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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近義副詞「原來」、「本來」─ 由語料庫看語意偏好 

 

摘要 

 

     詞彙教學是語言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近義詞為華語學習者易產生

偏誤的學習難點之一。根據詞典釋義及文獻分析，「原來」及「本來」在表時間

義的義項當中被視為是近義副詞，但 「原來」及「本來」又各自有其他義項，

本論文希望在前人對「原來」及「本來」的研究基礎上，利用《中研院平衡語料

庫》的檢索、分析功能及大量語料所得出的實際客觀統計數據，驗證前人研究結

果，並嘗試對研究結果相異之處提出分析及說明。 

    本論文首先梳理「原來」及「本來」的義項，文獻顯示「原來」及「本來」

各自的三個義項都有一語意共同點，即表示所述事件或狀態在先時時間裡為真，

語意差異則來自於到了說話點的變化。「原來 1」及「本來 1」是一組近義詞，表

示某事件或狀態在先前為真，但到了說話點語意有變；「原來 2」及「本來 2」也

是近義詞，表示某事件或狀態到了說話點仍持續為真；「原來 3」為獨特語意，表

示突然領悟先前為真的事件或狀態，強調由未知轉已知；表理應如此的「本來 3」

亦為獨特語意，語意與持續義「本來 2」類似，但某事件或狀態持續為真的語意

是說話者主觀認定的。領悟義「原來 3」是「原來」的高頻語意，佔了約七成。「本

來」的高頻語意是對比義的「本來 1」，有將近六成的比例。就兩組近義詞而言，

「本來」出現的頻率都高於「原來」，持續義「本來 2」在比例上更是遠高於「原

來 2」。 

    文獻提到「原來」及「本來」的位置句首、非句首皆可，本研究則發現，近

義詞組對比義「原來 1」及「本來 1」與持續義「原來 2」及「本來 2」的句法位

置，都以非句首為主；持續義「本來 2」非句首位置比例高於對比義「本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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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用法與前主詞、主題或前句密切相關的程度較高；領悟義「原來 3」以句

首位置為主，因其語氣擴及全句，也藉以區隔表時間義的「原來 1」、「原來 2」。

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位置也是以非句首為主。 

    針對各義項的共現詞進行語意偏好分析後發現，「原來」及「本來」三個義

項之間的語意區別主要來自於共現的搭配詞語。對比義「原來 1」及「本來 1」

因為先時語意較強，要表達前後轉變、對比義的共現詞主要位於後一句，本論文

統計後分為四類：時間詞、轉折語、改變詞、及打算詞；持續義「原來 2」及「本

來 2」則是以「原來/本來就」及其後表遞進的搭配詞，如，又、更、加上等，來

表示持續語意並與對比義的「原來 1」及「本來 1」區分；但語料庫分析結果發

現，「本來就」的語意區別功能高於「原來就」。文獻較少提及領悟義「原來 3」

的共現詞，本研究整理為三類，主要出現在其前一句子，有理解類、理解且驚訝

類、及感官類；理解類、理解且驚訝類的動詞性搭配詞常與副詞「才」連用，如，

才知道、才發現，更強調其突然領悟的語意；而此三類共現詞在區分「原來 1」

及「原來 3」的語意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則句式固定，

為「就+應該類詞語」，「就」表語意為真的持續、「應該類詞語」賦予主觀認定語

意。。 

    經語料庫分析後發現，「原來」及「本來」並非可以全面稱為近義詞，因此

在教學上，本論文提出以各義項標準句式加慣用搭配詞為出發點，配合語境設

計，讓學生先熟悉該義項基本語意，再做延伸練習，避免混淆。 

 

 

 

 

 

關鍵詞：原來、本來、近義詞、句法位置、語意偏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IV 

 

Near Synonyms yuan2lai2 and ben3lai2 as Ad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emantic Preference 

 

Abstract 

 

Yuan2lai2 (原來) and ben3lai2 (本來) are thought to be near synonyms, but they 

actually have 3 meanings respectively. Near-synonym set 1: yuan2lai2 and ben3lai2 

are used when referring to “originally, at first” or “was going to…, but….”  

Near-synonym set 2: yuan2lai2 and ben3lai2 emphasize that something is always so.  

The unique yuan2lai2, meaning “as it turns out,” is usually followed by something 

that is suddenly understood to be tru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wo meanings, the 

unique ben3lai2 is used to express “of course,” or “something is as it should be.” This 

thesis reviews former studies and adopts corpus analyses to investig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ir meanings, positions in the sentences, and the semantic 

preference of their neighboring words.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all the meanings of 

yuan2lai2 and ben3lai2 bear one similarity—they imply that something was true.   

Near-synonym set 1 says that something is no longer true later on while 

near-synonym set 2 indicates that something has always been true.  The unique 

yuan2lai2 emphasizes that the fact that something was true is suddenly realized at this 

time.  The unique ben3lai2 shows that someone, rather subjectively, thinks that 

something was true and should be true.  Based on the corpus result, the unique 

yuan2lai2 account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its three meanings as ben3lai2 in 

near-synonym set 1 does, showing that only a minor portion of yuan2lai2 is u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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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onym for ben3lai2.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frequency of ben3lai2 

surpasses yuan2lai2 in both two near-synonym sets.   

The corpus result indicates that yuan2lai2 and ben3lai2 in both near-synonym 

sets more frequently appear in the position after a subject.  By contrast, the unique 

yuan2lai2 mostly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e unique ben3lai2, like 

the other two meanings, usually appears after a subject.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semantic preference of their neighboring words, the 

study finds that it is the words co-occurring with them that determine their meanings.  

The meaning of near-synonym set 1 yuan2lai2 and ben3lai2 is reinforced by the 

words in the sentence that follows.  These wor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ime, transition, change, and plan, and all of them bear the meaning of “change” or 

“contrast.” As for the near-synonym set 2, “jiu4(就)”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near-synonym set 1.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corpus analyses, “jiu4” functions better in ben3lai2 than in yuan2lai2. The words that 

bring out the unique meaning of yuan2lai2 usually occur in the preceding sentence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understanding, surprisingly understanding, and 

sense.  The words in the three categories help yuan2lai2 get the meaning of 

“(surprisingly) realizes something.”  The collocations of the unique ben3lai2 are 

“jiu4,” indicating something is always true, and “should,” featuring its “subjectivity.”  

Following the finding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employ standard 

sentence patterns and collocations for different meanings of yuan2lai2 and ben3lai2 

for drilling.  It aims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s and 

how they are used in certain contexts.  

Key words: yuan2lai2, ben3lai2, near synonyms, positions in sentences, semantic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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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詞彙教學是語言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詞語教學與短文教學互爲表裡，短

文提供詞彙語境、從而決定詞彙意義，理解了詞彙語意也才能理解短文（楊寄洲，

2004）。華語教學經常偏重於語法教學，但語法卻無法跳脫詞彙而單獨存在（董

茜，2006）。對華語學習者而言，詞彙中的近義詞是最容易產生偏誤的學習難點

之一。尤其是中高級程度的華語學習者，隨著詞彙量增加，因為難以準確區分近

義詞，誤用情況也較為顯著（洪煒，2013）。屈承熹（1991）提出近義副詞教學

的困難處，認爲華語學習者若只依賴教材中的翻譯，實際使用上常常會造成極大

的偏誤。以《當代中文課程》教材為例，在第二冊第八課中，將「本來」的詞性

標註為（Adv.），英文解釋為 originally；在第三冊第一課中，「原來」的詞性標註

為（Adv.），英文解釋也是 originally。學習者可能因此將副詞「原來」及「本來」

視為可完全互相代換的同義詞，因為從教材的解釋及課文句子當中無從了解「原

來」及「本來」的細部語意差異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互代、何種情況下又有不同用

法。況且，「原來」及「本來」各自還有其他義項，並非全面相等。因此，如何

幫助學習者辨析近義詞、進而適切運用於語言溝通中，是教學研究的重點。（劉

縉，1997、楊寄洲，2004、董茜，2006、胡亮節，2006）。    

    Lyons（1995）將具有相同意義的詞定義為「同義的」（synonymous），並劃

分爲「絕對同義」（absolute synonymy）與「部分同義」（partial synonymy）兩項；

還提出與上述兩者有所區別的「近義詞」（near-synonyms）概念，即意義大致類

似但並非完全相同的詞。胡裕樹（1992）則認為凡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就叫

作同義詞，其中包含完全同義詞及近義詞；漢語裡有為數眾多的同義詞，呈現人

們對客觀事物不同的感情態度，因此，若無法掌握同義詞，也就無法準確表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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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要辨析同義詞的差異，胡裕樹認為要從三方面著手：詞意的性質和範圍、

詞的用法、語體風格。楊寄洲（2004）則認為，近義詞的特點就在於詞意相同或

相近，因此，要對比其用法的差異一定得依賴句子；利用句子去比較一組近義詞

的搭配對象、構詞能力、造句能力、使用場合、頻率、適用語體等，才能清楚了

解其異同之處。洪煒（2013）主張，相較於句法差異，近義詞的語意差異更加細

微難辨。綜合以上各學者的觀點，近義詞辨析除了不可或缺的詞彙意義分辨之

外、語法及語用環境的分析也同等重要。 

    至於近義詞辨析實際應用於教學現場時的教學方法及順序，各家看法則不盡

相同。董茜（2006）認為，教學初期教師不必過於強調近義詞不同之處，學習者

藉由語言知識的積累，會逐漸察覺其差異點。劉縉（1997）則就多義項的近義詞

辨析提出看法：認為應先著重於同中之異，待學生熟悉近義詞用法的區別之後，

再點出其他多義部分。但各學者都認同，近義詞的教學應重視詞語的搭配及使用

語境；所以給予學習者相關近義詞大量且典型的例句，有助於學習者理解近義詞

的用法差異（劉縉，1997、楊寄洲，2004、胡亮節，2006）。洪煒（2013）進一

步透過實驗研究結果，提出對近義詞教學的建議。洪煒認為近義詞因差異細微，

學習者自身不易察覺，必須透過教師在課堂上進行辨析教學，才能有效提升學習

者的習得；因此，作者歸納：在教學上，對於初學者應著重於句法上的差異比較，

對於中高級學習者則應給予大量精確、典型、易懂的例句，幫助其掌握近義詞的

細微語意差異。 

    「原來」、「本來」為可充當篇章連接功能的語氣副詞，屈承熹（1991）認爲

漢語副詞具有連接功能，相關研究不應只侷限在句子範圍內的意義與功能，必須

兼論副詞的句法位置，及它們在篇章組織上的功能探討。在教學上，這種具篇章

銜接的關聯詞語不能只靠闡述其語法意義或用簡單的複句講解，就期望學習者可

以精確使用，而是應該透過篇章教學，提升學習者的理解與實際運用能力（彭小

川，1999）。     

    在過往針對「原來」及「本來」的研究中，湯廷池（1983）檢視《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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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對近義詞「原來」及「本來」的釋義方式，認爲可能與「向來」、「從來」、

「素來」、「歷來」等副詞産生混淆，進一步補充兩者的詞意區別、句中位置、及

詞用的分析。屈承熹（1991）利用其在美國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作業為主要分析的

語料，研究「原來」放主語或主題前、後的篇章結構功能差異，歸納出「原來」

放主語或主題前可表示說話者觀點，語意可等同「本來」，也可解釋成「恍然大

悟」，如例句（1.2）；放主語或主題後則是說明句中事物的情態，意思只與「本

來」相同，而沒有表示說話者觀點的「恍然大悟」涵義，如例句（1.1）。 

 

  （1.1）佛羅里達大學〈原來〉打算多蓋幾間宿舍，……（屈承熹，1991：65） 

  （1.2）〈原來〉佛羅里達大學打算多蓋幾間宿舍，…… （屈承熹，1991：66） 

 

    白雪（2010）整理了「原來」及「本來」的句法特徵，描述了兩者作為定語

及狀語時的常用搭配句式，及它們在句中的位置。研究還提及兩者作爲表「時間」

的定語及狀語時的語意差異─時間的內涵並不相同，無法隨意替換；白雪指出，

作為定語的「原來」及「本來」意義雖然相近，但「原來」有「情况變化以前」、

「過去」的意思，而「本來」則無，所以例句（1.3）中的「原來」不能代換成

「本來」。 

 

  （1.3）他已經不住在〈原來〉的地方了。               （白雪，2010：138） 

 

但白雪同時又指出兩者作定語時的句法特徵為「原來+的+名詞」及「本來+的+

名詞」，兩者意思相同，可互換。如例句（1.4）中的「原來」可代換成「本來」。 

 

  （1.4）這件衣服已經洗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     （白雪，2010：137） 

 

例句（1.3）及（1.4）中「原來」的句法結構類似，意義也相近，但句中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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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能否以「本來」代換，白雪卻提出兩種看法，由此可見，「原來」及「本來」

的時間涵義差異細微，不易判斷，需要大量語料來歸納及驗證。 

    金曉豔、彭湃（2011）根據「原來」及「本來」放在主語前或主語後的位置，

分析其各自語意，並解析兩者是否具有時間連接功能、起篇章銜接作用。聶小麗

（2012）則先歸納「原來」及「本來」作為狀語時的義項；根據作者的研究，「原

來」有兩個意思，「原來 1」表示起先、以前，「原來 2」表示發現真實情況。「本

來」則有三個義項，分別為：「本來 1」表示最初、先前，「本來 2」代表事實上，    

「本來 3」表示按道理應該如此。聶小麗利用收集母語非漢語的外國人參加高等

漢語水準考試其中的作文考試答卷的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分別就這五個義項

去分析學習者偏誤類型及原因。分析偏誤類型時，作者不但就每一個義項作細微

的語意差異闡述，也說明了相關搭配詞。 

    綜觀以上前人的研究，可以發現，主要的研究內容包含：「原來」及「本來」

的語意歸納及比較、「原來」及「本來」的句法位置、及篇章功能分析。但較少

研究是針對語料庫的語料做系統性分析，以提出研究佐證，如利用數據說明各義

項與其句法位置的比例關係。因此，本論文期望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結合語料

庫所提供的實際數據及大量真實語料，就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意進

行整理歸納後，藉由語料庫具體分析、比較不同義項的「原來」及「本來」實際

使用時的比例差異、及兩者作為副詞時的句法位置分布、最後討論不同義項的語

意偏好。 

 

1.2 研究目的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文獻及語料庫梳理兩個近義副詞「原來」、「本來」

的語意、探討「原來」、「本來」在句法結構中的分佈特徵，包括兩者在句中出現

的位置及共現成分，最後，希望能透過「原來」與「本來」各義項的句法位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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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偏好整理分類，提供教學建議。 

    因此，本論文首先羅列出詞典及先前研究中對「原來」、「本來」的語意解釋，

分類之後，作為語料庫語意標記的基準。本論文所使用的語料庫為《中研院平衡

語料庫 4.0》，透過兩者對照，整理出「原來」及「本來」在語料庫中的各義項之

分布狀況。接著，根據語料庫的檢索結果分析其語意偏好，找出「原來」與「本

來」各義項常見的共現成分及兩者在句子中出現的位置，並進一步做兩者相近義

項的用法比較分析。  

 

1.3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動機及目的，本論文期能透過對《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中近義

副詞「原來」及「本來」的分析，探討以下問題： 

(一)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意異同。 

(二)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句法位置及比較。 

(三)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語意偏好分析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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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語料庫分析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意、句

法位置、及搭配詞，並與前人的研究結果進行驗證及比較。因此，本章節首先回

顧先前的研究。2.1 節蒐羅「原來」及「本來」的語意整理，包含詞典釋義及兩

者的時間涵義，並歸納出「原來」及「本來」的各三個義項，作為本論文後續語

料庫語意分析的基準。2.2 節檢視前人研究中，針對「原來」及「本來」不同義

項的句法位置和搭配詞的分析結論。2.3 節介紹前人對「原來」及「本來」的連

接功能闡釋。2.4 節回顧語料庫及語意偏好相關文獻。2.5 節為小結。以下為文獻

回顧內容。 

 

2.1 「原來」、「本來」的語意 

 

    在本節中，首先於 2.1.1 小節中針對本論文所設定的研究範圍：「原來」、「本

來」的副詞用法，進行詞典及工具書的語意檢索，並利用表格對兩者所有的語意

義項及用法作整理與說明。接著，進一步歸納過往研究中對「原來」及「本來」

語意裡的時間涵義差異進行比較，結果呈現於 2.1.2 小節中。最後，在第 2.1.3 小

節中統整詞典、工具書、文獻中的「原來」及「本來」不同義項，作為本論文分

析的依據。 

 

2.1.1「原來」、「本來」的詞典釋義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為「原來」、「本來」的副詞用法比較，故，首先參考詞典

及工具書，篩選出「原來」、「本來」的副詞用法，並將參考書中的語意解釋、句

法位置、及慣用搭配詞說明等整理歸納，如表 2.1 及表 2.2 所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7 

 

 

表 2.1： 詞典及工具書裡「原來」的副詞釋義、位置、及搭配詞 

 原來 a 原來 b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

本》 

 推究事情本源的口氣。 

 

《同義詞詞典》（張清源

主編，1994）  

（副）以前某一時期；

當初（拿先前的情況和

現實的情況對比，表示

前後轉變的語氣。）（含

有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的意思。） 

（副）發現真實情況（側重

在表示對先前的情況有所

發現或醒悟的意思。） 

《現代漢語虛詞詞典》

（侯學超編，1998） 

 （副）表示發現以前不知道

的情況而有所領悟。原來+

主謂短語、原來+動詞短

語。 

《現代漢語八百詞》（呂

叔湘主編，1999）  

（副）以前某一時期；

當初。含有現在已經不

是這樣的意思。 

（副）發現從前不知道的情

況，含有恍然醒悟的意思。

可用在主語前或後。 

《漢語虛詞辭典》（李科

第，2001）  

（時間副詞）用在句首

或謂語前作狀語，可解

作「本來」、「原本」。 

（時間副詞）用在謂語前作

狀語，表示發現了以前不知

道的情況，含有恍然醒悟之

意。 

《當代漢語詞典》（龔學

勝主編，2007）  

（副）本來；最初 

 

（副）表示發現真實情況；

突然醒悟 

《1700 對近義詞語用法 （ 副 ） originally, （副）as a matter of fac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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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楊寄洲、賈永芬

