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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Ｘ ”构式的认知分析

郭　 倩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ꎬ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小”字多用作形容词ꎬ用来修饰名词ꎬ表示事物的性质ꎮ 随着网络的普及ꎬ网络语言不

断更新和丰富ꎬ近年出现了如“小可爱、小困、小有收获、小庆祝一下”等新兴的“小 ＋ Ｘ”
句式ꎬ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对构式的定义ꎬ将其归纳为“小 ＋ Ｘ”构式ꎮ 文章借助 ＢＣＣ 语料库

对该构式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进行详细的描写分析ꎬ研究发现该构式有主观评价义、
弱动作义和弱程度义三种语义ꎮ 通过审视该构式所体现的认知语义观可知ꎬ对“小 ＋
Ｘ”构式的理解必须诉诸感知体验和百科知识ꎮ

关键词:小 ＋ Ｘꎻ构式语法ꎻ语义特征ꎻ认知语义观

中图分类号:Ｈ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１７５０(２０１９)０１ － ００９４ － ０８

一、引 　 言

随着网络语言的流行ꎬ“小 ＋ Ｘ”流行语在网络上和口语中表现得尤为活跃ꎬ这类用法

并非近日才形成ꎬ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列出“小”做前缀位于名词、动词、形
容词和姓氏或人名之前ꎬ构成名词的情况 [１] ꎬ例如:“小王、小华、小孩儿、小路、小麦、小意

思、小吃、小偷、小便宜、小寒”等ꎮ 在以前的表达中“Ｘ”多为名词性成分ꎬ“小 ＋ Ｎ”是汉语

中的常规语句搭配结构ꎬ主要的语用功能是表明事物在面积、空间、年龄、体积等方面的大

小ꎬ如“小房间、小路、小孩儿、小桌子” ꎬ也可表示品行不好的人ꎬ如“小人” ꎮ 而“小 ＋ Ｘ”
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用法ꎬ“小”用在一些名词、形容词或者动词前时ꎬ并非构成名词ꎮ
例如:

(１)该项目即将完成ꎬ今晚去小庆祝一下ꎮ

(２)这部电视剧让赵薇开始小有名气ꎮ

(３)这张照片上的向日葵就像卸妆后的女子ꎬ透露出无法掩饰的小清新ꎬ让人如入竹林深处ꎬ心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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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ꎮ

(４)童年的那些小烦恼、小离别、小忧伤在成长的道路上都将是抹不开的疼痛回忆ꎮ

例(１)和例(２)中“小庆祝一下”和“小有名气”分别指小规模地庆祝一下和有些名气ꎬ

但也不是声名远扬ꎬ可以传达言者的主观性ꎮ 例(３)中的“小清新”指的是一种风格ꎬ并且

蕴含着言者喜欢的感情色彩ꎬ传达出言者的主观性ꎮ 例(４) “小烦恼、小离别、小忧伤”中

的“烦恼、离别、忧伤”是带有一些消极意义的词语ꎬ用在“小 ＋ Ｘ”构式中ꎬ传达出说话人主

观上的偏袒ꎬ语气程度仍在说话人可接受的范围内ꎮ 由此可见ꎬ构式“小 ＋ Ｘ”的语义发生

了变化ꎬ该构式意义不再是其组成成分“小”和“Ｘ”的组合意义ꎮ
构式“小 ＋ Ｘ”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频率较高ꎬ但学界对其关注不多ꎬ研究成果尚不多

见ꎮ 成葩(２００８)对“小 ＋ 形容词”构式的语法特点和语用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２] ꎮ 胡

为飞(２０１６)探讨了“小 ＋ Ｖ”及其相关格式ꎬ并从构式语法理论和主观性理论的角度分析

了该构式的主观性特征 [３] ꎮ 陈婧(２０１２)从语义、句法、语用三个层面对非习用“小 ＋ Ｖ /

Ａ”结构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４] ꎮ 以上三位作者对“小 ＋ Ｘ”的分析不够全面ꎬ只探讨了“ Ｘ”

为名词、动词或者形容词中的一种或者两种情况ꎮ 刘少佳(２０１４)从构式及构式义解析、主
观呈现、话语功能及语用特点、构式成因等多方面对 “小 ＋ Ｘ( Ｘ) ” 构式进行了考察分

