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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還是”是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分水嶺，能添加“還是”的問句屬於選擇問句，不

能添加“還是”的問句則是正反問句。正反問句通過詞彙重疊構成，實際上並沒有違反“介詞

懸空”和“詞語自主律”原則。而“還是”選擇問句則是利用“添加”語法操作添加一個新的

疑問焦點從而構成的疑問句。“還是”是焦點標記，並兼有連接功能。選擇問句中“還是”的

使用不是強制性的，使用“還是”有強調疑問焦點的作用。在網絡中，存在特殊的選擇問句的

用法，但在語法和語義上與普通話中的“還是”選擇問句一致，只是語用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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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學界目前比較通行的看法，疑問句一般分

為特指問句、是非問句、選擇問句、正反問句。特

指問句帶有疑問代詞，是非問句能夠添加句末語氣

詞“嗎”，都有獨立的形式特點。而選擇問句和正

反問句很難從形式上分開，能否獨立存在一直以來

都存在爭議，不少學者將二者歸為一類，如朱德熙

                                                       

* 本文為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骨幹教師國外訪問研修項目（編號：gxgwfx2018049）、安徽省 “六卓越、

一拔尖＂卓越人才培養創新項目國際漢語專業卓越教師培養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20zyrc102）的階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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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就把正反問句看做是選擇問句中的“一種

特殊的類型”。雖然學界對於選擇問句所包括的類

型存在分歧，但是大部分學者都將帶“還是”的問

句歸入選擇問句，黃正德（1988）甚至指出帶“還

是”的問句是“地道的選擇問句”。本文從“還是”

問句入手，重新考察這兩類疑問句，探討它們的分

類歸屬以及與“還是”問句有關的問題。

一、“還是”問句的分佈

“還是”問句可以出現在從句、單句、複句、

句群等各語言層面。

1.1 從句層面

“還是”問句主要用在賓語從句中，如 [1]：

（1） a. 說不清想讓丈夫氣憤還是想讓丈夫沮

喪。

b. 我問她上學呢還是已經工作了。

（2）您說這是三十杯礦泉水還是三十杯白酒？

從句中的“還是”問句不一定表示疑問。邵敬

敏（1994a）就指出“選擇問形式如果充當賓語，或

賓語中的謂語（賓語本身是個主謂結構），有時承

擔疑問信息，全句仍為選擇問”，“有時並不承擔

疑問信息，只是作為一種客觀情況予以陳述出來”。

邵敬敏（1994b）又進一步將賓語位置上的間接問句

Q 分為兩類，一是“全句陳述句”，其中“Q 雖然

保留疑問形式，但已失去了其獨立使用時作為疑問

句的性質與功能”，如例（1）所示；二是“全句疑

問句”，其中 Q“保留着原問句的特點”，如例（2）

所示。

 1.2 單句層面

“還是”可以用來連接所有的句法成分，前一

個選擇項前可以加“是”。 

“還是”連接主語，如：

（3） 是“我＂還是“我們＂不敢惹姓張的？

“還是”連接謂語部分。謂語可以是動詞性成分，

也可以是形容詞性成分；可以連接動詞、動賓短語、

雙賓語結構中的動詞和間接賓語，還可以連接動賓

短語和動詞，以及狀中結構，如：

（4） a. 你想還是不想要你的工作了？ 

b. 你對於愛麗有還是沒有深度關心？

c. 你到底要酒還是要命呀 ?

d. 她究竟是應該給予媽媽還是給予奶奶

一種寬慰的笑顏？

e. 包括這一棟還是不包括？

（5） 漸漸浪漫還是更加實際？

“還是”連接賓語，既可以是動詞賓語，也可

以是介詞賓語，如：

（6） a. 您要一個雞蛋還是倆雞蛋？ 

b. 猜一猜，她們行走在香港、臺北還是

新加坡？

    “還是”連接定語或定語中心語，如：

（7） a. 是早上還是下午的班機？

b. 它的上游還是下游？

     “還是”連接狀語，如：

（8）喬達諾是從哪邊襲擊他的？是從左邊還是

從右邊？

“還是”連接補語，如：

（9）a. 我說得對還是錯？

b. 我該穿得樸素還是高雅或者性感？

“還是”連接的成分甚至還可以是語素，如：

（10）a. 後面的生活是幸還是不幸呢？（CCL）

b. 在豪門中學度過六年是我的幸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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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呢？（BCC） 

c. 國慶期間公眾號更還是不更 ? （網絡）

d. 我是孤還是獨，居然沒有人為我在乎。 

（歌曲《我是孤還是獨》）

從（10b）中可以看到，“幸”能夠受定語修飾，

可見這裡的“幸”已作為詞參與句法運作了。在語

言特區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更為自由，如例

（10d）所示，歌詞中允許“還是”直接插入一個詞

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在語言特區中較為常見，

如標題口號中的“厲害了！我的國”，詩歌中“只

是雨林裡暴戾的苔”（徐杰、姚雙雲、覃業位，

2016）。口語中黏着語素作為詞來使用有條件限制，

常常與否定形式對舉使用，如例（10a）中的“幸”