編，2007）  

formerly 沒有經過改

變的 （副詞「本來」

和「原來」在表示「原

先、先前」的意思時，

可以通用）  

it turns out; actually 表示

發現（突然明白了）真實情

況，表示醒悟的意思，「本

來」沒有這個意思。 

《遠流活用中文大辭典》

（陳鐵君主編，2008）  

起初，本來 

 

表示發現了真實情況 

 

表 2.2： 詞典及工具書裡「本來」的副詞釋義、位置、及搭配詞 

 本來 a 本來 b 本來 c 

《教育部國語辭

典簡編本》 

 表示理所當然。  

《同義詞詞典》

（張清源主編，

1994） 

（副）原先；先前 

（拿先前的情況

和現實的情況對

比，表示前後轉變

的語氣。） 

（副）理所當然

（側重在表示按

道理應該如此的

意思。） 

（副）原先；先前

（表示情況以前

就是這樣，現在還

是這樣，或已經有

了改變。） 

《現代漢語虛詞

詞典》（侯學超

編，1998） 

（副）起先，先

前。用於前一分

句。後一分句多是

相對立的意思。。

句中往往有轉折

連詞「但是、可是」

或「現在」等詞語

（本來+動詞短語

（副）表示從道理

上講應是如此;理

所當然 ; 顯而易

見。句中多有能願

動詞或表示可能

的動詞短語。（用

於肯定句。上下文

有說明能如此的

（副）向來；一

直。用於前一分

句。後一分句多是

補充說明前面的

事實。「本來」後

往往有副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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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謂短語）。 理由 / 用於否定

句。否定句本身即

說明不能如此/本

來+嘛。事實顯而

易見的意思更強

烈） 

《現代漢語八百

詞》（呂叔湘主

編，1999） 

（副）原先，先

前。可用在主語

前。 

（副）按道裡就該

這樣。（a）本來+

就+動（動詞必須

用「應該、該、會、

能」等助動詞，或

用 「 動 詞 + 得

（不）...」） 

（b）本來嘛，用

於主語前，後面有

停頓。 

  

 

《漢語虛詞辭典》

（李科第，2001） 

（時間副詞）用在

動 詞 和 形 容 詞

前，表示情況原先

如此，而後有所變

化。可解作「先

前」、「原來」、「本

來」等。  

（語氣副詞）表示

事實或情況理應

如此。 

（時間副詞）表示

情況始終沒變，一

向如此，且有遞進

的意思。 

《當代漢語詞典》

（龔學勝主編，

（副）先前 

 

（副）理所當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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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700 對近義詞

語用法對比》（楊

寄洲、賈永芬編，

2007） 

（副） 原先；先

前（副詞「本來」

和「原來」在表示

「原先、先前」的

意思時，可以通

用）。  

表示理所當然，常

和「嘛」一起，用

於附和別人的意

見，「原來」沒有

這個用法。  

 

 

    首先，針對「原來」及「本來」的詞類畫分，《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

詞條釋義中沒有標示「原來」及「本來」的詞類，「原來」另有一條目，釋義為：

「本來，剛開始時」。所列例句為：「他的頭髮修剪後，比〈原來〉的模樣好看多

了。」；「本來」也有另一條目，解釋為「原來、原先」，例句為：「這項決定和我

〈本來〉的想法有一段差距。」釋義近似於「原來 a」及「本來 a」，但例句與其

他詞典將「原來」及「本來」列為形容詞的用法相同，故略去不計。「原來 b」及

「本來 b」所列例句皆與其他詞典副詞用法同，因此歸入相同用法。《遠流活用中

文大辭典》（陳鐵君，2008）的「原來 a」、「原來 b」雖然沒有標明詞類，但釋義

及例句與其他詞典所列副詞用法相同，故列入表格中；但該書中沒有「本來」的

條目。 

    其餘各詞典及工具書皆將「原來」及「本來」歸類於副詞。另外呂叔湘（1999）、

龔學勝（2007）、楊寄洲、賈永芬（2007）除了副詞之外，亦將兩者劃分至形容

詞一類中；侯學超（1998）則還有「原來」作為名詞的條目。本論文因研究目的，

只選用副詞用法。表格留空者代表該詞典或工具書無此釋義。 

    本論文統整以上參考詞典及工具書的釋義後發現，副詞「原來」共有兩個義

項，分別為： 

 

  原來 a：以前某一時期；當初；本來；原本；最初；原先；先前；起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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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轉變的語氣、含有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意思。） 

  原來 b：推究事情本源的口氣；發現真實情況；發現以前不知道的情況而有所 

         領悟；突然醒悟。 

 

楊寄洲、賈永芬所編的《1700 對近義詞語用法對比》中對「原來」的釋義為：「沒

有經過改變的」，但所舉的例句為：「我原來是學經濟的，後來才改學漢語。」，

由例句看來，其語意與其他參考書的「原來 a」表示「原先、先前」的意思相同，

故先劃分至「原來 a」。 

    副詞「本來」則有 3 個義項，分別為： 

 

  本來 a：原先；先前；起先；表示情況原先如此，而後有所變化；原來。  

  本來 b：理所當然；表示從道理上講應是如此；顯而易見。 

  本來 c：向來；一直；表示情況始終沒變，一向如此。 

 

其中「原來 a」及「本來 a」根據多部詞典的釋義內容可以看出，兩者在此義項屬

於近義用法。  

 

2.1.2「原來」、「本來」的時間涵義 

 

    湯廷池（1983）就「原來、本來」的時間涵義進一步闡述，認爲兩者都表示

「以前、先前、原先」，但時間意義上並不包含「現在」，如例（2.1）： 

 

  （2.1）我原來（○）/本來（○）/向來（？）/一向（？）不喜歡數學，但現在  

        卻很喜歡。                                   （湯廷池，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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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點與張清源（1994）、呂叔湘（1999）對「原來 a」的解釋相同：對照先前的

情況，表示前後轉變的語氣，含有「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意思。如下例， 

 

  （2.2）他〈原來〉是經理，現在辭職了。             （張清源，1994：12） 

  （2.3）〈原來〉還有幾個人要來參加，因爲有事不來了。（呂叔湘，1999：639） 

  （2.4）這件衣服和褲子〈原來〉都挺合適的。         （呂叔湘，1999：638） 

 

    對於「本來 a」的釋義，張清源（1994）及李科第（2001）也都清楚指出爲

前後情況對比，含前後轉變的語氣；侯學超（1998）說明「本來 a」的後一分句

多是表與其相對立的意思。由以下例句中的「本來」，可以清楚看出時間涵義並

不包含「現在」。 

 

  （2.5）〈本來〉這條路很窄，以後才加寬的。          （呂叔湘，1999：70） 

  （2.6）〈本來〉想走，事情一發生，現在倒不能走了。  （侯學超，1998：22） 

 

    但張清源（1994）對「本來」條目有另一說明：表示情況以前就是這樣，現

在還是這樣，或已經有了改變，如例（2.7）。 

 

  （2.7）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現在還常常往來。   （張清源，1994：12） 

 

（2.7）中「本來」的用法類似於上一節表 2.2 所列出的「本來 c」釋義─向來；

一直；表示情況始終沒變，一向如此。其時間涵義包含了「現在」在內。侯學超、

李科第也列出相同用法的例句，如下例（2.8）、（2.9）。 

 

  （2.8）她〈本來〉就不高，穿上這種衣服就更顯得矮了。（侯學超，1998：22） 

  （2.9）泰山風景〈本來〉就如詩似畫，正值春暖花開，登臨一遊，確實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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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享受。                                 （李科第，2001：19） 

 

侯學超認為在「本來 c」表「一向如此」的用法裡，「後一分句多是補充說明前面

的事實」；李科第則說明該義項為「一向如此，且有遞進的意思」。在例句（2.8）

裡可以看出由「不高」到不高且「更顯矮」的遞進意味；例句（2.9）中則可以

經由後句的補充，說明春天時節讓泰山風景如詩似畫的事實更加彰顯，享受程度

也遞進。呂叔湘（1999）雖然對「本來」的義項說明並沒有獨立出「本來 c」的

用法，但觀察其所舉的例句（2.10）、（2.11），可以發現其用法與「本來 c」類似。 

 

  （2.10）這地方〈本來〉就低漥，不下雨也積水。      （呂叔湘，1999：70） 

  （2.11）他〈本來〉就不瘦，現在更胖了。            （呂叔湘，1999：70） 

 

    由以上的例句及說明歸納，2.1.1 節中詞典及工具書的義項「本來 a」與「本

來 c」就時間涵義上而言，差別在於「本來 c」還包含了「現在」。這也說明了湯

廷池（1983）對於所舉例（2.1）句中「原來、本來、向來、一向」是否可以互

相代換的考量。而「原來 a」就詞典釋義來看則無此分別，其涵義不包含「現在」，

與「本來 a」相同。 

    針對「原來」、「本來」的語意及時間涵義，吳俊雄、郭怡君（2011）、吳俊

雄（2017）、顏明（2017）的研究也有詳細說明。 

    吳俊雄、郭怡君（2011）探討「本來」為何同時兼有「過去為真、現在為假」

及「過去、現在皆為真」兩種語意。他們認為「本來」其實只有一個語意，其重

點在於標示出一個「位於說話點之前的過去時間」，並且表示其後所修飾的成分

在此過去時間為真，如例（2.12）顯示「張三喜歡小美」僅限於在說話點之前，

現在則不喜歡了。但是，如果篇章當中有對比訊息，如表示「很早、老早」意思

的副詞「就」，那麼可以表示「本來」所修飾的事件在「過去、現在皆為真」，如

例（2.13）中的「就」提供了本句的對比訊息，代表「張三認識馬總統」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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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之前就為真，且在說話點亦為真。 

 

  （2.12）張三〈本來〉喜歡小美。 

  （2.13）張三〈本來〉就認識馬總統。 

     

    吳俊雄（2017）指出「原來」和「本來」的語意類似，表某情狀在過去為真、

但在說話時間不為真；但如果與「就」連用，則「原來就」、「本來就」表示所修

飾的狀況或事件在過去、現在皆為真，且程度可能有所變化。「原來」另有一獨

特語意：表示說話者在說話的時間點才發現了某命題為真，對於該命題在過去時

間裡的真假狀況無所知，如例句（2.14）。 

 

  （2.14）我聞到一股燒雞毛的氣味，睜眼一看，面前一片火光，〈原來〉是白 

          比在爐子前吸煙，他的長髮卻被爐火燒著了！ 

 

    顏明（2017）的研究將「本來」歸類為非典型時間副詞及語氣副詞，「原來」

則劃入時間名詞和語氣副詞；他認為表時間義的「本來」及「原來」為近義詞，

兩者皆表「先時」的概念，根據所修飾的事件或情況與過去時間相比，前後是否

有變化，才能看出其時間涵義是否延續到當前的時間點。此觀點與吳俊雄相似，

「原來」及「本來」皆標示某事件或狀況在「過去為真」；至於到了說話點，此

事件或狀況是維持真的狀態或者已產生變化，則可由共現的詞語看出。 

    范淑云（2001）指出，「本來」的語義特徵為形成前後，她將此形成前後的

關係分成三類：順向、逆向及零向。例句（2.15）為順向，孩子由胖變成更胖；

例句（2.16）為逆向，孩子由胖變瘦；最後，例句（2.17）為零向，孩子一直都

瘦。根據她的分析，其中順向及零向中「本來」所描述的語意都擴及現在，而「本

來就」是彰顯這語意的重點所在，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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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這孩子本來就胖，現在更胖了。 

  （2.16）這孩子本來胖，現在瘦了。 

  （2.17）你怎麼瘦了？ 我本來就瘦。 

 

    以上分析，也都與趙春秋（2007）所主張的相同，他認為「沒有改變、一直

如此」的語意來自於「就」。如例句（2.18）、（2.19）。 

 

  （2.18）母親〈原來〉沒有什麼病。 

  （2.19）母親〈原來〉就沒有什麼病。 

 

2.1.3「原來」、「本來」的義項歸納 

 

    綜合 2.1.1 小節中「原來」、「本來」的詞典義項，及 2.1.2 文獻中對「原來」、

「本來」義項的時間涵義分析，本小節將「原來」、「本來」的語意統整如下： 

   

  原來 1：以前某一時期；當初；本來；原本；最初；原先；先前；起初；有 

         前後轉變的語氣、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時間點已非如此。時 

         間涵義不包含現在。 

  原來 2：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直到說話時間點仍舊如此，與前後分句可能是 

         因果關係、補充說明、或者表程度遞進。時間涵義包含現在。 

  原來 3：推究事情本源的口氣；發現真實情況；發現以前不知道的情況而有所 

         領悟；突然醒悟。表發現事實、領悟義。 

  本來 1：原先；先前；起先；表示情況原先如此，而後有所變化；原來。過去 

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時間點已非如此。時間涵義不包含現在。 

  本來 2：向來；一直；表示情況始終沒變，一向如此。某事件或情況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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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皆為真，程度可能有變化。時間涵義包含現在。 

  本來 3：理所當然；表示從道理上講應是如此；顯而易見。 

   

其中「原來 1」及「本來 1」意思相近、「原來 2」及「本來 2」也互為近義詞。表

領悟義的「原來 3」及表理所當然義的「本來 3」則各為其獨特語意。 

    本論文在後續章節對《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中的「原來」及「本來」進

行語意分析時，將以本小節所歸納的義項為基準。 

 

2.2 「原來」、「本來」的句法位置及搭配詞 

 

    依據 2.1.3 小節中對「原來」、「本來」的義項歸納，本節首先在 2.2.1 及 2.2.2

兩小節中分析兩組近義副詞，表「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時間點已非如

此，時間涵義不包含現在」的「原來 1」及「本來 1」、及表「某事件或情況在過

去、現在皆為真，時間涵義包含現在」的「原來 2」及「本來 2」，整理其各自的

句法位置及搭配詞；再依序於 2.2.3 小節梳理表發現事實、領悟義的「原來 3」的

句法位置及搭配詞；在第 2.2.4 小節中呈現表理應如此、顯而易見義的「本來 3」

其句法位置與常見搭配詞。 

 

2.2.1 近義副詞「原來 1」、「本來 1」的句法位置及搭配詞 

 

    屈承熹（1991）根據前人研究指出，副詞分爲「可移動副詞」及「不可移動

副詞」。「可移動副詞」包括「表時間」及「表觀點」兩種副詞，位置可以出現在

主語或主題前，也可以出現在主語或主題後。位於主語或主題前的副詞，主要功

能爲表示說話者的觀點，如上節例句（1.2）「〈原來〉佛羅里達大學打算多蓋幾

間宿舍」中位於主語前的「原來」有兩種語意，可以等同於表時間的「本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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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為「恍然大悟」的「原來 3」解釋，其功能爲表達說話者觀點。「不可移動

副詞」則爲「表態度或非態度」的副詞，只能出現在主語或主題後的位置。而位

於主語或主題後的副詞則表句中事物的情態，如上節例句（1.1）「佛羅里達大學

〈原來〉打算多蓋幾間宿舍」中的「原來」位於主語後，只能是表時間的情態副

詞，當「本來」解釋，語意等同於本論文所列的「原來 1」、「本來 1」，隱含其後

情況有變的意味。 

    由上可看出，副詞在句中的位置關係著其所修飾的成分，即限制範疇（scope 

of modification）。此外，副詞的位置還兼具重要的篇章銜接功能，與文章的架構

息息相關。Li 和 Thompson（1981）定義所謂副詞的範距或範疇（scope）即為該

副詞在句子中語意影響所及的範圍。而一個句子成分，如副詞，所能影響語意的

領域（domain）通常位於其後。可移動性副詞（moveable adverbs）屬於提供句

子語意架構的副詞，因此其語意範疇包含整個句子。 

根據李科第（2001）解釋，表「原來 1」義項的句法位置是放在句首或謂語

前，作狀語用，義同「本來、原本」。但觀察例句（2.20）可以發現，位於句首

的「原來」語意究竟是表前後轉變的「原來 1」，亦或是領悟義的「原來 3」，因

缺乏較全面的語境輔助，其實難以判斷。 

 

  （2.20）〈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 

     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的外部聯繫。 

                                                   （李科第，2001：624） 

（2.21）他〈原來〉是個學徒工，現在卻成了工程師。  （李科第，2001：624） 

 

白雪（2010）的研究指出「原來 1」、「本來 1」的句法位置同為：﹝主語+原

來/本來+能願動詞/否定副詞﹞，表示變化以前的情況。後句常接含有「現在（後

來）、可是、但是……」等表示轉折語氣的對比句子。且「原來 1」、「本來 1」放

主語前、後皆可，不影響語意。以下句子中的「原來」皆可代換為「本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18 

 

 

（2.22）我〈原來〉想學理科，可是我非常喜歡外語，就改學文科了。 

                                                   （白雪，2010：138） 

（2.23）我〈原來〉沒有這麽胖，現在比過去重了十公斤。（白雪，2010：138） 

 

    對於與「原來 1」屬近義的「本來 1」，侯學超（1998）說明其位置在動詞短

語或主謂短語之前。且通常「本來 1」位於前一分句，其後有另一分句表相對立

的意思。 

 

  （2.24）她〈本來〉不住校，爹媽全出國才住進來的。  （侯學超，1998：22） 

  （2.25）〈本來〉姓程，過繼後改姓李的。             （侯學超，1998：22） 

 

    李科第（2001）則歸納「本來 1」的位置在動詞和形容詞前，表示情況原先

如此，而後有所變化，義同「先前、原來」。  

 

  （2.26）張王二人〈本來〉情同手足，只因聽了別人的閒話，以致産生裂痕。 

                                                    （李科第，2001：20） 

（2.27）我〈本來〉是教寫作學的，由於需要，就改教邏輯學了。 

                                                  （李科第，2001：20） 

 

    金曉豔、彭湃 （2011）指出「原來」、「本來」為語意複雜且功能相近的時

間連接成分。兩者皆屬於「非定位時間連接成分」，亦即位置既可以在主語前也

可放於主語後，認為「原來」放主語後或主語前時都是時間連接成分，表示以前

的情況，大部分都有與含「原來」的句子做前後事件對照的另一句子。「本來」

與「原來」類似，需視篇章中是否有與之對照的事件來決定是否爲時間連接成分，

若無，則表時間語意弱化，反而是「向來、一直」（即本論文歸納的「本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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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所當然、顯而易見」（即「本來 3」） 的語意更加突顯。 

