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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句”并非无条件

迟文敬

(辽宁师范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ꎬ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８１)

[摘　 要]语言学界在给条件复句建构体系时为“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句式建了个称谓上自相

矛盾的“无条件句”小类ꎮ 着眼句义ꎬ“无条件句”其实既不表“无条件”ꎬ也不表通行阐释的所谓“排
除条件”ꎬ而实表复合任指ꎻ着眼逻辑性质ꎬ它或表充分条件复句ꎬ或表充要条件复句ꎮ
[关键词]无条件句ꎻ复合任指ꎻ充分条件复句ꎻ充要条件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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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件复句的认识ꎬ语法学界虽分歧较大ꎬ但多数教科书或论著却都为“不管(不论、无论 Ａꎬ都 Ｂ)”句式

建了个所谓“无条件句”小类ꎮ 如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 [１]中称“不论 Ａꎬ都 Ｂ”为“无条件句”ꎻ如王维贤等

在«现代汉语复句新解» [２]中把条件复句先二分出“必要条件复句———只有 Ａꎬ才 Ｂ”和“充分条件复句”两类ꎬ
“充分条件复句”再二分出“典型充分条件复句———只要 Ａꎬ就 Ｂ”和“无条件句———不管 Ａꎬ都 Ｂ”两种ꎬ把“无
条件句”定性为是表充分条件复句下位的一个小类ꎻ如黄伯荣、廖序东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 [３] 中把条件复

句先二分出“有条件”和“无条件”两类ꎬ“有条件”再二分出“充分条件———只要 Ａꎬ就 Ｂ”和“必要条件———只

有 Ａꎬ才 Ｂ”两种ꎬ“无条件”下辖“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一种ꎮ 从黎锦熙到王维贤再到黄伯荣、廖序东等ꎬ
虽都把“无条件句”归到条件复句类下并算作是其中的一种ꎬ但在对“无条件句”含义的阐释和类属定位等问

题上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ꎬ这给我们提出了需搞清“无条件句”究竟在表什么条件、到底该怎样称谓、该怎样

定位它在条件复句体系中的类属等问题ꎮ
一、“无条件句”的流行释义

“无”在汉语里有多个义项ꎬ其中之一跟“有”相对ꎬ表示“没有”ꎬ比如:“无风”表“没有风”ꎬ“无条件”表
“没有条件”ꎮ 作为科学术语ꎬ既然“无条件句”表的是“没有条件”的句子ꎬ可还把其归到“条件复句”类下ꎬ这
等于说“无条件句”属于“有条件”的句子ꎬ这显然是名实相左的自相矛盾ꎮ

对如此刺眼的逻辑矛盾ꎬ有人可能会作出别样阐释ꎬ即这里的“无条件句”并不是表没有条件的意思ꎬ而
是对“无论什么条件”这个短语的缩略ꎮ 若果真如此ꎬ那当然要比解释成表“没有条件”要好出很多ꎮ 可遍查

相关资料ꎬ我们都没能找到这种缩略表达方式和相关理据ꎬ因为在汉语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把在连词“无论”中
的语素级单位“无”拆分出来直接跟词语级单位“条件”组合起来表达“无论什么条件”的缩略机制ꎮ

“无条件”并不是“无论什么条件”的缩略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ꎬ这就是黄伯荣、廖序东在其主编的«现代

汉语» [３]中把条件复句先二分出“有条件”和“无条件”两类名称的称谓ꎬ这里的“无条件”显然是跟“有条件”
对应的概念ꎬ是在表数量上“有”和“无”的对立ꎬ其“无条件”的含义当然也不可能是表“无论什么条件”的紧

缩ꎬ而是非常明确地跟“有条件”对应表“没有条件”的意思ꎮ 而更令人费解的是ꎬ该书在其后对“无条件”追
加的解释中作出这样的表述:“偏句表示排除一切条件”ꎮ 这个对“无条件”追加的解释表明ꎬ该“无条件”不
仅不是“无论什么条件”的紧缩ꎬ又另被明确赋予了“表示排除一切条件”的含义ꎮ 于是ꎬ“无条件”在该书中

