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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否定式概念和分类 

 

摘要：语言总会以不同的手段来表达某一认知经验范畴。否定范畴作为一

种普遍的认知范畴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手段各不相同，具体到现代汉语

中，其表现手段更是纷繁复杂，不仅涉及了现代汉语词汇、短语、句子甚

至是篇章各个结构层面，也关系到了语义、语法和语用三个语言平面。 

根据语义、语法和语用否定可以分为两大类显性否定和隐性否定。 

显性结构否定句，即采用否定性词语如“不’、“没（有)”等构成，否定性

词语是其标志。 

隐性否定，又或称为含蓄否定，它是相对于显性结构否定句来言，指的

是不出现否定而具有否定意义的否定，这主要是从语用效果上来讲的。 

本文对汉语显性否定现象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汉语隐性否定现象进行

了详细的描述。 

                汉语否定 

 

肯定与否定一对相对对立的概念，否定句和肯定句意义相对，同时语

义相对。同样，肯定范畴与否定范畴也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是它们却同属

于认知范畴，从这一点上看，肯定范畴是一个句子中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部

分，而否定范畴则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否定，因此它们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

的。而在肯定句中，肯定范畴是没有标记的，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形式，同

样，肯定范畴也要根据句义来判断，通常传达的是整个句子的完整句意义，

而否定范畴是有标记的，否定的范围通常是否定词后的部分，也就是说是对



一部分内容的否定，因此二者是有区别的。 

肯定范畴、否定范畴和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是不完全对应的。肯定范

畴可以以肯定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用否定形式表现出来；在同样的情况下，

否定范畴也可以用否定形式表现，也可以用肯定形式表现。如： 

(1)她也是女人会知道男婚女嫁的事。（肯定形式） 

(2) 她也是女人不会不知道男婚女嫁的事。（双重否定形式） 

1. 汉语否定句的界定   

对于否定句应当从形式上界定还是意义上界定，即从语法角度进行界

定还是从语义角度上进行界定，一直以来，学术界都对此看法不一。但是大

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主要从否定形式上来界定。从《马氏文通》开始，中国

的语言学家们就开始对较为常见的否定词与否定句进行研究。 

金兆梓（1955）指出，肯定句与否定句应依据句子中出现的否定标记进

行判断。  

吕叔湘先生（1956）提出：“否定的句子必须要有否定的字样。”两位学

者对于否定句的看法是只要是句子中出现了否定标记或是句子的结构明显

是否定结构，那么这个句子就是否定句。 

黄伯荣和廖序东（1991）写到：“对事物作出否定判断的句子就叫否定

句”。而在 2.2 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所有的句子都对事物作出了否

定判断，他们都能够表达否定意义。基于此，郑红明（1996）提出了自己的

不同观点，他认为否定是归属于逻辑范畴的，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体现，而否

定句却是从语法结构上表达否定含义的句式，二者所针对的角度并不相同。

在判断否定句时，有无否定词是判断某个句子是否为否定句的重要依据，但



却不是唯一依据。 

李明宇（1997）指出：否定和否定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否定式是

相对于肯定式而言的，在肯定式的基础上加上否定标记从而构成新的形式

否定式。而否定则是涉及到逻辑、语言等不同范畴的大命题。 

韦世林的观点认为“否定句，从语言形式上看，就是带有否定词的语句，

但从语用角度上看，带有否定词的语句并不都是表达否定意义，同理，没有

有否定词的语句，也并不一定不能表达否定含义。语言形式上，有否定词的

就是否定句，没有，则不是”。 

邵敬敏（2007）认为：“否定形式是在肯定形式加上否定词构成的。”  

以上论述虽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却大都同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否定句

式都要有否定词作为形式标记，这是最主要的特征。此外，笔者认为还应该

增加一条标准，即从意义上看，否定句是整体上表达否定判断的。 

根据本文对于否定句式的判断标准，在一个否定句式中，表达的含义虽

是否定的，而否定的部分往往是否定词之后的部分，在下面中，我们会讨论

这一问题。否定范畴是指与肯定形式相对立的否定形式所负载的意义。另外，

否定范畴有外在的形式标记，例如汉语中的否定词“不、没、别”等。根据否

定词我们可以来划分“不”类否定句式，“没”类否定句式和“别”类否定句式。 

 