析 [５] ꎬ作者对意义进行了详细地描写分析ꎬ却缺乏对形式的描述ꎮ 孟莉红(２０１５)虽详细地

讨论了相关子构式和子构式中自变量的选词范围和标准 [６] ꎬ但在分析“小 ＋ Ｘ”构式产生

的原因和构式义的浮现时却过于简单ꎬ应从多方面分析该构式ꎬ比如该构式所体现的认知

语义观ꎮ 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ꎬ借助 ＢＣＣ 语料库对一些新兴用法“小 ＋ Ｘ”构

式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进行详细论述ꎬ并分析该构式所体现的认知语义观ꎮ

二、“小 ＋ Ｘ”构式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

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对构式的定义 [７] ꎬ我们可以认为“小 ＋ Ｘ”是一个构式ꎮ 该构式主要由不

变量“小”和可变量“Ｘ”组合而成ꎮ “小”作为构式“小 ＋ Ｘ”中的固定成分ꎬ在该构式的形

成中起着重要作用ꎬ因此ꎬ在分析“小 ＋ Ｘ”构式时ꎬ首先应该了解不变量“小”的内涵ꎮ 由

«现代汉语» (第 ６ 版) (２０１２)可知:“小”主要有两种词性:形容词和副词 [８] ꎮ “小”做形容

词时ꎬ通常表示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的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

“大”相对)或者是排行最末的和年纪小的人ꎬ例如“小桌子、小毛病、小兔子、小饰品、小
路、小儿子” ꎮ 这些词的语法功能和“ Ｘ”的语法功能相同ꎬ依然是名词ꎬ通常作主语和宾

语ꎮ “小”作副词时ꎬ通常用来表示短时间、稍微、略微少于、将近ꎬ例如“小睡、小累、小渴、
小饿” ꎮ 这些词的语法功能和“Ｘ”的语法功能相同ꎬ具有形容词性或动词性功能ꎬ通常作谓

语或者状语ꎮ 此外ꎬ“小”还有以下几种用法:①指妾ꎻ②谦辞ꎬ常用于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

的人或事物ꎻ③前缀ꎬ用于称人、排行次序、某些人等ꎻ④名词ꎬ表示一种姓ꎮ 例如:“小女

子、小王”等 [８] ꎮ

在构式“小 ＋ Ｘ”中ꎬ组成成分“Ｘ”是可变成分ꎮ 构式中的可变量“ Ｘ”的不同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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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构式中主观意义的表达ꎮ
构式“小 ＋ Ｘ”中不变量“小”与可变量“Ｘ”组合之后ꎬ该构式的整体句法特征和语义特

征都会有所改变ꎮ 通过所搜集的语料发现ꎬ进入构式“小 ＋ Ｘ”的词类主要是名词、动词、
形容词和一些习用语ꎮ “小 ＋ Ｘ”构式中根据“Ｘ”词性的不同ꎬ在句法特点上呈现不同的形

式ꎬ大体可以分为“小 ＋ Ｎ” “小 ＋ Ｖ”和“小 ＋ Ａｄｊ” ꎮ
(一) “小 ＋ Ｎ”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

本文要研究的“小 ＋ Ｎ” ꎬ不包括我们通常挂在嘴边的“小狗、小孩儿、小麦、小人”等ꎬ
也不包括习用的“小张、小强”等ꎮ 笔者所要深入分析的“小 ＋ Ｎ”结构中“小”与“ Ｎ”分别

有意义ꎬ但结构意义并不是这两个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ꎮ 这种构式多用于口语和网

络语言中ꎬ广为年轻人传播ꎮ 如:
(５)看小卡那忧郁的小眼神! 顺便秀个签名ꎮ

(６)瑭瑭的声音虽然还是奶奶嫩嫩的ꎬ但每个字的发音可是清清楚楚ꎬ一边讲还一边做手势ꎬ那认真

的小表情ꎬ可爱得要死ꎮ

(７)可其实某些小情绪一上来ꎬ超人先生比他们还脆弱ꎬ只不过超人先生每次都给脆弱强制限定期

限ꎬ最少也会把它关在内心ꎬ继续伪装外表强大ꎮ

(８)尹灵宵忍不住笑了起来:“安西ꎬ你真是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小白痴ꎮ 唉ꎬ我看你还是向家里坦

