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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和疑

疑问句是用来发问的句子 ,也称问句。书面上 ,句末用问号α疑问代词是表示疑问的一种词。

常用的疑问代词如
“
谁、什么、怎么、怎样、哪、哪儿、几、多、多少

”
等。含疑问的短语是指短语中有

疑问代词或动词、形容词正反重叠等疑问形式。例如:     ,      `
①请你仔细阅读 ,看看你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初 中《语文》第五册)⊙

②我不知道小张是不是上海人。

③讲个故事好不好?

加点的部分都是台疑问的短语:疑 问 {ˇt词和含疑问的短语郡是造句单位 ,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 :

如在①②中含疑问的短语{F冥语◆e中作谓语。它们是构成疑问句的语法手段 ,构成疑问句则是

其主要语法功能c疑问伏词、含疑问的短语表疑问的主要语法功能往往给某些人一种错觉 :凡有

疑问代词或含疑问的短语的句子都是疑问句 ,句末毫无例外地一律用问号。其实 ,有疑问代词或

含疑问的短语的句子绝非一定是疑问句。它可以是疑问句 ,也可以是陈述句或祈使句 (复句中具

有陈述句或祈使句形式的分句本文也放入此类分析)等不发问的非疑问句 ,如上举①、②例就是

两个陈述句 ,而不是疑问句 ,句 末不陡用疑问句标志的问号断句。疑问代词或含疑问的短语带给

我们的困惑 ,常常使一些人在含这类疑问形式的句子面前举棋不定 ,把握不住是不是疑问句 ,书

面上该用哪种点号断句。对疑问句的这种模糊认识 ,不仅在一般人运用语言时有所反映 ,就是具

有典范性的一些作家作品、中学语文课本等也出现此类错误。这类错误至少在书面上造成两个后

果 :D句意晦涩难懂 ,影响语意的表达 ;2)滥 用问号 ,影 响准确、精当地使用标点符号 ,不利于语言

文字的规范。为此 ,本文谈谈如何把握疑问句 ,同 时兼谈句末点号的正确使用。

先观察下面各组用例。

第一组

①作文提纲的作用?如何列作文提纲?(初中《语文》第二册)

②阅读情节简单的小说 ,能理解作品内容 ,了 解小说写了什么?表达了什么主题?体会小说

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 ;用 普通话有表情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 中《语文》第二册)

第二组

①这是一篇说,明 文 ,与前面学过的记叙文体裁不同。请仔细阅读 ,看有什么不同?(初 中《语

文》第一册)

②请谈谈你怎样理解
“
让全人类都有笑意、笑容和笑声 ,把悲惨世界变成欢乐的海洋

”?(初中

《语文》第一册)

问代词、含疑问的短语

惠丶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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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他不知道 ,那时又该怎么办?(《哥德巴赫猜想>

④他同来人商量是否可以推迟几天?·来人满脸不高兴 ,说通知已经发下去了。(《 人民日报》)

⑤我们试读读《论语》,看他的思想中是否有合理的成分可以吸取的?(初中《语文》第二册)

⑥请你看看 ,t小溪流的歌
”
是什么歌?它所反映的内容 ,与

“
学无止境

”
这个成语的意思有没

有联系?(初 中《语文》第一册)

第三组

①这篇抒情散文的作者通过大海的风采和涨潮、潮落的情景的描写 ,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

情。(初 中《语文》第四册)

②你会写读书笔记吗?本文为你介绍了几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是否也可以试试。(初 中《语文》

第五册)

这三组实例在疑问句的运用上都出了毛病。第一组、第二组错在误把陈述句、祈使句当疑问

句了 ,第三组本该为疑问句 ,却又误作为陈述句。究其原因 ,突 出反映在三方面 :置 )分不清什么样

的语言单位是一个句子;2)分不清有疑问代词或含疑问的短语的句子是疑问句还是非疑问句 ;3)

不能
。正确使用句号、问号两种句末点号。

一、什么是一个句子

疑问句是句子 ,要把握疑问句 ,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样的语言单位才算一个句子。对句子的定

义 ,到 目前为止 ,虽然语言学家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但作为语言基本交际单位所应具备的一般

条件其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归纳起来 ,有如下几个方面:D句子必须是由词或短语按照一定的

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 ;2)在 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必须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 ;3)句子必须有一

定的语调 ,表示特定的语气 ;4)句 子末尾有隔离性停顿 ,书 面上用句号、问号、叹号三种标点符号

标示。词、短语与句子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本质的区别。词或短语不是语言的基本交际单位 ,它

