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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如果”句的語義特徵及主觀意圖表達

——兼談真實“如果”句與違實“如果”句的糾葛

宋增文

浙江工商大學

提要

文章以“如果 A，（就 /那麼）B”為例討論漢語真實條件句。真實“如果”句中，根據真
實條件不同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型和已然事實型兩類，根據結果分句的事實類型可以分為客

觀真、客觀假和客觀真假不定三類。其內部特徵可以歸納為基於充分條件的強邏輯推導性、

主觀妥協下的條件式微性和非典型條件中的讓步條件性。真實條件句的語用表達可以概括

為客觀情理壓迫與主觀意圖隱含的雙向互動，表達出申明、勸說和否定的言者立場。

關鍵詞

真實“如果”句，語義特徵，主觀意圖表達，主觀違實句

1. 引言

從語義現實性角度來說，當前國內外對於條件句的分類大多秉持事實條件句與

非事實條件句二分（Thompson, Longacre & Hwang  2007: 255–256、Leech & Svartvik  
1975、張雪平  2017等），或者將非事實條件再細分為虛擬條件句（推測條件句）和
違實條件句三分（Comrie  1986、Taylor  1997、Li & Thompson  1981: 646、王芳  2014
等），這兩種分類本質上並無太大差別。前人普遍關注到了現實世界已經發生或客觀

存在的一類特殊條件句——真實條件句。Lowe（1992）、Dancygier & Sweetser（2005）
等討論了英語中的真實條件句，但是漢語中的真實條件句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黃

春庭、鄭飛鵬（1985）、胡習之（1986）都考察了確定性假設句的邏輯內容和修辭作
用，但是他們考察的是“如果說 +命題”構成的事實條件句，我們認為“如果說”句
並不是純正的真實條件句，真實命題是“說 +命題”表達出的，而不是命題本身表達
事實。王芳（2014）依據“如果說”真實條件句將其分為了公認事實型和篇章依賴型
兩類。張雪平（2014、2017）指出了真實條件句“假設、條件、已然、已定”的特徵，
並強調真實條件句的目的是證明結果分句內容的可靠性。

以上的討論很有啟發性，但是當前的研究並沒有揭示出真實條件句的本質特徵和

內在機制，我們認為還存在以下待解決的問題：第一，真實條件句的內部分類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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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言者為什麼會將客觀事實放到條件的位置，這種表達有何特殊的語義特徵和語

用功能？第三，拋開“如果說”這一類將兩個事件作為對比的言域類真實條件句，純

粹由“如果”引導的真實條件句有何特點？第四，真實條件句與違實條件句有何關聯，

它們的交叉點在哪裡？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以“如果”引導的條件句為例，從語義特

徵、立場表達、與違實條件句的關係等角度展開論述。

2. “如果”句與“如果說”真實條件句的區別

“真實”和“非真實”是一組對立的概念，對應於“直陳世界”和“虛擬世界”。

本文中的“真實”表明所述事件在現實世界中一定存在或成立，對應於本文中的“客

觀真實”。漢語中，“如果”句和“如果說”句式都可以引導真實條件句，例如：

(1) 如果說她以前還是為了追求事業的話，那麼現在她完全是為了追求利潤了。
(2) 如果你是個男人，就要主動承擔起家庭的重擔。

例（1）中的“如果說”引導的真實條件句前後分句之間是互不干涉的並列關係，
兩個都是客觀事實，言者將兩個非制約關係的命題放到一起比較，此時的真實條件是

“說 +命題”表達出的。而例（2）中“如果”引導的真實條件句中的真實條件就是
命題本身，前後之間也並不是並列的比較關係。前人對真實條件句的研究多針對“如

果說”句式展開，誠然，“如果說”句式引導的真實條件句佔有較大比重，而且“如

果說”引導的真實條件句也更加自然，這與“如果說”的性質有關。根據王芳（2014）
對真實條件句的分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條件小句通常是某一既成事實，但對說話者

而言是極其意外的、不合理的，其後多是一種否定或者轉折，這種情況用“如果說”

