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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肯定句与否定句不对称现象的考察
—以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为中心�

吉田　泰謙

�．引言

�．�．问题的提出

汉语中“对称”是语言结构的一种规律。但是，在实际语言中存在着对称的句子结构的同时，

也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吕叔湘、文炼、赵元任等都揭示过这种现象2，而九十年代以来有更多的

学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是句型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句。其中，肯定

句与否定句一般是对应的，它们之间往往是对称关系。即肯定句的谓词前加“不”或“没（有）”则

是否定句。因此，外国留学生在从肯定式转换为否定式时，也是按照这个规律进行变换的。例如:

   肯定式        否定式

（�） 我是日本人。 →  我不是日本人。

（2） 他去过长城。 →  他没（有）去过长城。

这两个例句是典型的对称句，从肯定式到否定式转换时，在动词之前加否定副词“不”或“没

（有）”即可，但在实际运用中总会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外国留学生的病句中看出这个问题。

例如：

   肯定式（原句）        否定式

（3） 今天十二月二十七号。 →  *今天不十二月二十七号。

（4） 他东京人。  →  *他不东京人。

（5） 我能拿动这个东西。 →  *我不能拿动这个东西。

（6） 要刮风了。  →  *不要刮风了。

这四个否定句是外国留学生从肯定式按照对称规律类推而造出的病句。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词为考察单位的论著较多。例如，在早期，吕叔湘（�993）

在《语言里的不对称现象》3里谈到了“这”与“那”和“前”与“后”的不对称现象。文炼（�990）讨

论了一些对立的形容词、成对的动词在某种格式或句式中的不对称现象。另外，文炼先生还谈到

了一种正负对称的情况，也就是原有语言单位前边加上表示否定意义的语素而构成对立的形式。

其中举了三个例子：“错－不错”、“简单－不简单”、“怎么样－不怎么样”。这些词语在形式上形

─ 35 ─



— 2 —

吉田　泰謙

成正负对立，但在意义上却不对称。例如，“错”的反义词是“对”，可是“不错”是“好”的意思等。

另外，有一部专著是石毓智（1992）《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以下略为《石文》）。《石文》共

十一章，也是以讨论词类为主，仅在第七章谈到了肯定结构与否定结构的问题。其中，肯定结构

为四个结构和六个句型；否定结构为六个句型。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发现虽然研究词类的不对称现象的论著较多，但是以句型为对象研究肯

定式与否定式的不对称现象的论著并不多，并且目前还未发现有就汉语句型中肯定式与否定式的

不对称现象进行全面考察的相关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全面地考察这个问题是有一定价值的。而

且，以句型这个框架进行研究，有利于外国留学生掌握比较特殊的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从而

对句型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对减少外国留学生的病句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1．2．相关的研究

与本文考察最密切的相关研究成果是《石文》。该书共有十一章，大致的内容如下：第一至

三章为总论及有关概念和理论；第四至六章主要讨论动词、形容词、名词以及其他词类的肯定否

定问题；第八至十章讨论语义变异、有标记无标记等问题；第十一章为结语。只在第七章里讨论

了肯定结构与否定结构。其所谈到的肯定结构和否定结构，分别为“形+程度补语”、“动/形+得+

形”、“受一些特殊副词或语气词限制的谓语中心动词”、“别提+多+形/动+了”、“才+形+呢”、“动

+着+都+形”、“直接受数字‘一’修饰的动词或形容词”、“有+的+是+名”、“（动+数）+（动+数）”、“有

+代+的+名+动”；“才+不+动+呢”、“没+个+动/形”、“没/不+疑问代词+其它”、“凡是+名，没+代+

不+动+的”、“有+名+没+处+动”、“没+动+极小量性成分”。这些结构都是举例性的，作者似乎并

没有也无意对句型作全面考察。4

另外，有一部专著是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以下略为《沈文》），《沈文》用“标记理论”

来描写和解释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与本文考察有关的部分为：第三章肯定和否定的不对称、

第四章无标记否定和有标记否定和第十二章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称和不对称。《沈文》主要侧重于

从理论上解释现代汉语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也没有对基本句型作全面考察。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以现代汉语基本句型（典型句）为对象全面考察肯定句与否定句不对

称现象的视点尚属新颖。我们希望全面地描写肯定句与否定句不对称现象，以期为外国留学生学

习汉语提供参考。

2．研究范围

本文以北京语言学院句型研究小组（1989）《现代汉语基本句型》（以下略为《基本句型》）作为

考察对象5。选择其中212个陈述句进行分析。疑问句、非主谓句以及表示感叹的句型，暂不在本

文考察之列。

2．1．否定句讨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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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与否定是判断的两种基本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于表示肯定和否定的是陈述句，因

