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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量关系“ Mi 的 M2倍 ”这种格式，其中“ M”表示数词，例如“ 三的五倍” “ 十一的十一 

倍 ” 等这类结构，使用“ 的” 字结构的偏正结构去描写，但与其相关或者相对的别的数量关系， 

却有的可以用这种偏正结构去描写，有的不可以用。文章通过对“ Mi 的 M2倍”这种格式的形 

式分析，并运用隐喻、整合度的认知语言学概念，去探求这种偏正结构表达式的特殊性，同时 

也尝试探求这种数量关系用偏正结构表达背后所隐藏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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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 认 知 的 角 度 去 分 析 一 些 特 定 的 短 语 结 构  

已 不 是 什 么 新 鲜 事 。前 贤 们 从 “概 念 隐 喻 ”“概 念  

整 合 ”“范 畴 化 ”等 认 知 理 论 对 各 种 格 式 的 短 语 进  

行 分 析 ，如 “又 A 又 B”“连 V 1带 V2”等 。而 本 文  

所 要 分 析 研 究 的 对 象 是 “M1 的 M2倍 ” 这 种 格  

式 ，其中野M ”表 示 数 词 ，例 如 “三 的 五 倍 ” “十 一  

的 十 一 倍 ”等 这 类 结 构 。虽 然 这 种 结 构 没 有 引 起  

前 贤 们 的 足 够 关 注 ，但 笔 者 认 为 “M1 的 M2倍 ” 

这 种 偏 正 结 构 有 一 定 的 特 殊 性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为 什 么 这 种 偏 正 构 造 可 以 用 来 表 示 “M1 的 M2 

倍 ” 其 内 在 的 数 量 运 算 关 系 ？ 需 要 符 合 哪 些 条  

件 ？本 文 将 尝 试 从 概 念 隐 喻 、概 念 整 合 等 理 论 着  

手 加 以 分 析 。

1 “M i的 1^2倍”的形式考察

1.1 “倍”的性质

根 据 《汉 语 大 字 典 》[11对 于 “倍 ”的 解 释 来 看 ， 

大致可分为三类词性院

1.1 . 1 动 词 。首 先 “倍 ”通 “背 ”，有 背 叛 、违  

背 、背 诵 等 “背 ”的 字 义 。 如 《左 传 • 韶 公 二 十 六  

年 》院野倍奸齐盟”，孔颖达疏院野倍，即 背 也 ”;其次  

是 动 词 ，增 加 、加 添 之 意 。如 《左传•僖公三十年》: 

“焉 用 亡 郑 以 倍 邻 ”，杜预注院野倍，益 也 ”。 “倍 ”作  

动 词 的 用 法 在 现 代 汉 语 已 经 基 本 不 用 了 。

1.1.2 副 词 。修 饰 动 词 ，越 发 、更 加 的 意 思 。 

如 在 “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 ”中做畐U词 修 饰 动 词 “思 ”， 

还 有 在 “倍 儿 爽 ”“倍 儿 精 神 ”等 修 饰 形 容 词 。 显 

然 ，“M1 的 M2倍 ”中 不 存 在 能 让 副 词 “倍 ”修 饰 的  

部 分 ，因 此 “倍 ”在 此 结 构 中 不 可 能 是 作 为 副 词 使  

用 的 。

1.1.3 量 词 。跟 在 数 词 之 后 的 粘 着 词 0 ，如 《过  

秦 论 》中 “尝 以 十 倍 之 地 ，百 万 之 师 ，叩 关 而 攻  

秦 ”，“倍 ”就 表 示 量 词 ，即 表 示 某 数 成 几 倍 增 加 。 

凭 借 “M2”的 数 词 词 性 ，也 可 以 判 断 出 “倍 ”的 量 词  

词 性 。刘 立 根 据 何 杰 的 《现 代 汉 语 量 词 研 究 》和张  

斌 的 《新 编 现 代 汉 语 》把 量 词 分 为 六 大 类 [31院“名 量

收稿日期=2016-12-29
作者简介:谢文杰(1992-)，男，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

