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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程度构式“X得不像话”在交际中频繁使用，是说话人为凸显X程度高所进行的主观评价。该构式从客观

上具体表达言语行动违反常理演变为主观上抽象标记正面与负面倾向的程度之深，并进一步通过交互主

观性获得听话者的认同。本文基于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分析构式“X得不像话”的语义特点与句法功能，

结合语料探究该构式共时平面的主观性表现与其在交际中的互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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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construction “X De Bu Xiang Hua” is frequently used in communication, serving as a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to emphasize the extreme degree of X. Originally denoting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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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tions of conventional norms in speech acts, this construction has evolved into a subjective 
marker abstractly indicating the depth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s, while further 
achieving hearer alignment through interactivity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X De Bu Xiang Hua”. Using corpus data, it investigates the synchronic manifestations of subjectivity 
in this construction and its interactive functions i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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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De Bu Xiang Hua” (The “Extremely X/An Exaggerated Degre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Subjectivity, Interactivity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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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X 得不像话”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愈来愈高，由原来意为“违背常理”的动宾结构“不像话”通

过词汇固化、语义虚化后逐渐演变为表示 X 程度的补语成分，可以表示某人、某事好或坏得无法形容，

超出说话人的预期，促使其主观性程度不断增强。目前网络平台中“X 得不像话”超越了传统的否定评

价功能，逐渐在特定的交际互动语境中发展出更广泛的正面夸赞功能。 
近年来，学界主要是对于“不像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词汇化、语法化过程、语义演变及情感表

达等方面。张天雪(2001)考察了“不像话”从动宾结构向固定表达发展的语法化轨迹，认为其最初表示言

语或行为不合情理，后逐渐虚化为程度表达，并能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展现出语义泛化的特征[1]。而李

金凤(2017)进一步分析了“不像话”在不同句法结构中的语用功能，指出其在主谓、偏正、述补等结构中

均可出现，且表现出较强的评判性和情感色彩[2]。刘荣荣(2018)则聚焦于“不像话”在“X 得不像话”结

构中的功能，认为该构式主要用于表达极量程度评价，已固化为构式成分，不再具有原初的否定意义[3]。
还有学者认为“不像话”从否定性短语结构逐渐词汇化，并演化成具有凸显主观情态的话语标记(王志英，

2020) [4]。 
尽管上述研究揭示了“不像话”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化发展及其主观性特征，但大部分聚焦于其历

时演变层面的发展，对“X 得不像话”作为完整构式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基于此，本文拟从主观性与交

互主观性的角度出发，探讨该构式如何在语言使用中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以及在交际互动中如何通

过程度评价建构对话者间的态度共识和立场调控机制，以期深化对该构式语用特征的理解。本文语料均

来源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2. “X 得不像话”的构式特征分析 

2.1. “X 得不像话”的来源与构式义 

1、来源 
“X 得不像话”较多出现于网络平台以及日常口语，其中“不像话”从动宾结构表示实在的具体意

义逐渐词汇化演变为形容词，具有固定的整体意义(指言语行动不合乎道理或情理)，并随着语言经济性原

则以及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进一步虚化为表示否定评价或肯定赞美的程度义，作为补语成分传递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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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观情态从而形成“X 得不像话”程度评价构式。 
2、构式义 
根据 Goldberg (2006: 5)构式语法理论指出：“任何构式只要是在其形式或者功能上的某方面无法从

它的组成成分或者其他已经证实了的构式来预测，都会被确认是构式。”[5]构式的典型特征体现在整体

的意义独立于构成要素的意义(牟关早，2024) [6]。 
“X 得不像话”满足其构式的定义，该构式的意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中得到完全预测，并非各部分

意义的简单相加，即其整体意义为“X 表示正面积极程度极高”无法直接从“X”“得”或“不像话”的

语义中推导出来，而是具有固定的构式义。“得”是述补结构中的典型的补语标记，引导其后的程度补

语，“不像话”则是语义虚化表示为极端程度，两者都是该构式中的常项，固定不变，而 X 是变项，以

不同的词性出现从而使该构式具有多元的语义功能与丰富的感情色彩，因此，“X 得不像话”作为现代

汉语的程度构式，核心功能是表达说话人主观上对于 X 的性状或者行为的极端否定或肯定的程度评价。

从 CCL 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共 358 条语料，通过对“X”语义色彩进行统计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data on semantic colour 
表 1. 语义色彩数据统计 