们是构句的材料 ,既可充当句子成分 ,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独自成句。这就使词、短语与句子之间

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不是同一级语言单位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

在语调的有无。语调是句子独有的 ,词或短语尽管也表达一定的意思 ,但没有语调 ,不能表达相对

独立完整的意思。因此 ,语调的有无是判断一个语言单位是否成句的重要语法手段。正如张静先

生所言 :“一个语言片段 ,有一个词也罢 ,有几个乃至几十个诃也罢;如果是有一个说明语调 ,就是

一个句子 ;没有 ,就不是句子。⒆我们拿
“
下雨了

”
这个语言片段为例加以说明。单看

“
下雨了

”
这

个语言片断 ,表意很不明确 ,无法确定其相对完整的意思,它 只能是一个述宾型短语。如果我们将

它放入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并加上确定的语调 ,表意就相对完整了 ,这个语言片段也就成句了。比

如 ,甲 告诉乙 :“下雨了。
”
乙没听清楚反问甲:“下雨了?”当被确认为事实后 ,乙因久旱喜降甘露欣

喜地大喊
“
下雨了 !”这三个

“
下雨了

”
因分别带上了陈述的语调 ,疑问的语调 ,感叹的语调 ,表意完

整 ,它们各自成句。

依照成句的原则看第一组实例。①例是语文课本第二册《单元知识小结 ·重点掌握的知识》

里讲解有关作文写作知识的小标题。这个小标题下一共讲了两点 ,即 作文提纲的作用和怎样列作

文提纲。小标题用两个疑问句表达。第一个疑问句
“
作文提纲的作用 ?”是有毛病的句子 ,表达什

么意思很费解。那么 ,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能把握什么样的语言单位才能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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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提纲的作用

”
表达不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 ,成不了句子 ,它只是一个表意不完整的定中型

偏正词组。本来 ,很多词或短语带上一个特定的语调便可成句 ,但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这条件

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环境 ,书 面上相互照应的上下文。比如学生问 :“老师 ,作文提纲有什么作

用?”老师反问 :“作文提纲的作用?” (即“
你是问作文提纲的作用吗?” )在这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

毫无疑问 ,“作文提纲的作用 ?”这个句子是成立的。可是 ,语文课本上并无这样的上下文照应 ,作

者生硬地在其末尾加上一个问号 ,从形式上看构成了一个表询问的疑问句 ,而实质上却未表达出

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 ,更看不出是在就什么问题发问。换句话说 ,它连句子的资格都未具各 ,怎么

能成为一个疑问句呢?为照应下文的讲解内容 ,可作如下改动 :“作文提纲有什么作用?”②例是语

文课本第五册第二单元《学习要求》阅读能力方面的具体要求。它要求学生按此仔细阅读情节简

单的小说。课本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要求。D理解作品内容 ,了 解小说写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主

题 ;2)体会小说形象生动的语言 ;3)用 普通话有感情地朗读作品。三点要求分别从理解作品内容 ,

体会作品语言 ,作品朗读三个方面提出。其中的
“
了解小说写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主题

”
是理解内

容方面更具体的要求。从语法结构上看 ,整个阅读能力方面的具体要求 ,可作一个复句处理 ,“ 了

解小说写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主题
”
是其中的一个分句 ,“小说写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主题

”
只充当

了这个分句的一个成分 ,它是
“
了解

”
的宾语 ,不可能各自成句。从内容上看 ,“ 了解小说写了什么 ,

表达了什么主题
”
与上下文有密切的联系 ,意 思上并不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 可能构成两个

句子。在这里 ,作者没有发问 ,也不需要学生思考作答(事实上也无法作答 ,因 为它并不针对某篇

具体的小说),所以就不可能是两个疑问句。无论从语法结构或意义内容方面分析 ,②例中前两个

问句都不成立。②例同样犯有不能准确断句的毛病。根据上下文 ,改动如下 :“ 阅读情节简单的小

说 ,能理解作品内容 ,了 解小说写了什么,表达了什么主题 ;体会小说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 ;用 普

通话有表情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

由此看出,正确断句是把握疑问句起码的要求。要真正认识疑问句 ,恰当运用疑问句 ,进一步
¨
还要求掌握好句子的语调 ,不要被句中的疑问代词或含疑问的短语所迷惑。

二、疑问句和疑问句的界限

句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按照用途和语气划分 ,句子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