就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第一次划分中ꎬ即为条件复句设立“有条件”、“无条件”两类并立时ꎬ“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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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赋予的是“没有条件”的含义ꎻ而在其后追加的解释中又称“无条件”是“偏句表示排除一切条件”时ꎬ
“无条件”又被明确地赋予了“排除一切条件”的含义ꎮ

总之ꎬ该书在对“无条件”所作的释义和分类都不认为“无条件”是在表“无论什么条件”ꎮ 既然相关论著

并不认可“无条件”是在表“无论什么条件”ꎬ再加上把“无条件”解释成是在表“无论什么条件”的紧缩也确实

不符合汉语的缩略机制ꎬ这样一来ꎬ称“无条件”是表“无论什么条件”的意思就应该从可能性中排除出去ꎮ
二、“无条件句”的实际所表

接下来需要聚焦讨论的是ꎬ“无条件”句果真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 [３] 中所言是在表“排除

一切条件”吗? 查«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１６ 版)ꎬ该书解释“排除”:表“除掉ꎻ消除”ꎮ 按“排除”本义ꎬ“排除一切

条件”就是“除掉或消除一切条件”ꎬ可“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句式难道真的是在表“除掉”或“消除”Ａ 分

句所表的一切条件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ꎬ不妨先看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 [３] 中所举的含“不管

(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两个条件复句用例:
①不管谁来(Ａ)ꎬ他都要按制度办事(Ｂ)ꎮ
②无论什么时候到站(Ａ)ꎬ都有人热情接待(Ｂ)ꎮ
以上两个含“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条件复句都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ꎬ从句义视角看ꎬ它们其实都既

不表所谓的“没有条件”ꎬ也不表所谓“除掉一切条件”或“消除一切条件”ꎬ而是在表 Ａ 分句任指所辖分条件

都跟表结果的 Ｂ 分句构成一定的条件联系ꎬ即任指 Ａ 分句中任一分条件的存在ꎬ结果分句 Ｂ 都存在ꎻ若从逻

辑性质视角仔细探究ꎬ在 Ａ 分句所含多个分条件中如果任意提取其中任一分条件ꎬ它们都分别跟表结果的 Ｂ
分句或构成充分条件关系复句ꎬ或构成充要条件关系复句ꎮ 这才是这个所谓的“无条件句”的实际所表ꎮ

对比其他各种基本句式的条件复句ꎬ不管是充分条件复句的基本句式ꎬ还是必要条件复句的基本句式ꎬ还
是充要条件复句的基本句式ꎬ它们共有的结构特点都是一 Ａ 一 Ｂ 式ꎮ 如充分条件复句的基本句式是“只要

Ａꎬ就 Ｂ”ꎬ像“只要得了阑尾炎(Ａ)ꎬ肚子就会疼(Ｂ)”就是典型例句ꎮ 该条件复句的逻辑性质是 Ａ 真 Ｂ 必真ꎬ
Ａ 假 Ｂ 可真可假ꎮ 又如必要条件复句的基本句式是“只有 Ａꎬ才 Ｂ”ꎬ像“只有努力学习(Ａ)ꎬ才会取得好成绩

(Ｂ)”就是典型例句ꎮ 该条件复句的逻辑性质是 Ａ 假 Ｂ 必假ꎬＡ 真 Ｂ 可真可假ꎮ 再如充要条件复句的基本句

式是“只要且只有 Ａꎬ则 Ｂ”ꎬ像“只要且只有三角形等边(Ａ)ꎬ该三角形等角(Ｂ)”就是典型例句ꎬ该条件复句

的逻辑性质是 Ａ 真 Ｂ 必真ꎬＡ 假 Ｂ 必假ꎮ 这些例句都属一 Ａ 一 Ｂ 式基本条件复句ꎮ 检验这些条件复句的逻

辑性质时ꎬＡ 分句中的条件项形式单一表意确切ꎬ无需做出条件项的再分解ꎮ 跟这些基本条件复句不同的是ꎬ
例①和例②中的这两个“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句式中的 Ａ 分句因分别含有代词性词语“谁”和“什么时

