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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你想想”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表达式，主要有主谓结构“你想想1”和话语标记“你想想2”两种用法。

本文以话语标记“你想想2”为研究对象，考察发现，其句法位置以句中为首、其次是句首、句尾出现案

例最少，后续句主要有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三种；语用功能主要包括语篇功能和交际功能；形成机

制是重新分析、词汇化和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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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 xiang xiang” is a commonly used expression in modern Chinese, which mainly has two uses: sub-
ject-predicate structure “ni xiang xiang 1” and discourse mark “ni xiang xiang 2”. This paper takes 
the discourse mark “ni xiang xiang 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inds that its syntactic position is 
the first in the sentence, followed by the first and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with the least cases, and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re mainly three types: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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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amations. Pragmatic function mainly includes textual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The 
result of forming mechanism to re-analysis, lex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and interactive sub-
jectiv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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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标记是在话语中起信息标记的语言，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具体来说是一些在话语中起语

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包括部分连词、副词、某些短语或小句，它们所传递的不是命题意义或语义意义，

而是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1]。“你想想”作为小句属于话语标记的一种。言说动词的主

观化引起语义虚化，使得从属于言说动词的“想”的概念义词汇化乃至语法化，由具体的陈说虚化为说

话人的主观态度，从而使得“你想想”的语义虚化，便成为了具有非命题意义的话语标记。 
话语标记的定义尚未统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并具有以下共识：在语音上，话语标记

在语音上表现为语调单位的独立性，允许在单位之间有停顿；在句法上，话语标记在句法上位置灵活，

具有独立性，不与其他句法成分结合形成更大的句法单位；在语义上，话语标记能够表达程序意义，即

使被删去，也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条件；在语用上，话语标记具有调节和监控作用，在使用时表现出明

显的主观性。 

2.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界定条件 

在现代汉语中，“你想想”是日常口语对话时出现频率较高的表达式，其表达主要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作为主谓结构短语的“你想想 1”，是句子中的一个语法单位；二是概念意义减弱，形式上变得更为

虚化，成为带有明显主观情感的话语标记“你想想 2”，它所传递的不是命题意义或语义意义，而是对话

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因此，本文拟对作为话语标记的“你想想 2”进行考察和界定。 

(1) 你想想郭沫若、想想茅盾、想想王蒙，有的人是两职兼的很好的。有的人是人家到后来，你像郭沫若，大家

对他政治这个身份，其实到现在有贬，但是他在学术上你是没法否定的，他的甲骨文研究，大家还是非常尊敬的。 

(2) 你要是缅甸稳定了之后，我们给它修梯级电站，它那个水利也没利用，它就是很原始。然后矿，全是矿，大

山它是裂缝，地震形成的矿，然后石油、大米，你想想这么多好东西。 

(3) 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时你看，西班牙人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受到感动、启发，突然之间多了一堆年轻人

打篮球，你想想，现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西班牙的就是足球，刚刚欧洲杯的盟主。 

(4) 而且当今天我再看周正龙当时的一些言论的时候，我真替他着急，我真希望他说的不是那么绝对，你想想，

实际上所有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是一个小丑。 

从例(1)、例(2)中可以看出主谓短语“你想想 1”是句子的一部分，不能删除。例(1)从后续句中连续

使用“想想”，也印证着“你想想”在句中担任句法成分。例(2)“你想想”后接宾语。例(3)和例(4)的“你

想想”，从语音上看，前后语言单位之间可以停顿；从句法上看，位置灵活，具有独立性，不与其他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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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结合形成更大的句法单位；从语义上看，其概念意义逐渐减弱，发话人并非真的想让听话人想所说

的某件事情，而是表达其程序意义，即使被删去，也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条件；从语用上看，话语标记

具有调节和监控作用，在使用时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性，表达发话人的主观情感。例③和例④具备话语标

记的四个特征，符合本文从语音、句法、语义、语用对话语标记的界定，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后文所提到

的“你想想”均为话语标记“你想想 2。” 

