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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 B”构式主观量的认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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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A — B+ 构式既可以表达主观大量又可以表达主观小量，也就是说话人对现实数量偏离预 

期数量程度的主观判断。“一 A — B+ 的主观量表达受认知视角、象似性认知原则、“一 A+ “一 B+ 间语 

义对比关系及句法结构的制约。对 “一 A — B+ 构式的主观量进行认知解读有助于拓展该构式的研究范围， 

并对话语的主观性有更深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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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有 许 多 像 “ 一'心一'意、一' 

针一线、一蹦一跳、一摇一晃”的 “一 A — B + 
结构，它们使用频率高、用法活跃、语义丰富， 

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有研究主要从传统 

语文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展开。语文学角度 

的研究着重阐述句式的句法结构、语义特征及语 

用功能，并注意到“一 A — B”构式具有表达 

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特征，[1i 3]但分析只停留 

于简单的描写，未能对其认知机制做出解释。认 

知语言学角度的分析主要从构式语法的角度讨论 

“一 A — B”的构式语义、位序原则及修辞作 

用[4< ，对构式中蕴涵的主观量未做探讨。主观 

性是语言固有的一种本质属性，“语言带有的主 

观性印记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人们可以发问， 

语言如果不是这样构造的话究竟还能不能名副其 

实地叫做语言。”[6]笔者结合认知语法和构式理 

论，在整合描写“一 A — B”构式表达不同主 

观量的语言事实基础上，探索其背后的认知机 

制。文中所引例句除特别标明出处的之外，都来 

自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一 语料库在线。

一 、 “一  A — B” 的 不 同 主 观 量  

色 彩

“语言世界的量范畴可以有客观量和主观量 

的区分”[7]。客观量是可以度量的真实的量，是

基于度量标准通过理性判断得出的量，而主观量 

则是根据说话人的主观标准设的量，目的是为了 

突出主观情感与态度。“一 A — B”构式具有既 

可以表达主观大量又可以表达主观小量的语用功 

能，如以下例句$

(1) 一个共产党人的善，是他安身立命之本， 

是他一生一世的追求。(星城《立体交叉战争》）

(2) 抽油烟机坏了，爆葱的时候，火热的烟气 

冒得我一头一脸。(龙应台《女子与小人》）

( 3 )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连那些 

断壁残垣、盐硷地里的荒草，都带有叫人缠绵悱 

恻无限留恋的情致。（黎汝清《生与死》）

( 4 )  赵校长看见我的书包破了，就一针一 

线地教我补。（光 端 《小事不小》）

( 5 )  几个朋友一推一送，打秋千的人就被 

推得老高、荡入云天。（《人民曰报》）

( 6 )  九爷没听到聂小轩喊什么，只觉得那 

车咯噔一声，一歪一晃，险些把他头撞了。（邓 

友 梅 《烟壶》）

( 7 )  像你这么成功的老师不是到处都有， 

一抓一把。(皮 皮 《比如女人》）

( 8 )  要看准，看准了，一逮一个，一捉一 

L 。（叶兆言《算命》）

( 9 )  那 些 “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 

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 

扑一得。(费孝通《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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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来到堂屋，见老板娘正在擦磨那三五 

张油渍渍的一推一摇的圆桌。(铁 凝 《小黄米的 

故事》）

例 （1) ( 2 ) 中，“一生一世” “一头一脸” 

分别表示“整个一生、一辈子” “满头满脸”。

“一”分别用在两个同类的名词前，形成偏正式 

联合结构，有 “全、满、整个”的意思，表示 

主观大量。

例(3)(4)中，“一草一木” “一砖一石” “一针 

一线”属转喻用法，以部分喻整体，泛指眼前的景 

物、缝补的行为。“一”分别用在两个同类的名词 

前，形成偏正式联合结构，整个短语表示极细微 

的东西或极少的数量，是一种主观小量。

例 （5) ( 6 ) 中，“一”连接同类的两个动 

词，表示连续的动作，组合成连动短语。 “一 

V” 一般表示动作的一次过程，含 有 “动作短 

暂”“小量” “轻微”或 “突然发生”等意思， 

有主观小量的附加色彩。[8—9]

例 （7) ( 8 ) 中，A 为动词，B 为量词，“一 

A — B”形成动补结构，表示动作A —经发生就 

达到B 的程度或结果。同 例 （5) (6)，“一 A” 

