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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描写前置“而”的骈合结构的构成形式，然后从传统的语法研究———句法功

能、语义分析及语用表达三个平面，对前置“而”的骈合现象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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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汉语“而”的句法作用之一是充当连词，《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以及《现

代汉语八百词》在将“而”归入连词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且都对其作连词时的各类语义关系有详细

的阐述。

在现代汉语中，连词“而”一般是前置的，但虚词又是不自由的、粘着的，连词“而”是不能脱离

所需连接的前后部分的，在特定的结构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请看例句：

（ã）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

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老舍《大悲寺外》）

（ä）诚然，于老前半生出生入死，为革命文艺而奔走，而呕心沥血；后半生又命运坎坷，迭遭踬

噘。（陈诏《拾得旧梦祭于伶》）

通常情况下，我们将此类构成现象认为是“骈合结构”。赵元任（ãëéë：ãçã）着眼于结构助词

“的”的前置这一特殊现象但却并未明确定义。杨金鼎（ãëêæ）研究讨论了运用联合结构的谓语或

状语的一些句法现象，并称之为“骈合式”。吴竞存、梁柏枢（ãëëä：äêéßåãç）指出“骈合结构是由

‘省略了成分的并列项’与‘未省略成分的并列项’直接并列组合而构成的比较特殊的联合结构。”

张谊生（äâââ）将骈合结构的内部形式、缺省位置、标记特征以及现象特性逐一地加以解释，最终得

出此类“隐含式前置应为逆向有标偏正式骈合结构”的结论。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骈合结构”有不同理解。如吕叔湘（ãëèä）［ã］将由两个动词合用为一个

宾语的组合形式称为“骈合构造”；周国光（äâãä）为了区别现代汉语中同类词语构成的联合结构，

即把异类词语构成的联合结构叫做了“骈合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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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学》）

其中，例（ë）“人生”、“世界”为抽象名词，例（ãâ）的“专门家”、“科学院院士”为专有名词，例

（ãã）中“炭色”、“青蓝色”为颜色名词。

æà“而”后成分为短语

“而”后的成分除了是基本词类之外，还有一些短语也可位于“而”后，进入前置“而”的骈合结

构之中。经过语料统计，具体有定中短语、述宾短语、主谓短语三类。

（ã）定中短语

（ãä）今天，我看到这么多的青少年都来了，这说明他们没有忘记先烈们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流

洒的鲜血，而抛却的头颅。（《人民日报》ãëëç年ë月份）

（ãå）实际上，为国家、人民和未来而奋斗的人，而牺牲的人，而丧失自由的人，在中国多得很，

在海外也多得很。（杨银波《中国的主人》）

其实，此处的两例虽在“而”后的成分都为定中短语，但还是有些许不同之处的。例（ãä）中“流

洒的鲜血”、“抛却的头颅”，其所要修饰的中心语并不相同。例（ãå）的则都是以“人”为中心语的

偏正结构。

（ä）述宾短语

（ãæ）“和”是指溶东西南北为一体，为一统，溶甜咸酸辣为一鼎而求一味，而求一和。中与和为

中原烹饪文化之本，为中华文明之本。（百度百科《菜谱》）

“求一味”、“求一和”为述宾短语，且这里都是由动词“求”作述语的。

（å）主谓短语

（ãç）他列举了当时中国的各种迷信现象，结论是：“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

之，厥维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人民日报》äâââ年）

此例中的“迷信”、“无知妄作之风”分别作各主谓短语的主语，“斩焉”、“息焉”作谓语。

（二）相异形式

上述的“而”后成分为动词、为形容词、为名词、为短语，都是前置“而”的骈合式中每一个“而”

后成分都相同的情况，但还是存在不相同的现象，且大体可分为三个小类：一是“而”后成分为不同

类的词；二是“而”后成分为不同类的短语；三是“而”后成分为词和短语。

ãà不同类的词

大多情况下，“而”后成分为不同类的词时，基本上都是动词与形容词之间的交错使用。

（ãè）譬如拿“死”来说，凡是人办得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会使人长生不死，所以为我们必不免一

