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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别／不要……”和“别／不要……了”

王　学群

On “bie / buyao……” and “bie / buyao……le” in  
Mandarin Chinese

WANG Xuequn

要旨
本稿では、〝别／不要……〟と〝别／不要……了〟が使用される実態について、動詞、

形容詞の語彙的な意味特徴、〝别／不要……〟と〝别／不要……了〟の構文的な特徴、
文脈などから、記述的に考察した。結果的には、これから実行する動作行為を予防的
に禁止するか、現在実行している動作行為を制止的に禁止するかによって両構文が使
い分けられる場合が多いことが判明した。ただし、これは一つの傾向的な法則で、こ
の法則から脱する場合が少なくない。本稿では、この場合についても検討した。また、
両構文の違いは、前提となる肯定的な想定と時間的な関係から考察することが可能で
ある。文末〝了〟の使用もその証の一つだと思われる。

关键词 : 未来  持续  前提  预防性的  制止性的

0．引言

虽然一般认为现代汉语的“别／不要……”和“别／不要……了”都表示禁止（或

劝阻或提醒）等 1），但在动词、形容词的类别选择上，以及对内外在时间结构、具体语

言环境的要求上存有异同。有时只能用“别／不要……”，有时只能用“别／不要……

了”。不考虑语言环境两个句式互换后，其语法意义多数情况下也随之发生变化。

1） 《现代汉语八百词》（新版 2010）认为“别［副］①表示禁止或劝阻。②表示揣测（p.83）”，“不

要”“多用于禁止或劝阻（p.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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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你别走。”

⑵  “你别走了。”

⑶  强强看见那儿有一个很好看的洋娃娃，就跑过去伸手要摸，他妈妈马上

说 :“别摸 !”

⑷  “你虽跟他约好了，但你病成了这个样子，你就别去了。”

⑴ ⑵ 虽然可以互换，但互换后句式义发生变化。⑶ ⑷ 受外在时间结构和语境的制

约一般不能互换。

先行研究基本上没有对两个句式可不可互换，以及二者所使用的语境等进行对比性

地分析考察，只是分述了各自语法意义或语言环境 2）。本文以先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对“别／不要……”和“别／不要……了”两个句式所使用的语言环境加以分析对

比，力争弄清“别／不要……”和“别／不要……了”句式在内外在时间结构以及所使

用的语言环境上的不同。考察时也将谈到动词、形容词的类别选择等问题。另外，不表

示禁止（或劝阻或提性）的，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如 :“别”的猜测用法。

1．“别／不要……（了）”句式的分类

笔者（2017, pp.67-82）考察了“别／不要……（了）”句式，认为先行研究所说的

“别 ／不要……（了）”句式的各种语法义，如 :“命令、禁止”或“劝阻、提醒、叮嘱、

安慰、要求、请求、催促、关心、希求”等都应理解为受语境、句式、词义等影响的结

果，是一种解释性语法义，而不是基本语法义。“别／不要……（了）”句式主要用于描

述“说话人要求或希望听话人不做某个动作行为（或某件事情）”的场合，其语法义可

归纳为：否定性祈使 3）。这一基本语法义有时呈现为强性的，有时呈现为弱性的。呈现

为强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否定性的命令等，呈现为弱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

劝阻、提醒、叮嘱、慰求、希求、评价等。并把具体语境下的该句式分类如下：        

2） 彭可君（1990, pp.4-9）、王红旗（1996, pp.14-19） 对“别……了”句式义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
3） 邵敬敏、罗晓英（2004）认为“别”的使用涉及到动词、形容词的小类、主谓短语的性质以及人

称的不同，分别表示否定性阻拦、否定性猜测、否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警告，但总的来说都表示“否

定性意愿（p.26）”。

“别／不要……（了）”

句式分类

预防性禁止
强性的（命令、禁止）

弱化的（ 劝阻、提醒、叮嘱、慰求、

希求、评价等）

制止性禁止
强性的（命令、禁止）

弱化的（ 劝阻、提醒、叮嘱、安慰、

希求、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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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在这个框架下探讨“别／不要……”和“别／不要……了”两个句式的具体

