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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空中小姐》的语篇分析，揭示了叙事语句中“了”的功能及语篇分布特

点。研究认为，在叙事语句中，“了2”用于叙述者对故事主要进展阶段的主观切分，与其他指向成

分( 时间、空间、人物等) 一起共同设置故事推进的大框架。而故事进展框架中的具体事件，则用

“了1”加以叙述，同时，在点题( abstract) 和回应( coda) 部分通常也使用“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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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2”在叙述性语篇中的分布与功能，兼及

“了1”。下面对有关“了2”的研究做一简单综述。
关于“了2”，朱德熙( 1982) 、吕叔湘( 1980 ) 认为，“了2”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肯定事态出

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 刘勋宁( 1988、1990 ) 则进一步强调“了2”带有申明的语气，其意义

是申明一个新的事态。M． van den Berg ＆ Wu Guo 认为，“了2”标记共同基础中的高峰情景

( peak situation) ，是动态语篇中话主调整听说双方大脑共同接收模式的标记( 转引自杨素英等

2009) ，王洪君等( 2009) 将其通俗理解为“提示出现新情况”。以上学者对“了2”语法意义的理

解本质上是一致的。另外，吕文华( 1992) 、王光全、柳英绿( 2006 ) 、王洪君( 2009 ) 等还进一步

揭示了“了2”使用的语用条件: 吕文华( 1992) 认为“了2”句具有信息提示的语用功能; 王光全、
柳英绿( 2006) 认为，“了2”主要用于报事范畴，信息具有现场性; 王洪君等 ( 2009 ) 也发现，

“了2”的使用具有高层的语体限制，话主主观上是否要拉近与受话的距离决定了他是否使用

“了2”，即“了2”主要用于主观近距交互式语体。
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了2”的语法意义以及语体使用上的限

制。本文所关心的是，在一个“主观近距交互式”的叙述性语篇中，“了2”“申明新事态、新情

况、变化”等语法意义究竟表现为什么样的语篇分布与功能。
关于“了2”的语篇功能，Li ＆ Thompson( 1981) 认为，“了2”在语篇中标志着“结束陈述”; 张

武昌( 1986) 、屈承熹( 2006) 等认为，“了2”用于表示一个“篇章单位的结束”; 赵立江( 1997) 认

为，“了2”标记话语单位的结束，并将话语单位界定为话题链、段落或更长单位。以上三位学

者的研究表述不同，但研究结论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了2”表示语篇中一个“单位”的结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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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立鑫、邵菁( 2010) 提出过质疑，但未深入分析。谭傲霜( 1999) 则认为“了2”除了结束陈

述以外，也可以用于“段落开始”，“表现一个新的主题的开始”，“了2”句起到“承前启后，保证

篇章上下文前后连续的作用”。不过，无论是结束一个“单位”，还是开启一个“单位”，这些关

于“了2”的语篇分布与功能的研究，都没有很好地揭示“了2”的语法意义与语篇功能间的内在

联系。本文拟对此做出解答。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

Smith( 2003) 认为，依据展开的方式，语篇可以分为叙述性语篇、报告性语篇、描写性语篇、
信息性语篇、论证性语篇等几类。叙述性语篇的特点是，采用叙述的手法( narrative mode) 将特

定的事件( events) 与状态( states) 引入语篇，在时间轴上推进语篇的发展。不同类型的语篇中，

时体助词的分布具有不同特点。而“了”在叙述性语篇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文

章( 张武昌 1986，陈楚芬 2005，彭玉兰、吴青峰 2006，屈承熹 2006 等) 。因此，本文将专门研究

“了”在叙述性语篇中的功能。
1． 1 叙事句与非叙事句

在叙述性语篇中，有些语句是对过去已然事件的叙述，构成故事进展的主链条，我们称之

为叙事语句; 而有些语句则用于故事进展的背景描述，或者是作者对相关人物或事件做出的评

价，属于非叙事句。具体分析如下。
Labov 变体理论( variation theory) 认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叙述性语篇包括点题、指向、进展、评

议、结局和回应几个部分。其中，评议部分渗透于整个叙事结构当中，其主要作用在于“制造悬念，

提高听众的兴趣，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黄国文 1994) ，与故事自身的发展没有关系，属于非

