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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怎么这么/那么X”是现代汉语口语中较为常见的语言形式，在互动语境中，“怎么这么/那么X”表示

说话者对事件某个方面的主观评价，同时表达说话者的立场态度。这种评价带有主观性、程度高、超预

期和负面性的特征。本文采用文学作品语料和BCC语料库语料，将表达主观评价的“怎么这么/那么X”
视作广义构式，从句法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三个平面对其展开研究。本文的分析不仅具有理论分

析上的优势，同时在语料分析方面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对现代汉语的勾式语法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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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so/So X” is a common language form in modern spoken Chinese. In the interactive context, 
“How so/So X” indicate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a certain aspect of the ev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es the speaker’s stance and attitude. This kind of evalu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ubjectivity, high degree, exceeding expectation and negative. Using the corpus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BCC corpus, this paper regards “How so/So X”, which expresses subjective evalua-
tion, as a generalized construction, and studies it from three aspects: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as the advantage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but also has great explanatory power in corpus analysis,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heckmark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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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最早由胡裕树提出，三个平面即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本文结合三

个平面，从句法、语义和语用出发，对“怎么这么/那么 X”这一构式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结合国内

外文学作品的相关语料以及日常话语交际语料，从而进一步更深入、更直接地对此勾式进行系统化地研

究和探讨。 

2. “怎么这么/那么 X”的句法特征 

胡裕树(2011: p. 153)在《现代汉语》中系统地介绍了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平面，并对三者的研究范

围和对象展开了研究，三者之中，句法作为基础，在语法探讨中要善于综合运用三个平面进行分析[1]。
施关淦总结了各语言学者三个平面理解的不同观点：一派指出三个平面指句法、语义和语用；另一派指出

三个平面指语法、语义和语用。施关淦则赞同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观点，邢福义认同胡裕树并在此基础上

论述了“小三角”和“三个平面”之间的关系。同时，杜克华(2018) [2]、雷敏(2019) [3]、李强(2021) [4]分
别对“怎么”、“这么”等构成结构进行了研究，而本文将从句法、语义和语用出发，对“怎么这么/那
么 X”这一构式进行三个平面的分析。 

(一) 组配构件“怎么”的研究 
1) “怎么”的研究历史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对疑问代词的研究是从《马氏文通》设立“询问代字”开始的，其中的“代字”

即现在的“代词”，“询问代字”即“疑问代词”，疑问代词的分类也随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吕叔湘(1985)
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认为“怎么”最早出现在宋代，到唐代“怎么”一词的作用相当于疑问代词[5]。
王力(2019: p. 227)在《中国现代语法》中不仅阐述了把“怎么”归类于疑问代词的原因，而且说明“怎么”

用在疑问句中一般是询问做某事的方式，但当“怎么”用来询问某事的原因时相当于“做什么”“为什

么”[6]。丁声树(1961: pp. 160~161)将“怎么”的用法概括为四种：任指、虚指、询问和反问[7]。胡裕树

(2011: p. 291)将“怎么”归类于疑问代词，疑问句中用来询问事物的方式、性状，在非疑问句为虚指[1]。
黄伯荣、廖序东(2011: p. 21)则从功能和意义将“怎么”划为疑问代词中的代谓词，可以表达疑问用法和

非疑问用法，疑问用法可表达设问、反问和询问，非疑问用法可为任指和虚指[8]。邵敬敏(1996: pp. 3~9)
从“怎么”句中功能角度分析，一般作状语询问方式或原因，有时作定语和谓语[9]。肖治野(2004)在《“怎

么”反问句的研究及其教学思考》中重点分析了“怎么”在非疑问用法中的反问用法[10]。 
2) “怎么”的用法特征 
结合学界的研究，“怎么”主要表现为以下用法特征： 
a) “怎么”表达疑问 
“怎么”作为疑问代词，通常表示疑问。吕叔湘[5]、王力[6]都对“怎么”表达疑问进行了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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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询问方式及原因。“怎么”用于疑问句中时主要用于询问方式，被活用时询问原因，相当于“为什

