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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幸亏”类语气副词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新兴形成的

“所幸”作进一步研究。首先主要分析了“所幸”在句中的句法分布和表现形式，可以位于句首、单独

使用以及配合使用。其次探究“所幸”如何从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再到元语标记的演化过程，并分析

元语标记“所幸”的形成动因，包括主观化、语用推理、组块的认知驱动以及韵律制约等诸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促使元语标记“所幸”的最终形成。最后探讨了“所幸”的语篇及语用功能，包括篇章连

接功能和主观评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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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al adverbs of Xingkui have been studied in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newly formed Suoxing for further study. Firstly, 
it mainly analyzes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d expression of Suoxing in sentences, which can be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sentences,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uoxing from phrasal form to commentary adverb and then to metalinguistic mark,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etalinguistic mark Suoxing, including subjectivism, pragmatic 
reasoning, cognitive drive of blocks and prosodic constraints, which promote the fin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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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etalinguistic mark Suoxing. Finally, we discuss the textual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Su-
oxing, including the textual connection function and the subjective commenta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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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前人对“幸亏”类语气副词的研究成果颇丰，邵敬敏(2011)指出“幸亏”类语气副词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1) “幸”类：幸亏、幸而、幸好、所幸；(2) “亏”类：幸亏、多亏、亏得、得亏；(3) “好”类：

还好、好在。这三类语气副词，前人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共时研究主要有

句法分布与组合、语义模式和差别、语用功能和选择等方面，如肖奚强(2003)，丁峻嵘、康辉(2005)，高

书贵(2006)，方红(2010)，邵敬敏、王宜广(2011)等；历时研究主要探讨成词过程、功能演化等方面，主

要有于峻嵘(2005)、刘丞(2012)等。而除了这三类之外，我们发现有一个新兴形成的副词“所幸”，它的

用法和功能与“幸亏、好在、多亏”等语气副词存在着相似之处，值得我们对“所幸”做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探究“所幸”如何从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再到元语标记的演化过程，并分析元语标记“所

幸”的形成动因，最后探讨“所幸”的语篇功能及语用功能。本文选取的语料来自 CCL (北京大学语料

库)、BCC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 

2. “所幸”的句法分布和表现形式 

本节我们主要考察评注性副词“所幸”在现代汉语中标记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句法表

现[1]。 

2.1. 位于句首 

评注性副词“所幸”在句中最为典型的句法表现是位于句首，可以是主句句首，也可以是小句句首，

其后多有后附成分出现，既可以是短语形式出现，也可以是句子形式出现。例如： 

(1) 前些年，一些西方国家把冷战思维引入国际人权领域，大搞对抗。国际社会看得清楚，它们是把人权当作实

现人权以外目的的东西，其造成的恶劣影响毋庸多说。所幸实践教育了它们，使它们在今年春天回到了对话与合作

的轨道。(1998 年《人民日报》) 

(2) 当地村庄内水域情况复杂，房屋被淹没，被洪水冲出的障碍物越来越多，加之村庄距离河道较近，水流湍急，

致使我们带来的一艘救生艇的发动机严重损坏无法使用，所幸船上的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都安全返回了驻地。(《人

民网》) 

(3) 三场考试时间都挨得很近，所幸准备充分，法考的基础也对公务员考试有所助力。(《人民网》) 

上述“所幸”位于句首，具有标示后句的功能。其中，例(1)的“所幸”出现在整句的句首，其余两

句都出现在分句的句首。而且，前两例中的“所幸”后续成分为句子形式，后一例“所幸”的后续成分

是短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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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独使用 

“所幸”除了能够位于句首之外，还能单独使用，与前后成分之间有句法间隔，此时的“所幸”具

有了元语标记的功能。例如： 

(4) 而在当今形势下，没有观众的项目就不会得到赞助商的青睐，没有赞助商，改善训练条件、提高生活待遇将

举步维艰。所幸，在中国羽毛球队最需要鼓励、支持的时候，小将董炯脱颖而出，成为引人瞩目的一颗新星。(1994

年《人民日报》) 

