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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词的应用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习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虚词的使用相

当广泛，而助词是现代汉语各类虚词中最具汉语类型学特点的一类，同时又是与各类实词关系最为紧密

的一类。在助词中，有一类叫“列举助词”。学者们将能附在被列举的词语后面，表示或协助表示列举

关系的助词归类为“列举助词”。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列举的助词主要有“等等”、“等”、“之类”、

“一类”、“云云”、“之流”等等。本文选取使用频率较高、较为活跃的“等等”、“等”这两个列

举助词，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即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及语用功能来辨析他们之间的异同。最后笔者对留

学生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的偏误做分析，并在对外汉语教学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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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 words is a notable fea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a key focu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s it represents both a priority and a challeng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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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s. Function words are used extensively, with particles being the most typolog-
ically distinctive category among them in modern Chinese. These particles are also the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words. Among particles, there is a subset known as “enumerative particles.” 
Scholars classify particles that attach to enumerated terms and indicate or assist in indicating an 
enumerative relationship as “enumerative particles.” In modern Chinese, the main enumerative 
particles include “dengdeng”, “deng”, “zhilei”, “yilei”, “yunyun”, and”zhiliu”, among others. This pa-
per focuses on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used and active enumerative particles, “dengdeng” and 
“deng.” Using the three-plane theory—syntactic function, semantic function, and pragmatic func-
tion—it exam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articles. Lastly, the paper an-
alyzes common errors made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using these terms and offers corre-
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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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等”和“等等”在现代汉语里有表列举未尽、收束煞尾的作用，但其语法意义和功能又不尽相同。

前辈学者们对列举助词“等等”、“等”的研究还有不详之处。首先，在语义对比方面，很多学者只是片

面地阐述这两个词的“列举未尽”及“列举已尽”义，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列举项“列举已尽”义后还

要有列举助词；学者们也没有考虑到“等等”、“等”这两个列举助词语义的凸显作用；最后，在对外汉

语教学方面中，也很少有与之相关的论著[1]。留学生在学习这几个词语时往往产生偏误，很有必要对这

两个词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教学方法及建议。 
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汉字“等”、“等等”依据其动词和助词的用法，分别被列

为甲级字的 143 号和 144 号，可见这两个词语的重要性[2]。笔者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检索这两

个词，发现这两个词被收录条数和使用频率较高。“等等”有 30,932 条，“等”有 738,779 条。因此，本

文尝试在借鉴前人的理论下，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在语料支撑的基础上，对这两个语言单位进行考察。 

1.2.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2.1. “等等”、“等”句法功能概述 
陈宝莲(2008)认为“X 等”主要充当定语，“X 等等”主要充当宾语。毛书昌(2010)在列举项 X 与列

举助词后面的成分 NP 中，NP 可出现，可不出现。“等等”可以用于隐含列举中，后面必须有 NP。张谊

生(2002)认为“等”是粘着的，只能附在列举对象后面，不能单独使用，也不能重复使用。而“等等”是

自由的，既可以附在 X 后面，也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重复使用。 

1.2.2. “等等”、“等”语义功能概述 
在“等等”、“等”的语义功能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等等”、“等”都可表列举未尽和列举已尽，

如刘公望、邹哲承(2007)、陈宝莲(2008)、毛书昌等，邹哲承还认为多项并列可以有列举已尽、未尽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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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式也有已尽、未尽之别。助词“等”、“等等”可以出现在列举未尽的单项式之后，尚未见到“等”

出现在列举已尽的单项式之后。陈宝莲认为上下文语境和背景知识等因素对判断“等”和“等等”的语

义至关重要。 

1.2.3. “等等”、“等”语用功能概述 
很多学者都认为在语体风格方面，“等等”、“等”多用于比较正式、庄重的场合，如毛书昌、张谊

生、陈宝莲等等。毛书昌还认为在语音形式方面，“等等”、“等”这两个词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影响着

后面名词的语音形式。如果“等等”、“等”后面是双音节词，这两个词可以自由替换。如果这两个词后

面是单音节词，这两个不可自由互换。杨淑璋(1981)认为省略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对省去的部分有时需

