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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现代汉语中，相当 一 部 分 “是”仍然具有形容词的语法属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 的 

语法属性接近于指示代词。作为指示代词的“是”具有非常灵活的回指特征，这些回指特征有助于我们将 

指 示 代 词 “是”从 动 词 “是” 中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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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说

在现代汉语中， “是”的主要用法是动词， 

既包括用于体词性形式前面，表示判断的“系 

动词”，也包括用于谓词性形式前面，表示强调 

的 “助动词”。《现代汉语八百词》将 “是”的 

用法分成九小类，并认为这九小类都是动词， 

“主要起肯定和联系的作用”。但是，张静先生 

指出， “是”除了动词、副词、连词的用法以 

外，还有十种“其他用法”，这十种用法的语法 

属性都“不好说”。范晓先生在此基础上将同音 

同形的“是”分化为六个，分别属于动词、助 

动词、形容词、叹词、代词、区别词；形容词的 

“是”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越来越少，多在方言 

和文学作品中出现；指示代词“是” 口语一般 

不说，只用在书面语和成语性的固定组合里，是 

古汉语遗留下来的。

那么，现代汉语当中还有没有作为单音节形 

容词或指示代词存在的“是”？它们在语法上有 

哪些特点？

二、 现代汉语“是”的非动词用法

与动词或助动词不同，作为形容词、代词的 

“是”在句法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不能带宾语，这

也是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和代词区别于动词的最典 

型的特征之一。

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料进行仔细的检索，找到 

许多包含“是”的例句，这 些 “是”都不宜被 

看作动词，试举若干例句如下：

I 组
( 1 )  哈叭狗……语无伦次： “太君，不不 

不，你说的冬……，’（冯 至 《敌后武工队》〕

(2) —'营长刘元兴接住卫毅的话尾，说： 

“可不冬？这就是青化砭…… ，’ （杜 鹏 程 《保卫 

延安》）

( 3 )  运涛说：“…… 你想，这耕个地耪个地 

是日常的事，怎么能老是糟销他们！”江涛想： 

“这也冬。，’（梁 斌 《红旗谱》）

(4*) “用不着猜，你当初拿来的那张捐官的 

‘部照’，姓不错，是袁，名字不冬，当然是借 

来的。”（高 阳 《红顶商人胡雪岩》 ；i
I I 组
( 5 )  很多时候男人比女人更专一，我这个 

朋友就冬。（安 顿 《绝对隐私》）

(6) ' 姑娘撇了撇嘴：“……把外边那件衣服 

脱了，看那汗。，’青苗用手一摸，真冬，不知啥 

时候两件衣服都给汗水浸湿，傻笑一+ 就忙着脱 

掉了。（浩 然 《夏青苗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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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七姑奶奶恍然大悟，将来如果帮胡太 

太，就一定得罪了胡雪岩；…… “好了，好了， 

刘三叔，你也冬，有道理不直截了当说出来，要 

兜这么大一个i 子！……”（高 阳 《红顶商人胡 

雪岩》）

( 8 )  (我）扶着吴迪问： “你觉得我坏吗？” 

(她）…… “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 

“你也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朔 

《一半A 火焰一半是海水》）

( 9 )  对方的脸红如关公，道： “我现正在休 

假。” （我：） “哦！休假呢！好哇！……看，郭 

先生，连提起休假，我也眉飞色舞！真冬，你已 

休假多久了？”（梁凤仪《九重恩怨》） ^

( 1 0 )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叠页子，叠着叠 

着，就走了神儿，想着一路棋。我妈叹一口气 

说，“你也是，看不上电影儿，也不去公园，就 

玩儿这么个k 。”（阿 城 《棋王》）

以上两组10例中的“是”肯定不是起“联 

系”的作用，因为无所谓联系前项和联系后项； 

同时，它们也都不宜被看作省略或者隐含，因为 

有的根本无法补出“省略”的内容。它们都很 

难归入《现代汉语八百词》里面所描述的“是” 

