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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免得”及其否定式“免不得”、“不免得”，深入探讨其词汇化、语法化过程及相关问题。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阐述“免得”从词组到动补复合词的演变，梳理“免不得”自北宋起的发展脉络及

其凝固性逐渐增强的趋势，剖析“免不得”的结构特点，以及它在现代汉语中趋于消亡的状况。研究揭

示了它们在语言发展中的规律，丰富了对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演变的认识，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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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voiding” and its negative forms of “unavoidable” and “not avoiding”, exploring 
in depth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s well as related issues. By analyzing the 
corpu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evolution of “avoiding” from a phrase to a compound word with 
verb complement,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unavoidable” since the Northern Song Dyn-
asty and its trend of increasing solidification,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navoi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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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tendency to disappear in modern Chines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ir patterns in language devel-
opment,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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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述补结构是现代汉语区别于其他诸多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句法结构，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影响到现代汉

语语法体系建立的主要结构。石毓智对于“X 得”、“X 不得”结构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1]，石阳从历

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该结构进行了完备的文献综述，并首次使用构式理论分析了凝固性“X 不得”结构

[2]。在“X 得”、“X 不得”结构中，汉语学界关于“免得”、“免不得”的研究成果较少，至今还没

有“免得”及其否定式的系统研究。 
本文立足于前人的基础，旨在系统地研究“免得”的词汇化、语法化及其否定式的相关问题，以期

丰富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认识。本文语料均来自 BCC 语料库。 

2. “免得”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2.1. “免得”的词汇化 

在古汉语中，“免”和“得”都具有独立的意思。《说文解字》载：“得，行有所得也”。义为“得

到、获得”，与“失”相对。例如： 

(1)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周易·恒》) 

(2)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亭记》) 

姜雯指出，《说文解字》中无“免”字[3]。金文从宀，从人，与魏三体石经同。郭沫若《两周金文

辞大系考释》认为“免”是“冕”之初文，象人着冕形。《广雅·释诂四》：“免，脱也”。 

(3) 所谓尸解者，何等也？谓身死精神去乎？谓身死不得免去皮肤也。(《论衡·道虚》) 

例句(3)意为：所谓的尸解，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说人死后精神离开了身体呢？还是说人死后连皮肤

都不能免去(依然留存肉体)呢？ 
概念隐喻理论由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

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概念域(源域)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

概念域(目标域)。随着词汇的不断演义，“免”由本义“脱掉、去掉”到“免除、避免”，从具体的“源

域”到抽象的“目标域”，体现了隐喻的特点。 

(4)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齐桓晋文之事》) 

经语料分析，“免得”的词汇化历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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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 + 得 + O 

(5) 僧云：“如何免得此过？”(《祖堂集》) 

(6) 太子吟咏已了，更乃愁忧，嗟叹我辈凡夫，如何免得此事。(《敦煌变文选》) 

这里，我们理解为【免{得} + 此过】、【免{得} + 此事】，表示【避免{得到} + 名词性成分】。 
2) 免 + 得 + VP 
“得”是在连动结构“V + 得”词汇化、语法化的关键。根据研究，隋唐五代时期，“得”已经部分

失去了独立运用的功能，意义虚化，表示“能够”的意思。“免得”由两个独立的动词转变为了一个动

词，整体上表达的意思是“能够避免”。一直到宋代，仍存在“能够避免”的用法，例句如下： 

(7) 小娘子如今娉了，免得父娘烦恼。(《敦煌变文》) 

(8) 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禅宗正脉》) 

(9) 僧问：“庵主得甚么道理，便住此山？”师曰：“也欲通个来由，又恐遭人点检。”僧曰：“又争免得 。”(《五

灯会元》) 

(10) 自忖图报私恩路得通。却免得㘅<口衔>寃气贯虹。(《飞丸记》) 

例句(7)中“免得父母烦恼”表示女子嫁人能够避免父母烦恼；例(9)在杉洋庵主与僧人的对话中，僧

人问庵主领悟了什么道理，才居住在这座山上？庵主犹豫不决担心被别人指摘挑剔。僧人说：“又怎能

避免(被人指摘)呢”。文中“又争免得”理解为“又怎么能够避免”更加恰当。 
在“免 + 得 + VP”结构中，出现了三个动词，必然有一个动词呈现弱势状态。其中，在“V 非取

