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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复句的句式关联性与句式网络图

一.　引言

汉语学习者用 “除了…就是～” 造的句子中出现了（1）这样的病句。句子要通顺，得用 “不

是…就是～” 才行，如（2）所示。“不是…就是～” 与 “除了…就是～” 都被归类为 “选择复句”，

表示 “非此即彼” 的选择，日语意义也同为 “……でなければ……だ”。然而，两者有时无法互换，

如（1）、（2），有时又可以互通，如（3）、（4）。

（1）＊在跟他讲电话的，除了他妈妈就是他姐姐。

（2） 在跟他讲电话的，不是他妈妈就是他姐姐。

（3） 这几天，除了刮风就是下雨。（《中日辞典（第3版）》，242页）

（4） 不是下雨就是刮风。    （《中日大辞典（第3版）》，149页）

众多的复句形式中，同为选择复句的还有 “或者…或者～”，如（5）、“要么…要么～”，如（6）、

“要不…要不～”，如（7）、“与其…不如～”，如（8）。

（5） 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 

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杨共乐，〈修昔底德撰史特点新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http:// bnuhh.bnu.edu.cn/wgsxs/ 

155834.html）

（6） 在正风反腐的新形势下，政商之间清风正气日升，歪风邪气日降。然而，也有的仍然

在顶风违纪，私底下还是要么 “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要么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要么 “入股生利、皆大欢喜”。（《人民日报》，2016年3月10日，第４版））

（7） 我要不就留在家给她带孩子，当保姆；要不，就搬出去。（江浙成等，《当代》，1982

年第２期，43页）

（8） 因此，周有光（2004）主张 “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赵金铭，〈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与模式〉，《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１期》，93⊖107页）

选择复句的句式关联性与句式网络图

嚴　　　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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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择复句形式的用法有同有异。在 “选择” 这个共通的概念架构下，每个选择复句句式

各自凸显出不同的特征，与此同时，跟其他的复句形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本论文为深化对

语言的理解和认知，将 “选择复句” 视为一个整体，从六个选择复句形式之间的关联性着手，厘

清其内部结构，最终建构出选择复句的句式网络图。

二.　选择复句的分类情况

复句是由两个或几个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单句形式组成的句子。（黄伯荣、廖

序东 2011：127；刘月华 2010：63；邢福义 2001：1⊖6；赵恩芳、唐雪凝 1998：11；黄成稳

1990：2⊖3）

复句分类的基准众多，主要有 “形式分类”、“标志分类”、“层次分类”、“意义分类”、“语气分

类” 等。一般根据分句之间的意义分类时，会先二分为 “等位复句”，即单句之间的地位相等以

及 “偏正复句”，即两个句子当中，一句为主一句为辅两大类，然后再分小类。本论文探讨的六

种选择复句形式中，“或者…或者～”、“要么…要么～”、“要不…要不～”、“不是…就是～” 一般

都被划分到等位复句的 “选择” 小项里。邢福义（1985：135）在介绍 “不是…就是～” 时简单提

到 “有时，ʻ不是……就是……ʼ 可以说成 ʻ除了……就是……ʼ。ʻ除了ʼ 相当于 ʻ不是ʼ”。除此之外，

在复句的分类里一般不会出现 “除了…就是～”。“与其…不如～” 是一种特殊的选择句，表示 “在

两个分句所代表的两种事物或情况中说话人经过评估比较取其一种舍弃一种的选择复句”（王维

贤、张学成、卢曼云、程怀友 1994：266）。由于带有 “取舍” 义，有些语法书会另辟别项，如刘

月华等（2010：876）就将这个复句形式划分到偏正复句下的 “取舍复句” 里，把它跟其他的选

择复句区分开来。王缃（1985：38）认为 “这种复句不仅有选择的意思，也含有转折的因素，但

更重要的却是比较”，因此把 “与其…不如～” 的分类命名为 “比较复句”。尽管如此，这个句式

和其他五个选择复句形式的深层概念都是 “选择”，并无差异，因此本论文也将其列入探讨范围

之内 i。

三.　选 “什么”