中 的 “一”也表示动量的少、小，是主观小量。 

孤立地看，“一 B”中的“一把”“一个”“一串” 

表示的数量并不大，但在例句中表示说话人认为 

数量很多，有主观大量的语用色彩。

例 （9) ( 1 0 )中 的 “一”连接同类的两个 

动词，语义也表示动作A —经发生就达到B 的 

程度或结果。 “一 A”中 的 “一”表示动量的 

少、小，是主观小量；与 例 （7) ( 8 ) 相似，

“一得” “一摇”也是动作的结果，虽然本身表 

达的动量并不大，但我们平时抓捉蚱蜢不会扑一 

下就能抓到一只，或是推桌子它就摇一下，所以 

整体句式表示接近说话人心理预期的最大值，有 

主观大量的色彩。

二 、 “一  A — B , 主 观 量 的 认 知  

解 读

主观量通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根据说话者 

的主观认识或者判断而来。“主观性”是指说话 

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 

立场、态度和感情，因此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

记”。[10]在判断“一 A — B”的主观量时，研究 

者通常会从“一”的复杂语义着手，认为主观 

量也是词语本身附加的意义。但这很难解释为什 

么在同一构式中，尤其当A、B 为同义范畴的语 

素时有时表达主观大量有时表达主观小量，说话 

人的主观判断并不能仅是靠对“ 一”的语义判 

断就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一 A — B”构式中，不同主观量的主观性到底 

来自哪里？

1.认知视角与主观量。认知语法认为语言 

描写应参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因为语言和人类的 

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从不同的认知视角观察，客 

体的意义表征也各异。在观察物体时，视角扫描 

包括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 和顺序扫描 

(Sequential Scanning) 两种。前者是把所有的状 

态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且与时间延续无 

关。而后者是看电影的扫描方式，感知的状态一 

个紧接一个，它在时间的延伸中进行[11]。

在 例 （1) ( 2 ) 的 “一生一世” “一头一脸” 

等词语中，当 A 和 B 为同类的名词或量词时， 

如果共同指向一个不可分割的物体，用的是总体 

扫描的方式，突显的是物体的整体性，构式所表 

示的量是抽象的，表达主观大量的语用功能，又 

如一'心一'意、一'天一'地等。沈家煌指出，数量词 

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认知上 

“有界”和 “无界”的一种基本对立。[12]在这些 

例子中，表通指性的无界的心意，时空虽被数量 

修饰而变得有界化，但并未改变其量性上整体、 

无形、抽象的特征。

相反，在 例 （3) ( 4 ) 的 “一草一木” “一 

针一线”等词语中，如果 A 和 B 指向构成某个 

整体的个体尤其是多个个体之一时，用的则是顺 

序扫描的方式。此时，抽象的性质通过能看见及 

可感知的物体被加以具象，使得抽象概念数量化、 

具体化，因而突显了该个体为多个组成部分之一 

的小、少的含义，又如一言一行、一丝一毫、一 

兵一卒等。这些例子更强调可感知的物体个体一 

个紧接一个、在时间的延伸中不断实现增量，完 

成由个体或成分转喻整体或全部的用法。如例 

( 4 )或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 的 “一针一线”， 

句中用“一针”“一线”具体化“缝补”或 “财 

物”这样的抽象概念，把抽象的性状纳入“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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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量”这样的认知框架，通过转喻的方式把抽 

象概念物化成具体的事物，此时个体数量转喻整 

体，构式的语义范围也由窄变宽。

同时，在 例 （5) ( 6 ) 的 “一推一送、一歪 

一晃”等词语中，当 A- B 为两个语义关联不强 

的动词，“一 A” “一 B”组成连动式联合结构， 

采用的也主要是顺序扫描的视角。它使得抽象的 

动作数量化、具体化，突显动作的小量、少量， 

一个紧接着一个。此时，顺序的视角把动作一个 

个分解，用看得见的具体行为加以描述。类似的 

词语还包括“一托一送、一提一翻、一伏一跃” 

