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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汉语本体研究中，副词的语义难于把握，其中带有主观性的语气副词的语义研究

更是一个难点，同时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教学中，语气副词也是一个教学难题（吴瑞坤，

2020 ；郭燕明，2019 ；张艺涵，2019 等），两者是贯穿在一起的。只有梳理清楚“其实”的确

切语义内涵和用法，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上的语言教学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和参考。本文

选取“其实”一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其实”在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出现频率都非常高，特别是在表达“确认真实性”

含义的一类语气副词中，它的使用频率是最为突出的 2。

二、“其实”虽然只是一个语气副词，但它在历时层面的语义形成和在共时层面的用法表

现上都牵涉到了很多语义语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历时层面的问题如词语义项的分设标准、虚

词语义形成的重要机制——主观化，共时层面的问题如蕴涵在词语背后的话语言谈者的预期、

交谈双方的信息知识地位、语篇或话轮中的转接等等。

三、以“其实”为代表，现代汉语语气副词中有一类关涉“事件或命题真实性”的语气副

词，它们的语义往往需要结合超越单句之外的上下文或者整个语篇来观察，这也是在国际中文

教育教学中它们成为学生的习得难点与重点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一个外国学习者习得汉语

的程度如何，更多表现在这类能够微妙反映发话人主观情感态度的词语中。如何让学生真正掌

握它们的语义内涵？如何真正地学会在实际交际场景中运用这些词语？这都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所在。

摘要

本文使用语义背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从词语外部语境和词语内部语义要素与关系分析

出“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为“揭示并澄清真相”。结合语料 1，观察到“其实”由核心语义不

断经历主观化形成“纠正”“填补”的用法，还发展出趋向话语标记的其他话语及篇章功能。“其

实”的各个用法与其核心语义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最后，以“其实”为例，针对国际中文教育

教学中带有主观义的一类语气副词给出了几点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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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 “其实”虽小，但实则可以帮助我们管中窥豹，在探究这个词的语

义和用法的过程中，梳理更多本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对一类语气副词的语义把握和教学研究

带来启发和参考价值。

近二十年来，汉语词汇语义研究中有近 50 余篇关于“其实”的研究。前人主要围绕该词

的语用、语篇功能以及语法化、词汇化等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聚焦“其实”一词的句法位置、

词汇构成以及语义特点等几个方面。

即使前人对“其实”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依然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

一是“其实”的核心语义 3 是什么？

二是“其实”的话语和语篇功能与其语义之间有何关联？

综上，我们将从“其实”一词的语义内涵开始，借鉴汉语虚词的经典研究方法——语义背

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探究“其实”一词的语义背景、语义结构，而后结合其核心语义本

质讨论该词在不同语体环境中的不同用法，最后依据该词的几个典型用法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

的角度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并希望能对这类带有主观性的语气副词教学带来一些启发

和参考价值。

2 “其实”的语义

“其实”在词典中的释义大部分为“表示所说的是实际情况（或称‘真实情况’）”（《现代

汉语词典（第七版）》，2016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张斌版）》，200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侯
学超版）》，1998、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1999、2019），但这样的释义没有体现出“其

实”一词的核心意义，也无法解释“其实”在具体语言实例中的不同表现与用法，更难以帮助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把握该词的核心语义，并真正掌握这个词的具体用法。鉴于此，我

们首先着眼于分析“其实”的核心语义。

前人对于虚词语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宝贵见解，其中给予本研究重要启发的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语义背景分析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法。马真（2016）首先提到“语义背景”这一概念，

具体来说指的是一个虚词的使用环境，关注一个虚词的语义背景即关注其使用的场合和上下文，

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要关注其不能出现的场合和上下文。

如果说“语义背景分析方法”是跳出“虚词”本身，结合上下文观察虚词的语义，那么“语

义结构分析方法”就是钻进这个词内部探究其中的语义本质。郭锐（2008）认为虚词起到将实

词所表示的概念（如实体、时间、处所等）进行组织、阐明其逻辑关系的作用。实词所表示的

这些概念往往就是虚词赖以存在的语义要素 4。语义结构分析方法对于探究一个虚词的本质语

义具有重要作用，仿佛是拿着一个显微镜在观察该词内部各个语义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不仅

限于此，语义结构分析方法还为虚词义项的设立提供了参考标准，这为汉语辞书中对于词语义

项的设立、词义的解释，为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针对语气副词多重义项的教学等都提供了参考

