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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 X”反诘语气虚词本体研究
“何”具有明显的文言色彩，是古代汉语的遗留词，本意

是“什么”，作疑问代词,后又有引申义“为什么”。在汉语不断使
用和演变过程中，与“必”、“不”、“苦”、“尝”不断固定化与词
汇化，产生虚词“何必”、“何不”、“何苦”和“何尝”，直至今日，
这些词语成为现代汉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王力先生认为，一般
虚词“表示一种实义，没有情绪色彩”，但像“可、难道”这类词
是“有情绪完全没有实义”，他称这类词为“语气虚词”。“何X”类
不同，它不仅有特定语义，还具有语气甚至感情、态度等色彩。本
文参照“何必”、“何不”、“何苦”、“何尝”在《现代汉语八百词》
与《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释义进行研究。如下表

“何必”、“何不”、“何苦”、“何尝”与一般虚词
语法功能一样，都能放在主谓间，引起语义改变。句尾加上疑问
词，即为反问句或感叹句，不加疑问词可为一般陈述句，但都带
有强烈的反问语气。它们在句中都能用其释义直接代替，如，“何
必”即“为什么一定要”，“何不”即“为什么不”，“何苦”即“为
什么自找苦吃”，“何尝”即“哪里，怎么，并不是”。如，“国内
也有很多好大学，你何必跑到美国去呢”即“国内也有很多好大
学，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美国去呢”；再如“她何尝不想看文艺演
出，没时间罢了”即“她并不是不想看文艺演出，没时间罢了”。

这四个语气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大致相同，置于主语之后，
成为谓语的一部分，在没有主语的句子中，也一样置于谓语最
前端。“何必”与“何苦”不仅可以置于居中，还可与语气
助词置于句尾单独成句，如“他已经成年了，你何必还处处管
着他呢”，也可以说，“他已经成年了，你还处处管着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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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X”类反诘语气虚词多用于反问句中，具体至“何必”、“何不”、“何苦”、“何尝”又有不同的语义表达、语法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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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本文将从“何X”一类，主要是“何必”、“何不”、“何苦”和“何尝”四个反诘语气虚词的演变、语义、语法和语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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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呢”。当“何必”、“何苦”置于句尾时，口语色彩突出。
“何不”多表建议，因此多和谓语动词或短语直接搭配。“何
尝”搭配否定谓语短语时，表肯定，用反问表强调；搭配肯
定谓语短语时，表否定，有委婉之意；“何尝”搭配否定表
肯定多于搭配肯定表否定。

2　汉语学习者对“何 X”反诘语气虚词掌握情况及偏误
分析

根据《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何必”出
现在丙级，“何苦”、“何尝”、“何不”出现在丁级。而
在《HSK 句法项目分布表》中，它们作为反问句的标志出现在
H S K 五级语法项目表中，按先后顺序排列为“何必”、“何
苦”、“何不”、“何尝”。若按等级分布表一般原则来讲，
具体语法项目应按照先易后难，先重要后次要的顺序排列，可
汉语学习者对这四个反诘语气虚词的掌握程度却与《大纲》、《语
法表》不同。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何不”使用正确率最高，其次是“何
苦”和“何必”，“何尝”使用正确率最低。

语料中学生对“何X”反诘语气虚词的偏误可分为显性偏
误和隐形偏误。

①假如婚姻是没有爱情的，何不可以试着包容对方……
句中偏误明显是显性偏误，“何不”和“可以”语义重

复。可能是目的语规则泛化的影响，致使学生认为“可以”前仍
可加虚词，可“何X”类语气虚词后不可直接与能源动词搭配。可
改为：假如婚姻是没有爱情的，何不试着包容对方……

②……这又不何尝是新时代人类的理想结交方式？
本句也为明显偏误，语序颠倒。“何尝”常与“又”连

在一起使用，不分开，起到强调、加强语气的作用。“何尝”前不
出现表肯定或否定的虚词，“何尝+肯定”表否定，“何尝+否定”
表肯定。“何尝”一般与句尾“呢”同时出现。可改为：这又何尝
不是新时代人类的理想结交方式呢？