此本文以陈述句作为考察对象。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在陈述句中表否定

的副词主要为“不”和“没（有）”，“别”主要用于祈使句中，“甭”是口头语，在此不加讨论。另

外，文言色彩较强的否定词“未、无、非、否、莫”等，这些词在构词方面还保留一定的组合能力，

但是在和句法成分的组合能力上有很大的限制。比如说，“不”和“没（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自

由地放在谓语前面构成否定句。可是“未、无、非、否、莫”等则不行。例如：

（7） 我是中国人。 → 我不是中国人。 *我非（是）/否中国人。

（8） 他有英汉词典。 → 他没有英汉词典。 *他无（有）/莫英汉词典。

（9） 他们吃过法国菜。→ 他们没吃过法国菜。 *他们未吃过法国菜。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出现在谓语前，也就是说修饰谓语时并不自由，因此在此不加讨论。反

问句也可表示否定，例如：“难道你认识他？”（你不会认识他的）；“你懂个屁！”（你什么也不懂），

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否定词“不”在句中有两类。一类是有语意停顿的，如“他不去参观吗？——不，他去。”一

类没有语意停顿，修饰句中的谓语成分。由于前一类中的“不”字单独表示判断，不是在谓语前

出现的，也不列于本文讨论范围。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把本文所讨论的否定句的范围确定为：陈述句中谓词前有“不”或“没（有）”

的句子。

2．2．不对称的定义及其范围

我们的考察主要从形式上探讨肯定句与否定句的不对称现象。因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学

生比较关注形式上的特点。同时，我们还将从意义和使用频率上对不对称现象进行考察和描写。

力图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不对称现象。

2．2．1．形式上的不对称

形式上的不对称有三种：一是有无的不对称；二是一对多的不对称；三是成分的不对称。

有无的不对称指的是，有肯定句但没有否定句（有肯无否）或者有否定句但没有其肯定句（有

否无肯）的现象。例如：

（10） 雨下着。→ *雨没下着。（有肯无否）

（11） 他已经三年没回国了。⇒ *他已经三年回国了。（有否无肯）6

一对多的不对称指的是，一个肯定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否定句或者与其相反的现象。例如:

（12） 我们听音乐了。

　　→ 我们没有听音乐。/ 我们不听音乐了。（一个肯定句有两个否定句）

（13） 老李没有张师傅经验（那么）丰富。

　　⇒ 老李有张师傅经验那么丰富。/ 老李比张师傅经验丰富。（一个否定句有两个肯定句）

成分的不对称指的是，肯定句转换为否定句时只加上“不/没（有）”，否定句无法成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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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否定句与肯定句之间存在着某些成分的变动。成分的变动有增添、减少和替换这三类情

况。例如：

（14） 鲁迅浙江绍兴人。 → 鲁迅不是浙江绍兴人。（增添“是”）

（15） 他精神了。  → 他没精神。　　　　　（减少“了”）

（16） 这个项目可以做。 → 这个项目不值得做。　（把“可以”替换为“值得”）7

2．2．2．意义上的不对称

在形式上肯定句与否定句对称，也就是说，从肯定句转换为否定句时在肯定句的谓语前加上

否定副词其否定句可成立，但否定句在意义上与肯定句并不对称，例如：

（17） 这个同志来过两次。 → 这个同志没来过两次。（“量”的不对称）

（18） 阿敏站起来发言。 → 阿敏没站起来发言。（肯定句意义单一否定句意义复杂）

（19） 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差。 → 今年的收成不比去年差。（否定句意义有变化）

2．2．3．使用频率的不对称

这指的是否定句与肯定句在使用频率上有较大的悬殊（将在3.3里详细讨论）。

2．3．其他

本文所考察的句子以单句为主。

关于否定词“不”和“没（有）”的分工问题以及因否定词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语义变化问题，

本文暂不加讨论。此外，转换成否定句的时候，用“不到”的否定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关于“极性词”（只能用在肯定句或只能用在否定句的词）的问题，《石文》中已经详细地统计

并解释过，本文不加讨论。

3．不对称的句型及其分析

我们对212个句型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有75个肯定句与否定句不对称的句型。

以下我们将分别从形式上、意义上和使用频率上对75个不对称的句型进行分析和描写。因篇

幅的关系，每个句型只列出一个典型句。

3．1．形式上的不对称

3．1．1．有无的不对称

3．1．1．1．有肯无否

有肯定句但没有否定句的情况。例如：

〈15〉主‖形容词+程度补语8

今天热得很。→ *今天不热得很。/ *今天热得不很。

〈23〉主‖动+“着”（+宾）

雨下着。 → *雨没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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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有否无肯

有否定句但没有肯定句的情况。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副词进入具体的句子之后，

只能出现在否定句里。本文从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1992）《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

