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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的话题标记及其演变 

李 宗 江 

提 要 “话题”本是个语用概念，但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人们较多地将其作为结构成分来讨 

论。我们侧重于在篇章意义上来理解话题，将标记话题的语言成分称为“话题标记”。本文所指的 

话题标记包括两类：一类是用来引入话题的语言成分，如现代汉语中的“要说”，称为“话题引入标 

记”；另一类是用来转换话题的语言成分 ，如现代汉语中的“再说”，称为“话题转换标记”。文章将 

按以上两类来描写近代汉语的话题标记，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现近代汉语话题标记的大致面貌，并 

讨论其 向现代的演变问题 。 

关键词 近代汉语 话题标记 历史演变 

一  引 言 

话题标记，是指用来标记句子或语段话题的语言表达式。话题的管界有大有小，举例时一 

般是举一个单句，叫作话题句。如： 

(1)这种人啊，谁也没办法。 (2)我吧，就不相信这种事。 

(3)关于改革的问题，你怎么看呢? (4)要说老 张，他可真不容易。 

以上句子逗号前的部分是话题，“啊、吧、关于、要说”都是话题标记。位于话题后的是后置 

话题标记 ，如“啊”；位于话题前的是前置话题标记 ，如“关于”。作为语用成分 ，话题的管界 当然 

都应该是大于句子的，但目前人们对话题的讨论，主要兴趣局限在句子以内，将其作为一个句 

子的成分来看待，即将句子的主语谓语之间的关系定义为话题(topic)和陈述(comment)的关 

系，这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就开始的，如赵元任(1979)最早将汉语句子的主要成分做了这样的 

界定。这些年来对这 一问题 的讨论始终 比较热 门，其 中以李纳 和汤普森 (Li~Thompson 

1984)的语言类型学理论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这个理论将话题和主语都看作是结构成 

分 ，并将重视主语(subject—prominent)还是重视话题(topic-prominent)作为一种语言类型学参 

项，据此将世界语言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a．重视主语而不重视话题的语言Ib．重视话题而不 

重视主语的语言Ic．主语和话题都重视的语言；d．主语和话题都不重视的语言。 

按照这个分类标准，汉语属于重视话题而不重视主语的语言，而印欧系语言如英语、俄语 

等属于重视 主语而不重视话题的语言。(李宗江、张慧如 2015)这种与主语对应的讨论 ，说 明 

*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语用标记及其演变研究”(编号：13BYYI12)的资助。此文 

曾在“汉语史高端论坛”(河南师范大学 ，2016年)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指点，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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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将其看作一个语法成分，而不单单是一个语用成分。本文讨论的话题标记所引出 

的话题 ，倾向于在语用成分的立场来讨论问题 ，特别是话题的管界超出单句范围的。以“关于” 

和“要说”为例 ： 

(5)关于杜达耶夫的下落，据俄军方的侦察，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他同私人卫队一起躲藏 

在格罗兹尼郊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其二是，他同一伙亲信已离开格罗兹尼，进入南部山 

区建立司令部 。(《人民 日报》1995年 1月 4日) 

(6)要说美中不足嘛，我建议厂家改进 一下遥控板 ，因为它的按键 凹凸不明显，拨号时手感 

较差，我拨 10次电话，就有 7次是错 的，因为无法感觉。后备箱空间挺大 口太小，接一 

位从国外来的朋友时，装东西真费了劲了。(《北京 日报>>2007年7月26日) 

显然，类似于以上两例中的话题，无法在简单句的范围内来讨论，这种话题是篇章意义上 

的。就连(1)至(4)这样的例子，一般也是有上下文语境的，话题的管界也是常常超出一个简单 

句的，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讨论而截断了而已。 

我们把话题标记分为两类：一类是话题引入标记，如上面的例(1)～(6)是指第一次提出的 

话题或承接上文的话题的标记；另一类是话题转换标记，其所标记的话题是与上文不同的，表 

示变化了的话题。例如： 

(7)可再仔细想想，世上干哪行哪 当的没罪过?且说官府 ，定 了律条 ，欺压百姓，搜刮民膏， 

百姓稍出怨言，便视为造反图谋不轨，正大光 明的杀人 ，堂而皇之 的作恶。再说其他， 

作买卖的昧尽天良，大斗进小斗出，挂着羊头卖狗肉；当匠人的漫天要价偷工减料变着 

法儿胡弄人 ；教书先生貌似清高满腹经纶实则才疏学浅鼓噪簧舌误人子弟；杀猪 杀羊 

的整 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收足 了工钱还 留下杂碎下酒全无一丝恻隐；说书唱戏的虚情 