句、感叹句四类。疑问句是句子按用途和语气分出来的小类 ,因此 ,把握疑问句 ,其关键在于句子

的用途和语气。所谓句子的用途亦称句子的语法意义 ,即各种句子所表示的抽象意义——说话人

的目的 ,也就是说话人对事情、行为、动作的态度。说话的目的通常有四种:D告诉别人一件事情

(陈述句);2)向 别人提出问题 (疑问句);3)向 劓人提出要求或希望 (祈使句);4)表示自己的某种

强烈感情 (感叹句 )。 说话人的上述目的要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出来 ,这就是语气 ,语气也算

语法形式。按照句子的用途 ,句子的语气可以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表达这四种语气

的主要语法手段是语调 ,其次是语气词。语调也称句调。口语表达中 ,我们每说一句话 ,都有抑、

扬、顿、挫 ,这抑、扬、顿、挫就是语调。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语调比较复杂 ,它不仅和语音的高

低、长短有关 ,还和语音的轻重、快慢、停顿以及这些因素在程度上的变化有关。语调变化虽然很

复杂 ,但贯穿全句的基本语调是明确的。一般地说 ,陈述、说明等语句是平的或稍降的 ,疑问、惊异

等语句常是升的 ,迟疑、夸张等语句常是曲折的 ,肯定、感叹等语句常是降的 ,命令、请求、禁止、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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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等语句常是降的。常见的表达四种语气的语气词有 :ˉ l)“的、了、呢、罢了、嘛、啊
”(陈述语气 );

2)“吗、呢、啊、吧
”(疑 问语气);3)“吧、啊

”(祈使语气);4)“啊
”(感叹语气。用文字记录口语时 ,句

子的语调和隔离性停顿用标点符号记录。祈使句句末标句号或叹号 )。 疑问句句末标问号 ,祈使

句句末标句号或叹号 ,感叹句句末标叹号。书面上 ,句号、问号、叹号既是句子的标志 ,也是区别上

述四种类型的依据。语调是任何句子必具的 ,语气词则可有可无。显然 ,准确掌握句子的语调是

判断句子语气类型的关键。

(一 )、 疑问句的结构类型

句子是否具有升语调与句子基本结构是否带疑问形式无必然联系。这给判断句子的语气类

型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必要对疑问句的结构作一个简单的概述。按结构

对疑问句作进一步的分类 ,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1)句 子的基本结构 ;2)如果有语气词 ,是

什么语气词 ;3)发 问的方式叫)回 答问题的方式。根据这四点 ,从结构上可将疑问句分成是非问、

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四种。

1.是非问句 由陈述句的基本结构形式带上疑问语调 ,或疑问语调兼用疑问语气词
“
吗、吧、

啊
”
等构成。一般说来 ,这类问句提问人已经有了某种倾向性的意见 ,只 要求对方表示同意或不同

意。因此 ,回 答问题可以用点头或者摇头 ,或用
“
是、嗯、对

”
或者

“
不是、不、没有、不对

”
等答复。

2.、 特指问句 一般特指问句句中含疑问代词 ,说话人就疑问代词代替的未知部分发问,答

话人要就这未知的部分作具体的回答。如果用语气词 ,则常用
“
呢、啊

”
,不用

“
吗

”
。

3.选择问句 其基本结构 并列若干项 ,并列的若干项常常用
“·⋯··(是》⋯⋯还是⋯⋯”

或
“··⋯·(是 )·

⋯⋯还是⋯⋯还是⋯⋯?连接起来。说话人就并列的若干项发问 ,答话人选择其中一项

作答。使用语气词的情况同特指问句。

4.正反问句 也称反复问句。把事情的正面 (肯定)形式和反面 (否定)形式并列起来提问,答

话人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表态作答。使用语气词 的情况同特指问句。

例如 :

①你见过银杏树吗?(是 非问句)作者为什么要把祖国比作一棵银杏呢?(特指问句)(初 中《语

文》第四册)

②课文主要是写成谕 ,还是写他父母?(选择问句)(初 中《语文》第二册)

③这篇文章说明了与
“
死海

”
有关的哪几个方面的内容?(特指问句)这几个内容的先后顺序

能不能交换?(正反问句)(初 中《语文》第三册)

排开疑问语调和语气词 ,除是非问的其他三种问句的基本结构都含疑问形式 .那能不能说凡

基本结构含疑问形式的句子都一定是问句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二 )、 有疑问代词或疑问的短语的非疑问句

