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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互换的认知理据；③正反同义构式语用动机及互换问题。“没有 VP 之前”是由语义相似的“没有 VP”与

“VP 之前”两个正反结构进行概念整合而成，因此,“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能够互换；二者的语义和语

用功能差异则导致了各自使用的差别。 

关键词：正反同义构式；“VP 之前”；“没有 VP 之前”；构式语法；概念整合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1672-3104(2020)03−0197−07 

                                                           
 
 

一、引言 

 

诸如“VP之前”与“没有VP之前”之类正反同

义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吕叔湘、朱德熙称此现象为

“习惯语”，认为对于此种表达的理解不依据逻辑，

而是约定俗成的，对交流双方并不会产生影响[1]。吕

叔湘通过否定模糊化解释了某些肯定式和否定式语义

相同现象[2]。马黎明将“没有 VP 之前”“差点儿没

VP”等结构概括为“悖义”结构[3](31)。石毓智的《肯

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4]和沈家煊的《不对称和

标记论》两本专著对于此类结构的解读也颇有启发意

义[5]。江蓝生将“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称为

“正反同义结构”，并且探讨了“没有 VP 之前”结

构的产生、与“VP 之前”的区别，以及两者的对称问

题[6]。曾亚金基于对语料库数据的统计分析，探究

“VP 之前”结构对其构成成分的限制以及各构成成

分对该结构的约束，并着重探究“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的异同。 

以往研究对“没有 VP 之前”的性质、特点，以

及其与“VP 之前”的区别都有所提及，对开展“没有

VP 之前”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但也存在一些改进空 

间[7]。首先，学者们大多对于“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的定义比较直观，倾向于从其特点入手，称之

为“习惯语”“悖义”结构，以及“正反同义结构”，

并未深层次地挖掘“没有 VP 之前”产生的根源与机

制，因此也不能完全概括“没有 VP 之前”的特点与

性质，以及与“VP 之前”的关系。其次，有关“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区别与联系的研究多基于语

义层面替换的角度，从语义、语用、时间界定层面分

析二者的区别，未深入研究二者异同存在的内在原因，

未探究其中的认知动因，难以得出两者语义相似、可

以互换，却又有所差别无法完全取代的根源所在。 

我们在总结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以下方

面的探究：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给予“没有 VP 之

前”一个明确的定位，证明其是否可以称为“构式”，

并且探讨若其可称为构式，其构式义是什么；②分析

“没有 VP 之前”构式生成的认知机制是什么，其中

暗含的就是“VP之前”与“没有VP之前”互换问题

——两者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互换，何种情况下不能，

其认知理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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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 
构式 

 

Langacker 认为构式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

单位结合在一起[8](161)。Goldberg 认为构式的某些特征

不能全然从其组成成分或先前已有的其他构式推   

知[9](2)。Goldberg & Awera 指出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相匹

配的结合体，构式义并非各组成部分意义的叠加，而

具有不同于叠加义的新意义，构式具有区别于组成部

分的语义、语用或者句法特征[10](109)。 

“没有 VP 之前”是现代汉语常见的表达式，如

“在你没有结婚之前，很难认清一个人”“在工作没

有完成之前，你不能下班”等。从形式上看，“没有

VP 之前”由三部分组成：否定副词“没有”，动词及

动词性“VP”，以及方位词“之前”。其中“没有”

与“之前”是不变量，VP 是可变量。从语义上看，“没

有 VP 之前”结构中的“没有”表示否定，包括对人

或事物的存在、领有关系、动作的实现等的否定；“之

前”是方位词，用作参照的时间成分之后表示另一时

间，如“十二点之前”“元旦之前”，而在此结构中

与 VP 组合，以 VP 所表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参照基

准，如“出发之前”“结婚之前”；VP 表示所做的事

情，整个结构表达的意义并不能从其构成成分直接推

导出来。而且，从表义功能看，使用否定结构“没有

VP 之前”是为了表达：①事件或者动作没有实现/完

成的时间里，主句所处于/应该处于的状态或者动作，

如例句(1)(2)；②后续主句想要成立需要达到的条件，

即主句成立/没有成立的原因，而这种情况下后续主句

往往是否定含义，如例句(3)(4)。并且这两种含义都是

说话人/主语所作的判断或者主观的强调。综上所述，

“没有 VP 之前”的形式、意义相匹配，而且其表达

意义并不是各组成部分意义的叠加，因此，它是一个

构式。例如： 

(1) 科学知识在没有用于生产之前 ，只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或潜在的生产力。——《中学教育学》 