依据和启发。

2.1“其实”的语义背景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其实”一词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出现频率都较高，我们利用

CCL 语料库中的口语、书面语语料对该词的语义进行考察。其中口语语料和书面语语料各约

150 万字，口语语料包括电视剧剧本、采访访谈实录稿、相声录音转写稿和小说中的对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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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语料包括小说中的非对话部分、说明文和议论文文本以及法律条文等，具体可见文后附

录所列表格。

在对已有语例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其实”的语义背景概括如下：

1、存在一个观点，或者至少发话人认为存在着某个观点。

2、发话人认为这个观点或与之相关的某些信息是错误的、不完全的或者是未知的。

3、为了纠正已有的观点或者补充相关的新信息，说话人认为有必要揭示出他所认为的真

实情况。

参看如下例句：

“咱们办公室表面上大家挺和气（1 存在的观点，2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其实背后互相说

别人的坏话（3 纠正前述看法，揭示真实情况）。” 
——王朔《痴人》

这一例是较为典型的“其实”用法，“其实”后面所揭示的真实情况与前文“表面上”的

情况形成客观对照——表面上“挺和气”，实际上“互相诋毁”。

在设计阶段完成以后，也可采用人工检查的办法发现问题（1 存在观点：人工检查的办法

用于设计阶段完成后发现问题）。其实，人工测试的做法绝不只限于此，它完全可以……（3
补充前述看法，揭示完整事实）

——郑人杰《实用软件》

这一例“其实”后面引导的内容并非与前文内容完全对立，在这里是对前述信息的补充，

即前文提到“人工检查”可以帮助在“设计阶段完成之后”发现问题，但实际上“人工测试”

的做法不仅限于此，还有别的用处。这里用“其实”拓宽了受话一方对“人工测试”用途的狭

隘理解。

其实，一般孩子在 1 岁多时都已经具有这种能力。（3 直接告知一个读者未知的新信息）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这一例是直接出现在社科类说明文某段开头的一句话，也即“其实”句并非要针对前文进

行纠正或者补充，而是作者默认读者对“其实”后面的信息是有错误认知或者完全未知的，从

而用“其实”直接带出发话人想要提供给读者的新信息。

关于“其实”的语义解读如张丽蕊，姚双云（2022）指出“其实”包括“解释、修正、确认、

提醒”四种语义，再如一些学者提出“其实”的语义中含有“否定”“反预期”等含义（李婷婷，

2017 ；方清明，2013 ；张水香，2008），但是他们并未关注到这些语义背后隐含的发话人的信

息地位与立场。结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其实”的用法，无论是“纠正”还是“补充 / 填补空白”，

都表明发话人对于“其实”后面的命题信息占有绝对的信息权威，至少发话人自认为如此，这

是“其实”语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田婷（2017）已观察到“其实”一词反映的是言者知识立场，

但作者并未指出言者相较于受话人占有的信息知识优势。

2.2 语义结构分析

依据上文对“其实”一词语义背景的分析，我们将该词的语义要素概括如下：

[a] ：语境中存在或至少发话人认为语境中存在针对某事件真相的观点。

有时候发话人认为受话人应该持有某观点，而实际对方对此一无所知，此时 [a=Ø]。
[d] ：发话人认知中存在一个自认为更符合真实情况的观点。

“其实”的典型语义中，[a] 与 [d] 互相对立，即 [a]=¬[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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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几个语义要素分别标注在以下例句中：

李：这我们当然很高兴，很荣幸，可是您知道外边儿传说我们赚了多少钱 [a]，其实不（是）

那么回事儿 [d]，上一期我们就赔了。

——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上）》

[a]= 我们赚了钱。[d]= 我们赔钱了（真相）。“赚钱”与“赔钱”互相对立，互为假命题。

在这个例子中，通过“李”所说的话可知“外边儿”对于“我们的情况”存在一种观点即“我

们赚钱了”，而后用“其实”直接纠正反驳了这种看法——“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赚钱，反倒