與“不幸”。

1.3 複句層面

邢福義（1993）指出“‘X（?）’和‘Y ？’連用，

如果‘X’不是一個問句（沒有作為一個問句的語表

形式），或者‘X?’不能脫離後邊的問句‘Y?’而

獨自成為一個問句，那麼，連用的‘X（?）’和‘Y ？’

一般是複句”。以此為標準，複句中主要使用“是 /

還是……（呢 / 啊）（，∕？）還是……（呢 / 啊）？”，

前一個“是 / 還是”可以不出現，如：

（11） a. 你是給我敲警鐘啊，還是推我出門兒

啊？

b. 我是一個怪頭呢還是一個神像呢？ 

c. 我今天還是下去吃飯呢，還是不下去？

d. 巴黎遠還是新疆遠 ?

並列項可以多於兩個，如：

（12） a. 看小報呢？還是打麻將呢？還是努力

做一個學者呢？

b. 你是拾起來小心珍藏呢？還是繞開它

不予理睬呢？還是拾起來砸碎呢？

c. 倒底是不想還，還是轉借他人，或者

丟失了呢？

1.4 句群層面

邢福義（1993）指出選擇問的句群形式“X ？ （ 

或者︱還是） Y ？”，而且 “凡是問句句群，第一

問都能獨立站立，即在刪除後邊的問話之後能夠獨

立成為一個問句”。這就給選擇問的句群形式提出

了明確的判定標準，即“X”必須能夠獨立使用。

X 可以是是非問句，構成“X（嗎）？還是 Y

（呢）？”如：

（13） a. 他受傷了嗎？還是有什麼危險？

b. 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嗎？還是不願知

道呢？ 

c. 你瘋了（嗎）？還是真的老糊塗了

（呢）？（邢福義，1993）

 X 也可以是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構成“X

（呢）？還是 Y（呢）？”如：

（14）a. 你是不是想要把它買下來，還是僅僅

租用？

b. 是不是長順被外婆給說服了呢？還是

年輕膽子小，又後悔了呢？

（15） 這到底是文明，還是罪惡？還是建築在

罪孽之上的文明？

X 還可以是特指問句，構成“X（呢）？還是 Y

（呢）？還是 Y（呢）?……”

（16）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

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

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

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 （BCC）

綜上所述，從句中的“還是”問句，“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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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刪除，也不能替換為“或者”。這說明“還是”

的使用確實與疑問有關；單句和複句中不能獨立使

用“或者”構成選擇問句，但“或者”可以與“還是”

連用，如（9b）、（12c）；“或者”問句主要使用

在句群中，不過“還是”、“或者”有不同的句法表現，

我們下一節來談。

二、“還是”問句的疑問標示手段

徐杰（2001）指出“疑問”範疇可以使用語音手段、

詞彙手段、語法手段（重疊、添加、移位）來表達。

但關於“還是”問句的疑問特徵的來源還有爭議，

主要有三種看法。

一是源於語音手段。如朱德熙（1982）認為語

調是“還是”問句的疑問標示手段。他指出“選擇

問句是並列幾個項目，讓回答的人選擇其中的一種。

把陳述句的謂語部分換成並列的幾項，再加上疑問

句調，就變成了選擇問句。”（朱德熙 1982:202）

二是源於詞彙手段。如徐杰（2011）認為“還是”

帶有疑問特徵 [+ q]，“還是”問句是使用詞彙手段

來表示疑問，與疑問代詞構成的問句相同。 

三是源於語法手段。如閻錦婷、王萍、石鋒

（2014）認為選擇問句中“A 還是 B”這一語法形

式表達疑問。閆夢月（2019）也指出“還是”並

列是“漢語的析取並列疑問式”，“‘還是’並列

本身就是選擇問句，都有獨立的疑問語力”。

我們認爲還是問句只能通過語法手段標示疑問。

首先，現代聲學實驗已經證明語調不是構成“還

是”問句的手段。如閻錦婷等（2014）通過聲學實

驗指出“普通話選擇疑問句中，‘A 還是 B’的疑問

形式作為一個整體，是話語的強調焦點，起表達疑

問語氣的主要作用，調域跨度 大”，“普通話選

擇問句除疑問焦點外，整體呈現出和陳述句相同的

音高下傾模式。” 

其次，“還是”問句的疑問特徵也不是通過詞

彙手段標示的，這可以從疑問代詞與“還是”共現

時的句法表現看出來。漢語中允許多個帶有 [ ﹢ q]