级大纲》（以下略为《等级大纲》）里，找出52个副词（甲级词）9来进行考察。并且基本上在“主‖状

+形容词”、“主‖状+动”这两个句型的否定句中进行考察。

〈9〉主‖状+形容词

他一直不舒服。⇒ *他一直舒服。     他已经三天没醒过来了。⇒ *他已经三天醒过来了。

〈20〉主‖状+动

一个人都不见。⇒ *一个人都见。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解决。

我才不想他呢。⇒ *我才想他呢。10    我们三年一直没见面。⇒ *我们三年一直见面。

这些例句是举例性的。《石文》在7.2否定结构里谈到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如《石文》指出:“‘才

+不+动+呢’的表达功能是加强对动词所表行为的否定语气，该结构不能去掉‘不’转化为肯定式”，

“这个‘不’的语气相近于‘懒得’”等。

3．1．2．一对多的不对称

3．1．2．1．一个肯定句对两个否定句

一个肯定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否定句。这种情况常出现在表示比较的句型里。

〈7〉主‖形容词+“了”

小伙子的脸红了。→ 小伙子的脸没红。/ 小伙子的脸不红了。

〈21〉主‖能愿动词+宾

我能写完这些生词。→ 我不能写完这些生词。/ 我写不完这些生词。

〈24〉主‖动+“了”

他去了。→ 他没去。/ 他不去了。

〈28〉主‖动+宾+“了”

我们去语言学院了。→ 我们没去语言学院。/ 我们不去语言学院了。

〈62〉主‖（“不”）“比”宾+形

北京的冬天比我们老家冷。→ 北京的冬天不比我们老家冷。/ 北京的冬天没有我们老家冷。

〈63〉主‖“比”宾+状［“还/更/都”］+形

王老师的教龄比我的年龄都大。

   → 王老师的教龄不比我的年龄大。/ 王老师的教龄没有我的年龄大。

〈64〉主‖“比”宾+形+补

那时候的条件比现在差很多。→ 那时候的条件不比现在差很多。/ 那时候的条件没有现在差。

〈65〉主‖“比”宾+主谓词组

他比我身体好。→ 他不比我身体好。/ 他没有我身体好。

─ 39 ─



— 6 —

吉田　泰謙

〈66〉主‖“比”宾+动+宾

我比你了解她。→ 我不比你了解她。/ 我没有你了解她。

〈67〉主‖“比”宾+动+“得”+形

我们村的西瓜比去年种得多。

   → 我们村的西瓜不比去年种得多。/ 我们村的西瓜没有去年种得多。

    / 我们村的西瓜不如去年种得多。

〈68〉主‖动+宾+“比”宾+重复的动词+“得”+形

夏西说汉语比我说得流利。→ 夏西说汉语不比我说得流利。/ 夏西说汉语没有我说得流利。

         / 夏西说汉语不如我说得流利。

〈69〉主‖动（+宾+重复的动词）+“得”+“比”宾+形

小李解释得比我清楚。→ 小李解释得不比我清楚。/ 小李解释得没有我清楚。

     / 小李解释得不如我清楚。

含有“了”的句型〈7〉〈24〉〈28〉，根据“了”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肯定句变换为两个

否定句。如果句子中的“了”理解为表示完成的“了”，那么其否定形式是用“没（有）”，如“他去

了→他没（有）去”；如果把它理解为表示变化的“了”，那么其否定形式是用“不”，如“他去了→

他不去了”。

表示比较的句型〈62-69〉，从意义上考虑，其肯定句相对应的否定句应该是用“没有”或“不如”

的否定句。但只从形式上考虑，肯定句里的“比”字前加上“不”也成立。

3．1．2．2．一个否定句对两个肯定句

一个否定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肯定句。“用‘有’表示比较”的句型属于这种情况。

〈30〉主‖动+“不……”（+宾）［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我们看不懂。 ⇒ 我们看得懂。/ 我们能看懂。

〈71〉主‖“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形

新建的厂没有老厂的规模（那么）大。

	 	 	 ⇒ 新建的厂有老厂的规模（那么）大。/ 新建的厂比老厂的规模大。

〈72〉主‖“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动+宾

我没有他（那么）会下棋。 ⇒ 我比他会下棋。/ ?我有他（那么）会下棋。

〈73〉主‖动（+宾+重复的动词）+“得”+“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形

他翻译小说翻译得没有小李（那么）好。

	 	 	 ⇒ 他翻译小说翻译得比小李好。/ ?他翻译小说翻译得有小李（那么）好。

〈74〉主‖“有/没有”宾+动（+宾+重复的动词）+“得”（+“那么/这么”）+形

老张没有他干活儿干得（那么）认真。

	 	 	 ⇒ 老张比他干活儿干得认真。/ ?老张有他干活儿干得（那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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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主‖“有/没有”宾+主谓词组

