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月 

第 15卷第 1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Jan．，2017 

Vo1．15 No．1 

从语篇衔接看留学生“所以’’旬前标点使用 

王 静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速成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观察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在标点使用习惯上的差异，能够探知汉语学习者在语句 

语义关系理解方面与汉语母语者的差距。文章以表因果的“所以”句前方的位置为观察环境，通过与汉 

语母语者的对比，考察学习者在该位置上句号使用习惯与母语者的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所体现出的汉 

语学习者语篇衔接方面的不足。考察发现，虽然总体而言汉语学习者在“所以”句前位置上使用句号的 

比例与汉语母语者没有显著差异，但汉语学习者在“所以”句与上文的衔接方式 、上文的复杂程度等方 

面，均与母语者有所不同，这显示出汉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对语句关系理解的差异。 

[关键词] 中介语；标点；所以旬；语篇；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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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针对汉语中介语书面语标点使用进行的分析，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胡建刚①、黄 

莉②从标点的书写形体、书写格式以及使用的角度，描写了汉语学习者标点使用中出现的偏误，并分析 

了偏误产生的原因。杨万兵、文雁‘ 4采用让学生在文章中添加标点的做法，通过与原文对比，更深入 

地分析了汉语学习者的句读意识。 

杨、文的研究将标点使用看作汉语学习者对语句关系理解的反应，我们认为这抓住了标点的本质。 

此外，该文不再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也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以下简称 

“国标”)④为规范，而是使用客观的汉语材料作为判断学生标点使用正误的标准，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一 

个很大的改进。 

不过让学生给现成的文章添加标点，恐难反映出学习者自然使用标点的状况，况且学生的阅读水平 

也可能影响到其标点的选用；另一方面，杨、文研究中使用的是3篇共 900字的汉语文章，考虑到汉语标 

点使用的个性化特点，作为参照标准的材料在数量上可能略显不足。 

但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多数针对汉语学习者标点使用的观察都发现，句号和逗号不仅是学习者 

使用最多的标点，二者的纠缠也是主要的偏误来源，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句号使用过度。逗号和句号 

的使用，最突出地反映了使用者的“句读意识”⑤，也就是对前后语句语义关系及其疏密程度的判断；而 

所谓的语句语义关系疏密程度，本质上属于语篇衔接的问题。考察汉语学习者标点使用习惯与汉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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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者的差异，可进一步揭示学习者在处理语句衔接关系时与汉语母语者的差距。 ， 

迄今对于中介语标点使用偏误的研究，多涉及所有标点，针对学习者在某一特定环境下某一类标点 

的使用习惯，则探查不够。而要对比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标点使用习惯，就需要找到一个易于观察的 

环境。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汉语学习者在与关联词相关的句法环境中容易出现标点偏误，特别是当成对 

关联词的后项单独使用时，偏误就更为集中(胡建刚①)，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环境来考察汉语学 

习者的标点使用习惯。 

二、“X所以”环境及本文语料 

汉语的关联词有的必须成对使用，有的则可以单独使用。成对使用的关联词前、后项所辖语句语义 

结合紧密，语句间通常以逗号连接，如“因为⋯⋯，所以⋯⋯”、“即使⋯⋯，也⋯⋯”、“如果⋯⋯，就⋯⋯” 

等。此时学习者偏误较少，即使出现偏误，也比较容易判断，如下句“所以”与“因为”共现，两个分句间却 

用句号分隔，属于明显的偏误 ： 

1)因为我不太喜欢他。所以我跟他说话的机会并不多。我跟他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HSK) 

中介语语料库显示，可以单独出现的关联词中，学习者经常使用的是“(因为)⋯⋯所以”、“(不但)⋯⋯而 

且”、“(虽然)⋯⋯但是”等。根据对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6O分(含)以上“记对我影响 

最大的一个人”和“记我的父亲”两个题目下作文的统计，单独使用的“所以”用例最多，有445条，“但是” 

