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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在小说和剧本《家》中的比较考察

——— 兼议口语语体中疑问句的使用特点

康亮芳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康定 "#"$$%）

【摘 要】本文试从小说 《家》与戏剧剧本 《家》入手，全面考察两书中的疑问句运用情况，为微

观、动态地研究现代汉语疑问句提供详实的语料，并在考察、对比中探讨口语语体中疑问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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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疑问句的研究一直是语法界的热

门 课 题 。 至 今 ， 人 们 对 疑 问 句 的 研 究 已 日 趋 深

入。无论在是一般问和特殊问的研究领域，还是

在疑问语气词、疑问程度等的探讨方面，都取得

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笔者认为，这些研究

还是较多地侧重于宏观与静态，对于疑问句运用

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尚难以解答清楚。例如，

非是非问句末的语气词 “呢”，往往被描述为可

以用，也可以不用。 / % 0似乎 “呢”是可有可无的。

这就最终导致了 “呢”的疑问语气词身份被彻底

否定。 / # 0因为正是 “呢”的可有可无，表明它不能

影响疑问句的性质，未负载疑问信息，所以不是

疑问语气词。而事实上，从微观与动态的角度认

识问句，我们发现要说清 “呢”在非是非问句中

的地位，显然不是三言两语、简单笼统的描述可

以说清楚的。诸如此类，当我们把它们置身于具

体的语言环境，细致地予以考察、研究，也许将

更加有利于比较准确、完满地解答问题。

《家》是为人熟知的现代文学作品，长篇小

说 《家》 / ( 0为巴金先生创作，曹禺先生将其改编为

戏剧剧本 《家》 / ! 0。由于这两部作品内容相同而体

裁 不 同 ， 在 语 言 运 用 方 面 呈 现 出 各 自 不 同 的 特

色。笔者有意对比考察这两部作品中疑问句的运

用情况，希望为人们微观、动态地研究现代汉语

疑问句提供一些具体的语料，同时在考察、对比

中探讨口语语体中的疑问句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一 疑问句运用情况考察

! 一 " 疑问句的分类

要考察、讨论上述两部作品中的疑问句，有必

要先说说问句的分类问题。我们知道问句可以进行

多种角度的分类。疑问句分类的不同，反映了人们

对事物之间联系的多角度认识；也反映了各种疑问

句之间存在着多维的交叉性关系。为研究的需要，

这里我们沿用邵敬敏先生的分类方式。邵敬敏先生

在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一书中，把疑问句划作

两大类：一般疑问句与特殊疑问句。 / 1 0一般疑问句

是就问句的内部类型而言。包括是非问、特指问、

选择问与正反问。特殊疑问句是相对于一般疑问句

而言。包括具有特殊结构形式的疑问句，如 “非疑

问形式 2 呢”问句、叹词独用疑问句；具有特别表

达功能的问句，如附加问、回声问；不表疑惑的疑

问形式，如反问句、间接问句。一般疑问句与特殊

疑问句显然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划分的。它们内

部又成交叉关系，如是非问可能是回声问、反问

句。

! 二 " 小说 《家》疑问句运用情况

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 《家》共 #, 万 1 千字，

有问句 ,", 句。涉及多种疑问句。下面按不同类别

列举、说明。

是非问句：把一件事全部说出来，要求对方作

肯定的或否定的答复就构成是非问。是非问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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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疑问语气词 “吗” （也写作 “么”）传达着疑

问信息。有时是非问句也可以单独用语调表示，

这类是非问被称作语调是非问。 " # $该书中是非问共

有 %%& 句。其中句末带疑问语气词 “吗”的问句

’(! 句，语调是非问 ’)* 句，例如：

!她近来还常常骂你吗？ （+, 页）

特指问句：一件事情里有某方面不知道，我

们发问时用一个疑问词来代表这个方面，就构成

特指问。特 指问句末有的带 “呢” 的问句有 +’
个，如：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 页）