的九种用法之中。

( 一 ） “是 ” 的 形 容 词 用 法

上述 I 组 中 的 “是”，从语义上看，意义接 

近 于 “正确、对”；在语法上它们具有如下特 

点：第一，不能带宾语，也无所谓省略宾语，因 

为有些根本不能“补充”出宾语来；第二，可 

以单独做谓语；第三，可以受副词修饰。

( 二 ） “是 ” 的 代 词 用 法

n 组 中 的 “是”和 I 组 中 的 “是”语法特 

征非常接近，它们也不能带宾语，可以单独充当 

谓语，可以接受副词的修饰，唯一不同是 n 组 

加点的“是”在语义上更接近于“这样、那样、 

如此”之类，具 有 “游移泛代性”，可以把它们 

看作是“性状指示词”或 者 是 “谓词性”的指 

示代词。它们可以细分为如下三种情形。

1. 代 词 “是”的基本用法

上 面 I I 组 例 （5 ) 和 例 （6 ) 中加点的 

“是”都 可 以 用 “这 （么）样、那 （么）样” 

来替换，回指前文出现的情状，在句中充当谓语 

或谓语的主要部分。

2.  代 词 “是”的引申用法一

I I组 例 （7 ) 和 例 （8 ) 中加点的“是”都 

不太容易被“这样、如此”等替换，对其回指 

的解读变得有些困难；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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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比较的意味，找到比较的对象，“是”就能 

得到正确的解读。

比如，例 （7 ) 中 “七姑奶”首先是意识到 

自己考虑不周全，自己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很 

快话锋一转，责 怪 “刘三叔”有话不直说，也 

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她才说“刘三叔” “你也 

是”。例 （8 ) 就更麻烦， “我”的大致意思是 

“我”知道自己不好，但 “吴迪”既然知道 

“我”坏，但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也不好，也这样，所 以 “我”说 吴 迪 “你也 

是”。

3.代 词 “是”的引申用法二

这里主要是指类似上述例（9 ) 和 例 （10) 

那样的情况，大家可以把这两例与例（7)、例 

( 8 )对照起来看。例 （9 ) 和 例 （1 0 ) 中 “是” 

的回指解读更为困难，需要大量的背景信息参 

与，这使得这些“你也是”都有点类似于发语 

词或者说是招呼语，其语义内涵更为虚灵。

以上我们指出现代汉语中一部分“是”的 

非动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形 容 词 的 “是” 

还算是比较容易判断的，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 

作为指示代词的“是”就显得比较麻烦，因为 

它们的后面总是让人感觉是省略了一点什么动 

词，很容易让人把这些“是”和 系 动 词 “是” 

联系起来。

三、指示代词“是”的特点

李 艳 慧 （20 0 5 )的研究认为， “主语 + 是” 