103



词、动量词、时量词、倍率量词、兼职量词、复合量 

词”。而“Mi 的 M2倍”中的“倍”是就是属于“倍率 

量词”。

1.2 “ ]\11的 ]\12倍”的句法功能

“M 1的 M 2倍”格式嵌人句后主要充当以下 

成分：

1.2.1 充 当 主 语 ：

例 a.瞄 一 眼 ，回 复 :2 的 2 倍 是 八 ！

例 b.“十 的 二 倍 是 多 少 ？ ”“二 —— 十 ”父亲听  

了 突 然 转 笑 为 哭 ，是 欢 喜 的 哭 。

例 c.要 不 是 妖 魔 的 化 身 ，又 岂 会 懂 得 二 的 一  

倍 就 是 四 ，四 的 一 倍 就 是 八 ？

1.2.2 充 当 宾 语

例 a.这 一 天 最 受 欢 迎 的 是 当 年 满 1 2岁的男 

孩 ，12是 6 的 两 倍 ，可 称 六 六 顺 。

例 b.我 想 了 想 ，回 答 他 ：野那 就 说 是 0.5的 2 
倍 ，2 的 二 分 之 一 。”

例 c.为 达 到 以 上 平 衡 ，从 表 责知 ，溶 液 p H 为 

8.21的 35倍 浓 透 析 液 。

1.2.3 整 体 作 为 数 词 跟 量 词 搭 配  

例 a .据 说 整 个 宇 宙 的 星 星 总 共 有 一 千 亿 的  

一 千 亿 倍 颗 ，但 我 所 能 够 看 到 的 最 漂 亮 的 星 星 ， 

就 是 这 一 刻 ，停 留 在 我 的 天 花 板 上 的 星 星 。

例 b.下 周 就 是 7 的 2 倍 周 期 第 1 4 周 ，江恩  

时 间 定 理 已 到 了 极 限 之 顶 端 。从 历 史 角 度 看 ，应 

该 是 回 转 向 上 周 期 已 经 不 容 怀 疑 。

可以看出，“Mi 的 M2倍”作为一个“类固定短 

语，，即结构模式比较固定、短语意义比较单一， 

同时句法功能也相对单调。在统计的近100条有 

效语料中，作为含有“是”“为”这类判断句的主语 

或者宾语占到90%以上，而把短语整体当中一个 

数词来与量词合成数量词则占很小的比例。

1.3 的 M2倍”与偏正结构 

1.3.1 “M，的 M2倍 ”可 以 看 成 一 个 “数 词 +

的 +数 量 词 ”的 偏 正 结 构 ，但 “M1的 M2倍 ”这 种 数

量 运 算 性 的 偏 正 结 构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特 殊 性 -----

中 心 语 的 隐 藏 性 。

以“三的五倍”为例：

a1.这 是 我 们 的 家 -这 是 我 们 -这 是 家

a2.这 是 三 的 五 倍 -这 是 三 -这 是 五 倍 ？

b1.计 算 火 箭 的 速 度 -计 算 火 箭 -计 算 速 度  

b2.计 算 三 的 五 倍 -计 算 三 -计 算 五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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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增 加 合 格 的 防 腐 剂 -增 加 合 格 -增加防腐剂  