选择问句：并例几个项目，让回答的人选择

其中的一种，即选择问。本书共 ) 例选择问。例

如：

#究竟是人变了，还是环境变了？ （’)( 页）

正反问句：可以看作选择问句里的一种特殊

类型，它是把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在

一起作为选择的项目。本书共有 %! 个。如：

$你会不会忘记我？ （)*) 页）

再从特殊疑问句的角度看，本书也使用了多

种问句，例如：

%五爸，龙灯呢？ （’#! 页， “非疑问形式 -
呢”问句）

&我看起来，你近来好像心上有了人，是不

是？ （’!’ 页，附加问）

’ （⋯⋯但是，你们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呢？）——— 什么样的爱情吗？ （’,* 页，回声问）

(难 道 爱 国 真 是 一 种 罪 名 ？ （#) 页 ， 反 问

句）

)你看，你昨晚上怎么睡的？ （’*, 页，间接

问句）

! 三 " 戏剧本 《家》疑问句运用情况

曹禺先生的戏剧剧本 《家》共 ’& 万 & 千字，

问句 +#* 句。其中是非问句 %!* 句，包括句末带

疑问语气 “么”的问句 (+ 句，语调是非问句 *!)
句，如：

!怪么？ （*)+ 页）

特指疑问句 )#) 个，包括句末带疑问语气词

“呢”的问句 (% 个。如：

"你说怎么办呢？ （’(( 页）

#什么？ （*## 页）

选择疑问句 * 个，正反问句 )) 个，如：

$是太老太太的姑娘啊，还是冯老太爷的姑

娘啊？ （*,, 页）

%那你是不是我的小信徒？ （’(* 页）

此处要说明的是例句$在书中的原样是两个问

句，即： “是太老太太的姑娘啊，还是冯老太爷的

姑娘啊？”我们以为选择问句 “是⋯⋯还是⋯⋯”

应视为一体。即使前一分句末出现有语气词，也不

应该把前一分句作为一个问句，否则，我们对 “你

愿意去享福呢，还是去受苦？” （巴金 《家》*))
页）这样的问句中的 “你愿意去享福呢？”就无法

理解。因为倘若把前一分句作为一个问句，则前一

分句后的 “呢”就是疑问语气词，句意是 “如果你

愿意去享福会怎么样？”而事实上全句的句意显然

不是这样。这一问题的存在较为普遍，包括小说

《家》和戏剧剧本 《家》中。要实现现代汉语语法

规范化，对此我们不应等闲视之。

曹禺的 《家》还包括了各类特殊疑问句。例如：

&大哥写的信呢？ （’)) 页， “非疑问形式 -
呢”问句）

’那你就躺躺吧，好不好？ （**+ 页，附加问）

(我怎么不想？ （’(& 页，反问句）

)你说我去不去？ （’+% 页，间接问句）

*啊？ （*’, 页，叹词疑问句）

二 疑问句运用对比

! 一 " 问句数量

小说 《家》共 *+ 万 ! 千字，有问句 +#+ 句。

其比例大约为 %*+ 个字中有一个问句。戏剧剧本

《家》共 ’& 万 & 千字，有问句 +#* 句。其比例大

约为 ’() 个字中有一个问句。问句自身的特点决定

了它多出现在对话中，语言上倾向于口语化。而小

说语言与戏剧语言相比。前者富有书面语体色彩，

后 者 则 更 富 有 口 语 语 体 色 彩 。 因 此 问 句 在 小 说

《家》中明显少于戏剧剧本 《家》。巴金先生的小

说 《家》实际上偏重于人物对话展开情节。书中

+#+ 个问句皆出自于人物对话中。即或如此，小说

体裁决定了其情节展开不会单纯依赖于人物对话。

而戏剧中，对话担负了发展情节最主要的任务。可

以说没有对话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故小说

《家》比戏剧 《家》虽多出 ’, 万 + 千字，但它们

的疑问句使用数量几近相同。

! 二 " 问句类型

仅从问句的类型看，小说 《家》与戏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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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疑问句类型基本一致。在小说 《家》中，

