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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功能研究

田宇贺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摘 要 ：现代汉语语法的经典著作《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语法讲义》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句法分布 

的论述缺乏大规模语料支撑。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的使用频率、句法分布 

进行考察，对前人的观点做了修正，并依据原型范畴理论对句法分布的不对称性做出了解释。现代汉语书面 

语语料中，“这V ‘那”在句法上不存在重叠的可能，“这个”、“那个”的重叠在句法上也不适用于“这”、“那”。 

“这”、“那”在功能上由替代到指别，再进一步虚化为各种语气乃至虚词的语法化历程，符合原型范畴理论。 

在原型范畴理论视域中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功能进行研究对系统认识现代汉语指示代词的特质 

和提升对外汉语教学均具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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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指示代词因数量不多用法复杂而受 

到语言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界热点的研究课题。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对现代汉语指示代词 

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依据原型范畴理论， 

我们将指示代词分为典型指示代词与非典型指示 

代词两类，通过对2500万字自建汉语语料库的使 

用频率统计，发现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 

排在前两位[1]，学界对“这”、“那”的研究有两点不 

足:第一，以往研究多是将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与 

组合式典型指示代词笼统地进行描写分析，没有 

充分注意其内部差别，遗漏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实[21。第二，对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句法分布关 

注不够，尤其缺乏基于大规模封闭语料的系统考 

察。丁启阵对“这”、“那”的语法分布做过研究，但 

丁启阵的语法分布其实是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分 

布 ，并未涉及“这”、“那”的句法分布问题[31。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大规模语料库考察“这”、 

“那”的使用频率、句法分布、重叠及语法化问题。

_ 、“这”“那”在大规模语料中的使用频率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共收录单音节典 

型 指 示 代 词 “这”、“那”及组合式典型指示代词 

2 8个 ，如果去除方言词“这程子”、“那程子”，还剩 

2 6个 _ 0。单音节“这”、“那”以及“这”、“那”系列 

指示代词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

一些学者通过规模不等的语料库统计了  

“这”、“那 ”的使用频率，得出了 “这 ”大于“那 ”， 

“这”、“那”在真实语料中不对称的结论，如 ：邹韶 

华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的“这” “那”做了统 

计 ，得出使用比例为72.6%:27.4%，比值为2.64[51， 

杨玉玲 对 5900万字的清华语料统计的结果是， 

“这”、“那”的使用比例为8.5:1，比值为8.5【21，而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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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2500万字自建汉语语料库的统计，“这”共 

出现92390次 ，“那”共出现55030次 ，两者使用比 

例 为 1.68:1，比值为1.68,邹韶华、杨玉玲及笔者 

对“这”、“那”使用比例的统计各不相同，其中，邹 

韶华与我们统计出的比值相近，杨玉玲的比值是 

笔者的近5 倍。这种比值上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取决于三种因素:语料类别的 

多少、语料库规模大小、是否把单音节“这/那”单 

独统计。语料库语料类别较丰富、语料库规模较 

大 、单独统计“这/那”，得出的使用频率比值就会 

接近语言事实。《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考察的语料 

基本上是平衡语料，包含政论语体、科普语体、生 

活口语、文学作品等四类，总字数约180万字，其 

中文学作品占全部语料的48.71%[611-2,杨玉玲据 

以统计的5900万字全部是报刊语料，且没有分别 

统计单音节“这”、“那”与“这/那”组成的组合式， 

我们的自建汉语语料库约2500万汉字，包括多种 

文体(文学作品语料占优势），单独统计单音节典 

型指示代词“这”、“那”，因此，我们统计出的“这”、 

“那”的使用比与有些学者有很大差异。真实语料 

中，这种比值的差异还与语料的类别高度相关。我 

们从自建汉语语料库中分别抽取2001年 -2010 

年历届国务院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2000年 

《人民日报》200万字语料库、老舍长篇小说，利用 

检索软件穷尽性检索含有单音节“这”、“那”的句 

子 ，得到表1:

表1 野这”、“那”分布表

语料名称 含有“这”含有“那”比例

2001-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 192句 4句 48:1

2000年《人民日报》200万字 6818 句 1195句 5.7:1

老舍长篇小说 11790句 8053 句 1.5:1

由表 1 可以看出，公文语体《政府工作报告》 

及报刊语体的《人民日报》“这”的使用频率明显高 

于“那”，比值分别为4 8和 5.7，而老舍长篇小说中 

“这”“那”的比值为1.5，根据语体排列，“这”、“那” 

