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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词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芜　崧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摘　要：“无所谓”本是一个古语词，源于战国时代，意谓“没有所说的”。此后大面积使用，凝固成了动词，意

即“说（算）不上”或“不存在”。后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流行词语，作形容词用是其强势用法，是“不在意、满不在乎”

的意思，具有单指、多指、任指、虚指、同指和偏指等语义指向。由其构成的句子有“单面”和“双面”两种用法，具有

“评价”与选择、“淡化”与“自损”、“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等语用功能。动词“无所谓”是“谈不上、算不上”的意

思，具有“否定”、“谦虚”和凸显对比焦点等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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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是一个古语词。最初只有“所谓”，例
如《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谓”即“说”，“所”是助词，“所谓”是一个“所”字结

构，表示所说的。大约自战国起就有了“无所谓”的

用法了：

（１）景公不说，曰：“敕其功则使壹妄，敕其意则比

焚，如是，夫子无所谓能治国乎？”（战国《晏子春秋》卷

第二）

（２）只是他说得一边，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

无所谓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所争处只在

此。（北宋《朱子语类》）

动词“无”带宾语“所谓”，意谓“没有所说的”，

此后大面积这样使用，后凝固成了动词，意即“说

（算）不上”或“不存在”。至于“无所谓”的形容词

用法要晚一些，例如：

（３）（旦云）君行别无所谓，口占一绝，为君送

行……。（元《西厢记杂剧》）

（４）甘虎心里着急，想把所有的计谋打探出来，但

表面上还得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民国小说《雍正剑侠

图（中）》）

上述二例中的“无所谓”是“不在意、满不在乎”

的意思。这两种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眼下“无所谓”成了一句时髦的流行语，好几首

流行歌曲的歌名乃至歌手专辑的名称都用了“无所

谓”三个字①，它也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口头禅。本文

拟探讨“无所谓”
［１－２］

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功能。

一、“无所谓”的语义指向

（一）形容词“无所谓”的语义指向

形容词“无所谓”②常跟三个要素配合，构成如

下语义结构：

甲（感知主体）＋对（介词）＋乙（感知客体、对

象）＋“无所谓”（主体的反应或心态）（Ｗ）

例如：

（５）韩国逾四成未婚女性（主体）表示对（介词）结

婚（客体）无所谓（心态）（王英斌，《世界文化》２００７年

第 １期）

这四要素可以缺位，语序也可以变动。“对”缺

位的时候多于在位：当“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单一事

物或一个名词时，多用“对”，如例（５）（７）；当“无所
谓”指向多个事物时，“对”便缺省，如例（６）。“对”
的使用与否，对“无所谓”的语义有影响，比如例（５）
用了“对”，“无所谓”的意思侧重于“不重视”；而例

（９）（１３）（１４）没有用“对”，“无所谓”的意思便侧重
于“无关紧要（不重要）”。当然，有的 Ｗ式是病句，
比如：《家务劳动对孩子无所谓吗》（曹树，《好家长》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犯了主客颠倒的错误，应该是《孩
子对家务劳动无所谓吗》或《家务劳动对孩子来说

是无所谓的吗》。

在 Ｗ 式中，“无所谓”的语义指向便是介词
“对”引介的宾语———主体（甲）的感知对象（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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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全句的信息焦点，它的语义指向有以下几种。

１．“单指”、“多指”与“任指”、“虚指”
“无所谓”有时指向单一的、具体的事物，如例

（５）中的“结婚”。有时又指向多个事物，常用一个
范围副词“都”将它们纳入到“无所谓”的管辖之下，

比如：

（６）这些人属于“觉悟”比较早的无所谓分子，没教

育，没技能，没工作，吃爹啃妈，都无所谓。（张鸣《无所

谓一族更可虑》，《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６０９２５）

“无所谓”指向了“没教育，没技能，没工作，吃

爹啃妈”等四种情况。

有时又指向空泛的而且是大范围的事物，甚至

涵盖了某一特定范畴内的所有事物，通常用代词

“任何”、“一切”或“谁”、“什么”表示，谓之“任指”