特徵的詞語同現，因此一個句子中可以使用多個疑

問代詞，而且每個疑問代詞可以都保持其疑問特徵，

如：

（17） 您給誰作過什麼呀？（BCC）

但是，疑問代詞與“還是”共現時，疑問代詞

的 [+q] 特徵無法顯現，如：

（18）a. 怎麼會沒有水呢？乾涸的，還是誰埋

的？

b. 你們怎麼不發工作服的？是單位經濟

條件差，還是什麼原因呀？

c. 你幹嘛說得那麼輕？是嗓子疼還是怎

麼了？

如例（18）所示，與“還是”共現的疑問代詞

“誰”“什麼”“怎麼”不再表示疑問。例（18a）

中的“誰”指不知道或無法明說的人，例（18b）、 

例（18c）中的“什麼”“怎麼”指不知道或無法明

說的原因。

可見，在能夠抑制疑問代詞的 [ ﹢ q] 特徵这一

点上，“還是”問句與是非問句、正反問句表現一致。

比較：

（19） a. 你 上 哪 兒 去 了 嗎？ （ 丁 聲 樹，

1961:210）

b. 他在會上講什麼話了嗎？（同上）

（20） a. 我現在只想知道他現在是不是在和誰

開會，如果是的話，跟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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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你是不是也撈到了什麼好處？一定是。

丁聲樹（1961）已經指出例（19）這類特指問

句用“嗎”字變成了是非問句，“‘哪兒’和‘什

麼’在這兒是虛指的用法”（丁聲樹，1961:211）。

例（20）中的疑問代詞“誰、什麼”也是虛指用法，

從其後續句中就可以明確地看出來。

第三，帶“還是”的問句中不能再使用“重疊”

或“添加”語法手段，如“* 是不是你去上海還是去

北京？”“* 你去上海還是去北京嗎？”。徐杰（2001）

已經指出各種語法手段之間呈互補分佈，一個句子

只能選擇一種方式標示疑問。這也可作為一個旁證

說明“還是”問句使用語法手段標示疑問。

第四，“或者”与“還是”問句的共現也證明了“還

是”問句使用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或者”與“還

是” 雖然從語義上看都可以表示“選擇”（呂叔湘，

1980:255），但二者的表現截然不同。單句中，有“或

者”的句子，可以同時使用帶 [ ﹢ q] 特徵的疑問代詞，

也可以使用其他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如：

（21）a. 張道士為什麼不給它刻上姓名、或者

貼上名簽兒呢？

b. 首次出征南極，你有過猶豫或者顧慮

嗎？

c. 你有沒有女兒或者孫女？

在句群中，“或者”連接的兩個疑問句都可以

獨立使用，如例（22）所示：

（22） a. （你現在說的六維空間……）你能用

什麼方式描述嗎？或者，你能用數學方式表示嗎？  

（邢福義，1993）

     b. 她喜歡不喜歡小孩？或者喜歡不喜歡小貓

小狗什麼的？  （同上）

     c. 他會不會連夜趕回又走掉（呢）？或者他

壓根兒就沒有去大陸（嗎）？（同上）

例（22a）中“或者”連接兩個是非問句，例（22b）

中“或者”連接兩個正反問句，例（22c）中“或者”

連接正反問句和是非問句。這說明“或者”前後的

句子都需要使用某種語法手段來標示疑問，“或者”

只是起連接作用。

而且“或者”在“還是”問句中的表現與在其

他問句中的表現一樣。一方面“或者”可以用在“還

是”問句中；另一方面，“或者”能夠連接“還是”

問句，如：

（23）a. 是高爾基的暴風雨前的海嗎？是安徒

生的絢爛多姿、光怪陸離的海嗎？還是他親自嘔心

瀝血地翻譯過的杰克 • 倫敦或者海明威所描繪的海

呢？

b. 是工人們在接受採訪時說的那些話激怒了

他？還是自己的表現傷害到了他什麼？或者還是別

的什麼原因？

上述事實說明帶“或者”的句子本身不能標示

疑問，而帶“還是”的句子則能夠標示 疑問。“還是”

問句與“是非問句”“正反問句”一樣是一種通過

語法手段標示的疑問句類型。那麼，接下來我們要

考慮的是“還是”問句到底使用的是哪種語法手段。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考察“還是”問句的

性質。

三、“還是”問句和正反問句的重新分類

丁聲樹（1961）認為“選擇問句是並列幾個項

目，讓回答的人選擇一種。比方說，‘你看電影看

戲？’”，“並列的項目常常用‘還是’連接” （丁

聲樹，1961:204）；“反復問在形式上也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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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句，不過選擇的項目是一件事情的肯定和否定，

