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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对“V＋指量名”的选择与限制

渠默熙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明确指出“不大”已经成词.“V＋指量名”结构可以受程度副词“不大”的修饰,但“不大”对“V＋指量名”

存在选择与限制.能够进入“不大＋V＋指量名”格式的动词一定为自主动词,以心理动词为代表.当动补结构的可能

式出现时,动词和量词的限制被消除.当集合量词进入该结构中时,非心理动词中的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都可以进入.

当个体量词出现时,只有活动动词可以进入.能够进入该格式的名词必须能够持久存在或多次承受动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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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是口语中常用的程度副词,在书面语中

也经常出现.自周小兵[１]在«不太 A 析»这篇文章

中对该格式的格式意义、语法结构、形容词 A 等进

行了详尽分析,之后学界有关“不大”的讨论逐渐增

多.如刘建萍[２]认为“不大”的产生依赖于语义、句
法和语用三个条件,并对动词的类型和可进入的句

法结构有一定的选择.张鲁昌[３]认为“不大”的语法

意义是表示程度低,在修饰动词时,还可以表示动量

少或发生次数少.“不大”的语用用法是缓和语气和

表达说话人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刘华丽[４]则详细

分析了“不大”的性质、句法分布与搭配、语义特点

等.学界普遍认为“不大＋V”表示动作的动量少或

时量短,其预设义为动作经常发生或高频发生,V为

重复动词.因此 V一般为无界动词,其后一般不跟

数量名或指量名结构.本文希望通过大量语料找出

“不大”对“V＋指量名”的选择与限制.

一、“不大”是个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不大”是否是个词.学界

已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如施发笔认为“不大”是个词,
理由有三:“‘不大’具有整体性,它不能被别的语素

或词分开,也不能扩展;从语音停顿上看,‘不大’总
是连续发出,不允许分析,且在元高层次需要时,
‘大’通常都是读轻音;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
‘不大’的使用频率很高”[５].

而童盛强认为“不大”不是词,理由有二:“从结

构层次看,‘不’和‘大’处于同一层次,组合后再修饰

后边的动词(动词短语)或形容词;‘不大’还可用在

某些动词(动词短语)之前,表示不经常,次数少,也
可以用在少数时间名词之前,表示时间短.”[６]

赵元任[７]、朱德熙[８]把“不大”列为程度副词,张
谊生[９]不但认为“不大”是程度副词,他还把“不太”、
“不很”都列为程度副词.

笔者检索了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BCC),搜索关键词为“不大 V 这”和“不大 V 那”.
经过筛选,符合研究条件的语料共５２２条.① 语料分

类与统计如下:
从所搜集到的语料看,凡是“不大”能够进入

的句子,都可以用“不太”来替换.以述补结构为

例,主要有两种分布:不大/不太＋述补结构,述＋
不大/不太＋补.如:不大/不太看得起,看不大/
不太起.



表１　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中“不大”的动词分类数据统计

动词类型 心理动词 动作动词 能愿动词 趋向动词 关系动词 动补结构 特殊用法

语料数量 ４３０ ４５ １５ ２ ４ ２０ ６

动词举例

欣赏 听 可能 去 像 看得起 看不大到

在乎 愿意 来 如 瞧得起 分不大清

喜欢 抚弄 肯

　　可以说“太看得起这个人”、“太看不起这个人”、
“不太看得起这个人”、“看不太起这个人”.“太”和
“不”可分开使用,说明他们不在同一个层次.“不太

看得起这个人”是“不”叠加在“太看得起这个人”之
上,是对这个命题的否定,而“看不太起这个人”是
“太”叠加在“看不起这个人”之上,是否定性述补结

构的扩展形式.“太”作为一个副词,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
相反,可以说“不大看得起这个人”、“看不大起

这个人”,但不能说“＊大看得起这个人”和“＊大看

不起这个人”.“大”和“不”不能分开来用,说明他们

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看不大起这个人”不是否定

性述补结构的扩展形式,而是“不大看得起这个人”
的减缩.“大”虽是副词,但并不具有独立性.

因此,笔者认为“不大”是个词,而意义相近的

“不太”未成词.不能将“不大”和“不太”一概而论,
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异.