或“遍指”，如：

（７）我算是看透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白帆《寂

寞的太太们》，毛哲诗例）

（８）自述就喜欢数学，如果不能上数学专业，其他

任何专业都无所谓。（龙虎网 ２００９０６１８）

（９）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

主席就行了。（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１０３）

有时“无所谓”指向不确定的事物，用代词“什

么”或“其他”等表示，谓之“虚指”：

（１０）如今生活水平高了，人们吃什么倒无所谓，关

键是吃个什么样的气氛。（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１２４）

（１１）其他东西我无所谓，我只喜欢穿好衣服。（人

民网 ２００８０１１０）

２．“同指”和“偏指”③

感知主体对两种并列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进行

感知，由正反并列结构“Ａ不 Ａ（或 Ａ（还是）Ｂ）”表
示，然后作出“无所谓”的反应（心态）；这类“Ａ不 Ａ
（或 Ａ（还是）Ｂ）无所谓”（Ｗ’）结构的意思是“Ａ也
无所谓，不 Ａ（或 Ｂ）也无所谓”，其中的“无所谓”同
时指向了“Ａ”和“不 Ａ（或 Ｂ）”，如：

（１２）“从个人来讲，上不上市无所谓。”王长田表

示，光线业务本身上市与否对其影响不大。（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１１７）

（１３）只要产品质量过硬，属“洋”不属“洋”都无所

谓（ＴＯＭ２００９０６１８）

（１４）其实拍喜剧还是悲剧无所谓，打动人就好。

（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１）

第一例的 Ｗ’式意思是“上市无所谓，不上市也
无所谓”，“无所谓”同时指向了相对的“上市”和

“不上市”两种情况；第二例的 Ｗ’式等于“属洋也无
所谓，不属洋也无所谓”，“无所谓”同时指向了“属

洋”和“不属洋”；第三例的“无所谓”同时指向“喜

剧”和“悲剧”。

而下面例子的情况不同，“无所谓”的语义主要

指向不好或消极的那种情况（不 Ａ或 Ｂ），这就是
“语义偏指”；Ｗ’式的言外之意是“Ａ更（当然）好，
不 Ａ（或 Ｂ）也无所谓（没关系）”。比如一个报考了
博士生的同志对别人说“考不考得取无所谓”，言外

之意是“能考取更好，考不取也无所谓”，其中的“无

所谓”是指向“考不取”的；一个正在打官司的人说

“胜诉败诉无所谓”，言外之意是“胜诉当然好，败诉

也无所谓”，其中的“无所谓”是指向“败诉”的；一个

做生意的人说“赚钱赔钱无所谓”，意思是“能赚钱

当然好，赔了也无所谓”，其中的“无所谓”是偏指

“赔钱”的。看两个实际用例：

（１５）按照有关规定，购买处方药必须持有医生开

具的处方单，对此销售员的答复是，“带上也可以，不过

带不带也无所谓，直接就可以购买。”（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３

２６）

（１６）不少学校和家长最关心的是学生的成绩和安

全，认为孩子只要学习成绩好，是否进行体育锻炼无所

谓。（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９０３）

前一例的“无所谓”主要是针对“不带（处方

单）”的；后一例的“无所谓”是偏指“不进行体育锻

炼”的（意思是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用不着进行体

育锻炼）。

有时“无所谓”指向了多于两项的事物，语义仍

然偏指消极或不好的一项：

（１７）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自己是不是父亲，都是无

所谓的。（百合《蓝色星》，毛哲诗例）

上例中，“无所谓”偏指“孩子不是自己的”和

“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

３．隐蔽（蕴含）性同指和偏指
有时“无所谓”的语义同指和偏指比较隐蔽，有

时感知客体（乙）虽然是一个事物（一般由一个名词

或名词性结构表示），但它蕴含着并列或正反对立

的两种事物（有的是这个名词或名词性结构的两个

下位概念），此时，“无所谓”同指它们：

（１８）给别人递送名片时，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Ａ．应将名片正面朝向自己；Ｂ．应将名片正面朝向对

方；Ｃ．名片的朝向无所谓（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３１２）

（１９）白酒香型无所谓（《中国酒》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２０）“吃什么菜？”“我无所谓，你定吧。”

