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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NP"结构中“大"的隐喻分析

口李 韵 杨文全 [四川大学成都610064]

[摘 要】 本文认为“大+NP”结构中的“大”是表示事物突显性的标记词。从空间维度词到

标记词，“大”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隐喻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作为词义引申触媒的作用和作为人

类重要认知工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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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汉语口语中存在这样一个结构：“大+NP”，

NP可以是时间名词，例如大夏天、大过年、大周末等

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这一义项的解释是：“用在时

令或节日前，表示强调”。但这无法说明为什么有的

时间名词可以进入而有的则不可以进入这个结构，对

此《汉语十五讲》中认为：“人们在属于个人的休息时

间前加上一个‘大’字，只是为了表明这些时间比较宝

贵，应该充分享用罢了。”但是我们看到下面的例子：

大晚上的，吃这么多。

大白天的，你居然睡觉。

前一句话是说晚上不应该进食太多，否则对健康

不利，似乎和“个人的休息时间应该充分享用”无关。

而后一个例子是说在应该工作的时间休息，其意义更

是与前面的解释相反。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也

具有片面性，而且书中没有提及“大”在这个结构中特

殊的意义和用法。有人认为这里的“大”是区别词，用

于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或特殊性。而项开喜则认为：

“在语义上，‘大’主要是突出强调事物的某一特征；在

语音上，它有时读轻声。它的话语功能是标记言谈话

语当中的突显性成分，与典型的形容词‘大’相比，具

有明显的虚化倾向。”⋯本文倾向于同意项开喜的观

点，认为“大”在这个结构中具有语法化的特征。

语法化是隐喻的一种，是指一个词语的语义逐步

变为抽象经历了隐喻化的过程。“隐喻化的抽象是将

‘更抽象’的内容跨越概念领域联系到更具体的内容，

后者构成前者的喻体。”怛’现代隐喻学认为，隐喻是人

类深层的认知机制，组织我们的思想，形成我们的判

断，使语言结构化，从而具有巨大的语言生成力。换

言之，隐喻就是以一个概念来注解和经历另一个概

念，而且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利用相对具体或熟悉

的概念，来组织相对抽象或新产生的概念，所以隐喻

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的发生来自概念

之间的相似性，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就是概念之间共有

的特征或属性。

空间维度词是对具有一定形状的事物的特定部

位或部分所占据的空间的量进行说明的词语。现代

汉语中的空间维度词包括：大一小、长一短、宽一窄、

高一低等等。其中“大”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任

何时代里都是表达人们评价、态度的基本词汇。像

“大”这样的表示语言中基本概念的词往往有丰富的

语义，在《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版)中，我们查到

“大”的8个义项。我们认为这些义项之间的关系显

示了隐喻在词义引申中的作用以及隐喻作为人类重

要认知工具的意义。

一、“大"的语义分类

(一)表示具体的概念

表示面积：地方大、房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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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程度：大风、大红、大声

表示年纪：大哥、一家大小

以上的例子并非穷尽性的列举，但都是“大”最为

基础的词义，即表示一种量的大小。其实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将其分为：

表示有形事物：地方大、房间大

表示无确定形状的事物或无形事物：大风、大

红、大声、大哥、一家大小

与有形事物搭配时，“大”是作为空间维度词，即

表示一种空间的量的大小。而同样表示事物整体的

量的大小，在与无确定形状或无形事物的搭配中，

“大”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示量的大小的意义。这其实

也是“大”的隐喻用法，只是由于使用时间过长，其搭

配已经成了语言字面意义的一部分，即成为了死

隐喻。

(二)表示抽象的概念

包括“大乱子、大矛盾、大野心、大规模”等等。上

文我们已经提到，“大”与元确定形状的事物或无形事

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为“大”能够比较自由地

与表无确定形状或无形事物的抽象概念的词语搭配

创造了条件。“大”在表达具体概念的时候总是强调

事物的整体的量，而在说明抽象概念时，也是强调事

物整体的量，只是这里的量是一种抽象价值的量

的值。

二、“大+NP”结构

上文已经提到一部分时间名词可以进入“大+

NP”结构：

1．表示节日：大过年、大过节

2．表示年月日、星期：大星期一、大正月、大初一

3．表示一年中季节、气候：大冷天、大夏天

4．表示一天中时点或时段：大早上、大晚上b】

同一范畴的一组事物中，存在典型成员和非典型

成员。其中典型成员特征鲜明但数量较少，因而显得

更加突出和醒目，这被称为认知上的“突显性”。从上

文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大+NP”结构中，NP如

果是时间名词，那么其所指称的时间必然是一个范畴

中最具突显性的。当然这种突显性也可以是在说话

人的观念中具有某种典型的特征。实际上，在一定的

话语背景下，说话人要着重强调某一个具有显著特征

的事物，他们往往会采用“大+NP”这种表达策略。

我们在口语中所见到的例子有很多已经超出《汉语十

五讲》中所举到的。

我们发现还有一部分人名词也可以进入“大+

NP”这个结构。例如：

表示职业：大班长、大作家、大经理

表示角色：大小伙子、大姑娘

表示品质：大笨蛋、大骗子

表示尊敬：大爷、大娘、大姐(这里的“大”不同于

表示年龄的“大”，而是表示一种尊敬)

考察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NP和上面

提到的时间名词一样，也都是言谈话语中的突显性语

义成分。当然这一突显性语义成分是与一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人的认知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离开

特定的认知心理和特定的话语背景，其典型特征往往

是非常模糊的。所以每一事物都可以表现出多方面

的典型特征，究竟是由于哪个特征使之成为说话人观

念的突显性成分，只有在特定的语境当中才能得到

说明。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法结构

跟人们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有着相当

程度的对应或‘象似’关系，或者说语法结构在很大程

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的模型。”[33在认知上，简单的事

物趋向于用简单的形式来表达，复杂的事物趋向于用

复杂的形式来表达。观念上的突显性信息在话语结

构上往往表现为有标记形式，而非突显性信息在话语

结构上往往表现为无标记形式。所以在“大+NP”结

构中，具有突显性的语义成分NP以“大”作为标记。

在这里，“大”虚化成为标记词，具有语法化的倾向。

实词虚化并不意味意义的彻底消失，而是在隐喻

的作用下，认知域发生了转移。上文已经提到，概念

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产生的动因。认知心理学研究

表明：事物越大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更具有

认知的价值，从而具有突显性。当“大”作为典型的形

容词用于定中短语时，它被用来强调量的大小。而在

“大+NP”结构中，这一理性义依然存在，只是虚化为

对突显性的标示。

三、小结

隐喻的相似性可以分为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

性，“物理的相似性是指在形状、外表或功能上的一种

相似，心理相似性是指由于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

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

方面的相似。”L41《说文》中对“大”的解释是：“天大、地

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

“大”的传统，这是人们往往选择“大”强调量的大小的

  万方数据



JournaI of UES‘rC(SociaI Sciences Edition)Oct．2006，VoI．8，No．5

文化背景。

我们认为“大”从空间维度词到表示抽象的价值，

再到“大+NP，，结构中标示突显性，经历了语法化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围绕“量的大小”这一相似点，

隐喻使更抽象的内容跨越概念领域联系到更具体的

内容，从而后者构成前者的喻体。而“大”的词义和用

法也得到进一步的引申和发展，这充分显示了隐喻作

为认知工具和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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