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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料”复句必须构成信息焦点的对比(即 A 、B 焦点的对比)。当“不料”复句表

动态的意外事件时 ,焦点对比是相对的;表静态的意外状况时 ,焦点对比是相反的。信息焦点

A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 。信息焦点 B有[-可控]的语义特征 。“不料”与“没想到” 、“没料到”

语义相同 ,但其构成的复句在信息焦点和句法表现上都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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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是现代汉语常用词 ,现有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四种:

1.没想到 ,没有预先料到。(《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7)

2.没想到 ,无主动词 , 意念上的主语是说话人。前一小句说明原先的情况或想法 , 后边的小句表示转折 ,常用副词

“却 、竟 、还 、仍 、倒 ”等呼应。(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 商务印书馆 1999)

3.动词 ,没想到。不用主语 , 意念主语就是说话人。(《汉语教程》第三册上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4.连词。用于转折复句 ,表示发生的事事先“没想到” , 后边的小句表示转折 , 常用“却 、竟 、还 、倒 、仍”等词语与前边

的小句呼应 ,以加强“没想到”的意思。(《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上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以上1-3 把“不料”解释为动词 , 4 解释为连词 ,其共同点是“没想到 , 没预先料到” , 有“意外性 、不可预测性” 。但是 ,

这些研究成果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来检验 ,就会发现尚有不足。请看留学生造的几个句子:

(1)＊我早就希望能够来中国学习 , 不料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2)＊我原来打算坐飞机来中国 , 不料我坐火车来了。

(3)? 我在路上走着走着 , 不料竟拾到了一百元钱①。

(4)? 大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 不料他是韩国人。

例(1)、(2)根本不能说 ,例(3)、(4)则有点不是“中国”味儿。而稍作修改 ,句子就能说或更符合中国人的语感了。如

(5)、(6)、(7)、(8):

(5)我早就希望来中国学习 , 没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6)我原来打算坐飞机来中国 , 不料没买到票 ,所以只好坐火车来了。

(7)我在路上走 , 没想到拾到了一百元钱。

(8)大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 没想到他是韩国人。

由此可见 ,现有研究对“不料”的描写和解释尚不充分。因此 , 本文将主要从语义类型和信息焦点的角度对“不料”复

句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比较“不料”与“没想到/没料到”的异同 ,最后就“不料”的教学提几点建议。

一 、“不料”复句的语义类型

受“不料”语义制约 ,“不料”连接的复句一般为转折复句 ,表达预先没料到的事情或情况。从语义类型看 , “不料”复

句可分为两大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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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表达动态的意外事件

即事件的发生 、发展 , 是某人(一般为“意念上的主语”)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简称“意外发生” 。这种用法比较常见。

(9)记者走过去想安慰她几句 , 不料守英抢先开了口:“阿姨 ,我真的不累……” 。

(10)晚上 8点 , 正当胡某满怀欣喜地踏进 309 室时 , 不料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公安干警来了个瓮中捉鳖。

(11)很多人家扎了筏子 ,预备了大澡盆 , 天天晚上不敢睡 , 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 ,河水从下游泻出 , 伏汛安

然度过 ,保住了无数人畜。

(二)表达静态的意外状况

即事物的客观性质 、状态与某人(一般为“意念上的主语”)所预先想象的不一致。简称“意外状况” 。这种用法相对

较少。

(12)我原以为鲨鱼是弱智的 ,不料它却很机灵。

(13)原以为这里会很冷清 ,不料这里比喧阗的市区还热闹。

当“不料”复句表达动态的意外事件时 ,谓语动词多为动作动词 , 陈述的是已然的事件。表达静态的意外状况时 , 谓

语多由“以为/认为”等心理动词 、判断动词“是”或形容词担当 ,且前一分句为虚拟句 ,句中常有“原以为/本以为———却 、

竟 、还”等词配对出现。

“不料”复句的语义类型不同 ,其信息特点也不相同 。

二 、“不料”复句的信息焦点

(一)“不料”复句的焦点对比原则

通过对大规模文本语料的考察 ,我们发现 ,“不料”复句都必须符合焦点对比原则 , 即“不料”关联的前后两个小句的

语义信息必须构成对立 ,形成对比的信息焦点 。为方便表述 ,本文称为“ A 焦点”和“ B焦点” 。如:

(14)我把这件事当作新闻告诉一位日本朋友 ,不料他一点不觉得新奇 ,还说这种事在日本虽不多见 , 却是正常的 , 他

本人就有过相似的经历③。

(15)可怜的阿玉和阿雪本想到珠海淘金 ,不料竟遭如此惨遇 ,自此两人又有何颜面回见家乡父老呢?

