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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对于语气副词“究竟”，《现代汉语词典》（2005 版）的解释是“用

在问句里，表示追究”，《现代汉语八百词》的解释是“用于问句，表

示进一步追究，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多用于书面，口语多用‘到底’”。

同时两本书中都提到带“吗”的问句，不能用“究竟”。简单来说，“究

竟”不能用于是非问句中，可以用于除此之外的特指问句、正反问句和

选择问句中。 1例如： 

（1）问题究竟在哪里？（特指问句） 

（2）究竟室内温度有多高？（特指问句） 

（3）究竟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特指问句） 

（4）这台机器究竟好用不好用？（正反问句） 

（5）究竟你去还是他去？（选择问句） 

（6）*你究竟去北京？（是非问句） 

（7）？你究竟答应吗？ 2（是非问句） 

但是将上述规则教给留学生后，他们却造出了这样的句子： 

（8）*你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究竟怎么连一分钱也不剩了？ 

                                                           
1 疑问句的分类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根据问句语序与一般陈述句语序是否相同，
可将疑问句分为是非问句和非是非问句，根据是否使用疑问词又可将疑问句分

为特指问句和非特指问句。张伯江（1997）则提出首先根据疑问域的大小，将

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三类，再根据语法化程度高低将是

非问句细分为附加问句、反复问句和“吗”问句三类。 
2
 此例没有标为“*”，而标为“？”，因为笔者调查过几个人，大家看法不一，

有的认为完全不能说，有人认为没问题，也有人认为有些别扭，但并非完全不

能接受。下文将有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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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怎么”除了询问方式、状况之外，还可以用来询问原

因，《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怎么”询问原因时等于“为什么”。无

论哪种意思的“怎么”问句，都属于特指问句，照理都可以加“究竟”，

如例（3），而且下面三个句子都成立： 

（9）你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怎么连一分钱也不剩了？ 

（10）你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为什么连一分钱也不剩了？ 

（11）你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究竟为什么连一分钱也不剩了？ 

那么，为什么偏偏例（8）不能成立呢？是一般所认为的“究竟”的

使用规则有问题，还是“怎么”在表示询问原因时有什么特殊之处？ 

 

2“究竟”规则的其他例外 

一般认为，“究竟”表示加强疑问语气，能够适用于除是非问句之

外的一切问句中，这可以看作“究竟”使用的一条规则。这条规则不仅

适用于普通话，在方言中也有一致的现象，甚至英语中的情况也可以与

之对应。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ever”也是用于 how, what, 

who, when, where, why 之后加强语气，对应于汉语中“究竟”、“到

底”的意思。例如： 

    （12）What ever are you doing? （你究竟在干什么） 

    （13）How ever shall we get there?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达到

那里） 

然而事实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例（8）外，关于“究竟”的这一规

则还有例外，下面我们将例子分作三组，对例外分别加以说明： 

2.1 第一组例子 

（14）a.你既然事先看到了问题，为什么要闷在肚子里？ 

          b.你既然事先看到了问题，究竟为什么要闷在肚子里？ 

（15）a.那原是个好的。我们哪儿比得上他？ 

          b.那原是个好的。？我们究竟哪儿比得上他？ 

（16）a.他们哪儿会不知道？只是瞒住你一个人罢了。 

      b.*他们究竟哪儿会不知道？只是瞒住你一个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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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个句子中的 a 组，都是特指问句，但这些特指问句的基本作用

都不在询问，而是反问。b 组都在疑问词前加了“究竟”，结果有的句

子可以成立，如例（14b），有的不太好，如例（15b），有的不能成立，

如例（16b）。 

    实际上，即使可以成立的（14b），与（14a）相比，句子的意义也

有所变化，不加“究竟”之前，可以理解为反问句，无需听话者作答，

加了“究竟”之后，增加了询问的意味，变成了质询，问话人是希望听

话者做出回答的。 

吕叔湘（1982/2002）指出“哪儿”造成的特指问句虽然与“谁”、

“什么”一样，都可以用作反诘，但是“哪儿”造成的反诘问句，往往

跟方所观念渺不相关，变成一个专作反诘用的词。例（15a）（16a）就

是两个由“哪儿”造成的特指问句表示反诘义。但是两例中的“哪儿”