銜接更加自然。另外“如果說”句式經常羅列兩個並列的事件，在言者主觀看來兩個

事件具有內在的相關性，這種事件對比結構在“如果說”引導的真實條件句中佔了很

大的比重。通常而言，“如果說”句式表達前後轉折和並列關係要明顯比“如果”更

加自然（李晉霞  2009），這是因為“說”的存在將客觀事實轉為了言者的評論，由命
題語言轉變為了元語言，比如例（1）中的真實實際上是主觀認為“她以前是為了追求
事業”，是言域層面的客觀真實。曹秀玲（2012）曾經做過統計，“如果說”言域用法
佔到了 78.2%，並且指出“X說”與 X構成的言域與非言域的對立非常明顯，“X說”
構成的關聯標記有弱化命題真實性的功能，這樣就使得即使“如果說”後加真實命題

也會削弱命題的真實性，大大加強了語句的可理解性。“如果說”的言域表達還有很

多形式上的特徵，比如會出現“認為、以為、覺得、想”等表示主觀心理活動的動詞

以及“在某人看來”等表示主觀意願的介詞短語，主要用於推知、質疑和評說等。王

芳（2014）也談到，對於類比性推理的事實條件句而言，這類事實條件句都是言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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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形式上的顯性標記就是這類條件句都使用“如果說”，所舉之例皆是如此。來

源於引語標記的“說”在這裡的角色非常重要，基於“說”的主觀弱信任性（李晉霞、

劉雲  2003），“如果說 P”就是說話者有意將一個事實說成一個自己不太確定的命題，
前件中的弱傳信標記也使得自己的結論更容易為人接受（給聽話人留有不同意其前提

的餘地），說理也更加委婉。

此外，由“如果說”和“的話”等言說義標記引導的真實條件句還有一種常見的

情況是言者有意將事實放到條件的位置，以凸顯說話的嚴謹和表達的委婉，比如：

(3) 如果說在這完美的一刻我還想要什麼，那就是我親愛的比爾博了。
(4) 如果說大麻做的捕鯨索是皮膚泛著黝黑光澤的印第安人的話，那麼馬尼拉索

則是個皮膚泛著金色光澤的高加索的西加塞亞人。

以上兩例言者將客觀真實條件放到條件句用言說標記加以引導，隱含著條件標記

是別人“說”出來的或客觀公認的，將自己的主觀意圖轉嫁到外在因素上，以達到間

接和委婉表達的效果。這種情況下多用“如果說”或“的話”加以緩和，並附帶言者

主觀的態度，使得言者將自己主觀意圖表達營造出一種被動姑且承認的意味。這種略

帶委婉的真實條件句很少用“如果”引導。

考慮到“如果說”在表達真實條件句方面的特殊性，我們認為“如果說”連同

“……的話”更多的引出的是事件話題句，此時的條件句大多是言域的，並不是表達

獨立的命題，它們並不能看作是典型的真實條件句，我們傾向於將其看作真實條件句

中的一個特殊的類，而本文要討論的是純粹由“如果”引出的條件句，即“如果 A，
（就 /那麼）B”句式。

3. 真實“如果”句的語義類型

從條件分句和結果分句語義類型角度，我們可以分別將真實條件句做更細緻的

劃分。

3.1. 條件句的事實類型

根據條件分句的事實類型，我們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型和已然事實型兩類。前者的

事實是一種公認的真理，後者表示已經發生或完成的事件。例如：

(5) 如果時光不能倒流，咱倆就不可能再相見！
(6) 別老在這玩遊戲，如果吃完飯了，就趕緊把碗筷收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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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中的真實條件是客觀真理，多以判定形式出現，用條件的客觀真實來委婉
表達訣別的主觀論斷。例（6）中的真實條件是已然事件，多是敘述形式的事件句，用
條件的框架來督促對方，比單純勸說更加有力有據。二者之間的差別往往體現在條件