c2.增 加 三 的 五 倍 -增 加 三 -增 加 五 倍 ？

朱德熙曾说“谓语动词会对偏正结构的中心 

词会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在“三的五倍”前面加 

上一些非判断句的谓语成份，能够看出a1、b 1和 

c 1 中的谓语动词的语义指向基本上还是指向了 

中心语，而 a2、b 2和 c 2 中的谓语动词既不是直 

接指向“的”前面的数词M ，也不能指向“的”后面 

的 M2。由此可见，“M1的 M2倍”这个结构内部有 

着很强的关联性，其核心即不像是“Mr ，也不是 

像“M2倍”。但是，从短语整体进行分析，“M1的 

M2倍”这类结构一般充当主语和宾语，是名词性 

词组。根据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论”[5]，人们 

是根据偏正结构的整体功能跟其直接组成成分 

功能的异同来决定中心语所在的。也就是说，偏 

正结构的整体功能必须和它中心语的功能相同。 

而位于中心语位置的数量词“M2倍”也是名词性 

成份，看以下几例：

a. 年 关 临 近 ，茅 台 酒 继 续 涨 价 ，5 3度 飞 天 茅  

台 酒 在 上 海 很 多 门 店 的 售 价 已 经 高 达 每 瓶 2000 
元 ，几 乎 是 厂 家 零 售 指 导 价 1099元 的 两 倍 ，茅台 

酒 厂 的 “限 价 令 ”已 是 “传 说 ”。

b. 0 时 1 分 ，支 付 宝 付 款 笔 数 瞬 间 超 过 5 .5万 

笔 ，是 前 一 分 钟 的 10倍 。

c. 这 就 差 不 多 了 价 格 是 普 通 一 杯 的 7 倍 。 

朱德熙对于名词的语法特点解释是：“可以

受数量词修饰;不受副词修饰”。通过例子可以看 

出“M2倍”是可以受数量词的修饰(1099元的两 

倍、前一分钟的10倍），同时也不受副词修饰(* 
很十倍、* 早三倍、* 不七倍），可以看出“M2倍”是 

名词性成分，与“M1的 M2倍”这个偏正结构的整 

体功能一致，同时也处于中心语的位置上，所以 

偏正结构“M1的 M2倍”的中心语应该是“M2倍”。

1.3.2 根 据 朱 德 熙 对 偏 正 结 构 的 分 类 来 看 ，

“三 的 五 倍 ” 这 种 偏 正 结 构 还 存 在 别 的 特 殊

性 ---- 修 饰 关 系 的 不 确 定 性

从形式上看，在这个结构中数词做修饰语， 

用来修饰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但是这种修饰又是 

怎样一种“修饰”呢？我们知道数词一般和量词组 

合在一起才能起到修饰名词的作用，而且一般不 

带“的”，如“五张纸”“两本书”。数词一般情况下 

无法单独修饰名词。但有一些特例，如“杭州八 

景”“江南七怪”等这样的古代汉语用法。首先我



们 可 以 把 “M i 的 吣 倍 ”格 式 单 纯 看 作 修 饰 语 表 示  

数 量 ，比 如 “三 的 五 倍 ”，“三 ”就 是 对 “五 倍 ”这 样  

的 倍 数 关 系 的 一 个 “定 量 修 饰 ”，即 确 定 后 面 中 心  

语 的 某 种 数 量 值 。其 次 ，我 们 也 可 以 把 “M i 的 吣  

倍 ”格 式 看 出 一 个 领 属 结 构 ，“M 2倍 ”受 “M i”支 配 ， 

即 “三 的 五 倍 ”中 “五 倍 ”是 受 到 “三 ”的 支 配 。不  

管 看 成 什 么 修 饰 关 系 ，“三 的 五 倍 ”都 蕴 含 着 抽 象  

的 数 学 运 算 关 系 ，即 “M i 的 M 2倍 寅 M i *M 2( * 表 示  

乘冤”。笔 者 认 为 正 是 因 为 “M i 的 吣 倍 ”中 的 偏 正  

关 系 映 射 到 其 抽 象 的 数 学 运 算 关 系 中 ，才 使 得  

“M i 的 M 2倍 ”格 式 产 生 了 特 殊 性 ，也 就 是 隐 喻 产  

生 的 作 用 。

2 “ M i的 M 2倍 ’’格式的隐喻机制

2 . 1 概念隐喻

L a k o ff曾 经 明 言 “让 他 从 生 成 语 法 学 派 彻 底  

转 向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契 机 便 是 七 十 年 代  

末 R e e d y所 发 现 的 ‘管 道 隐 喻 （T h e C o n d iu t 

M etaphor) ’， 。足 以 说 明 隐 喻 理 论 对 于 认 知 语 言  

学 甚 至 对 于 整 个 语 言 学 界 的 影 响 。 “A i s B ” 

( t im e is m o n e y )这 类 典 型 的 隐 喻 表 达 ，传 统 理 论  

将 其 视 为 一 种 语 言 修 辞 现 象 ，但 在 语 言 学 家  

Lakoff 和 哲 学 家  Jhonson 出 版 了 《M etapho rW e  

L iv e B y》[7]后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认 识 到 隐 喻 是 一 种 认  

知 方 式 ，而 且 是 一 种 广 泛 的 潜 移 默 化 的 根 深 蒂 固  

的 认 知 方 式 。以 一 个 认 知 域 来 认 识 和 理 解 另 一 个  

认 知 域 ，且 这 还 是 人 们 认 识 世 界 、组 织 思 维 、进 行  

推 理 、建 构 语 言 等 须 臾 不 可 缺 少 的 心 智 机 制 ，从  

而 形 成 “隐 喻 认 知 理 论 ”（Cognitive Theory of 

M etaphor) ， 又 叫 “概 念 隐 喻 理 论 ”（Conceptual 

M etaphorTheory)[8]。Lakoff 和 Johnson 把 概 念 隐 喻  

分 为 三 类 ：

2.1.1 结 构 性 隐 喻 (S tructu ra lM etaphors)。就 

像 “t im e is m o n e y”“l i f e is jo u r n e y (人 生 是 旅 行 ）”