3.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句法位置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 MLC 语料库，我们在 MLC 语料库中搜索字符“你想

想”，共搜集到 1466 例，其中符合话语标记特征的“你想想”有 658 例，作为句法成分“你想想”有 808
例。由此可见，“你想想”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在日常交际中的使用频率较高。我们将从句法位置及其

后续句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本文搜集的 658 条语料为例，对话语标记“你想想”的位置分布进行了分析

及统计，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ni xiang xiang” 
表 1.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位置分布 

句法位置 用例(单位：例) 占比(%) 

句首 234 35.56% 

句中 394 59.88% 

句尾 30 4.56% 

 
我们发现，在以上的三个句法位置中，“你想想”位于句中的情况居多， 其次是位于句首，位于句

尾的最少。我们认为，“你想想”在句中多用于对前面的内容进行表态和强调；而将其放置在句首，则多

用于引起受话者的注意，为接下来的内容做铺垫。 

3.1. “你想想”当前句特征 

3.1.1. 位于句首 
位于句首，即前面没有出现其它语言单位，也不与相邻的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关系，并且删除后并不

影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2]。其主要作用是引起受话人的注意，之后再引出核心内容。 

(5) 你想想，其实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像我们去体个检，哎呦，吓得我都觉得，都不敢去拿体检结果。 

(6) 你想想，咱们说是心理路程，他们要的心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他心理情感需要，他怎么怎么，那

都是瞎掰的，他们最需要第一是个家。 

(7) 你想想，这么大力气培养一人，她应该特争气吧，后来也证明这一点了。 

3.1.2. 位于句中 
位于句中，对前面的内容进行表态和强调，同时引出下文发话人的观点。 

(8)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吃饭，你想想，大家走累了脱了鞋，还有草地上爬行的无数只蚂蚁…… 

(9) 第二次试跳还是这样，你想想，如果第三次失败了，杰西欧文斯就会被淘汰了。 

(10) 巴顿仍然试着完成一个精彩的三周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运动员能在冰上完成这动作，你想想，多么

勇敢多么帅气，他再一次征服了裁判，所有的裁判全给了他最高分，于是乎第二枚奥运金牌拿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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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位于句末 
位于句尾，发话人对前面的内容进行回应，并非想让听话人作出回应。与处于句首、句中位置的“你

想想”相比，从形式上来看是对说话内容的追加，从功能表达上来看是强化，这与“你想想”放在句末有

关。 

(11) 陈鲁豫：你之前的很多过程你都不享受，这个过程你享受吗？就是成名之后的过程你享受吗？ 

张凯丽：当然也享受，你想想。 

(12) 你知道我一想邓加我就想意大利的里皮，你知道吗，还敢出去吃饭吗，里皮前几天在离意大利那个餐馆里

吃饭，整个餐馆的人上去指鼻子骂他，落荒而逃啊，没法活啊，你想想。 

3.2. “你想想”后接句特征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话语标记“你想想”的句法特征，我们考察了“你想想”的后接句，分析了后接句

的句子类型。作为话语标记的“你想想”后面的句类主要分为以下几种：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 

