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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认为转折连词'然而(由'然(和'而(两个同义转折连词复合而成!还有观点认为转折连词'然(产生
于'然而("'虽然(之后#考察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形成时间及来源!转折连词'然(的产生不晚于'然而($先秦
存在大量'然%代词&

e

而%连词&(这个跨层组合的语言事实!根据关联向对复合连词结构制约的规律!可见转折连
词'然而(不是并列式复合词!其来源只可能是前面所述的跨层组合'然而(#

关键词!'然而($'然($转折连词$关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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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现代汉语常用的转折连词#在书面语
中尤为常用&例如)

!!

%

+

&淑华打算过去安慰芸!然而
!!

觉新却在旁
边拦阻道)'三妹!你就让芸表姐哭一会儿#她
要哭一会儿心才会畅快的#(他说着不觉得自己
也是泪水满眶了#%巴金*春+&

%

)

&她来了#他马上坐起来#她稍犹豫了
一下!就胆怯地"然而

!!

坚决地靠着他坐下了#

%路遥*人生+&

%

!

&列奥纳多从容地踱着步子#他身材虽
不算十分高大!体魄也并不那么魁梧!然而

!!

却显
现着雄性的全部魅力#%刘心武*永恒的微笑+&

讨论*然而+的形成与发展无法避开转折连词
*然+#在此我们对*然+和*然而+的形成与发展再作
探讨&

一
!

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来源
论及转折连词*然而+的来源#一般都认为与转

折连词*然+有关&关于转折连词*然+的来源#论者
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来源于代词*然+&但是对
其产生的途径和时间有不同的看法&

吕叔湘认为)*0然1字的开始盛行在0然而1之

后#我们可以说它是0然而1之省#以0然1摄0而1.我
们也可以说是0虽然1之省#那就本来不一定要随以
0而1字+

,

+

-

!E)

&王力以为#*直到汉代以后#0然1字才
单独用作转捩连词+

,

)

-

+EB

&他们都认为*然+作转折
连词晚于*然而+&

朱城则认为#*然+作转折连词不可能在*然而+

之后#它先有表转折的用法#然后才与连词*而+结
合#形成同义并列复合词#不过*然+与*然而+成为转
折连词的时间不会相去很远,

!

-

&

上面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然+

和*然而+的产生孰先孰后#二是*然而+的结构关系
是什么&

!一"转折连词*然+的产生
+'

转折连词*然+的产生时间
转折连词*然+上古已经产生#不应晚于*然而+&

上古文献中*然+已能表达转折意义#例如)

!!

%

E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过也#然

!

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左传,僖公
三十年+&

*然+没有直接与前文形成回指关系#它引出小句*郑
亡+#作转折连词&

)#



!!

%

#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
万人!然

!

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
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

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

不知为之之术也#%*管子,形势解+&

*然+和下文*而+相对#均表示转折&

!!

%

B

&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
也$然

!

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

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管子,

大匡+&

这是管仲请求桓公霸王被婉拒后请辞时所说的话#

*然+所引导的后句说明自己不为公子纠死的原因#

*然+在句子中没有明确的回指对象#是一个比较纯
粹的转折连词&

!!

%

"

&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抑人亦
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
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

!

大国之忧
也!吾侪何知焉-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本例上下句*小国+和*大国+的情形相对#中间以
*然+表示意义上的转折&

可见#在先秦文献中*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转
折连词&

中古以后转折连词*然+依然常见#例如)

!!

%

D

&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
!

无所惩艾#

%*汉书,丙吉传+&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二%)*然犹乃也&+

)'

转折连词*然+的来源和产生途径
我们赞同转折连词*然+来源于代词*然+的观

点&

代词*然+最重要的功能是回指#例如)

!!

%

,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
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
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

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

谁与居邑- 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

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
!

!费人无归!不亲南氏!

将焉入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例中*然+回指*惮之以威#惧之以怒+&

代词*然+亦用于分句句首#例如)

!!