“X”语义色彩 句法形式 次数 频率 

表贬义 “X”得不像话 47 13% 

表褒义 “X”得不像话 302 84% 

表中性 “X”得不像话 9 3% 

 
根据 X 的褒贬义，存在少量表示否定倾向的程度评价，存在极少量中性评价，大部分表示为正面的

积极程度评价，进一步说明“X”得不像话构式的成立。按照其发展时间，该构式最初多用于书面上表示

负面倾向的极端评价。例如： 

(1) 后来他看见他们实在闹得不像话，便悄悄地溜进角门找他的三叔克明去了。(巴金，《春》，1938) 

(2) 房子破得不像话了，楼梯坏的不能走人，墙上黑的像涂了层漆。(《人民日报》，1958) 

但是近年来在网络平台上以及日常口语交流中时常将“X 得不像话”用于说话人主观上的正面积极

评价。例如： 

(3) 假面舞会果然性感神秘颇受欢迎，装扮好的姑娘们都美得不像话。(微博，2010) 

(4) 一样的景，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宏村美得不像话！(微博，2012) 

同时出现了中性评价，需在下文中结合语境具体分析。以上的用法说明目前在网络用法中“X 得不

像话”的主观性特征更加突出，其用法突破了负面极端评价义，更多倾向于形成构式用以表达积极的正

面高度赞美义，并且在特定语境对话中凸显幽默感从而促进双方会话合作。 

2.2. “X 得不像话”的构件分析 

构式“X 得不像话”由“X”“得”和“不像话”三部分组成，其中，“X”是变项，后两部分是常

项，其中，将简要探析常项“不像话”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过程。下文将对各构件进行具体分析。 
1、变项“X”词性 
该构式的唯一变项“X”具有多种词性，最常见的是形容词与动词。 
首先，变项“X”为形容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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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美得不像话！抬头有蓝天，远方有青山，低头有绵延不断地毯般的绿草茵茵！(微信公众号，2010) 

(6) 自从大阅兵以来，北京的天总是蓝得不像话。(微信公众号，2015) 

(7) 大爱夫妻肺片，毛血旺，川北凉粉，青花椒香得不像话，非常解馋。(微博，2012) 

朱德熙(1982)认为，性质形容词可以表示事物的程度性变化，因此能够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如“很

高”“非常聪明”[7]。张国宪(2000)进一步指出，性质形容词具有可分级性，而状态形容词则是固定的状

态，因此通常不接受程度副词，如“非常乱七八糟”是不自然的表达[8]。基于学者的研究并通过语料库

分析，“X”通常由性质形容词来充当，可以受到程度副词的修饰，如例(1)中的“美得不像话”中的“美”

量化后为“很美”“非常美”“美极了”，例(2)同样。而状态形容词则本身具有一定的程度义，例如例

(3)中的“香得不像话”不能改为“*香喷喷得不像话”“香喷喷”作为状态形容词不具有程度性的量化。

因此，在该构式中，“X”应具有[+可量化]的形容词，即性质形容词。 
其次，变项“X”为动词。例如： 

(8) 实在做得不像话了！我是代表奚流来的！(戴厚英《人啊人》，1980) 

(9) 苻坚觉得樊世闹得不像话，把他办了死罪。(冯国超《中华上下五千年》，1984) 

(10) 沈拓骂完了，心舒坦多了，看她哭得不像话，上前大手一拥，把她的头按进他的胸膛，让她尽情宣泄。(芃

羽《怪盗游侠》，1998) 

(11) 加上今天在车管所的遭遇，广州真心让爱这座城市的人感觉太陌生，已经倒退得不像话了。(微博，2012) 