使用情况。

2．预防性的

当对未来的动作行为加以预防性的禁止或劝阻或叮嘱等时 4），一般用“别／不要

……”句式，而不用“别／不要……了”句式。有时是强性的 ⑸ ⑹，有时是弱性的 ⑺ 
⑻ ⑼。

⑸  “挺直脖子，别动 !”爷爷厉声喊。 （红高粱）

⑹  余司令严厉地说：“兔崽子，别动 !” （红高粱）

⑺  “听见没有？你一个字儿也不要讲出去，行不行啊？你答应吧，好二林兄弟 !”

 （金光大道）

⑻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振环！答应我，即使与我离了婚，也不要与这个冯兰香

结婚。你们不会幸福的。答应我，答应我吧 !” （人啊，人）

⑼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插队的故事）

3．制止性的

当对已经开始并持续中的动作行为加以制止或劝止等时，一般用“别／不要……了”

句式。制止性的一般多为弱性的，当然强性的也是有的 ⑽。

⑽  “够了，不要再看了，”站在……（略）……背后的觉慧用严肃的声音说。（家）

⑾  “大哥，你过来吃酒罢，不要摇了，让船自已流去，”淑英望着觉新说。 （家）

⑿  她却眼圈红了，说 ：“×先生，请你不要再说了吧 !” （关于女人）

⒀  “好，不要丢石头了。我们还是到对面去找个地方坐坐，”觉民劝阻觉慧道。两

个人便走上窄小的圆拱桥，到了对岸。 （家）

⒁  我的鼻子也酸酸的。“晓梦，别说话了。你在发烧呢。” （插队的故事）

⒂  吕瑞芬捧着一摞碗进里屋来，对男人说 ：“天黑了，别写了，吃饭吧。”

 （金光大道）

3.1　反复性的动作行为

对已发生的可反复进行的动作行为，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时，可以用“别／不要

……”这一句式，动词多为语言类。

4） 预防性的、制止性的这一分类参考了村上三寿（1993, pp.67-116）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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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

就毙了你 !” （红高粱）

⒄  俊玲说 ：“婶子，你快瞧瞧去吧，小龙爸爸跟黑牛爸爸在西北坡地里打架哪 !”

万淑华说：“别瞎扯。人家大泉没跟谁红过脸、动过手，……（略）……。”

 （金光大道）

⒅  疤子窑里是像有她们的声音。“得，这回可他妈现了。”“别说话，听 !”再听，

水声依然大，疤子窑里又像没有她们，明娃妈在织布。 （插队的故事）

⒃ ⒄ ⒅ 可以理解为，对已经发生过的动作行为，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而分别使用了

“别叫”“别瞎扯”“别说话”。不过，如果说话人把它认知为一个反复进行着的动作行为

的话，就可以使用“别／不要……了”句式。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句式义强弱上面，

⒃ ⒄ ⒅ 命令的语气更强一些，而 ⒆ ⒇ ㉑ ㉒ 相对弱化了。另外，⒆ ⒇ ㉑ ㉒ 理解为制止

性的更好一些。

⒆  朱铁汉大手一摆说：“过去的呀，都让它滚蛋吧，我从今个从头来，谁也不要

提它啦 !” （金光大道）

⒇  “妈妈是怕伤你的心，憾憾，这件事，你就别问了。” （人啊，人）

㉑  “老大爷，您可别动了，这是消了毒的，一碰就脏了 !” （人到中年）

㉒  我拄着双拐，跌跌撞撞地爬上那幢楼，轻轻叩响了门。没有回音，我使劲敲了

敲它。对面的房门打开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上下打量着我说：“小伙子，

别敲了，那是间空房。” （CCL读者（合订本））

3.2　刚开始不久的动作行为

刚开始不久的动作行为的时候，如果说话人不看作持续的话，可以使用“别／不要

……”来制止（或劝止），多数情况下添加一种紧迫之感。

㉓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吃 !”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

