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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学作品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认知隐喻探析

武  仲  波
(枣庄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山东 枣庄 277160)

[摘  要 ]  作为汉语别具特色的一种语言现象,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具有特殊的修辞功能和语用功能, 这一语言现象

的生成体现了人类的隐喻认知机制, 其特殊的修辞功能是量词的语义特征投射到名词认知域中产生的结果。汉语量词名词

超常搭配的认知隐喻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语言现象的幕后认知过程,为解释语言结构与人的认知方式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  认知隐喻;  相似性;  投射

[中图分类号 ]  H 1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10) 03- 0080- 04

  量词名词搭配是汉语乃至汉藏语系统中一个重要而鲜

明的特征,由于其语法形式较简单, 在形式语法占主导地位

时一直不被重视。近十年来,随着语义研究和认知理论的兴

起,量词独特的研究价值逐渐显现并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早期关于量词名词搭配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对量词的语

法研究上,如对量词的定类、命名、分类和修辞色彩的研究。

随着语义理论的兴起发展,人们开始关注量词与名词的组合

和搭配使用规律,对量词的修辞作用和各种搭配用例的总结

研究得到深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语义分析、认知解释等新的研

究理论和方法的兴起,人们开始把认知理论引入量词的研究

视野, 如石 毓 智 ( 2001 ) [ 1] , 马 玉 汴 ( 2005 ) [ 2] , 李 灿

( 2007) [ 3] ,宋建勇 ( 2006) [ 4]和周芍 ( 2006) [ 5]等人运用认知

语言学理论及语义学理论分析汉语量词及量词名词搭配问

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多关注的是常规的量词

名词搭配,没有对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给予足够重视; 更多

地分析了量词自身的修辞作用,没有分析搭配产生的认知机

制和修辞功能产生的内在动因。本文拟用认知隐喻理论对

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认知机制进行解构, 探讨这一语言

现象中量词与名词间的语义投射过程, 分析该语言现象的认

知语用效果。该研究解释了这一语言现象的幕后认知, 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语言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解释

语言结构与人们认知事物方式的特点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

视角。

一  汉语文学作品中的量词名词超常搭配

量词是汉语中独具特色的词类, 量词和名词的搭配受到

语义选择规律的限制,是约定俗成的。但有时处于艺术表达

或语用方面的需要, 在汉语文学作品中, 人们故意违反常规

将量词和名词搭配在一起,成为量词名词的超常搭配。这种

搭配符合语法要求, 但有意违反语义选择规律, 量词与名词

的字面意义属于不同的语义域, 产生一种怪异感, 但经过读

者的认知努力和推理分析, 最终能够发现该超常搭配的语用

意义和修辞效果。这种结构多为 /一 +量词 +名词0形式,

比如, /一弓新月0, /一朵青春0,也有少数属于其它形式, 如

/那圆古月0和 /三板轻船0等。依据量词的词性不同, 汉语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可以被分为以下两类:

(一 )常规量词的反常规使用产生的超常搭配

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 鲜红娇艳, 一朵花, 一朵青春,

每朵花都展开眉眼, 用笑脸迎着春天。 (杨朔 5三千里江

山6 )

一匹苍蝇飞到史循的鼻尖, 用它的舌头舔了很久,然后

举起它的两条后腿来慢慢地自相搓着。 (茅盾5追求6 )

秀竹, 莫名情丝牵引我肃然伫立, 一粒自豪又在心头复

苏 (简贞5武侯竹林赋6 )

人们通过身体体验形成了常规性和习惯性的对客观事

物进行衡量的语法结构, 用以对事物进行度量, 比如 /一辆

车0, /一座山0, /一本书0等, 但有时人们会故意违反常规的

搭配原则, 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 /朵0, /匹0和 /粒0都是常

规量词, 但被违反常规地用于修饰抽象事物 /青春 0, /苍蝇 0

和 /自豪0, 这种反常规的使用产生了新奇的效果。

(二 )从其它词类借用的量词产生的超常搭配

根据借用词的词性, 这种超常搭配中的量词可以被分成

以下三种:

1、名词性量词

一弓新月升起来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 在忽明忽暗



的梨树林里走着。 (彭荆风5驿路梨花6 )

一笛激励勇士前进的号角。 (徐志摩 5就是打破了头,

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6 )

一襟旧衣足堪挡风, 两眼酸涩犹可忍泪。 (张晓风 5一

路行去6 )

2、动词性量词

金殿玻帘间永画,一握清风, 暂喜怀中透。 (完颜璟 5蝶

恋花# 聚骨散6 )