(2) 有学者认为，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户籍制 

度之前，应该首先面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职业教育。——

《当代》 

(3) 在早晨，船还没有开动之前，最好闭着嘴不

开口。——《回乡日记》 

(4) 在没有结识小辛之前，我甚至悲观地想，这

个市侩世界似乎已不可救药了。——《天津日报》 

例(1)中，说话人表明“科学知识用于生产”这个

事件没有产生，“科学知识”的状态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或潜在的生产力”。这是作者在一定依据之上作

出的判断。例(2)同理。例(3)中，说话人认为在“船开”

这一动作发生之前，不应该开口说话，也就是说“闭

着嘴不开口”的原因是“船没有开动”，或者说，在

此语境下，“船没有开动之前”是“闭着嘴不开口”

的条件。这是根据当时现状作出的判断，是一种主观

的强调与判断。例(4)同理。 

Traugott & Trousdale 认为构式关系重构的过程是

构式形式与意义再组配、再创新的过程，将形式与意

义看作一体，并把这种“新形式−新意义”配对的过

程称作“构式化”[11](22)。因此，构式“没有 VP 之前”

形成过程中，其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并且拥有

区别于其相关成分整合的语义。根据具体语境，本文

认为“没有 VP 之前”的构式义有：①在具体语境下，

VP 这一事件/动作没有实现/完成的时间内，后续主句

所处于/应有的状态/动作。②在具体语境下，主句成

立 /没有成立的原因是“VP 这一事件没有实现 /完

成”，后续主句往往是负面表达。另外，这两种含义

都是说话人/主语所作的判断或主观的强调。根据北京

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①的“没有 之前”检索结果②，

“没有 VP 之前”的构式义具体情况如表 1。 

“没有 VP 之前”的构式义也不能从“没有

VP”“VP 之前”等相关构式中得到预测，虽然有时

候它们的语义基本相同，但是“没有 VP”“VP 之

前”与“没有 VP 之前”构式在可变量 VP 的选择、

语用以及认知机制方面都存在差异，所以我们认为它

们是不同的构式。而“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

在结构上呈正反向，意义在大部分情况下相同，我们

视其为“正反同义构式”。胡丽珍在研究“V/A 不死 

 

表 1  “没有 VP 之前”语料分析统计                            单位：句 

“没有 VP 之前” 构式义 1：后续主句表状态或进行的动作 构式义 2：后续主句的成立条件 

347 148 
主句：肯定 主句：否定 

52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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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时，将其与“V/A 死 P”称为“正反同义构

式”[12](115) 。江蓝生有类似称谓“正反同义结

构”[6](483)。我们已推论“没有 VP 之前”是构式，认

为称之为“正反同义构式”更为精确。 

 

三、“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 
构式的认知机制 

 

在日常表达中，“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

意思基本相同，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Traugott & 

Trousdale 认为构式化的产生要有新的类型节点，在构

式网络中要有区别于其组成部分的新的句法形态，编

码应有区别于其组成部分的新的意义[11](22)[13](4)。“没

有VP之前”与“VP之前”互换不符合构式的概念与

特点，它们之间在话语或者语用等方面理应存在某种

差别。虽然以往研究在两者语用差别上有所建树，但

对于“没有VP之前”这一构式产生的动因涉及甚少，

未能完全讲清二者的区别。我们拟用概念整合理论尝

试探明否定式“没有 VP 之前”产生的认知机制，以

期从根源上说明两种结构的异同。 

(一)“没有 VP 之前”构式产生的认知机制 

“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的形式相反，但

语义在很多情况下基本相同，而且在许多表达中可以

互换。例如： 

(5) a. 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

一的教育。——《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b. 当大众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