么”。如： 

① 大理石立像凝望着我：“人们把你怎么了，可怜的姑娘？”(歌德《迷娘》) 

② “夫人！我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娜又继续说：“今天早上我到夫人房里，却发现您不在床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巴拉·卡特兰《俏佳人》) 

b) “怎么”表达非疑问 
在非疑问句中，“怎么”表任指、虚指和反问[11]。任指指范围内的任何对象，常与副词“都”“也”

一起用，如：不管他再怎么看你不顺眼，你也不要自己否定自己。虚指指未知和不需要说出的对象，“怎

么”表虚指常与心理动词使用，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感觉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反问则表达

一种感叹的语气，体现对事物的不满、责备等情绪。如： 

③ 今天晚上，怎么老是作梦？这可有些怪了。(张恨水《夜深沉》) 

④ 他仔细辩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一百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这女孩子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

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问她：“小翠！你怎又来了？”(路遥《平凡的世界》) 

⑤ 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张洁

《沉重的翅膀》) 

在例⑤中，“怎么这么”体现出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责备、疑惑。可见，在构式“怎么这么/那么 X”

中，“怎么”往往表达一种非疑问的感叹语气，本文也主要围绕“怎么”表达非疑问展开研究。 
(二) 组配构件“这么/那么”的研究 
1) 表示时间距离 
“这么”和“那么”是两个在指示性上相互对立的词语。如果描述的事件是当前发生的，则该事件

发生与说话人的指称距离相对较近，通常使用“这么”；相反，若是过去时间发生的，事件与说话人的

指称距离则相对较远，通常用“那么”[2]。可见，在时间距离上，“这么”具有近指性，而“那么”具

有远指性，且两者具有互补性的特征。 

⑥ 毕刀突然想起了最重要的事，问郑玉朗：“你们两口子，折腾了我这么一下午连带一晚上，到底是什么事，

你可还没告诉我呢！” 

郑玉朗仿佛没听见似的说：“都这么晚了，先送你回家吧。”(毕淑敏《预约财富》) 

⑦ “很明显。假如说现在你要离开山谷，那会怎样？” 

“死去，即使能够再苟活那么一两天。”(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 

在例⑥中，可见当时所处的对话环境时间正值夜晚，说话人与所处的时间“夜晚”相距很近，所以

用这么。而例⑦中，“那么一两天”表达的时间距离与说话对象所处的时间相距较远，所以用“那么”。 
例④和例⑤中，“那么”所在的小句明显表达的是过去时间。因为两小句中都有表达时间的标记词。

前者是“以前”，后者是“刚”。对于例⑥，我们通过分析上下文，也不难看出，“她”说的最后一句

话讲的也是过去时间的情况。因此，这三例的时间距离则相对较远。原作者选用“那么”自然就是合情

合理的了。同样这里的“那么”也不宜换成“这么”。 
2) 表示空间距离 
“这”“那”具有明显的指示性，体现出一定的空间距离[3]。而空间距离对“这么”和“那么”的

制约，则明显不如时间距离那么显著。单纯受空间距离制约比较少见，在分析空间距离时，往往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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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时间距离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⑧ 阿黛尔和费尔法克斯太太也走过来看画。“别挤在一块儿，”罗切斯特先生说，“等我看完了，你们再拿过

去看，别把脸挤得离我这么近。”(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⑨ “可是，你能走那么远吗？累着了可不是玩的！” 

“慢慢的走，行！”虽然这么说，瑞宣可并没故意的慢走。事实上，他心中非常的着急，恨不能一步就迈到了

坟地上。(老舍《四世同堂》) 

例⑧中，从“挤到一块儿”可以看到两人脸贴的很近，所以从空间距离上体现出距离近的意义，所

以用“这么”。而例⑨中，需要到达的目的地距离说话人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实际直线距离相对比较

远，所以用“那么”进行修饰。 
3) 表示心理距离 
虽然我们得知，“这么”和“那么”在语义特点上具有互补的关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

日常交际使用中，“这么”和“那么”并不是完全相互不可替换的，使用“这么”或者“那么”也没有

严格的界限要求，而这真是由于心理作用的制约影响而形成的[12]。在对话语体中，表示近指的地方往往

由于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推远其距离而使用“那么”，同样，在某些表示远指的地方受心理距离影响，

拉近其距离使用“这么”。 

⑩ 杨大妈笑着说，“要说咱们服的辛苦，比起志愿军可差多着呢!” 

