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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儿 ”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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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尝试用 “差点儿 ” 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 , 来解释 “差点儿没 有 ”格式中冗

余否定的形成机制 用句式的 “肯定 否定 ” 和其中 的 “积极 消极 ” 的配置方式 , 来

推导整个句式评价意义的 “正面 反面 ” 庆幸 遗憾 进而用 “乐观原则 ”来解释 “差点

儿钟 ”格式三缺一格局的语用动因 , 以便用句式缺位来说明 “差点儿 ” 格式中隐性否定的

语义溢出的条件 。文章还基于对真实文本中 多个 “差点儿 ” 实例的分析和统计 , 说明在

语言运用层面的语法中 , 对于歧义句式 “差点儿没 有 钟 ”、甚至所有的 “差点儿钟 ”格式 ,

语言使用者都有可能采用概率性的处理策略 , 来自上而下地获取其语义解释 。文章还指出 , “差

点儿 没有 钟 ” 格式的使用受到社会道义的约束 , 这保证 了概率语法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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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隐性否定看 “差点儿 ”格式的不对称性

本文打算从副词 “差点儿 ”所包含的隐性否定的角度①, 来观察和讨论这种隐性否定意义溢出的有关

语法效应 , 特别是 “差点儿 没有 ”格式中形式与意义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着重回答下面三个问

题 为什么 “差点儿考上 ” 没有考上 的否定式 “差点儿没有考上 ” 考上了 是合格的 , 但

是 “差点儿摔倒 ” 没有摔倒 的否定式 “差点儿没有摔倒 ” 摔倒了 是不合格的 为什么 “差

点儿摔倒 ” 没有摔倒 可以有冗余否定形式 “差点儿没有摔倒 ” 没有摔倒 , 但是 “差点儿考上 ”

没有考上 却没有冗余否定形式 “差点儿没有考上 ” 没有考上 “差点儿 没有 ”

格式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如此不对称 、甚至乖违吊诡 , 以至于语法学家都不堪忍受 那么 ,

在实时的语言交际中 , 言语大众为什么能够快速而准确地理解这种格式的意义

二 “差点儿 ” 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及其条件

一 “差点儿 ” 句式中的形式和语义因素

袁毓林 已经证明 , “差点儿 钾 ”格式的断言意义是其预设和推演的合取 “接近 ,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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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出 从历时的角度看 , 语言中的否定标记大多源于否定性动词 , 最通常的是 “ , , ,

, , ” 等 。更加详细的讨论 , 见 。关于汉语中的隐性否定动词 , 详见袁毓林 。本文讨
论的副词 “差点儿 ”, 也含有隐性否定的动词性语素 “差 ”二缺少 、 不够 。



没有 ”, “差点儿 ”是一种否定性的副词 。由于 “差点儿 ” 中的 又可以是否定形式 “一 , ”, 因

而 “差点儿 一 , ” 的意思便是肯定性的 “ , ”。这种复杂的 、 带有转折性的 、 有时甚至是双重否定式

的语义结构 , 使得这种格式易于成为一种主观化的表达形式 , 可以表达说话人的对于 或 , 所表

示的事态的实现与否的心理评价 。例如

范进差点儿考中。 没考中 范进差点儿没考中。 考中了

范进差点儿落榜 。 没落榜 范进差点儿没落榜 。 落榜了

范进差点儿没落榜 。 没落榜
金融改革差点儿成功 。 没成功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成功 。 成功了

金融改革差点儿失败 。 没失败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失败 。 失败了

金融改革差点儿没失败 。 没失败

公牛队差点儿赢了这场比赛 。 没赢 公牛队差点儿没赢这场比赛。 赢了

公牛队差点儿输 这场比赛 。 没输 公牛队差点儿没输了这场比赛。 输了

公牛队差点儿没输了这场比赛。 没输
经过朱德熙 、 、 吕叔湘 八 、 毛修敬 、石毓智 和沈家煊

等的一系列研究 , 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实 “差点儿 ”格式的成立与否及其语义解释 , 跟

其中的 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有关 , 还跟说话人对于 或 , 所表示的事情的期望还是不期

望有关 。具体地说

肯定形式的 “差点儿 ” 差不多总是成立的 , 其语义解释是否定性的 “接近 仰 , 但是没有

”, 如例 一 的 和 所示

否定形式的 “差点儿 ” 即 “差点儿十一 , ” 能否成立跟说话人的期望有关 , 如果 所

表示的事情是说话人所期望的 , 那么 “差点儿 一 , ”可以成立 , 其语义解释是肯定性的 “接近 ,

但是 ,了 ”, 如例 一 的 所示 反之 , 如果 所表示的事情是说话人不期望的 , 那么 “差点儿

一 甲” 不能成立 , 如例 一 的 所示

说话人的期望 不期望这种语言之外的意思 一 , 往往通过选择具有积极

消极意义的词语来传达 , 比如例 一 中的 “考中 落榜 、成功 失败 、赢 输 ” 这种积极意义
的词语可以记作 “ ”, 这种消极意义的词语可以记作 “钟一” 这样 , 不能成立的 “差点儿 ”

可以改写为 “差点儿 一 七”

虽然表示肯定意义 “ 几了 ” 的 “差点儿十 忆”是不能成立的 , 如例 一 的 所示 但

是 , 表示否定意义 “没有 一” 的 “差点儿 一 忆”是可以成立的 , 如例 一 的 所示 。这样 , 这

种否定形式的 “差点儿 一 一”跟肯定形式的 “差点儿 一”成为同义异形句式 也就是说 , “差点儿

布 ,一” 是一种冗余性的否定格式

肯定形式的 “差点儿 仰 ”表示说话人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 , 含有遗憾

的意思 , 如例 一 的 所示 肯定形式的 “差点儿 一”表示说话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

