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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颖 

       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 “不要太 ×”有两种不同的结构：“不要 1太 1×”与“不要太 ×”。二者是同形异构式。前

者在使用中通常表示禁止或劝阻。如： 

       (1)你不要太骄傲了！ 

       (2)我们九点钟集合，不要太早了！ 

       上面两例中，“不要太 ×”或表禁止或表劝阻，“太”表示程度过量。 

       但是，我们发现在汉语某些方言里，最常见的是吴方言中，“不要太 ×”还可以表示一种与表面禁止、劝阻义

完全相反的语义，它表达一种对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程度极深的感叹。如： 

       (3)她不要太漂亮哦，好多男生追呢！ 

       (4)他成绩不要太好噢，每年都拿奖学金！ 

       例(3)和例(4)中的 “不要太 ”已经不表示劝阻了，而是对 “她实在太漂亮了”和“他的成绩实在太好了 ”的

赞叹。在这里，“不要 ”表面的劝阻义已经消失，也就是语言学上说的语义羡余。“不要 ”和“太”连用，强调 

“太×”。在实际使用中，这种表示感叹义的“不要太 ×”的后面常常加上语气词“哦”、“噢”等。本文将对这

第二种构式进行考察。 

       二、“不要太 ×”的构式鉴定 

       本文所称的构式，是指在语言使用中某些语言成分常常与其他一些特定语言成分共同出现，久而久之所形成的

相对固定的表达式。构式语法学派提出，构式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Goldberg 1995，2006。这里的“有意义 ”指的

是构式的意义不仅来自它的组成成分，而且具有构式自身的意义。构式的整体意义大于其组成成分意义之和。具体

到 “不要太 ×”这个构式，它的意义显然不是“不要太 ”与“×”的意义的简单相加。说话人实际表达的是对

人、对物或对事的极度赞美、贬斥，带有一种夸张的意味。它创造出一种描述程度的最高级形式，在语用功能上是

不可以用 “非常 ×”、 “太×”、“十分 ×”代替的。比如，那句经典的广告词“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 ”这

种表达是对杉杉西服的一种夸张的肯定，而并非表面的否定，而且 “潇洒 ”的程度远远超过了 “非常潇洒”、

“十分潇洒”。 

       构式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它有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之分。从实体构式到最抽象的图式构式构成了一个连续

体。语素、词、复合词及全固定的习语叫做实体构式，这些构式在词汇上是固定的，即其组成分子不可替代。及物

句型、双及物句型、动结结构等在词汇上是完全开放的，属于最抽象的图式构式，而更多的图式构式在词汇上处于

部分开放、半开放等各种状态，有些是框架结构。“不要太 ×”是一种半固定习语，前半部分 “不要太 ”是不可

以替换的，“ ×”则有许多可能性，因此 “不要太 ×”是一种图式构式。 

       三、“不要太 ×”构式的形成  

       (一)“不要太 ×”的文化背景  

       “不要太 ×”最初只在吴语中流行。刘志基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 ,上海群众中流行一种 “勿要忒……”句

式。它后来发展为 “不要太……”。 “不要太……”作为上海话中的口头禅在吴语中很快流行开来。上海人使用

这一特殊表达句式时，一般在句后加上感叹词 “哦”，加重了语句的夸张程度 ;上海人尤其是年轻姑娘讲话时那种

舒缓、亲和的语调，使“不要太×哦”的表达式增添了一点夸张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上海人本身的发音方法，使

“不要太 ×哦”表达句式的褒贬程度显得更加明显。如“这小姑娘圆圆的脸蛋，弯弯的眼睛，笑起来不要太美哦”

这样的表达法，比起 “笑起来真美 ”还要美上几十倍。 

       (二)“不要太 ×”构式的逻辑语义基础 

       从表面上看，“不要 1太 1×”表示一种劝阻，而在长期的使用中它已经出现了一种与表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语

义。其实，后来出现的这种表示“实在太 ×”、“非常×”的语义是有其逻辑语义基础的。当“不要太 ×”只是

表达其表面的劝阻义时，其实它暗含了一个肯定×的语义预设。只有当事件、情况太 ×了，超出了一般正常情况，

不能够被人所接受时，才会出现的劝阻的行为。也就是说，表劝阻的 “不要 1太 1×”是在肯定了 “实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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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来劝阻不要 “太×”的。我们以 “不要太漂亮 ”为例，其实它包含了劝阻对象已经“很漂亮”、

“非常漂亮”、“实在太漂亮 ”这个预设，如果没有这个预设，那么表面的劝阻义也就没有可依附的根基了。因

此，“不要 1太 1×”句式在逻辑上包含的肯定预设，使得 “不要 1太 1×”既可以表示对超出常规情况的 “太

×”表示劝阻，又可以在这一预设基础上只突出 “太×”，对×的程度表示感叹，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构式义。因此 

“不要 1太 1×”所包含的预设是“不要太 ×”可以表示感叹意义的逻辑语义基础。 

       (三)构式压制 

       前面已经提到 “不要太 ×”这个构式的意义是对人、对物或事的极度夸赞或贬斥，强调的是程度，表示一种

感叹。“不要 1太 1×”表面为否定，表示劝阻或禁止。它所包含的预设成为“不要太 ×”表示感叹的逻辑语义基

础，那么这种表示感叹的意味是如何凸显出来的呢？我们可以用 “constructional coercion（构式压制）”

