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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字句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解正明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摘要：现代汉语“是”字句存在性别变异、年龄变异、职业变异和政治变异。根据语料库统计分析得出，在“是” 

字句里，与“男人”相比， “女人”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 。与“大人”相比， “小孩”更容易成为“是” 

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与其他职业相比， “农民”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与“老百 

姓”相比，“政府”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 “女人” 、 “小孩” 、 “农民”和“政府”较多地 

出现在“是”字句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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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表示判断意义的“是”在现代汉语里用得十分普 

遍，目前多数语法著作都把表示判断意义的“是”看 

作是判断动词 [1] 。本文采用张志公的说法，认为表示 

判断意义的“是”是判断词，同时“是”也是一个兼 

类词。也就是说，不管“是”用作动词或焦点标示词， 

它的基本功能都是表示判断。 “是”用作判断词的句子 

就是“是”字句。曾常红、李桂群在《 “是”字句研究 

综述》一文指出：什么是“是”字句，语法学界有两 

种说法，一是广义的说法，即泛指形式上有“是”字 

的句子。一是狭义的，其中有两种看法，其一是指动 

词“是”作谓语中心构成的句子，或作述语或述语中 

心的句子。另一种是“是”也可以是不充当述语中心 

或述语，而是出现在谓语部分的开头的句子也是“是” 

字句， 而这与 “是”字的词性有关 [2] 。本文研究的 “是” 

字句是广义的“是”字句，即形式上有“是”词的句 

子。 

范晓在《汉语的句子类型》一书认为： “是”字句 

的语义模式是“起事——动核——止事” [3] ，句法平 

面作主语的词语表示起事，作宾语的词语表示止事， 

起事和止事两个动元跟动核“是”构成“是”字句的 

动核结构，如“他是学生”这个句子里， “他”是起事， 

“学生”是止事， “是”是动核。我们认为：汉语“是” 

的基本功能是判断。判断包括判断对象和判断内容。 

判断对象和判断内容与其分别叫做 “起事” 和 “止事” ， 

不如分别叫做“判事”和“断事” 。 “断事”的构词法 

像“断言”一样，易于接受。当“是”用作副词时， 

它的基本功能仍然是判断。例如， “你是错了”和“是 

你错了”中的“是”都具有判断功能。 

语法的社会变异 “是语言变异的一种类型,指的是 

某个语法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受说话者社会 

因素影响而引起的差异” [4] 。到目前为止，运用社会 

语言学理论和定量方法研究“是”字句社会变异的成 

果尚缺。本文试根据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定量研 

究方法，深入分析“是”字句的性别变异、年龄变异、 

职业变异和政治变异。研究步骤是：先按照性别、年 

龄、职业和政治，将“是”字句分成四大组；接着， 

按照“是”字前后的成分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 

“大人”“成人”还是“小孩”“孩子” ，是“农民”“工 

人”“教师”“商人”还是“干部” ， “政府”还是“老 

百姓” ，统计出这些小类“是”字句的观察频率和相对 

频率。为了便于统计，直接用在“是”字后面的“男 

人、女人、成人、大人、小孩、农民、工人、教师、 

商人、干部、政府、老百姓”等等名词，一律采用光 

杆形式；用在“是”字前面的“男人、女人、成人、 

大人、小孩、农民、工人、教师、商人、干部、政府、 

老百姓”等名词不一定是光杆名词的形式，但这并不 

影响在相同条件下的统计分析。本文依据的语料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总字频数是 307  317  06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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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统计的数据有的偏小，但因语料库的总字频 

数超过 3 亿，所以，本次的统计分析仍然具有很高的 

可信度。在本次研究中，CCL现代汉语语料库被看做 

是一个封闭的样本总体。 

二、 “是”字句的性别变异 

按照“是”字前后的成分是“男人”还是“女人” ， 

我们检索出两类“是”字句：男人“是”字句和女人 

“是”字句。 

（一）男人“是”字句 

男人“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男人 

是……”句，有 334 条语料； “男人”是“判事” 。例 

如： 
(1) 男人是更易遭疾病侵袭和更“虚弱”的群体。 
(2) 这个世界的男人是被女人塑造出来的。 
(3)有的男人是在结婚后才开始刷牙。 

第二组是“……是男人……”句，有 689条语料； 

“男人”是“断事” 。例如： 
(4) 关键活都是男人干，女工只能打打下手。 
(5)  美国在主体上还是男人社会，在军队中尤其 

如此。

(6)  释迦牟尼是男人还是女人？ 答案：都不是， 

他是神。 

（二）女人“是”字句 

女人“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女人 

是……”句，有 676 条语料； “女人”是“判事” 。例 

如： 
(7)  第二个女人是他在第一次从家乡来北京的火 

车上认识的。 
(8) 赚不到钱的女人是弱者，强不起来。 
(9)  女人是男人永恒的话题，男人聚在一起的时 

候，话题往往落到女人身上。 

第二组是“……是女人……”句，有 686条语料； 

“女人”是“断事” 。例如： 
(10) 美丽就是女人的资本，利用它可以改变你的 

命运！

(11) 因为她是女人，毅然选择了计划生育专业。 
(12)  这本是女人骂男人的话，他自己先骂了出 

来。 

（三）男人“是”字句和女人“是”字句的比较 

男人“是”字句和女人“是”字句的判断情况的 

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见表 1和图 1。 

可以看出，在相关的“是”字句里，“男人”成 

表 1  “是”字句性别变异的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统计 

类型 判事 断事 小计 

男人“是”字句  334 (33)  689 (50)  1 023 (43) 