还赔钱了”。

蓝旗有些岁数儿大点儿的孩子跟我挺好的。其实这里边儿还有个问题 , 就我表哥特别厉

害……[d]
——北京话调查

[a]= 不完全的信息   [d]= 我表哥特别厉害。

这个例子来源于访谈文本，实际上“其实”一词的使用往往需要结合更大的语篇来观察。

前文发话人叙述了自己“打架厉害”等事实，这里提到“蓝旗有些岁数儿大点儿的孩子跟我挺

好的”，前后文结合起来，听众自然会认为是由于发话人擅长打架等原因得到了一众孩子的青睐。

但这里发话人用“其实”引出其他信息，将原因补充得更全面（也就更贴近事实真相）。而且

发话人认为“我表哥特别厉害”是受话人未知的（不存在于受话人的认知中）。关于“‘别的孩

子跟我挺好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实际上不光是因为“我打架厉害”，还因为“我有个厉害的

表哥”。在这个例子中，语境中可推知的信息 [a] 相较于发话人认为的事实真相 [d] 是不完全的

信息，由此需要用“其实”引出事实真相 [d]。
我们将“其实”的语义关系概括如下：

语境中存在或至少发话人认为语境中存在着针对某事件真相的观点 [a]，发话人认为对方

已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d]=¬[a]、不完全的 [d] [a]，或者根本就是空白的 [a= Ø]，从而认为有

必要给出事实真相 [d] 来消除受话人现有认知状态带来的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将“其实”的语义概括为：发话人为了纠正、补充受话人针对某事实

存在的观点或填补受话人针对某事实的认知空白，消除由于受话人对某事实的错误观点、不完

全的看法或者未知带来的影响，从而提出他认为更接近事实的观点。简单来说，“其实”的核

心语义就是“揭示并澄清真相”。

从“其实”一词的发展源流来看，“其”在古代汉语中作第三人称代词或者指示代词，相

当于“他 / 她 / 它 / 他们的”或“那 / 那些”之意；“实”在古代汉语中作名词时意为“果实，种子”，

而后发展出“实际，事实”的意义 5。“其实”在古代汉语中可视为一个偏正短语，意义为“它

的果实”或“那个果实”，随着“实”慢慢发展出“事物本质、实质”等含义，“其实”可理解

为揭示某事件的“本质”“实质”之意，这也是其核心语义“揭示澄清某事件的真实情况”的来源。

3 “其实”的用法考察

依据语义结构分析方法中提出的义项划分原则，当“语义要素”和“语义要素间的关系”

有一方改变，那么就应考虑划分出不同的义项（郭锐，2022）。我们认为“其实”无论是对前

述信息的“纠正”“补充”还是“填补空白”，实际都是发话人针对已存在的某个错误观点或应

存在而未存在的某个观点，将关涉某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来，用以消除错误观点或认知空白带来

的影响。“补充”和“填补空白”也可从广义上归入“纠正”一类，只是它们并非“其实”最

为典型的用法，但依然源于“纠正”义，也就是说“其实”各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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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不同。由此，我们暂且不为“其实”划分义项，上文提到的“纠正”“补充”“填补空白”

都是“其实”核心语义“揭示并澄清真相”在实际语言中的外显用法。此外，结合语料我们发

现“其实”正逐渐发展出话语标记的功能，而这一用法也源于该词的核心语义——“揭示并澄

清真相”。

下文将具体分析“其实”在实际语料中的不同用法并做初步地定量观察。

3.1“其实”的几种用法

依据上文，结合“其实”的核心语义，我们将其用法归纳为：纠正、补充和填补空白、其

他话语篇章功能，下面结合不同体裁语料的例句分别呈现：

3.1.1 纠正

（1）程参谋长夹在两位大个子中间，显着很矮，其实他是个中等身材。

——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这一例“其实”用于客观情境的对照。句中“程参谋长的实际身高”跟“表面上显出的情

形”形成对照。“其实”引出了“程参谋长”的实际身高，纠正了表面看上去对此带来的误解。

崔蕊（2008、2009）指出这种客观情况的对比用法是“其实”主观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通过下

文对“其实”一词用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其主观义不断增强，这种对比的含义也在不

断减弱。颜红菊（2007）提到“主观评价副词的客观意义的减弱，就体现在与其相对的意义的

弱化”。

（2）常听到家长或老师抱怨孩子做事时不能专心，不能持久，也就是说，孩子的注意稳定

性和集中性不好。其实，家长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这一例“其实”用于前文相关信息与其引出的新信息的对照。句中“其实”后引出的命题