356条，“而且”330条；考虑到“所以”也是汉语学习者较早接触的关联词，我们选择“所以”单独使用时， 

其所在句子之前的位置上出现的标点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将用“所以”表示结果的句子称为“所以”句，将“所以”句前标点出现的环境描述为“X所以”，其 

中“x”代表“所以”句的上文，“一”即“所以”句前标点的位置。为简便起见，本文有时直接使用“x。所 

以”或“X，所以”的写法，分别代表“所以”句前使用句号或逗号的情形。 

本文所用汉语学习者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我们选取了“记我的父亲” 

和“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两个题目下 6O分(含)以上作文 728篇，搜索到使用“所以”的用例 548 

条，经人工筛选，得到学习者“所以”句445例。本文还使用了少量学生作业用例，但不参与统计。 

由于现代汉语的句法特点，一个句子的起止②往往不易判定，常常是只要“前后两段意思之间⋯⋯ 

相对地独立 ，就可以用句号隔开”，甚至“有的时候，几句话意义上联系得很紧，从这方面看，不宜于用句 

号隔断；但是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故意把它拆成几个独立的句子，这也不能算错”(朱德熙③)，因此 

标点使用上个人化色彩比较强。而要判断汉语学习者在“X
一 所以”环境中句号的使用情况，就需要收 

集一定数量的汉语母语者用例，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 

上述 HSK作文虽均为记叙文，但与一般讲述故事不同，属于“回忆”性质。鉴于“因果”复句在不同 

语体中的分布呈现很大差异(姚双云④；肖任飞⑤)，我们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性质相近的“传记文 

① 胡建刚．留学生使用句号逗号偏误分析Eli．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 

② 本文不纠缠句子、分句、复句的界定，因此本文所说的句子，指传统意义上的单句，语义相对完整。而复句则作 

为一个整体来表示相对完整的语义。 

③ 朱德熙．标点符号的用法[M]．载《朱德熙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④ 姚双云．口语中“所以”的语义弱化与功能扩展EJ-1．汉语学报，2009，(3)． 

⑤ 肖任飞．现代汉语因果复句优先序列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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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忆文撷英”和“风云人物”3个子库①中收集汉语母语者用例，共收集到母语者用例 401条。 

三、“X所以”环境中的标点对比 

(一)“x_一所以”环境中出现的标点 

在“X_一所以”位置上，汉语母语者有时会使用逗号、句号之外的标点，例如： 

2)试想，澳门最有江湖势力的“大人物”都奈何不了何鸿粜，其他人、其他势力难道还敢对何鸿 

粜大动千戈?所以，此役为何鸿粜成为澳门赌坛霸主奠定了牢固根基，使得何鸿粜从此雄踞澳门赌 

坛，几十年霸主地位岿然不动。(CCL) 

3)⋯⋯毛泽东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举荐过大李庄，并且题 了词：“农村是一个广 

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当时的大李庄干脆就更名叫上了“广阔天地”人民公社。 

(CCL) 

例(2)“所以”句前使用问号，例(3)“所以”句前则是句号与下引号，但这些标点符号的使用频率比较低， 

仅以“风云人物”中的 121条“所以”句为例，“?所以”仅有 2个用例，“所以”前句号与下引号同时出现的 

仅有一个用例。② 

从本文所收集的语料来看，此位置上汉语母语者主要使用逗号和句号： 

4)这以后，他们共同学习了三年，是很要好的朋友。毕业时，全班只有董礼平一人留校工作，所 

以，1976年 12月，张铁生被押送回母校批斗后带走时，也只有董礼平一人默默相送。(CCL) 

5)在二哥的影响与熏陶下，陈重坤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越来越强。所以，早在 1951年， 

陈重坤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CCL) 

汉语学习者在此位置上仅发现逗号和句号两种标点： 

6)父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得出卖劳力谋生。(HSK) 

7)他作为一个小学的副校长，每天很早上班，为孩子们的安全，给他们引路。所以孩子们都很 

喜欢他。(HSK) 

此外，学习者语料中还发现一类母语者未见的用例。例如： 

8)⋯⋯ 。 

所以他对我来说是影响最大的人。(HSK) 