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插队的故事）

㉔  他又向维娜举起了拳头。我急忙伸出胳膊护着维娜，着急地说：“别，别打维

娜……” （轮椅上的梦）

㉕  院子里传出孩子的哭叫：“我饿！我饿！……”又传出春禧哄孩子的声音：“别

闹，别闹，乖乖，等爸爸回来，咱们做饭吃……” （金光大道）

㉖  百岁吓一跳，立刻哭了。冯少怀赶紧搂住儿子：“别哭，别哭，一会儿爸爸给

你买块新石板。” （金光大道）

㉗  他捡起一块卵石敲管道。管道一敲掉一片锈渣儿。一名工人担心地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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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别敲哇，没见我们在修嘛！敲个大窟窿怎么办 ?” （CCL梁晓声）

下面的 ㉘ 是刚开始哭的例子，㉙ 是持续着的，说话人没有考虑持续着的因素，只

是制止“哭”的动作。不过，如果用“别／不要……”后，其句式义变为预防性的话，

那就非使用“别／不要……了”句式不可了。

㉘  “真的，方丹，你别哭啊……”晓梦劝着方丹，自己却忍不住涌出一串泪珠，

她赶忙垂下湿漉漉的睫毛遮住眼睛。 （轮椅上的梦）

㉙  曹县长问那哭着的女人：“这位乡下女人，别哭，我问你，你家的鸡今天喂的

什么食 ?” （红高粱）

㉚  谭静一看，急得直跺脚。“你们都别哭了，我看到别人哭自己就想哭，别哭

了 !”她用两个食指揉着眼睛说，“你们再哭，我也哭啦 !” （轮椅上的梦）

㉛  “对了，方丹，别哭了。”维娜突然擦着眼泪说，“想起来了，我哥哥说过，将

来医学发达了，所有的病都能治好，就连谁不小心掉了脑袋，都能换一个呢。” 

女孩子们挂着眼泪笑了。 （轮椅上的梦）

㉚ 和 ㉛ 对持续着的“哭”这一动作加以制止。语境允许并不改变制止这一句式义

的话，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别／不要……”句式。㉚ 的第一个“哭”和 ㉛ 的“哭”可

以去掉句尾的“了”。但笔者认为还是用“别／不要……了”句式更好一些。

3.3　决定或准备要做的动作行为

已经决定或准备要做的动作行为，即前提性的禁止的时候，一般多用“别／不要

……了”句式来加以制止。

㉜  浦琼英劝她：“你不要去延安了 !” （我的父亲邓小平）

㉝  一只竹劈子将那煎饼一挑，二婶的脸又清澄起来：“别走了，在这儿吃吧。”

 （小鲍庄）

㉞  你看你病得这么厉害，就别来上班了。

㉟  昨个开完会，我跟我哥说，咱们别睡觉，打个夜班把粪捣了吧。我哥说，病人

睡了，别去扰乱她了。看看，又让大泉哥他们抢了先。” （金光大道）

㊱  你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量了，晚上就不要加班了。

当为强性的制止时，有时也可以使用“别／不要……”句式。下面的 ㊲ 是劝止对

方不要做某一动作行为，而 ㊳ 是比较强性的制止，用“别／不要……”句式也许更好

一些。㊴ 最好使用“别／不要……”句式，因为是还没有说好的，预防性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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㊲  警察在抓人，我劝你别出去了。