白吧ꎬ不然真的很难办ꎮ”

(９)我居然全部看懂了«买凶拍人» :小成本ꎬ小制作ꎮ 小人物ꎬ小故事ꎮ 小艺术ꎬ小执着ꎮ 小幽默ꎬ小

荒诞ꎮ 小温馨ꎬ小浪漫ꎬ大惊喜ꎮ

(１０)因为我有我的小倔强ꎬ我有我的小执着 ꎬ我有我的小任性ꎬ我有我的小原则ꎮ

在以上的例句中ꎬ例(６)和例(７)中的“小表情”和“小情绪”在句中作主语ꎬ例(５)例

(８)例(１０)中的“小眼神” “小白痴”和“小原则”在句中分别作“看” “是” “有”的宾语ꎬ而
例(９)中的“小艺术”可以单独成句ꎮ

从以上例子可以判断出名词进入“小 ＋ Ｎ”构式中不再只表达对事物本质的客观描述

和该名词的概念意义ꎬ而具有深层的联想意义ꎬ例句中的“小眼神” “小表情” “小情绪”
“小白痴” “小艺术” “小原则”不仅表示与“大”相对ꎬ同时表达出主观性较强的整体义ꎮ 结

合语境例句中的“小表情” “小可爱” ꎬ可以传达出说话人主观上的喜欢、喜爱之情ꎮ “小眼

神”可以传达出说话人主观上的爱怜之情ꎮ “小情绪”传达出说话者内心释放程度的主观

评价ꎬ表达出说话者对外界的人或事不满ꎬ但懂得自我克制ꎬ而后造成的内心烦闷、抑郁的

症状———与开心相对ꎬ表现的是一种负面的不好的情绪ꎮ “小艺术”和“小原则” 表达说话

者在主观上对其表达内容的轻化ꎮ
(二) “小 ＋ Ｖ”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认为ꎬ“小 ＋ 动词”构成名词ꎬ“小”是前缀ꎬ吕先生

给出的例子有:小说、小吃、小学、小偷儿 [１] ꎮ 这些用法是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固化的用法ꎬ
不在本研究范围内ꎮ 与“小 ＋ Ｎ”比较可知ꎬ“小 ＋ Ｖ”除了意义不单纯是“小”和“ Ｖ”意义

的叠加之外ꎬ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ꎬ并且在形式上也可分为三种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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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象山影视城小溜一圈ꎬ比较没劲

(１２)不能去清境农场ꎬ但在鹿港小镇偶遇的卡哇伊小巷ꎬ心里小安慰一下ꎮ

(１３)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睁眼ꎬ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ꎬ专心地工作ꎬ闲了和自己爱的爱自

己的人瞎扯淡ꎬ下班了找哥们儿姐们儿去小搓一顿ꎬ隔三岔五地给自己灌多一回ꎬ放肆地哭大声地笑ꎮ

(１４)用我挣来的属于自己的第一笔钱拿出来小挥霍一下ꎮ

(１５)小玩一下累得直喘ꎬ原来当个忍者挺累的ꎬ即便只是切水果!

(１６)不过剪完这几条片离换 ｉ５ 加 ８Ｇ 内存不远了ꎬ小庆幸一下ꎮ

例句中的 “一下” “一顿” “一圈”去掉的话ꎬ语义表达就不完整了ꎮ 我们可以将这类现

象归纳为“小 ＋ Ｖ ＋ 数词 ＋ 动量词” ꎮ “小”在句中作状语ꎬ动词后面的成分作补语ꎮ 通过

观察语料发现ꎬ“小 ＋ Ｖ”在句中一般可作谓语、宾语、补语、主语ꎬ也可独立成句ꎮ
通过语料归纳ꎬ可知这一结构的“小”传达出言者主观上认为这些动作在时间上比较

短、程度上比较弱或范围上比较小ꎮ 例(１１)中“小溜一圈”和例(１５)中“小玩一下”分别

表达了“溜圈”和“玩”这一动作时间比较短ꎻ例(１２)中的“小安慰一下” 、例(１４)中的“小

挥霍一下”和例(１６)中的“小庆幸一下”分别表示安慰、挥霍和庆幸的程度较弱ꎻ例(１３)中

的“小搓一顿”表示去参加活动的人较少ꎬ吃得比较随意ꎬ所以“小搓一顿”表达了该动作

范围较小ꎬ同时也传达出一种“非正式和较随意”的语义ꎮ
除了“小 Ｖ ＋ 数词 ＋ 量词”之外ꎬ笔者从所搜集的语料中还发现了一种现象ꎬ如:
(１７)我曾是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的一名教师ꎬ在雕塑艺术上小有成就ꎬ本来是应该有一个美丽人生

