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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化的 �不要紧�在形式及意义方面都有表现, 它表达 �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 (实际有妨碍 ) �的意义,

但此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是 �一 +动词性成分 +不要紧,后续小句�这个表达超过言者或听者预期信息的句式所

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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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 ( 2005年版 )认为, �不要紧�有两个意

思, 一是表示 �没有妨碍; 不成问题�, 二是表示表面上似乎没

有妨碍 (分别见例 1、例 2):

( 1)这病不要紧 ,吃点
儿
药就好。

( 2)你这么一叫不要紧,把大伙儿都惊醒了。

#现代汉语词典∃虽然以词条的形式收录了 �不要紧 �,

但却没标注词性。杨惠芬认为 �不要紧�是否定副词 �不 �修

饰形容词 �要紧�构成的短语, 但它经常被当作固定的词来使

用, 是类词性结构。[1]不过, 本文认为, 虽然都是 �类词性结
构�,但代表两种意思的 �不要紧�在 �类词性 �的程度上是不

一样的, 后者更具有 �类词性�, 表现出 �固化 �的特点。对于

这种固化了的 �不要紧 �,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有更
具体的解释: 用在第一分句作谓语, 用以说明表面上似乎没

有妨碍, 但第二分句中却提出了较为严重的情况。[2]杨惠芬

认为, 其基本意思是:某事或某个动作看来似乎不要紧, 无妨

碍, 实际上很要紧,影响重大或后果严重。[ 1]可是根据我们对

以上各家说法的理解, �不要紧�似乎既表达 �没有妨碍; 不

成问题�,又表达 �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 (实际有妨碍 ) �, 也

就是同一个词却负载了两个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意思, 那么这

种 �表示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的意思是固化的 �不要紧�本

身所有的, 还是它所在的句式赋予的呢?

一 �不要紧 �的固化表现

储泽祥指出,固化现象是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常见的现

象, 是指两个或几个紧挨在一起的语言单位, 由于频繁使用

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性的语言单位, [ 3] 而且固化的

说法形式上不能随意变动,意义上不同于本义。[ 4]

(一 )形式方面的固化表现

1、短语 �不要紧�的句法特征

作为短语的 �不要紧�, 中间可以插入一些其他成分,如 :

( 3)要按照这个模式 ,尽可能的把关键词写进概括当中,

即使逻辑性差也不太要紧,这一部分完全是按点给分。

( 4)推荐 6000元独显笔记本, 性能不怎么要紧, 但要黑

色稳重点的。

此外, 短语 �不要紧�不仅可以作句子的谓语 (如以上几

例 ),还可以作定语 (如例 5) ,也可以单独成句或用在结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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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其后不一定要有其它分句:

( 5)光是书名: The wom an of no importance, 我记得我当

时是翻成: 女人无足轻重, 那时还沾沾自喜, 觉得颇有长进,

现在余教授翻成: 不要紧的女人, 可见功力还是有差, 当然以

余教授说了算。

( 6)小冯接过话来说, �好日子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只要

勤快, 踏实,眼下住房条件差一些不要紧。�

2、固化 �不要紧�的句法特征
固化的 �不要紧�很难插入其它成分, 它经常用在 �施事

主语 +这 / (么 /样 ) +一 +动词或动词性成分 +不要紧�这

一句型中, 而且总是有后续小句出现, 如:

( 7)卢义这一叫嚷不要紧 ,立即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比如像茅二真君和茅三真君他们% %
有时, 施事主语、指示代词等都可以不出现,但 �一�却总

是倾向于出现, 如:

( 8)仔细一看不要紧, 我发现了更大的惊喜: 失业保险费

率、工伤保险费率、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费率都下调, 医疗保

险缴费周期还调整成了&当月缴上月 ∋。

陈前瑞指出, 动词前 �一�的两种用法, 其中用于非结句

的 �一�是完成体用法, 不仅表示事件的紧促发生, 还表示该

事件预示着达到某种结果或状态, 即具有现时相关性, 在语

篇中主要表示背景性动作。[ 5]也就是说, �一 +动词性成分,

后续小句�本身就能表达完整的意义,因此这种复句里的 �不

要紧�可以删去, 不会对句子的意思造成太大的影响, 如例

( 7)。但是作为短语的 �不要紧 �, 如果删去的话, 句子的意

思及句子能否成立就要受到影响,如例 ( 6)。

于康认为, 凡是对命题内容的增减无直接影响, 而对主

体表现程度产生直接影响的为命题外成分, 命题外成分由专

门用来表现言语主体的主观性态度的词和句子整体所表现

的某种态度 (语气 )、语调等来充当。[ 6]由此可见, 固化的 �不
要紧�属于 �命题外成分�,具有表达言语主体的主观态度的

功能, 已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化了。

此外, 在包含固化的 �不要紧�的小句中, 由于完成体的

�一�还表示该事件预示着达到某种结果或状态, 也就是说,

由于这种预示作用存在,一般前后两个小句不能颠倒, 如:

( 9)这一查不要紧 ( A ), 姜涛惊讶地发现, 案卷的前前后

后, 竟然找出了 8个方面的疑点和矛盾 ( B)。

而包含作为短语的 �不要紧�的小句可以和后面的小句

换位, 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不变。

(二 )意义方面的固化表现

1、短语 �不要紧�语义特征

作为短语的 �不要紧�有一部分可以和 �没关系�替换,

但固化的 �不要紧�是绝对不能和 �没关系�替换的。#现汉∃

( 2005)释 �要紧�的意思是 �重要或严重�,那么,由否定副词

�不�修饰 �要紧�形成的 �不要紧�的基本意思应该表示 �不

重要或不严重�,如:

( 10)如果你还是没有掌握住要领也不要紧, 我们这里还

有更多秘籍让你好好学习!

为了说明 �你还是没有掌握住要领�这种情况不重要,后

续小句提出了理由: 还有更多秘籍让你好好学习。

2、固化 �不要紧�的语义特征
固化的 �不要紧�所表示的意思从表面看来似乎是 �要

紧� (如例 2等 ), 从#汉语大辞典∃ )等词典在解释固化的 �不

要紧�时所举例句来看, �不要紧�后续小句一般表示较为严
重的情况。[ 7]但我们从大量的语料中观察发现, 固化的 �不要

紧�后一分句也有一般的或好的情况, 如:

( 11)这一尝不要紧, 口碑立即就传出去了。 1998年 6

月 5日正式开业的第一天, 贾亚芳的凉皮卖了 110碗, 第二

天 200碗% %
( 12)这一看不要紧, 老马便不想走了, 这一呆就是三个

月。从此, 每当老歌友们在一起活动时, 总少不了老马的身

影。

其实这和后续小句表示严重的情况在本质上并没有不

同, 根据杨惠芬的分析, �不要紧�还可以引申出 �对人或事
物无妨碍, 不用担心、不用顾虑; 不介意 ;不在乎; 自信, 不成

问题�等义, [ 1] 42也就是说, 如果言者认为某事物或事件的影

响 �不要紧�,就表明这个事物或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在言者

或听者预期内的,而这种影响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 也可能

产生积极的或中性的结果。不过 ,我们发现, 在 �一 +动词性

成分 +不要紧 ,后续小句�这个句式中,其语义焦点是后续小

句, 当后续小句表示消极的 �严重的情况�时, 表明这种 �消
极性的影响之大�是超过言者或听者预期的, 当然也有可能

是结果 �积极性或中性的影响之大 �在言者或听者的预期之

外。总的来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表达超过言者或听者预期信

息的句式。

二 �不要紧 �固化的语用推理

既然 �一 +动词性成分 +不要紧,后续小句�是一个表达

超过言者或听者预期信息的句式,那么固化的 �不要紧�是怎

么出现在这种句式里的呢 ? 这需要从短语 �不要紧�所出现

的句法环境来寻找原因。

当作为短语的 �不要紧�还有后续小句时, 常出现的语境

有两类, 一类是顺承性的复句里, 即 �事物或事件 A不要紧,

事件 B�,后续小句用 �事件 B�或进一步解释 �事物或事件 A

不要紧�的原因,或进一步说明在 �事物或事件 A �的情况下

采取的行动, 如:

( 13) �我去哪里其实根本不要紧, 因为尼克斯早就说自

己能打进季后赛。�马布里表示% %

( 14)要是您没时间外出的话, 也不要紧, 我们这就带您

到昌吉的冰灯艺术节和喀纳斯冰雪风情摄影节上, 去感受一

下那里的冰雪风情。

还有一类 �事物或事件 A不要紧, 事件 B�构成的复句

中, 事件 B�要紧性�程度与事物或事件 A有对比性, 即 �事物

或事件 A不要紧,事件 B要紧�,如:

( 15)没有看过#圣经∃不要紧, 重要的是你必须看过#一

夜风流∃。

( 16)吃苦不要紧,要紧的是为灾区人民奉上高质量的援

建项目, % %

在这种情况中, 事物或事件 A与事件 B虽然在 �要紧

性�程度上有对比性,但这两类事物或事件是彼此独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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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物或事件 A与事件 B既在 �要紧性 �程度上有对比性,

且又具有相关关系时, 即虽然事物或事件 A本身或本来是

�不要紧�, 但事件 B是 �要紧�的, 而且事件 B的 �要紧性�或

者是由事物或事件 A造成的, 或者是与事物或事件 A相关

时, 就会造成事物或事件 A 在特定的条件或情况下也 �要

紧�,也就让 �不要紧�表示了表里两层意思 (表面不要紧,实

则要紧 ),如下例 �开窗 �这个行为本身并不 �要紧�,但如果

因此而 �着了凉�那就 �要紧�了,第二例也可作如此理解:

( 17)你开窗 ( A )不要紧,一吹风着了凉就麻烦了 ( B)。

( 18)为人莫要强出头, 你小子还没招上祸哩, 不知道世

事的深浅, 你这条小命丢了 ( A ), 不要紧, 我们这两条棺材瓤

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 B )!

同样, �一 +动词性成分 +不要紧, 后续小句�中, 言者认

为如果仅仅就事件 A里的动作或行为来说, 本来也没什么

�要紧�,但事件 B却是出于言者或听者意料的 �要紧�, 且这

种要紧性是与事件 A相关的,因此事件 A在这种特定的情况

下实际上是 �要紧�的, 如:

( 19)都说出门见喜,而栖霞市的一位市民却意外遭遇了

出门撞石头, 而且这一撞 ( A )不要紧,差点撞出人命来 ( B)。

因此, �一 +动词性成分 + 不要紧, 后续小句�这一复句

中, 在 �不要紧�前插入 �本来 (也 ) �, 在 �后续小句�前插入

�但没想到�, 这一复句的意思基本不变,如:

( 20) &都说出门见喜, 而栖霞市的一位市民却意外遭遇

了出门撞石头, 而且这一撞 (本来也 )不要紧, (但没想到 )差

点撞出人命来 ( B)。

这种语用推理导致了固化的 �不要紧�意义的形成, 即某

个已发生的动作或事件看起来似乎是小事, 无妨碍 ,但实际

上影响是很大的, 后果是严重的或出乎意料的。也就是说,

这种句式里的 �不要紧�之所以能表示 �表面上似乎没有妨

碍 (实际有妨碍 ) �这样的意义, 这是它所在的句式所赋予

的, �不要紧�其实还是只有一个意思, 即: �没有妨碍; 不成

问题�,检验这个说法的方法很简单, 当 �不要紧 �脱离这个

特定语境后, �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 (实际有妨碍 ) �的意义

也随之消失, 而它的固有义却不依赖语境。

综上所述, 固化的 �不要紧�在形式方面的确表现出不同

于短语 �不要紧�的特点, 即结构上不能插入别的成分, 常用

在 �施事主语 +这 / (么 /样 ) +一 +动词或动词性成分 +不

要紧, 后续小句�这一句式中. 这是一个表达超过言者或听者

预期信息的句式。从意义上来看,固化的 �不要紧�并没有与

短语 �不要紧�有实质的不同, �表面上似乎没有妨碍 (实际

有妨碍 ) �这个意义其实是经过了一个语用推理, 是 �一 +动

词性成分 +不要紧,后续小句�这个句式所赋予的, 其中 �不

要紧�前后事件在 �要紧性�程度上具有对比性且又存在相

关关系是诱发这个语用推理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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