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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 “本来”和 “本来 ”句

唐　为　群

[摘　要] 副词“本来”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值得深究。语义方面 , “本来1a”表示行为或性状

的“原初”状况;“本来1b”与“本来2”主要是表达一种语用意义———反映叙事者或说话人对某种

行为或性状的强调 、评议等情态。句法功能方面 ,副词“本来”对谓语结构 、动态助词及其它副

词等都有严格的选择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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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汉语中的“本来” ,不少学者认为它有形容词 、副词两种用法 。如《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
[ 1]

(第 57页)在形容词类收有“本来”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2]
(第 59 页)列出它的形容词 、副词两种用法 ,将副

词用法从意义上再分为两类:(1)原先 ,先前;(2)表示按道理就该这样 。

我们赞同《现代汉语八百词》[ 2](第 59 页)的观点。为了称说方便 ,把副词“本来”的两种用法记为“本

来1” 、“本来2” 。

一 、副词“本来”的语法意义

“本来”的意义有“本来1” 、“本来2”两种。其中“本来1”又有“本来1a” 、“本来1 b”之分 。它们的基本语

义是“原先 、先前”等 ,是个强调行为或性状的“原初”状况的副词 ,句法上主要作状语 ,这是它们的共性。

但它们的语法意义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来1a”表示行为或性状的“原初”状况;“本来1b”与“本来2”主要是

表达一种语用意义———反映叙事者或说话人对某种行为或性状的强调 、评议等情态 。“本来1b”表示事

情或情况始终是如此 , 常与“就”连用 ,加强确认的语气 。“本来2”表示按道理就应该这样 ,含有虚拟

意味 。

(一)“本来1”的意义

1.“本来1a”的两种情况

1.1　“本来1a”用来强调某种动作行为或性状的“原先”状况 ,它所在的小句多是给后一小句的语义

或语气的转变提供前提或基础 ,它的后续小句有时用“但是 、可是”等转折词语或时间词“现在 、后来”等

跟它呼应 。例如:

(1)况且我再警告你:博文这人就是个站不直的软骨头 !他本来1a爱佩珊 ,他们整天在一块 ,后来荪

甫反对 ,博文就退避了。(茅盾《子夜》第 18 章)

(2)本来1a他想去问加林 ,但想了一下 ,还是没去 ,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路遥《人生》第十章)

例(1)、(2)“本来1a”用于前一分句 ,从时间上分别表示强调“他爱佩珊” 、“他想去问加林”的真实性 ,

后一分句有“后来” 、“但”呼应 。(1)构成并列句 ,(2)是转折意味较重的转折复句 。比较(2)和(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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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来1a他想去问加林 ,但想了一下 ,还是没去 ,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路遥《人生》第十章)

(2a)他想去问加林 ,但想了一下 ,还是没去 ,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

可以看到(2a)去掉“本来1a”之后 ,整个复句的转折意味变弱了 ,这当然是由于“本来1a”具有强调它

所在分句的作用 。

“本来1a”强调“原先”的某种情况在说话人说话时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

(2);另外一种是或然的 ,如(1),即“他爱佩珊”在遭“荪甫反对”后 ,可能依然“爱”也可能是“不爱了” 。

当“本来1a”所在句子是个相对独立的句子时 ,在语义上仍然表示某一情况前后的转变或变化 。如:

(3)……使本来1a荒凉单调的地面变得像苏绣广绣般美丽了。(秦牧《土地》)

例(3)句子兼语的修饰语含有“本来1a” ,语义上和“变得”的宾语“像苏绣广绣般美丽”存在着对立 ,

反映了“地面”状况的变化 。

1.2　“本来1a”多与“就”共现 ,用于前一分句 , “就”强调事实或情况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 ,后一分句

用程度副词“更(加)”或表重复义的副词“再”等表示情况向更高程度发展
[ 3]
(第 31-32页)。如:

(4)我一进门的时候本来1 a就有点疑惑 ,现在更加疑惑了。(阿累《一面》)

(5)但是工人们回答:“生活程度高了 ,本来1a就吃不饱 ,再减工钱 ,那是要我们的命了。”(茅盾《子夜》
第二章)

