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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然而，如果缺少了继承，创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能
力是研究生的核心能力。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为其提供研究成果
的发表平台，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文库 《传承·创新 （第四
辑）》成功付梓面世后，我们又开始着手组织、编纂文库第五辑。第
五辑的出版发行是过去工作的延续，同时也是我们未来学术科研活动
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仍然本着 “求精、求新”的选编原则和严谨的学
术态度，力争为大家呈上一本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学术理论价值的文
集。

《传承·创新》第五辑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同学们投稿踊跃，共
收到稿件近２００篇，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文化等方面，均
为各领域比较前沿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它们注重学术性、理论性和参
考性，是各位作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刻苦钻研的成果。我们对来稿
进行了认真筛选，力求发现论文中的每一个闪光点，在优中选优，最
后选出４２篇论文。在专家教授 （编委）的悉心指导下进行了修改，
本文集编委会在文稿体例格式的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标题、作
者介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方面做了统一要求，以便
于读者阅读、参考。

在 《传承·创新》第五辑的组稿、修改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
了学校领导以及各位指导教师的关心和重视，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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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尽心竭力将编辑工作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有志于创新研究的
研究生们充分展示他们的学术风采。鉴于本书篇幅有限，有相当一部
分优秀来稿我们未能刊登，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希望广大作者继续支
持我们，为读者奉上更多的学术精品。

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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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对ＡＢＡＣ式汉语成语构式的ＣＢＡ研究

沈小燕

摘　要：汉语 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语言表达方式，早已引起了

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大多从结构、语义、语用、修辞等角度分别对

ＡＢＡＣ构式进行了研究，但未见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对其做过深

入探讨。本文基于构式语法理论，提出了由认知参照点理论、自主依

存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联合建构的ＣＢＡ模型，以期能够解释该构式的

生成机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现代汉语四字格 ＡＢＡＣ式成语，其中四

字格成语以网络软件 《汉语大辞典４．００》为准，从本词典 “成语”栏

中获得９０８例，形成一个封闭的语料库并对其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关键词：汉语ＡＢＡＣ成语构式；认知参照点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自主依存理

论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ｉｏｍｓ，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ｈａｖｅ　ｉｇｎｉｔｅ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ｒｅ　ｄｏｎ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ＢＡＣ　ｉｄｉ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ＢＡ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ＢＡＣ　ｉｄｉｏ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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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 ‘ｉｄｉｏｍｓ’，９０８ＡＢＡＣ　ｉｄｉｏ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ｏｒｐｕ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ＢＡＣ　ｉｄｉ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本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解析 ＡＢＡＣ成语的理论基础
（即 ＣＢＡ 模型），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论基础，从封闭语料库选取

ＡＢＡＣ式成语例子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将会选取部分案例进行简
要的分析，并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ＡＢＡＣ成语的构式的生成模型进
行数据分析，旨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的生成机制。

解决ＡＢＡＣ成语构式理论基础相对缺失的问题的方法主要包括
两个部分：理论基础和数据分析。在理论基础方面，本文试图通过整
合认知参照点、概念整合和自主依存理论，建构ＣＢＡ模型，作为对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全进制的发展，来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的形成机制。

１．传统理论在ＡＢＡＣ成语构式解释上的缺陷

作为四字格的一种常见形式，ＡＢＡＣ成语在构式特点上不仅具
有固定短语表意的整体性，还具备自由短语灵活组合的特点，使得其
在音节重叠的四音格词中凸显出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分别从
结构、语义、语用、修辞等角度对其做出了论述，但是在认知语言学
及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涉
及、有待深入。

ＡＢＡＣ成语在构式上有着其特殊性：从构成要素来看，第一个
字与第三个字为同一汉字，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为不同汉字，构成了
一个音节重叠的四音格词；从整体结构来看，可以将四个组成成分划
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即ＡＢ和 ＡＣ两个部分；在内部结构上，ＡＢ与