终没有实现 , 含有庆幸的意思 , 如例 一 的 所示 否定形式的 “差点儿 一 , ”表示说话人希

望实现的事情接近没有实现而最终实现了 , 含有庆幸的意思 , 如例 一 的 所示 冗余否定形式的

“差点儿 一”也表示说话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 , 含有庆幸的意思 , 如例

一 的 所示 。

二 “差点儿 ”句式中有关语义因素的配置格局

在上述现象中 , 有两个事实特别重要 , 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解释 为什么例 一 这种表示肯

定意义 “ 七了 ” 的 “差点儿十一钟 七”格式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会出现例 一 这种表示否

定意义 “没有 一”的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十一 一” 显然 , 这两个问题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 但是 ,

为了简单和方便 , 下面我们还是依次分别讨论 。

对于上面第 个问题 , 江蓝生 从有没有 “实际的交际意义 ” 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

大意是 如果不希望的事情已经不幸发生了 , 还从反向计量它离没有发生有多少距离 , 通常是没有什么

实际意义的 。比如 , 一个人既然已经感冒了 , 再说 “差点儿没感冒 ”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基于交际价值



的功能主义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 但是比较模糊 , 不容易给出明确的证伪性条件 。比如 , 一个人丢了钱包

和装在里边的火车票 , 差点儿不能乘火车 碰巧车站的工作人员捡到了那个钱包 , 通过车站广播招领 ,

使得他终于坐上了那趟火车 。但是 , 不幸的是那趟火车在途中发生了脱轨事故 , 使他最终赶上了那场车
祸 。陈述这个差点儿就可以躲过一劫 即没有遭遇车祸 的事情 , 应该是有实际的交际意义的。但是 ,

对于这种相同的真值条件 , 不同的表达形式的合格性和可接受性却是很不一样的 。例如

王光明差点儿躲过这场车祸 。

” 王光明差点儿就可以没有赶上这场车祸 。

王光明差点儿免遭这场车祸 。

王光明差点儿没有赶上这场车祸 。

在上面这些例子中 , 虽然 “躲过这场车祸 ”跟 “免遭这场车祸 、 没有赶上这场车祸 ” 的真值条件意

义相同 , 但是前者是一种比较积极 、主动和正面的表达方式 , 后者是一种比较消极 、被动和负面的表达
方式 。因此 , 我们猜测 “差点儿十 七”格式不能成立的原因 , 可能不是单纯的表达内容 , 而是表达

内容跟表达方式之间的组配关系 特别是句子的语气形式 肯定 否定 、说话人的心理期望 希望

不希望 及其所用的词语的价值取向 积极 消极 和说话人最终的主观评价 正面 负面 这几种

语义因素之间的配置和推导关系 也就是说 ,隐性否定副词 “差点儿 ”之后的谓词性成分是肯定形式

还是否定形式 、 所表示的事情是说话人希望发生的 或 钟 , 还是不希望发生的 一或

几 、 以及由前面这两对因素的不同配置方式而造成的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意义的正面 庆幸 还是负面

遗憾 , 这些语义因素之间的配合关系有特定的选择限制 。可以列表举例如下

评价 正面 ,负面一 希望 积极词语 不希望 消极词语 一
肯定形式 单重否定 “差点儿 ” 为

隐性否定 一

否定形式 双重否定 隐性否定 一

显性否定 “没 ” 一

差点儿 “差点儿考上北大 ”

一 一 遗憾

差点儿一 ,十 “差点儿没考上北大 ”

一 一 庆幸

差点儿 一 “差点儿摔断大腿 ”

一 一 庆幸

差点儿一 一 “ 差点儿没摔断大

腿” 一 一 一 一 一 遗憾

在 型格式 “差点儿 ” 差点儿考上北大 中 , 隐性否定意义跟积极的希望意义互动 , 负乘以

正得负 , 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 , 从而得出负面的评价意义 “遗憾 ” — 对人的好梦

难成 、事不遂愿表示同情或可惜 在 型格式 “差点儿 一” 差点儿摔断大腿 中 , 隐性否定意义跟消

极的不希望意义互动 , 负乘以负得正 , 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实现而最终没有实现 , 从而得出正面的评

价意义 “庆幸 ” — 为了人的幸免于难 、侥幸脱祸而感到高兴 在 型格式 “差点儿一 ” 差点儿

没考上北大 中 , 隐性否定意义跟显性否定意义互动 , 负乘以负得正 两种否定意义相互抵消 , 再跟积

极的希望意义互动 , 正乘以正得正 , 希望实现的事情接近不能实现而最终居然实现了 , 从而得出正面的

评价意义 “庆幸 ” — 为人的出乎意料的成功或意外地得到好的结局而感到高兴 在 型格式 “差点儿

一 一”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中 , 隐性否定意义跟显性否定意义互动 , 负乘以负得正 两种否定意义相
互抵消 , 再跟消极的不希望意义互动 , 正乘以负得负 , 似乎可以得出负面的评价意义 “遗憾 ” — 对人