㊳  你还要出去，你每听见警察在抓人吗？好好在家待着，别出去！

㊴  朱瑞芳说得斩钉截铁。“请假，你不好意思请假，我给你请假。”“还有民建的

事呢 ?”“你别请假，我自己会请假的。”徐义德就怕朱瑞芳这一手，啥地方她

总想冒出头去，乱说乱道，弄得徐义德不好收拾。 （上海的早晨）

4．心理活动动词

心理活动动词有的表示思考，如：想、考虑 ;有的表示心态，如：担心、着急、害

怕。这些动词既可以进入“别／不要……”句式，也可以进入“别／不要……了”句式。

如果不是预防性的（未来）禁止，两个句式一般都可以对已经形成的心理状态加以禁止，

但刚刚形成不久的心理状态一般多用“别／不要……”句式。

㊵  沉了脸怨他 ：“又瞎说哩 !”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

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 （插队的故事）

㊶  奶奶摸着她的脸说：“玲子，好孩子，别怕。” （红高粱）

㊷  “爹，”父亲说，“你别愁，我好好练枪，像你当年绕着水湾子打鱼那样练，练

出七点梅花枪，就去找冷麻子这个狗娘养的王八蛋算账 !” （红高粱）

㊸  我急忙抓住她的胳膊劝阻着：“素英姐，你别生气，三梆子是跟我闹着玩儿的。”

 （插队的故事）

㊹ “黎江闯了祸，学校里那帮家伙不会放过他，我想让他暂时躲几天。”维嘉一边

解释一边说，“方丹，别担心，等过了这一阵，黎江就会来看你的。”

 （插队的故事）

㊺  于大夫摆摆手说：“你别在意！如今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 ―人家要显

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 （钟鼓楼）

㊻  “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道，你别伤心。” （上海的早晨）

下面的句子是说话人对一个持续着的心理状态用“别／不要……了”句式来加以制

止。

㊼  他们新近得了一个儿子，我写信去道贺，并且说：“你们这个孩子应当过继给

我，我是长兄 !”他们回信说：“别妄想了，你要儿子，自己去想法子吧 !”他

们以为我自己就没有法子了。“好，走着瞧吧 !” （关于女人）

㊽  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一开口，却是徐太太的声音。徐太太劝道：“六小姐，

别伤心了，起来，起来，大热的天……” （倾城之恋）

㊾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担心我丈夫出事。”“哦 !这还不到五点。可能他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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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可能打牌忘了告诉你，别担心了，超过 24 小时再说吧 !” （CCL蜗居）

㊿  “你下流 !”她小声骂我，认为我侮辱了她。我也确实有些后悔，心想自已怎

么能像外国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我劝慰说：“你别生气了，我认错还不

行吗 ?” （CCL读者（合订本））

5．“别忘了。”类

“别忘了。”类用于对某一结果的预防性的禁止，多弱化为提醒等。其句式的“了”

属于补语“了” 5），跟“你不要写了。”的“了”不同。

�  又忽然回过头对那个楞在地头上的秦富喊：“嗨，别忘了，赶快向他伸手哇 !” 

“哎！……” （金光大道）

�  我找到王一生，说：“呆子，要分手了，别忘了交情，有事儿没事儿，互相走

动。”他说当然。 （棋王）

�  最后人们答应替他收拾并看管报刊、信件，他才同意上车，还再三拜托：“请

一定拾齐、看好报刊和信件，千万别丢了 !” （CCL 年人民日报 1995）

�  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

你可别丢了我……” （CCL红墙内外）

如果没有使用补语“了”的话，一般表示对其动作行为的预防性的或制止性的禁止。

下面的�是补语“了”，� �是对动作行为的禁止。� 是制止性的，� 是预防性的。

�  她在给院长吕艺生的信中说，《鱼美人》是我国舞蹈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

国宝，千万别卖了。 （CCL 994 年报刊精选）

�  “嗐！我要那么些豆腐干吗？你呀，也别卖豆腐啦。”（CCL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  你要对顾客负责，千万别卖假药。

但有时受词义或句子结构或语境的影响，虽然没有“了”或“掉”等补语也可以表

示对结果的禁止。

�  有一次他们乘公共汽车去动物园，下车时尹小跳随手把票扔掉，方兢立刻捡起

来说，“以后不要扔这些票，我要拿回去报销的，哼，5分钱的公共汽车票我

也会让他们给我报销……” （CCL大浴女）

5） 袁毓林（1991, pp.10-20）、王红旗（1996, pp.14-19 / 1997, pp.12-16）均指出补语“了”不同于“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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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自主、非述人动词

当非自主、非述人动词的时候 6），“别／不要……（了）”句式表示说话人的一种希

望（或劝止）。持续着的动作行为时，用“别／不要……了”句式。另外，由于“死”