(5) 我赫然发现，自己好似站在明亮绚烂的舞台上的那个尽情舞动的表演者，却在无意中发现，黑暗的看台下竟

空无一人，没有掌声、没有喝采，没有人在乎我所想要表达的一切。这种空虚的感亮，一度使我对提笔创作变得意

兴阑珊。所幸，在出版社项小姐的提醒与鼓励之下，我终于明白自己所欠缺的便是我亲爱的读者们的支持与回响。(汪

孟苓《我的相思比你深》) 

(6) 在他的内心世界，没有那么乐观。不知道怎么和人沟通，无法融入团体，有时他试图和同学们找一点共鸣，

但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所幸，一直以来还有学习的天地让他能够把握自己。(《都市快讯》) 

(7) 考场失意，似乎就注定颠沛流离的一生，所幸，蒙太守擢用，管理文件书信，又因为戒慎修谨，半年后，成

为太守贴身秘书；此后，似乎注定无法遁逃的笔墨生涯。(张曼娟《百年相思》) 

以上四例中“所幸”都是单独使用，与前后句之间有句法间隔。例(4)、(5)的“所幸”位于主句的句

首，用逗号与后续句隔开，例(6)、例(7)的“所幸”位于复句中。单独使用的“所幸”与充当句首后面紧

跟其他成分的“所幸”相比，其标记化的程度更高。 

2.3. 配合使用 

在实际的预料考察中，我们发现“所幸”最初生成的并非是词，而是跨层结构的短语“所 + 幸”，

“所”字和“幸”字之间是具有语音停顿的，并且可以进入“X 的是”表达框架中 1，运用分裂句形式“所

幸的是”凸显后接成分的重要性[2]。例如： 

(8) 由于金矿的开采，石墨矿的开采、加工及其它一些矿藏的开采和加工，河水中悬浮物比开发前增加了 39 倍，

水源严重恶化。所幸的是，这里的各级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加紧制止乱采乱开矿藏，正规化开采国家地下矿产的计

划已列入议事日程，正在逐步形成我国豫西南重要的矿产开发走廊，现代文明正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出现。(1994 年

《人民日报》) 

(9) 所谓革命，就是这样的事情成为家常便饭的一种事态。所幸的是，与我的希望相反，在我生活的时代没有发

生革命。(辻井乔《父亲的肖像》) 

上述实例中“所幸”进入“X 的是”的表达框架，其标记功能更加突出，也更加凸显其后附成分的

重要性。如例(8)中前句表述水源因为一些原因受到了严重恶化，这些不好的方面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后

面笔锋一转，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所幸的是”各级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改进，逐渐步入正轨。后面

内容的表达才是着重凸显的部分。 

3. 元语标记“所幸”的演化过程 

“所幸”一词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如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幸”从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

第二个阶段“所幸”再从评注性副词到元语标记[3]。 

3.1. 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 

《王力古汉语词典》(2002)收录的“幸”，列有三个义项：(一) 逢凶化吉。引申为幸运。又为庆幸；

 

 

1进入“X 的是”框架中的“所幸”跟我们本文讨论的“所幸”是有区别的，在这里依旧列出来是因为其使用频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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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望；(三) 皇帝亲临为幸。为帝王所宠幸也称幸。 
《词源》收录的“幸”，列有七个义项：(一) 逢凶化吉；(二) 幸运；(三) 庆幸，幸亏；(四) 希望；

(五) 旧称皇帝亲临为幸。如临幸、巡幸。为皇帝所宠爱也称幸；(六) 通“倖”；(七) 姓。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 5 版)中收录的“幸”，列有五个义项：(一) 幸运。又为侥幸。又为幸亏。