③其实，恋爱何尝为何不是一件好事？
本句也为显性偏误，“何尝”与“为何”句式杂糅。可

改为：恋爱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④谁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何必还有这些环境呢？
此句看不出句法形式上有何问题，但在前后语义关系与逻

辑中存在问。因此为隐形偏误。“还有这些环境”应是想要表达
“还有人抽烟”的“环境”，如不细细分析，很难让人发现前后关
系。可改为：谁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何必还要抽呢？

词语 
词典

《现代汉语八百词》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何必
用反问的语气表示 

不必。

有“为什么一定要”的意思，用反问
的语气表示事情或情理上不需要；不
必。上下文或所在语境具有表示不必

的理由。

何不
为什么不。用反问的
语气表示应该可以。

有“为什么不”的意思，用反问语气
表示应该怎么样。有劝说意味。

何苦
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

值得。

有“为什么自找苦吃”的意思，用反
问语气表示不值得，不必自寻烦恼。
上下文或所在语境有不值得如此的  

理由。

何尝
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肯
定或否定，多用于书

面语。

有“哪里”、“怎么”、“怎么会”
的意思，用反问的语气对预设的情况
加以否定——并不，并非；或对预设
的情况加以肯定——的确是，诚然是

。上下文必有预设。

词语 何必 何苦 何尝 何不

大纲等级 丙 丁 丁 丁

掌握正确率 90% 91% 7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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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X”反诘语气虚词使用偏误有很多种，本文只列
举较为典型的几种进行简单分析，主要目的还是对反诘语气虚词
教学策略、教学设计与建议进行分析研究。

3　“何 X”反诘语气虚词在对外汉语中的教学策略
除了本文所涉及的四个反诘语气虚词之外，还有“何

况”、“何至于”等，由此看来，“何 X ”为形式相似，用
法相近，语义相关的一类词。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们独立起
来，而是要联系起来。此“联系”并非讲要把他们在一节课
上利用比较、区分等方式浑沦吞枣的进行教学，而是要在整个
教学系统中，按照整体教学策略进行教学。

3.1整体性
除了本文所涉及的四个反诘语气虚词之外，还有“何

况”、“何至于”等，由此看来，“何 X ”为形式相似，用
法相近，语义相关的一类词。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们独立起
来，而是要联系起来。此“联系”并非讲要把他们在一节课
上利用比较、区分等方式浑沦吞枣的进行教学，而是要在整个
教学系统中，把它们看做一个语言项目整体，每个部分之间如
何开展、如何进行、如何衔接等问题都应在开始第一个“何X”
语气虚词教学之前做好统筹规划工作。

3.2先易后难
在整体性教学原则的基础上，宏观教学计划理应按照先易后

难的原则安排教学内容与进度。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得知，学
生对几项“何X”语气虚词掌握情况与建材或教学大纲的语法分
布情况有所出入。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按照语法项目在语义理
解、语法搭配与语境运用的难易程度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由
简到难依次为“何不”“何必”“何苦”“何尝”。根据统
计分析，“何苦”使用正确率高于“何必”，但具体原因是
学生回避“何苦”在句中的运用，只在句尾用。故上文建议
教学顺序基本不受影响。

从微观上讲，在进行语法教学时，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 ）从语义简单到语义复杂，如先选择包含初级的例句，逐
渐过渡到包含中级或高级词语的例句；（2）从句法成分少，到
句法成分多，如从只有三个句法成分的句子逐渐过渡到越来越多
句法成分的句子，简单来说，由短变长；（3 ）从典型到不典
型，主要是说用于什么句类中。“何 X ”主要用于反问句中，
所以，“何 X ”反问句型为典型，陈述句和感叹句为不典型。

3.3点线面相结合
在特定语法教学项目中，点线面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即语义、