候”等这样一些在数量上表意不确定ꎬ所表条件项又都是复合的ꎬ故在检验该句式条件的逻辑性质时ꎬ就需把

Ａ 分句中的代词或代词性词语按所含复合条件转换成等义的具有多个分条件的变式句ꎬ然后再根据连接词

“不管(不论、无论)”等所表的任指义抽取出二者组合的与基本句式等义的变式句结构ꎬ之后才可进行条件性

质的比对验证ꎮ
先来验证例①ꎮ 根据前述原理ꎬ我们可把例①“不管谁来(Ａ)ꎬ他都要按制度办事(Ｂ)”这个原句式ꎬ先按

Ａ 分句中代词“谁”所表多对象义和连接词“不管”所表任指义进行组配ꎬ转换成等义的变式句ꎬ即“不管是张

三来(Ａ１)ꎬ还是李四来(Ａ２)ꎬ还是王五来(Ａ３)ꎬ还是其他人来(Ａｎ)ꎬ他都要按制度办事(Ｂ)ꎮ”然后抽取出该

变式句结构ꎬ像例①这种难以直观检验条件逻辑性质的“不管 Ａꎬ都 Ｂ”句式ꎬ就可抽取出与原句式等义且可供

操作验证的变式句结构ꎬ即“不管是 Ａ１ꎬ还是 Ａ２ꎬ还是 Ａ３ꎬ还是 Ａｎꎬ都 Ｂ”ꎮ 尔后任意提取 Ａ 分句中任一分条

件跟 Ｂ 分句进行逻辑性质比对:如 Ａ１ 为真ꎬ即“张三来”为真ꎬ那么 Ｂ 为真ꎬ即“他要按制度办事”就为真ꎻ而
Ａ１ 为假ꎬ即“张三来”为假ꎬ就是张三没有来ꎬ那么“他要按制度办事”则可真可假ꎬ即别的人来了他要按制度

办事就可为真ꎬ而如果别的人都没来他要按制度办事因无法实现就为假ꎬ即 Ａ１ 为假时 Ｂ 可真可假ꎮ Ａ２、Ａ３、
Ａｎ 跟 Ｂ 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及逻辑性质以此类推ꎮ 由 Ａ１ 与 Ｂ 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及逻辑性质的比对验证

结果可知ꎬ像例①这种所谓的“无条件句”实际上跟“只要得了阑尾炎(Ａ)ꎬ肚子就会疼(Ｂ)”这种典型充分条

件复句的逻辑性质完全相同ꎬ即都是 Ａ 真 Ｂ 必真、Ａ 假 Ｂ 可真可假ꎬ差别仅在于“只要得了阑尾炎(Ａ)ꎬ肚子

就会疼(Ｂ)”中的 Ａ 分句属无需作出再分解就可进行验证操作的单一条件典型式ꎬ而“不管谁来(Ａ)ꎬ他都要

按制度办事(Ｂ)”中的 Ａ 分句则属需分解出多个分条件后才能进行逻辑性质比对验证的复合条件任指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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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验证例②ꎮ 根据前述原理ꎬ我们可把例②“无论什么时候到站(Ａ)ꎬ都有人热情接待(Ｂ)”这个

原句式先按 Ａ 分句中的代词性词语“什么时候”所含多个时间点义和连接词“无论”所表任指义进行组配ꎬ转
换成等义的变式句ꎬ即“无论是上午到站(Ａ１)ꎬ还是中午到站(Ａ２)ꎬ还是下午到站(Ａ３)ꎬ还是别的时间到站

