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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ue X, yue Y" construction is a construction with a 

relatively high usage rate of spoken Chinese. It mean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different 

elem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is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 

grammar Analyze to prove that it represents a 

relationship of "quantity" change, not just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that scholars previously said. 

The two elements in this structure have either a positive 

or a re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 and "Y", and this 

increase or decrease involves the quantity of the two 

elemen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quantity is 

measurable The material quality is still the mental energy 

that can be f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x, this 

construction can reflect the compactness of Chines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it can reflect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hinese. Finally, the thesis also 

involves the extended usage of the construction "yue lai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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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越X越Y”构式分析研究 
摘要：“越X越Y”构式是汉语口语使用率比较高的构式，它表示

两个不同的元素之间具有某一种关系，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构式

语法的角度对此结构进行分析，以证明它代表一种“量”的变化

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以前学者所说的“倚变关系”。该构式中的

两个元素，既是“X”和“Y”要么有正向关系，要么有反向关系

，而这种增减正好涉及到两个元素的量，无论这种量是可测量的

物质量还是能感受到的精神量。从句法的角度看该构式，它就能

够体现汉语的紧缩性，从语用的角度看，它就能够体现汉语的经

济原则。最后论文还涉及到该构式的延申用法“越来越”  

关键词：“越...越...”，构式语法，空语类，正反向关系，越

来越 

1.绪论 

构式语法是一门相对新的学门，最早是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后来

引进到汉语语言学之中，并成文热门的研究方向，简单地说，构

式语法的定义是，当某个结构作为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而形式

的某些方面或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该结构的构成成分精确地推

导出来时，那么该结构就是构式 (Goldberg, 2006 

)，她认为,一个构式不是一堆句子成分的堆砌,而是一个“完形” 

。在任何一个构式里,每个成分意义被总合了以后不一定就能得出

该构式的构式意义。一个构式的构式意义必须要大于它构成的各

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从构式的形式来说,所有成分的组合不一定

都符合逻辑关系,而会发生组合关系的变化。所以,每个构式都是

一定形式和一定构式意义的匹配体 

。语言中任何“形式+意义”的匹配体,只要它的功能或意义不能

从其组成成分直接推出,就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构式” 

。例如“又…又”构式，它具有一种独立性，单独使用一个“又

”就无法取代该构式，而且该构式的语义无法从“又”推到出来

的。 

这么说，构式的构成成分作为构式的材料并无法%100涵盖构式的

语义和形式，所以构式除了具有其成分的语义和形式以外，它更

有延申的语义和形式。 

那么构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意思是我们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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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无法从常规的语法规则和意义的常规形成规则精确地推到出

构式的意义、形式和功能，而这种“不可预测性”在不同的构式

中有不同的程度，有的构式完全无法从其构成的成分推到其语义

和功能（本文研究的构式属于这种），而有的构式可以从其构成

的成分大概推到出其语义，只不过构式的意义与构成的成分的意

义并不是完全一样。 

用构式语法研究汉语中的现象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能够让我们扩大

语法研究的视野，让我们对之前的语言理论与解释具有新的反思

与思考，这也正好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2. “越X越Y”构式的构式意义 

构式意义指的是整个构式在运用中所表达的整体意义，而构式成

分的意义是细节的意义，所以构式与其构成成分在语义方面的关

系可以说是整体和细节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 

关于“越X越Y”构式的构式意义，要从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两个

方面着手。 

2.1“越X越Y”构式的构肯定形式 

想研究出“越X越Y”构式的构式意义，先看看下列几个例句： 

（1）你越是对男人冷漠，就越有神秘感。 

（2）后期的清宫戏越拍越难看。 

（3）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

存异。 

例句（1）中的“X”是“是对男人冷漠”，而“Y”是“有神秘感

”，能看出，两者所表示的是一种“量”的变化，可以把“X”当

作“冷漠量”或“热情量”，而“X”量的增减会导致“Y”量（

神秘量）的增长，其语义是“冷漠量增长了，神秘量就会跟着增

长”或“热情量减了，神秘量就会增长”。同样，例子（2）和（

3）分别表示某个东西的量的增长会导致另一个东西的量的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说，“越X越Y”构式表示“X”和“Y”之间的一种

逻辑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量”的增减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

“X”量的增减就会导致或同时就有“Y”量的增减，这样推理我

们就可以把该构式的构式义归纳总结为四种可能： 

1-“X”量的增加导致或同时有“Y”量的增加 

（3）相反兄弟们越是对他好，他就越是觉得对不起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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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X”既是“对他好”的量的增长会导致“Y”既是“对不

起兄弟们的感觉”的量增加。 

2-“X”量的增加导致或同时有“Y”量的减少 

（4）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越多越办不了事。 

意思是“X”既是“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量的增长会导致“Y”

