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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 “欧化华语” 视角下， 分别从一般使用状况及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两个方面， 描写、 分

析了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在华语与普通话中的一般表现及二者的主要差异； 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该句式的来

源及产生时间、 其所反映的华语共性特征， 以及由该句式的具体表现来看 “欧化华语” 所得出的认识： 它的提

出具有事实依据， 对于华语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具有相当丰富学术内涵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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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 “是时候 ＶＰ” 句， 就是像 “是时候离开了” “是
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样的句子， 现在无论华语还是

普通话中， 这样的句子都时能见到， 但是以往的关注却很

不够。 其实， 这一句子形式非常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究，
而本文就试图做这样的工作， 探究的角度主要是 “欧化”。

本文作者曾于汉语欧化研究百年之际， 撰文进行回顾

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讨论了相互对待的九组概念， 试

图以此来发现与分析以往研究的不足， 进而明确今后应当

努力的方向与目标。［１］九组概念中， 包括普通话欧化与国语

／华语欧化， 前者即一般所说的 “汉语欧化”， 而后者则是

普通话圈以外的我国台港澳国语圈以及海外华语圈的欧化

状况及其表现。①文中围绕为什么要提出这组概念及其对欧

化研究有何裨益两个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后来， 我

们又就 “欧化华语” 进行讨论， 主要围绕华语与普通话不

同的欧化表现， 从欧化程度、 欧化方式、 欧化阶段与欧化

来源差异等四个方面展开。 此外， 文章也阐述了欧化华语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对华语而言， 主要表现在作为一项重

要的常规研究内容和建立一个恒常的观察视角两个方面；
对普通话研究而言， 则主要在于可以由前者来观察与思考

后者中同类欧化现象的 “来龙去脉”， 即其来源、 现状以及

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２］

客观地说， 欧化华语概念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 因而

极有研究意义和价值， 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基本还只是一个

纸上的概念，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研究话题或一项重要研

究内容， 因而与之直接、 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其少见，
所以这方面亟待填补和加强。 本文就以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为例， 来进行初步的尝试， 以此证明这一研究的可行性、
必要性， 及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我们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 在当地近五年的 《光华日

报》 《亚洲时报》 《华侨日报》 《光明日报》 以及 “ｅ 南洋”
华文网进行调查， 共得到 ３００ 个用例， 本文就以此为对象

进行分析。 为了与普通话进行对比， 我们也搜集了 《人民

日报》 《中国青年报》 等报纸同一时间段的 ３００ 个用例。②

下文中， 为了行文简省， 凡出自上述华语 ３００ 句的用例均

不标具体出处及时间， 而其他用例的出处与时间则不作省

略。

一、 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的一般使用状况

本节中，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

进行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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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句型分布

所谓句型， 就是句子的结构类型或格局， 一般的划分

是单句和复句， 而前者又再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 “是时

候 ＶＰ” 句虽然可以用于复句之中， 但它本身并不能构成复

句， 所以我们只在单句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 “是时候 ＶＰ” 句涵盖了主谓句和非主谓句，

而以后者为多。
非主谓句即一般所说的无主句， 这样的用例如：
（１） 已踏入 １０ 月， 是时候要好好奖励自己， 可以好好

为年终旅行计划一下。
（２） 东京是微差输给巴塞尔， 错过了一次为 ２０２０ 年东

京奥运会进行测试的机会， 而曼谷拥有很好的硬体设施，
是时候让久违羽球大赛的他们证明主办能力。

除标题以外， “是时候 ＋ ＶＰ” 句一般不孤立使用， 通

常是作为更大单位的一部分， 主要是句子成分或复句中的

分句； 就其本身而言， 既可以不前加任何修饰语， 如以上

二例； 也可以前加时间类修饰语， 如以下二例：
（３） 如今是时候让希联明白， 华社的选票未必理所当

然投给他们。
（４） 因此， 已是时候兑现这些承诺。
例 （４） 中的 “已” 常与 “是时候” 相邻共现， 二者

实际上已经作为一个韵律词使用。 与此类似的还有副词

“也” 等， “也是时候 ＶＰ” 的用例也比较常见， 如：
（５） 我想， 也是时候可以来谈谈我的版本了。
除此之外， 比较常见的修饰语还有一个能愿动词

“ （应） 该”。 例如：
（６） 亚洲地区也该是时候要拥抱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人

的婚姻定义。
（７） 现在应该是时候回来大马， 为国家作出贡献。
另外， 一般情况下， “是时候” 与 “ＶＰ” 之间都是没

有语音停顿的， 但也有一些在二者之间加逗号的用例， 如：
（８） 是时候， 由联邦法院首席主簿官来领导本身司法

官员的服务。
（９） 她指出， 现在是时候， 人民出来表达是否可以接

受这种逼走议员的手法。
与非主谓句相对的就是主谓句了， 这样的用例如：
（１０） 为迎合众多旅客莅湖， 斗湖机场是时候提升为国

际机场。
按， 此例是一篇报道的正文， 而同文的标题则取以下

形式：
（１１） 主持游戏嘉年华开幕 尼占： 旅客与日俱增 是时

候提升斗湖机场

以上二例显示， “斗湖机场是时候提升” 与 “是时候

提升斗湖机场” 具有完全的可变换关系， 后者只是因为标

题简约的要求或限制， 而略掉了前例中的 “为国际机场”。
上述对比说明， 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 “是时候 ＶＰ” 并无实

质性的区别， 二者往往只是表达时选择的不同。

以下二例之间也有可变换关系：
（１２） 现在大家是时候把专注力放在工作或学业上了，

好好为新一年作打拼。
（１３） 目前是时候大家勇往直前， 打造一个拥有辉煌未

来的马来西亚。
后一例由主谓词组充当 ＶＰ， 这样的形式非常具有华语

特点， 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讨论。
主谓句的用例还有不少， 其中有的主语比较复杂， 例