死而恐惧、而悲叹，在这上面耗费时间徒劳无益。（［英］罗素《西方哲学史》）

（ãé）有些青年，包括有些爱好诗歌的青年，经过了“文革”的风暴，抚摩创伤，由狂热而冷却、而

颓丧、而绝望，但那是没有出路，毫不足取的。（《读书》ģĜęßâçë）
例（ãè）“恐惧”为形容词，而“悲叹”为动词。例（ãé）的骈合式中“冷却”、“颓丧”、“绝望”是

“而Þ动词”与“而Þ形容词”与“而Þ动词”并列使用的组合现象。

äà不同类的短语

前置“而”的骈合结构一般在小句中出现，因此“而”后成分很少为比较复杂的短语形式的搭配

组合。

（ãê）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在梦里行走，在梦里飞翔；经常沉湎在

梦的境界里，为追逐一个个新的梦境而神醉魂驰，而搏击不止。（《人民日报》ãëëè年å月份）

（ãë）中国的新诗，因为增添了光辉，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您也因为诗而生命永存，而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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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张锲《送艾青同志远行》）

（äâ）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丁玲《莎菲女士

的日记》）

这三例中“而”后成分都是不同类型的短语。例（ãê）的“神醉魂驰”是由两个主谓短语组成的

联合短语，“搏击不止”是主谓短语。例（ãë）中“生命永存”和“与时间同在”是“而Þ主谓短语”与

“而Þ状中短语”并用的形式。那么，例（äâ）“感到怅惘”是述补短语，而在这里将“恨起他来”看作

是含述补短语的述宾短语。

åà词和复杂成分

在“而”后成分分别为词和复杂成分时，占比例较大的是谓词与短语的组合，也出现了一些谓

词与成语、短语与成语的形式。

（ã）谓词Þ短语

（äã）当人们为一个个紧急汛情而焦急，为抗洪军民的英雄壮举而激动，为这场气壮山河的斗

争而震惊、而受到教育的时候，人们可能记不起为传播这些信息和场面，为讴歌这种精神和壮举而

拼搏在抗洪前线的新闻工作者们。（《人民日报》ãëëê年）

（ää）趁他们还能听见你的话的时候，趁他们的心还能为你的话而激动、而感到快乐的时候，把

你的赞誉、鼓励之词说出来。（《读者》合订本）

（äå）王敬朋友，我觉得你不妨把自己的苦闷原原本本讲给妻子听，同时也仔仔细细听听她的

想法，互诉衷肠，找到共识。你们因爱而结合、而共同生活，有着理想的沟通基础。（《人民日报》

ãëëè年å月份）

（äã）例中的“而震惊、而受到教育”是“而Þ形容词”与“而Þ述宾短语”的搭配出现。（ää）例

“而激动、而感到快乐”则是“而Þ形容词”与“而Þ述补短语”的组合形式，以及（äå）例中“而结合、而

共同生活”是“而Þ动词”与“而Þ状中短语”的表达。

（äæ）曾经有那么多迟疑的目光在注视了群山以后变得坚定起来，曾经有那么多彷徨的步履在

走近矿山以后变得自信起来，曾经有那么多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在领略矿区群山的风流以后便情不

自禁地为之而歌，而舞，而泪，而相许终生。（《人民日报》ãëëè年æ月份）

（äç）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

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这两例比较特殊的是，例（äæ）单音节的词“歌”、“舞”、“泪”是名词，在“为之而ć”的结构中带

有古代汉语的用法———名词作动词，跟在“而”后形成骈合式。例（äç）的“思想”、“行为”也是名

词，这里也是被用作了动词。这两例都被看作是“而Þ动词”与“而Þ状中短语”并列连用的形式。

（äè）过去的百年是中华各族儿女值得庆祝、值得骄傲的百年，让我们向所有为中华民族在äâ
世纪崛起而奋斗、而流血牺牲的同胞，表示深深的敬意。（《人民日报》äâââ年）

