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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 v 不 v”是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半固定的习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意义和用法，

大多表达听凭义、听凭义兼不满的情绪及对人或事物漠视、冷淡的态度等三种意义。笔者从该结构的动词特点和构式意义出发对“爱 v 不 v”

构式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 “爱 v 不 v”；动词；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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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讲究精炼，擅长用简练的语言形式

表达蕴含信息量大的思想内容。“爱 v 不 v”结构是汉语日常交际中使用

为普遍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 “爱 v 不 v”结构具有精炼简洁的语法特

点、丰富的语义和语用特点，在日常口语交际和文学作品中使用频率较

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1“爱 v不 v”构式意义 

构式语法是 C.J.Fillmore、 Adele E.Goldberg 和 Paul Kay 等在

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理论体系。严辰松（2006）将构式的概

念进一步阐释为：任何的语言表达形式，只要其形式、语义或功能的某

些方面不可以从这个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语言表

达形式中推测出来，就可以称为构式。本文探讨的“爱 v 不 v”结构，

我们将其看做一个独立的构式，是根据以上标准检验的结果。在这一结

构中，“爱 v 不 v”中的“爱”和“v”的意义有些并不等同于它们本身

所表达的意义。我们首先对这一结构中的两个固定语素进行分析。 

“爱”：《说文解字》：“爱，行皃。从夊，㤅声。乌代切。” 《康熙字

典》：“仁之发也。从心旡声。又亲也，恩也，惠也，怜也，宠也，好乐

也，吝惜也，慕也，隐也。” 做动词时有亲爱、喜爱、男女之情、爱护、

舍不得、怜悯等意。例如： 

（1）《世说新语》：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 

（2）《古诗四首》之三：结发为妻，恩爱两不疑。 

（3）《史记陈涉世家》：吴广素爱人。 

做名词时有惠、仁爱等意。例如： 

（1）《左传昭公二十年》：古之遗爱也。 

“不”《说文解字》：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象形。

凡不之属皆从不。其本义为名词，指未经缔结构造而直接使用的树杈上

的原始巢居；后引申为禁止、不要，还可表示不是、非等，以上读作 bù；

“不”借为“否”时，读 fǒu。当读作 bù时，有副词和助词两种用法，副

词表示否定、禁止、否定性的回答，也用在句末表示疑问，用在动补结

构中间，表不可能达到某种结果等意。例如： 

（1）《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宽。’ 

（2）《孟子滕文公上》：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3）《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我且问你，褚一官在家也不？ 

根据以上对两个固定语素的分析，我们发现都不能解释“爱v不v”这

一结构为什么能够表示听凭义并有不满的语义成分在里面。“爱”有“对人

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但却没有“随便”、“不满”的意思，因此“爱 v 不

v”结构的意思并不是其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其听凭义和不满的语义

成分无法从其成分中推导出来。陈建民（1991）、张卫国（1989）等分析了

“爱v不v”结构的来源，认为“爱v不v”结构来源于部分“如果爱v，那

么就 v，如果不爱做，那么就不做 v”这个二重复句的紧缩句。在北京大学

CCL数据库中搜索相关例句，并选取其中几句进行分析，例如： 

（1）……按说服务员说两句好话杨清民也就没事了，可那天杨清民

没穿警服，又是刚刚到郊区办案回来，一身泥泥水水的，服务员就没把

他放在眼里，说就这样，爱吃不吃。（谈歌《城市警察（5）） 

（2）……桂枝扯着牧乾，欲忙而更媚的往回走，走了几步，她又立

往，回头向哥哥说：“你爱听不听，反正我尽到我的心告诉你。（老舍长

篇） 

例（1）中的“爱吃不吃”，按照陈张等人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如

果你爱吃，那么你就吃，如果你不爱吃，那么就不吃。”例（2）可以理

解为“如果你爱听，那么就听，如果你不爱听，那么就不听。”在语境中

都有“愿意”的意思，表达出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意愿，说话人给受话人

提供选择，说话人的对象听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动作，随自己的便。这似

乎能够解释这一结构所表达的听凭义，可紧缩句后的“爱 v 不 v”结构

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爱 v 不 v”结构前后两个动词的位置上习惯性放

入相同的动词，这时结构已经不能看成“如果爱 v，那么就 v，如果不爱

v，那么就不 v”此外，“爱 v 不 v”还蕴含着不满意，“如果爱 v，那么

就 v，如果不爱 v，那么就不 v”更多的是为受话人提供选择，重点更多

的在选择意义上。“爱 v 不 v”这一结构隐含着受话人有违背说话人的行

为意图，“爱 v 不 v”在语境中更多的是对受话人行为的一种预设，也就

是说话人主观认为受话人不愿意 v，不爱 v，并用“爱 v 不 v”委婉地表

达说话人对受话人的一种不满情绪。 

“爱 v 不 v”结构作为一个构式，它表示的听凭义和不满意等是结构

本身所给予的，因为结构中的“爱”、“不”和当中的动词没有提供这些

语义，词与词之间的组合也不能产生这些意义，因此构式意义的提出能

更好避免把结构的意义强加给结构组成部分意义，也能更好的解释“爱

v 不 v”这一结构的意义。 

2 结语 

本文利用部分构式语法理论的观点分析了“爱 v 不 v”这一结构的

构式意义并对其中的“v”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认为“爱 v 不 v”结构具

有自己独立的语义，即随便 v 不 v 且蕴含说话人不满的情绪，并不是语

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并且“爱 v 不 v”构式对进入该结构的动词有限制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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