如例(14)“当作新闻”与行为结果“他一点不觉得新奇”构成对比的 A 、B 焦点;例(15)的“淘金”和“遭如此惨遇”形成

了对比焦点。

(二)A、B信息焦点对比的具体表现:相对和相反

信息焦点的对比有相对和相反两种表现。第一 ,当“不料”复句表动态的意外事件时 , 焦点的对比是一种信息凸显 ,

A、B 焦点的对比是“相对的对比” ,常表现为行为预期目的和结果的相对。如前面的例(9)—(11)。第二 , 当“不料”复句

表静态的意外状况时 , A 、B焦点是“相反”的对比。这种“相反”又分两类:显性相反和隐性相反。显性相反指 A 、B 焦点

常是反义词或反义短语 ,如例(12)、(13)的“弱智—机灵” 、“冷清—热闹” 。再如:

(16)我以为他很聪明 ,不料那么傻!

(17)我以为他是自己人 ,不料是个特务。

隐性相反指相对立的焦点成分表层并不相反 , 但是里层隐含了相反义素。如:

(18)我以为他是学生 ,不料是老师!

(19)我以为那是只野猪 ,就开枪了 , 不料是个人!

“学生—老师”和“野猪—人”本非反义词 ,但可用逻辑分析法找出其相反的义素。例(18)“学生—老师”可表现为“年

轻—年老”的隐性对立。例(19)“人—猪”表现为“可杀—不可杀”的隐性对立。

由此可见 ,具备信息焦点(A 和 B)的对比是“不料”复句成活的基本条件:当“不料”复句的语义类型为表动态的意外

事件时 ,其信息焦点的对比必须是相对的;表静态的意外状况时 , 其信息焦点的对比必须是相反的。

(三)信息焦点 A的隐性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 ,有时信息焦点 A 不会在语言表层体现出来。例如:

(20)刘教授一个闪身 ,不料被歹徒用脚绊倒 , 仰卧在车厢过道上。

从表层语义看 ,“闪身”和“被绊倒”并不直接对立 , 但从知识经验和强势心理预期来看 , “闪身”的目的是“躲避某人/某

物” 。因而“闪身———绊倒”的对立是表层形式 ,“躲避———绊倒”的对立则是深层形式。“闪身”是表层替代焦点 A , “躲

避”是隐藏的深层语义焦点 A , 即真正的信息焦点。

因此 ,信息焦点 A 有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焦点在表层有相应的语言表现 ,更为显豁。隐性焦点潜藏在语言深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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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凭知识经验补充出来。隐性信息焦点 A 往往是行为主体实施某行为时的预期目的 ,是一种强势心理期待 , 信息焦点 B

要打破这种心理预期 ,才能与信息焦点 A 构成对比。

(四)信息焦点 B的[ -可控] 特征

并非任何语义相对或相反的信息都能成为“不料”复句的信息焦点。信息焦点 B 还必须具有[ -可控]特征。也就是

说 ,信息焦点 B 必须是句子意念主语(或说话人)所无法控制 、没有预测到的客观状况。如:

(21)? 我本来想吃饺子 ,不料吃了面条。(“吃面条”可能是主动选择的 ,具备[ +可控]特征)

我本来想吃饺子 ,不料饺子馊了。(“饺子馊”是我未预测到的 ,具备[ -可控]特征)

(五)焦点对比原则的解释力

“不料”复句焦点对比原则的提出 ,使“不料”复句的描写更加充分 , 也增强了解释力 , 能对留学生的一些使用偏误做

出合理的解释。如上文例(3)“我在路上走 ,不料竟拾到了一百元钱” ,孟繁杰(2003)认为它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语感 ,是因