%

+*

&为彼犹为己也!然
!

即国"都不相攻伐!

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
%*墨子,兼爱下+&

先秦最常见的是构成*然后+(*然则+这样的结
构&

作为回指的*然+#均以前文叙述的事实或条件
为依据#而对于后文#作为代词的*然+先已形成一个
预设)*如此#66+在这个预设之下#之后的部分在
语义上与之相适应顺承而下#则完成预设#*然+可能
发展为顺承关联词#这在中古文献中已见#例如)

!!

%

++

&楚将见汉将走过!然
!

知是斫营汉将#

%*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文+&

*然+表示顺承关系#相当于*然后+&

而当后接项在语意上与前文相左时#整个结构
意义就在原来的预设下被赋予了*本应这样#但
66+的色彩#*然+的功能也就由原来预设部分的
*这样+被转移到了*但+&例如)

!!

%

+)

&还见令尹子木!子木与之语!曰)'子虽
兄弟于晋!然

!

蔡吾甥也!二国孰贤-(%*国语,楚
语上+&

%

+!

&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
!

所以
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

%*尉缭子,武议+&

%

+E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
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苦!

然
!

不得已而为之者!可贵则决之$去患者!可贵
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鬼谷子,决篇第
十一+&

*然+作转折连词的功能是从句式意义中获得
的#其中*然+在句法中的位置和上下文语境语义都
有决定性作用&

!二"转折连词*然而+的产生
+'

转折连词*然而+的产生时间
根据刘利的研究#转折连词*然而+上古也已形

成#具体时间在战国初#西汉开始数量增加(用法进
一步成熟,

E

-

&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例如)

!!

%

+#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
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

!!

所以辅
王成霸#%*管子,兵法+&

*然而+与前面的*虽+搭配#构成让步
G

转折这
样的固定关联搭配格式&

因此#转折连词*然+的产生不晚于*然而+#认为
转折连词*然+的产生与先期产生的连词*然而+或
*虽然+有关#似与语言事实相左&

)'

转折连词*然而+的来源和产生途径
!#

袁雪梅
!

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形成



这里实际上要讨论*然而+的形成过程&

我们注意到*然而+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高频出
现的跨层组合#最常见的是以代词*然+回指上文#篇
章中的作用是承上.以转折连词*而+引出与前面预
期相左的结果或事实#篇章中的作用是启下&例如)

!!

%

+B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
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

!!

不胜者!是天时不如
地利也#%*孟子,公孙丑下+&

%

+"

&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
兽也#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

!!

不
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
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晏未之闻也#

%*晏子春秋,内篇第二+&

%

+D

&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
!而

!

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 畏韩"魏之议
其后也#%*战国策,赵策二+&

%

+,

&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
!!

不好言!

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荀子,非相+&

%

)*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
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

!!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韩非子,问
辩+&

这种格式是我们习见的上古汉语的常用组合&

据刘利统计#$荀子%中出现
+*)

次#$韩非子%

!#

次#

$战国策%

E+

次#$管子%

+"

次#正是这种组合在相宜
的条件下使*然而+凝合为双音转折连词,

E

#

#

-

&

二
!

转折连词"然而#的结构关系
*然而+的形成过程与其结构关系有直接关联#

这是我们特别要讨论的问题&

前面提及吕叔湘认为*0然1字的开始盛行在0然
而1之后#我们可以说它是0然而1之省#以0然1摄
0而1+#这表明在吕先生看来*然而+当是同义复合
词&朱城明确指出*然+先有表转折的用法#然后才
与连词*而+结合#形成同义并列复合词&但是这种
看法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上古汉语中跨层的组合*然!代词"

e

而
!连词"+最为常见&这个组合承上启下#在句中有很
强的关联作用&当*然+的回指功用削弱后#*然而+

有条件渐渐凝固成词#表示相对单纯的转折关系&

第二#同义复合的转折连词*然而+在结构上不
符合汉语复音转折连词形成的一般规律&

我们的研究表明#关联意义的内在需要对复合
连词的结构有选择性#复合连词结构受制于关联
向!