教育。 

(6) a. 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

戏。 ——《女吊》 

b. 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 

例(5)(6)中，a 与 b 的表达均成立而且可以互换。

关于“没有VP之前”与“VP之前”可以互换的理据

探析是本研究的重点，我们认为“没有 VP 之前”构

式是由“没有 VP”与“VP 之前”两个结构进行概 

念整合形成的，而“没有 VP”与“VP 之前”在整  

合之前各有自己的语用侧重，整合之后产生了新的构

式。因此，“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有一部分

语义与功能是一致的，可以互换，研究“没有 VP 之

前”构式的形成机制正是研究两者可互换的认知   

理据。 

Fauconnier 在心理空间基础上提出了概念整合理

论，认为概念整合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重视人们

生成与解读言语的意义，而意义的构建是合成心理空

间概念产生新增意义的过程[14]。“没有 VP 之前”的

概念整合涉及四个空间：输入空间 I对应“没有VP”；

输入空间 II 对应“VP 之前”；类属空间：输入空间 I、

II 的共有信息与结构会投射到此空间；合成空间：两

个输入空间将在共同信息输入类属空间的同时，有选

择地将某些信息与结构投射到合成空间，使得此空间

形成一个整合体，最终产生区别于两个输入空间的新

结构，生成新增意义，形成层创结构。正如 Geeraerts 

& Cuyckens 认为的，概念整合关键在于产生层创结

构，而层创结构不属于任何一个输入空间，它存在于

合成空间或整个概念整合网络[15](378)。研究“VP 之

前”与“没有 VP”整合为“没有 VP 之前”，首先要

了解两者的组成信息与结构。“没有 VP”与“VP 之

前”都牵涉了动作“VP”，以 VP 作为参考时间。Li & 

Thompson 认为“没有”是用来否定事件的完      

成[16](41)。张立飞、严辰松认为，否定副词“没有”否

定动词时指的是“表示的动作行为/事情(VP)没有发

生、实现或完成”[17](88−90)。那么“没有 VP”表示事

情/动作所处的状态，如“没有工作”表示某人处于工

作尚未发生的状态；相应地，“VP 之前”中“之前”

是一个时间标记，“动词+之前”表示这个动作或事

情发生在以 VP 为参照的时间前面。如“(大学生)工作

之前”表示大学生在毕业、工作实现之前的一段时间。

一个主要表示状态，一个表示时间。因此，“没有 VP”

的输入空间信息包括：某行为/动作没有实现、表状态

等；“VP 之前”的输入空间信息包括某行为/动作实现

之前、表时间等。投入类属空间的元素有：某动作/

行为要发生。这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信息(“没有

VP”结构“表示状态”，“VP 之前”结构“表示时

间”)投射到合成空间产生了新增意义的新创结构

(“没有 VP 之前”构式)，而整合后的新构式既可以表

示状态，也可以表示时间，这也和“没有 VP 之前”

的构式义相吻合(见图 1)。 
 

 

图 1  “没有 VP 之前”构式的概念整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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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推知，在例(5)中，“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

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是由“当大众没有解放

(表状态)，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当大众解

放之前(表时间)，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构成。

例(6)中，“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

戏”的组成部分是“没有开场(表状态)，就可看出这

并非普通的社戏”与“开场之前(表时间)，就可看出

这并非普通的社戏”。在上述事例中，虽然“VP 之

前”与“没有 VP 之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后文会提

及)，但它们都含有“表达时间”的语义功能，只不过

大部分情况下，“没有 VP 之前”增加了“VP 之前”

没有的语用功能，所以可以互换。 

(二) 语用动机及构式互换 

我们用概念整合对汉语中的“没有 VP 之前”结

构的生成作了解释。这种解释不仅适用于一两个正反

同义结构，而且是对几乎所有这类现象(比如：差点儿

VP/差点儿不 VP、难免 VP/难免不 VP、小心 VP/小心

别 VP、好容易 VP/好不容易 VP)都具有一定说服力，

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正反同义构式在很多情况下能互

换。但是在功能语言学家看来，语言对于“意义”的

选择体现于对“形式”的选择。黄国文也指出语义与

形式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这说明语言结构的不同必然

会导致语义的不同与使用的限制，语言形式的不同，

其意义也必然不同[18](17−23)。而且两种表义完全相同的

结构共时存在往往违反经济原则，在话语中特别是文

学创作中，不同表达形式隐含着表达生成者不同的意

图，所以两者之间势必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使得

有些情况下正反同义构式中的一种表达无法成立，更

无法互换。这主要表现在语用层面，同时这种差异也

是语义与“VP之前”相近的构式“没有VP之前”存

在的语用动机。根据我们对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的检索[19](93−109)，在 347 句“没有VP之前”的表达中，

“没有 VP 之前”的语用动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  

三点。 

第一，“没有 VP 之前”构式产生的认知机制研

究表明，“没有 VP 之前”主要倾向于状态以及实现

条件，强调其与后续表达之间的因果关系，而“VP

之前”主要表示客观的时间概念，陈述客观事实。在

上述事例中，例(5)a 句表明的是“生活斗争是大众唯

一的教育”实现的条件，强调只有在“大众没有解

放”的状态下，才会只有“生活斗争”这一种教育，

而解放之后，大众的教育方式就多样化了。这正是“没

有 VP 之前”的第二种构式义：在陶行知描述的时间

背景下，“大众解放”这一事件没有完成，这是“生

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成立的原因，也是作者的

主观判断；虽然说整合后的新构式“没有 VP 之前”

