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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词典释义看，“难免”“不免”“未免”均为语气副词，对“难免”“不免”“未免”的语用预设分

析来看，三者之间存在主观性强弱之分。“难免”“不免”“未免”均可以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主观

性的强弱和语力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即主观性越强，语力越强。句类和句末语气词的共现情况也可说明

其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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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ictionary definition, “Nanmian” “Bumian” and “Weimian” are all mood adverbs, 
and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subjectivity between the three words “Nanmian” “Bumian” and “Wei-
mia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ir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Nanmian” “Bumian” and “Weimian” 
can all indicate a euphemistic tone,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power of speech, that is, the stronger the subjectivity, the stronger the power. 
The co-occurrence of sentence class and sentence end modal words can also indicate thei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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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语气副词的研究从 19 世纪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称之为“状字”或“助字”。《中国现代语法》

第一次提出“语气副词”的概念，并将一些表达明确语气意义的副词进行分类，之后各路语言学家也关

注到语气副词领域，但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说明。到了 80 年代之后，语气副词受到极大关注，

一度成为热点，很多语言学家用新的理论来研究语气副词，不仅研究语气副词的作用还研究其语义指向

问题，甚至引入到语用学领域，从语境、预设、焦点等方面进行研究。 
学界对“难免”“不免”“未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和语法化两个方面，如李兰香(2000)、金朝

霞(2003)、于娜(2007)、谷晓恒(2005)、高育花(2008)等，周红(2011)借助“刺激—反应”，探讨了“难免”

“不免”“未免”三者的主观性，陈轩(2006)从句法分布和语义背景角度去分析“难免”“不免”“未免”

的主观性表现。本文从语用预设角度对“难免”“不免”“未免”三个词的主观性进行考察，在此基础

上去探寻其语力的不同，即主观性越强，语力也呈现正比，最后从句类和句末语气词的共现情况来看三

者的不同之处。 

2. 研究思路及语料来源 

从词典释义出发，考察“难免”“不免”“未免”三者在词典中的词义，了解“难免”有形容词、

副词和关联词之用法，“不免”“未免”有副词、关联词的用法，各家有不同说法，对其不同词性也进

行详细说明，本文只研究其作为语气副词的主观性强弱和语力强弱之比较，探求其三者之间是否存在连

续统。一个人在说出一句话时在话语中留下的自我印记便是主观性[1]，这就涉及到语用领域，从语用预

设角度去寻求说话人留下的印记来探求其主观性强弱。“难免”“不免”“未免”都是可以表达委婉语

气的语气副词，其委婉语力与主观性成正比。最后从句类和句末语气词共现的角度来补充说明“难免”

“不免”“未免”三者的不同。 
本文的语料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 CCL 语料库，收集“难免”语料共有语料 5853

条，采取等距抽样方法，每 10 条抽一条，抽出语料共 585 条，剔除无效语料，共 153 条，有效语料为

432 条。“不免”语料共有语料 5289 条，采取等距抽样方法，每 10 条抽一条，抽出语料共 528 条，剔

除无效语料，共 21 条，有效语料为 507 条。“未免”语料共有语料 2579 条，采取等距抽样方法，每 5
条抽一条，抽出语料共 515 条，剔除无效语料，共 1 条，有效语料为 514 条。 

3. 词典释义 

由表 1，可知，各家释义基本相同，大多认为是副词，只有李宗江和王慧兰认为是关联词。出现争

议的地方是“难免”，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认为“难免”是形容词。的确，在查阅语料库的时

候，发现存在少量的“难免”的形容词用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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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s of “Nanmian” “Bumian” and “Weimian” 
表 1. “难免”“不免”“未免”词典释义比较 

 难免 不免 未免 

现代汉语八百

词(吕叔湘) 形容词。不容易避免。 副词。免不了。表示由于某种原

因而导致并非理想的结果。 
副词。表示不以为然，意在否

定，但语气比较委婉。 

现代汉语虚词

词典(王自强) 

副词。有“不容易避免”、

“免不了”的意思，表示由

于前面所说的情况，往往产

生后面不希望的结果。 

副词。1) 有“免不了”的意思，

表示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而不

能避免某种结果，多指不希望发

生的。2) 表示轻微的因果、比

较关系，带有委婉的语气。 

副词。1) 有“实在不能说是”

的意思，表示前面所说的情况

不合适，有委婉否定的意味。

2) 表示对某种过分的情况不

以为然，含有委婉批评的意味。 

汉语新虚词(李
宗江，王慧兰) 