“也不能这么说!”郭祥说，“跟敌人一枪一刀地干，那个好办；大妈，你这个仗可不容易!”(魏巍《东方》) 

⑪ 斯莫盖赶紧说道：“那么，那就是说，公司那方面的事你可以考虑了。” 

“我没那么说。” 

“你也没有没那么说。” 

亚当不吭声。汽车里只听得到白白开着的马达卜卜声和空气调节器的嗡嗡声。(阿瑟·黑利《汽车城》) 

虽然受主观性的影响，说话者所表达的心理距离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这么”和“那么”往往也

可以替换，例⑩中的“这么说”可以替换为“那么说”，例⑪中的“那么说”也可以替换为“这么说”，

而句子本身的意思基本不变，所以存在使用“这么”和“那么”兼容的情况，只是说话人的心理距离稍

有差距[4]。而本文所研究的“怎么这么/那么”中的“这么”“那么”，受说话人主观性的影响，大多数

都体现出心理距离的差距，后文也将结合语境作更深入的探讨。 
(三) 组配构件“X”的研究 
1) 动词充当“X” 
“怎么这么/那么 + 动词”使用较多的有行为动词、心理活动动词、能愿动词等，表达引导非疑问

句的反问用法。 
a) 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 
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引入这个句式中多表达对动作的否定，常见动词有做、说、看、骂、谈论、

研究、报道等。如： 

⑫ 他平时很老实，怎么那么说话。 

⑬ 他爸怎么这么说他，他明明这次进步很大了。 

例⑫中是对“平时很老实”进行一种对比和反差，体现出一种责备的态度，例⑬中同样体现出对“他

爸说他”这一事件的不满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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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 
在使用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时，用“这么”或者“那么”往往都可以，常见的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

有恨、爱、想、认为、喜欢、担心、害怕等[13]。如： 

⑭ 你怎么那么爱吃零食，能不能多吃点有营养的。 

⑮ 不就是一只小小的毛毛虫吗，他怎么这么害怕！ 

例⑭是对“爱吃零食”行为的否定，说话者认为这是不好的表现。例⑮的“害怕”是一种不积极的

态度，用“怎么这么”加强了反问语气，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不认可态度。 
c) 表示能愿的动词 
能愿动词用在这种结构中通常表达一定的否定、反问或感叹的语气，常见的可以进入此结构的能愿

动词有：可以、能、能够、会、值等。如： 

⑯ 他怎么那么能吃，感觉整个锅的排骨都被他啃光了。 

⑰ 亮亮怎么这么会唱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学音乐专业的。 

例⑯中“怎么那么能吃”根据后半句的用意思，从而表现出一种调侃和嫌弃，但有可能是一种幽默

的说法，该语句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对语境依赖强，所以应该从语境整体来理解。例⑰也表达了对“会唱

歌”的满意，用“怎么这么”的反问句加强语气，表达了对“孙瑶能干”的认可。 
2) 名词充当“X” 
一般情况下，在“怎么”引导的句式中不能直接加名词，但近年来，随着语言内部的自我更新与发

展，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果句子主语是“人”，那么与其有关特性的名词便可以用

于句子中，用“程度副词 + 名词”的形式表现出其蕴含的特征。如： 

⑱ 他怎么这么山东。 

⑲ 她现在都三十多岁了吗，我怎么感觉她怎么那么小孩啊！ 

例⑱中因为“他”具有山东人的某些性格特征或外貌特征，用“这么”加强了感叹的语气。例⑲是

说“她”的打扮看起来像一个小孩，具有孩子的气息，可以理解为一种比喻的用法。 
3) 形容词充当“X” 
本文在CCL语料库检索系统搜索到的“怎么这么”不重复实例有 163例，其中形容词 130例(占 80%)，

