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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具体的分析，详细论证了汉语口语中的常见表达式“也不VV”是一个构式，表达了说话人的某

种否定性语气。“也不VV”的构式义有行域和知域之分，构式义的浮现，与组成这一构式的构式语块有

着密切关联。此外，与过往研究不同，本文在结构上对“也不VV”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其中的“也不”

处于词汇化之中，正逐渐演变成一个否定语气副词，表达了说话人的某种主观评价，给“也不VP”结构

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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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pecific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es in detail that the common expression “yebu + VV” in 
spoken Chinese is a construction, which expresses a certain negative tone of the speak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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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ebu + VV” is divided into the acting domain and the knowing do-
mai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blocks 
that make up this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re-under-
stands the structure of “yebu + VV”, and believes that the “yebu” is in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which is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 negative adverb, which expresses a certain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speaker, and provides another research path for the structure of “yebu + VV”, which has cer-
tain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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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构式语法”一直以来都是语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诸多学者已经利用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中的

许多语言现象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然而，“也不 VV”这一结构似乎鲜有学者关注。从形式上看，“也

不 VV”是由副词“也”、副词“不”以及动词重叠组成。经过系统分析，我们认为“也不 VV”是一个

典型构式，表达着说话人的某种否定性语气，其构式义的浮现与“也”“不”及动词重叠都有关联。本文

将运用“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沈家煊“语言三域”理论对“也不 VV”这一结构进行构式解析，

此外，也将初步提出“也不”的词汇化问题。本文所引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下文不再赘述。 

2. 构式的界定 

“也不 VV”是汉语口语中的常用表达，如“也不想想”“也不劝劝”“也不看看”等，这一结构经

常出现在对话中，表达着说话人对某一对象“所言所想所为”的情感态度。“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是

“假如说，C 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

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 C 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Adele E. Goldberg, 
1995, 2003) [1] [2]“也不 VV”这一结构的整体意义不能从其组成成分“也”、“不”、以及动词重叠(VV)
中直接推出，据此我们认为“也不 VV”是一个构式。请看下面例句： 

(1) “废话！是谁教我变得小气的？也不想想，你每个月领回来的工资有多少！”——《读者》 

(2) 别说你，就是小伙子，也得惦量惦量，你逞什么能呀，也不看看自个儿多大岁数了！你可叫我怎么说你。——

谌容《梦中的河》 

(3) “欢欢那么小，你也不劝劝你姐姐，你怎么能看你姐姐在岔路上越走越远呢？”——六六《蜗居》 

(4) “是他，老东山！我昨天就说啦，他准会来的。哦，他怎么也不打扮打扮，也没拿礼品？”——冯德英《迎

春花》 

我们可以根据细微语义的差别将以上四个例句分为两类： 
(1)、(2)句为 A 类，在这类“也不 VV”中，动词 V (想、看)的意义已经虚化，并不表示实实在在的

动作，而主要起着“引发思考”或“提醒注意”的作用；另外，其中的“不”虽然也保留了否定的意思，

但在(1)、(2)句中“不”并非单纯表对动作“V”的否定，而是倾向于和“也”组合在一起，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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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又和动词重叠结合在一起，组成“也不 VV”。在某种程度上，“也不 VV”这一整体仅仅是表某种

否定性语气，并不是其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例(1)中，“也不想想”是对受话者“你”的斥责，说

话者认为受话者“你”不先对自身进行反思(工资少)就对他人进行评价(小气)，所以使用“也不想想”表

达不满，同时也提醒受话人注意自身的条件。例(2)中，说话人在用“也不看看”提醒受话人“你”注意

“自己岁数已经大了”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否定性的轻蔑语气，即说话人认为受话人不能做到某事。

这两句话所表达的含义都偏离了组成成分原本的意思。 
(3)、(4)句为 B 类：这一类里的 V (劝、打扮)有实实在在的意思，是表示实际动作的，其中“不”也

是表否定，这类“也不 VV”的表层意思是“受话人没有做出或做到某一行为动作”，似乎这类的“也不

VV”的意义可以直接从其组成成分推导出来，那它是否是构式呢？我们认为，B 类的“也不 VV”也是

构式，因为当说话人在“不 VV”前加上“也”，说出“也不劝劝”“也不打扮打扮”的时候，就自然而

然地流露出了一种否定性语气，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也不劝劝”“也不打扮打扮”

主要表达对“你”的嗔怪)，“否定动作行为的发生或完成”已经不是说话人说出这一结构的主要意图了。

据此，我们认为 B 类“也不 VV”也是构式。 
综上所述，“也不 VV”这一结构是构式，也就相应地有着自己的构式义。 

3. 构式义的解析 

3.1. 知域“也不 VV”与行域“也不 VV” 