的ꎬ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我在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迷恋上“法轮功”后发生了转变ꎮ

(１８)金教授家里有个条幅ꎬ有的时候小有不爽就坐在下面看几眼ꎬ看几眼就会爽一点ꎮ

(１９) 综观美国前 ６ 大航空公司的情形ꎬ只有第三位的德尔塔情况较好ꎬ目前能利用的银行现金流量

有 ２８ 亿美元ꎬ比去年秋季的情况大为改善ꎬ今年 ６ 月还小有盈利ꎮ

(２０) 管道工这款游戏需要玩家自己通过旋转调整管道的位置来联通管道ꎬ虽然听起来很简单ꎬ但是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还是小有难度的ꎮ

(２１)张老伯年轻时在县城是小有名气的裁缝ꎬ后来进厂当了工人挣钱养家糊口ꎬ黄藕新老太则拖儿

带女操持家务ꎮ

(２２)我的小本本到手了! 第一个口金包! 自己打版自己研究! 小有成就感!

通过观察发现ꎬ“小有”不能单独出现ꎬ“小”用来修饰“有 Ｘ”结构ꎬ通常以“小有 Ｘ”的

形式出现ꎬ例如“小有贪玩” “小有懒惰” “小有任性” “小有默契” 通过 ＢＣＣ 语料库的

搜索发现ꎬ子构式中的“Ｘ”主要是名词和动词ꎬ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小有 Ｎ”和“小有 Ｖ”结

构中ꎮ 在 ＢＣＣ 语料库中分别输入“小有 ｎ”和“小有 ｖ”进行搜索ꎬ分别搜索出 ７５９ 条和 ２６５
条语料ꎬ然后经过筛选ꎬ符合“小有 Ｘ”构式的名词和动词分别是 １６４ 个和 ８０ 个ꎮ 通过观

察语料还发现ꎬ“小有 Ｘ”在句中一般可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ꎬ也可独立成句ꎮ
分析语料可发现ꎬ“小” 在“小有 Ｎ”和“小有 Ｖ”结构中的语义稍有不同ꎮ 当“ Ｘ”为动

词时ꎬ“小”多用来表示说话人主观上认为该动作的结果在程度上不高ꎬ有“稍、稍微”之

义ꎮ 例(１８)中“小有不爽”表达了心情不爽但说话人主观上认为在可承受范围内ꎬ例(１９)
中“小有盈利”表达了有盈利但与说话人的心理期望值相比ꎬ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盈利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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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ꎮ 通过分析语料发现ꎬ当“Ｘ”为名词时ꎬ多为表示积极意义的名词ꎬ如:成就、名声、
名望、收获等ꎬ也有少量表示消极意义和中性意义的名词ꎬ比如:降幅、挣扎、郁结、危机和

感觉、能力、基础、市场ꎮ 通过观察分析发现ꎬ当“ Ｘ”为表示积极意义的名词时ꎬ“小”表示

言者主观上判定为量小ꎬ是对原有量的减量ꎬ而“小 ＋ 有 Ｎ(表积极意义) ”的量值则在相对

客观大量区间ꎬ如:例(１) “小有成就”中的“有成就”暗含成就很大、表大量义ꎬ而将“小”
作为认知参照点ꎬ指向“有成就”这一大量ꎬ经过整合表达出“小有成就”的量值仍然处在

相对客观大量区间ꎮ 当“Ｘ”为表示消极意义的名词时ꎬ“小 ＋ 有 Ｎ(表消极意义) ”表示言

者主观上认为消极的程度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ꎬ量值在相对客观小量区间ꎮ 如例(２０) “小

有难度”中的“有难度”不再暗含有大量义ꎬ这可能与人们对事物的期望值有关ꎬ人们通常

对积极事物的期待值高ꎬ对消极事物的期待值低ꎮ 此时“小”指向“有难度”时ꎬ表达了言

者主观上认为“难度”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ꎬ并且“难度”的量值在相对客观小量区间ꎮ 以