叙事语句。以王朔小说《空中小姐》第一章为例: 第一自然段的主要作用在于“点题”和“指向”。从

第二自然段开始，进入故事的进展和结局，最后两个自然段属于回应。评议则渗透在故事叙述的全

过程当中，如“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等。评议游离于事

件的进展过程之外，不影响故事自身的推进，属于非叙事句。
同时，在大型叙述性语篇中，往往还包括大量的人物对话、心理活动描写，以及间接引语。

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都具有细化故事进展的作用，不过，它们并不是故事进展主链条上的必有

环节; 间接引语则是人物对话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本文也将这些语句作为非叙事句。
本文只考察《空中小姐》中“了1”“了2”在叙事语句中的分布与功能①。
1． 2 “了1”与“了2”
如何区分“了1”和“了2”，学界分歧较大。( 王学勤 2004) 我们在对语料进行归类标注时，

完全依据“了”的出现位置，即词尾“了”为“了1”，句尾“了”为“了2”。
对于“动词 + 了”句，以往学界认为“了”可能是“了1”，也可能是“了2”，还可能是“了1 +

2”。( 吕叔湘 1980)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 如果动词后可以补出宾语，且在语篇当中宾语最好补

在“了”后，则“了”为“了1”; 如果宾语最好补在“了”前，则“了”为“了2”。例如:

①阿眉绘声绘色，我听了1 十分不快，“为什么这样干?”
②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 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2。我是说谈上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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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①中，“听了”之后可以补出宾语“她的话”，因此“了”为“了1”; 例②中，若要补出宾语，

则最好补在“了”前，即“我和她搞上恋爱了”、“我是说谈上恋爱了”，所以“了”为“了2”。
《空中小姐》中，共出现 441 个“了”，而在叙事语句部分，共出现 295 个“了”，其中，“了1”

207 次，“了2”88 次。

二、“了1”“了2”的语篇功能

下面我们从语篇的宏观结构来观察“了1”和“了2”在叙事语句中的分布与语篇功能。
2． 1 《空中小姐》的语篇考察

仔细分析《空中小姐》第三章，可以发现“了2”句与故事进展的主要阶段密切相关。在这

个故事进展的主链条上有三个进展阶段: 没机会跟王眉独处、相处不愉快、确定恋爱关系。而

后两个进展分别是通过“王眉来了”和“王眉又来了”引介的。如果将“王眉来了”换成相应的

“了1”句，如“王眉来了我的房间”，则语篇在连贯上就会出现问题。而在故事进展的每一个阶

段中，作者则使用“了1”对具体的事件进行叙述。在最后的回应部分，作者也使用“了1”( 即

“后来，这事还是成了悬案”) 。
有时，作者也可能直接进入具体事件的叙述，而不是从语篇一开始就明确营造一种故事在

时间链条上进展的气氛。比如，小说第二章主要叙述“我”与王眉多年后再次相见。这次相见

过程包含了几个具体事件，但作者并没有对“相见”进行阶段切分，语篇中只使用“了1”进行叙

述。但在本章结束处，故事有了重大进展，作者使用“了2”引入了这一进展。第三章接下来叙

述在“继续住下去”这一进展阶段所发生的事情。
回头再看小说第一章。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在故事进展的链条上设置了五个阶段: ( 1)

初次认识阿眉: 从“这个女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到“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

忘呢……”; ( 2) 通信联系: 从“后来，暑假结束了”到“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 ( 3 ) 没再见

面: 从“五年过去了”到“我们舰进了坞”; ( 4) 我复员了: 从“不久”到“我复员了”; ( 5 ) 我手足

无措了: 从“回到北京家里，……我几乎手足无措了”到“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这五个进展阶段中，后四个都分别使用了一个“了2”句进行标注。撇开语篇中其他所有

的事件进展细节，这四个“了2”句基本上可以将故事的进展框架呈现出来。即，它们都明确地

标注了故事发展的几个阶段。在故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又包括了三个“小故事”，分别用

“进港时”“第二天”“一天傍晚”做出了时间指向。在第三个小故事中，叙述者也使用一个

“了2”句( 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 标记出故事进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从而进入了其后

故事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故事进展每一个大阶段中所出现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作者则分别使

用“了1”进行叙述。同时，在故事的点题、指向和回应部分，作者也使用了“了1”。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了2”在叙事语句中主要用于推进故事的叙

述主线，引导读者了解故事进展的主要阶段，与其他指向成分一起共同设置故事进展的时空大

框架; 而“了1”则用于该叙述大框架中的具体事件，以及用于点题和回应部分。
在语篇中，我们还观察到两个突出现象:

一是“了2”句常常与语篇中的时间衔接成分共现。例如:

③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

④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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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③、④中带下划线的部分，都具有时间衔接的功能。在《空中小姐》叙事语句部分，

“了2”句的这种分布多达 35 处，约占“了2”句总数的 40%。其他的“了2”句前，也往往可以增

补时间表达式而不影响语篇的意义表达。与此相对，只有 8 个“了1”句前有时间表达式，不到

“了1”句总数的 4%。
二是，“了1”句和“了2”句中的宾语具有明显区别。在《空中小姐》中，“了2”句的宾语全部

都是光杆名词，而“了1”句中的宾语大都带有数量词语或描写性定语等修饰成分，或者是代词

或专名，即便是光杆名词充当宾语，在语篇回指上也都是有指的( 孙朝奋 1994) ，即可以让具体

事件获得语义自足。例如:

⑤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

⑥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

例⑤中的“信”回指前文的“信”。例⑥中“炒鱿鱼”是固定搭配，语义自足。这一点郭继懋

( 2002) 也有论及，认为“了2”用于对情状的概括说明，“了1”用于对情状的详细说明。
这两点可以佐证有关“了1”“了2”语篇功能的初步结论: ( 1) 故事的重要进展都可能牵涉到

时空人物的变化，“了2”若主要用于推进故事的进展，则叙述时会倾向于将时间信息明确交代出

来。( 2) 如果“了2”句用于引介故事进展的大框架，则不需要具体交代事件的细节信息; 而“了1”
句若是对具体事件的叙述，则有必要详细交代事件涉及到的客体等事件自身的细节信息。

从“了2”语法意义的角度来看，“申明新情况、新事态、变化”等语法意义，在叙述性语篇中

即表现为叙述者向读者或听众报告故事进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徐晶凝( 2012 ) 基于大

规模语料分析指出，“了2”表达说话人对事件在事件进展链条上的关注，而“了1”则关注事件

自身的终结。这一观察，与本文所观察到的“了1”和“了2”在叙事语句中的语篇功能高度吻

合，即在一个叙述性语篇中，事件的进展链条就是故事自身的发展过程，“了2”用于标注故事

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些阶段通过“了2”句的标注，在时间链条上形成凸显的推进关系，而“了1”
则用于每个发展阶段中的具体事件自身的叙述。

2． 2 《梨子的故事》的语篇分析

为了检验基于《空中小姐》语篇所概括出来的“了1”“了2”的语篇分布与功能是否可以扩展

到所有的叙述性语篇，我们做了一个叙事调查研究。请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 18 名在读

研究生观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Wallace Chafe 教授所设计录制的电影短

片《梨子的故事》。影片长七分钟，彩色，有声，但无对白与字幕。故事情节是: ( 1) 一个农夫在树

上采摘梨子，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骑车经过时偷走了一筐; ( 2) 男孩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骑车经

过，他因看女孩而被一块石头绊住摔倒，梨散落在地，帽子被风吹掉; ( 3) 有另外三个男孩经过，帮

他拣起梨，并在随后将帽子拣起送给男孩; ( 4) 三个男孩经过梨树时，农夫发现梨被盗。如果从故

事叙述的角度理解，这四个情节可以看作是故事进展的四个主要阶段。
我们要求研究生在观看电影后，以小男孩的身份以及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共获得

18 个语篇。从这些语篇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有趣的现象:

第一，18 个语篇大都忽略掉故事情节( 4 ) ，未对该故事情节进行细致叙述，而大都是以一

种揣测语句一笔带过，如“不知道他们后来经过那些梨树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梨是我偷的”，或

“他们三个要是拿着梨子经过果园，被丢梨的农夫看见了，那该多有趣啊”。这大概是因为从

小男孩的叙述视角看，这个情节已经游离于“偷梨”故事发展的主链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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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前三个构成“小男孩偷梨”故事主链条的情节中，有 12 个语篇在故事情节( 1) 中

使用一个“了2”句，且皆用于“骑车离开”这一事件，占总体语篇数量的三分之二。还有 6 个语

篇的叙述者没有使用“了2”句。
第三，在故事情节( 2) 和( 3) 中，有 1 个语篇中使用了 5 个“了2”，其他语篇则只出现 1 － 2

个“了2”。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语篇中“了2”句的分布及数量

“了2”句的分布情况 语篇数量

故事情节 2 和 3 中，只在一个情节中使用“了2”句 8 个

故事情节 2 和 3 中，分别使用一个“了2”句 8 个

故事情节 2 和 3 中，都未使用“了2”句 1 个

在“偷梨”故事中，情节( 2) 和情节( 3) 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若着眼于它们之