1.含不具提问功能的疑问代词的非疑问句

在句中用来提问是疑问代词的主要语法功能 ,但在一定的语中环境中,疑问代词则失去这个

主要语法功能 ,代替任何人或任何事物 ,或者代替不确定的人或事物。一般语法著作将前者称为

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 ,后者称为疑问代词的虚指用法:凡含任指、虚指用法的疑问代词的句子不

是特指问形式的疑问句 ,句末不用问号,-般用句号(如果是复句中的分句则用逗号或分号 )。 例

如 :

①广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过饭就来招呼老杨同志,可是哪里也找不着。(“哪里”
指任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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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赵 树理《老杨同志》)

②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只 茫茫地觉得心里有点热气 ,耳边有一片雨声 。 (“什么
”
代替任何东

西 。)(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

③从这服装上看,村长广聚以为他是哪村派来送信的,⋯ ⋯(哪村
“
指不确定的村)(赵树理《老

杨同志》)

④妈 ,我把钱交给了徐六 ,他没说什么。(“什么
”
代替说不出的事物)(老舍《龙须沟》)

①②句中加点的疑问代词是任指用法 ,③④句中加点的疑问代词是虚指用法。4个句子都不构成

疑问句 ,在上述各句中,它 们都是陈述句形式的分句。

2。 有含疑问的短语的非疑问句

含疑问的短语 ,作为造句材料 ,功 能之一是表示说话人的提问,配 合全句的疑问语气 ,构成问

句。但在有些句子中 ,它并无提问的功能 ,不是问句的标志。判断、运用疑问句的庥烦主要出在含

这类结构的句子上。前举第二组的 6个句子 ,都 因为句中有含疑问的短语而被误判为疑问句了 ,

而第三组的两个句子 ,也有含疑问的短语 ,本应为疑问句 ,而又被误判为非疑问句了。为了分清有

含疑问的短语的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问句 ,在什么情况下不是问句 ,以 及句末各种点号的使用 ,

本文提出几点供划界时参考。

a、 观察全句结构

从句子的语法结构看 ,在含疑问的短语的非疑问句中,含疑问的短语通常多处于宾语的位

置。带这类宾语的中心动词一般是既能带名词性宾语 ,又能带谓词性宾语的两可动词 ,它 们一般

是
“
看、说、谈淡、知道、了解、明白、商量

”
等等表示看见、说明、感受或知觉等意义的动词。下面我

们看看第二组的几个例子。①——⑥句中的疑问短语
“
有什么不同

”
、
“
你怎样理解

‘
让全人类⋯⋯

的海洋
”、

“
那时又该怎么办

”
、
“
是否可以推迟几天

”
、
“
他的思想中是否有合理的成分可以吸取

的
”
、
“

小溪流的歌
’
是什么歌 ,它所反映的内容 ,与⋯⋯有没有联系

”
分别作了宾语。这六句话都

不是问句。含疑问的短语在句中处于宾语的位置时特别值得我们留意。不过 ,含疑问的短语在句

中是否处于宾语的位置 ,应该仔细分辨。例如
“
事情明摆着 ,你想 ,我们怎么会不管?”

“
你看你们能

.不能把措施定具体些 ?”这两句话与第二组的 6个句子形式相同 ,但其语法结构有实质上的区别。

两句话中的
“
你想

”
、
“
你看

”
是提起对方注意的独立于句子基本结构之外的独立语 ,其后的含疑问

的短语独自成一个分句或一个独立的句子 ,它们不列入我们划界的范围。

b、 是否需要对方就含疑问的短语显示的疑点作出回答

一般表询问的疑问句 9用含疑问的短语提问 ,需要对方就短语中疑问代词代替的未知部分作

答 ,事情的正反两方面或并列的多项选择作答。疑问句中的反问句不要求对方回答 ,那是因为答

案已很明显 ,并 已包含在问句中,它是-种显而易见的
“
明知故问

”
。陈述句、祈使句等非疑问句所

包含的有疑问的短语既不实问 ,也不明知故问,因而不需要对方作出回答 ,本身也无
“
明知故问

”

的答案。第二组的 6个句子都不需要对方回答 ,它们有的是告诉别人事情或陈述事情的陈述句或

陈述句形式的分句 ,如③、④、⑤ ,有的则是提出要求或希望的祈使句 ,如①、②、⑥。

c、 全句有无疑问语气

语调是体现语气的主要手段。从语调上看 ,疑 问句具有升的语调 ,陈述句是平或稍降的 ,祈使

句、感叹句一般是降语调。第二组各例都不具有升的语调 ,而第三组各例都具有升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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