上分析表明:“小 ＋ 有 Ｎ”最终实现的量值大小与 Ｎ 的色彩意义、上下文语境都有一定关

系ꎮ
第三种情况就是“小 ＋ Ｖ”后没有附加词ꎮ 如:
(２３)２０ 多年没见的中学同学、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美妈ꎬ今天下午从成都来重庆ꎬ晚上同学们小聚给

她接风ꎮ

(２４)前两天看到有人说对流浪动物来讲ꎬ引产和绝育是好事ꎬ毕竟对母体有伤害ꎬ生下来一窝也会成

为流浪小可怜ꎮ

(２５)其实跟社会没有太多关系ꎬ只是内心太浮躁罢了! 小紧张ꎬ小害怕ꎮ

(２６)小饿时切一块三明治抹酱食用ꎬ倒也舒服享受ꎮ

(２７)小烦恼会值得沮丧ꎬ真正大的挑战你反而会很认真去面对了ꎮ

(２８)凉爽柔滑绸缎短袖波点裙连衣裙ꎬ很有爱的一款连衣裙ꎬ色彩有些小复古的味道ꎬ波点的印花ꎬ

有种成熟美的味道ꎮ

通过观察分析语料可知ꎬ在“小 ＋ Ｖ”中ꎬ副词“小”作状语修饰动词ꎮ 此时的动词多是

心理动词和少数表行为活动的动词ꎮ 大多数情况下后跟表行为活动的动词时ꎬ动词后会

带上量词ꎬ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种情况ꎮ 通过分析语料发现ꎬ“小 ＋ 心理动词”时ꎬ通常

受“有些” “有点(儿) ”修饰ꎮ 通过对语料的观察可知ꎬ“小 ＋ Ｖ”在句中一般可作谓语、宾
语、定语、主语、状语ꎬ也可独立成句ꎮ

从语料可归纳出ꎬ这一结构中的“小”传达出言者主观上认为这些动作在时间上比较

短ꎬ程度上比较弱ꎬ规模小ꎮ 例(２３)中“小聚”表达了“聚”这一动作的规模较小ꎬ只有部分

同学聚在一起给她接风ꎻ例(２６)中“小饿”表示了“饿”的程度较弱ꎬ还没有达到饿得受不

了的极限ꎻ例(２５)中的“小害怕”表示“害怕”的程度较弱ꎬ在言者主观上可以接受的范围

之内ꎻ例(２８)中的“小复古”表示“复古”的程度较弱ꎬ“色彩”并没有完全复古的味道ꎻ例
(２４)和例(２７)中的“小 ＋ Ｖ”有点名词化的倾向ꎬ“小可怜”和“小烦恼”分别指可怜的小狗

和烦恼的事情ꎬ同时“小可怜”也表达了说话人主观上的一种喜欢之情ꎬ“小烦恼”传达出

说话人主观上“烦恼”的程度较弱ꎬ在说话人可接受的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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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 ＋ Ａｄｊ”的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

根据所搜集的语料可知ꎬ“小 ＋ Ａｄｊ”是“小 ＋ Ｘ”构式用法中出现最多的一种语言表达

方式ꎬ也是一种新兴用法ꎮ 如:
(２９)她又像往常那样把鞋脱掉了ꎻ他敬畏地望着她光脚在其热足以烫熟鸡蛋的路面上走着ꎬ走过坚

硬如石的地方ꎮ “小淘气! 把鞋穿上ꎮ”

(３０) “凯瑟琳是个小马虎ꎬ可不会理家呀”做母亲的事先警告说ꎮ

(３１)他在她耳畔轻轻用意大利文说着:“小顽皮ꎬ小坏蛋ꎬ小奸刁”她把手堵着他的嘴ꎮ

(３２)可他ꎬ这个为富不仁的家伙说什么:“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兆头! 连你的小孙子ꎬ那个小调皮ꎬ都

将成为我挂历的主顾ꎬ你说ꎬ我这一行ꎬ能不红火? 能不发财吗?”