类表示变化，一般用“别／不要……”句式。但表示前提性的时候也可以用“别／不要

……了”句式 �。

�  歪嘴子点头哈腰，咧着歪嘴：“啊，啊 !”“你死不了啦 ?”“啊……”“你别死，

活着吧，看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 !” （金光大道）

�  奶奶嘴唇激动，叫一声豆官，父亲兴奋地大叫：“娘，你好了！你不要死，我

已经把你的血堵住了，它已经不流了！我就去叫爹，叫他来看看你，娘，你可

不能死，你等着我爹 !” （红高粱）

�  老天爷，可别下雹子！ （插队的故事）

�  父亲叫着：“娘啊，你的血别往外流啦，流完了血你就要死啦。” （红高粱）

�  小李又不停地打起呼噜来了。“求求你了，你不要打呼噜了。我明天还有课呢。”

�  皇上说：“……那你就别死了 !”我叫你死了，我成昏君啦！好，你活着气我

吧！皇上心里想：嘿！为了罗锅儿两个字，每年花两万两银子，我还差点儿落

个昏君，一定得想个办法，把这两万两银子取消。 （CCL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7．“别／不要＋形容词＋ （了）”
形容词也可以进入“别／不要……（了）”句式。目前各位学者在形容词的认定上

还存有一些分歧。笔者首先对下面两类词说明一下。

7.1　“低（着头）类

笔者认为，“低（着头）、弯（着腰）、板（着脸）、昂（着头）、沉（着脸）、热（着

饭）、横（着身子）”等 7）应该根据其具体语境和句子结构等来判断是形容词还是动词。

现在很多汉语词典不仅认定上面这些词是形容词，而且还认定它们是动词。如 ：《现代

汉语词典（第 7版：277）》就认定“低”即是形容词又是动词。本文也把能构成述宾结

构，并能和“着”共现时的（以上这些词）认定为动词。所以，在本节只讨论这些词作

为形容词使用的时候。

7.2　“红（着脸）”类

“红（着脸）”类主要有“红（着脸）、湿（着头发）、脏（着身子）、饿（着孩子）、

6） 自主和非自主等参考了袁毓林（1991, pp.10-20）的动词分类。自主动词 :看、取、敲、砍 ;非自

主动词 :掉、遗忘、以为、摔 ;非述人动词 :飞、叮、着火、传染。
7） 请参看王学群（2017, pp.1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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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着脸）、亮（着灯）、轻（着脚）、白（着眼）、黑（着眼圈）”等 8）。这些短语如果

去掉了“着”就会变为连体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如：把“红着脸”改为“红脸”后，

其义理解为“红色的脸”。所以，“红（着脸）”类与“低（着头）”类不一样，一般为形

容词。但是，当用于致使结构的时候，又可以作为动词使用。《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

342）》就认为“饿”除了形容词用法外还作为动词表示“使挨饿”的意义。本文把这一

用法的“红（着脸）”类也看做动词，不在本节讨论。

7.3　“别／不要＋形容词＋ （了）”句式

形容词时，有些既可以用于“别／不要＋形容词”句式，也可以用于“别／不要＋

形容词＋了”句式。有些只能用于“别／不要＋形容词＋了”句式。“别／不要＋形容词”

句式的时候，可以表示预防性的，也可以表示制止性的。不管哪一种句式都比较缓和，

一般不表示强性的禁止，多用来表示劝阻或叮嘱或告诫或安慰等。

7.3.1　“紧张”类

“紧张”类属于状态形容词，表示人的心理状态。虽然词典都认为是形容词，但是

都有一些动词的特征。在“别／不要＋形容词＋ （了）”句式里都可以添加相关动词，

使其可控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主要有：“紧张、骄傲、啰嗦、悲观、小气、自大、自满、

伤心、伤感、高兴、悲伤、着急”等。

�  “我们做了一点成绩，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CCL 1993 年人民日报）