1) 副词。推测在某种条件下

可能会有某种不好的结果。 
2) 关联词，相当于难免不。

由于上文说到的原因，自然

得出下文的结论。 

关联词。上文表示某人所见所听

或所想的情景，下文表示此番情

景引起的心理感受。 

关联词。根据上下文所说的情

况，得出下文的结论。 

现代汉语虚词

词典(张斌) 
副词，意义与用法基本与“不

免”相同 

副词。由于前面的原因，不可避

免地产生后面的结果，这种结果

大多是不好的，相当于“免不

了”。多用于后一小句，修饰动

词、形容词，表示一种委婉的语

气。 

副词。表示不以为然，带有委

婉的口气。常用语后一小句，

多与“太”、“过于”、“有

点”等配合使用。 

 

例 1：萧队长看着刘胜泄气的样子，用温和的声调安慰和鼓励他说：“是[难免]的事。再说，开了这

个会也有好处。(CCL) 
例 2：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CCL) 
其句法模式均为：难免 + 的，用在“是”字后面，难免修饰名词。但即使存在这样的现象，也不能

完全认同“难免”为形容词，张谊生(2000)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中对“难免”的虚化进行了研究，认

为“难免”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实而虚的连续统，即：难免 a—难免 v (体宾)—难免 v (谓宾)—难免 ad—
难免 conj [2]。齐春红(2008)在《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中从原型范畴的角度出发，将“难免”“不免”

划为边缘语气副词，将“未免”划为典型语气副词[3]。由此可见，“难免”的形容词用法是语法化遗留

问题，其虚化结果最终还是朝着副词方向，因此本文将“难免”看作是语气副词，不讨论其形容词用法。

下面将从语气副词的角度出发，从语用预设和语力比较方面探讨其异同。 

4. 语用预设 

孙汝建(1999)指出当形式、意义、内容不一致的时候，语用上对肯定、否定的区分是对以往区分肯定

和否定的一种补充。其理论主要为： 
1) 肯定的强度：完全肯定 > 基本肯定 > 部分肯定，强意肯定 > 委婉肯定。 
2) 否定的强度：完全否定 > 基本否定 > 部分否定，强意否定 > 委婉否定。 
齐春红(2008)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都归为主观大量，他们的确定度为 1；把

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都归为相对主观大量，它们的确信度大于 0.5，小于 1；把疑信参半的语气副词归为

主观估量，主观确信度略大于或等于 0.5，小于 0.75；把表示深究的语气副词归为主观惑量，它们的主观

疑问度为 1，相对于主观相对大量来说，他们的确信度为“−1”。可以用图 1 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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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ubjective quantity distribution map 
图 1. 主观量分布图 

 

据此，“难免”和“不免”属于相对主观大量的语气副词。既然“难免”和“不免”都表示一种相

对主观大量的语气副词，那么他们之间的主观量是否有差别？ 
齐春红(2008)：主观量是含有评价意义的量，既然是评价，就得有参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话人

主观意识中的一个预先设定的，并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理想之量。这样来说，我们很难客观地去了解到

一个人说一句话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之量的具体量值，但是我们总会知道其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语言背

景意义，这就要提到预设，预设最先是由德国哲学家 Gottlob Frege 于 19 世纪末提出的，后来用在语言学

领域。主要有两大分类，一是语义预设，一是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和语言中的断言相关，而语用预设指

的是话语中非断言部分的背景意义，涉及交际者所处的语言环境及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它在某种程度

上表示的说话人的一种态度和情感。 
季安锋(2009)提到预设是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或话语的背景信息或者把预设看作实施有效言语行为

的适切性条件。这说明了语用预设的两个特性，共知性和适切性[4]。 
所谓“共知性”是指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都可理解接受的背景信息。所谓“适宜性”是指满足

一定的条件，一个句子才能得体、恰当地被使用，并且可以使得交际顺利进行。由此可见语用预设则涉

及言语交际中人的因素和语境因素，是发话人的预设，不涉及到句子的真值问题。下面从语用预设角度

来考察“难免”“不免”“未免”的主观性。 
根据词典释义，“难免”的基本语义为由于前面发生的情况，产生了后面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是

说话人想要避免的。 
例 3：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手册中[难免]会有疏漏及不妥之处，还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使其能够

更加完善。(CCL) 
这句话的语用预设为：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手册会出现疏漏以及不妥之处。说话人之说以这样说，