仍有些区别。相对而言，例（15）中的“哪儿”还可以理解成抽象的方

所概念，因此（15a）倾向于理解为反问句，但是仍有理解为普通询问的

可能性，而例（16）中的“哪儿”则真正是与方所概念毫不相关，因此

例（16a）很难理解成普通询问。两句加上“究竟”后，前者有些别扭，

后者更是完全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反问句加“究竟”是受限制的。专门表示反问的句子，

即使形式上是特指问句，也不能加上“究竟”，如例（16b），如果一个

形式上的特指问句可以有询问和反问两种理解，则加上“究竟”后，其

询问意味加强，反问义削弱。 

2.2 第二组例子 

（17）a.你大清早的跑来，有什么事情吧？ 

          b.你大清早的跑来，？究竟有什么事情吧？ 1 

    （18）a.你大清早的跑来，有什么事情？ 

          b.你大清早的跑来，究竟有什么事情？ 

                                                           
1
 “你说究竟有什么事情吧”看起来可以，其实是“你说……吧”+“究竟有什

么事情”，而不是“你说”+“究竟有什么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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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1984/2002）认为疑问语气实际上是“疑”和“问”的总称。

其实，“疑”是一种心理，“问”是一种行为，两者并不一定是统一的。

通常我们认为，反问是无疑而问，问话者心中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

借询问的形式表达陈述的内容。同样，以“吧”为标记的测度句，也并

非中性的全疑而问，而是处在信与疑之间，问话人对情况已有一种估计，

一种主观倾向性，只需要对方加以证实。 

我们也可以从对（17a）和（18a）的回答看出两句的区别来。如果

要回答（17a）的问话，可以说“是的，的确有些事情”，也可以说“是

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不管哪种回答，都应该首先做肯否回答，

至于“什么事情”，回答不回答都可以。而回答（18a）的问话，则直接

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肯否回答，因为这样问

的预设就是“你找我有事情”。 1 

例（17a）虽然有疑问词“什么”，但是加“究竟”就显得别扭。如

果要回答（17b）的问话，也应该直接说明“我来这里是因为……”，而

不应该做肯否回答。这说明加了“究竟”以后的句子，即使可以成立，

从功能上来讲，也更接近于一个中性的普通疑问句，而不太像一个测度

句。如果问句没有了表示测度的“吧”，则加上“究竟”完全没有问题，

如例（18b）。 

可见，测度句加“究竟”也是有些问题的。 

2.3 第三组例子 

    （19）a.你是不是北京人？ 

          b.你究竟是不是北京人？ 

（20）a.你已经十几天没锻炼身体了，是不是去跑跑步？ 

      b.你已经十几天没锻炼身体了，？究竟是不是去跑跑步？ 

这一组例子中的 a 组都是正反问句，且都是“是不是”问句。但是

加了“究竟”以后，两句的 b 组成活度不太一样。（19b）没有问题，（20b）

                                                           
1
 有学者认为这类表测度的问句实际上是以特指问句的形式，表达是非问句+

特指问句的意义，这个观点是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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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读起来有些别扭。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仍然在于前句是无倾向性的中