为不符合语用规则:“不料”表达出现意料之外的变故 、后果时 ,一般是消极的 、不如意的情况 , 而“拾到钱”是好事 ,因此不

怎么说。然而 ,我们统计了 1995 年《人民日报》的 99 个“不料”句 , 发现表达积极事件的有 10 例 , 约占总数的 11%。 可

见 ,表积极事件的用法仍占一定分量。以下略举数例:

(22)很多人家扎了筏子 ,预备了大澡盆 , 天天晚上不敢睡 , 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 ,河水从下游泻出 , 伏汛安

然度过 ,保住了无数人畜。

(23)他以为这次一定会挨县领导的批 ,不料 , 县领导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赞赏他实事求是的态度。

(24)据说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他很随意创作的一首歌 , 不料却一鸣惊人。

因此 ,语用规则还不足以解释例(3)不怎么说的原因。而用焦点对比原则可以更好地进行解释。根据经验和常识 , “在路

上走”这一行为的预期目的是“顺利到达某目的地” , 也是句子的隐性信息焦点 A 所在。而“顺利到达某目的地”跟结果

“拾到一百元钱”并不能形成信息焦点的对比。只有打破预期的“顺利” , 把“拾到一百元钱”改为“摔一跤 、撞车”之类 , 句

子可接受度才更高。

再来看例(1)“我早就希望能够来中国学习 ,不料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 其致误原因是:“希望来中国学习”的预

期目的是“顺利实现愿望” ,与结果“愿望就要实现”是一致的。这就不构成对比的 A、B 焦点 , 不符合焦点对比原则。因

此 ,修改方法很简单:只要使两个焦点形成对比即可。此病句只要打破预期目的(“实现希望的顺利性”),比如 ,改为“我

很早就希望能够到中国留学 ,不料因为一个突然变故 ,这个愿望破灭了”就说得通。

而例(2)“我原来打算坐飞机来中国 ,不料我坐火车来了” , A 焦点“坐飞机”和 B焦点“坐火车”似乎是对立的 ,不违背

焦点对比原则。但其真正致误原因是信息焦点 B“坐火车”不具有[ -可控] 特征。“坐火车” 可以是可控的或是不可控

的:如由于“买不到票”等客观因素被迫改变计划 , 就是[ -可控] 的;如自己主动改变计划 ,就是[ +可控] 的。修改方法就

是使焦点 B 的[ -可控] 特征明确化 ,比如 , 加上“买不到票” ,或主语改为“他” , 如例(2' )a、b。

根据焦点对比原则 ,前文的例(1)—(4), 作如下修改后 ,都可成立:

(1' )a 我早就希望能到中国学习 ,不料因为一个突然变故 ,这个愿望破灭了。

b 我很早就希望来中国学习 ,并且以为爸妈也一定赞成我的想法 , 不料他们都不太愿意我离开他们。

(2' )a 我原来打算坐飞机来中国 ,不料没买到票 ,所以只好坐火车来了。

b 他原来说要坐飞机来中国 ,不料却坐火车来了。

(3' )a 我在路上走(着走着),不料踩到了一块香蕉皮 ,摔了一跤。

b 我在路上走(着走着),不料一辆车突然冲过来 , 把我撞倒了。

(4' )a 大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不料他说自己是日本人。

b 大家都以为他是八路军 ,不料他是日本人。

c 大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不料他竟/却是韩国人④。

三 、“不料”和“没想到/没料到”

“不料” 、“没料到”都是常用书面词语 , “没想到”是口语和书面语都常用的词语。三者意思基本相同 , 用法却不完全

相同:一般来说 ,“不料”都可换成“没想到/没料到”;“没想到/没料到”不一定能换成“不料” 。以下试从两个方面来比较:

(一)信息焦点的对比

从语义看 ,“不料”与“没想到/没料到”都有“意外” 、“不可预测”义 , 三者都可用于转折复句 , 表示动态的意外事件或

者静态的意外状况。三者都要求前后小句构成对比 ,可表述为:(预料)A , 不料/没想到/没料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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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 ,“不料”对信息焦点的对比要求更为严格。当“不料”复句表达动态的意外事件时 ,焦点的对比常表现为行

为预期目的和结果的对比 ,否则 , 句子就不成立或可接受度低 , 如(25 b)、(26 b)。当“不料”复句表达静态的意外状况时 ,

信息焦点必须是相反的对比 ,否则就不怎么说 。如(27 b)。“没想到/没料到”要求没这么严格 ,如(25a)、(26a)、(27a)。

(25)a 我早就希望能够来中国留学 ,没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b＊我早就希望能够来中国留学 , 不料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26)a 我在路上走着走着 ,没想到捡到了一百块钱。

b＊我在路上走着走着 , 不料捡到了一百块钱。

(27)a 大家都以为他是日本人 ,没料到他是韩国人。

b ? 大家都以为他是日本人 , 不料他是韩国人。

(二)句法表现

1.句法功能。“没想到/没料到”和“不料”句法表现也有不同:“不料”常用在转折复句的后一小句开头 ,有一定的连

接作用 ,如(28a)。“不料”偶尔也作谓语动词 , 位于主语后或“却 、殊”等虚词后。如(28b-d)。

(28)a 可怜的阿玉和阿雪本想到珠海淘金 , 不料竟遭如此惨遇 ,自此两人又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呢?

b 章泯不料她竟如此率直 ,如此勇敢 , 如此不同凡俗 ,在同情唐纳的同时 , 他不得不承认此话有几分道理。

c 她因自己在北京大学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很感兴趣 ,就去听了。却不料这讲演的人正是自己过去的爱人黄敬!

d 谭鑫培正在门外专心唱着西皮 ,可唱着唱着 , 殊不料在一个不应当有“好儿”的地方 ,观众忽然喝起彩来!

“没想到/没料到”做句子谓语 , 可用于转折关系的小句之间(如 29a);也可用在顺承或并列关系的小句之间(如 29b、

29c);还可以用在单句的句中(如 29d)或者句首(如 29e)。

(29)a 他以为这次一定会挨县领导的批 , 没想到县领导不仅没责怪 ,反而赞赏他实事求是的态度。

b 我早就希望能来中国留学 , 没想到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

c 我喜欢跳舞 , 没料到你也跟我一样 , 喜欢跳舞。

d 反对者没料到能如愿以偿 ,赞成者更没想到会遭否决。

e“没想到你是这么卑鄙的人!”他气愤地对小王说。

2.同现词语。从同现词语看 ,“不料”和“没想到/没料到”后都可与表转折 、意外的副词连用 , 如“居然 、竟然 、偏偏 、

倒 、反 、反而 、反倒 、却 、并”等。不同的是 ,“没想到/没料到”前面可出现“怎么也 、无论如何也 、万万 、真 、做梦 、压根儿 、从

来”等词语来强调语气 , “不料”除了少数做谓语动词的用法外 ,前面一般不出现其他修饰语 ,如(30a-d)各例。

(30)a 我原以为鲨鱼是弱智的 ,不料它却很机灵。

b 他本以为那个女孩挺丑 ,没想到她竟那么漂亮。

c 他会变成一个小偷 ,这是我做梦也没料到的。

d 小张万万没想到 , 自己的一百万买房款就这样打了水漂!