平常不用‘還是’連接”（丁聲樹，1961:205）。該

書對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分類涉及兩個標準：一

是語義標準，並列的項目是否是一項肯定、一項否

定；另一個是形式標準，是否使用“還是”。但是

當這兩個標準產生矛盾時，以形式標準為主。比較：

（24） a. 你說去呀還是不去 ? （選擇問） （轉

引自丁聲樹，1961:204）

b. 你去不去呢 ? （反復問） （轉引自丁

聲樹，1961:205）

從語義上看，上面兩例都是肯定和否定並列。

但是從形式上看，前者帶“還是”，後者不帶。丁

聲樹（1961）把帶“還是”的（24a）歸入選擇問，

把不帶“還是”的（24b）歸入“反復問”（即正反問）。

關於選擇問句和正反問句的討論， 有影響力

的是黃正德（1988）。該文從模組理論出發，用“介

詞懸空原則”、“詞語自主律”、“孤島條件”作

為測量工具，指出帶“還是”的問句是地道的選擇

問句，而不帶“還是”的“A 不 AB 型”與“AB 不

A 型”兩類問句是正反問句。這一分析給人以耳目

一新之感，但是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值得進一步討

論的問題。

文中指出“還是”選擇問句經過“‘並列刪除’

的操作產生”，“必須受到方向性的限制與直接支

配條件的約束”。但事實上“還是”問句可以違反

上述限制。 如：

（25）a. 你到底做飯還是不做？

b. 你想要個男孩還是女孩？

例（25a）違反“方向性的限制”。該限制規定“如

果同指的詞組在結構樹裏向左分枝，省略則應該是

順方向的省略；如果同指詞組向右分枝，省略則應

該是逆方向的省略” （引自黃正德，1988）。如（26）

所示，例（25a）中的同指成分“做飯”在結構樹中

向右分枝，應該逆向省略，即“你到底做還是不做

飯 ?”但是例（25a）卻違反這一原則，選擇了順向

省略。

（26）                   

      

例（25b） 則違反“直接支配條件”。 該條

件規定“凡是要經過‘並列刪除’而省掉的詞組，

都必須受到並列成分的直接支配”（引自黃正德，

1988）。但是例（25b）中，並列成分是“你想要個

男孩”和“你想要個女孩”，省略的“想要個”並

不是“你想要個女孩”中的直接成分。下面的例（27）

就更難用相同項省略（刪除）來解釋了，如：

（27） 是先描紅後寫字還是不描就寫？

例（27）的相同項“描紅”“寫字”嵌在所在

結構內部，而且“描紅”還是一個詞，按照“直接

支配條件”，根本無法刪除。另外，黃正德（1988）

的討論僅涉及單句中的“還是”問句，複句和句群

中的“還是”問句同樣不能分析為並列刪除的結果。

再來看正反問句。黃正德（1988）指出同屬於

正反問句的“A 不 AB 型”和“AB 不 A 型”在能否

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上表現不同，比較：

（28） a. 你從不從這裏出發？ （黃正德，

1988）  [A 不 AB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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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你從這裏出發不從？（同上）         

[AB 不 A 型 ]

（29） a. 他喜不喜歡這本書？ （黃正德，

1988）  [A 不 AB 型 ]

 b. * 你 喜 歡 這 本 書 不 喜？（ 同 上）         

[AB 不 A 型 ]

文中將正反問句和“還是”問句分開的一個重

要證據就是能否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 

顯然這一證據並不充分。“A 不 AB 型”問句並不是

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

自主律”。 首先，不是所有的介詞都能違反“介詞

懸空”原則，形成“A 不 AB 型”問句。我們發現只

有單音節介詞才允許“介詞懸空”。以同義的單雙

音節介詞“按—按照”為例。我們搜索了北京語言

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和北京大學現代漢語

語料庫（CCL）。在 CCL 語料庫中找到 2 例“按不

按”重疊式的例子，1 例“按不按照”重疊式的例子，

1 例“按沒按”重疊式的例子，但都不是用在疑問句

中，如例（30）所示；在 BCC 語料庫中只找到 8 例

“按不按”重疊式的例子，如例（31）所示，其中

BCC（多領域）中有 4 例，BCC（微博）中有 4 例，

只有 1 例用在從句中表示疑問（即例（31a））。如：

（30）a. 應該把按不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作為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水嶺。（CCL）

b. 我不管你按不按地畝，也沒功夫查你

的帳簿，反正李連長家不該出那麼多！（同上）

c. 說現在兵難帶，就看你按沒按條令幹。

（同上）   

d.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問題，是你們

市經委按不按照環保法規辦事的問題。（同上）

（31）a. 不知道劉震熊哥哥按不按常理出牌。

（BCC（微博））

b. 按不按上級的指示落實計畫，這是黨

的組織紀律觀念強不強的表現。

（BCC（多領域））

換個角度來看，上述例子其實說明了單雙音節

介詞的重疊方式不同，單音節介詞直接以“A 不 A”

方式重疊，而雙音節介詞只能重疊第一個音節，形

成重疊式“A 不 AB”。

其次，表面上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

的結構對否定詞也有限制。

漢語中有三個常用否定詞：不、沒、沒有。從

前面的例子中可知，單音節和雙音節的動詞或介詞

都可以用“不”進行正反重疊，如“去不去”、“從

不從”、“喜不喜歡”、“按不按照”。

單音節介詞可以用“沒”進行正反重疊，但不

能用“沒有”，如：

（32） 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沒在南京生活過？

雙音節介詞既不能用“沒”，也不能用“沒有”