�  阿巧姐用警告的口吻说 ：“回头可不要小气。” （CCL红顶商人胡雪岩）

�  “啊，你别伤感了！媚兰！纸就纸，而且我们正缺纸用。” （CCL 飘）

�  范宁臣 ：不要啰嗦了。先做一个月看看。我让财务室给你划 9万，如果效果可

以，那么每个月你都固定地到财务室领 9万。 （CCL 中国的主人）

以上各个句子分别可以添加“表现得／表现出 �”、“显得／让人觉得 �”、“觉

得 ／想得 �”、“说得 �”。

“别／不要＋形容词”句式表示未来的预防性的禁止，“别／不要＋形容词＋了”句

式表示对已经形成的状态的制止。但是，在语境以及句子结构的支持下，“别／不要＋

形容词”句式也可以用于对已经形成的状态的制止。� ��� 分别可以隐含一个“让

自己”这样的致使义。

�  我们应当马上收三个正在康复的伤员到家里来，像别的人家那样，同时请几个

8） 请参看王学群（2017, pp.1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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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每逢礼拜天来这里吃饭，好了，思嘉，你不要着急了，人们一旦了解就不

会说什么了。 （CCL飘）

�  戈：诶，你也别着急了。弄清双双的身世还不容易嘛？ （CCL编辑部的故事）

�  王东岳：你别着急，你先听我讲啊。 （CCL梁冬对话王东岳文字版）

�  咱们也得去拜寿。”“啊？拜寿啊，你自个儿去。我可不能去，我没法跟你丢这

个脸 !”“别着急呀，我告诉你呀，咱们找朋友借俩钱儿，买点儿寿礼，咱们

要去。要去还不能白去。”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下面是带“V得”的句子。

�  一开头要克制自己，别表现得过分友好，第一印象往往根深蒂固。

 （CCL哈佛经理领导权力）

�  告诉高副师长，以尽快让部队通过为目的，也不要显得我们太小气了。

 （CCL突出重围）

�  “拿回你的武器，骑士。你可以在这场战争中重新获得荣誉，在我们自豪的王

后面前，不要显得懦弱。” （夏焰之巨龙）

7.3.2　“别／不要＋ ［太＋形容词＋ （了）］”句式

状态形容词，如：“亮、黑、软、硬、热、凉、暖和、凉爽、臭、疼、痒、高兴、

悲伤、热闹、安静”；性质形容词 9），如：“白、黑、红、绿、圆、平、甜、咸、辣、酸、

苦、大、小、高、低、健壮、虚弱、老实、温顺、快、慢、好、坏”等很多可以进入“别 ／

不要＋ ［太＋形容词＋ （了）］”句式。

�  我几次劝她 ：“大姐，您歇一会儿，别太累了 !” （CCL 1996 年人民日报）

�  有的劝我们另选一个地方，有的劝我们别太认真了。 （CCL 1998 年人民日）

�  “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试一试，有个法子，也不一定行。死马当活马医吧。权

当丢了。要是最后东西还在，就当又拣回来了。” （CCL作家文摘 1995）

�  我认为不要太天真了。 （CCL人民日报 1994）

�  陆平 ：哦，好，很好！哎，不要太慢了！ （CCL 理发师）

�  罗布说，“不要太骄傲了。” （CCL 厄兆）

�  “你不要太高兴！保人小杜还没有下公断呢 !” （CCL 子夜）

�  “妈妈，过节了，别太累 !” （CCL新华社 2003 年 5 月份新闻报道）

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别／不要＋ ［太＋形容词＋了］”是一个隐含“V 得”的句式。

9） 形容词分类参考了樋口文彦（1996, pp.39-60）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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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别太累了 !”可以改写为“别干得太累了 !”。并多用来表示劝止，但也有用于预

