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6 - 

 

2013年4月21日（日） 中日理論言語学研究会 

 

 “还没Z” 与“还不Z” 

 
田禾(関西学院大学)・郭雲輝(同志社大学) 

 

 

0．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不同人称做主语的[S还没Z]与[S还不Z]句为考察对象，对比二者在语义表达上的异同，探讨在具

体语境中激活多义项词的某个义项的动因和机制，以期对同一个副词“还”所具有的不同交际功能进行总体描

述。 

 

 

1． 现有的研究 

 

1.1句式对副词“还”语义的选择 

 

对副词“还”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其中的某一个义项，考察其特征；另一种是试图确定

“还”的“基本语义”，以便用来统一解释“还”的多个义项。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分别用 3 篇文章考察了“还”所表达的程度义、重复义，指出:与“更”相比，表

程度高的“还”只能用于二项比较句；除了表程度高的情况以外，“还”也有表程度浅的几种句式;与同样表重

复义的“又”／“再”相比，“还”用于未然句和已然句时有很多限制条件。 

不难看出，在考察语义表达方面，陆俭明先生和马真先生重视“还”在各种句式中的隐现，揭示出不同句

式对“还”的语义的影响。其中在有关程度浅的“还”的分析时，提到以下这样3组例句: 

 

1) 这件衣服还好看。   ＊ 这件衣服还难看。 

这件衣服还不难看。 

2) 他倒还虚心。       ＊ 他倒还骄傲。 

他倒还不骄傲。 

3) 这个孩子还聪明。   ＊ 这个孩子还笨。 

这个孩子还不笨。 

 

陆俭明先生、马真先生解释为:句式[X+还+AP]表示虽不是太满意，但基本上合意。其中“还”所表示的

程度浅，含有“勉强过得去”的意思。由于基本上合意，因此该句式总是从褒义方面说的，它要求出现在这个

句式里的形容词A是褒义形容词，不能是贬义形容词，除非是个否定形式。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句式对进入该句式的词语进行了选择，并不是“还”不能修饰贬义词。

如果改变了句式，即使是贬义词也可以出现在“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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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件衣服比那件还难看。 

5) 他成绩不怎么样，还很骄傲。 

6) 这个孩子还笨?!您要求也忒高了吧! 

 

    句式改变后，“还”虽然能够允许其后出现贬义词，但语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副词“还”划分出6个义项: 

a 十年没见了，她还那么年轻。                       → 仍旧义 

b 今天比昨天还冷。                                 → 增加义 

c 屋子不大，收拾得倒还干净。                       → 勉强过得去 

d 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                   → 尚且义(常与“呢”搭配) 

e 他还真有办法。／你还大学生呢，连这个字都不认识。 → 居然义(多含赞叹或责备、讥讽的语气) 

f 还在几年以前，我们就研究过这个方案。             → 早已如此义(常与“就”呼应) 

 

例4)5)6)的 “还”大致对应《现代汉语词典》的b、e、e义项，脱离了原来的义项c。 

由此可见，“还”到底显现出何种语义，依赖于其所出现的具体句式。 

 

1.2．“还”的基本语义与交际功能 

 

对于“还”的众多义项，有学者着重考察了其中的一个义项，也有针对各义项间的语义关联进行的研究。

高增霞(2002)提出“还”的基本义是表延续，根据 Sweetser 的三个层面理论(即同一个词汇可以分别在命题内

容、认知世界、言语行为情景的三个话语层面上各有不同的语义凸显)，认为“‘还’的使用也有三个层面:‘延

续’这种客观世界中实体间的关系可以在认知世界、言语行为世界上投射，具体表现为‘还’激活的序列可以

是一个时间序列、也可以是一个等级序列或者预期序列。” 

