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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 / Ｚ”构式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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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现代汉语中“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的构式特征与逻辑意义、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进行了详细

分析ꎬ并揭示了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形成的动因与理据ꎮ 从表示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到“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激
励人们要有上进心”ꎬ 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形成了常态表述ꎬ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正常预期ꎻ流行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的反常规异态表述ꎬ则反映出语言句式框架的演变路径ꎬ折射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和追求“双向度人”
的潜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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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全球一体化日趋明显ꎬ随着

社会持续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ꎬ人们对社会现

象的认知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ꎬ为了表达

人们对事体独特的认知或满足交际需要ꎬ各类新词

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ꎮ 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也以惊

人的速度不断增加ꎬ如:任性、给力、土豪、杯具等ꎬ其
形式和内容的日趋丰富多彩ꎬ引起了媒体、学术界、
大众乃至官方的广泛关注ꎮ 与此同时ꎬ一系列流行

构式(ｆａｓｈ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也陆续派生和形成ꎬ大多

数流行构式是一些特定的句式ꎬ比如:“恋爱虽易ꎬ
结婚不易ꎬ且行且珍惜ꎻ吃饭虽易ꎬ减肥不易ꎬ且吃且

珍惜→ＸＸ 虽易ꎬＸ 不易ꎬ且 Ｘ 且珍惜”、“我嘞个去、
我了个囧→Ａ 了个 Ｂ”、“‘官员不会办登机’的娇

嗔ꎬ也是让人醉了ꎻ美丽中国ꎬ看得我也是醉了→Ｘ
也是醉了”、“高校经费都去哪儿了、地沟油都去哪

儿了→Ｘ 都去哪儿了”等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ꎬ是认

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ꎬ逐渐成为国际语言学研究

领域的热门话题ꎬ其发展可谓异军突起ꎮ 构式语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

部分ꎬ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ꎬ构式语法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 Ｆｉｌｌｍｏｒｅ ＆ Ｋａｙ 的构式语法理论、
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的构式语法理论、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的认

知语法、Ｃｒｏｆｔ 的激进构式语法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在她的构

式语法理论奠基之作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中认为:构
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子(ｐａｉｒｉｎｇ)ꎬ任何语言结构形

式ꎬ只要其形式和功能的一些方面不能够从其组成

部分或业已存在的构式中完全推知ꎬ都可以看做是

构式[１]ꎮ 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的观点ꎬ每一个构式都是一

个独立的形义结合体ꎮ 受此启发ꎬ英语中像“ｂ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这样的构造就是一个构式ꎬ现代汉语中大量

使用的“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 / Ｚ”句式也是一种

颇具汉语特点的流行构式ꎮ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首先对现代汉语

中“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的构式特征与逻辑意

义、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进行分析ꎬ再揭示构式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形成的动因与理据ꎮ 本

文例句选自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中国知网和百度

网等平台的实例ꎬ所有例句均标明出处ꎮ

一　 构式的特征与逻辑意义

(一)构式的特征

长期以来ꎬ人们常常把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

将军的士兵ꎬ不是好士兵”作为座右铭ꎬ作为人生信

条ꎬ来激励自己去拼搏ꎬ去奋斗ꎮ 这句话类似«易

经»中的“取法乎上ꎬ仅得乎中ꎬ取法乎中ꎬ仅得乎

下”ꎬ这都是说ꎬ无论是治学还是立事ꎬ一定要志存

高远ꎬ要敢于超越ꎬ这样才能做出大成就ꎮ 由“不想



当将军的士兵ꎬ不是好士兵”滋生的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中ꎬ如:

(１)不想当教育家的校长ꎬ不是好校长ꎮ (半岛

都市报)
(２)不想当天下第一的民族不是好民族ꎮ (中

国知网)
(３)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ꎬ不是有出息的运动

员ꎮ (ＣＣＬ 语料库)
(４)不想当元帅的战士就不是好兵ꎮ (ＣＣＬ 语

料库)
(５)不想做烹饪艺术家的厨师不是好厨师ꎮ

(中国质量新闻网)
(６)姚贝娜:不想走红的歌手不是好歌手ꎮ (中

新网)
(７)不想和公婆同住就不是好媳妇? (青岛新

闻网)
Ｘ 和 Ｙ 通常表示人主体ꎬ也可以表示无生命个

体ꎮ 该构式的前后两个分句中间常常省略逗号ꎬ后
一分句中的“好”字可以用其他相关形容词代替(如
例 ３ 中 “有出息”)ꎮ 后一分句常有 “就”、 “决”、
“便” 等副词与否定词 “不” 搭配 (如例 ４ 中的