的最终没有逃脱不幸遭遇或事物的最终还是不如人意表示同情或可惜 。但是 , 这最后一种 即 型格式

却是不合格的 , 结果造成表达形式 肯定 否定 、 心理预期 希望 不希望 和评价意义 庆幸

遗憾 互相关联的三缺一的配置格局 。

三 “差点儿 ”句式三缺一格局的语用动因

为什么 型格式不合格 、不可接受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跟其他几种格式的比较来寻找答案 。拿 式

跟 式来比较 , 式是为希望之事的未成而遗憾 , 十分自然 式是为不希望之事的成而遗憾 , 相对折

绕一点儿 , 但也说得过去 。拿 式跟 式来比较 , 式是用双重否定这种比较复杂的强调性肯定表达形

式 , 来表达为希望之事的成而庆幸 , 虽然山重水复 、峰回路转 , 但是柳暗花明 、风景绮丽 , 结果很正面 、

很积极 、 很给力 , 这种表达十分自然 相反 , 式是用双重否定这种比较复杂的强调性肯定表达形式 ,

来表达为不希望之事的成而遗憾 , 虽然峰回路转 、 云山雾罩 , 但是依然不见柳暗花明 、 小桥人家 , 结果

很负面 、 很消极 , 这种表达十分不自然 。也就是说 , 双重否定这种强调性肯定表达形式 , 适宜于表达正

面的 、 积极的评价意义 , 不适于表达负面的 、 消极的评价意义 。尤其在句子的时态意义中有 “最终 ” 意



义的时候①。这种语言表达的组配限制的理据是人类心理的乐观原则 , 即 通过

心理实验所证明的 “乐观假设 ” 即 ② 人总是乐于看到和谈论生活中光明的一

面 好的事情 、好的品质 , 摒弃坏的一面 因此 , 造成一种普遍的人类倾向 积极评价的词语比消极评

价的词语用得更加频繁 、 多样和随意 。既然最终的结果是消极的 , 那么就不必兜一个圈子 , 用双重否定

这种强调性肯定表达形式来表达了 。这种语用法的语法化 , 使得 式 “差点儿一 ,一” 差点儿没摔断大

腿 【摔断了大腿」成为不合格的构式 。

现在 , 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差点儿 布 '一”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这种表示否定

意义 “没有 一” 没摔断大腿 的冗余否定格式 简称 型格式 , 或 式 事实上 , 当我们说 式

是冗余否定格式时 , 就已经假定其基础形式是 式 “差点儿 一” 差点儿摔断大腿 【没摔断大腿』。

这样 , 问题就变成 为什么 式中的隐性否定意义要在表层结构上表达出来 , 从而造成冗余否定格式

呢 这也可以用乐观原则来解释 因为 式 “差点儿 一” 差点儿摔断大腿 〔 没摔断大腿 的断言意

义是正面的 “接近 一, 但是最终没有 一”, 评价意义是积极的 “庆幸最终没有发生不希望的事情 ”。

为了强调甚至夸大这种人们乐于见到的 “好的一面 ”,不惜在负面词语 一前加上显性的否定词 “没 有 ”,

把 式 “差点儿 一”的推演意义 “没有 一”显性地表达出来 。正好 , 在 “差点儿 ”的句式矩阵中 ,

没有 式 “差点儿一 七”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摔断了大腿 】 于是 , 冗余否定的 式 “差点儿一 七”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没摔断大腿」就可以填补这个句式空缺 , 又不至于造成歧义 一种形式 “差点

儿 七”, 同时表示 “钟 一了 ”和 “没有 ' 一” 两种意义 。也就是说 , 式这种冗余否定句式的出现 ,

既有语用上强烈的表达动机作为促动因素 , 又有语法上合适的句式空位提供可能性 。

如果上面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那么可以预测 式 “差点儿 ” 差点儿考上北大 【没考上北大

中的隐性否定意义一定不能在表层结构上表达出来 , 从而造成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 差点

儿没考上北大 没考上北大」。因为 , 这种表达方式 , 首先缺少语用上的表达动机 。正是 “差点儿 ”中

的隐性否定 , 逆转了 “ ”的评价意义 , 使得 “差点儿 十 ” 差点儿考上北大 表示消极的评价意

义 “惋惜事不遂愿 、 好梦难成 ”。在这种情况下 , 强调甚至夸大人们不乐于见到的 “坏的一面 ”, 大大地

违背了人类的乐观原则 。其次也缺少句式矩阵的支持 。因为 式 “差点儿没 十 ” 差点儿没考上北大

〔 没考上北大 , 跟 式 “差点儿 , ” 差点儿没考上北大【二考上了北大」, 将是同形异义 一种

形式 “差点儿 ” , 同时表示 “没有 十 ” 和 “ 了 ” 两种意义 , 造成了歧义句式 。事实也正

好是这样 , “差点儿没 ” 差点儿没考上北大【没考上北大 是不合格和不可接受的句式 。这
说明 , 冗余否定格式的成立 , 以尽量不造成歧义句式 、 不引起误解为前提条件 。

三 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的形成机制

一 “差点儿没 ”形成机制的省略与叠加假设

上面讨论了格式 “差点儿 一 几”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 没摔断大腿』的语用动机和句式条件 。

下面 , 讨论这种冗余否定格式形成的语法机制 。

沈家煊 婉转地提出了一种推演意义追加的假设 , 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

黑桃差点儿全了 , 但 没全 。

差点儿 , 没全 。

黑桃差点儿 , 但 没全 。

黑桃差 ,点儿没全 。

沈先生的思想大致是 例 中的 “没全 ”是 “黑桃差点儿全了 ” 的一个追加的推演意义 。虽然推

演意义一般不可追加 , 追加了会产生语义重复 但是 , 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追加 。这个特殊情形是推演