(Ａｎ)ꎬ都有人热情接待(Ｂ)ꎮ”然后ꎬ再抽取出该变式句结构ꎬ像例②这种难以直观检验条件逻辑性质的“无论

Ａꎬ都 Ｂ”句式ꎬ就可抽取出与原句式等义且可供操作验证的变式句结构ꎬ即“无论是 Ａ１ꎬ还是 Ａ２ꎬ还是 Ａ３ꎬ还
是 Ａｎꎬ都 Ｂꎮ”尔后任意提取 Ａ 分句中任一分条件跟 Ｂ 分句进行逻辑性质比对:如 Ａ１ 为真ꎬ即“上午到站”为
真ꎬ那么 Ｂ 为真ꎬ即“有人热情接待”为真ꎻ而 Ａ１ 为假ꎬ即“上午到站”为假ꎬ就是上午没有人到站ꎬ那么“有人

热情接待”的接待者会因客人未到而无法实现热情接待ꎬ即 Ｂ 为假ꎮ Ａ２、Ａ３、Ａｎ 跟 Ｂ 之间的真假关系及逻辑

性质以此类推ꎮ 由 Ａ１ 与 Ｂ 之间的真假关系及逻辑性质的验证结果可知ꎬ像例②这种所谓的“无条件句”实际

上跟“只要且只有三角形等边(Ａ)ꎬ该三角形等角(Ｂ)”这种典型充要条件复句的逻辑性质完全相同ꎬ即都是

Ａ 真 Ｂ 必真ꎬＡ 假 Ｂ 必假的充要条件复句ꎬ差别仅在于“只要且只有三角形等边(Ａ)ꎬ该三角形等角(Ｂ)”中的

Ａ 分句属无需再分解就可进行验证操作的单一条件典型式ꎬ而“无论什么时候到站(Ａ)ꎬ都有人热情接待

(Ｂ)”中的 Ａ 分句则属需分解出多个分条件后方可进行逻辑性质比对验证的复合条件任指式ꎮ
三、名称与类属

以上从句义到逻辑性质的考察充分证明:称“无条件句”表“无条件”ꎬ显然与它实表复合任指义南辕北

辙ꎻ把称“无条件”的句子归在“条件复句”类下ꎬ因自相矛盾也不能自圆其说ꎻ称“无条件句”表“排除一切条

件”ꎬ也因与其或实表充分条件复句、或实表充要条件复句名实不符也不贴切ꎮ 所以ꎬ“无条件句”这个称谓没

有理由继续沿用下去ꎮ 为使名称与实际所表名实相符ꎬ从句义视角可把“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句式称为

“复合任指条件复句”ꎻ从逻辑性质视角可按其实际所表分别称为“充分条件复句” “充要条件复句”ꎻ从句义

与逻辑性质结合视角还可分别称为“复合任指充分条件复句”“复合任指充要条件复句”ꎮ 在类属关系上ꎬ因
该句式没有资质跟“有条件”并立成为“条件复句”的直接下属ꎬ故应根据其实表功能分别直接划归到“充分条

件复句”“充要条件复句”两个小类中ꎮ 若考虑该句式跟基本条件复句在表义和结构上有所区别ꎬ还可在“充
分条件复句”属下二分出“典型充分条件复句”———“只要 Ａꎬ就 Ｂ”和“复合任指充分条件复句”———“不管

(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甲]”两个小类ꎻ在“充要条件复句”属下可二分出“典型充要条件复句”———“只要且只

有 Ａꎬ则 Ｂ”和“复合任指充要条件复句”———“不管(不论、无论)Ａꎬ都 Ｂ[乙]”两个小类ꎮ “不管(不论、无论)
Ａꎬ都 Ｂ”句式需二分出甲、乙两种ꎬ是因为这同一句式具有或实表充分条件复句[甲]或实表充要条件复句

[乙]两种功能ꎬ如不作出甲、乙二分ꎬ恐难区别它的实际所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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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ｃ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ꎬ” ｎ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ꎻ ｉ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ｉ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ꎬ ｏｒ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ꎻ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ꎻ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ꎻ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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