说”。

（二）规则性熟语化标记的复句构式

规则性熟语化标记，也可称图式性熟语化标记，是指带有较强规则性的、关联复

句关系的句法结构标记。这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配套式关联标记，
比如 “一来……二来……”、“也罢……也罢……”、“与其……不如……”、“要么……
要么……”、“之所以……是因为……”、“既然……那么 （就）……”等，它们同一般

关联标记不同，不是简单地遵守 “联系项居中原则”［１１］，关联标记前件和后件的互信

息值都非常之高［１２］。这些关联标记有些是汉语独有，并且形式和意义配对的某些方

面并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例如：

（５）我病了。我认为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亵渎了神灵，大家都不相信我的

说法。（池莉 《让梦穿越你的心》）
（６）那些细节我终生难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莫怀

戚 《透支时代》）

例 （５）、（６）“之所以……是因为……”是汉语独有的关联标记［１３］，除逻辑上的

原因—结果关系之外，关联标记 “之所以……是因为……”具有释因功能，“之所以”
在句中起照应和回指上文的作用，如例 （５）“生病”照应上文 “病了”，例 （６）“如

此”回指 “那些细节我终生难忘”，同时启示后面将解释原因，“之所以”在其中扮演

承上启下的角色。
除上述传统意义上的配套式关联标记以外，还有些句法结构也具有较强的规则性

且关联某种特定复句关系。例如：

（７）老师见安娜有点不舒服，就让她先回宿舍休息了。
（８）一下雪就堵车，又碰上一 起 交 通 事 故，我 的 车 在 路 上 整 整 堵 了 二 十 分

钟。（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上· 《我的眼镜摔坏了》，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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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７）我们可称作 “见”类 因 果 复 句 构 式，原 因 分 句 由 “见＋ （Ｓ兼）＋量 范

畴”组成，结果分句经常存在关联副词 “就”，当 “就”进入该构式框架之后，压制

着它不再表示条件、假设以及顺承，而是表示因果关系。例 （８）是与复句结构模式

相关的构式，可码化为 “Ｐ （ｘ，ｙ又），Ｑ”因果构式，ｎ＋１ （ｎ≥２）是该因果构式的

基础模式，语义上强调原因的累积。
此外，实体性熟语化标记和规则性熟语化标记并非截然分开，比如前面所说的无

条件让步的 “说·什么”紧缩句，“说·什么”是一个实体性的熟语化标记，但也经

常跟关联副词 “也、都”配套使用，规则性和图式性也很强。

三、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的教学策略

学界普遍认为，教学语法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最困难的就是基于什么理论和方法

编写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教学语法应该怎样变通才能使学生学起来最有效。然而传统

教学语法在复句层面是关注不够的，大多数教学语法参考书在复句层面跟理论语法没

有多少差异，只是采用 “逻辑—语义”标准对复句分类，列举出典型的关联词语。但

这种教学语法至少有以下问题：一、同英语等依赖形态的语言不同，汉语多数复句不

使用关联标记［１４］，如果学生受母语迁移的影响，复句都使用关联标记，自然会造成

偏误；二、关联标记，即便是概念意义接近的关联标记，比如ｔｈｅｎ和 “然后／于是／
接着”、ｓｏ和 “所以”、ｂｕｔ和 “但是／不过”，在具体用法上也存在差别；三、学生还