他没有你脑子（那么）好用。 ⇒ 他比你脑子好用。/ ?他有你脑子（那么）好用。

句型〈71-75〉与上述表示比较的句型一样，肯定句用“比”字的比较句和用“有”的比较句基

本上可成立。

3．1．3．成分的不对称

3．1．3．1．增添成分

在肯定否定转换时，要增添某些词语。

〈1〉主‖名词/名词词组

昨天晴天。→ 昨天不是晴天。

〈2〉主‖数量词组

井冈山竹子头一名。→ 井冈山竹子不是头一名。

〈3〉主‖“的”字词组

他上海的，我天津的。→ 他不是上海的，我不是天津的。

〈4〉主‖状+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字词组

我北大的，他也北大的。→ 我不是北大的，他也不是北大的。

〈5〉状+主‖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字词组

去年我一米六一。→ 去年我不是一米六一。

〈11〉主‖形容词重叠式+“的”

街上空空荡荡的。→ 街上不是空空荡荡的。

〈12〉主‖带辅助成分的形容词+“的”

他的头发短短的。→ 他的头发不是短短的。

〈19〉主‖主+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

成昆铁路全长一千零八十五公里。→ 成昆铁路全长不是一千零八十五公里。

以上大部分都是名词谓语句，这些句子都不能在谓语前直接加上“不”来否定，而是需要用“不

是”来否定。

3．1．3．2．减少成分

在肯定否定转换时，要减少某些词语或句子成分。属于这种类型的句型共有30个，其中减少

“了”的有11个句型（如，句型〈7〉〈24-28〉〈37-39〉〈46〉〈60〉，这里只列出其中的几个）。关于“了”

的问题前面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6〉主‖“很”+形容词

售货员同志很热情。→ 售货员同志不热情。

〈7〉主‖形容词+“了”

爸爸的头秃了。→ 爸爸的头没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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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数量词组+形容词

草原上一片寂静。→ 草原上不寂静。

〈16〉主‖形容词+动量补语

那个房间的灯亮了一下。→ 那个房间的灯没亮。

〈17〉主‖形容词+时量补语

父亲苦闷了半天。→ 父亲没有苦闷。

〈23〉主‖动+“着”（+宾）

他戴着一顶新帽子。→ 他没戴着新帽子。

〈28〉主‖动+宾+“了”

他回国了。→ 他没回国。

〈40〉主‖动+宾+时量补语

我认识他三年了。→ 我认识他没有三年。

〈41〉主‖有［存在］+宾

前面有一辆卡车。→ 前面没有卡车。

〈52〉主［处所词］‖动+“着/了”+宾［存在的事物］

墙上挂着一幅油画。→ 墙上没挂着油画。

〈53〉主［处所词］‖动+“了/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宾［出现、消失的事物］

树上飞过来一只喜鹊。→ 树上没飞过来喜鹊。

〈60〉主‖动1+宾１+动2+“了”（+宾2）

同学们用汉语表演了节目。→ 同学们没有用汉语表演节目。

〈62〉主‖（“不”）“比”宾+形

他们的研究比中国早。→ 他们的研究没有中国早。

〈63〉主‖“比”宾+状［“还/更/都”］+形

梁生宝的劲头比以前更大。→ 梁生宝的劲头没有以前大。

〈64〉主‖“比”宾+形+补

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 我们的生活条件没有过去好。

关于句型〈6〉“很”的减少，汉语形容词做谓语时，其前加程度副词“很”。但是这个“很”已

失去了表示程度的语法功能，它是实现形容词谓语句自足的条件，而在否定句中如果保留“很”

就有表示程度的作用，所以要删掉。

句型〈62-64〉是“比”字句。“比”字句的否定形式一般在“比”字前加否定词，或者是用“没

有”的比较句。如果用“没有”的比较句，则需将原有的“比”字换为“没有”。句型〈65-69〉也属

于同样类型（请见附录）。

另外，固定的数量词语，例如“一下”、“一点儿”、“半天”、“一会儿”、“一阵子”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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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在承担句型中的时量、动量补语的时候，如句型〈16〉的例句，在肯定否定转换时一般都要

删掉。

3．1．3．3．替换成分

替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词语之间的替换。这主要出现在能愿动词上。另一种是句型中有成

