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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话语标记“就是说1”的话语功能有转换话题和口语中稍作停顿两种；新兴网络语体话语标记“就是说2”

和“咱(们)就是说”有开启新话题、转换话题(含戏谑性)和故意停顿等三种功能。从“就是说1”发展到

“就是说2”和“咱(们)就是说”的过程与句法位置和语体变化密切相关。“就是说2”到“咱(们)就是说”

经历了去主观化的过程，是“咱(们)”起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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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discourse function, discourse marker “Jiushishuo1”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opic 
changing and a pause during speaking, whereas discourse marker “Jiushishuo2” and “Zan (Men) 
Jiushishuo” have three functions: topic introducing, topic changing jokingly and deliberately 
pausing. The process from “Jiushishuo1” to “Jiushishuo2” and “Zan (Men) Jiushishuo” is closely re-
lated to the changes in syntactic position and style. The process from “Jiushishuo2” to “Zan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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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shishuo” has experienced de-subjectivization, during which “Zan (Me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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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网络语体 1 中出现了新兴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与汉语中早已产生的话语标

记“就是说 1”不同，试比较如下的例子： 

(1) 沈小婷好强，我感觉已经快把每个角度的饭拍 2看了一遍，就是说这比赛会出官方视频吗？想再看看高清剪

辑的。(微博搜索 2022-08-01) 

(2) 四六级报名正式开始，咱就是说这届考生可太难了！(微信公众号 2022-03-16) 

(3) 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咱们就是说已经想过冬了！(微博搜索 2022-08-01) 

(4) 杨澜：您青春绽放。 

赵忠祥：我这属于逆向而行了，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呢我相信她会顺风顺水的一直走下去，这也是我

的一个期许。(《鲁豫有约》2011-11-07) 

例(1)是“就是说 2”的例子，例(2)~(3)是“咱(们)就是说”的例子，前三例的话语功能都相同，表示

转换话题，具有戏谑性；例(4)“就是说 1”前是对说话人的描述，“就是说 1”后是对“她”的描述，虽

然也是表示转换话题，但该例没有戏谑性，与前三者不能自由替换。因此，需要对新兴话语标记“就是

说 2”和“咱(们)就是说”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便于表达，本文拟将类似于例(4)的话语标记标注为“就

是说 1”，将后起的类似于例(1)的话语标记标注为“就是说 2”。 
对于话语标记“就是说 1”，学术界早已有过丰富的研究(如殷树林[2]、丛玉青[3]、史金生等[4]、李

治平[5]等)。其中，殷树林[2]和史金生等[4]曾详细介绍过“就是说 1”与“就是”在句法、语用表现等方

面的差别，如史文认为话语标记“就是”具有确立话题的功能，而“就是说 1”不具有，本文赞同如上二

文的观点，并据此认为需要将“就是说 1”和“就是”分开进行讨论。另一方面，网络上已出现了不同于

“就是说 1”的新兴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对于这一新兴网络语体话语标记的研究

主要有吴越[6]和赵朗[7]。吴文的研究未注意到“咱们就是说”，且其认为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

就是说”具有主观化的倾向，但本文不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咱(们)”的存在使得“咱(们)就是说”

具有去主观化的倾向。赵文同样也认为“咱就是说”具有主观化的倾向，且仅仅指出这一话语标记具有

“拉近距离、缓和语气，完成与不特定听者的交际目的”的作用，未对其语用功能进行深入探析。 
综上所述，对于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还有如下的问题待解决：一是新兴话语

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具体语用功能有哪些？二是话语标记“就是说 1”、“就是说 2”

Open Access

 

 

1陶红印强调研究时将语体分类的重要性[1]。如今，网络上语言使用的独特性使得网络语体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2“饭拍”为网络用语，意为“粉丝拍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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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咱(们)就是说”之间有没有演变关系？如果有，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 MLC 媒体语言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等，新兴话

语标记“就是说 2”“咱(们)就是说”的例句主要来自微信和微博 3，均在例句后注明具体出处。 

2. 话语标记“就是说 1”、“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语用功能 

对于“话语标记”的定义，学界看法不一。但大多认同，所谓“话语标记”，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用

具有句法独立性的成分来表达言谈者的语气或态度，对句子意义的影响不大。 

2.1. 话语标记“就是说 1”的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在句中是具有句法独立性的，当“就是说”充当句子的谓语时，便不再将其认定为话语标