要有所表明。在汉语里使用“等”或“等等”，就是处置省略的一种手段。语言中有时要列举与内容相关

的词语，对其中不宜列举而省略的部分，可以用“等”或“等等”替代。聂凤春(1998)阐释了之所以列举

已尽后加“等”，是因为这样不会因表达武断而失去准确性。此外，双音节“等等”在节律上更显沉稳厚

重，所以它可以独立使用。最后，聂凤春认为，“省略号”只是作为文字符号的辅助标记，它除了表省

略，也是一种语音上的停顿。“等”与“省略号”的本质区别也决定了在讲说性较强的非文学文体中列举

时很少用省略号。 

1.3. 语料来源 

本文语料如未标明出处，均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 “等”与“等等”句法功能 

2.1. “等”、“等等”句法成分 

“等等”、“等”的句法成分有很多共性之处，其附着 X 后，句法成分性质与 X 相同，可以做主语、

宾语、定语等成分[3]。例如： 
(1) 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等，都是我国政府在调节地区间资源不平衡。

【主语】 
(2) 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良田成沙漠，等等。【宾语】 
(3) 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定语】 
(4) 他们很容易养成沾染上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例如，乱花钱、泡网吧、赌博等等。【插入语】 
(5) 语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物、音乐美术等都要在本学科总时数中留出适当课时，给各

地安排乡土教材教学。【主语】 
(6) 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实行义务教育。【定语】 
(7) 各类活动，包括晨会、班队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学校传统教育活动等。【宾语】 
(8) 不同领域教育活动的规律，如德育规律、教学规律、体育规律等。【插入语】 
从上面例句中，我们不难发现，列举助词“等等”、“等”的句法成分跟列举项 X 一致。那么这两

个词有什么差异呢？笔者根据已选的各 500 条语料，对这两个词做统计得出： 
从表 1 我们可以得出，列举助词“等等”主要充当定语，“等”主要充当宾语。 

 
Table 1. A table of syntactic distributions of the enumerative particles “deng” and “deng deng” 
表 1. 列举助词“等等”、“等”句法成分分布表 

 有效语料 主语 宾语 定语 插入语 
等等 500 13 76 387 24 
等 500 28 362 6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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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等”、“等等”与 X 结构分析 

列举助词“等等”、“等”与列举项 X 的结构构造也有同异之分。“等等”可以全附着在列举项 X
后面，也可以是半附着在 X 后面[4]。“等”全附着在列举项 X 后面。此处要特别说明一下，笔者所谓的

全附着，是指这四个列举助词直接附着在列举项后，列举助词与列举项之间没有标点符号、语气词等插

入。半附着是指在列举助词与列举项之间插入了标点符号和语气词。 
(9) 法律上对惩罚的种类有严格的界定，如罚款、监禁、处死，等等。【半附着】 
笔者根据已选 500 条语料，对这两个词语是否全附着或半附着在 X 后做了统计。 
通过表 2 数据可得，“等等”处于半附着状态时，“等等”前有标点符号与 X 隔开，除此之外，“等

等”前可以有标点符号，“等”不能有标点符号；“等等”、“等”前都不能有语气词。 
 

Table 2. The collocation structure of “deng deng” and “deng” with X 
表 2. “等等”、“等”与 X 的搭配结构 

 有效语料 全附着 X 后 半附着 X 后 

   标点符号 语气词 

等等 500 414 86 0 

等 500 500 0 0 

2.3. “等”、“等等”搭配对象 

2.3.1. 搭配对象 X 的语法单位 
从“等等”、“等”搭配列举对象 X 的语法单位来看，搭配列举对象 X 大多可以是语素、词、短语、

小句和复句。 
(10) 科学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如圆、方、平、直、次、端等等。【语素】 
(1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语素】 
(12) 在各学科教学工作中，要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把音、体、美等课程的教学落到实处。【语素】 
(13) 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词】 
(14) 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词】 
(15) 发展他们对音乐、绘画等审美感受、鉴赏创造能力。【词】 
(16) 在智能结构上，知识、智力、技能等又是一个系统。【词】 
(17) 研究的对象——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