#单向复合连词接受并列式结构而排斥介宾式
结构#双向复合连词则排斥并列式结构&

连词中并列连词(顺承连词(果标连词(转折连
词为双向关联词&双向连词处于联结项的中间位
置#语义上承上启下#表现在合成词结构上的特点
是#允许派生词出现#复合词以介宾式和跨层式为
主#排斥并列式结构&其中最典型的是作为双向关
联词的转折连词(顺承连词#它们相对排斥并列式复
合连词&转折连词的核心功能是引出与预期相悖的
结果#顺承连词的核心句法功能是上联下达#它们都
是中置型关联成分#因此它们的指向是双向的&语
言事实告诉我们#在复音化的过程中#关联项的意义
关系对复音连词的结构提出了要求)希望在复合词
的两个语素中充分体现这种双向的辖域&结果很让
人满意)转折连词*然而+(*然则+(*但是+(*可是+等
来自于跨层组合"

#顺承连词*于是+(*因尔+(*由
是+来自于介词词组#*然后+(*尔乃+来自于跨层结
构#并且它们内部的语素的确完成了照应前项和引
发后项的双重任务#

&

关联向不同的复合连词在并列式和介宾式两类
结构上正好形成大致互补的状态&介宾式连词的来
源是介宾结构#通常由介词和一个有回指功能的代
词构成#如*因此+(*于是+#凝合成词后#这种特征依
然保留在它们语义的深层#语表上则表现为双向连
词&

并列式复合连词由单音词同义复合而成#语法
功能只能与原来的单音词相当#无法从自身的结构
形成新的多个指向#因此也就无法满足复音化的过
程中并列(顺承等关系意义对复音连词结构提出的
要求)希望在复合词的两个语素中充分体现双向辖
域&这样并列式复音连词就大都被限定在了单向关
联词中&

因此#尽管*然+和*而+在上古汉语中都已经可
以作转折连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然而+是两个转
折连词同义复合的结果&更明确地说#转折连词
*然+和*然而+的形成并不是两个有必然联系的过
程#我们倾向于把它们描述为两个独立进行的变化)

!

*然+

!$!

*然+

!代词"

!!

!转折连词"

其变化的原因前面已经讨论&当然#在这个过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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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高频出现的*然而+在其中是否有推波助澜的
作用#还很难断定&

"

*然+

!

e

!

*而+

!$!

*然而+

!代词"

!!

!连词"

!!

!转折连词"

这一过程符合语言中最大量存在的是*然!代
词"

e

而!连词"+这个跨层组合的事实#同时也与双
向的转折连词中复合词结构受制关联向(排斥并列
式复合词的普遍规律达成一致#较好地解决了前面
将其视为同义复合词存在的两个问题&

三
!

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使用与发展状况
转折连词*然+出现后即成为古代汉语最为常用

的转折句标志&例如)

!!

%

)+

&晋平公于亥唐也..虽蔬食菜羹!未
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

!

终于此而已矣#(%*孟
子,万章下+&

%

))

&周勃重厚少文!然
!

安刘氏者必勃也#

%*史记,高祖本纪+&

%

)!

&宋兴..其于文儒之事稍集!然
!

未能
备也#%宋曾巩*文馆+&

%

)E

&酒熟饮客!客醒!然
!

先生已醉#%清戴
名世*涛山先生诗序+&

*然+自上古到近代汉语一直使用#十分常见&

相比而言#*然而+的使用则相对有限&比较极端的
是我们调查了姚秦著名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所译
的

+E

部佛经#共约
)**

万字的语料#其中*然+是一
个常见的转折连词#例如)

!!