3.2.1. “你想想” + 陈述句 
“你想想”后接陈述句，用于陈述客观事实，可以起到加强解释、提醒、申明等作用。 

(13) 你想想，她帮了多少记者这个大忙，如果要是总结她这个志愿者的特点的话，我觉得首先她不仅动嘴，而

且还要动手，你看直接就架着部长的胳膊，你哪儿跑啊。 

(14) 你想想，它那个出汗，那是皮肤呼吸的方式。皮肤不是包肉的，它是整个有机体。冬天不能冷，夏天又不

能热，最后它收缩也差了，各种病都会出来。而且耗费大量的能源。 

3.2.2. “你想想” + 疑问句 
疑问句根据疑问信息的特点可以分为有疑问句、半疑问句和无疑问句。话语标记“你想想”和疑问

句共现时，一般和无疑问句共现，说明发话人对某一问题已有确定的见解，这使得“你想想”所传递出

的并非是其真值意义，而是表达发话人的主观态度。 

(15) 你想想，30 年过去了，上海大众累计生产轿车多少辆？那么多。 

(16) 你想想，咱能不给教练意思意思吗，买几盒烟、送点东西啥的，正常。 

(17) 你想想，当一个城市把传统全部切除掉了，只有麦当劳，只有肯德基，只有这种大规模工业化的产品，而

没有民俗民风和小吃，这个城市还叫传统城市吗？所以我认为成都在探索城市化过程当中，不是彻底改造农民，而

是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无缝对接。 

3.2.3. “你想想” + 感叹句 
感叹句是表达强烈感叹语气的句子，其表达的情感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喜悦、愤怒、惊讶、激动、无

奈等。话语标记“你想想”后续感叹句通常是发话人对某件事情的评论及感受，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主观

态度和情绪。 

(18) 八大响就是你的动作，导演害了怕了，头都大了，你想这多丢脸啊！就天天这样练，你想吃饭都没劲了，

咱赶紧把事弄好了。你想想，这多丢人啊！(学习秦腔的动作) 

(19) 你想想，这多惨啊，这个被撞成这样。(图片) 

一般来说，话语标记前后话语具有关联性。我们观察到“你想想”在其所处句子中的前后内容间，

主要为前后继续阐释关系的语义关系模式，如上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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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语用功能 

4.1. 语篇功能 

4.1.1. 形式连贯功能 
当发话人想要更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你想想”最频繁的用法是位于句中延续话轮，以维持

当前话轮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20) 而且她这肩上还背负着一个咱们所说的救母的重任，你想想，桑雪没有去找以前的领导，没有给国家添麻

烦，她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所谓的炒作吧，可能也要比其他那些炒作自己的那些，

所谓的网络红人要明显干净得多了。 

从例(20)中，“你想想”位于句中，将桑雪背负的重任进行继续解释和说明，将前后内容衔接连贯起

来，同时凸显出发话人对桑雪的赞赏之感。 

4.1.2. 内容连贯功能 
1) 引出话题 
说话者通过使用话语标记“你想想”，不仅能够吸引听话者去关注说话者正发起的话题，提醒听话

者关注后续内容，还能减少突兀感，这时的“你想想”通常出现在句首。 

(21) 你想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而且是遍布在全世界的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的的确确现在是工作难度最大的。 

例(21)中，发话人用“你想想”引起听话人关注其说话内容，同时也不会显示出发话人的强势，而是

启发听话人，站在听话人角度，让听话人更易于接受接下来的内容。 
2) 发展话题 
当说话人继续围绕同一话题进行描述讨论时，“你想想”后面的话语内容往往是对前面内容进行更

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增强会话交际的连贯性[3]。发展话题也可以说是在延续同一话题的基础上，深化

话题或者点明话题。 

(22) 现在一下把生活的源头给堵住了，你想想，这一大家子就指着这辆车，现在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还有我

和我哥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赡养父母，看病的钱，家里的房租钱，这一家子吃喝拉撒都得要花钱，这个压力很大。 

例(22)中，“你想想”后面的内容是对前面“生活的源头堵住”的具体阐述，从而更加突出发话人的

压力之大。这里的“你想想”在延续同一话题的基础上，深化话题。 

4.2. 人际功能 

4.2.1. 解释说明功能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核心功能是说话者针对当前内容进行解释说明，从而传达出说话者的某种情

感态度。“你想想”的使用能够帮助发话人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情感，让受话者更加了解说话者

的立场和态度。 

(23) 你形式大于内容，就你到这个岁数当中了，你想想，不信问问大家，有几个人家不成家的，也得有，也得

该成家的时候该成家嘛，工作是工作是不是。 

例(23)中，“你想想”后引发的内容是对前面“你到这个岁数”应该完成的事情进行解释和说明，同

时，也表达出发话人希望听话人能接受接下来的成家以及工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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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补充强调功能 
话语标记“你想想”后面引进的内容在前面已经出现过，这时“你想想”的作用是对这一信息加以