 

2. 汉语否定焦点与否定句式   

所有的否定句都有否定焦点。否定焦点，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否定句式

中，否定词所直接进行否定的对象，找对了否定焦点，也就能够完全准确理



解否定句的准确含义，因此，从语用的角度上来说，否定焦点的研究价值同

样巨大。 

汉语中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整个谓语几乎总是包含在否定范围之内，

否定词的意义仅仅是自身的一种或多个成分，要想准确表达或是理解句子

的否定意义，必须要先明确否定焦点，其中句法手段使用广泛。 

否定焦点与否定句意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对句子否定焦点的

判断不同，则对否定句的意义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解决了肯定与否定、

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以及对否定句的界定后，我们要进入下一重要问题的

探究——否定焦点。当确定了一个句子表达否定含义并且从形式上来说是

否定句式后，还应该找到这个否定句所否定的焦点问题。 

吕叔湘先生认为在一个句子中，否定范围应当是“不”和“没”等否定词后

的全部内容。由此可以证明，否定辖域应当是是否定成分之后的所有词语。

但是，事实上却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将用实例来证明。如： 

（1）我一句话没听。 

（2）我没有粮食我吃。 

（3）他不高兴地批评了我一句。 

（4）我没听到她说话。 

（5） 我没吃饭（，我吃水果了） 

我没吃饭（，我看电视呢） 

            我没吃饭（，我做饭呢） 

在 1 例子中，“一句话”在形式表层位于否定成分后，但是却是从谓语动

词后提到了谓语动词前。因此应变形为“我没听一句话”。因此，只要语义上



是受否定词否定的，就从属于否定辖域内。一般情况下，否定成分语义影响

最大的范围是否定成分后的所有词语。 

在 2 例子中“没有”否定的对象可以是“我”、“粮食”、“吃”，也可以是“粮

食我吃”。但是，根据上述论述得知，“否定辖域应是否定词后的最大语言片

段”这一推论可知，此句中，“没有”否定的是“粮食我吃”。因此，否定辖域

就是否定词后的所有成分。 

但是，在 3 例子中，“不”否定的却不是“高兴地批评了我一句”。“地”之

后的成分并没有受到“不”的否定，而只是“高兴”。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否

定句在判断否定焦点时应当小心区分。 

从上述的例子中，不难看出，否定辖域与否定焦点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在一般情况下，否定辖域是否定词后的全部成分，这种情况下否定辖域与否

定焦点是重合的，但是在“我没有粮食我吃”这个句子中，否定焦点却可以是

“我”、“粮食”、“吃”等不同内容，不一定是整个辖域。大部分情况下否定焦

点是否定辖域的最后部分。 

在 4 例句中，在不考虑语言环境的影响下，“听到她说话”是否定辖域，

而“她说话”会成为否定焦点。但是，辖域内的每一个部分都可能会成为否定

焦点。 

在 5 例句中，“吃”、“饭”以及“吃饭”分别成为了否定焦点，但是无论如

何，否定焦点都要位于否定辖域之内。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可以看出，在同一否定句式的条件下，否定焦点不尽

相同，同样，所否定的内容也就不同。如果我们不对否定焦点的语用作用加

以研究，那么“我没吃饭”便只存在第一层的基本含义，只是对于“我吃饭”这



件事的否定回答。但是显然，这并不够，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否定焦点所表达

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否定焦点如何变化，都一定要位于否定辖域以内，这

是根本不变的。 

冯柱在《语法否定与语义否定》一文中，从否定焦点的角度将否定句式

进行了分类，而他正是从不同的否定焦点给否定句式带来不同语用结果的

角度进行分类研究的。 

对于否定焦点的确定，除了从语法角度出发，也要从语言环境的角度考

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析否定焦点。在汉语中，同一否定句式的否定焦点可

能不同，如例句（5），对于这一类否定句式的否定焦点的判断，只能通过

语义来得到，不同的语义造成了不同的否定焦点，也就是所强调的内容不同。 

3. 汉语否定标记    

在汉语的否定标记表达中，笔者将其分为两类：表达一般否定含义的

“不”、“没”（“没有”）和表达禁止含义的“别”。 

根据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广的两个否

定词为：“不”，“没”（“没有”）。 

一、一般否定含义的否定词 

（一）“不” 