%

)#

&如转轮圣王众宝!虽胜一切诸王宝!然
!此珍宝中自有差别!贵贱悬殊#%*大智度论+卷

"

!

)#

/

+++5

$

&

%

)B

&说无者言!汝虽以言说破空!然
!

诸法实
无!以诸根尘皆不可得故#%*成实论+卷

++

!

!)

/

!!*A

&

而自上古已出现的*然而+在鸠摩罗什译经中却
无一见&不独如此#能够代表中古汉语口语状况的
汉魏晋译经中也甚少见到这样的用例%

#这不能不

引起注意&刘利调查的
+)

种上古文献中&

#找到
+#

例*然而+作转折连词的用例#这个数字已经能够作
为其存在的支撑#但是数量确实还很少&在此后的
口语性较强的中土文献里#*然而+亦不多见#我们检
索的$太平经%($世说新语%($法显传%无一见&这
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然而+是上古汉语传
承下来的书面语转折连词#在中古曾有过一个沉寂
的时期&

我们还看到#即便是上古汉语#学界公认代表当
时口语状况的$左传%中*然而+仅

+

例#$论语%($孙
子兵法%中不见#可以断定转折连词*然而+的来源格
式代词*然+与转折连词*而+这种跨层组合本身就是
上古汉语书面语特有的组合#凝合成词后也依然在
书面语中使用&例如)

!!

%

)"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
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

!!

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
行!又况乎所教﹖%*吕氏春秋,有度+&

%

)D

&穷之与达!不能求也#然而
!!

轻薄之人!

无分之子!曾无疾非俄然之节!星言宵征!守其
门廷!翕然谄笑!卑辞悦色!提壶执贽!时行索
媚$勤苦积久!犹见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以构合
之#%*抱朴子,交际+&

%

),

&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
!!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

也#%*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

转折连词*然+在中古以后一直在口语中使用#

*然而+则多见于书面语#二者形成了互补&

但是#发展到现代#情况又有了变化&作为转折
连词的*然+在口语中已悄然退出#$现代汉语词典%

在其*然而+义项下明确注明为书面语#即便如此#转
折连词*然+的使用在书面语中仍不常见&反之#在
词目*然而+则直接注明为转折连词#这个从上古开
始即以古代书面语形式出现的转折连词直到今天还
活跃在书面语中&

注释!

!

关联向针对关联词语指向的区域而言#如果单一地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单向关联词#句法位置可以前置!如*若+"#也可以后
置!如*的话+".如果关联词同时指向前后两个联系项#它就是双向关联词#句法位置是中置的!如*然后+"&具体研究参见拙
文$鸠摩罗什译经关联词语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

"

现代汉语中的复合转折连词依然表现出这个特点#郭志良$现代汉语转折词语研究%!

+,,,

"中提出了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的
转折词语专职标志#其中复合连词有*然而#但是#可是#不过#只是+#它们中没有并列复合词&

##

袁雪梅
!

转折连词*然+和*然而+的形成



#

类似的还有递进连词(果标连词等#也具有相似特征#例如*不但+(*因此(所以+等&

$

译经用例来自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分别注明经名(卷数(册数(页码(栏次&

%

我们检索到的早期用例仅寥寥数例#如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调达虽有高世之才#自然难暨#然而自憍#常怀嫉
意&+竺法护译$持心梵天所问经%卷第一)*斯谓菩萨#普无不入#信乐诸法#一切悉空#然而众生#驰骋思想#由是之故#不尽诸
漏&+又$持心梵天所问经%卷第二)*若兹#梵天#法性无二#然而法性衔一切法#何因当为他人众生讲说法乎2+竺法护译$佛说
乳光佛经%)*此牛麤常时弊恶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尔2 想是阿难所感发耳&瞿昙弟子尚能如此#何况佛功德威神变
化2 然而我等不信其教&+

&

这
+)

种上古文献是$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管子%($史
记%&参刘利$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连词*然而+%#$中国语文%

)**#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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