第一例的“名片的朝向”包含了 ＡＢ两种“朝
向”，“无所谓”同指二者；第二例的“白酒香型”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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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种对立的香型———浓香型和淡香型，“无所谓”

同指二者；第三例的“菜”蕴含着荤菜和素菜，“无所

谓”同指这两者。此之谓“隐蔽性同指”或“蕴含式

同指”。下面的情况则不同———偏指这两种对立事

物中的一种，如上文的例（５）的语义等于“韩国逾四
成未婚女性表示对结不结婚无所谓”，其中的“结

婚”蕴含着“结婚不结婚”两种情况，“无所谓”偏指

后者。又如：

（２１）根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有 ２１％的大学生在假期工作。２９％的大学生认为

要锻炼自己的能力，报酬无所谓，如果有，那当然更好。

（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１０３）

（２２）坚持，无所谓结果（＝结果无所谓）（赵琬微，

《小演奏家》２００２年第 １０期）

（２３）评“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走什么道路无所谓”

（安巍，《红河学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 ３期）

例（２１）中的“报酬”蕴含着有无报酬，“无所
谓”偏指后者。例（２２）中的“结果”蕴含着有结果和
没结果两种情况，“无所谓”偏指后者。例（２３）中的
“道路”蕴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

所谓”偏指后者；如果这话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说的，

“无所谓”则偏指社会主义道路。“无所谓”的这种

语义指向我们称为“隐蔽性偏指”或“蕴含式偏指”。

语义指向的“公开”和“隐蔽”是可以互相转化

的，请看下面一例：

（２４）年龄大小无所谓，能力强、品行好，能胜任工

作就行。（《人民日报》１０版，２００９０７０１）

其中的“年龄大小无所谓”（“公开性同指”）也

可以说成“年龄无所谓”（隐蔽或蕴含性同指）。同

理，上文的例（２２）也可以说成“坚持，有没有结果无
所谓”。

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有可

能导致“无所谓”同指和偏指的不同，比如农民工乃

至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的时候，面对用人单位

“钱不多”的话常常回答“钱多钱少无所谓”，其中的

“无所谓”当是偏指“钱少”的，因为求职者毕竟不是

比尔·盖茨，不可能对钱多“无所谓”（不在乎），而下

面一例就另当别论了：

（２５）常听到不少人这样说：“钱嘛，身外之物，我不

在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太多了会惹麻烦”、

“无所谓了，我对钱看得淡，有钱没钱都行”……（人民

网 ２００８０１０２）

说话人已经表明“对钱看得淡”（排除言不由

衷），因此，他之“无所谓”是同指“有钱没钱”的。

４．偏指和单指的互相转换
（２６）求自行车：车况要好，车身干净，旧点也无所

谓，名牌最好，一般的（杂牌）也行！我要带女朋友的，

所以得结实点哦。（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１０９）

（２７）求购一辆女式自行车，新旧无所谓，能骑就

行，价格在 ５０元左右。（人民网 ２００８０５０５）

经比较发现，两例中划线部分的意思其实是一

样的，前一例的单指（划线部分）也可换成偏指———

“新点旧点无所谓”的说法；后一例的偏指（划线部

分，偏指“旧”，因为对“新”无所谓不合逻辑）也可以

换成单指“旧点无所谓”。前一例的“名牌最好，一

般的（杂牌）也行”也可换成“名牌杂牌无所谓”，其

中“无所谓”是偏指“杂牌”的。

经过我们的调查、检验，很多形容词“无所谓”

都是指向反面或消极内容的，这种“单面”结构都可

以换成“双面”的正反并列结构“Ａ不 Ａ（或 ＡＢ）无
所谓”（Ｗ’），如例（２６）。这表明，“无所谓”一旦进
入 Ｗ’式，就有可能偏指“不 Ａ（或 Ｂ）”。

既然“无所谓”存在语义偏指的情况，为什么还

要用“Ａ不 Ａ（或 Ａ（还是）Ｂ）无所谓”（Ｗ’）的形式
呢？我们推测，这无非是语言的“多余机制”和对称

机制在起作用。以例（１５）（１７）（２７）中的 Ｗ’式为
例，其中的“带（处方）”、“孩子是自己的”和“新”属

于冗余信息。另外我们发现，有些由单音节动词构

成的正反并列结构常常跟“无所谓”组合（Ｗ’式），
诸如“去不去（走不走／吃不吃／做不做／赚不赚／赢
不赢／扫不扫／洗不洗／看不看／治不治／写不写／考不
考）无所谓”，左右各三音节，具有对称美。还有一