吴长安、乔立清(2009)在考证了“还”的语义源流的基础上，对高增霞(2002)的“延续”说进行了更正，

指出副词“还”的基本义是从动词“huán 还”所标示的路径呈圆形的“返回”义扩展而来，“回转”才是副

词“还”的“处于基底的、深层的基本义”。 

我们认为“延续”的观点虽然能解释“还”所凸显的仍旧、重复、增加、程度等语义，但对于“还”所表

达的说话人的意外、不满、反诘等主观情态，用“延续”来解释显得有些牵强而吴、乔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

该文认为“回转”才能激活“意外”这种主观感受，继而引发说话人使用“还”这个副词表达相关态度。这篇

文章对现代汉语副词“还”的语义分析可以归纳如下: 

“还”在现代汉语中有 13个义项，即：①“还”在句中表示现象、行为或动作在一定时间内第二次或重复

出现。相当于副词“又”、“再”。②当一定的动作行为在一维性的时间轴上不断的重复出现，延续下去，表

现为动作行为或现象保持某种状态持续不变，并且不因某种影响而改变，“还”的“延续”义就得到了凸显，

相当于“仍然”、依旧”。③引出推论的前提，表陪衬，以退为进，进而推论，相当于“尚且”。④将时间的

延续状态引入比较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强调程度“深”，相当于“而且”，进一步说明事态的程度在加深。

⑤“还”引出前提项，突显了前提项中的事件状态客观上的程度比较浅。⑥表示持续积累的结果――补充和增

益、以至于事物范围的扩大之义，“还”的语义中又增加了量(主要是客观量)。⑦在描述客观信息的同时，传

达说话人的各种主观态度。是客观范围的“补充增益”隐喻投射到主观性态度的结果，即：元语增量。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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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表示与逻辑事理相反的意义的句子中，表示现实中已经发生的现象、动作行为有悖于常理，相当于“反而”、

“反倒”、“却”。⑨表示与逻辑事理相反的意义用在表疑问的语境中，转移到主观上所持的态度与现实发生

的现象、动作或行为相反时，自然也就形成了反诘语气副词，加强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⑩在陈述句或

感叹句中时，表示确认现象、动作和行为有悖于常理发生的同时，传达出乎意料的惊讶、感叹的主观感受―－

或者是正面褒义的赞叹，或者是负面的含贬义的愕然。相当于“竟然”“居然”。⑪进入“副＋名”，“还”

有“居然”义。⑫相当于“接着”、“随即”、“马上”。⑬相当于“确实”、“真”。 

本文受以上论文的启发，认为受动词义的影响，副词“还”保留了“回转”的基本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

扩展成“仍旧/延续/增加/程度”等重复义，其中一部分加深扩展成“意外/不满/庆幸/责怪”等语气义。前者

通常用于客观描述，后者则用于表达主观情绪。前者仍然与时间轴有关，后者则完全脱离时间概念。而二者共

用同音同形的一个字，往往容易发生语义重叠，所以常有类似针对“增加”表示“意外”的语气这种情况。下

面我们在关注“还”的基本义及其扩展、引申的同时，着重探讨在话语层面上“还”的交际功能。因为句子主

语的不同人称对句子的新旧信息含量、特别是主客观的表述有很大影响，所以具体方式选择了分别以不同人称

做主语的句子来加以比较，看看“还”在这些句子中发挥了哪些交际功能。 

 

 

2．第一人称做主语的句子 

  

2．1 “还”的反预期效果 

 

 [S还没Z] 

7) 孙小姐笑道：“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已经挨你骂虚荣了，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围

城》钱钟书) 

8) 我还没死，你就把我当死人了。(《活着》余华) 

9) 她恼火地说，是的，你来得太早了一点，我还没来得及把东西放进去。(《墙上不可挂刀》毕淑敏) 

10) 我还没为瑞宣着急，你着哪门子急呢？他又不是你的哥哥！(《四世同堂》老舍) 

  

[S还不Z] 