    顏明（2017）根據語料分析「原來 1」作狀語時，位置在謂語前主語後的比

例遠大於放主語前；常與時間詞，如「現在、1961 年後、初到香港時、這時」

等共現，提供語意的前後時間對照；也常於表轉折義的詞語連用，表示對比，如

「但是、可是、卻、竟、沒想到」等等。「本來 1」一般位於謂語動詞前，也可放

主語前，與「原來 1」比較，「本來 1」放主語前的比例為 29%，高於「原來 1」

放主語前的 8%；顏明認為此差距顯示了母語者對兩者語感的不同。「本來 1」與

「原來 1」相同，常與表轉折義的詞語共現；當兩者皆位於句首，但句中卻沒有

轉折義詞語來標明對比時，「本來 1」仍可清楚呈現前後狀況有變的語意，而句首

的「原來」究竟是表對比語意的「原來 1」，還是表發現事實、領悟義的「原來 3」，

則需要利用語境才能判斷。如例（2.28）與例（2.29）比較，「原來」的語意判斷

可能產生歧義狀況。 

 

  （2.28）〈本來〉她並不擔任冠軍的翻譯，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 

          把她叫去翻譯。 

  （2.29）〈原來〉她並不擔任冠軍的翻譯，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 

          把她叫去翻譯。 

 

    綜上所述，表事件或狀況在過去為真，但後來狀況有變的近義副詞「原來 1」、

「本來 1」在句中的位置可以在「主語前（即句首）、或主語後（即謂語前）」；其

中顏明（2017）提及「原來 1」與「本來 1」在句中位置的比較，「原來 1」放主

語前的比例遠低於放主語後；且「原來 1」放句首時，若句中沒有表轉折的詞語，

則不易與表發現事實、領悟義的「原來 3」區分。 

    「原來 1」、「本來 1」通常都會有另一表示前後事件的對照句來與之作對比，

而對比義常藉由句中出現的搭配詞，如時間詞或轉折詞語「現在（後來）、可是、

但是、卻、沒想到……」等等來呈現。若缺乏對照句的話，兩者都可能會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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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項產生歧義情況。此外，白雪（2010）認為在「原來 1 /本來 1」的句子中，常

會出現否定副詞或能願動詞，如「想、要、應該、能、可以、會」等等，來表示

「變化前」的情況。 

 

2.2.2 近義副詞「原來 2」、「本來 2」的句法位置及搭配詞 

 

    由 2.1.1 小節中可以發現，表 2.1 及表 2.2 所列的詞典及工具書釋義中缺乏表

「某事件或情況在過去、現在皆為真，時間涵義包含現在」的「原來 2」義項。

范淑云（2001）、趙春秋（2007）與吳俊雄（2017）都指出在此義項裡，「原來/

本來就」的共現組合為重要語意指標。顏明（2017）也表示「原來 2」常與「就」

連用，以強調「情況一直如此、事實早已存在」，而與「原來 1」不同的是，「原

來 2」較少與時間詞語共現，因為此義項表「情況始終如此」，所以不需要呈現前

後狀況的對比。「原來 2」在句中位置多在動詞或形容詞前，少數位於主語前。 

侯學超（1998）就「本來 2」的句法位置說明為：用於前一分句，後一分句

多是補充說明前面的事實。「本來」後經常接副詞「就」，如例（2.30）、（2.31）： 

 

  （2.30）我們家〈本來〉就我一個，哪裡來的哥哥？    （侯學超，1998：22） 

  （2.31）他〈本來〉就是大學本科畢業的，什麽時候說過他是大專來著。 

                                                    （侯學超，1998：22） 

 

李科第（2001）對「本來 2」詞條所列的例句，也顯示其常見搭配詞為副詞「就」。

如例句（2.32）。 

 

  （2.32）我們的學習任務〈本來〉就忙，又趕上知識競賽，那就更是不可開交 

了。                                    （李科第，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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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文獻可以歸納出，表情況始終沒變、向來義的「原來 2」及「本來 2」

其後常搭配副詞「就」，出現位置可在主語的前面或後面。後常接一分句來補充

說明「原來 2」及「本來 2」句中的事實狀況，與「原來 1」及「本來 1」相較，

少與時間詞語共現。 

 

2.2.3 表發現事實、領悟義的「原來 3」之句法位置及搭配詞 

 

    侯學超（1998）指出，表發現事實、突然領悟義的「原來 3」位置有二，一

是位於「主謂短語之前」，如： 

 

（2.33）〈原來〉你也是清華的，咱們還是校友呢！     （侯學超，1998：707） 

 

第二個位置是「動詞短語之前」，如： 

 

  （2.34）我當是什麼重要人物呢，〈原來〉就是他呀！   （侯學超，1998：707） 

 

    呂叔湘（1999）則說明「原來 3」可用在主語前或後，如： 

 

  （2.35）我說是誰，〈原來〉是你!                    （呂叔湘，1999：639） 

  （2.36）〈原來〉他們並沒走，我還以為他們走了。     （呂叔湘，1999：639） 

 

    李科第（2001）指出「原來 3」用在謂語前作狀語，表示發現了以前不知道

的情況，含有恍然醒悟之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22 

 

  （2.37）哈哈，你〈原來〉是在心疼你的這座破廟嗎?   （李科第，2001：624） 

  （2.38）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               （李科第，2001：624） 

 

    聶小麗（2009）認爲，表發現或領悟語氣的「原來 3」其功能為關聯性副詞，

句中位置可以在句首（主語之前）或在主語之後，而且出現在主語後的「原來 3」

都可以移至句首去；但原本放在主語前的「原來 3」則不一定都能移至主語後。 

 

  （2.39.a）〈原來〉一個人抱著一盆特大的金光燦爛的鳳尾菊正堵在門口。 

                                                    （聶小麗，2009：22） 

  （2.39.b）*一個人〈原來〉抱著一盆特大的金光燦爛的鳳尾菊正堵在門口。 

                                                    （聶小麗，2009：22） 

 

聶小麗認為放在主語前的「原來 3」不能移至主語後的主因在於，「原來 3」的語

意有「主觀性的制約」限制─發現以前不知道的情況或突然醒悟的是「言者主

語」，即說話者，而非句子的主語。另外，若表發現或領悟語氣的「原來 3」置於

主語後，容易與表時間義的「原來」産生歧義混淆。如例（2.40）： 

 

  （2.40）小艾〈原來〉是個流鶯，靠和男人睡覺來生活。（聶小麗，2009：22） 

 

白雪（2010）指出「原來 3」的位置在主謂句前，即句首位置；且常用於句

子的後半分句，功能為對前半分句的說明或解釋。 

 

  （2.41）我說昨天誰來找呢！ 〈原來〉是你啊！         （白雪，2010：138） 

（2.42）很久沒有見到他了，〈原來〉他出國了。         （白雪，2010：138） 

 

另外，「原來 3」有一固定句式：「原來如此」。用法與上述類似，是對前句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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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例： 

 

  （2.43）怪不得不給我說這件事，〈原來如此〉啊！       （白雪，2010：138） 

  （2.44）A：小王的眼睛怎麽啦？ 

 B： 昨天讓車給撞了。 

 A： 〈原來如此〉啊！                        （白雪，2010：138） 

 

    金曉豔、彭湃（2011）認為，作為「非時間連接成分」的「原來 3」，位置在

主語前，連接的是原因事件，表示領悟或發現先前不知的情況。 

根據以上研究，本論文整理歸納表發現事實、領悟義的「原來 3」位置以句

首（即主語前、或無主語的動詞短語前）為主；也可以放主語後，但某些情況下

容易與表先前狀況義的「原來 1」産生歧義，須靠上下文是否有標明前後情況對

比的變化義、或者表示對前面分句的補充說明，才能釐清語意。齊滬揚（2002）

將「原來 3」歸類爲意志語氣副詞中的領悟語氣，並列舉其常見搭配助動詞為：「能

/會、願意/想、可以/能夠、要/敢」。最後，「原來 3」有一固定句式：「原來如此」。 

 

2.2.4 表理應如此、顯而易見義的「本來 3」之句法位置及搭配詞 

 

侯學超 （1998）說明「本來 3」表示從道理上講應是如此；理所當然；顯而

易見，句中通常有能願動詞或表示可能的動詞短語。侯學超進一步說明「本來 3」

用於肯定句，上下文有說明能如此的理由，而用於否定句時，否定句本身即說明

不能如此。另有﹝本來+嘛﹞的固定句式，此用法表達事實顯而易見的意思更爲

強烈。但根據侯學超所舉的例句（2.45）及（2.46）來看，「本來」當句雖然表示

理應如此的意思，但因為後句的轉折語氣，讓理應如此的狀況並沒有持續到說話

點，因此，就完整語意而言，應該歸類到「本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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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成績原來就好，準備也很充分，〈本來〉應當考得好的，偏偏那幾天 

發高燒。                                  （侯學超，1998：23） 

（2.46）他的成績〈本來〉是考不上的；沒想到竟讓他考取了。 

                                                  （侯學超，1998：23） 

（2.47）〈本來嘛〉！人就不是一成不變的。           （侯學超，1998：23） 

 

    呂叔湘（1999）列舉「本來 3」（義項解釋為：按道理就該這樣）的兩個句法

位置，一是：﹝本來+就+動詞﹞，且動詞必須用「應該、該、會、能」等助動詞，

或用﹝動詞+得/不……﹞，如以下例句（2.48）、（2.49）、（2.50）；但觀察其所舉

例句（2.49）及（2.50），句中「本來」的語意似乎較接近所述事實一直持續到說

話點的「本來 2」，兩句與（2.48）的差別在於少了搭配詞「應該」，其理應如此

義減弱。白雪（2010）對「本來 3」的位置歸納大致也與呂叔湘相同。 

 

  （2.48）當天的功課〈本來〉就應該當天做完。        （呂叔湘，1999：70） 

  （2.49）普通話他〈本來〉就說得不錯，還用輔導？    （呂叔湘，1999：70） 

  （2.50）〈本來〉就寫不完，再催還是寫不完。         （呂叔湘，1999：70） 

 

與侯學超（1998）一樣，呂叔湘（1999）、白雪（2010）也列出「本來 3」的固定

句式用法，加語氣詞「嘛」，置於主語前，後面有停頓。 

 

  （2.51）〈本來嘛〉，一個孩子，懂什麼呀？            （呂叔湘，1999：71）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本來 3」在句中的位置可以是句首或主語後，其次是

「本來 3」的搭配詞，最為顯著的是其後會搭配副詞「就」及「應該、該、會、

能」等助動詞。另外，「本來 3」也有一固定句式：「本來嘛」，位置通常居於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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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標點，與後句隔開。 

 

2.3 「原來」、「本來」的連接功能 

 

    本節透過各文獻所研究的「原來」、「本來」之句法位置、共現成分、及修

辭關係來探討兩者的連接功能。2.3.1 小節中說明表時間義「原來 1」、「本來 1」

及「原來 2」、「本來 2」的連接功能；2.3.2 小節則針對「原來」、「本來」作為語

氣副詞的主觀性與其修飾成分及連接功能進行闡述；最後於 2.3.3 小節分析 「原

來」、「本來」獨用與連用的語用差異。 

 

2.3.1 時間義「原來 1」、「本來 1」及「原來 2」、「本來 2」的連接功能 

 

    吳俊雄（2011、2017）認為，當句中無其他標明訊息時，表時間義且為近義

詞的「原來」、「本來」在篇章中呈現的是「對比」的修辭關係，也就是「原來 1」、

「本來 1」的用法。如例句（2.52），可以預測「本來」句後有語意轉變的對比。 

 

  （2.52）我〈本來〉不覺得有食欲，一端起碗，狼吞虎嚥。 

 

「原來」、「本來」也可與其他修辭功能，如因果關係或條件句等，一起出現在篇

章中。在例句（2.53）中，「本來」句表示原因，後句為結果，中間以提示詞組

「所以」連接。 

 

  （2.53）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採南進政策，〈本來〉高雄要做為「南

進政策」中心，所以總督府要蓋在大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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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2」、「本來 2」則依賴「原來/本來就」來與「原來 1」、「本來 1」區隔。

「原來/本來就」帶有程度對比意味，某事件在過去、說話點皆為真，只是程度 

不同。「本來就」後也常接永遠為真的「通則句」，如例（2.54）中的「山裡很難 

叫到計程車」即為通則句，後句則延伸這個通則，表示夜晚在山裡要叫到計程車 

的難度更加提升。  

 

  （2.54）山裡〈本來就〉很難叫到計程車，何況是夜裡呢? 

 

2.3.2 「原來 3」、「本來 3」作為語氣副詞的主觀性及連接功能 

 

    齊滬揚（2002）指出，語氣副詞具有傳信或傳疑的功能，其中，語氣副詞「本

來」就具有傳信功能。所謂「傳信」是指說話人傳達的內容是確切的消息。其含

義等同於本論文所列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 

    而表料定、領悟的語氣副詞「原來 3」，其焦點表述語意重心的功能最為突出，

因為此類語氣副詞才能表示「說話人對說話內容的態度及看法」，如例句（2.55）。 

 

  （2.55）我低頭一看，〈原來〉是一隻貓，再仔細一看，是我們全家在幹校的 

時候從小養大的那隻黃狸貓。                （齊滬揚，2002：219） 

 

    「原來 3」、「本來 3」語意中所夾帶的「主觀性」可以表現在句法位置上。

表語氣的副詞位置相對自由（齊滬揚，2002、張亞軍，2002），可以放在主語前，

也可以放在主語後面、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面。語氣副詞位於主語前，也就是句首

位置，稱爲「高位位置」；具「高位功能」的語氣副詞，其管轄範圍是全句、是

對整個命題進行表述。而位於主語後面、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面的語氣副詞，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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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稱爲「低位位置」，具有低位功能的語氣副詞管轄範圍為句子中的述題部分，

僅能對述語部分進行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語氣副詞位於高位或低位，其語

意都只能在句子層面才能完整呈現。以上觀點，即延續 Li 和 Thompson（1981）

所提出的語意範距（scope）的概念；Li 和 Thompson 指出，移動性副詞（movable 

adverbs）可以出現在主題或主語前、或後面的句法位置，而移動性副詞屬於句子

性副詞（sentential adverbs），其作用為替整個句子所描述的事件提供一個語意架

構，此架構可以是表時間或是表態度的。因此，無論是表時間義的「原來 1」、「本

來 1」及「原來 2」、「本來 2」或是表達主觀態度的領悟義「原來 3」及理應如此

義的「本來 3」，都可依據此語意範距的概念，對其修飾成分進行分析。 

    楊榮祥（2005）將「本來」分類至語氣副詞中的「表確認、強調」語氣，其

功能為修飾 VP （動詞片語）、AP （形容詞片語），也能修飾 S （句子），語意

等同於「本來 3」義項。「原來」可作爲時間名詞，也可當語氣副詞，等同本論文

所列的「原來 3」義項，表示發現從前不知道的情況而恍然醒悟，從而對新發現

的情況予以確認。語氣副詞是後指副詞，語意範距（scope）只能指向其後的整

個被修飾成分。 

    齊春紅（2008）也是將「原來」及「本來」視為典型的語氣副詞，「原來」

屬領悟類語氣副詞，用於表達出言者主語對所述命題內容突然理解而如釋重負，

與本論文所列的「原來 3」同義。「本來」則被劃分為一般的推斷類語氣副詞，意

思等同於本論文的「本來 3」義項：表理應如此、顯而易見。這類語氣副詞通常

具有強調的功能。而所謂「語氣」指的是，透過語法形式來表達的說話人對句子

命題的「主觀評價、推斷和態度」。就句法特徵而言，語氣副詞的分佈較一般副

詞來得靈活，可以出現在句中或句首，齊春紅認為虛化程度越高的語氣副詞，位

置越趨向置於句首，而位於句首的副詞語篇功能也較強。根據本論文上一節所歸

納，「原來 3」的位置是以句首為主，若放主語後，易與「原來 1」的語意判斷產

生歧義（屈承熹，1991、聶小麗，2009、顏明，2017）。因此，可以推論表領悟

事實義的「原來 3」，其篇章連接功能相對也較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28 

 

    吳俊雄（2017）指出「原來 3」表示在說話點才發現命題為真，其修辭功能

在於提供一個「解釋」，說明之前不明原因的某事件或情況，如例（2.56）中的

「原來」句，解釋了前面威瑪大叫、逃進車內的原因。若在說話點發現為真的是

「名詞」時，則此時的修辭功能為「闡釋」，為前面的句子提供更多細節，如例

（2.57）。 

 

  （2.56）突然間，只聽得威瑪大叫一聲，慌忙逃進車內，〈原來〉螞蟻雄兵也 

          大舉來到，滿地都是。 

  （2.57）光線照到牆壁上，照出了一幅畫，看起來很眼熟，我走近一看，〈原 

          來〉是一幅太極圖。 

 

    綜合以上文獻所述，「原來 3」及「本來 3」用於說話者表達對說話內容的態

度及判斷，主觀性強。而移動性副詞「原來 3」及「本來 3」不管位置在主語前

或主語後，其後所修飾成分的範距都擴及句子層面，放句首時篇章連接功能較

強。而表突然領悟義的「原來 3」其修辭功能在於替前面事件提供一個「解釋」，

或進一步的細節「闡釋」。 

 

     

2.3.3 「原來」、「本來」獨用與連用時的連接功能 

 

    關於副詞的獨用，陸儉明（1982）強調仍是不能脫離上下文，因為其根本用

法還是將副詞作為謂詞性結構中的修飾成分；但被修飾成分在使用語境中非常明

確，所以可以被省略。陸儉明（1983）進一步說明「副詞獨用」的定義及出現狀

況。他指出副詞獨用有兩種情況，一為副詞單說，即副詞單獨成句（包含複句中

的分句）；二為副詞單獨作謂語用，兩種情況下，副詞除了單獨出現之外，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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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句末語氣詞一起出現。陸儉明認為副詞獨用是屬於口語句法，其中「成分大

量省略」為口語句法的特點之一，副詞獨用主要出現於對話形式。表理應如此義

的「本來 3」可以單獨成句，但其後必須加上語氣詞「嘛」，如例句（2.58）、（2.59）。 

 

