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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的盾言功能及其语义机制考探 

陈　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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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貌似”作盾言结构的功能语言学分析，认为“貌似”属于新用法，其聚合义体的层级空间化的形成是以构词元素结
构相对松散化为代价的，其去模糊化功能蜕变成了模糊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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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言，又称之为模糊限制语，由于其在交际中
的实用价值，自上世纪六十年代Ｌ．Ａ．Ｚａｄｅｈ在模糊
论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模糊限制语得到广泛

关注和研究。在国外，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某一模

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ＬｙｎｎＥ．Ｇｒａｎｔ［１］从话语功
能角度研究了英国英语使用者和新西兰英语使用

者对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及其变体的使用分析后发现，较
之新西兰使用者，英国使用者使用频率更高且使用

范围更广。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及其变体常作为语盾或不
确定话语标记用于口语中。同时，研究发现，母语

使用者将其视为语言礼貌手段，而习得者则用其表

达迟疑或不确定。有的学者则针对某一语域的语

盾使用进行研究。ＭａｈｍｏｕｄＳａｍａｉｅ［２］等就文学类
学术研究文章的前言部分，研究波斯语和英语为母

语的作者在语盾使用频率和类型方面的差异。研

究发现，不论用于提出观点，反对或是赞成他人思

想方面，英语为母语使用者的语盾使用频率和类型

比波斯语为母语的人更多。ＥｓｍａｅｅｌＡｂｄｏｌｌａｈｚａ
ｄｅｈ［３］在研究了英裔美国人和伊朗人在应用语言学
英语文章中的元话语人际策略后发现，两者在语盾

等层面的使用差异与修辞敏感度、观众感、文化倾

向以及学科领域相关。在国内研究中，康响英［４］探

讨了模糊限制语在《讹诈》中所构建的人际关系，认

为模糊限制语能体现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成功刻

画人物性格。崔凤娟，苗兴伟［５］研究指出模糊限制

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律师的元语用意识，并分析

了律师层面模糊限制语产生的内在动因。吴小

芬［６］就网络为媒介的交流中的性别差异在模糊限

制语使用上的差别。吴蕾，张继东［７］借助中国学习

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和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中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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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子库，分析了中国学习者与本族语使用者在模糊