進行正反重疊。我們考察了王永娜（2018）所羅列

的 35 個雙音節介詞 [2]，沒有用“沒”或“沒有”正

反重疊的情況。即不能說“* 按照沒按照”“* 按照

沒有按照”。如果重疊，只能重疊第一個音節，即“按

沒按照”。

單音節和雙音節動詞都可以使用“沒”或“沒有”

進行正反重疊，如：

（33）a. 他去沒去過他不應該去的地方？

            b. 你醒沒有醒？

（34） a. 你發現沒發現，有的孩子善於人際交

往，有的孩子就不行。

b. 張少顏問兩個人發現沒有發現疑點。

但是能用“沒 / 沒有”進行正反重疊的動詞很少，

語料庫中大量存在的是單音節動詞“有”的正反重

疊式“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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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雙音節動詞正反重疊仍以重疊第一

個音節為常，如：

（35）a. 你發沒發現你們的村子正在沒落？

b. 你聞沒聞到這周圍的氣味？

c. 你考沒考慮過把他踢開 ?

類似的還有“看沒看見、聽沒聽見、聽沒聽到、

想沒想到、發沒發現、回沒回來、丟沒丟掉、殺沒

殺害、告沒告訴、碰沒碰見、碰沒碰上、欠沒欠債”。

而且這類正反重疊式中只能用否定詞“沒”，不能

用“沒有”，如不能說“* 發沒有發現”、“* 聞沒

有聞到”、“* 考沒有考慮”。

綜上所述，表面上違反“介詞懸空”原則的“A

不 AB 型”問句只限於單音節介詞，而且否定詞只能

是單音節否定詞“不”；表面上違反“詞語自主律”

原則“A 不 AB 型”問句只能是雙音節的介詞和動詞，

其中的否定詞只能是單音節否定詞“不”或“沒”。

而且此時雙音節動詞和介詞正反重疊式的中間不能

再插入其他成分，比如黃正德（1998）、徐杰（2001）

都觀察到了這類句式中不能變換為“還是”問句，如：

（36）a. * 你喜還是不喜歡那本書？（黃正德，

1988）

b. 你羨不羡慕王先生？→ * 你羨還是不

羡慕王先生？

（徐杰，2001/2004:179）

          c.* 你從還是不從這裡出去？（黃正德，

1988）

而且有些情況下正反重疊式後還可以再加時態

助詞，如（33a） 中的“去沒去過”，（35c）中的“考

沒考慮過”。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不能再添加“還是”，

如不能說“* 去還是沒去過”，“* 考還是沒考慮過”。

據此，我們認為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

主律”原則的正反重疊式屬於詞彙重疊，重疊後仍

然是“詞”，因此可以像詞一樣參與句法運作，不

能擴展，能加時態助詞。雙音節形容詞也有這類正

反重疊式，如“高不高興”“意不意外”“驚不驚喜”“在

不在意”。

與之相對，其他所謂沒有違反“詞語自主律”

的“A 不 AB 型”、“AB 不 A 型”問句都可以插入

“還是”變換為“還是”問句，如：

（37） a. 他喜歡（還是）不喜歡那本書？ 

             b. 他喜歡那本書（還是）不喜歡？

另外，黃正德（1988）的分析中還存在一個問題，

即“AB 不 AB”問句歸屬不明。他指出“她喜歡這

本書不喜歡這本書？”可以“設A等於‘喜歡這本書’，

B 等於零”，與“你來不來”一樣都屬於“A 不 A 型”。

在黃正德（1988）的分析中“AB 不 AB”問句有兩

種生成方式。文中在討論“A 不 AB 型”問句時指出

“帶有 [+Q] 的屈折片語引發一條語音重疊律，把緊

隨在 [+Q]之後的成分重疊一次並在中間插入‘不’字。

由於重疊的部分可大可小，其結果可以是‘喜不喜’

或‘喜歡不喜歡’，也可以是‘喜歡這本書不喜歡

這本書’等”。從這個角度看，“AB 不 AB”是通

過重疊產生的；而文中在討論“AB 不 A 型”問句

時又指出“這類句式首先在深層結構形成‘AB 不

AB’的並列謂語形式，後經一條‘照應省略規律’

把第二個 B 去掉”，也就是說“AB 不 AB”是通過

並列生成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AB 不 AB”

問句是一個重要的疑問形式，是“AB 不 A 型”問句

推導生成的重要步驟。因此僅僅將正反問句分為“A

不AB型”和“AB不A型”不能涵蓋所有的問句類型。

與其他沒有違反“詞語自主律”的問句一樣，“AB

不 AB”問句中也可以添加“還是”，如“她喜歡這

本書（還是）不喜歡這本書？”。

因此，我們認為可以把“還是”作為一道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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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對正反問句和選擇問句進行重新分類。從形式角