性疑问，而后一问句具有倾向性。 

一般认为，正反问句在意义上与是非问句相似，但是相对于是非问

句而言，正反问句的询问更加中性，问话人在提问时没有一定的主观倾

向性，例如： 

（21）你去没去上海？ 

（22）这种款式的衣服还有没有别的颜色？ 

但是邵敬敏（2002）也指出，“是不是 VP”问句具有明显的肯定性

倾向。尤其是在有上下文提示的环境中，问话人的这种倾向性表现得更

为明显。例如（20a），再如： 

（23）“篇幅我觉得过长，是不是请作者压缩一下？”陈主编说。

“另外有些小地方再做些修改。”（王朔《编辑部的故事》，转引自邵

敬敏（2002）） 

由于例（23）的“陈主编”“倾向于请作者压缩一下”这一肯定回

答，所以这个句子加“究竟”也不自然。 

2.4 讨论 

    上面三组例子共同说明，“究竟”在非是非问句中能否成立的关键

在于该问句是否是一个疑惑程度居中的中性疑问句。如果该疑问句是一

个中性问句，一般可以加“究竟”加强疑问语气，如果该疑问句本身就

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则加“究竟”后要么不自然甚至不成立，要么

主观性削弱，中性疑问义增强。 

至于到底哪些非中性问句加“究竟”后不好成立，哪些虽然意义变

化但仍可成立，则要看原疑问句的宽容度。有些句子本身是疑问、反问

两可的，我们称之为具有高宽容度的句子。即使在一定语境下该句倾向

于理解为反问，再加入“究竟”后，由于反问义削弱，显得与语境格格

不入，但从语法上看仍然可以成立，例（14b）就属于此类。有的问句只

能做非中性问句理解，宽容度较低，加入“究竟”常常就很难成立，例

（16b）就是此类的典型。 

下面两对例子也可以较好的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13 輯 

（24）a.我难受什么呀？这件事又和我无关！ 

      b.？我究竟难受什么呀？这件事又和我无关！ 

（25）a.你难受什么呀？这件事又和你无关！ 

          b.你究竟难受什么呀？这件事又和你无关！ 

因为后面有“这件事又和我/你无关”，两组中 a 句的问句都有反问

的意味，只是主语不同。但是加“究竟”后，（25b）比（24b）更自然。

原因是（24）句说的是“我”的情况，自己的情况，尤其是“难受”这

样的心理状态，自己最了解，根本无需问别人，（25）的主语是“你”，

是问对方的情况，即使说话人自认为非常了解对方，毕竟也还是有可能

有所疏漏。所以“我难受什么呀”较之“你难受什么呀”而言，做反问

句的可能性更大，而做中性疑问的可能性非常小，也就是宽容度很低，

所以很难加上“究竟”将其变换为中性疑问句。 

3“究竟”为何不能用于是非问句 

    上一节我们通过三组反例说明了“究竟”一词在使用时对句子疑问

性的要求。下面我们由此分析“究竟”通常不能用于是非问句的原因。 

汉语中的是非问句实际上包括两类。一类是通过语调来表达疑问语

气的（S+？），如“今天星期天？”，一类是在句末有形式标记的（S+

吗？），如“今天星期天吗？”。 

我们先来看“S+？”是非问句。 

刘月华（1988）认为“S+？”是非问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重复性问句，是由重复对方刚刚说过的话形成的，例如： 

（26）周蘩漪：……我只问你走了以后，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周  萍：以后？——（冒然）我娶她！ 

          周蘩漪：娶她？ 

第二种是接引性问句，即是由上文、语境等等引起的，并不重复什么。

例如： 

（27）周朴园：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周朴园：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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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朴园的问话“她就在这儿？此地？”都是由鲁侍萍的回答“我前几天

还见着她”引起的。 

无论是重复性问句，还是接引性问句，都是一种具有依赖性的句子，

不能自由出现。从表达功能上来看，两种问句都不像普通疑问句那样想

从对方那里得到答案。重复性问句，通过重复对方所说的话，往往是问

话人对对方刚才说过的话表示怀疑、惊讶。而接引性问句的功能更加复

杂，可能表达问话者的惊讶、怀疑，也可能是对某个事实的推测希望得

到证实，还可能是反问，或者仅仅是打招呼、质问等等。总之，两类语

调是非问句对答案都有明显的倾向性，往往心中已有答案，因此都很难

当成中性的询问。 

如前所说，“究竟”往往要求用在中性询问句中，所以在语调是非

问句“S+？”中很难加入“究竟”。 

“S+吗？”类是非问句能否加“究竟”的情况稍复杂一些。关于“究

竟”能否用在“S+吗？”问句中，不同的人意见并不统一，例如《现代

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均认为带“吗”的问句不能用“究竟”。

陆俭明（2003：151）也认为“你究竟去上海（吗）”不能成立，并对此

作出解释认为“究竟”在语义指向上有一个特点是只能指向一个具体的

疑问形式，而“S+（吗）”问句没有具体的疑问形式。而陆俭明（1997）、

陆俭明、沈阳（2003：341）则认为“他究竟去吗？”可以说，因为“吗”