得义 + 得”中，“得”的动词义“得到、获得”直接消失，虚化义“能够”更加虚化，仅表示前一动作

的实现或结果。因此，“免得”由两个独立的动词转变为了一个动补复合词，整体上表达的意思是“以

免、避免”。 

(11) 那时懊恼不如竟到沐阳，也免得与狱吏为伍。(《儒林外史(上)》) 

(12) 不知不经艰苦而遂为平淡，又安能免得“肥妻子”之讥乎(《曾国藩家书》) 

(13) 长才大叔得胜了，“走，快去把那些东西提回来，免得……”“这……”润生犹豫不决。(陈忠实《十八岁

的哥哥》) 

句子(12)存在“安能 + 免得”结构，表达“怎么能避免”之意，其中“安能”意为“怎么能”，可

知，此时的“免得”已经凝固成词，“得”字直接虚化成为助词，含义仅为“以免、避免”。 

2.2. “免得”的语法化 

沈家煌指出：“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

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但是，也有人把“语法化”的范围扩大：语法化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实词逐渐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二是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

结为一个单词的过程，可分别简称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 
“免得”语法化的机制主要包括语义虚化、语用推理和重新分析。 
1) 语义虚化：最初，“免得”是由“免”和“得”两个词组成的词组。“免”有“避免、免除”的

意思，“得”有“能够、可以”的意思。例如在古代文献中可能出现“幸蒙君之力，免得罪于王”这样的

句子，这里“免”和“得”是分开的，语义比较实在。随着语言的发展，“免得”逐渐融合，语义开始虚

化。在“你快些走，免得迟到”这样的句子中，“免得”的语义不像“免”和“得”单独使用时那么具体，

它整体表示一种目的关系，即通过前面的动作来避免后面的情况发生，“得”的“能够”的实义逐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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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向一个表示目的的语法标记转化。 
2) 语用推理：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人们根据语境和会话原则进行语用推理。当听到“免得”这个词

时，听话人会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是为了提示采取某种行为以避免某种不利的结果。例如“尽量改溜泥土

小径，朝黑豹的石屋迈进，免得‘打草惊蛇’”。从语用角度看，说话人通过“免得”引导听话人关注

“打草惊蛇”这个负面结果，从而推断出尽量改溜泥土小径这个行为的必要性。随着这种语用推理的反

复使用，“免得”的这种表示目的、预防的语法意义逐渐固定下来。 
3) 重新分析：在长期的语言演变中，“免”和“得”逐渐融合成一个词。语言使用者对“免得”的

结构进行重新分析，不再将其视为两个独立的词，而是一个表示实现和目的关系的语法单位，从“免 + 
得 + O/VP”到“免得 + O/VP”。如例(5)“免得此过”，表示“避免 + 得到(导致) + 这个错误”；而例

(11)“又安能免得‘肥妻子’之讥乎”则表示“避免 + (遭受)‘肥妻子’的讥讽”。这种融合和重新分析

使得“免得”从一个松散的词组变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语法功能的词，完成了语法化的过程。 

3. “免得”的否定式 

同“舍得”存在“舍不得”、“不舍得”两种否定式一样，“免得”也存在“免不得”、“不免得”

两种否定式。 

3.1. “免不得”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免不得”收纳为动词，意为“免不了”。李春燕认为，“免不得”是述

补短语，具有谓词性和副词性两种用法，谓词性用法，义为“不能免除”；副词性用法，义为事情或动作

行为的发生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是根据常理进行的主观推测，能够体现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和情感。经

研究和语料分析，“免不得”作动词的用法更为普遍[4]，例句如下： 

(14) 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

怩”。(鲁迅《狗·猫·鼠》) 

(15) 在落实中央政策和处理日常工作中，支部书记违不得、免不得。(《人民日报》1995) 

(16) 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艺儿。(老舍《小型的复活》) 

经李春燕研究，“免不得”最早出现在北宋，此时的“免不得”已经理解为“避免不了”[4]： 

(17) 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黄帝大段用兵。(《朱子语类》) 

石阳认为，表能性范畴意义的“X 不得”结构，“不得”充当可能补语，认为此类结构中的“得”是

动词，表示可能，受否定副词“不”修饰构成偏正结构“不得”充当的补语[2]。但笔者以为，这里的“得”

在词性上已经成为助词，用于动词之后，表示可能、可以，其否定式为“不得”。 
通过语料分析，“免得”最早出现于唐朝《敦煌变文》，“免不得”最早出现于北宋《朱子语录》；

