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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强调并列结构”的类型学表现

闫　梦　月　　薛　宏　武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　要：汉语中有一类以关联并列标记联接的“强调并列”，它们与单标记联接的“常规并列”相对，其表义
特点是其中的每一并列项都要被单独考虑。汉语的合取并列与析取并列都有强调式与常规式，其关联标记与

对应的单标记可以完全同形或局部同形。汉语有表否定强调并列的专用关联标记“既不…也不…”“既非…也

非…”等，但其词汇化程度不高。汉语的强调并列在以上几点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类型学共性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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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有一类并列结构，其中的每一并列项须要被单独考虑，例如：

（１）ａ．［又
獉
高又
獉
大］（自拟）

ｂ．［高又
獉
大］

例（１）ａ是个合取并列结构，组成并列项为“高”和“大”，并列标记为双标记“又…又…”。（１）ａ的
同义格式为（１）ｂ，其并列项及概念义与（１）ａ完全相同，只是并列标记为单标记“…又…”。（１）ａ和
（１）ｂ的语义差异在于：（１）ａ中的每一并列项“高”和“大”都要被单独考虑，有强调每一并列的语义。
（１）ｂ则没有这种强调义，只是说明并列项间有合取关系而已。比较（１）ａｂ可以看到，它们的形式差异
仅在并列标记的形式不同，（１）ａ使用的是双并列标记，（１）ｂ则用单并列标记。根据语言符号“形－义”
对应的一般原则，这两个并列结构的语义差异应该是由其并列标记的形式差异造成的。事实上，根据并

列结构的跨语言研究，像汉语（１）ａｂ这样的并列结构的“形式－语义”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典型如英语
中以ｂｏｔｈ爥 ａｎｄ和ａｎｄ联接的并列，例如：

（２）ａ．Ｂｏｔｈ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ａｎｄＢｅｌｉｚｅａｒ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２００７）
ｂ．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ａｎｄＢｅｌｉｚｅａｒ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

例（２）ａｂ是英语的一组同义句式，它们的区别是（２）ａ有分别强调其中每一并列项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和
Ｂｅｌｉｚｅ的意味，而（２）ｂ则没有。类型学上把如（１）ａ（２）ａ这样的并列结构称为“强调并列”（ｅｍｐｈａｔ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把（１）ｂ（２）ｂ称作“常规并列”（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并将它们作为并列结构类型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参项进行讨论。本文将描写汉语强调并列的具体表现，并说明它们与其他语言的类型共

性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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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取强调并列”与“析取强调并列”

１．１　合取强调并列

跨语言事实表明，“强调并列”与“常规并列”的语义区分通常是以“关联并列标记”（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ｏｒｓ）与“单并列标记”的形式差异体现的。关联标记是指成组使用的并列标记，如（１）ａ的“又…

又…”（２）ａ的ｂｏｔｈ…ａｎｄ，它们都有对应的单标记常规并列结构，如（１）ｂ（２）ｂ。而且“强调并列”与“常

规并列”区分通常体现于一种语言的合取并列（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与析取并列（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中。（１）（２）语义

上都属于合取并列，除例（１）外，汉语的合取强调并列还有：

（３）ａ．［既
獉
高又
獉
大］（自拟）

ｂ．［高又
獉
大］

（４）ａ．［也
獉
对也
獉
不对］（自拟）

ｂ．［对也
獉
不对］

（５）ａ．［既
獉
高也
獉
大］（自拟）

ｂ．［高也
獉
大］

例（３）（４）（５）语义上都是合取并列，其中ａ组为强调并列，ｂ组为常规并列。可以看到，ａｂ两组的

形式差异只是并列标记不同，ａ组用关联标记“既…又…”“也…也…”“既…也…”联接，ｂ组用对应的单

标记“…又…”“…也…”“…也…”联接。由例（１）（３）（４）（５）可知，汉语合取“强调并列”与“常规并

列”的标记对应关系如下：一、合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的后部必须与单标记同形，如（１）ａ标记后部的

“又”与（１）ｂ的单标记“又”同形。（４）ａ标记后部的“也”与（４）ｂ的单标记“也”同形。二、合取强调关

联标记的前部可以与单标记同形，如（１）ａ标记前部的“又”与（１）ｂ的“又”同形，（４）ａ标记前部的“也”