（äé）而冯梦龙辑录的谬误现象，却往往因为那些人太承认社会法则，以身心外的天条为唯一

的规范标准，而乖谬，而让人哭笑不得，《谬误部》所展示的正是“社会游戏规则”本身。（《读书》ģĜę
ßâëç）

“流血牺牲”为联合短语，这里例（äè）即为“而Þ动词”与“而Þ联合短语”的组合。而例（äé）中

“乖谬”为形容词，“让人哭笑不得”为兼语短语，这样搭配构成了骈合式。

（ä）谓词Þ成语

（äê）中国的计算机产业面临着太多太多的困难和坎坷，面临着太多太多抉择和问题，但毕竟

我国的广大计算机界的有识之士，广大计算机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却步，而一蹶不振。（ãëëæ年报刊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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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ë）我们为安居，而迁徒，而疑惑，而费尽心机，而一无所有，而家破人亡。（《读者》合订本）

例（äê）中“却步”、“一蹶不振”是一个动词和一个成语的组合，也有动词、形容词，同时与多个

成语的形式，如例（äë）的“迁徙”、“疑惑”、“费尽心机”、“一无所有”、“家破人亡”。

（å）成语Þ短语

（åâ）我们也不必因为自己前进中出现错误而惊慌失措，而怀疑我们的方向。（《读书》ģĜęß
âåè）

原本成语的相同形式和短语的相同形式就是非常少的，而这一例是“而”后成分分别是成语和

述宾短语的形式。

经过对所收集到的ãäë项有效用例的统计，按“而”后各类句法成分的用例个数及所占比例，

整理得到表格如下：

表ã

形式 相同形式 相异形式

成分 动词 形容词 名词 短语 不同类词 不同类短语 词和复杂成分

例数（个） èä ãæ ê ê ãâ ç ää

百分比（Û） æêàã ãâàë âàèä âàèä âàéê âàåë ãéàã

由此可见，在前置“而”的骈合式中，“而”后成分大多为谓词性成分，其中以动词居首。名词及

其他体词性成分都出现不多，这里与“而”本身的语法性质有着密切的关联。一般情况下，“而”都

是连接状语出现的，状语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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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呼吁，为的是把铁路迎进自己家门。（《人民日报》ãëëæ年第ã季度）

（åã）例中“悚然”属于“ć然”一类词，而这类词的最大特点就是作状语出现。（åä）例的“利用

她青年的精力”在这里是述宾短语作状语，且中心语分别是“读书”、“研究”、“学习我以前未学现

在想学而已嫌其晚的一切”。（åå）例中的“而”则是连接了由介宾短语充当的状语和中心语。

äà主语和谓语之间

“而”还可以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但有这样用法的骈合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是较为少见的。

（åæ）“茶道”是日语词汇，饮茶而“道貌”化、而规范化。这不是四川饮茶的艺术。如果说四川

饮茶也有什么“道”可言的话，正可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而喻，无道可言，十足的自由与懒散，才

是四川饮茶的艺术。（《市场报》ãëëæ年ñ）

这例中的“而”是用在了主谓之间。例（åæ）的用法类似于古代汉语中“主Þ而Þ谓”的句子，且

整个骈合式在这里是作结果分句出现的［ä］。

（二）骈合式作句子成分

由于在前置“而”的骈合式中，“而”后成分以谓词性成分居多，整个骈合结构的外部语法功能

基本是呈谓词性出现在句法结构中的，通常作谓语、宾语、定语，也有作主语的情况出现。

ãà作谓语

（åç）我年青失侣，要在异国立足，我不再追求那份要众人都接受我的情怀，我为了自己的成就

而自喜、而珍惜。（《蒋氏家族全传》）

（åè）广大群众为雷锋第二故乡涌现出又一名徐洪刚式的英雄战士而鼓舞、而骄傲。（《人民日

报》ãëëæ年第ã季度）

（åé）艾比布和妻子再娃尔汗·肉孜，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为了这一天而激动、而欣喜。（《人民

日报》ãëëê年）

（åç）例“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自喜、而珍惜”作谓语，“我”为主语。例（åè）中的主语是“广大群

众”，后面跟了一个较长且成分较多的谓语。（åé）例谓语“为了这一天而激动、而欣喜”被逗号隔

开，没有紧跟主语出现。

äà作宾语

（åê）双脚一回到大地，他就开始为实现他的绿化构想而奔忙、而呼号。（ãëëæ年报刊精选）

（åë）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次“大赛”就得以应运而生、而长。（《人民日报》ãëëå年ãã月份）