有泛化使用 “所以、但是、然后”的现象［１５］。
随着构式—语块理论的引入，基于 “构式—语块”的教学法在存现句、兼语句、

“把”字句等特殊句式的教学中具有很明显的作用［１６］，在国家语委公布的２０１５年立

项名单中，“基于构式理论的对外汉语教材资源库建设”也被列为重点项目，可见政

府和学界对基于构式理论教学语法和语法教学的重视。我们认为，许多复句，比如推

论性因—果复 句、判 断 性 果—因 复 句、无 条 件 让 步 “说·什 么”紧 缩 句、 “Ｐ （ｐ，

ｑ又），Ｑ”因果复句、 “Ｘ是Ｘ”转折复 句、 “更 不 用 说”递 进 推 论 句 等，都 可 采 用

“构式—语块”教学法。初步实验证明，基于 “构式—语块”的复句教学方法，相对

传统 “逻辑—语义”和关联词语教学法，对于熟语化标记的汉语复句构式教学具有一

定优势。

四、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的教学方案

在具体教学实施方案上，针对实体性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的教学跟规则性熟语化

标记复句构式的教学不太相同，但具体实施过程基本没有差 异。首 先 是 研 究 备 课 阶

段：我们需要将所要教学的复句转化成对应的构式，概括其构式义，分析其内部语义

关系，然后据此将构式切分为若干语块，得出该构式 的 语 块 链。其 次 是 课 堂 教 学 过

程，先是用各种方法展示构式的语言实例，引导学生从认知角度理解句子所表示的构

式义，其次是引导学生理解构式语块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语义关系将构式分成若干

语块，并形象化地展示出来，然后告诉学生语块与语块之间的联结关系和衔接顺序，
最后向学生详细说明每个语块内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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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体性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教学方案

我们以 “更不用说”推论性递进复句为例探讨实体性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的教学

过程。首先是备课阶段，我们应清楚，“更不用说”构式在形式上由Ｐ和Ｑ更 不 用 说 两个

语块组成，Ｐ既是递进的基点，也 是 推 论 的 根 据，Ｑ更 不 用 说 既 是 递 进 的 终 结，也 是 推

论的结果。例如：

（９）宋华：我们在说，你们这些老外快成 “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不用说

了。（刘珣主编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二册，第２４６页）

在教学例 （９）的时候，首先展示实例，让学生理解复句所表示的构式义，即理

解该复句表示 “你们这些老外快成 ‘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更是中国通了”。其次

引导学生理解构式中的 “不用说”与言语动作无关，前面可以添加副词 “更”，“更不

用说”语义上表示反逼递进推论关系，在形式上可变换为 “你们这些 老 外 尚 且 快 成

‘中国通’了，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和 “既然你们这些老外快成 ‘中国通’了，力

波当然就不用说了”。接着拓展更多实例，通过句型变换练习，让学生加深对 “更不

用说”构式的理解。例如：

（１０）即使在他这个外行看来，也觉得五百万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有一百

五十万了。
（１１）除了哥哥给他一些零用钱外，他父母从来没给过他一个子儿，更不用

说去看他了。

通过扩展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更不用说”构式都能形象化地表示为递降和递升

两种结构。例 （９）是递升结构，例 （１０）、（１１）为递降结构。可分别表示如下：

（９’）一般老外…不能成为 “中国通”→ （箭头向右表示递升）你们这些老

外…成了中国通→……→力波不是老外…是中国通→力波不是老外，且对中国很

了解…更是中国通

（１０’）内行看来…五百万不够← （箭头向左表示递降）在他这个外行看来…
五百万也不够←……←在…三百万肯定不够←一百五十万…更加不够

（１１’）一般父母…去看孩子← （箭头向左表示递降）一般父母…给孩子钱←
他父母…没给过他钱←……←看他…更不可能

最后向学生讲清楚 “更不用说”构式的内部要求，有些Ｑ更 不 用 说 信息需要从前面

递进基点和推论根据中补充，比如例 （９） “中国通”并不能从 “力波当然就不用说

了”获知，而要结合前文才能推导出来，例 （１０）同样如此，“不够”并不能从 “更

不用说只有一百五十万了”直接获知，例 （９）、（１０）还有一个特征，即Ｑ更 不 用 说 主宾

能够易位，“力波当然就不用说了”可说成 “更不用说力波了”，“更不用说只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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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了”可变成 “只有一百 五 十 万 就 更 不 用 说 了”；而 有 些 Ｑ更 不 用 说 能 直 接 提 供 信