重申和强调，从而使受话人更加重视这一重要信息。此外，话语标记“你想想”这一功能也能从其引进

内容中有所体现。 

(24) 作为一个小股民我认为吧，股市也没什么可悲观的，你想想，十年了，经过十年的历练它又回到起点了，

它再差也不会差到十年前吧！ 

在例(24)中，“你想想”后引发的内容是对前面“股市没什么悲观的”观点的补充和说明，并对此观

点进行强调。 

4.2.3. 寻求认同功能 
话语标记“你想想”要求听话人关注其后面引出的内容，并希望获得听话人的认可。 

(25) 如果不是你们的就指出是别人的，如果是别人的东西，要搁他门口，你想想，人家得说一声，我们这个搁

在你门口，俺先占用，俺明后天就挪走，对吧？ 

例(25)中，发话人用“你想想”要求听话人关注后面的内容，希望听话人要先告知对方再采取行动，

并且结尾以一个反问形式“对吧”更能凸显出发话人想要获得听话人的认可和支持。 

4.3. 句法位置、后接句类型以及语用功能的关联性 

“你想想”的语用功能通过句法位置与后接句类型的动态配合实现：句首 + 疑问句/陈述句：以逻

辑启发或背景引入启动交际，降低信息接收难度；句中 + 陈述句/感叹句：通过信息延续与情感嵌入维持

话轮，增强说服力；句尾 + 感叹句：以情感总结或主观回应收束话题，提升互动参与感，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relevance of syntactic position, type of adjuncts and pragmatic function 
表 2. 句法位置、后接句类型以及语用功能的关联性 

句法位置 高频后接句类型 核心语用功能 

句首 陈述句、疑问句 引发注意、引出话题、启发思考 

句中 陈述句、感叹句 延续话轮、解释说明、强调观点、情感表达 

句尾 感叹句、短句 补充强调、寻求认同、情感强化 

 
“你想想”作为汉语口语中的高频话语标记，其语用功能与句法位置、后接句类型形成系统性关联：

句首位置通过疑问句/陈述句实现话题启动与逻辑引导；句中位置借助陈述句/感叹句完成信息延续与情

感强化；句尾位置依托感叹句达成补充强调与主观回应。这一分布体现了汉语口语交际中“形式–功能”

的动态适配机制，为理解话语标记的互动性提供了实证支持。 

5.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形成机制 

5.1.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是语法化的重要机制。哈里斯和坎贝尔(1995)将重新分析定义为“一种改变句法结构的底层

结构却不涉及表层表现的任何直接或内在的调整的机制”，或“一个结构式在不改变‘表层形式’(surface 
manifestation)的情况下‘底层结构’(underlying structure)发生了变化。”霍珀和特劳戈特认为，最典型、

最常见的重新分析是两个成分的融合，使得原来的边界消失，而典型的融合是复合词化，即原来两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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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多的词凝固成了一个[4]。简单地说，句子还是原来的句子，其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人们的

理解发生了变化，句子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你想想”原本不是独立结构，在句子中黏合成主谓结

构后，最后到话语标记，经历了从做句子成分到从句法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重新分析。 

(26) 原始句法功能：你想想郭沫若的成就。(需宾语) 

重新分析后：你想想，郭沫若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独立话语标记) 

(27) 你想想，十年了，股市再差也不会差到十年前吧！ 

例(26)“你想想”在口语高频使用中，逐渐脱离原句法限制，边界模糊化，不再强制要求后接宾语，

转而独立承担话语功能。例(27)从“要求听话人思考”的命题意义，转向程序意义，即引导听话人关注后

续内容。这里的“你想想”不再表达具体指令，而是强调逻辑必然性。 

5.2. 词汇化 

所谓词汇化，是指原来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中变为词的过程[5]。词汇化与语法化一样，都是

语言单位从理据清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董秀芳(2007)指出：“通过词汇化形成话语标记