（æâ）所谓“文明”径直就是“野蛮”的对立概念；它是随着社会的前进而生成、而发展的。（《读

书》ģĜęßäâç）
这三例中的骈合式都是作宾语出现的，分别作述语“开始”、“得以”、“是”的宾语。

åà作定语

（æã）为改革而奋斗、而付出的人们是不会被历史所忘记的，他们也将为后人留下可歌泣的故

事……（ãëëæ年报刊精选）

（æä）遗憾的是，我永远无法对现实里那些满口为了“好玩”而生活、而工作、而掩饰其浅薄无行

的人产生一丁点儿类似的同情。（张大春《我妹妹》）

（æå）这所为妈而搬迁、而装修的房子，妈一眼也没看着。（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

了》）

例（æã）“为改革而奋斗、而付出”作定语修饰“人们”。例（æä）的定语“为了‘好玩’而生活、而

工作、而掩饰其浅薄无行”较长，且前面还有其他定语限制。例（æå）中量词短语“这所”和骈合式

“为妈而搬迁、而装修”共同修饰中心语“房子”。

æà作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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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为“追名逐利”而看重质量，为质量而竞争、而奋斗，这是晋江的幸运，也是历史的进步。

（ãëëæ年报刊精选）

“为质量而竞争、而奋斗”在句中作主语，虽谓语没有直接跟在后面，但用“这”指代了前面的主

语。所以，这里的主语还是“为质量而竞争、而奋斗”。

四、语义分析

前置“而”的骈合结构的形式与句法在之前已有描写和阐释，为了分析其中的语义关系，这里

先对其结构内在成分的表义特征进行探究。

（一）表义特征

这里所说的表义特征，主要指的是在整个骈合结构中位于“而”前成分的语义。同时“而”在结

构中，是将具有各不相同的表义特征的成分连接到动词性成分上。

ãà表原因

“而”可以连接表原因的成分，通常以“因á因为á由于……而……”的形式出现。朱斌、伍依兰、

郑郁汀（äâãæ）认为句式“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因果紧缩句式。

（æç）他活得平庸，也死得平庸，泥土一盖上身，人们就把他从记忆里撵出，忘掉了，只有我还时

时想起，又因
獉

这想起而苦恼，而悲哀，而至于无法摆脱。（唐韬《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æè）托尔斯泰说得好：“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äâ年后，会因为
獉獉

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

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人民日报》ãëëè年ê月份）

（æé）同时也会把它的效果用穿白大褂的人嘴里很科学地证明出来，他也可以找出相应的、由
獉

于
獉

使用他这样子的保健品而获益、而恢复健康的人现身说法。（黄卫平《百家讲坛：诚信是金》）

äà表目的

表目的的成分也可以通过“而”与动词性成分连接，一般形式为“为á为了á为着……而……”。

黎氏月草（äââê）界定“为ć而Ĉ”是一个介词框架，且将其语义特征分为：表目的、表原因以及兼表

目的和原因三小类。对“为……而……”是表目的还是表原因的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之间

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目的”是想要达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结果；“原因”是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另一件事情发生的条

件（《现代汉语词典》）。古川裕（äâââ）是从时态性角度来区分“目的”和“原因”的，“目的是对尚未

完成的事情作出的预期，是行为的动机或目标，是未然的；原因而多为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归纳总结，

是己然的”。那么，根据古川裕的区分方法，以下三例是可以归入表目的的范畴的。

（æê）教授感叹道：虽然我们信仰的东西不一样，但能为
獉

信仰而活着、而奋斗、而牺牲的人，总是

令人尊敬和羡慕的。（新华社äââã年ãâ月份新闻报道）

（æë）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自尊和人格并不是凭空建立的，它必须以一定的信念为基础，

并且只有在为了
獉獉

一定的信念而从事、而奋斗的事业中才可能得以实现。（《读书》ģĜęßâäë）
（çâ）鲁迅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这条路线，他的思想是沿着这路线，为着

獉獉
这任务，而形成，而时

时纠正、改变和发展的。”（《读书》ģĜęßâæå）
åà表依据

当出现“依（�）á照á按照……而……”这样的形式时，就是“而”连接了表依据的成分和动词

性成分，继而构成了骈合结构。这里“依（�）”一般可以是“依据”、“依诸”、“依赖”，等等。

（çã）但也有若干著作试图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变化。如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