等，通常出现在武打的动作场面描述中，能重现 

动作的迅捷快速和生动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同 

样是动词“一 A” “一 B”组成的联合结构，但当 

A、B 同义或近义时，如 “一瘸一拐、一蹦一 

跳”，构式映现的是时空增量，此时认知视角的作 

用不明显，整体语义受更为基本的认知规律象似 

性原则的制约，体现出构式义的整体压制作用。

2.象似性与主观量。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 

点，不同的认知方式决定了语言中的不同表达方 

式。同其他任何构式一样，“一 A — B”这种语 

言结构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有其象似性的 

认知基础。语言的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 

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 

的。沈家煊总结了三种象似性原则：距离相似 

性、顺序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13]。王寅指出， 

数量象似性的表现是：语符量一多，就会引起人 

们更多注意，心智加工也较为复杂，自然就传递 

了较多信息[14]。

“一 A — B”构式中，语 符 “一”的叠加表 

征时空或性状的增量，“一 A — B”构式整体应 

表达增量语义。加法增量是表达主观性通常采用 

的计算方法，因为量的增加提高了量的显著度， 

提高量的显著度就等于突出话语的主观性[15]。 

尤其是当A、B 为同义或近义的语素时，“一 A 
一 B”是把性质相同或相似的两项相加，得到 

“一加一大于一”的语用效果，用加法增量来强 

化主观性，如 “一生一世” “一头一脸”中强化 

主观大量，而 “一草一木” “一针一线”则增量 

强化主观小量。但正如前文所说，在并列式联合 

动词结构“一'瘸一'拐、一'蹦一'跳”中，构式乂 

仅表示动作状态的时空增量，其主观性意义并不

明显，见下例：

(11) 一个战士从潮湿的洞子里爬出来，弯 

着腰，一瘸一拐地在泥桨里跋涉。(杨 闯 《相会 

在猫耳洞》，《鸭绿江》）

(1 2 )  和我一起考进工厂来当学徒的女工翠 

香，人很活泼，走起路来像麻雀样一蹦一跳的， 

梳着两条小辫子，辫尾上还用红绸打了两只蝴蝶 

结，格外显得俊。（俞 定 章 《我和表妹》，《湖北 

文艺》）

句中，“一瘸一拐” “一蹦一跳”都表示活 

动的反复，造成时间的延长，只是一个映现行动 

困难、一个表达动作欢快的主观色彩。

此外，当 A、B 为对义或反义的语素时，构 

式强化反向的对比关} [4]，实现的是对比度的 

增量，但此时构式的主观量则因A、B 语义的反 

向而消弭，表达的是性状的一般描述，如 “一 

胖一瘦”“ 一男一女”。

此外，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通常还会出现 

通过对主观小量的否定来实现体现主观大量的情 

况。沈家煊把类似“一丝一毫”和 “一朝一夕” 

这些主观小量表达法称为“负极量词”[16]，它们 

通常多出现在表否定意义的句法结构中，通过对 

极小量的否定来表达对整个全量的否定，从而表 

明说话人对事物或事态持极端否定的主观大量态 

度。如：

(1 3 )  他心里有些不高兴，可是一丝一毫也 

没有表示出来。（四 海 《风流少东》）

(1 4 )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需要经 

过长期的努力。（郑 建 邦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上述例句通过对极小量的否定而形成全量否 

定来表达主观大量，此时数量词已与实际的数量 

无关，要表达的是说话人对事态的态度与评价。 

例 （13) ( 1 4 )中 “一丝一毫也没有表示出来”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比正常主观大量表 

达 的 “绝对不表示出来”和 “需要大量时间” 

的主观性还要更强烈。

3.对比关系和主观量。在 例 （7) - (10) 

的 “一抓一把、一推一摇”等词语中，当 A 为 

动词，B 为量词或动词形成动补结构时，主观量 

的大小取决于比例关系的对比，此 时 “一”不 

再是数词，而是已经被语法化为副词的功能，句 

中的主观量不是体现在数量上面，而是体现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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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表达的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比较。

例 （7 ) 中，孤立地看“一把”所表示的数 

量并不大，但讲话者的预先判断是好老师不会有 

这么多，情感上的主观大量在现实量和预先判断 

量的对比中得到表达。例 （9 ) 中，“一扑一得” 

表示两个动作对应发生，说话者在叙述事件前， 

往往根据已有经验，对事件涉及的量有预先定位 

或判断，形成一个潜在对比值，“ 一得”的主观 

大量义在与前文“屡扑屡失”的对比关系中得 

到映现。

也有学者认为，当 B 为量词时，“一 A”和 

“一 B”间可以看成广义的反比例关系，也就是 

说两个相关量中，当一个数量具有主观小量特点 

时，另一个一般都表示主观大量[9]。其实无论 

A- B 为名词、动词还是量词，只 要 “一 A” 