句判定和敘述的性質不同，前者多用判定動詞，後者多用動作動詞，前者不涉及時間

的先後，表示恒常不變的真理，後者往往表達動作的完成，涉及到時間的先後。從語

義上來說，前一類重點凸顯結果分句，表達主觀判斷、委婉拒絕等語義，後一類通常

用來督促，以達成結果分句的要求。

3.2. 結果句的事實類型

真實條件句的條件分句都是客觀真實的，但是結果分句的客觀真假並不確定。我

們根據結果分句的客觀真假情況可以將真實條件句分為三類。

3.2.1. 結果分句客觀真

條件分句和結果分句同時為真的情況多是陳述一個客觀事實或真理，例如：

(7) 如果一加一等於二，那二加二就等於四。
(8) 如果三角形的內角和是 180度，那麼三角形的外角和就是 360度。

實際使用中這種條件和結果都為真的真實條件句比重較少，之所以將前後都真實

的句子放到條件句的框架中，是為了凸顯後分句是經得起邏輯推導的，具有不可辯駁

性。這一類表達既符合充分條件關係下的邏輯推導，也同樣符合必要條件的邏輯推理，

條件和結果可以相互易位，由條件可以推出結果，由結果也可以推出條件，是一種條

件的強化（完權  2022）。也就說這類真實條件句以充分條件的形式表達了充要條件的
內容。

3.2.2. 結果分句客觀假

條件分句客觀真而結果分句客觀假的情況較為常見。在條件分句客觀真的情況下，

結果分句理應客觀真實，但是這明顯與事實不相符，這種真實性上的衝突是這一類真

實條件句表達特殊語義的重要來源，例如：

(9) 如果你也算個人，那母豬都能上樹。
(10) 他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配做科長嗎？如果他是科長，我就是主席。

例（9）中“你算個人”在客觀上是真實的，按理說結果分句也應該真實，但是結
果分句“母豬都能上樹”明顯在客觀上是假的，這就造成了矛盾。這一類邏輯推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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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充分條件否定後件就否定前件可以推出前分句是主觀違實的，也就是說“你算個人”

在客觀上雖然是真實的，但是在主觀上言者並不承認，以此表達出對“你”的不滿和

批判。例（10）中也是一樣，言者說這句話時“他是科長”在客觀上真實，但是通過
後分句的客觀違實可以推出前分句“他是科長”主觀上的違實，表達出言者主觀上的

不認可。這一類言者有意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彼此毫無關係的兩個事件強行捆綁到一起，

在條件句的框架中用同一個標準加以衡量，如果承認一個事件，就要承認另一個事件，

這體現出了言者主觀上的一種認識，也是言者有意借用明顯違實的事件來直接表達主

觀否定看法的一種言語表達技巧。

3.2.3. 結果分句客觀真假不定

在條件分句客觀真實的情況下，有時候結果分句的真假在客觀上並不能確定，但

是言者可以基於充分條件假言推理推導出後分句在客觀上真實。例如：

(11) 如果你是我親爸，你就給我換個新手機。
(12) 如果你是個男人，明天你就應該出庭作證。

例（11）中，“你是我親爸”在客觀上真實，根據邏輯推導，後分句“你給我換
個手機”也應該真實。《現代漢語（重訂本）》（胡裕樹主編  2011: 369）曾指出這一
類表達“有假如承認偏句所說的是事實，就得承認正句所說的也是事實的意思”。這