史》强调文化“就是人类依
獉

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创造、而展开之精神生产的成果之总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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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ģĜęßâéå）
（çä）由此看来，尽管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是千变万化的，但它总是依据

獉獉
一定的教育、教学条

件而发生、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

心理发展与教育》）

（çå）该制度依诸
獉獉

原则而定、而行。（ãëëæ年报刊精选）

（çæ）人类依赖
獉獉

生态环境而存在、而发展，让地球充满生机，也正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äââä年è月份新闻报道）

（çç）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深信着我的梦想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照
獉

目前的情形而看，而推

测，要他不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读者》合订本）

（çè）无产阶级政党则是先进阶级为着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共同目标，按照
獉獉

一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而奋斗、而工作的组织。（《人民日报》ãëëè年æ月份）

æà表倚变

表倚变的成分通常前面会有“随”、“随着”等词，与“而”搭配之后形成“随á随着……而……”

的句式。

（çé）然而，过分拘泥于传统而不能随
獉

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而创新，再好的东西也难免渐渐失去

生命力。（《人民日报》ãëëç年ê月份）

（çê）令人烦恼的烟花爆竹声，随着
獉獉

夜深而稀落、而消失。（《人民日报》ãëëå年ãä月份）

çà表起点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用法，但却也是十分常见的，即“由á从……而……”。一般是连词“而”将

两个名词性成分连接都一起，其中要注意的一点是，各名词性成分之间的渐变顺序是不能颠倒或调

换的。各名词成分在意义上是有阶段限定的，因而这样的骈合式大多是表在阶段上的一种过渡的

意义。

（çë）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迅速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锻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送进学校，由
獉

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一层层升上去。（《读书》ģĜęßâãé）
（èâ）所以我们要常常自考自验，对境是不是无动于衷？如一时尚未臻稳固，不无动摇，能从

獉
多

动而少动、而不动，即是上上升进，即是成道的象徵。（《佛法修正心要》）

（二）语义关系

词典以及大部分语法书在对“而”的连词功能进行描述时，都从其所能表述的语义关系上区分

其用法的不同。一般情况下，连词“而”的用法被划分为：（ã）表并列关系，相当于“和”、“与”；（ä）
表承接关系，相当于“就”、“才”；（å）表假设关系，相当于“如果”；（æ）表转折关系，相当于“却”、

“但是”；（ç）表因果关系，相当于“因而”、“所以”。

在此基础上，结合各个语法著作和各种语法现实，骈合式中“而”前后连接的成分之间的语义

关系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承接关系，一是逻辑关系。承接关系主要是强调骈合式中“而”所

连接的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客观性关系，而逻辑则是强调骈合式中“而”所连接的前后两部分之间的

主观性关系。

ãà承接关系

“而”较为显著的用法即为连接并列关系，以及承接关系，但在有些情况下“而”也是具有连接

递进关系的功能的。

然而，在骈合结构中能够出现的“而”则是以连接承接关系为主的，且多数是表示时间顺序上

的关系，如例（èã）、例（èä），较少有其他类关系。

（èã）历史“终结”了，社会依然存在，由百无聊赖而酗斗、而杀人、而自杀，依然存在，于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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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便成为未来时代首要工作。（《读书》ģĜęßäâã）
（èä）你会讲“大亚细亚主义”，想把中国吞下去，进而侵略亚洲各国，进而窥伺全世界，我们就

进“弱小民族联盟”，以中国为主干，而台湾，而琉球，而安南、缅甸，而暹罗、印度，而澳洲、非洲一切

野蛮民族。（李宗吾《厚黑学》）

äà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一般是阐述事物、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各种因果关系或其他关系的。

细分的话，大体有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具体和抽象的关系、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等等。

“而”大多连接因果目的关系的，这样其所连接的前后成分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概括为事理顺

序上的关系。因为在骈合结构中，受结构形式的限制，所以处在特定框架之中的用例占了绝大多

数。

（èå）所有青年男子所能想，所能说所能写的美妙的东西，他们都为这两个少妇而想、而说、而

写。（［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èæ）请记住，假如一个人为了金钱而活着，而去做坏事，那他的头颅就会在生命的天平上失去