当“X”作为动词时，上述例子中的动词“做”“闹”“哭”“倒退”同样具有量化的效果，即动词

表示的动作可以达到不同的程度，在该构式中表示动作程度达到了极点，并且具有可持续性，动作持续

时间极短的动词不能进入该构式，例如“*拍得不像话”“*忘得不像话”。因此，在该构式中，动词“X”

应具有[+可量化] [+持续性]的语义特征。 
2、变项“X”感情色彩 
在“X 得不像话”构式中，“X”的选择不仅与其词性、语义特征有关，还与其感情色彩有密切的联

系，从感情色彩的角度看，“X”可以分为褒义、贬义与中性三类。例如： 

(12) 一觉醒来发现天气好得不像话。(微博，2010) 

(13) 房子破得不像话了，楼梯坏的不能走人，墙上黑的像涂了层漆。(《人民日报》，1958) 

(14) 相比派县和清莱，这个迷你山城安静得不像话，稻田、寺庙、市集，都保留着百年前泰国最初的模样。(微

信公众号，2016) 

以上褒义、贬义以及中性词语均可以进入该结构中“X”的位置，但是需要放在具体语境中，从构式

的整体出发去判断其感情色彩，具有极强的主观化倾向。例如： 

(15) 他再也想不到说话那么温柔，笑声那么好听的一个女子竟肥得如此可怕，简直肥得不像话了。(古龙《多情

剑客无情剑》，1970) 

(16) 生蚝和扇贝的新鲜程度就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生蚝肥得不像话，扇贝也是鲜美多汁，还有大个儿的鱿

鱼劲道弹牙。(微信公众号，2016) 

同样是“肥得不像话”，两者所描述的对象有所不同，前者蕴含贬义，而后者则是带有褒义色彩，因

此要根据前后文语境来推断其特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不同的程度评价义。 
3、常项“得”“不像话” 
首先，常项“得”在该构式中充当述补结构中程度补语的标记，连接变项“X”与表示程度的常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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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话”，促使“X”的行为或者状态的极端表达。 
其次，“不像话”最初主要是否定式动宾结构“不像 + 话”，用于客观上评价言语是否符合道理，

在这一阶段里“不像话”保留其字面意义，即指人的言语不合情理。例如： 

(17) 采和听她越说越不像话，不期哈哈大笑起来。(清《八仙得道》) 

(18) 济公说：“我是姑子庵的。”这个三爷一听说：“你这不像话。你是和尚，怎么在姑子庵，男女混杂？”(清

《济公全传》) 

随着其不断发展，描述的对象发生改变，语义从描述言语不合情理扩展到人的行为不合常理，开始

转向主观性评价方向发展，可在其前附加“真”“可”等词对“不像话”进行修饰，这也表明“不像话”

逐渐固化，主观性不断增强。例如： 

(19) 三个人拉着妇人进了庙内屋中，将妇人倒捆二臂。这妇人连哭带骂。刘道玄说：“这可真不像话，赶早将

妇人放下，万事皆休，不然我就到嵩阴县把你们告下来。”(清《彭公案》) 

(20) 陈亮正在屋中观看，听众人要进来，自己一想，叫人躲到屋中，可不像话。(清《济公全传》) 

在现代汉语中，“不像话”从评价意义向程度表意发展，逐渐语法化为固定表达，指说话人主观上

强调负面程度之高。“不像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 7 版)主要表意为：(言语行动)不合乎道理或情

理；坏的没法儿形容。例如： 

(21) 他说，这事绿蒂做得不像话，不该让小孩子搞这一套。(韩耀成译《少年维特的烦恼》，1995) 

(22) 但是长期放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淋，有不少已经锈得不像话了。(《人民日报》，1955) 

在“X 得不像话”构式中，通过主观性不断增强，“不像话”从否定结构逐渐语义扩大并固化形成整

体意义，并随着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甚至网络上产生极高程度的正面夸赞评价，而否定评价色彩进一