二、“不大”对动词的选择与限制

通过上文的语料统计可以发现,V 大部分为心

理动词,如“不大喜欢这种拿腔作势的语言”、“不大

欣赏这个人”、“不大珍视这个机会”等;V 可为动作

动词,如“不大用‘策反’这个名词”,“不大接触工商

界的这些人物”,“不大抚弄这些东西了”等;V 可为

能愿动词,如“不大愿意去这个村子”等;V可为关系

动词,如“我瞧柴竟不大像这种人”、“热闹却不大如

这夜里”等.另外,“不大”也可以修饰动补结构,如
“不大看得起这老叫花子”、“不大瞧得起那些出租

车司机”.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如“看不大起这个

人”、“分不大清这两个人”,将这种特殊形式看成是

“不大”修饰动补结构的减缩,因为任何动补结构都

可以采用这种特殊形式,其原型为“不大看得起这个

人”、“不大分得清这两个人”.由于心理动词、动作

动词、动补结构所占数量较多,因此后文将主要分析

这三类动词.
(一)心理动词与非心理动词

心理动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是语法学界的公认

的语法准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作了

专题研究.如周有斌等[１０]、王红斌[１１]、郝琳[１２]等人

都对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句法、语义、类别等

做过不同角度的论述.因此,只要后面能够带“指量

名”结构的心理动词,则一定能被“不大”修饰.如:
不大爱慕这个女孩

不大爱惜这些东西

不大痛恨那个坏蛋

不大怀念这段往事

不大反对这个意见

不大迁就这个小孩

不大体谅这位老人

不大同意这种做法

不大听从这类建议

不大警惕这个陌生人

这是因为心理动词“表示一种抽象的性状义,表达人

的主观感情态度,与一般动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

意义不同,是一种静态性质”[１３].人的主观感情态

度存在量级的差别,如快乐:极其快乐－很快乐－快

乐—不快乐.
(二)活动动词与事件动词

通过所收集的语料,发现一些非心理动词也可

以进入“不大＋V＋指量名”格式,如动作动词、能愿

动词、趋向动词、关系动词.其中,能够进入该格式

的后三类共有语料２１条.如能愿动词１５条,１２条

为“可能”,１条为“肯”,１条为“愿”.趋向动词２条,
皆为“去”.关系动词４条,皆为“像”.由于后三类

动词形式单一,所占语料数量不多,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本文不做分析.本文将主要描写和解释产生较

多分歧的动作动词.
首先来看两组例子:

　　　 A　　　　　　　　　B
不大穿那件衣服　　　＊不大买那件衣服

不大借这本书 ＊不大还这本书

不大参与这个会议 ＊不大举办这个会议

不大利用这个人 ＊不大逮捕这个人

不大喂这只鸡 ＊不大杀这只鸡

不大带这块表 ＊不大偷这块表

不大祭拜这个神像 ＊不大烧这个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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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两组格式均为“不大＋V＋指量名”.
在现实生活中,A 组能说,B组不能.除去“不

大”,则 A、B两组都成立,这说明“不大”对 V 有一

定的选择和限制.沈家煊[１４]将动词分为活动动词

和事件动词.活动动词表示活动的动词性成分,大
多可跟“在”和“着”连用.事件动词有的不能跟“在”
和“着”连用,有的只能跟“在”连用.本文试用沈家

煊的“有界和无界”理论来分析 A、B两组动词.
首先:

　　 A１　　　　　　　　 A１’
穿着那件衣服 在穿那件衣服

借着这本书 在借这本书

参与着这个会议 在参与这个会议

利用着这个人 在利用这个人

喂着这只鸡 在喂这只鸡

带着这块表 在带这块表

祭拜着这个神像 在祭拜这个神像

判断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的关键在于动词后是

否可以带“着”,经分析 A组动词均为活动动词.
其次:

　　　B１　　　　　　　　B１’

＊买着那件衣服 在买那件衣服

＊还着这本书 在还这本书

＊举办着这个会议 在举办这个会议

＊逮捕着这个人 在逮捕这个人

＊杀着这只鸡 在杀这只鸡

＊偷着这块表 在偷这块表

＊烧着那座神像 在烧那座神像

根据事件动词的概念:事件动词有的不能跟

“在”和“着”连用,有的只能跟“在”连用,可判断 B
组动词均为事件动词.

沈文指出“跟表示时段的词语连用,活动动词表

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即起始点到说话时刻的时间长

度,而事件动词则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如果动

作本身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表示动作终止

后持续的时间.”[１４]如:

　　　　A２　　　　　　　　　B２
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　那件衣服买三年了.
这本书我借三年了. 这本书还三年了.
这个会议我参与三年了. 这个会议举办三年了.
这个人我利用三年了. 这个人逮捕三年了.
这只鸡我喂三年了. 这只鸡杀三年了.
这块表我带三年了. 这块表偷三年了.
这个神像我祭拜三年了.这个神像烧三年了.