使用比由大到小依次为：公文语体 > 报刊语体>小 

说(文艺)语体。

前人基于不同规模语料库统计出的所谓“这 

比那大”往往将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与组合式多 

音节典型指示代词合在一起统计，这种统计能够 

大体说明“这”、“那”在实际语言中的使用比例，但

不够准确。我们主张，对指示代词的使用频率应该 

在大规模平衡语料库中逐一统计，这样得出的结 

果才更接近语言事实。

语料库技术为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研究者仅根据经验使用自省 

例句或孤证的情况，但显然任何一种语料库都不可 

能穷尽性地占有语言事实，无法保证不出现例外情 

况 ，这是由语言的无限生成性造成的。因此，邢福 

义先生提出的“语言学研究必须穷尽性地占有语 

言事实”只是语言研究的理想状态，语言研究者能 

够做到的只能是尽可能多地占有语言事实。

二、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 ”“那”

的句法分布及相关解释

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两部经典的语法著 

作—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 《语法讲义》对 

“这”、“那”的句法分布做过论述。丁声树等《现代汉 

语语法讲话》指出，“这、那”单用，做主语的时候多， 

做宾语比较少W51，朱德熙《语法讲义》说“这” “那” 

经常做主语，不大做宾语_ 。两部著作指出了 “这、 

那”在句法分布上的某些事实，但缺乏大规模语料 

的支撑，某些地方值得进一步研究，如 :》这”“那”经 

常做主语，做主语的概率有多大，是否绝对不能做 

宾语，有无例外情况，除了主语、宾语外，“这” “那” 

还能出现在哪些句法位置，出现的频率是多少？

本节以作者自建汉语语料库的语料为主要统计 

源，以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为辅助统计源，考察单音 

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在篇章中的句法分布。现 

代汉语中的句法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 

语、补语，在大规模真实语料中，“这”、“那”只出现在 

三种句法位置上:主语、宾语、定语，下面依次分析。

( _ )做主语

“这”“那”都能单独做主语，主语“这”“那”和 

谓语之间存在两种连接方式：一是用判断动词 

“是”或“叫做”、“等于”连接，如“这是我的理想所 

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二是直接连接，如“这也 

许由于我‘得之也难，则爱之也深’ ”，“那令我更加 

惶恐了”淤。

①这里的例子均来自自建汉语语料库，为节省篇幅，此处 

省略了句子其他部分及作者信息，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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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建汉语语料库中160万汉字规模的 由表2 的统计可知，“这”、“那”在真实语料中

散文语料做了穷尽性统计，“这”“那”做 主 语 及 是 都 能 单 独 做 主 语 ，但两者做主语的比例并不高，所 

否通过“是”连接的情况详见表2: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22.7%和 10.8%，比 值 为 2.1，用

表2 野是”连接主谓语频次表

含“这”总数量 主语数量 占比 用“是”连接主谓语 占比 不用“是” 连接 占比

1 4 2 0 7条 3229 条 22.7% 1937 条 60% 1292 条 40%

含“ 那” 总数量 主语数量 占比 用“是” 连接主谓语 占比 不用“ 是” 连接 占比

4418 条 4 7 8条 10.8% 3 5 9条 75% 1 1 9条 25%

“是”连接主谓语的比例分别为6 0 %和 7 5 % ，比值 

为 0.8，说明“这”、“那”做主语倾向于使用“是”同 

谓语连接，判断动词“是”是“这”、“那”做主语的一 

个半强制性条件。数据显示，“这”与“那”做主语时 

不用“是”连接谓语的比例分别为4 0 %和2 5 % ，比 

值 为 1.6,说明“这”做主语的相对自由度更高。

(二)单独做光杆动词的宾语

前辈学者提出的“这”、“那”“不大做宾语”或 

“很少做宾语”，这里的宾语是指“这”、“那”单独做 

光杆动词的宾语。在真实语料中“这”或“那”单独 

做宾语的用例的确相当少。

在我们160万字的散文文体的语料中，经查 

找 ，未发现光杆动词直接带“这/那 ”的语例，仅发 

现一例动补形式加“这”的语例：、想到这，我的眼 

睛也湿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在我的天空里 

星星是不会坠落的”。因此，“这”仍然是跨句回指， 

且“这”可以理解为是“这里”、“这儿”的省略形式。

综上，依据语言事实，关于单音节典型指示代 

词“这”、“那”单独做宾语的规则，可以表述为：在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这”、“那”一般在书面语中不 

