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琪

否定的意义不仅可以用否定词来表达
,

也可以用其他形式
,

反间就是最常见的一种
。

吕叔湘先

生在 《中国文法要略 》里就曾论述过反问形式的否定作用
,

吕先生说
: “

反洁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
:

反洁句里没有否定词
,

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
;
反谙句里有否定词

,

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
。 ”
于根

元 ( 1 9 8 4 )也曾讨论过反问形式表达否定意义有强度的差别
。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
,

反问形式和一般

否定形式在表达功能上有什么差别 ? 我们通过考察一种很有特点的现象— 连用两个以上否定形

式表达同一个否定态度
,

来揭示其中的规律
。

1
.

1 吕叔湘先生在一篇短文 ( 1 9 84) 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

过了筛子又过箩的材料
,

还能假吗 ? 能假得了吗 ?

吕先生说
: “
这个例子说明 ( 1 )

`

能假
’ 和

`

假得了
’
作用不同

,

否则用不着同时用上
; ( 2 )

`

假得了
’
比

`

能假
’
份量重

,

所以搁在后头
. ”
吕先生的分析十分透辟

,

这启发我们思考一系列的问题
;

在语义强

度的对比上
,

除了
“

一得一
”
比

“
能

”
份量重以外

,

可能否定是否强于一般否定 ? 反问否定是否强于一

般否定 ? 反 问否定里的有标记形式是否强于无标记形式 ? 我们可以用吕先生的方法
,

逐一考察同义

小句连用而先后用了不同否定形式的情况
,

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强弱等级
.

1
.

2 我们首先简单地把北京 口语里的否定形式作如下分类
:

①②③简单否定式
:

不+ V
,

没 (有 ) + V
,

别+ V

能愿否定式
:

否定词+ 能愿词十 V

补语否定式
: V + 不+ C

④⑤⑥⑦⑧

· 定式

{

二
袱
无标志反间式

: V ?

有标志反问式
:

{
能愿标志 {

能愿词+ V ?

V + 得 + C ?

疑间词标志
后标志

: V + 疑间词 ?

前标志
:

疑问词 + v ?

以 V 为
“

去
”
为例

,

八种情况的代表形式分别为
:

① 不去
,

没去
,

别去了
,

甭去了
,

等

② 不想去
,

不能去
,

不乐意去
,

不愿意去
,

等

③ 去不了
,

去不成
,

去不着
,

等

④ 我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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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能去吗 ?敢去吗 ?等

⑥ 去得了吗 ?去得成吗 ?等

⑦ 去什么呀 ?去那儿干嘛 ?去个什么劲呀 ?等

⑧ 干嘛要去 ?有什么可去的 ?等

2
.

这一节我们依次考察以上八类形式之间的强度对比
。

2
.

1 否定式与反问式

1 ()我们不管
,

我们管得着吗 ? (朔 3一 4 4 8 ) ① < ⑥

(2 )你甭向着我
,

我用着你向着么
.

(朔 4一3 0 1) ① < ⑥

(3 )我不难过
,

我难过什么呀
,

我就是觉得特对不起人家
。

(爱 22 5 ) ① < ⑦

(4 )我不动你
,

我动你干吗 ? (朔 l一 36 2 ) ① < ⑦

(5 )你别哆嗦
,

哆嗦什么呀? (朔 2一 22 0) ① < ⑦

(6 )别回家
,

回什么家呀
.

回家多没劲儿
, 一

一 (朔 4一 28) ① < ⑦

(7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
,

何必要夸 ? (朔 4一 4 89) ① < ⑧

(8 )别怕
,

有什么可怕的? (朔 2一 2 2) ①< ⑧

(9 )不谈
,

有什么好谈的? (朔 1一 3 62 ) ① <⑧

( 1。 )不滚
,

就不滚
,

干吗要滚 ? (朔 1一 3 3 3 ) ① <⑧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反问形式的否定强度要高于陈述形式的否定式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例子的

前后两个小句掉过个儿来说并非不能成立
,

但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实际用例
。

至少表明有这么一种趋

势存在
。

当反问式里动词是否定形式时
,

相应的陈述句就是个肯定句
.

这两种形式连用时
,

就没有反间

在后的强烈倾向
:

( 1 1 )怎么不可能? 这太可能了
.

(朔 3一 97)

( 1 2 )我怎么不能? 我太能 T
.