是非问句的使用频率为 "#$ ，特指问句的使用频

率为 %&$ ，选择问句的使用频率为 ’$ ，正反问

句的使用频率为 ($ 。在戏剧剧本 《家》中，是非

问 句的 使用 频 率为 (’$ ， 特 指问 的使 用 频 率为

%") #$ ，选择问句的使用频率为 *) +$ ，正反问句

的使用频率为 %$ 。这是因为虽然以上问句属于体

裁不同的两部作品，但它们都是出现在人物对话

中。也就是说，两部作品疑问句的运用情况大致

相 同 。 尽 管 如 此 ， 小 说 语 言 毕 竟 与 戏 剧 语 言 不

同。小说语言侧重于规范正式、字斟句酌，戏剧

语言则更注重贴近生活、口语化。因此从根本上

说两部作品中疑问句的运用情况还是有不同。

,三 -问句的内部情况

虽然单从类型上看，两部作品中各类疑问句

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同，但是深入这些问句的内部

观察，我们发现其间有较大不同。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非问在小说 《家》中共 ""& 句，带

疑问语气词 “吗”的有 ’.% 句，语调是非问 ’(+
句，前一类约占本书是非问句的 %#$ 。戏剧剧本

《家》中 "%+ 句是非问，带疑问语气词 “么”的

有 .# 句，语调是非问 +%( 句。前一类约占本书是

非问句的 +#$ 。两相比较，可见在小说中的是非

问句较多地使用了疑问语气词 “吗”，而戏剧中

则大量利用语调单独传达疑问信息。其二，非是

非 问 在 小 说 《家 》 中 有 %"’ 句 ， 带 疑 问 语 气 词

“呢”的有 #’ 句，约占本书非是非问句的 ’%$ 。

非是非问在戏剧剧本 《家》中有 %’* 句，带疑问

语气词 “呢”的有 ." 句，约占本书非是非问句的

’#$ 。 表 面 上 看 来 两 部 作 品 中 带 疑 问 语 气 词

“呢”的非是非问所占比例差不多，但是当我们

分别去除其中 “非疑问形式 / 呢”这类特殊疑问

句，就会发现，还是小说中的非是非问句多用疑

问语气词 “呢”。其三，特殊疑问句在两部作品

中都有运用，戏剧剧本中运用更为普通。以 “非

疑问形式 / 呢”问句来看，戏剧剧本 《家》中多

达 %* 个，占全书带疑问语气词 “呢”的非是非问

句的 +’$ 。而叹词构成的叹词疑问句只出现在戏

剧 剧 本 中 ， 简 短 的 回 声 问 也 多 用 戏 剧 剧 本 。 另

外 ， 剧 本 中 用 得 很 少 ， 小 说 常 用 的 反 问 句 格 式

有 ： “不 是 ⋯⋯ 吗 ？ ” “难 道 ⋯⋯ 吗 ？ ” 。 其

四，戏剧 《家》中，由特指疑问词单独构成的疑

问句，如 “什么？”、 “怎么？”等不少，共出现

(" 个，其中 “怎么？”多达 ++ 个。这类情况小说

《家》中仅有一、二例。在语气词的使用上，戏剧

剧本中的疑问句末除带疑问语气词 “呢”、 “吗”

外，还多用句末语气词 “啦”、 “吧”、 “呀”、

“哪”，小说中则几乎没有。

三 口语语体中的疑问句的使用特点

问句多出现在对话中，尤以戏剧、相声中为最

多。据统计，公文、科普文章中的问句远远少于戏

剧、相声，即使对话较多的小说中，问句数量也难

及戏剧、相声。应该说疑问句更多地被广泛地运用

于戏剧等口语语体中。我们通过对上面两部作品的

考察、对比，可以大致归纳出口语语体中疑问句的

一些基本特点。

! 一 " 数量较多，种类齐全

戏剧剧本 《家》’& 万 & 千字语料，问句多达

#!+ 句，小说 《家》+# 万 % 千字语料，问句有 #!#
句，科普作品 《科学画报》’..* 年 ’、" 两期约 ’!
万字的语料，仅有 !# 个问句。很明显富于口语色