ＡＣ基本相同，Ａ将Ｂ和Ｃ连接起来、并列存在；Ｂ与Ｃ作为 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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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部分，地位相同，Ｂ与Ｃ的关系可以是近义词、离合词、反义
词，也可以是其他语义关系。因此要想合理解析ＡＢＡＣ成语的构式，
就必须首先解释三组关系：Ａ与Ｂ （或Ｃ）的关系、Ｂ与Ｃ的关系以
及ＡＢ与ＡＣ的关系。

２．认知参照点理论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上的不足之处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认为，参照点的建构即通过一个工具概念作为认知参
照点，以激活讲话人与另外一个实体目标的心理接触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认知主体Ｃ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对象时，像我们日常生活中
认识其他事物时选取物理参照点一样，选取一个认知参照点Ｒ，这个
认知参照点极具凸显性和线性语序的优先性，因此容易被认知主体Ｃ
首先感知。此时，认知参照点的产生，会激活人们的概念系统中储存
有关事物的认知模型的集合，即认知参照点的领地Ｄ。该领地Ｄ的
范围是通过认知参照点Ｒ与最终认知的目标实体Ｔ的特定认知搜索
领域。在这个领域Ｄ中，认知主体首先将注意力投向认知参照点Ｒ，
然后认知参照点Ｒ周围寻找需要认知的目标实体Ｔ。在找到认知的
目标实体Ｔ后，参照点链便已形成，认知过程随即完成。

C conceptualizer=
R reference point=
T=target
D dominion=
=mentap path

!"#$
%&’
()
*+
,-./

T1 T2

D R

C

图１　认知参照点理论示意图

虽然认知参照点作为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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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解释了一基两标的现象，也对认知过程作了较为翔实的阐释，但
是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在 ＡＢＡＣ
成语认知过程中，无法清楚合理地解释 Ａ是如何作为认知参照点来
寻找Ｂ和Ｃ这两个实体目标的，从而也无法清楚地解释Ａ与Ｂ （Ｃ）
之间的关系；第二，在认知参照点理论中，ＡＢ与ＡＣ的结构生成是
由认知参照点Ａ激活Ｂ （Ｃ）而生成的，也就是说ＡＢ与ＡＣ的结构
是由于认知主体Ｃ通过认知参照点Ａ的激活而被动生成的，这也就
无法解释ＡＢ与ＡＣ之间的关系，使得该理论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
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３．自主依存理论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上的不足之处

自主依存理论最早是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在语法配价关系中提出的两个重
要概念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７：７７－３７）。作为一组不对称的语法关系，
其中一个可以独立出现的，具有自身语义明示的，且不要预设即可独
立使用的部分成为自主成分，而另一个部分在使用时必须有其他结构
进行支撑，或者必须有预设的，我们所称为依存部分。比如在音位结
构中，主音可以单独使用，而辅音一般要依附于元音才能使用。一般
来说，自主结构在语义内容中较依存结构更加宽泛、具体和实在。以
下是自主成分和依存成分的比较：

表１　自主成分与依存成分的比较

自主成分 依存成分

实体 关系、过程

具体、实在 虚泛

丰裕 狭窄

独立出现 预设其他成分、不独立出现

比较稳定 不太稳定

在一个配价关系中，Ａ和Ｄ分别为自主关系和依存关系，Ａ是
对Ｄ凸显的图示性结构所做出的解释。一个自主成分可以和一个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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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上的依存成分联结在一起，组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合成结构，合成结构
的语义继承了组成部分的语义凸显；代表一个语法构式的主要内容
（如下图）。

C

A D

图２　认知参照点自主依存理论示意图

虽然自主依存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大部分ＡＢＡＣ成语中Ａ与Ｂ和

Ａ与Ｃ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成语表面意义和隐喻意义有极强的阐
释力，但是在解释 ＡＢＡＣ成语构式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
在解释成语中ＡＢ与ＡＣ成分的关系上缺乏说服力、略显牵强，比如
“阿猫阿狗”，“阿猫”和 “阿狗”两个成分并不存在纯粹的自主依存
关系；自主依存理论对于 “动词＋名称”“形容词＋名词”“副词＋动
词”等结构具有较好的阐释力，但是对于 “名词＋名词”，如 “佛眼
佛心”等ＡＢＡＣ成语的阐释力较弱。