与前文家长的“抱怨”形成对照，“担心”一词对应前文家长的“抱怨”，“其实”给出了“关

于孩子注意力不持久”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并非家长认为的“孩子注意稳定性和集中性不好”。

作者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在这个话题上拥有高于家长或一般读者的信息权威，故用“其

实”来揭示澄清真相。此外，这一例中的“其实”后有停顿，“其实”已显现出语篇衔接的话

语标记功能。

（3）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趋 6。其实，馒头也罢，

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

——杨绛《干校六记》

这一例“其实”用于前文引出的推论 / 预设与实际情形的对照，纠正了由前文带来的推论

或者预设。具体来看，既然我们用“白薯零块喂小趋”，按照一般常理，可以推论出“白薯零

块是小趋的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于是作者用“其实”将这一推论推翻，纠正读者可能因

前文产生的错误认知。

3.1.2 填补

我们将“补充”与“填补空白”合为“填补”用法，将两者放在一个小节来呈现，一是因

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利用“其实”引出新信息，补全事实真相，二是使得行文更为简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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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如下例句：

（4）小凡：既然大家对我的期望值这么高，我也就不瞒着大伙了，其实吧，我挺喜欢孟老

师的。

——我爱我家

发话人（小凡）默认大家对于“我喜欢孟老师”这个事实是未知的，于是在此用“其实”

给出这一新信息，让大家补全对这个事件真相应有的认知。这一例中“其实”后带有语气词“吧”

和停顿，也是“其实”转变为话语标记的特征。“其实”后加语气词“吧”并带有停顿，在这

里可以理解为“老实说”“坦白地说”之义。

（5）祖冲之（429-500 年），字文远，祖籍范阳（今河北涞水县），是刘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

他对圆周率的研究，使他名闻遐迩，其实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远非止于此，在天文历法上，亦

堪称一大家。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三）》

发话人（作者）在此使用“其实”是默认读者对祖冲之的了解不够完全，很可能仅限于他

对圆周率的研究，所以这里用“其实”补充了人们对“祖冲之为科学技术做出的贡献”的新信息。

（6）孩子很小时其自我评价能力就发生了。这种能力其实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行为和对他人

的行为的判断能力之上的。

——方富熹，方格《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发话人（作者）默认读者不知道“孩子自我评价能力形成的来源”，于是使用“其实”填

补读者的这一认知空白。

以上这几例不同于 3.1.1 节的“纠正”用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所在的语境不再是完

全对立的情形，而是发话人给出关于某事实真相的主观认识。崔蕊（2008）也关注到“其实”

的“主观认识”类用法，即“其实”无论从客观事实还是主观认识上来看都不与任何信息形成

对照，仅表示发话人自身的一种主观认识。虚词主观化大都经历一个从客观事实向抽象的认

知层面投射的过程（Sweetser，2002），同时主观化的过程也存在单向性（Traugott & Dahser，
2002），由此可以推断“其实”的这几种用法之间存在演变关系。

3.1.3 其他话语功能

通过语料观察，我们发现“其实”发展出了“纠正”“填补”之外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

参见以下几例：

（7）郭燕：起明，其实我真的不想告诉你。（其实）今天（其实）我（其实）都把毛衣拿

去时装大厦了，人家说不行。

——北京人在纽约

（8）我都快忘了你做饭是什么味了。其实我做饭还是你教的呢。（其实）你要愿意干的事

都能干得特棒。

——北京人在纽约

以上两例中的“其实”都可以从原来的位置不断后移，而且可以移至句子中标出来的任

意位置。如果结合上下文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越是靠后，越是发话人实际想要揭示给受话

人的事实真相。例（7）中“郭燕”实际上是希望“王起明”知道他所设计并制作的毛衣事实

上并不受市场的欢迎，但是如果直接揭示出这个真相可能会伤害受话人的面子，发话人认为受

话人目前的心理状态无力直接承受这样残酷的现实，于是将揭示澄清真相的标志词“其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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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了位置，这样做可以使受话人在接收到某个真相之前先有个心理预警。在这一例中，“其实”

已跳出了词汇与句法的范畴，具有了交际缓冲的话语功能 7。

例（8）也同样如此，结合上下文“郭燕”看到垂头丧气的“王起明”希望能鼓励他，让

他知道“他要愿意干的事都能干得特棒”，这才是发话人的表意重点，“我做饭还是你教的呢”