六个复句形式在 “选什么” 和 “怎么选” 这两方面的侧重点不同。“选什么” 主要是指选择者

是从 “多个选项中选出一个” 还是 “限定的两个选项里选出一个”，简单来讲，就是关系词语能不

能容许 “连用”。

《汉语知识》（1959：213⊖214）提及：“用 ʻ不是…，就是…ʼ ʻ要么…，要么…ʼ 关联的句子，

只表示 ʻ二者居其一ʼ，语气更肯定些。这样的关联词语必须成对地用，不能单用一个”，如（9）、

（10）。邢福义（2001：259）也提到 “ʻ不是 p，就是 qʼ 一定成双配对，形式固定，不能增减。”

换句话说，这个复句形式一般不单用，也不容许连用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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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星期天我们常常碰头）不是他来我这里，就是我去他那里。（《汉语知识》例句）

（10） （路那么远，）我们要么坐汽车，要么坐电车，（步行就太慢了。）（《汉语知识》例句）

在句式不允许连用上，“与其…不如～” 也有类似的限制。刘振铎（1986：52）提及，“取舍

选择关系的关联词语，多成对使用，很少单用。”

邢福义（2001：252⊖254）否定了对 “要么…要么～” 的说明，他认为 “就 ʻ要么ʼ 的使用而言，

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一个复句里 ʻ要么ʼ 所关联的选择项都不一定限于两个。有时出现三个或

四个选择项，因此相应使用三个或四个 ʻ要么ʼ”，如（11）。跟 “要么” 类似的 “要不”，也能出现

连用的情况，如（12）。

（11） 人们要么尊他孙老，要么唤他老孙，要么称他孙猴，要么就叫孙会计。（宏甲，〈龙

脊〉《长城》，1985年第3期，101页）

（12） 大家知道，108个好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的时候，没有死一个。而到了征方

腊完了以后往回走的时候，他108个弟兄，有的战死，有的阵亡，有的病故，有的

离去，有的出家，最后剩了27个。81个要不就是牺牲，要不就是出家走了，要不就

病故了，仅仅回来27个。（张俊，〈话说 “及时雨” 宋江〉，http://www.wxg.org.cn/

jzzx/1558.jhtml）

“或者…或者～” 一般被称为 “商选句”，表示 “数者中任选其一” 或 “或此或彼” 之意。数个 

“或者” 接连出现在句子中的情况相当常见，如（13）。

（13） 或者你去，或者他去，或者你们都去。（巴金《雨》，赵恩芳、唐雪凝（1998）例句）

根据关联词语的数量，选择复句分为两种，一是允许连用的 “或者…或者～”、“要么…要么～”、

“要不…要不～”，另一种是只能成对使用，受到句式限制的 “不是…就是～” 和 “除了…就是～”。

四.　“怎么” 选

“怎么选” 指的是选择复句形式表达的重点及范围。邢福义（2001：260⊖262）提出了 “析实

性选择” 和 “意欲性选择” 两个概念。前者表示 “所说的情况是对事实的描述或反映，客观性较强”，

如（14）、（15）。

（14） 她的成绩要么第一，要么第二。（邢福义（2001）例句）

（15） 她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邢福义（2001）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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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表示 “所说的行为都跟人的意向欲望有关，主观色彩较浓”，如（16）。“要么…要么～”

既可以表示析实性选择，又可以表示意欲性选择，但是 “不是…就是～” 一般只表示 “析实性选择”，

因此（17）不成立。

（16） 要么把我排第一，要么把我排第二。（邢福义（2001）例句）

（17）＊不是把我排第一，就是把我排第二。（邢福义（2001）例句）

“要不…要不～” 恰恰相反，一般只表示意欲性选择，（18）表示命令的情况可用 “要不～”，

但是单纯描述一般的事理，就成病句，如（19）。

（18） 要不你留下，要不你赶快走。（邢福义（2001）例句）

（19）＊这一向他要不满不在乎，要不斤斤计较。（邢福义（2001）例句）

“或者…或者～” 句式的表达重点，邢福义（2001：263⊖264）里并没有直接陈述，但是从比

较 “或者…或者～” 和 “要么…要么～” 时举的例句来看，“或者…或者～” 也能同时表示 “析实

性选择” 或 “意欲性选择”。

沈家煊（2003）认为 “概念系统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域，即行域、知域、言域（p.195）”。