虽然 A２组动词和 B２组动词后都可以跟表示

时段的词语连用,但他们有很大区别.A 组动词表

示这个动作从开始的那一刻到说话的这一刻一直存

在,或者说一直在重复发生.而B组动词则表示这

个动作从结束的那一刻起已经成为一种状态,到说

话的这一刻为止一直是状态的延续.
由上可以确定,“不大＋V＋指量名”结构并非

不存在,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V 为活动动词,表示

动作的持续,“不大”修饰 V表示 V的动量少或时量

短,即“不大＋V(活动动词)＋指量名”.更多的例

子如:
不大开这部车子 不大听这首歌

不大玩这个游戏 不大流行这个颜色

不大使用这一提法 不大重温这段历史

不大胜任这个职务 不大去这个村子

(三)动补结构的可能式

另外,笔者发现若将B组中的事件动词换成动

补结构的可能式,则句子成立.
如:

　　　　B　　　　　　　　　B３
＊不大买那件衣服.　不大买得起那件衣服.

＊不大还这本书. 不大还得了这本书.

＊不大举办这个会议. 不大举办得好这个会议.

＊不大逮捕这个人. 不大逮捕得到这个人.

＊不大杀这只鸡. 不大杀得死这只鸡.

＊不大偷这块表. 不大偷得到这块表

＊不大烧这个神像. 不大烧得完这个神像.
通过前文分析,得出结论“不大”只能选择活动

动词,而B组是事件动词,所以B组不成立.当把B
组动词变为动补结构的可能式(见B３),且该动补结

构的可能式并不表示动作持续的意义,句子却成立.
这似乎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矛盾了.

“不大”不是一个比较范围清晰的程度副词,它
不同于“经常”永远处于比较范畴的最顶端,也不同

于“从不”永远处于比较范畴的最底端,“不大”所表

示的量要在与别人的比较中得以确定.“经常”、“不
大”、“从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量级,他们常作为“不
大”的比较对象.由于参照物的确立包含有主观因

素,所以“不大”与参照物的比较过程也常常夹杂一

定的主观性.而 B３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不
大”对事件动词的排斥,而在于“不大”对动补结构的

可能式中补语的认可,即“不大”的语义指向是补语.
这些补语有程度上的差别,而程度的大小恰巧也是

通过人的主观因素衡量的,这与“不大”的主观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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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搭配.所以,动补结构的可能式可以用“不大”来
修饰表示程度低.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都可以进入

该结构,这意味着动补结构的可能式消除了“不大”
对动词和量词的双重制约,有关量词的部分后文详

述.因此,“不大＋动补结构的可能式＋指量名”和
本文的理论并不矛盾.

(四)重叠与非重叠

动词的重叠形式不能进入“不大＋V＋指量名”
格式,表面看来是因为动词的重叠式不是活动动词,
如:

不大尝试这个游戏 ＊不大试试这个游戏

不大擦这个防晒霜 ＊不大擦擦这个防晒霜

不大洗这个被子 ＊不大洗洗这个被子

其潜在的原因是动词重叠式的动量与“不大”所要求

的动量不匹配.
“动词的重叠式与动作的量有关系,具体说来它

有的时候表示时间短,有的时候表示次数少,有的时

候表示力量轻”[１５].动词的重叠式含有一定的主观

色彩,因为量性的减少并不是客观上的减少,而是心

理感觉上的减少.“如‘请帮我查这本书’与‘请帮我

查查这本书’相比,二者请求对方所做的动作量在客

观上是一样的,但是使用动词重叠式心理感觉上动

量更少一些,从而使请求带有委婉的语气.‘他每天

晚上看看电视’与‘他每天晚上看电视’相比,二者实

际上的动作量也未见得减少,但使用动词重叠式主

观感 觉 上 动 量 变 少,从 而 带 有 悠 然、现 实 的 感

觉”[１５].在实际语境中,人们从不将“不大”和动词

重叠式搭配使用,如“尝尝、擦擦、洗洗”.相反,“不
大”却能和非动词重叠式搭配使用,如“尝试、擦、
洗”,这说明在主观的量上,无论是动量还是时量,
“不大”和动词非重叠式是等值的.而动词非重叠式

的量性要大于动词的重叠式,这意味着“不大”的量

性也要大于动词重叠式的量性,所以二者不能搭配

使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能够进入“不大＋V＋
指量名”格式的动词要受到程度副词“不大”的主观

量的限制.
(五)自主与非自主

前文已分析过,“不大”在与参照物的对比过程

中掺入了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推断能够与“不大”
搭配的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也含有一定的主观色