“免得”、“免不得”最早同时出现于南宋《五灯会元》，分别理解为“能够避免”和“不能避免”，

“得”字的本义已经虚化，整体可看作一个词语： 

(18) 若一人免得，无有是处。若免不得，海印发光。(《五灯会元》) 

元明清时期，“免不得”的凝固性变得越来越强，例如： 

(19) 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0) 盖部曲人妻，本夫身死则复为良，杂户之妻终身属官，非遇恩免不得为良，故有此异也。(《别本刑统赋解》) 

(21) 从今那复容高傲，免不得改稿时颠头簸脑，说堂时垂手呵腰。(《藤阴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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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免得” 

汉语中，动词的否定形式一般为“不 + V”，通过否定副词“不”修饰动作，以表达否定的含义，例

如“走–不走”、“认为–不认为”，“免得”作为一个凝固性动词理应同样存在“不免得”的否定式。

但经高育花研究，晚唐五代时期，在“NP (施事主语) + 不免 + VP”句式中，非核心动词“免”的动词

义已明显虚化，此后“不免”进一步凝固，成为一个合格的语气副词，强调由于某种原因，行为主体不由

自主地产生某种行为或出现某种状态[5]。 
因此，我们认为该划分不合理，“不免得”应划分为“不免 + 得”，“不免”是主要部分，表示“免

不了，不可避免”的意思，是一个副词；“得”在这里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在语义上和“不免”紧密相

连，加强不可避免的语气，如“故地重游，不免想起往事”。 
BCC 语料库显示，“不免得”整体语料较少，最早出现于明代，用作副词，清代、民国时期使用频

率渐高，多用于小说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已基本不作书面语使用。 

(22) 调羹平日也还算有涵养，被人赶到这极头田地，便觉也就难受，背地里也不免得珠泪偷弹。(《醒世姻缘传》) 

(23) 那王莽直至于改汉祚十八年，建国号曰“新”，不免得光武中兴……(《二刻醒世恒言》) 

(24) 接着云兰唱了一段《二进宫》，却也唱得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舛误，大家也不免得赞了一声。(《九尾龟》) 

3.3. “免不得”和“不免得”的比较 

在近、现代汉语中，“免不得”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不免得”，其中“免不得”已被《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版)》归为动词，而“不免得”在 BCC 语料库(多领域)中仅有 40 条用例，其 40 条例句中仅有 3 条

符合“免不了”的意义规范。 

(25) 白牡丹道：“江三公子不免得管得太多么？”(卧龙生《一代天骄》) 

(26) 鸳鸯笔沈伸玉，单钩镖齐实质，连环套腿范之房，步步紧曹刚分别向众人引见，不免得大家又互相寒喧客

套了一番(司马紫烟《紫拐乌弓》) 

(27) 女人就是这样，她明明知道慕容夜和洛可宁都是为她而来，但一说破，不免得羞涩不已……(李凉《杨小邪》) 

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免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原因。 
第一，“免不得”是“免得”的对称否定式。“免得”和“免不得”都是从能性述补结构词汇化而

来，不论是短语还是动词，二者都是以“述补”为原则组合的，人们心理上更倾向于使用与“免得”形式

对称的否定式。“不免得”由于其结构比较松散，划分为“不免 + 得”，“得”常与后文 N 结合，组成

“不免 + 得 N”结构；“不免得 + V”反而比较少见。第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免不得”从宋代起

就已经成为一个词，其后凝固性不断加强，符合人们长期以来的用语习惯。同时，与“免不得”语义相近

的表达方式有很多，如“免不了”、“难免”等。这些词汇在语言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挤压了“不免

得”的使用空间。此外，“不免”本身就能够独立表达“免不了”的意思，后面再加上“得”显得有些赘

余，加之其略显拗口的发音，“不免得”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淘汰。 

4. 小结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免得”的词汇化、语法化及其否定式“免不得”和“不免得”。“免得”经历了

从“免 + 得 + O”到“免 + 得 + VP”再到凝固成词的词汇化历程，其语法化通过语义虚化、语用推理

和重新分析实现。“免不得”在北宋已出现并理解为“避免不了”，元明清时期凝固性增强，在近、现代

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且被归为动词。“不免得”应划分为“不免 + 得”，虽在明代已出现，但整体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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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消失。 
其中，“不免得”结构消失主要包括“免不得”是“免得”的对称否定式，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语言经济性原则；“不免得”结构自身的成词缺陷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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