一論述點明了該類表達內在的邏輯原理，也就是說，這種表達試圖把客觀上真假不定

的情況通過條件分句的無可辯駁性變為客觀真實。這是一種言者的督促和刺激，因為

條件句表達在內容往往含有一種挑釁或者諷刺意味，往往是情感上無可辯駁的，如果

後分句不成立，由此造成的前分句的違實是聽話人難以接受的，也是極具刺激性的。

在這種激將之下，真實條件的無可辯駁性往往會促使聽話人努力滿足結果分句的內容。

4. 真實條件句的內部特徵

4.1. 基於充分條件的強邏輯推導性

真實條件句的語義表達離不開邏輯推理。之所以將客觀真實的命題放到條件句的

位置，就是企圖通過邏輯推導表達出特定的含義。有時候一些並不具有邏輯關係的前

後分句會被強行拉到條件句的框架中，比如上文的例（9）、例（10）等，言者有意借
用一個明顯虛假的命題在邏輯推導之下表達出客觀真實條件的主觀否定。需要強調的

是，真實條件句的邏輯推導完全基於充分條件假言推理。充分條件表示的邏輯是“有

之必然，無之未必不然”，其邏輯語言為：（1）A成立可以推出 B成立，現客觀事
實是 A，那麼理應 B成立，即“A→ B，A┠ B”；（2）A成立可以推出 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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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非 B，那麼可以推出非 A，即“A→ B，¬B┠ ¬A”。這兩條推理揭示出了充
分條件本質特徵。例如：

(13) 如果你是共產黨員，你就應該沖在最前面。
(14) 如果你真是領導，你就不會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自己逃走。

例（13）中，條件句“你是共產黨員”在言者表達時客觀上是真實的，而結果句
是真假不確定的，言者根據充分條件“有之必然”的原則推導出結果句的真實性，由

此表達出“你沖在最前面”是客觀情理的要求，也是主觀意圖的表達。例（14）中，
條件分句客觀真實，結果分句客觀違實，根據否定後件就否定前件的推導，由後件假

可推導出前件假，只是這種假是一種主觀上的理解，這與條件句的客觀真形成衝突，

以此表達自己不認同“你是領導”的主觀看法。

4.2. 主觀妥協下的條件式微性

真實條件句的條件分句從客觀上來說沒有展示出新信息，所以有些時候前後分句

之間的條件關係並沒有那麼明顯，言者將真實事件放到條件句中，重在凸顯結果分句

所述的事件，例如：

(15) 如果太陽從東邊出來，北京日出時間比新疆早。
(16) 如果你四肢健全，你就一定能靠自己的勞動過上幸福生活。
(17) 如果你還是你父母的孩子，你就不會這麼惹他們生氣。

以上三例的結果分句分別是客觀真、客觀真假不定和客觀假的情況。例（15）中，
“北京的日出時間比新疆早”是客觀事實，跟前面的事實條件“太陽從東邊出來”沒

有多少關係，言者重在訴說無可辯駁的事實。例（16）中，在言者看來，無論條件怎
麼樣，結果分句都表達出一定能實現的語義，此時的條件是達成結果分句所需要的條

件當中的最低量級的標準，是幾乎可以忽視的標準。言者重點想要凸顯的是“靠勞動”

過上幸福生活，無論前邊什麼條件都不重要，只要滿足最基本的就能通過“勞動”過

上幸福生活，所以這個時候條件就不會那麼重要了，變得可有可無。根據充分條件假

言推理，A真實，B也應該真實，在客觀上真假不定的 B在言者主觀上是確定真實的，
作者借用條件框架的推理意在凸顯結果分句的無可辯駁性。例（17）中，結果分句與
現實相違背，作者借用條件推理推導出的一般結果與實際不相符，以此來凸顯結果的

反常性。按照常理，在“你還是你父母的孩子”成立的條件下，會得出“不會惹他們

生氣”的常理結果，但是現實情況卻是相反的（已經惹他們生氣了），這種反常的結

果會驅使聽者進一步的思考，進而表達出對結果違反常理的批判。以上的三個真實條

件都不是言者想要凸顯的，都是言者在姑且承認的前提下的主觀妥協，在言者看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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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的結果分句與條件關係不大，都是言者認為一定會實現的，第三例中的條件主要