11) 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我还不知道。 

12) 说实在的，几十年来我爱好马，为此牺牲了一个警卫员，我受到申斥，还不觉悟。(《专车轶闻》马识

途) 

13) “有什么敢不敢的？是生鱼，做好了我还不让你尝呢。”白厨子把那根手指塞到黑厨子嘴里，他说，

“我整天都在剔鱼片烧划水，可我就是尝不得生鱼的腥味。”  (《两个厨子》苏童) 

14) 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咱们还不都弄个局长、处长的当当？有什么敢不敢的？(《当代野人系列三篇》汪

曾祺) 

 

“还没”都是事情尚未发生的情况。7)、8)、9)三例中的“还”表示“仍旧”义，例 10)的“还”表示“尚且”

义，重音在“我”上，用于对比。具体语义虽有不同，但都是用“还没”来说明说话人出乎意料甚至不满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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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还没”相比，“还不”的情况比较复杂。蒋琪、 金立鑫(1997)认为，“‘还不’的意思是应该(或想要)

怎样而现在却没有怎样，表示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还没’的意思是陈述某一行为未发生状态的持续，态度基本

上是客观的。” 

有些句子用“还不”而不用“还没”单纯是因为词汇特征的限制，如例 11)。此类只能用“不”的非动作动词、

形容词，如“还不知道/还不清楚”等等，也跟“还没”一样，客观地陈述某种否定状态的存在，“还”表示仍旧义。

通过叙述一个否定状态的仍旧持续，来进行说明、反驳、辩解等。而去掉句子中的“还”，所叙述的事实相同，句

子本身也完全成立，并且也可以用以向对方说明情况等等。不同的是，句子中出现“还”时，将之前与说话时点链

接起来，也就是高增霞所说的激活了时间序列。我们认为，“还”所激活的时间序列并不只是停止在发话的时点，

也包括未来的预测。如例 11)的“还不知道”在叙述“不知道”这个事实的同时，用“还”将这个否定状态放在时

间轴上，引发出虽然现在没有变化，但将来会有的预测。从交际功能来说，比起单说“我不知道”，默认了对方对

事情发展的预期，承认该情况将来会发生，只对现在进行否定，因而有了缓和语气的效果。 

反观用“还没”的几个例子，虽然同样是叙述事实，但是与没有“还”的句子相比，句子中出现“还”反而表

达出说话人的各种主观情绪。不管是“挨骂/被当成死人一样对待/你来了/你为他着急”中的哪一例，都应该出现在

各句相对应的“花你的钱做衣服/已经死了/把东西放进去/我为瑞宣着急”等各条件之后。说话的时点虽然条件不具

备可结果却已经出现了，这就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如果这些结果都非说话人所愿，自然就表达了意外甚或不满的

语气。当然，也有意外惊喜的可能。如: 

 

15）我还没开口，嫂子就递给我厚厚的一叠钱。 

 

主观情绪可以有正反两类，但都具有反预期的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动因仍然起因于“还”所激活的时间顺

序。归根结底是源于“还”的基本义中包含的时间因素。“还”将客观状态带到时间轴上，通过否定状态的依然存

在使对话交际中谈话双方对事态发展的预期得到反向的验证，从而传递出主观情绪。可以说，“还”在句子中的出

现，使原本用“没”(包括部分“不”+状态)来描述的客观事实被赋予了主观情绪。 

 

2．2 否定词与“还”的互容度 

 

“还不”除了例 11)这一类与“还没”相同，其他各例显示出不同特征。有一些用“不”的句子，其实也是因

为中心语的词汇特征，如例12)的“还不觉悟”，也可以说“还没觉悟”，不管用哪个否定词，“还”的语义不变，

都是“仍旧”义。除了像这样两个否定词都能接受，同时也都能容许“还”出现的情况以外，也有加上“还”后句

子的合格度降低的情况，如: 

 

我不去。/  我没去。  ? 我还不去。/ 我还没去。 

 