(二) 希望；(三) 宠爱；(四) 君主到某处去。又为君主宠幸妇女。(五) 敬辞。表示对方这样做是使自己感

到幸运的。 
《说文解字》云：“幸，吉而免凶也。”预想事件的发展可能将遇到困难而未遇之是吉也。《楚辞·招

魂》：“幸而得脱。”《战国策·秦策二》：“幸无我逐也。”前句以“得脱”为幸，后句以“不逐我”

为幸。那么也就是说，“幸”最原始的意义就指的是逢凶化吉，由此最初的意义引申出相关的“幸运、

侥幸、幸亏”的含义。下面我们各举一例： 

(10)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论积贮疏》) (形容词：幸运) 

(11) 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童区寄传》) (副词：侥幸) 

(12) 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鸿门宴》) (副词：幸亏) 

例(10)可译为“假如不幸有纵横二三千里地方的大旱灾，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灾区？”例(11)可译为“两

个强盗绑架了我，幸好我把他们都杀了，我愿把这件事报告官府。”例(12)可译为“现在事情比较紧急，

因此幸亏他来告诉我(张良)。”上面的示例中，我们知道，“幸”有不同的词性，可以做句子的谓语，也

可以做全句的修饰语。 
而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双音化的影响，上古时期单个音节的“幸”已经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词表达完

整语义，需要借助其他成分共同组成一个双音节词，在此时一系列双音词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幸”的

一系列双音节词“幸亏、幸好”等等。其中侥幸义副词“幸亏”的形成正是从短语到词的演化过程，其

“亏”字经历了由客观亏损义向主观庆幸义的演变，最终和单音节词“幸”组合后融合成一个双音节词，

表达庆幸、侥幸之义。“所 X”结构为“所幸”的形成提供了句法环境，“所”字音节的出现弥补了双

音化后单个音节“幸”无力表达完整语义的损失。 
语法化理论学界向来有“重新分析创造新规则，类推推广新规则”这样的说法(Hopper & Traugott, 

2003)，一些学者意识到语法化实际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无类推的纯粹语法化”，另一种是“类推导

向的语法化”，类推机制是语言演变的重要推手。语言类推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词汇、语音和语法等

都有类推的身影。词汇结构的类推是指在一个词汇框架中，其中的某个成分原本不在框架内，但是由于

这个成分与词汇框架中的某个成分具有某些方面的共同特征，那么词汇框架就会基于这两个成分之间的

相似从而发生用法上的推广。“所 X”结构能够成词的典型性特征是 X 为谓词性单音节成分，诸如一系

列动词“有、谓、以”进入框架组合成“所有、所谓、所以”的词汇性成分，“幸”具备这些动词的共

同特征，类推进入“所 X”的表达框架中。 
“所”作为古汉语中的名词化标记，其作用是使一个谓词性成分转化为体词性成分，“所 VP”转指

VP 的受事(朱德熙，1983)。名词化标记“所”原先经常与谓词性成分组合，但后来“所”的名词化功能

逐渐衰退了，现代汉语中“所”的名词化功能逐渐被“的”所替代，结果，“所”字在句法上从一个必

有成分变成了一个可选成分。(董秀芳，2002)当“所”的功能进一步衰减之后，一部分由“所”构成的名

词结构遗留下来，并逐渐固化为一个词。例如，“所有”原本指“拥有的东西”，“有”是一个实义动

词，“所”加在“有”前，使其名词化。后来，“所有”这个形式在使用语境中获得了“全部”的意思，

并成为“所有”的主要意思，这使得“所有”完成了由短语向词的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指代性的形容词，

也可以指形容词性的属性词，意为“整个、全部”[4]。“所有、所谓、所以”词性的转变正是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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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句法环境，句法位置的变化使得它们向形容词、连词等词性转变。上面说到“所幸”类推进入到

“所 X”的词汇框架中，最初的语义应当是转指“庆幸的事情”，但在最初的明清时期语料中并不是这

种含义。 
例如： 

(13) 小僧宿命所招，自无可怨。所幸佛天甚近，得相公神明昭雪。(明《初刻拍案惊奇》) 