这 类 隐 喻 ，转 用 的 不 仅 是 概 念 域 中 的 单 个 概 念 ， 

而 是 把 一 个 概 念 域 中 的 多 种 语 义 结 构 系 统 地 映  

射 到 另 一 个 概 念 域 。

2.1.2 方 位 性 隐 喻 (O rien ta tiona lM etaphors)。

“它 不 是 用 一 个 概 念 去 构 造 另 一 个 ，而 是 在 同 一  

个 概 念 内 部 ，运 用 人 类 基 本 的 空 间 方 位 感 知 能  

力 ，通 过 参 照 上 下 、内 外 、前 后 、深 浅 、中 心 -边 缘  

之 类 的 空 间 方 位 自 相 组 织 起 来 的 ”[9]。 如 “I ’m 

fe e lin g u p  (我 感 觉 好 极 了 ）”，“I ’m fe e lin g d o w n  

(我 情 绪 很 低 )”，“up”和 “down”都 是 方 位 概 念 ，借

助 这 样 基 本 的 方 位 概 念 去 表 示 抽 象 的 情 绪 ，显 得  

十 分 自 然 。

2.1.3 本 体 隐 喻 (O nto log ica lM etaphors)。如

同 方 位 感 知 是 人 类 的 基 本 能 力 一 样 ，人 类 对 物 理  

世 界 里 的 实 体 及 物 质 的 经 验 感 知 也 是 非 常 基 本  

的 能 力 ，我 们 据 此 可 以 理 解 那 些 较 为 抽 象 的 经  

验 ，如 事 件 、行 为 、感 觉 、观 念 等 ，将 它 们 视 为 离 散  

的 、有 形 的 实 体 ，以 便 对 之 进 行 推 理 。 简 单 来 说  

就 是 ，用 具 体 物 体 概 念 域 来 认 识 和 理 解 另 一 个  

(抽 象 )概 念 域 。

笔 者 认 为 “M i 的 M 2倍 ”这 种 数 量 结 构 的 偏 正  

描 写 是 一 种 结 构 性 隐 喻 。“的 ”字 偏 正 结 构 内 部 所  

包 含 的 复 杂 语 义 结 构 作 为 源 域 (sourcedom ain)映  

射 给 了 数 量 关 系 描 写 的 结 构 即 目 标 域 (ta rg e td o - 

m ain) ，不 仅 是 单 一 的 概 念 的 映 射 ，而 是 结 构 内 部  

复 杂 语 义 组 合 的 映 射 。

2 . 2 两个条件

“M i 的 M 2倍 ”所 表 达 的 是 一 种 抽 象 的 数 量 运  

算  关  系 ， 其  内 在  的 数  量  关  系 可 以 用 关 系 式  

“M，M2”来 表 示 （* 表 示 乘 以 ）。 “M i *M2”这 种 数  

量 运 算 是 抽 象 的 、不 易 理 解 的 ，而 在 实 际 日 常 语  

言 的 表 达 方 式 中 ，我 们 经 常 用 偏 正 关 系 “M i 的 

M 2倍 ”去 表 达 和 理 解 “M i *M2”这 种 抽 象 的 数 量  

运 算 关 系 ，也 就 是 用 偏 正 关 系 这 个 概 念 域 去 映  

射 数 量 关 系 这 个 概 念 域 。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认 知 域  

自 然 是 不 同 的 ，但 它 们 的 语 义 结 构 存 在 着 有 规  

律 的 对 应 关 系 。

2.2.1 扩 充 性

首 先 ，偏 正 结 构 都 是 修 饰 语 对 于 中 心 语 的 扩  

充 。从 语 义 上 来 说 ，不 管 是 怎 样 的 修 饰 ，都 是 对 于  

中 心 语 信 息 量 的 增 加 。如 “我 们 的 学 校 ”是 对 “学  

校 ”领 属 者 的 增 加 说 明 ；“木 头 房 子 ”是 对 “房 子 ” 