作用在於依據真實條件推導出常理的結果，進而呈現常理結果與客觀實際的矛盾，以

達到批判反常情況的目的。

4.3. 非典型條件中的讓步條件性

在真實條件句中，我們發現有時條件句並不具備條件的屬性，結果分句的真假並

不依賴條件是否達成，更多的是強調結果分句的事實性或者是主觀情理上的無可辯駁

性，例如：

(18) 如果太陽從東邊升起，它就一定會從西邊落下。
(19) 如果你不想死，你最好明天給我把借的錢還回來。
(20) 如果你是大學老師，那我就是大學校長。

以上幾例中，A貌似並不是 B客觀真假的充分條件，二者之間是一種反常關係，
言者有意為之，違反了言語交際中的質的準則，得出蓄謀已久的條件句之外的答案。

所以真實條件句是非典型條件句。從言者所表示的結果分句的真假情況看，這種非典

型條件句帶有讓步句的一些特徵，讓步條件句在有些情況下卻表現出了真實性的特徵

（邢福義  1985）。王春輝（2013）曾經提到了漢語中的讓步條件句，指出讓步條件句
是條件句的一個邊緣次類，讓步條件句既有條件句的語義特徵，又表現出了讓步句的

很多特徵，所以它就是某個連續統中連接條件句和讓步句的那個中間過渡形式。讓步

條件句的 A小句相對 B小句來說其實是“無關的”，也就是說 A小句並不會影響到 B
小句的主觀上的真實情況，所以其結果小句可以衍推得出。根據 Haspelmath & König
（1998: 582–584），在其調查的 40多種歐洲語言中，讓步條件是一種普遍的表達。例
（18）中，“太陽從西邊落下”是恒常不變的，例（20）中的“我是大學校長”無論
在什麼條件下都是客觀違實的。例（19）中的“你明天把錢還回來”雖然還沒有發生，
但是言者用最低量級的條件就表示的是在言者心中確定事實，與上文的例（16）一樣，
此時的條件是達成結果分句的最低量級的標準，是幾乎可以忽視的標準。此時在語義

上，A分句是 B分句量級中的極值，以極值 A做背景襯托 B，突顯出 B的主觀“必然
性”，在最低值的情況下 B成立，那麼 B在其他情況下更能成立。綜上所述，真實條
件句更像是一種偽條件句，已經突破了客觀意義上由條件導致結果的基本認識。

5. 客觀情理壓迫與主觀意圖隱含的雙向互動

真實條件句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借助推理的力量論證一個簡單的命題，將自己的

觀點上升到客觀真理的高度，運用客觀情理對聽話人施加壓迫，以便於自己主觀意圖

的表達。所以真實條件句的表達過程就是將自己主觀意圖融進客觀推理的過程，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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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情理壓迫與主觀意圖隱含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包含了言者主觀的立場。具

體而言，根據結果分句的客觀真、客觀真假不定以及客觀假三種不同情況，言者立場

可以分別概括為申明、勸說和否定，例如：

(21) 如果有太陽，那太陽一定從東邊出來。
(22) 如果你還是我兒子，你就好好複習考試。
(23) 如果你那不爭氣的兒子也算這個家裡的一份子，那滿大街都是你的家人。

例（21）中，前後兩個分句都真的情況下，言者是在闡述某個事實，表達自己的
觀點和認識，是一種申明的立場。例（22）中言者通過充分條件假言判斷表達出“好
好複習考試”的主觀意圖，通過條件句的真實催促對方實現結果分句的真實。例（23）
中，言者通過後分句的客觀違實，反推出條件句的主觀違實，表達出對條件所述“你