(朔 4一 3 0 0 )

( 1 3 )我怎么没认识
,

我当然有认识
。

(朔 4一 4 5 9 )

( 14 )你们应该痛苦
,

干吗不痛苦? (朔 4一6 0)

( 15 )坐吧
,

谁不让你坐 T ? (朔 3一 1 5 2 )

但 ( 1 1 ) ( 12 ) ( 13) 不免让人怀疑是强调性副词
“

太
” 、 “

当然
”

在起作用
.

2
.

2 简单否定式与能愿否定式
( 16 )我不去了

。

我不想去了
。

(朔 2一 4 7 4 ) ① < ②

( 1 7 )就不给你看
.

不愿意
。

(朔 2一 4 5 5 ) ① < ②

2
.

3 简单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

( 1 8 )那不管
,

我管不了那么许多
.

(朔 2一 1 4 6 ) ① < ③

( 1 9 )没错
,

错不 T
。

(朔 2一 7 5 ) ① < ③

( 20 )不不不
,

我不行
,

干不了
.

(朔 4一 4 1 8 ) ① < ③

2
.

4 能愿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

( 21 )他不会怎么着
,

他怎么样不了 ! (王蒙《活动变人形 )) ② < ③

( 2 2 )当然
,

我不想感动他们
,

也感动不了他们
.

(朱苏进《炮群 》 ) ② < ③

( 2 3 )惟独那细皮嫩肉的屁股
,

却是千万不能打
、

打不得的
。

(《北京晚报 》 1 994 一 6一 21
,

张黎至

《屁股爆冷 》 ) ② < ③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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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我不想解释
,

也解释不通
。

(电视剧《皇城根儿 》第 1集 )

2
.

5 无标志反问式与有标志反间式

( 25 )还有谁? 还能有谁? 跑不了周华了
。

(爱 2 1 7 )

( 2 6 )谁到这儿来你说说
,

谁敢到这儿来你说说 ! (电视剧《过把鹿 》第 3 集 )

( 2 7 )从不怀疑? 干吗从不怀疑? 应该怀疑
。

(朔 2一 4 82 )

2
.

6 能愿标志反问式与疑间标志反间式
(28 )我对你们勇刚能干什么呀? 我干吗要对你们勇刚干什么呀? (电视剧《娶个什么好 》)

( 2 9 ) [晚上你去哪儿 ?〕我能去哪儿? 我有什么地方可去 ? (朔 2一 4 0 8 )

( 3 0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知道什么 ? (朔 2一艺5 9)

2
.

7 能愿词标志反问式与补语反问式

( 3 1 )过了筛子又过萝的材料
,

还能假吗 ? 能假得了吗 ? (吕 1 9 84 例 )

2
.

8 后疑问标志反问式与前疑问标志反问式

( 3 2 )闹什么呀
,

你说有什么可闹的? (朔 2一 4 6 6 )

( 3 3 )我隐嘴 T 什么 T ? 我有什么好隐瞒的? (爱 4 7 5 )

( 5 4 )你乱打听什么 ? 有什么好打听的?

( 3 5 )我难受什么呀? 我干吗难受呀 ? 有什么可难受的? (电影《大撤把 》 )

② < ③

④ < ③

④ < ③

④ < ⑧

⑤ < ⑧

⑤ < ⑧

⑤ < ⑦

⑤ < ⑥

⑦ < ⑧

⑦ < ⑧

⑦ < ⑧

⑦ < ⑧

3
.

上面的考察表明
,

依① < ② < ③ < ④ < ⑥ < ⑥< ⑦ < ⑧的方向
,

一般来说是有一种后者强

于前者的规律存在的
.

为什么会有这种否定增强的效果呢 ? 仅仅用实际话语中语气的增强来解释

是不够的
,

我们应该通过探讨这些形式的语用功能来寻找答案
。

3
.

1 我们知道
,

焦点是和预设相依存的
。

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

背后都有一个听说双方共同

认可的中性判断
,

这个中性的判断就是预设
。

比如说
“

我去洲我不去
”

预设都是
“

我可以去
” 。

作为答

句
,

用
“

我去洲我不去
”

来回答
“

你去吗 ?
”

这样的问题就足够了
,

一般不必再对预设进行否定
: “
我不

可以去
” 。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

这样我们就解开了上述否定强化之谜
。

问话人在认为答话人对预设不持异议的前提下发问
,

答

话人先作一个一般的否定回答
,

再进而干脆把预设也否定了
,

这当然对间话人是个意外的打击
,

否

定效果也就是这么得以加强的
。

这个观点可以使上节所有例子获得解释
,

例如
:

例 ( 1 )
“

我们不管
”

的预设是
“
我们管得着

” , “

我们管得着吗 ? ”
使

“

我们不管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9 )
“

不谈
”