语法、语用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语义教学为语法项目教学
的基础，语法是各成分排列组合的规律，是形式，语用是语言
输出的环境和条件。三部分的关系有梳有密，但都不可分割。
语义教学不能脱离语境，语法教学又以语义教学为基础，语境
教学是实现语言学习目的最高境界。点、线、面即语义、语
法、语境教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3.4机械教学与灵活练习相结合
“何 x”反诘语气虚词在句子中的排列位置相对固定，绝

对灵活。一般置于主谓之间作虚词，但没有主语时，直接置于
谓语前；除此之外，主谓间可能还有其他虚词，如“又”、

“再”等，则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分析，确定成分位置。面对
如此复杂的句法排列规则，教师应给出大量例句，让学生对句
法规则生成潜在认知，再由教师进行讲解。在讲解的过程，老
师可以按照排列顺序或叠罗汉的方式进行机械性教学与操练，生
成句子定式，减少显性偏误。其次，语法规则是死的，但语
言和语言运用是活的。

4　“何 X”反诘语气虚词具体教学设计
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将“何 X ”教学顺序安排为“何

不”、“何必”、“何苦”、“何尝”。用 A 、B 表示条件或
分句，用 S 表示主语，V O 表示动词短语，（）表示可以省略。

4 . 1 “何不”
设置语境：北京距离上海很远，坐火车去要坐一天，坐飞

机两个小时就到了。建议坐飞机。
语法讲解：“何不”意为为什么不，表建议。放于主语

后，后直接加建议内容，多为动宾短语作谓语。反问句或疑问
句句尾多加疑问词“呢”。

定式强化：A,（S）+ 何不 +V（O）,如，北京距离上海那
么远，你何不坐飞机去？

练习巩固：给出情景，在有比较、选择的情况下，让学
生做出选择，套用句式，先后用“何不”说出表建议的反问
句、陈述句和感叹句。

4 . 2 “何必”
设置语境：北京就能办签证，可是他去了上海办。没有必

要去上海。
语法讲解：“何必”意为为什么一定要，有不值得、没

必要之意。放于主语后，动宾短语前作谓语，一般不与否定虚
词连用。反问句或疑问句句尾多加疑问词“呢”。

定式强化：A ,（S）+ 何必 + V （O），如，北京就能办签
证，你何必去上海办呢。

练习巩固：给出带有“为什么一定”、“没必要”、“不
值得”的例句，让学生用“何必”改写句子。

4 . 3 “何苦”
设置语境：北京距离上海很远，琳娜坐了一天火车才到上

海，山田坐了两小时火车就到了。没必要坐那么长时间火车，
反让自己劳累。

语法讲解：“何苦”意为为什么自讨苦吃，有怜悯、心
疼之意。放于主语后，动宾短语前作谓语。反问句或疑问句句
尾多加疑问词“呢”。

定式强化：A ,（S）+ 何苦 + V （O），如，坐飞机两个小
时就到上海了，你何苦坐那么久火车去呢？

练习巩固：给“何苦”例句，让学生推测既定条件，并
表演。

4 . 4 “何尝”
设置语境：设置完成时或过去时或进行时情景，如，他一

直单身，看到别人结婚也很羡慕，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结婚
时，他说他哪里不想结婚？他诚然想结婚。

语法讲解：“何尝”多用于说明过去式或持续进行时，置
于主语后，谓语前，常与“又”连用，如“又何尝”，起强调作用。

“何尝”+否定表示肯定，意为诚然，的确；“何尝”+肯定意为没
有、并非。反问句或疑问句句尾多加疑问词“呢”。

定式强化：A ,（S）+ 何尝 +V（O）/ A ,（S）+ 何尝 + 否
定 + V（O）。他何尝想结婚呢？（他不想结婚）他何尝不想结
婚呢？（他当然想结婚）

练习巩固：给出普通例句，学生根据语境说出恰当的带有
“何尝”的反问句，或根据反问句，补充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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