彩,“不大”可与心理动词搭配就从侧面印证了笔者

的想法.通过语料发现,凡是能够受“不大”修饰的

动词皆为自主动词,如心理动词.该动作是某人主

动发出,并受自己控制.而非自主动词皆不能受“不

大”的修饰.如:

　　　C　　　　　　　　　　C’
不大参与这场纷争 ＊不大卷入这场纷争

不大讲授这段历史 ＊不大经历这段历史

C组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 C组动词皆为自主动

词,其动作行为可控,只有这种动词才能暗含一定的

主观意愿.而C’组的动词皆为非自主动词,这些动

作客观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对该动作没

有选择和控制权,因此它不能和“不大”搭配.因此,
可得出结论,能够进入“不大＋V＋指量名”格式的

动词且先不论是活动动词还是事件动词,首先它一

定是自主动词.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能够进入该格式的动词和

动补结构的可能式其共同点在于都具有量的特征.
如心理动词和动补结构的可能式具有程度量,活动

动词、非重叠动词、除心理动词之外的自主动词都具

有频度量.因此,“不大”可以对他们进行量化.

三、“不大”对量词的选择与制约

(一)动作的频度

通过分析还发现,若将B组中的量词换成集合

量词,则句子也成立.
如:

　　　　B　　　　　　　　B４
＊不大买那件衣服. 不大买那种衣服.

＊不大还这本书. 不大还这类书.

＊不大举办这个会议.不大举办这些会议.

＊不大逮捕这个人. 不大逮捕这帮人.

＊不大杀这只鸡. 不大杀这窝鸡.

＊不大偷这块表. 不大偷这袋表.

＊不大烧这个神像. 不大烧这批神像.
宗守云认为:“集合量词是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

事物的,具有整体意义的,同个体量词和度量量词相

区别的量词”[１６].
具有整体意义是集合量词的一大特征,这也

意味着集合量词所修饰和制约的名词被赋予了集

合量的性质,经过分析发现集合量词存在内部的

可分离性,因为它表示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

物,所以集合量可以看作是由个体量组成的.“那
么该 集 合 量 可 以 通 过 分 离 的 手 段 还 原 回 个 体

量”[１６].在本文的例句中,B组量词即为 B４组量

词的单个个体量.
用“不大”修饰 V表示动量少或时量短,这是学

界达成的共识.在本文的例句中,“不大买那种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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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可理解不是经常买那种衣服,但偶尔还是会买个

一两次;“不大还这类书”即还的次数少,但偶尔还个

一两次,其他例子是同样的道理.
由上分析可以发现,“不大＋V＋指量名”关注

的是动作发生的频度,其后所搭配的名词在主观意

识上是通过动作的发生次数切分,而不是个数,这类

似于蒋静忠所提到的“动词分割规则”[１７],即“有些

动作动词能够分割其作用对象.比如动作动词

‘吃’,这个动作有个量的限制,它最多一次只能吃一

口.所以如果一个馒头大于一口的话,就可以再分

割为更小的单位.”[１７]但“不大”对动词的切分是以

“次”为计数单位,关注的是动作的频度,所“吃”可以

切分为吃几次,而不能切分为吃几口.
另外,笔者发现若将个体量词变为集合量词时,

不管动词是活动动词还是事件动词,该结构都成立,
这是因为集合量词的数量边界模糊,比如当我们想

到“那种衣服”时,头脑中出现的是那种衣服的共性特

征,如蕾丝、条纹、全棉等等,符合共性特征的衣服都

可以划进该集合,但具体数量未知,因此这是一个数

量边界模糊的集合,所以动作可以在该集合中多次发

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集合量词的使用消除了“不
大”对动词类别的选择与制约.该结构可表述为:

不大＋V(活动动词/事件动词)＋集合量词＋
名词.

(二)有界与无界

前文说过,“不大买那种衣服”从注重动词频度

的角度看,可理解为买的次数少,偶尔买个一两次.
但从强调名词数量的角度看,可理解为买的件数少,
偶尔买个一两件.似乎,只要名词的数量大于二,那
么“不大＋V＋指量名”就会成立.例如:

B４ B４’
不大买那种衣服. ＊不大买那两件衣服.
不大还这类书. ＊不大还这三本书.
不大举办这些会议. ＊不大举办这四场会议.
不大逮捕这帮人. ＊不大逮捕这五个人.
不大杀这窝鸡. ＊不大杀这六只鸡.
不大偷这袋表. ＊不大偷这五块表.
不大烧这批神像. ＊不大烧这两座神像.