假义媚态百出看似人模狗样实则男盗女娼；就是下三烂 叫化子也罪过不浅，整天要 了 

东家要西家，磕头作揖卑躬屈膝，把你们财主人家都惯坏了。(尤凤伟《石门夜话》) 

这段话从篇章层次上讲到了两个话题，“官府”是最先提到的话题，“且说”是话题引入标 

记，而说完官府，变换了另外的话题即官府之外的“其他”，“再说”是话题转换标记。 

有的话题引入标记是一种框式结构，前置标记和后置标记同现，如例(8)的前置标记“就” 

和后置标记“来说”共现 ： 

(8)就个人的悲痛来说，我们大家热爱的马大哥，我认识他在他和世弥结婚以前，我知道世 

弥在他的生活里、情感上占着什么样的位置，我知道世弥是他的一个怎样的不可分离 

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巴金《纪念友人世弥》) 

有的话题转换标记为呼应式的 ，由转出标记和转入标记共同承担。如 ： 

(9)话说西门庆，次日使来保提刑所下文书。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裁剪尺头，攒造 

圆领，又叫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带。不说西门庆家中热乱，且说吴典恩那 日走到应伯 

爵家，把做驿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问西门庆错银子，上下使用，许伯爵十两银子相 

谢，说着跪在地下。(明《金瓶梅》31回) 

例(9)中的“话说”是话题引人标记，但下文的“不说”后是转出的话题，而“且说”后是转人 

的新话题，这种话题的转换分两步实现，由两个标记配合起来，它们不是框式结构，而是一个前 

呼后应式的结构。框式话题引入标记和呼应式话题转换标记，都包括在我们的讨论内容之内。 

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将主语后的语气词也看作话题标记，因其在近代汉语中没有普遍性，所 

以本文暂不考虑这一类。本文只从语用功能的角度讨论相关问题，至于我们称之为话题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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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成分的语类属性，是介词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忽略不论。下文将重点描写近代汉语的话 

题标记，并讨论它们的演变问题。 

二 话 题 引入 标 记 

近代汉语的话题引入标记主要由“言说”义动词作为主要成分构成，分为“词项式”和“框 

式”两类 。词项式是指话题标记是 由一个单独的词语来充 当的，话题位于其后；框式是指由两 

个结构项来充当，话题被框在两者 中间。 

2．1 词项式 

词项式话题引入标记主要有：论、说、若论、若论着、论着、要论、论起、若说、若说着、要说、话 

说、只说、单说、说道、说到、只道、要讲、讲到、若提起、要提起、话表、单表、你就说、对于。例如： 

(1O)禽兽由(犹)知养育恩，为人争合相辜负。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论苦恼兮多般，说恩 

怜兮几度oq)(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11)我家夫主威仪，不作俗人装束。他家剃头落发，身被坏色袈裟，若论进止威仪，恰共 

如来不别。(敦煌变文《难陀出家缘起》) 

(12)若论着这弹琴，不是小儿得宠，从幼小，抚丝桐。啼乌怨鹤，离鸾别凤。(宋《西厢记诸 

宫调》卷四) 

(13)论着你这文呵，怎的如管仲和鲍叔?(张士贵云)论我的武呢?(正末唱)论着你那武 

呵，怎如的周瑜鲁肃?(张士贵云)论我的智量呢?(正末唱)论着你智量呵，怎如的卧 

龙也那凤雏?(《全元曲·薛仁贵荣归故里》一折) 

(14)要论父亲的品行学业，慢道 中一个进士，就便进那座翰林院，坐那间内阁大堂，也不是 

甚么难事。(清《儿女英雄传》1回) 

(15)论起这事，只咱两做得来。(明《型世言》22回) 

(16)若说人间恩爱，不过父子之情。若说此世因缘，莫若亲生男女。(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 