是印证这一点的一个依据。但为了不直接说出鼓励以免显得无凭无据、太过明显、突兀或刺伤

对方的自尊心，于是将“其实”提前，放在所依傍的论据之前。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其实”的句法位置有时非常灵活，不再局限于谓语动词前的状语位置，

而是可以根据发话人的意图在句中挪移。以上两例中发话人将“其实”提前的用意在于缓冲在

揭示真相时给对方造成的冲击或不好的影响。可见当“其实”发展出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如缓

冲交际冲突、委婉表达等时，其在句中的位置往往与发话人的话语用意相关，“其实”的句法

位置与其话语功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今后更为深入地研究讨论。

（9）小桂：爷爷，现在刚十一点半，离开会还早呢，您慢点儿吃。

傅老：我吃得快么？其实一个居委会，大中午的开什么会呀，无非是邻里团结，爱国卫生，

我根本不想去参加，一个基层组织嘛……可是，也不能没人领导嘛。

——我爱我家

这一例的上下文语境是退休在家的傅老不愿意自己成为一无所用的“废人”，于是当街道

居委会邀请他参加会议的时候，他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激动紧张的，由此在吃饭的时候不自觉地

吃得很快，生怕耽误了自己去开会的时间，这一点被保姆小桂注意到了。傅老一方面心里非常

重视参加居委会的会议，一方面又担心别人看出自己对“开会”的重视，于是用反问“我吃得

快么？”予以否认，后面干脆用“其实”引开对方对自己的注意，转而说到“居委会大中午的

开什么会呀”，字面上表达了对这个会议的不屑，实际是在转移前述话题，转移受话人的关注

点和注意力。很明显，“其实”在这里已很难解读出“揭示澄清真相”的核心意义了，更多地

是将对方的注意点引开。从意义表达上来看，这里的“其实”可以一直统辖到“可是”之前。

“其实”在发展出这些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的同时也在不断趋向话语标记的用法，逐渐呈

现出话语标记的句法特点。话语标记位置高于句中的实际句法成分，形式上表现为句法位置灵

活，可位于句子的开头或结尾，还可以在其后加语气词或者停顿；其次，作话语标记的“其实”

一般可在原位置上用同样作为话语标记的“实际上”“事实上”等词代替。上面的几个例子都

满足这两点。

类似“其实”在口语中趋向话语标记的表现，在书面语语篇或者访谈自述中则体现出篇章

衔接或者话轮转接的语篇衔接词作用。如下例：

（10）赵本山：其实呢，我觉得人的一生，都不平凡，都有痛苦，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灾难——地震、洪水，有时候撞车。其实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应该珍惜时间，什么都看开一些。

——中央台 -TALKSHOW
在这一例中发话人接受采访时以“其实”开篇说了一大段话，语料中这类例子较多，即“其

实”经常引导出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个道理未必是受众的认知中不存在的，但发话人

在使用“其实”引出这个道理之前默认大家对此是未知的，至少是大家未给予充分重视的，于

是发话人认为有必要使用“其实”高亮这一真理。

另一方面，在访谈的过程中，“其实”的使用往往是一种交际互动的礼貌策略。实际上，

“其实”后面的内容很可能与前文讨论的内容关系不那么紧密，如果去掉这里的“其实”，会

显得发话人生硬地转换了话题或者是说话人强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让大众接受，从而给受众

造成不礼貌或者强行扭转话题的负面印象。而“其实”在这里营造了一种话流未被中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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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该词其后的内容还在顺着前述话语继续推进，转换就在不经意间形成，从而更加得体礼

貌和自然。

3.2“其实”用法量化分析

结合 3.1 节的内容，我们将“其实”的用法概括为纠正、填补、其他话语功能三大类。我

们分别统计了口语和书面语中“其实”三大类用法的出现频率，如下表所示：

表 1. 口语中“其实”用法统计

用法 频率 百分比

纠正 198 55.3

填补 82 22.9

其他话语功能 78 21.8

总计 358 100.0

依据上表，口语语料中“其实”的纠正用法占全部语例的 55.3%，在“其实”的三类用法

中占比最高。“其实”的填补用法与其他话语功能用法占比相当，分别为 22.9% 和 21.8%，可见“其

实”用于“纠正”依旧是其主要用法，“填补”和趋向话语标记的用法还未得到广泛地发展。

表 2. 书面语中“其实”用法统计

用法 频率 百分比

纠正 53 67.9

填补 18 23.1

其他话语功能 7 9.0

总计 78 100.0

书面语语料中“其实”的纠正用法占全部语例的 67.9%，与口语语料中的情况相同，“纠正”

