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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爱 ! 不 !”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在语篇中所包含的两种意义及其不同语

篇意义下的语篇衔接手段。其中，省略作为主要的衔接手段，决定了它非正式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语篇

认知推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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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日常用语中，“爱 ! 不 !”是使用频率较高的

一个口语句型。它紧缩精练的篇章结构，丰富的语

义和语用特征，使其具有独特的语篇意义，并频繁

出现于生活及文学作品里。例如：

!杜梅：“爱打不打 "饭 (，不吃也可以”。（王朔

《过把瘾就死》）

"跟你说，回头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

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一回事，叫人家看着不

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1 （海岩 《便衣警

察》）

#我的嘴一路上就没闲着：“管他呢，爱种不

种，赶明儿都变成碱疤拉，才好呢1 ” "陈放 《白与

绿》(
$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声。（钱钟书《围城》(
%他老是对人爱搭不理，真让人搞不懂。（钱钟

书《围城》）

以上的例句都是 “爱 ! 不 !”在文学作品中的

体现。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结构形式

在进入语段后会产生一定的语义变化。正如一个单

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一个句

子在话语篇章中也可以根据语境和语篇结构的不

同而产生不同的功能和含义。由此，我们通过分析

“爱 ! 不 !”的不同语篇意义，来展现其独特的语篇

魅力。

#"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意义

通过分析和比较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推断出

“爱 ! 不 !”的两种语篇意义。

推断 -"爱 ! 不 !$ (：!$ 与 ! 同形，即嵌入的是

同一个动词。如：爱来不来。例!、"、#中的“爱打

不打”，“爱听不听”，“爱种不种”均属于此类意义。

它表示的是 “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

⋯，那么就不⋯⋯”的推断意义，并且带有说话者对

听话者某种程度上的蔑视语气。由此可以得知，“爱

! 不 !$”实际上是由两个表示假设关系 （如果⋯⋯

就⋯⋯）和一个表示选择关系 （爱或者不爱）的多重

复句紧缩而成。

推断 2"爱 ! 不 !0 (：!0 与 ! 可能同形也可能不

同形，即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如例$ “爱理不理”

（!0 与 ! 同形）；或一个意义与其相近的动词，如例

%中的“爱搭不理”（!0 与 ! 意义相近）。与上面不同

的是，此时它所表示的是 “象是⋯⋯又不是⋯⋯”的

意思，是一个联合结构。如下图：

形式 结构 意义

推断 - 爱 ! 不 !$"!$ 3 !( 紧缩结构 如果爱 !，那么就 !$；

如果不爱 !，那么就不 !$。

推断 2 爱 ! 不 !0 "!0"!( 联合结构 像是 !，又不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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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首都演 《生死恋》，咱们看去吧—

—— 什么，你要做功课？爱来不来吧，反正票我已经

买了。 " ! # $ %&’ (

"陌生人坐在那儿，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谱，

爱看不看地翻了翻，说： “你们这儿又什么才最

好)” " ! # $ %&’ ( 例!中 “爱来不来”表示的是推断 *
“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别来”的意义，并且包

含了说话者对听话者推搪之言的不满情绪。而例"
中 的 “爱 看 不 看 ” 则 属 于 推 断 + 中 的 “似 看 非

看”的意义。

!"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衔接

“我们通常用语篇来泛指一个完整的语言材

料，它可以是一句问候、一次谈话、也可以是一张

便条、一篇报道、一部小说⋯⋯语篇无论以何种形

式出现，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

外 界在 语 义和 语 用上 的 连贯 。 ” " , # $ %- ( “爱 . 不

.”这个句式，以其独特的篇章组织手段，不但在

语义上连贯，而且在语用上也表现出了其独特的功

效。下面我们就其典型的语篇衔接手段进行分析。

!" # 省略衔接

“省略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它的使用

是为了避免重复，突出主要信息，简化表达程序，增

加语言效果。它以较少的词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概

念，可以说是语言交流的捷径。语篇分析时，省略在

句子中所起的纽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 # $ %!/& ( “爱

. 不 .，”这个四字构成的常用句型，由于高度地

精简省略，使句子的多层次性难于一目了然。下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省略衔接所体现的各个方面。

01 !1 ! 联接词的省略

根据推断 * （爱 . 不 .!），将 “爱 . 不 .”