那不爭氣的兒子也算這個家裡的一份子”的否定和主觀不認可，是一種消極評價立場。

王芳（2014）曾提到一部分真實條件句中剛剛獲知的新信息因為缺乏相應的背景
知識，在說話者當前的認知狀態中仍然屬於非現實範疇，我們認為即使是新獲取的信

息仍然屬於現實範疇，言者將事實放到條件句中並不是新信息剛剛獲取後的一種緩和

處理，多是言者有意為之，故意將事實拉進條件框架中為了結果分句的特定目的。在

這個過程中言者主動借用推理從客觀情理的角度論述自己的主觀想法，這既是一種推

卸責任的表達，也是人為地為增強自己主觀意圖的可信度而尋求的表達策略。在這個

過程中，作者將主觀意圖以客觀推理的形式說出，盡可能地剔除主觀的因素以增強可

信性，是一種去主觀化的表現。但是當聽者進行話語識別時，會順著邏輯推導得出自

己的主觀識解，從聽話人識別以及從言者借用這個句式表達主觀意圖這個出發點和落

腳點的角度來說，真實條件句又是包含言者主觀意圖的主觀化表達的過程。所以說，

真實條件句的表達是一種更高層面上的主觀化，是借用去主觀化的形式表達主觀化內

容的表達策略。

真實條件句主觀意圖表達與其語義特徵密切相關。真實條件句的一個顯著特色就

是借助推理將自己的觀點上升到客觀真理的高度，運用客觀情理對聽話人施加壓迫，

以便於自己主觀意圖的表達，這個推理過程就恰恰體現出了基於充分條件的強邏輯推

導性這一語義特徵。另外，言者有意將客觀事實放到條件句的位置，淡化條件的制約

性，重在凸顯結果分句的意義，結果分句蘊含著言者的主觀意圖，而條件分句由於是

真實的，所以條件分句的有無對結果分句的意義並不大。這種重結果、輕條件的偏向

與主觀妥協下的條件式微性和非典型條件中的讓步條件性這兩條語義特徵密切相關，

真實條件句中條件慢慢弱化，有些衍生出表周遍性條件和無條件的讓步性，這些都是

對條件的淡化，襯托出對結果分句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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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雖然真實條件句是一種間接的表達，沒有正面回應，但語力上並

不弱，還有加強的趨勢。例如：

(24) 如果連你都算個人，那就沒有畜生了。
(25) 如果天塌不下來，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

例（24）中，這句話不僅表達出“你不是人”，還兼表“你是個畜生”的語義，
更加具體化和形象化。例（25）中借用真實條件“天塌不下來”勸說比直接安慰“沒
有什麼過不去的坎”更加有效果。前文提到，“A真，B真假不定”這一類中，真實
條件處於量級的底端，用這個最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條件去說明結果分句的現實性更

加的具象化，比單純空洞地說出結果分句更有可信性。在這個客觀事實（最小條件）

之下，結果分句都是可實現的，那麼其他任何條件都比最小條件要好，結果分句自然

會更容易實現。所以說，言者借用真實條件句表達結果分句的語義是借用具象的形式

增強說理的可信度，在語勢和語力都比單純表達結果分句效果要好。

6. 真實條件句與違實條件句的糾葛

長久以來，語言學界對違實條件句的認識和界定往往都局限在主句和從句都為假

的條件句（Goodman  1947、蔣嚴  2000、Ippolito  2003等），誠然這一類條件句很明
顯屬於違實條件句，但是違實句的範圍遠遠不止這一類。上文我們討論的真實條件句

中“A真，B假”這一類明顯表達出主觀否定的語義，體現對條件句客觀真實的主觀
不認可，這種表達算不算違實句呢？要明確這個問題需要對違實句進行界定和重新地

思考。

到底什麼是違實條件句呢？從概念來說表達違實意義的條件句都屬於違實條件

句。從大的方面來說包含兩類，主觀違實句和客觀違實句。客觀違實“如果”句是不

加入主觀態度和評價的反事實或虛擬條件句。主觀違實“如果”句則是表達言者主觀

上不相信、或者認為不可能存在或發生的客觀上真實的或真假不定的“如果”句，摻

雜著個人的主觀判斷和評價。客觀違實包括反事實和虛擬兩類，例如：

(26) 如果太陽從西邊出來，我就嫁給你。
(27) 如果我沒去上海，我就不可能得到這次機會。

例（26）中的假設句與客觀真理相反，是反事實類，例（27）中的假設分句表達
與已發生的事實相反，屬於虛擬類。只要條件分句在客觀上與事實不相符的都屬於客

觀違實條件句。客觀違實條件句可以通過客觀形式即條件句的客觀違實得以判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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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違實主要側重假設分句所述事件與言者主觀認識或主觀預期不符，且這種主觀認