如：
（１４） 作为纳闽标志性建筑物的纳闽金融广场正是时候

来提升它的吸引力， 以便将来成为国内外游客必定到访及

购物的场所。
（１５） 大马、 印尼、 汶莱和菲律宾已是时候探讨联合海

事巡逻行动的可行性， 降低苏禄海域的风险。
与一般句子的主语一样， 如果比较复杂， 或者出于舒

缓语气等方面的考虑， 其后也可以有一停顿， 但是并不多

见。 例如：
（１６） 拿笃因州议员， 县议员， 甲必丹等相关人士， 是

时候加以行动， 设法处理， 以免衍生更多的治安问题。
（１７） 随着第二季新歌声比赛的落幕， 六年二班全体学

员正式毕业， 而我这个导师， 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
２． 功能分布

这里指的是 “是时候 ＶＰ” 句的语法功能， 具体而言主

要有两种： 一是独立成句， 二是做句子成分。 第一种情况

前举用例中已有不少， 而 “是时候 ＶＰ” 用于主谓句中则属

于第二种情况。 另外，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还有另外一种形

式， 这就是做句子的宾语或宾语的一部分， 以下主要就此

举例说明。
有人就普通话的使用情况指出， 这种用法的 “是时候”

也是表明说话时是做某事的时间了， 似乎也有说话时应该

做某事了的意思， 更像是一种观点、 看法、 决定、 建议或

要求之类， 因此前面有时会有 “认为” “觉得” 等词。［３］ 华

语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 “是时候 ＶＰ” 正是做 “认为、 觉

得” 等的宾语， 其中以 “认为” 最为多见。 例如：
（１８） 因此，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沙闽中总召开特别会

员大会拟定相关方针。
“觉得” 的用例也相对较多， 例如：
（１９） 如今我们觉得是时候让其他华团组织加进来， 壮

大华总。
此外， 比较常见的引出 “是时候 ＶＰ” 的， 还有 “呼

吁” 一词， 均取 “呼吁 ＋主语 ＋是时候 ＶＰ” 形式， 较有华

语特色。 例如：
（２０） 沙巴独立之父敦马士达华之子拿督巴达鲁丁昨天

呼吁沙巴人民是时候舍弃无法捍卫州民权益的朝野政党领

袖， 让 “新血” 领袖取而代之。
另外， 还有一些能够带 “是时候 ＶＰ” 宾语的动词， 基

本都具有 ［ ＋主观］ ［ ＋表示］ 之类的语义特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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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我相信是时候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与相关单位合

作， 包括国家银行及大马证券委员会， 努力提高防范电子

金融欺骗罪行。
（２２） 谢守钦强调， 是时候改善和调整工作态度。
（２３） 总检察署建议政府是时候修改 １９７２ 年官方机密

法令， 重新检讨该法令下的刑罚。
（２４） 在巴控克区首府穆扎法拉巴德演讲， 声称 “是时

候给莫迪一点教训了”。
（２５） 州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拿督王鸿俊昨日透露， 是

时候把亚庇打造成 “美食城”， 以促销沙巴。
３． 句类分布

句类即句子的语气分类， 包括陈述、 疑问、 祈使、 感

叹四种， “是时候 ＶＰ” 句可以表示祈使， 也可以用于陈述，
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我们首先讨论祈使句。
晁代金指出， “是时候 ＋ ＶＰ” 句表示应该做某事了， 可