单独作光杆动词的宾语，但可以出现在动补形式 

后面作宾语;“这”、“那”在口语中可以单独做光杆 

动词的宾语，条件是“这”、“那”为实指。

为什么典型指示代词“这”或“那”不能在书面 

语中置于光杆动词后面直接做宾语，目前尚未见 

到相关解释。我们认为，可以从语言的经济原则与 

韵律限制两方面考虑。“这”、“那”的使用，符合语 

言的经济原则，尤其是口语交际中，听说双方一般 

总是希望用较少词语传递/获得较多的新信息，作 

为宾语的“这”、“那”是新信息，这种信息的具体所 

指在口语中总有办法加以明确，因此，口语中 

“这”、“那”可以单独作光杆动词的宾语;书面语在

讲求经济原则的前提下，还要追求表达的严谨、得 

体 ，“这”、“那”单独置于光杆动词后恰与严谨、得 

体相悖，因此书面语中没有动词后直接加“这”或 

“那”的用例。从韵律限制的角度来看，单音节动词 

和双音节动词都倾向于与双音节指示代词组合， 

因此，即使在口语中“这”、“那”出现于光杆动词后 

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

(三)在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中做动词的宾语

“这”或“那”在书面语中可以对举使用，形成 

“V 这 V 那”的格式。类似的语言事实很多。诸如副 

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则是：副词不能直接与名词组 

合 ，如“不人”、“不山”不能说，但“不人不鬼”、“不 

山不水”的搭配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把“看这看 

那”、“不人不鬼”一类的组合称为固定短语或类固 

定短语。“这”、“那”在固定短语或类固定短语中做 

光杆动词的宾语，“这”、“那”一般是虚指的。

“虚指”的“这”“那”到底指人还是指物，有两 

种不同的观点。朱德熙认为“这、那”单独做宾语， 

只能指事物而不指人[9186,黄伯荣、廖序东则说“这、 

那”对举使用，指代众多的人或事物[10122。在大规模 

真实语料中，我们尚未见到这一格式中“这”、“那” 

指人的用例，朱德熙的观点显然是符合现代汉语 

语法事实的。因此，我们建议黄廖本《现代汉语》再 

版时把“这”、“那”“指代众多的人或事物”改为“指 

代众多的事物”，这样，在表述上就更加科学、严密 

了。至于为什么“这”、“那”对举使用做宾语不指人 

而只能指代事物？我们认为，这是由指示代词的原 

型特征决定的。作为典型指示代词的核心成员， 

“这”、“那”的典型语用功能就是指物，其他功能都 

是从指物功能发展而来的，从形式上说，“这”、 

“那”从指物功能发展到指人功能就是在单音节 

“这”、“那”后面加名量词“个 、位 、时、里”等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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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已经固化为词的形式，如 “这个”、“那个”，“这 