“行域” 表示的是一般事理、行为或共同预设的话题等。“知域” 是根据所知做出的判断、推理、

推测，可成为前提或结论。“言域” 指的是言语行为，如请求、提问、提议、命令等。同论文

（2003：198）中也提及，“邢先生的析实包括我们的行域和知域，他的意欲相当于我们的言域”，

两者的比较归纳如【表１】。

邢福义（2001） 沈家煊（2003）

析实性选择

（对事实的描述或反映）

行 域

（一般事理、行为或共同预设的话题）

知 域

（根据所知做出的判断、推理、推测）

意欲性选择

（跟人的意向欲望有关的行为）
言 域

（言语行为）

【表１】　“析实性选择／意欲性选择” 和 “概念域” 的比较

“不是…就是～” 的句式义有二，其一是对 “单一表述现象的两种可能进行推断”，如（20），

另一个是能成为 “多个表述对象分类列举”，如（21）。前者属于 “知域”，后者客观地列举两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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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事实，属于 “行域”。“除了…就是～” 只在能表示 “列举” 时与 “不是…就是～” 互换，这也

就是（23）能成立而（22）成为病句的理由。由此可推，“除了…就是～” 同样能用来表达析实性

选择，只不过仅限于对事实的描述。

（20） 桌上那本书，不是英文书就是德文书。（王弘宇（1995）例句）

（21） 书架上，不是英文书就是德文书。（王弘宇（1995）例句）

（22）＊桌上那本书，除了英文书就是德文书。（修改例）

（23） 书架上，除了英文书就是德文书。（修改例）

综上所述，“或者…或者～”、“要么…要么～” 同时具备表达 “析实性选择” 和 “意欲性选择”

的特性，“不是…就是～” 和 “除了…就是～” 只能用来表达析实性选择，“要不…要不～” 则相反，

一般只用来表达意欲性选择。

五.　选择复句的关联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定义，“选择”，即 “挑选”，就是 “从若干人或事物中找出

适合要求的行为。” 由此可知，“选择” 的概念会包含 “选择者”、“选择标准” 和 “选择项” 三个构

成成分。六种选择复句形式都具备这三项特征，但凸显的部分有所不同。

５.１　包含潜在选项的认知模式

人们在进行选择时，要么选 A，要么选 B，要么非 A 非 B，选 C，换言之，客观的情况下

总会存在多个选项。第三章曾提到 “或者…或者～”、“要么…要么～”、“要不…要不～” 可以产

生 “连用” 的形式，表示对所有的选项一视同仁，不会事先排除任何一个。共通的基本句式图式

如【图１】所示，“黑球” 为出现在句中关联词语后的选项，“带括号的黑球” 表示在连用情况下

的选项。“白球” 为没出现在句中的潜在选项。这些潜在选项能被句式默认不受到排除，故以实

线表示。

【图１】　“或者…或者～”、“要么…要么～”、“要不…要不～” 的共通句式图式

“或者…或者～” 与 “要么…要么～” 在选项的关系上并不一致。李晋霞（2015：58⊖63）指

出，选择项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 “非互斥选择”，主要指 “不突出选择项是互斥关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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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这里的非互斥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上的 “相容性”。（24）的 “交换意见” 和 “请示

报告” 在同一个时间点无法相容，但仍被归类到 “非互斥选择” 里。这是由于使用 “或者～” 连

接之后，“两者间的不相容关系并不凸显（p.60）” 的缘故。“或者…或者～” 适合相容性高的选项，

而且能淡化选项的互斥性。

（24） 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 交换意见，

或者 请示报告。（李晋霞（2015）例句）

另一种互斥选择，即 “非此即彼的、互斥的、择一的（p.58）”，如（25）中的 “相交” 和 “平

行”，肯定一个就等于否定另一个，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亦或是在意义上并不相反，但明显有