意义是一种消极意义 , 或者是说话人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这时 , 说话人感到有强调事情没有发生的必要 。

我们发现 , 沈先生对于例 这种冗余否定格式的产生条件的描述和例析 , 可能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从

① 一个旁证是 , 副词 “终于 ” 表示经过较长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 , 较多地用于希望达到的结果。例如 反复试

验 , 一成功了。一 反复试验 , 一失败了。 等了很久 , 他一来了。一 等了很久 , 他一没来。详见吕叔湘
。

② 是 的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 , 以特别乐观著称 。详见沈家煊 、 。



真实文本的语料来看 , 只有当 “差点儿 ” 差点儿淹死 的推演意义 “没 ” 没淹死 是积极的 其

中的 淹死 倒的确是消极的 这种情况下 , 说话人才会强调 “没有 一”这种推演意义 , 才会造成

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 一 一” 差点儿没淹死 二没淹死 ①。并且 , 例 也不可能是由完整的

基础形式例 省略为例 。这种简略形式 , 再拼合成例 这种紧缩形式的 。因为 , 在例 这

种紧缩形式中可以出现主语 “黑桃 ”, 但是在例 这种简略形式中却不能出现主语 即例 这种省

略形式是不合格的 。于是 , 无论是例 还是例 , 都不能成为推导出例 的基础形式 。因此 ,

推演意义的追加假设 , 不能解释例 一类冗余否定格式的形成机制 。

江蓝生 一 受到 “瞎混 胡混一瞎胡混 果然 不出所料 果不然 难道 不成一

难不成 ”这类构词层面的同义概念叠加紧缩现象的启发 , 认为 “差点儿没仰 ”这类句式的生成也可以用

同义概念的叠加和构式整合来解释 说话人为了达到加强语义强度 、突显主观情态等交际意图 , 有意识

地把 “差点儿钟 ”的推演意义 “没 ” 明示到句法平面上来 , 从而整合为否定式 “差点儿没 ”。可

以图示于下

差点儿 没 差点儿 没 、 差点儿没

江蓝生 指出 , 在叠合句 “差点儿没 ” 中 , “没 ”跟 “差点儿 ”先叠加在一起 , 再共

同去修饰 。这就是说 , “差点儿没 ” 是一个隐性否定和显性否定叠合在一起造成的结构成分 。她还以

此从结构层次上说明 为什么这种否定式的 “差点儿没 ”会跟肯定式的 “差点儿 ” 句式语义相

同 , 从而导致否定式与肯定式的不对称 。显然 , 这种叠合成一个成分的假设多少是特设的 。 , 不

能解释其他的隐性否定和冗余否定不挨在一起的格式 比如 “避免 …… 不 ” 避免今后 【不 犯错

误 、 “ 在 …… 没有 前 ” 在 「没有 」下雨前赶回了家 等 。

二 “差点儿没 , ” 形成机制的影子成分假设

我们认为 , 这种否定式的层次构造应该是 “差点儿 没 ”。这样 , 不仅可以从层次构造上解释这

种句式所明示的强调性意义 “没 ”的结构来源 , 而且还可以解释当这种句式的 是 “把 ”字结构时 ,

一种可能的省略形式是 “没 ”。例如②
差点儿没把我累死。

差点儿没把姑娘急疯了呢

没把我累死 。

没把姑娘急疯了呢 红楼梦 》第四十三回

好太太 , 你别说我 了 , 差点儿没把个妹妹急疯了呢

好太太 , 你别说我了 , 没把个妹妹急疯 呢 《儿女英雄传 》第三十五回

我的菩萨 差点儿没把我唬 吓 煞了

我的菩萨 没把我唬 叮 煞了 《 女英雄传 》第十回

例 是现代北京话的例子 , 例 一 是稍早一些时候的书面用例 。显然 , 从形式结构上看 , “差

点儿 没 一没 ”这种省略一个直接成分的方式 , 要优于 ,' 差点儿 没 没 ”这种省略

一个间接成分 直接成分中的直接成分 的方式 。
关于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的形成机制 , 我们的假设是 由于强调乐观 、积极的推演意义 “没

有 ”等语用动机的促动 , “差点儿 ”中的隐性否定意义发生语义溢出 幻。 。 , 实现为显
性的否定词语 “没 有 ”, 并且寄生和粘附到 “差点儿 ”所修饰的 上 结果 , 造成 “差点儿没 ”

这种冗余否定格式 。其中 , “没 有 ”作为一个后来加入的冗余性否定词 , 不影响原来句子的结构格局

和句法语义限制 。因此 , 钟 中可以出现表示实现体意义的 “了 ”, 尽管真正的否定词 “没 ”和 “了 ” 是

不能共现的③。例如④

他的脑袋搬 了家 一 他的脑袋没有搬了家

他的脑袋差点儿搬 了家 一他的脑袋差点儿没搬了家

韩秋云叫了起来 一 韩秋云没有叫了起来

沈家煊 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 , 所以有一个说明 “就 、 而言 , 是说话人不希望黑桃全了”
下面 例的 , 转引自江蓝生 附注