( Goldberg，1995)构式压制来解释。当词汇单位和语法单位之间出现冲突，那么句法环境意义就会压制表面的词汇

意义。那么在 “不要太 ×”这一构式中，由于句法环境的影响，“不要太 ×”的构式意义压制了表面表达的否

定、禁止意思，使得整个构式意义凸显出来。 

       四、“不要太 ×”构式的分析 

       (一)“不要太 ”的凝固性 

       在构式 “不要太 ×”中，“不要太 “已经凝固成一个整体，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要 ”和“太”都不能用同聚合内的其他否定副词和程度副词进行替换。如：她呀，不要太脏，我从

来都没看过她去洗澡。在这个例句中，“不要 ”是不能换成 “别”、“甭”等否定副词的，“太”也不能换成 

“过于”、“过分 ”等程度副词，“她呀，别/甭太脏，我从来都没看过她去洗澡”与“她呀，不要过于 /过分脏，

我从来都没看见她去洗澡”这些说法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成立的。 

       第二，“不要 ”与“太”之间不能插入其他副词或介词短语。如： 

       (5)他学习不要太疯狂噢，整天没日没夜的，看他现在瘦的！ 

       (6)他学习不要过于太疯狂，整天没日没夜的，看他现在瘦的！ 

       其中例（6）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要 ”和“太”之间是不难插入其他成分的，“不

要 ”和“太”已经凝固成一个整体，整个 “不要太 ”来修饰 “×”。 

       (二)不要太 ”对“×”的选择 

       我们会发现，进入 “不要太 ×”的“×”以形容词和动词居多，也有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动词性短语，如

“不要太欢乐”(“太欢乐了”)、“不要太爱我”(“太爱我了”)、“不要太好玩儿”(“太好玩儿了”)等，并且在

该结构的前面可以加上主语构成一个新的句子，如 “感觉不要太好”(“感觉太好了”)、“法语不要太吃香 ”

(“法语太吃香了”)、“阳光不要太灿烂”(“阳光太灿烂了”);或者把该结构放在动词后面做补语，如“笑得不要太

灿烂”(“笑得太灿烂了”)、“小日子过得不要太悠闲”(“小日子过得太悠闲了”)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构

式主要的语法功能是充当谓语和补语，其整体功能相当于形容词。 

       (三)构式 “不要太 ×”的感情色彩 

       构式 “不要太 ×”的感情色彩与 “×”的感情色彩密切相关。从“×”的感情色彩来看，“ ×”既可以是

褒义的，也可以是 “贬义的。当“漂亮”、“可爱”、“优雅 ”等带有褒义色彩的词语进入“不要太 ×”句式

时，整个句式也呈现一种积极的、带有赞赏意味的感情色彩；当 “脏”、“乱”、“差”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进

入 “不要太×”句式时，整个句式也呈现一种消极的、带有斥责意味的感情色彩。 

       (四)“不要太 ×”的构式义  

       “不要太 ×”整个构式强调一种程度上的无以复加，表达对人、对物或事的极度夸赞或贬斥，表示一种感叹。 

       从“不要太 ×”的结构意义来看，首先能愿动词 (也称助动词 )“要”的意义一般有两种:（l）表示 “愿

望”。如 “我要喝水 ”是用于陈述句。（ 2）表示 “应该”。如“你要吃药 ”用于祈使句。“要”的后面除了

可以带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如“喝水”、“吃药 ”外，也可以带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组，如“要勇敢”、“要稳重

大方”。其次，能愿动词 “要”加否定副词 “不”，在陈述句中表示 “不希望”、“不想要”，在祈使句中表示

“不应该”。而“不要太”与形容词结合在一起一般都构成祈使句。再次，程度副词 “太”可以表示 “极端 ”的

意思，如“太美了”、       “太可怜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太”表示 “过分 ”的意思。 

根据以上分析，“不要太 ×”句式的结构意义应是 “不应该过分 ×”，表示劝诫和阻止的意思，而当 “不要 ”

和“太”凝固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整个结构的意义就变成了一种夸张的“太×”的感慨意义。 

       无论 ×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进入这些构式后， ×所带有的语义特征更加凸显，表示 “实在太 ×”了，

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上无以复加的地步。以“王菲不要太有范儿哦”（“王菲太有范儿了”）为例，指王菲特别有范

儿，程度上已经到了极限，主要是从表达者的主观感觉出发的，如果换用 “很有范儿”，赞赏的效果明显削弱了很

多，不能很好地表现说话人的“崇拜 ”之感。在结构中 “范儿 ”所包含的 “潇洒”、“有派头”、“个性 ”等

语义特征得到凸显。 

       综上所述，“不要太 ×”构式的形成有它的文化背景和逻辑语义基础。“不要太 ×”整个构式的意义就是强

调一种程度上的无以复加，表达对人、对物或事的极度夸赞或贬斥，表示一种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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