A 类“也不 VV”的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说话人认为某一主体没有意识到某事(通常较为容易意识到)，
故而说“也不 VV”提醒主体，表达嘲讽或斥责。 

B 类“也不 VV”的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说话人认为某一主体应做但未做某事(通常较为容易做到)，
故而说“也不 VV”表达嗔怪或埋怨。 

AB 两类“也不 VV”都表达了说话人的否定性语气，不同的是，A 类“也不 VV”是说话人认为主

体没有意识到某事而提醒他，表达嘲讽、斥责语气，这是心理层面；B 类“也不 VV”是说话人认为主体

没有做到应做之事，故而嗔怪或埋怨主体，这是行为层面。根据沈家煊(2003)“语言三域”理论[3]，A 类

“也不 VV”属于知域，B 类“也不 VV”属于行域。 
上节所提到的例子中，第(1)、(2)例是知域“也不 VV”，使用知域“也不 VV”时，说话人往往认为

受话人没有意识到某一显而易见的事，故而知域“也不 VV”通常表达的是说话人的嘲讽、斥责等否定性

语气，语义较重；第(3)、(4)例是行域“也不 VV”，使用行域“也不 VV”时，说话人往往认为受话人没

有做本应该做的事，故而行域“也不 VV”通常表达说话人的嗔怪、埋怨等否定性语气，语义相对较轻。 
知域“也不 VV”所用动词因为意义虚化，有时可以用别的词替换，比如“也不想想”和“也不看看”

可以互换；行域不行。 

(5) “你也不看看【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逃起难来还怕死吗？”——萧红《马伯乐》 

(6) 对于批评者，他们嘴一张就是：也不看看【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人民日报》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动词既可以用于行域“也不 VV”，也可以用于知域“也不 VV”，要注意区分，如： 

(7) 知域：“既然是胡大高，也不看看已经什么时候了，还让我们去他家里干什么？”——张平《十面埋伏》 

(8) 行域：(他)就把书包一甩，像要打他似的，笑道：“小陈，到学校来玩也不看看我。”——罗广斌《红岩》 

(9) 知域：五爷听见身后一阵笑声：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还想往人场里钻。——乔典运《香与香》 

(10) 行域：单昆的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你也不想想，这么大的事情，哪能一个人去交接？”——张平

《十面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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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的行域义是基本的，知域义和言域义都是从这个基本义引申而来的(转引自沈家煊 2003)，此处

也是一样，“看”和“想”从行域到知域意义经历了一个意义虚化的过程。 
从构式义可以看出，不管是行域“也不 VV”还是知域“也不 VV”，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沈家煊

2001) [4]，并且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行为一般都是可完成的或易完成的，“主观性”和动作行为层面的“可

及性”是理解构式“也不 VV”的重点。 

3.2. 主观性的浮现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

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

留下自我的印记(参看 Lyons 1977: p. 739) [5]。而“主观化”( subjectivisation)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

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沈家煊，2001) [4]。“也不 VV”这个构式具有主观性，

主观性的浮现，与组成这一构式的语块对整个结构的主观化紧密相连。 
“也不 VV”由常项“也”“不”以及变项“动词重叠”组成，这三个部分无疑都带有主观色彩。《现

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也”作语气副词有“表委婉”的用法，陈鸿瑶(2015)指出副词“也”不论是作

为关联副词还是语气副词都是反预期标记，具体表现为反常理、反听话人预设和反说话人预设三类[6]。
“语气”属于情态范畴，表达着说话人的主观性；“反预期”也和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密切相关，故而“也

不 VV”的主观性首先可以由“也”这个语气副词显现。 
其次，“不”是个否定副词，“没”也是个否定副词，二者区别在于“不”一般是主观否定(我不去)，

“没”一般是客观否定(他没来)： 

“你也不看看”——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你也没看看”——只是陈述客观事实 

正是因为某一主体本来可以或应该做某事，但却不做(主观性)，说话人才会用“也不 VV”对此表达

嗔怪、责怨等感情。由此可见，否定副词“不”也增强了“也不 VV”的主观性。 
再者，笔者在 CCL 语料库中搜索到包含“也不 VV”的有效例句 205 例。经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

动词的使用类型及频率如下表 1： 
 

Table 1.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Yebu + VV” appears in example sentences 
表 1. “也不 VV”在例句中的出现频率 

也不 VV 频率 

也不想想 77 

也不看看 34 

也不问问 21 

也不管管 9 

也不劝劝 2 

也不打听打听 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单音节动词(瞧、擦、照等)和双音节动词(掂量、教育、休息等)。可见在