步减弱。如：“美得不像话”“好得不像话”等等，体现了语法化和主观化的趋势。 

3. “X 得不像话”的语法功能及其主观性分析 

3.1. 作谓语 

构式“X 得不像话”作谓语的例子较多(主语 + “X 得不像话”)，表示主语性质或状态达到了极点，

主观性最强，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评价，表述说话人的批评、惊叹与夸张等，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23) 房子破得不像话了，楼梯坏的不能走人，墙上黑的像涂了层漆。(《人民日报》，1958) 

(24) 出敦煌，晚开的夕阳美得不像话。少年月亮终于躲进又厚又暖的乌云歇了。(微博，2013) 

(25) 这肉香得不像话，凭什么只有你家的锅能煮？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家的老腊肉，匀也要匀我一点！(《人

民日报》，2018) 

3.2. 作宾语 

构式“X 得不像话”作宾语的例子极少，从收集语料中发现主要是在“觉得”后出现(觉得 + “X 得

不像话”)，仍然带有主观色彩，其评价对象具有结果化，能够感染听话人，具有交互主观性的特点。 

(26) 如果可以，我想跟你一起到细微末节的地方，即使是那细弱的小草和尘埃里的花朵，也都让我觉得美好得

不像话。(微信公众号，2016) 

(27) 沈从文的描述，的确让边城茶峒更为人所向往，来到这里之后，你甚至会觉得安静得不像话。(微信公众号，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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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作定语 

构式“X 得不像话”修饰名词成分时作定语(“X 得不像话” + 名词)，名词成分一般是具体的人物

或事物，通常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共识或社会标准，带有主观评价的感情色彩。 

(28) 漂亮得不像话的新衣服。(微信公众号，2016) 

(29) 邂逅大风车赏华宁陶就在玉溪华宁县，有个美得不像话的风电场――磨豆山，你知道吗？(微信公众号，2016) 

3.4. 作补语 

构式“X 得不像话”做补语时，主要是强调上文所描述的事物或行为对说话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影响，

通常具有一定的夸张色彩，突出说话人主观上的情感投入。 

(30) 回到家发现家里乱得不像话。(微博) 

(31) 我还能歌唱，能倾听，能奔跑，能看见一切温暖的，真心觉得生活美好得不像话了。(微博) 

(32) 才三点半就堵车堵得不像话了。(微博) 

综上所述，“X 得不像话”可以出现在谓语、宾语、定语、补语位置，结论见表 2。 
 

Table 2. Grammar func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subjectivity 
表 2. 基于主观性的语法功能表现 

语法功能 例句 主观性表现 

谓语 房子破得不像话 最为常见，单方面的主观性核心量级表述，是说话人对客观事物超出常规的直

接评价，不涉及听话人。 

宾语 我觉得美好得不像话 最为少见，侧重说话人心理主观感受，评价对象基于社会标准与他人共识，评

价具有事实结果化，感染听话人。 

定语 漂亮得不像话的新衣服 较为常见，形容名词对象，基于社会群体共识的用于描述某个事物的主观评价。 

补语 堵车堵得不像话了 较为少见，强化主观情绪，修饰动词，强调由于 X 影响当前事件的发展，主观

情绪色彩强烈。 

4. “X 得不像话”的语用功能及其主观性分析 

沈家煊(2001)指出：“‘主观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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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式“X 得不像话”评价对象极其广泛，是说话人在网络平台或口语交际中用于表述自己的立场、

情感与认知，随着频繁使用以及语境多样化，从多用于否定消极评价到目前广泛使用的正面赞美评价。

其核心功能是表达说话人主观上对于 X 的性状或者行为的极端否定或肯定的程度评价，因此本文接下来

将从说话人的立场、情感表达、个体认知三方面进行探究。 

4.1. 表述强烈立场 

构式“X 得不像话”从说话人本身的立场出发，带有“自我”的表现成分，以自身的经验标准为基

础，不仅仅简单表示其程度的极高，而是依赖于说话人对 X 超出客观常规的主观量级评价，具有极强的

主观性特征。例如： 

(33) 香港的东西贵得很，哪里买得起，我就给孩子带了点小食品，别的人也没敢花钱，导游特别不高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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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2011) 