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短语】 
(18) 书中叙述了养牛、养马、养鸡、养鹅等等的方法。【短语】 
(19) 考试都属于学生合格水平的考核，要通过对学科和活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考核。【短

语】 
(20) 县级以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缩小差距等等。【小句】 
(21)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教育的根本问题的

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小句】 
(22) 极力建设在城乡设立公办学校，以打破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垄断等等，使欧洲的教育出现了世俗

化、地方化、民族语化的倾向。【复句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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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辐射”、“饥饿”、“休克”、“脊髓伤害”、“紧张”、“渴”等等。虽然其中有些可以

有助于医学知识，但这些知识的价值仍然可疑。【语素 + 词 + 短语】 
(24) 还对校舍、图书、仪器、资料和文娱体育卫生的器材等设备，都提出要求。【词 + 短语】 

2.3.2. “等等”、“等”、“什么的”、“之类”搭配概词 
概词，顾名思义就是表示概括的词语。助词“等等”、“等”搭配在列举项后，往往都是有概括性的

词语在列举项前或后[5]。笔者将概括词语在列举项前的简称“前概词”，在列举项后的简称“后概词”。

由于四个列举助词搭配性质不同，其概词分布特征也不同[6]。如例(7)各类活动，包括晨会、班队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和学校传统教育活动等。其概词“活动”在列举项前，也就是在“等等”前。例(9)法律上

对惩罚的种类有严格的界定，如罚款、监禁、处死，等等。其概括词语“惩罚的种类”在列举项前。同

理，例(10)、(21)中，表概括性的词语在列举项后面。也有特殊情况列举项前后没有概词。如例(2)滥伐森

林造成水土流失、良田成沙漠，等等。这句话直接阐述滥发森林造成的结果，并没有表示概括性的词语

在列举项前后。例(5)语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物、音乐美术等都要在本学科总时数中留出适

当课时，给各地安排乡土教材教学。这句话分别列举了各个学科名称，也没有跟列举项有关的概括性词

语。 

3. “等等”、“等”语义功能 

3.1. 列举未尽 

列举助词“等等”、“等”都有列举未尽义，如例(14)中“等等”省略除了思想、理论、见解、愿望

以外的其他人文动机。例(15)中的“等”省略了除了哲学、宗教、艺术以外其他的观念。很多学者都认为

“等等”、“等”有列举未尽义。如杨淑章(1981)，董晓敏(1998)，黄俪娜(2008)。 

3.2. 列举已尽 

列举助词“等等”、“等”是否都具有列举已尽义呢？“等”、“等等”可表列举已尽，如： 
(25) 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指的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等

五座大山。(《中国知网论文》) 
(26)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六种：英语、法语、汉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等。(《中国知网

论文》) 
例(25)中，众所周知，五岳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这五座山。列举

项全部列出，“等”表列举已尽义并有煞尾完句功能。 
例(26)中，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汉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这六种。同样，列举

项全部列出，“等等”表列举已尽有完句功能。 

4. “等等”、“等”的语用功能 

4.1. 感情色彩 

在感情色彩方面，“等等”、“等”、应属于中性词，一般不带褒贬色彩[7]。但有时，在特定的语

言环境下，受表达语气的影响，“等等”、“等”有时也会带有褒贬色彩[8]。 
(27) 每次跟他交谈都要看脸色，比如高不高兴啊，是否难受等等。 
(28) 很多人都曾受过外语等培训机构的坑害，因为里面的老师根本不负责任。 
例(27)至例(28)，在特定的语气语境下，“等”、“等等”具有贬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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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语义凸显 

4.2.1. 焦点 X 的省略 
《现代汉语》认为：“焦点可以分为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常规焦点一般是新信息中的重点，它经常

出现在句尾，对比焦点是说话者根据语境和表达要求着意要强调的信息，可以由句子的任何成分承载”[9]。
例如，“他明天去武汉”，“武汉”是常规焦点；他明天去武汉，如果强调是谁去武汉的话，“他”是对比