女人“是”字句  676 (67)  686 (50)  1 362 (56) 

合计  1 010 (100)  1 375 (100)  2 385 (100) 

图 1  “是”字句性别变异饼图 

为“判事”约占 33%， “女人”成为“判事”约占 67%。 

“男人”成为“断事”约占  50%， “女人”成为“断 

事”也约占  50%。也就是说，与“男人”相比， “女 

人”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 。 

三、 “是”字句的年龄变异 

按照“是”字前后的成分是“大人” “成人”“老 

人”还是“儿童”“小孩”“小孩子”“孩子” ，我们检 

索出两类“是”字句：大人“是”字句和小孩“是” 

字句。

（一）大人“是”字句 

大人“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大人 

（或成人、老人）是……”句，有 301条语料； “大人 

（或成人、老人） ”是“判事” 。例如： 
(13) 全国仍有 9%的成人是文盲。 
(14) 使他深信这些洋大人是信守诺言的。 
(15) 两位老人是一对夫妇。 

第二组是“……是大人（或成人、老人）……” 

句，有 634条语料； “大人” 是“断事” 。例如： 
(16) 是集体活动的场所， 也是老人、 儿童的住房。 
(17) 行礼之后才算是成人 ，从此具有成年人的 

义务和权利。 
(18)  就是从今以后你们就不是孩子啦,就是大人 

了。 

（二）小孩“是”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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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小孩 

（儿童、小孩子、孩子）是……”句，有 1  146 条语 

料； “小孩”是“判事” 。例如： 
(19) 这个小孩是天气刚一冷的时候送来的。 
(20)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时代的希望。 
(21) 在中国大多数孩子是七岁上学的，而我六岁 

就开始了。 

第二组是 “……是小孩 （儿童、 小孩子、 孩子） ……” 

句，有 1945条语料； “小孩”是“断事” 。例如： 
(22) 艺术课往往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课程。 
(23) 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的 

偶像。

(24)  生活自立的过程就是儿童长大成人的过 

程。 

（三）大人“是”字句和小孩“是”字句的比较 

大人“是”字句和小孩“是”字句的判断情况的 

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见表 2和图 2。 

表 2  “是”字句年龄变异的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统计 

类型 判事 断事 小计 

大人“是”字句  301 (21)  634 (25)  935 (23) 

小孩“是”字句  1 146 (79)  1 945 (75)  3 091 (77) 

合计  1 447 (100)  2 579 (100)  4 026 (100) 

图 2  “是”字句年龄变异饼图 

可以看出，在相关的“是”字句里，“大人”成 

为“判事”约占 21%， “小孩”成为“判事”约占 79%。 

“大人”成为“断事”约占  25%， “小孩”成为“断 

事”也约占  75%。也就是说，与“大人”相比， “小 

孩”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 

四、“是”字句的职业变异 

按照“是”字前后的成分是“农民”“工人”“教 

师”“商人” ，还是“干部” ，我们检索出五类“是”字 

句：农民“是”字句、工人“是”字句、商人“是” 

字句、教师“是”字句、干部“是”字句。 

（一）农民“是”字句 

农民“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农民 

是……”句，有 1  692 条语料； “农民”是“判事” 。 

例如：

(25)  农民是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 

心。 
(26) 而土地，农民是看得比命还珍贵的。 
(27) 更多的农民是高兴，是拥护，但他们担心政 

策“变”。 

第二组是“……是农民……”句，有 1  945条语 

料； “农民”是“断事” 。例如： 
(28)  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 

伍。 
(29)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 

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 
(30)  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 

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二）工人“是”字句 

工人“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工人 

是……”句，有 189 条语料； “工人”是“判事” 。例 

如： 
(31)  技术工人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宝贵财 

富。 
(32) 班组和工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 
(33)  未经训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是造成我们的 

高失业率的最大因素。 

第二组是“……是工人……”句，有 703条语料； 

“工人”是“断事” 。例如： 
(34) 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35)  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 

进分子的集合体。 
(36)  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 

矛盾和关系。 

（三）教师“是”字句 

教师“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教师 

是……”句，有 174 条语料； “教师”是“判事” 。例 

如： 
(37) 中国教师是世界上最能忍耐、最富于职业道 

德和社会良心的群体。 
(38)  教师是学生的楷模，因此更应具有奉献精 

神。 
(39) 教师是蜡烛，照亮了别人，牺牲了自己。 

第二组是“……是教师……”句，有 301条语料； 

“教师”是“断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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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教室的一角放着一张写字台，那是教师的办 