“一 B”间形成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对比 

或反比例关系，“一 A — B”都有通过“一 A” 

的小量来反衬“一 B”的主观大量的语用含义， 

如 “一字一珠” “一步一趋”。此时， “一”的 

意义有从表达命题到表达情感转变的趋势，即表 

意功能减弱而表情功能加强。

三、结 语

对一个语句而N ，很难将它表述命题内容的 

部分跟表述情感的部分截然分开。对 “一 A — 

B”主观量的认知解读有助于拓展该构式的研究

范围，并对话语的主观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 A — B”构式在表达主观量时，其语用 

色彩首先受认知视角及象似性认知原则的制约。 

对 “一 A” “一 B”表达的物体、性状来说，总 

体扫描的认知视角突显的是整体性，构式有主观 

大量的语用功能；顺序扫描的方式则使得抽象的 

性质数量化、具体化，突显该物体小、少的含 

义，且感知的物体一个紧接一个，在时间的延伸 

中不断增量，实现由组成个体或成分转喻整体或 

全部的用法。同时根据象似性原则， “一 A — 

B”表达增量构式义，但整体语义是构式义和词 

汇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构式可以采取加法增量表 

达主观大量，也可以通过对极小量的否定而形成 

全量否定来表达主观性，表明说话人对事态的态 

度与评价。此外，在 “一 A” “一 B”所表达的 

现实量和预期判断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影响下， 

构式表达的是以“一 A”的小量、少量来衬托 

“一 B”超过预期判断的主观大量语用色彩。此 

外，笔者还发现“一 A — B”的主观量与A、B 
的词类以及“一 A” “一 B”的结构类型密切相 

关。由于此构式被高频使用，能产性很高，进入 

构式的成分A、B 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和 

量词，构成句法上的联合结构、连动结构以及主 

谓结构，但并不是所有搭配都表达主观量。在上 

述讨论及文献的基础上，可将各语义关系、句法 

类型及受其影响导致的不同构式义、量的主观性 

及示例总结如表1。

表 1 “ 一 A — B , 句法关系与主观量

A 词类 B 词类 A、B 语义关系一 A、一 B 句法结构 构式义 量的主观性 示例

名词/量词 名词/量词 同义/类义 联合 时空增量
总体扫描：主观大量 
顺序扫描：主观小量

一生一世 

一点一滴

名/动/形容词名/动/形容词 反义/对义 联合 对比增量 ※ （无）
一男一女 
一进一退 

一明一暗

名词 名词 类义 联合 配比 ※ （无）
一室一厅 

一夫一妻

名词 名词 ※ （无） 主谓 配比
主观大量 

(以小衬大）
一字一珠 
一步一岗

动词 动词 同义/类义 联合 连动 主观小量 一翻一压

动词 动词 同义/类义 联合 时空增量 ※ ( 无) 一蹦一跳

动词 动词/量词 ※ （无） 主谓
只要A 就 
出现B 结果

主观大量 
( 以小衬大)

一抓一串 
一推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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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nterpretationof the Subjective Quantity 
in “yi A yi B ” Construction

Z H A N G Y an-z i

( College o 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 iliang U n iv e rs ity, Hangzhou 310018，C hina)

Abstract $ Language expresses not on ly objective propositions bu t also subjective eva luation and attitude o f the speaker. The C h i

nese construction “ y i A y i B ” can be used to express large degree subjective quan tity and sm all degree subjective q u a n tity ，that

is ，a speaker’ 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 f tlie devia tion o f tlie actual quan tity from the expected one. A nalys is fro m th e p e rsp e c tive

o f cognitive grammar and construction theory shows that the degree o f subjective quan tity is determ ined by factors in c lu d in g d iffe r

ent cognitive perspectives，the cognitive base o f ic o n ic ity ，the semantic contrastivenessbetw een “ y i A ” and “ y i B ” and syntax

structure o f “ y i A ” and “ y i B”.

Key words: “ y i A y i B” cons truc tion; cognitive perspectives; ic o n ic ity; sem antic contrastiveness; syntax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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