记。如： 

(5) 唐湘龙：今天在台北的政坛，在民进党的台中市党部的主委也公开地表示，民进党在台中市的选情老实说派

谁来说都无所谓了。意思就是说病入膏肓，没有救了，台中市民进党形同放弃。(《海峡两岸》2010-05-10) 

例(5)中的“就是说”是核心谓语动词，是对主语“意思”的进一步描述，句法上不具有独立性，语

义上是句子意义的核心，是句子不可删去的重要成分。因此，不宜将其看作为话语标记。 
其次，丛玉青[3]和叶金洋[8]都指出，话语标记“就是说 1”具有解释说明或总结前一话题的话语功

能 4，如： 

(6) 截至 11 月 23 日，2017 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500 亿元人民币大关，不少人根据 12 月份电影扎堆上映的

状况，认为最终年度票房会达到550亿元，就是说12月份全国电影票房会超过50亿元。(《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04) 

例(6)将“最终年度票房会达到 550 亿元”这一事件进一步解释为“12 月份全国电影票房会超过 50
亿元”，在作者看来，后一事件要比前一事件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笔者认为，这种“就是说”在句

子中具有核心概念意义 5，如果删去“就是说”，整个句子的语义表达将不完整，可以将这种“就是说”

看做是“上文意思就是说”的省略形式，不宜归入话语标记。 
将不是话语标记的情况排除在外后，发现话语标记“就是说 1”一共有如下两种语用功能，分别为： 
一是转换话题功能。丛玉青[3]将自我修补和切换话题分为两类。但笔者认为对自我先前错误话题的

修正本身就是一种话题的转换，因此，宜将这两者归并为同一类。6如： 

(7) 窦文涛：他为什么，就是说，所谓养儿防老，这本来就跟做生意一样。这是有道理的。你没有劳动能力的时

候，我都把这心思给了你了，对吧，但是是为了什么呢，你得回报给我呀，等我老了的时候，我动不了了，就该你

上了。(转引自丛玉青[3] 19) 

(8) 窦文涛：我就说这个查韦斯，我老觉得这个国家的人，会不会是比较热的地方，他实际有一种虚头巴脑，就

是说，我给你读一段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锵锵三人行》2013-03-08) 

例(7)中说话人“窦文涛”意识到“他为什么”这一话题是自己的口误所致，便对这一话题进行修正，

 

 

3由于微博的用例较多，且微博搜索功能限制在 50 页内，本文在进行分析时采用的语料为 2022 年 8 月 1 日显示的 50 页上。此外，

网络语料可能存在标点符号、错别字等使用文字不规范的现象，文中均已改正，不再说明。 
4丛玉青[3]和叶金洋[8]是少有的单独探究“就是说 1”语用功能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其在归纳“就是说 1”的语用功能时存在文中指

出的缺点，本文拟在二文的基础上重新对“就是说 1”的语用功能进行归类。 
5李治平[5] 54 指出，话语标记并不是完全丢失了概念意义，概念意义在话语标记中多少有些滞留。 
6在语料库中还有如下的例子：杨瑞宗：……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本身在研究所，我本身所学是有关于两岸关系的研究，所以可

能就是种种几个因素，让我们台湾的领导觉得说，我可能来做这个工作，还算是可以推动得了，所以就做这个工作了。(《海峡两

岸》2010-05-16)这里“另一方面就是说”小句前的话题和其后的话题已经出现了切换，但由于“另一方面”已表达切换的功能，

因此这里的“就是说 1”仅表示口语中的停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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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是对话题的转换。例(8)的说话人首先谈及的是委内瑞拉人“虚头巴脑”这一话题，“就是说 1”

后说话人开始谈及某一报道的话题，两者虽有关联但已不是同一话题，说话人将“就是说 1”放在两个话

题的中间，标志话题的转换。 
二是用于口语中稍作停顿。在口语交际中，有时由于说话人的语言还未组织妥当，而面对面的交流

又要求听说双方需要流畅对话，这时“就是说 1”能使说话人稍作停顿。这一类实际上又可进一步分为两

种：第一类是“就是说 1”前后的话语相同；第二类是“就是说 1”前后的话语不同，说话人稍作停顿之

后，没有对前一话题重复，直接对前一话题继续进行说明，先看例子： 

(9) 黎建南：……当“线民”最重要就是你当“线民”你做什么呢？当然有的就是说，有的是不得以，有什么活

动去交一交，但是有些就很积极了……(《海峡两岸》2010-03-16) 

