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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中，插入语(又称独立语)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究其原因，主要是插入语不作句子成分，也不与句子中各个成分发生结构上的关

系，往往被当作句子中可有可无的成分，忽略了它的表意作用和篇章连接功能。 

本文侧重从语言篇章教学的角度，在比较汉语母语者与留学生插入语使用的

基础上指出：插入语是语言表达中的重要成分。没有插入语介入，在交际中就会

出现话语断层，语言态度模糊，语言信息不明等现象，从而引起交际偏差，深入

地进行插入语研究并将之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以往插入语本体研究的不足，在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插入

语这一语言项目的教学存在一些缺陷。本文通过对留学生汉语插入语使用情况的

问卷调查并结合对现行《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和对外汉语教材的分析，指出留学

生插入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1)留学生对常用插入语了解不全面，在日常交

际中不能熟练运用插入语。(2)插入语被作为高级语法项目安排在汉语学习的高

级阶段，教学安排明显滞后。(3)插入语在现行教材中只零散出现，不具系统性。

本文针对插入语教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据语言习得的自然顺序理论和语言标

记度理论，提出了插入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插入语教学顺序假设。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插入语功能。详细探讨了插入语

的概念界定，插入语的类别，插入语的作用及研究意义。（二）留学生汉语插入

语使用状况调查及分析。采用问卷调查、口语录音等手段，对不同国籍的留学生

汉语插入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三）插入语学习的顺序假设。根据问卷

调查发现的问题，运用语言标记理论提出插入语难度等级和教学顺序。 

 

 

关键词：插入语；难度等级；学习规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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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 the past, parenthesis haven’t been paid 

reasonable attention. The cause of this appearance may be: Parenthesis is not the 

component of sentence, and it has no structural relation with components of sentence. 

It looks like a useless dot in our language. In fact, parenthesis has important function 

in paragraph’s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t also gives the way to express extra meaning  

such as people’s relationship, personal attitude. 

   As some shortages on parenthesis’s research in the past, there are limitation on 

parenthesis’s teaching which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usage of parenthesis of foreigner and analysis on The General Outline for TCFL 

and textbook of Chinese for foreigner, we point out: (1)Foreign students have not get 

the normal Chinese parenthesis when they finish high level study of Chinese.(2)It is 

not reasonable to arrange the parenthesis as a high level study program.(3)Parenthesis 

is not arranged as a system in Chinese textbook for foreigners. To solve these 

problem , this thesis offers some principles and put up a hypothesis. 

   This thesis including: A. Research on Chinese parenthesis. In this part, we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type of Chinese parenthesis,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on Chinese 

parenthesis. B.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on use of Chinese parenthesi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is part, we get the basic data of the problem in today’s TCFL. 

 C. The hypothesis of parenthesis’s teaching order.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we 

discovered in the survey, we put up a reasonable order of Chinese parenthesis 

teaching.    

 

Keywords: Parenthesis；Difficulty degree；Hypothesis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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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插入语概念界定及其类别 

第一章 插入语概念界定及其类别 

1.1 插入语界定及其概念 

1.1.1 以往研究对插入语的界定及不足 

在传统语言研究中，插入语一向处于边缘地位，语言学界对插入语的界定模

糊不清且因人而异。这种模糊，首先表现在插入语的不同名称上。 

在以往的学术论著中，大家在讨论插入语这一特殊成分时，有时叫“独立成

分”，这是因为它与句子中的其它成分不发生结构上的关系；有时叫“插说”，好

像这些话不是本来要说的，而是插入进去说的；有时称其为插心结构中的插语，

认为它与主句是一种偏正关系的结构，插语对中心主句起修饰作用；近年来，称

其为插入语的较多，但在给其定义时，还是会在后头加上“独立语”之类的别名。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不同的名称，是因为大家对插入语这一特殊成分的界定

没有统一。到底什么样的成分是插入语？插入语要放在哪个平面上加以研究？没

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好给插入语一个明确的定义。下面我们先看看以往学

者是怎么给插入语下定义的，是将其放在哪一个平面上加以研究的。 

在张志公先生的《汉语语法》
1
中，插入语被界定为“不与句子的其它成分

发生语法关系，独立于句子结构之外的独立成分”，因此也常被称为“独立语”

