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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不然呢？”在网络中被广泛使用，但对其未有细致研究。通过文献与预料分析，发现“不然

呢”作为应答标记，在语义上，有选择义和假设义两种情况；在语用上，则可以起到设立话题、话轮接

续、完句以及自然过渡语句等作用，使听者能够更全面地把握说话人所想要听者接受的信息及心理倾向。

“不然呢？”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研究也为话语标记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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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therwis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Internet, but it has not been studied in 
detail. Through literature and predictive analyses, it is found that as a response marker, “Other-
wise?” can be used semantically in both selective and hypothetical senses, and pragmatically, it can 
serve the functions of topic setting, turn-taking, sentence completion, and natural transitions, which 
enable the listener to grasp the in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hat the speaker wants the 
listener to receiv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wise?” has not only enriched 
Chinese expressions, but also provided new material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discourse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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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标记是有独立语调的、编码程序信息用来对言语交际进行调节和监控的表达式([1], p. 62)。早在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对会话中的话语标记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对话语标记的研究由

‘句法\语义–语用’为核心的分析逐渐转向‘语用–认知’研究”([2], p. 8)。冉永平提到，“话语标记

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值得深入，广泛的讨论”([2], p. 
13)。总体来说，国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话语标记的个案研究；二是话语标记的系统

研究；三是对比研究，主要以英汉对比研究为主；四是对话语标记的应用研究([3], p. 5)。现代生活人们对

网络的依赖加深，许多新词新句产生，原有词汇也产生了一些新兴意义及用法。近年来，“不然呢”在网

络中走红，与此同时如“绝绝子”、“yyds”、“啊这”等等词汇也在人们的使用中产生。从研究来看，

“不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连词、连词类话语标记方面，但尚未有研究提及“不然呢”的用法。我们认

为，“不然呢”是网络中新兴的应答标记，表达了对说话人观点的肯定态度，且认为没有除说话人发表

观点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本文将以话语标记理论为研究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展开研究，同

时讨论起语法化的过程和动因。论文的语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CCL 语料库(北京大学中

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及微博自录语料共 575 条。 

2. “不然呢？”的意义 

“不然呢？”是一个短句，是一个“非疑问形式 + 呢？”的疑问句。但并不需要人们对所提出的问

题进行回答，仅仅是用疑问句的形式表示反问，对说话双方的情感态度进行一定的引导，加强自身的态

度表达，起到强调的作用。在“不然呢？”出现的句子中，可以归纳出两种意义，“如果不这样就怎么

样”\“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样”。这两种意义下的“不然呢？”均是对说话人所说的事或提问作肯定态

度的回答。 

2.1. 如果不这样就怎么样 

“如果不这样就怎么样”实际上是表达一种选择，在给出的甲种和乙种情况的选择下，引导说话人

在其中作出相关的选择。此类意义更多的在说话人提问的引发句后出现，虽是说话人在提问，其实是说

话人已经已知答案的问题，“不然呢？”在应答句中出现只是引导说话人对自己所已知答案做肯定。在

“不然呢？”给出相关态度的同时，以与说话人给出的相反的选择，再次加强肯定的态度。 

(1) 比如说两个人想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聊天，然后不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各忙各的，也不用彼此打扰，就

是要有足够的空间。 

不然呢？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吗？(微博) 

(2) 是不是长大以后，连不开心都要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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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呢？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讲出来不过是让不开心的人更多罢了。(微博) 

(1)的两个选择分别是“人际交往中留有空间”和“人际交往不再保持距离”。“不然呢？”所想要

引导说话人肯定的选择是“人际交往中留有空间”。 
(2)的两个选择分别是“自己消化不开心的事”和“讲出烦心事”。“不然呢？”所想要引导说话人

肯定的选择是“自己消化不开心的事”。 

2.2. 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样 

“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实际上是表达一种假设，在说话人给出的条件下，作出相关的否定性假

设，同时给出自身的肯定态度，引导说话人的态度倾向。 

(3) 清明假期刚刚结束，但我相信大部分社畜已经在静候劳动节了。 

不然呢？(微博) 

(4) 好好学习，不然呢？(微博) 