参考朱德熙 第 页。
下面这些 “差点儿 没有十 一了” 格式的例句 , 搜自 语料库 , 但作了精简处理。

②③④①



b. 韩秋云差点儿叫了起来 一韩秋云差点儿没叫了起来

巧 门上的锁弄断了 一 门上的锁没有弄断了

门上的锁差点儿弄断了 一 门上的锁差点儿没弄断了

家长们急疯了 一 家长们没有急疯了

家长们差点儿急疯了 一家长们差点儿没急疯了

虽然 “没有 一了 ”格式是不合格的 , 但是 “差点儿 没有十 一了 ”是合格的 因为 , 它是从 “差

点儿 一了 ”格式上衍生出来的冗余否定格式 。这种冗余否定成分只是隐性否定副词 “差点儿 ”的一

个影子 , 可以称为影子成分 。影子成分依赖于主体成分 , 并且显性地标

示 主体成分的某种隐性的语义 。

在语义溢出思想的照耀下 ,可以假设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的如下句法组合和语义演算步骤

冗余否定词 “没 有 ”首先跟 “ 一了 ”组合 , 通过否定操作 , 得出局部意义 “ ” “差

点儿 ”再跟 “没 有 一了 ”组合 , 当隐性否定形式后面出现否定形式时 , 触发并启动某种核查

机制 详见四 四 , 以确定 “没 有 ” 是不是 “差点儿 ” 的影子成分 如果不是 , 在语义组合时进行

双重否定的抵消和归零操作 如果是 ,在语义组合时作吸收和归一处理 ,得出全局意义 “接近妙 卫”
对于冗余否定这种特殊表达进行语用推理 , 得出会话含义 否定意义 “一 ”是一种强调性的意义 ,

强调对负面的 “ 一” 的否定 , 从而突出对于 “一 一” 的庆幸这种乐观的情绪 。显然 , 隐性否定的影子

成分这种假设 , 对于同类的冗余否定格式 “避免…… 不 ” 避免今后【不」犯错误 、 “ 在 ··… 没

有 前 ” 在 〔没有」下雨前赶回了家 等也是适用的。

四 如何消解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 的歧义

一 说话人的期望与 “差点儿没 ” 的语义解读

其实 , 不管怎样假设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 的形成机制 , 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听

话人怎样 凭什么 识别他所听 读到的语言符号串 “差点儿没 ', , 是 式 “差点儿 甲 ” 差点儿

没考上北大 「考上北大』, 还是 式 “差点儿一 七” 差点儿没摔断大腿 【没摔断大腿 如果出现

在 “差点儿没 ” 的 位置上的词语的评价色彩十分鲜明 , 不是积极 、希望 、 乐观的 , 就是消极 、 不

希望 、悲观的 那么 , 可以据此断定 积极类词语的句子是真正的否定格式 “差点儿一钟 , ” 差点儿没

中了头奖 中了头奖 」, 消极类词语的句子是冗余性否定格式 “差点儿一 一” 差点儿没暴尸街头 〔二没

暴尸街头」。但是 , 当出现在 “差点儿没 钟 ”的 位置上的词语的评价色彩是中性的时候 , 就不可避

免地要产生歧义 。例如

差点儿没踢进去 〔一 踢进去了 没踢进去 〕

差点儿没跟他结婚【二 跟他结婚了 没跟他结婚

对于诸如此类的 “差点儿 没 钾 ” 句式 , 朱德熙 给出的规则是

【 凡是说话的人企望发生的事情 , 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 , 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义 【 凡是

说话的人不企望发生的事情 , 不管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 , 意思都是否定的 。

但是 , 企望不企望往往因人而异 。比如 , 甲乙两方比赛足球 , 球踢进甲方球门这件事是乙方企望实

现的 , 甲方可不希望它实现 。因此甲方说 “差一点踢进去了 ”或 “差一点没踢进去 ” , 两句话意思一样 ,

都是说没有踢进去 。同样两句话由乙方来说 , 意思就不一样 “差一点踢进去了 ” 是说没有踢进去 , “差

一点没踢进去 ”倒是说踢进去了 。像例 这样的情况 , 可以理解为说话的人想跟 “他 ” 结婚 , 事实上
也跟 “他 ”结婚了 也可以理解为说话的人不想跟 “他 ” 结婚 , 事实上也跟 “他 ” 结婚了 还有一种可

能是说话的人觉得跟不跟 “他 ”结婚都无所谓 ,不过事实上没有跟 “他 ”结婚 。因此 “差一点 没 ”

可以有三重歧义 。从这些句式的结构本身 , 是无法把它们分化为单义句式的 朱德熙 一 。

情况真的是这样毫无希望吗 果真如此 , 语言使用者又是怎样做到应付裕如的呢

二 句子的语音形式与 “差点儿没 钾 ” 的语义解读



李小玲 指出 , 朱德熙先生引入 “企望与否 ”这种 “语言以外的 ”因素是为了帮助判断书面

上的 “差点儿 没 ”句式的歧义 但是 , 朱先生又把这种 “企望与否 ”当作句子本身的意义 , 说 “差

点儿跟他结婚 ”有三重歧义 说话人想跟 “他 ”结婚 、或不想 、或无所谓 这种把说话人的各种态度当

作句子的歧义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 并且 , 从 “差点儿 没 ”句式不一定能推求出说话人的态度 李

小玲 。她通过调查北京口语 , 尝试从停顿 、轻音等语音形式上 , 来分化 “差点儿没 ”句式

的歧义 真性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 差点儿 没咽下去【二咽下去了」, 在 “差点儿 ”与 “没 ”之

间有停顿 记作 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钟 ” 差点儿 ·没 咽下去「没咽下去」, 在 “差点儿