以说是一种看法、 观点或建议；［４］而唐正大认为， 该句式以

表达道义情态和建议类言语行为为主。［５］ 这里的 “应该做

某事” 以及 “建议” 及 “建议类言语行为”， 实际上都指

向了祈使， 即建议受话者应该做某事， 由此我们才认为

“是时候 ＶＰ” 句中有很多可以归为祈使句。
这样的用例如：
（２６） 沙巴人不能再这样步步退让下去， 把礼让成为人

家的理所当然， 把容忍变成别人家眼中的懦夫， 是时候勇

敢地站起来， 向不应该或不对的事说 “不”。
按一般的理解， 此句表示的意思是 “是勇敢地站起来，

向不应该或不对的事说 ‘不’ 的时候了”， 而它的实际内

涵， 则是号召沙巴人 “勇敢地站起来， 向不应该或不对的

事说 ‘不’”， 即表达了一个祈使句所表达的意思。
以下各例因为使用了一些相关的 “标记” 词语， 所以

祈使的意味更加明显：
（２７） 因此他……同时也呼吁华社， 是时候对行动党施

与压力。
（２８） 因此， 是时候让沙闽中总会员根据正常程序做一

个决定。
（２９） 其在旁的友人， 马上加入劝烟行动， 要这名烟民

“是时候戒烟了”。
（３０） 政府是时候要把人力资源部长的职位给回巫统，

以便马来人的权益受维护。
以上四例中， 第一例的谓语动词是 “呼吁”， 而 “呼

吁” 无疑是要人们有所行动， 此处即为 “对行动党施与压

力”， 其他各例大致也应作如是观。
以下各例虽然没有出现上述相关词语， 但是在具体的

语境中， 祈使的意味依然明显：
（３１） 球迷举牌告诉温格： 是时候离开。
（３２） 消拯员日常工作繁重及充满挑战， 是时候给予关

注。

（３３） 然而油价目前也回升至每桶 ５０ 美元， 政府经济

与收入已好转， 是时候撤回有关通令。
陈昌来把祈使句分为命令、 禁止、 请求、 劝说、 催促、

商议、 许可、 号召， 以及提醒、 警告、 威胁等共九大类十

一小类，［６（Ｐ２２０ － ２２４） “是时候 ＶＰ” 祈使句大致与请求、 劝

说、 催促、 号召等比较接近， 总体而言比较委婉、 间接。
以下再讨论陈述句。
“是时候 ＋ ＶＰ” 句有时表示一种意见和看法， 此时它

基本就是一个陈述句而不是祈使句了。 比如， 上文列举了

“是时候 ＶＰ” 做 “认为” 宾语的例子， 此时它表示的就是

一个陈述。 这样的用例再如：
（３４） 他认为是时候为沙巴带来更多不同的中华美食。
至于其他动词带 “是时候 ＶＰ” 宾语， 不少也是如此，

例如：
（３５） 交往 １０ 年彼此都觉得是时候安定下来， 就选在

中秋节结连理。
不少句子中， “是时候 ＶＰ” 是句子叙述对象的自指，

此时显然不会表示祈使。 例如：
（３６） 他表示本身担任会长 ３ 届， 是时候把棒子交给有

能力的人。
（３７） 那英……发表声明明确表示： “是时候和大家伙

认真说声再见了”。
另外， 还有很多句子的陈述对象很宽泛或者并不清楚，

或者是 ＶＰ 不具有动作性， 此时基本也趋向于表示陈述。 前

者的用例如：
（３８） 现在已是时候投票， 让相关者的意愿得以表决。
后者的用例如：
（３９） 陛下补充， 在过去 １０ 年， 彭州大学的毕业礼都

在体育馆进行， 因此认为彭州大学是时候拥有本身的毕业

礼堂。
在陈述句中， “是时候 ＶＰ” 主要用于肯定句， 上举用

例都属此类， 而以下还会涉及更多此类用例； 但是， 也有

少量用于否定句， 而这也颇具华语特点， 这类句子我们下

文再讨论。
４． 其他分布情况

这里简单讨论两方面的分布情况。
一是句末语气助词 “了” 在 “是时候 ＶＰ” 句中的分

布。 普通话中， 该句式多以 “了” 煞尾， 所以有的研究就

以 “是时候 ＶＰ 了” 指称；［５］华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以不

用 “了” 为常。 在我们搜集到的 ３００ 个华语用例中， 以

“了” 煞尾的仅有 ３８ 例， 占总数的约 １２． ７％ ； 而 ３００ 个普

通话用例中， 则有 ２５６ 个以 “了” 煞尾， 占比 ８５． ３％ 。
以下都是不用 “了” 的常见用例：
（４０）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强调， 该党内部纠纷是

时候平息， 无需他人来搬弄是非。
（４１） 一直到弟弟结婚， 婆婆说我是时候找一个伴， 因

此才开始使用 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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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但是现在是时候收回这个国席， 是时候让巫统发

展这个地方。
最后一例并列的两个 “是时候 ＶＰ” 句均未使用

“了”， 而以下一例则一用一不用：
（４３） 我认为， 中庸人士是时候站出来了， 是时候由中

庸人士成为英雄。
以上数字和事实说明， 在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中，

“了” 只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可有成分， 它的使用与否， 有很

大的自由度甚至随意性。
二是 “是时候 ＶＰ” 句的语体分布。 对于普通话中的一

般情况， 晁代金给出以下分析： “从收集到的语料来看， 这

种用法主要出现在报刊、 网络中， 在报道国外的新闻时常

常会用到这种用法， 特别是在引述一些人说的话时常常会

这么翻译， 而在文学作品中却极为少见。” ［４］ 以上观察与华

语的情况十分相符。 现在一般的共识是， 普通话 “是时候

ＶＰ” 句来自英语， 但是基本忽略了一个事实： 它并非普通

话用户首创，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这里要说

的是， 正因为有上述直接、 间接关系， 所以晁文描述的情

况才会与与华语高度一致， 特别是在语体分布方面， 即带

有一定的口语性。 笔者曾就此询问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文系语言专业的研究生梁同学 （当地华人）， 她说 “是
时候 ＶＰ” 句她常说， 但是一般不会这样写， 因为觉得 “不
太正式”。

我们所见， 大量的 “是时候 ＶＰ” 句用于直接或间接引

语中。 除前已见之者外， 前者的用例再如：
（４４） 他又说： “是时候了， 墨西哥应该在美国协助下

对贩毒集团开战， 让他们从地表上消失。”
（４５） 他说， 是时候马来西亚为重生作出奋斗的开端，

为更伟大的马来西亚奋斗， 因为全民有权享受上苍赋予大

家的每一个美好事物。
后者的用例如：
（４６） 达祖武鲁认为大臣逼宫风波， 是时候有所定案。
（４７） 他也呼吁选民， 是时候让国阵重夺丹绒比艾国

席， 打下漂亮的胜战。
在出自 《光华日报》 的 ４２ 个用例中， 有 ４１ 个均是如

此， 这说明 “是时候 ＶＰ” 句基本属于 “记言” 的句子形

式。

二、 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

以上主要从 “分布” 的角度， 对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的一般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 其中基本情况与普通话比

较一致， 但是也有一些差异， 比如 “了” 的共现与否， 二

者就有非常大的数量差异。
除此之外， 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还与普通话在其他一

些方面表现出重要差异， 由此反映了各自的使用特点， 本

节就此进行讨论。
华语与普通话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最大差异， 同 ＶＰ 的

构成情况， 二者的构成材料和类型均有以下三种： 动词、
动词性词组和小句， 但是各种类型的分布情部却有很大的

不同。 比如， 动词单独充当 ＶＰ 的用例， 华语少于普通话，
二者的比例是 １８∶ ３０。 但是， 二者更大的差异来自词组和

小句， 特别是后者， 以下就这两类进行举例说明。
１． 词组充当 ＶＰ 的差异

华语与普通话中， 在多数情况下， ＶＰ 都是由词组充当

的， 具体类型主要是述宾、 状中词组， 此外还有述补以及

兼语、 连谓词组等。 华、 普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是类型差异， 二是复杂程度差异。
在类型上， 有两种词组的使用数量远多于普通话： 一

是并列词组， 二是主谓词组。
华语中， 并列词组充当 ＶＰ 的用例与普通话之比是

２３∶ ３， 并且多用连词连接， 而这样的用例普通话中却几乎

没有， 因此极具华语特色。 例如：
（４８） 如今是时候翻新舞台及安装冷气设备。
（４９） 政府面对石油收入锐减， 是时候要当机立断与采

取许多抢救经济措施。
（５０） 该机构旗下共有 ８ 家子公司， 是时候重组并返回

正轨。
（５１） 毕竟是时候提升各部门机构的技能和进一步提升

诚信。
（５２） 他和家人觉得是时候在此透露和表扬他这项善举

以及感谢他对先父的肯定及认同。
最后一例比较复杂： 用 “以及” 连接并列的两项， 而

两项之中各有一个并列词组分别做述语和谓语中心语。
华语中， 另一种与普通话形成鲜明数量对比的现象是

主谓词组充当 ＶＰ， 二者数量之比为 １２∶ ２。 这样的用例前

已出现， 再如：
（５３） 舒尔茨表示， 现在是时候美国为他们做点事。
（５４） 如今是时候州政府全面投身石油及天然气工业。
以上是比较简单的用例， 而以下用例则比较复杂：
（５５） 如今也是时候联邦政府扶持东马港口成长为另一

