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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A5_E4_B8_AD_E5_c64_155941.htm 关联词语是复句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语

法关系，使语意表达得严密而有条理，因此组织复句时要十

分重视关联词语的运用。下面是复句中关联词语运用的常见

毛病。 一、关联词语残缺来源：www.examda.com 在复句中，

如缺少了必要的关联词，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表达不清，

句子的语气就不顺畅。例如： （1）只要想想先烈的英勇献

身的事迹，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在话下。 （2）虽然我们的工

作还赶不上先进单位，我们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干出好成绩

来。 （3）一个人犯错误有时是难免的，不要重犯过去的错

误，不要明知故犯。 例（1）的第二分句“不”字前应添上

“就”，与第一分句中的“只要”相呼应，构成条件关系。

例（2）的第二分句头上应添上“但（是）”，与第一分句中

的“虽然”相呼应，构成转折关系。例（3）是个二重复句，

第一与第二、三分句为第一层，是转折关系，第二与第三分

句为第二层，是递进关系，因此须在第二分句头上添上“但

是”，第三分句头上添上“更”。 二、关联词语误用 所谓误

用，是指本来应该用关联词语甲的，却用了乙，结果犯了张

冠李戴的毛病。例如： （4）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首先要有

埋头苦干的精神，然后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发扬巧干精神

。 （5）你们连队刚入伍不到一年的新战士枪法就那么准，

况且你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 （6）你是三好生，何况

又是语文科代表，这份语文试卷一定不成问题吧。 例（4）



的第一分句与第二、三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一先一

后的承接关系，因此应该改为“既⋯⋯又⋯⋯”。如果要强

调第二、第三分句的内容，则也可以改为“不但⋯⋯而且⋯

⋯”，构成递进关系。例（5）（6）中的“况且”和“何况

”应对调。这两个连词都能表示递进关系，但具体用法是有

区别的：（1）“何况”，是通过对比更加逼进一层，表示甲

这样，乙更是这样；或者甲都不能如此，乙当然就更不能如

此。“况且”，只是在举出的理由之外，再追加或补充一层

新的理由，相当于口语中的“再说”。（2）用“况且”的分

句大都是陈述语气，用“何况”的分句大都是反问语气。 三

、关联词语滥用 分句间逻辑关系比较明显的复句，或者口语

中的复句，关联词语能省略的就该省略。滥用关联词语，会

使语言显得罗唆、生硬。例如： （7）因为天气凉了，所以

要多穿点衣服。 （8）虽然半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人们洗澡

难、理发难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大家意见很大。 例（7

）（8）中加粗的关联词语应该删去，删去后语句反而简洁明

快，因为它们的因果关系和转折关系原本就比较明显，且又

都是口语化的句子。 还有一种滥用的情况是，复句中已经有

了正确的关联词语，却偏要加上一个表示另一种关系的关联

词语。例如： （9）我喜欢唱歌，但也喜欢跳舞。 （10）你

既然知道做错了，因此就应当赶快纠正。 例（9）是并列复

句，后一分句已经有了关联词语“也”表示并列，再加上“

但”就是滥用了。例（10）是推论因果复句，后一分句用“

就”与前一分句“既然”相呼应，再在“就”字前加上“因

此”（表示另一种因果说明因果）也属于滥用。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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