焦点，如果强调他什么时候去武汉的话，则“明天”是对比焦点。在“X 等等”、“X 等”句式中，若 X
表示列举时，“等等”、“等”则省略列举项，表示列举未尽。而列举项 X 通常位于句末，是一句话的焦

点，“等等”、“等”省略的是 X 中还没有列举完的内容，或许未列举出来的项不重要需要省略，或许列

举出来显得句式冗长而省略。例(18)“书中叙述了养牛、养马、养鸡、等等的方法”。该句中“养牛、养马、

养鸡、等等的方法”是常规焦点，“养牛、养马、养鸡”可能是该书中主要介绍的饲养方法，列举助词“等

等”省略次要部分，突出主要部分。例(19)中“考试都属于学生合格水平的考核，要通过对学科和活动、知

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考核”。列举助词“等”也是对常规焦点列举项的省略，进而凸显列举项。我们从

“等等”、“等”省略的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列举项，可以看出，列举项 X 是说话者想表达的主要内容。

而列举助词“等等”、“等”将次要表达的列举项省略，即缩短了焦点 X，具有凸显焦点 X 的作用。 

4.2.2. 语音延长 
在句子中，列举助词“等等”、“等”附着在列举项后，使整个句子的语音延长[10]。例(23)“辐射”、

“饥饿”、“休克”、“脊髓伤害”、“紧张”、“渴”这些词语并列放在一起，读起来朗朗上口，而列

举助词“等等”放在列举项后，拉长句子的读音，使整个句子的结束显得不那么急促。因此“等等”在列

举项后也具有减缓语气的作用，从而凸显语气强烈的列举项，具有凸显作用[11]。同理，例(24)中的列举

助词“等”有减缓语气的作用，凸显列举项。例(24)还对校舍、图书、仪器、资料和文娱体育卫生的器材

等设备，都提出要求。在这句话中，虽然列举助词“等”并没有“等等”舒缓语气强烈，但是正如上文所

说，“等”在语义上也具有舒缓、停顿作用，在语气上也具有舒缓、停顿的作用。 

4.3. “等等”、“等”在三个平面的差异小结 

列举助词“等等”、“等”在三个平面上的异同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上。 
在句法功能方面，这四个词同多异少。在句法成分上，列举助词“等等”、主要充当定语，“等”主

要充当宾语，除此之外，“等等”前可以有标点符号，“等”不能有标点符号，“等等”、“等”、前却

不能有语气词；在搭配对象上，从 X 的语法单位来看，句式“X 等等”、“X 等”的搭配对象 X 可以是

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12]。除此之外，搭配对象 X 还可以是语素、词和短语混搭，但搭配对象 X
并不能由语素、词、短语与小句或复句组合。在搭配对象上，列举助词“等等”、“等”有时也会有区

别。列举助词“等等”在列举项 X 叙述完毕后常常有逗号，而“等”却不具备这样的搭配。此外，“等

等”、“等”常常搭配表示概括性的词语。列举项 X 的数量形式可以是单项式，也可以是多项式[13]。 
在语义功能方面，列举助词“等等”、“等”表列举未尽义和列举已尽义。 
在语用功能方面，在感情色彩方面，“等等”、“等”应属于中性词，一般不带褒贬色彩。但有时，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受表达语气的影响，“等等”、“等”有时也会带有褒贬色彩[14]。 

5. “等等”、“等”对外汉语教学 

5.1. 偏误分析 

在教学实践和语料库中，均可发现留学生使用“等等”、“等”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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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 
A. “等等”代替“等”误加在单项式后面[8]。如： 
(29) 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烟有很强的毒性等等。 
(30) 假期时大多数的人去外地旅游等等。我认为这些事，开始也可以做。 
(31) 班长的工作是掌握班里的情况，一个星期举行几次有同年级班长们的集体会议等等，好像是班

里的第二个老师。 
B. “等”使用不当 
(32) 最近，在公共场合，比如地铁、餐厅、公园、洗手间、这些地方等允许抽烟。 
(33) 如果采取安乐死，后来出现了新的药等，家里人一定会后悔，而且会感到痛苦。 
(34) 他也来不及和老师的弟弟自我介绍等，先用英语、汉语把病情介绍，转达意思。 
在例(32)中，因“等”的位置错误，导致这个句子成为病句，正确顺序应为：最近，在公共场合，比

