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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置构式的认知识解

———以 “Ｘ ＋Ｖ一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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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Ｘ ＋Ｖ一下”现象的构式特征及相关问题值得深入考察。 “Ｘ ＋Ｖ一下”是汉语中述宾结构

（ＶＰ＋ＮＰ）“Ｖ一下Ｘ”的逆置。从范畴系统、语音隐转喻与移情机制来探讨该结构可以发现：构式生成

路径分三步；非常量构件泛化；构式范畴层级分化且分为原型构式与非原型转喻构式；语用功能是增加

语义等级使推广者通过移情希望受众也将相同的态度转移到被推广事物，从而实现推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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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分逆置属于语言的易位现象，是句子特有的

因素。逆置结构存在构件前置或后移易位，随着使

用的频次增加，逐渐固化下来，成为逆置构式。逆

置句的研究是学界广泛谈论的话题之一。国外对该

结构研究比较显著的学者包括 Ｇｒｅｅｎ［１］、Ｂｉｒｎ
ｅｒ［２－５］、Ｄｏｒｇｅｌｏｈ［６］。国内的研究成果也颇丰。首
先，就形式角度而言，一些学者从句法学层面来挖

掘 （陆俭明［７］、余志宏［８］、袁毓林［９］、杨德峰［１０］、

张燕春［１１－１２］、李胜梅［１３－１４］、韩景泉［１５－１６］）。其次，

就功能角度而言，很多学者从认知语用层面阐述其

语篇功能 （桂林［１７］、徐盛桓［１８］、邓云华［１９］、张克

定［２０－２１］、袁秀凤和杨坚定［２２］、文旭［２３－２４］、张

翼［２５－２６］、唐淑华等［２７］）。除了宏观角度的研究，也

有对逆置句次类的研究 （李芳杰［２８］、周世宏［２９］、

杨哲华［３０］）。综上，汉语口语逆置句的研究是从形

式过渡到功能语用与认知，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

纯口语逆置句上，缺乏与其他语法形式的关照互动，

若是将逆置句与构式语法联系起来，是否会获得新

的句法语义解读；若是口语逆置句固化于新闻标题，

是否会生成新的语用效果。

由于 “共时强度”突出是网络语言语法化的主

要特征，又因其顺应了新闻表达与说话者的情感表



达，进而被媒体广泛使用。因此，本文以网络和传

统媒体上出现的 “Ｘ＋Ｖ一下”逆置构式为研究对
象，探讨 “Ｘ＋Ｖ一下”逆置构式的组构特征 （构

件各部分互动关系以及构件与构式互动关系）、构件

非常量泛化机制以及约束条件、构式生成路径、构

式浮现义及其泛化动因、构式的基本表达功能等。

二、构式组构特征分析

构式是一组形义配对体，［３１］１是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象征单位所形成的结构。［３２］象征单位存在于语

义结构和语音结构的配对之中。［３３］构式是一个组合

整体，具有完形性，但是构式的各组构成分之间是

相互影响的，因此，对构件的分析也尤为重要。

“Ｘ＋Ｖ一下”是述宾结构 （ＶＰ＋ＮＰ） “Ｖ一下
Ｘ”的逆置，“Ｘ”虽然出现移位，但与 “Ｖ”部分
句法结构关系紧密。

（一）“Ｘ”的构成以及泛化

构式中 “Ｘ”部分最早是联合结构，“游泳健
身”与 “汉堡奶茶”。此部分为被推广事体，也是

当前存在的实体，这为构式提供了即时性的特点，

即推广者或是拿着被推广事物推销，或是在新闻海

报上进行大肆推广，这两种情况分别呈现的是具体

实物与模拟图片，均具有当场性。随着构式使用频

率的增高，“Ｘ”部分呈现开放性的趋势，不拘泥
于最开始的联合结构。如：

例１周杰伦出新歌 土味歌词了解一下。（南
方网 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例２巴布亚新几内亚 最神秘 ＡＰＥＣ东道主了
解一下。（人民网 ２０１８－１１－１４）