(5) 我妈妈是北方人，我爸爸是南方人，我在北方那我就是北方人，我在南方那我就是南方人。 

不然呢？世间万物都是会变得，不要转不过来弯了。(微博) 

(3) “静候劳动节”表示一种结果，引发句中给出了相关的条件、和结果，同时“不然呢？”肯定说

话人给出的观点“静候劳动节”，同时给出的否定性假设“不静候劳动节还能怎样呢”。 
(4) “好好学习”是一种结果，而“不然呢”在这里表示对“好好学习”的肯定，也给出结果的否定

性假设“不好好学习还能怎样呢”。(5)同理。 
不论是“如果不这样就怎么样”还是“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样”，都没有实际意义，仅仅出于礼貌在

话轮中进行运用，作为对对方观点的回应，表达自身情感态度观点，在一些时候同时承担引出其他话题

的作用。 

3. “不然呢？”的话语标记身份 

“不然呢？”是近些年的新兴网络短句，是词“不然”的衍生短句。“不然呢？”在网络中的使用频

次极高，并且逐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使用频次逐渐提高。随着它的发展，“不然呢？”所能代表的意

义以及态度愈加丰富。这些用法中的部分体现了话语标记中应答标记的特点。 

3.1. 话语标记的特征 

话语标记是指在进行交流时，为使受话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所传递的信息、表达的态度，或者为实现

交流目的而采用的一种语言。 
在殷树林《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中，对话语标记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有关性质特征的归纳：① 

在语音方面，话语标记是一个单独的语调单元，② 在句法上，话语标记具有独立性，③ 从语义角度来

看，话语标记对程序的信息进行编码，除了证据标记以外，它不会对所述的命题的内容和它的真值条件

产生任何影响④ 在语用上，话语标记是自反性的，⑤ 对言语交际进行调节和监控，⑥ 在风格上，话语

标记多用于口语([1], p. 61)。 

3.2. “不然呢”与“不然呢？”的区别 

“不然呢”是在连词“不然”基础上诞生的一个短语，绝大多数情况下以疑问短句的形式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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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出现，但有时仍以短语的形式做句中成分。“不然呢”，在使用过程中，有了叹词化的趋势，意义在

逐渐虚化。 
“不然呢？”这个短句可以看作是一个话语标记，“不然呢？”是否出现在对话之中均不会改变对

话的命题意义。 
在这里需要跟短语“不然呢”做出区分。当“不然呢”在句中做宾语，不是单独成句的时候，去掉

“不然呢”，句子命题意义改变，这样的情况下，“不然呢”不是话语标记。如： 

(6) 当大家不再把好的、谢谢挂在嘴边，取而代之的是不然呢。(微博) 

去掉短语“不然呢”以后句子不再成立。这种情况下，“不然呢”不是话语标记 
短句“不然呢？”的出现有两种情况，第一，“不然呢？”单独出现，省略后半段回答语句，补充完

整后，去掉“不然呢？”，句子仍然成立，且命题意义不变，仅仅是情感态度会相对减，如： 

(7) 清明假期刚刚结束，但我相信大部分社畜已经在静候劳动节了 

不然呢？(省略：不静候劳动节还静候什么呢？) (微博) 

(8) 我也不是喜欢每次都要压死人那天再慢慢看见光亮，只不过每次都是我把我自己逼到那个地步，涅槃重生。 

不然呢？(省略：如果不这样去做的话，我就要放弃了。) (微博) 

(9) 无论有无名次，他们都是中国的骄傲。 

不然呢？(省略：他们都是中国的骄傲。) (微博) 

此时的“不然呢？”是话语标记。 
第二，“不然呢？”在应答句前段先行表达说话人情感态度，在此基础上再做补充，在此情况下，去

掉“不然呢？”，语句命题意义不会改变，如： 

(10) 至于网友的要求，他可以不用照做。 

啊，不然呢？做错事不付出代价，可以吗？(微博) 

(11) 好人做了一件坏事，就要万劫不复吗？ 

不然呢？做错事可以不付出代价吗？不可以。(微博) 

以此，我们可以判定“不然呢？”这个短句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话语标记。 

3.3. “不然呢？”应答标记身份界定 

通过与第一节中所提及的殷树林关于话语标记性质特征的介绍作对比，下面以几个句子对“不然呢？”