(34) 其实，香港的某些高档消费品虽说价格低廉，但生活必需品却大都贵得要命。(《人民日报》，1980) 

(35) 可是他总归是回答了她的一些问题，还叫了几片有名的宝松火腿，贵得不像话，还有一瓶香槟，跟她在伯

爵家喝的味道完全不同。(《玉女私情》) 

按照程度由低到高排列，从例(1)到例(3)的程度量级分别是贵得很<贵得要命<贵得不像话，例(1)中的

“贵得很”表示价格高，但仍在合理范围内，例(2)中“贵得要命”对比强调价格昂贵的程度高，但出于

必需品依旧可以忍受，而例(3)则主观化极其强烈，表达出说话人从自身消费水平出发，表述主观上无法

接受的极端状态。因此可以看出说话人运用该构式带有强烈的主观立场与判断，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程

度极小，例如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与购买力的不同等。 

4.2. 增强情感表达 

构式“X 得不像话”同样也是情感表达的强化手段，说话人通过表述该构式可以传递个人情感，情

绪色彩强烈，并且在网络平台、口语使用时前加“真”“简直”等副词，“呢”“啊”“吗”等语气词表

达感叹、反问来进一步强化主观情感的抒发，增加情绪感染力。例如： 

(36)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碗粉丝，关键就在那麻汁酱料上，简直香得不像话！(微信公众号，2016) 

(37) 帝都、帝都、行程在哪里？美得不像话呢！(微博，2013) 

(38) 西南方天上大片鱼鳞状的白云，这天儿亮得不像话啊。(微博，2012) 

同时该构式较早运用于负面评价，表述说话人的不满与批评，并进一步发展为正面评价，通过主观

夸张表述表达惊叹与赞美。例如： 

(39) 头发脏得不像话了，又是汗，又是土，粘成一团，梳都梳不开。我决定去理发馆理一理。(《人民日报》，

1956) 

(40) 济南的泉水，简直清得不像话，每一汪小泉都是一首透明的诗，映得出你的影子和天光云色，你就和天光

云色一起走入了诗中。(《人民日报》，2015) 

4.3. 展现个体认知 

构式“X 得不像话”的使用因人而异，例如上文的例(35)中说话人表述“宝松火腿贵得不像话”，普

通消费水平者认知中根据自身消费与收入不匹配后所作出的主观判断，而对于消费能力高水平者则认知

中不会产生该看法，因此对于不同消费能力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足以说明该构式的使用具有极强

的主观依赖性。综上结论见表 3。 
 

Table 3.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subjectivity 
表 3. 语用功能与主观性表现 

语用功能 例句 主观性表现 

表述强烈立场 宝松火腿贵得不像话 从说话人本身的立场与经验出发，依赖于说话人对 X 超出客

观常规的主观量级评价，具有极强的主观性特征。 

增强情感表达 天儿亮得不像话 传递个人情感，情绪色彩强烈，表达感叹、反问来进一步强化

主观情感的抒发，增加情绪感染力，用于负面评价与正面赞美。 

展现个体认知 宝松火腿贵得不像话 每个个体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判断评价，具有极强的主观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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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得不像话”的交互主观性 

根据 Traugott & Dasher (2002)的理论，语言表达往往经历从主观化到交互主观化的演变，即某些原本

仅用于表达个体情感或评价的结构，逐渐发展为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认可的意义。张爱玲(2015)指出，交

互主观性不仅涉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还包含与听话人之间的认知共享和态度共建[10]。交互主观性的核

心特征在于通过认知协作，使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内容、观点和主观态度产生认同与共鸣(史金生、周