(10) 严歌苓：……那么梅兰芳老想就是说，我能不能做一个平常人，你让我做一个平常的人吧，对吧……(《锵

锵三人行》2009-01-16) 

例(9)是第一种情况，说话人在对话时谈及“有的线民”的话题，但在“有的”后，说话人意识到自

己的语言还未组织妥当，于是用“就是说 1”插入其中，以此来给自己的语言组织争取时间，“就是说 1”

后又重复前一话题“有的”，以使话题继续开展。例(10)是第二种情况，是说话人对“梅兰芳”心理的描

述，而在话语推进的过程当中，说话人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语言组织争取时间，因此用“就是说 1”来达

到这一效果，该例的“就是说 1”前后未见重复，说话者直接接着上一话题推进。 

2.2. 新兴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语用功能 

近年来，网络语体中出现了新兴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就是说 2”和“咱(们)
就是说”的话语功能一共有三种，分别为：开启一个新话题、转换话题(含戏谑性)、故意停顿功能。“就

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语用功能不存在差异，为方便起见，本节统称为“就是说 2”。 
一是开启一个新话题。“就是说 2”常用于网络交流或网络上的文章中，位于句首的位置。由于所处

位置的缘故，读者在接受信息之前并没有任何的语境提示，“就是说 2”便起到开启一个未曾预警过的新

话题的功能。7如： 

(11) 就是说，这篇推文再不发，秋天就一整个过去了！(微信公众号 2021-11-05) 

(12) (话题：女子吃螺后呼吸衰竭病危)咱就是说，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11)是某一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标题，文章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某一语境，作者用“就是说 2”

开启话题，“这篇推文再不发，秋天就一整个过去了”表明，该文是关于秋天的文章。例(12)是某说话人

在“女子吃螺后呼吸衰竭病危”这一话题下的评论 8，说话人用“就是说 2”来开启一个新话题。 
二是转换话题功能。有时“就是说 2”处在句中的位置，尽管前后两个话题稍有关联，但仍存在着不

同，“就是说 2”用在这种句法位置和语境中，可以用来标记说话人对话题的切换。如： 

(13) 愉快周末就这样结束了，非常快乐。咱就是说，杭州真的好堵！(微博搜索 2022-08-01) 

(14) (话题：小浣熊 RacoonCity)投资有风险啊家人们，咱们就是说还是找那种靠得住平台比较好，这种真的钱没

了找谁哭去啊！(微博搜索 2022-08-01) 

 

 

7在网络语言中，“就是说 2”有时和“家人们”等小句同处在开篇的位置，不管“就是说 2”是否在“家人们”等小句后，都可以

将“就是说 2”看作为是开启新话题的话语标记。“家人们”也是新兴的网络表达，意义较虚。这样处理有其合理性，因为“就是

说 2”与“家人们”等可以随意互换位置而对语义不产生影响。如：a.家人们……就是说我真的很容易看别人的爱情疯狂落泪。(微
博搜索 2022-08-01) b.就是说，家人们，头顶这个航线已经安静好久了，突然今天晚上各种飞机飞过去的声音唉，有点兴奋。(微博

搜索 2022-08-01) 
8尽管微博语料有时是说话人在某一话题下的评论，但微博的话题与评论之间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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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的“就是说 2”前是说话人对周末生活的评价，但“就是说 2”之后的小句却是对周末生活中

杭州交通的评价，“就是说 2”放在两者之间标记转移话题的功能。例(14)中“就是说 2”之前是说话人

对投资风险的评价，而“就是说 2”之后开始对投资平台进行评价，两个话题之间存在差异，应看做不同

的话题，说话人用“就是说 2”来标记话题的切换。 
具有转换话题功能的“就是说 2”和具有转换话题功能的“就是说 1”不同。其一是表示切换话题的

“就是说 1”有时是因为说话人在口头交际中输出了错误的话题，用“就是说 1”来标记自己对错误话题

的修正，同时也是一种转换话题，而“就是说 2”由于出现在非口头交流的网络中，说话人不再输出错误

的话题，因此，“就是说 2”不能对自己之前的错误话题进行修正。其二是“就是说 2”只能用在非口头

的网络交际中，网络中的故意使用使之带有戏谑性，而“就是说 1”不具备。因此，两者之间不能替换。 
三是故意停顿功能。“就是说 2”多出现在网络上的新闻或微博中，这种非口语的交流使得说话人在