(14) 无端的官兴发作，弄出这一篇离奇古怪的文章。所幸今日安稳到家，你我这几个有限的骨肉，不曾短得一

个，倒多了一个，便是天祖默佑。(清《儿女英雄传》) 

(15) 时将三鼓，贺人杰悄悄开了厅门，施展出飞檐走壁之能，由后院墙绕越而出，所幸无一人知道。他更心中

大喜，直往摩天岭而去。(清《施公案》) 

上述三个例子中的“所幸”都处在小句句首，不仅是这两个例子，我们对明清语料的考察发现，“所

幸”生成为词后位置固定，都位于小句句首，修饰整个小句，表达发话人对后续事件句的主观评判。张

谊生(2000)指出，评注性副词在句法上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句中位序灵活，可以出现在句中，也可以出现

在句首；主要是用于表达说话者对事件、命题的主观评价和态度。“所幸”经常处于小句状语的句法位

置，而状语位置上的词又是极易发生虚化的，与评注性副词具有相似之处，促使“所幸”向评注性副词

发展。所以，双音化机制和类推机制是推动“所幸”由短语形式向词语形式的转变，而句法环境则是词

汇化后“所幸”虚化为评注性副词的主要外因。 
现代汉语中的“所幸”还有一种特殊表达，可以进入“X 的是”这样分裂句形式的表达框架，我们

认为“所幸的是”中的“所幸”与独用的“所幸”相比，词义间并不那么凝固，可能是单音节“幸”作

为动词用法的语义残留，框架中的“幸”可以扩展为动词“庆幸”，具体指明后面叙述的事件。例如： 

(16) 家里电线走火，所幸妈妈处理得当，才免去了一场火灾。 

(a) 家里电线走火，所幸的是妈妈处理得当，才免去了一场火灾。 

(b) 家里电线走火，所庆幸的是妈妈处理得当，才免去了一场火灾。 

(c) 家里电线走火，庆幸的是妈妈处理得当，才免去了一场火灾。 

3.2. 评注性副词到元语标记 

高频使用副词的表达功用，会从表达语义–语法的基本语言功能转向表达标记话题结构、组织会话

话轮、评价命题论点、沟通交际渠道的元话语，有些还转成各种话语标记了(张谊生 2023) [5]。在这里，

评注性副词“所幸”充当高层谓语，位于句首，引导后面的命题内容。我们知道，句首位置的成分很容

易发生主观化标记化，在高频使用的影响下，位于句首的副词会逐步脱离后面紧跟的成分，独立出现在

语篇中，与前后句有语法间隔，句法上用逗号隔开。随着经常独用小句句首，副词“所幸”就逐渐向表

达衔接的元语标记转变。作为元语标记的“所幸”，可以统摄后续句，也可以是后续语段，其标记化的

程度更高。例如： 

(17) 她更加警觉了，把梦寒盯得死死的。所幸，梦寒自从跪祠堂以后，似乎深有所惧，每日都关在房间里，深

居简出。(琼瑶《烟锁重楼》) 

(18) 初次背包行路还真是不习惯，一个小时就已经肩背酸痛。所幸，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和山间错落的瀑

布群，使我在赞叹中忘却了行路的疲劳，并且爱上了这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旅行方式。(2001 年《文汇报》) 

上述两个例子中的“所幸”，主要是用来衔接与评注整个语段的，都是位于句子之间的独用语。方

梅(2019)指出，典型的饰句副词具有韵律独立性，书面语里往往用标点隔开。就辖域来说，在韵律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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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其辖域大于韵律不独立的时候 2 [6]-[8]。当评注性副词“所幸”居于小句之首时，其辖域只有一