些 Ｗ’式是七言结构，如：改不改革无所谓／钱多钱
少无所谓／拿不拿奖无所谓／结不结婚无所谓／提不
提拔无所谓／发不发表无所谓，等等，念起来都是
“４＋３”的音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难怪人们喜
欢说了。

当然，有些含“无所谓”的格式本来应该是“单

面”结构（如“不拿工资无所谓”）的，往往说成了正

反并列的“双面”结构（Ｗ’式）（“拿不拿工资无所
谓”），这可能是因为后者是一种强势结构，说话人

出于语言表达习惯而自觉不自觉地说成了这样。

５．“无所谓”的条件和原因
很多时候，主体（甲）产生“无所谓”的心态都是

有条件或原因的。从句法层面看，含“无所谓”的句

子（Ｗ式）与其他语句配合使用，形成逻辑上的条件
关系或因果关系：如果满足了某个语义条件，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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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所谓”的心态；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才导致了

“无所谓”的心态。比如例（９）中产生“谁当总统都
无所谓”的心态，是以“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

为条件的；例（１３）产生“属洋不属洋无所谓”的心态
是以“产品质量过硬”为条件的；例（１４）中产生“拍
喜剧还是悲剧无所谓”的想法，是以“打动人”为条

件的；例（２３）产生“走什么道路无所谓”的心态，是
以“能使国家富强”为前提的。

再看导致“无所谓”心态的原因：例（１２）中导致
“上市不上市无所谓”心态的原因是上市不上市对

光线业务影响不大；例（２１）中导致 ２９％的大学生
“报酬无所谓”心态的原因是“要锻炼自己的能力”。

６．“无所谓”的语义指向与条件或原因的重要
程度

在说话人看来，Ｗ’式中“无所谓”的条件（原
因）与“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偏指）相比较，其重要

程度存在语义级差，即：

某条件（原因）＞（表示“重要于”）Ａ＞不 Ａ（或 Ｂ）

如上文的例（１６），在说话人看来：
孩子学习成绩好 ＞进行体育锻炼（能这样更好）＞

不进行体育锻炼（不这样也无所谓）

在 Ｗ’式中，“无所谓”的条件（原因）也比“无
所谓”同指的两种情况重要。但两个指向的重要程

度不一样：一是不分伯仲，即

某条件（原因）＞（表示“重要于”）［Ａ和不 Ａ（或

Ｂ）］

比如例（１３）和（１４），在说话人看来：
产品质量过硬 ＞（属“洋”和不属“洋”）（二者都不

重要）｜打动人 ＞（拍喜剧和悲剧）（二者都不重要）

二是两个指向有等差，即

某条件（原因）＞（表示“重要于”）Ａ＞不 Ａ（或 Ｂ）

比如例（３７），在方方看来：
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同 ＞获奖（不在乎）＞不获奖

（更不在乎）

“有等差”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也

许在当事人眼里“Ａ”与“不 Ａ（或 Ｂ）”难分伯仲。
（二）动词“无所谓”的语义指向（否定对象）

动词“无所谓”常跟两个要素打交道，构成如下

语义结构：

甲（被解说对象）＋“无所谓”（说不上、算不上）＋

乙（解说；被否定对象）（Ｍ）

需要说明的是，Ｍ式中的甲有时处于“台前”，
如“职业无所谓高低贵贱”中的“职业”；有时处于

“幕后”（隐含状态），比如“我只是谈体会，无所谓报

告”中的甲，实际上是指处于句外的行为主体“我”