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将其处理为一个情节也无不可。如果着眼于这两个情节对于故事发展的

独立的推进作用，则可将其视为两个独立的故事进展阶段。有 8 个叙述者采取了第一种处理

办法，8 个叙述者采用了第二种处理办法。
第四，无论叙述者如何处理这三个故事情节，每个故事进展阶段都有明确的时空指向成

分，而“了2”句则凸显了该故事情节中的重要进展。仅仅将语篇中的时空人物等指向成分与

“了2”句挑出来，就可以大致将故事的进展框架表述清楚。
第五，“了1”句的出现数量在 16 个语篇中大致相当，介于 5 － 13 个，平均数量为每个语篇

中出现 8 个。这些“了1”句均用于故事发展中的细节呈现，如“树下已经摘了满满的两筐”“我

摔了个人仰马翻”“把草帽还给了我”“给了他三个梨作为酬谢”等。
虽然调查样本不是很多，但这一初步的调查充分印证了我们基于《空中小姐》的研究结论，

即: 叙述者倾向于使用“了2”句标注故事进展的主要阶段，用“了1”句进行故事细节的叙述。
2． 3 “了1”“了2”的语篇功能

基于对《空中小姐》和《梨子的故事》语篇的研究，我们认为，在“主观近距交互式”叙述性

语篇中，叙述者依据自己对故事情节的理解，切分故事进展的阶段，并通过使用时间、空间、人
物等指向成分对每个阶段进行标注，同时，叙述者通过“了2”句来标记故事进展主要阶段中所

实现的关键性变化，以凸显该进展阶段对故事发展所起到的推进作用。而对于每个故事进展

阶段中的若干小事件的叙述，叙述者则选择使用“了1”句，也就是说，“了1”与语篇故事进展的

阶段性和时间次序无关。打个比方，“了2”句就仿佛是一个远景镜头，它与时间、空间、人物等

指向成分互相配合，将故事分成几个主要情节，分别拍摄为一个场景。而“了1”句则仿佛一个

个近景聚焦镜头，展现的是每个场景中的事件细节。“了1”“了2”这种语篇功能上的分工，与

英语中“used to”和“would”的区别很相似。( Suh 1992)

叙事语句中如果包括点题和回应部分，也通常选择使用“了1”句，因为这两个部分是游离

于故事进展的主链条之外的: 点题，是叙述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之前，对故事的总体概括;

而回应则是在叙述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之后，对故事的总结。它们都不必与故事中其他

的事件构成时间上推进的关系。
2． 4 对以往研究的反思

以往学者所谓的“篇章单位”“陈述”“话语单位”等，在叙述性语篇中，其实就是故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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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阶段，但“了2”是用来标注故事进展的新阶段的，而并非标注“结束”。因为“了2”既可

以出现在“篇章单位”的起始处，也可以出现在“篇章单位”的结束处，也可以出现在“篇章单

位”的中间。只有当“了2”出现在“篇章单位”结束处时，它才貌似具有“结束陈述”或“标记篇

章单位结束”的功能。
当“了2”句出现在“篇章单位”起始处时，“了2”句开启一个“篇章单位”，其后语句群对它所引入

的故事新进展做具体的说明。《空中小姐》第一章中，“暑假结束了”出现在“篇章单位”的起始处，后

面的句群是对这一阶段的具体说明。当出现在“篇章单位”的结束处时，“了2”句前面的语句群，则

是对“了2”句的具体说明。在小说第一章中，“我复员了”位于“篇章单位”的结束处，其前语句是对

复员的原因进行说明。当出现在“篇章单位”的中间时，“了2”句与其前后语句群都可能有语义上的

直接联系。在小说第一章中，“我手足无措了”前面的语句群，是对“手足无措”的原因做说明; 其后

的语句群则对“手足无措”时的心态、行为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三、“了1”句与“了2”句的语篇分布

下面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了1”句和“了2”句与其前后语句群之间的修辞关系( rhetorical
relation) 。本文将采用 Asher ＆ Lascarides( 2010) 所提出的语段篇章表述理论( Segmented Dis-
course Ｒepresentation Theory，SDＲT) ，对“了”句在语段中所处的修辞结构进行描写。根据