重量。（ãëëæ年报刊精选）

由于表义特征只专指“而”前成分的语义，而语义关系则是“而”前后两部分成分语义上的关

系，两者之间是存在紧密关联和影响的，因此得出表格如下：

表ä

特征

关系
表原因 表目的 表依据 表倚变 表起点

承接关系

（时间顺序）
ß ß ß （Þ） Þ

逻辑关系

（事理顺序）
Þ Þ （Þ） ß ß

由此可得，骈合式中“而”前成分表原因、目的，以及少数表依据时，前后两部分之间所要阐述

的即为逻辑事理上的顺序。而表起点的“而”前成分和一些表倚变的“而”前成分，则在语义关系上

更倾向于表述时间承接上的顺序。这里主要是由于在表原因、目的及某些依据时，语言的使用过程

受到主观上的影响，随即跟从了一般事理的基本发展顺序。表起点的，和小部分表倚变的，是遵循

了客观发展的顺序，不受主观意识的干扰，阐释出时间上的一种承接关系。

五、语用表达

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以上所述的这些骈合式的特征、因素都是与表达功用互相作用和影响

的。在现实交际中，前置“而”的骈合结构也是具有其特殊的表达效果的，而就这其中的表现特性

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种：经济性、主观性、节律性。

（一）经济性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促使语言发生各种变化的重要动因之一。人

类的交际行为遵循经济原则，即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努力，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å］。因

此，说话人在表述时就会尽量减少一些信息，同时又认为听话人也不会受到影响而引起歧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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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交际过程中就存在了预设和隐含的因素。朱永生、苗兴伟（äâââ）认为这类预设是语用上的预

设，且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ã）语用预设是由词汇语法手段诱发的隐含命题，它传递发

话者对受话者知识状态的假设；（ä）语用预设可以决定一个句子或语段在某一特定语篇语境中的

适宜性；（å）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语用预设是为语篇信息流的畅通服务的；（æ）作为交际过程中的

背景信息，语用预设为交际双方所共有。”由此可见，前置“而”的骈合式也正是符合这样语言交际

的现象。

（èç）当孙安福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厂职工无不为他们失去了一位好厂长而悲伤、而惋惜、而痛

哭。（《人民日报》ãëëæ年第ä季度）

（èç’）当孙安福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厂职工无不为他们失去了一位好厂长而悲伤、无不为他们

失去了一位好厂长而惋惜、无不为他们失去了一位好厂长而痛哭。（《人民日报》ãëëæ年第 ä季

度）

（èè）“我们不是权威的信仰者”他说，“……我们生为自由人，也将作为自由人而活着，而死去。

自由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读书》ģĜęßãçä）
（èè’）“我们不是权威的信仰者”他说，“……我们生为自由人，也将作为自由人而活着，也将

作为自由人而死去。自由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读书》ģĜęßãçä）
从这两例中不难看出，写作者已经认为读者明白了其表达的意思，而省略了第二项及之后的

“而”前的成分，使得整个骈合式变得更加紧凑和约缩。这样就是通过省略语句用词，隐含了部分

语义，默认了读者的预设，从而完成交际的过程。同时也可看出，如果一旦补出简省的部分，整个句

子就会变得冗长而又繁琐，这就违反了语言经济性的原则。

（二）主观性

沈家煊（äââã）定义“主观性”是语言的一种特性，是“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

我’的表现成分”。换句话说，就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

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æ］”。其实，在任何语言使用中都会自然而然地嵌入说话人

或写作者自身特有的印迹，有的是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也有的是有意为之，以达到其想要的某种

表现效果。

（èé）第三，社会性，它不是指借助个人而成立、而发生作用并向社会的推展，而是针对社会问

题建立起调节社会行为的公共道德规范。（网络语料：任剑涛博客）

（èê）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梁晓声《京华

闻见录》）

网络中的语言是比较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因而这类

骈合式在新兴的书面媒体中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广泛地使用，如例（èé）。另外就是文学作家