的用法占比最高。“其实”的填补用法占 23.1%，其他话语功能用法仅占 9%。这一点不同于口

语语料中的情况，书面语中“其实”发展出其他话语功能的用法明显少于其他两种，表明其在

书面语语料中还未完全发展成为篇章连接词。

综上，“其实”的三大类用法——纠正、填补和其他话语功能都源于其核心语义“揭示澄

清真相”，其中“纠正”是“其实”最为主要的用法，“填补”是“纠正”用法的一个拓展，“其

实”发展出的其他话语或篇章功能是其主观化意义不断增强、客观对比意义不断减弱的发展趋

向，具体的话语或篇章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缓冲交际紧张性、避免受话人面子缺失、避免话流

突然中断、减缓发话人的表意强制性等。

4 “其实”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建议

“其实”在 HSK 词汇等级大纲中属于 3 级词汇，适用于中级阶段的语言学习，就是说更适

合面向具有一定中文语言基础和认知水平的外国学生学习。学生除了具有一定的中文语言水平，

还需要具备对主观态度、当下语言环境、发话人说话意图等的基本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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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先核心，再扩展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词语语义的揭示上，一方面表现在课堂中对

词语讲解的语境创设上。具体来说：

4.1.1 语义上，先明确核心义，再扩展其他意义和用法

在对“其实”一词进行教学时，可以先结合几个较为典型的对话情境给出“其实”一词的

核心语义——“揭示澄清真相”，而后再结合书面语语篇环境等引导学生观察“其实”的其他话

语功能或者语篇衔接功能。同时应时时回归到“其实”的核心意义上，让学生明确“核心义”

与这些功能和用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

4.1.2 语境创设上，先给出典型的对比语境，再扩展其他语境

语境创设与“其实”一词的语义揭示是有内在关联的。为了首先揭示出其核心语义，需要

首先创设最为典型的“对比语境”引出“其实”一词，在操练阶段也应先结合最为典型的“对

比语境”进行，而后再逐渐过渡到意义更为虚化的其他语境中去练习。

针对以上两点，以《发展汉语中级听力Ⅰ》第三十课的听力练习和课文为例，这一课出现

了很多包含“其实”的例句，按出现顺序排列如下：

（1）我以为他会生我的气，其实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

（2）这个办法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3）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没告诉你。

（4）他说他懂了，其实还不太懂。

（5）其实腿伤早好了，只是害怕丢掉拐杖，就失去了你的搀扶。

——以上例句均出自《发展汉语中级听力Ⅰ》第三十课

依据我们上文的讨论，例句（4）是最为典型的“其实”用法，出现在对比语境中，“他说 -
懂了”与“真实情况 - 不太懂”形成对照。其次是例句（1），“我以为 - 他生气”与“真实情况 -
他早忘了这件事”形成对照，这里相对照的情况并非完全对立，同时例（1）前半句带有发话

人的主观性认识。例句（2）（3）（5）中的“其实”理解难度更高，需要结合一定的上下文语

境来理解，特别是（3）（5）两句中“其实”出现在句首位置，如果不结合前文内容，会非常

难以理解。实际上，例句（5）摘自第三十课课文《拐杖》，在这句话之前有较长的篇幅在论述

父亲腿伤之后，我眼中父母感情的变化，这句话出自父亲之口，如若没有前文对父亲受伤使用

拐杖前后父母关系的论述，学习者会非常难以理解这个句子。所以如果改换这些句子的呈现顺

序，学习者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些句子中“其实”的含义，并能够结合上下文和“其实”的核

心语义进一步理解语篇中“其实”的真实用意了。

4.2 先客观事实，再主观认知

“其实”既可以揭示某个不容质疑的客观真相，也可以是发话人认知中的真相，后者更接

近一个关涉某事件真实性的观点。观点认知比起客观事实更为抽象，所以建议先给出揭示某个

“客观事实”的句子，而后再呈现发话人主观认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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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汉语》系列教材为例，在中级口语和中级听力教材中，都有“其实”在对比语境