音节数量方面，能够进入“也不 VV”结构的动词大多数是单音节动词，小部分是双音节动词。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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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节词属于基本认知范畴，原型性特征强，而双音节词(尤其是并列式复合词)意义有不同程度的抽象与

泛化，原型性特征较弱(王灿龙，2002) [7]。在动词类型方面，由于 A 类“也不 VV”是知域，所以所用

动词一般是“想”“掂量”“听”等心理动词、感官动词；B 类“也不 VV”是行域，故所用动词一般是

“管”“劝”“打听”等动作动词。 
不论是行域还是知域，能够进入“也不 VV”结构的动词一般都是自主动词，且通常不能是贬义动词，

这和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直接相关的：陈立民(2005)指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件主体或相

关的人只让事件持续一段时间就停止进行，而不是让事件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全部做完[8]。即动词重叠表

示“一个事件持续一段时间后主动地让它结束”。据此我们可以推知，由动词重叠构成的结构一般都会

有自主性，是说话人所能够控制的，正因为如此，当动词经过重叠后进入构式“也不 VV”时，就自然而

然地增强了整个构式的主观性。 
综上可得，构式的组成部分“也”“不”以及重叠的动词都使“也不 VV”的主观性得以显现或增

强。 

3.3. 可及性 

“可及性理论”以色列语言学家 Ariel (1988, 1990)提出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一个认知心理语言

学概念，是指人们在产生和理解语篇过程中，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某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或难易

程度[9]。我们在此借鉴这个概念，把其运用到“动作行为”上，来指“某一主体完成某一动作行为的难

易程度”。在构式“也不 VV”中，“V”对于某一主体来说，至少对于说话人来说，具有高可及性，也

即动作行为是容易完成或实现的。 
从我们对构式义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说话人如果用“也不 VV”，一般是表说话人想要某主体做某事

或者意识到某事，但是主体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做。例如： 

(11) (他)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鞋油啊？快去，用我的鞋

油擦擦！”——《作家文摘》 

(12) 黑衣男子愤怒：“口气不小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武魂》 

(13) “你这个人太机械，你也不想想，那是个什么年头，这是个什么年头！”——萧红《马伯乐》 

以上所提到例子中，“也不擦擦鞋”“也不打听打听某人是谁”“也不想想是那时或现在是什么年

头”不论在语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容易做到的事，但主体都没有做到，动作行为的可及性是较高

的，这也和“也不 VV”的组成部分有关。 
上文提到，“也”在“也不 VV”中通常表强调语气，有意思的是，表强调的“也”经常和“连”共

现，组成“连……也……”结构，周小兵(1990)也提到在此结构中，强调义是由“连……也……”格式和

它的对比前件共同表达的，可见“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对比、全量、比较”等意义因素[10]，“也”

隐含的对比项的有着低量级性(李愿，2021) [11]，与高可及性的动作或行为适配，由此可以推导出“也不

VV”有着“连最简单的事都做不到”这一层意义，“V”的可及性是很高的。 
此外，动词重叠也增强了“V”这一动作行为的可及性：动词重叠表示“一个动作持续的时间短或进

行的次数少”(朱德熙，1982；刘月华，1983) [12] [13]，一般持续时间短、进行次数少的动作行为是比较

容易完成的，即这一动作行为的可及性会更高。陈立民(2005)也指出动词重叠“表示事件是可控事件，即

事件的持续和结束决定于事件主体”，既然是“可控事件”，开始和结束都取决于事件主体，动词“V”

的可及性毫无疑问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也”以及动词重叠都使“也不 VV”中动作行为的可及性大大提高。也正是因为动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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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可及性高，但是现实中主体却又没有做到，才使得说话人说“也不 VV”时，带有嗔怪、责怨或嘲讽