的讲话行为，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我的讲话只是谈

体会，无所谓报告”。又如例（３５）中的甲是处于隐
含状态的“把郭广林辞退”，例中的 Ｍ式为“把郭广
林辞退无所谓解聘”。动词“无所谓”是连接甲（无

论台前幕后）和乙的纽带。

１．“同指”（同时否定）和“偏指”（否定一项）
在 Ｍ式中，当乙（被否定对象）是平列的或相对

的两种事物，由正反并列结构“Ａ不 Ａ（或 ＡＢ）”表
示时，“无所谓”的语义指向是不同的：

（２８）都是一家人，无所谓你的，我的｜这里的天气

全年都差不多，无所谓春夏秋冬（《现代汉语八百词》）

（２９）这种花色只是一般，无所谓好看不好看｜搞研

究工作无所谓假期不假期（《八百词》）

（３０）《书摘》……是月刊，这和书不一样，后者无所

谓定期不定期。（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３）

（３１）自然科学理论无所谓美丑———“科学美”讨论

（王振复，《复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 ３期）

例（２８）的“无所谓”是同指（同时否定）“你的，
我的”和“春夏秋冬”；例（３４）的“无所谓”同指“东”
和“西”。而例（２９）中，“无所谓”是偏指（只否定）
“好看”（意思是“这种一般的花色只存在不好看的

情况”）和“假期”的（意思是搞研究工作太忙了，忙

得没有假期）；例（３０）的“无所谓”是偏指“定期”
的；例（３１）中的“无所谓”是偏指“丑”的。这一类
“无所谓（偏指）＋Ａ不 Ａ（或 ＡＢ）”格式的语义等于
“无所谓 ＋Ａ（或 Ｂ）”。如：例（２９）的语义就等于
“这种花色只是一般，无所谓好看”，“搞研究工作无

所谓假期”；例（３１）的语义等于“自然科学无所谓
丑”。我们也可以通过句子的同义变换来证明偏指

的存在。请把例（２９）与（３２）作比较：
（３２）我是做个体生意的，其实也无所谓假期，什么

时候想休息直接关门就 ＯＫ了，上班族对于假期比较看

重。（网易 ２００９０４２９）

划线部分可以换成“无所谓假期不假期”；同

理，例（２９）的划线部分可以换成“无所谓假期”。这
证明，（２９）中的“无所谓”偏指“假期”是有道理的。
例（３５）的“无所谓解聘”换成“无所谓解聘不解聘”
也说的通。这表明，“无所谓 ＋Ａ不 Ａ（或 ＡＢ）”与
“无所谓 ＋Ａ（或 Ｂ）”具有同义句式转换关系。

２．“无所谓”的原因
有时，“无所谓”指向或否定乙是有原因的：

（３３）常昊坦言李昌镐和李世石都是世界上最优秀

的棋手，无所谓谁更好对付。（人民网 ２００９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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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管理重在功效，无所谓“东”“西”之分（翟丽

君，《中国有色金属》２００７年第 ９期）

（３５）郭广林原本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老师，只是

在下面学院代过课，无所谓“解聘”。（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１

１４）

例（３３）中，“无所谓”指向（否定）“谁更好对
付”的原因是：“李昌镐和李世石都是世界上最优秀

的棋手”；例（３４）中，“无所谓”指向或否定管理区分
东方和西方做法的原因是：“管理重在功效”；例

（３５）中，“无所谓”指向或否定“解聘”的原因是前
面两句话。

二、“无所谓”的语用功能

（一）形容词“无所谓”的语用功能

１．选择与评价
“无所谓”常常表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看

法或评价，而且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例（５）的
“无所谓”是对婚姻的看法：韩国逾四成成年女性认

为不结婚“无所谓”（六成认为还是应该结婚）；“无

所谓”常常体现各种心态，有正常、正确，如例（３６）
（３７）和不良、错误，如例（６）（１６）之分。

眼下，“无所谓”成了一种很时尚的评价模式，

备受问卷调查青睐。《京华时报》搞过一个读者问

卷调查，其中第 １８题是这样设计的：您对《京华时
报》的栏目设置感觉：□Ａ满意；□Ｂ一般；□Ｃ无
所谓；□Ｄ不满意，原因是　　　　　。（２００９年 ６
月２日）如果你选中“无所谓”一项，表明你对《京华
时报》的栏目设置的一种模糊评价———“无所谓满