是个承前省略结构，但 是 “是”的省略呈现出 

与其他省略不同的特点；具体说来，“是”字结 

构 中 “是”选择的是屈折短语（IP, Inflection 
Phrase)，而助动词结构中助动词选择的是动词 

短 语 （不包括助词本身，本文作者注），动词结 

构中动词选择的是宾语。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例

(1 1 )至 例 （1 3 ) 的差别：

(1 1 )  他们大概不会来了；我们也是。 （我 

们也大概不会来了。）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爸爸也是。（我爸爸也 

认识他很久了。）

(1 2 )  我要认真地做功课，他也要。 （他也 

要认真地做功课。）

我要探望他三次；他们也要。（他们也要探 

望他三次。）

(1 3 )  我认真地做功课，他也做了。 〔#他  

也认真地做（了）功 课 （了）。〕

我认识他很久了，我爸爸也认识。（# 我爸



爸也认识他很久了。）

例 （1 1 ) 中 的 “是”“取代了主语之后包括 

状语、否定以及助动词在内的所有成分”； “对 

含有助动词（比 如 ‘要’，本文作者注）或系动 

词 （比 如 ‘是’，本文作者注）的省略句的解读 

必须包含状语短语成分”； “而对含有动词的省 

略结构的解读时则必须把状语短语排除在外”， 

省略的内容只包括宾语。

李艳慧在这里的观察很有启发意义，她告诉 

我们，“是”具有和一般助动词、动词不同的特 

征。根据我们的观察，用在句末的、具有指代意 

义 的 “是”根本不能算是系动词或助动词，它 

应该是一个指示代词，它具有和其他指示代词一 

样的回指特征一 “游移泛代性”。其回指内容 

有时等于 IP, 但有时大于 IP, 有时是 IP 的一部 

分，有时甚至很难说和先行句中的:IP有什么直 

接联系，其回指解读呈现出非常自由的状态，而 

这种自由的回指恰恰也是这种“是”之为指示 

代词的最有力证据。有鉴于自造例句的接受度可 

能不同，下面所举例句都是真实文本中的语句， 

事实上，本文也一直在坚持以真实文本作为依据 

的原则。

( 一 ）“是 ” 的 显 性 回 指

所 谓 “显性回指” （ direct anaphora) , 是指 

一种对显性先行词的回指，先行词和回指项有语 

表形式上的同指性。指示代词“是”的显性回 

指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是”的指代内容等于屈折短语IP
我们认为，“是”取代先行句中的屈折短语 

IP 只是一种巧合，仅 仅 是 “是”回指的一种情 

况，这种情况比较好理解，略举两例：

(14)  (她）并且微笑地对英嘉成说： “再 

见！玩得开心一点。”英嘉成呢……也回了她的 

话，说：“再见！你也冬。，’（梁凤仪《激情三百 

曰》）

( 1 5 )  他们分别了，自以为彼此很了解了， 

而实际上却不冬。（巴金《家》）

2. “是”“指代内容大于屈折短语IP
后续小句中的“是”字短语不仅有可能继

承先行句主语之后的所有部分，对于汉语这种话 

题优先的语言而言，“是”字短语还有可能继承 

话题之后的CP (Clause Phrase) , 这时， “是” 

字短语的指代内容大于屈折短语IP。例如：

(16) “念书呢！你好，状元呀！但人际关 

系，你还很小孩子脾气，也许你在家中排行最小 

……，’“你不也冬吗？，’（岑凯伦《蜜糖儿 》）

( 1 7 )  冉说： “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

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冬。，’ （梁 晓 声 《冉之 

父》） '

例 （1 6 ) 中 “你不也是吗?”等于说“你不 

也排行最小吗?”，例 （17) “我母亲也是”等于 

说 “我母亲也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 

人”，两例中的“是”所代替的内容都是主谓谓 

语句里的小主语和小谓语，大于屈折短语IP。
3. “是”的指代内容是IP 的一部分

后续小句中的“是”，其回指情况很灵活， 

具体回指内容可以是先行句中的任何一个语法单 

位。这种情况很常见，细细分析起来，还可以包 

括下面两种情形：

(1) “是”回指主语

( 1 8 )  突然间，只听得威玛大叫一声，慌忙 

逃进车内，原来蚂蚁雄兵也大举来到，遍地都 

冬。（朱邦复《东尼！东尼!》）

’ (I 9 )我不信！独身，女的我见过，我的姑

母就是。（吴 强 《红 日》）

6 )  “是”回指动词短语

“是”回指动词短语是指有时“是”的指代 

内容并不包括助动词或者状语，例如：

( 2 0 )  觉慧似乎明白了，便亲切地说： “二

哥……我晓得你一定会感到寂寞。我也冬。家里 

没有人了解我。”（巴金 《家 》） '

( 2 1 )  (华茜） “会不会觉得很吃力？” （苏 

玲） “吃力？不会，我很能适应，甚至享受。” 

(华）“我可受不了。，’（君王） “我也冬，这么 

拘束，注定你做富家少奶奶。” （岑凯 i 《还你 

前生缘》）

例 （2〇) “是”的指代不包括状语“一定” 

和助动词“会”，例 （2 1 ) 不包括状语“可”。

(3) “是”回指宾语

这里所说的宾语，都不是在先行句中表示判 

断的系词“是”的宾语，所以取代宾语的“是” 

不应该被看作系词，例如：

(22)  妇女们指着经过村边的那一段渠说

“这里能洗菜”，“下边这一段能洗衣裳”，“我家 

以后就不用担水了，一出门就是”…… （赵树 

理 《三里湾》） '