做一个身份上的判断。 

(12) 南方人是怎么洗脸的？ 

不然呢？不就是把毛巾弄湿啊然后擦脸吗？(微博) 

(13) 就这么坐下啊？ 

不然呢？还能怎么坐呢？(微博) 

从语音上看，“不然呢？”作为一个短句，有其自身单独的句调，同时，与其他语言单位之间在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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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语言表达上有停顿。 
从句法上看，三句话中的“不然呢？”均在句首出现(同时也有存在于其他位置的情况)。 
从语义上看，将句中的“不然呢？”去掉后，句子所想要表达的意义不会改变，只是情感态度上有

所减弱，“不然呢？”在句中仅仅具有程序意义。 
从语用上看，“不然呢？”通过引发句给予的话题，根据自己设下的假定盘问自己，同时给出相关

态度回应，为后续回答做出准备。 
从风格上看“不然呢？”在 CCL 语料库中有效语料只有 6 条，人民网中检索“不然呢？”也只有 17

条，BCC 语料库中较多，有 169 条，不过检索出的绝大多数语料都来源于微博、网络小说中从这些语料

的情况也能说明“不然呢？”是在近些年的口语语体中开始频繁出现的。 
综上，“不然呢？”具有句法独立性，对语境有依赖性，意义有程序性、多功能性，同时位置具有灵

活性，使语句篇章相连贯，由此可以将“不然呢？”界定为话语标记。 
而从这三句话中也可以看出，“不然呢？”既是与引发句有关，又与应答句有关。二者不仅相互关

联，同时引发句对应答句的生成和选择有一定的限制[4]。“不然呢？”通常是作为应答句的起始，是对

引发句的回答。所以，我们同时可以把“不然呢”认定是话语标记中的应答标记。 

3.4. “不然呢”的变体 

“那\要不然呢？”相对于“不然呢？”在增添了“那\要”之后，仍然是一个应答标记，并且相较于

“不然呢”有情感表达方面的加强，在语气态度上也更为强硬。 

(14) 走在路上感觉大家都是正常人，吃喝拉撒上班，移到了网上就全跟换了个人一样，找不到一个正常人。 

那不然呢？(微博) 

(15) 随口说了句活着真好，有个人说那当然好呀. 

要不然呢？(微博) 

(16) 我好像真的要么不花钱，一旦顺眼感觉对了就野性消费 

要不然呢？到处看来看去谈来谈去的真的好麻烦哦，希望自己不要后悔...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行...但是关键问

题是我是不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算了，我真的讨厌麻烦。(微博) 

上述三个句，“那\要不然呢？”都表明了自身的情感态度，均是对引发句中话题以反问的形式持肯

定态度的表现，但与“不然呢？”相比，它在态度上更坚决和强硬。 
以微博和 BCC 语料库的语料为参考，“那\要不然呢”相较于自身在书面上的使用，口语中的使用更

为频繁。与“不然呢？”相比，显得更加口语化和随意。 
最近几年，在微博和其它社交平台上，“不然呢？”被大众广泛使用。经常作为自问自答的形式出

现，更多情况下，是对自己予以肯定与支持，或对自己觉得极其正确的观点加以态度支持。 

4. “不然呢”的语用功能 

语用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对语言的语用。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没有进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使用之前，都是孤立的、零散的字、词、短语，只有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放入具体的

语言环境下，才能完整正确地去理解它所想表达的意义。语用功能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分析，以下具体从

话语分布、语篇组织以及人际商讨、语境顺应四个方面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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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然呢”的话语分布 

“不然呢”在语篇中主要有两个位置，一个是位于话轮前部，一个在话轮尾部。有些时候，是以单

独话轮的形式存在。“不然呢？”作为一个短句的时候，很少在句中以分句的形式出现，通常是出现在

对话的应答句中，独立成句，然后再加上表示选择或结果的句子，就构成一个句群，多为转折关系。 
1. 语篇前段 

(17) 刘畊宏的健身操必须要本人练才能瘦吗？ 

不然呢？你准备让谁替你练呢，哈哈哈。(微博) 

(18) 大可不必，没有什么是大问题，随便玩儿吧，一切安好就好啦，你说是不是 

不然呢？不能比，没办法比的，好吧，那就认了。(微博) 