有时这个“就”也可以省去 ,但是失去了对某种行为或性状的强调 。比较(6a)与(6b)可以看到 ,后者

的两个小句对比是强于前者的:

(6 a)袁成的瘦脸本来1a就有点黑 ,现在显得更黑了。(巴金《家》第 36 章)

(6 b)袁成的瘦脸本来1a有点黑 ,现在显得更黑了。

2.“本来1b”表示事情或情况始终是如此 ,常与“就”连用 ,加强确认的语气

(7)他本来1b就是土地的儿子。他出生在这里 ,在故乡的山水间度过梦一样美妙的童年。(路遥《人
生》第七章)

(8)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 ,他的脾气本来1b就有点古怪。(张爱玲《倾城之恋》)

(二)“本来2”表示按道理就应该这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含有虚拟意味 ,例如:

(9)这本书本来2昨天就该还给你 ,拖到现在 ,真不好意思。

“本来1a”是表示先时意义的一个泛时段副词 ,没有明确的起点 ,但有明确的时间终点 ,一般是以叙

事主体的说话时为界;或以某种行为或性状的变化改变为界 ,如(1);或以某一具体时间为界 ,如(4)、(6)

等。表示情况始终如此的“本来1b”无终点 ,如(7)、(8)。“本来2”一般是没有明确的直接时间起点 ,但存

在一个时间终点 ,如(9),它的时间起点是“借书之时” ,时间终点是到“现在还书”即说话时为止 。

表时上 , “本来”和“原来”在时制上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在表达“情态”上比“原来”强些 。

二 、与副词“本来”共现的词类

副词“本来”在句中主要与形容词 、动词和其它副词共现 ,句法上作状语 。

(一)“本来”与形容词共现

副词“本来”一般都能直接或间接修饰性质 、状态形容词 。例如:

(10)泓菲的性情本来1a并不娇贵 ,但因有乔二胡在身边 ,简直打个喷嚏都有人关照加衣服 ,两个人

恩恩爱爱的只把方佩衬得无比冷清 。(张欣《岁月无敌》)

(11)肖济东是个惜车之人 ,更兼人本来1b就谨慎仔细 ,每天都把车细细查过才敢出门 ,所以对这交

警的检查毫不在乎。(方方《定数》)

(12)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2很平常 ,可一旦在她身上出现 ,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

的。(路遥《人生》第五章)

这三例“本来”都是修饰性质形容词 。如“娇贵” 、“谨慎” 、“仔细” 、“平常” ,若分别把它们前面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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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就” 、“很”去掉仍成立。“本来”还可以修饰状态形容词 ,如下例(13)、(14)里的“阴沉沉” 、“干干

净净” 。

(13)江南冬天的阴 ,本来2阴沉沉的 ,而那天的阴 ,以我们看来尤其阴得可惨———简直低压到心上

来。(俞平伯《冬晚的别》)

(14)这衣服本来1b就干干净净的 ,再洗要掉色了。

(二)“本来”与动词共现

1.动作义动词可进入“本来”副词句

(15)我本来1a已经忘记了她这个人 ,你嫂嫂对我是再好不过的 ,我也很喜欢你嫂嫂。(巴金《家》第

14 章)

(16)你的话我本来1b就听见了 ,只是不想跟你理论 。

(17)芳林嫂本来1a愣在那里 ,要赶过去 ,一听老洪的喊声 ,才提醒了她……(李知侠《铁道游击队》第
21 章)

(18)史元杰本来2以为该结束了 ,没想到肖振邦又拿起了电话 ,看来是内部电话 ,便拨通了 。(张平

《十面埋伏》第 38 章)

其中 ,“忘记” 、“听见” 、“愣” 、“结束”都是瞬间义动词 。也就是说 , 瞬间义动词一般都可进入“本

来1a” 、“本来1b”和“本来2”句。

而持续义的动词只能进入“本来1a” 、“本来1b”句 ,不能进入“本来2”句:

(19)他本来1a把课余的时间完全花在周报上面 ,然而他又害怕会引起祖父的干涉或者还会给大哥

添一些麻烦 ,便只好隐瞒着他跟周报的关系。

(20)他本来1b就不靠薪水 ,他这样解譬着 。(钱钟书《围城》第七章)