首先，我们从语义角度出发，“不”只有在某些动词和形容词前才具有实

际意义。“不”在否定句中表达的含义通常是表示为跟预想或是现实的一种比

较，但是并没有达到标准。比如当我们说这个菜“不辣”时，不代表菜就是酸、

甜、苦，也可能表示为“菜是辣的，但是却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不”

的表达并不是非黑即白。 



1.“不”在形容词前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否定副词“不”来修饰。因为首先形容词可以

分为两类，标准为：在形容词前是否可以有副词，如“有点”、“太”、“很”、

“非常”、“比较”等。这些形容词可以同时受“不”和这些副词修饰。如： 

（1）a) 我（有点、太、很、非常、比较）内向。 

b) 我不内向。 

（2）a) 那个菜（有点、太、很、非常、比较）辣。 

b) 那个菜不辣。 

但有些形容词如“粉”、“冰冷”、“疑难”不能受这些副词修饰，因此也不

可以受“不”修饰。 

（3）a) 那朵花（有点、太、很、非常、比较）粉。 

b) 那朵花不粉。（错） 

（4）a) 那个问题（有点、太、很、非常、比较）难。 

b) 那个问题不疑难。（错） 

2.“不”在动词前 

在这里，“不”可以与行为动词、心理活动动词连用。 

1）不+行为动词可构成如：不看、不听、不去、不回答等。 

2）不+心理动词可构成如：不明白、不喜欢、不理解等。 

但是用“不”来否定动词是有条件的，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在宾语后必须有数词 

B.在宾语后不能有数词 

当动词“看”、“开”、“切”、“说”等作为句子独立成分出现时，由于宾语



可以自由删减数词，因此这些动词是可以受否定词“不”进行否定的。 

（5） 他学了五六个钟头阿拉伯语。 

他不学阿拉伯语。 

（6） 他看了一两部小说。 

他不看小说。 

但是，当动词重叠式出现时，也就是这个动词连续出现了两次，就不

可用“不”进行否定。 

（7） 他看看小说。 

他不看看小说。（错） 

（8） 她想学学法语。 

她不想学学法语。（错） 

3. “不”在心理动词前 

除了以上情况外，有一类动词同时兼有形容词词性，这类动词的宾语

后可以随意增添或是删减数词，并且这类动词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用否定

词“不”来进行否定。如“清楚”、“明白”、“懂”等。 

（9）窗户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 

（10）我们是平民百姓，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 

 

 

5.“不”的特殊用法  

“不”在句子中单独使用。多用于对话或设问中，对提问作出否定性回

答。 



（11）你今天有空吗？不，我还有事。  

（12）记住我的话了吗？不，不太了解。 

 

（二）“没” 

在现代汉语中，“没”有以下三个常用义项： 

1.表示主客观意愿时，无，如：没意思。 

2.表示比较时，不够，如：他没我高。 

3.表示经历时，不曾，如：我没去过北京。 

其中，第一项可以等同为没有，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因此我们可以

看作是对“有”的否定。所以，“没”在表达否定时主要有两个用法： 

1.否定动词，表示某一动作行为未发生或未达到。 

（13）我没去过北京。 

（14）你这样做一点也没想过他的感受吗？ 

2.否定形容词或副词，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不如其对比的对象或

未达到某一标准或要求。 

（15）他在屋里进出脖子没那么直了。 

（16）这个地方没想象的那么大。 

3.当“没”与心理动词连用时，是对状态或事实的否定。如： 

（17）我还没想到他们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18）我没理解他的话。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没”不可以与一般性的性质形容词连用，如构成