SDＲT，在语篇中语句与语句间的修辞关系可概括为七种: 行为序列、展开说明、解释原因、交代

结果、交代背景、并列、对比。这种分类框架不像修辞结构理论提出的二十几种修辞关系那么

复杂，对于语篇分析来说更为实用。
3． 1 “了2”句与其后语句间的修辞关系

胡晓丹( 2009) 考察了“了2”句在不结句的情况下与其紧接后续小句间的修辞关系。我们

发现，“了2”用于结句时，它与后续句群之间也存在同样的修辞关系。从“了2”在语篇中的分

布来看，88 个包含“了2”的叙事语句用于结句和不结句①的分布频率也是大致相当的: 有 47 个

用于结句，41 个不用于结句②。因此，区分结句和不结句，实际上对于考察“了2”的语篇功能并

无多少意义。从《空中小姐》来看，“了2”句与其后语句间存在如下几种修辞关系。
第一，展开说明( elaboration) 。其后语句对“了2”句所引入的情状进行详细说明。例如:

⑦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⑧梅雨季节到了，春水泛滥，道路、小桥都被涨满的溪水淹没。

⑨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

⑩那位小姐没再说下去，气哼哼地走了。我估计她不爱看阿眉对我的“巴结”相。

瑏瑡苗头不对呀，阿眉开始和我叫上劲了。我说什么，她总是和我戗着。同样，她说什么，我也跟她戗

着。舌枪唇剑，明哂暗讽，旁人听着，如同冤家。……

瑏瑢夜里，不论我醒着还是入梦，阿眉无时不在和我相亲相近，……。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

我擦去横溢入耳的泪水，紧张地思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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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标点符号判断，句号、感叹号、问号等是结句标记，逗号为不结句标记。虽然标点符号的使用可能带有作者个

人的特点，也可能不太规范，不过，《空中小姐》作为正式出版物，其标点符号的使用基本上还是符合一般规范的。
在对话段落的叙述语部分，“了2”句后接直接引语时，不算结句。如: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无后接

直接引语时，则算结句。如: 我哑了。



例⑦-⑨“了2”句不结句，例⑩ －瑏瑢“了2”句结句。从修辞关系来说，例⑦和例瑏瑡是对“了2”
句所引入情状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说明。例⑧和例瑏瑢是对“了2”句所引发的情状进行具体的

细化。值得注意的是，例瑏瑢“了2”句虽然位于段落的结束处，但它与下面的段落间存在紧密的

修辞关系，《空中小姐》中这样的“了2”句有 3 个。例⑨和例⑩则是对“了2”句进行的备注式补

充说明。
第二，解释原因( explanation) 。其后语句对“了2”句所引入的情状进行原因解释。例如:

瑏瑣我不想再和薛苹吵了，旁边很多人看我们。

瑏瑤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例瑏瑤中，“了2”句后面的语句交代了行为的目的，我们也将之作为原因的一种。
第三，交代结果( result) 。其后语句引入“了2”句所导致的结果。“了2”句和其后语句之间

可以补充因果关系连词“因此”，以明确它们的修辞关系。例如:

瑏瑥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

瑏瑦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

第四，行为序列( narration) 。“了2”句后面的语句，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发展。例如:

瑏瑧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瑏瑨我笑了，离开窗子，又吃了几块她喂的糖，想起什么，问阿眉:“你老偷哭哇?”

第五，并列( parallel) 。“了2”句后的语句，与“了2”句在语义上是并列的。“了2”句与其后

语句间可以补充表并列关系的连词“而”，以显化它们之间的修辞关系。例如:

瑏瑩我去疗养院找她。在九溪镇上碰见个卖冰糕的，买了一大把，进她的房间时腮帮子都冻木了。她

一见我，笑了( 我就知道她不记仇) 。

第六，对比( contrast) 。“了2”句与其后语句间，一般有表转折关系的连词，即便没有也可

以补出。例如:

瑐瑠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去吧。”

瑐瑡我笑了，忽然感到一阵不舒服，真是无聊。

第七，其他。有 7 个“了2”句，用于对话段落的叙述语。例如:

瑐瑢“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有 5 个“了2”句用于结束一个段落且与下一个段落间不存在紧密的修辞关系。例如:

瑐瑣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例瑐瑣是小说第四章的最后一段，从内容表达上来说，没必要继续进行详述或者解释原因

等，因此篇章戛然而止。
还有 2 个“了2”句属于临时宕开的一笔，叙述完后，作者即转入正题。例如:

瑐瑤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了2”句与其后语句间所构成的修辞关系，以及在整体语篇中所占的比例情况见下表 2:

表 2 “了2”句与其后语句间的修辞关系及比例

修辞关系 展开说明 交代结果 行为序列 解释原因 并列 对比 其他

数量 34 18 8 5 4 7 12
比例( 约数) 38． 6% 20． 4% 9% 5． 6% 4． 5% 8． 3%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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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实际语篇中，“了2”句与其后面的语句，最常构成展开说明和交代结果关系。
其次是行为序列和解释原因。“对比”关系与“并列”关系，在地位上基本平等，实质上可以划

归为一类，在这样的修辞关系中，“了2”句与其后语句在语义上其实并无紧密的联系。
3． 2 “了1”句与其后语句间的修辞关系

与“了2”句一样，语篇中“了1”句用于结句和不结句时的分布频率也大致相当。而且，宾

语无论是有界的还是无界的，“了1”句既可以结句，也可以不结句。例如:

瑐瑥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

瑐瑦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
瑐瑧阿眉几乎变了一个人，不笑不闹，沉默寡言，只是要飞行。

瑐瑨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

例瑐瑥和例瑐瑦，“了1”句的宾语都是无界宾语; 例瑐瑧和例瑐瑨，“了1”句宾语都是有界宾语。两

种宾语内部都既可用于结句，也可用于不结句。
无论“了1”句用于结句还是不结句，其宾语有界还是无界，它与其后语句在语义上的关系

都基本一致，而且与上节所描述的“了2”句也大体一致。不过，与“了2”句不同的是，“了1”句

与其后语句构成行为序列关系和并列关系的比例要更高一些。
瑐瑩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整整讲了一天英语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

瑑瑠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
瑑瑡……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

瑑瑢……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瑑瑣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瑑瑤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以上例瑐瑩-瑑瑤，“了1”句与其后语句间的修辞关系依次分别为: 展开说明、交代结果、行为序

列、并列、解释原因、对比。
也有一部分“了1”句用于结束段落，没有后续语句。这样的“了1”句或者出现在回应部

分，或者用于对话段落的叙述语。
瑑瑥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瑑瑦“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枯瘦的手，一边歉意地

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四、总结

一个复杂的叙述性语篇，往往包含着性质、功能不一的各种语句成分，有主要用于讲述故

事本身发展的部分( 本文将之称为“叙事语句”) ，也有评议、点题、回应等游离于故事发展主线

的部分，也有主人公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等。要考察“了”在语篇中的功能，有必要将这些

不同质的语句区分开来。
通过叙事语句中“了1”句与“了2”句的分布，我们清楚地看出，两者在语篇中具有重要的

语篇设置功能，而且分工明确。简言之，“了1”“了2”在语篇中的使用规则为:

( 1) 用于主观近距交互式语篇( 王洪君等 2009) 。
( 2) 在叙述性语篇的叙事语句中，“了2”可以用于标注叙述者为故事进展所设置的主要阶

·63·

2014 年 02 月
第 1 期

叙事语句中“了”的语篇功能初探 Feb． ，2014
No． 1



段，它可以出现在该故事进展阶段的结束处，也可以出现在起始处或中间; “了1”则用于对故

事进展大框架中的具体事件进行叙述。
( 3) “了1”“了2”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共同推进故事进展，而其紧邻语句则从原因、结

果、细节阐述等方面进行补充推衍。
它们在语篇中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了1”“了2”在语篇中的分布

根据“了1”“了2”的这一分布规则，我们来看一个留学生的语篇:
* 瑑瑧( 昨天) 我先去西单了，在那儿吃饭了，买了一些东西，还去书店了，然后就去国贸大厦了。

例瑑瑧中，从单句看，“了”的使用都没有问题，但语篇整体不好，这是因为: 第一个“了2”引

入新的进展，其后语句中“吃饭”“买东西”“去书店”作为并列的几个具体事件，是隶属于该进

展框架的，应该使用“了1”。最后一句，如果仍然作为该事件框架下的一个具体事件，也应该

使用“了1”; 若作者要强调“然后去国贸大厦”是一个新的进展，则可以使用“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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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Functions of“Le”in Narrative Utterances
XU Jinɡ-ninɡ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le1”and“le2”in narrative dis-
courses based 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 KongZhongXiaoJie ＞ ，a modern fiction by a famous Bei-
jing author． It claims that in narrative discourses，“le2”is used by narrator to set up the main phases
of the progress of story，while“le1”is used to narrate the detailed events in each phase，and it is also
usually used in the part of abstract and coda．
Key words: “le”( 了) ; narrator; progress of story; event; rhetoric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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