3.句法性质。从句法性质上看 ,“没想到/没料到”是心理动词短语 , 在句中做谓语。可受“真 、万万”等副词修饰 , 也

可以单独回答问题 ,如:你当年那么风光 ,怎么落到如此田地? ———唉 ,没想到啊。

对“不料”的句法性质的判定 ,相关工具书和对外汉语教材有多种分歧:《现代汉语八百词》判作动词 , 《桥梁》教材判

作连词 ,《汉语教程》则在生词表里判作副词 , 注释中判作动词。

我们认为 ,尽管“不料”有少量作谓语动词的用法 , 但它更常见的句法功能是连接转折复句 , 一般不用于主语后 ,不受

副词“真 、万万”等修饰 , 也不能单独回答问题。这说明“不料”意义比较虚 ,对外汉语教学中似乎处理为连词较好。

四 、余　论

上文我们从留学生偏误出发 ,以“不料”复句为个案 ,分析其语义类型 、信息焦点和致误原因 ,并从信息焦点和句法表

现两方面比较了“不料”复句和“没想到/没料到”复句的异同。

鉴于以上分析 ,我们对“不料”的对外汉语教学提几点建议:(1)教学安排上 , 宜将其作为教学难点来重点讲练 ,而不

仅仅简单说明“`不料' 跟`没想到/没料到' 意思差不多” 。(2)教学策略上 ,采用偏误预治策略 , 在指出“不料”与“没想到/

没料到”意思相近的同时 , 要强调其用法不完全相同。可用比较法和举例法 , 以典型例句突出其句法表现和焦点对比上

的差别 ,再通过改错 、选词填空等练习巩固。通过这样的反复讲练 , 学生一般都能较好地掌握“不料”的用法。

“不料”的偏误个案表明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可以检验已有的研究成果 ,为汉语本体研究提供新阵地。 对外汉语教师

应结合教学实践多思考 ,努力推动汉语本体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料”的偏误个案也表明 , 被母语使用者掩盖的“习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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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汉语特点 , 往往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汉语虚词作为对外汉语中高级阶段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 仍需对外汉语

教师作更多的深入研究。

“不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语言点 ,但牵涉的因素很多。它在时态 、语气方面也有一些特点⑤。本文未及深究 , 有待

进一步的发掘。

注　释:

①　该例句转引自孟繁杰:《“不料”的句法 、语义 、语用分析》 , 载《海外华文教育》 2003 年第 2 期 ,第 32 页。

②　孟繁杰《“不料”的句法 、语义 、语用分析》(2003)把“不料”句分为四类:(1)表示转折关系。(2)表示对比或对照关系;

(3)表示出现意料之外的变故 、后果。(4)动词 , 在句中充当谓语成分 , 不含转折义。考虑到这样的划分无助于解决

本文开头提出的留学生偏误问题 ,本文划分为“表静态的意外状况”和“表动态的意外事件”两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

③　语义焦点 A 用波浪线标识 , 焦点 B 用横线标识。下同。

④　(4' c)仍为静态性状句 , 以副词“竟/却”表达惊讶或转折性语气 , 增加了句子的信息量 , 使一种潜隐的语义信息临时

凸显为对立焦点 ,从而使句子合法。

⑤　如陆俭明先生提供的三个句子:(1)＊这次试验看来又得失败 , 不料最后成功了。(2)＊我认为这次试验又得失败 ,

不料最后成功了。(3)我以为这次试验又得失败 , 不料最后成功了。从语义类型看 ,(1)(2)(3)表达的都是动态的已

然性意外事件。(1)(2)不成立 ,似乎是因为“这次试验看来又得失败” 、“我认为这次试验又得失败” 都是主观预测

语气 ,时态为“现实性” ;而“最后成功了”是客观陈述语气 ,时态为“已然性” 。前后小句的时态和语气不一致 ,所以句

子不说。(3)“我以为”有“我原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的意思 ,时态应是“已然性”的 , 表达客观陈述语气 , 与“最后成功

了”的语气 、时态都一致 ,所以句子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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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liao—Compound Sentence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Liu Ping

(School of Fo 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Buliao-compound sentences fo rms a pai r o f info rmational focus(which are informational

fo cuses A and B).When the buliao-compound sentence expresses dynamic and unexpected incident , i t s

informa tional focuses are oppo site.When i t expresses static and unexpected si tuation , i t s

informa tional focuses are contrary.Info rmational focuses A may be obvious o r hidden.Informational

fo cus B has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 uncontrol] .The meaning of “Buliao” , “Mei Xiangdao” and “Mei

Iiaodao” are same , but there are some dif ferences on info rmational focuse s and g rammar feature s of

the compound sentences.

Key words:Buliao-compound sentences;semant ic types;the info rmational focuses;Mei Xiangdao;

Mei Liao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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