与（４）ｂ的“也”同形。关联标记的前部与单标记也可以不同形，如（３）ａ标记前部的“既”与（３）ｂ的

“又”不同形，（５）ａ标记前部的“既”与（５）ｂ的“也”不同形。综言之，汉语合取强调并列的标记对应关

系可概括为表一：

表一　合取“强调并列”与“常规并列”的标记对应关系

合取并列

强调并列 常规并列

关联标记 单标记

完全同形 局部同形

“又…又…” “既…又…”
“…又…”

“也…也…” “既…也…” “…也…”

由表一可知，汉语合取强调并列的关联标记与单标记至少要局部同形，并且同形位置在关联标记的

后部。而且这种标记完全同形和局部同形的关系不仅见于汉语，合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与单标记完全

同形的语言，还有：“俄语、意大利语、现代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１］１５
－１９。例如：俄语的关联标记为

ｉ爥ｉ，对应的单标记是ｉ，两组标记完全同形。关联标记与单标记局部同形的语言，还有英语和爱尔兰语

等。例如英语的ｂｏｔｈ爥ａｎｄ与ａｎｄ只是局部同形，且同形位置也在关联标记的后部。以上是汉语与其他

语言表现为类型共性的一面，当然，汉语也有其表现为类型差异的一面，例如有的语言合取强调关联标

记的内部同形，但与单标记却不同形，这样的语言如匈牙利语和韩语。韩语的关联标记为－ｔｏ爥－ｔ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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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标记则为－Ｈａｋｏ。汉语中没有这类标记关系。有的语言关联标记内部不同形，并且与单标记也不同

形，这样的语言如德语、波兰语、芬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例如德语的关联标记为ｓｏｗｏｈｌ爥ａｌｓａｕｃｈ，单标

记为ｕｎｄ，标记各部分都完全不同形，汉语也没有这种标记关系类型。因此，相对于后两类语言，汉语则

表现出标记类型的差异性。

１．２　析取强调并列

汉语中也存在析取强调并列结构，黄伯荣、廖旭东（１９９１）列举的选择复句联接词有：“或者（或、或

是）Ａ，或者（或、或是）Ｂ；是Ａ，还是Ｂ”［２］１３１。

例如：

（６）ａ．［或
獉
大或
獉
小］（自拟）

ｂ．［大或
獉
小］

（７）ａ．军校毕业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或者
獉獉

去大城市，或者
獉獉

去边疆］。（语料库在线）

ｂ．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去大城市，或者
獉獉

去边疆］。

（８）ａ．当时，美国、日本虽有较好的环氧胶，但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或是
獉獉

使用不便，或是
獉獉

性能达不到

使用要求］。（语料库在线）

ｂ．但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使用不便，或是
獉獉

性能达不到使用要求］。

（９）ａ．午饭［是
獉
吃米饭还是

獉獉
吃面条］？

ｂ．午饭［吃米饭还是
獉獉

吃面条］？

例（６）（７）（８）（９）语义上都是析取并列，ａ组为强调并列，ｂ组为常规并列。与合取并列一样，ａｂ两

组的形式差异也是并列标记不同。ａ组用关联标记“或…或”“或者…或者”“或是…或是”“是…还是”，

ｂ组用单标记“…或…”“…或者…”“…或是…”“…还是…”。由（６）（７）（８）（９）可知，汉语析取强调并

列关联标记与单标记的对应关系如下：一、析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的后部必须与单标记同形，如（６）－

（９）ａ标记的后部“或”“或者”“或是”“还是”都与其ｂ组的单标记同形。二、析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的

前部与单标记可以同形，如（６）－（８）ａ组标记前部的“或”“或者”“或是”与 ｂ组的单标记同形。关联标

记的前部与单标记也可以不同形，如（９）ａ标记前部的“是”与（９）ｂ的单标记“还是”不同形。汉语析取

强调并列的标记对应关系可概括为表二：

表二　析取“强调并列”与“常规并列”的标记对应关系

析取并列

强调并列 常规并列

关联标记 单标记

完全同形 局部同形

“或…或…”
“…或…”

“或者…或者…” “…或者…”

“或是…或是…” “…或是…”

“是…还是…” “…还是…”