2.关系动词也可进入“本来”副词句

(21)他本来1a姓张 ,后来才改姓李的。

(22)回校把这话告诉孙小姐 ,孙小姐说:“我也会这样问 ,您本来1b就像个学生。”(钱钟书《围城》第
七章)

(23)我私下问组长怎么交代 ,组长就是我军仲笙兄 ,本来1a是老朋友啊 ,可是 ,这会板起面孔 ,翻脸

不认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 11 章)

3.表示有无的动词可进入“本来”副词句

(24)她觉着灵芝现在好比是得了宝葫芦 ,自己本来1a也可以得到 ,可是误了。(赵树理《三里湾》第九章)

(25)他希望的那种“桥” 本来1b就不存在;虹是出现了 ,而且色彩斑斓 ,但也很快消失了 。(路遥《人
生》第 22章)

(26)这个鬼联合本来2就不该有 。(张炜《秋天的愤怒》)

4.表示思维活动义的动词可进入“本来1a” 、“本来1b”句 ,一般不进入“本来2”句 ,如:

(27)巧珍本来1a想和周围的人辩解几句 ,大大方方开个玩笑解脱自己 ,无奈嘴里说不成话。(路遥《人

生》第六章)

(28)我本来1b的确因为怕闹 ,所以不打牌 。(钱钟书《围城》第七章)

5.必要类 、可能类和愿望类能愿动词可进入“本来”副词句
[ 4]
(第 52页)

5.1　“本来2”与必要类 、可能类共现 , “本来1a” 、“本来1b”不能 ,如:

(29)老人的事情 ,本来2应当是由我 ,由她唯一的男孩子来承当的……(张承志《黑骏马》第二章)

(30)我本来2可以说“一定” ,可是我一进来后就嗅着一点儿东西。(茅盾《子夜》第 12 章)

“本来2”跟“应当” 、“应该”等必要类能愿动词共现 ,表示说话人根据事实提出明确的看法 ,表明一种

态度 。也可以跟“会” 、“可以”等可能类能愿动词共现 ,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等原本该出现或具有 ,而事实

上并没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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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来1a”与愿望类能愿动词共现 ,“本来1b” 、“本来2”一般很少出现在它的前面 ,如:

(31)我努力了 ,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 ,象走

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 ,本来1 a想进这间屋子 ,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 。(王朔《空中小姐》)

“本来1a”可以跟“想” 、“肯”等愿望类能愿动词共现 ,表明说话人原来想做某事的意愿 ,但没有实现 。

(三)“本来”与动词体标记共现

1.副词“本来”可以与进行体“着”共现

(32)过了一会儿 ,觉新叹了一口气 ,又摸出手帕把眼泪揩了 ,然后慢慢地继续说:“我本来1a说着你

的事 ,谁知道把话扯了这么远 !”(巴金《家》第 35 章)

(33)这些东西本来1b就这样摆着 ,从来没有人动过 。

(34)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 ,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 ,本来2还可以守着 ,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衔去

的呢 。(鲁迅《祝福》)

例(32)是“NP 本来 V P·着 N P”结构 , “本来”着眼于强调事件中动作行为“说”的持续状况 ,这个句

子是个非完整句 ,一般离开前后的小句难以自足 。

例(33)、(34)是“NP 本来 VP 着”结构 , “本来”强调反映整个句子表示的行为持续情况。从事件的

类型看 ,它们虽是个非完整句 ,但它相对可以自足成为一个完全句。

2.“本来1a”可与体标记“了” 、“过”共现 ,如例(35)的基式 a 及其变式 b ,而“本来1b” 、“本来2”不能出

现在“了” 、“过”的前面 ,如:

(35)a.爷爷 ,我心里难过。你先别说这了 。我现在也知道 ,我本来1a已经得到了金子 ,但像土圪塔

一样扔了 。(路遥《人生》第 22 章)

(35)b.爷爷 ,我心里难过 。你先别说这了。我现在也知道 ,我本来1a已经得到过金子 ,但像土圪塔

一样扔了 。

(四)“本来”与其它副词共现

“本来”与其它副词共现 ,分布上 ,总是处于其他副词的前面 。

1.与否定副词共现

“本来1a”和“本来2”常常与“不” 、“没(有)” 、“无须(乎)” 、“并非”等表示否定意义的否定副词共现 ,

“本来1b”一般不能与之共现。例如:

(36)这已是惯了的 ,冯云卿本来1a不以为意 ,但此时正因公债投机失败到破产的他 ,却突然满肚子

的不舒服了。(茅盾《子夜》第八章)

(37)今天他本来2不想来的 ,我厂里也有事。(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 54 四章)

有时“本来”句所在的上下文或有互为反义的词语 ,或者整个句子在语义方面相反或对立。例如下

面这一句子里的“挺自然 、挺简单”和“复杂”的语义就是相反的。

(38)本来1a是挺自然的 、挺简单的事全变得那么复杂 。

2.与转折副词共现

(39)“芝麻开门” ,本来1a是句毫无意义的咒语 ,却也能打开一扇沉重的石门。(张贤亮《绿化树》第 32 章)

(40)(琴)便劝道:“……你到我这儿来耍 ,本来1a是怕你在年节里容易伤感 ,特地请你到我家来散散

心 ,谁知反而给你唤起更多的往事 ,只怪我不该引他们进来跟你见面 。”(巴金《家》第 15 章)

据我们考察 , “本来1a”和“本来2”可以同转折连词和转折副词在同一语段中共现 ,转折语气更为强

烈 ,其共现顺序一般是:本来(除“本来1b”)※转折连词※转折副词。例如:

(41)本来2这不是什么必须要秘密的事 ,但传扬得这么快 ,却也使吴荪甫稍稍惊讶了 。(茅盾《子夜》第
七章)

(42)阿 Q本来1a也是正人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 ,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

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 ———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 ———的正气。(鲁迅《阿 Q 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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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觉慧本来1a注意地在听觉新谈他离家的事 ,然而哥哥却把话题转到了嫂嫂的死 。(巴金《家》第

30 章)

也有少数例句共现顺序是:本来(除“本来1b”)※转折副词※转折连词:

(44)他听得范博文说什么“镇长” ,本来1a倒有点诧异;虽然他是一窍不通的浑虫 ,可是双桥镇上并

无“镇长”之流的官儿 ,他也还不明白。(茅盾《子夜》第六章)

“本来1a” 、“本来2”与转折连词或转折副词共现的意义在于:使“本来1a” 、“本来2”所在分句在语义上

带上了说话人的不容置辩的语气 ,增加了一种主观意味 。“本来1 a” 、“本来2”可以突显强化其所在分句

与后续分句的转折关系 ,使前后产生更大的反差或对比 。

3.与其它时间副词共现

3.1　“本来1a”可以与时间副词“在” 、“正”和“正在”共现 ,也可以与“已” 、“已经” 、“早” 、“老早”等时

间副词共现 ,还可以与“还” 、“老”等同现 ,如:

(45)觉慧本来1a注意地在(正/正在)听觉新谈他离家的事 ,然而哥哥却把话题转到嫂嫂的死 。(巴金
《家》第 30 章)

(46)边惠荣本来1a已经坐在田埂上穿上了一只鞋子 ,听得叫声 ,回头一看 ,大吃一惊 ……(浩然《新
媳妇》)

(47)我本来1a老早就想回家去 ,不过我放心不下 。(巴金《家》第 14 章)

(48)本来1a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气一刺激 ,便睁开眼来看一下 ,颤着声音慢

慢地说……(茅盾《子夜》第一章)

与“本来1a”对立的是 , “本来1 b”与“本来2”却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一般不能出现。

3.2　“本来2”可以与表示短时 、未然的时间副词“立刻” 、“马上”等共现 ,表示本该立刻采取某种行

动 ,但事实并未如此 ,而“本来1 a”与“本来1b”很少能如此。例如:

(49)夜黑天里 ,没有看见他;他本来2无须乎立刻这样办 ,可是他等不得 。(老舍《骆驼祥子》第三章)

(50)事情迫到眉尖 ,本来2应该马上决定 ,然而倒迟疑起来了 。(巴金《家》第 30章)