表达时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甚至字斟句酌。因此“就是说 2”位于句中时表达停顿的功能是说话人故意使

然，“就是说 2”的插入在使得表达风趣幽默的同时，也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如： 

(15) 好想运动一下子，但是咱们就是说真的一点不能和我的床床分开。我在纠结要不要现在去洗个澡然后继续

躺，不等晚上再洗了。唉，可是我又想运动一下，好烦。(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15)是说话人对“运动”这一话题的感受，“但是”起到了转换话题的功能，“就是说 2”放在句

中仅仅是为了表示停顿，并且，由于微博的非口语语体的特殊性，说话人使用“就是说 2”来表示停顿是

其故意使然。这也是“就是说 2”在表示停顿和“就是说 1”表示停顿时的主要区别。 

3. 从“就是说 1”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 

“就是说 1”、“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三者之间有联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由“就是

说 1”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演变过程。本节拟结合三者的语用功能探索其中的演变机制。 

3.1. 从“就是说 1”到“就是说 2”
9 

从语用功能来看，“就是说 1”只有两种功能：转换话题和口语中稍作停顿；而“就是说 2”有三种

功能：开启话题功能、转换话题功能(含戏谑性)和故意停顿功能。 
“就是说 2”表开启话题的功能和转换话题的功能来源于“就是说 1”的转换话题功能。“就是说 1”

表示转换话题时，常位于句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存在前一话题和后一话题，“就是说 1”才能插入

其中，标记说话人话题的转换。如上文的例(7)~(8)，再如： 

(16) 尹卓：当然是有个负面，特别是他们这种判断，我们一再讲，他这种判断。就是说，朝鲜的这种挑衅，目

的性就是要钱、要援助，就好像它把朝鲜看成一个，恶意讨饭的叫花子。(《今日关注》2013-04-09) 

随着语法化的加深，“就是说 2”的位置更加灵活，常位于句首，但对话题的引导作用尚未改变，因

此“就是说 2”居于句首的时候，其语用功能逐渐发展为开启新话题的功能 10。而且，由于“就是说 2”

常用于网络的非口头交际中，“就是说 2”经常出现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环境中，这使得读者在获得该信

息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语境背景的。如： 

(17) 家人们，就是说，我的小祖宗就是个巨蟹男，然后他好像有一点不开心……(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17)没有任何上下文的语境，“就是说 2”位于句首，引出一个新话题，听话人是微博用户中的读

 

 

9本节在讨论时未将“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分开，统称“就是说 2”。 
10开启新话题的功能形成后，“就是说 2”的位置变得更加灵活，有时位于句子的句末，可以视为倒装，也是开启新话题的用法。

如：谁还走得动道啊，咱就是说。(微博搜索 202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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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话人与潜在的交流对象交流，在此之前也没有交际，因此这里的话题是一个新话题。 
当“就是说 2”的句法位置仍处于句中时，“就是说 2”则继承了“就是说 1”的转换话题的功能。

但与“就是说 1”相比，由于“就是说 2”出现于网络用语中，说话人的故意行为使之带有戏谑性，这是

由于“就是说 1”和“就是说 2”所出现的语体不同使然。如： 

(18) 今天出席活动的王嘉尔，全黑造型，像富豪家的贵公子，帅到没朋友啊！咱就是说，我已经接住嘎嘎 11的

飞吻了！生图 12也好绝啊！(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18)是“就是说 2”表示转换话题的例子。前一话题为“王嘉尔帅”，后一话题为“我接住王嘉尔

的飞吻了”和“照片好看”，中间用“就是说 2”来标记说话人话题的转换，与“就是说 1”不同的是，

例(18)出现在网络语体中，具有戏谑性，语体的不同使得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也使得这时的“就是说 2”

不能换成“就是说 1”。 
“就是说 2”表故意停顿的功能来源于“就是说 1”的口语中稍作停顿的功能。上文谈到，“就是说 1”

多出现在口语中，交际双方即时交际时由于说话人的语言还未组织妥当，因此用“就是说 1”来争取时间；

而“就是说 2”出现在网络语体中，且常为非即时交际，这时，说话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组织语言，“就是

说 2”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而是说话人故意使然，使得语言具有吸引力。如： 

(19) 韩金红：但是后来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当时就是说，婴儿抽屉这种方式，是跟现在不太适合，

那么就是说参考了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交警的岗亭，设置这么一个岗亭……(《面对面》2013-12-15) 