(３３)小伊瑞卡套在一件硬邦邦的、发散着肥皂淀粉气味、新浆洗过的印花布衣服里ꎬ看去像个小滑

稽ꎬ她的眼睛和绯红的面颊活像格仑利希先生ꎻ

(３４)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ꎮ 于是ꎬ一场小浪漫开始了ꎮ

通过观察分析语料可知ꎬ在“小 ＋ Ａｄｊ”中ꎬ“小 ＋ Ａｄｊ”多用来表达具有某种性格的人或

具有某种特征的事件ꎮ 用表示某类人的性格特征或事件特征的形容词指代一类人或一件

事ꎬ属于修辞手法中的借代ꎬ此时的形容词多是双音节的形容词ꎮ 通过对语料的观察发

现ꎬ“小 ＋ Ａｄｊ”在句中一般可作主语、宾语ꎬ也可独立成句ꎮ
从语料可归纳出ꎬ以上例句中的“小 ＋ Ａｄｊ”传达出言者主观上的喜欢、溺爱之情ꎬ带有

很强的感情色彩ꎬ“小”无实义ꎮ 例句中的“小 ＋ Ａｄｊ”有名词化的倾向ꎬ例(２９) ~ 例(３３)
中的“小淘气” “小马虎” “小顽皮” “小调皮” “小滑稽”分别指淘气的人、马虎的凯瑟琳、顽
皮的人和滑稽的人ꎬ同时传达出言者的喜爱之情ꎻ例(３４)中的“小浪漫”指的是浪漫的事

情ꎬ同时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ꎮ 如果把以上例句中的“小”去掉ꎬ语义就会发生改变ꎮ 比如

例(３０)如果把“小”去掉ꎬ该句就变为:“ ‘凯瑟琳是个马虎ꎬ可不会理家呀’ ‘做母亲的事

先警告说’ ꎮ”
首先ꎬ例(３０)中的“个”是个量词ꎬ“马虎”是个形容词ꎬ量词后一般跟名词ꎬ所以说在

句法上是不合理的ꎻ其次ꎬ去掉“小”之后是一种客观评价ꎬ不能表达言者的主观感情色彩ꎬ
随之语义就发生了变化ꎮ

通过所搜集的语料发现ꎬ“小 ＋ Ａｄｊ”前有时会用 “ (那 /一)些”等来修饰ꎮ 例如:
(３５) “乔格缇ꎬ吃东西的当儿ꎬ不可能不发生一些小意外ꎮ 不幸的是ꎬ就算在法国ꎬ一个人也不会被

允许裸体进餐的ꎮ”

(３６)她感到与父辈们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比较ꎬ自己的那点小恐怖根本不值一提ꎮ

通过语料分析可知ꎬ前面有“ (那 /一)些”修饰的“小 ＋ Ａｄｊ”依旧可以表示具有某种性

格的人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事件ꎬ如例(３５)和例(３６)表示的就是意外的事情和恐怖的心

情ꎬ此时的“小 ＋ Ａｄｊ”语法作用相当于名词ꎬ在句中可以作宾语和主语ꎮ 语义上依旧可以

传达言者的主观性评价ꎬ并传达言者的感情色彩ꎮ
根据语料发现ꎬ“小 ＋ Ａｄｊ”有时候可以在“有点(儿) /些 ＋ Ｘ”格式里出现ꎬ例如:小可

爱、小胖、小调皮、小淘气ꎬ等等ꎬ此时的意义和“小 ＋ Ａｄｊ”完全不一样ꎮ 试比较下面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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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３７Ａ)我想到海伦尖利的嗓音ꎬ那女人简直是她母亲惟妙惟肖的翻版ꎻ还有南希ꎬ海伦的女儿ꎬ一个

成天哭闹的小淘气ꎮ

(３７Ｂ)Ｒａｙ 是个很活泼的小男孩ꎬ甚至有时候有点小淘气ꎮ

(３８Ａ)里卡尔多ꎬ我的宝贝ꎬ你真是个走运的小调皮ꎬ你可开心啦!

(３８Ｂ)白莲花笑道:“请七爷说出来ꎬ是哪一件事有些小调皮?”