可见形容词放在这个构式中的例子极其常见，形容词放在这种句子结构里主要是凸显该形容词的性质特

征，而该句子结构中的形容词通常包括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表词，褒义词及中性词通常强调凸显该形

容词的情感色彩，而贬义词则通常表达说话者内心的不满情感。而相对于“这么”来说，“那么”所表

述的抒情性更为强烈[14]。如： 

⑳ 我怎么这么好看！ 

㉑ 都几点了还不到，他怎么这么慢。 

㉒ 你怎么那么随便，这样会让别人看不起你的。 

㉓ 现在都二月份了，天怎么那么冷！ 

例⑳为常见的网络流行语，“这么”加强了抒情的语气，表达了强烈的感叹。例㉑和例㉑中的“慢”

“随便”在这里是贬义词，用到了“怎么”表反问的否定用法，表达了一种指责意义。例㉑中的“冷”

体现出一种对天气的不满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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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怎么这么/那么 X”的语义特征 

(一) 主观性 
“怎么这么 X”用于日常交际中，表达说话者对某一事件或事物的评价，评价体现说话者对事件的

认识、立场和看法，反映说话者的主观性的情感。 
(二) 程度高 
这么通常表示指代功能，并没有程度义的凸显。当“这么”或“那么”和性质形容词和心理动词结

合成“这么/那么 X”表示程度性状时，便构成一定的程度量值[15]。当程度高且表示的语气较强时，句

尾常带有感叹语气。当对某一事物的程度性状与心理的预期比较产生高于、低于或等于预期的结果，从

而形成说话者程度性状的认识。通常在使用“怎么这么 X”时，外界程度量总是较大幅度地超过预期程

度，在具体语句中表现出一定的高程度性。 
(三) 超预期 
由于对客观事物的发展预期超出事理本身的逻辑或对常态的偏离，人们往往会使用“怎么这么/那么

X”这种构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体现出其程度已经超出了心理本身的预期。 
(四) 负面性 
“怎么这么/那么 X”往往表达现实与预期的偏离程度，整个构式表达既可以是正向的偏离，也可以

表达负面的偏离，从而表达说话人内心深处的褒贬色彩。但由于人们的交际习惯，“怎么这么/那么 X”

语义通常以负面为主，表达一定的贬义色彩[16]。 

4. “怎么这么/那么 X”的语用特征 

(一) “怎么这么/那么 X”的流行原因 
1) 语言的经济原则 
网络语言根植于传统语言，语言的经济原则使得人们在创造新的语言用法时，更倾向于使用已有的

语素或词汇，使其进入新的构式中来表达特定的含义。汉语表达的延伸性和优势性正符合该要求。如“他

怎么这么东北”，读出来简洁上口，又表现出一种人物具有的某些东北的性格特征或行为表现。 
2) 类推机制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人们在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便会具有模仿思维的习惯，语言的创新性也会相应

地获得发展。语言的类推作用是指在语言在一定规则影响之下，词形或者其语法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

而类推作用往往能够铲平语言发展的障碍，推广新规则的使用范围，具有调整和整顿的作用。当人们想

要表达相关的情感而没有语言进行组织时，就会把信息代入到模槽“怎么这么/那么”中类推形成新的语

言表达，从而进一步凸显内心的情感色彩。 
3) 社会发展的推动 
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互联网的使用和传播作为流行语发展最大的推动力，为

流行语的流行创造了外部条件。与此同时，新现象、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也推动语言产生新的需求，

推动了流行语的产生和使用。例如，“你怎么这么讨厌”“我怎么这么好看”的使用正是反映了现今网

络一种流行语的推广，也是时代人们心理表达需求的写照。 
随着网络流行语的不断发展，“怎么这么/那么 X”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主要起到表达非疑问的作用，