个”、“那个”之类显然可以在对举使用时指代人。

“这”、“那”经常出现在两种固定短语中 

这 W 那” 这 v 2那”。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 

中，有 很 多 这 W 那”的用例，如 ：做这做那、问 

这问那、要这要那、说这说那。据我们考察，《汉 

语动词用法词典》收 录 的 以 下 动 词 能 够 在 这  

V i那”格 式 中 出 现 _，

比、比较、补、擦、猜、查、差、炒、吃、穿、丢、动 、 

赶 、干 、给 、管、喊 、喝 、恨 、怀 疑 、寄 、记 、煎 、减 、讲 、 

叫、借 、看 、砍 、扛 、考 、靠 、啃 、练 、骂 、买、卖 、埋 怨 、 

拿 、怕 、盼 、求 、取 、缺 、申请、试 、送 、谈 、添 、偷 、挖 、 

忘、问、洗 、限制、想、写、信 、修 、修 理 、绣 、需 要 、选 、 

学、学习、训 练 、腌 、研 究 、养 、要 求 、咬 、要 、依 靠 、依  

赖 、议 论 、印 、赢 、用 、邮 、有 、预 备 、怨 、运 、砸 、栽 、 

摘、长、找、种、煮、抓 、装、做
上述动词中，单音节动词共7 8个 ，约占这类 

动词总数的8 4 % ，双音节动词共1 5个 ，约占动词 

总数的1 6 %。

“V i这 V2那”格式的语例在真实语料中不多 

见 ，在我们的自建语料库中没有发现这一格式，北 

大语料库中也仅有2 例:拿这递那、说这道那 V i、 

V2在语义上是近义关系。

(四) 做介词宾语

“这”、“那”做介词宾语时是实有所指，即通过 

上下文一定能找到“这”、“那”指代的具体内容。从 

语体分布来看，这类宾语既可以出现在口语体中， 

也可以出现在书面语体中，出现在口语体中的比 

例要大于书面语。

( 1 )  据瑞士  一 家 保 险 公 司 的 调 查 ，世界上每年  

死 于 汽 车 交 通 事 故 的 有 3 0 万 人 。有 人 把 这 叫 做  

“ 柏林路上 的 战 争 ” 。（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

( 2 )  我们一起经 历 甚 至 比 这 都 糟 糕 的 阶 段 。我 

们 肯 定 会 度 过 这 道 难 关 。（自建汉语语料库）

(五) 做定语

“这”、“那”在大规模封闭语料库中主要出现 

在定语位置。在 160万汉字的散文语料中“这”单 

独使用的语例为14207条 ，其中作定语的语例是 

10978条，占比为77.3%，“那”单独使用的语例为 

4418条 ，其中作定语的语例是4057条 ，占比为 

91.8%。“这”、“那”做定语，中心语由以下词语充

当：（数)量词、名词或名词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 

短语，分述如下。

1. 这/那+(数)量词

为什么“这”、“那”要置于数量词前面做定语， 

袁毓林从认知角度作了解释：指示代词必须放在 

数量词之前符合认知的一个基本规律，即对立项 

少的语法成分要排在对立项多的语法成分之前，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典型指示代词只有近指与远指 

的对立，而现代汉语数词与量词是多项对立的，数 

量短语也必然是多项对立的[12]。

“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量词，从句法上看， 

“这位”、“那位”后加名词，只能构成一种句法关 

系 ：偏正关系(定中短语），如 “这位老师”、“那位 

先生”、“这位演员”、“那位明星”。“这位”前面再加 

人称代词，可能构成两种句法关系:偏正关系和同 

位关系，“那位”前加人称代词，只能构成偏正关 

系。如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和自建语料库中有“我 

这位年已花甲的老头子”、“我这位以前的班主 

任”、“他这位不‘婆婆妈妈’的 ‘男子汉’ ”等 ，孤立 

地看有两种组合可能，但在语篇中可以排除另外 

一种组构的可能。除了通过语境做出组合的判断 

外 ，还可以通过能否被“的”替换来判断:是同位关 

系的，“这位”不能替换为“的”，否则意思会发生变 

化;是偏正关系的，“这位”可以被“的”替换，基本 

语义不变。

2. 这/那+名词语

方绪军根据名词与量词组合的差异将名词分 

为量化名词和非量化名词两大类，量化名词又分 

为个体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四类， 

非量化名词分为专有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 

其他类名词四类[131134-145。这种分类，标准明确，既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又方便实用。我们采用上述名词 

分类体系，考察“这”、“那”和各类名词及短语的组 

合能力。考察发现，“这”、“那”可以直接放在普通 

名词、专有名词、某些时间名词等词前面做定语。 

语料库中的语例有:这女孩、这张明、那张明、那忧 

虑、担心的神态，等等。

3. 这/那+形容词

单个“这”、“那”还可以跟形容词或形容词短 

语组合，构成“‘这/那 ' 形容词”格式，作句子的主 

语 、宾语、定语等成分。语料库中的语例有:这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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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规定了他的悲剧命运、那绿油油的韭菜和鲜嫩 