个对接区域及国际的大型港口。
（５６） 我们时常被邻国的不负责任份子所挑战， 是时候

我们要团结一致加入后备军作为后盾。
（５７） 我相信是时候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与相关单位合

作， 包括国家银行及大马证券委员会， 努力提高防范电子

金融欺骗罪行。
此外， 还有个别受事主语的用例：
（５８） 宽带比柬越慢 ３ 倍 用户称是时候网速大改革

以下讨论 ＶＰ 复杂性的问题。 基本的情况是， 同样类型

的 ＶＰ， 华语往往取比普通话复杂的形式， 下面以述宾词组

为例进行说明。
复杂性表现之一来自状语。 例如：
（５９） 政府是时候顺着榴梿经济的发展趋势， 把劳勿打

造成为榴梿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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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党顾问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公开承诺， 表

明已是时候根据当下演变， 秉持尊重一九六三年大马协议

的精神检讨沙巴州宪法。
复杂性表现之二来自宾语， 主要是谓词性宾语。 例如：
（６１） 联邦政府是时候先兑现沙巴及砂拉越在 １９６３ 年

马来西亚协议下作为 “邦” 而不是 “州” 的地位。
（６２） 现在是时候需严正考虑应否逐渐从族基政治转移

至真正反映多元种族的政治， 从种族基础的政策， 逐渐转

向至以需求为主的政策。
复杂性表现之三同时来自述语和宾语。 例如：
（６３） 捍卫回教团结之际， 各造是时候公开、 坦率及诚

实地讨论各造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
（６４） 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如何

将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扩大到其他领域去， 包括在房地

产业、 旅游业、 农业等的投资及合作。
２． 小句充当 ＶＰ 的差异

小句是不具有语气的句子，［７］（Ｐ１４１） 所以， 当一个复句

在 “是时候 ＶＰ” 句中充当 ＶＰ， 它也就推动了自己的语气，
从而成为一个复句性小句。 华语中， 复句小句充当 ＶＰ 的用

例比较常见， 而普通话中却几乎没有， 由此就构成二者之

间非常明显的差异。
最为常见的是一重复句小句， 以联合型最为多见， 具

体又表示不同的关系。 例如：
（６５） 现在是时候把政府顾问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

的报告， 以白皮书形式提呈国会， 并交由拿督斯里安华领

导的体制改革与施政核心小组研究。
（６６） 目前是时候以各种成功案例吸引更多人加入这行

业， 同时指导财务规划师如何有效为客户服务。
（６７） 总检察署建议政府是时候修改 １９７２ 年官方机密

法令， 重新检讨该法令下的刑罚。
以上是并列关系， 前两例分句间有词语连接， 后一例

不用连接词。
以下是顺承复句小句， 分句之间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例如：
（６８） 民主党中央青年团及妇女组对沙巴州政府承认统

考表示全力支持， 也呼吁联邦是时候兑现承诺， 承认统考

文凭！
（６９） 是时候勇敢地站起来， 向不应该或不对的事说

“不”。
（７０） 峇株巴辖是时候设立集中式码头， 加强管理及安

全管制。
以下是递进关系， 后项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 常用连

词 “并且” 连接， 但用例不是特别多。 如：
（７１） 社团注册局是时候公布该局针对行动党展开调查

的结果， 并且作出一个决定。
（７２） 现在也是时候加强这些合作， 并且提高我们非激

进化和改造活动的效率。

（７３） 周董则是开心说： “是时候不再喝珍珠奶茶， 还

要上健身房了。”
偏正复句小句也比较常见， 前后分句之间主要是目的

关系。 例如：
（７４） 首长： 是时候制定条规 管制短期出租公寓业

（７５） 是时候成立一个函括所有朝野议员的特别委员

会， 对悬而未决的非法移民问题进行探讨以寻求解决方案。
以上例句表示积极目的， 以下则是表示消极目的， 用

例相对少见：
（７６） 目前是时候在巴士装置限速器， 阻止巴士超速行

驶。
除一重复句小句外， 华语中还有一些 ＶＰ 由多重复句小

句充当， 其中比较多见的是二重复句小句。 例如：
（７７） 我相信是时候大马防范罪案基金会与相关单位合

作， ②包括国家银行及大马证券委员会， ①努力提高防范

电子金融欺骗罪行。
（７８） 靠近加里曼丹的纳巴湾水、 电供及通讯设施目前

仍然落后， 是时候进行提升， ②包括数位通讯覆盖率、 网

速和上网热点区等， ①惠及学校、 乡村企业和社区。
（７９） 如今是时候政府和政党领袖做 “正确的事”， ①

也就是向极端分子呛声， ②而非等待 “沉默的大多数” 先

呛声。
以上三例中， 前两例的第一层次是目的关系， 后一例

是解注关系， 即后句对前句有所解释、 说明、 补充或总

结；［６］（Ｐ２８０）至于第二层次， 则前两例属解注关系， 后一例

是选择关系。
以下各例中， 不同层次间的语义关系又有所不同：
（８０） 因此人民是时候理性评估槟州政府的表现， ①并

给民政党一个机会监督州政府， ②把最好的利益带给槟民。
———第一层属并列， 第二层表目的

（８１） 由于山打根目前正处于炎热干燥天气， 是时候让

人们更负责任， ①并发挥他们的合作精神， ②保持城镇的

清洁。
———第一层属并列， 第二层表连贯

（８２） 大马政府是时候带业者到外国， ②向消费者亲身

传递大马榴梿的知识、 特质与文化， ①通过教育工作， 让

消费者辨识如何吃优质的榴梿， ②也对大马的榴梿有更深

一层的了解和认识。
———第一层是目的关系， 前一第二层目的关系， 后一

第二层并列关系

ＶＰ 由三重复句小句充当的用例也时能见到， 如：
（８３） 客家人是时候团结一致， ①特别是那些事业有

成、 拥有事业基础的， 应结合资源及对接， ②甚至参与一

带一路， ③进一步制造商机给年轻人。
———第一层递进关系， 第二层递进关系， 第三层目的

关系

（８４） 《文汇报》 早前发表社评， ①主张港府是时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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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立断实施包括紧急法在内的法治手段， ②有效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③避免香港完全失控。