下面分别从能接受两个否定词否定并且也都能接受“还”的出现;“不/没”之中只有一个可以接受“还”，这

两种情况来探讨否定词对“还”的容许度有何不同。 

对于“不”和“没”的研究有很多涉及到二者的否定对象和分工。张立飞、严辰松(2011)认为，“不”主要用

来否定事物性状、惯常行为、将来行为、位置、心理状态、正在进行的动作、抽象关系、能力、可能性，也表示情

理或道义上的不允许。“没”用来否定存在、领有关系、动作的实现、体貌等状态、心理状态、动作的历时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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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关系、位置、动作的进行，也表示“对预设的强烈反驳”。这两个否定词的分工“从形式上体现了现实与非现实

在语义上的对立”。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词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从而产生了与不同否定词都可以匹配的交叉状况。比如， 

“我不懂/没懂。”都成立。“没懂”最典型的使用环境是在事件句中，具有时间性。加上“还”以后出现下面这种

情况: 

 

    16)老师讲了两遍了，我没懂。                  (× 不懂  ) 

    17)老师讲了两遍了，我还没懂。                (○ 还不懂) 

 

    在例 16)中，因为句子末尾的“了”带来的事件过程，非现实性的“不”无法进入，而用了“还”以后，“还

不懂”也处于事件过程中，与“还没懂”一样可以进入句子。[还没+懂]与[还+不懂]分别表达的[尚未实现]与[持续

不变]叙述了同样的一个事件。 

 

    18)那时候小，生活里的很多事儿我还不懂。       (○ 没 ) 

    19)生活里的很多事儿现在我还不懂，还需要学习。 (× 没 ) 

 

在过去的时间段里，“不懂”叙述当时的状态，可以进入句子。加上“还”以后，跟例 17)的情况相同。而例

19)针对现在时点，即使加上“还”也无法使“没”进入句子。 

    以上4个例句的对比说明，“还”跟“没”都具有相同的时间要素，同样一个句子如果能用“没”也就能用“还”，

加上“还”以后可以凸显“没”的时间性，有时可以把时间点从时间终结点改为过程中的一点；而“还”跟“不”

在时间表达上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加上“还”以后可以赋予“不”时间性，彻底改变“不 Z”的性质。可以说，

“还不Z”是有标的，而“还”与“没”则相互具有较高的容许度。 

    有标的“还不Z”在句法上要求表当前的时间词或与时间有关的词语在句子中明确显现出来。比如: 

 

    20)我不吃，你自己吃吧。 

       ??  我还不吃，你先放那儿吧。→ 我现在还不吃，你先放那儿吧。 

    21)我不走，你别锁门。 

       ??  我还不走，你别锁门。    → 我现在还不走/ 我还且不走呢，你别锁门。 

     

有了“还”的出现，使原本表示动作者主观意志的“不做”变成“暂且不做”。“还”可以看作是个预设触发语

(presupposition trigger)，预设着动作行为今后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时间词是个时间段，“还”

的合格度就会降低，如: 

 

22)我4月份不搬家，等过了这个乱劲儿再说。 

       ?? 我4月份还不搬家„„  → 我4月份先不搬家，等过了这个乱劲儿再说。 

 

    正是由于否定词“不/没”的性质不同，对同一个副词“还”所占据的不同时间带加以凸显，“我现在还不吃”

表示[还+不吃]的否定状态的持续，预设将来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我还没吃，你怎么就拿走了?” 通过已有事实

表示与预期相反的“本应该如何,可是却没有”即[还没+吃]的尚未实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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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还”的增加义所体现的交际功能 

例13)的“还”表示什么意思，可能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里的“还”是“增加”义。谈话对方因为是生鱼，

表现出无法下咽的身体语言，对此说话人表示“你不想吃，我‘更’不准备给你吃。”，在前者的基础上表示条件

增加。可以说，这里的“还”相当于逻辑上的合取连结词，即 p∧q的命题形式，最终表达的是主观量的增加。如: 

 

23)你不说拉倒，我还不听了呢。 

24)我还看不上她呢，有什么了不起! 