择一关系的，如（26）。“要么” 和 “或者” 的选择项都有上述两种关系，但是 “表 ʻ互斥选择ʼ 时

优选 ʻ要么ʼ，表 ʻ非互斥选择ʼ 时优选 ʻ或者ʼ ……（p.62）”。

（25） 平面上的两条直线，要么相交，要么平行。（李晋霞（2015）例句）

（26） 把 “港台歌星” 同反动、黄色、低级之间画等号，要么是 “左” 的出奇，要么是缺乏

知识，二者必居其一。（李晋霞（2015）例句）

“要么～” 还有 “ʻ提议ʼ 话语功能的选择，常出现于对话中（李晋霞 2015：62）”，如（27）所

示。从 “列举” 演变出 “提议” 的过程正是跟 “要不…要不～” 句式的连接枢纽。

（27） 他说：“船长，要么咱们返航回去送一趟吧！”（李晋霞（2015）例句）

“要不…要不～”的句式也能列举数个选项，并有 “建议”的意义，如（28）。但 “主要用于言域，

较少用于知域和行域（史金生 2005：11）”，“要不～” 只表达意欲性选择，这跟 “要么～” 极为

不同。概念域中最基本的是知域，接着是行域和言域，因此，“要不～” 的句式应当视为 “要么～”

的扩张。

（28） 要不你去，要不我去。（史金生（2005）例句）

周有斌（2011：32）指出 “ʻ要么ʼ 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个选择连词，但其用作选择连词的

历史却很短，清朝中期以后才有如此用法”，相较之下 “要不” 出现 “选择” 的意义就更迟了。“ʻ要

不ʼ 做为连词，早期是表假设，后来是表选择，但这个出现的比较晚，现代汉语中才有（p.30）”。

这更加确定扩张的途径应当是从 “要么～” 到 “要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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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选择” 演变出 “建议” 的用法，是因为人们在建议别人时，为避免表现得太过强势，通

常提出几个备用方案，以给予对方选择权的方式来表达。邢福义（1987：14）指出，（29）的句子 

“包含这样的选择：ʻ要么找到厕所，要么到那个小棚子里去。̓但 ʻ要么 Pʼ 的意思隐含在前一个

句子里面，ʻ要么 Qʼ 的选择项则在后一个句子里头出现”。“要么～” 和 “要不～” 表达建议时以

“单用” 形式居多，原本因选择被排除的选项也变得不明显，不出现在同一个复句里，如（29）、

（30）。

（29） 到乡下的第一天，我们在庄上转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找到厕所。后来看到房子后边

有一个玉米杆子搭的小棚子，心想，要么到那里去吧。（邢福义（1987）例句）

（30） 他今天休息，你要不明天再来！（史金生（2005）例句）

综上所述，认知模式里包含潜在选项的复句形式当中，最符合选择概念原型的应当是 “或者

…或者～”，“要么…要么～” 居中，只表示言语行为的 “要不…要不～” 则最偏离原型。

５.２　不包含潜在选项的认知模式

“不是…就是～”、“除了…就是～”、“与其…不如～” 不能连用，选择复句句式本身会对选项

产生制约，排除其他客观存在的选项，只聚焦在关联词语后的两个选项上。王弘宇（1996：64）

在分析 “不是 A，就是 B” 的句式时便主张，整体意义应该是 “二者必居其一，排除第三者”。句

式要能成立，得有其他选项作为潜在基础，只不过那些潜在选项会受句式制约，被否定和忽略不

计。（王弘宇 1995、王弘宇 1996）。这三个选择复句形式的共通句式图式变成了【图２】，“黑球”

仍是出现在句中关联词语后的选项。由于句式无法连用，“带括号的黑球” 随之消失。“白球” 表

示没出现在句中的潜在选项，受句式的制约，事先遭到排除，故改为虚线。

【图２】　“不是…就是～”、“除了…就是～”、“与其…不如～” 的共通句式图式

邢福义（1987：16）指出，“用 ʻ不是 P，就是 Qʼ，断定更坚决，语气更坚定；用 ʻ要么 P，

要么 Qʼ，相对说来在口气上就显得灵活一些”。此外，当选项为名词，如（31）、（32）的 “张辉”