的黄瓜、在这神圣得必须排着队伍瞻仰的画面上，

等等。

本节考察表明，“这”、“那”在真实语料中，主 

要分布在定语、主语、宾语等三种句法位置上，这 

三种句法位置的分布频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定语> 

主语 > 宾语，定语占绝对优势，定语与主语，主语与 

宾语从使用比例上说呈不对称分布。指示代词具 

有两种基本功能:替代与指别。替代功能是指示代 

词功能上的原型，指别功能不属于指示代词的原 

型功能。指别功能句法上体现为修饰成分，占据定 

语或状语两种位置，无论是典型指示代词还是非 

典型指示代词都具有指别功能，但只有典型指示 

代词才具有替代功能，非典型指示代词不具有替 

代功能。在语言实践中，人们更多的是用单音节典 

型指示代词“这”“那”表达指别功能，而这种指别 

功能的实现需要“这”“那”由主语降格为定语，因 

此在我们的语料库中“这”、“那”做定语的比例比 

做主语要高许多。而“这”、“那”在主语、宾语分布 

比例上的不对称既可以从原型范畴的角度得到解 

释，也可以从语用方面加以说明。从句法原型的角 

度看，主语、谓语相对于宾语，主语、谓语是典型成 

员 ，宾语是非典型成员，宾语同主语、谓语是不同 

层面的句法成分，即主语(谓语)> 宾语。从语用的 

角度看，主语处于句首，多做话题表达旧信息， 

“这”、“那”的所指对听说双方来讲一般是有定的， 

不是句子的焦点;宾语处于句子的末尾，一般要表 

达新信息，而“这”“那”是单音节，在句子中多轻读， 

显然不利于听话者提取新信息，因此“这”“那”较 

少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张德岁、张学城认为谓词 

性主语与谓词性宾语的不对称是由语用因素造成 

的[141，其实由“这”、“那”充当的体词性主语、宾语 

的不对称同样也是由于句法以外的因素造成的。

三、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的重叠及语法化问题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料中，“这”、“那”在句法 

上不能重叠，没有“这这”、“那那”的用法。在口语 

中有时出现“这这”、“那那”的用法，“这这”、“那 

那”是要表达一种情急之下的临时性口吃一类的 

口气，语义上既不具有替代功能也不具备指别功 

能，因此，书面语语料中没有“这这”、“那那”的用

田宇贺

法也就不能理解：书面语要求经济、简洁、规 范 ， 

“这”、“那”的重叠式违反了书面语表达的原则。北 

京话中，“这个”、“那个”可以重叠成“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的格式，用作话语标记[15]，显然“这 

这”、“那那”不同于“这个”、“那个”在话语中的重 

叠 ，尽管单、双音节典型指示代词重叠的语体环境 

都是北京口语，但双音节指示代词重叠的句法合 

格度要高于单音节指示代词，从使用频率上看， 

“这”、“那”的重叠频率要低于“这个”、“那个”。话 

语中，“这个这个”可以进一步减缩为“这这”，“那 

个那个”则不能减缩为“那那”。北京口语中“这 

个”、“那个”的重叠式不具有句法上的普适性，gp 

句法上的重叠不是指示代词的原型属性，一部分 

指示代词句法上能够重叠，大部分指示代词无论 

在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句法上都不能重叠，不能 

重叠的指示代词实指功能较强，能够重叠的指示 

代词虚指功能较强。

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表达替代的 

语义，即实有所指，这是“这”、“那”的原型功能。

( 1 )  年 纪 轻 轻 的 女 人 家 ，也 在 一 个 人 喝 啤 酒 ， 

这 让 贺 品 刚 有 些 不 解 。（刘 庆 邦 《合作》, 《北京文学》 

2 0 1 4年第 4 期）

( 2 )  蠢 驴 ，她 难 道 非 要 说 出 来 ，那 不 是 很 贱 吗 ？ 

( 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 0 1 0年第 5 期）

上述替代功能在句法上是由“这”、“那”充任 

主语来完成的。替代功能进一步虚化，就形成指示 

区别功能 指别功能。因此，“指别”是一■种内谷

最“虚”的修饰语。由替代到指别，在句法上是由 

“这”“那”出现在定语位置上完成的，“指别”的语 

义比“替代”的语义又虚了 一步。

单音节典型指示代词“这”、“那”在专表指别 

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虚化，从表达确定无疑的语 

气到表达迟疑不决、欲言又止的语气，如话语中出 

现的“这一 ”、“那一 ”表达的是迟疑不决、欲言 

又止的语气，再到变成一种类赘余成分(北京口语 

中的重叠），直至虚化为语法词。“这”、“那”虚化为 

语法词的路径不同，“这”虚化为结构助词“的”，如 

“他这孙子装得可够勻实的。”；“那”虚化为连词， 

相当于“那么”，“你就这么走了？那可不行。”“这” 

虚化为语法词尚未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那” 

虚化为连词“那么”已经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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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41927。从语料库的相关语例看，“那”虚化为连词 

的用例明显多于“这”虚化为结构助词的用例。这 

种虚化的不平衡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尚处在 

由北京口语向普通话过渡阶段，而“那”已经完成 

了从北京话到普通话的过渡。是否这样，还需进一 

步研究。

“这”、“那”在功能上由替代到指别，再进一步 

虚化为各种语气乃至虚词的语法化历程，可以从 

原型范畴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在现代汉语指示 

代词这一范畴中，核心成员的虚化程度最高，边缘 

成员的虚化程度最低，作为核心成员的“这”、“那”

可以从表示实指的“替代+指别”发展到专表指别，

再从专表指别进一步发展为语法标记一一结构助 

词或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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