看成 “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

那么就不⋯⋯”那么例!中 “爱来不来”则可以理

解成：如果爱来就来，如果不爱来就不来。

那么 “爱 . 不 .”作为这么一个高度紧缩的

句子，不但省略了两个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 “如果

⋯⋯那么⋯⋯”，而且还省略了这个两个假设复句

间的选择关系连词。

再看推断 + （爱 . 不 .,）， “爱 . 不 .”的

含义变为 “像是⋯⋯，又不是⋯⋯”所以例"中的

“爱看不看”则可以理解为：像是看，又不是看。

在这个表示并列关系的联合结构中，并列联词

“⋯⋯又⋯⋯”同样被省略掉了。

01 !1 , 小句的省略

小句和多个小句省略最常见于以肯定词或否定

词回答的句式中 " 0 # $ %2, (。然而在 “爱 . 不 .”句式

中，小句的省略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表示回答的句式

中，这就是它在句法上的独特之处。推断 *$爱 .
不 .!( 中，前半部分的 “爱 .”只是一个动宾短

语，它是假设关系中的前一分句，而后一分句 “就

.”被省略掉了；而后半部分的 “不 .”只是一个

动词短语，它前面省去了表示假设关系的前一分句

“如果不爱 .”。

在推断 +$爱 . 不 .,(中，小句省略的情况并

未出现。所以说来，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所表达

的意义不同，连结手段亦然。

!" $ 词汇衔接

01 ,1 ! 词汇重复

词汇衔接中最直接的方式是具有同样语义同一

形式的词汇在同一语篇中重复出现 " 0 # $ %!!3 (。在推断

*$爱 . 不 .!(中词汇的重复出现则占据了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它的两个 . 字，嵌入的是同一个动

词，并且都是单音节动词。如例#、$、%、!中

的：爱打不打，爱听不听，爱种不种，爱来不来。

同一动词的反复出现，即加强了句式，也加强了语

篇的衔接与连贯。

01 ,1 , 词汇的相似性

词汇相似性中的同一性和近同一性，即具有

同 样 意 义 或 相 近 意 义 的 不 同 词 项 之 间 的 接 应 关

系 " 0 # $ %!!2 (。推断 +$爱 . 不 .,(中，., 要求嵌入的

是一个与 . 意义相同的或相近的动词，如例&中

的 “爱理不理”，例’中的 “爱搭不理”。我们需

要 注 意 的 是 例’中 的 “爱 搭 不 理 ” ， 作 者 先 用

“搭”，再用了 “理”，由于 “搭” “理”本语义

相近，又经常出现于同一个语义联想场中，有助于

语篇理解上的连贯。

!" ! 同构关系

“爱 . 不 .”句式中，由于精省的结构，使

我们很难做出结构上的分析，但是通过对它的两种

推断意义的分析，可知句子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推断 *$爱 . 不 .!(：如果爱⋯⋯，那么就⋯

⋯：如果不爱⋯⋯，那么就不⋯⋯。显然句子不但

结构相同，而且在语义上可以互补。

推断 +$爱 . 不 .,(：像是⋯⋯又不是⋯⋯。

也同样结构相似，并且语义上互补。

吴 爱：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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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爱 # 不 #”与所有语