(17)臣括答云：“且得学士记得元文字分白，得子细说与学士。若说着北至字，却是南朝煞 

有道理。且得学士 自记 ，容括咨闻。”(宋《乙卯入 国奏请》) 

(18)要知道衙门内，用粗笨的最好。要说衙门中耍精明的，天下有真聪明人而肯跟官的 

么?(清《歧路灯))104回) 

(19)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 

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宋《大宋宣和遗事 ·元集》) 

(20)(丑)不知节使有何事件?(净)只说 张状元，有犯钧严 ，特委洒来介和。(宋《张协状 

元》第五十一出) 

(21)单说山寨里，宰了两头黄牛，十个羊，五个猪，大吹大擂筵席。(明《水浒传》18回) 

(22)说道浮生饶百岁，能有时光多少。(宋 ·陈著《念奴娇 ·端午酒边》) 

(23)说到德 ，便是成就这道，方有可据处。(宋《朱子语类》卷三十四) 

(24)何九接 了银子，自忖道：“其中缘故，那却是不须提起 的了。只道这银子，恐怕武二来 

家有说话，留着倒是个见证。”(明《金瓶梅》6回) 

(25)请听我回明白了。要讲应酬世路，料理当家，我自然不中用。(清《儿女英雄传》2回) 

(26)讲到上路，一边是一个瘦弱书生带着黄金锱重，一边是两个乡愚老者伴着红粉娇娃， 

就免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势必得有人护送。讲到护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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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贷者再无一人。讲到自己护送，无论家有老母不能分身远离，就便得分身，他两家 

一 南一北，两路分程，不能兼顾，其势不得不把两家合成一路。(清《儿女英雄传》10 

回 ) 

(27)若提起 旧日根芽，不 由人不两泪如麻。恨只恨 一纸谗书，搬得我母亲叱咤。(《全元 

曲 ·荆钗记》第三十二出) 

(28)你站牢稳了些，要提起我师傅，还唬你 一溜跟头哪。(清《狐狸缘全传》13回) 

(29)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 

其身。(明《西游记》7回) 

(30)光阴迅速，单表武松 自领知县书礼驮担，离了清河县，竟到东京朱太尉处，下了书 

礼，交割了箱驮。等了几日，讨得回书，领一行人取路回山东而来。(明《金瓶梅》8 

回 ) 

(31)当日个鸭绿江边列阵图，(张士贵云)众位大人在上，你就说这一场三箭定了天山，不 

是张士贵的，却是谁的功劳来?(《全元曲 ·薛仁贵荣归故里》一折) 

(32)对于 已残之梨花 ，何若是之多情耶?(清《玉梨魂 ·葬花》) 

2．2 框式 

近代汉语的框式话题引入标记主要有：就⋯⋯而言之、就⋯⋯而言、就⋯⋯而论，论起⋯⋯ 

来、提起⋯⋯来、要说起⋯⋯来。例如： 

(33)且就事迹而言之，如牛头融大师之类也。此门有二意。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唐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 

(34)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 昏明清浊之异。(宋《朱子语类》卷 四) 

(35)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 百岁。且就一 日而论 ：子时得 

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 日出；辰时食后，而 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 

西蹉 ；申时晡而 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明《西游记》1回) 

(36)论起哥来，仁义上也好，只是有这一件儿⋯⋯(明《金瓶梅》13回) 

(37)睛雯道：“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 

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你再瞧，那格子尽上头的一对联珠瓶还没收来 

呢。”秋纹笑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清《红楼梦》37回) 

(38)要说起这十三妹来，真真的算个奇人罕事!(清《儿女英雄传》l4回) 

三 话 题 转 换 标 记 

本文所指话题转换标记是指专职用来作为转换话题的，有时通过重复使用话题引入标记， 

也可以起到转换话题的作用，如： 

(39)且说崔宁正在家中坐，只见外面有人道 ：“你寻崔待诏住处，这里便是。”崔宁叫出浑 

家来看 时，不是别人 ，认得是璩家公、璩婆。 

且说朝廷官里一 日到偏殿看玩宝器，拿起这观音来看。⋯⋯(宋《碾玉观音》) 