等否定性语气。 

4. “也不 VV”的句法特点及作用 

通过考察 CCL 语料库中包含“也不 VV”的所有例句，我们发现不论是在句法层面还是在语用层面，

“也不 VV”都有出现的条件。 
在句法上，“也不 VV”通常在句子中做谓语，前有主语，后有宾语，偶尔会出现补语(也不看看清

楚)，主语一般可以省略，宾语一般不能省略，但宾语前可以有逗号，表停顿。由此也可以看出，“也不

VV”不能单独作为一句话出现，因为说话人要表达某种语气，必然是在一个事件连续统中，即必然要有

一定的语境要求，故其前或后通常都有其他话语成分，比如例(11)中“鞋子这么脏”是激活构式的条件，

后说“也不擦擦”既表明了说话人说出这句话的原因，同时又使“嗔怪”的语气得以显现。因此，“也不

VV”对于一个事件连续统来说，同时有着两个作用：1. 表达语气；2. 表明原因。请看下面例句： 

(14) ……奚落他说：“我是不民主，我是家长制，空军就是我说了算！可你也不想想，你连个飞机型号都搞不

清楚，我不搞独断专行，还能让你胡来？”——《作家文摘》 

(15) 章霖不发一言，继续剥吃炝虾，清华急了：“章霖你也不劝劝她，等会儿还有人来，哭肿了眼睛还有什么

样子？”——《作家文摘》 

例(14)中“也不想想”既表达了说话人的“斥责”语气，也是说话人使用这种语气的原因；例(15)的
“也不劝劝”则更明显地同时表达了说话人的嗔怪语气及嗔怪原因。以上例子也符合我们上述所说的“也

不 VV”的句法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也不 VV”的主语一般不能是第一人称，指出，因为“不”通常

是指主观否定，是指主体自己不愿意做某事，而说话人一般默认自己是正常的社会人，所以自身的预期

与常理预期相等(陈振宇、王梦颖，2021) [14]，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那此构式的意思就是“说话人因为

自己不愿意做某事而嗔怪(责怨、嘲讽)自己”，这不符合基本逻辑。 

5. “也不”的词汇化 

在以往研究中，“也不”一般被认为是副词“也”和副词“不”单独组合而成，从未有学者将“也

不”放在一起来谈。刘明奇(2023)在分析“也不知道 VP”时，就认为整个结构是 “不知道”与语气副词

“也”组合，再与 VP 结[15]。经过考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笔者发现除了“也不 VV”，还有许多

由“也不”组成的结构，比如：“也不 V 个 NP”(也不做个安排)和其他“也不 VP”(也不去一趟)等，

“也”和“不”频繁一起出现在不同结构中表达相同或相似的语气，“也不”或许已经有了词汇化[16] [17]
趋向。 

5.1. “也不”的来源 

表类似嗔怪、责怨等否定性语气的“也不 VP”最早出现在唐代： 

(16) ……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

恁麽总不得。子作麽生。山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唐\佛语录\《马祖语录》 

此处的“也不 VP”虽然不是典型的构式，但它已经发展出了情态意义(modal meaning)，显现出某种

语气色彩，表达着言者的情感态度。 
“也不 VV”结构则最早出现在明朝小说中： 

(17) 薛教授说龙氏道：“你看，那脸上的灰也不擦擦。”龙氏拿着袖子擦那脸上。薛教授道：“你靠近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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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你擦擦。”——明\小说\《醒世姻缘传(中)》 

“也不 VV”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小说话本中，可见“也不 VV”是汉语口语化发展的产物，口语性

极强。至于为什么非要用“也不”，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受经济原则以及语流音变的影响，汉语中“也不

会”(此处“会”并不是表“能力”)逐渐演成了“也不”，比如： 

(18) 亮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十余人，心下思量：“这伙人，刀也不会【也不】拿一拿，分明是伙毛贼，我不

如活捉几个，问他下落。”——明\小说\《英烈传》 

5.2. “也不”词汇化的依据 

上文已经提到，构式“也不 VV”由“也”、“不”以及动词重叠组成，即此构式包含三个构件，那

么就有一个问题，处于中间位置上的“不”是和前面的“也”联系更紧密，还是和后面的动词重叠联系更

紧密呢？ 
郝文华(2006)早在《强调“异”的“也”字句》一文中，针对“也”的语感作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多

数被试认为“也”字不出现时，后续句在“同”和“异”上是两可的；但是当“也”字出现后，其后续句

须是“异”的[18] (转引自李愿 2021)。这初步体现了“也”与否定副词“不”的相关性，我们也可以进一

步分析： 
假设“不”和动词重叠联系更紧密，我们可以将“也”删去： 

(19) “尚德全是为谁？他是为我这个工程总指挥，为你这个市委书记。你不想想，撤了他，只有肖道清这种人

高兴，会让多少干事的同志寒心呀？！”——《作家文摘》 

(20) ……那副憔悴疲惫的样子，又生气又关切地说：“还课题课题的，你不想想自己到了什么地步了。快算了，

别再吃苦受罪了。”——《人民日报》 

以上例句在句法上仍然成立，似乎“不”和动词重叠是一体的。但是，仔细对比就会发现，加上“也”

和不加“也”在语义上有所差别，不加“也”，一般是问句，即使是知域“也不 VV”，更多的也是表“劝

告”的意思，缺乏或者鲜有嘲讽义。所以，要表达嗔怪、责怨、嘲讽的构式义，必须要有“也”。 
相反，假设“不”和“也”联系更紧密，替换掉动词重叠，“也不”还可以和别的结构组成新的构