在(17)和(18)中，首先用“不然呢？”表示了对引发句的态度，并且由于话语标记本身带有的语音的

特征，语音上的停顿，给人们留下了思考时间。在之后同时提出对于引发句中观点的一系列解释，或者

回答，引出其他的话题。“不然呢？”使语篇之间的连贯更加通畅，同时为语言的上下连接留下余地。 
2. 语篇末段 

(19) 即将迎来空前忙碌的一个月，已经被申请材料弄得焦头烂额，压力山大下的吃吃吃，每一件都好焦躁，只

能再忍忍了，不然呢？(微博) 

(20) 天天向上，不然呢？(微博) 

(21) 其实阻碍中国年轻人浮躁起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 

总会想吃点好的，不然呢？(微博) 

在(19)、(20)和(21)中，应答句并未提出观点，只对引发句做出相关态度回应，并且因为意义虚化，

无实际意义，基本代表这一轮对话的结束。同时，也是下一轮次对话的开始。 
3. 单独话轮 

(22) 最近看到一本书上说，情绪价值一定要配合自己的高价值才会有用，不然就没用 

不然呢？(微博) 

(23) 你的网速慢可能是因为你家的路由器没有选对。 

不然呢？(微博) 

在(22)与(23)中，应答句并未提出观点，只对引发句做出相关态度回应，并且因为意义虚化，无实际

意义，基本代表对话的结束。同时，也是下一轮次对话的开始。 
 
Table 1. “Or what?” Where the Twitter corpus appears 
表 1. “不然呢？”微博语料出现位置 

 语篇前段 语篇末段 单独话轮 

不然呢？ 
频次 235 100 165 

频率 46.7% 2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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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收集的语料中(表 1)，“不然呢？”放在语篇前段使用的次数较多。 
在上文中，我们将“不然呢？”定义为应答标记。同时，谢群说“应答句是针对引发句而言，是引发

句的下一个话轮，二者不仅相互关联，同时引发句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应答句的生成与选择。”[5]这上

述三个子中，“不然呢？”均处于应答句的位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应答句的职能，“不然呢？”

作为应答话语标记具有自身意义，但不会对语篇整体意义造成影响。 
但不论是在位于应答话轮前部，或者是应答话轮尾部，亦或是单独成为话轮都对语篇起衔接作用，

使语篇衔接更加流畅，同时，为接下来的话语留下余地，留下思考的空间，是说话不至于太过鲁莽。 

4.2. “不然呢”的语篇组织功能 

李勇忠提出“语篇组织功能是指说话人通过话语标记把零碎的不连贯的话语组织成连贯的话语，话

语标记在语篇组织方面最突出的作用是组织话语，构建交际语境，保持话语意义的连贯。”[6]，即在不

同的语言环境之下，为了保持交际顺利，话语标记将会产生不同的连接作用，以此帮助组织构建语篇的

交际语境。不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阐述观点的人都应尽量使对话更为流畅，连贯。“不然呢”作为应答

标记，在使用时，使回答不生硬，富有说话人所想表达的态度，同时给人思考的时间，让话轮能够产生

或者延续。 
1. 设立话题 
在一个中心的指引下，加入各种意见才构成完整的话题。“不然呢？”较多数时候位于话轮前部，

虽然是应答标记，却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做到新的话轮的开启，设立新的话题，引起讨论。 

(24) 语境：网民对过去梦想的讨论 

你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个医生吗？你当时跟你母亲说的。 

啊？我的吗？ 

啊，不然呢？你说你要当个医生能救死扶伤。(微博) 

(24)以“不然呢？”回答引发句的观点时，阐述应答观点“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医生”，以此设立新的话题，

即关于“当医生可以救死扶伤”的阐述。 

2. 话轮接续 
话轮接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发生在两个对话人交替说话之间，“不然呢？”出现在应答句

的话轮前部，话语权的归属发生改变，可能是应答句的说话人接续引发句的话语权，也可能是应答句的

说话人抢夺引发句的话语权，这种话语交替就是话轮转接，即是延续话题；另一种情况下，话语在多位

说话人之间展开，中途被其他话题打断，在下一个话轮的开始，以“不然呢？”开头，对上一个话题进行

延续，保持前后话语之间的连续性，在这一情况下，“不然呢？”即是在拉回话题，起到了话语延续的功

能。 
(1) 延续话题 
应答标记的延续话题功能发生在对话双方之间。李悦娥、范宏雅的观点中把话轮定义为“在会话过

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的话语，其结尾以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