或“独立成分”。吕叔湘先生在其《语法学习》和《语法修辞讲话》
2
中把插入语

定义为“附加在句子结构上的一种附加成分”，所以他把这种成分作为“附加语”

的一部分。在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
3
中，这种“不与句子其它成分发生

语法关系的成分”被称为“插语法”。这些论述都是从句法层面上看待“这种特

殊成分”的，不管其如何称呼，它都被定位成“与其它句子成分独立的成分”。

这种看法是语法学界对插入语的主流定位。 

下面我们看看其它学者在一些著作中对插入语的具体论述： 

 

                                                        
1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 1：汉语语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2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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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插入语学习研究 

在有些句子中，有的词或短语不能跟任何一种句子成分发生结构关系，

这种词语就是独立语。它们位置灵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句子里的一种

特殊成分。它们在句子中可以表示呼唤、次序、注释、语气等附加意义，具

有重要的表达作用。
4

 

插入语一般插在句中，有时也用在句子的开头或结尾，是一种主要的特

殊成分。插入语的前后常有逗号出现。
5

 

插入语是句子的独立成分。从结构上看，它不与句子的其它成分发生句

法关系；从表达上看，它不对句子进行评议、估价、解注，也不表示某个

句子与其它句子之间的联系。插入语的主要作用是提起注意、列举例子。

插入语常常插在单句中间，把句中发生语法关系的两部分隔开。
6

 

所谓插说，顾名思义，就是插进去的话。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插进去的话不跟有原来的句子发生结构上的关系，即使把它们去掉，既不损

伤原有句子结构上的完整性，也不影响原有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但从意思

上说这种插进去的话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各自从某个方面帮助原有的句

子更好地、更全面地、更深刻地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
7

 

上述对插入语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句子的结构角度来谈插入语

的，都强调插入语与句子其它成分没有结构上的联系。其语法理论基础是结构主

义语法。我们认为，仅仅在句子这一层次上来分析插入语，存在明显的不足。正

如以上著述对插入语所下定义，插入语与句子其它成分不发生结构关系，而其本

身结构又不复杂，因而在结构层次上对插入语进行分析就显得软弱无力。可能正

是这一原因，长期以来，插入语一直受到语法学界的冷落。实际上，不是插入语

不值得研究，而是结构主义语法对插入语分析存在局限，插入语本来就不应该放

                                                        
4
周建设. 现代汉语.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5
叶宝奎，曾传兴，张修仁. 现代汉语.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6
倪宝元，张宗正. 实用汉语语法.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7
于根元，苏培实，徐枢，饶长溶. 实用语法修辞.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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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插入语概念界定及其类别 

在句子结构层次上进行研究分析。 

范晓先生(1998)对插入语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插入语是句子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插入语与句子中的别的成分有关联,它是附加或插加在核心语上的,

形成插心结构,但插心结构不是句法结构,而是语用结构。因此范晓先生在其主编

的《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中明确提出:汉语中存在着一些“附丽于句法结构上

的并不是句法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句法分析对它们无能为力。这些成分不同于

一般的句法成分,它的有无不影响句子的格局,但对句子的表情达意来说却往往是

至关重要的。由于这些成分纯粹是语用平面的成分,所以可统称为语用成分。”8他

还将语气词、呼应词语、提示语、评议语、追补语、衔接语、冗余语也囊括其中。

可以说，范晓先生是从语用层面来看待插入语的，他指出了插入语在语用层面上

与句子中其它成分的关联性，表明了插入语在语言表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范

先生对插入语的论述还是在句子层次上的，没有从更大的语言单位层面对插入语

做全面的阐述。对于插心结构，田申瑛(1985)在其著述中也曾提到： 

 

插语及其中心语是插心结构的直接组成成分。插语是附加在中心语上

的，它对中心语作出附加的说明，可插加某种意思。
9

           

从以上的论述看，“插心结构”的提出，肯定了插语与句子其它成分的联系。

但实际上，插入语不仅与句子内部各成分有联系，而且在整个的交际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有些插入语有语用功能，但我们不能把插入语作为一种语用成分。