式，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也不 V 个 NP”等等，甚至可以说，在一定语境下，“也不”后面可以接任何动

词或动词性结构，并且，这些包含“也不”的结构和“也不 VV”在语义和语用义上都相同或相似：在语

义方面，都有否定性色彩，在语用方面，都表示着说话人的嗔怪、责怨或嘲讽。 
综上所述，在“也不 VV”等类似构式中，“不”在和前面的“也”联系更紧密，故“也不 VV”应

该做如下划分： 

也不/VV      也/不 VV  

另外，“也不 VP”结构中的“也不”与其他“也” + “不”完全不同，比如“也不是”“也不就

是”“也不过是”“也不见得”“这也不要、那也不要”，这些结构里面的“也”和“不”是完完全全分

开的，去掉“也”，意思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也”在这些结构中主要表“委婉语气”或者“类同”，显

然这些“也” + “不”和“也不”有着本质区别。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也不 VV”里面的“也不”可以看成一个整体，有词汇化趋向，正逐渐从

副词“也” + 副词“不”演变为一个副词。结合前文分析，笔者认为“也不”正逐渐词汇化为一个否定

性语气副词。处于词汇化过程中的“也不”在句法功能方面只能充当状语，不能充当其他任何句法成分，

不能重叠，目前也还不能单独使用；在搭配功能方面，“也不”具有定位、粘着的特点，只能附着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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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前面充当状语；在所表示的意义方面，“也不”意义还比较空灵，主要表示说话人的语气。 

6. “也不 VV”与“也不 V” 

据上文分析，“也不”正逐渐演变为一个否定性语气副词，它的语气是这个词本身带有的。在“也不

VV”这个结构中，“嗔怪”“责备”“嘲讽”等语气都可以靠“也不”来显现，动词重叠似乎只有“表

小量”的作用，但其实，动词重叠有时会表达一定的语气，动词重叠甚至会成为区分构式与非构式的依

据。 
“也不 VV”和“也不 V”看似只有动词重叠与非重叠的区别，但通过搜索语料库，笔者发现如果要

表达嘲讽、责备、嗔怪等语气，经常会用“也不 VV”，很少用到“也不 V”，“也不 V”经常作为非构

式出现，表事实。比如： 

(21) “医生证明他们已经死了四十八小时，他们不理；甚至家属来劝说，他们也不听。他们要求解释清楚：为

什么有的人大发战争财而他们就该埋在地下？” 

以上例子中的“他们也不听”与前文“他们不理”搭配，表递进，并没有多余的语气色彩，“也不

V”在此处也不是构式。这里要说明构式“也不 V”与非构式“也不 V”的区别：“也不 V”作为构式，

与“也不 VV”类似，都表达了对某一对象的否定性语气，稍有区别的是，相比于“也不 V”，“也不 VV”

更能体现“轻蔑嘲讽”义，这是由于“也不”本身带有否定性语气，但动词重叠后说话时间变长，感受时

间也变长，会增强这种由“也不”带来的“阴阳怪气”色彩，而责备或嗔怪语气则较为直接，动词不重叠

并不影响这类感情的传达，甚至有时候动词不重叠更能体现说话人态度的强硬；“也不 V”作为非构式，

除了那些很容易判断的非构式以外，一般不单独出现，其前面或后面必须有表并列的结构出现，如例(21)
中“A，他们不理；B，他们也不听”。但区分构式与非构式“也不 V”最主要的标准还是是否表达了嗔

怪、责怨、嘲讽等构式义，故要根据具体语境加以判断。 

7. 总结及余论 

构式“也不 VV”有知域和行域之分，但二者都体现了说话人的否定性语气。知域“也不 VV”大多

表嘲讽、轻蔑，行域“也不 VV”大多表嗔怪、责怨。“也不 VV”构式义浮现，与“也”“不”、动词

重叠都紧密相关，“主观性”与“可及性”是理解“也不 VV”构式义的重点。此外，“也不”正处在词

汇化过程中，表达着某种否定性语气。有必要提及的是，动词重叠在“也不 VV”中主要起两个作用：1、
提高可及性；2、增强感受性，所以有着相同作用的结构如“V 一 V”“V 一下”等也能与“也不”组合

成为一个构式(如例(18))，意思并没有太大区别。还有必要提及的是，“也不”似乎永远不能单用，因为

副词“也” + “不”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通常是“也不是”“也不会”的省略，“也不”能否完成

词汇化，或许仍是一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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