彩的戏剧剧本 《家》问句数量偏多。从种类上看，

科普作品中问句大多属于 “设问句”，种类单一，

而戏剧剧本中各类问句均有，包括特殊疑问句。正

是鉴于此，研究疑问句的专家、学者们往往在戏剧

剧本、相声中寻求语料。

,二 -句子倾向于简短

口语语体中的疑问句多倾向于短小、简略。因

为口语是即兴的，在说的当时要深入考察表达的内

容并赋予它完美的语句较困难，同时口语是转瞬即

逝的，说话时如果把句子说得过长会造成听话者记

忆和反应的困难。另外，口语为大量使用不完全句

提供了可能。不完全句所缺少的成分能够由说话的

语境、对话者的动作和背景知识等各种因素提供或

暗示出来，无需在句子中非把这些成分都说出来不

可。因此可以多用简略句式。从戏剧剧本 《家》

中，我们发现口语体中的疑问句主要是通过频繁使

用 “非疑问形式 / 呢”问句、特指疑问词单独构成

的问句、叹词疑问句、回声问等体现这一特点的。

! 三 " 少用疑问语气词

带疑问语气词 “么”的是非问句在剧本 《家》

的是非问句中只占 +#$ ，明显少于小说 《家》中

带 “吗”的是非问句。我们知道0 口语体中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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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句能凭借语调及特定的语境传达疑问信息，所

以它往往能大量运用语调是非问句，少用疑问语

气词 “吗”，使语言经济、简练。而在书面语体

中，是非问句因受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通过语

调、特定语境直观地传达疑问信息，一般情况下

都要带上承载疑问信息的疑问语气词 “吗”，使

句意明晰。带疑问语气词 “呢”的非是非问句在

戏剧剧本 《家》的非是非问句中占 *PZ ，所占比

例 更 小 。 一 则 非 是 非 疑 问 句 中 有 疑 问 词 （如

“谁”、 “怎么”）或者疑问句法结构 （以 “[ 不

[ \ 有没有 [”和 “是 Y 还是 ]”为代表）负载主

要疑问信息；二则口语语体中有语调、语境可凭

借。尽管戏剧 《家》中带疑问语气词 “呢”的问

句看似多于小家 《家》，但除去那 -P 个 “非疑问

形式 ^ 呢”的问句，就会发现戏剧剧本 《家》中

特指疑问句仍具有少用疑问语气词的特点。是非

问句、非是非问句的语气意义是隐含在全句的意

思之中的。 " ! $用上句末语气词 “吗”或者 “呢”，

使语气意义加强，或使原来的语气意义带上和缓的

色彩。不用疑问语气词，又要在口语语体的疑问句

中体现出问句句末语气词所传达出的加强或者和缓

的语气意义，借助于口语所特有的表现手段，如语

调、轻重音、停顿等可以实现。

! 四 " 语气词使用随意性较大

口语是用于日常交际的，说话者直接交谈，讲

什么和怎么讲一般都没有事先的准备，具有随意性

和自发性。疑问语气词是疑问句中重要的标记之

一，其在书面语体中的使用规范、统一，而在口语

语体中的使用则显得比较随意。剧本 《家》中除疑

问 句 句 末 语 气 词 “吗 ” 、 “呢 ” 外 ， 还 使 用 了

“啦”、 “吧”、 “呀”、 “哪”，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作家所受到的方言及个人语言风格的影响。而

小家 《家》虽为四川作家巴金创作，书中疑问句句

末除 “吗”、 “呢”外，几乎未使用其他语气词。

由此可见，对疑问语气词乃至问句的研究不能仅仅

局限于书面语体，更给口语语体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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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