这是因为，有些插入语并不具有语用功能。 

王峰先生(1999)从话语交际的角度对插入语进行论述，并指出插入语在话语

交际中的重要功能：“插入语是从说话人的立场出发,给予句子内容以情感或理性

评价的词语。其种类繁多,使用频繁,在口语、文艺语体、报刊政论及科学语体中

俯拾即是……然而,从语法学的角度看,这类句中的非句子成分并不像句子的主要

成分、次要成分那样使人清晰明了……其实,我们若换一个角度,即从言语交际的

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语言现象,其实都是传递信息的‘润

                                                        
8范晓主编.汉语的句子类型[M].太原：山西书海出版社，1998 
9
田申瑛. 语法述要[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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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插入语学习研究 

滑剂’和‘路标’,在语篇中执行着明显的语用功能,好像是作者(说话者)在发出

中心信息的同时,不断地在读者(听者)的耳边对中心信息做着各种解释、提醒……,

帮助、引导他们正确迅速地理解说话者的意思、态度等。”
10
我们认为，从话语交

际的角度对插入语进行定位，其角度是准确的，要全面准确的认识插入语，也只

有从话语交际的角度进行。但王峰先生对插入语的论述是服务于修辞的。这样，

他对插入语的定位就有所偏颇。首先，插入语不限于词语，它可以是词语、短语

甚至小句；其次，说插入语只是“给予句子内容以情感或理性的评价”也是有欠

缺的。因为插入语除了评价性的内容外，还可以表示说话人的态度，信息来源等

人际意义，以及语义连接等逻辑功能；再次，插入语不仅是“润滑剂”和“路标”，

也是话语中心信息的一部分，在有些话语中，有没有插入语的介入其意义是完全

不同的。我们比较下面的两组对话： 

 

  A 甲：你认为 DELL 的电脑怎么样？ 

    乙：听刘晶说，其它还好，就是有点重。 

 

    B 甲：你认为 DELL 的电脑怎么样？ 

      乙：其它还好，就是有点重。 

 

在 A、B 两组对话中，A 组乙的回答中有插入语“听刘晶说”，表示“DELL

电脑其它还好，就是有点重”是别人（刘晶）的意见，而说话人（乙）的意见并

没有表示出来，可能与刘晶的意见一样，也可能不一样。而 B 组乙的回答中没

有表明信息来源的插入语，所以在 B 组中，DELL 电脑“其它还好，就是有点重”

就是说话人（乙）的意见。由此可见，插入语并不只是润滑剂，它是语言信息的

组成部分。 

1.112 话题与插入语定义 

话题，是话语分析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分析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

代初从多种不同学科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学科。话语分析主要指自然发生的，

                                                        
10
王峰. 谈插入语在语篇中的语用修辞功能.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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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插入语概念界定及其类别 

有关联的口语或书面语的语言分析。话语分析研究句子和分句以上层次的语言构

造，是研究较大的语言单位，如书面语篇。 

话语分析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话题。在这里，话题的概念与系统

功能语法里的话题概念有所不同。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话题是指一个句子中起始

的部分，他往往和句子的主位重合，有时也与句子的主语重合，但与主语又有较

大的区别11；而在话语分析中的话题指的是几个句子共有的中心对象，每一个句

子都是对这一中心对象的说明。简言之，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话题是指一个句子的

话题，而话语分析的话题是多个句子所构成的语篇的话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话语

分析中“话题”的概念，我们先看如下一段文章： 

 

某报披露，有一儿童在长江里游泳不慎被江水冲走，其伙伴大声呼救。当时正好有一渔船停泊

在江边，落水儿童的伙伴们便跑去借船救人，但是渔公却说要交 50 块钱才能前去救人。几个小朋友

怎么凑也凑不出 50 块钱，无论怎么央求说先去救人然后再回去拿钱来付，渔公仍然一幅冷漠无情的

样子，不理不睬。最后一儿童急中生智，拨了水警 110，但是当警察赶来的时候，落水儿童已被冲

得无影无踪了。最后警察扣留了见死不救的渔公和其渔船，并通过了行政手段罚了渔公几千块钱。
12

 

以上这段话共 5 句，这 5 个句子都是围绕“渔公见死不救”这一个话题展开

的。句与句之间通过词汇的或是结构的手段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明

显，话语分析的“话题”不是由一个句子的主语决定的，各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对

话题的确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句与句之间是顺承关系还是转折关系，是加以补充

还是解释说明，是进行分述还是总结概括，是我们判定语篇之“话题”的重要依

据。一个篇章的“话题”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显性的话题以词汇的

形式出现在某个句子中，但不一定是主语；隐性的话题没有词汇的表现形式，而

                                                        
11
 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246-247)中指出：在系统功能语法中，主语、主位、话题有时