識不乏與客觀事實相對立的情況，例如：

(28) 如果他能請客吃飯，那太陽都能從西邊出來。
(29) 如果你這輩子能認認真真做好一件事，也算你在這個世界上活過。

例（28）中，後分句客觀違實，根據否定後件就否定前件的原理可以反推出條件
句“他能請客吃飯”的主觀違實，表達對“他能請客”的主觀不認可。除此之外，我

們上文提到的兩類真實條件句也可能表達出主觀違實的語義，例如：

(30) 就他這水平還當處長呢，如果他是處長，我就是廳長。
(31) 如果你是個父親，你就心疼一下你兒子，別讓他替你背鍋了。

例（30）中，通過結果分句的客觀違實推出真實條件的主觀違實，表達自己不承
認“他是處長”。例（31）言者在說這句話時明顯帶有氣憤語氣，基於當前現實，言
者不認為“你是個父親”成立，以此表達出對“你”的批判和對後分句成真的願望。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主觀違實條件句包含了“A客觀真假不定，B客觀真”“A
客觀真假不定，B客觀假”“A客觀真，B客觀假”“A客觀真，B客觀真假不定”
四類。其中後兩類屬於我們討論的真實條件句。所以說真實條件句中有時會蘊含著違

實條件句的語義，表達出否定和不認可的主觀傾向。真實條件句和違實條件句的糾葛

就在於所有的“A真 B假”型和一部分“A真，B真假不定”真實條件句屬於主觀違
實條件句範疇，只有“A真 B真”型和一部分“A真 B真假不定”型真實條件句才屬
於純粹的真實條件句。需要強調的是，真實條件句是從表層的語義內容劃分出的，而

主觀違實條件句則是從深層的邏輯推理得出的，這也是二者糾纏在一起的原因。

7. 結語

文章以“如果 A，（就 /那麼）B”為例討論了漢語中的真實條件句。真實“如果”
句中的特殊類“如果說”句式因為其言語立場和類比的表達使其從一般“如果”句中

區別出來。真實“如果”句中，根據真實條件的不同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型和已然事實

型兩類，根據結果分句的事實類型可以分為客觀真、客觀假和客觀真假不定三類。其

內部特徵可以歸納為基於充分條件的強邏輯推導性、主觀妥協下的條件式微性和非典

型條件中的讓步條件性。真實條件句的語用表達可以概括為客觀情理壓迫與主觀意圖

隱含的雙向互動，分別表達出申明、勸說和否定的言者立場，體現出借用去主觀化的

形式表達主觀化內容的表達策略。真實條件句與違實條件句的糾葛體現在“A真 B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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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一部分“A真，B真假不定”真實條件句屬於主觀違實條件句範疇。最後我們需
要明確的是，語言研究應該區分主觀和客觀兩類視角。首先具體的話語一定是主觀的，

只是這種主觀性有時與客觀相吻合，有時存在差異甚至對立。其次主觀的表達無形之

中暗含著評價的立場，主客觀相吻合是一種正面的評價，主客觀的對立則是一種負面

的消極評價。區分主觀和客觀兩種視角不但對於條件句的判定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義，

而且有利於我們解釋一系列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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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Features and Subjective Intention Expression of 
Real Ruguo Sentenc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al and False Ruguo Sentences

Zengwen So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uguo A, (jiu/name) B”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al 
conditional sentences in Chinese.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 real ruguo sentences can 
be classified as factual or realis conditionals. Alternatively,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truth value of the result clause: objective real, objective false, or objective true 
or false. Real ruguo senten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logical deduction based on sufficient 
conditions, condition of diminished significance due to subjective compromise, and concession 
under atypical conditions. Pragmatically, real conditionals express the speaker’s position of 
affirmation, persuasion, or neg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ive reason and 
subjective intention. 

Keywords 

real ruguo sentences, semantic feature, subjective intention expression, subjective 
counterfactual sentences

通訊地址：杭州  錢塘區  浙江工商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
電郵地址：szw710@126.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7月12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7月1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7月19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7月31日




	1. 引言
	2. “如果”句與“如果說”真實條件句的區別
	3. 真實“如果”句的語義類型
	4. 真實條件句的內部特徵
	5. 客觀情理壓迫與主觀意圖隱含的雙向互動
	6. 真實條件句與違實條件句的糾葛
	7.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