度講，能插入“還是”的問句為選擇問句；而不能

插入“還是”的問句為正反問句。

重新分類之後，“從不從”“去沒去”“按不

按照”“喜不喜歡”只是詞彙重疊的手段，在漢語

中能夠違反“介詞懸空”、“詞語自主律”只是假像。

漢語普通話中沒有“* 從沒有從”“* 按照沒有按照”

這樣的組合，恰好說明漢語普通話中的介詞不能懸

空。但是所有不能通過介詞正反重疊來標示疑問的

結構都可以用“有沒有”重疊式表達，如“有沒有

從北京出發？”“有沒有在南京市打過表演賽？”“有

沒有按照我說的做？”因此，詞彙重疊式“有沒有”

可以看做是漢語普通話中挽救介詞懸空的手段，這

也是語料庫中大量存在“有沒有”重疊式的原因。

我們把所有能添加“還是”的問句都叫做選擇

問句，這就帶來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既然“還是”

不是強制使用的，那麼帶“還是”的問句與不帶“還

是”的問句有什麼不同？即“還是”在選擇問句中

的作用是什麼？

四、“還是”在選擇問句中的作用

前文中已經指出從句中表達疑問的句子中“還

是”不能刪除，說明“還是”的使用一定與疑問有關。

請看黃正德（1988）所觀察到的語言事實 （引

自黃正德，1988）：

（38）a. *[ 我去美國不去美國 ] 比較好？  

            b. [ 我去美國還是不去美國 ] 比較好？

c. *[ 你為什麼買書 ] 比較好？     

黃正德（1988）使用“孤島條件”來解釋上述

句子的不同，文中認為帶“還是”的問句不受“孤

島條件”的限制，而不帶“還是”的問句與特指問

句一樣受“孤島條件”的限制。“孤島條件”是生

成語法理論中關於移位的限制，即語言中的“孤島”

不允許成分從中移出。但是例（38）中並沒有成分

從主語“我去美國不去美國”中移出，顯然句子的

合法性與 “孤島條件”無關。

再比較下面兩組句子：

（39） a. 這本書，[ 你買不買 ] 都行。

 b. 這本書，[ 你買還是不買 ] 都行。

（40） a. * 這本書，[ 你買不買 ] 比較好 ?

b. 這本書，[ 你買還是不買 ] 比較好？

上面兩例都涉及話題化結構，一般認為話題化

結構涉及移位。從“孤島條件”看，上述例子存在

矛盾。例（39）說明有沒有“還是”，都允許“這

本書”從主語中移出，而例（40）又說明只有帶“還

是”的問句才允許“這本書”從主語中移出。例（39b）

和例（40b）的唯一的區別是述題部分是否是疑問句，

因此它們的合法性與“孤島條件”無關，而是例（40a）

的述題部分不是合法的疑問句。

同樣，例（38a）和例（38b）的差別同樣在於

是否構成合法的疑問句。為什麼只有帶“還是”的

句子才能跟“比較好”構成疑問句？因為只有對比

才有“比較好”，要對比就要提供兩個或兩個以上

比較項，而只有帶“還是”的句子才能明確地提供

兩個比較項。閻錦婷等（2014）已通過實驗證明“還

是”問句的疑問焦點一定是“A 還是 B”。為什麼形

式上與之非常相似的“V 不 V”問句不行？黃正德

（1988）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從語用角度來看”，

“正反問句反而跟是非問句更為接近”，因為“正

反問句的疑問焦點不一定是‘X 不 X’本身”，如

“你喜不喜歡張三？”疑問點“可以是全句，可以

是謂語的全部，也可以是賓語‘張三’” （黃正德，

1988） 。因此，“還是”的使用與疑問焦點有關，

66



這一點可以得到歷史的證明。

梅祖麟（1978）、李崇興（1990）、葉建軍

（2008）、劉曉洲（2016）等已經指出“還是”在

歷史上是兩個詞通過語法化融合為一個詞的。李崇

興（1990）還明確指出“選擇問記號‘還是’成立

的過程大致是：‘還’表‘卻’義→‘還’起加強

語氣的作用，用於各種問句→還﹢是，用於選擇問

→‘還是’成為一個語詞，作選擇問記號”。

根據梅祖麟（1978），在“還”進入選擇問之前，

選擇問可以是“兩小句並列而不另加記號”， “用

係詞作選擇問記號”、“選擇問記號成雙出現”，如：

（41） a. 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宋

書 • 王王殷沈傳）

（轉引自梅祖麟，1978）

b. 今我欲問，身中之事，我為常無常？

（《雜寶藏經》）（同上）

c. 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

（《南齊書 • 魏虜傳》）（同上）

這三類選擇問句仍然保留在現在漢語普通話口

語中，只是作選擇問標記的係詞變成了“是”，如：

（42）a. 官分呢？私分呢？我也不懂。

b. 易先生到底請是不請？

c. 是競爭是揖讓呢？是衝突是調和呢？

選擇問句選擇係詞作為選擇問標記絕不是偶然，

而是與焦點有關。二者幾乎同時發展完善起來，如

石毓智、徐杰（2001）指出“到了五世紀左右，‘是’