(五)“本来”与代词共现

“本来1b” 、“本来2”也可以与代词“如此” 、“这样”等组合 ,形成“本来1b(本来2)如此” 、“本来1b(本来2)

这样”等结构 ,用来确认 、补正或纠正某一事实 。例如:

(51)良更正直或更道德 ,也并非是说我比他人更警醒更具勇气 ,而是事实本来2如此 。(王朔《许爷》)

(52)本来1b如此 ,高龄还在作词的人就少 。(幼彤《刘微的“通行证”》)

(六)“本来”与语气词共现

“本来2”常与语气词“嘛(么)” 、“吗”等共现 。这些语气词在此主要起提顿和强调作用 。“本来2嘛

(么/吗)”常用于对话的后续句中。表示某种看法 、作法显然是正确的 。先看连续共现:

(53)母亲似乎有些惭愧 ,但并不肯认错:“本来2嘛 ,一分钱一分货 ,米是好米 ,哪能贱卖了 ? 出门的

时候你爹不还叮嘱叫卖个好价钱?”(《卖米》 , 载《读者》 2005 年第 2 期)

再看间隔共现(语气词在所在句句尾):

(54)本来2 ,闹洞房是多少年的老规矩嘛 。(浩然《新媳妇》)

以上两例“本来2”表示对事实真实性的态度。情态上 ,反映了说话人对确定的客观事物的肯定评价

的语气。

另外 ,“本来1a +VP/AP”可充当定语 ,而“本来1b” 、“本来2”不能。如例(54)的“本来1a就闷热”就是

“狭小房间”的定语:

(55)张帆点起一支烟抽着 ,本来1a就闷热的狭小房间顿时更憋得无法忍受 。(百合《哭泣的色彩》)

总之 ,通过考察“本来”与其它词类直接或间接共现的情况 ,可以大致地发现“本来1a” 、“本来1b”与

“本来2”的分布情况及其存在的不同 ,为了形象直观 ,我们把它们“不同”方面反映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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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来”句法分布和与之共现成分的主要区别

副词 形容词

动词 动态助词 代词 副词

思维义瞬间义持续义
可能 、

必要
愿望 了过

这样如此

那样等

否定

转折

正已

还老

即时

未然

语气词

本来1a + + + + - + + - + + - -

本来1b + + - + - - - + - - - -

本来2 + - + - + - - + + - + +

　　注:“正 、已 、还 、老”是三小类副词的代表字。

三 、“本来”的句类分布

1.副词“本来”分布的句类从语气类型看主要集中在陈述句里 ,出现在其他的句类是有选择的 。“本

来1a”和“本来1b”能出现在疑问句里 , “本来1b”和“本来2”可以分布在感叹句里。“本来”不能出现在祈使

句里 。如:

(56)苒青知道 ,安娜本来1 a在波士顿有个未婚夫 ,后来嫌太远 ,分开了 ,在康奈尔又找了一个 。(百合
《哭泣的色彩》)

(57)阿 Q的耳朵里 ,本来1b早听过革命党这一句话 ,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鲁迅《阿 Q 正传》)

(58)你本来2可能还有点出息 ,一结婚全毁了 。(王朔《浮出水面》)

(59)全场情形 ,显然是有利于第二提案了;本来1a赞成第一第三提案的人们总有许多会走这条“不

得已”的路罢?(茅盾《蚀》第六章)

(60)“ ……先生跟辛楣的交情本来1 b不很深罢 ?” (钱钟书《围城》第六章)

(61)“ ……中国人本来1b是顶会享福的!” (茅盾《子夜》第 16 章)

(62)“看来要想真正学会 ,还非下点苦功夫不可。”“本来2嘛!”

2.从陈述句内部看 ,有一种倾向 ,副词“本来”又以肯定句为主 ,否定句次之 。我们统计了约 200万

字的语料 ,收集到陈述句中的肯定句 296例 ,否定句 70例。

综上所述 , “本来”从语义方面来说 , “本来1 a”表示行为或性状的“原初”状况;“本来1b”与“本来2”主

要是表达一种语用意义———反映叙事者或说话人对某种行为或性状的强调 、评议等情态。从句法功能

方面来说 ,副词“本来”对谓语结构 、动态助词及其它副词等都有严格的选择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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