没 ”与 “ ”之间有停顿 , 这种 “羡余成分 ” 的 “没 ” 读轻音 记作 “ ·没 ” 李小玲 。于

是 , 我们在足球场上如果听到 “差点儿 没 踢进去 ”, 就知道球没进 如果听到 “差点儿 没踢进去 ”,

就知道球进了 。而不必像朱先生假设的那样 , 要预先知道说话人是甲队的拉拉队 , 还是乙队的 “拥夏 ”。

其实 , 我们倒是能从这两个不同 〔语音形式 的句子中 , 听出说话人在为哪个队加油 。由于引进了语音形

式 , 我们不仅推知语义 , 而且还能推知说话人的态度 李小玲 。

王还 认为可以从重音和轻声上来区分两种 “差点儿 没 ”格式 真性否定格式 “差

点儿没 ” 差点儿没踢进去【踢进去了 , 最后的 “去 ”要重读 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

差点儿没踢进去 【没踢进去」, 中居先的 “踢 ”要重读 , 后面的 “进去 ”要读轻声 即使没有这

个羡余的 “没 ”, 读法也不变 。

句子的语音形式和语义解释的关系 , 要是果真像她们两位所说的那么理想和整齐 , 就再好也不过了。

但是 , 朱德熙 说 趋向补语总是读轻声 ”。吕叔湘 也说 “动趋式里的

趋向动词读轻声 ”。可见 , 四位先生对于有关格式的韵律模式意见不同。因此 , 要依靠 “踢进去 ”的重音
模式来区分歧义 , 恐怕有点难办 。同样 , 要依靠 “没 ” 的轻读与否 、 是向前附着 后有停顿 还是向后

附着 前有停顿 , 也不太现实 。因为 , 口语交际的环境是嘈杂的 , 也就是说 , 信道 中充满

着噪音 尤其是在足球比赛现场那种疯狂的场合 , 对于句内停顿和轻读等语音线索 , 再训练有素的耳朵

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三 语言运用语法中的 “差点儿 没 钟 ”格式

既然听话人无法从形式上识别 “差点儿没 ” 差点儿没踢进去 的意义究竟是 “ 了 ” 踢进去

了 , 还是 “没有 ” 没踢进去 那么 , 受制于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及其方式准则 , 说话人只得或者

尽可能地让听话人了解他的期望 希望或不希望进球 , 或者避免使用这种容易使人误解的句式 。无数个

语言使用者的决策选择的结果 , 应该呈现出某种总的倾向和趋势 , 显示出说话人是怎样为听话人正确地

理解这种歧义格式而提供有关的线索 并且 , 这种语言运用的趋势在大规模的真实文本中应该可以明确
地统计出来 。为了确切地了解这种语言运用的结果 , 我们调查了 语料库中所有的 “差点儿 没

”句式 , 得到如下的统计数据①

刨除述宾短语的 “差点儿 ” 条件一 , 得到 “差点儿 没 ”格式 例

肯定式的 “差点儿 钾 ” 例 , 占 。其中 , 为积极意义的 例 一获胜 , 确

定地属于表示遗憾意义的 型 “差点儿 ”格式 , 占 为消极意义的 例 , 确定地
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 型 “差点儿 钾 一”格式 , 占 。其中 , 肯定形式 例 一急疯 流产 掉泪

送命 被挤翻 忘了落水 翻脸 枪毙 被打倒 割破了手腕 错怪 , 占 否定形式 例 一认不出不那

么平和 喘不过气 没喘过气来 找不着北 使他没走出老爷岭 不敢冒险通过 不能和你见面 ,占 。

为中性意义的 例 一跳起来 把电话挂上 以为她生来如此 告诉尹小帆 走到一起 雇个挑夫 走过来

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为之倾倒 就接着说 , 占 不能确定它们到底属于表示遗憾意义的 型格式 ,

还是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 型格式 不过 , 这些例句的 前都可以加上 “没 有 ”, 转变成表示庆幸

意义的冗余否定式 “差点儿没 有 ” 可见 , 它们倾向于表示庆幸意义

否定式的 “差点儿没 有 ” 例 , 占 。其中 , 为积极意义的 例 一没托

稳 吃好 , 确定地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 型 “差点儿没 有 十 ”格式 , 占 钟 为中性

①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 语料库 , 现代汉语部分有 亿多字语料。



意义的 例 一没有把她抓住 跑成 , 占 不能确定它们到底表示庆幸意义或遗憾意义 , 还是无

所谓 显然 , 这些例句中的 “没 有 ” 是真性否定 , 而不是冗余否定 。 为消极意义的 例

没 有 背过气去 晕过去 给炸死 误会 摔跟斗 叫他们把你捕了去 掉下泪来 笑死 哭起来 拉断 打起来 大

叫起来 把它丢掉 给憋死 , 确定地属于表示庆幸意义的冗余否定的 型 “差点儿没 有 一”格式 ,

占 巧 为中性意义的 例 一没在画廊中央跳起舞来 乐出声儿来 , 占 也属于表

示庆幸意义的冗余否定的 型格式 , 其中的 “没 有 ” 是冗余否定

总计起来 , “差点儿 没 ” 句式表示庆幸意义的 例 , 占 表示遗憾意义的

例 , 表示庆幸还是遗憾不明确 但倾向于表示庆幸 的 例 , 占 。其中 , 为消极意

义的 例 , 占 为积极意义的 例 , 占 为中性意义的 例 , 占 。可见 ,

句式的评价意义与 的评价意义有着极高的相关度 。

这样看起来 , 听话人如果不管 “差点儿 没有 钟 ”格式中的 “没 有 ”是真性否定还是冗余否

定 , 甚至不管其中有没有否定词 “没 有 ” 听到 “差点儿 ”格式以后 , 只是孤注一掷地把宝压在表

示庆幸意义上 那么 , 他胜算的概率居然高达 以上 。

四 理解 “差点儿 没 ” 格式意义的概率语法模型

上面假设的这种定向猜测的语言理解模型是自上而下 一 的 , 带有较大的概率性 并且 ,

可以通过辨认 “差点儿 ” 中有没有否定副词 “没 有 ”和 钟 的评价意义是积极还是消极来提高其

正确性 。具体地说 , 听话人可以先默认听到的 “差点儿钾 ”格式是表示庆幸意义的 。再往下观察和推导 ,

假如 是表示消极意义 或中性意义 的词语 , 那么它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要发生了 , 但是最终