的各種焦點標記用法已經發展出來”，而梅祖麟

（1978）指出“現代選擇問的句法在五世紀已經具型”。

選擇問句中有疑問焦點，焦點前加用焦點標記“是”

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係詞的典型用法是聯繫

兩個名詞項”，因此係詞“進入選擇問也要產生連

接作用”（李崇興，1990），因此，當“還”與“是”

通過語法化凝固為“還是”之後，仍然保留“是”

的焦點標記與連接作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綜上所述，“還是”的使用與焦點密切相關。

“還是”的作用是標記並連接焦點。徐杰（2001）

指出“所謂的各類疑問句式之間的對立實質上是

焦點的不同表達方式在疑問句中的反應”（徐杰

2001/2004:172），“還是”問句也不例外，“還是”

問句是多個疑問焦點共現形成的。“還是”的作用

就是引入新的疑問焦點。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前面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問題

了，“還是”問句是利用哪種語法手段標示疑問的？

答案是“還是”問句是由添加手段構成的疑問句，

與是非問句相同，只不過“還是”問句添加的是疑

問焦點。

句子中任何一個成分都可以成為疑問焦點，因

此在單句中“還是”後面可以是各種句法成分。一

個句子中可以省略其他所有成分，只留下焦點成分，

焦點成分可以是名詞性的，也可以是動詞性的，如：

（43） a. 那你吃點什麼？火腿蛋還是乾酪雞蛋？ 

b. 控制還是聚合？ 

這一類型在新聞標題中大量存在，因為新聞標

題要求簡潔有力，所以只列出疑問焦點是 合適的

方式。

我們上文中已經指出“還是”不能連接單音節

介詞，如不能說“* 從還是不從”，是因為“還是”

不能插入詞彙內部。而“還是”不能用於連接雙音

節介詞，如不能說“* 你按照還是不按照我說的做？”

則是介詞的性質決定的，因為介詞是虛詞，無法單

獨回答問題，也無法承擔重音，因此不能作為焦點，

自然不能用“還是”連接。甚至有時候用“還是”

連接介賓短語時，介詞還可以省略，如：

（44） a. 但不知這笑聲是從哪方面來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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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花園還是（從）隔壁？ 

b. 你從哪兒出去？從這兒還是（從）那

兒？（自造）   

即使在允許介詞懸空的方言中，介詞的性質也

會影響能否懸空。比如宗守雲（2019）就發現雖然

在張家口方言中，介詞懸空是“顯赫的句法結構”，

但是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虛化程度高

的介詞，不容易懸空”。[3] 

句群中的“還是”在標記所在分句的焦點的同時，

還能明確前一個句子的疑問焦點。以（13c）為例，

重述如下：

（45）  你瘋了（嗎）？還是真的老糊塗了（呢）？

（邢福義，1993）

前一個句子為是非問句，疑問焦點可以是主語

“你”，也可以是謂語“瘋了”，還可以是全句“你

瘋了”。當“還是”問句出現之後，“還是”問句

中的焦點要與是非問句中與之對應的焦點結合，因

此是非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得到明示，只能是謂語部

分。

由於“還是”問句中有多個疑問焦點，理論上

講每一個疑問焦點前都可以加焦點標記，這就形成

了“是……還是”配合使用的句子形式。由於焦點

標記不是強制性的，因此前面的“是”可以用也可

以不用。甚至後面的“還是”也可以不用，如“你

打籃球打排球？”但是使用“還是”有凸顯疑問焦

點的作用。

五、“還是”問句的語用突破

網絡中“還是”選擇問句有很多特殊的用法，

如“還是”後的分句省略，請看：

（46） a. 突然覺得沒有衣服穿了，該收拾衣

櫃了，還是……？ （BCC（微博））

b. 遇到如此無恥之人，是我的不幸還

是……？（同上）

c. 是激動，滿意，懊惱，還是……？ （同

上）

這裏都省略了“還是”後面的疑問焦點，但是

三者想要傳達的信息卻完全不同。（46a）是用“還是”

來提示聽話人還有其他的選項，從而達到否定上一

選項的目的；而（46b）是通過“還是”暗示無法找

到另一個疑問焦點，只有一個選項，從而達到肯定

這一選項的目的；（46c）則是通過“還是”提示除

上述選項之外，還有其他選項，類似於“等等”。

再如“還是”問句中的兩個選項可以是同義詞語：

（47） a.你是想死呢，還是不想活了？       （BCC

（微博））

b. 你的答案是什麼？是接受還是不拒

絕？  （同上）

甚至選擇項可以是相同的詞語，張言軍（2009）、

劉穎、羅堃（2018）已對該現象做過討論。如：

（48） a. 是不睡呢還是不睡呢？ （BCC（微博））          

 b. 我是該不去呢，還是不去呢，還是不

去呢？ （同上）

上述例（48）其實都是利用“還是”進行疑問

焦點重述，從而達到肯定疑問焦點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例（46）- 例（48）中的“還是”