“没漂亮”、“没丑”、“没穷”等。 



根据上述论述，“不”和“没”主要可以针对人或事物的动作状态、情绪、

心理活动、事物的性质及发展走向等做出一般性的否定。 

 

4、汉语否定句式分类 

 4.1.汉语显性否定句式分类 

 4.1.1“不”类否定句式 

1．否定性质 

 主语+不（否定副词）+动词+ 宾语 

（19）我不是老师。 

2．否定状态    

 主语+不（否定副词）+形容词+ 宾语 

（20）我不好意思。 

3．否定意愿    

 主语 +不（否定副词）+动词+ 宾语 

（21）我不想吃东西。 

在（21）例句中“想”是能愿动词，本身就是表示意愿或想法，这类句式

较容易被判断为意愿类。 

（22）我不喜欢做饭。 

如例（22）中的“喜欢”是心理动词，因此很容易被误判断为意愿类，实

际上这里的“喜欢”表示心理的一种常态。 

这类否定句是最为常见、也是最为基本的否定句。“不”要用在动词及形

容词前，对人或事物的动作、意愿、性质、状态甚至是情感评价加以否定，



“不”在句子中作状语。 

4．否定程度 

A）  主语+不（否定副词）+（状语）表示程度比较轻。 

   （23）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我太不理解你的意思。 

B） 主语 + 状语+不（否定副词）表示程度比较重。 

   （24）我不很满意这件衣服的。—— 我很不满意这件衣服的。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不”位于否定副词前后是都可以的，但是示程

度的深浅、强弱等不同的否定含义。当否定副词在前，程度副词在后时，所

表达的否定含义比较轻；反之，则否定意义强烈。同时，否定常常用“一点

也不、丝毫（也）不、绝不”等表示加强语气，表示强烈的否定；用“不太、

不大、不怎么”表示语气的弱化，程度的弱化。如：   

（25）这个故事是说,不听别人的好言劝告。 

（26）我有个不大好的习惯。 

5．否定某一情况 

主语 +不（否定副词）+ 状语+动词 

（27）现在不马上走。 

（28）如果不按时上班。 

在例句（27）、（28）这两个句子中，“不”位于副词“马上”和“按时”后，

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完整的意思，因此，如果只是一部分，这样的句子并不完

整，必须要加以补充。如：现在不马上走，你会后悔的；如果不按时上班，

老板会骂死你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的作用相当于“如果不”、“要是不”等

表示假设性的判断。 



6．否定前一句的信息，否定回答 

（29）你是韩国人吗？不，我是日本人。 

7．否定可能性，表示“不可能”的语义时，可以用“X 不 X”来表示。如： 

（30）他是老了干不动了才老实起来。 

（31）怎么也起不来。 

8. 否定已知和假设性信息，“不是”的特殊用法 

在此类否定句中，“不是”表示的是警示、提醒、强调的含义。如： 

（32）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 

（33）我说：“不是，累也不会累成这样。” 

（34）我也知道老这么骗下去不是办法。(余华、活着) 

4.1.2“没”类否定句式 

1.特殊否定。 

动词+没+动词 1+ 主语 1，动词 2+ 没 +动词 2+主语 1 

（35）这孩子从小就吃没吃相，喝没喝相。 

关于这类否定句，学界一直存在观点不一的看法，但是从否定句的定

义来看，这类句子也是否定句的一种，只是结构上较一般的否定句来说比较

特殊，它不是根据否定词在句中作状语这一特点来进行否定的，而是通过谓

语本身来进行否定的，从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固定用法。 

 

2. 否定行为动作 

主语 + 没+ 动词+ 宾语 

“没”作副词、状语时，在谓词性成分前，对人或事物的行为动作、或是



事情的发生做出否定。表示“未”、“不曾”的含义。    

（36）可我从没听说过跑步也能挣饭吃。(余华、活着) 