既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表示状态，但其在例(5)中主

要强调的是状态，而 b 句只是陈述“解放”这个事件

没有完成的时间内大众教育的状态。再如例(6)(7)(8)，

表达者都是在强调后续主句实现的条件是“没有 VP

之前”。例如： 

(7) 在人类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之前，清官不能不

在不同的程度上被人们所希望。——《当代》 

(8) 这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肯定答案之前，做出

结论都为时过早。——《当代》 

(9) a. 即使是一些陋俗，在人们的审美标准没有

改变之前，它也是根深蒂固的。——《民俗美》 

b. 即使是一些陋俗，在人们的审美标准改变

之前，它也是根深蒂固的。 

例(9)a 与 b 都可以出现在语言运用中，并没有什么

语言上的错误，但也并非完全一样。b 只是在述说一

种客观事实，“陋俗根深蒂固”只是“人们的审美标

准改变之前”的一种现象、一种客观情况。而 a 中的

“人们的审美标准改变之前”不仅是主句“即使是一

些陋俗也是根深蒂固的”发生的时间，也是主句发生

的原因与条件。说话者更有意在强调这种原因，从而

创生出隐含义“如果人们的审美标准改变了，陋俗就

可能会产生动摇”。所以“没有 VP 之前”蕴含某种

与主句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语言使用者

特意想要强调的内容。 

这就与“VP 之前”不同，“VP 之前”表示客观

的时间概念，如“来之前”“考试之前”，这是其最

重要的功能。例(5)(6)(7)(8)中可以两种结构都成立而

且可以互换，但是语用动机发生了变化。表达者使用

“VP 之前”为明确表示时间，而使用“没有 VP 之

前”主要倾向于表示状态和实现条件。这也是产生

“VP之前”与“没有VP之前”两种构式最根本的语

用动机。但对于一些语义相对清晰的表达，“没有 VP

之前”与“VP 之前”的两种结构中可能有一种是不

成立的，如例(10)(11)： 

(10) a. *在想好之前不说话。 

b. 在没有想好之前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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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吃之前先热一下。 

b. *没有吃之前先热一下。 

例(10)要表明的是在什么情况或条件下(没想好)

不能说话，而不是在什么时点或时段不能说话，表状

态，所以用的是“没有 VP 之前”。而例(11)明示

“热”的时间发生在“吃”这一动作之前，所以用了

“VP 之前”。此外，有一类表达比较特别，即“没有

VP 之前”前面有“还”字，这种表达十分明确，强调

的是状态与条件。所以，此类表达中“没有 VP 之前”