风吹一捻柳腰轻,春柔力半胜,眉儿喜学远山青。 (陆文

夫5阮郎归# 舟中赋所见6 )

3、形容词性量词

一弯娇小流畅的眉, 贴在春天的前额。 (龙章辉 5豌

豆6 )

椰林深深院 深深 ) ) ) 一弯新月, 一 群欢笑, 一坛

酒. . . . . . (王尔碑5梦苏轼归来6 )

不同于第一类中的量词, 第二类超常搭配中的 /量词0

不是来自于量词这个词类,都是从别的词类中借用的临时性

量词,它们可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得来, 这些词只是临时性

地充当量词使用,脱离了具体的语境, 这些词的量词功能就

会丧失。

二  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认知隐喻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修辞性表达方

式,而且是建立在身体体验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认知模

式。隐喻涉及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认知域, 是从人们熟知

的、有形的、具体的始源域向陌生的、抽象的目标域的跨域投

射,是人们通过始源域理解目标域的一种思维方式。束定芳

指出,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语义冲突 (或被称为 /语义偏

离0 ), 运作的基本方式是两个认知域间的互动和投射, 投射

的基础是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是物

理相似性,也可以是心理相似性 [ 6]。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 意义表征是百

科知识性的,意义建构就是概念化 [ 7]。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规

则可通过人类的认知机制投射到语言中, 词语激活的是与之

相关的百科知识集合 [ 8]。因此, 在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

中,名词自身可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认知域, 量词自身也会

构成一个认知域,通过量词与名词的超常搭配, 名词的内容

丰富的认知域中的某一侧面得到突显。

(一 )搭配中量词及名词的语义冲突

现代汉语中量词的设立是汉民族认知上的范畴化的反

映,量词与名词的搭配不是随意的, 搭配要受到语义选择原

则的支配,比如, 我们可以说 /一滴水0, /一辆车0是常规的

量词名词搭配,但 /一滴车0, /一辆水0这样的表达就让人难

以接受。

语义冲突指搭配中的量词和名词的语义分别预设不同

的语义域,两个词的语义不相容的现象。语义冲突是隐喻性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这种搭配中,常规量

词搭配的不再是它们惯常的那些名词, 如量词 /匹0在汉语

中常和 /马0, /骆驼0等动物一起使用, 但有时为了产生特殊

的表达效果, 在特殊的研究条件下, 作者创作了 /一匹苍

蝇0, /一匹妻子0等超常搭配。用来表示苍蝇的凶猛或妻子

的暴躁和气势汹汹, 其它的常规量词的超常搭配如 /一粒自

豪0, /一朵青春0等。除了常规量词的非常规使用会产生语

义冲突外, 临时性量词同名词的搭配也同样产生语义冲突,

比如 /一豆灯0这个表达, /豆0本来属于名词, 但却和名词

/灯0在一起搭配, 使人产生新鲜特别的感觉。

/湖心亭上那一饼子黑影0。 (徐志摩 5/浓得化不

开0 6 )

在上例中, 饼子指称一种食物, 但在搭配中和名词 /黑

影0并置,使两个客观世界中没有关联的事物被搭配在一起,

产生了语义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的语义冲突不会影

响搭配的真实意义的产生, 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 经过认知

努力和认知推理, 读者最终能够发现搭配的生成依据,并能

够获取表达的真实意义。

(二 )两个认知域间的相似性分析: 物理相似性及心理

相似性

上面提到, 隐喻表达首先会产生一种语义冲突, 而语义

冲突的消解有赖于读者对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的锁定。

施喻者根据自己对目标域的认识或为了反映目标域的某一

特征或特性, 寻找与之具有相应特征或特性的始源域,最终

将始源域投射到目标域之上。两个域之间的相应特征或特

性其实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9]。隐喻投射的基础是两认

知域间存在的相似性。隐喻的相似性可分为物理相似性和

心理相似性, 物理相似性基于视、嗅、听、味和触等感官所获

得的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似性; 而心理相似性是施喻者主观想

象和理性思维的结果。

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是一种特殊的隐喻表达,量词与

名词分别是这种隐喻表达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始源域中量词

语义域的一些语义特征会被投射到目标域中去,而投射的基

础是两域的相似性。笔者将汉语中隐喻性量词名词超常搭

配根据相似性的不同分为依据物理相似性产生的量词名词

超常搭配和依据心理相似性产生的量词名词超常搭配。

基于物理相似性产生的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他俨然

眼前绽了一豆灯。 (何立伟5一夕之逝6 )