还是侥幸地没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 “差点儿 ”格式中有否定词 “没 有 ”, 那么它表示冗余

性否定 所以跟 “差点儿 ” 中的隐性否定重合 假如 是表示积极意义的词语 , 那么看 “差点儿 ”之

后有没有否定副词 “没 有 ” 如果有 , 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不能实现 , 但是最终还是幸运地实

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 否定词 “没 有 ”表示真性否定 所以跟 “差点儿 ” 中的隐性否定抵消 如果

无 , 所表示的事情一定是几乎快要实现 , 但是最终还是遗憾地没有实现 , 于是回过头来把整个格式的

默认性评价意义 “庆幸 ”修正为 “遗憾 ”。比如 , 听到 “乔老爷差点儿没喘过气来 ”后 , 先默认这个句子

表示庆幸意义 由于 “喘过气来 ”是积极的 , 因而断定 “没 ”表示真性否定 , 整个句子表示 “乔老爷 ”

几乎不能 “喘过气来 ”, 但最终还是幸运地 “喘过气来 ” 了。不过 , 有的听话人倾向于把 “没喘过气来 ”

看作是一个惯用语 “喘不过气来 ” , 结果怎么样呢 也没有问题 。他可以先默认这个句子表示庆幸

意义 , 由于 “没喘过气来 ” 是消极的 , 因而整个句子表示 “乔老爷 ” 几乎 “喘不过气来 ”, 但最终还是

幸运地 “喘过气来 ” 了 。虽然两种理解方式的词汇一句法分析程序不同 , 但是在上述概率语法的指导下 ,

最终得到的语义解读是一样的 。可见 , 这种概率语法对于理解 “差点儿 没有 ,, 格式的意义 , 有近

于瓮中捉鳖 、 手到擒来之效 。

这种自上而下的概率语法模型 , 或许能够较好地逼近人们理解 “差点儿 没有 ”格式时实际的

认知加工过程 。可以把相关的判决程序概括成如下的算法流程

【 读入 “差点儿 没有 ” 格式的实例 , 默认其评价意义为 “庆幸 ”

检查其中 的评价意义 ,

如果 表示消极 或中性 意义 ,

那么句子的意思为 “接近 , 但没有 ''

如果 “差点儿 ” 与 “ ” 之间有否定词 “没 有 ” ,

那么这个 “没 有 ” 表示冗余否定

如果 表示积极意义 ,

那么检查 “差点儿 ” 与 “ ” 之间有没有否定词 “没 有 ”

如果其间有否定词 “没 有 ” ,

那么这个 “没 有 ” 表示真性否定 ,

句子的意思为 “接近没有 钟 , 但最终钟 了”

如果 “差点儿” 与 “ ” 之间没有否定词 “没 有 ” ,



那么句子的意思为 “接近 , 但没有 ” ,

必须把句子的评价意义修正为 “遗憾 ” 。

可见 , 在语言能力的语法这种抽象的平面上 脚 。 , “差点儿没 ”可

能是歧义格式 因为 , 当其中的 是中性词语时 , 根据说话人是否期望 的发生而产生两种意义相反的

解读 。但是 , 在语言运用的语法这种现实的平面上 脚 瓦 而 ①, 差

点儿没仰 ”格式的实例 几乎是没有歧义的 因为 , 其中的钾 要么是积极的 、要么是消

极的 , 极少是中性的。即使是中性的 , 说话人也通常通过上下文 、情境 、信念 、习俗等语境线索等 , 明

确地向听话人传达自己希望还是不希望 发生 。比如 , “跳起来 ” 本来是中性的 , 但是在 “差点儿没

”格式中却总是实现为消极性评价 。比如 ,' 高兴惊奇得 差点儿 没 跳起来 ”, 其中肯定式与否
定式意义相同 。 “把球踢进球门 ” 本来也是中性的 , 但是在 “差点儿没 ”格式中却多半是实现为积极

性评价 因为不带偏见的观众总是乐于看到进球 , 至于哪个队攻进哪个队的球门是无所谓的②。如 “ 那

个队员 差点儿 没 把球踢进球门 ”, 其中肯定式与否定式意义不同。只有当说话人不希望 “那个队员 ”