属 性 的 增 加 说 明 ；“喝 水 的 杯 子 ”是 对 “杯 子 ”用 途  

的 增 加 说 明 ，可 见 偏 正 结 构 本 身 是 带 有 增 加 、扩 

充 的 属 性 。而 “M i *M2”所 代 表 的 乘 法 运 算 也 是 一  

种 增 加 、扩 充 的 运 算 。 同 样 拥 有 扩 充 性 的 还 有 指  

数 运 算 ，即 “M iM2”，也 可 以 用 “M i 的 M 2次 方 ”这 样  

的 偏 正 结 构 来 表 达 。这 也 就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相 对 于  

乘 法 来 说 ，“M i/M2(/表 示 “除 以 ”)”这 种 除 法 运 算  

无 法 用 偏 正 结 构 表 示 ，只 能 用 “M i 除 以 M2”这 种  

方 式 表 示 。但 是 ，如 果 把 除 法 转 换 成 乘 法 ，还 是  

可 以 使 用 偏 正 结 构 表 示 ，如 “4/2” 可 以 转 化 为  

“4*1/2”，就 可 以 表 示 成 “4 的 1/2”。可 以 看 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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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运 算 最 后 的 结 果 不 管 是 增 多 了 还 是 减 少 了 ，只 

要 运 算 方 法 是 正 向 的 (乘 法 、指 数 之 类 ），都 可 以  

用 偏 正 结 构 表 示 。这 更 说 明 ，数 量 关 系 这 个 域 中  

的 增 加 、扩 充 属 性 是 认 知 上 的 ，并 非 是 严 密 理 性  

的 计 算 得 来 ，和 偏 正 关 系 中 的 扩 充 性 有 着 认 知 上  

的 对 应 关 系 。

2 . 2 . 2 概 念 整 合 度

Fauconn ier最 早 主 张 用 “心 智 空 间 ”（Mental 

Space) 和 “概 念 整 合 理 论 ”（C onceptua lB lend ing  

Theory) ™ 来 解 释 人 类 进 行 范 畴 化 、建 构 认 知 模 型  

和 理 解 自 然 语 言 意 义 的 过 程 。“概 念 整 合 ”是 一 种  

极 为 普 遍 的 认 知 过 程 ，沈 家 煊 认 为 “其 在 自 然 语  

言 的 意 义 建 构 过 程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事 实 上 语  

言 的 意 义 不 是 通 过 组 合 而 是 通 过 整 合 获 得 的 ”[11]。 

“概 念 整 合 ” 指 的 是 对 两 个 来 自 不 同 认 知 域 的 概  

念 有 选 择 地 提 取 部 分 意 义 整 合 起 来 进 而 形 成 一  

个 复 合 概 念 结 构 的 过 程 ，简 而 言 之 就 是 一 整 体  

大 于 部 分 之 和 。

前 面 说 用 偏 正 关 系 这 个 概 念 域 去 映 射 正 向  

增 加 的 数 量 关 系 这 个 概 念 域 ，是 因 为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认 知 域 都 存 在 着 增 长 、扩 充 的 属 性 。但 “M 1+M 2” 