该例中的“所以”句构成了全文的最后一段，与之相似的，还有以“所以”句作为一段开头的用例，这 

两种“所以”句性质与“X。所以”更为接近。 

考虑到句号在确定前后语句的语义关系方面有特殊作用，又是汉语学习者容易用错的标点，本文主 

要针对“X。所以”展开分析。 

(二)“所以”句前标点的分布 

我们收集到的学习者“所以”句 445例中，“X，所以”265条，“X。所以”149条，以“所以”为一段开头 

的 34条；母语者用例共 401条，其中“X，所以”共 285条，“X。所以”116条。统计见表 1。 

① 之所以选择 HSK这两个题目下的作文和CCL的这 3个子库，是因为它们在较大的程度上可以形成平行语料 

库。我们观察到HSK这两个题目属于记叙文，但与中国小学生、初中生的记叙文有区别，后者更多地包含具体事件、言 

谈对话；而CCL3个子库中的材料，虽然每一篇篇幅上远远超过 HSK作文，二者在性质上却更为接近。 

③ 这个位置上当还可使用叹号、省略号等能起到表示停顿、调节节奏和语气的标点，但本文所采用的语料中未出 

现这些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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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X 所以”标点分布 

句类 
语料 X，所以 X。所以 所以①* 

学习者 265 149 34 

445 59．5％ 33．5 7．6 ② 

母语者 285 116 0 

401 71．1 28．9 O 

虽然汉语学习者“X，所以”的比例比母语者低 12个百分点，但“X 所以”环境中使用何种标点，双 

方具有相同的趋势：逗号是更为常见的形式，即由“所以”引导的语义单元更倾向于与上文合并，从而形 

成更大的语义单元。此外，汉语学习者的“X。所以”用例占1／3，与母语者的 28．9 相比，差距也不大。 

“所以”句作为一段开头或独成一段的用例，在学习者语料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在母语者语料中尚 

未见到。《现代汉语虚词例释》③认为“所以”在语篇中有“总结上文”的功能。学习者以“所以”句作为一 

段开头或独成一段的用法即属此类。汉语学习者语料中，这一类的“所以”句都出现在全文的最后一段， 

被作者用来“点题”，如：“所以我 自己觉得奶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所以她便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这种写作手法在汉语母语者的回忆性语篇中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认为这与文章的篇幅、内容的复杂程 

度，以及作者的表达能力都有一定的关系。以一个“所以”句来总结、概括上文，上文不宜过于复杂，因此 

更适用于学习者篇幅不大，内容更加集中的作文。 

母语者材料显示“X，所以”用例较多，“X。所以”是少数；针对留学生标点偏误的分析则发现关联词 

前使用句号是其偏误的主要类型(胡建刚 2005)，④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学习者“所以”句前使用句号的情 

形，即“X。所以”。 

(三)“X。所以”中“所以”句与上文的衔接 

“X_一所以”中，“所以”句之前的X都是其上文，可以包含多个句子，其中与“所以”句紧邻的第一个 

句法单元为其紧邻上文⑤。当紧邻上文包含了“所以”句的原因，无论是全部原因，还是原因的一部分， 

“所以”句与紧邻上文形成的衔接，我们称之为“近距离衔接”。例如： 

9)但我是被 日本公司派的留学生。回国时一定得到公司的允许。可是那时候公司不允许我回 

国。所以我还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HSK) 

例(9)“所以”句的紧邻上文是“公司不允许我回国”，“所以”句与其形成近距离衔接。 

10)投敌后，(丁默郝)又很快与重庆勾搭上了，戴笠派了军统特务周镐、濮齐伟、毕高奎和他联 

系，也派去了一部电台。日本投降后，他勾结日军利用伪军维持过京沪一带治安，对阻止新四军进 

入出过不少气力。所以胜利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严惩汉奸时，戴笠还把他和周佛海一同送去重庆 

① 指以“所以”句独自成为一段，或以“所以”句作一段开头的情形。由于我们的分析仅涉及“所以”句，不涉及其后 

的语句，因而当“所以”句后还有其他语句时，也一并表示为“所以”。 

② 因四舍五入，加入后比例略超过 100 。 

③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M_]．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④ 胡建刚．留学生使用句号逗号偏误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 