如地铁、餐厅、公园、洗手间等这些地方允许抽烟。 
例(33)、(34)中的“等”是多余的，有“等”，反而是语病，句子意思表达不对。 
C. “等”、“等等”共现 
(35) 例如，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厅里，飞机上，公共汽车上等，还有电影院，公司等等公共场所。 
无论是用“等”还是“等等”，都应放在列举项后，例(35)并未表达完列举项，就在列举项后附加“等”，

使句子产生歧义。 

5.2. 教学对策 

5.2.1. 深入浅出，区分重难点，分步教学 
通过语料库中的误偏发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误区，比如“等等”用在

单项式之后。我们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就要用对比的手法来解释“等等”和“等”的区别[15]。再比如语气

类词语的错误应用，要通过研究，列举实例进行对比，把知识通过简单有效的方式来传达给学生。 
除了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以外，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也要区分重点与难点进行分步讲解的方式来

教学。由于汉语列举结构的用法与范围比较广泛，应在教学中有慢慢引导，逐步提高的学习过程。而且

要先讲应用频率较高，错误率高的知识点。对于重点的列举结构，更应重点掌握。 

5.2.2. 适度输入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内容存在信息含量大、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更要掌握

好教学信息的输入量，如在讲解列举类同义词时可以细分“等”、“等等”，而且可以按语法、语义、语

用方面的不同点来分课时进行教学。由于汉语与留学生的母语之间存在不同的使用规则，在学习过程中，

留学生的母语可能会干扰汉语的使用方法，产生偏误[16]。通过分析归纳偏误的类型，查找发生原因，我

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效的策略，来使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的错误慢慢降低，更恰当地使用同义词。 

5.2.3. 教法新颖 
列举结构的用法多样复杂，因此在教学中应将语法知识的讲授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多举生活实际

的例子。如： 
A. 同学们一天要做很多事，如吃饭等。 
B. 同学们一天要做很多事，如吃饭、上课、写作业等等。 
上述例句结合日常生活举例，并对比分析，说明“等”、“等等”都可以表示列举未尽、前接单或多

项列举。也明确指出“等等”前不能只有一项列举项。除此之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利用情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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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计新颖的游戏等来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17]。 

6. 结论 

列举助词“等等”、“等”在三个平面有同异之分。 
在句法功能上，有共性的地方特别多。其相同点主要表现为：一、“等等”、“等”在句法成分上，

均可充当主语、定语、宾语、插入语[18]。二、“等等”、“等”与列举项 X 搭配对象上，搭配对象 X 均

可为语素、词、短语、小句；列举助词前后常常搭配概括性词语。在语义功能上，其相同点是“等等”、

“等”均可表列举未尽义。在语用功能上，“等等”、“等”均是中性词。 
但是这两个词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句法功能方面：一、就句法成分而言，列举助词“等等”主要充

当定语，“等”主要充当宾语。二、“等等”、“等”与 X 结构方面，“等等”可以全附着在列举项 X
后面，也可以是半附着在 X 后面。“等”全附着在列举项 X 后面；在搭配对象上，列举助词“等等”、

“等”有时也会有区别[19]。列举助词“等等”在列举项 X 叙述完毕后常常有逗号，而“等”却不具备这

样的搭配。在感情色彩方面，“等等”、“等”有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受表达语气的影响，也会带有

褒贬色彩[18]。 
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笔者通过搜集语料做偏误分析发现，留学生对“等等”、“等”使用的偏误类

型主要是误用、错用和混淆使用，以及教材编排的不合理，对外汉语教材应在初级阶段教材中适当引入

“等等”这两个词语，这不仅符合留学生表达需要，而且也符合教材编排的合理性。产生这一偏误的原

因主要是没能掌握这几个词的含义和使用规则。笔者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些教学建议，并在偏误分析、

对教材和实际教学情况分析，对课堂教学设计提出设想，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能有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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