五更的梆鼓响了 ,一眉新月从东天升起。 (凌力5星星

草6 )

一轮明月林梢挂 (张抡5踏莎行6 )

从收集到的语料来看, 建立在物理相似性基础上的汉语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中的量词多是从其它词类中借用的临时

量词。如上面例子中的 /豆、眉、轮0都是名词, 这些名词指

称的都是可见可触的具体事物,都有清晰的外形。当这些临

时量词和所修饰的名词并置在一个语言表达中时,人们能够

通过感官发现量词与名词指称的事物在外形上的相似性。

外形上的相似性被锁定之后, 量词指称的事物具有的典型外

形特征被顺利投射到名词指称的事物上,结果使名词所在的

认知域中的外形侧面得到突显,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基于心理相似性产生的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

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 鲜红娇艳, 一朵花, 一朵青春,

每朵花都展开眉眼, 用笑脸迎着春天。 (杨朔 5三千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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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6 )

一匹苍蝇飞到史循的鼻尖, 用它的舌头舔了很久, 然后

举起它的两条后腿来慢慢地自相搓着。 (茅盾5追求6 )

心理相似性说到底是施喻者主观创造的相似性 , /隐喻

通过创造相似性,为人们提供看待某一事物的新视角。0 [ 10]

但这种心理相似性不是容易创造的, 任何成功的隐喻都有内

在的逻辑关联性。从收集到的语料来看, 这类隐喻性超常搭

配中的量词多为常规量词,但不是和它们惯常修饰的名词搭

配在一起,而是被违反常规地用在了超常搭配中。常规量词

的语义主要是从惯常修饰的名词那里获得的, 量词与名词的

惯常搭配使这些典型名词的共享语义特征流向量词的语义

域中。通过超常搭配,施喻者创造性地构建了常规量词与名

词之间的相似性。比如,在 /一朵青春0这个表达中, 我们通

过视、嗅、听、味和触等感官不能发现 /朵0这一量词所表示

的语义与抽象事物 /青春 0有何相似性。但 /朵 0常与花朵,

白云等美好事物搭配,长期的搭配使这些美好事物的语义特

征流入到量词中, /朵0具有了美好、漂亮的语义特征。通过

量词的嫁接,青春和花朵建立起了相似性。同样, 在超常搭

配 /一匹苍蝇0中,量词 /匹 0激起我们头脑中关于强壮的动

物的形象,当和名词 /苍蝇0搭配在一起后,就突出表现了苍

蝇凶狠迅猛的形象特征。

(三 )搭配中量词与名词间的跨域投射

在隐喻性的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中, 量词涉及的语义

域是始源域,而名词相关的语义域是目标域, 量词的语义特

征投射到了名词的语义域。由于汉语中量词名词的超常搭

配可以依据量词词性不同分为两类, 因此, 具体的投射分析

也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常规量词向名词中心语的语义投射。汉语中常规量

词和名词的惯常搭配,使与之搭配的原型名词的部分共享语

义特征流向量词的语义域中,量词便获得了与之搭配的原型

名词的部分语义特征。通过超常搭配, 常规量词又把它们惯

常修饰的原型名词的共享语义特征投射到超常搭配中与之

搭配的其它名词的语义域中,结果使名词中心语的认知域中

具有了新的语义特征。其投射过程如下图所示:

给你一朵微笑的温暖, 你会不会把结冰的心事解冻, 让

它们在太阳底下奔流? 让清风将它带上蓝天, 绽放成一道虹

的炫丽。 ( QQ论坛网站5给你一朵微笑6 )

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 鲜红娇艳, 一朵花, 一朵青春,

每朵花都展开眉眼, 用笑脸迎着春天。 (杨朔 5三千里江

山6 )