以上例中两次用“且说”，引入的话题不一样，这说明第二个“且说”后改变话题了，这种情 

况不包括在本文所指的话题转换标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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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的话题转换标记分为词项式和呼应式两种。词项式是指由一个单独的词语来充 

当的，而呼应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表示结束上一话题，另一部分表示进入一个新的话题，二 

者在线性序列上是断裂的。 

3．1 词项式 

近代汉语词项式话题转换标记主要有：若、若乃、至若、至于、至如、至如言、即至、至于说、 

再说、再讲、再要讲到、再讲到、再言、却说。例如： 

(4O)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若其 山川物产之异，风 

俗性类之差，则人主之地，国史详焉。(唐《大唐西域记》卷一)② 

(41)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赡敏，而矛盾棒芜也。亦由辱以马 

鞯，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蓍 

鉴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唐《唐摭言》卷十五)固 

(42)君子曰：“神人无功，达人无迹。”张子房元机孤映，清识独流。践若发机，应同急箭；优 

游澹泊，神交太虚，非诸人所及也。至若 陈平、苟或、贾翊、荀攸、刘煜、郭嘉、田丰、沮 

授、崔浩、张宾等，可谓天下之菁英。(唐 ·朱敬则《隋高祖论》) 

(43)周见事敏速 ，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 

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唐《贞观政要 ·任贤》) 

(44)⋯⋯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 

门人未能尽晓。(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 

(45)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尝敬也，须是无间断乃可。至如言思虑多，须是合思即思，不合 

思者不必思，则必不扰乱。(宋《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 

(46)汉国如毛苌、董仲舒 ，最得圣贤之 意，然见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扬雄 ，规模 窄狭。 

(宋《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47)敝东是奉公差遣，并不是一定同这里为难。就是道台大人要这边捐几个钱，也是充做 

善举的。现在敝东特地叫我过来商量一个办法。至于说是昨天晚上由尊府上管家送 

来几个当铺折子，我们局里却没有收到。难保是府上受人之骗，须怪我们不得。况且 

几个利钱折子又不是股票，就是再多些也抵不了数。(清《官场现形记》5O回) 

(48)且莫只顾闲谈，打断了人家小夫妻三个的话柄。再说安公子此时是一团的高兴，那里听 

的进这路话去?无如他在何小姐跟前又与张姑娘有些不同。(清《儿女英雄传》10回) 

(49)且说子牙收兵，众门人都来报功。云中子收了神火柱，与燃灯二人回山去不表。 

再讲 申公豹知闻太师绝龙岭身亡，深恨子牙；往五岳三 山寻找仙客，伐西岐为 闻太 师 

报仇⋯⋯(明《封神演义》52回) 

(50)所以祸不旋踵，天假 吕后，变起家庭 ，赵王如意死于鸩毒，戚夫人惨极人彘，以致孝惠 

不禄。这都因汉高祖没有儿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业，才遗笑千古英雄! 

再要讲到儿女，第一个情深义重的莫如唐明皇。为了一个杨贵妃，焚香密誓，私语告 

天，道是“在天愿为比翼乌，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番恩爱，似乎算得是个儿女情长了。 

(清《儿女英雄传》1回) 

(51)智化也执手告别。艾虎从新又与北侠行礼叩别，恋恋不舍，几乎落下泪来。北侠从此 

就在杭州。 

再言招 贤馆的众寇听 了些时，毫无动静，方敢掌灯，彼此查看，独不见 了智化，又呼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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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艾虎 ，也不见 了。(清《三侠五义》76回) 

(52)宋四公定下计策，故意将禁魂张员外土库中赃物，预教王秀潜地埋藏两家床头屋檐等 

处，却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贼官府那里知道!却说王遵、马翰正在各府缉获公事，闻 

得妻小吃了官司，急忙 回来见滕大尹。(宋《宋四公大 闹禁魂张》) 