４．概念整合理论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上的不足之处

作为一种将不同认知空间的框架结合起来的认知活动，概念整合
理论以心理空间为基本单位，建立了四个抽象空间：类属空间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ｐａｃｅ）、输入空间Ｉ （Ｉｎｐｕｔ　Ｓｐａｃｅ　Ｉ）或称源心理空间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输入空间ＩＩ（Ｉｎｐｕｔ　Ｓｐａｃｅ　ＩＩ）或称目标心理
空间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整合空间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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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概念整合理论原理

两个输入空间将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投射到第三个空间
即共有空间，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的
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
创结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层创结构是一个其他空间所没有
的新结构，它是概念整合的核心部分，也是形成新概念的结构。这
样，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虽然概念整合理论遵循人类认知和把语义作为认知手段的普遍原
则，推翻了传统语义学中意义组合的观点，体现了人类思维和语言的
多构性，也填补了隐喻认知机制中的不足，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但
是在解释ＡＢＡＣ成语构式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该理论的假设在
于理论的变化是随着语言现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容易忽略成语形成背
景和人的心理因素，导致理论适应现象的情况；它并非万能钥匙，无
法很好地解释ＡＢＡＣ成语从现实实体转移到概念实体的过程，以及

Ａ与Ｂ （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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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理论框架———ＣＢＡ模型

据以上分析，单用认知参照点、自主依存和概念整合理论很难从
认知框架对ＡＢＡＣ的语法构式进行分析，本文提出解析ＡＢＡＣ成语
的ＣＢＡ模型，即将上述三个理论整合到一起 （如图５和图６）。从图
中可以看出，ＣＢＡ模型具体包括三大步骤。

第一步，认知参照过程。认知主体Ｃ在认知 ＡＢＡＣ这类双音节
成语时，根据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１９８７）的凸显原则，在成语中重复出现的

Ａ较Ｂ和Ｃ来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忆和
提取。因此，在ＡＢＡＣ成语的认知过程中，Ａ由于其凸显性和线性
语序的优先性，往往作为认知参照点。当认知参照点产生的同时，人
们概念系统中与之相关的概念集合，即认知参照点领地会被激活 （即
认知参照点Ｒ与最终认知的目标实体Ｔ的特定认知搜索领域）。在认
知主体通过认知参照点Ｒ寻找认知目标Ｔ之前，存在着预设，即认
知主体为保证成语的语境适宜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或认知主体在寻找
认知目标前已经假定了某些信息和预设条件。人们在认知ＡＢＡＣ成
语时，思维上有个主观视角和参照点作为起始点。由于认知建构环境
的多维性和动态性，会在认知参照点周围通过心智路径构成一个目标
群。认知主体通过认知参照点，顺着心智路径来捕捉语用假设，即认
知主体在预设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下，在目标群中寻找适合的两个认知
目标 （由于ＡＢＡＣ成语构式产生的预设，认知主体会通过认知过程
会寻找两个认知目标Ｔ１和Ｔ２）。当认知主体通过认知参照点在认知
领地中找到两个认知目标后，参照点链便已形成，也就完成了目标实
体概念化。

第二步，自主依存过程。在完成目标实体概念化后，Ｔ１和Ｔ２即

Ｂ和Ｃ，将会和Ａ相连接，生成了ＡＢ和ＡＣ两个新的配价关系。以

Ａ为自主成分、Ｂ （Ｃ）为依存成分时为例，ＡＢＡＣ成语可以看作由

ＡＢ和ＡＣ两个部分组成，也就生成了两组配价关系；ＡＢ （Ｃ）是由
自主成分Ａ和依存成分Ｂ （Ｃ）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成结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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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存成分在使用时即存在先前的预设或有其他结构进行支撑，一
般情况下依存成分依附于自主成分，生成一个合成结构，以合成结构
的形式使用。配价关系中，自主成分 Ａ将呈现出凸显的次结构 （Ｒ
框中的粗体小圆），凸显出一个具体的参与者，对依存成分的图示性
次结构进行阐述；依存成分Ｂ （Ｃ）会呈现出图示性次结构 （Ｔ１和Ｔ２
框中的粗体小圆）以及非凸显的次结构 （Ｔ１和Ｔ２框中的白体小圆），
即提供了两个具体的参与实体，其中图示性次结构为自主成分所呈现
的凸显性次结构提供阐释位。随后，自主成分Ａ的凸显次结构与依
存成分的图示性次结构形成阐释和被阐释的关系，则自主成分与依存
成分因此而联结起来，生成合成结构ＡＢ和ＡＣ，继承了其组成部分
的语义凸显。