是因为说话人认为自己可能会出现纰漏，而这些纰漏也可能会被听话人给发现，基于这种背景信息的可

能性，说话人说出了手册中难免会出现疏漏及不妥之处。我们再看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时间仓促，准备

不足，这种原因是客观上的原因。由此可见，“难免”是基于一定客观的原因产生了后面的说话人不愿

意看到的结果。 
例 4：如果从小接受的是金钱至上的观念，长大后很难正确对待金钱，[难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

向。(CCL) 
这是一个假设句，说话人假设的是接受金钱至上观点会产生负面影响，说话人所要向听话人表达的

便是接受金钱至上观念会迷失方向。这里的预设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比较认同接受金钱至上的观念会在

之后的成长路上使人很难正确对待金钱，这时说话人的意图就较为明显，他想要提醒听话人，并且让听

话人预先估计结果再做出选择。这里的双方的语用预设认同的观点是主观的。 
不管是例 3 中的语用预设还是例 4 中语用预设，两者都是需要说话人进行推测。“手册中[难免]会有

疏漏及不妥之处。”是说话人自己根据一定客观条件(时间仓促，准备不足，)进行推测结果(手册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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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漏以及不妥之处)；“[难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这是说话人根据听话人也认同自己观点(接受

金钱至上的观念会在之后的成长路上使人很难正确对待金钱)这种可能性而进行推测结果(在人生的道路

上迷失方向)。所以“难免”是说话人要根据一种或多种主、客观条件来推测结果，并且这种结果是很难

避免的，显而易见的。 
“不免”的词典释义为：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某种结果，这种结果是说话人或者当事人不愿意看到

的，或者不好的，但是在查阅语料库的时候发现，其后面的结果有的时候也并非是不理想的，也会出现

一些中性的成分。如： 
例 5：投资期货，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不免]有赔有赚。(CCL) 
例 6：这对作者本人来说，[不免]又喜又愧。(CCL) 
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其后都是正反两种词义并现情况，这时，说话人或当事人想要的结果处于中间，

不好不坏。不管是不理想还是中性，这些都是和“不免”所使用的语用预设背景相关。在查阅语料库中

发现，“不免”后面的结果有的是说话人认为会出现的，有的则是当事人认为会出现的。面对这种现象，

金朝霞(2000)将这两种情况分别分为不免 1 和不免 2 来进行讨论。 
不免 1：施事指向，由于某种原因，施事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心理或出现某个行为[5]。 
例 7：“局势变化也太快了。”顾维钧[不免]感叹道。(CCL) 
这句话的语用预设是：局势的变化会引起人的感叹之情，顾维钧看到了这样的变化之快的局势，他

也发出了感叹之情。这种感叹之情是他本人发出来的，即当事人自发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不带说话人情

感的施事指向是客观的。 
不免 2：说话人指向，说话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结果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的，自然而然的[5]。 
例 8：例如：她在他们班级属于穿着最差最落后的女生，这[不免]有伤她的自尊心。(CCL) 
这句话的语用预设是，说话人认为女生穿着最差最落后会伤害人的自尊心，而且说话人也认为班级

中她是穿着最差最落后的，所以说话人认为她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这是说话人基于自己的一个主观判

断而判定的结果，这里就涉及到说话人较多的主观性。 
从“不免 1”到“不免 2”是一个视角的转变，从施事者转向说话人，这一种转变也是一个主观性不

断增强的结果，所以“不免 1”的主观性弱于“不免 2”，既不免 1 < 不免 2。 
“难免”是说话人根据主客观条件推测结果，这涉及到说话人较多的主观性，“不免 1”的施事指

向是客观，主观性极弱甚至没有，“不免 2”则是说话人自然而然地发出或者产生的某种结果，这中结

果是说话人本身认可的，其主观性较强。“不免 2”所表现出来的主观量是确定的，情感态度是明确的，

而“难免”的主观量却是不确定的，需要推测方可确定，因而说话人使用“不免 2”时留下的主观印记

更多一些，所以他们的主观性强弱为：不免 1 < 难免 < 不免 2 
“未免”是一个典型的语气副词，是主观大量语气副词，根据词典释义，“未免”常常表示的是一

种不以为然，经常表现为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所以它的主观性应当是这三个词中主观性最强的。 
例 9：但是他们也是为了活着，我一点没有见怪的意思，不过将我看做肥肉，[未免]可气而已。(CCL) 
在这句话中，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我被看做是肥肉这件事，而且被别人看做是肥肉这样的看法很