（37）我没去过埃及，也没去过非洲。 

（38）很多大学生没想过毕业后的生活。 

3．否定行为发生。 

主语+ 没+ 动词+ 宾语 

有副词状语，“没”和一些副词结合时只能位于副词前，如： 

（39）我没想到他还回来看我们。 

（40）我没马上答应他。 

有些副词与“没”结合时，“没”只能位于副词后面，但是意思不尽相同，

如： 

（41）我们都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没都明白过来是怎

么一回事。 

（42）同学结婚没特意通知我。——同学结婚特意没通知我。 

4．否定程度的状态。 

主语 + 没+ 性质 adj（形容词）+  动词 + 宾语 

（43）父亲没努力看去。 

（44）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5．否定状语 

S（主语） + 没`+ V（动词）+ adv（状语） 

谓语后面有补语时（结果补语，趋向补语），“没”要用在谓语前面。一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bJ_pmiVuNOgyo38kglQIjI9sMzP1GkDeIwKhI7eE2sd90IrtZ9Cz4QsJ55pcTZI0llZmruJClVVfXwzD_xPxl94n3TlclllbS8ZffpEq4e&wd=&eqid=a212be2c000408030000000663dde44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bJ_pmiVuNOgyo38kglQIjI9sMzP1GkDeIwKhI7eE2sd90IrtZ9Cz4QsJ55pcTZI0llZmruJClVVfXwzD_xPxl94n3TlclllbS8ZffpEq4e&wd=&eqid=a212be2c000408030000000663dde445


般不用“没”进行否定，因此这类否定句是错误的。 

（45）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 

（46）日后总没有机会赢回来。 

（47）他还没把话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了。 

4.1.3“别”类否定句式 

1. 在“别”类否定句中，基本句式为“主语+ 别 + 动词+ 宾语”。在这里，

“别”也可换为“不用”、“不要”、“甭”等，表示制止、劝阻、禁止等含义。 

（48）你别听人家胡说。 

（49）你不要动它。 

2.“不要”在否定句中的作用相当于“不”。 

（50）我不看。我也不要看。 

3.“甭”属于北京方言，是“不+用”的合音。表示“不需要”、“不用”的意

思。 

（51）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4.“不用”为”用不着”、“不必”的意思。 

（52）福贵，你我之间不必多礼。 

（53）他说：用不着了，我知道她活不过今年，怎么死也是死。 

上述三大类否定句的特点是：“不”和“别”类否定句所表述的内容可以

是已然的，但不绝对是；而“没”则一定是已然的。“不”类否定句所表述的对

象必须是具有主观愿望或者是能力的，而“没”类否定句则是对客观情况的具

体描述。“别”除了具有“不”的上述特点外，还多用于对第二三人称的要求、

命令、禁止、劝诫等的祈使句中。 



 

4.2 隐性否定 

4.2.1 隐性否定的定义  

汉语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交际双方在特定语境中会使用一

种含蓄、委婉的肯定方式来表达否定的意图，以达到劝阻、拒绝等否定效

果，使另一方终止正在或即将进行的动作行为，最终避免消极结果的出

现，我们将这种语言现象称为“隐性否定”。  

隐性否定表达否定的意义，但却不具有否定形式，其否定意义需要交

际双方凭借对话语的逻辑分析，推论出对方的“言外之意”。所谓隐性否定

句，可以是只由一个词语构成的独词句，可以是一个短句，也可以是由多

个小旬构成的复合句。一般凡是不直接使用否定词来表达“反对、拒绝、

指责、劝阻”等意义的句子都隶属于隐性否定句范畴。  

4.2.2 隐性否定的表达形式  

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选择各类形式上肯定

但意义上否定的词汇，或是不带有否定词语的句法结构，来间接否定不同

的内容。  

 

 

隐性否定的表达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隐性否定的语用效果上来

看，我们将其的表达形式粗略分为三种： 

一、运用语音表达否定意义。 

二、运用词汇形式表达隐性否定。 



三、运用句法形式表达隐性否定。  

4.2.2.1 表达隐性否定的语音形式  

语音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在表达语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语音语调的不同，也会导致语气和表达效果的不同。语音语调发生变