 

通常是说话人在得知原本希望的结果因为别人的消极态度或不许可而无法实现时所表达的一种不满情绪，在具体语

境中除了正向递进(例23、24)以外，也有逆向递进的表达方式，如: 

 

    25)就算她同意了，我还不同意呢。 

    26)现在让我去，我还偏不去了! 

 

“还”的用法跟沈家煊(2001)所论述的两个句式(小车还通不过呢，就别提大车了。/连这个字也不认得，亏你还上

过大学呢。)中的情况类似，可以说也是“还”的元语增量用法的另一种句式。沈先生指出，“还”的元语增量是“主

观表态”，目的在于“增补一个信息量充足的命题”。比如“你想去，我还想去呢。”有一层递进的意思，之所以

有这层意思“显然也是因为这里的‘还’是元语增量的用法”，后边的小句比前边的“信息度高”。 

“还”的元语增量用法也出现在例 14)中。“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咱们还不都弄个局长、处长的当当？”的“还”

表示“难道”义，“咱们难道不„„吗?”在语义上相当于“咱们当然会”。去掉“还”句子也成立，但是语义发生

变化，表示一种提议。句子中出现了“还”，就有了“现在虽然是这样，不过到了那时候一定会比现在强”的增量

义。与例 13)不同的是，描述眼下情况的背景小句也可以不出现，但主表命题句中一定有明确的表示未来时点的词

语，并且句子是个反问句。 

 

27)将来老了，我还不得靠儿子吗? 

 

 

3．第二人称做主语的句子 

 

“还”的反预期效果在第二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中也同样得以体现，表达出说话人的意外甚或不满，有时也有惊

喜，如: 

 

28)你(怎么)还没走啊? 

 

不同的是，第二人称的句子还常用来表达一种催促的语义: 

 

    29)你还不走? 

 



- 22 - 

 

    当否定词用“不”时语气比较强硬，甚至有威胁的意味。第二人称的疑问句作为谈话双方的情报交换方式很常

见，但是“还”的反预期效果使句子从侧重确认对方想法的“你不走?”变成说话人表达自己想法即“你应该做什么”

的主观意愿。 

     如果不是疑问句，用“还不”在第二人称主语句中描述对方的状态，常有对该状态表示愤慨并责令对方之义，

如: 

 

30)你还不知悔改! 

 

 

4．第三人称做主语的句子 

 

31)他还不来! 

32)他还没来。 

 

第三人称句中用“还不”表达说话人的期待，希望他快来;用“还没”也可能有这层意思，也可以仅是对事实

的客观描述。很明显，其原因就在于第三人称不能直接向说话人提供回答，所以例 31)是说话人自言自语的表达焦

急的心情，例 32)除此之外也可能用于向谈话对方报告情况。 

 

 

5．结论 

 

我们认为“还”所具有的“回转”基本义使其与时间轴密切相关，用“还”的句子首先激活时间序列，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体现出说话人的不同主观情绪。由于否定词“不”和“没”分别凸显“还”的不同时间带，[还不Z] 表

示否定状态的持续，预设将来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还没 Z] 通过已有事实表示与预期相反的“本应该如何,可是

却没有”的尚未实现状态。另一方面，“回转”的基本义也使“还”的元语增量用法得以发挥，表达出说话人的不

满情绪或确信语气。在第二人称做主语的句子中，“还不”有独特的催促义，在第三人称句中有期待义。实际上，

即使去掉否定词，“还”的这几个交际功能在不同的人称句中也同样，如“你还说!”就是表达说话人“你不应该说”

的主观意愿，有不满的语气。 

 

注 

    本文未标出处的例句一些来自参考文献，一些为作者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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