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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常对话中，人们常用“V什么N不N”来表达主观否定。“V什么N不N”作为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的

一个构式，其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事物的否定性评价。该构式属于主观消极评价的委婉表达，其否定义

与“什么”的疑问标记功能衰变及否定功能的主观化密切相关，“不N”在大部分情况下属于羡余成分，

但在语境中有独特意义。一般地，“V什么N不N”和“不/别/VN”表达相同的语义，能从冗余否定构式

角度找到其主观性的解释。此外，在探究该构式形成的过程时，发现交互主观化和语境推理的推动作用

对构式影响较大，还进一步挖掘出了构式的三种话语功能：否定、反诘和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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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s, people often use “V shenme N bu N” to express subjective negation. As a 
common construction in modern spoken Chinese, the meaning of “V shenme N bu N” is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of something by the speaker, and it is a euphemism for subjective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its definition of non-defin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ay of the questioning mark function 
of “shenm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negative function, and “bu N” belongs to the envy component 
in most cases, but it has a unique meaning in context. In general, “V shenme N bu N” and “bu/bie 
VN” express the same semantics, and their subjectivity can be f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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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 negative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when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
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and contextual reason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configuration, and the three discursive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 fur-
ther explored: negation, cross-examination and euphe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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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 什么 N 不 N”作为一个常用的口语表达式，经常出现在对话语境中，表达说话人的主观否定评

价。“V 什么 N”在口语对话中多为反诘语气，是说话人用来反驳听话人的话语表达。非对举的“N 不

N”常和其他成分共同构成表达式，吴硕官列出了四种含有非对举非并列的“N 不 N”的表达式，分别探

讨它们的基本义及相关特性[1] (p. 14)。“V 什么 N 不 N”从构成上看，由“V 什么 N”和“N 不 N”组

成。前人对构式“V 什么 N 不 N”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含义上，本文将从构式的角度探索其构式义及其

成因、语境适切度和语用话语功能等。 
“V 什么 N 不 N”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无法完全从其组成部分“V 什么 N”和“N 不 N”推出，

Goldberg 认为，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构式表达了某个构式义[2]。该构式主要是表达说话人对某事物的主观

否定评价，并伴随着反诘或委婉的语气。在解析构式语块和构式义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说明该构式的语

境适切度[3]。所以本文还将说明其语境适切度，剖析构式的语用话语功能。文中的所有语料均来自 BCC
语料库和 CCL 语料库。 

2. 构式及构式义解析 

“V 什么 N 不 N”表达的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事物的主观否定评价，并伴随着反诘或委婉的语气。

如： 
① “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得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

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刘震云《一地鸡毛》) 
② 柔嘉冷笑道：“你跟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亏你还是个留学生。”鸿渐也冷笑道：

“你懂什么古董不古董！我告诉你，我父亲的意见在外国时得很呢，你吃的亏就是没留过学。(钱钟书《围

城》) 
例①中的“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否认“有志气”，从之后的“谁有志气？”能

进一步体会到说话人的反诘语气。从②的“懂什么古董不古董”中看出，说话人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对

方“不懂古董”，但又不想如此直接，于是采用“V 什么 N 不 N”的表达方式，委婉地表达否定。 

2.1. 构式中的“V 什么 N” 

在 BCC 语料库收集整理了相关语料后发现：构式中的动词的语义特征大多为[+言说]、[+抽象]、[+
存现]，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单音节动词是“说”、“懂”、“有”，双音节动词是“明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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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名词则没有限制，“什么 N 不 N”中的 N 是开放的，各种语义类型的名词都能进入[4] (p. 8)。实

际上，在动宾的搭配上，构式“V 什么 N 不 N”中的“V 什么 N”表达的一般都是否定义，都有对应的

肯定形式“VN”表达，如： 
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说什么志气(不说志气)——说志气 
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有什么面子(没有面子)——有面子 
谈什么责任不责任——谈什么责任(不谈责任)——谈责任 
管什么鹦鹉不鹦鹉——管什么鹦鹉(不管鹦鹉)——管鹦鹉 
讲求什么语法不语法——讲求什么语法(不讲求语法)——讲求语法 
卖弄什么天机不天机——卖弄什么天机(不卖弄天机)——卖弄天机 
对于名词的无限制性，钟应春提出：是“什么”这个代词的特殊替代功能促使“什么 N 不 N”的广