  （2.58）「小李病了好幾天了，我得看看他去。」 

         「〈本來嘛〉，你早該去了。」 

  （2.59）「看來要學到點東西，還真得下功夫呢！」 

         「〈本來嘛〉！」 

   

    齊滬揚（2002）也指出，語氣副詞在口語中經常能單獨使用，可以獨用是因

為省略了一些句法成分，齊滬揚認為語氣副詞獨用即代表其屬於句子層面、具表

述功能。如下例（2.60）。 

 

  （2.60） 〈原來〉，他真是陷入了極大的困境。        （齊滬揚，2002：218） 

 

    齊春紅（2008）則說明有些語氣副詞獨用的主要功能為「突出焦點」，比如

語氣副詞「本來」就可加上句末語氣詞「嘛」後獨用。 

    張誼生（2017）將上述研究所歸類的語氣副詞稱為評注副詞，關於評注副詞

的獨用，張誼生有另一種分類，將位於主語前的評注副詞分為後面有停頓（如，

加逗號）的「句首修飾語」、及同樣位於主語前的評注副詞，但後面沒有停頓的

非獨用「句首狀語」。在張誼生的分類裡，「句首修飾語」稱為「前置獨用」，是

句子成分，可視為語段或是複句中的插入語，兼有主觀評注功能及篇章銜接功

能。非獨用的「句首狀語」則為句法成分，主要表評注功能，兩者性質不同；此

說法與楊榮祥（2005）看法相同，楊榮祥認為複句中的副詞除了具修飾功能外，

還能在分句與分句之間起連結、關聯作用，使分句間的語意關係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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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語料庫與語意偏好 

 

  本節透過文獻回顧語料庫及語意偏好的相關研究。2.4.1 小節中說明語料庫與

詞彙研究的關係；2.4.2 小節則回顧語意偏好與搭配詞的相關研究及方法。 

 

2.4.1 語料庫與詞彙搭配研究 

 

    蒐羅大量真實語言使用實例的語料庫在現代語言學研究領域中已是不可或

缺的一個環節。Firth（1957）指出在語言分析中「機器」使用的重要性。Sinclair

（1991）進一步說明，利用電腦檢視大量文本，會對語言的本質及結構有新的領

悟。Halliday（1993）則認為語料庫語言學為語言的理論研究帶來強而有力的新

資源。而隨著語料庫在語言研究方面的發展與運用，如同 Sinclair（1996）所言，

其廣泛適用性令人讚嘆；近代語料庫語言學除了使用於語言研究之外，其研究方

法與成果也大量與相關領域結合，如詞典編纂、翻譯研究、及語言教學等。針對

語料庫之於語言教育，Leech（1997）就曾提出語料庫研究可直接或間接應用於

語言教學；直接應用於教學如﹕「用語料庫來教」，間接運用於教學則是據以做

教材的開發等。 

    在詞彙的研究上，Firth 一貫強調語境的重要性，且認為語言的研究不能只

靠孤立的句子；他指出，一個詞的完整語意是與上下文相關的（the complete 

meaning of a word is always contextual）（Firth，1935）；亦即，要認識一個詞，也

必須了解伴隨它出現的詞彙（You shall know a wor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

（Firth，1957）。關於詞的搭配，Sinclair（1991）強調，沒有所謂不可能的搭配，

只是出現頻率有所不同而已；而想要研究詞彙的搭配模式，就需要非常多的語篇

樣本，一個收集大量語料的語料庫正可提供可靠的分析結論（Halliday，1993）。

熊文新（2015）認為詞典編纂是語料庫應用於語言本體研究最早且最成功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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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決定詞語的義項編排及搭配訊息等，同樣地，也有賴於語料庫所提供的語

言使用實例分析（Rundell，2009）。 

    利用語料庫進行詞語搭配的研究方法基本有兩種﹕以數據為本的方法

（data-based approach）及以數據驅動的方法（data-driven approach），衛乃興

（2002）梳理歷時語料庫研究方法後歸納出四個重要原則： 

1. 以自然數據（naturally occurring data）（Sinclair，1991）為基本依據：強調

以語料庫所提供的真實語料來歸納真實語言使用時的規律，作為研究詞語搭

配的證據。 

2. 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語料庫的定量分析應該著重在反覆共現的詞

語；定性分析須注意的層面較廣，如搭配的因循性、統計的度量性等。兩者

應並重。 

3. 採用詞項中心的研究方法（lexis-centered approach）：延續 Sinclair 提出的以

co-selection 作為描述語言使用的一種機制，衛乃興說明，為傳達意義，選定

表達的詞語後，相對應的語法形式也一併選定；因此研究詞語搭配時應以詞

項為中心，觀察其典型搭配詞。  

4. 以發現詞組為目的（phrase-oriented）：語言使用者利用兩個以上成組的詞語

來溝通，這些詞組可能是固定或半固定的，而詞語搭配研究的重點即在發現

這些典型搭配的詞組。 

 

2.4.2 語意偏好與詞彙研究 

 

    本研究的主體為「原來」及「本來」作為副詞的用法分析，如 2.3 節所述，

具有連接功能的副詞「原來」及「本來」其義項判斷與跟句中其他成分密切相關，

而其他成分可能位於「原來」及「本來」的前句或後句。因此，本研究採用語意

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的分析方法來詮釋關鍵詞「原來」及「本來」與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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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成分的語意互動關係。 

    語意偏好源自於 Sinclair（1987）提出的語意韻（semantic prosody），而這「韻」

（prosody）的概念則借用自 Firth（1957）的研究，他指出，語音間會有跨越音

段的相互影響現象。Sinclair 將此概念應用於詞彙的研究上。他在語料庫的研究

數據當中發現，有些詞語會習慣性地與某些詞或詞組共現並且在語意上受其影

響，產生某種語意氛圍。如動詞 happen 與動詞詞組 set in 主要都是跟一些指向不

愉快狀態的詞連用，像是腐爛（decay）、絕望（despair）等詞語，也因此當 happen

或 set in 出現在句中時，讀者會預期其所描述的事件或狀態是屬於偏負面、令人

不快的。Stubbs（1996）將語意韻分為積極（positive）、中性（neutral）、和消極

（negative）三類。 

Louw（1993）則認為這種習慣性搭配詞所產生的語意轉移概念可追溯到更

早 Breal（1897）的年代，Breal 將這種現象稱為「感染」（contagion）；當時 Breal

並沒有提供太多例子可做進一步的研究，隨著語料庫的興起，透過數據對大量語

句的分析，有更多證據可以驗證這種經常共現的鄰近詞組間的語意相互影響現

象。 

Stubbs（2001）指出，語意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描述的是詞元（lemma）

與一組語意相關聯的詞之間的關係，而非單獨的詞與詞的關聯；Stubbs（2009）

進一步闡述語意韻（semantic prosody）及語意偏好兩個概念。他以 Sinlair（1998）

對動詞 BUDGE 的研究為例。BUDGE 的左側經常出現語法或含意上的否定詞，

如 didn’t budge 或 refused to budge；就更多例子可觀察出通常不易做出改變的事

物，如門、果醬的蓋子、頑固的人等；這些就是動詞 BUGDE 的語意偏好，牽涉

的是整段內文的主題。就整個段落而言，動詞 BUDGE 所帶出的描述，通常是指

說話者持續嘗試做某件事卻失敗，因此感到惱怒；這種指涉帶有評價性的溝通功

能則是語意韻。強調「語意來自於詞組」亦即 Sinclair 一直提倡的 ELUs（extended 

lexical units）研究概念，詞的意義並非只存在於詞本身的含義，而是擴及鄰近共

現的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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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關的研究方法上，衛乃興（2002）整理出兩類，一是先建立一個詞語組

合的框架（ colligation），再利用語料庫隨機提取一定數量的詞語索引

（concordance），並據以觀察關鍵詞的搭配行為。如以N + of + N 及N + of + V-ing

兩個框架來看 incidence 的搭配，發現介係詞 incidence of 後所接的名詞及動名詞

多偏消極語意，因此 incidence 展現出一種消極的語意韻，多用以描述令人不快

的事件。第二種研究方法則是在語料庫中利用節點詞（node word）或稱關鍵詞

及其左右跨距（span）範圍內的詞來觀察其搭配現象。此方法利用語料庫提取數

據後，搭配所提供的統計數值，如 MI 值等，可看出搭配詞間的顯著程度。與第

一種方法的不同點在於，沒有先建立 colligation 框架，完全根據語料庫所提取出

的語料，進行搭配詞的描述與研究。衛乃興在文中以 career 作為節點詞，觀察其

左右跨距各 4 的搭配詞，並將根據 T 值所得出的顯著搭配詞分為評述性搭配詞、

描述性搭配詞、及組織性搭配詞三類，綜合分析得出其搭配詞多屬積極性詞語，

因此 career 與其搭配詞所傳達的是一種正向積極的語意氛圍。除了以上兩種方法

之外，衛乃興還提出結合兩種方式的研究方法，既參照語法結構、又兼論各個距

位搭配詞的特性。 

 

2.5 小結 

 

    本論文整理文獻後，歸納出「原來」及「本來」各三個義項，其中兩組表時

間義的「原來 1」、「本來 1」及「原來 2」及「本來 2」用法類似，屬近義副詞。

而前人研究普遍認為副詞「原來」及「本來」的句法位置較為自由，可以放主題

（或主語）的前面或後面，但其句法位置根據語意範距（scope）原則，與其篇

章語用功能息息相關，也會影響語意的理解。而不同義項的「原來」及「本來」

也各自有常連用的共現詞。本論文將在語料庫分析時，檢視副詞「原來」及「本

來」的語意分布，及兩者在句中的語法位置、並利用其共現的成分分析語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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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3.1 節列出使用的研究工具，3.2 節說明研究的

語料範圍，最後，3.3 節詳述研究步驟。 

 

3.1 研究工具 

 

    本論文運用的研究工具包含詞典及語料庫。分別敘述如下。 

 

（一）詞典 

    為了整理「原來」及「本來」的副詞義項，論文首先參考詞典對兩個詞條的

定義及說明。本研究選用的詞典包括線上及實體詞典，共選用 8 本，如第二章表

2.1 及 2.2 所示。 

（二）語料庫 

    語料庫因為蒐集了大量真實的語料，可以客觀對照詞典用法，還可以觀察出

語言使用的真實狀況。Sinclair（1998）認為以語料庫為本的分析，可以涵蓋各種

語言形式的研究。透過語料庫所提供的各種分析功能，可以提供如詞頻統計、詞

彙搭配分析、詞義分布、語用觀察等客觀數據，也有助於本研究對近義副詞「原

來」及「本來」進行詳細比較及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庫為《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利用的入口網站為《國

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1。選用《國教院索引典系統》的原因在於，該網站詳

盡的語料庫查詢及分析功能，能提供本論文研究所需之各項客觀分析資料。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是第一個帶有詞類標記的漢語平衡語料庫，為中研院

                                                 
1 《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https://coct.naer.edu.tw/cqp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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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庫小組所建置，於 1994 年開放使用，收集的語料超過五百萬詞。語料包含書

面語及口語，其中書面語約占 90%；語料來源多元，涵蓋報紙、雜誌、學術期刊、

教科書、一般圖書、視聽媒體、會話訪談等。 

 

3.2 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的語料為研究範圍，在分析語料之前，

首先觀察「原來」及「本來」在語料庫中的詞頻及詞類統計；接著篩選本論文所

需「原來」及「本來」的副詞語料作為分析材料。表 3.1 為「原來」及「本來」

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裡的詞頻及詞類分布資料。 

 

表 3.1「原來」及「本來」在語料庫中的詞頻及詞類統計 

     詞頻           

詞類  
原來 本來 語料庫例句 

副詞 

1249（70.17%） 967（96.8%） 

〈原來〉是這樣。 

這〈本來〉已是十分隱秘的古

宮，更加隱秘了。 

非謂形容詞 

 531（29.83%）  31（3.1%） 

畢業後，將來仍然要返回〈原來〉 

的工作單位服務，…… 

它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 

普通名詞    0（0%）   1（0.1%） 因為那就是他們的〈本來〉。 

總筆數 1780（100%） 999（100%）  

 

    由表 3.1 可以看出，經語料庫統計，「原來」共有 1780 筆，詞類分布為副詞

及非謂形容詞；「本來」的總筆數有 999 筆，詞類分布為副詞、非謂形容詞、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36 

 

普通名詞。詞類分類是根據《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的說明。本論文研

究的是「原來」及「本來」的副詞用法比較，因此剔除非副詞用法後，針對「原

來」1249 筆及「本來」964 筆（扣除 3 筆重複語料）副詞語料進行搭配詞、語意

分布、句法位置差異分析比較。 

 

3.3 研究步驟 

 

    首先為本論文整體的研究步驟說明。 

第一步  文獻分析：整理「原來」及「本來」的詞典釋義及說明，再結合文獻中 

對兩者語意的分析，進而歸納出兩者各自的詞義，並分析比較兩者語意

上的差異。統整後，「原來」共有三個義項、「本來」也有三個義項，以

此作為語料庫語意標記的基準。標記後計算出兩者的語意分布比例。 

第二步  利用左右排序功能檢索語料庫，得出「原來」及「本來」的句法位置分

布狀況，並據以分析各義項的句法位置。 

第三步  利用語料庫搭配詞檢索功能（Collocations），配合逐筆檢視語料，分析 

       「原來」及「本來」的搭配詞。 

第四步  整理「原來」及「本來」的語意分布、句法位置分布、及語意偏好共現 

        詞分類，並進行交叉比較與討論。 

第五步  針對上述的結果進行統整及歸納總結，回應研究問題，並提出本研究的 

        限制，最後，提出對「原來」及「本來」的教學建議。 

     

    語料庫的檢索詳細步驟，說明如下： 

1. 「原來」及「本來」的語料檢索。 

經由《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點選《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不更改

網站任何預設，進行關鍵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料檢索。圖 3.1 為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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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網站任何設定，輸入關鍵詞「原來」，開始語料檢索的擷圖。語料檢索之

後，語料庫即顯示檢索結果。圖 3.2、圖 3.3 分別為關鍵詞「原來」及「本

來」的語料檢索結果擷圖。 

 

圖 3.1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輸入關鍵詞「原來」檢索擷圖 

 

圖 3.2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關鍵詞「原來」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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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關鍵詞「本來」檢索結果擷圖 

 

2. 「原來」及「本來」的語料篩選。 

在關鍵詞「原來」的檢索結果下，利用 Frequency breakdown 下的 Frequency 

breakdown of words and annotation 再處理功能，彙整「原來」的詞性分布。

圖 3.4 為「原來」語料詞性分布再檢索的步驟擷圖。再處理之後，可以得出

關鍵詞「原來」及「本來」的詞性分布，如圖 3.5、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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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原來」語料詞性分布再檢索的步驟擷圖 

 

圖 3.5 「原來」的詞性分布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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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本來」的詞性分布檢索結果擷圖 

 

 

3. 「原來」及「本來」關鍵詞左右搭配詞的檢索。 

點選關鍵詞「原來」的副詞檢索結果「原來_D」，利用 Frequency  

breakdown 下的 Frequency breakdown of words only 再處理功能，選取

Breakdown position： 1 Left，檢索副詞「原來」的前一個搭配詞；選取

Breakdown position： 1 Right，檢索副詞「原來」的後一個搭配詞。圖 3.7

為副詞「原來」的前一個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圖 3.8 為副詞「原來」的後

一個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以同樣的步驟對副詞「本來_D」的語料進行再

處理，找出副詞「本來_D」的前、後搭配詞。圖 3.9、圖 3.10 分別為「本來

_D」的前、後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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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副詞「原來」的前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 

 

圖 3.8 副詞「原來」的後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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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副詞「本來」的前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 

 

圖 3.10 副詞「本來」的後搭配詞檢索結果擷圖 

 

4. 「原來」及「本來」句首、非句首、獨用位置判斷。 

以上一步副詞「原來」及「本來」的前後搭配詞檢索結果，來分析及比 

較「原來」及「本來」的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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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前 1 搭配詞為標點符號，可看出「原來」及「本來」位於句首及句 

中的比例。 

4-2 利用 Sort 檢索功能檢視前後後搭配詞皆為為標點符號的語料，可看 

    出「原來」及「本來」在句中「獨用」的狀況，並分析比較。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副詞「原來」的獨用檢索結果擷圖 

 

5. 「原來」及「本來」的語意標記。 

利用本論文所歸納出的「原來」及「本來」義項標準，對語料進行語意標記

及分類。 

 

6. 「原來」及「本來」的語意偏好檢索。 

本研究因為研究的主體是副詞「原來」及「本來」，副詞的語意擴及範圍較 

    廣，要研究與其語意相關的搭配詞則跨距不宜太少；因此本研究以數據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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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data-driven） 方法為本，但不以語料庫設定跨距範圍得出數據，而是將 

    分析的跨距範圍設定為關鍵詞「原來」及「本來」本身所在語句、及其前一 

    句子和後一句子，在此範圍內對語料進行逐筆檢視，以觀察常與兩者各義項 

    共現詞語的語意偏好類別。語意偏好分析的語料為根據第 5 個步驟進行語意 

    標記後的各義項語料。圖 3.12 為副詞領悟義「原來 3」語意偏好檢索結果擷 

    圖，可以看出其前一句中常出現表理解或理解且驚訝的共現詞，如發現、明 

    白等。圖 3.13 則為表對比義的副詞「本來 1」的語意偏好檢索結果擷圖，此 

    義項的「本來」常與具有轉折義的副詞，如可是、但是等共現；與領悟義「原 

    來 3」不同的地方在於，此類常與其共現的轉折義副詞出現在後一句子。 

 

圖 3.12 副詞「原來 3」語意偏好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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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副詞「本來 1」語意偏好檢索結果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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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此章節中，本論文首先對第 2.1.3 小節所統整的「原來」與「本來」義項再

進行梳理，探討及比較各義項的語意，研究結果呈現在 4.1 節中。接著利用文獻

分析搭配語料庫檢索資料，討論副詞「原來」與「本來」句法位置與語意的關聯，

分析結果呈現於第 4.2 節。在 4.3 節中，討論「原來」與「本來」各個義項的共

現搭配詞及其語意偏好分類。最後，在 4.4 節中綜合統整「原來」與「本來」句

法位置及搭配詞與各義項的關係。 

 