例句(３７Ａ) (３８Ａ)中的“小 ＋ Ａｄｊ”表示具有某种性格特征的人ꎮ 如“小淘气”是指淘

气的小孩ꎬ“小调皮”则指调皮的孩子ꎬ同时传达出言者主观上的喜欢ꎻ其语法作用相当于

名词ꎬ在句子中通常作主语、宾语ꎮ 而例句 ( ３７Ｂ) ( ３８Ｂ) 中的 “小 ＋ Ａｄｊ” 出现在 “有点

(儿) /些 ＋ Ｘ”构式中ꎬ其语法作用仍然相当于形容词ꎬ在句中可以作定语、谓语ꎻ其表达的

语义在程度上比原来单纯的形容词要弱一些ꎬ但仍旧可以传达言者的主观性评价ꎮ
由上观之ꎬ构式“小 ＋ Ｘ”的句法功能具有多样性ꎬ可以充当多种句子成分ꎬ主要的句法

功能有主语、谓语、定语、宾语ꎮ “小 ＋ Ｘ”构式通过言者对其表达内容的轻化功能、主观性

以及言者的感情色彩进行“主观感知” ꎬ激活并突显了“ Ｘ”在程度上的弱化和在动作上的

弱化ꎮ 该构式的语义可以概括为:言者对所表达的某一事物或某一过程的主观评价和对

动作或程度的轻化ꎬ具有弱动作性和弱程度性ꎮ

三、“小 ＋ Ｘ”体现的认知语义观

１ . 基于使用的“小 Ｘ”构式

“小”在“小 ＋ Ｘ”中的喜爱或轻化语义成分随着“小 ＋ Ｘ”使用频率的增高逐渐“固化

下来” ꎮ “小 ＋ Ｘ”作为一种新兴的表达形式ꎬ是说话者个人在追求创新中产生ꎬ在说话者

高频使用中固化下来ꎬ网络时代在全民使用中得到稳定ꎮ 由此可见ꎬ“小 ＋ Ｘ”构式的形成

是基于实用的( ｕｓａｇｅ － ｂａｓｅｄ) ꎮ
２ . 基于互动体验的“小 ＋ Ｘ”构式

王寅(２００７:２８８)认为ꎬ说到“体验”这个话题ꎬ要回答三个问题:用什么体验ꎬ体验什

么? 如何体验?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可以基本理解认知和语言的体验性问题ꎮ[９] 我们

以短语“小紧张”传达“言者有些紧张ꎬ但紧张的程度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样的轻化义为例

试做分析:
用什么体验? ————用言者对紧张程度的主观感知体验ꎻ
体验什么? ————体验感知紧张的程度高还是紧张程度在可控范围之内ꎻ
如何体验? ————通过主观或心理感知来分析紧张程度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ꎮ
认知语言学在“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ꎬ深入和细化地论述人类

范畴、概念和语言形成(王寅ꎬ ２００７:１７１) [９] ꎮ “小清新” “小有成就” “小激动”等表达形

式的不断涌现ꎬ正是以体验和认知为基础建立的ꎬ反映了人们对主观感知的互动体验ꎮ
３ . 基于百科知识的“小 ＋ Ｘ”构式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７)认为:“语义不等于真值条件ꎬ但等于认知的操作” ꎬ所以语义应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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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背景知识等方面多角度加以描写 [１０] ꎮ 美国社会学家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１９６７)认为日常谈话需依赖无穷尽的未经验明的共享背景知识ꎬ认知语义学的百科观与

其观点一致 [１１] ꎮ 不论是理解“小聚”还是“小激动” ꎬ都需要借助其背景知识ꎬ即聚会的目

的、人数和激动的原因、程度等一些特征ꎬ只有结合未经验明的共享背景知识和一定的语

境才能对“小 ＋ Ｘ”进行解读ꎬ才能使交流得以进行ꎮ

四、结 　 语

“小 ＋ Ｘ”构式多运用于口语及网络语言中ꎮ 本文基于语料库对构式“小 ＋ Ｘ”的组构

成分、句法特征和语义进行了详细解析ꎮ 研究表明:进入该构式的可变量 Ｘ 多为形容词、
动词和名词ꎻ该构式在句中充当主语、谓语、定语、宾语和其他成分ꎻ该构式有主观评价义、
弱动作义和弱程度义三种语义ꎮ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说ꎬ人们对“小 ＋ Ｘ”构式的理解必

须诉诸感知体验和百科知识ꎮ 本文旨在通过对大量真实语料的统计ꎬ对构式“小 ＋ Ｘ”的用

法和意义进行分析并审视该构式所体现的认知语义观ꎬ但限于篇幅ꎬ有些问题还有待展开

深入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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