个小句。后续的第二小句和第三小句的主语则与“所幸”所处的小句主语不同；而韵律独立的副词“所

幸”在句中是独立的句法单位，其后可以管辖多个小句，与后续小句的主语具有共指关系。 
发展到当代，我们也能看到“所幸”元语标记的功能在实际中不断得到强化，它自身的语义弱化，

“所幸”的转折意味更加凸显，其功能相当于一个转折性关联词语“但是”。 

4. 元语标记“所幸”的形成动因 

元语标记“所幸”的形成动因包括主观化、语用推理、组块的认知驱动以及韵律制约，在这几方面

的共同作用下，促成元语标记“所幸”的最终形成。 

4.1. 主观化 

主观化是语言为表现主观性而采用的相应结构形式或经历的相应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语词的意义

越来越反映言者对相关命题的主观态度和认识。主观化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起初具体而客观的低主

观化意义，经过反复使用后逐渐向抽象的、语用的具有高主观化功能，表现为由命题内容向言谈信息、

由客观向主观的转变。(罗耀华，刘云 2008) [9]“所幸”从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再到元语标记的演化过

程，同时也是“所幸”主观性不断强化的过程。 
“所幸”的主观化主要体现在事件层面，通常用于背景信息为已经发生的某个不如意事件或棘手的

问题，言说话人作为叙述事件的亲历者或体验者，在事件叙述过程中会在话语中倾注自己的观点、认识

和情感等。 

4.2. 语用推理 

语用推理是对话语进行的补充、阐释，同人的认知过程、认知特点、认知方式有关，是一种交际原

则制约下的“缺省”表达机制(徐盛桓，2005) [10]。在言听双方的交际过程中，言者选取的语言形式与交

际意图或目的密切相关，要想准确把握言者的意图，听者需要通过语用推理对言者信息进行合理的加工。

在这一过程中，言者说出自己所选取的交际话语后，是期待着听者能够正确理解其中自己的话语，从而

完成交际闭环。言者在实际交际中说出“所幸”时，听者对言者的表达已经提前有了一个预设，可以推

知后续语段的内容，必定是与“所幸”的语义密切相关，从而可以更好的理解言者表达的内容。 
根据 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在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交际效果，听说双方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

听说双方都遵守着会话合作原则，并根据双方会话的意图，在一定语境下提供会话所需的话语或信息。

合作原则中包括了四条准则：质准则、量准则、关联准则以及方式准则[11]。“所幸”置于句首作为元语

标记，关联前后语句，凸显前后语句之间的关系，满足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和关联准则。 

4.3. 组块的心理驱动 

“组块”心理属于认知范畴。非结构语串的组块化实际上是高频率引发的一种心理和认知效应。多

数学者都认为词汇化现象与“组块”心理密切相关。如 Miller (1956)，陆丙甫(1986、2009)，董秀芳(2013)
都提到了组块现象。我们所说的“组块”其实就是指人脑理解某一语句时，会对语句相应的信息进行加

工。通常情况下，为减少记忆的负担，人们在理解语句时，常常是边听边处理，把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就

会尽量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组块”(Miller 1995，陆丙甫 1986) [12] [13]。在“组块”心理作用下，一句

话中“共现”的两个词有发生“词化”的可能。我们这里分析的“所幸”就是这样。由于高频使用，长

期相邻处于同一线性序列，并且是双音节的成分，人们在心理上就很容易将“所幸”认定为词的形式，

 

 

2详见方梅《汉语篇章语法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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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期待的倾向是肯定存在的。董秀芳(2013)指出：“心理上的组块过程使得原来分立的单位变得相

互依赖，相应地，原结构的较为清晰的理据性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最终消失，因而最终促成了词汇化的产

生。”[14]这种组块现象也体现了人们心理世界的体验映射到物理世界的具体形式上。 

4.4. 韵律制约 

冯胜利(2000)在《汉语韵律句法学》中指出汉语的“自然音步”音节有“小不低于二大不过三”的规

则，同时将两个音节定义为汉语的一个标准音步，同时也指出过“音步最小而必双分”的规则 3 [15] [16]。
另外，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在最为常用的 2000 个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的使用比例高达