限制语的使用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及其成因。徐章

宏，何自然［８］基于自建语料库，探讨了模糊限制语

被忽视的特征，并提出国内部分学者似乎只注意其

“模糊化”功能，而忽视其“去模糊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方向，或是从宏观层面

探讨某一语域的语盾使用差异，或是从翻译角度探

讨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盾的功能差异；抑或在微观层

面就某一语盾结构或用法的语用功能和语义特征

等进行探讨分析。虽然绝大部分研究都提到模糊

限制语研究对二语习得者高效习得并掌握语言技

巧颇有裨益，但少有研究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分析语

盾结构的意义运作机制，着眼于体现语言发展新趋

势的流行词分析探讨尤为少见。本研究选取流行

词“貌似”为研究对象，借助 ＣＣＬ语料库探讨其意
义形成的功能结构机制。

　　一　“貌似”的盾言功能

盾言的界定方式多样，可以从构成方式上分列

为词、词缀、短语或句式；也可以从语用功能划分为

变动型盾言和缓和型盾言。其中，变动型盾言又分

为程度变动型盾言和范围变动型盾言，缓和型盾言

又分为直接缓和型盾言和间接缓和型盾言。综合

以往研究，模糊限制语具备的特征包括：柔化特定

话题或距离化话题表达；且其省略无关表达的语法

完整性但作用于语意表达完整性。

“貌似”用法举例如下：

（１）梦幻西游有个宝宝很厉害，我新手不懂，貌
獉

似
獉
是个神童有尾巴的？黄色的，

（２）貌似
獉獉

有些孩子不知道怎么用多个手指操

作……

３）大厅顿卡貌似
獉獉

优化了，难道没人注意到吗

（４）貌似
獉獉

现在没人用作弊码开 ｕｆｏ到处跑看贴
图了

（５）笔记本上Ｆ１到Ｆ１２也有别的功能 但是貌
獉

似
獉
只能用这些功能真正的Ｆ１到……
（６）按我的用法貌似

獉獉
流量是要用不完的节奏…

（７）谷维素片的作用和用法有严格要求吗？按
量吃貌似

獉獉
作用不大，可以加量吗？

语料源自近三年网络论坛留帖。其特点，或者

作为句首提顿词、或者作为主句引导词，上述语料

中“貌似”一词的省略均不威胁表达的语法完整性。

全部举例中的“貌似”都可译为“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ａｔ…”；

虽然（１－４）中“貌似”的作用为距离化话题表达，
而（５－７）中的“貌似”则起着柔化话题的作用。由
此看出，“貌似”具有盾言功能，其具体过程见图１。

图１　“貌似”盾言功能的一般意义实现机制

　　二　“貌似”的意义机制

检索《现代汉语规范》中“貌似”词条下仅有一

种词性和一种释义：动词，义为“表面上像（实际不

然）”。为深入追溯流行语“貌似”的意义演进沿

革，借助ＣＣＬ古汉语语料库，［９］对“貌似”一词进行
检索。包含“貌似”词项的语料共计１９３条。对全
部１９３条相关语料的分析归纳发现：其中，作动词，
表达“表面像（实际不然）”的语料共计１８条；构成
主谓结构，表达“外表像、形似”１４７条。另有２７条
虽意义同“外表像、形似”且“貌”与“似”毗邻共现，

但由于“貌”与“似”两者或其中一字与其他语素构

成词语，本研究将其列为其他项。还有一条语料，

由于仅列出“貌似”一词，不便区分语义，故而本研

究也一并将其列入其他项。１９３条语料中，排除其
他项，“貌”与“似”作为粘着语素构成合成词以及

“貌”与“似”独立共现构成主谓结构的词条共计

１６５条，其中“貌似”并用作为“外表像、形似”解释
的语料数量是作为“表面像（实际不然）”的词条数

量的八倍。由此，可以看出，古汉语中，“貌”与

“似”作为独立共现结构时，具有压倒多数性地位的

主要意义为“外表像、形似”。在古汉语语料库中，

两种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用法举例如下：

（８）谷永此策，完全好说，私意他已爬做到大将
军王凤的走狗了。貌似

獉獉
极言敢谏之臣，心怀附势趋

炎之念。他因见王凤揽权用事，一门七侯，……

（９）……帝闻涣昔拒吕布之事。问涣从弟敏：
“涣勇怯何如？”敏对曰：“涣貌似

獉獉
和柔，然其临大节，

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涣子侃，亦清粹间素，……

（１０）……，摆布出来。体仁自崇祯三年入阁，
似铜浇铁铸一般，毫不更动，他貌似

獉獉
廉谨，遇着国家

大事，必禀怀宗亲裁，所以边境杂沓，中原纷扰，并

未……
２０１



陈　荔：流行词盾言“貌似”的语义机制考探

（１１）……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
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

獉獉
而已矣。夫紫

之乱，以其似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

者似……

（１２）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
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

利代，常
$

夹毕特勤……

（１３）……来宫女、新取宗戚妇女居之。十五
日，建安郡王赵

%

死。有李浩者，貌似
獉獉

相国公，误拘

入斋宫。宋废主谋遣相国脱走，以浩为代。无隙可

走，遂……

（１４）老头陀，好快哉；鬓如霜，貌似
獉獉

孩，削光头

发须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树，明镜空悬那是台，蛤蜊

到口心……

（１５）丁大爷，观对面。但只见，一启帘，进来了
一位姑娘，貌似

獉獉
天仙。艳丽无双多俊俏，闺阁的女

子，稳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颜。绿……

（８－１０）同《现代汉语规范》中“貌似”词条的
词性和释义，即作动词，义为“表面上像（实际不

然）”。在此用法中，“貌似”一词引导小句与其前

后紧密相连小句构成转折关系。作为盾言，或者作

为句首提顿词、或者作为主句引导词，语料中“貌

似”一词的省略均不威胁表达的语法完整性。“貌

似”的作用为距离化话题表达。“貌似”引导小句

表达显性主观，而紧随其前后的转折关系小句表达

隐性客观，合并形成的语义表达为隐性主观。以

“貌”和“似”两语素为始点的“貌似”一词的意义功

能实现过程具体图示见图２。

图２　古汉语中“貌似”盾言功能的意义实现机制

图２可以看出，“貌似”的意义功能实现过程可
以理解成为化学反应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是

“貌”和“似”碰撞产生的化合反应，形成的“貌似”

一词失去了其构成语素的原有意义功能。继而，

“貌似”与转折关系小句相遇，再次发生化合反应，

形成的“貌似”表达隐性主观功能。经过两次化合

反应的“貌似”已完全失去其原有构成语素的各自

语义功能，而以固化的唯一新功能存在和表达语

义。作为盾言的“貌似”行使着去模糊化的作用。

（１２－１５）的用法中，由于“貌”和“似”组合成
“貌似”一词是一种简单叠加关系，构成主谓结构，

“外表像、形似”，表达显性主观关系。以“貌”和

“似”两语素为始点的“貌似”共现结构的意义功能

实现过程具体见图３。“貌似”的此意义实现过程
可以视为物理过程。语素“貌”与“似”的相遇仅产

生简单叠加，虽然看起来形成词语“貌似”，但仅是

主谓结构，后接宾语；且其意义功能并未发生重大

变化。

图３　古汉语中＂貌似＂毗邻共现结构的意义实现机制

就 ＣＣＬ语料库，在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貌
似”一词。包含“貌似”词项的语料共计７４５条。其
中，作动词，表达“表面上像（实际不然）”的语料共