———第一层解注关系， 第二、 三层目的关系

（８５） 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展销会， 是时候要来管理和监

督佳丽， ①让佳丽们在比赛后能更进一步了解族人的传统

文化活动， ③及提升制作传统手工艺品的技巧， ②以便能

熟练地向国际展示龙古斯文化。
———第一层目的关系， 第二层目的关系， 第三层并列

关系

我们所见， 还有个别四重复句小句的用例：
（８６） 国人是时候向这类国家领袖说不， ②齐身捍卫国

家利益， ①并提醒这些领袖， ②大马是由稳固宪法建成，
③他们的任务是为民服务， ④需有廉政政策。

———第一层并列关系， 前一第二层并列关系， 后一第

二层解注关系； 第三层并列关系， 第四层连贯关系

３． 其他差异

除以上两个方面外， 华语与普通话 “是时候 ＶＰ” 句还

有其他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 以下主要讨论两点。
一是否定形式的有无。
在我们的对比统计中， 华语否定式 “是时候 ＶＰ” 共

１２ 例， 而普通话中却未见一例。① 这样的句子多取 “ （目前

还） 不是时候 ＶＰ” 形式， 其中的 ＶＰ 均为动词及动词性词

组。 例如：
（８７） 政府没有必要推出失业保险基金， 因为目前的失

业率低于 ３％ ， 还不是时候落实， 这会增加雇主的负担。
（８８） 询及亚庇新机场所在位置及是否替代现有机场

时， 他表示目前还不是时候公开讨论有关详情。
（８９） 砂副首长丹斯里詹姆士玛欣指出， 现在还不是时

候去册封 “拿督” 头衔给甫赢得里约奥运会银牌的潘德蕾

拉及张俊虹。
（９０） 由此看来， 这条水泥矮墙还不是时候 “功成身

退”。
（９１） 他重申， 目前案件尚在调查中仍未结案， 因此还

未是时候提控嫌犯上庭。
二是词汇化倾向及表现的差异。
由于很多 “是时候 ＋ ＶＰ” 句用于表示祈使语气， 在这

一语境中， “是时候” 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 产生了词汇化

倾向。 刘云在列举了 “主语 ＋是时候 ＋ ＶＰ” 用例 （如 “两
岸是时候联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了。”） 后， 作了以下分

析说明： “当其前出现复杂主语、 以 ‘ＮＰ ＋ 是时候 ＶＰ’ 这

种主谓句的面貌出现时， ‘是时候 ＶＰ’ 重新分析为偏正结

构的可能性增大， 这时 ‘是时候’ 受其前后 ＮＰ、 ＶＰ 的挤

压， 有演变为一个占据状语位的、 类副词的动宾式复合词

的倾向。” ［８］

华语的使用情况显示， 上述 “占据状语位的、 类副词

的动宾式复合词的倾向” 确实存在，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

经成为现实， 并且也不限于前加主语的形式， 这一点远比

普通话明显和突出。
上边我们把 “是时候 ＶＰ” 祈使句的语义概括为 “建议

受话者应该做某事”， 而词汇化的 “是时候” 承载的正是

此义， 大致与 “应该” “须 （需） 要” 相当。
比如以下一例：
（９２） 反贪会是时候醒了， 不好再睡觉了。
按， 此例中， “是时候” 与 “不好” 相对， 然而 《现

代汉语词典》 《全球华语大词典》 等均未收 “不好”， 《汉
语大词典》 收录， 所列四个义项的最后一个是 “不能”， 所

举书证是洪深 《香稻米》 第二幕的 “我们不好不买外国货

么？” 我们认为， 此例中的 “不好” 正为此义， 而由此反观

“是时候”， 应为 “应该” 之义。
其实， 在 “是时候 ＶＰ” 句中使用 “应该” 的用例并

不少见， 如：
（９３） 因此是时候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地方政府的运作。
（９４） 他又说： “是时候了， 墨西哥应该在美国协助下

对贩毒集团开战， 让他们从地表上消失。
如果说， 以上二例中因为 “是时候” 与 “应该” 分开

来出现于句中， 因此这个位置上的 “是时候” 不大可能词

化， 那么以下二者相邻共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９５） 现在应该是时候回来大马， 为国家作出贡献。
（９６） 有鉴于此， 市民纷纷要求市政府应该是时候认真