50%以上。原来的句法结构或跨层结构中的两个分立的组成成分都是单音节的，二者必须要构成一个双

音节音步。当短语是双音节时，就满足了一个音步的要求，构成一个韵律词，具备了造词的形式基础。

由于音步是在语音上结合最为紧密的自由单位，处在同一音步中的短语组成成分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近了，

在高频的使用中，它们之间的句法关系可能逐渐变得模糊，最终变为一个在句法上无需再做分析的单纯

的单位，韵律词就发展为词汇系统中的词[17]。 
因此在“所 X”结构中，单音节“所”由于语义较虚，语法地位轻，容易受到后接成分“X”的吸引，

形成双音节或者三音节。单音节的“幸”无法表达一个完整词义，通过吸引处在线性位置上语义虚化的

“所”，语义融合共同组成一个新的词语。从而形成一个独立表达的句法单位，词义重心落在“幸”上，

同时也符合韵律上的和谐。“所幸”组成一个双音节的典型音步，成为一个韵律词(Prosodic Word)，易于

理解与记忆。见图 1。 
 

 
Figure 1. Prosodic Word 
图 1. 韵律词 

5. “所幸”的语篇功能及语用功能 

5.1. 篇章连接功能 

张谊生(2014)总结出在评注的同时兼有衔接功能的副词，都具有双重的表达功能：既是句段的评注语，

又是篇章的连接语；既是语义转换的调节器，又是篇章组织的黏合剂；既是读者和听者的向导，又是篇

章顺序发展的路标。在语篇中，侥幸类评注性副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们使得语篇衔接顺畅，在达

到连贯的同时兼收语义转折的效果[18] [19]。 
“所幸”在语篇中具有的转折关系与“所幸”所处的语义格局是密切相关的[20] [21]。这里，我们借

引“幸亏”类语气副词的语义格局进行解释[22]： 
A 客观存在某一件事或某种情况； 
B 由这件事的发生或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了不利的后果； 
C 出现了一种有利的或者不至于太坏的条件，获利者对此表示庆幸； 
D 规避了某一不利后果的出现； 

 

 

3详见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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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现了另一现象，这一现象是由有利条件引发的有利结果。 
根据上文对“幸亏”类句式的语义成分的分析，可以将它的结构归纳为：A + B + (幸亏)C + D + E。

但在实际使用时并不会全部出现，“幸亏”构成的句式有三种类型，包括完整式、前省式、后省式(邵敬

敏，2011) [23]。 
例如： 

(19) 家里电线走火，所幸妈妈处理得当，才免去了一场火灾。 

“家里电线走火”：客观存在某一件事或某种情况，并有可能导致出现不利的后果。 

“妈妈处理得当”：出现了一件有利的条件，获利者对此表示庆幸。 

“免去了一场火灾”：规避了某一不利后果的出现。 

张谊生(1996)认为表转折的篇章连接功能包括“对立式转折”和“补注式转折”[24]。“对立式转折”

表示后面小句的内容和前面小句的内容在语义上呈现相反或相对，下文内容是上文内容的逆向发展，有

时前面连接的两部分是互异的。“补注式转折”表示前面小句叙述的内容虽然大致上是事实，但与真实

情况不一致的情况同样也还是存在的，那么后文小句叙述的内容就是对前文内容的补注或修正，此时前

后两部分内容并不相互排斥。在这一节里，我们称“所幸”前项语段为甲，“所幸句”为乙，“所幸句”

后项语段为丙。我们分析“所幸”语料发现，“所幸”句与“所幸”前项语段存在这两种转折关系。即

甲和乙/丙是对立式转折，或者乙/丙对甲是补注式转折[25]。 
例如： 

(20) 父亲没能为苦难的中国尽到多少力量，我也对当前的危机束手无策，因为，人性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整个