让人生气，所以这里是说话人对自己所处境地的一个主观判断，并且这个判断是符合听话人的认知的。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难免”“不免”“未免”的主观性强弱为：不免 1 < 难免 < 不免 2 < 未

免。 

5. 语力比较 

董秀芳(2009)：使用委婉语气主要是出于说话人对听话人“面子”关注，有三种用法，第一种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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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损坏听话人的面子，别人提出的负面性意见直接损坏了听话人的面子；第二种用法是防止间接损坏

听话人的面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被别人接受或者陈赞，当提出的意见和听话人的意见不同时，

虽然不像批评听话人那样会直接威胁到听话人的面子，但是仍然有可能会引起听话人的不快；第三种用

法是说话人遵循“礼貌原则”中的“谦逊准则”，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选择了一种谦抑的说法，所有

的这些都是为了让听话人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观点[6]。“难免”“不免”“未免”三个词在使用中都是可

以表达一定的委婉语气。 
例 10：你是凡人，所以[难免]出错。(CCL) 
这句话中去掉“难免”之后，表示的含义是凡人就会出错，这样话语显得生硬，如果在实际语境之

中，这样说话会引起听话人的不愉快，为了听话人的面子，加上“难免”，降低了陈述的语力，带有委

婉的语气。同样的情况，“不免”、“未免”也一样。 
例 11：武氏兄弟自来为在郭芙面前争宠，手足亲情[不免]有些隔阂，这时各人情有别钟，两兄弟便

十分相亲相爱起来。(CCL) 
这里叙述者也是为了武氏兄弟的面子，用“不免”来降低陈述的语力，带有委婉的含义，将武氏兄

弟过去为郭芙争宠的种种隔阂化小了。 
例 12：乔峰哈哈大笑，道：“爽快，爽快，只是[未免]对不起杨元帅了。(CCL) 
如果去掉“未免”，乔峰直言我对不起杨元帅，就会显得乔峰这个人跋扈，所以用了“未免”之后，

降低了语力，让乔峰的话语显得更加柔和一些。 
刘龙根(2005)指出语力(即“话语施事力量”)是由话语施事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

即话语在具体的交际场境中所发挥的特定功能，比如：小心点！这句话在不同的言语环境中可以具有“忠

告”“提醒”“威胁”等语力[7]。由此可见，语力是可以表示说话人意图的一种手段，说话人的主观性

越强，其意图就会越强，这是成正比的关系，因而“难免”“不免”“未免”三者之间的委婉语气的强

度也应与主观性的强度成正比，即难免 < 不免 2 < 未免，并且他们三人在陈述句中都可以降低陈述的语

力，他们的语力方向与委婉的强度成正比，即难免 < 不免 2 < 未免。 
在现代汉语中，句类和句末语气词都可以表达一定的语气，通过，发对语料的统计，发现“难免”

“不免”“未免”大多出现在陈述句中，少量出现在疑问句中，“未免”还可以出现在感叹句中。 
 
Table 2. “Nanmian” “Bumian” and “Weimian” sentence statistics 
表 2. “难免”“不免”“未免”句类统计 

 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 

难免 432 1 0 0 

不免 504 0 0 3 

未免 487 12 0 15 
 

由表 2 可见，“难免”出现在疑问句中有 1 例，“不免”出现在感叹句中有 3 例，“未免”出现在

疑问句中有 12 例，出现在感叹句中有 15 例。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说明。 
例 13：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吗？ 
例 14：许凤用鼻子嘲笑了一声说：“这[未免]太可笑了吧？ 
只有当说话人为强调说明事实真相或实际情况而来否定或反驳某种看法(包括自己原先的想法)时才

用这个语气副词“并”[8]。例 13 中并表示否定后面出现逆转的情况，“难免”本身有一种否定含义，双

重否定加强肯定，这是一个反问句，例 14 明显是一个反问句，其答案就在句中。“难免”和“未免”用

在疑问句(这个疑问句是反问句)中都是增强了疑问的语力，但是他们的强度不一样，“难免”的强度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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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这是因为“未免”本身的主观性强于“难免”，在带有反问句的句子中，答案在句子反问句