化的同时，语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日常言语交际中，人们也经常利用

语音语调表达隐性否定。例如：  

(1)A：我知道他吗？  

B：我知道他。1 

(2)A：今年我想推选阿里为学生会主席。  

B：阿里？2  

A：怎么了？  

B：阿里他——算了，还是不说了。  

例(1)中我知道他中的声调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2)中 B 第

一个答句语调的上扬，第二个答句中的停顿，都表示对推选阿里为学生会

主席持否定性意见。(1)和(2)两个例子分别利用了语调上扬和停顿来表达隐

性否定。  

 
1 杨先顺．语用否定的逻辑分析[J3．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28～32。 
2 王有芬．间接否定答话的策略分析[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4)：66～

72。  
 



4.2.2.2 表达隐性否定的词语 

在汉语中，很多不同词性的词语都含有否定的意义，例如表示“厌烦”

等意义的心理动词：讨厌、拒绝、嫌等；形容词：糟糕、差劲、错了等；

副词：就、只、未免、白白、还、难以等：语气词：哎、哼等。例如：  

(3)李唐为人处世可差劲了。3  

(4)我讨厌她。 4 

(5)你就只知道哭，哭能解决什么问题？5 

(3)中“差劲”的意思是原意指“办事不理想，不能使人满意”这里的意

思是李唐为人处世不怎么样。(4)中的“讨厌”的意思就是“不喜欢”，句子意

思是“我不喜欢她”。(5)中“你就只知道哭”的意思是“你除了哭什么都不会

做”， 叶子劝阻 B 别哭了。  

 

4.2.2.3 表达隐性否定的熟语  

在汉语当中表示否定含义的熟语比比皆是，例如成语：掉以轻心、

袖手旁观、臭名昭著、固执己见、敷衍了事、弄巧成拙、背信弃义、投机

取巧等；典故：对牛弹琴、抱薪救火、纸上谈兵、功亏一篑、捕风捉影、

 
3 王有芬．间接否定答话的策略分析[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4)：66-72。  
4 王伶伶．试探非关联性对话中的关联性[J]．科技信息，2009，(33)：249-251。  
5 王明珠．对外汉语教学中隐性否定应答的语用策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新

疆：新疆大学，2010。  



病入膏肓、鞭长莫及、半途而废等；俚语：走眼、抓瞎、走背字、坐冷板

凳等；俗语：扯淡、大白天说梦话、当面鼓对面锣、大海里捞针、打退堂

鼓、打肿脸充胖子、吃饱了撑的、半斤对八两等歇后语：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猴子捞月亮——白忙一场、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等；在

交际中使用这些词语一般都表示交际双方中一方对另一方阐述的观点持否

定的态度。例如： 

(6) 我看你们两个也就半斤对八两。6 

半斤和八两的重量差不多，比喻水平差不多，都不怎么样，(6)的意

思是我看你们两个都不怎么样。 

(7)要想在这么大的城市找到他就有如大海捞针。7 

大海捞针的意思是的字面意思是在大海里捞一根针，比喻机会渺

茫，(7)的意思是要想在这么大的城市找到他机会很小，基本不太可能。用

熟语表示隐性否定在人们日常交际中的使用很常见。 

4.2.2.4 表达式表达隐性否定的特殊 

汉语中一些特殊的表达式，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已经形成了固定

的否定意义，例如：才怪昵、这是什么话、哪儿啊，就那么回事吧、算了

吧、何苦呢、好了好了、得了吧、管它呢、太那个了等。这些特殊表达式

 
6 杨先顺．语用否定的逻辑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28～32。 
7 王有芬．间接否定答话的策略分析[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4)：66～