题信号为标志。”[7]而，只要说话双方对话题感兴趣，话轮可以无限延续。“不然呢？”在对话期间连

续话轮，可以增加交际的互动性。 

(25) 好人做了一件坏事，就要万劫不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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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呢？做错事可以不付出代价吗？不可以。(微博) 

在(25)中，引发句中提出“好人做错事的后果”的话题，应答句以“不然呢？”开头，作肯定态度的

回答，“不然呢？”起到了延续的功能。话题从“好人做错事的后果”转换到“错事本身的后果”，但话

题中心始终保持在“错事所产生的影响”。“不然呢？”可以删去，但删去过后所想表达的情感态度减

弱，话语连接变得生硬。 
(2) 拉回话题 
拉回话题一般发生在多人对话的时候，话语交接的时候。在话语权的交接过程中，中途有所打岔。

在这时，如若出现话题中心变动，则可以通过“不然呢？”重回原话题，保证话题中心继续的前提下，使

对话流畅。 

(26) 语境：放假同学们对返家时间的讨论 

现在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回家了。 

只需要半天吗？ 

不然呢？现在高铁就是快啊。(微博) 

在(26)中，话题中心“时间短暂的感慨”还未完成，就被疑问打断，导致话题中心可能改变为“时间

短暂的原因”。以“不然呢？”重新延续话题“时间短暂的感慨”，同时对话题中心做出相关补充，使话

题中心表述完整的同时，回答疑问。“不然呢？”延续说话人先前的话题，起到了拉回话题的作用。 
3. 切换话题 
切换话题是指交际对象双方对现阶段所讨论中心的交际兴趣减弱，并共同决定把对现阶段讨论中心

进行讨论，更替一个新的讨论中心，并就新的讨论中心展开相应讨论。 

(27) 语境：关于年前工作态度以及心理的讨论 

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已经进入准过年的状态：根本没心思上班，脑子里响得全是过年。 

啊，是我了。 

啊！该死的年终总结，正在做 PPT 头秃的我。还是只能做，不然呢? 

我也是跟你一样，都是打工人。(微博) 

当“不然呢？”在话轮中扮演切换话题的角色的时候，一般在语篇末段。如(27)所示，话题从引发句

的“年前状态”变为“打工人的共同生活”，中间经过“不然呢？”对自己的自嘲来成功转变话题。去掉

“不然呢？”语句仍然成立，态度有所减弱。 
4. 信息缺省 
发言人在发言时对回答所想表达的心里倾向足够明确的时候，经常会省略一些话语，使语句更加简

洁。“不然呢”作为一个带有反诘语气的应答标记，在情感态度方面足够明确，也就会主观的造成这种

语才句上的信息缺少。这种缺少并不会造成对话，交际的困难。 

(28) 才发现今天是七夕，听闻各处朋友喜报频传，其心甚幸！连一个人的烧烤都有滋有味了起来！ 

不然呢？(微博) 

(28)中，直接以“不然呢”作为回答，省略掉了“不一个人吃，还能怎么样”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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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然呢”的人际商讨功能 

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应答表示的功能有针对引发句意义层面的肯定或否定等直接评价，也有进一步

的推导、推论或转化话题等[3]。 
“不然呢？”比较特别，因为由“呢”疑问词完句，是一个反问句的形式，它本身就能强化句子的语

气。并且，在不同语境条件下，“不然呢？”在应答句中有不同的语气，同时有着不同的功能。 
话语标记“不然呢？”能够以多种不一样的语气去呈现，在不同的语气下所能够带来的表达效果也

是不一样的。 
1. 反诘语气 
反诘是用疑问语气表达与字面相反的意思。在反诘语气下的“不然呢”暂时未发现持有对引发句的

否定态度的句例。 

(29) 原来生日礼物不需要很贵。 

不然呢？生日礼物仅仅是一份心意罢了。(微博) 

(30) C 项的说法属于享乐主义，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 

不然呢？(微博) 