分的替换。《基本句型》中列出三个含有能愿动词的句型：

〈21〉主‖能愿动词+宾

〈44〉主‖（“是”）+能愿动词（+“的”）

〈45〉主‖（“是”）+能愿动词+动/动词词组/形/形容词词组（“的”）

我们从《等级大纲》里找出甲级词到丁级词所有的能愿动词（共有22个）11，根据以上三个句型进

行考察。

通过考察发现，有5个能愿动词属于替换的不对称。以下分别描写不对称的情况。

【必须】： 我必须办这个手续。→ 我不必办这个手续。

   办这件事是必须的。→ 办这件事是不必的。

   我们是必须办这个手续的。→ 我们是不必办这个手续的。

【得(děi)】： 这个工作得三个人。→ 这个工作不用/不必/用不着三个人。

   我们是得跟大家商量的。→ 我们是不用跟大家商量的。

【可以】： 这间屋子可以住四个人。（可能）→ 这间屋子不能住四个人。

   这是可以吃的。（可能）→ 这是不能吃的。

   这个地方可以参观参观。（值得）→ 这个地方不值得参观。12

【能】： 他能用汉语写日记。（有能力或条件做某事）→ 他不会/能用汉语写日记。

【要】： 他要学游泳。（意志）→ 他不想/不愿意学游泳。

   他是要学游泳的。（意志）→ 他是不想/不愿意学游泳的。

其他替换成分的句型有：

〈10〉主‖形容词重叠式

他老老实实。→ 他不很老实。

〈15〉主‖形容词+程度补语

荷花可爱极了。→ 荷花一点儿都不可爱。

〈21〉主‖能愿动词+宾

我能进去房间。→ 我进不去房间。/ ?我不能进去房间。

〈22〉主‖动（+“一/了”）+重复的动词（+宾）

我看看。→ 我不看。

〈31〉主‖动+程度补语

他后悔极了。→ 他一点儿都不/没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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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主‖“把”宾+动+“一/了”+重复的动词

我把我的意见说一说。→ 我不说我的意见。

〈67〉主‖“比”宾+动+“得”+形

阿里比我回答得详细。→ 阿里不如我回答得详细。（阿里没有我回答得详细。）

句型〈10〉〈22〉是动词/形容词重叠式。它一般不受否定副词的修饰。如果要否定，就只能在

动词/形容词原形前加否定词。由于形容词重叠式有加重程度的作用，所以否定时还常加表示程

度的“很”。

句型〈15〉〈31〉，句中有程度补语。“极了”、“透了”、“死了”、“得很”、“得要命”、“得多”

等都是程度补语。这些程度补语没有相应的否定形式，一般不能说“荷花不可爱极了”、“荷花可

爱不极了”等。如果要否定，就要根据程度补语所表示的程度来替换成分。例如“极了”表示极端

的程度，与它相应的需用极端的否定词“一点儿都/也不”，如“这篇文章好极了→这篇文章一点

儿都不好”。

句型〈67〉中否定式可以用“没有”也可以用“不如”。用“不如”否定是替换了“比”，当然用“不

如”时需要其他条件，表义也与用“没有”有差别。句型〈68-69〉也属于此类型。

句型〈21〉是“能”与可能补语的否定式对应。“我能进去房间”句中的“能”表示可能，其否

定句就要替换成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虽然还存在与肯定句对应的否定形式“我不能进去房间”，

但改变了句义。这是我们考察中发现的意义对应而形式不对立的典型例句。

3．2．意义上的不对称

3．2．1．“量”的不对称

“量”的不对称是指数量的确指与否的问题。这里列出来的所有例句，在肯定句中数量是确

指的。但转换为否定句之后，所有的数量都变为不确指的了。例如，“我写了二十分钟汉字”句

中的“二十分钟”是确实的，也就是说不多于也不少于“二十分钟”。但是到了否定句，这个数量

就变成不确指了，句义只是表示少于“二十分钟”，有写了“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汉字的可能性。

含有“数量”成分的否定句所表达的是“不及”、“不到”该数量的意思。

“数量”包括“名量”、“动量”和“时量”。在75个不对称句型中，属于这种不对称的句型有22个。

下面列出其中的一部分句型及其例句。

〈17〉主‖形容词+时量补语

他累了一星期。→ 他没有累一星期（，只累了两天）。（，只累了两天）。，只累了两天）。

〈33〉主‖动+“了/过”+动量补语

我吃过两次。  → 我没吃过两次。

〈37〉主‖动+“了/过”+时量补语

他呆了五天。  → 他没呆五天。

〈42〉主‖“有”+数量词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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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石头有两千多斤重。→ 那个石头没有两千多斤重。