4.1 副詞「原來」、「本來」的語意分布與分析 

 

    援引第二章詞典及工具書對「原來」與「本來」的釋義內容，再統合過往文

獻對兩者語意的探討，本論文於 2.1.3 節中整理出「原來」與「本來」各三個義

項，列舉如下： 

 

  原來 1：以前某一時期；當初；本來；原本；最初；原先；先前；起初；有 

         前後轉變的語氣、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時間點已非如此。時 

         間涵義不包含現在。 

  原來 2：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直到說話時間點仍舊如此，與前後分句可能是 

         因果關係、補充說明、或者表程度遞進。時間涵義包含現在。 

  原來 3：推究事情本源的口氣；發現真實情況；發現以前不知道的情況而有所 

         領悟；突然醒悟。表發現事實、領悟義。 

  本來 1：原先；先前；起先；表示情況原先如此，而後有所變化；原來。過去 

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時間點已非如此。時間涵義不包含現在。 

  本來 2：向來；一直；表示情況始終沒變，一向如此。某事件或情況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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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皆為真，程度可能有變化。時間涵義包含現在。 

  本來 3：理所當然；表示從道理上講應是如此；顯而易見。 

 

    綜上所述，就「原來」與「本來」各義項的語意內涵及時間涵義，可以歸納

出以下四點。 

1. 「原來 1」與「本來 1」為一組近義詞。語意共同點在於皆表時間義中的「先

時」概念，且本身即帶有「對比」意味，亦即所述事件在先前的時間裡為真，

但後續情況有變，所述事件轉為非真。而這種由真轉為非真的「對比」，可以

藉由後句裡的時間詞或轉折語來強化。如例句（4.1）、（4.2）。 

 

（4.1） 他聽人說這個富翁〈原來〉很窮，後來不知怎麼的，錢就漸漸多了 

起來。 

（4.2） 〈本來〉想複習一下物理，但想到明天就要搬家了，實在唸不下去。 

 

2. 「原來 2」與「本來 2」亦為近義詞。與「原來 1」與「本來 1」的語意內涵類

似，也帶有「先時」及「對比」概念；不同點在於，「原來 2」與「本來 2」

的「對比」指的是程度的變化，亦即所述事件在先前的時間裡為真，在接續

的時間裡亦為真，只是程度有所差異。如例句（4.3）、（4.4）。 

 

（4.3） 〈原來〉就笨拙的牠，這時更是踉踉蹌蹌，醉態十足。 

（4.4） 一只略長的鼻子，使這張〈本來〉就不柔和的臉愈加男性化。 

 

3. 「原來 3」的語意強調的是對先前未知的事件的「突然領悟」。如例句（4.5）。 

 

（4.5） 糊塗蛋抬頭一看，〈原來〉今天是星期日，自己怎麼到學校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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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來 3」的語意重點偏說話者的主觀意識，認定所述事件在先時及後續時間

裡都理應如此，或強調其為不變的事實，根據呂叔湘（1999）的說法。常出

現的句式為：本來+就+應該、該、會、能等助動詞；或是，本來+就+動詞+

得（不）……；另有一固定句式：本來嘛。如例句（4.6）。 

 

（4.6） 做生意的人，〈本來〉就應該誠實才對呀！ 

 

綜合以上四點的各義項分析，可以發現所有義項的「原來」及「本來」其語意共

同點為：在「先時」時間裡，所描述的事件或狀態為真；而其語意差異則來自於

到了「說話點」，此事件或狀態是否仍為真，而此語意差異，也是本論文進行語

意標記時的義項分類標準。語意架構圖 4.1 呈現「原來」、「本來」各義項的共同

點與差異點。 

 

圖 4.1 「原來」、「本來」各義項的語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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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小節梳理詞典及文獻所得出的義項分類為基準，本論文對《中研院平衡

語料庫》中的副詞「原來」與「本來」進行語意標記，並據以分析、比較「原來」

與「本來」兩者各義項的語意分布差異。詳述於以下各小節。 

 

4.1.1 「原來」的語意分布及其高頻語意 

 

    本論文檢索《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的「原來」詞條，共有 1780 筆語料，

再篩選出其中標記為副詞的「原來」，共計 1249 筆。依據本章節先前所羅列的標

準進行語意標記，得出「原來」三個義項的語意分布。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語料庫中副詞「原來」的語意分布比例 

原來（1249 筆） 

原來 1 原來 2 原來 3 

331 筆 45 筆 873 筆 

26.5 % 3.6 % 69.9 % 

 

    由表 4.1 可以看出，在「原來」的三個義項中，表突然領悟義的「原來 3」

佔比最高，有 69.9%；其次是表時間義但語意轉折的「原來 1」，佔全部語料的

26.5%；比例最少的則是同表時間義且所述事件持續為真的「原來 2」，只佔 3.6%。

因此，經由語料庫的語意標記結果，可以得出副詞「原來」的高頻語意為表突然

領悟義的「原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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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本來」的語意分布及其高頻語意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的「本來」詞條總共有 999 筆語料，其中副詞的「本

來」為 967 筆，扣除重複語料 3 筆後，針對剩餘的 964 筆進行語意標記，得出「本

來」三個義項的語意分布。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語料庫中副詞「「本來」的語意分布比例 

本來（964 筆） 

本來 1 本來 2 本來 3 

567 筆 346 筆 51 筆 

58.8 % 35.9 % 5.3 % 

 

根據表 4.2 可以發現，表時間義但語意轉折的「本來 1」為「本來」的高頻

語意，在三個義項中佔比最高。同為時間義且表所述事件一直如此的「本來 2」

則居次，佔 35.9%；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佔比最低，僅有 5.3%。 

 

4.1.3 「原來」與「本來」的語意分布比較 

 

    根據語料庫檢索結果顯示，副詞「原來」筆數為 1249 筆，副詞「本來」的

筆數為 967 筆；亦即，被認為是近義副詞的「原來」與「本來」在使用頻率上，

「原來」略高於「本來」。 

    但，綜合比較「原來」與「本來」各義項的分布後，卻發現，表前後對比義

的近義副詞組裡「原來 1」有 331 筆，而「本來 1」則有 567 筆；另一組表持續

義的近義詞組中「原來 2」只有 45 筆，遠低於「本來 2」的 346 筆。因此，就近

義詞而言，「本來 1」與「本來 2」的使用頻率都高於「原來 1」與「原來 2」。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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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看，「本來 1」與「本來 2」合計就佔了「本來」語意的 94.7%，而「原來 1」

與「原來 2」總計只佔了其總語意的 30.1%，兩者差異懸殊，也代表有將近七成

的副詞「原來」不是「本來」的近義詞。 

    再進一步分析對比義近義詞組「原來 1」與「本來 1」，因「本來 1」是「本

來」的高頻語意，其總語意佔比整整是「原來 1」的兩倍有餘，有超過半數的「本

來」語料表示「事件或狀況在過去時間點為真，但到了說話點有所變化」的意思。

據此，我們可以說，在此義項裡，「本來 1」表「先時」及「對比」的語意概念較

「原來 1」強；從語料分析的數據差異，也可以觀察出，在此義項中，使用者採

用「本來 1」的比例高於「原來 1」。 

    另一持續義近義詞組「原來 2」與「本來 2」的差異就更為顯著。「本來 2」

總佔比幾乎是「原來 2」的十倍之多；亦即，要表示「情況始終沒變」的語意功

能時，多數使用者選擇會「本來」而非「原來」。 

    就「原來」與「本來」各自表「時間義」的功能來分析。首先，「原來」的

語料顯示「原來 1」比例遠高於「原來 2」。亦即，表時間義的「原來」其語意對

比功能主要展現在標示出「所述事件前後狀態的改變」，表「狀態沒變、只是程

度改變」的語意較弱。相較之下，同表時間義的「本來 1」與「本來 2」差距就

不是那麼大，但就對比功能而言，與「原來」相同，表狀態改變的對比功能高於

表程度差異之對比。至於，兩組近義詞對比功能的差異展現為何，在探討搭配詞

的 4.3 節中有更詳細的闡述。 

 

4.2 副詞「原來」、「本來」各義項的句法位置分析與比較 

     

    根據文獻回顧顯示，「原來」及「本來」在各自的三個義項中都屬於可移

動性副詞，可以出現在主語前，也就是「句首」的位置；亦可以出現在主語後「非

句首」的位置。但兩個句法位置的使用頻率是否有差異、以及，其句法位置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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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否有所影響？先前的研究較少涉及此兩項的實際使用狀況的分析。 

    因此，本節首先對語料庫裡副詞「原來」及「本來」位於句首及非句首位置

進行檢索統計，結果如表 4.3 所示。再根據統計結果進行分析。 

 

表 4.3 副詞「原來」及「本來」的句法位置 

 原來（1249 筆） 本來（964 筆） 

句首 870 筆 70% 354 筆 37% 

非句首 379 筆 30% 610 筆 63% 

 

    在不考慮義項的情況下，可以看出副詞「原來」在句法中的位置是以「句首」

為主；副詞「本來」則剛好相反，其句法位置多位於主語後的「非句首」位置。 

    接著將副詞「原來」及「本來」的義項因素納入，觀察其句法位置分布狀況。

由表 4.4 可以看出不同義項的「原來」及「本來」位於句首與非句首的比例關係。 

 

表 4.4 「原來」及「本來」各義項句首、非句首位置分布 

 原來 1249 筆 本來 964 筆 

 原來 1 

331 筆 

（26.5%） 

原來 2 

45 筆 

（3.6 %） 

原來 3 

873 筆 

（69.9%） 

本來 1 

567 筆 

（58.8%） 

本來 2 

346 筆 

（35.9%） 

本來 3 

51 筆 

（5.3 %） 

句首 110 筆

（33%） 

7 筆 

 （16%） 

753 筆 

（86%） 

261 筆 

（46%） 

74 筆 

（21%） 

19 筆 

（37%） 

非句首 221 筆

（67%） 

38 筆 

（84%） 

120 筆 

（14%） 

306 筆 

（54%） 

272 筆 

（79%） 

32 筆 

（63%） 

 

    在接下來的四個小節裡，本論文將就「原來」及「本來」的各個義項進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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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位置的比較。4.2.1 節檢視近義副詞「原來 1」及「本來 1」的句法位置；在 4.2.2

節裡探討另一組近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的句法位置分布；表發現事實、

領悟義的「原來 3」及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其句法位置分析則分別呈現於

4.2.3 節及 4.2.4 節中。 

 

4.2.1 近義副詞 「原來 1」及「本來 1」的句法位置 

 

    從句法位置分布來看，「原來 1」位置在非句首（67%）的比例高於位於句首

的比例（33%），且「原來 1」是所有「原來」義項位於非句首位置時的高頻語意。

此檢索結果可以呼應屈承熹（1991）、聶小麗（2009）、顏明（2017）的說法。首

先，屈承熹認為放主語後非句首位置的「原來 1」就等同於「本來 1」的用法，

也就是在非句首位置的「原來」多為表示事件在先時時間裡為真，但之後語意轉

變。再者，三位皆提出「原來」放句首時，若不依靠語境，則較難分辨語意究竟

是表示時間義的「原來 1」或是突然領悟義的「原來 3」。就語料庫的數據來看，

的確顯示出使用者在實際語言運用中傾向於把表時間義的「原來 1」放在非句首

的位置，如此一來，也可避免語意的混淆。如例句（4.7），就算沒有後句，單看

「原來」分句也可清楚理解原來要投資十億元台幣的情況有所改變。但若將「原

來」移至句首位置，如例句（4.7 a）所示，此時「原來」分句也可理解成突然領

悟金寶電子的投資計畫案；必須加上後句的補充說明，才能讓「原來 1」的語意

轉折更加明確。 

 

（4.7） 全球第一大計算機製造商金寶電子〈原來〉要投資十億元台幣，後 

          來決定暫停。  

（4.7 a）〈原來〉全球第一大計算機製造商金寶電子要投資十億元台幣，後來 

決定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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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4.1 節的語意分析，「本來 1」是「本來」最主要的義項，且總佔比遠高

於近義詞「原來 1」；「本來」有超過半數的語料表示「事件或狀況在過去時間點

為真，但到了說話點有所變化」的意思，顯示出「本來 1」表「先時」時間義及

語意轉折的「對比」概念較「原來 1」強。也因為「本來 1」的語意概念明確，

句法位置似乎對其語意判斷較不會產生干擾效應，所以「本來 1」放在句首與非

句首位置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別是 46%及 54%。如把例句（4.8）中的「本來」

由句首移至主語後，如例句（4.8 a）所示，兩例句中的「本來」分句表達情況有

變的語意仍十分清楚，不受「本來」的位置改變影響。同樣地，將例句（4.9）

中原本置於主語後的「本來」移到主語前，例句（4.9 a）的「本來」分句傳達我

姊姊現在身體狀況有所改善的語意與例句（4.9）無異。 

 

（4.8） 〈本來〉聖母院早期也有彩繪的牆壁，但在文藝復興之後已洗白了。 

（4.8 a）聖母院〈本來〉早期也有彩繪的牆壁，但在文藝復興之後已洗白了。 

（4.9） 我姊姊〈本來〉比你還糟，上星期遇到一位很厲害的醫生，才兩星 

           期就治好了。 

（4.9 a）〈本來〉我姊姊比你還糟，上星期遇到一位很厲害的醫生，才兩星 

期就治好了。 

 

4.2.2 近義副詞 「原來 2」及「本來 2」的句法位置 

  

    根據表 4.4，語意表示所述事件在先前的時間裡為真，在接續的時間裡亦為

真的近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雖然筆數差異懸殊，但兩者的句法位置皆

以「非句首」為主。在「原來 2」的義項裡，非句首位置佔了八成以上；位於非

句首位置的「本來 2」也佔此義項將近八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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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時間義的「原來 2」多位於非句首位置的原因，與第 4.2.1 節中對「原來 1」

的句法位置分析相同，若置於句首，容易與表突然領悟義的「原來 3」產生歧義

現象。如例句（4.10），若只單獨檢視「原來」分句時，似乎表突然領悟後面的

事實亦可解釋得通，必須得仰賴上下文語境才能清楚判斷語意。而「原來 2」位

於非句首位置的例句（4.11）中，其語意則十分明確地表達出自己對不合理現象

發出不平之鳴的這種傾向是由過去延續到說話點。 

 

（4.10）傳言ＮＥＣ將在台尋找第二家夥伴，而業者則表示，〈原來〉ＮＥＣ 

下的子公司ＰＢＮＥＣ即是將筆記型電腦給致福作，因此除了這部

分外，主流產品「應該」都會交由大眾作，但實際如何仍有待觀察。 

（4.11）她說，自己〈原來〉就有對不合理現象發出不平之鳴的傾向，但她 

        希望能實際參與行動改變現狀。 

 

    至於同表時間義但語意轉折不同的「本來 1」及「本來 2」，句法位置分布比

例則有所差異。雖然整體而言，「本來 1」及「本來 2」皆是非句首位置多於句首

位置，但「本來 2」義項裡的非句首比例遠高於句首位置，分別為 79%與 21%。

這除了反映語言使用者的語感習慣之外，進一步觀察語料可以發現，「本來 2」的

語意重點在於敘述某事件或狀況為真的狀態由過去持續到說話點，因此，表敘述

重點的主語或主題多放置在「本來 2」前，作為「本來」所引領的成分之修飾對

象。如例句（4.12）、（4.13）所示。 

 

（4.12） 聲音〈本來〉就比較小。 

（4.13） 主辦者蕭靜文說，保護藝術文化〈本來〉就是為了下一代，她非常 

        感謝年輕人的付出。 

 

    即便是位於句首的「本來 2」，也可以觀察出「本來」分句有類似修飾語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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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以標示前句的狀態；呼應第二章文獻回顧中侯學超（1998）所提出的釋義﹕

在「本來」表「一向如此」的用法裡，「後一分句多是補充說明前面的事實」。如

例句（4.14）中的「本來」位於分句首，所引導的分句補充前一分句裡「人跟人

相處」此事件「有許多問題」的持續狀態。又如例句（4.15），位於句首的「本

來」句帶出一個一直存在的事實，來補充說明前一句子的原因；並與後句程度差

異的語意作承接。 

 

（4.14） 人跟人相處，〈本來〉就有許多問題，何況是異國婚姻！ 

（4.15） 在棋王中有極大的篇幅描寫各種「吃」的場面。〈本來〉「口腹之慾」 

便是人類存活的基本條件，但在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動機和層次。 

 

 

4.2.3 表發現事實、領悟義「原來 3」的句法位置 

 

    由表 4.4 可以發現，「原來」的高頻語意「原來 3」其句法位置多位於句首，

佔此義項的 86%。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屈承熹（1991）延續 Li 和 Thompson（1981）

所說明的，位於主語前的「原來」有兩種語意，既可以與「本來 1」互換，也可

作為表「恍然大悟」的「原來 3」解釋，其功能爲表達觀點。比例相差懸殊則呼

應聶小麗（2009）提出的：「原來 3」有語意上的主觀性制約，突然醒悟的是言者

主語，而非句子主語，故此義項的「原來」多位於主語前的句法位置。如例句

（4.16）、（4.17） 

 

（4.16） 頓時，失望怨恨一齊湧進了胸膛。〈原來〉她只是在玩弄我，敷衍我， 

最後一走了之！  

（4.17） 結果十二日早上醒來發現，船整個不見了，〈原來〉沈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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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所述，雖然「原來」的三個義項皆可置於句首或非句首的位置，但根據

語料庫的數據分析，實際語言的應用中，表領悟義的「原來 3」主要位置在句首；

相反地，表時間義的「原來 1」及「原來 2」則主要分布在非句首的位置。此句

法位置分布除了展現使用者的語感習慣之外，也是為了避免「原來」在句中，產

生語意上的歧義。 

句法的位置與語意的關聯還牽涉到語意範距（scope）的概念（Li 和

Thompson，1981）。聶小麗（2009）曾提出﹕主語後的「原來 3」都可以移至句

首；但主語前的「原來 3」則不一定都能移至主語後。如例句（4.18）中的「原

來」，是位於句首「原來 3」，語意明確地表達出突然領悟前句嚇死人的原因；但

若將「原來」由句首位置移到主語後，如例句（4.18 a）所示，此時「原來」的

突然領悟義可能被表先時概念的「原來 1」所取代，句子的意思也隨之轉變。例

句（4.18）中句首的「原來」是「高位功能」的語氣副詞，管轄範圍是全句、是

對整個命題進行表述（齊滬揚，2002、張亞軍，2002）；但例句（4.18 a）中移到

主語後的「原來」，其管轄範圍判斷可能就因人而異；若認定「原來」僅能對其

後的動詞片語「澆花的水管開關」進行表述時，則兩句的語意就會產生歧義。  

 