例３超火连衣裙了解一下。（新浪网 ２０１９－
０３－１７）

根据新闻网站的检索结果，可以发现：语料中

“Ｘ”部分分布最多的是偏正结构，如以上 ３例。
“Ｘ”部分为单个名词的语料也存在，但这些单个
名词为明星或名人，与大众传媒的传播息息相关。

一方面，艺人公司为了商业价值会利用大众传媒进

行宣传；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兴起与发展，明星

艺人的一举一动也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

例４和两大男神拍广告的居然是她？袁百梓
卉了解一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例５谁有胆 “背锅”皇马帅位？教授温格了

解一下。（新浪网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例６“万人迷”马思纯了解一下啊。（人民网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以上３例， “Ｘ”部分无论是单个词、联合结

构、或是偏正结构，都可以由倒装结构 “Ｘ了解

一下”转换为述宾结构 “了解一下 Ｘ”。但是，在

其他语料中还存在不可替换的结构，如：

例７意大利普拉托官方微信上线 副市长：华

人了解一下。（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例７的语义是让华人了解官方微信上线了这一

事实，“华人”作主语来了解其他的事体。转换过

来的 “了解一下华人”为主谓结构，“华人”作宾

语，为被了解对象，语义出现了变化，因此不可进

行转换，这涉及语义解读问题。除此之外，另一类

不可转换的问题涉及句法问题。如：

例８《延禧攻略》还原 “税”史？了解一

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例９脑血管崩溃之前 了解一下。 （南方网

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例１０自动挡行驶时 能直接从 “Ｄ档”换到

“Ｓ档”吗？了解一下。（网易新闻２０１９－３－２３）

以上３例若转换过来并不符合汉语习惯，但置

于句首却没有任何问题。本文认为：倒装与转换的

不对称问题源于语体因素。在逆置构式中，“Ｘ”部

分的结构呈开放式，没有限制，能检索到的语料也

提供了支撑，然而在述谓结构的正常语序中，“了解

一下”的宾语受限较多。语言是人类身体和大脑对

物质、社会、文化和心智世界体验的产物，社会现

象，社会价值观必然反映在语言结构中。［３４］倒装句

与所谓的正常语序，尽管传统认为两者意义无异，

只是受到语境、话题延续和焦点化等因素的影

响，［２７］但倒装句必然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意图。［２３］置于

句首的信息聚焦更多，得到凸显，更能博住受众眼

球。此构式基本出现在大众传媒的大标题下，新闻标

题的语法结构不同于书面语的语法结构。书面语规范

细密，但新闻标题可不受约束，可以跳出传统语法的

框架，可根据具体交际环境进行创新性建构。构式中

“Ｘ”部分的语法基本不受限制，具有高度的临时组

合性，目的在于凸显焦点信息，吸引受众。

９１１第５期　　　　　　　　　黄　盈，郭熙煌：逆置构式的认知识解———以 “Ｘ＋Ｖ一下”为例



（二）“Ｖ”

首先进入构式 “Ｖ”部分的动词是 “了解”，其

次是 “了解”的下义词，如： “学习” “看” “欣

赏”等动词，接着 “ｐｉｃｋ” “ｓｋｒ” “ｇｅｔ” “ｆｏｌｌｏｗ”
等词汇也入句了。这与构式的能产性有关。

１．了解
根据汉语词典网的检索， “了解”有三层意思：

１）知道得清楚；２）知道；３）调查、询问。此构式
中的 “了解”应采用第三种解释，前两种解释强调当

事人对要了解的事物已经十分清楚，如：“据我了解”

“了解他的行动”，而构式中的 “了解”是在受众不

太了解的情况下让其对存在的事物进行调查询问，进

而实现推广者的目的。“了解”的第三种解释来源于

现代作家周立波 《暴风骤雨》 “先把情况了解一下，

再开会好些”，这里使用 “把”字句，根据吕文华［３５］

对 “把”字句的语义类型分类，此处 “把”字表示

动作与某确定的事物发生联系，或以某种方式发生联

系，即 “情况”是受事， “了解”是动作的方式，

“一下”表示动作的量，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知晓情

况。“把”字句宾语是典型的高主题重要的。［３６］通过

“把”字句突显主题，是为了强调主题的重要性，比

如这里的 “情况”。目前的逆置构式其实是对 “把”