⑤ 肖任飞(2009)也考虑到因果复句的句法表现形式，按句子数量多少将其分为 1+1，n+1，1+n，n+n等，但文中 

对n的确定不一，有时是单个小句，有时多个小句组成的句群。以句群为单位，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中部分小句 

可能与“所以”句并不构成“因一果”关系，故此，为分析更准确便捷，本文暂以小句为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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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起 来。(CCL) 

上例“所以”句的紧邻上文是“(丁默邮)对阻止新四军进入出过不少气力”，“所以”句也与之形成近距离 

衔接。 

有时“所以”句的紧邻上文并非原因，甚至不是原因的一部分，原因在更远的上文。例如： 

11)他(毛人凤)认为这人(唐生明)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党 

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 

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 

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 

在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 

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风特别关照他 

门，⋯(CCL) 

例中“所以”句的原因并非紧邻上文“完全是感情用事”，而是更远的上文“如果他(唐生明)在共产党中的 

朋友要他为共产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原因”和“所以”引导的“结果”之间间 

隔了其他语句。我们将“所以”句与其原因之间的这类衔接称为“远距离衔接”。 

在汉语学习者语料中，“所以”句前使用句号时，“所以”句与上文仅存在近距离衔接；而母语者语料 

中，还有远距离衔接的用例。详见表 2。 

表 2 “。所以”中“所以”旬与上文的衔接 

衔接方式语料 近距离衔接 远距离衔接 

学习者 149 
O 

149 100 

母语者 107 9 

116 92．2％ 7．8％ 

被用句号与上文分隔开的“所以”句，在汉语母语者用例中既可以与上文构成局部的近距离衔接，也 

可以在较为宏观的层面，间隔若干语句与前文构成远距离衔接，使得语篇中的衔接更具网络的性质；而 

汉语学习者使用句号收束上文后，后续的“所以”句仍然接续紧邻上文的语义，使“所以”句与上文的衔接 

呈现出比较单一的线性关系。 

(四)“X。所以”中X的复杂程度 

“所以”句前使用句号，也与上文篇幅大小有关。这里的篇幅大小，以句号为准，即“所以”句之前两 

个句号或相当于句号作用的标点之间的语句。这两个句号之间的语句，可以是一个单句，我们记为 

“X单”，与“。所以”构成“X单。所以”；也可以是更为复杂的形式，如复句甚至多重复句等，记为“X多”，与 

后续“。所以”构成“X多。所以”①。例如： 

12)他(刘文华)很快就和温朋久⋯⋯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 

刘文华是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员。所以刘文华早在 1936年在 

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德支部 负责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领导下，⋯⋯ 

(C( I，) 

① 这里不涉及“。所以”与上文的衔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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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 

言分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 日程全被打乱， 

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CCL) 

例(12)“所以”句的原因是其上文“刘文华是抗El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 

员”，汉语母语者此类“X单。所以”用例较少；例(13)“所以”句的原因是其复杂上文“林彪是⋯⋯，陈伯达 

是⋯⋯，分量很重”，此类“X多。所以”在母语者语料中数量更多。 

汉语学习者的“x单。所以”分布比例略高，如前例(3)；其“X多。所以”用例如： 

14)她结婚以前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但当时韩国农民普遍认为，女孩子不用学习，因为长大 

以后嫁给人家，就成人家的人。所以她上了两年小学以后，她的爷爷不让她继续上学。(HSK) 

汉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X。所以”用例对比结果如表3。 

表 3 “X。所以”中的上文形式 

上文形式语料 x单。所以 X多。所以 

学习者 85 64① 

149 57．0 43．0 

母语者 29 87 

116 25．0％ 75．0 

可以看出，汉语母语者用例中，“x多。所以”是明显的主流用法，其用例是“x单。所以”的3倍，也就是说 

在母语者用例中，“所以”句前使用句号时，更多用于将较长的上文与“所以”句分隔。 

学习者用例中，两种环境中的“。所以”却出现“倒挂”，“X单。所以”超出“X多。所以”14个百分点。 

这与学习者的语句比较短小、复句层次少，多使用单句，整体上句号使用过于频繁的普遍表现是一致的。 

(五)近距离衔接中的“X单。所以” 