〈48〉主‖“把”宾+动+动量补语

我把这张照片洗了三次。→ 我没把这张照片洗三次。

〈50〉主‖“被”宾+动+动量补语

我被妈妈打了三次。→ 我没被妈妈打三次。

〈64〉主‖“比”宾+形+补

他比我小三岁。→ 他不比我小三岁（，只小两岁）。（，只小两岁）。，只小两岁）。

其他还有：句型〈2〉〈5〉〈18-19〉〈32〉〈34-36〉〈38-40〉〈43〉〈49〉〈51〉〈70〉。

3．2．2．单一与复杂

3．2．2．1．连动句的语义多项

连动句的肯定与否定情况特殊。在一般情况下，把肯定结构的连动句转换为否定结构时，在

第一个谓语前加上否定副词即可成立。但是其否定句在语义方面会产生歧义，例如：

（20） 阿里到医院看生病的朋友。→ 阿里没到医院看生病的朋友。

这个否定句可以有两个意思。一是“阿里根本没去医院，当然没看生病的朋友”；二是“阿里

虽然看了生病的朋友，但不是到医院看朋友的，而是到朋友的房间或其他地方看朋友的”。我们

认为这种情况也是一种不对称现象。句型〈54-61〉都是连动句，就属于这种情况。例如：

〈56〉主‖动1/动词词组1［表示工具、手段、材料等］+动2/动词词组2

弟弟拿废木料做了工具箱。→ 弟弟没拿废木料做工具箱。

〈58〉主‖“来/去”+宾+动2/动词词组2［表示目的］

我们去北京大学听课。→ 我们没去北京大学听课。

〈59〉主‖动1+“着”（+宾1）［方式、姿态］+动2/动词词组2

老师站着讲课。→ 老师没站着讲课。

〈61〉主‖动1/动词词组1+动2+兼语+动3/动词词组3

老师傅提出新的式样叫他做。→ 老师傅没提出新的式样叫他做。

3．2．2．2．能愿动词

能愿动词也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能愿动词本身就有几个义项，所以在肯定否定转换时，

有时候会产生歧义现象。例如：

〈21〉主‖能愿动词+宾

他会说话。→ 他不会说话。

肯定句只有一个意思:“他善于说话”。到了否定句就有歧义了：一是“他不善于说话”；二是

“因生理原因他不会说话”，例如说他是个哑巴等等。

3．2．3．意义有变化

这方面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用副词作修饰语的句型中。有些副词因多义而偶尔产生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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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也对52个甲级副词进行考察，并且基本上在“主‖状+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

字词组”、“主‖状+形容词”和“主‖状+动”这三个句型中进行考察。在肯定否定转换过程中产生

意义变化的副词有以下几个：

〈4〉主‖状+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字词组

这孩子才六岁。（才：数量少） → 这孩子才不是六岁（，他才五岁）。（强调确定语气）

〈9〉主‖状+形容词

这篇文章还行。（还：勉强过得去） → 这篇文章还不行。（状态持续不变）

人还太少。（还：数量少） → 人还不太少。（出乎意料）

文章太长了。（太：程度过头；不如意） → 文章不太长。（没有程度过头；不如意的意思13）

〈20〉主‖状+动

他还学习法语。（还：范围扩大） → 他还没学习法语。（状态持续不变）

新的矛盾还会产生。（还：同上） → 新的矛盾还不会产生。（同上）

我就去。（就：很短时间以内即将发生） → 我就不去。（加强语气）

他太坚持己见了。（太：程度过头） → 他不太坚持己见。（没有程度过头的意思）

3．3．使用频率的不对称

这指的是在肯定和否定的使用频率上有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可能补语上。吕

文华（1994：171）指出：“在实际语言中使用可能补语的否定式占绝对多数，它与可能补语的肯定

式的出现比例差不多是30：1”。刘月华等（1983：353-355）认为：“虽然Ａ类（由‘得/不+结果补

语/趋向补语’构成的）可能补语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但在实际语言中主要用否定形式，除了

疑问句以外，肯定形式用得较少”，“肯定形式的Ａ类可能补语的典型用法，可以归结到‘都与否

定意义有某种联系’”。

以上所述在《基本句型》一书所列举的该句型例句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14〉主‖形容词+“不……”［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是白的，黑不了；是黑的，白不了。 会场里乱哄哄的，总是静不下来。

〈30〉主‖动+“不……”（+宾）［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事情比较复杂，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回不去了。

这个门太小，汽车开不进去。  短时间里恐怕记不住这么多学生的名字。

他没有钥匙，进不去屋了。  柜子太大，抬不进屋去。

大娘接过药，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半天说不出话来。  七十元钱可买不来这样好的面料。

这些例句都是陈述句。相反，肯定形式主要用于疑问句、反问句、对问话的回答等。例如：

〈13〉主‖形容词+“得……”［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一个人心偏了，看问题还正得了哇！

乒乓球儿上瘪了的那块还鼓得起来吗？—鼓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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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主‖动+“得……”［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我从来没见过你照相，你照得好吗？ 那个门大不大？卡车进得去吗？—进得去。

这些问题，我虽然这次答不上来，下次一定答得上来。

此外，在时量补语句、动量补语句和数量补语句中，则基本上使用肯定句，较少使用否定句。

除非表达反驳语气时，如“我去过两次长城”其否定句一般为“我没去过长城”；在反驳“两次”时，

则说“我没去过两次长城，只去过一次”。

4．小结

通过对《基本句型》考察的结果发现：212句型中有75个句型存在着肯定句和否定句不对称的

现象，肯定句和否定句的不对称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同时还表现在意义上和使用频率上，汉语中

这一语言现象很值得深入地分析研究。

综上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外国留学生学习基本句型时，需要注意的肯定否定不对称的句型、

句式，主要列举如下：“名词谓语句”；“可能补语句”；“带数量词语的句型”；“存现句”；“连动句”；

“比较句”等。而影响肯定句与否定句不对称的词语有：“了”；“形容词谓语句中的‘很’”；“某些

能愿动词以及副词”等。

我们认为产生不对称现象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逻辑事理

语言是用来描述自然现象的一种工具。如果语言表达的内容不符合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不