稚新，2023) [11]。 
在“X 得不像话”构式中，这种交互主观化特征尤为明显。该构式最初可能仅用于个体的极端感受

表达，例如“这天气热得不像话”“他在家闹得不像话”，但在目前网络平台中，该构式被广泛用于引导

听话人态度、强化群体共识，例如“这里风景美得不像话”“这部剧好看得不像话”不仅表达说话人的评

价，也试图影响听话人的认知，使他人接受其观点。同时，听话人也可以用作回应，从而形成交互主观

化的互动模式。因此，该构式已超越单纯的主观性，同样也是一种具有交互主观性功能的表达方式，在

会话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X 得不像话”构式在不同语境中的交互主观性存在一

定的差别，在谈话双方关系处于亲密状态时，该构式往往在口语中被赋予幽默调侃、赞美夸奖等轻松语

气，而处于权力不对等的正式语境中，则更多的是承载负面评价语气。本文接下来将通过收集 BCC 中的

对话语料，从认知引导、态度共建以及情感渗透三方面展开分析，并且从不同交际情景所提供的语用空

间差异性，进一步感知该构式呈现的交互主观性多样化特征。 

5.1. 认知引导 

首先，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建立认知共享框架，并且基于认知框架侧重单一方向引导使听话人接受

X 达到极端程度的评价，即说话人的语言表述是存在于双方头脑认知中的内容，该框架是听话人接收信

息后能够迅速解读、理解并给予回应的前提。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构式“X 得不像话”由于网络平台以

及日常频繁使用，因此其表示 X 达到极端程度的语义是存在于听话人认知框架中，是听话人得以迅速判

断说话人的意图，并不会产生其他特别的歧义。例如以下对话： 

(41) a：“这村儿简直美得不像话。” 

b：“哈哈哈对呀超美。” 

发话者通过认知协作达到双方对概念化客体的识解平衡(史金生、周稚新，2023) [11]，本例中会话双

方基于原有美的认知框架，都对村子的美景表示赞叹之意。首先说话人通过极端表达构建判断框架“美

得不像话”，听话人对于此信息在默认接受后迅速给予极端表达“超美”，在认知上达成了一致性。由于

极端表达“X 得不像话”表示 X 的程度达到了极值，出于会话交际协作，听话人往往会产生认同或附和。 
其次，该构式的认知引导还体现在新闻媒体报道中，例如新浪新闻报道中： 

(42) 实在美得不像话，这就是中国奇迹！ 

这是描述世界上峡谷间跨度最大的钢桁梁悬索“矮寨大桥”，两索塔间跨度达到了惊人的长度，成

为当时跨峡谷跨径的世界第一。通过设立引人注目的极端表意标题“美得不像话”进行新闻报道，从而

对公众进行认知引导。 

5.2. 态度共建 

态度共建是指会话双方对某一事物评价的共同认可，因此该构式可以出现于说话人和说话人的任何

一方，即说话人在表达个人观点时，通过该构式让听话人更加容易接受，从而形成共同立场或者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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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说话人的评价表示认可后运用该构式强化情感。说明“X 得不像话”不仅是表达个人观点，同时还

具有强化对方认同感的功能。上文第一部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认知引导中已经说明单一的引导以及听话

人相应的认可，接下来将叙述视角转换为听话人来运用该构式给予强化补充。例如： 

(43) a：“四哥，那时候，你好瘦的。” 

b：“是啊！现在胖得不像话！” 

例(43)中将叙述视角变为听话人视角，即听话人“四哥”对于自己的外形变化运用“胖得不像话”构

式给予回应，以期望达成态度共建的效果。通过极端程度表达过分夸张自己的体型变化，带有主观上自

嘲的意味，从而加强与对方的交际互动性。 
叙述视角的变化也说明构式的认知引导并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在交际中可以被双向使用，听话人也

可以运用该构式进行回应，来引导说话人的当前认知，使得双方达成共同认可以及话题强化，从而交际

变得更为自然。同时，还可以利用该构式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群体的凝聚力，例如“这本书好看得不像话”

“这部电影感人得不像话”。 

5.3. 情感渗透 

情感渗透指说话人运用多种语言表达手段，使听话人受其情绪感染而产生共鸣。根据与一般的程度

副词“很”“非常”相比较，极端程度义“X 得不像话”更具有情绪感染力，在极端化评价中感受情感表

达并激发情绪共鸣，从而对话顺利进行。例如： 
(44) a：“情侣装，甜得不像话。” 

b：“啊啊啊啊简直了。” 