计６８８条；构成主谓结构，表达“外表像、形似”２７
条；有１５条虽意义同“外表像、形似”且“貌”与
“似”共现，但由于“貌”与“似”两者或其中一字与

其他语素构成词语，本研究将其列为其他项。另有

１５条语料呼应了流行词“貌似”的用法，其中７条
来源于网络语料。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用法

中，“貌似”的主要用法是作“表面上像（实际不

然）”用，同时，此意义下“貌似”的句式结构出现部

分变异；虽然出现了呼应流行词“貌似”的用法，但

是用量极少，且为数不多的用量中，近半语料源于

ＣＣＬ语料库。具体举例如下：
（１６）产生了好奇心，去问父亲。父亲说，兰是

一种草，开的花特香，兰草貌似
獉獉

柔弱，但生命力极

强，逗人喜爱，因此人们爱用“兰”为女孩子命

名，……

（１７）到蒋介石本人的身世时莫衷一是，各说各
的理。而且，每一种说法都貌似

獉獉
真实却又经不起推

敲。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

有……

（１８）……：“一篇叙事作品所能做的一切就是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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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种幻觉，一种效果，一种貌似
獉獉

‘模仿’的假

象”。如果以里蒙·凯南对文学的理解，同加拿大

籍印地……

（１９）……陈凯歌面对赤足下楼的太太陈红说：
“地板很凉，要穿鞋子！”这种貌似

獉獉
严肃的温柔，入木

三分。

（２０）……支持的就是魏刚的立场。在这紧要
关头，重要阁员肖当先生塞进一个貌似

獉獉
折衷的阴险

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动摇分子颇有吸引力。他以

内阁左翼……

（２１）……谴责，在一切言谈举止上充分表现出
一个年轻人对一个昏庸老者那种貌似

獉獉
恭敬的轻蔑

态度。

（２２）色白透明貌似
獉獉

水晶，虾饼柔润喧软鲜嫩，

生菜青绿别致可口。

（２３）乔治把这位貌似
獉獉

“蒙娜·丽莎”的少女送

进了贫民医院。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２４）……服。一定是傅老爷子死去的那个儿
子傅卫了。傅卫跟傅老爷子有几分貌似

獉獉
，也是一张

方脸宽额头，可是傅卫的眉眼却比傅老爷子俊秀

些，没有傅……

（２５）她的男人，很好，她貌似
獉獉

在机场的时候是

这么宣告的没错。

（２６）……的一个房间，几乎没有服务员和客人
经过，估计是宋墨特意安排的。貌似

獉獉
隔音效果也很

不错，沈醉靠在这么近的地方也没听到房间里的

声音。

（２７）……网络文学是不是给中国死气沉沉的
文坛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我说貌似

獉獉
如此呀，她

立即说，可网络写手告诉她，他们在网络上写作都

是为了赢……

（２８）……说松岛姐姐那只玩具贵宾犬实在是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貌似

獉獉
凑

不齐５０字……那我再说一句……松岛姐姐的指甲
油也好好看……所谓日本……

（１６－１７）同古汉语“貌似”作此义用法，此时
作为盾言，“貌似”一词引导小句与其前后紧密相连

小句构成转折关系。“貌似”引导小句表达显性主

观，而紧随其前后的转折关系小句表达隐性客观，

合并形成语义表达为隐性主观。以“貌”和“似”两

语素为始点的“貌似”一词意义功能实现过程具体

见图２。
（１９－２１）中，“貌似”仍作“表面像（实际不

然）”解释。但在此句式结构中，两层意义的表达仅

借助一个包含“貌似”的小句即可完成。“貌似”仅

限制其后紧连短语表达“表面像”，而“实际不然”

部分在用法下由“貌似”直接修饰短语的意义相对

或相反短语的共现呈现的对照完成“实际不然”的

功能表达。具体见图４。

图４　现代汉语中“貌似”后接冲突意义构成小句的意义实现机制

　　（２２－２４）中，由于“貌”和“似”组合成“貌似”
一词是一种简单叠加关系，表达显性主观关系。以

“貌”和“似”两语素为始点的“貌似”一词意义功能

实现过程同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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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荔：流行词盾言“貌似”的语义机制考探