既是“办事的能力”的量减少。 

3-“X”量的减少导致或同时有“Y”量的增加 

一般这种用否定形式来体现，下面我们会对否定形式更加说明。 

（5）有一点是一点，说不定反会有意外的获得，所以是越不想越

能得。 

4-“X”量的减少导致或同时有“Y”量的减少： 

（6）手机配置越低，质量越差。 

意思是“X”既是“手机的配置”的量的减少会导致“Y”既是“

手机的质量”的量减少。 

看上述的分类就能明白，“越X越Y”构式完全和“X”和“Y”的

量有关，而且它体现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X”增减了多少“Y

”就增减了多少，而且这里的所谓的量并不仅指物质的量，也可

以指精神的量。有的时候，该构式种的所谓的“量”没有具体的

测量标准，只是用模糊的增减概念来体现，例如“月看越喜欢”

，这里的“看”可以用次数来测量，比如“看了多少次？”，但

是“爱”就无法用具体的标准来测量，但是能肯定的是“爱”会

增长，也会减少，只不过没有物质的测量标准而已。 

朱德熙先生等学家曾经把这种关系叫倚变关系，闫立媛也曾经提

出这种关系其实有三种 

第一，倚变关系：“X”随“Y”变或“X”随“Y”变，例如： 

（7）这份礼物太好看了，我越看越喜欢。 

这里的“喜欢”是“看”所引起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而且两者都在变化，所以正确地叫法是倚变关系。 

第二，偶合关系；“X” 的变化恰巧在“Y”的变化中发生 

（8）我们越走天越亮  

这里的“Y”的变化并不是“X”的变化所引起的，“我们走”跟

“天亮”其实没有关系，只是两者偶然同时发生了变化而已。 

第三，对比关系：“X”和“Y”中只有一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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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玻璃越明, 旧绸缎越显出暗淡, 白的发了黄, 黄的发了白。 

这里的“X”是“明”，这是玻璃的一个性质，闫立媛认为它不会

发生变化，只有句子种的“Y”才发生了变化。 

本人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就是我们刚概括的构式意义，只不过

闫立媛从原因和结果的角度着手，而本人只在乎“量”的增减，

是从构式语法的角度着手，第三种也属于本人刚讲过的构式的范

畴，虽然闫立媛认为玻璃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明”的，

但是本人却认为人们对性质量的感觉一定会根据“X”量的变化发

生变化。虽然“明”是玻璃的固定不变的性质，但是“明”可以

分为几个不同的级别，可以说“很明”或“不太明”或“不明”

，这能够证明“明”的量也会发生变化的。 

经过考察本人还发现，用得最多是第一种构式意义和的第二种构

式意义，第三种和第四种则用得比较少，第三种意义一般用否定

形式来表达，第四种需要比较特殊的语境才能运用。 

2.2“越X越Y”构式的否定形式 

“越X越Y”构式也能受否定副词（不、没）的修饰，否定副词直

接加在“X”前面，或“Y”的前面，也可以同时修饰“X”和“Y

”。但是，该注意的是，这里我们所说的“否定形式”并不是整

个构式的否定，而是构式中包含否定词。 

（10）你越不吃越瘦。 

（11）他越说话我越不爽。 

（12）他越不理我，我越不开心。 

上述三个例句说明，否定有三种情况，“X”是否定形式“Y”是

肯定形式，或“X”是肯定形式，而“Y”是否定形式，或“X”“

Y”都是否定形式，本文不谈及否定的规律，而主要谈及否定对构

式的影响，既然否定相当于反义词，所以“X”或“Y”被否定了

以后，其量就变为相反的，量多的会变量少，量少的会变量多。

该构式中的否定其实不会影响构式意义，这里的否定只是起了一

个相反的语义而已，但是构式意义还是和肯定形式的构式意义相

同，因为“量”的概念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都是会存在。 

3. “越X越Y”构式的构式块 

3.1关于“越..越” 

“越..越”是“越X越Y”构式的核心，也是赋予构式意义的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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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这个构式块理论上可以无限地重复，“越X越Y”构式能变成

“越X越Y越Y1越Y2越Y3...”，后面的“Y”量全部都跟着最前面

的“X”量发生变化，但实际上重复次数一般不会超过一次。例如 

（13）越是紧张，动作表情就越是僵硬，就越是难以达到导演的

要求，就要一遍遍重拍。  

汉语中存在很多类似的重复规律，例如“又…又”，或“一边…

一边”，理论上都可以无限次数地重复，但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只

重复一次，例如： 

（14）我一边学习一边看手机。 

可以说成：我一边学习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但是如果再加了一

个“一边”句子就不顺口，虽然不算是病句，但是听起来有一点

别扭，一般不会这么使用。 

3.2关于“X”和“Y” 