意不满意”。

行为主体面对两个或多个选择事项，常常用

“无所谓”作出“选择”，谓之“同选”，如“去不去，我

无所谓 ｜我住哪一间都无所谓”（《现代汉语八百
词》）。在许多机构组织的书面问卷调查中常常在

两个对立的选项之后设立一个“无所谓”的选项，让

受访者表态。有时，“无所谓”在行使“选择”功能的

同时，还兼有评价功能。《江南时报》（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６日，第２４版）作过一个舆情调查，题目是：“有人
认为作为地方领导干部，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

电视外，还要养成上网这‘第五习惯’，你如何看

待？”结果回答“很有必要”的 ２６９４３票，回答“没有
必要”的 １３２６６票，回答“无所谓”的 ７４６４票。这
里，“无所谓”一方面是对选项的选择（同指“上网和

不上网），同时，也是受访者对地方领导干部养成上

网习惯这件事作出的看法或评价。

２．“淡化”与“自损”
行为主体常常用“无所谓”把事情淡化。比如

考研考博、竞聘上岗、竞选职务等。在一段时间里，

当事人都很紧张，心总是悬着的，于是来上一句“考

不考得取（聘／选不聘／选得上）无所谓”，以减轻思
想负担，释放精神压力。又如：

（３６）我希望大家放下包袱，把训练水平打出来。

对比赛处于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可能会好一些。（京华时

报 ２００８１１２２）

（３７）方方认为获不获奖无所谓（《语文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 １６期）

例（３６）是国家男篮助理教练闵鹿蕾鼓励球员
的话，就是让球员把比赛看淡一点，以减轻思想压

力，轻装上阵。著名作家方方对作品能否获奖看得

很淡，她说：“对我来说，获不获奖真的无所谓。我

写小说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奖。不沾获奖的光而作品

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同，其实是比获奖还要开心的

事。”（《语文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６期）。
“无所谓”常常表示说话人这样一种心态：只要

能达到某个目的或实现某个愿望，甘愿作出牺牲或

遭受损失，谓之“自损”功能。比如：

（３８）只要这部戏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哪怕失败

也无所谓。（新华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９）

（３９）成方圆坦言，这次是主持得最累的一次，但是

这个节目质量高，有看头，所以再累也无所谓。（人民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

例（３８）的“无所谓”表示电视剧《海狼行动》的
编导潘军“只要该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哪怕失败

也无所谓”的心态；例（３９）的“无所谓”表示成方圆
这样的心态：“这个节目质量高，有看头，再累也无

所谓。”

３．“轻视”与凸显“话题焦点”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往往是轻视、降低什么，

必定重视、抬高或强调什么，力求旗帜鲜明、语义对

称，于是，就形成了对比命题。这就引出“无所谓”

的另一个语用功能。

在两个对比性命题中，表达者把两种事物进行

对比，用“无所谓”一方面“降低”或“轻视”了它自

己的语义所指，一方面凸显了“话题焦点”
［３］
，同时

又引出一个新的话题，用虚词（可隐可现）看重或强

调了另一事物（一个新话题焦点），老、新话题形成

“对比话题”或“对比焦点”
［４］
，两个话题须用重音来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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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袜子小点无所谓，鞋子不能小 ｜别的倒无所

谓，这个问题得马上处理（《现代汉语八百词》）

（４１）赵本山：称号无所谓，观众认可最重要（北国

网 ２００９０６２７）

例（４０）把“袜子”跟“鞋子”进行对比，结果用
“无所谓”“轻视”或降低了“袜子”的要求（小点没

关系），“看重”或强调了“鞋子”的量度（不能小）；

“袜子小点”和“鞋子不能小”是对比性话题焦点，前

者用“无所谓”来凸显，后者用隐含的转折连词“但

是”来凸显；“袜子”和“鞋子”要重读。例（４０）用
“无所谓”“轻视”并突显了“别的（事情）”（话题），

用隐含的“但”或句中的“得”、“看重”或强调了“这

个问题”（马上处理）（新话题）；例（４１），在赵本山
眼里，“观众认可”比“称号”重要，于是用“无所谓”