“就”)ꎮ 前一分句中的“当”可以由“做”等其他动

词代替(如例 ５)ꎮ 前一分句中的“当 Ｘ”常被 Ｖ 代

替ꎬ如例 ６ 中的“走红”代替了“当歌星 /歌唱家”ꎬ从
而简化为“不想 Ｖ 的 Ｙꎬ不是好 Ｙ”ꎮ 另外ꎬ这一构

式前一分句中的“Ｙ”也常省略ꎬ进一步简化为“不想

Ｖ 就不是好 Ｙ”ꎬ如例 ７ 中省略了“媳妇”ꎬ可以还原

为“不想和公婆同住的媳妇ꎬ就不是好媳妇?”
(二)逻辑意义与构式义

从句式上看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就是

典型“不(就)不”格式的一种表现ꎬ有学者

把这种句子称为“双重否定复句” [２] 或“连续否定复

句” [３]ꎮ 考虑到避免与单句内双重否定这个概念相

混ꎬ以及明确前后分句都不止一个否定小句ꎬ张雪平

称之为双否定结构句式[４]ꎬ该结构的特征是复句的

前后分句中连续使用“不”、“无”或“没有”等否定

词ꎬ形成连续否定小句ꎬ前面的否定小句表示假设条

件ꎬ后面的否定小句表示推断出的否定性结果ꎬ如
“没有共产党ꎬ就没有新中国”、“不了解情况ꎬ就没

有发言权”等ꎮ
双否定结构句式一般表达充分条件关系ꎬ但逻

辑语义上表示必要条件关系ꎬ逻辑学界多数人把它

当作必要条件假言判断ꎮ 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含义

是:当条件 ｐ 不存在时ꎬ结论 ｑ 一定不成立ꎬ则 ｐ 是

ｑ 的必要条件ꎬ即“没它不行”ꎬ可表示为:只有 ｐꎬ才

ｑ 或 ｐ←ｑꎮ 推理有效式为:非 ｐꎬ所以非 ｑꎻｑꎬ所以

ｐꎮ 其推理规则为:否定前件能否定后件ꎬ肯定后件

能肯定前件ꎻ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ꎬ否定后件不能

否定前件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不想当将军的士兵ꎬ不
是好士兵”这一句式的逻辑语义可概括为:不想当

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ꎻ只有想当将军才是好士兵ꎻ
是好士兵ꎬ就要想当将军ꎻ想当将军的士兵ꎬ不一定

是好士兵ꎻ不是好士兵ꎬ不一定不想当将军ꎮ
从例(１)￣(７)可以看出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

好 Ｙ”形式相对多样化ꎬ结构本身具有了独立于各个

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ꎬ而该整体意义是不能够从其

组成部分或业已存在的句式中完全推知的ꎮ 该构式

的概括性构式义为:某主体从事某一职业 /身份ꎬ说
话人对其提出高标准ꎬ激励其做出成就ꎮ 从该构式

的结构上看ꎬ否定词分别在两个分句中ꎬ构式的整体

意义却是肯定的ꎬ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理想、要有进取

心ꎬ但比肯定所表达的语义更加强调ꎬ语势更强烈ꎬ
表达感情更特殊ꎬ修辞效果更明显ꎬ使人坚信不移ꎮ
例如:

(８)从十几岁当兵开始ꎬ我的座右铭就是拿破

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做任

何事情都追求点新意ꎮ (ＣＣＬ 语料库)

二　 构式内部关系与语义变异

通过对相关语料的考察ꎬ我们发现作为鼓励人

们要有远大理想、激励人们要有上进心的一种特殊

编码形式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构式内部的

两个分句所涉及的义域范畴具有多样化特点ꎬ之间

形成常规关系和反常规关系ꎮ
(一)常规关系

Ｐｕｔｎａｍ 提出了“常规”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

“正常情形的理想化心理表征” [５]ꎬＨｕｒｆｏｒｄ 将其定

义为“事物的典型特征表” [６]ꎮ 沈家煊指出:“从认

知处理上看ꎬ空间上相邻近的成分如果在神经结构

上有象似的邻接性ꎬ那么神经元的激活就可协同发

生ꎬ从而缩短处理时间ꎮ” [７] 常规关系是人们认识世

界的一种办法ꎬ是一种以建立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知识ꎬ通常具有较大的人类通性ꎬ是抽象化、概念