（4.18） 不看還可以，一看嚇死人。〈原來〉老先生澆花的水管開關忘了關。

除了花盆都滿著水，連陽台地上都存有一寸多高的水，再高一點，

水就會流進屋子裡了。 

（4.18 a） 不看還可以，一看嚇死人。老先生〈原來〉澆花的水管開關忘了關。

除了花盆都滿著水，連陽台地上都存有一寸多高的水，再高一點，

水就會流進屋子裡了。 

 

而例句（4.19）主語後的「原來」若移至主語前、分句句首的位置，如（4.19 a）

所示，其突然領悟義仍未改變；因為「原來 3」被歸類於語氣副詞，主觀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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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偏向放在句首（齊春紅，2008），且不管位於句中或句首，其修飾範距擴及

整個句子的命題居多。因此（4.19）及（4.19 a）中的「原來」語意皆相當明確

地表示突然領悟計爺爺會武功這件事。當然，後句的「我可一直不知道」也強化

了「原來 3」的語意。在後續 4.3 節中，本論文將對語意與搭配詞語作進一步探

討。 

 

（4.19） 計爺爺和這哈薩克惡人都學過中原的武功，計爺爺〈原來〉會武功

的，我可一直不知道。 

（4.19 a） 計爺爺和這哈薩克惡人都學過中原的武功，〈原來〉計爺爺會武功

的，我可一直不知道。 

 

4.2.4 表理應如此義「本來 3」的句法位置 

 

    根據表 4.4 所示，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共有 51 筆語料，其中 32 筆位

於非句首位置，佔此義項的（63%），遠高於位於句首的比例。與 4.2.2 節中所述

的原因類似；由語料中可以觀察出「本來 3」所帶出的理應如此語意，通常修飾

位於其前方的主語或主題，如例句（4.20）及（4.21）所示，故其句法位置以非

句首為大宗。 

 

（4.20） 但醫師強調，女性的體重〈本來〉就會隨著生理周期自然起伏，經

期若減肥太過火，可能造成經期不順。 

（4.21） 權威〈本來〉就該受挑戰，老師也不該是權威的代表。 

 

若「本來 3」放在句首位置時，亦多為修飾前一分句所述之事件或狀況理應如此，

如例句（4.22）及（4.23）所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59 

 

 

（4.22） 不要客氣。我們是鄰居，〈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忙。 

（4.23） 柏原崇這種成績頂尖、運動出色、外型一級棒的男孩，〈本來〉就會

吸引女生的愛慕之意。 

 

4.2.5 「原來」與「本來」的獨用 

 

    根據陸儉明（1982，1983）的分類，副詞獨用狀況有二。一是副詞單獨成句

（含複句中的分句）；二是複詞單獨作謂語。兩者都可與句末語氣詞共現。陸儉

明（1983）詳述了 65 個可以獨用的副詞及其用法。在他的分析中，「原來」並沒

有被包含在這 65 個可以獨用的副詞裡；另外，他指出，「本來」的義項中只有表

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可以獨用，而且必須與語氣詞「嘛」連用，只用於單獨

成句的情況。 

    本論文檢索語料庫後，以表 4.5 呈現「原來」與「本來」的獨用情況。 

 

表 4.5 「原來」與「本來」的獨用 

原來獨用 139 筆 本來獨用 23 筆 

原來 1 原來 2 原來 3 本來 1 本來 2 本來 3 

2 筆 0 筆 137 筆 16 筆 0 筆 7 筆 

 

    首先，與陸儉明分析有所不同的是，「原來」獨用的筆數遠高於「本來」獨

用的筆數；再者，「本來」獨用的語料中，「本來 1」獨用的情況多於「本來 3」，

而非陸儉明所分析的，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才可以獨用；結果一致的是，「本

來 3」與句末語氣詞「嘛」連用的有 6 筆，只有 1 筆沒有與「嘛」共現。 

    「原來」獨用中，有 2 筆屬「原來 1」的語料，其餘 137 筆皆為「原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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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1」獨用的 2 筆語料為例句（4.24）及（4.25）。張誼生（2017）將這種放

在主語前，後加逗點，表停頓語氣的副詞稱為「句首修飾語」，在篇章中具有承

先啟後的功能。在例句（4.24）中「原來」、「看到了」及「有一天」標記著時序

概念，用以說明前句當初認識漢娜的過程；（4.25）中的「原來」與「不到兩個

月光景」則分別呈現番茄汁掀起熱潮的前、後狀態。  

 

（4.24） 我想起來了當初怎麼樣認識漢娜。〈原來〉，米羅舒在一家雜誌社的

會計部門工作，看到了我們的移民手記。有一天我去雜誌社，他主

動地跟我講，「我妻子看了你的文章，非常喜歡。你學的跟她的經驗

很相似。」 

（4.25） 之後，番茄汁又掀起另一波熱潮。〈原來〉，架上只有一、兩款鹹番

茄汁，不到兩個月光景，就湧進了二十幾種新的甜口味。 

 

    再檢視「原來 3」獨用的例子，除了張誼生所指出的承先啟後的篇章功能之

外，因為「原來 3」言者主觀性強，獨用更有「突出焦點」的作用（齊春紅，2008）。

如例句（4.26）及（4.27）。 

 

（4.26） 然而，看到她們彼此認錯、原諒而悲喜交集地抱在一起時，我才發

現，〈原來〉，「認罪悔改」有這麼大的力量，連媳婦婆婆之間的關係

都可能癒合，那麼，天下應該沒有什麼人際關係是不能癒合的了。 

（4.27） 當我知道此事，第一個感覺是氣憤。接著，被輕視、自卑、難過的

心情也一股腦兒湧了上來。〈原來〉，在老師的眼中，我只是一名對

他無益，又把平均分數拉低的小卒。 

 

    與句末語氣詞共現的「原來 3」獨用的例子有一，是表示停頓語氣的「呢」。

如例（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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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原來〉呢，還是可以，稍微跨這兩個報，有報這個，今年報不了，

今年，也錄不取喔！ 

 

    「本來」獨用的語料中，有 16 筆屬於「本來 1」、7 筆屬於「本來 3」。兩者

獨用功能與上述分析「原來」獨用的狀況相近，在前後句擔負起篇章連接的功能，

停頓的語氣，也更突顯其本身語意，如例句（4.29）。 

 

（4.29） 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河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本來〉，引黃

河灌溉並不能算餿主意，只要地址和引水量定得恰當，引水澆地是

可行的。 

 

    與句末語氣詞連用的語料中，「本來 1」獨用有 1 例與「呀」連用，表示停頓、

引發他人注意，如例句（4.30）所示；「本來 3」則有 6 筆與表示事情本應如此或

理由顯而易見的「嘛」（呂叔湘，1999）連用；因「本來 3」的語意也是理應如此，

兩者連用，語氣更為彰顯，如例句（4.31）、（4.32）及（4.33）。 

 

（4.30） 文：啊？打會？欸，你怎麼突然想到要打起會來啦？ 

梅：〈本來〉呀，我也不會，是對面三樓的張太太教我的。 

（4.31） 老劉其實也是個標準的牌迷，只是嘴巴硬，不肯承認。「〈本來〉嘛！

我們不打麻將能做什麼？」 

（4.32） 〈本來〉嘛！夫妻雙方都應該為對方多想一想，互相體諒，互相尊

重，才能夠建立一個和諧快樂的家。 

（4.33） 〈本來〉嘛！我們不打麻將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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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副詞「原來」、「本來」各義項共現詞的語意偏好 

 

    林杏光（1994）指出詞語的搭配類型有二﹕ㄧ是純粹習慣性的搭配；二是

有規則可循的事理性搭配。大部分的詞語搭配是屬於後者，歸屬於語意系統。實

際的語言運用當然也脫離不了詞與詞的搭配。Louw（1993）指出，搭配詞賦予

詞語連貫的意義。為因此，本論文希望透過檢索語料庫與語料逐筆檢視，對副詞

「原來」、「本來」各義項所在當句以及其前一句及後一句範圍內的常共現的詞語

進行分析，藉以觀察各義項共現詞的語意偏好類別及其對語意相互的影響。 

    首先，在第 4.3.1 及 4.3.2 兩個小節裡，本論文將分析及比較同表時間義的兩

組近義副詞 「原來 1」及「本來 1」、 「原來 2」及「本來 2」的共現詞的語意偏

好有何異同；接著在第 4.3.3 節裡，梳理表發現事實、領悟義「原來 3」常共現的

詞語之語意偏好；最後，於第 4.3.4 節呈現常與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共現詞

語的語意偏好類別。 

 

4.3.1 近義副詞 「原來 1」及「本來 1」共現詞的語意偏好 

     

    「原來 1」及「本來 1」的語意重點在於表示情況原先如此，而後有所變化；

吳俊雄（2011）指出，「原來」及「本來」皆表示過去為真的情況或事件在說話

時間點已非如此。時間涵義不包含現在。其後常接表轉折的連詞「但是、可是」

等或時間詞，如「現在」（侯學超，1998、顏明，2017）。 

    「原來」及「本來」的語意即帶有「先時」的概念，因此要在「原來 1」及

「本來 1」句中展現「情況已非如此」之對比意義的詞語，通常出現在後面的句

子；除了 4.1 節詞典及語意歸納中所說的時間詞及表轉折的詞語外，經檢索語料

庫後發現，主要的共現詞，可以分成四類，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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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來 1」、「本來 1」 + [時間詞]。如，後來、現在、之後、如今、到了……。 

2. 「原來 1」、「本來 1」+ [轉折語]。如，可是、但、只是、然而、卻、沒想到。 

3. 「原來 1」、「本來 1」+ [狀態改變詞語]。如，變成、失去、淪為。 

4. 「原來 1」及「本來 1」+ [打算及意願類詞語]。如，想、要。 

 

    第一類的時間詞，用以表達晚於「原來」及「本來」自身所夾帶的先時時間，

並對比在其後的時間裡情況有所轉變。在總共 331 筆的「原來 1」語料中，出現

了 75 筆；在「本來 1」567 筆的語料中則有 153 筆含有時間詞。這類的時間詞包

含了時間名詞或短語，如現在、19 世紀、一天；表時間的方位詞，如自從……

以來、……以後；或是含動詞短語的時間詞，如，剪了毛後。以下例句都是利用

時間詞來傳達情況與先前有所不同。 

 

（4.34） 南非羅佛斯蒸汽火車的火車頭誕生於 1893 年，〈原來〉是用來作運

輸用途的列車，直到 1919 年才加掛車廂供旅客乘坐。 

（4.35） 〈原來〉他做不好，現在會了，那麼這是比如騎腳踏車，他以前不

會騎，那他現在我們讓他學，大家都會騎了，那麼他也有自信心。 

（4.36） 這位信徒說他有一位親人〈本來〉是臺中縣知名的中醫師。一天，

這位醫師到廟裏去拜拜，當他在祭拜時，神明忽然附身在他身上，

要他做這間廟裡的乩童。 

（4.37） 〈本來〉我的膽子很小，自從參加廣播的這一段日子以來，我已經

鍛鍊好自己的膽量，如今我不再輕易的恐懼了。 

（4.38） 瞧！〈本來〉肥肥厚厚的綿羊，剪了毛後變成一隻隻赤裸裸的小羊，

和剛剛的模樣簡直不成比例嘛！ 

 

    第二類的轉折語，其標示語意轉變的對比功能就更為顯著了。雖然「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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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來」自身的時間涵義就不包含說話點在內，但後句的轉折語可以更強化情

況改變的對比意，避免在 4.2 節裡所述，因句法位置所造成的語意判斷困難。表

轉折的詞語包含連詞，如，而、可是、但是、然而、不過等；也有副詞類的，例

如，卻、可惜；還有一些是動詞類的，如，不料、想不到。 

 

（4.39） 有時動機是壞的而結果是好的，〈原來〉想害他，結果反而幫了他；

本來要整他，結果他奮發圖強最後成功；當初我如果沒有整他，他

就不會奮發圖強。 

（4.40） 它的本質〈原來〉是為了保護弱小，不過隨著勢力愈來愈膨脹，逐

漸發展成暴力組織，專門從事經濟犯罪及政治貪污事件，勢力之龐

大足以操控政府，進而影響世界經濟。 

（4.41） 〈本來〉才氣是可以好的，你卻讓他變成不好；名利權勢變成自己

的名利心、權力欲，就不好了。 

（4.42）  我〈本來〉是來安慰她的，想不到她竟拂去了我滿心的塵垢。 

 

    第三類情況轉變的語意是由來自於句中明確表達「改變」的相關詞語。如

例句（4.43）中的「暴漲」、例句（4.44）中的「轉由」、例句（4.45）中的「變

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句子的改變詞是出現在前句，如例句（4.46）中的

「破壞」。大部分的改變詞是出現在後面的句子，少數出現在前句；「原來 1」

含有明確改變詞的 94 筆語料中，只有 19 筆改變詞是出現在前句，「本來 1」則

有 70 筆語料改變詞在後句、9 筆改變詞在前句。 

 

（4.43） 目前北中南青蔥產地受損嚴重，以致價格日日高漲，〈原來〉一台斤

十元的青蔥暴漲二百餘元，真是「菜土菜金」，令人咋舌。 

（4.44） 我明白了，〈原來〉由外太空來的超電波，忽然轉由地球發出去。 

（4.45） 後來，音樂越來越複雜，〈本來〉是人人都能掌握的音樂，就變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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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專業的人士（當然是教會裡的教士囉）才能完全的精通。 

（4.46） 而這一種的失望，不知破壞了多少〈本來〉可以很快樂的婚姻。 

 

    第四類是在「原來 1」及「本來 1」當句中帶有表打算、預期、意願的詞語。

如，打算、計畫、想、要、以為、希望、不願。當「原來」及「本來」語意裡的

先時概念加上此類詞語時，在當句就可明顯看出與打算或預期情況相反的對比意

味，再搭配後句出現的時間詞、轉折詞、或改變詞，則變化意義更加明確。「原

來 1」語料中有 38 筆、「本來 1」語料中則有 156 筆與打算、預期、意願類的詞

語共現，如例句（4.47）、（4.48）、（4.49）、及（4.50）。 

 

（4.47） 〈原來〉寄望可在今年第四季復甦的景氣，看來會延後到明年第二

季以後。 

（4.48） 我〈原來〉打算找適當時機當面把錢交給李先生，但沒有直接的管

道。 

（4.49） 〈本來〉以為是她彈的，其實原來是從錄音帶放出來的，真好玩！ 

（4.50） 做哥哥的〈本來〉不願意分家，可是嫂嫂天天吵鬧，非分家不可，

他就只好和弟弟分家了。 

 

    這四類表對比意義的詞語也會同時出現在句中，如例句（4.51）中有時間詞

「現」及改變詞「改為」；例句（4.52）中則同時出現打算詞「打算」、轉折語「可

是」及時間詞「後來」。統計數量時也同時計入各類別中。 

 

（4.51） 〈原來〉三百平方公尺設一部車子，現改為二百平方公尺。 

（4.52） 她〈本來〉打算回英國去，繼續上研究所，可是後來一想，要是先

在台北找個工作，一方面可以練習中文，一方面也可以得點兒做事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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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原來 1」、「本來 1」前兩類常見共現詞語：[時間詞] 及 [轉折語]觀察可

得，其語意偏好皆為含「對比」概念的詞語；時間詞語有先時與後時的對比；轉

折語則有前後狀態的對比；兩者搭配「原來 1」、「本來 1」本身所夾帶的先時而

後轉變的語意內涵，讓句子更完整彰顯其前後狀態改變的語意，是一種相同語意

詞組間的聚合與增強。同樣地，「原來 1」、「本來 1」描述的事件先時狀態，搭配

明確表現 [狀態改變詞語]及隱含計畫有變的 [打算及意願類詞語]，體現其語意

中「表後有所變化」的概念。 

    另外，還有一類是「轉變後的現況」出現在「原來 1」及「本來 1」的前句。

「原來 1」及「本來 1」的句子則用以補充說明未改變前的狀態。這類的語料不

多，「原來 1」有 16 筆；「本來 1」有 21 筆。 

 

（4.53） 臺灣第一個學會飛行傘的人是簡萬全。他〈原來〉是傘兵，也是火

鳥隊的第一期隊員，開始接觸飛行時還只有十七歲。 

（4.54） 3TC 是第一個具有肝炎治療功效的口服藥物，其實〈原來〉是愛滋

病的治療藥物。 

（4.55） 歷史課上到這兒，我們回來看看葛雷哥利教皇吧！葛雷哥利出生羅

馬貴族，早先〈本來〉是要從政的。 

（4.56） 她性格很活潑，每周兩次下課以後在學校附近的肯德基家鄉雞店當

售貨員。她家境很好，〈本來〉不需要掙錢；當臨時工主要是為了接

觸社會。 

 

4.3.2 近義副詞 「原來 2」及「本來 2」的共現搭配詞 

 

    「原來 2」及「本來 2」與「原來 1」及「本來 1」同樣具有先時的語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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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點在於，其所描述的事件或狀態始終沒變，或是有程度上的遞進意味；此義