把球踢进球门 , 并且他相信听话人也知道他的这种期望时 他才能用冗余否定形式 “ 那个队员 差点儿

没把球踢进球门 ”, 来表示跟肯定形式 “ 那个队员 差点儿把球踢进球门 ”相似的意思 。并且 , 从真实

文本的统计来看 , 在 “差点儿没 ”格式的实例中 , 以消极的占绝对多数 左右 ③。就是说 ,

语言使用者通过具体的使用和频率来造成一种倾向 , 让抽象 、多义的 “差点儿没 ”格式在言语中专化

为跟 “差点儿 一” 同义的冗余否定形式 。

这样看起来 , 语言使用者远比语言研究者聪明 。在语法学家为 “差点儿没钾 ”格式的歧义消解而上

下求索 、 无计可施时 , 说话人早已悄悄地通过不用或少用中性词语来避免可能的歧义 而听话人则采用

自上而下的语义理解策略 , 由占绝对优势 一 左右 的句式评价义 “庆幸 ”引导 , 再通过钟 的

评价意义来推导有关事件的发生与否 、其中的否定词 “没 有 ”是真性否定还是冗余否定 , 甚至修正默

认的句式评价义 , 从而全面地理解这种句式的各种实例的意义 。

五 “差点儿 没有 ”格式的道义约束

从上文对于真实文本语料的统计和分析 , 可以看出 在语言运用的语法这种层面上 , “差点儿 没有

”是一种表示道义情态 。 的格式 其表达方式与这种表达内容之间的匹配关系 , 受到
汉语使用者社团 即中国大部分人口 及其文化中的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 , 涉及到公

众对于事件或行为的好还是坏 、是否应该期望等的评价 。这种道义约束具体地表现为 尽可能多地

在 “差点儿 ”格式的 位置上填入消极意义的词语 “ 一”, 让隐性否定格式 “差点儿 ”尽可能

多地表示 “庆幸 ”这种积极的评价意义 为了突出这种积极乐观的评价意义 , 可以让 “差点儿 一” 中

的隐性否定意义溢出 , 并且用否定副词 “没 有 ”来显性地标记 , 形成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 一”。

尽可能少地在 “差点儿 ”格式的 位置上填入积极意义的词语 “ ”, 让隐性否定格式 “差

点儿 ”尽可能少地表示 “遗憾 ”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 为了避免突出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 , 禁止 “差

点儿 十 ”中的隐性否定意义溢出 , 因此就没有 “差点儿 【没」钾 ”这种冗余否定格式 。 为了避免

跟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 【没 一”混淆 , 尽可能少地在 “差点儿没 ”格式的 位置上填入积极意

义的词语 “ ” , 尽管双重否定格式 “差点儿没有 ”也可以表示 “庆幸 ”这种积极的评价意义 。

为了遵循乐观原则 , 禁止在 “差点儿没 ”格式的 位置上填入消极意义的词语 “ 一”, 以免

让双重否定这种强调性格式表示 “遗憾 ” 这种消极的评价意义 , 也正好避免跟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

〔没」 一” 混淆 。

并且 , 由于道义是一种公共的社会约束和惯例性的文化约束 , 因而通常可以超越说话人特定的好恶 ,

关于这两种平面的语法的差别 , 详见 一 。

参考沈家煊 的有关说明。
毛修敬 一 指出 , 在他收集的 个 “差点儿 没 ” 例句中 , 仰 表示消极意义的有 个 , 占 。

③①②



压倒说话人个人性的企望 。例如①

你在朝鲜战场是个怕死鬼 我差点儿没有枪毙你 丁隆炎 《最后的年月

这一下差一点儿没有把张维气死 , 气得他直瞪着眼 , 大张着嘴 , 足有一分钟没说上话来。 赵树

理 《张来兴

例 是说话人 彭德怀 对所斥责的对象 你 说的话 。虽然 “枪毙你 ”是说话人期望的 , 但是

它仍然是消极性的词语 , 所以可以用冗余否定格式 “差点儿 没 一”来表达 。例 中的 “张维 ”是说

话人的仇人 。虽然 “把张维气死 ”是说话人期望的 , 但是它仍然是消极性的词语 , 所以可以用冗余否定

格式 “差点儿【没」钟 一” 来表达 。

可见 , 即使是在特定的语境中 , 说话人也无法顺从自己的情绪倾向 , 强行扭曲他的期望与词语的积

极 消极之间自然的组配关系 。正是这种处于道义约束下的词语的评价意义与句式的评价意义的自然组

配 , 保证了上述概率性的语言运用语法在理解 “差点儿 没有 ” 格式的意义时得以实施 。

上文尝试从副词 “差点儿 ”所包含的隐性否定的角度 , 来观察和讨论这种隐性否定意义溢出的有关

语法效应 , 特别是 “差点儿没 有 ”格式中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 。文章着重用 “差点

儿 ”中隐性否定的语义溢出 , 来解释 “差点儿没 有 ”格式中冗余否定的形成机制 用 “差点儿 没

有 ”句式的 “肯定 否定 ” 包括隐性否定 和其中 的评价意义的 “积极 消极 ”的配置方式 ,

来推导整个句式的评价意义的 “正面 反面 ” 进而用 “乐观原则 ”来解释 “差点儿 ”格式三缺一格

局的语用动因 , 以便用句式缺位来说明 “差点儿 ”格式中隐性否定溢出的条件 。文章还基于对真实文
本中 多个 “差点儿 ”实例的分析 , 来说明在语言运用平面上的语法中 , 对于歧义句式 “差点儿没

有 ”、 以至于所有的 “差点儿 ”格式 , 都有可能采用概率性的语义理解策略 先默认 “差点儿

”格式表示积极的评价意义 即庆幸 , 然后根据 “差点儿 没有 钟 ” 格式的道义约束 , 凭借其中

的评价意义的 “积极 消极 ”来推断整个句子的语义解释 , 从而快捷而正确地理解整个 “差点儿 没

有 ”格式的各种实例的意义 。

【附记 】本文承施春宏教授 、 周韧副教授指正 , 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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