言单位一样，结构和意义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

有什么样的结构，便决定了有相应的意义；表达什

么样的意义，便要求有相应的结构。而同一语型，

结构关系不同时，要求嵌入的字的关系不同。如：

当第一个 # 与第二个 # 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并且

是单音节动词时，它便可能属于推断 $% 爱 # 不

#!& 或推断 ’% 爱 # 不 #"&，具体的意义由它在句

中所扮演的语法功能而定，如例!、"、#、$与

例%、&中的 “爱 # 不 #”虽属于同一种情况，

但意义不同。另一方面，只有当第一个 # 与第二

个 # 嵌入的是不同的单音节动词，并且这两个动

词在语义上相似，能共同表达某个意义时，它才属

于推断 ’%爱 # 不 #" &。

!"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文体特征

任何一种体裁都有其相对应的文体，而篇章的

组 织 形式 可 以 直 接表 现 文 体 的 特 征 。 “爱 # 不

#”结构在语篇中的文体特征表现特别明显。

!" # 高度精简、省略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言语交际却

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有许多复杂的制约因

素。人们为了追求交际活动的完美有效，总是不遗

余力地化解消极因素，挖掘提炼积极因素，不断利

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最大限度地创造出各种合乎表意

需要的语言形式。 “爱 # 不 #”句式的出现也正

是语言创造性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汉语言文字的意合，使其能够以简驭繁，以最短

的时间，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信息量 ( ) * % +,! &。这

样，虽然字数精减了，但要传达的语义信息并未减

损，而且给文章增添了一种新的风味，提高了交际

的效果。如 “爱 # 不 #”仅仅四个字，不但包含

了两种语篇意义，并且每种语篇意义都在讲究用语

精确的同时，大量省略， “言简意赅”， “一语中

的”。它的使用，使得文章间的文字疏密相间，活

泼多变，不但免去了使用 “如果爱⋯⋯，那么就⋯

⋯；如果不爱⋯⋯，那么就不⋯⋯”或者 “像是⋯

⋯又不是⋯⋯”的平板呆滞，枯燥乏味，而且这些

简洁、清晰的文字表达必然产生结构紧凑的语篇衔

接效果。

!" $ 高度口语化

由于 “爱 # 不 #”句式中语篇衔接的方式，

充分显示了其非正式的文体风格。

某种特定的体裁，总有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而

各类体裁的语篇的文体特色就体现在它突出的衔接

方式上。张德禄明确指出： “语篇的衔接机制可以

表现语篇的文体特色，特别是由语篇的语境中话语

方式所决定的文体特色。” ( - * % +- & 在 “爱 # 不 #”

句式中，省略衔接是其最重要的衔接手段。虽然省

略存在于一切文体之中，但总的说来，在对话和口

语中多些，在书面语和正式文体中少些。由于句中

大量的省略，不但出现在句法方面，还出现在联结

方面，给篇章赋予了一种灵活多变、简洁生动的语

言特色，这在某些文体，如散文、新闻报道、说明

文、科技文、函电等正式文体中都是不可能出现

的，只有口语交谈中，并且在适当语境下，才有它

存在的可能。

其 次 ， 词 与 文 体 关 系 密 切 ， 斯 威 夫 特

（./012310 45672）曾给文体下过定义： “把恰当的

词用在恰当的地方。” ( 8 * % +-- & 由此可见词的选择对

文体表达非常重要。正如在法律，外交文书中必然

使用正式语，在医学书籍中要用拉丁语，在学术讨

论中要用正规的术语，而在日常会话中则要用简

单、随意的语言。在 “爱 # 不 #”中，对 “爱”

字的理解是比较随意的。 “爱”在 《现代汉语词

典》中的解释如下： % ! & 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

情； % " &喜欢：爱看书； % 9 &爱惜：爱护，爱公物；

% ) &常常发生某种变化：爱哭。而在 “爱 # 不 #”

推 断 $ 中 ， “爱” 可 以 理 解 为 “喜 欢 ”、 “愿

意”也可以理解为 “想”；推断 ’ 中， “爱”则

完全脱离了其字典中的意义，变为副词 “像”。由

此看来，它对词义的选择并不严谨，具有随意性。

且原句中使用的动词，它都是口语中经常出现的短

小、简单、易懂的词，如 “爱干不干，爱讲不讲，

爱去不去”中的 “干”、 “讲”、 “去”等。

再次， “爱 # 不 #”的韵律特征，也充分显

示了其非正式文体的文体特色。

通常说来，四字格一般有下面两种重音形式：

1: (轻中轻重 *
;: (中轻轻重 * ( < * % +"< &

一般口语形式的 %或打趣、拟声 & 四字格适用 1
式的重音格式。正式场合，庄重词汇，都采用 ; 式

重音格式。“爱 # 不 #”的口语句型配合上 1 式重音

格式后，它的语义语用特征才更能充分的表现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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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认知功能