这 类 加 法 数 量 关 系 却 无 法 用 偏 正 结 构 表 示 ，只能  

用 “M i加 上 M 2”或 者 “M i和 M 2相 加 ”来 表 示 。 这 

里 是 因 为 数 量 运 算 关 系 “M 1+M 2”和 “M，M 2”它 们  

本 身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整 合 层 级 。

吴为善提出院“概 念 整 合 理 论 认 为 ，语 言 成 分  

的 整 合 依 赖 两 个 因 素 ，一 个 是 整 个 框 架 ，另 一 个  

是 输 入 元 素 ，在 框 架 的 作 用 下 ，元 素 的 某 些 语 义  

特 征 被 激 活 ，元 素 之 间 的 连 通 性 被 映 射 ，并 且 产  

生 整 合 效 应 ，由 此 形 成 新 创 意 义 ”[12]。 张 云 秋 和 王  

馥 芳 指 出 “概 念 整 合 是 存 在 层 级 的 ，如 果 两 个 概  

念 在 其 基 本 义 或 本 义 基 础 上 提 取 部 分 语 义 特 征  

进 行 整 合 ，这 种 整 合 是 低 层 级 整 合 ;如 果 两 个 概  

念 在 其 引 申 义 基 础 上 提 取 部 分 语 义 特 征 进 行 整  

合 ，这 种 整 合 是 高 层 级 整 合 ”[13]。 笔 者 认 为 “ M i+ 

M2”这 个 格 式 在 认 知 上 是 以 “和 ”这 个 加 法 运 算 为  

框 架 ，以 “ M i、M 2”为 输 入 元 素 ，形 成 的 低 层 级 整  

合 。而 以 乘 法 运 算 为 框 架 ，以 “ M i、M 2”为 输 入 元 素  

形 成 的 格 式 则 是 相 对 较 高 层 级 的 整 合 。

整 合 层 级 的 高 低 对 应 着 概 念 整 合 网 络 的 复  

杂 程 度 。所 谓 的 概 念 整 合 网 络 ，是 概 念 整 合 理 论  

中 ， 以 某 些 框 架 为 主 要 结 构 的 心 理 空 间 网 络 。 

F auconn ie r与 T u rn e r把 这 种 心 理 网 络 分 为 四 个  

空 间 （图 1)院 输 入 空 间 I ( ln p u tS p a c e  I )、输 入 空  

间 域 （InputSpace 域）、类 属 空 间 （G enericS pace)、 

合 成 空 间 （B lend ingS pace)。两 个 输 入 空 间 提 供  

“框 架 ”与 “元 素 ”，类 属 空 间 是 建 构 在 两 个 输 入 空  

间 之 上 的 抽 象 认 知 ，也 为 合 成 空 间 提 供 输 入 ，最 

后 由 合 成 空 间 利 用 已 有 的 框 架 和 元 素 ，进 行 合 成  

扩 展 ，产 生 新 的 心 理 认 知 。

图1 概念整合网络

加 法 只 是 单 一 的 整 合 了  Mi 、M2这 两 个 元 素 ， 

而 乘 法 的 本 质 则 是 M2个 Mi 的 整 合 。乘 法 的 本 质  

是 加 法 ，但 是 在 反 复 调 用 自 身 的 基 础 上 ，实 现 复  

杂 的 整 合 (图 2)。这 也 是 为 什 么 我 们 不 说 “整 体 大  

于 部 分 之 积 ”，而 只 是 说 “整 体 大 于 部 分 之 和 ”，因 

为 相 乘 是 一 种 高 整 合 层 级 的 过 程 ，蕴 含 着 无 数 的

可 能 性 ，很 有 可 能 是 远 远 超 过 整 体 的 。

另 一 方 面 ，我 们 可 以 把 并 列 结 构 与 偏 正 结 构  

做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对 比 院

a i .妈 妈 和 爸 爸 -爸 爸 和 妈 妈  

a2.妈 妈 的 爸 爸 -爸 爸 的 妈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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囷2 “乘”概念整合网络

b l .小 熊 猫 和 杯 子 -杯 子 和 小 熊 猫  

b2.小 熊 猫 的 杯 子 -* 杯 子 的 小 熊 猫

c1.我 们 和 学 校 -学校和 我 们  

c2.我 们 的 学 校 -学校的 我 们  

从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调换了名词成分的位 

置之后，并列结构的语义基本不变，而偏正结构 

的语义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见，偏正结构与并 

列结构相比凝固性更强，内部凝固而产生特定的

意义了，不能随意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Mi+ 
M2”无法用偏正结构来表示，是因为其本身的整 

合层级没有达到偏正结构的要求，也 就 是 “Mi+ 
M2”这种低整合度的结构没有办法用偏正结构这 

种高整合度的结构来表示，这也反证出了 

“Mi*M2”之所以可以用“M i的 M2倍”这种偏正结 

构来表示，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它们在扩充性 

与整合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图3)。

图3 “‘的’字结构”与“乘法数量关系”概念整合网络

3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对“M i的 M 2倍”格式进 

行了考察，发现这种以数量运算关系为核心的偏 

正结构存在着一定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因 

为概念隐喻而产生。因此，通过分析偏正关系“Mi

的 M2倍”与“Mi*M2”这种抽象的数量运算关系之 

间的隐喻机制，包括其中整合网络的不同，总结 

出在偏正关系这个概念域去映射数量关系这个 

概念域时需要两个认知触动点，即扩充性与高整 

合度的双重达标，才能使隐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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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野M 2 TIMES OF M i 冶 FORMAT
XIEWen-jie

(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00)
Abstract: In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format,野M2 times of M1 冶, M means numerals, such as 野three times of five冶, 
野eleven times of eleven冶 and this kind of structure. Modifying construction of 野de structure冶 is used to describe,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which is relative to or related to, and some construction can use it describe while others can no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 of 野M2 times of M1 冶，and using the concept of metaphors and integrat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partial structural express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ies to explore the hidden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by using the partial structure to expres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Keywords:野 M2 timesofM1 冶；Modifying construction；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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