第三步，概念整合过程。在生成合成结构之后，ＡＢ和ＡＣ并不
能联结生成 ＡＢＡＣ成语，因为并不是所有 ＡＢＡＣ成语中 ＡＢ与 ＡＣ
成分都是自主依存成分，而且ＡＢ与ＡＣ的生搬硬套地联结，并不能
产生ＡＢＡＣ成语的语义和语用效果，还要借助于概念整合理论将两
个部分加以整合。首先，ＡＢ与ＡＣ作为一基双标的ＲＴ产物，在组
成结构上以及Ａ的使用上存在共有的抽象信息，两个输入空间 ＡＢ
（Ｂ１框）和ＡＣ （Ｂ２框）将其共有的抽象信息投射到ＧＥＮＥＲＩＣ这个
共有空间，将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成分提取出来，为信息的概念整合
进行信息筛选，并提供概念整合的依据 （两个输入空间存在相似点，
即存在概念整合的可能性）。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
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
空间 （ＡＢＡＣ框）。合成空间提取两个输入空间的投射部分，形成层
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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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ＢＡ模型原理图之一 （Ａ作为自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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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ＢＡ模型原理图之二 （Ａ作为依存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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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案例分析

认知主体Ｃ在认知成语 “一张一弛”时，根据凸显原则，重复
出现的 “一”由于是最小的数词，经常被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在
这个成语认知过程中作为认知参照点来使用。认知参照点 “一”被选
定的同时，会激活人们概念系统中与之相关的概念集合，即领地Ｄ。
在认知主体Ｃ在领地Ｄ中搜索目标Ｔ时存在这样的预设：一是必须
是一基双标，且双标属于同属性的词；二是必须满足 ＡＢＡＣ格式，
即 “一”要么作为数词，后接两个名词，要么 “一”作为表示短暂动
作的数次进行使用，后接两个动词。认知主体Ｃ通过认知参照点Ｒ，
顺着心智路径来捕捉语用假设，在众多概念集合体中经过人们长时间
的反复筛选最终选择两个目标 “张”和 “驰”。此时，参照点链便已
形成，也就完成了目标实体概念化。

在完成目标实体概念化后，也就生成了两组配价关系：“一”与
“张”以及 “一”与 “驰”。在两组配价关系中，“张”和 “驰”都可
以作为独立成分独立使用，而 “一”不能单独使用，即在使用时预设
着其他结构的存在，必须与其他关系搭配使用，以合成结构的形式出
现。“张”和 “驰”作为自主成分，存在多种语义，如 “张”可以表
示 “姓氏”“展开”“商店开业”等语义，而 “驰”可以表示 “车马奔
跑”“传播”“向往”等语义。在配价关系中，为提供一个具体的参与
实体，“张”呈现出凸显的次结构 （框中的粗体小圆），即语义 “拉紧
弓弦”，而 “驰”呈现出凸显的次结构 （框中的粗体小圆），即语义
“放松弓弦”；“一”作为一个多义词存在很多种意义，但是在配价关
系中，“一”作为依存成分会呈现出图示性次结构 （框中的粗体小圆）
以及非凸显的次结构 （框中的白体小圆），其中 “一”的图示性次结
构所呈现出的语义表示一次性或者具有试探性的动作，为自主依存成
分的凸显性次结构提供了阐述位，而 “一”的其他语义，如表示 “单
个”“相同”“部分连成整体”等，则由非凸显的次结构表示。随后，
自主成分 “张”和 “驰”的凸显次结构与依存成分 “一”的图示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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