中引出客观事实的例句，如以下两例：

（6）别看表面上热闹，其实没什么看头。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Ⅰ》第七课

（7）我以为他会生我的气，其实他早把这件事给忘了。

——《发展汉语中级听力Ⅰ》第三十课

但在初级教材中，作为课文标题“其实”所在句子直接表达主观认识，见下例：

（8）快乐，其实很简单。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Ⅱ》第十课

要理解这个句子，需要将全篇课文学习后，才能明晰“其实”在这里的语义，语境中需要

存在“有人认为快乐很难”的前提，这里的“其实”才能得到恰当地理解，否则“其实”可以

删去，直接说“快乐很简单”。所以“其实”在初级教材中出现的例句实际上理解起来反倒较

中级阶段出现的句子难度更高，如果能照顾到“其实”所引命题的主客观区别会更有助于学生

的学习与理解。

4.3 先口语会话，再书面语篇

口语会话相较于书面语篇具有更为直接、明显和丰富的语言环境，这为学习者理解当下话

语的主观意义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书面语篇需要一定的上下文或前后段落的联系能力，一些

专业性的语篇可能理解起来更为抽象。先会话再语篇也是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将语料及一些国际中文教育教材中出现的例句按照课堂教学呈现顺序

排列如下：

（9）他说他懂了，其实还不太懂。

——《发展汉语中级听力Ⅰ》第三十课

（10）很多人都觉得“高祺”很像日本人的姓，其实高祺是捷克人。

——《新汉语教程Ⅱ》改编

（11）其实只要每个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很多不愉快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初级汉语口语 . 下册》

（12）快乐，其实很简单。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Ⅱ》第十课

（13）赵本山：其实呢，我觉得人的一生，都不平凡，都有痛苦，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灾难——地震、洪水，有时候撞车。

——中央台 -TALKSHOW
以上例句（9）（10）中的“其实”揭示的都是客观事实真相——“他懂了或不太懂”“高

祺是捷克人”都是既定的客观事实，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其次，例句（9）发生在口语对

话中，而且其中的“懂”与“不太懂”形成了对照，更易把握和理解。例句（11）（12）存在

一定的语体差异，同时相较于例句（9）（10），这里的“其实”不局限于在对比语境中“纠正”

既存观点，而是起到“补充”“填补空白”的作用。例句（12）（13）中的“其实”所引命题为

发话人的主观认识，相较于（9）（10）更为抽象，同时在这两例中“其实”的句法位置更加灵

活，其后可接语气词并带上停顿，更类似于一个话语标记，理解起来需要结合上下文本等语境，

故而靠后呈现与教学。还需要注意到，例句（13）中的“其实”后带有语气词“吧”“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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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不同的语气词对于“其实”几种典型的表意有调整作用，在“纠正”“填

补”的用法之外，描摹出了发话人犹豫、谦虚、谨慎等更细微的表意样态。以上呈现的教学顺

序也间接反映了“其实”一词主观化义不断加强的形成过程，理解难度呈现阶梯式上升。

4.4 引入相近义词语的比较，明确用法

“其实”与“事实上”“实际上”等词语在语义和话语功能上都有相近之处（方清明，

2013 ；王涛，2021）。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抓住它们最为明显的区别——句法功能与形式。具体

来说，“事实上”“实际上”一般出现在句首位置，后面一般带有停顿，多用“逗号”与后文隔开；

而“其实”的句法位置较为灵活，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后的状语位置上。即

使作状语，其位置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既可以紧随主语之后，也可以放置于时间状语之后，核

心谓语动词之前等。抓住比较对象最具代表性的区别与差异，方便学习者直接运用。

“其实”一词的教学方法可以扩展至汉语中带有主观性含义的一类语气副词，如：确实、

的确、实在、果然、究竟、竟然、简直……。对于含有较强主观义的语气副词的教学可遵循从

核心用法到其他用法的顺序进行，同时在教学与操练中兼顾语境的创设，还可以借助相近义词

语的对比以及汉外对比等手段辅助学生进一步拓展对这类虚词的学习，也起到加深理解其具体

含义和用法的作用。

结语

本文通过语义背景分析方法和语义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揭示

并澄清真实情况，从核心语义出发，观察并总结了“其实”在话语与语篇中的具体用法表现——

“纠正”“填补”和“其他话语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缓冲交际紧张性”“避免受话人面子缺失”“避