問句的特殊用法都沒有超越“還是”的語義和語法，

其中“還是”仍然是疑問焦點標記，語義上沒有發

生變化；從語法上看，“還是”問句用在單句和複

句中，其後可以加上語氣詞“呢”。“還是”可以

與“是”組合使用，與普通話中“還是”問句也並

無不同。上述網絡中的特殊“還是”問句是利用“還

是”所具有的焦點標記功能創造出的特殊語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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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語用上的創新。

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了“語言特區”的

概念，指出詩歌文體、標題口號和網絡平臺三大領

域“可以有條件突破慣常語言規律約束”。通過考察，

我們看到選擇問句在語言特區中有語法上的創新，

如網絡、詩歌中的黏着語素可以成詞，進入選擇問

句。但更多的是語用上的創新，即利用該結構的核

心功能表達特殊的語用效果，如例（46）- 例（48）

所示的網絡中的各類特殊用法。語用創新也應該是

語言特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語用上的創新必須保

留原成分的核心語義特徵、語法功能，這是語用創

新的基礎和限度。

語用創新的目的是突破慣常思維，引人注意。

Shklovsky，Viktor（1965）指出習慣性概念可以自動

化感知，產生的結果是熟視無睹，而藝術可以利用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技巧來消除知覺的自動性，

從而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長，產生審美效果。語用

創新同樣可以看做是陌生化的一種手段，選用一個

慣常形式表達非常規的語用意義，以此來消除自動

化感知，達到引人注意的目的。總而言之，語法創

新能夠豐富核心語法規則系統，而語用創新則能夠

擴大核心語法規則的適用度，使語言形式和語用功

能之間的對應更加多樣化，滿足不同語境和表達的

需要。

六、結論

“還是”問句可以出現在從句、單句、複句、

句群等各語言層面。從句中表達疑問的“還是”問

句中“還是”不能刪除，也不能替換為“或者”；

雖然複句和句群中的“還是”問句中，“還是”可

以替換為“或者”，但二者有不同的句法表現。使

用“還是”的問句不能再使用其他標示疑問的語法

手段，如添加、重疊，而使用“或者”的問句則不

受此限。而且在句群中，“或者”還能夠連接“還

是”問句。另外，“還是”問句與“是非問句”“正

反問句”一樣能夠抑制疑問代詞的 [+q] 功能。因此，

“還是”是通過語法手段標示的疑問句類型。從歷

史上看，“還是”是由強調副詞“還”與焦點標記

“是”融合而成的，“還是”主要承擔焦點標記功能，

“還是”問句是利用“添加”語法手段構成的疑問句，

添加的是一個新的疑問焦點。 

我們依據能否添加“還是”將選擇問句和正反

問句進行了重新分類，表面上看能夠違反“介詞懸空”

和“詞語自主律”原則的“A 不 AB 型”問句，如“你

從不從這兒走？”“你按不按照我說的做？”“你

喜不喜歡這本書？”這一類問句，不能添加“還是”，

屬於正反問句，是通過詞彙重疊形式構成的問句，

實際上並沒有違反“介詞懸空”和“詞語自主律”；

而其他能夠添加“還是”的問句，如“A（還是）

B”，“AB（還是）不 / 沒 / 沒有 AB”，“AB（還

是）不 / 沒 / 沒有 A”以及“A （還是）不 / 沒 / 沒

有 AB”則都屬於選擇問句。

選擇問句中是否使用“還是”與焦點有關，使

用“還是”可以凸顯疑問焦點，起到強調疑問焦點

的作用。

網絡中的特殊“還是”問句是利用“還是”所

具有的焦點標記功能創造出的特殊語用效果，屬於

語用上的創新。

註     釋：

                        

[1] 文中所有的例句大部分來源於北京語言大學

現代漢語語料庫（BCC）和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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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除非行文需要不再隨文注明；引用前人文

獻或自造的句子隨文注明。

[2] 根據王永娜（2018），我們所考察的雙音節

介詞有：因為、除了、憑著、按著、依著、趁著、本著、

朝著、沿著、順著、就著、沖著、挨著、為著、齊著、

靠著、照著、隨著、按照、根據、基於、經由、通過、

依據、由於、為了、除卻、除去、作為、對於、自從、

及至、關於、至於、鑒於。

[3] 根據宗守雲（2019），張家口方言中的雙音

節介詞比單音節介詞更容易懸空，比如用來引介某種

標準的“按、照＂不能懸空，“按照、照住＂可以懸空。

這一點與普通話口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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