前人研究都对“X”和“Y”的词性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两者

应该是谓词性词组。虽然本人对此也没什么异议，但是要在此基

础上要对下面这样的例子加说明： 

（15）她越这样，我越尊敬她，因为她对学生毫无保留。 

例子中的“这样”虽然看上去却不是谓词性词组，违反上面的规

则，但实际例句中有被省略的谓词，听者会把这句话理解为“越

这样（做）”，这是所谓的“空语类”。空语类在汉语中用得非

常广泛，不仅在“越X越Y”构式中起作用，还在其他的各种句型

中会出现，例如“这里的我都不喜欢”，这句话中“的”后面有

个被省略的词语，一般空语类是依靠语境来推测，在这句话中的

空语类可能是“人”或“物”，当然还可以更具体一点的人或物

，例如“这里的老师”或“这里的衣服”等等。 

4.“越x越y”构式的句法功能 

很多学者都把“越X越Y”构式分为“越X越”+“Y”，前者是副词

或修饰语，后者是谓词或中心语。按这种结构层次分析法就把这

个构式所能出现的句子归纳为三类：单句、紧缩句和复句。 

刘楚群曾提到过，“越V越”有两个主语，但是没有继续加说明，

本人赞同这个说法，还认为它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该构式有的时候

会出现在单句，有的时候出现在紧缩句或复句。所以在刘楚群提

到的观点的基础上再加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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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认为，“越X越Y”构式是两个分句的紧缩形式，其结构是（

主语+越+谓语“X”+主语+谓语”Y”），而且这个紧缩形式随着

句子其他成分的隐现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导致构式出现在单

句或紧缩句或复句。 

（16）他越走越累。 

（17）小五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 

（18）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他越觉得不好意思。 

上面三个句子分别是单句，紧缩句和复句，本人认为，该构式中

必须包含两个主语，不管两个主语有没有直接再句子中出现，上

述三个例句应该是这样理解：- 

（19）他+越+走+（他）+越+累 

（20）小五的思想包袱，（他）+越+背+（它）+越+重 

（21）客人+越+称赞+他+越+不好意思 

这样看就能一目了然，如果前后两个主语是相同就没必要重复，

句子中必然会有个空语类，如果句子包含两个不同的主语，而且

两者的意思不会被搞混，就可以表现为紧缩句，例如例子（20）

，包袱不可能背人，只有人才能背包袱，而如果两个主语不相同

，而且意思容易把两者搞混，因为两者可以替换，那么句子只能

表现为复句，例如例子（21），客人可以称赞他也可以不好意思

，他也可以称赞客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如若省略了其中的一个

主语，句子的意义就不清楚。 

5.“越来越Y” 

越来越Y，虽然在形式上与“越X越Y”构式又相似又有区别，甚至

很多汉语教材把两者分开了，单独对其进行说明与解释，但是本

人认为，从“量”的变化的角度看待“越来越Y”这样的构式就会

发现，其实它和“越X越Y”构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构式中的“X

”定型为“时量”，而且这里的“时量”也定型为“增长”，它

所代表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把“

时间流逝”看做是“时量的增长”就会发现，其实“越来越Y”所

代表的语义还是跟“量”有关系，但是这里的“量”是“时间的

量”，例如： 

（22）我知道长此以往，我会离我当初来北京时的目标[越]来[越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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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X”是“来”，“Y”是“远”，表面上这不同于“越来

越Y”构式的典型形式，但实际上，“来”所代表的是“时间久了

”，也就是说“时间”的“量”在增长，而这种变化所引起的结

果是“远”的“量”也增长了。 

该注意的是，“越来越Y”和“越X越Y”构式虽然在构式意义上是

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区别总结

为两个点： 

1-

“越X越Y”构式是个很自由的构式，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量”

的变化，而“越来越Y”相对有限的，它的“X”位置已经是固定

表示“时量”，只有“Y”的位置还是保持自由的特性，可以容纳

任何“量”的变化。 

2-

“越来越Y”没有否定形式，或精确地说，否定词只能修饰“Y”

部分，而“X”部分，既是“来”不能用否定词修饰，我们不能说

“越不来越远”，但是可以说“越来越不远”。 

小结 

 

从本文的预料分析与理论解释中我们可以判断，“越X越Y”是一

个构式，因为我们无法从其组成的部分推导出其构式意义，它既

是“形式”又是“意义”的匹配题，它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

”，该构式的组成成分分别是“越…越”、“X”和“Y”，文中

已经解释了，这三个成分中有两个是不固定的，既是“X”和“Y

”，我们还能看出，从每个成分本身单独的语义无法推到出该构

式的精确语义，但是三个成分组合起来之后就有了新的语义，这

种现象有人概括为1+1>2 “一加一大于二”。 

从句法的角度来看，“越X越Y”构式由两个分句构成并紧缩了，

它能够体现汉语语言的经济原则，可以使话更为简略。该构式可

以被看为独立的句法单位，例如“我越看越喜欢”，可以把整个

构式看作是谓语，也可以被分开，把“越看越”看作是状语，而

句子的谓语是动词“喜欢”，而如果考虑到句子中的两个动作“

看”和“喜欢”都由同一个主语“我”发出，就可以把两者当作

句子的谓语，而两个“越”分别是修饰两个动词的状语。本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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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第一个观点。 

而如果从语用的角度来看，“越X越Y”构式最明显的语用特征是

其简略性，一个简单的构式相当于一个复句，适合交际快捷的目

标，所以其使用率很高，北大语料库收集了7万多条该构式的语料

。 

本人认为，该论文的价值在于用一个新的视角看待一个旧的问题

，“越…越”这个结构是对外汉语教学初级水平的语法点，外国

人学汉语一年不到就会学到该结构，但是以前的教材从没用过认

知语言学的构式语法解释该结构的语义、形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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