一派，每个作家都各有各的写作风格和炼句习惯，主观色彩十分强烈，如例（èê）。这些也都是前置

“而”的骈合现象能够出现及稳定发展的促动因素。

（三）节律性

一般情况下，连词“而”在某些具体语句中可以使得表达上韵律和谐。在骈合结构中，“而”字

连用，也形成了排比的结构。这种修辞上的排比是为成分排比，即一个句子中把结构相同或相似、

意思密切相关、语气一致的词语或句子成串地排列的一种修辞方法。同时，正是由于经济性和主观

性这两种特性的影响，说话人或写作者为了追求某一种表达上的与众不同，而在文字词句上作出了

变换，达到修辞上的显著效果。

（èë）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像王涛同志一样，将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论个

人承受怎样的艰难，都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地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为国家和企业的将来而拼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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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那么，改革的攻坚战就一定能获胜，宏伟壮丽的蓝图就一定能够实现！（《人民日报》ãëëê
年）

（éâ）作者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了真理与胜利而呐喊、而宣传、

而歌唱”。（《读书》ģĜęßâèã）
（éã）我在酒会上常常从一旁呆呆地望着他，我就觉得他实实实在是了不起的天才，并且他坦

坦荡荡地做一个人，他真正作到了以自我为生活，而创作，而爱，而恨，他那么潇洒，那么帅！（刘心

武《多桅的帆船》）

（éä）在他们，唯一快乐、光荣的事情，就是为人民而战斗，而牺牲。（杜鹏程《保卫延安》）

通过以上四例包括多数语例都可以看出，这样的现象更多的是出现在以书面语体为载体的文

学作品当中，其目的就是要完成写作者文学摹写上的表达效果，这基本上有两个作用：一是文字简

洁、不嗦；二是增强语势。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界定了前置“而”的骈合结构，介绍了其构造形式与语法功能。从形式上看，可

以分为相同形式和相异形式。从“而”后成分的词性看，以动词、形容词等谓词为大多数。从“而”

在骈合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一般位于状语和中心语之间，较少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当整个骈合

式作句子成分时，由于其谓词性属性，前置“而”的骈合结构大多数充当谓语、宾语和定语，少数充

当主语。从表义特征看，则可表原因、目的、依据、状态、顺序等。从整个骈合结构内部语义关系来

看，存有客观上的承接关系和主观上的逻辑关系两大类，其中以表时间顺序关系和事理顺序关系的

骈合式占主要。从语用表达上看，此类骈合式具有经济性、主观性、节律性三种表现特征。

注释：

［ã］参见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ãéå页。

［ä］类似于方有国（äââä）中对于“主而谓”句式的分析，“若可，君而继之。（《左传·襄公十八年》）”其中，“君而

继之”为结果分句。

［å］详见何自然、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ãëëê年第å期。

［æ］参看ûĦĜěĠãëéé：éå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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ĆðýöùĖĎ
（òĜęęĒĔĒĜē÷ĢĚĎěĖġĖĒĠĎěđòĜĚĚĢěĖĐĎġĖĜě，ĂĕĎěĔĕĎĖýĜğĚĎęĄěĖģĒğĠĖġĦ，ĂĕĎěĔĕĎĖäââäåæòĕĖě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ăĕĖĠĝĎĝĒğēĖğĠġęĦđĒĠĐğĖďĒĠġĕĒēĜğĚĜēġĕĒõğĜěġ“Ｅｒ（而）”ĜēĝĎğĎęęĒęĠġğĢĐġĢğĒ，ĎěđġĕĒě
đĖĠĐĢĠĠĒĠĎěđĎěĎęĦħĒĠġĕĒĝĎğĎęęĒęĝĕĒěĜĚĒěĜěĜēġĕĒõğĜěġ“Ｅｒ（而）”ēğĜĚġĕğĒĒĝęĎěĒĠĜēġğĎđĖġĖĜěĎę
ĔğĎĚĚĎğĠġĢđĦßĠĦěġĎĐġĖĐēĢěĐġĖĜěĠ，ĠĒĚĎěġĖĐĎěĎęĦĠĖĠĎěđĝğĎĔĚĎġĖĐĒĥĝğĒĠĠĖĜěà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ｒ（而）；ĝĎğĎęęĒęĠġğĢĐġĢğĒ；ĠĢďėĒĐġĖģĖġĦ；ĖĚĝęĖĐĎġĖĜ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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