根据上面的分析，存在近距离衔接关系的“X单 所以”环境最排斥句号，也就是说，在近距离衔接关 

系中，“X单。所以”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汉语母语者107例近距离衔接中，“X单。所以”仅为21例， 

占其近距离衔接用例的 19．6 ，这与我们的猜测是一致的；而汉语学习者的 149例近距离衔接用例中， 

“X单。所以”有 85例，占所有近距离衔接用例的57 ，甚至超过了该环境中“X单，所以”所占比例。 

在汉语学习者的日常作业中近距离衔接的“X单。所以”也是很常见的，例如： 

15)我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日本学部毕业的。我本科专业并不是中文或中文教育。可是我对中 

文方面感兴趣。所以选了这专业。 

16)但是我的想法变了。我要当老师。所以我再来北京语言大学。 

17)本教材选取的故事都是从中国小学的教材选取的。所以通过本教材，学习者可以学到自己 

同年级的中国学生的学习内容。 

18)我家里是华人。所以从小就学中文。 

这些用例都来 自我校留学生的日常作业，其中“所以”句与前句均形成近距离衔接，而都被以句号与 

前句分隔开来。此外，我们曾经为学生设计了修改标点错误的练习，结果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练习所 

用的句子都来 自往届学生的作业，练习要求学生首先判断句中是否存在标点错误，然后进行改正。其中 

① 若包括以“所以”作为一段开头的 34条用例 ，学习者“X多。所以”比例约为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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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面这样一个句子： 

19)学习一门亚洲语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所以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了开罗大学中文系。 

例中的两个句子有明显的因一果语义联系，属于近距离衔接，而 28份中、高级学生的作业中，仅有 

12份将其中的“所以”前的句号改成了逗号，其余 16份均认为其中不存在标点问题。① 

总而言之，在结果句紧跟简单原因句的情况下，汉语母语者强烈倾向于使“所以”句与上文更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形成同一个语义单元；而学习者则倾向于将二者割裂开来。 

四、总结和讨论 

本文以表示结果的“所以”句前方的位置为考察环境，对比了在该位置上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标 

点，特别是句号的使用习惯。初看之下，双方“所以”句前使用句号的比例比较接近，但是这并非表示学 

习者的标点使用习惯与母语者没有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用句号与上文隔开的“所 

以”句，在汉语学习者用例中仅与上存在近距离衔接，而母语者则可使之与上文建立远距离衔接关系；第 

二，汉语学习者“。所以”的上文绝大多数都是短小的，与之相反，汉语母语者“。所以”的上文，大多数都 

比较复杂；第三，在“所以”句与简单上文形成近距离衔接的情况下，汉语学习者依然大量使用句号将二 

者分隔开来；而母语者则强烈地倾向于将二者结合成一个语义单元。 

汉语学习者“X，所以”比例超过“X。所以”，与母语者有相同的趋势，表明学习者对此环境中旬号和 

逗号在语句关系方面的作用并非毫无意识，但学习者在“所以”句前以及在其他环境中过度使用句号，原 

因为何?本文讨论的是学习者的标点使用习惯所反映出的学习者在语义衔接上与母语者的不同判断， 

但这种差异是源自对汉语标点的作用了解不够，使用比较随意，还是学习者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标点的 

使用规律，是按照规律来使用标点的?究竟出自何种原因，还有待更进一步观察。 

Study on Punctuation Before Suoyi Sentence in CSL from 

Perspective of Cohesion i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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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Intensive Chinese Training，BeO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hinese punctuations by international Chinese-learning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natives will reveal their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al and semantic aspect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se of the full stop by CSL learners before the causal sentence suoyi(所 以)and 

their lack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textual cohesion and the sentential relation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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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趣的是 ，认为该处可以使用“所以”的比例也是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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