考虑是否在一些地点， 应该采用行人天桥取代更为洽当。
我们曾经撰文讨论华语词汇运用中比较多见的同义连

文现象，［９］以上二例中的 “应该是时候” 就很像这种用法。
特别是后一例， 前用 “应该是时候”， 后用 “应该”， 正说

明二者同义。
此外， 华语词汇运用中经常还有 “舍双取单” 的取

向，［１０］比如 “应该” 就经常被 “该” 取代， 而后者与 “是
时候” 共现的用例也比较常见。 例如：

（９７） 亚洲地区也该是时候要拥抱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人

的婚姻定义。
（９８） 对于绝望的人民， 是时候该以行动回应其需求。
不仅有以上这样可以颠倒顺序的相邻共现， 也有以下

这样连贯句子中的相对使用：
（９９） 他指出， 新的一年开始， 新政府的蜜月也该结束

了， 是时候逐步实现大选承诺挽回斗湖人民对新政府的信

心。
（１００） 他认为此逼宫风波不该再延续， 是时候有定案。
以上二例中， 前句先说 “也该结束了”， 然后顺着往下

说 “是时候……”， 说明后者的意思与 “该” 相同； 后一

例则先是 “不该”， 然后用 “是时候”， 一反一正， 也说明

“是时候” 与 “该” 同义。

—５０１—

① 这里的 “未见”， 只是就我们搜集的对比语料而言的， 在

这一范围之外， 特别是时间比较靠近当下， 也偶能见到个别用例，
详后。



此外， 华语中还时能见到表 “须要、 应该” 的助动词

“要” 与 “是时候” 共现， 也类同于上述的同义连文。 例

如：
（１０１） 政府面对石油收入锐减， 是时候要当机立断与

采取许多抢救经济措施。
（１０２） 她表示， 人民是时候要觉醒， 无论在任何情况

下都必须努力提升和发展自身的能力， 为了美好的未来前

进与打拼。
并且， 二者也有在连贯性句子中对应使用的例子， 如：
（１０３） 他强调， 传统家电商是时候反思， 并要不断提

升专业。
（１０４） 根据纳闽区国会议员兼纳闽机构咨询委员会主

席拿督诺斯曼表示： 纳闽机构是在 ２５ 年后计划重估土地及

产业价而于明年推出新的征税率， 惟他认同向纳闽机构要

求不是时候及不要大幅度增加门牌税。
以上二例中， 前例前用 “是时候”， 后用 “要”， 并在

两句之间以 “并” 连接。 后例中， “不是时候” 等做了

“要求” 的宾语， 因此前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按 “传统” 的

意思来理解了， 因为 “要求不是时候大幅度增加门牌税”
语义不通； 文中用并列连词 “及” 把 “不是时候” 与 “不
要” 连接起来， 一方面属于反复强调， 另一方面也说明

“不是时候” 在这里表达了与 “不要” 相似的意思， 即

“不该及不要”。
如果对华语与普通话 “是时候 ＶＰ” 句的具体面貌作一

归纳总结的话， 二者之间无疑是 “有同有异”， 但是， 与人

们把二者之间很多现象描述为 “大同小异” 略有不同， 这

里的 “同” 固然明显， 而 “异” 也比较突出， 既包括有无

之别， 也包括多少之别， 而个中原因也很值得探究。

三、 对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的几点认识

上述华、 普之间无论相同还是不同之处， 均所来有自，
而在对此有所了解， 则应先解决几个对 “是时候 ＶＰ” 句的

认识问题。
１．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来源及产生时间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对 “是时候 ＶＰ” 句的记录，
是石定栩、 朱志瑜在 ２０００ 年讨论英语对香港书面语的影响

时所举的一组用例，［１１］ 文中明确指出， 其所使用的语料是

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香港三份影响较大的日报即 《星岛

日报》 《东方日报》 《明报》 收集的实例， 认为这是仿照英

语 “Ｉｔ’ 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这一句型造出来的汉语句

子。 由此提供的信息是： 第一， “是时候 ＶＰ” 句有可能最

先产生于香港； 第二， 至少到上世纪末的 １９９８ 年， 这一句

式就产生了。
不过， 据我们初步了解， “是时候 ＶＰ” 句可能并非首

先产生于香港， 而其产生时间也要早于 １９９８ 年。 比如， 我

们利用台湾的 “联合新闻网” 进行调查，① 看到的最早用

例出现于 １９５６ 年， 即：

（１０５） 赫斯脱报团的纽约美国人报， 顷主张立刻中止

对南斯拉夫的继续援助， …… “现在正是时候把我们视南

斯拉夫潜在的盟友的噩梦结束了……” （ 《联合报》 １９５６．
６． ２４）

按， 此例文头标明 “中央社纽约廿二日专电”， 例中援

引 《美国人报》 的 “主张”， 加引号部分应该是对原话的

直接翻译，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 “直译” 原文而

“造” 出来的形式， 而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上引石定

栩、 朱志瑜结论的正确性。
目前我们所见， 台湾媒体中再次出现 “是时候 ＶＰ”

句， 是 １８ 年后的 １９７４ 年， 即以下一例：
（１０６） 我们相信这可能不只是台北而已， 其他大城市

如基隆、 台中、 台南、 高雄迟早也要面临这问题， 所以现

在该是时候来考虑以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 《联合

报》 １９７４． ６． １４）
此例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石定栩、 朱志瑜结论的正确

性： 包含该例的文章开头标明 “ 【徐小桦 寄自美国衣阿

华】”， 说明本文大致是来自美国的读者来信， 而文中出现

“是时候 ＶＰ” 句， 就直接把它与英语及英语的影响联系了

起来。
此后， 这样的用例也断断续续偶能见到， 例如：
（１０７） 一个小时的车程， 人人垂头丧气。 桑坦拿表示

将回南部农场去。 苏古迪斯认为是时候回去研究医学了。
（ 《联合报》 １９８６． ９． ８）

（１０８） 我想， 现在也是时候出声了， 这些日子以来，
整整半年， 我都在扮演一个沉默的角色。 （《民生报》 １９９０．
８． ２４）

（１０９） 钟淑慧笑着说： “他改了很多， 我们觉得是时候

结婚了。” （同上 １９９５． １１． ８）
现在所见的香港最早用例是 １９８２ 年的， 即以下一例：②

（１１０） 长青社认为是时候制订清洁能源政策。 （ 《工商

晚报》 １９８２． ８． ９）
在差不多 １０ 年之后， 才又偶见新的用例：
（１１１） 叶敬平同情跳楼小学生称是时候检讨教师操守

（ 《华侨日报》 １９９１． ３． １２）
按， 以上是该报道的标题， 正文中还有 “他认为是时

候检讨教师质量及教师之专业操守， 以及教师守则”， 即该

形式在同一报道中使用两次， 标题采用比较简约的形式，
而正文的 ＶＰ 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述宾词组。

根据对香港 “慧科新闻搜索数据库” 的搜索， 当地

“是时候 ＶＰ” 用例比较集中地出现在 １９９７ 年以后， 例如：③

（１１２） 对此， 范徐丽泰引述钱其琛的话说， 理解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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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调查结果由笔者的学生、 长沙师范学院讲师刘吉力进

行， 台湾用例均由刘老师提供。
此例及下例由博士生徐涵韬同学在 “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

旧报纸库” 中检索所得。
该数据由研究生陈轶昀同学调查提供。



会的工作紧迫， 并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是时候开始进行了。
（ 《大公报》 １９９７． ４． １２）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新加坡报纸上也开始出现这样的

用例， 如：①

（１１３） 是时候离开了！ 即使这份工原本适合你， 但你

发展得太快， 这份工再赶不上你了。 （ 《联合早报》 １９９４．
３． ２５）

（１１４） 这段话的内容大意是说： “喜剧演员向来都没有

得到他们应享有的尊敬， 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是时候要力

挽此局面……”。 （同上 １９９４． ５． １）
后例也透露了一些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来源信息： 前文