看轻了后者，看重了前者，“无所谓”既凸显了话题

“称号”又引出了新话题“观众”。

（二）动词“无所谓”的语用功能

１．否定
在 Ｍ式中，“无所谓”对某一对象（乙）进行否

定。比如：

（４２）我只是来谈体会，无所谓报告｜一个小科长，

无所谓领导。

其中的“无所谓”分别否定了“报告”和“领导”。

作为否定性命题的 Ｍ式，否定了一个肯定性命
题———“甲（被解说对象）＋说得上、算得上 ＋乙（解
说）”。比如上述两例否定的命题是：我的讲话说得

上是作报告｜一个小科长算得上领导。
在科技语体中，动词“无所谓”常与动词“没有”

配合使用，构成“没有 Ａ＋无所谓 Ｂ”的语义结构，其
语义是：用“无所谓”否定 Ｂ是以否定 Ａ为条件的，
反之亦然，此之谓“条件否定”。如：

（４３）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

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

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毛泽东《矛盾论》）

用“无所谓”否定“下”、“祸”和“困难”是以用

“没有”否定“上”、“福”和“顺利”为条件的，反之

亦然。

２．“谦虚”
中华民族有谦虚的传统美德，动词“无所谓”便

是常用的谦虚之词。在 Ｍ式中，在说话人看来，乙
和甲不在一个语义层次，甲够不上乙的档次。比如

例（４２），在说话人看来，“一个小科长”还算不上“领
导”；自己的讲话只是“谈体会”，还够不上“作报告”

的档次。又如：我只是随便写写，无所谓（文学）创

作｜我只是下来摸摸情况，无所谓检查工作。其实，
这些话语大多是说话人（或行为主体）的一种谦虚

之辞，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形容词“无所谓”也可用于谦虚之辞，对有些事

情，即便是有十足的把握，也显得很谦虚，比如很多

优秀的运动员在出国参加比赛前常常对记者说“拿

不拿金（奖）牌无所谓”。

３．凸显对比焦点
徐杰、李英哲认为，“否定词有‘否定’和‘强调’

两个功能”，“否定的中心就是句子的焦点”
［５］
，在

Ｍ式中，“无所谓”也具备这两个功能，对自己的否
定对象乙既有否定作用又有强调作用；被否定的对

象乙就是 Ｍ式的信息焦点。动词“无所谓”常构成
以下两种语义表达式：

第一种：否定、肯定式———“甲 ＋（无所谓 Ａ＋只／只

有 Ｂ）”（Ｍ’）

有否定，自然有肯定，以求语义表达的平衡。表

达者从正反两方面对某一对象甲进行解说：用动词

“无所谓”否定了一种情况 Ａ，同时也凸显了焦点 Ａ，
并借助副词“只”或“只有（能）”肯定并强调了另一

种情况 Ｂ（另一个焦点），二者形成对比焦点。如：
（４４）三宝：音乐无所谓懂不懂 只有喜欢不喜欢（刘

子龙，《北方音乐》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４５）（新媒体行业的投资）无所谓泡沫，只关乎成

败（杨永强，《广告人》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期）

（４６）语法学是外来的，无所谓中国特色，只能谈吸

收、借鉴。这种看法不对。（张斌《现代汉语语法十讲》

１３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例（４４）的“无所谓”否定了“音乐存在懂和不
懂”两种相对的情况，接着肯定了“（音乐）只有喜欢

不喜欢”两种情况，同时，“无所谓”凸显了焦点“懂

不懂”，“只有”强调了另一个焦点“喜欢不喜欢”；例

（４５），表达者用“无所谓”否定并凸显了“泡沫”（焦
点），用“只”肯定并强调了“成败”（另一个焦点）；

例（４６）的“无所谓”否定并凸显了“中国特色”（焦
点），“只能”肯定并强调了“吸收、借鉴”（另一个

焦点）。

第二种：两次否定式———“甲 ＋（无所谓 Ａ＋无所谓

Ｂ）”（Ｍ’’）

表达者在解说某一对象甲的时候，用动词“无

所谓”两次否定了相对立的两种情状 Ａ和 Ｂ（由一
对反义词表示），该式等于“甲 ＋无所谓 Ａ（和）Ｂ”
（简缩式）或“甲 ＋既没有 Ａ也没有 Ｂ”。之所以采
用 Ｍ’’式表述，一是出于对否定对象 Ａ和 Ｂ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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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二是追求一种对称美。例：