(31) 天热就该喝汽水！ 

不然呢？(微博) 

“不然呢？”是对引发句的肯定。去掉“不然呢？”，句子依然表示同样的意思，而且可以表达积极

的意思。反诘的重点是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对原句的一种回应。必须突出前项做法的必要性。 
(29)中以反诘的语气对“生日礼物不需要很贵”作出肯定，同时，用“心意不需要贵重”这一观点去

再次肯定引发句的观点。(30)中，以反诘语气对“享乐主义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作出肯定。(31)中省略

掉了后续观点的句子，但以反诘的语气表达了对“天气热喝汽水”这一观点的肯定。 
2. 感叹语气 
感叹是有所感触而叹息。感叹语气多源于自嘲，提出一种观点，一种看法，源于自身无法达成，产

生的自嘲。在感叹语气下的“不然呢”同样也是对引发句观点的肯定，但带有了无奈的情感态度。 

(32) 看到另一个实习生和其他同事的交流，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很不擅长交际的人。 

……不然呢？(微博) 

(33) 虽然年龄不饶我，但真的还得努力，做个有趣的中年妇女啊。 

不然呢？(微博) 

(32)中引发句的由他人的优势，提出了自己的劣势，而应答句中“不然呢”是对自己劣势的肯定，也

是对自己劣势的一种自嘲。(33)中感叹岁月流逝，却仍需要继续努力，“不然呢”紧随其后表示对引发句

观点的肯定，以及岁月流逝的苦恼。 
3. 疑问语气 
在疑问语气下，“不然呢”更多是针对引发句内容的推论，推导。在此语气下的“不然呢”不仅仅有

对引发句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不过在话轮中，该假设并不成立，仅仅是提出一种

选择，提出一种假设，提出新的话题。疑问语气的重点是在于由选择提出新话题，还是在于其选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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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34) 我们宿舍几个人都买了缓解疲劳的眼药水，我们另外几个都拆开用了。一个舍友问：“怎么办呢？要不要

给拆开呢？”，我和另一个舍友异口同声道：“不然呢？给供起来吗。”，“如果供起来岂不是白买了！”(微博) 

(35) 我俩看着直播老在那感叹，怎么运动员都长得这么好看啊，难道选拔连颜值都要看吗，后来又反应过来，

这是运动诶，人运动起来本来就是越来越好看的，整个肌肉线条啊精气神什么的。 

不然呢？总不可能是喝奶茶喝出来的么。(微博) 

(34)中，“不然呢”提出了“把眼药水供起来”这个选择，但选择并不成立，而后引发了下一句“将

眼药水不开封是否属于浪费”的新话题。(35)中“不然呢”引出“好看不可能因为喝奶茶喝出来”在强调

了好看的原因之后，同时引出新的讨论。 

4.4. 语境顺应功能 

Verschueren 和 Sperber & Wilson 等都认为语境并非在交际发生之前就已经确定，它会随着交际的进

行而不断发展变化的[8]。语境顺应即是指说话人与听话人对动态语境的关注。根据关联理论，交际的目

的就是为了改变对方的认知，具体而言就是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境假设[7]。 
冉永平认为，交际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现场语境或情景语境和背景语境[8]。交际过程并不是固

定的，说话人在不断考量语境的变化下，作出相应的调整，即对话语形式进行相关的选择，对认知语境

假设做出相关调整[9]。 
1. 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语言语境，即篇章内部的环境，或称上下文，是指词、短语、语段或篇章的前后关系，它能够帮助理

解词、短语等语言成分的特定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即是人们所清晰明确所说出的内容[10]。当完成一轮

对话，有听话人预料之外的相关内容出现时，听话人会语言语境做出判断和合理推断，并调整或改变原

有的认知语境假设。 

(36) 语境：年轻人对家长相关态度的调侃 

难道你们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

就吃的生活吗？ 

真的可以吗？我太想了！ 

有人不想吗？ 

啊这，不然呢？(微博) 

(36)中，上一轮说话中的话语信息和当前一轮说话人的认知语境假设有所不同，此时的“不然呢？”