!" # 认知推理

心理连贯是建立在对话语最佳相关解读基础上

的心理语篇的连贯 # ( $ 0 2!. 1。语篇的衔接有助于心理

连贯的形成，然而有些时候，语篇中的衔接手段并

不足以让读者建立心理连贯，这就需要认知推理来

补充，来解码。 “爱 3 不 3”句式中，省略的运

用，信息量的缺式，致使语篇本身的连贯程度降

低，于是对它的解读就需要更多的认知推理。认

知推理一方面依赖句子的语篇语境，一方面依 4
赖交际的情景语境，由一系列的假设构成的认知

语境 # ( $ 0 2!+ 1。例如：

! “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晚上咱们看电影去

吧5 ”

“晚上我得做功课。再说⋯⋯”

“你爱去不去5 ” # ! $ 0 26 1通过对语篇的分析，结

合文章的语境，可以推知重点落在 “去”或 “不

去”的选择关系上。而 “去”或 “不去”的前提则

是 “爱去”或 “不爱去”，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两组选择关系复句。如此以来，句子成功解码成

“如果爱去就不去，如果不爱去就去”，心里语篇

的衔接与连贯应运而生。这说明当语篇的衔接手段

缺省或不足时，认知推理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能起

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 语篇所承载的心理因素

任何一语篇的建构既是一种言语活动，又是一

种认知心理活动，从而它可以包含某种语气，并表

达特定的情绪。通过对 “爱 3 不 3”两种推断语

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结构包含了说话者对

听话者的漠视和不满情绪。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我们试把推断 70爱 3 不

3!1放入问讯或关心的语境下。

如当吃饭时有客人到访，主人可能会说：

“吃了吗？如果爱吃就 0再 1吃点， 0如果不爱

吃就不吃了 1。” 0括号内为可省略内容 1此句表现

了主人的热情好客。

但如果我们把句子换成， “吃了吗？爱吃不

吃！”则明显包含了主人对客人的不满甚至讨厌心

理，与句子语境格格不入，所以推断 70 爱 3 不

3!1不能出现于表示客气关怀的语境下。

而把它换入另一语境时，如例"中夫妻俩吵架

时：

杜梅： “爱打不打 0饭 1，不吃也可以。”

此时的 “爱 3 不 3”用得恰如其分，但如果

把它换成 “你如果爱打饭就去打饭，如果不爱打饭

就不去打饭，不吃也可以。”既会让读者觉得句子

冗长枯燥，又表达不出该种语境下人物应该有的心

情，从而扭曲了说话者的原意。

另外，在推断 8 中：

# “林宇霜没告诉你吧？”我问江婷， “告诉

啦。”她爱理不理地说。 0高昀 《七个大学生》 1
$ 神情漠然的酒吧女乜了他们一眼，爱理不

理地指着柜台角上一块玻璃牌，仅在鼻子里哼了一

声，玻璃牌上写着几个字： “请用外币对换券”。

0刘舰平 《小说三题·可口可乐》 1
这两例中 “爱 3 不 3”的使用，也表现出了

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冷漠、轻视态度。

$" 结论

本文分析了 “爱 3 不 3”结构的两种语篇意

义以及语篇章衔接在这两种语义情况下的各自体

现。其中省略衔接作为最主要的语篇特征，决定了

它非正式的文体风格。同时充分的认知推理，也使

得 “爱 3 不 3”结构即使在高度精省的语篇情况

下，读者仍能对其对产生足够的理解，从而构成了

连贯的心理语篇。这种语篇的应用，体现了说话者

对听话者的漠视、不满等心理反应，从而构成了语

篇的现实意义。

吴 爱： “爱 ! 不 !”结构的语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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