（４７）《面纱》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面纱》无

所谓始终”（简缩式）或“《面纱》既没有始也没有终”］

（离，《甲壳虫》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

（４８）作为一种网络话语和网络行为方式，“人肉搜

索”本身无所谓好亦无所谓坏（＝“人肉搜索”本身无所

谓好坏”）（简缩式）（人民网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

（４９）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充满神奇、幻想的神话时

代。那时，无所谓天，无所谓地（＝“那时无所谓天和

地”（简缩式）或“那时既没有天，也没有地”）。（网文）

三、余 论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还想作两点说明：首

先，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无所谓”的对象，该“无所

谓”的要坚决“无所谓”，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所

谓”思想，包含轻视功名利禄，视钱财如粪土等内

容
［６］
，这是应该继承和传扬的；不该“无所谓”的决

不能“无所谓”，比如所谓“看破红尘”，对什么都无

所谓，对工作、对事业、对生活（婚姻、家庭）等都不

感兴趣，无所事事，流于虚无主义，这种人就是上文

举到的“无所谓分子”。

其次，在语言中运用“无所谓”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注意摆正主体与客体的位置。比如：

《家务劳动对孩子无所谓吗》（曹树，《好家长》２００１
年第２期），就犯了主客颠倒的错误，应该是《孩子
对家务劳动无所谓吗》或《家务劳动对孩子来说是

无所谓的吗》。

二是注意表义明确。汉语中语义偏指的单位还

比较多，如“妻子、国家、窗户”等偏义合成词、成语

“可有可无”（偏指“可无”）、“吸取经验教训”（偏指

“教训”）等等，“无所谓”偏指用法的加盟，又增添了

新鲜血液。由“无所谓”构成的“双面”和“单面”结

构（如“拿不拿工资无所谓／不拿工资无所谓”），又
为汉语增加了一种“两可格式”（如“这不是钱不钱

的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好容易才找着他／好不
容易才找着他”、“在没有结婚之前／在结婚之前”、
“我先走了／我走了”等）。但是，为了追求表情达意
的明确性，要慎用“无所谓”的“双面”用法，比如本

来应该是语义明了的“单面”结构（如“考不取无所

谓”），却说成语意婉转的正反并列的“双面”结构

（“考得取考不取无所谓”），这只能增加听话人的理

解难度，也带上了虚伪的嫌疑（“考不取无所谓”给

人心胸宽广的印象，而“考得取也无所谓”则给人思

维不正常的感觉），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　有杨坤演唱的《无所谓》（其专辑同名）、孟志演唱的《原

本无所谓》、东来东往演唱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

谓》、赵凯演唱的《怎么能够无所谓》等歌曲。

②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词典都认为

“无所谓”是动词，我们认为它还可以是形容词。其理

由是它具备了形容词的四大语法功能：第一，受程度副

词的修饰，如：很无所谓｜最无所谓｜太无所谓｜特别无所

谓。第二，作定语：无所谓的态度 ｜无所谓的样子。第

三，作谓语：我无所谓｜待遇差一点无所谓。第四，作状

语：无所谓地说。从现有的情况看，形容词是“无所谓”

的强势用法。

③　老一辈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的偏指用法。吕

叔湘先生举过这样两例：“你此时，依，也是这样办；不

依，也是这样办。”“你吃饭不吃饭，到老太太、太太跟前

坐一会子……。”他认为这两例“形式上正反并列，意思

中仍有所偏，‘依也是这样办，不依也是这样办’，句意

侧重‘不依也是这样办’，上句只是一个陪衬。同样，

‘吃饭不吃饭’等于‘就是不吃饭’”。（《中国文法要

略》４４３页，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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