公桌。

(41)  严谨的口头表达能力仍然是教师面临的重 

要任务。 
(42) 确保干部职工、特别是教师的工资发放。 

（四）商人“是”字句 

商人“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商人 

（商家）是……”句，有 48 条语料； “商人”是“判 

事” 。例如： 
(43)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那个商人是 

多么机智。 
(44) 各位，这个商人是谁呢?就是你们自己。 
(45) 商家是产品实现最终价值的最后关卡。 

第二组是“……是商人（商家）……”句，有 251 
条语料； “商人”是“断事” 。例如： 

(46) 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 
(47) 这些书真的是商人做的事。 
(48)  而情人节更像是商家为了促销而创造的节 

日。 

（五）干部“是”字句 

干部“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干部 

是……”句，有 421 条语料； “干部”是“判事” 。例 

如： 
(49) 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50) 机关干部是社会精华荟集之地。 
(51) 他只感到这干部是个热心人。 

第二组是“……是干部……”句，有 375条语料； 

“干部”是“断事” 。例如： 
(52)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思想，特别是干部的思 

想。 
(53) 昨天我还是干部，今天成了第一线工人。 
(54) “换衣裳”是干部轮换的一种比喻。 

（六）五种职业变异的“是”字句的比较 

五种职业变异的“是”字句的领有情况的观察频 

率和相对频率见表 3和图 3。 

表 3  “是”字句职业变异的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统计 

类型 判事 断事 小计 

农民“是”字句  1 692 (67)  1 945 (55)  7 212 (41) 

干部“是”字句  421 (17)  375 (10)  796 (25) 

工人“是”字句  189 (7)  703 (20)  892 (20) 

教师“是”字句  174 (7)  301 (8)  475 (11) 

商人“是”字句  48 (2)  251 (7)  299 (3) 

合计  2 524 (100)  3 575 (100)  9 674 (100) 

图 3  “是”字句职业变异饼图 

可以看出，在“是”字句里， “农民”“干部”“工 

人”“教师”“商人”的“判事”指数按降序排列。与 

其他职业相比， “农民”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 

事”和“断事” ； “农民”可以更多地直接用于“是” 

字的前后。 

五、“是”字句的政治变异 

按照“是”后面的成分是“政府”还是“老百姓” ， 

我们检索出两类“是”字句：政府“是”字句和老百 

姓“是”字句。 

（一）政府“是”字句 

政府“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政府 

是……”句，有 972 条语料； “政府”是“判事” 。例 

如： 
(55) 至于能否达到这个限额，政府是不管的。 
(56) 这些措施表明中央政府是冷静的、考虑周到 

的。 
(57) 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第二组是“……是政府……”句，有 2  059条语 

料； “政府”是“断事” 。例如： 
(58) 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 

贷。 
(59) 他表示，公务员是政府的重要骨干，不应向 

他们设立特别税制。 
(60)可以说，税收也是政府的生命。 

（二）百姓“是”字句 

百姓“是”字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百姓 

是……”句，有 108 条语料； “百姓”是“判事” 。例 

如： 
(61)  让他们看看中国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这是 

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62) 老百姓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历史·语言·教育 解正明： “是”字句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241 

(63)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 

第二组是“……是百姓……”句，有 392条语料； 

“百姓（或老百姓） ”是“断事” 。例如： 
(64) 调查显示， 5大领域是百姓心目中的“腐败重 

地”。 
(65)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百姓，生活中都离不 

开它。

(66)  财政资金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钱。 

（三）政府“是”字句和百姓“是”字句的比较 

政府“是”字句和百姓“是”字句的领有情况的 

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见表 4和图 4。 

表 4  “是”字句职业变异的观察频率和相对频率统计 

类型 判事 断事 小计 

政府“是”字句  972 (90)  2 059 (84)  3 031 (86) 

百姓“是”字句  108 (10)  392 (16)  500 (14) 

合计  1 080 (100)  2 451 (100)  3 531 (100) 

图 4  “是”字句政治变异饼图 

可以看出，在有关的“是”字句里，与“老百姓” 

相比，“政府”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和 

“断事” ； “政府”可以更多地直接用于“是”字的前 

后。 

六、结语 

从性别变异看，在“是”字句里，与“男人”相 

比， “女人”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 。与“大 

人”相比， “小孩”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 

和 “断事” 。 与其他职业相比， “农民” 更容易成为 “是” 

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与“老百姓”相比，“政 

府”更容易成为“是”字句的“判事”和“断事” 。 “女 

人” 、 “小孩” 、 “农民”和“政府”较多地出现在“是” 

字句里；这几个名词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共性关系，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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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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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Chinese th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in terms of their variations of sex, age, profession 
and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corpus  statistics,  compared  with  “men”,  “women”  is  more  directly  used  before  the 
character of “shi” in th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Compared with the “adults”, the “kids” is more directly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character  of  “shi”  in  th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professions,  “farmers”  is more 
directly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character of “shi” in th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ers”, the 
“government” is more directly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character of “shi” in the shistructure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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