世界已经濒临疯狂。所幸，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洗礼下，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看透了事物的因果。(朱邦复《智

慧之旅》) 

(21) 随着对香芋种植产业的了解，实践团队发现，香芋销售利润微薄与香芋易病是农户们目前所头痛的问题。

所幸近年来，政府对香芋种植提供田租补助以及种植技术上的扶持，香芋已经成为贺州优势农作物之一。(《人民网》) 

(22) 尽管如此，人秋之后他还是有一段时间未收到孙子的信，这使他忐忑不安。所幸不久盼儿来了信，原来得

茶的右手骨折了。(王旭烽《茶人三部曲》) 

上述示例中例(20) (21)是对立式转折，前项情况的发展同后向情况是对立的；而(22)是补注式转折，

“所幸”后项的内容是对前项的补充和修正，并不是对立存在的。 
例(20)中甲的情况是“人性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整个世界已经濒临疯狂”，因为乙(“所幸”引导出

的命题)的出现，发生了丙，而丙的情况——“我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看透了事物的因果”与甲相反，

是甲的逆向发展，因此是一种对立性的转折。例(22)中甲的情况是“人秋之后他还是有一段时间未收到孙

子的信，这使他忐忑不安”，而乙的情况——“不久盼儿来了信，原来得茶的右手骨折了”和甲并不是

对立转折，而是对甲的解释、补充和修正。 

5.2. 主观评注功能 

张谊生(2000)把“幸亏”类副词归于“侥幸类评注性副词”，其功能是充当高层谓语对相关命题或述

题进行主观评注，主观评注也是反映了说话者的情感态度。 
“所幸”作为同“幸亏、多亏、好在”等语气副词相似的副词，它自然在实际运用中也具有相同的

表达功用。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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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还儿童片以童真，还儿童片以欢乐，这已成了当今中国儿童电影创

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幸，已有不少的儿童电影工作者看到了这种弊端，有人正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突破这一误区。

(1997 年人民日报) 

(24) 这使薛嵩为之一愣。然后她就突出水面，挥起藏在身后的右手，那手里握了一把锋利的刀，白若霜雪，朝

薛嵩的头上挥来。所幸他还有几分明白，及时地躲了一下，只把半只耳朵砍掉了。假如不躲，后果也是不堪想象。(王

小波《青铜时代》) 

“所幸”表示由于某种有利条件的出现而避免或者减轻了某种不良影响或后果。在上述语义背景下，

“所幸”在强调有利条件的出现的同时，也对结果表达了侥幸义，上述两个例子都对结果表示了侥幸义。 
“所幸”的评注功用，其实就是它的主观化功能，即“所幸”作为评注性副词，能够表达说话者的

情感和态度。评注性副词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充当高层谓语，对后接的命题信息进行主观评注，这类副词

在一定程度上是表达说话者对相关命题内容持积极的态度，体现了说话者对某一情况未发生的一种侥幸

情感色彩。一般认为，语气副词其虚化程度越高，那么其主观性也就越强。主观性越强的副词与句中核

心成分之间的距离也越远。我们发现，“所幸”从短语形式演变发展至评注性副词，甚至是元语标记，

它一直出现在句首，并且是置于整句的句首，因此更能凸显言者的主观态度。沈家煊(2001)认为“主观性”

就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情感，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

“所幸”的演变过程是主观化在起作用，并在实际使用中体现言者的主观态度[26] [27]。 

6. 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所幸”在句中的句法分布和表现形式，包括了位于句首、单独使用以及配合使用

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标记化程度也有所差异；其次探究“所幸”如何从短语形式到评注性副词再到

元语标记的演化过程；再次分析了元语标记“所幸”的形成动因，包括主观化、语用推理、组块的认知

驱动以及韵律制约等几方面的共同作用；最后着重探讨了“所幸”的篇章功能及语用功能，包括篇章连

接功能和主观评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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