項的時間涵義是包含說話點的。兩者的區別，范淑云（2001）認為「本來就」此

特殊格式是一大指標─「本來」用以表達語意對比，「就」則有順承或遞進的連

接功能，兩者缺一不可。吳俊雄（2017）也持相同看法，認為「本來/原來就」

用以表示某情狀過去為真，現在也為真，但可能程度有所變化。 

    檢索語料庫後發現，45 筆「原來 2」語料中，「原來就」語料有 16 筆，佔 36%。

語料庫檢索結果顯示「就」是「本來」顯著共現筆數最高的，有 321 筆，其中「本

來就」有 295 筆，因「就」本身是高頻詞，因此，本論文再經逐筆檢視後發現，

在「本來 2」346 筆語料中，「本來就」有 251 筆，佔 73%。亦即，在「本來 2」

義項中「本來就」的確是「事件或狀態始終沒變」的主要語意來源。以例句（4.57）

及（4.58）來看，「本來就」強調了所述事件為一直存在的事實；如果把句中的

「就」抽離，兩句裡「本來」的語意可能與表對比意的「本來 1」混淆，在整個

語境中就顯得不自然。例句（4.59）及（4.60）除了表述事件狀態始終沒變之外，

後句中的「不但……還……」及「更」還點出了程度變化的遞進或遞減意味。 

 

（4.57） 你也許覺得奇怪，男人以隨便的語調開口，為什麼女人不能同樣以

隨便的語調答話。這是因為，在日本文化裡，〈本來〉就沒有「平等」

這回事。 

（4.58） 婚姻生活中〈本來〉就難免各種大大小小的摩擦，這種短期速成的

國際婚姻由於一開始彼此認識不清，後來互指對方欺騙的糾紛更是

難免。 

（4.59） 做一個現代媽媽，〈本來〉就不容易，不但要把菜燒好吃，要懂得溝

通技巧，還要具備各種才能。 

（4.60） 業者表示，因國情不同，所以聖誕樹〈本來〉就不好賣，今年景氣

欠佳，買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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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觀察「本來 2」不含「本來就」的 95 筆語料，其中 22 筆是主語或主

題放「本來」後的「本來……就」語料，如例句（4.61），因「本來」句法位置

可在主語或主題前、後，故此 22 筆語料可以歸類到「本來就」中。另外 37 筆為

含「本來就是」的語料，根據《現代漢語八百詞》的解釋，「就是」用以「強調

肯定」，與「本來」連用後，含有強調現在的某狀態在過去即是如此，語意等同

於始終沒變，如例句（4.62）。 

 

（4.61） 孫協志私下則透露，媽媽〈本來〉身體就不好，這兩天氣得去看醫

生。 

（4.62） 周玉蔻則表示，媒體扮演的角色，〈本來〉就是檢驗權力者，她做節

目的一貫立場就是如此，未來還是一樣。 

 

    其餘「本來 2」語料中若包含表遞進意味的詞，如，更、又，則仍可清楚傳

達「始終沒變」的語意，如例句（4.63）中的「更」；若無，則語意判斷容易與

「本來 1」產生歧義，必須靠語境來分辨，如例句（4.64）。 

 

（4.63） 半年過去了，〈本來〉不多說話的六郎，變得更沉默了。 

（4.64） 除此之外， 自己〈本來〉是個「成長恐慌症」的人，隨時隨地，只

要抓住機會，就希望能充實自己，所以她參加讀書會所讀的書也是

偏向勵志、成功、心靈成長之類的書籍。 

 

根據語料庫檢索，「本來 2」句中含有表程度變化的遞進詞有 70 筆。遞進詞包含﹕

又、更、不但……還……、尤其、加上、更何況等。有些遞進詞則是得看上下文

判斷，如例句（4.65）中，程度由喜歡看進階到自己去試試看；有些遞進詞則是

表程度減少的，如例句（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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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而陳柏霖則以英文回答說，他〈本來〉就很喜歡看韓劇或韓片，如

有適當機會，當然願意試試看。 

（4.66） 在那個年代，參與學運的女性〈本來〉就不多，選擇 238 和濁水溪

社的更是寥寥可數，滴娟是少數既不虛無，又不忸怩作態的。 

 

    相較於「本來 2」，在「原來 2」中「原來就」只佔此義項所有語料的 36%，

再加上「原來……就」、「原來就是」，合計 20 筆，佔比為 44%。另外有 4 筆含有

遞進詞。因此，約半數的語料是要靠語境或其他詞語來判斷是否含有始終不變的

語意。如例句（4.67）、（4.68）。 

 

（4.67） 你可以根據〈原來〉學的專長進入社會，一定有所用。 

（4.68） 然而許多開放後所帶來的法律問題，使得沒有任何官方接觸的兩岸

政府感到相當頭痛。例如一些〈原來〉在老家已有妻子而來台後又

結婚的人，如果返鄉可能會面臨重婚罪。 

 

4.3.3 表發現事實、領悟義「原來 3」共現詞的語意偏好 

 

    「原來 3」是「原來」獨特的語意，也是其高頻語意；表示發現從前不知

道的狀況、含有恍然領悟之意。吳俊雄（2017）認為此義項的「原來」句子有兩

種修辭功能，一是解釋前面不知原因的某事件；二是替前面句子闡述更多細節。

檢視語料庫後，的確也發現「原來 3」與前面句子關係密切的傾向。「原來 3」與

前句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大類： 

1. 回應前句： 

出現在前句為問句的情況。「原來」句回應問題、提出解答，領悟義體現於對

前句問題由未知轉已知的狀態。利用語料庫檢索關鍵詞「原來」左 1 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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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也發現全部 58 筆前問號的語料，其後的「原來」語意皆為領悟義的「原

來 3」。例句（4.69）、（4.70）顯示「原來」回應前句疑問的功能。 

 

（4.69） 那麼，眼睛為什麼不怕冷呢？〈原來〉，我們的眼睛只有管觸覺和痛

覺的神經，並沒有管寒冷感覺的神經。 

 （4.70） 究竟女人都到那裡去了呢，〈原來〉在西西里島，清談是男人專有的 

         權利，至於女人，就可得待在家中實踐打掃應對進退了。 

 

2. 解釋前句： 

「原來」句用以解釋前句所述事件的原因，如例句（4.71）；或是補充說明前

句的細節，如例句（4.72）。「原來」句的功能除了領悟某事件的原因或細節之

外，也讓整個語境更加完整。 

（4.71） 後來，他發現監獄裡受人尊敬的方法是─讀書考大學。〈原來〉，每

所監獄都需要一張『向善』樣板，而長官們也會很努力地製造樣板，

只要有人想考大學，就是提供他們製造樣板的機會。 

（4.72） 老牛家擠滿了人，大家都買到自己喜歡的帽子，後來又來了一個客

人，他的頭比老鼠大好幾倍，〈原來〉他就是大獅子先生。 

 

    「原來」的基本語意為表一個事件或狀態在先時時間裡為真，如果單看「原

來」當句，則其描述的就是在說話點之前已存在的事實，即「原來 1」語意；而

「原來 3」強調的則是對在過去時間裡為真的事件由未知轉已知、恍然領悟的語

意，而語意由「原來 1」轉變為「原來 3」的關鍵點就在於「原來 3」前一句中的

共現詞；亦即，「原來 3」的語意通常須結合前一句的共現詞才能完整體現，也就

是 Sinclair（1998）所說的，意義並非靠單獨的詞語來傳達。如例句（4.73）「原

來他們是一群和善但卻極需別人給予關懷的弱勢族群」，當中的「原來」表達的

是先時涵義，其後帶出的句子的狀態在說話點之前即為真，但配上前分句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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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後，語氣及語意皆發生轉變，「發現」賦予「原來」句先前未知的涵義，兩

者結合後，才完整呈現出「原來 3」的突然領悟義。 

    本研究分析「原來 3」前方常共現的詞語之語意偏好後發現，他們的共同點

都是帶有「理解」意味的詞語，而這些帶有「理解」意味詞語便是賦予「原來 3」

「突然領悟」的語意來源。以下再將共現詞依據語意偏好再細分為三類，總筆數

為 287 筆，分述如下： 

1. [理解類] + 「原來 3」：此類詞語有發現、知道、發覺、了解、明白、曉得、 

                     想通了、想起、意識到等。 

 

（4.73） 和這些痲瘋病患交談之後，才發現，〈原來〉他們是一群和善但卻極

需別人給予關懷的弱勢族群。 

（4.74） 到了地下室，才知道〈原來〉是大陸和臺灣小朋友所畫的圖畫展覽。 

 

2. [理解並帶驚訝語氣] +「原來 3」：此類詞語有恍然大悟、怪不得、驚覺、難 

                              怪、大吃一驚、沒想到。 

 

（4.75） 原本我以為那是買的，但經老師一說明，我才恍然大悟，〈原來〉，

這都是同學們一針一線縫出來的，手工真細呀！ 

（4.76） 我試著去了解，為什麼這些違禁品：Ａ書，能夠逃過訓導處對全校

的「安全檢查」﹖結果真是讓我大大吃了一驚。〈原來〉他們是先把

黃色書刊放在制服裡，等進了校門之後，便到教室讓大家分著看。 

 

3. [感官類] +「原來 3」：此類詞語有一看、一聽等，是透過感官去理解的語意。 

 

（4.77） 近來陰晴不定，氣溫也不算高，只是總讓人覺得濕濕粘粘的不舒服。

一聽氣象報告，〈原來〉濕度太高。難怪東西那麼容易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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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張良把那本書翻開一看，〈原來〉是太公兵法。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類]及[理解並帶驚訝語氣]兩類的動詞常與副詞「才」

連用，根據《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1999）的解釋，「才」有表示「事情在

前不久發生」、以及「超乎預期」這兩個語意，與「知道、發現、恍然大悟」等

動詞連用、再搭配「原來」句子，「原來 3」突然領悟的語氣就更為突出，如上例

句（4.73）、（4.74）、及（4.75）。這樣的語料共有 85 筆。 

    另外，檢索結果還發現共現率最高的「原來是」用法，240 筆語料中有 194

筆語意屬於「原來 3」。根據《現代漢語八百詞》的解釋，「是」有作出解釋及肯

定事實的功能，與表領悟義的「原來 3」連用時，符合本小節開頭對「原來 3」

的分析：具有回應或解釋前句的作用，並連結前後語句，表領悟了其後所述的事

實。如例句（4.79）、（4.80）。 

 

（4.79） 我細聽之下，倒也懂了，〈原來〉是為了錢。 

（4.80） 在接觸到音樂及肢體奔放的樂趣，又得到老師的誇讚後，顏萱的人

生豁然開朗了，她發現自己〈原來〉是個有潛力、有專長的人。 

 

    語料中另外觀察到「本來是」的固定搭配現象，在總共 129 筆語料裡，「本

來 1」佔 123 筆，如例句（4.81）、（4.82）；「本來 2」則有 6 筆，如例句（4.83）。

根據語料可以發現，「是」的功能與前所述相同，表強調事實性。但「本來」表

時間義語意較強，所以「本來是」強調的是後面所述事件或狀況，在先時時間裡

為事實，又因為「本來」的語意主要為表先時為真，但到了說話點有所轉變的「本

來 1」，因此，「本來是」多屬「本來 1」符合前述的語意分布比例。同樣是強調

其後所述事件的真實性，但「原來是」多為表領悟義的「原來 3」用法，亦符合

其語意分布，「原來 3」為「原來」的高頻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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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某某人，〈本來〉是一位頭腦非常好的人，很可惜，不知道為什麼性 

情忽然變了；變得喜怒無常，嚴重時，甚至認不得人，也忘了前一分 

鐘的事。 

（4.82）〈本來〉是一件不好的事，由於大家認為過錯是自己，反而更加的和 

樂了。 

（4.83）生死問題〈本來〉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和親 

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覺，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視的。 

 

4.3.4 表理應如此義「本來 3」的共現搭配詞 

 

   根據本論文 4.1 節中對「本來 3」的語意歸納，表主觀認定所述事件理應如

此，或強調其為不變的事實；「本來就」表事實的持續存在，理應如此的語意則

來自於搭配其後的「應該、該、會、能」等助動詞，如例句（4.84）、（4.85）；因

為語意標記的限制較嚴格，所以筆數只有 51 筆。其中只有兩筆例外，例句（4.86）

中雖然「就」沒有緊接在「本來」後，但其後「就該」，仍顯示其主觀認定的理

所當然義，加上後續語境並沒有語意變化的轉折，故列入「本來 3」；例句（4.87）

缺少「就」，但其後的「不應該」及語氣詞「嘛」賦予該句理應如此的意味。 

     

（4.84） 出外旅行，她總不忘把火車上的杯子、廁所裏的衛生紙統統帶回家，

因為，她覺得，人生在世〈本來〉就要物盡其用，買了火車票而不

徹底享用火車上的一切，豈不浪費？ 

（4.85） 我是你爸爸，我〈本來〉就應該有撫養權。 

（4.86） 〈本來〉，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 

（4.87）  教育〈本來〉不應該只是唸書的事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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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綜合本章前三節的研究結果，整理詞典與文獻後發現，就語意方面，可以歸

納出所有義項的「原來」及「本來」其語意共同點為：在「先時」時間裡，所描

述的事件或狀態為真；語意差異則來自於到了「說話點」，此事件或狀態是否仍

為真。「本來」主要語意是表事件或狀況前後轉變的對比；「原來」的主要語意則

是表突然領悟某事件或狀況；依據詞典及文獻的義項歸納後，對語料庫語料進行

語意標記，發現只有大約三成的「原來」是屬於與「本來」近義的時間義。 

    表時間義的第一組近義副詞「原來 1」及「本來 1」，根據語料庫統計，使用

頻率上「本來 1」大於「原來 1」；句法位置兩者皆以非句首位置為主；「原來 1」

及「本來 1」描述的事件或狀態到了說話點時，語意由真轉為非，此變化除了詞

典及文獻所說的，多來自於其後搭配的時間詞、轉折語之外，本研究根據語料庫

整理其常搭配的共現詞之語意偏好後得出主要四個分類： [時間詞]、 [轉折語]、 

[狀態改變詞語]、及 [打算及意願類詞語]；這四類共現詞的共同點為對比與變

化，與「原來 1」及「本來 1」本身的語意內涵類似。值得注意的是，這四類多

出現在「原來 1」及「本來 1」的後句。前兩類[時間詞] 及 [轉折語] 本身對比意

味即相當濃厚，與「原來 1」及「本來 1」本身語意呈現加乘效果；明確標示狀

態變化的[狀態改變詞語]，以及隱含情況有變的[打算及意願類詞語]，搭配「原

來 1」及「本來 1」本身的先時及對比意味，也讓語意的轉折更加顯著。 

    另一組同樣表示時間義的近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據語料庫顯示，

與另一組近義詞相同，都是「本來 2」大於「原來 2」。此義項的主要句法位置，

也跟另一組近義詞一樣，以非句首位置為主。搭配詞方面，「原來/本來就」為表

示所述事件或狀態到了說話點仍持續為真的重要語意判斷指標。「原來/本來」指

出先時狀態為真、「就」表強調肯定，將狀態為真的概念持續延伸至說話點；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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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與上一組表對比義的近義詞語意清楚區分。其後若有表狀態持續為真、只

是程度有變的遞進詞亦有助於語意判斷。但「就」所發揮的功能對兩者而言，程

度有相當大的差異。「本來 2」中「本來就」出現的頻率極高，加上與其密切相關

的「本來……就」、「本來就是」，此義項中只剩 36 筆語料，須靠遞進詞或上下文

語境來判斷語意。但「原來就」在此義項的功能不如「本來就」顯著，「原來 2」

原本筆數就不多，其中超過半數不含「原來就」，須靠上下文判斷語意。 

    雖然「原來」及「本來」被歸類為近義詞，但根據語料庫分析結果發現，表

獨特語意的領悟義「原來 3」才是「原來」的高頻語意。高達 86%的「原來 3」

語料是出現在句首位置，而位於句首也可避免與表時間義的「原來 1」、「原來 2」

產生歧義狀況；另外，「原來 3」獨用也是其特色之一，獨用有表停頓且彰顯語氣

的功能，與「原來 3」突然領悟的語意相呼應。根據語料庫分析結果，本研究將

「原來 3」句子的功能分為兩類，一為回應前句、二為解釋前句，尤其是當前句

為問句時，後句全部為「原來 3」的語意，代表其回應前句的功能非常顯著。而

「原來 3」的語意也是持續為真，只是在「先時」時間裡，事件或狀態為真的語

意不為人所知，到了說話點，才領悟；這由「未知轉已知」的語意主要來自於其

前句的共現詞，本研究就其語意偏好分析，將其分為三類﹕[理解類]、[理解且

驚訝類]、及[感官類]。[理解類]、[理解且驚訝類]兩類的動詞搭配詞常與副詞

「才」連用，更突顯「原來 3」的突然領悟語意。另外，「原來是」常搭配出現，

「原來」表領悟、「是」表強調其後所述事實，兩者合用即為「原來 3」語意。與

共現率也很高的「本來是」比較，「本來」強調先前時間義，「是」同樣表示肯定

其後所述事實，兩者連用則多為表示前後語意對比的「本來 1」語意，與「原來

是」多為「原來 3」語意不同。 

    表理應如此義的「本來 3」語意與「本來 2」類似，表所述事件或狀態持續

為真，只是在此語意上再加上主觀判斷，而產生理所當然的語意。其句法位置主

要位於非句首，搭配詞則較侷限，以「就+應該類助動詞」來強調主觀判斷的語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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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的分析，以表 4.6、表 4.7、表 4.8 呈現本研究與先前文獻結果對照。  

 

表 4.6 「原來」、「本來」的語意：文獻與本研究結果對照 

 語意 

先前文獻 1. 「原來」、「本來」為近義詞。 

2. 「原來」獨特語意：表突然領悟 

3. 「本來」獨特語意：表理應如此 

本研究加入

語料庫統計

各義項佔比 

1. 「原來」、「本來」為對比義近義詞時，「本來 1」頻率高於「原 

來 1」。 

2. 「原來」、「本來」為持續義近義詞時，「本來 2」頻率遠高

於「原來 2」。 

3. 「原來」的高頻語意為表領悟義的「原來 3」，佔七成。 

4. 「本來」的高頻語意為表先前如此，但之後語意轉變的「本

來 1」，佔約六成比例。 

5. 「本來」三個語意皆為時間義，「本來 1」表語意前後對比，

有所改變；「本來 2」表所述事件持續為真；「本來 3」也表所

述事件持續為真，但強調此觀點為主觀認定。 

 