量词 /朵0常和花儿或白云等指代漂亮美好事物的词语

搭配,这种常规搭配使得白云和花儿等词语的共享语义特征

流向量词 /朵0的语义域中,从而使该量词也具有了 /漂亮 0,

/甜美0等语义特征。当量词 /朵0被用来修饰 /青春 0和 /微

笑0时, 量词 /朵0成为隐喻中的一个始源域, 该始源域的语

义特征被投射到 /青春 0和 /微笑0的语义域中去, 使名词中

心语具有了花儿或白云等事物的特征, 结果原本抽象而又不

可捉摸的词语变得生动形象, 栩栩如生,触手可及。

2、临时量词向名词中心语的语义投射。名词、动词和形

容词都有被充当临时量词的情况, 在临时充当量词之后, 这

些临时量词自身的丰富语义特征仍然存在于认知域中。经

过量词与名词的互动, 量词的某些语义特征被投射到名词的

语义域中, 结果使名词认知域中的某些侧面得到突显,至于

哪一侧面被突显, 则还要依赖于搭配中量词与名词的互动过

程。比如, 名词 /豆 0可激活人们头脑中有关该事物的一切

百科知识, 但在超常搭配 /一豆灯0中,事物 /豆0和 /灯0被放

在一起, 人们会付出认知努力搜寻客观世界中两事物的相似

性, 最终,人们会发现两事物在外形上的相似性。临时量词

语义域中关于 /豆0的外形特征被投射到 /灯0的认知域中,

使 /灯0获得了 /豆0一样的外形特征, 突出表现了灯光的微

弱, 从而使名词中心语的外形特征得到突显。

三  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修辞功能分析

在汉语量词名词搭配中, 量词表示度量的本职功能被弱

化, 其主要功能转变为描写和修饰。经过分析, 汉语量词名

词超常搭配的主要功能是: 为具体名词提供详细精确、具体

细致的描述; 以及为抽象名词提供具体生动的意象, 使其具

体化、具象化,起到化虚为实的效果。

(一 )使对具体事物的描述更加详细、细化

为了突出名词中心语的某一部分特征,施喻者借用其它

词类作为量词, 对具体名词进行修饰, 这些临时量词的主要

功能就是为了突显和强调具体名词的某一方面特征,如:

他俨然眼前绽了一豆灯。 (何立伟5一夕之逝6 )

时泛扁舟一叶, 啸傲水云乡。 (李光5水调歌头6 )

在上面的表达中, 通过将 /豆0和 /灯0并置, 使 /灯0具有

了 /豆0的外形特征; /叶0与 /扁舟0的并置,使小舟具有了叶

子一样的形状, 两个名词中心语的外形特征也在表达中得到

了突显和强调。

(二 )使抽象名词变得实体化、具体化

在汉语中,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可以使抽象名词变得形象

生动, 使语言更具形象性。如:

吸收我的这一幅和谐, 乃是天与地无心地苍茫着。 (简

贞5布衣老人6 )

秀竹, 莫名情丝牵引我肃然伫立, 一粒自豪又在心头复

苏 (简贞5武侯竹林赋6 )

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 鲜红娇艳, 一朵花, 一朵青春,

每朵花都展开眉眼, 用脸迎着春天。 (杨朔5三千里江山6 )

上面这些例子中的名词中心语都是抽象名词,但被放在

量词名词超常搭配中后, 量词具有的语义特征被投射到名词

语义域中, 抽象名词就具有了这些量词惯常修饰的典型名词

的共享特征, 获得了这些特征属性的抽象名词也在我们头脑

中变得形象而生动, 栩栩如生。

认知语言学拒绝区分直义性语言和修辞性语言,认为所

有语言都是人们认知方式的体现,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对

汉语量词名词超常搭配的研究是有必要而且有意义的。汉

语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隐喻性量词名词超常搭配,这种搭

配的名词与量词的表面上存在语义冲突,但两者语义域在某

些领域具有相似性, 使得量词语义投射到了名词的语义中

去, 语义投射使得名词所指称事物的某些层面得到突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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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语言现象产生的认知机制, 为解释

语言结构与人们认知事物方式的特点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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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 to ric functions as w ell as pragm atic charac teristics. Th is lingu istic structure reveals ourm etapho ric cognitivem echan ism, its appea-l

ing rhetor ic fun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them apping process from the cogn itive dom a in o f c lassifier to that of noun. The cogn itive research

on Ch inese C lass ifier- Noun Anom a lous Co llocation m 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 ly ing cogn itive process o f th is lin-

gu istic structure, and hence prov 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 r the exp lanations of the re la tionsh ip betw een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hum an

cogn 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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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h inese literature and w riting investigation for the early 50s to the early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LIU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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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y 50s to the early 80s in the last century, is thew orsh ip tim es o fCh inese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all the

people worsh ip the L ite rature; on the o ther hand, m any w orshiped literary w orks cam e ou t. A t the tim e, both read ing and w riting are

po litic ized . H ow ever, the lite rary wo rks o f that tim e w ere beyond the po litics w ith m ore cultura l s ignificance; at tha t time, litera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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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to the class strugg le, bu t beyond the class strugg le;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noth ing to dow ith po litics, but is no t re lated on ly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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