符合思维逻辑的话，就变为不规范的语言了。逻辑事理也可以包括人类所希望的倾向。所以在肯

定否定转换过程中，只要不符合逻辑事理，就会产生不对称。例如：

（21） 四大于三。→ *四不大于三。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年没有十二个月。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秋天不是收获的季节。

   她喜欢他老实、纯朴。→ ?她不喜欢他老实、纯朴。

   你应该清醒。→ ?你不应该清醒。

其实，以上句子中只需将一些词语作以替换，就显得很自然了。

（22） *四不大于三。（→三不大于四。） *一年没有十二个月。（→一年没有十三个月。）

   *秋天不是收获的季节。（→冬天不是收获的季节。）

   ?她不喜欢他老实、纯朴。（→她不喜欢他马虎、狡猾。）

   ?你不应该清醒。（→你不应该糊涂。）

显然，这些都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事理的问题。

（二）有数、无数

“数量”是产生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不含数量的肯定句转换为否定句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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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对称的。例如：

（23） 他去过美国。→ 他没去过美国。

如果“美国”前有动量补语，就不是对称的了。例如：

（24） 他去过三次美国。→ 他没去过三次美国。

否定句中的“数量”变成不确指了。而否定词“没”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及/不到”某些数量。含有“数

量”的句型包括“时量词组”、“动量词组”、“数量词组”以及含有“少量短时”义的重叠式时，都

是产生不对称的因素。

（三）有定、无定

当主语或宾语无定时，一般转换为否定句时会出现不对称。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存现句中，

例如：

（25） 大树下坐着一位老人。→ 大树下没坐着老人。

   前面过来一个人。→ 前面没过来人。

而有定的句型中，一般是对称的。

（四）语义影响

某些副词由于词义复杂，常常一词多义，在转换为肯定句或否定句时，其词义就会发生变化。

能愿动词之间存在着语义交叉，所以造成了肯定句与否定句形式上需要成分的替换。带动态助词

“着”的句子，当表示动作持续的语法意义时就没有否定句。而表示静态持续时则有否定句。如：

（26） a.门开着。→ 门没开着。 b.他跑着。→ *他没跑着。

这两个例句都是一个句型“主‖动+着”，但语义不同。例（26a）表示静态，肯定否定对称；例（26b）

表示动态，只有肯定句没有否定句，如果根据意义来否定，则只能说“他没跑”。

注释：

1 本文在笔者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吕文华先生的悉心指导，匿名评审专家

也曾对部分内容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谬概由作者个人负责。

2 各参看吕叔湘（1993）；文炼（1990）；赵元任（1979）。

3 参看吕叔湘（1993）。

4 《石文》从“量”的范畴出发，以认知理论来解释语言的肯定和否定以及对称和不对称，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

5 本文所使用的例句来源主要是来自《基本句型》、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卢福波（1996）《对外汉

语教学实用语法》、侯学超（1998）《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和房玉清（1992）《实用汉语语法》等，有的例句直

接利用，有的例句则是经过加工后再利用。

6 “→”为从肯定式到否定式的转换，“⇒”为从否定式到肯定式的转换，下同。

7 当然，例（16）中“可以”可理解为“许可”义，且其否定形式为“这个项目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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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里显示的序号为不对称句型的编号，请参看附录。

9 52个副词为：“比较、必须、才、常、常常、都、多、多么、非常、刚、更、还、还是、好、很、忽然、互相、

接着、就、立刻、马上、然后、十分、太、挺、先、也、也许、一共、一会儿、一块儿、一起、一直、已经、

永远、尤其、又、再、在、真、正、正在、只、只好、总（是）、最”和“别、不要、不用、不、没、没有”。

10 这一肯定句本身在一定语境下可成立。但作为“我才不想他呢”的反义句并不成立。

11 22个能愿动词为：“必须、得、该、敢、会、可能、可以、能、能够、想、要、应该、愿意（甲级词）；肯、

应、应当（乙级词）；必需、当、须、愿、总得（丙级词）；乐意（丁级词）”。

12 同注释7。

13 如“他不太帅/高”这一例句里，“不如意”的意思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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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基本句型》中的不对称句型如下列举。（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列出句型而不举例。）

（一）名词谓语句〈1-5〉；（二）形容词谓语句〈6-18〉；（三）主谓谓语句〈19〉；

（四）动词谓语句〈20-61〉；

①“有”字句〈41-42〉；②“是”字句〈43〉；③“是…的”句〈44-45〉；④“把”字句〈46-49〉；⑤“被”字句〈50-51〉；

⑥存现句〈52-53〉；⑦连动句〈54-61〉；

（五）表示比较的句型〈62-75〉。

句型〈1〉: 主‖名词/名词词组

句型〈2〉: 主‖数量词组

句型〈3〉: 主‖“的”字词组

句型〈4〉: 主‖状+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字词组

句型〈5〉: 状+主‖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的”字词组

句型〈6〉: 主‖“很”+形容词

句型〈7〉: 主‖形容词+“了”