3．2 呼应式 

近代汉语呼应式话题转换标记主要用于话本、小说等类作品中，常见的有以下若干组，所 

列每组中的逗号只代表将前后隔开的停顿，实际文本中可能是句号，隔开的也可能是句子甚至 

段落。主要有：“且不言⋯⋯，却说⋯⋯”“不说⋯⋯，且说⋯⋯”“且不说⋯⋯，却表⋯⋯”“且休 

说⋯⋯，只说⋯⋯ ‘⋯⋯话且题过，只说⋯⋯’’“⋯⋯不题，话表⋯⋯～⋯⋯不题，却说⋯⋯” 
“

⋯ ⋯ 这话搁过不题，再说⋯⋯”“话分两头，却说⋯⋯”“话分两头，再表⋯⋯”“⋯⋯不在话下， 

再表⋯⋯”。例如 ： 

(53)大仙道：“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这叫做四时吉庆。” 

且不说八戒打诨乱缠，却表行者纵祥云离了蓬莱，又早到方丈仙山。(明《西游记》26回) 

(54)且休说贾奕，只说宋邦杰见了姑夫曹辅，说徽宗夜夜宿平康 匪妓之家。(宋《大宋宣和 

遗事 ·亨集》) 

(55)话且提过，只说官里 当日早朝⋯⋯(宋《大宋宣和遗事 ·亨集》) 

(56)子牙出城复上篷，见众道友闲谈道法不题。话表张天君进营对闻太师日：“武王、雷震 

子、哪吒，俱陷红沙阵 内。”(明《封神演义》49回) 

(57)那寄书人到了京中，寻问新科魏进士寓所，下了家书，管待酒饭，自问不题。却说魏生 

接书，拆开来看了，并无一句闲言闲语，只说道 ：“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 

中也嫁 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明《醒世恒言》卷三十三) 

(58)三嫂羞惭，还房 自缢而死。此乃 自作孽不可活。这话 搁过不题。再说 田大可惜那棵 

紫荆树，再来看其树无整理，自然端正，枝枝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熳。(明《醒 

世恒言》卷二) 

(59)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捣着脚，推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 

个八戒急掣钉钯，沙僧忙抡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话分两头。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明《西游记》40回) 

(6O)话分两头。再表西门庆和应伯爵、常峙节三人吃的酩酊，方才起身。伯爵再四留不 

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还怪我那句话么?可知道留不住哩。”(明《金瓶梅》50回) 

(61)当日妇人欢天喜地过了一日，埋怨的话都掉在东洋大海去了，不在话下。 

再表应伯 爵和西 门庆 两个 ，自打发 常峙节 出门，依 旧在 厅上坐 的。(明《金瓶梅》56 

回 ) 

(62)见得人到女色上最易动心，就是极有操守的，到此把生平行谊都坏。且莫说当今的 

人，即如往古楚霸王，岂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轮到虞姬身上，到死犹然恋恋。(明 

《型世言》26回) 

四 话 题 标 记 的 演 变 

4．1 话题引入标记的演变 

近代汉语各时期话题引入标记的分布如下表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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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类 词语 唐 宋 元明 清 现代 类 词语 唐 宋 元明 清 现代 

论 + + L 只道 + + 

说 + + + 要讲 一 —L + 
词 

论着 + + 要提起 + + 
项 

要论 + + 话表 + 词 
式 

论起 + + 你就说 + + + 

若说 J- —一 + 一-一 对于 + + 
项 

若说着 + + 就而言之 + + 

要说 一- + 就而言 — + + + 

式 话 说 + + + 框 就而论 上 + 

只说 + + + + 式 论起来 + + + 

单 说 _L + + 提起来 

说道 + + + --L 要说起来 — + 

从表一可以看出近代汉语话题引人标记的几个演变特点： 

(一)就词汇形式来说可 以分成两段 ：唐宋时期 ，主要是 以“论”“说”为主要成分构成 的，元 

明以后主要是以“说 、讲、提 、表”等为主要成分构成的。词汇形式与“言说”类动词无关而在 当 

代常用的“对于”在清代已经产生，但“关于”尚未见到实例。“关于”原本是动词“关”和介词 

“于”两个连在一起的形式，早在先秦就存在，表示“与⋯⋯相关”，下例中的“关于”和“关乎”是 

同义的，如： 

(63)徐渠问田鸠日：“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 ，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令阳成义渠 ，明将也， 

而措于毛伯；公孙宣 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 日：“此无他故，异物，主有 

度 ，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 

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 

伯之试 ，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韩非子 ·问田》) 