说话人运用“甜得不像话”表示内心的极其激动，表达其对情侣装的喜爱程度极高，听话人受其感

染，通过语气词“啊”的连用给予反应，体现双方的情感共鸣。为增强其效果，还可通过语气词、重复、

语调等手段加强对话情感共鸣，促进双方互动。 

5.4. 情景差异下的交互主观性表现 

“X 得不像话”作为表达强烈主观评价的构式，其交互主观性的实现不仅仅依赖语言本体结构，

更多的是受到具体情景与交际双方关系的动态构建的影响，产生不同的语用空间从而使该构式呈现出

多样化的交互主观性特征。本文主要选取该构式出现在非正式语境和正式语境中的部分语料，分别对

应亲密、情绪化的交流场合与权力不对等、规范客观化的交流场合，并对其在具体语境的调适能力进

行分析。 
首先由上文可知非正式化语境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中，“X 得不像话”的使用极其活跃，多是表现积

极意义上的程度评价，往往携带强烈的情绪色彩，承担夸张表达、态度强化和群体共建等功能，往往用

于调侃、赞美或是抱怨的主观情绪。如例(44)，说话人通过高度主观性的表达不仅是内心情感的流露，同

时意在试图引导听话人接受其主观评价并渴望与听话人产生情感共鸣。 
其次正式语境中，尤其是新闻访谈中、政策评价中，该构式更多的是表达负面程度的评价，表达说

话人强烈的不满。例如在深圳卫视《22 度观察》中对于谈到赌球现象： 

(45) 董路(资深足球评论员)：所以有人说打击赌球，反赌扫黑，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管理者的所谓管理智慧，或者

是艺术的某一种考量。更何况最关键的，我们实际上是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打击的时机。你比方说马来西亚说反赌风

暴，说二百过个从业者都给逮起来了，那是因为都是现行啊，就是你们正在干这个事，我都给你们逮住了，已经闹

得不像话了，非抓不可。实际上闹得不像话的时候，没人出来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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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今日观察》节目中谈到房产问题： 

(46) 霍德明：这个对这个游资炒房团最大的一个杀伤力，我觉得是我后面要提到的，就是地方政府，它可以有

临时性的措施，就是干脆禁止甚至限制你购买的套数，这个太厉害了，尤其是以前的文件里面对地方政府，这一条

是完全没有规范的，现在授予了地方政府，当你觉得这个房价涨得不像话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做以下的这种限制

性的，当然也是临时性的措施。 

主持人：所以这次出台的这个调控措施也的确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网友在他们发来的

观点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读到这些新的变化。 
由此可见，在正式语境中的这类表达多用于强化批评态度，强调某种现象超出了常人可以接受的程

度，赋予其夸张语气以引发他人重视警觉。以上两例都是新闻访谈的正式语体，这类语境可以看出两个

共同的特征：一是说话人的权威性较强，其公众影响力较大，能够令人信服；二是表达内容往往带有问

题批判性，需要借助极性程度评价“X 得不像话”进行问题的放大，意在引导听话人认同并严肃对待。 
“X 得不像话”构式在不同语境中表现出鲜明的评价方向差异，这种差异突出构式在交际中的主观

引导功能与情感调控能力，说话人借助该构式表现情感立场与激活双方共识期待。这表明，“X 得不像

话”不仅是一种程度夸张的修辞形式，更是一种服务于特定交际目标的主观表达工具，其交互主观性在

不同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得以实现并放大。 

6. 结语 

“X 得不像话”目前是现代汉语中高频使用的程度表达方式，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并在对话中表现

出交互主观性特征。本文结合构式理论，探究构式内部的特征，构式整体的语法功能、语用功能等方面

的主观性以及交互主观性，发现该构式不仅可以作为负面意义的极端表达，也可以对于正面意义进行程

度评价，同时进一步在交际互动中影响认知形成、态度共建与情感表达。并在不同语境中感知该构式呈

现的交互主观性多样化特征。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来源于网络平台，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在书面语体中

出现的频率以及通过何种功能策略以适应相应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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