由表二可知，汉语析取强调并列的关联标记与单标记也需要局部同形，并且同形位置在关联标记的

后部。关联标记与单标记完全同形的关系不仅见于汉语，波兰语、荷兰语、巴斯克语和 Ｓａｍｏｌｉ语也是如

此，例如：波兰语的强调关联标记为ａｌｂｏ爥ａｌｂｏ，单标记为 ａｌｂｏ，两组标记完全同形。关联标记与单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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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同形的语言还有英语、德语和芬兰语等，例如英语的ｅｉｔｈｅｒ爥ｏｒ与ｏｒ只是局部同形。以上是汉语析

取强调并列与其他语言具有共性特征的一面，此外，汉语也有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一面。据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

（２００７）所述，还有析取关联标记内部同形，但与单标记不同形的语言，如Ｌｅｚｇｉａｎ语，关联标记为ｊａ爥ｊａ，

单标记为－ｗａｊａ。汉语的析取强调关联标记没有这类同形关系。此外，在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列举的材料中，未

见有析取强调关联标记内部不同形，并且它们与单标记也为不同形的语言。这类标记关系类型可能在

自然语言中很难存在，在汉语中的确也没有这类标记关系。也就是说，汉语在最后一组标记关系上与其

他语言一致而在第三组关系上区别于如Ｌｅｚｇｉａｎ语那样的语言。

综上所述，汉语的“合取强调并列”及“析取强调并列”的关联标记与单标记的形式对应关系方面

如下：

强调关联标记

合取强调并列
完全同形：又…又 又

后部同形：既…又 又{
析取强调并列

完全同形：或者…或者 或者

后部同形：是…还是 还是{





















常规单标记

二、“强调并列”的否定式

有的语言中还有表否定强调并列的专用关联标记（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ｓ），例如英语的

ｎｅｉｔｈｅｒ爥ｎｏｒ，德语的ｗｅｄｅｒ爥ｎｏｒｃｈ，瑞典语的ｖａｋｅｎ爥ｅｌｌｅｒ等。例如：

（１０）ａ．ＷｅｍｅｔｎｅｉｔｈｅｒＭａｒｖｉｎｎｏｒＪｏａｎ．（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２００７）

ｂ．Ｗｅｄｉｄｎ’ｔｍｅｔｅｉｔｈｅｒＭａｒｖｉｎｏｒＪｏａｎ．

例（１０）ａ的并列标记ｎｅｉｔｈｅｒ爥ｎｏｒ是英语表否定析取强调并列的专用标记，（１０）ｂ是它的同义句

式，但其中的ｅｉｔｈｅｒ爥ｏｒ是表析取强调并列的肯定关联标记，没有否定义。Ｐａｙｎｅ（１９８５）将以这类并列标

记联接的强调并列结构称为“排异结构（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３］４０－４１，认为它们是既不属于合取并列，也不属于析

取并列的一类并列结构。Ｂｅｒｎｉｎｉ和 Ｒａｍａｔ（１９９６）发现：“这类表否定强调的关联标记多见于欧洲语

言”［４］１００
－１０６。汉语中也有这种表否定强调并列的专用关联标记，只是它们是从合取强调并列标记中衍

生出来的，这点不同于英语。例如：

（１１）ａ．［我既不
獉獉

喜欢吃水果，也不
獉獉

喜欢吃蔬菜］。

ｂ．［我既
獉
喜欢吃水果，也

獉
喜欢吃蔬菜］。

（１２）ａ．［既非
獉獉

真实也非
獉獉

虚妄］。（百度作业帮）

ｂ．［既
獉
真实也

獉
虚妄］。

例（１１）ａ括号内是个否定义合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为“既不…也不…”，对应的肯定标记为“既…

也…”，如（１１）ｂ。（１２）ａ括号内也是否定合取强调并列，关联标记为“既非…也非…”，对应的肯定标记

为“既…也…”，如（１２）ｂ。由（１１）（１２）可知，汉语的否定强调并列关联标记是在其肯定标记上添加否

定词“不”“非”等形成的。虽然“既不…也不”和“既非…也非”在汉语中都不算是典型的词，并且必须

出现在特定的并列构式中，但显然它们已有词汇化的趋势，处于向专用标记语法化的过程中。本文认

为，汉语中的确存在这类表否定强调并列的专用标记，只是它们的语法化程度不高。类似的关联标记还

有：“既不…又不”“既非…又非”“又不…又不”“也不…也不”“又非…又非”“也非…也非”等。但与

“既不…也不”和“既非…也非”相比，这些标记的语法化程度则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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