(20) (话题：裴妈同意裴之学数学)鼓起勇气来选择自己热爱的，而且看完也真的非常地感动，尤其是咱们就是说

这一幕，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共情吧！(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19)是“就是说 1”在口语中停顿的例子，“就是说 1”的前后都是说话人对“后来”情况的描述，

但是由于说话人的语言未组织恰当，在“后来”之后插入“就是说 1”来争取组织语言的时间。例(20)是
“就是说 2”网络上表故意停顿的例子，说话人的话语属于非口头交流的语言，有充足的时间字斟句酌，

“就是说 2”插入其中是说话人故意的做法，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语言更具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从话语标记“就是说 1”演变到“就是说 2”是因为句法位置的变化和语体特征的变化使然。 

3.2. 从“就是说 2”到“咱(们)就是说” 

虽然前文将“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看作为同一个话语标记进行研究，但二者仍存在着细微

差异。因此，本小节将“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分开讨论。 
总的来说，“就是说 2”与“咱(们)就是说”相比，前者具有主观性，而后者经历了去主观化的过程。

沈家煊指出，主观性是指在话语中包含着说话人的情感、态度等自我因素[9]。不管是“就是说 1”还是

“就是说 2”，都是从非话语标记的“就是说”发展而来的，非话语标记的“就是说”是句子中的核心成

员，前面有主语(如例(5))，随着结构意义的逐步虚化，句法位置上由占据主要位置到占据非句法位置，

“就是说 1”和“就是说 2”话语标记的用法产生。但两者的表达都带有主观性。比如： 

(21) 就是说 21 了，我爸出门还跟我说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21)是“就是说 2”表示开启新话题的用法。虽然说话人正在描述一个已发生的事件，但“就是说

2”将自己的感受纳入句内：“我爸出门还跟我说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这一事件给说话人“我”带来一

种惊讶和不理解的感受。因此“就是说 2”是带有主观性的话语标记。 

 

 

11“嘎嘎”为王嘉尔的别名。 
12“生图”为网络用语，意为“未经修改过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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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 2”发展到“咱(们)就是说”却经历了去主观化的阶段。黄蓓指出，“语义上，去主观化主要体

现在表达式中说话者相关性的减弱。”[10]也就是说，与“就是说 2”相比，“咱(们)就是说”中说话人

的因素减弱。究其原因，是因为“咱(们)”语义的介入。“咱们”只能用于包括式[11]，由于“咱(们)”
的显现，说话人在将听说双方的距离拉近的同时，也委婉地表达出无论其所表达的结论的正确与否，都

不能由说话人独自来承担，从而将说话人个人的责任排除在外。如： 

(22) 朋友给我推了一个模特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咱就是说一整个深深迷住了。美女谁不爱啊！(微博搜索

2022-08-01) 

(23) 咱们就是说，问价问完不管要不要至少都要回一下吧。(微博搜索 2022-08-01) 

例(22)说话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喜欢美女模特”，但是为了降低这一感受的自我责任，说话人

使用“咱就是说”来减弱。例(23)中，说话人在表达自己对某事件的观点，但为了排除自己对这一观点的

责任，防止读者追责，说话人使用了“咱们就是说”。这种减弱说话者对观点影响的过程就是一种去主

观化的过程。 

4. 结语 

本文研究了话语标记“就是说 1”、新兴网络语体话语标记“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语用

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三者的演变过程。从语用功能来看，“就是说 1”的语用功能包括转换话题和

口语中稍作停顿两种；而“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的语用功能主要有开启新话题、转换话题(含戏

谑性)和故意停顿等三种功能。 
话语标记“就是说 1”能表示转换话题的功能，由于句法位置的变化，使得位于句首的“就是说 2”

和“咱(们)就是说”有了开启新话题的功能；由于语体的变化，使继承了转换话题类“就是说 1”的“就

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具有了戏谑性，也不再能对之前错误的话题进行修正。也是由于语体的不同，

使得继承了口语中稍作停顿类“就是说 1”用法的“就是说 2”和“咱(们)就是说”变成了为了使语言更

具有吸引力而故意使然的话语标记。至于“就是说 2”到“咱(们)就是说”的变化，是由于“咱(们)”本

义在整个话语标记中稍起作用，使得这一过程经历了去主观化。说话人用“咱(们)”拉进听说双方距离的

同时，也可以间接表达某一观点或看法不是说话人一个人独有，而是听说双方共同所有，从而降低听话

人自身对某一观点或看法的责任，达到去主观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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