句型〈8〉: 主‖数量词组+形容词

句型〈9〉: 主‖状+形容词

句型〈10〉: 主‖形容词重叠式

句型〈11〉: 主‖形容词重叠式+“的”

句型〈12〉: 主‖带辅助成分的形容词+“的”

句型〈13〉: 主‖形容词+“得……”［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句型〈14〉: 主‖形容词+“不……”［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句型〈15〉: 主‖形容词+程度补语

句型〈16〉: 主‖形容词+动量补语

句型〈17〉: 主‖形容词+时量补语

句型〈18〉: 主‖形容词+数量补语

句型〈19〉: 主‖主+名词或名词词组/数量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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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20〉: 主‖状+动

句型〈21〉: 主‖能愿动词+宾

句型〈22〉: 主‖动（+“一/了”）+重复的动词（+宾）

句型〈23〉: 主‖动+“着”（+宾）

句型〈24〉: 主‖动+“了”

句型〈25〉: 主‖动+“了”+宾［定+中心］

句型〈26〉: 主‖状+动+“了”+宾

句型〈27〉: 主‖动+“了”+宾+“了”

句型〈28〉: 主‖动+宾+“了”

句型〈29〉: 主‖动+“得……”［可能补语的肯定形式］

句型〈30〉: 主‖动+“不……”（+宾）［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

句型〈31〉: 主‖动+程度补语

句型〈32〉: 主‖动+动量补语

句型〈33〉: 主‖动+“了/过”+动量补语

句型〈34〉: 主‖动（+“了/过”）+宾［代词］+动量补语

句型〈35〉: 主‖动（+“了/过”）+动量补语+宾［名词］

句型〈36〉: 主‖动+时量补语

句型〈37〉: 主‖动+“了/过”+时量补语

句型〈38〉: 主‖动（+“了/过”）+时量补语+宾

句型〈39〉: 主‖动+宾+重复的动词（+“了/过”）+时量补语

句型〈40〉: 主‖动+宾+时量补语

句型〈41〉: 主‖有［存在］+宾

句型〈42〉: 主‖“有”+数量词组（+形）

句型〈43〉: 主‖“是”+数量词组

句型〈44〉: 主‖（“是”）+能愿动词（+“的”）

句型〈45〉: 主‖（“是”）+能愿动词+动/动词词组/形/形容词词组（+“的”）

句型〈46〉: 主‖“把”宾+动+“了/着”

句型〈47〉: 主‖“把”宾+动+“一/了”+重复的动词

句型〈48〉: 主‖“把”宾+动+动量补语

句型〈49〉: 主‖“把”宾+动+时量补语

句型〈50〉: 主‖“被”宾+动+动量补语

句型〈51〉: 主‖“被”宾+动+时量补语

句型〈52〉: 主［处所词］‖动+“着/了”+宾［存在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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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53〉: 主［处所词］‖动+“了/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宾［出现、消失的事物］

句型〈54〉: 主‖动1/动词词组1［先发生的动作］+动2/动词词组2［后发生的动作］

句型〈55〉: 主‖动1/动词词组1+动2/动词词组2［表示目的］

句型〈56〉: 主‖动1/动词词组1［表示工具、手段、材料等］+动2/动词词组2

句型〈57〉: 主‖“来/去”+动2/动词词组2［表示目的］

句型〈58〉: 主‖“来/去”+宾+动2/动词词组2［表示目的］

句型〈59〉: 主‖动1+“着”（+宾1）［方式、姿态］+动2/动词词组2

句型〈60〉: 主‖动1+宾1+动2+“了”（+宾2）

句型〈61〉: 主‖动1/动词词组1+动2+兼语+动3/动词词组3

句型〈62〉: 主‖（“不”）“比”宾+形

句型〈63〉: 主‖“比”宾+状［“还/更/都”］+形

句型〈64〉: 主‖“比”宾+形+补

句型〈65〉: 主‖“比”宾+主谓词组

句型〈66〉: 主‖“比”宾+动+宾

句型〈67〉: 主‖“比”宾+动+“得”+形

句型〈68〉: 主‖动+宾+“比”宾+重复的动词+“得”+形

句型〈69〉: 主‖动（+宾+重复的动词）+“得”+“比”宾+形

句型〈70〉: 主‖“比”宾+状［“多/少/早/晚/先/……”］+动（+宾/补）

句型〈71〉: 主‖“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形

句型〈72〉: 主‖“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动+宾

句型〈73〉: 主‖动（+宾+重复的动词）+“得”+“有/没有”宾（+“那么/这么”）+形

句型〈74〉: 主‖“有/没有”宾+动（+宾+重复的动词）+“得”（+“那么/这么”）+形

句型〈75〉: 主‖“有/没有”宾+主谓词组

（よしだ・ひろあき　国際言語学部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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