    因此，雖然「原來」、「本來」常被稱為是近義詞，但根據語料庫分析結果，

就語意上而言，只有三成的「原來」語料與「本來」是近義詞。要表示先前狀態

與後續狀態比較時，「本來」的使用頻率較高，因為此語意也是「本來」的高頻

語意，亦可把此義項視為「本來」的基本語意。表狀態持續為真的語意時，「本

來」的使用頻率更是遠高於「原來」。「原來」主要的語意反而是其獨特表領悟義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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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原來」、「本來」的句法位置：文獻與本研究結果對照 

 句法位置 

先前文獻 1. 「原來」、「本來」為可移動性副詞，位於句首或非句首皆可。 

2. 「原來 3」放句首避免與「原來 1」混淆。 

3. 「本來 3」無特別說明，但可獨用。 

本研究分析

語意與位置

的關係 

1. 近義副詞「原來 1」及「本來 1」位置都以非句首為主。 

2. 近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位置也是以非句首為主。 

3. 「原來 3」放句首比例超過八成五，句法位置是領悟義「原

來 3」與時間義「原來 1」、「原來 2」語意區隔的重要指標。

獨用語料多，可表停頓、加強語氣用。 

4. 「本來 3」以非句首位置為主。獨用比例遠低於「原來 3」，

與文獻所述不同，「本來 3」獨用比例少於「本來 1」。 

 

    根據語料庫檢索結果顯示，不同語意的「原來」、「本來」句法位置有其規律

可循。對比義近義副詞「原來 1」及「本來 1」位置都以非句首為主；持續義近

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位置也是以非句首為主。「本來 1」是高頻語意，

句法位置對語意判斷影響較小，句首、非句首比例相差不大；「本來 2」主要修飾

其前方主語或主題，非句首比例遠高於句首比例。表領悟義語氣的「原來 3」通

常用以修飾其後全句，位置以句首為大宗，「原來 1」、「原來 2」兩者皆是非句首

比例遠高於句首，可見句法位置對於「原來」各義項的判斷頗為重要。「本來 3」

以非句首位置為主。獨用比例遠低於「原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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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原來」、「本來」共現詞語意偏好分析：文獻與本研究結果對照 

 搭配詞 

先前文獻 1. 近義副詞「原來 1」、「本來 1」其後常有時間或轉折的詞語。 

2. 近義副詞「原來 2」、「本來 2」常跟「就」連用，或與表遞進

意味的詞共現。 

3. 領悟義「原來 3」無特別說明。 

4. 表理應如此義「本來 3」+「就+應該類助動詞」。 

本研究發現

三個義項的

語意變化來

自於其各自

的共現詞 

1. 對比義近義副詞「原來 1」及「本來 1」的常見共現詞經語意

偏好分析後分成 4 類：[時間詞]、 [轉折語]、 [狀態改變詞

語]、及 [打算及意願類詞語]，多出現在關鍵詞的後一句。另

有一類是，轉變後的狀況出現在前一句子。 

2. 持續義近義副詞「原來 2」及「本來 2」以「原來/本來就」來

與對比義近義詞做區隔。「本來就」語意功能強大，出現在大

部分的「本來 2」語料中，「原來就」則出現不到一半。遞進

詞是沒有「就」出現時的重要判斷依據。 

3. 領悟義「原來 3」的共現詞主要出現在其前方，是與對比義

「原來 1」區分的主要語意來源；本研究根據語意偏好分析

為三類：[理解類]、[理解且驚訝類]、及[感官類]。理解類、

理解且驚訝類兩類的動詞搭配詞常與副詞「才」連用。另「原

來是」主要表領悟其後所述事實，與「本來是」多為表示其

後所述事實在先前為真而後有所變化的語意不同。 

4. 「本來 3」搭配「就+應該類助動詞」，與文獻結果相符。 

     

    「原來 1」及「本來 1」後句共現詞的語意偏好顯示兩者對比義的加乘效果；

「原來 2」及「本來 2」主要靠與「就」連用來產生持續義，並與對比義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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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及「本來 1」區分；「原來 3」則是由前句的共現詞來賦予其領悟義，並區

別對比義的「原來 1」；「本來 3」以「就」表持續，搭配應該類助動詞展現主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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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首先於第 5.1 節中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並回應研究問題。在 5.2 節

中提出教學建議；最後，於 5.3 節中說明本研究的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5.1 結語 

 

    本論文利用文獻分析法先仔細梳理副詞「原來」與「本來」各自三個義項的

內涵，歸納出語意判斷標準後，透過《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對《中研院平

衡語料庫 4.0》進行兩者的語意標記；使用左右排序功能計算兩者句首或非句首

位置的比例；再運用語料庫以關鍵詞「原來」與「本來」的前後句子為範圍，進

行語料逐筆檢視，找出常共現的詞語，並分析其語意偏好。根據以上研究結果，

回應本研究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 

 

(一)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意異同。 

(二)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句法位置及比較。 

(三)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語意偏好分析及比較。 

 

1.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的語意異同： 

「原來」及「本來」所有義項的語意共同點為：在「先時」時間裡，所描述

的事件或狀態為真；語意的差異則來自於到了「說話點」，此事件或狀態是否仍

為真。「原來 1」、「本來 1」表到了說話點語意轉變，前述事件或狀態不再為真。

「原來 2」、「本來 2」表所述事件或狀態到了說話點仍持續為真，主要以「原來/

本來就」及表事實沒變但程度有變的遞進詞來與對比義的「原來 1」、「本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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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語意。「原來 3」則表示對先前即為真的事件或狀態到了說話點，才由未知領

悟成為已知；「本來 3」則強調主觀認定事件或狀態一直為真，當然到了說話點，

此主觀認定的事件仍持續為真。 

單就語料庫搜尋結果來看，副詞「原來」有 1249 筆，多於「本來」的 999

筆，似乎副詞「原來」的使用頻率高於「本來」，但再細究其語意分類後發現，「原

來」的高頻語意為其獨特表領悟義的「原來 3」，亦即，有將近七成的「原來」其

實並非「本來」的近義詞。「本來」的高頻語意則為表前後語意有所變化的「本

來 1」。 

就兩組近義詞組來看，使用頻率都是「本來」高於「原來」，第二組表持續

義的近義詞「本來 2」與「原來 2」其差距尤為明顯。亦即，「本來」無論是表先

時概念兼對比語意、或是表持續為真的語意，都比「原來」強，使用者在兩者近

義的情況下，選擇「本來 1」、「本來 2」來表達語意的頻率都遠高於使用「原來 1」、

「原來 2」。 

 

2.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句法位置及比較： 

    根據語料庫的統計結果，整體而言「原來」的位置以句首為主、「本來」則

剛好相反，以非句首的位置為主。交叉比對語意與句法位置的關係之後卻發現兩

組近義副詞「原來 1」、「本來 1」與「原來 2」、「本來 2」的位置都是以非句首為

主。 

86%的「原來 3」位於句首位置。此句法位置對於「原來」的語意判斷是非

常重要的指標，句首的位置有助於領悟義「原來 3」與時間義「原來 1」、「原來 2」

的語意辨析，避免語意判斷錯誤；另外，「原來 3」比較特別的是其獨用語料有一

定比例，獨用有表停頓功能，讓「原來 3」突然領悟的語氣更為強烈。 

「本來 2」位於非句首的比例遠高於「本來 1」，則可顯示，一樣是表時間義，

但「本來 2」因語意與前主語、主題或前句關聯性較大，所以位於非句首的比例

也高於「本來 1」。「本來 3」語意與「本來 2」類似，差別在於強烈的主觀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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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法位置與「本來 2」一樣，以非句首為主。與文獻所述不同，表對比義的「本

來 1」也有獨用情況，且比例高於「本來 3」獨用。 

 

3. 近義副詞「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共現詞語意偏好分析及比較： 

「原來」及「本來」各義項的常見共現詞各有不同。對比義近義詞「原來 1」、

「本來 1」的共現詞，以出現在後句為主，經語意偏好分析後，可歸類為表語意

轉變對比的時間詞，如現在、如今；同樣表對比的轉折語，如但是、然而；明顯

標示情況變化的改變詞，如成為、變成；直接接在「原來」、「本來」後的打算詞，

如打算、計畫、以為等，也有強烈表示語意有所轉變的意味。此四類共現詞的語

意偏好分析顯示，四類皆帶有對比及轉變意味，與「原來 1」、「本來 1」本身語

意內涵具有加乘效果。以上四類共現詞也常一起出現在句子當中，讓轉變的對比

語意更加明顯。另有一類是，轉變後的語意先出現在前面語句中，「原來 1」、「本

來 1」則在後句補充說明事件原先的狀態。 

持續義近義詞「原來 2」、「本來 2」的共現詞則表現在「原來/本來就」及其

後表程度變化的遞進詞，如更、又等。其中連用的「就」對於分辨兩組近義詞來

說相當重要，尤其是「本來就」，可以用以清楚辨別「本來 1」及「本來 2」，但

相較之下，「原來就」的功能就不及「本來就」顯著，須靠遞進詞或前後語境才

能判斷「原來」的語意。 

「原來 3」主要功能為回應前句或解釋前句，提供領悟義來源的共現詞也多

出現在前句，本研究根據語料庫分析共現詞的語意偏好後，將其分為三類：理解

類，如知道；理解且驚訝類，如，恍然大悟；感官類，如，一看。理解類及理解

且驚訝類的動詞性搭配詞還常與副詞「才」連用，如才發現、才知道，讓「原來

3」的突然領悟義更為彰顯。而此三類共現詞也是讓先時對比義的「原來 1」轉變

為領悟義「原來 3」語意來源。 

「本來 3」則依賴「本來就」肯定情況持續為真，並由「應該」類助動詞展

現主觀性。兩者必須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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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華語教學應用建議 

 

    被視為近義詞的「原來」與「本來」其實各有三個義項，且「原來」的高頻

語意為其獨特語意，不能與「本來」互換。而根據本論文整理與歸納後，可以看

出，就算是兩組近義詞之間，仍有句法位置及搭配詞的差異性存在。因此，對外

語學習者而言，要掌握「原來」與「本來」的用法仍需教師細緻引導。 

    周利芳（2002）指出，副詞難在語意虛幻，語意判斷要兼顧本句與前後句的

成分，還要注意句子內容與說話者態度的關聯性，語境掌握更是不可或缺。因此，

語意往往超越當句所表達的。她認為在上下文的教學中，常成對使用的具有關聯

作用的副詞可用以加強練習語意的連結。林杏光（1994）提到漢語搭配詞的特點

在於較為自由，也因為如此，成為外國人學習的難點。詞彙教學方面，黃振英

（1994）強調詞語搭配的重要性，必須讓學生清楚何種詞語可以搭配使用；另外，

他認為有些詞語要在一定語境中才有助學生理解其意義所在。劉縉（1997）認為

近義詞教學應重視詞語的搭配特點及典型例句的運用，詞語的搭配組合可表現其

相對應語意、選用能突顯近義詞差異的典型例句則有助於學生辨析細微語意的異

同；遇到一詞多義的近義詞時，應該以義項來切分，符合學習者以義項為單位的

學習模式。陳桂德（1998）提出詞語教學應掌握三個原則：準確、通俗、會用；

詞語釋義要準確，避免直接對譯的誤差、要用淺顯易懂的詞語及句式來解釋詞

意、最終目的則在於讓學生能實際運用詞語。 

    根據以上學者的研究，在「原來」與「本來」教學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及教學方式。首先，「原來」與「本來」應分義項進行教學，避免學生在語意未

清楚、用法未穩固之前產生各義項混淆狀況。此外，可以藉助高頻語意，讓學生

更了解「原來」與「本來」的典型用法，如提到前後對比義時，應以「本來」為

主，再導入近義詞「原來」；教授「原來」一詞時，不能忽略其高頻語意領悟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84 

 

的解釋。Sinclair（1987）強調「用法無法被發明，只能被記錄」，因此，在詞語

解釋及用法說明時，應運用基本語意配合語料庫所歸納出的典型句式及經常共現

詞，讓學生在一開始時就能精準掌握語意及真實的詞語使用情況，並配合語境營

造，練習實際語言應用情境。 

    以下，針對「原來」與「本來」各義項的教學方式提出建議。 

 

1. 「原來 1」與「本來 1」： 

    「原來 1」與「本來 1」是教科書裡被明列的近義詞組。就語意掌握方面，「原

來」與「本來」表示過去時間的語意很明確，而過去時間與現在（說話點）時間

對比的概念對學生來說，是可以輕易掌握的。因此，教學上可先由成對出現的時

間對比開始，並配合學生能實際運用的語境來造例句。例如，「原來/本來我不會

說中文，現在我會了。」句中有過去及現在時間的對比，能力「不會」到「會」

的轉變。讓學生透過時間詞的對比，了解「原來 1」與「本來 1」的語意轉變。

利用此基本句式，一次代換一個句子成分進行練習，例如，先代換事件：「原來/

本來我不會騎腳踏車，現在我會了。」、再代換時間詞：「原來/本來我不會說中

文，後來我會了。」，如此反覆練習，藉由典型句式及語境讓學生掌握「原來 1」

與「本來 1」前後對比的轉變語意。 

    隨著學生程度提升，句子也可加長。由時間詞、慢慢加入表轉折的連詞，讓

學生不但可以練習「原來 1」與「本來 1」的對比意，還練習到語句之間的連結

使用；改變詞及打算詞也可視語境營造，接續加入語句練習。如此按部就班，讓

學習者逐步熟習此類用法。藉此方式，學生不但習得語意，對搭配詞的運用也能

一併練習。例如，加入轉折連接詞：「原來/本來我不會說中文，不過現在我會

了。」、再加入打算詞、轉折連接詞、及改變詞：「原來/本來我想搭火車去台東

玩，但是因為買不到車票，所以我改搭飛機去。」 

 

2. 「原來 2」與「本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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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2」與「本來 2」因為牽涉到用法較廣的「就」，可等學生對「原來 1」

與「本來 1」的用法明確掌握後，再配合「就」的學習進度加入。與「原來 1」

與「本來 1」相同，一開始就加入典型的搭配詞，對學生來說，更能掌握其義。

例如，「她本來就會說一點中文，來台灣兩年後，中文說得更棒了。」句中，有

展現持續義關鍵的「本來就」、時間的對比「本來、來台灣兩年後」、加上程度的

遞進「會說一點中文」到「說得很棒」。這樣典型句式的練習，可讓學生清楚明

白其語意重點。由典型搭配詞開始，也讓學生不會在一開始時，因為句式繁雜而

混淆。非典型句式，可以等學生程度提升後，再行教授。 

    持續義「原來 2」與「本來 2」與對比義「原來 1」與「本來 1」的語意區別，

教師可以由有無「就」的句子比較開始，讓學生辨析兩者的語意。例如，先比較

以下兩句的句意：「我本來會說一點中文」、「我本來就會說一點中文」，再讓學生

根據兩句的句意造出後面的接續分句，藉此來確認學生是否真的理解轉變義及持

續義的句意差別。當然，在教授這組近義詞時，教師可以跟學生說明，「本來 2」

的使用頻率遠高於「原來 2」，提供他們實際運用時的選詞參考。 

 

3. 「原來 3」：     

    至於「原來」獨特、高頻語意「原來 3」的教學，首先可以強調其獨特領悟

語氣。同樣，可由其固定句式搭配語境開始，如運用對話情境：「為什麼你每天

吃泡麵？」「因為我沒有錢了。」「原來是這樣！」。藉此讓學生先了解此用法與

時間義的差別。接著，強調其回應、解釋前句的功能。此部分的練習，也可由典

型回應，也就是問句開始。如：「為什麼廣場上有這麼多人呢？原來那裡正在舉

辦演唱會！」。透過提出對未知的疑問、搭配對解答的突然領悟，反覆一問一領

悟練習，讓學生更熟習「原來 3」的語氣重點。 

    進階程度的學生，可以列出其他句式的「原來 3」句子，讓他們自行歸納其

句法位置主要在句首的特點。甚至可以藉由代換練習，檢驗學生是否能清楚分辨

領悟義「原來 3」與時間義「本來」的語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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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來 3」： 

    「本來」的特有語意「本來 3」，強調主觀性，且句式固定，必須同時有「就

+應該類詞語」，因此可由情境著手，如「學生本來就不應該遲到」。之後逐步擴

充至其他情境，讓學生造句。 

 

    詞語搭配是語言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副詞語意不易掌握，須依賴上下文

語境的判斷，因此，對於「原來」與「本來」的教學，本研究提出建議方法：由

典型句式加搭配詞開始，配合慣用語境，進行語意解說及反覆練習；如此，不但

有助於語意的精熟，同時也學會句法運用，及了解「原來」與「本來」各義項實

際可運用的情境。搭配詞可參照本研究第四章根據語料庫檢索所得的彙整分類，

將之運用於教材編寫中。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論文使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所篩選出的副詞「原來」與「本來」

語料多為書面語，兩者的比例分別為 92%、84%，因此其語意與句法位置關聯，

及共現詞使用缺乏口語語料的比較資訊。如前述「原來」與「本來」獨用的用法，

陸儉明（1982）、齊滬揚（2002）都說明主要出現於口語中，口語的特點之一就

是句子成分的省略。本研究雖然藉由語料庫的分析，也得出一定成果，發現領悟

義「原來 3」的獨用比例頗高，及「本來 1」不但可以獨用，且比例高於「本來 3」；

若可以加入口語語料分析的結果，或許更能看出其使用趨勢。另外，本研究所得

領悟義「原來 3」與轉變義「本來 1」各為其高頻語意，如與口語語料使用頻率

對照的話，更能全面了解「原來」與「本來」的實際運用情況。 

    此外，本研究著重在「原來」與「本來」語意分類，及交叉比較其句法位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530

87 

 

與搭配詞的用法，雖然對其各自高頻語意、句法位置分布差異、共現詞之語意偏

好分類得出結論，對其語用及篇章功能的描述則偏少。語意不能脫離語境，語境

則會跨句甚至跨多句，才能拼湊出其完整語意，因此，之後的研究，可以在本研

究的基礎上，再加入更詳盡的篇章功能分析，讓本研究的成果有另一層面的展現。 

    最後，本研究主要語料來自於語料庫，雖然可以展現一定程度實際語言使用

的狀況，但若能再搭配問卷，對母語使用者進行使用習慣的調查，結合本論文後，

將「原來」與「本來」的語意、句法位置、共現詞從文獻整理、到語料庫分析得

出數據對照、最後再與問卷調查結果綜合比對，研究結果會更全面及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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