72。 



在交际中即使脱离问句单独使用，人们也可以很自然地分辨出其中的隐性

否定意义。例如： 

(8) A：默罕默德要辞掉工作去中国了。 

B：他能去才怪昵!8 

（8）中 B“他能去才怪呢”的意思是他不可能去中国。 

(9) A：听你说话的口音，像是大连人。 

B：哪儿呀，我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9 

(9)中“哪儿啊”表示不是那样的，我不是大连人，间接否定了对方

说自己是大连人的观点。 

 

 

 

4.2.2.5 表达隐性否定的句法形式 

汉语中的隐性否定，除了可以通过词语和特殊表达式表达以外，还可

以利用各种句法手段来表达。其中反问句是隐性否定常用的表达形式，邵

敬敏、李家树(2000)认为“反诘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

 
8 杨毓林．动词内隐形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J]．中国语文，2002(2)：99-113。 
9 赵峰，现代汉语否定句初探[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山东大学，2004。 



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问句通常用疑问的句式来表示否定的意义，

以加强所表达的阻止、拒绝等否定意义的语气。例如： 

(10)A：你一定很喜欢你的孩子!10 

B：喜欢什么？他太淘气。11 

句中用了“喜欢什么”的反问句，间接表达我不喜欢他的隐性否定含义。 

隐性否定也可以用假设复句、祈使句、感叹句、转折复句、条件复

句、让步复句等句法形式表达。使用这些句法形式所表达否定的含义含蓄

委婉，更加容易被交际双方接受，形式多样的句法形式既可以为语言表达

增添很多选择性，又有效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例如： 

(11) 多好的记性!刚告诉你就忘了。12 

(12)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对她。13 

(13) A：我在外面再玩一会儿。 

B：快回来，冻着!14 

 
10 邵敬敏，李家树．转引自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6 

11 李宝贵．隐性否定的语用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1)：86-88。 

12 李宝贵．隐性否定的语用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1)：86-88。 

13 宋荣超．“语用否定” 考证 [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1)：118-122。 

14 史尘封．论语用否定[J]．修辞学习，2004，(5)，38-40。 



(11)中“多好的记性’’意思是你的记性真不好，此句用感叹句表达了隐

性否定含义。 (12)中用了假设复句，“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是现实是

没有机会了，故用假设复句表达了隐性否定。(13)中 B 用了祈使句，“冻

着”的意思是警告 A 快点回来，别冻着了。 

 

结语 

 

研究了显性否定，介绍了显性否定的来源、类型及其差异、表达方式、

语用功能，使得我们对显性否定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通过分析显性否定，我们发现了，关于“不”和“没”的用法一直是外国留

学生觉得很难学懂的地方，因为它们虽然都表示否定的意义，但它们的用法

却不相同。 

首先是在时和体上，“不”和“没”有各自所使用的时和体。“不” 一般用

于现在和将来，有时也可用在过去时里， “没” 用在过去和现在时里。 

它们在表达上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不”侧重于主观意愿，而“没”侧重

于客观叙述。“不” 可以自由否定非动作动词， 而没却不自由。“不”否定形

容词时否定的是某种性质，而“没”否定性质的发生或完成。 

它们在否定述补短语时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总之，“不”和“没”在否定时

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且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不”的用法要比“没”

更广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上述现代汉语里面一些隐性否定

表达否定手段分析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语言学中关于语用法和语法关系的问



题。就广义上来说，反问句、固定结构、假设句、条件句以及句法非现实式

等等都是以非否定形式表达否定的手段，除了表达与相应的否定词表达相

同的语义以外，它们都带有其他语用上的表达功能，虽然语用法随着长期使

用会固化为语法，但是这种固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在语法形式上

体现出来。  

中文文献： 

[1]  陈键锋.现代汉语否定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2004. 

[2]  陈炯. 句型、句类和句式[J]. 逻辑与语言学习.1987，(5). 

[3]  戴耀晶.试论现代汉语的否定范畴[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3). 

[4]  邓守信.汉语语法论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5]  冯柱. 语法否定和语义否定[J]. 外语学刊.2015，（04）. 

[6]  葛宏伟.现代汉语否定焦点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2008. 

[7]  郝雷红. 现代汉语否定副词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