是用来表明说话人对语境变化的顺应反应。C 并未想到“我”与 B 对家长的教诲会作出他预料之外的直

接反应，因此 C 用应答标记“不然呢？”在赞成“我与 B”的观点的同时稍加缓和话语氛围，即是对语

言语境的顺应。 

5. “不然呢”的语法化 

沈家煊认为语法化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

或现象。每个词都有自身的演变历程[11]。“不然呢”是“不然”的变体，在阐述“不然呢”的语法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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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要对“不然”的意义有所了解。 

5.1. “不然”的意义及其虚化 

“不然”在最初是一个意义实在的短语，表达“不是这样”的组合意义。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其意

义不断虚化，“不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连词。在唐宋时期，“然”的指示义开始虚化，经明清时期的

发展，连词“不然”的演化已经相当完善。 
1. “不然”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不然”一词有三个义：一个是“不是这样”的形容词，另一个是在对话开始时使

用的形容词，表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第三个是连接词，表示如果不是上文所说的情况，就发生或可能

发生下文所说的情况[12]。 
《现代汉语八百词》“不然”一词仅有两个义，一是作为“不是这样”的形容词，另一种是作为连接

词，解释为“若没有，则引入一个表示结果或结论的短句，也可引入与上述的交替情形[13]。 
2. “不然”的词汇化 
“不然”的本义，是否定代词“不” + 指示代词“然”，表示“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不然”

是一个短语，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仍然能够找到大量例子，如： 

(37) 姜曰：“不然。(《春秋》) 

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然”的指示义的虚化，“不然”后可直接连接句子，表示对前面内容作假设性

否定，引出否定以后出现的结果，如： 

(38) 赖得饮君春酒数十杯，不然令我愁欲死。(高适的《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 

到明清时期，连词“不然”的演化过程已经非常完善，并且也产生对前句作假设性否定，引出另一

种可能的结果，如： 

(39) 据我想，这件事须落在北邱山，不然就在紫金山。(贪梦道人《彭公案》) 

连词“不然”在此已经发展完善 

5.2. “呢”的意义 

“呢”是一个语气词。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的定义是：一是用在句中多表停顿；二是用

在陈述句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三是用在陈述句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对方信服；四是用

在疑问句(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的末尾，表示提醒和深究的语气[12]。在《辞海》中的定义：一是表

示疑问的语气；二是表警醒、肯定等语气；三是表示停顿[14]。 

5.3. “呢”的语用功能 

“呢”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暂时的、动态的语义表达或是能够促成一些临时的语义表达。

在我们生活中“呢”常见的三种语用功能分别是表达停顿、表示疑问态度、表示事物正在进行。 
1. 表停顿 
停顿指的是说话时，语句间存在的声音空隙。这样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同时可以足够准确完满的

表达说话人的心里倾向，给予听者时间去领悟说话人所想呈现的内容[10]，如： 

(40) 喜欢呢，就买下；不喜欢呢，就别买。(《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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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今呢，可比往年强多了。(CCL 语料库) 

一般来说，句中的“呢”会产生停顿，让人们去关注“呢”上文的内容，在对上文的内容，做出思考

与理解后，再去理解后文，加强人们对前后句间关系的理解，以及整个句子内容的理解。 
2. 表疑问态度 
这里的疑问语气是指通过“呢”的完句，表达出一种不确定及需要确认的态度。 

(42) 你们劳动力够不够呢？(CCL 语料库) 

如(42)所示，“呢”表示对“你们劳动力够不够”这个问题的提问，并且等待听者的回答。 
3. 表示事物正在进行 
“呢”在陈述句中同时可以表示正在运动过程中的动作或事物此时此刻存在的状态。 

(43) 她在井边打水呢。(BCC 语料库) 

如(43)句所说“她在井边打水”无法表示时间以及动作状态，加上“呢”以后，表示“她正在井边打

水”。 

5.4. “不然呢”的语用化过程 

最开始的“不然呢？”是形容词“不然” + “呢”所形成的短句，最后标点仍然为句号。这种情况

下，它具有实际的词汇意义，即“不是这样 + 呢”，是一个对说者所表述的内容表达自身的肯定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的“不然呢。”并不是一个话语标记，不可以省略，相当于“是”，在表达上来说仍然比较