字结构进行了缩略，直接将宾语置于句首位置进行前

景化处理，其实与 “把”字句的功能是不谋而合的。

在动词光杆形式组成的句子当中，动词前后可以

有状语、补语等句法成分。［３７］ “了解”本可以单独成

句，处于逆置构式的核心动词 “了解”可以有哪些状

语或补语句法成分呢？此部分讨论构式动词前 （动词

后见下文），动词前可加入积极态度性状语与表目的

的趋向动词性质词，如：“来”，不可加入程度性高的

状语。如例３中加入态度性状语或趋向动作性质词
“来”可变成：“超火连衣裙 （来）仔细／认真了解一
下”，但如果加入程度性高的状语则变成：“超火连衣

裙很／非常／十分了解一下”，这不符合汉语习惯，其
原因在于构式是服务于推广者，推广者利用被推广事

物的某些特点来吸引受众，此时受众还未充分了解被

推广事物。“程度副词＋了解”，表示已然，“很／非常
／十分＋了解”则形容受众已经对被推广事物有深入
的认识了，与 “一下”存在矛盾，程度性高的副词与

“一下”不可同现。相反，态度性副词可以插入构式，

“仔细／认真＋了解”，表示未然，受众需要用仔细、
认真的态度去认识被推广事物，正是推广者所要达到

的目的。此处态度性状语只能是积极义，不能是否定

义，否则不符合新闻传播要达到的效果。

２．“Ｖ”的泛化以及约束条件
“Ｘ了解一下”可抽象为 “Ｘ ＋Ｖ一下”，因

其十分顺应新闻表达与说话者的情感表达而被媒体

广泛使用。“Ｖ”部分得以泛化，如：
例１１“菜籽油”吃了到底好不好 科普一下。

（南方网 ２０１７－１２－１５）
例１２倡议书传递一下。（南方网２０１８－０５－２４）
例１３中国传统文化名词英文表达，快来学习

一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６－０２）
例１４对象很难找？请看一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

－０６－２５）
例１５胡杨之美 欣赏一下。 （新浪网 ２０１９－

０３－２１）
例１６俄罗斯风情 感受一下。 （新浪网 ２０１９

－０４－０５）
例１７这是我的段子手妈妈 介绍一下。（中国

网 ２０１９－０５－１１）
以上７例中的变量部分 “Ｖ”分别为 “科普”

“传递”“学习”“看”“欣赏”“感受”“介绍”所

具体化，但这些动词实则是 “了解”的下义词。入

句的 “Ｘ ＋学习／看／欣赏 （推广义） ＋一下”可
视为 “Ｘ＋Ｖ（了解）一下”构式的次级范畴。例
１１～例１７的动作义都建立在 “了解”的基础之上，

发话人为达到宣传目的，为受话人提供信息让其

“了解”，进而鼓励受众实施具体动作行为，这与下

文第三章节构式整体浮现义相关，后文具体阐述。

“Ｖ”部分的泛化还包括语音形式，如：
例１８才华横溢的华师辅导员，奋哥 ｐｉｃｋ一

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９）
例１９埔检舞林大会，ｓｋｒ一下。 （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例２０巩卫知识快来 ｇｅｔ一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

－０８－２５）
例１８～例２０“Ｖ”部分由动词 “了解”变为语

音形式 “ｐｉｃｋ”“ｓｋｒ”“ｇｅｔ”。本文认为这种泛化能
够有效实现，是以语音隐转喻机制作为认知基础的。

ＩｖａｎＦóｎａｇｙ［３８］首先提出 “语音隐喻”，认为语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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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对象之间具有象似性。隐喻和转喻都是人类思