所指相同，只是出发点或者说角度不同；有时则差别很大。例如： 

 

        (1)春天到来了。            

        (2)所以说，起码呀，在这件事情上，她还真说了实话。 

 

    在(1)中，“春天”从句法上说是主语，从篇章功能上说是主位，从语用学角度说是主题。而在(2)中，

从句法上说，“她”是主语，“所以说”是连接成分，“起码呀”，“在这件事情上”是状语；从篇章功能上说，

“所以说”是篇章主位，“起码呀”是人际主位，“在这件事情上”是话题主位；从语用角度说，“这件事情”

是话题。 
12
 引自《从见死不救说开去》，《中国青年》2001 年 4 月(下)，总第 108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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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插入语学习研究 

是需要我们依据所掌握的篇章知识和外部世界知识对几个句子进行概括方可得

到。综上所述，我们给话题的定义是： 

 

一个篇章或一个话轮所具有的中心对象，是篇章或话轮的灵魂，是谈话

人共同拥有的或篇章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意义核心，篇章或话轮中的句子

围绕这个中心对象而展开。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只有各个句子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结构，我们才能确定这

些句子构成了一个篇章或是一个话轮
13
，才能说这些句子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一般认为，当我们要谈论某一话题，首先就要进行话题引入，继而进行展开，最

后进行总结，这是理想的话题框架。在实际篇章中，这种理想的话题框架很少出

现，但是它们都是这种理想框架的变体。 

到这里，我们已经弄清了话题这一概念，那么，我们所研究的插入语与话题

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先对下面的篇章进行分析，用实例来进行说明。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毕业生的就业成本已超过千元，买

手机，做简历，考证书，赶招聘会，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大学生们不惜

投入大笔资金，80％的学生毕业求职的开销在 1000 元到 2000 元之间。与在

就业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场面相反，许多大学生却放弃了另一种竞争：撰写毕

业论文。目前毕业生完成论文的方式越来越多，网上可以购买，师兄可以求

助，还可以出资让"枪手"代劳。不久前某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 38 所高校送

来的 464 份毕业论文质量进行检查，结果在原被评定为及格以上成绩的论文

中，竟发现 10％为不及格论文，40％的优秀、良好等级的论文被降了档次，

大学毕业论文整体水平下降已成为事实。
14

 

在以上的篇章中存在两个话题，即文章题目中的“求职投资”与“水货论文”，

这两个话题以“与在就业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场面相反”这一插入语连接而构成并

                                                        
13
 Edmondson, W . (1981)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会话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成为说话者的机

会；二是指一个人作为讲话者时所说的话。本文是指后者。 
14
 引自《大学毕业：求职投资与水货论文》，《中国青年》2001 年 7 月(下)，总第 10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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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插入语概念界定及其类别 

列关系。而在具体的一个话题中，如在“求职投资”这一话题上，以上篇章就以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插入语来引入的。继而进行展开，列举毕

业生求职投资的事项，最后进行总结――“开销在 1000 元到 2000 元之间”。 

由此可见，插入语与话题存在两种关系：①插入语是话题之间连接的纽带。

②插入语是话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话题是言语交际的中心，但在言语

交际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其它因素，如交际双方的心理、态度，交际者的话语语

气等。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这些因素往往通过插入语表现出来。在我们对插入语与

话题关系及插入语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其它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言语交际

的角度，我们给插入语以下定义： 

 

插入语是语言交际的有机构成成分，也是话题连接的纽带，在交际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语义逻辑和表明语言态度及交际心理等作用。 

1.2  插入语的分类 

由于以往的研究对插入语的界定不一致，所以在给插入语分类上也是五花八

门，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 

邓福南(1983)将插入语分成十一类，即：表示肯定的，表示传闻的，引起对

方注意的，表示对情况推测的，表示意见是属于谁的，表示话语性质的，表示说

话态度的，表示提示性举例的，表示依照事实或情理说话的，表示说话的着眼点

的，加强说话的感情的。15

叶南薰,张中行(1985)将插入语分为 14 类。这 14 类分别是：（1） 引起对方

注意的插入语，如：你看，你听，你猜猜；（2）表示对情况进行推测的插入语，

如：看样子，恐怕，想必；（3） 表示对事实加以肯定的插入语，如：不用说，

真的；（4）对程度进行估计的插入语，如：至少，充其量，大不了；（5） 表明

说话人自己态度的插入语，如：依我看，依我说；（6）表明说话性质的插入语，

如：一般说来，严格地说，不瞒你说，说句良心话；（7）表达各种情感态度的插

入语，如：幸亏，好在，可惜；（8）表达信息来源的插入语，如：听说，传说，

                                                        
15
邓福南等.汉语语法新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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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插入语学习研究 