息，比如例 （１１）“更不用说去看他了”，“去看他了”就是Ｑ更 不 用 说 提供的信息，“去

看他”和 “没给过一个子儿”之间形成递降关系。

（二）规则性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教学方案

我们以 “Ｐ （ｐ，ｑ又），Ｑ”因果复句构式为例探讨规则性熟语化标记复句构式教

学过程。“Ｐ （ｐ，ｑ又），Ｑ”因果复句构式是指下面一类句子：

（１２）骑车的人太多，｜｜有的人又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是造成交通拥挤

的主要原因之一。（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上· 《我的眼镜摔坏了》，第

１２１页）

备课阶段，我们应清楚该构式有原因语块和结果语块两大语块构成，二者构成原

因—结果关系，其中原因语块又由并列或递进、转折关系的几个小语块构成。构式表

示一个原因还不足以推出后面的结果，两个或多个原因累积才得出后面的结果，构式

强调原因的累积。
课堂教学过程中，先展示语言实例，引导学生从认知角度理解复句的构式义，比

如例 （１２）让学生知道 “骑车的人太多”和 “有的人又不遵守交通规则”是 “造成交

通拥挤”的两个原因，其次展示更多实例，让学生理解构式语块之间的关系。例如：

（１３）田忌知道自己的马没有国王的好，｜｜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不赛，｜就

答应了。（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上· 《赛马》第３５页）
（１４）你们俩原来都学得不错，｜｜有一定的基础，｜坚持学下去的话，一

定能学好。（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下· 《我们还想学下去》）

通过展示更多实例，学生可以了解到，例 （１３）和例 （１４）由原因语块和结果语

块两大语块构成，其中原因语块又由并列／递进、转折的两个小语块构成，两个小语

块之间存在或可添加副词 “又”，结果语块可能是一个小句，也可能是存在语义关系

的分句。接着根据语义关系将构式分成若干语块，并形象化地展示出来，我们可以在

教学课件上这样概括：

骑车的人太多， 有的人又不遵守交通规则， 也是造成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

田忌知道自己的马没有国王的好，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不赛， 就答应了。

你们俩原来都学得不错， 有一定的基础， 坚持学下去的话，一定能学好。

　　ｃａｕｓｅ１　　　　　　＋　　　　ｃａｕｓｅ２　　　　　→　　　　　　　ｒｅｓｕｌｔ

　　Ｐ （ｐ　　　　　　　＋　　　　　ｑ又）　　　　　 →　　　　　　　Ｑ

最后为学生介绍 “Ｐ （ｐ，ｑ又），Ｑ”因果复句构式的内部要求，比如复句结构基

本采用ｎ＋１或ｎ＋ｎ模式，原因语块内部是并列／递进或转折关系，不可能为连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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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副词 “又”表示原因的累积，不表示时间的顺承。此外，还告诉学生该构式在语

篇中也经常使用。例如：

（１５）昨天我给山本打电话，约她晚上一起去看京剧。｜｜但是她说晚上有

事，去不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晚上去。（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

下· 《她有事，去不了》第６２页）
（１６）正是上下班时间，｜｜｜路上人多车也多。｜｜公共汽车上不去，｜我

们只好打的。（杨寄洲主编 《汉语教程》第二册下· 《她有事，去不了》第６２页）

值得注意，例 （１６）看起来是两个句子，但从构式角度来说，“我们只好打的”是

由 “正是上下班时间，路上人多车也多”和 “公共汽车上不去”共同推导出来的结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除一般关联标记以外，汉语复句也存在两类熟语化标记，即实体性的

习语化标记和规则性的图式化标记两类。前者指那些结构形式固定、形式和意义的某

个方面并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的熟语化标记，后者指那些规则性很强、经常标

记某类复句的熟语化标记。这在过去的复句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由实体性的习语化标记和规则性的图式化标记关联的复句构式，我们主张在

教学语法中采用 “构式—语块”教学策略，并从备课和上课操作两方面提供了具体的

教学方案。初步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是学生易于 接 受 的，能 获 得 良 好 的 教 学 效

果，不过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暂未报道实验结果，拟再专文报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 科 基 金 项 目 “汉 语 因 果 复 句 多 样 性 与 倾 向 性 实 证 研 究”
【１３ＹＪＣ７４０１１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面向ＣＳＬ的汉语因果复句搭配的

实证性研究” 【ＣＣＮＵ１６Ａ０６０１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基于心理实验的汉语复句

习得句法发展研究”【２０１３Ｍ５３１７１３】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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