泛使用[4] (p. 24)。本文在此基础上，还认为“什么”赋予了构式“V 什么 N 不 N”主要的否定义和主观

语气。 
疑问标记不负载疑问信息，或是不能很好地负载疑问信息，这称为疑问标记的衰变功能[5]。那么“V

什么 N 不 N”中的“什么”即表现了其疑问标记功能的丧失。姜炜、石毓智进一步指出，动宾短语之间

用“什么”来表示实现否定[6]。但如果在构式的动词前添加上否定词“不/没”，“什么”表示的则不一

定是现实否定，而是未实现的否定，具体表现了说话人的主观消极判断。 

2.2. 构式中的“N 不 N” 

吴硕官将“N 不 N”划分成两大类，单独出现的“N 不 N”中，N 多项并列，一般用于贬义；不单

独出现的“N 不 N”，必须与其他的成分构成新的表达式[1] (p. 15)。宗守云认为，非对举的“N 不 N”

是联合式，即可以划分为“N”和“不 N”[7]。钟应春对“N 不 N”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4] (p. 11)，
运用了邢福义的“句管控”理论[8]，认为只有把格式“N 不 N”放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才能找到正

确的解释。钟应春还指出了在非对举格式中，“不 N”是羡余成分[4] (p. 16)，去留与否不影响原句的语

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V 什么 N 不 N”中“N 不 N”在语用语气上的特点，发现

“不 N”虽然可以去掉，不影响语义，但是“不 N”在语气强调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来看例子： 
③ 玉芬道：“还是那句话，从前你若是和老七感情好，一帆风顺地向前做去，当然有圆满的结果。

所以我刚才说你从前办的法子不对，你又要和我名正言顺地谈什么人格不人格！”(张恨水《金粉世家》) 
例③中“谈什么人格不人格”中的“不人格”可以去掉，变成“谈什么人格”，即表达玉芬对听话

人(秀珠)观点的不认同。但是加上“不人格”更突显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话题焦点，即“人格”。所以“不

N”虽不影响语义，但能突显焦点，进一步起到强调作用。 

2.3. “V 什么 N 不 N”构式义解析 

“V 什么 N 不 N”在语用中表达的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事物的主观否定评价，同时伴随着说话人的

反诘或委婉语气。“V 什么 N”在一般的表达中可以是询问、反对，“N 不 N”更要分为对举和非对举

的情况，而且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V 什么 N 不 N”的构式义无法从“V 什么 N”和“N 不 N”两者

中单独推测出。“V 什么 N 不 N”否定义主要来源于“什么”的非疑问功能。整个构式表现出的反诘、

委婉语气与对话语境密切相关。对话双方针对同一件事进行讨论时，驳斥方为表达否定消极态度时会采

用该构式。 
④ 兄长沈绿村走了过来，看见妹妹，皱了皱眉头，悄悄对着她耳朵说：“别那么爱凑热闹，我对别

人都说你是来走老戚的。万一不成功，我没有退路，你还有退路。”“不成功，便成仁！还说什么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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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路！”寄客把开了锋的匕首递给绿爱，指指辫子，说：“替我割了！”(王旭峰《茶人三部曲》) 
例④中“说什么退路不退路”是说话人(寄客)对兄长(沈绿村)说的话的否定，认为“没有退路”，“什

么”赋予了否定和反诘意味，而“退路不退路”进一步强调了说话人否定的重点。 

3. 构式的适切语境及语用话语功能 

分析“V 什么 N 不 N”的语料后发现，该构式常出现在对话语境中，尤其是在对方对某一事物或现

象表达主观态度时，说话人对其观点进行否定，但并不是直接的否定，而是利用该构式进行间接甚至委

婉的否定。一般情况下还体现出了反诘意味，此时的反诘同样是语气轻量的反诘，这与“什么”和“不

N”的作用密不可分。 

3.1. 构式的适切语境 

“V 什么 N 不 N”出现之前一定出现了显性或者隐性的 N，即对方引出了讨论的话题，说话人才表

达出对 N 的主观否定态度，所以在语境中，“V 什么 N 不 N”不可能单独出现在对话的开头，只能出现

在后续的接话中。 
⑤ 乌天云道：“关大哥说话老是夹枪带棒，你说人家没有面子，是金厅长没有面子，还是姑娘没有

面子呢？”金厅长站在一边，脸上红将起来，笑着叫了自己的名字说道：“佩书有什么面子不面子？”