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关于”的这个跨层结构用法始终没有改变 ，所以贺阳(2004) 

认为介词“关于”是受英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他说：“五四以来在对译英语介 

词 about，on，over，to等的过程中，动介词组 ‘关于 ’跳过词化和语法化的过程在一个很短的时 

间内直接转化为一个介词。”但“关于”用于介词，引入话题 ，并非是“五四”以后的事 ，清末民初 

的《民报》中已不罕见，如以下是 1905年该报第 1期中的用例： 

(64)关于物质上者，其最重要者莫如剃发易服一事，而剃发尤切肤之痛也。(汪精卫《民族 

的国民》) 

从“关于”长期一直是作为动词，而在清末民初突然出现介词用法这一现象来看，介词用法 

来 自翻译作 品是可能的，因为这一时期恰恰是英语翻译作品在中国开始大量出现的时期 ，而且 

作为介词首先出现在如汪精卫这样的知识分子笔下，当然不是偶然的。 

(二)与近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中框式话题引入标记有所增加 ，但结构方式与近代汉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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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如“(你)就(拿、以、对于)⋯⋯来说(讲)、就说(讲)⋯⋯吧”等等。例如： 

(65)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 

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林徽因《蛛丝和梅花》) 

(66)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 多人 ，包括我 自己，都是一种无奈 。(潘虹 

《潘虹独语》) 

(三)以“表”“话说”为主要成分构成的话题引入标记，主要是在近代话本、小说中使用，是 

特定文体的产物，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 

4．2 话题转换标记的演变 

近代汉语各时期话题转换标记分布如表二：@ 

表 二 

类 词语 唐 宋 元明 清 现代 类 词语 唐 宋 元明 清 现代 

若 + + + 且不言，却说 + + 

若乃 + + 不说，且说 + + 

至若 + + + + 且不说，却表 + + 

至于 + + + + + 且休说，只说 + + + 

至如 + ··-L + 话且题过，只说 ·-L + + 

至如言 + 不提 ，话 表 + + 整 分 

即至 + + 不提，却说 + --L 

至于说 + ·--L 搁过不提 ，再说 + + 
体 裂 

再说 + — 话分两头，却说 + + 

说到 + ---L + 话分两头，再表 + + 

式 式 再讲 J
一  

+ + 不在话下 ，再表 + + 

讲到 + + 且奠说，即如 + + 

再要讲到 ---L + 

再讲 到 + + 

再 言 + 

却说 + + + 

就话题转换标记来说，凡是呼应式的话题转换标记都是只用于近代话本和小说中的，实际 

上是一种文献语言 ，现代已经不用。就词项式话题转换标记来说 ，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 以“至” 

为主要成分构成的，如“至若、至于”等；另一类是由表示“重复”意义的副词加上表示“言说”意 

义的动词构成的，副词主要是“再”和“却”，动词主要是“说”“讲”和“言”，例如“再说”“再讲”“却 

说”等。从历史上的分布来看，唐宋时期主要是由“至”构成的，宋以后主要是由“言说”类动词 

构成的，有的这类词语里也加上一个与“至”同义的“到”，如“说到、讲到、再讲到”等。 

附 注 

① “论”在近代以前用例：古人有言日，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 ，虽爵为帝王 ，不足以此法比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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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东汉《抱朴子 ·勤求卷》) 

②“若”近代以前用例：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人 

矣。(《左传 ·哀公十四年》) 

③“若乃”近代以前用例：何有同岁相临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举，斯为 

过矣。(东汉《风俗通义》卷四) 

④“至若”近代以前用例：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详。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辈乎?自古文《尚书》家， 

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马彪、郦道元、魏王泰诸人乎?至若樊绰、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阳等，纷纷辩论 ，击风捕 

影，了无所得 ，徒献笑于后人而已!(六朝《水经注》卷四十) 

⑤表一中，有的几个词语形式和使用年代都相近的，合并为一条列出：“论着”包括“若论着”，“说道”包括 

“说到”，“要讲”包括“讲到，”“话表”包括“单表”。“至如”包括“至如言”。 

⑥表二中的分裂式话题转换标记将省略号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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