与“VP 之前”是不能互换的，例如(12)(13)： 

(12) 在还没有见面之前，我曾经把一定要讲的

事、一定要谈的话，一件一件地记在一张纸上。——

《离合悲欢的三天》 

(13) 当它还没有在舞台上“立”起来之前，整个

戏剧艺术的创造任务，还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了。——

《戏剧导演学概论》 

第二，基于沈家煊的语言“主观性”研究，语言

中有语言表达者的自我印记。“没有 VP 之前”这一

构式中的“没有”就表现了语言表达者的“主观

性”，包括其情感、态度、立场等[5](268−275)。正如石毓

智认为的，“没有 VP 之前”结构有加强否定语气的

语用[2](217)。因此，“没有 VP 之前”构式并不是简单

的“VP 之前”的否定形式，两者是表达不同意义的结

构，语言使用者有时选择使用“没有 VP 之前”是出

于加强否定语气的语用动机，此构式加强了整句话的

语气，表达色彩强烈。而使用“VP 之前”多是按时间

顺序平铺直叙，叙述“VP”实现以前的情况与状态。

例如： 

(14) 他命令地下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之前不

要就寝。——《二战全景纪实》 

(15) 在车辆没有停稳之前，不准开车门和上下

人。——《交通安全》 

(16) 在人发育成长之前,体力和脑力还处在一个

不断增强和积累的过程。——《人力资源管理》 

(17) 盛夏来临之前，他连续花了 5个星期日，为

残疾人抢修电扇、电冰箱、电视机，分文不取，有时

还自己掏钱调换零部件。——《人民日报》 

如例(14)，他“命令”地下室的人遵守这个规则，

即“得到通知之前不要就寝”，语气强烈，表达了强

烈的个人情感，加强否定语气，表达了语言表达者的

态度——坚决反对地下室的人得到通知之前就寝。例

(15)亦然，这是命令禁止，不许在车停稳之前开车门

和上下人。反观使用“VP 之前”的表达，如例(16)，

该句只是陈述事实情况，说明在人没有发育成长的时

候体力和脑力所处的状态。正如例(17)强调的是“盛

夏来临之前”这个时间段主语所做的动作与发生的事

件，是在陈述事实。 

第三，正如王寅提到的“对于同一时间从不同视

角，采取不同认知方式，就会突显事件的不同成

分”[19](423)。经过语料总结与分析，除却上述两种语用

动机，我们认为“没有 VP 之前”还有一种语用动机

学者很少提及：在一些情境下使用“没有 VP 之前”

可能会引人思考与联想，讲述的虽然是“没有 VP 之

前”的事件，但会使得人们探究“VP 之后”的后续发

展。语言表达者采取了与使用“VP 之前”的表达者不

同的态度与视角，突显了不同成分(突显“VP 之后”

的事件)，语言使用者使用这一构式表达有时正是出于

此种语用动机。例如： 

(18) 当然，在我自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也

只好在狱中委屈一下了。——《我这三十年》 

(19) 在没有文字之前，它们几乎起着“文字”和

“书籍”的作用，或者直接就是一种形象化的文化特

质，一种知识和概念的晶体。——《文化现象学》 

(20) 儿童在没有学会语言之前就已经会辨别颜

色……——《艺术前的艺术》 

上述这类表达会引人深思，教人思考 VP 事件如

果发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变化。如语言表达者

在例(18)中突显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之后“他

们”是否能够出狱，例(19)中强调的是文字出现之后

“它们”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例(20)中突显的是儿

童学会语言之后对色彩的辨别能达到什么地步。这是

使用“没有 VP 之前”构式所达到的语用效果，也是

语言表达者选择使用“没有VP之前”而不是“VP之

前”的语用动机。 

 

四、结语 

 

正反同义结构是汉语表达中的非常规现象之一，

我们基于构式语法与概念整合理论，用前者证明了

“没有 VP 之前”是一个构式并且总结了其构式义；

然后从认知角度出发，提出“没有 VP 之前”构式是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3 期 

 

202

 

由“没有 VP”与“VP 之前”两个结构进行概念整合

形成的，很多情况下“VP 之前”与“没有 VP 之前”

皆成立并且可以互换，但有时这两种构式表达中有一

种是不成立或者不能互换的。我们探讨了其中的语用

动机与语义差异，主要包括三种：①“没有 VP 之前”

主要倾向于表示状态以及实现条件，强调其与后续表

达之间的因果关系，而“VP 之前”主要表示客观的时

间概念，陈述客观事实；②语言使用者有时选择使用

“没有 VP 之前”是出于加强否定语气的语用动机，

而使用“VP 之前”多是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③使 

用“没有 VP 之前”可能会引人思考与联想，讲述   

的虽然是“没有 VP 之前”的事件，但会使得人们探

究“VP 之后”的后续发展，“VP 之前”没有这种  

语用。 

 

注释： 

 

①   参见 http://bcc.blcu.edu.cn/ 2019-3-15。 

②   我们选取了“2000 年至今”的报刊中有关于“没有 之前”

的语料，并且选出“没有 VP 之前”格式的句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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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research into Chine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constructions: Take “VP zhi qian(之前)” and  

“mei you(没有)VP zhi qian(之前)” as an example 
 

PENG Yi, ZHANG Xueyi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ories of constructional grammar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can be applied to analyz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constructions such as "VP zhi qian(之前)" and "mei you(没有)VP zhi qian(之前)", including: ①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mei you(没有)VP zhi qian (之前)"; ②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mei you (没有 ) VP zhi qian(之前 )", that is, cognitive motivations of the 

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VP zhi qian (之前)" and "mei you (没有) VP zhi qian (之前)"; ③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constructions as well as question of limited interchangea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ei you (没有) VP zhi qian (之前)” is integrated and blended from the two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structions of 

"mei you (没有) VP” and “VP zhi qian (之前)” which share similar semantic meanings so that "mei you (没有) 

VP” and “VP zhi qian (之前)”are interchangeable and that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ions lead to their respective usages. 

Key Word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onymous constructions; VP zhi qian (之前); mei you (没有) VP zhi qian (之前); 

constructional grammar; conceptual b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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