化加深的关系ꎮ 人们认知中建立起来的“常规关

系”之一就是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之间的某种依

存关系ꎬ我们依靠这种“常规关系”来进行传递和推

导隐含义ꎮ
(９)不想当总统的州长不是好州长ꎮ (中国知网)
(１０)范冰冰访谈:不想演武则天的女演员不是

好演员ꎮ (新华网重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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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不想出名的演员不是好演员? (搜狐滚动)
(１２)不想做设计师的裁缝不是好裁缝? (腾讯网)
(１３)不想群众所想的书记不是好书记ꎮ (成都

日报)
(１４)不想当化学家的牙医不是好牙医ꎮ (中国

日报网)
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ꎬ不是好士兵”句式中ꎬ

“将军”和“士兵”同属军队职位义域ꎬ在人们的认知

中ꎬ他们之间属于常规联系ꎬ而且很容易产生一个相

关语义量级(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ꎮ 沈家煊认为单向衍推

关系的建立必须先按某个维度建立一个“语义量

级”ꎬ说话人和听话人必须共同建立语义量级后方

有可能理解对方[８]ꎮ 就该构式而言ꎬ其语义量级模

型为 Ｄ:Ｘ>Ｙ(Ｄ 代表特定的维度ꎬＸ、Ｙ 表示该量级

上两个点)ꎬ具体为职位高低维度:将军>士兵(将军

比士兵军衔大、职位高)ꎮ
由此ꎬ例(９)￣(１４)涉及的相关语义量级可依次

分析为:
职位高低维度:总统>州长

演技高低维度:能演武则天的演员 >普通女

演员

名气大小的维度:出名的演员>普通演员

设计水平的高低:设计师>裁缝

是否为群众着想维度:想群众所想的书记>普
通书记

化学知识水平高低维度:化学家>牙医

以上这些“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句式符合

相关的量级模型ꎬ逻辑推理成立ꎬ体现出人们的一种

正常预期(ｎ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ꎮ 常规关系中也存在

一些特殊句式ꎬ例如:
(１５)戏评:不想阅兵的领导不是好首长ꎮ (新

浪网)
(１６)不想做直辖市的保定不是好古城ꎮ (腾讯网)
(１７)不想做诚实人的老师不是好招生者ꎮ (凤

凰资讯)
(１８)不想做导航的后视镜不是好屏幕ꎮ (慧聪网)
可以看出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演变为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ꎬ其中 Ｙ 与 Ｙ′仍属相同

义域范畴ꎬ在各自的语义场中 Ｙ′为 Ｙ 的上义词ꎬ且
语义量级模型为 Ｄ:Ｙ′>Ｙꎬ如例(１５)中ꎬ在军队和行

政机关中“首长”的职位高于“一般领导”ꎮ 例(１５)￣
(１８)因 Ｘ、Ｙ 和 Ｙ′同在一常规认知义域范畴内ꎬ之
间有类属关联且符合语义量级模型(即 Ｄ:Ｘ>Ｙ′>
Ｙ)ꎬ其认知逻辑推理仍属于常规关系ꎬ形成常态表

述ꎬ仍体现了构式的核心义ꎬ反映了社会公众的心理

预期或者说话人的心理预期ꎬ有利于人们交际和传

递信息ꎮ
(二)反常规关系

事实上ꎬ具有某种身份的主体适合从事何种工

作、采取何种行为ꎬ其在社会生活中会承担什么职

责、履行某种义务、承受何种待遇ꎬ以及事件化了的

动作行为能够造成某种状态、产生何种结果ꎬ这些都

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一定的常规关系ꎬ固化在人

们的背景知识之中ꎬ成为一种理想化的认知模

式[９]ꎮ 因具体语境和表达效果的需要ꎬ语言交际中

常出现违背常规关系情况ꎬ出现不符合听话人预期

的结果ꎮ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演变为“不想

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ꎬ其中 Ｘ、Ｙ 与 Ｚ 不完全属于同

一义域范畴ꎬ不能构成有效语义量级模型ꎻＸ、Ｙ 和 Ｚ
义域范畴之间形成反常规扭曲关系ꎬ表达出言者出

乎意料的主观评价ꎬ这是一种异态表述ꎮ
(１９)不想当厨子的法官不是好庭长? (凤凰网)
(２０)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厨子ꎮ (中国知网)
(２１)不想当前锋的门将不是好后卫ꎮ (网易新

闻)
(２２)宁财神:不想当导演的编剧不是好制片ꎮ

(搜狐娱乐)
(２３)不想当裁缝的厨师不是好司机ꎮ (ＣＣＬ 语

料库)
(２４)不想当辩手的诗人不是好老板ꎮ (中国知网)
(２５)不想当司机的管家不是好厨师ꎮ (中国知网)
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中ꎬＸ、Ｙ 和 Ｚ 部分属于