防性的。如：�。

�  “李经理，大家都是打工挣碗饭吃，你别做得太过分了！我不过就是想太太平

平地离开。” （杜拉拉升职记）

�  不要来得太晚了。

�  不要买／做得太红了。

��� 就是带有“V 得”的句子。由于“别／不要＋形容词＋ （了）”句式的时候，

仍有可控这一特征，所以可以成句。这一可控特征通过隐含的“V 得”也能得到证

实 10）。

8．熟语

熟语主要指惯用语、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有的可以作为一个可控的动作

行为进入两个句式。但不是所有的熟语都可以进入两个句式。由于��的熟语无法作

为一个可控的动作行为来认知，所以不能进入两个句式。

�  你以为这个男人是真的看上你了吗？别自以为是了，你去问问宋墨，问问那个

男人是怎么把贺音那个小丫头捧在手心里宠了二十年的。 （CCL 非诚勿扰）

�  马富华 ：章群力，你不要自不量力！你不就在部队当过几年兵吗？炫耀什么？

人家余镇长是经济学硕士，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CCL中国的主人）

�  “别不知好歹。我可是仁至义尽，你要不配合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太动人

了。” （CCL王朔）

�  你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  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  你们千万不要窝里斗！

�  ? 你别书香门第！

�  ? 你不要百闻不如一见了。

9．评价性的

以“别／不要……（了）”表示评价时，不是单纯地禁止某一动作行为，而主要是

对某一动作行为的属性评价。对已经发生或刚刚发生或刚开始的动作行为用该句式来加

以评价性的描述。有时使用评价性的动词 ⎝101。刚刚发生或刚开始的动作行为时多用

10） 王学群（2017, p.80）认为在句子层面“别／不要＋形容词＋（了）”句式也具有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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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不要……”句式。

�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是跟你谈正经事 !”

 （天云山传奇）

�  “你的鼻子这么灵啊 ?”“你别急着走。我说，那个发家致富的比赛，又要雨过

地皮湿了吧 ?” （金光大道）

�  张金发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虚张声势地喊叫：“高大泉，有话你直说，别

来这套曲曲弯弯的 !” （金光大道）

�  我吓得心里一紧，连忙对她说，“小嫂子，这可不行，你可别乱想啊……”

 （轮椅上的梦）

�  周永振说：“这一下子，我把攒下的全部工资，都掏出来了……”吕春江打断

他的话说 ：“别高兴得不知道说啥好了。就算你把行李卷都搭上，也值得。等

我把两口猪喂肥了，也学你的样子，买一头牲口使。” （金光大道）

�  “别瞎猜了！她那副烈性，能让单家爷们沾边？保险是花脖子的。” （红高粱）

⎝101  朱铁汉说：“没把握，就别老是挖苦人。你就睁大两只眼睛，往后看。”

 （金光大道）

10．二者的差异

使用否定时，一定要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形成一个用来否定的肯定性前提。禁止也

是如此，它是禁止一个肯定性的预设前提。通过分析两个句式的预设前提，我们可以找

出二者的差异。“别／不要……”是对某一动作行为的预防性的禁止，从外在时间结构

来看是未来的，从内在时间结构来看，是一个不加分割的完整描述，要求或希望对方不

要做某一动作行为。而“别／不要……了”从外在时间结构上看是现在的，从内在时间

结构上看是持续着的（或反复进行的），要求或希望对方停止正在或准备做的某一动作

行为。“了”也为二者的这一差异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在句式里“了”主要起界面

切换的作用，表示从某一（时间性）水平切换到另一（时间性）水平。预防性的禁止时，

不需要界面切换，所以也就没有了“了”的用武之地了。

两个句式可以分别描述为：“［别／不要［……］］”、“［［别／不要［……］］了］”。

以上谈的是大框架下的二者之间的差异，小框架下的差异在此不再赘述。

11．结语

两个句式（“别／不要……”句式和“别／不要……了”句式）可以在一个大的框

架下加以考察，外在时间结构为未来时，一般使用“别／不要……”句式表示预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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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 ;内在时间结构为持续时，一般使用“别／不要……了”句式表示制止性的禁止。

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还有许多句子无法解释清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词义、动

词类别、句子结构、语境等特征上进一步考察，也可以从说话人的意图上进一步分析考

察。

总之，两个句式使用哪一个，既有大框架下的规则性，也有一定的主观性。不是一

个简单的加减乘除所能解决的。本文也只是罗列地描述了各种具体用法，还有许多需要

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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