具有感叹、强调或者否定的语气意义，体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表达极其强烈的“主观化”色彩。 
(二) “怎么这么/那么 X”的语用环境 
根据调查指数分析，20 岁以下、20~29 岁、30~39 岁的使用人群 TGI 指数(目标群体指数)分别是

193.98%、110.43%和 93.42%，说明使用“怎么这么/那么 X”的使用人群年龄最主要集中在 40 岁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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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40~49 岁人群的 TGI 指数可得有超过 1/2 的人使用“怎么这么/那么 X”，而 50 岁以上的人群中有

超过 1/3 的人使用“怎么这么/那么 X”。由此可得，“怎么这么/那么 X”在今天的交际中已经相当普遍，

具体如下图 1： 
 

 
Figure 1. Baidu index analysis chart of “How so/So” 
图 1. “怎么这么/那么”的百度指数分析图 

 
(三) “怎么这么/那么 X”的语用功能 
“怎么这么/那么 X”作为一种常用的句子结构，在我们现阶段尤其是网络时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对于语言的交际和表达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7]。构式“怎么这么/那么 X”的功能中主要表现为交

际互动功能、主观评价功能并能够凸显心理价值。 
1) 交际互动功能 
在日常交际和互动时，说话人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从而进一步建构和保持说话者与听话者之

间的互动性[18]。简而言之，说话者引发听话者的注意，并且表现自己的意图，间接实现言语之间的施为。 

㉑ 崔天成把篮子里的粽子往外边拿着说：“过五月节的，别的没什么买，给你们送几个粽子、糖糕吃吃。” 

徐秋斋上去拦住说：“你千万别放。咱们是初见面，你还是带着。” 

崔天成说：“哎呀，老大爷，你怎么这么客气，几个粽子算什么？” 

他这么一说，徐秋斋无话可说了，只得让他留下。(李凖《黄河东流去》) 

例㉑中甲用“怎么这么客气”试图说服徐秋斋把这几个粽子带走，并表达了内心深处想要让对方留

下自己的粽子的态度和意图。 
2) 主观评价功能 
构式“怎么这么/那么 X”最常见的话语功能即评价功能，进而表达说话者对性状程度做出超过个人

内心心理预期的主观性评价，通常带有主观性、高量性、负面性和超预期性。 

㉑ 小林老婆也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劣，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刘震云《一地鸡毛》) 

㉑ 哎哟，你怎么这么废物啊！我这一辈子开水锅里下冰棍，没了指望啦！(毕淑敏《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㉑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约谁谁不来。”(王朔《给我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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㉑ 他那样有钱，全国各地都走过了，怎么那么害羞，不敢上台颁奖。(凯特·道格拉斯·威金《森尼布鲁克农

场的丽蓓卡》) 

根据个人的情感色彩，这种评价功能包括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在话语交际使用中，用“怎么这么/那
么 X”来表达事物好或者坏的高程度义，说话者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对事物进行褒贬评价，进而得出现

状超过预期的最终结论。 
3) 凸显心理价值 
网络流行语的出现通常表达一定的社会现象，同时记录一定时期内一部分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从“怎么这么/那么 X”的语义内涵，可以明显看出，“怎么这么/那么 X”可以表现一定的主观化的情感

色彩，凸显强烈的感叹语气[19]。 
此外，“怎么这么/那么 X”也迎合了广大群众求同求异的心理特征。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不满

足于传统的表达方式，“怎么这么/那么 X”以简洁的表达方式获得了网络的青睐。而人们的从众心理，

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也会使得“怎么这么/那么 X”流行。年轻人为了张扬自我博得关注、标新立异，不

断创造新的词语和构式的出现。 

5. 结语 

本文对构式“怎么这么/那么 X”进行考察，借鉴篇章语言学和互动语言学的视角，结合三个平面理

论考察该格式的句法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而这一构式的产生和发展，既符合现代汉语的使用特

征和发展规律，又对汉语句式研究的深化具有借鉴价值，从而填补语言表达的空位，丰富语言表达的形

式。在未来，“怎么这么/那么 X”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大，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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