正说着，那四个清倌，也和领家商量好了，重进饭厅，脸上都是断红双晕，喜气洋洋。(张恨水《春明外

史》) 
⑤中金厅长说到“佩书有什么面子不面子”之前，乌天云已经抛出了一个关于“面子”的话题，此

时的乌天云用的是选择问句，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金厅长说的“佩书有什么面子不面子”在表达

否定“佩书有面子”的基础上更多地透露出一种委婉义，因为没有所需要反驳的具体对象，而只需要表

明自己的否定态度即可，但出于礼貌原则[9]，采用“V 什么 N 不 N”形式来表达和缓的语气。 

3.2. 构式的语用话语功能 

3.2.1. 否定 
在对话的语境中，“V 什么 N 不 N”首先发挥的是否定的话语功能，其否定义来源于“什么”。从

上文中可以对比发现“V 什么 N 不 N”、“V 什么 N”、“不/别/没 VN”及“VN”之间的联系。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V 什么 N 不 N”一般情况下表示否定，其前若还存在否定词，只会使否定义加深，而

不是“双重否定表示肯定”。例： 
⑥ 燕西道：“闹来闹去，还是要闹到登报，我认为不妥。”说时，两手环抱在胸前，昂了头，只管

出神。金太太道：“你打算听其自然吗？不必说什么感情不感情了，就是敷衍敷衍面子，你也应该有点

表示。”(张恨水《金粉世家》) 
⑦ 金太太道：“你打算听其自然吗？说什么感情不感情，就是敷衍敷衍面子，你也应该有点表示。” 
例⑥中金太太说的“不必说什么感情不感情了”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不必说感情”。去掉“不必”

之后，就如⑦中的“说什么感情不感情”，表达的依旧是“不说感情”，在语义上都表达了对感情的否

定，即使加上了“不必”这类否定副词，那也不影响原否定义，而是会更加突显说话人表达的主观性。

正如吴淑琼所认为的：在冗余否定构式中，否定词从直接表示否定的副词变为表达言者主观性的标记语

[10]。 

3.2.2. 反诘 
由于疑问词“什么”在常规用法中有表示“疑问”的功能，在“V 什么 N 不 N”中，“什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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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用变成了否定，是一种语义上的否定[11]。但在语用上，“什么”还承担了一定的反诘功能。因此，

在一些语境中，“V 什么 N 不 N”在表达否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的反诘语气，不仅从句子表达中可

以体会出来，在书面的标点符号中也可以看出，其结尾多标示问号或感叹号以显示反诘语气。 
回看例①和例②，“说什么志气不志气”之前有一段话“你长志气，你以后再去坐公共汽车，没人

拉你非坐班车！你调工作不也照样求人巴结人？给人送东西，还让晾到了楼道里！”这是说话人的丈夫

所说的，其中提出了“志气”这一话题。说话人(妻子)为了否定丈夫的观点，增强了反诘语气，为的是抛

出并强调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例②中方鸿渐说出“懂什么古董不古董”之前，柔嘉已经抛出了“古董”

这个话题，即说方鸿渐和他父亲都是古董，方鸿渐为了有力地反驳柔嘉的观点，采用“V 什么 N 不 N”

的表达式，一为否定，二为反诘。这两例中“V 什么 N 不 N”后都标上了感叹号，从标点符号作用的角

度也能体会到此时的反诘语气。 

3.2.3. 委婉 
“V 什么 N 不 N”在表达否定的基础上，根据对话语境的不同，会衍生出不同的话语功能。当人们

不愿意直接否定某一事物时，常常倾向性地选择在基本的否定式上增添一些不直接表达否定的词语。在

语音长度上，“V 什么 N 不 N”音节个数比“不 VN”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语气，使说话人话