的预设是
“

有的可谈
” , “

有什么好谈的
”

使
“
不谈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1 6u) 我不去了
”
的预设是

“

我本想去
” , “
我不想去了

”

使
“

我不去了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2 1 )
“

他不会怎么着
”

的预设是
“

他怎么着得了 ,’( 即他可以那样做 )
, “

他怎么样不了
”

使
“

他不

会怎么着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2 6 )
“

有人到这儿来
”

的预设是
“

有人愿意 (敢 )到这来
” , “

谁敢到这儿来
”

使
“

谁到这儿来
”

的

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2 8 ) “ 我可能对勇刚干什么
”

的预设是
“

我有必要 /理由对勇刚干什么
” , “

我干吗要对你们勇

刚干什么呀 ?
”

使
“
我对你们勇刚能干什么呀?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3 3 )
“

我隐瞒了某事
”

的预设是
“

我有值得隐瞒的事
” , “

我有什么好隐瞒的 ?
”

使
“

我隐瞒了什

么了?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例 ( 3 5 )
“
我难受

”

的预设是
“
有某种原因使我难受

” “

有值得我难受的事
” , “

我干吗难受呀 ? 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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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难受的 ?”
使

“

我难受什么呀 ?”
的意义得到了加强

.

我们没有必要把对所有例子的分析都列举在这里
,

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
。

当然
,

也还有

一些例子分析起来不能那么径情直遂
,

但仔细辨析
,

后者都可以看成前者的某种预设
,

因为一句话

的预设不是唯一的
,

甚至可以无限多
,

而说话人所要强调哪一点
,

却是依语境而定的
,

所以
“
否定预

设
”

这一点
,

在有的例子里表现得相当明显
,

有的却不那么明显
,

分析起来有些曲折也不足为怪
。

3
.

2 顺着这个思路
,

我们可以进而揭示更多的事实
.

像以下这几个例子
,

都不属于 夸2 里的情

况
,

却都可以用
“
否定预设

”
来解释

:

( 3 6 )什么也不干
,

没的可干
。

(朔 4一 2 29 )

( 3 7 )我没嘴你什么
,

也没有什么可瞒你的
。

(电视剧《京都纪享 》20 集 )

( 3 8 )咱不为什么了
,

什么都不为了
。

(《我是王朔 》54 页 )

( 3 9 )我不干了
,

没法儿干了
,

也不爱干了
。

(电视剧《小保姆 》 )

(4 0)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

能不能接全活儿? (朔 4一 17 3 )

( 4 1 )我不生气
,

我一点也没生气的愈思
。

(朔 4一 4”

( 4 2 )〔你不是开玩笑吧?〕不是
,

我没心思开玩笑
。

(朔 4一 50)

( 4 3 ) 〔你不带我去
,

带谁去? ]谁都不带
。

(朔 l一 3 3 9 )

( 4 4 )你不必改
,

我也没想叫你改
。

(朔 3一 154 )

( 4 5 )你说过多少回改了? 你改过一回么? (朔 1一 3 4 9 )

( 4 6 )你哪儿也别去 l 我哪儿也不让你去
,

今天你是我的 1 (朔 1一 9 8)

( 4 7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 什么没给你? 你还想要什么 ? 还想要什么 ? (朔 1一 31 )

最后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

其最后两间虽然字面相同
,

但据我们个人理解
,

两句所强调的内容似乎有

所不同
:

前一小句的重音应该在
“
要

”
上

,

而后一分句的重音是在
“
想

”
字上

. “
想要什么

”

是
“
要什么

”

的一种预设
,

对
“
想要什么

”

进行反问比对
“
要什么

”

进行反问
,

份量要重得多
.

3
.

3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认为
,

相同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共时系统里并存
,

必有其各 自的功

能价值
。

本章分析的现象不仅是
“

并存
” ,

而且是
“

并行
” ,

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
。

二者并行
,

后者使

前者的表达效果得 以加强
,

须有个前提
:

后者不带来更多新的信息
,

即
,

基本信息内容等同于前者
,

否则就难分谁强谁弱了
.

所以
,

否定形式的连用
,

从语用角度讲
,

是个否定效果的强化过程
;
从语义

上讲
,

却是个下文信息度降低的过程
.

(
“

信息度
”
的概念来 自于 R o be rt 一 lA ia n

de eB au g r
an de &

w o l fg
a n g u ir i e h nr

e ss le r
的 I n t r od

u e t io t o T e x t L in g u i s t i e s 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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