同一义域ꎬ但整体没有比较的维度ꎬ不构成语义量级

模型ꎬ如例(１９)和(２０)ꎻ在例(１９)中“法官”和“庭
长”属于“法院”这一义域ꎬ但是“厨子”却不属于这

一范畴ꎬ所以三者之间整体不具有可比性ꎮ 同时 Ｘ、
Ｙ 和 Ｚ 虽属同一认知范畴ꎬ但 Ｘ、Ｙ 和 Ｚ 均不构成上

下语义关系ꎬ彼此之间不具可比性ꎬ如例 ( ２１) 和

(２２)ꎻ例(２１)中“前锋”、“门将”和“后卫”虽同属

“足球比赛”这一认知域ꎬ但三者间不能形成语义量

级模型ꎮ
另一类中ꎬ如例(２３)、(２４)、(２５)ꎬＸ、Ｙ 和 Ｚ 都

不属于同一义域ꎬ之间毫无类属关联ꎬ完全不具有可

比性ꎬ该句式表达了反预期结果ꎬ形成了反常规扭曲

的异态表述ꎬ例(２３)现在广为流传ꎬ“裁缝”、“厨

师”和“司机”的联用构成了一种突破常规关系的反

预期行为ꎬ带有强烈的调侃意味和滑稽感ꎮ
从以上两种构式内部关系分析可以看出ꎬ随着

语言的使用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构式的语

义发生了变异现象ꎬ即在一定动因的作用下ꎬ构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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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心语义特征保持得越来越少ꎬ将越来越多的对

象纳入自己的指涉范围ꎬ不断产生了新的使用方式ꎬ
构成了一种反预期行为ꎬ句义发生不可推导的情况ꎬ
构式语义发生变异从而构成新的构式义ꎬ即形成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构式ꎮ 构式语义变异这

一现象充分显示了构式不仅具有基础性、静态性、原
型性特征ꎬ也具有进化性、动态性和多义性特征ꎮ 现

任才俊青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的任

牧ꎬ曾是人大校辩论赛明星辩手、２００７ 年国际大学

群英辩论会最佳辩手ꎬ也是人大青年读书社社长、
“８０ 后”诗人代表之一ꎬ在当前提倡“万众创新”的

“互联网＋”时代ꎬ选择了一条艰辛创业之路ꎬ并且成

功当上老板ꎮ 例(２４)“不想当辩手的诗人不是好老

板”这一构式ꎬ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任牧面对现实ꎬ能
够清晰认识自身优势并将其充分展示出来ꎬ从而激

励年青一代向之学习ꎮ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
构式的构式义实则强调一个人应该经常自省ꎬ对知

识技术的追求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内ꎬ要广泛

涉猎ꎬ不断发现自己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ꎬ不断完善

自己ꎬ让自己更加成功ꎬ最终在现代多元性的社会中

立于不败之地ꎮ

三　 构式演化动因与理据

(一)内部演变

语言的重要功能是传递信息ꎬ信息包含了以词

语方式编码的个别信息和以框架方式编码的关系信

息ꎬ个别信息有关事物个体ꎬ关系信息则有关事物个

体之间的关系ꎮ 语言中句式框架编码是最基本、最
抽象的关系信息ꎬ是句子语义表达的抽象ꎬ在具体的

语境中ꎬ将适当的词语填入句式框架ꎬ就可以形成具

体的句子语义表达ꎬ充填就成了框架与表达语境建

立关系的途径和手段ꎮ 俞燕、仇立颖根据使用频率

和稳定性ꎬ将框架现象区分为三类:仿拟性框填———
流行性框填———习语框填ꎬ从偶发的仿拟性框填到

被高频且短暂使用的流行性框架ꎬ再到长期被高频

且稳定的习语性框填ꎬ这正是演变的路径[１０]ꎮ
最初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言

于战争ꎬ鼓舞士兵要冲锋陷阵ꎬ英勇杀敌ꎬ后来随着

社会的发展及语言的使用ꎬ“将军”不再狭隘地指

“一种军衔”ꎬ而是代表一种“崇高理想”ꎬ用来表达

“言者激励对方要树立崇高理想ꎬ积极进取”的语

义ꎬ这种偶然的临时形式开始只是修辞性实体构式ꎬ
只在特定的言语场景中才能推导ꎮ

由于人们使用的需要和兴趣ꎬ实体构式“不想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断用于不同的言语场

景ꎬ逐步脱离对原话语的情景意义的依赖ꎬ形成“经
过框架提取和规则化形成具有能产性的关系构

式” [１１]ꎬ原实体构式演变为仿拟性框填“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的框架结构ꎬ其中需要替换填充的