（２５－２８）用法为现代汉语新出现用法，由于在
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不属于主要用法，且其用法
与流行语盾言结构“貌似”句式用法一致，故而对其

结构分析合并至对流行语句式“貌似”结构的分

析中。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 ＣＣＬ语料库来看，从古
汉语到现代汉语，“貌似”的用法从释义“外表像、

形似”为主，转变为释义“表面像（实际不然）”为

主。这意味着，较之古汉语用法，“貌似”在现代汉

语用法中的功能以盾言为主，且句式更为丰富。

然而，不同于现代汉语及古汉语常见用法，“貌

似”在流行语结构中的含义为“看起来像（实际也

是）”。与现代汉语“看起来像（实际不然）”不同，

流行语中“貌似”作为盾言的语句常独立成句，不包

含关联小句。现代汉语常用义中“貌似”表达隐性

主观，然而流行语中则表达隐性客观。虽然流行语

中，“貌似”作为盾言身份不变，但其去模糊化的作

用已完全蜕变成模糊化功能。具体意义实现深层

过程见图５：

图５　现代汉语流行语中盾言＂貌似＂的意义实现机制深入分析图

　　图５中，“貌似”作“看起来像，实际也是”的意
义功能实现过程可以理解成为化学反应过程，其意

义功能实现过程是以“貌似”作“看起来像（实际不

然）”的意义功能实现过程为起点的。在此过程中，

首先是“貌”和“似”碰撞产生化合反应，形成的“貌

似”一词失去了其构成语素的原有意义功能。由于

流行语结构中“貌似”一词在句子构成中的位置与

现代汉语中“貌似”的常见用法一样，以句首提顿词

或主句引导词形式出现，句式的近似性引导听者基

于思维惯性以“看起来像（实际不然）”建立解析说

者意图的意义起点。继而，较之传统“貌似”作“看

起来像（实际不然）”句式，流行语句式中表达“实

际不然”意义的毗邻转折关系小句的缺失导致“实

际不然”意义表达的缺失，于是此句式下“貌似”的

表层意义缺少负面论证支撑；基于模因理论作用，

听者进行二次选择流行语“貌似”结构中“貌似”一

词涵义时，继续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按照缺省模

式，从自己熟知的“貌似”常见主要含义中选择，也

就是说，此时听者校正“貌似”的意义理解会借助

“貌似”常用义的另一重意义，即“外表像、形似”，

对流行语结构“貌似”做盾言进行意义加工。最终，

在二次意义理解叠加下，“看起来像”完成“看起来

像，（实际也是）”的意义蜕变。“貌似”的同形异质

体之间的意义聚合催生了作为盾言的“貌似”行使

模糊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

１．使用ＣＣＬ语料库的调查表明，“貌似”的用
法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主要仅两种，但是，两种含

义的使用频率正好相反。在古汉语中“貌似”作

“外表像、形似”解，占压倒性多数用量，而现代汉语

主要用法中“貌似”作“看起来像（实际不然）”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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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频率明显更高。与现代汉语“貌似”的主流使用

意义具有关联。“貌似”行使模糊化功能，而非传统

“貌似”盾言用法中的去模糊化功能。本着顺应模

式的理解推理过程，将“貌似”引导的句子内容经客

观化过程前景化，将说者层面表达的主观自觉剥

离，而接受意义表达的潜在客观。因此，“貌似”可

以解释为“据说、看来、是不是”等多重含义。

２．“貌似”聚合义体的层级空间化是以构词元
素结构相对松散化为代价的。合并考虑现有语言

现象下“貌似”三种高频词意，作“看起来像（实际

不然）”解的“貌似”中“貌”与“似”的语素粘着度

最为致密，作“看起来像，实际也是”解的“貌似”中

“貌”与“似”的语素粘着度次之，而作“外表像、形

似”解的“貌似”中的“貌”与“似”的语素皆为自由

语素，显然粘着度最低。

３．二语写作习得者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两种
文化。盾言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二

语习得者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必须学会盾言处理。

然而，由于大学英语常用例句多选自西方经典文学

作品，距离学生群体生活远，比较晦涩难懂，课堂教

学效果容易差强人意。笔者尝试将成果研究思路

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帮助习得者来类比理解英语盾

言。之后的问卷调查显示，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使用此模式，习得者在汉语和英语盾言习得层面的

效率更高，对帮助二语习得者探索英语盾言的深层

理解，更好的使用二语完成母语文化表达能提供有

益借鉴。研究成果在二语教学层面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和深入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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