免话流突然中断”“减缓发话人的表意强制性”等，本文还关注到这些用法与核心语义之间的

关联关系。本文结合词语之外上下文的宏观语义背景视角和词语之内语义要素及其关系的微观

视角探析了“其实”一词的核心语义内涵，这为解释其词汇化和语法化、话语功能和篇章衔接

功能等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据。最后结合该词的语义特点为该词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法给出

了几点具体建议，并进一步讨论了针对带有主观义的一类语气副词的教学启示与方法。

本文因篇幅有限，对于“其实”一词及其相近义词语的分析还不足够充分，也未深入涉及“其

实”一词的历时语义流变、汉外对比等相关问题，相信这些问题对理解“其实”在共时层面的

语义内涵和用法表现也大有帮助。此外，“其实”仅是现代汉语语气副词中带有“确认 / 揭示

真实性”语义的一个代表性词语，这一研究还可扩展至对于一类词语的语义用法研究上，这些

都有待于我们日后进一步讨论与深入挖掘。

注释

1. 本文涉及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简称 CCL 语料库），
少部分例句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开发的 BCC 语料库（简称 BCC 语料库），
还有个别例句来源于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教材，文中各个例句都注明了来源。

2. 我们收集了书面语语料和口语语料各约150万字，统计了包括“其实”在内的与“确认真实性”
含义相近的一类语气副词共六个，“其实”相较于其他五个词在书面语与口语语体语料中
的出现频次都是最高的，语料详细情况可见文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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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cente（2015、2017）和吴芸莉（2018）都提出过“核心义”的概念，郭锐（2022）在前
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核心义”：某个词项的不同用法共享的语义特征就是这个词的
核心义（core meaning）。

4. 郭锐（2008）提出，虚词的语义要素（semantic element）指虚词引出的与事件有关的实体、状况、
时间、处所或其他事件等。语义结构是一个以带有一定关系的语义要素为成员的集合（set）。

5. 这里对“其”与“实”古代汉语意义的解读主要参考《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1998）。

6. “小趋”在文本中指一只流浪的小狗。

7. 这里将“其实”的话语功能概括为“交际缓冲”，类似前人提出的“维护面子”（张爱玲，
2016）、“舒缓语气”（孟祥尧，2011）等表达，我们认为这类功能都能起到对交际中可
能潜在的冲突的缓冲作用，故将这类表达统一称为“交际缓冲”的话语功能。

附录

表 1 口语语料的相关信息

作者 年代 字数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 1992 年 132880

北京人在纽约 曹桂林 20 世纪 90 年代初 72835

我爱我家（上）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214264

我爱我家（中）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95686

我爱我家（下） 梁左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93697

北京话调查 131967

中央台 -TALKSHOW 记录稿 1999 年左右 230547

鲁豫有约之夏雨 记录稿 2005 年左右 8718

姜昆相声 20 世纪 80 年代 28512

老舍长篇小说 3（口） 老舍 50-60 年代 34489

王蒙小说（口） 王蒙 80-90 年代 15703

王朔小说（口） 王朔 80 末 -90 年代初 221868

总字数 1481166

表 2 书面语语料的相关信息

作者 年代 字数

《干校六记》 杨绛 80 年代 28054

老舍长篇小说 3（书） 老舍 50-60 年代 142080

王蒙小说（书） 王蒙 80-90 年代 25489

王朔小说（书） 王朔 80 末 -90 初 114893
《儿童的心理世界——

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方富熹、

方格

1989 年成书

1990 年出版
276214

《中国古代文化史（三）》
阴法鲁、

许树安
90 年代 361895

《实用软件工程》 郑人杰 1991 年 1497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担保法、著作权法等 人大常委会等 80-90 年代 370615

总字数 146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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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其实”出现频次统计

总字数 确实 的确 真的 果然 实在 其实

口语语料出现频率 1481166 198 41 211 12 147 358

书面语料出现频率 1468953 21 49 16 40 3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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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semantic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word“Qishi”其实, from the external context of words and the semantic 
elements and relations within words, which is“revealing and clarifying the truth”. Combined 
with the corpu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usage of“Qishi”其实 has been subjectivized from the 
core semantics to“correct”and“supplement”, and other discourse and textual functions of 
trend discourse markers are also developed.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usages 
of“Qishi”其实 and its core semantics. Finally,  taking“Qishi”其实 as an example,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a class of modal adverbs with subjective mean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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