委婉。 

(44) 在一个笼子里，相对自由就是还容你搔搔痒、伸伸腰，再多就没有了。 

至少目前是认了，不然呢？(BBC 语料库) 

在(44)中，直接表达了对“相对自由实际状况”的肯定态度，但在间接上，也存在着人们对语句所未

完全言说之意的想象，即对“相对自由实际状况”的反面情况的想象。 
在后来的逐步演变之中，“不然呢？”也从一个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虽然仍然是在表达肯定的态

度，但是转变了肯定的方式，以反问的形式去肯定，加强了语气与其中的态度，话语之中的重要部分也

从肯定态度本身，转变为了之前所间接表达的对于另外一种情况的否定，如： 

(45) 好人做了一件坏事，就要万劫不复吗？ 

不然呢？做错事可以不付出代价吗？不可以。(微博) 

现在，“不然呢？”在生活中有了叹词化的趋势，使用时不再带有标点，类似于生活中常用语气词

“啊”，使用仅仅是观点态度的一种表达，暗含“就是这样的”意思，后面不存在省略的情况，如： 

(46) 自私是人的天性吗？ 

不然呢？(微博) 

(47) 红豆薏米粥的红豆是赤小米。 

不然呢？(微博) 

在“不然呢？”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说者态度的肯定方面以及对于他人态度的引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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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随着口语的不断发展，对“不然呢”的使用也越来越向简洁发展，词语意义也逐渐由实到虚。 

6. 结语 

话语标记是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的语言单位。“不然呢？”是词“不然”的衍生短句，在网络中被广

泛使用。本文以话语标记理论为研究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展开研究，同时讨论起语法化的

过程和动因。“不然呢？”具有句法独立性，对语境有依赖性，意义有程序性、多功能性，同时位置具有

灵活性，使语句篇章相连贯。通过大量“不然呢？”的语料举例分析，其在句中的位置、排列顺序以及所

承担的功能不同，其句法意义也随之不同。从语义角度分析，话语标记只进行程序的信息进行编码，它

不会对语句的内容和语义产生影响。通过语料，我们可以得出“不然呢？”具有选择义与假设义，以通

俗的话来说，即是“如果不这样就怎样”和“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两种意义。从话语分布、语篇组织以

及人际商讨、语境顺应四个方面分析，得出“不然呢？”的语用功能，即对语篇起衔接作用，使语篇衔接

更加流畅。但本文对“不然呢？”意义探讨不够完整，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 殷树林. 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J]. 外语研究, 2000, 17(4): 8-14.  

[3] 廖虹. 四川口语会话中的连词话语标记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4] 曲溪濛. 应答话语标记“这”研究[J]. 外语学刊, 2017(5): 58-62.  

[5] 谢群. 商务谈判话语互动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6] 李勇忠. 论话语标记在话语生成和理解中的作用[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19(6): 77-81.  

[7] 李月娥, 范宏雅. 话语分析[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8] 雷莺莺. 基于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性研究[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1, 27(3): 44-46.  

[9] 冉永平. 言语交际中“吧”的语用功能及其语境顺应性特征[J]. 现代外语, 2004, 27(4): 340-349.  

[10] 冉永平. 语用过程中的认知语境及其语用制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8): 28-31.  

[11] 黄伯荣, 廖旭东. 现代汉语[M]. 第 6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4] 《现代汉语辞海》编辑委员会. 现代汉语辞海: 全 3 卷[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11107

	网络新兴话语标记“不然呢”的多角度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Multi-Faceted Study of the Emerging Online Discourse Marker “Otherwis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不然呢？”的意义
	2.1. 如果不这样就怎么样
	2.2. 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样

	3. “不然呢？”的话语标记身份
	3.1. 话语标记的特征
	3.2. “不然呢”与“不然呢？”的区别
	3.3. “不然呢？”应答标记身份界定
	3.4. “不然呢”的变体

	4. “不然呢”的语用功能
	4.1. “不然呢”的话语分布
	4.2. “不然呢”的语篇组织功能
	4.3. “不然呢”的人际商讨功能
	4.4. 语境顺应功能

	5. “不然呢”的语法化
	5.1. “不然”的意义及其虚化
	5.2. “呢”的意义
	5.3. “呢”的语用功能
	5.4. “不然呢”的语用化过程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