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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鋕銀 著

情態詞研究



提    要
本書在全面借鑒吸收當前國內外情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先秦至六朝的五個有代表性的

應然、必然類情態詞為研究對象，從共時和歷時兩個方面比較全面地描寫了它們的使用面貌和

歷史演變。將應然、必然類情態詞置於跨語言背景下做出比較，揭示了漢語所反映的語言共性

和個性，並比較了同類型情態詞在語義、語用上的異同。

結果發現，同類型情態詞的異同源於產生背景的異同。以應然類情態詞為例，「當」「宜」

的義務情態都來源於「合宜」義，但合宜標準卻不同。合宜標準的不同導致了情態源（source 

of modality）的不同──合宜標準∕義務源為「普遍規則」的「當」表達合法性事件，合宜標

準∕義務源為「普遍信念」的「宜」表達合理性事件。我們還發現，情態不僅與主觀性有關，

也與交互主觀性有關。如「當」用來傳達強硬的態度，以體現說話人的權威性，「宜」用來傳

達委婉的態度，以維護聽話人的面子。

跨語言研究顯示，很多語言中都有「義務情態→認識情態」和「義務情態→將來時」這樣

的演變路徑。漢語裏應然類情態詞也經歷了這兩條路徑，而義務情態變為認識情態還是將來時，

取決於義務情態是否具有主觀性。通常認為，「動力情態→義務／認識情態」是可能類情態詞的

演變路徑。本書的考察顯示，漢語必然類情態詞「必」的演變也同樣經過了這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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