里面，说话者的主观越强烈，答案越明显，在例 14 中，用“未免”是强烈肯定可笑的意味，而例 13，
却没有那么强烈的肯定，所以在疑问句中，难免 < 未免。 

例 15：人们对于妇女多是原谅着，但贞洁的男子看来，[不免]觉着有“人格上受了损失”的感慨吧！

(CCL) 
例 16：江雷哼了一声：“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你也[未免]有些过分小心了吧！”(CCL) 
同上，“不免”和“未免”用在感叹句中，其表达的感叹语气有强弱之分，例 15 中，贞洁男子面对

女方出轨时会有“人格上受了损失”的感慨，“不免”的委婉特性使得感慨变得有气无力，再加上“吧”

揣测语气词的出现，使得感慨的语气更加弱了下来。而例 16 中，“未免”明显表达说话人强烈的不满的

语气。因而在感叹句中，不免 < 未免。 
句末语气助词可以表达一定的“语气”，典型的语气助词有“的、了、吗、呢、吧、啊”等。学界

对这几个语气助词的普遍性认识是：“了”表示“出现新的情况”；“吧”表示说话人半信半疑的“不

确定”态度；“啊”表示某种强烈的感情，用于陈述句时，可以表明说话人的态度，有时候还有一种提

醒的意味，用于疑问句时带有惊奇的意味；“呀”可以表示意外、惊喜之意。此外，邹海清(2014)指出句

尾“了”可以分为两个，一个“了”侧重表现事态现实性的变化义，一个“了”侧重表现事态真实性的

确认义[9]。并指出出现在“太 + 形 + 了”中的“了”是用来确认事态真实性的。 
 
Table 3. “Nanmian” “Bumian” and “Weimian” co-occur with other mood particles 
表 3. “难免”“不免”“未免”与其他语气助词共现情况 

 了 啊 吧 吗 哩 

难免 0 0 0 1 0 

不免 2 0 1 0 0 

未免 118 1 25 0 2 
 

在表 3 的统计中，发现“未免”与句末语气词共现情况较为丰富，而“难免”和“不免”共现情况

不多，“难免”与“吗”共现只有 1 条，“不免”与“了”共现有 2 条。“未免”与“了”共现的情况

最多，其次为“吧”，并且“未免”经常出现在“太……了”与“太……吧”的句式中。 
例 17：但是当我也把她当成最知心的朋友时，我[不免]诧异了。(CCL) 
例 18：一登台，他的嗓子[未免]太窄了，只有前两排凑合着能听见。(CCL) 
例 19：“你一点不考虑我也可能出事，这[未免]太不仗义了吧。”她酸溜溜地说。(CCL) 
“不免”与“了”连用，表示产生了变化。因为“不免”本身表示对事件的陈述，不用来强调感情，

所以少与“啊、呀”共现。例 17 中，“了”表示“我”的行为和看法出现了新情况，用“不免”更加肯

定了这一诧异，虽降低陈述的语力，但是也肯定了事实。“未免”常常和“太”共现，所以和“了”、

“吧”共现时常常会出现“太……了”、“太……了吧”这样的结构。例 18 中，“了”表示的确嗓子很

窄，如果不用“未免”的话，直言嗓子很窄是很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所以“未免”来表达委婉语气，降

低陈述语力。例 19 中，由于“太……了”表示程度过量，加上表示不确定语气的“吧”，可以减缓过量

的程度，使得听话人能够接受，这也是委婉的手段。此外，“未免”还会和“哩”这样语气助词共现，

这一般出现方言中。可见“未免”与句末语气助词的共现较为灵活。 

6. 小结 

1) “难免”“不免”“未免”都是语气副词，“难免”与“不免”是边缘性的语气副词，“未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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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语气副词，但是它们所表达的主观性强弱不同，通过对其语用预设的分析，其主观性强弱应为不

免 1 < 难免 < 不免 2 < 未免。 
2) “难免”“不免”“未免”都是可以表达委婉语气的词，主观性越强，其委婉力度也强，因而它

们的委婉力度强弱为难免 < 不免 2 < 未免，语力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的，主观性越强，其语力

表现越强，“难免”“不免”“未免”在陈述句中都可以降低陈述语力，其强弱为难免 < 不免 2 < 未免。 
3) 句类和句末语气词都是可以表达一定语气的。“难免”和“不免”大多出现在陈述句中，极少出

现在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中，“未免”不仅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还出现在疑问句和感叹句中，其

委婉力度均高于“难免”和“不免”。与句末语气词共现情况，“未免”也比“难免”和“不免”丰富

得多，而且较多与“太……了”和“太……了吧”共现，表达一定的委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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