语表达更加委婉，更容易让听话人接受。彭小球、钟应春也曾指出带“不 N”的“V 什么 N 不 N”语气

委婉，带有调侃性质，同时口语性质加强，更有亲和力[12]。 
⑧ 陈揖怀一看他写了这么一幅字，顾不上说他的字又更加精到，只是说：“你这是什么，不是文徵

明的诗吧，它也不是个对子啊。”“我是向来不相信什么对子不对子的，先父都知道法无法。你还记得

当年忘忧茶楼时的那副对子吗？谁为茶苦，其甘如养，这哪里是对子？不过《诗经》上的两句诗嘛。”(王
旭峰《茶人三部曲》) 

⑨ “我呀，什么时候想找他就什么时候去，他睡得梦见外婆了，我也要把他擂醒来。我不晓得什么

司令不司令，我跟他在浏阳打土豪是一个班的，平起平坐，都是一个兵。”(莫应丰《将军吟》) 
例⑧中的“不相信什么对子不对子的”委婉地表达了说话人“不相信对子”，以此来和缓地否定对

方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这种表达委婉语气的“V 什么 N 不 N”的动词前有否定词。如例⑨中“我

不晓得什么司令不司令”，说话人认为自己那时候不认识“司令”，用“V 什么 N 不 N”委婉否定对方

的想法。 

4. 构式成因 

对话中的“V 什么 N 不 N”在形成主观否定义的过程中，主要有交互主观化和语境推理两方面推动

着构式义的形成和构式本身的发展。 

4.1. 交互主观化 

交互主观性指的是说/写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读者“自我”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认

识意义上，即关注听/读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更体现在对听者/读者的“形象”、“面子”关注上[13]。
说话人在表达“V 什么 N 不 N”时，不仅在表达对 VN 的否定，还有意地关注了听话人的“需求”，增

加了委婉语气，因而使表达更具亲和力，照顾了听者的“面子”。 
在会话中，谈话双方为了进行有效持久的对话，一定程度上需要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话本

身就会产生一种交互主观性。说话人在表达“V 什么 N 不 N”之前，对方已经若隐若现地提到了 N 或

VN，并透露出了自己的主观肯定态度，而说话人为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又要考虑到礼貌原则和合作

原则，则采用了“V 什么 N 不 N”的格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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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语境推理和词语搭配 

张晓涛、邹学慧认为，疑问句表否定的用法是建立在同语境不合的基础上的[14]。因为“一般否定句

对命题的否定是显性的”，不需要借助语境表达，而含有疑问词的否定表达需要借助语境来理解。“V
什么 N 不 N”中没有显现的否定标记，要判断它表达疑问还是否定，需要结合语境来判断。在前文的话

语功能中，我们提到了在否定的基础上，该构式还有反诘和委婉的语气。在 BCC 语料库统计了 81 条相

关语料后，整理出了不同的表达形式所表达的语气的倾向。 
 
Table 1. The tendency of the ton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表 1. 不同的表达形式所表达的语气的倾向 

表达式 总用例数 表否定 表反诘 表委婉 

“V 什么 N 不 N” 11 11 5 5 

“还” + “V 什么 N 不 N” 16 16 14 5 

否定词 + “V 什么 N 不 N” 50 50 0 25 

“哪(儿)” + “V 什么 N 不 N” 4 4 4 0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语境的影响下，说话人会增加相关的词语来强调自己的主观否定，其中更倾

向用否定词 + “V 什么 N 不 N”的格式来表达委婉，更倾向用“还” + “V 什么 N 不 N”和“哪(儿)” 
+ “V 什么 N 不 N”来表达反诘，这与否定词、“还”和“哪儿”的语义及其功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5. 结论 

本文探索了“V 什么 N 不 N”的构式义及其成因，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事物的否定性评价，主要表

达委婉的消极评价。构式的否定义来源主要和“什么”的疑问标记功能衰变及否定功能的主观化密切相

关，“不 N”在大部分情况下属于羡余成分，不影响语义，但能影响语气。在“V 什么 N 不 N”前加否

定词后，语义不发生变化，从冗余否定构式角度可知，否定副词从否定义转化成了说话人的主观性。构

式形成过程中，交互主观性、语境推理及词语搭配等影响推动着构式义的最终形成及话语功能的实现，

话语功能具体体现为否定、反诘和委婉。但对相关表达式的委婉义、反诘义缺少仔细的溯源，这亟待我

们之后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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