空位 Ｙ 是名词性成分ꎬ有时前一个 Ｙ 可以省略ꎬＸ
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ꎬＸ 和 Ｙ
是框架的变项ꎬ剩下的语言成分则是框架的常项ꎮ
构式义演变为:某主体从事某一职业 /身份ꎬ说话人

对其提出高标准ꎬ激励其做出成就ꎮ 如例(１)￣(７)ꎮ
以“ｔｉｔｌｅ: (不想 不是好)”为条件ꎬ通过百度网

搜索近一年的语料(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经筛选发现共有 ７１６ 条有效语料ꎬ随机选取前

１００ 条ꎬ统计发现:２６ 条属于“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

好 Ｙ”构式ꎬ７４ 条属于“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构
式ꎮ 从仿拟性框填“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ꎬ演
变为“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ꎬ逐渐形成新的流行

性框填ꎮ “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中ꎬＸ、Ｙ、Ｚ 之

间突破了常规的语义量级模型约束ꎬ表达更加自由ꎬ
形成了反常规扭曲的异态表达ꎬ更多的陈述对象能

够纳入到构式中ꎬ该构式被高频率使用于更多的言

语场景ꎬ使用更加流行ꎮ 流行性框填的发展方向有

二:其一ꎬ大多数流行性框填逐渐退出流行舞台ꎻ其
二ꎬ演变为习语性框填ꎬ成为人们语言知识的一部

分ꎬ且像一般词汇一样ꎬ广泛用于日常话语中ꎮ 目前

流行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还尚未成为习

语性框填ꎮ
(二)外部诱发

语言使用主体的主观认知、社会文化的变迁以

及新传媒的发展ꎬ都对流行构式起到外部诱发作用ꎬ
使其得以迅速传播ꎮ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人

对外界的感知和体验ꎬ体现了人的认知ꎬ人们的体验

和认知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形式ꎮ 流行构式“不想

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的发展与传播ꎬ与人的思想意

识、心理感知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ꎮ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

«单向度的人»中ꎬ提出了“单向度”一个概念ꎬ马尔

库塞认为单向度的人是没有自我的人、没有创造性ꎬ
只有肯定、接受这一个向度ꎬ而丧失了批判、质疑、否
定与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１２]ꎮ 马尔库塞人本思想

认为社会需要实现“双向度的人”ꎬ即在一个正常的

社会中ꎬ人不仅有外在的向度———对现实社会的认

同和适应ꎬ而且还有内心的向度———对现实进行批

评和否定的意识和潜意识ꎻ双向度的人意志自由得

到了张扬ꎬ人的目的性价值得到了凸显ꎮ
马斯洛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ꎬ认为人的需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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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是“自我实现”ꎬ而马克思所设想并为之奋斗

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人们为了实现

自我价值和充分的发展ꎬ不断质疑、批判多年来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真理”ꎬ他们

认为不是人人都适合当将军ꎬ平凡并不等于平庸ꎬ不
能耻于自己的平凡ꎮ 人人都想当将军ꎬ那有谁来当

士兵? 雷锋是士兵ꎬ为什么雷锋精神永存? 追求

“当将军”的日子就很精彩吗?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ꎬ
无不体现当下社会中ꎬ人们对现实的思考、质疑和否

定ꎮ 流行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的构式义

实则强调一个人应该经常自省ꎬ不仅限于自己的工

作范围内ꎬ要广泛涉猎ꎬ做到胸有大智慧ꎬ心有大未

来ꎬ不断完善自己ꎬ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ꎮ
该构式的广泛使用ꎬ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主观感知和心理认识ꎬ折射出人们追求“双向度人”
的潜意识以及向往自我升华的意志ꎮ

除了上述分析的动因和理据外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构式之所以广泛用于网络语言ꎬ大量

出现在各种新闻、娱乐报道标题中ꎬ也反映了人们对

语言表达追新逐异的心态ꎬ再加上其“熟悉”的身份

特征ꎬ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式ꎬ具有更高的认知显性

度ꎬ更加显目ꎬ会让读者和观众感到新奇有趣ꎬ从而

留下深刻印象ꎮ

综上ꎬ从表示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到“鼓励人们

要有远大理想、激励人们要有上进心”ꎬ“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Ｙ”构式形成了常态表述ꎬ体现出人们

的一种正常预期ꎻ流行构式“不想当 Ｘ 的 Ｙꎬ不是好

Ｚ”的反常规异态表述ꎬ则反映出语言句式框架的演

变路径ꎬ折射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和追求

“双向度人”的潜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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