(23) “唔！华茜说过，你不会带女孩子上 

的士高，做你女朋友真不容易，幸而我不是，我 

开心或烦闷都想来玩玩。” （岑 凯 伦 《还4 前生 

缘》）

(4) “是”回指定语

(24) “解放军可是无产阶级的部队！ ”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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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地说。 “我也冬! ”任保抢着道， “我够条 

件，房子、地、锅碗瓢盆都卖掉也行！ ” （冯德

英 《迎春花》）

4. “是”回指非语法单位

“是”回指非语法单位，是 指 “是”的回指 

对象需要运用联想或者百科知识等非语言能力来 

确定，在这种意义上说，“是”的回指几乎和屈 

折短语 IP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2 5 )  他回答说， “今天就差点上了大当，

几乎给咱温都尔草原丟了人！老弟！王爷们的心 

可歹毒呢！” “温都尔王也是吗？”我问。 （冯苓 

植 《雪驹》） '

(26) “互市”中有些“互郎”，即 是 “驵 

侩”，互市之物，孰贵孰贱，孰重孰轻，只凭他 

一句话，因而得以操级其间，是个很容易发财的 

行业。不过第一，须通番语；第二，要跟互市监 

拉得上关系。所以胡人当互郎的很多，如安禄山 

就冬。（高 阳 《红顶商人胡雪岩》）

_ 例 （25 ) 中 “温都尔王也是吗?”等于说 

“温都尔王的心也歹毒吗？也会让人上当吗?” 

等等；例 （2 6 ) 中 “安禄山就是”实际是说安 

禄山是胡人，当过互郎，而且具有文中说的互郎 

的所有特点。两 例 中 “是”的回指内容虽然在 

先行句中出现了，但其准确指代内容却不是一个 

语法单位，也不能从先行句中直接“继承”到， 

读者需要对先行句进行较为复杂的加工。

(二）“是 ” 的 隐 性 回 指

隐性 回 指 （ indirect anaphora) 是一种对隐 

性先行词的回指，其所指对象间接地成为听话者 

知识的一部分，不能直接通过谈及而获取，只能 

根据已经谈及的推断出来的。前文我们所举的指 

示 代 词 “是”的引申用法其实都是隐性回指， 

如 例 （1 1 )至 例 （14)。再举两例：

(27)  方达生： （嗫嚅） 自然也不能说有。 

(低头）不过，你应该记得你是很爱我，我也 

冬。（曹 禺 《日出》）

• (28 ) (她：）“你也在温习外语吗？”（我：）

“我在看课外书，瞎翻。你呢？” （她：） “我也

是，温不温都行。”（礼 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

' 例 （27) “我也是”等 于 说 “我也很爱

你”，“是”取代的信息在先行句中无法直接获 

得，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人称转换。例 （28) 

“我也是”看似可以解读为“我也在看课外书，

瞎翻”，这样的理解也许还可以说成是“省略”；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上文的叙述中可 

以得知，对话发生的时候，“我”在树林里面看 

书，“她”不期而至，“她”并非在看书， “她” 

说 的 “我也是”应该被解读成“我也和你一样 

没在温习外语”之类， “是”的回指内容是从 

“我”的回答中运用百科知识推断出来的： “在 

看课外书，瞎翻”就意味着“没在温习外语”， 

就 像 “她”没有温习功课，“别有用心”的 “闲 

逛” 一样。

“是”的隐性回指现象最能说明这些“是” 

具有明显不同于动词（包括系动词和助动词） 

的语法特点，再 坚 持 认 为 这 些 “是” 的后面 

“省略”或 者 “隐含”什么东西，明显存在逻辑 

上的缺陷。

四、总结

以上我们讨论了现代汉语中位于句末的 

“是”的语法属性，其中一部分句末“是”应该 

被看作形容词， 一 部分应该被看作指示代词；它 

们在现代汉语口语域中仍然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作为指示代词的“是”具有非常灵活的回指属 

性，这种灵活的特点也是其他指示代词所共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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