中， 作者提及看到一卷美国电视节目的录像带， 其中节目

司仪在开场的一段话令作者感动万分、 感触良多， 然后就

是此例第一句的 “这段话的内容大意是说”。 这说明， 下边

引语中的内容是对英语原话的翻译， 而这句原话中应该包

括 “Ｉｔ’ ｓ ｔｉｍｅ ｔｏ……”。
简单梳理一下现有材料， 如果把台湾 《联合报》 １９５６

年的用例看作偶然性使用的话，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来源和

产生大致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先产生于台湾， 再传到香港；
另一种是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产生。 至于新加坡， 因为用例

出现时间相对较晚， 我们趋向于认为是从台湾或香港 “借
入”。 我们认为， 港、 台同属国语圈、 语言联系更加密切，
“是时候 ＶＰ” 句的上述产生过程大致也能证明这一点。

关于普通话中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来源， 则要考虑以下

基本事实：
第一， 产生时间明显后于台湾以及香港等地。
第二， 考察最初用例， 多系 “引用” 香港人士的话。

关于这一点， 唐正大已经注意到了，
指出 “最先出现的表达多与香港人讲国语有关”。［５］ 比

如， 以下是 《人民日报》 的第二个用例：②

（１１５） 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表示， 香港回归

已经 ５ 年 多， 是 时 候 就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条 立 法。
（２００２． １２． ２２）

第三， 调查收有全国除台湾以外近一千家报纸的 “读
秀” 报纸数据库， 最早的几个用例均出自毗连香港的广州

媒体， 比如以下是第一个用例：
（１１６） 施隆多夫： 是时候触德国电影的禁忌了 （ 《南方

周末》 ２００４． ８． ２０）
综合以上事实，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 普通话 “是

时候 ＶＰ” 句并非 “自产”， 而是 “引进”， 其最可能的直

接来源是香港， 具体时间在本世纪初。③

２． “是时候 ＶＰ” 句反映了华语共性特征

在本文第二部分， 我们列举了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与

普通话的主要差异， 具体包括前者少用 “了”， 充当 ＶＰ 的

复杂词组以及小句形式更多， “是时候” 的词汇化倾向及表

现明显， 以及多用否定形式等， 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华

语的共同特点。 比如， 调查香港慧科新闻搜索数据库的前

５０ 个用例， 其中很多都与上述马来西亚的使用特点直接对

应。 例如：
（１１７） 第六届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于今年 １０ 月又

再一次重临京城， 一班海外的纺织机械制造商又是时候要

借参加国内大型的国际纺织展览来开拓中国市场的业务。
（ 《中国纺织及成衣》 １９９８． ８． １）

（１１８） 美人们又是时候为乾燥季节的来临而投资一批

新登场的护肤 “补品” 了! （ 《星岛日报》 １９９８． ８． ２６）
以上是复杂词组 ＶＰ 的用例， 以下则是一重及多重复句

小句 ＶＰ 的用例：
（１１９） 他指出现时是时候检讨此风气， 以加强新闻界

的团结及尊重。 （ 《星岛日报》 １９９８． ８． ２０）
（１２０） 他指出， 现在是时候找出不合时宜或较次要的

服务﹐重新订定缓急次序﹐重新调拨有限的资源， 以应付

新的急切需求。 （同上 １９９８． ８． ２４）
（１２１） 现在是时候尽快推出恒生指数一百取代原有的

恒生指数， 增加指数成份股的市值， 分散大蓝筹在指数成

份股中所占比重， 借此增加操控股市的难度及炒家的成本。
（ 《大公报》 １９９８． ８． ２１）

以下是词汇化倾向及表现非常明显的用例：
（１２２） 跌势急促显示澳元已严重超卖， 应是时候作大

调整。 （ 《文汇报》 １９９８． ６． １３）
（１２３） 我相信目前是时候干预经济， 否则， 我们将完

全败在炒家手上。 （同上 １９９８． ９． １１）
以下是否定性用例：
（１２４） 然而负责为基仔做唱片封套的林海峰就认为其

身形未是时候表现性感， 故此将穿背心及露点念头暂且搁

置。 （ 《文汇报》 １９９８． ４． ４）
（１２５） 他又指， 香港政府不宜以资金入市干预港股，

但事已至此， 亦不是时候论其是非。 （ 《星岛日报》 １９９８．
９． ３）

我们在香港的前 ５０ 个用例中， 只是没有见到主谓词组

充当 ＶＰ 的用例， 但是这一形式在台湾语料中却时能见到，
例如：

（１２６） 嗯， 是时候我们该正视平台的力量了。 （台湾联

合新闻网 ２０１５． ３． ２７）
上述一致现象并非个别和偶然， 我们曾经对港澳台地

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表现进行过梳理， 指出它们有诸多

相同之处；［１２］ 近期我们又扩大范围， 立足一种具体现象，
讨论了华语的共性特征；［１３］而以往也有学者论及我国港澳台及

—７０１—

①

②

③

新加坡的用例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黄晶同学提

供。
第一个用例如上所述见于 １９８１ 年， 我们趋向于认为是偶然

性的使用， 所以把 ２１ 年后的这一例看作该报 “真正” 的第一个用

例。
普通话研究者对于 “是时候 ＶＰ” 的产生时间基本已达成

共识， 但是均未明确指出其是 “自产” 还是 “引进”。



新马地区的紧密语言联系及其造成原因， 比如汪惠迪指出：
“中国的台湾、 香港、 澳门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地域上

接近， 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价值取向相同， 因此形成了

一个华语语用圈。 由于科技发达， 信息传递便捷， 民间交

往频繁， 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互动、 互补状态， 词语的

交流广泛、 快捷、 频繁。 五区之中任何一区所产生的新词

新语， 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
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 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 成为五区