据调查；（9）表示事物次序的插入语，如： 第一，一则， 首先；（10）表示包

括、排除或突出的插入语，如：包括，除了，特别是；（11）表示更改或解释的

插入语，如：即 ，或者，不 ；（12）表示补充的插入语，如：此外，同时，话

又说回来；（13）表示举例的插入语，如：例如，比如说；（14）表示总结的插入

语，如：总之，一句话，总而言之。16

这两种分类非常细致，但其分类标准不明确。有的是语法层面上的分类，有

的是语用层面的分类，这就容易导致类别的重叠。 

叶宝奎等(2000)在其编著的《现代汉语》中将插入语分成五类：（1）强调性

插入语，如：你看，你瞧；（2）推测性插入语，如：看来，想来；（3）评论性插

入语，如：不错，无疑，不用说；（4）寻源性插入语，如：听说，传说；（5）解

释性插入语，如：比如，例如。17  

于根元等(2003)将插入语分为关系较紧的插入语和关系较松的插入语，又对

关系较紧的插入语作了细分，分为 8 个小类：（1）引起对方注意：瞧，你瞧，你

听，你想，你说，你知道，你猜怎么着；（2）表示对情况的推测和估计：眼看，

想来，料想，说不定，只怕，可能，大概是，至多，充其量，至少，兴许，看样

子；（3）表示说话态度：说真的，不瞒你说，说老实话，老实说，不用说，不可

否认，毫无疑问，不管怎么样，没问题；（4）表示对某事物的强调：尤其，特别

是；（5）表示说话有角度或按客观事理说话：总地来说，从根本上说，一般来说，

严格来说，从……来说，按……来说，按理说，大家看见，实际上，事实上，大

家知道；（6）表示传闻或所讲内容是引述性的：据说，传说，所……所说，据调

查，常言道；（7）表示包括或排除某些事物：包括……，除了……，除此之外，

同样，同时，再说，相反，恰恰，相反；（8）表示总结：总而言之，简言之，概

言之，一句话，总之。18

可以说，叶宝奎和于根元等是按插入语语义和功能来给插入语分类的，在分

析插入语功能时，依然局限于句子层面，没有从更大的语篇角度来考虑。那么插

入语究竟该如何分类呢？ 

要给插入语分类，首先要确定其分类标准。没有明确统一的分类标准，其分

                                                        
16
叶南薰,张中行.复指与插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7
叶宝奎,曾传兴,张修仁.现代汉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8
于根元,苏培实,徐枢,饶长溶.实用语法修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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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结果必将五花八门。事物的分类，其功能是主要分类标准，插入语的分类也不

例外。那么插入语的功能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说的，虽然插入语是独立于句子之

外的成分，对句子结构没有影响，但它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

知道，话轮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每一个话题由一个或几个话轮组成。插入语

是话题的有机组成成分，但插入语本身不能单独作为话题成分，它是通过对话轮

的影响而在言语交际中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话轮是怎样组成一个话题

的。 

 

      （1）“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还是不收口。话说

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头，表示我不知道。 

   （2）“说白了，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

自己屁股都搔不成。” 

   “真那样？” 

   （3）“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

了。……你说是为什么？” 

   “这――” 

   （4）“没有必要嘛！当然喽，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

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

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这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需想

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盘活塞的尺寸。对吧？” 

   “啊。” 

   （5）“就是这样。”
19

 

以上这段对话围绕“厌恶有钱人”这一话题而展开，由五个话轮组成。话轮

（1），说话人挑起话题――“厌恶有钱人”，受话人用肢体语言给予回应，表示

不理解。由于受话人表示不知道说话人厌恶有钱人的原因，于是说话人开始了第

二个话轮，对“厌恶有钱人”进行解释。但是，受话人却对他的解释表示怀疑。

                                                        
19
 引自《村上春树短篇集·好风长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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