的过程是话语中经常连用的成分的组块化与一体化，其意义是话语意义的规约化和语义化。[6]” 

高频共现的“你想想”逐渐固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单位，其内部结构(“你” + “想想”)的理据性减

弱，凝固为不可分割的单位，整体意义规约化。“你想想”在语音上可独立停顿、句法上位置灵活，可以

出现在句首、句中、句尾。如例(28)中的“你想想”脱离主谓结构，独立引导评价性内容。 

(28) “你想想，这么大力气培养一人，她应该特争气吧！” 

5.3. 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 

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是话语标记形成的主要机制。根据沈家煊(2001)：“‘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

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

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已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参见 Lyons，1977：
739)。‘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

变过程。”根据 Traugott & Konig (1991: 208-209)的主观化理论，语法化进行过程中在语法形态的命题或

者外延义上说话人投射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渐渐变成主观的意义。随着语法化的进行，语言形态的

意义从带有一点主观化发展为带有更多的主观化[7]。“你想想”从客观指令演变为传递说话者主观态度

的工具，体现对命题内容的情感评价。 

(29) 你想想，这多丢人啊！ 

(30) 你想想，咱能不给教练意思意思吗？ 

例(29)表达说话者对事件的负面情绪，而非指令听话人思考。例(30)通过反问形式寻求听话人认同，

体现对交际双方立场的协调。交互主观化进一步聚焦听话人的理解与回应，强化交际互动性。“所谓交

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vization)指的是这样一个符号学过程(semasiological process)意义经由时间变成对有

关说/写者在认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对听/读者‘自我’的关注这样的隐含义加以编码或使之外在化。”(吴福

祥，2004) [8]。交互主观化使意义变得更强烈地聚焦于受话人。“你想想”经历了由“句法主语”到“言

者主语”，由客观意义到主观意义，由命题功能到言谈功能的过程，其概念意义逐渐消失，最终表达说

话者的主观态度、看法和情感，并且能起到使说话者关注到听话者对话语内容的诠释和理解的作用，这

就是一种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过程，其主要动因就在于语言表达的“互动主观性”，即发话人对听话人

的关注。在口语交际中，为了实现交际意图的互知互明，交际主体会经常使用一些口语表达式来帮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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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者在会话合作中相互联系互相监督，从而有效促进交际双方的信息互动。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表达式

原有的意义和功能逐渐消退，从而使它们虚化为话语标记成为可能。 
 

Table 3.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ni xiang xiang” 
表 3. 话语标记“你想想”的形成机制 

理论机制 演变阶段 功能转变 

重新分析 主谓短语→话语标记 句法独立性增强，语义虚化 

词汇化 结构凝固化 形式规约化，意义程序化 

主观化 客观指令→主观评价 情感功能凸显 

交互主观化 单方指令→双方互动协调 寻求认同，强化交际合作 

 
根据上表 3，我们可以得出重新分析剥离其原句法功能，词汇化固化为独立单位；主观化赋予其情感

评价功能，交互主观化强化交际互动性；语言经济性、口语化需求及社会文化因素构成外部动因。这一

过程印证了话语标记的演变遵循“句法成分→语义虚化→语用功能扩展”的路径，并为汉语口语互动研

究提供了典型个案。 

6. 结语 

“你想想”是一个常见的口语表达，通常用于引入谈话内容或者强调说话者要表达的信息。从话语

标记的角度来看，“你想想”可以被视为一种交际策略，用来引起对话对象的注意或者表明说话者的主

观态度。通过讨论话语标记“你想想”的语用功能和形成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口语交流中的语

言现象和交际策略，以及说话者如何通过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意图和情感。本文选择“你想想”而非“你

想”或其他类似标记，主要基于其高频使用、语义虚化的典型性。作为动词重叠式话语标记，“你想想”

在汉语口语中展现了更丰富的句法分布与互动功能，其形成机制与语用表现对理解话语标记的语法化路

径具有重要启示。另外，“你想想”和“你想”都可作为话语标记，两者有何区别，也需引起进一步思

考，有待继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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