事实上,B４’中的例句是完全不成立的.
这是因为B４’的名词跟“指示词＋数词＋个体

量词”搭配后变为一个定指的对象,当我们想到“那
两件衣服”的时候,头脑中出现的是那两件衣服的具

体图像,甚至包括很多衣服上的细节,因此它变成了

一个数量清晰的集合.在现实中,常将“经常”作为

“不大”的参照物,表示比“不大”的限度高,但是“经
常”到什么程度、频率多少,我们很难界定.比如,西
班牙人经常每天吃５顿饭,中国人与其相比每天只

有３顿饭,因此可以说“和西班牙人比,中国人不大

吃饭”.又比如,中国人经常每天吃３顿饭,而在斋

月中的伊斯兰民族每天只吃１顿饭,因此可以说“伊
斯兰人在斋月中不大吃饭”.由此可见,参照物的不

同,“经常”的频率界定就不同,“不大”的频率界定也

就不同,所以“不大”是一个相对程度副词,是一个量

边界模糊的词.因此,B４’中量边界清晰的名词无法

跟量边界模糊的“不大”搭配,所以 B４’的句子不合

法.由此,通过分析更加确定,“不大”所制约的是动

作的动量,而非名词的数量.

四、“不大”对名词的选择与制约

上面已得出结论:“不大”限制的是动作的动量,
而非名词的数量,且还存在一个隐含的动作频度的

制约.因此,只有性状上满足“不大”的制约,且客观

上能和动作的动量相搭配的名词才可以进入该格

式,不能搭配的则不能进入.例如:

　　　　D
＊不大洗这个苹果

＊不大擦这把眼泪

＊不大看那朵云

＊不大喝那杯茶

＊不大吃这碗面

＊不大吸那根烟

例句中的动词皆为活动动词,量词皆为个体量

词,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个格式应该成立.事实上,这
些例句在现实中不存在.苹果在洗完之后一般都会

使用掉而不复存在,眼泪则因为蒸发而存在时间更

短,云则可能因为风吹而飘走,一杯茶喝完了也不复

存在,一碗面、一根烟都是同样的道理.可见,能和

个体量词搭配并进入“不大＋V＋指量名”格式的名

词一定要能够持久存在,不可转瞬即逝,并能多次承

受该动作的多次发生.D组例句之所以不成立就是

因为例句中的名词要么不能持久存在,要么不能多

次承受动作的发生.因此,一般与喝、吃、吸等表示

“食用”的动词搭配起来的名词都无法进入“不大＋
V＋指示词＋个体量词＋名词”这个格式.笔者将

能进入这个格式的名词定为 N’,将所有种类的名词

定位 N,则正确的格式为:
不大＋V(活动动词)＋指示词＋个体量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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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不大”对“V＋指量名”的选择与限制的

描写和分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能够进入“不大＋V＋指量名”格式的动

词一定为自主动词,因为它具有频度量(心理动词除

外),非自主动词不可进入.
其次,在自主动词中,心理动词一定可以进入

“不大＋V＋指量名”结构,因为它具有程度量.
最后,自主动词中的非心理动词的类别和量词、

名词的类别都有一定的选择搭配,只有能受“不大”
量化的动词才能进入该格式,如动补结构的可能式

具有程度量,活动动词、非重叠动词等都具有频度

量.用公式总体表示为:

a)不大＋V(活动动词)＋指示词＋个体量词＋N’,

b)不大＋V(活动动词/事件动词)＋指示词＋
集合量词＋N,

c)不大＋动补结构的可能式＋指示词＋个体

量词/集合量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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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andRestrictionsof“BuDa(不大)”to
“V＋ Demonstrative＋ Quantifier＋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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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clarifiesthat“BuDa(不大)”hasbecomeaword．“V ＋ demonstrative ＋
quantifier＋noun”canbemodifiedby“BuDa(不大)”whichmakessomerestrictionsonthestructure．
Theverbswhichcanbeusedinthestructuremustbethevolitionalverbsandespeciallythepsychological
verbs．WhenthepossibleformofverbＧcomplementstructureappears,thoserestrictionsfortheverbsand
themeasure wordsarecancelled．Whenthecollective measure wordsenterintothestructure,the
psychologicalwordslikeactivitywordandeventwordbothcanbeused．Theappearanceofindividual
measurewordsinthestructuremeansonlytheactivitywordcanbeused．Thenounsinthestructuremust
existpermanentlyorcanaccepttheactionswhichwillhappenma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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