是一个有形的疑问标记，符合“究竟”在语义指向上的要求，不能说的

则是“他究竟去？”。我们在对普通人做的语感调查也发现，所有人都

认同“S+？”问句不能加“究竟”，但对“S+吗？”问句能否加“究竟”

则意见不一。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S+吗？”的功能

着手来寻找原因。虽然通常情况下是非问句都可以用“是的”、“对”

                                                           
1
 无论“究竟”能否用于“S+吗”问句，陆俭明先生对“究竟”在使用范围上

的解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如果“究竟”不能用于“S+吗”问句的理由

是这类问句没有有形的疑问形式，则很难解释“吗”在问句中的作用；如果认

为“究竟”可以用于“S+吗”问句，也很难说明为什么在本文第 2 节中所列三

组例子为何有些不能加“究竟”，尽管它们都具有疑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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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答，但袁毓林（1993）认为有些“S+吗？”类是非问句用“是的”

“对”回答不如用谓语回答更自然，如： 

    （28）姥姥起床了吗？ 起床了。  ？对。/？是的。 

    （29）他知道这事吗？ 知道。    ？对。/？是的。 

袁文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当问句隐含着问话人对事实的推测时，答话

人可以用“对”回答，表示同意这种推测，当问句并不隐含问话人对事

实的推测时，答话人则不宜用“对”回答。这一点与反复问句相同。因

为问话是中性的，琐议（28）（29）两句都可以加上“究竟”。 

    我们发现，有些表面形式非常接近的“S+吗？”类是非问句，对能

否加“究竟”，其宽容度也并不一样。例如： 

    （30）你很喜欢吃牛肉吗？   * 你究竟很喜欢吃牛肉吗？ 

    （31）你喜欢吃牛肉吗？     ？你究竟喜欢吃牛肉吗？ 

    （32）你是学生吗？         ？你究竟是学生吗？ 

    （33）你是妖怪吗？         * 你究竟是妖怪吗？ 

（30）和（31）的差别只在于前者的谓语有“很”修饰，但程度副词“很”

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词汇，这个词汇的加入，使例（30）的问句有了更

明显的倾向性。（33）句则因为使用了“妖怪”这样情绪化的词汇，使

该句相比（32）的倾向性更为明显。因此，（30）和（33）句不能加上

“究竟”。 

    由此可见，通常规则所说的“究竟”不能用于是非问句，深层的原

因其实也是“究竟”对疑问句功能上的要求。 

4 余论 

现在来看，例（8）的问题也与疑问句的功能有关。“怎么”从语义

上看可以询问原因，表达和“为什么”一样的意思，但从语用功能上看，

“怎么”不是单纯询问原因，而常常用于表质疑的场合。换句话说，由

问原因的“怎么”构成的疑问句并不是一个中性的问句，而更类似于反

问的用法。因此，这样的句子中无法加上“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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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

句等几类，也可以从功能上分为中性疑问、测度、反问等几类。“怎么”

从语义上看接近“为什么”，但在语用上与“为什么”存在使用差异。 

在汉语教学中，形式类更容易教，学生也更容易掌握，从形式上给

出规则当然是最简便的方法，但往往也有一些漏洞，导致不够准确。从

“究竟”的教学实例来看，除了形式上的标志之外，教授语言结构的功

能也非常重要。 

语言学习最终目的是恰当地运用这门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

结构的语用功能的介绍不仅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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