共用的词语。” ［１４］ 以上说的是新词新语， 但是 “新语法”
现象应同此理， 而其论述正好覆盖本文所涉及到的五个国

家和地区， 因此也可以作为对 “是时候 ＶＰ” 句互通互用现

象的一个很好解释。
３． 由 “是时候 ＶＰ” 句看 “欧化华语” 与 “欧化普通

话”
如前所述， 我们提出 “欧化华语” 概念， 主要依据是

其与 “欧化普通话” 在欧化程度、 方式、 阶段与来源差异

等四个方面具有明显差异，［２］换言之， 正因为具有以上四个

方面的差异，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前者， 以与后者相

区别， 从而能够对前者展开更加深入、 细致、 全面的研究。
就本文的讨论对象 “是时候 ＶＰ” 句而言， 华、 普之间

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以下分别说明。
首先， 是欧化来源。 现在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把

“是时候 ＶＰ” 句的直接来源指向英语， 而根据以上的事实

梳理， 华、 普之间有直接与间接之别： 华语区借由 “直译”
从英语直接输入， 普通话区则是从华语区 “引进” 或 “吸
收”， 而这一点又直接带来了以下其他几个方面的差异。

其次， 是欧化方式。 这里主要指的是与不同的语言接

触方式相对应的语体表现： 直接语言接触导致口语欧化现

象产生， 而间接接触则引发书面语欧化现象。 我们所见，
无论华语还是普通话， “是时候 ＶＰ” 句多用于记言， 似乎

具有比较强的口语性，① 也正因为如此， 有普通话学者认

为， 该形式直接模仿英语 “ｉｔ’ ｓ ｔｉｍｅ ｔｏ……” 句式而进入

汉语口语， 因此属于口语性句式， 而二者的差异反映了百

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 即由以间接接触为主变

为以直接接触为主。［１５］ 这里恐怕混淆了 “记言” 和 “说
话” 之间的区别， 因此可能并不符合普通话的实际。② 然而

在马来西亚， 情况却有所不同， 该句式具有相当的口语性，
这一点上文已经谈及。 总之， 就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情况来

看， 在 “是时候 ＶＰ” 句的欧化方式上， 华、 普之间很可能

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再次， 是欧化程度。 它的具体表现及判定依据主要是

“语言点” （即可以观察的具体项目或指标） 的多少及其复

杂程度。③ 在这方面， 华、 普之间差异明显， 前者 “高”
而后者 “低”， 上文 “主要差异” 部分列举的事实， 即是

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最后， 是欧化阶段。 这里主要是着眼于历时发展过程

所作的划分， 如果着眼于不是太长的一个阶段，④ 它的考核

指标主要有二： 一是产生时间， 二是复杂程度。 一般的情

况是， 如果产生在前， 往往就经过了更长时间的发展， 因

而有可能更加复杂多样， 所以就处于相对高级的阶段； 反

之则有可能处于相对低级的阶段。⑤ 根据以上事实， 华、 普

“是时候 ＶＰ” 句具有比较明显 “高” “低” 阶段差异， 其

具体表现就是其在华语中发展得更加充分、 表现得更加复

杂多样。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简单对比， 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

点认识：
第一， “是时候 ＶＰ” 句是一种非常具有欧化华语内涵

的句子形式；
第二， “欧化华语” 概念的提出具有事实依据， 因此可

以由华语事实得到证明；
第三， 对于华语研究来说， “华语欧化” 应该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念， 具有相当丰富的学术内涵。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分别从 “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的一般使用状

况” 和 “华语 ‘是时候 ＶＰ’ 句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 两

个方面描写了该句式在华语及普通话中的一般表现及二者

之间的主要差别； 在此基础上， 分别讨论了该句式的来源

及产生时间、 其所反映的华语共性特征， 以及由该句式的

具体表现来看 “欧化华语” 与 “欧化普通话” 所得出的几

点认识。 我们的初衷， 是把 “是时候 ＶＰ” 句作为一只 “麻
雀” 来进行较为全面、 深入的解剖， 以此来证明 “欧化华

语” 是华语及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以及探寻在这一

角度下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其实， “欧化华语” 不仅是华语及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概

念， 对于 “欧化普通话” 乃至于普通话的一般研究而言，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比如， 以上我们对华语 “是时候

ＶＰ” 特点的描写， 均以普通话为参照， 而借由这一点， 也

对该句式在普通话中的使用情况及发展阶段产生了较为明

确的认识， 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某

些不足 （比如对其来源的认识等）。
我们曾经讨论过普通话研究中的华语视角问题， 指出

在共时方面， 该视角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

解与认识， 有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 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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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一点应该与英语有直接的对应性， 而这也有可能成为支

持 “英源说” 的证据之一。
笔者的语言经验中， 自己从来不会 “说” 这样的句子， 也

从未听过周围的人 （包括很多年轻学生） “说” 过。
这样的认识可能比较浅表，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考察角

度和标准， 这就是看欧化形式与源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这个

问题极富内涵， 值得深入探究。
如果着眼于较长、 甚至很长的时间过程， 可能情况会更加

复杂。
这只是着眼于语言本身而言， 如果考虑社会等其他因素，

情况也会更加复杂。



化与细化； 在历时方面， 则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

索，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有助于

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１６］ 本文内容基本印证了这一表述，
而以下再从另外一个方面对此略作补充说明。

一般的历时研究应当有三个维度， 除了立足当下、 回

溯历史外， 还应预测未来的发展及走向。 就后一点来说，
上述华、 普之间的阶段性差异， 就给我们预测普通话 “是
时候 ＶＰ” 句将来发展的可能走向提供了一些线索甚至依

据。 我们的基本认识是， 在华、 普之间处于相对较后发展

阶段的某一形式和用法， 其最大可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就是不断向处于较前阶段的形式或用法靠拢， 最终缩小甚

至 “拉平” 二者之间的差距。 比如， 上文谈及华语中表示

否定的 “是时候 ＶＰ” 句相对多见， 而 “对照组” 的普通

话 ３００ 句中却无一用例， 那么， 对普通话而言， 否定句的

从无到有， 有可能就是下一步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 这一可能已经变成现实， 这样的用例已经偶能

见到， 如：
（１２７） 不过， 他表示， 现在还不是时候把新冠视为地

方性流行病。 （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２２． １． ２６）
至于其他方面， 也都有可能向缩小差异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点自然有待时间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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