和 “李良” 的时候，“ʻ是ʼ 是典型的判断动词。如果改说成 ʻ要么 P，要么 Qʼ 必须保留 ʻ是ʼ，说

成 ʻ要么是……要么是……ʼ”。换句话说，“不是…就是～” 句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判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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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候选人不是张辉，就是李良。（邢福义（1987）例句）

（32） 候选人要么是张辉，要么是李良。（邢福义（1987）例句）

“除了…就是～” 跟 “不是…就是～” 类似，不用来表示言语行为，强调 “二者必居其一” 的

选择判断。表达 “列举” 意义时能相互替换，在不考虑前后句的情况下，几乎感觉不出差异，如

（33）、（34）所示。

（33） 在陕南村镇茶铺里，人们除了玩牌、喝茶、做小买卖，就是说闲话。（（35）的修改

例）

（34） 在陕南村镇茶铺里，人们不是玩牌、喝茶、做小买卖，就是说闲话。（同上）

当整个段落都提及某个选项的内容，一般指后选项里的内容，如（35）中用波浪线标注之

处，都是跟 “就是” 的后项 “说闲话” 有关的词语。这时用 “除了…就是～” 比较自然。“除了”

的原始意义为 “所说的不计算在内”，句子重点总是在后项。“除了…就是～” 的句式或许就是受

到原始意义的影响，残存着强调后选项的特性。

（35） 坐茶铺的老汉当中不少人兼做小买卖。见有跨坐门坎的，八成就是。这种老人是农村

里的人精。别看他迷迷瞪瞪睡不醒模样，却总有一只半只眼盯牢摆在门口泥地上的杂

货土产。他们的这种喝茶打盹守摊功夫没有三年两载是练不出来的。

除了玩牌喝茶做小买卖就是 说闲话。初进茶铺的老汉大都只带耳朵来，蹲在角落里

头一言不发闷头喝茶。这些老汉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只知使蛮力，不知嘴巴可以

用来说许多话。老天生人不公，不少农村男人到了喉结长大能下田挣工分的岁数，突

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女人不这样。女人是屋檐下的麻雀，什么年代都话多，农村女

人话更多。这种现象南北皆然，非独陕南一处。但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茶铺里的人一

天比一天多，嗡嗡营营的喧声也越响。人们见此情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放下了

锄把的庄稼老汉们该不是来此找回他们失落大半生的说话能力的吧！

老汉们最爱谈的话题是土地和房子，这些年陕南农村的土地在变，房子也在变。用老

汉们自己的话来说：种好了地才有房子，有了房子才能给儿子娶媳妇，有了媳妇才有

孙子！这是绝大多数陕南农村老汉世代为之奋斗的人生哲学。（《人民日报》，1998年

8月25日，第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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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不如～” 不连用，跟 “不是…就是～”、“除了…就是～” 归到一起。在各家语法书的

分类出现较大的分歧。刘月华等（2010：876）认为 “它表示已经经过比较，决定了取舍”，于是

将这个复句形式归类到偏正复句下的 “取舍复句” 里，把它跟其他的选择复句区分开来。原因在

于 “ʻ与其 p，不如 qʼ 不是表明 ʻ或 p 或 qʼ 的一般选择关系，而是表明 ʻ择 q 弃 pʼ 的优选关系 

（邢福义2001：135）”。比如在（36）里，说话者绝对不会选择 “治标”，早已在心中将 “治本” 定

为优选项，“优选 q” 跟 “除了…就是～” 凸显后选项的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36） 与其治标，不如治本。（邢福义（2001）例句）

