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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忘了、忘记”等动词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叙实性。

在有的句子中，肯定式和否定式的“忘记”类动词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1）a. 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

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b.他们没有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

并在两税里，…… 

 

这样看来，“忘记”类动词应该属于叙实动词（factive verbs）。但是，在有的

句子中，“忘记”类动词却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相反，倒是在其相应的否定式

中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2）a. 而他出来时匆忙间忘记带钱了，所以就跟陈炳锡提出要十多万元跑路

费……（胡玥、李宪辉《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b.而他出来时幸好没有忘记

带钱，所以口袋里有十多万元跑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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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忘记”类动词又应该属于反叙实动词（counter-factive verbs）。

可见，同一个动词，在不同的句子中叙实性（factivity）发生了漂移（shift）的

现象。 

 

我们发现：“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reality）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如果宾语小句指谓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既成的状态等现实的

（realis）事态，那么“忘记”类动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如果宾语小句指谓

（应该但）尚未发生的事件、即将出现的状态等非现实的（irrealis）事态，那

么“忘记”类动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并且，宾语小句中有时会有时体标记等

形式手段来显示相关事态的现实性。例如： 

 

（3）a. 没算准的人，他不说了，他就忘了，他都忘了他算过这一卦。（《梁冬

对话王东岳》文字版）b.这老太太忘了自己手里正抱着一尊佛像呢，一松手，得给

打碎了。（自拟） 

（4）……忘记了应立足中国当代实践做原创性的社会学沉思。（孙立平《迈向实

践的社会学》） 

 

例（3a）中的表示经历体的助词“过”，例（3b）中表示进行体的副词“正”、

助词“着”和语气词“呢”，都是表示现实事态的显性标记，据此可以断定支配



这些宾语小句的“忘记”类动词表示叙实意义。例（4）的宾语小句中有表示道

义情态的助动词“应”，表示了非现实的事态，因此可以断定支配这类宾语小句

的“忘记”类动词表示反叙实意义。 

 

“忘记”类动词叙实性根据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而发生漂移的特点，是有相当的

词汇语义及其背后的概念结构基础的。抽象地看，“忘了、忘记”等表示不记得

（某事）、没有记住（某事）。具体地看，这种范围广泛的意义（semantic range，

义程）又可以根据这“某事”的实现与否，细分为下列两种突显的语义侧面

（semantic facets，义面）：1 

 

[1]不记得已经发生的某种事态，即某种已经发生的事态在记忆中没有印象；其

蕴涵的预设性意义是：某种事情已经发生，或者某种状态已经存在； 

 

[2]没有记住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或早先打算做的事情，即因为疏忽而没有做本来

应该或打算做的事情；其蕴涵的预设性意义是：某种事情没有发生。 

 

义项[1]决定了“忘记”类动词的叙实用法，也规定了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realis）；

义项[2]决定了“忘记”类动词的反叙实用法，也规定了其宾语小句的非现实性

（irrealis）。 



 

当“忘记”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以名词化形式出现时，这种名词化宾语所表示的事

态，依然有现实和非现实的差别。对于这种句子的宾语小句的现实性，需要借助

百科知识等背景信息才能确定。并且，只有先确定了宾语小句的现实性，才能进

一步确定“忘记”类动词的语义解释。而当“忘记”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以疑问形

式出现时，往往表示现实的事态；因此，这种“忘记”类动词具有叙实的语义功

能。 

 

在否定句中，“忘不了”以及受“不/没有/未”修饰的“忘记”类动词，都通常

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而受“不会/不能/不应当/不要/别”修饰的“忘记”类动

词，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是两可的；到底表示现实性事态、还是非现实性事态，

通常要由宾语小句中的标记性词语、上下文、甚至背景知识来决定。 

 

“忘记”类动词的宾语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这种名词性成分隐含了事件性意义。

并且，这种隐含了事件意义的宾语通常表示现实的事态。正是从表示现实事态的

宾语出现的广泛性上，我们可以断定：“忘记”类动词的无标记用法是表示叙实，

蕴涵其宾语所指为真，因而是叙实动词；而其有标记用法是表示反叙实，蕴涵其

宾语所指为假，因而是反叙实动词。 

 



“忘记”类动词的这种叙实性漂移，为其语义功能虚化开辟了道路。具体地说，

由于反叙实用法的“忘记”涉及两种心理空间：现实（没有实现）和虚拟（应该

实现）。一般地说，认识主体如果意识到某种事态应该实现（作为理想）却没有

实现（作为现实），很容易产生遗憾、后悔等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又将成为反

事实思维的推手，即激活人们去想象一种跟实际的现实情况不同的假设性事态；

2并且，顺势认定：如果实现这种事态就好了。在吴语的龙游话中，动词“忘记”

好像已经从反叙实意义顺势迈出了走向反事实标记的关键一步。例如强星娜

（2011）举出的例子： 

 

 

（5）忘记昨日你跟阿拉一起去罢 要是你昨天跟我们一起去就好了 

 

如果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来进行推演，那么例（ 5）在“忘记”虚化前

（pre-grammaticalization）的语义解读可能是：昨天你本来是应该跟我们一

起去的，但是你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这种负面情绪激发

了反事实思维：如果你昨天真的跟我们一起去了，那么就好了。这种反事实联想

解读推动了实义动词“忘记”逐步虚化，并且成为反事实的愿望标记，引导和标

记一个反事实小句，表示“如果……就好了”之类的虚拟性条件—结果意义。显



然，这个反事实小句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的愿望。因此，这种“忘记”是一种反

事实的愿望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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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第 1355 页，对动词“忘记”的释义。在这里，我们并不

严格区分“义面”与“义项”，也不区分“蕴涵”与“预设”。 

2. 关于负面情绪对于反事实思维的启动效应，详见袁毓林（2015）和袁毓林、张驰（2016）

及其所引用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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