综上所述，认知模式里不包含潜在选项的复句形式中，“不是…就是～” 应当可视为句式图

式的原型，“除了…就是～” 在凸显后选项上稍做扩张，“与其…不如～” 则最偏离原型。

５.３　选择复句的句式网络图

根据5.1和5.2的内容，将选择复句形式的句式网络图定成【图３】。汉语的选择复句形式里

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潜在选项。左边包含潜在选项的认

知模式的复句形式，功能比较齐全，能够列举一般事实、表达说话者的推断，还能表达言语行

为。右边排除潜在选项的认知模型的复句形式则分别缺少某些功能。不论在哪个认知模式里，都

能看到句式意义会逐渐凸显某个部分，如言语行为或后选项的扩张现象。

【图３】　选择复句的句式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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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选择复句形式的深层均为选择概念，在表层的凸显部分却不尽相同。“或者…或者～”

跟 “要么…要么～” 相同，选项为名词时，必须得加上 “是”，如（37）。句式本身带的判断性质

相对地比 “不是…就是～” 弱。另外，凭借句式引出的 “情绪性” 不强，表达言语行为时比 “要

么…要么～” 不明显。“或者…或者～” 里选项主要是相容的、共存的，句式本身还能淡化原本互

斥选项的互斥性。功能最多，但是句式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凸显之处。

（37） 进行变通的主体都是在制度中拥有合法地位的正式机构，或者是地方政府，或者是

政府中的有关部门，或者是延伸着政权的社会控制和管理功能的企业以及其他单位。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2004年，377页）

“要么…要么～” 在句式功能上跟 “或者…或者～” 相同，但是言语行为的部分凸显程度提升，

不仅能表达处说话者强烈的情绪，还扩张出了 “提议” 的功能。这点正是跟 “要不…要不～” 句

式连接的关键。“要不…要不～”的句式义也有从 “选择”到 “提议”的扩张，只不过即便是 “提议”，

也带有语言行为的色彩，有别于前两个复句形式。

“不是…就是～” 的句式排除潜在选项，只聚焦在句中出现的选项，选项的凸显程度比左边

的认知模式高。不能用来表达言语行为，只强调 “两者必居其一” 的选择判断，跟另一个认知

模式的复句形式相比，其断定更坚决，语气更坚定，句式本身带有的判断性质较强。“除了…就

是～” 在这点跟 “不是…就是～” 相同，“除了…就是～” 还带有凸显后选项的特性。这是跟 “与

其…不如～” 连接的枢纽。黄成稳（1990：30）指出，“ʻ与其…不如～ʼ 类选择复句，语意和语

气重心则是在选取项上”，也就是在后项上。不过，“与其…不如” 会让前选项在说话前就从选择

的范围里消失，这个特性又跟其他选项不相同。此外，邢福义（2001：158）主张 “与其…不如”

的句式带有 “推断性”，表明了 “对事物的从否定到肯定的判断”。后项的 “不如 q”，“往往可以说

成 ʻ为什么不 q 呢ʼ 或 ʻ我看还是 q 为好ʼ”，“有时还可以说成 ʻ那（么）就不如 qʼ”。从推断的过

程当中又带出了一丝 “建议” 的意味，这点跟左边认知模式里的 “要不…要不～” 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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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i 与 “与其…不如～” 同时列出的还有 “宁可…也（不）～” 的句式。（例）一个伙计说：“宁可回家饿

死，也不给周扒皮干了。” 两者都表示在经过评估比较后取一舍一的情况，然而取舍项完全相反。“与其…

不如～” 舍前取后，“宁可…也（不）～” 则舍后取前。关于后者的句式，刘月华、潘文娱、故韡（2010：

876）还提及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 “用 ʻ宁可……，也……ʼ 关联时，两个分句所表示的都是所取的”，

如右例。（例）我宁可一夜不睡觉，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完。此外，两句式的语气上也有强弱之差。“ʻ与其 A，

不如 Bʼ 在语气上，即表示主动者的选一舍一的态度上，没有 ʻ宁可 A，也不 Bʼ 那样决绝”（王维贤、张

学成、卢曼云、程怀友 1994：268）。鉴于 “与其…不如～” 和 “宁可…也（不）～” 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需待厘清后再议，本论文将 “宁可…也（不）～” 视为今后的课题，此次暂不予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