维的认知方式，二者在识解过程中是融合贯通的，

区别在于隐喻是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存在两

个认知域，而转喻是概念实体一向概念实体二提供

心理可及，只存在一个认知域，两个概念的邻近性

是前提。以图１表征语音隐转喻在构式中的应用。

构式中的 “ｐｉｃｋ”“ｓｋｒ［ｓｋ：］”“ｇｅｔ”首先构成
声音域，因其固化于新闻，推广性质强，所以在使用

时语音部分音高且长。即使 “ｓｋｒ”“ｇｅｔ”的元音属于
中位元音，但在发音时唇形与舌位分别扩张与靠前，

与 “ｐｉｃｋ”的高位元音发音方式靠近。认知语言学认
为，身体经验是认知概念化的基础。声音基于体验，

表征情感。构式声音域中的音高与音长实则跨域投射

到情感域中的积极义与持续义。情感域为动作域提供

心理可及，情感与动作这两个概念极具邻近性，正是

由于情感积极义与状态持续义促动动作域的生成，与

大众传媒的推广目的让受众行动起来保持一致，所以

动作域以虚线标识。认知语法与构式语法都强调语言

的三个单位，语音隐转喻是语音极的凸显。

由检索到的语料可得，“Ｖ”部分的语音形式也
有约束。语音形式前基本为单个名词 （多为人名）、

短小的偏正结构与联合结构，而语音形式基本为单

元音动词。 “Ｖ”部分看似泛化，实则约束条件增
多，因此，本文认为 “Ｘ＋Ｖ（Ｐ）一下”也为 “Ｘ
＋Ｖ（了解）一下”的次级范畴，见图２。

（三）“一下”

“一下”是构式中存在的唯一一个常量。动词

重叠式ＶＶ与动词 Ｖ ＋一下的区别在于，当语义
指向动作续段时倾向于用动词重叠式，而指向结果

续段时倾向于用动词 ＋一下。［３９］构式若换成
“ＶＶ”，则重点强调受众了解被推广事物的动作，
而非结果。构式的 “Ｖ一下”实则突出推广者希
望受众彻底了解被推广事物这一结果，“一下”也

显示出时间快速，符合推广者的目的，推广者利用

新闻媒体大肆推广就在于受众快速关注他们的产品

进而产生商业价值，立刻产生结果是放在首位的。

构式中的 “一下”并非是量词 “一下”。 “一

下”作量词，表示动作的回数， “一下”就可继续

换为 “两下”“三下”“四下”等，很明显，“了解

三下”“ｐｉｃｋ四下”是不恰当的。动词＋一下可一
分为二：第一， “一下”表动作回数，有 “两下”

“三下”“四下”等；第二，“一下”在动词后没有

“两下”“三下”“四下”等，是表示时间少量，语

感上带有轻微或轻松的意味。［４０］第二种解释中的

“一下”的根本语法意义是控制动作的量，属于名

词性的词，而非数词 ＋量词结构，表示极少的
量。［４１］构式中的 “Ｖ一下”，从语用角度而言，推广
者一方面需要受众来了解被推广事物，另一方面将

动作的持续量减少，实际上是弱化语气，表明不需

要耽误受众太久便可知道信息，同时也增加了新闻

媒体标题的难度，必须得足够具有吸引力才能达到

目的。那么 “一下”可换成 “一下下”吗？“一下

下”表示时间极短，程度极轻，主要是说话人为了

体现自己的不好意思、胆怯、害羞心理，故意在动

词后面使用 “一下下”，以求达到对方的谅解的交

际功能。［４２］若构式中的 “一下”替换成 “一下下”，

则体现出推广者对所要推广的事物的不自信，语气

太弱，处于交际双方的弱势地位，不利于自身推广。

“一下”的限量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体

现了人类认知上 “有界”和 “无界”的基本对

立。［４３］综合对构式中 “Ｖ”与 “一下”的构件分析，

可以得出 “Ｖ一下”能够在新闻标题中固化下来的
内在机制，而非其他的 “ＶＶ”“Ｖ一下下”等结构。

三、“Ｘ＋Ｖ一下”构式生成路径、
浮现义以及泛化机制

　　逆置构式 “Ｘ＋Ｖ一下”是由 “Ｓ＋Ｖ一下Ｘ”
句式经缩略、语气转换与移位而来。首先，省缩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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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即句中动作的发出者，形成 “Ｖ一下 Ｘ”的述
宾结构；其次，小句语气由陈述句转换为祈使语气，

“Ｓ＋Ｖ一下 Ｘ”倾向于陈述语气，陈述一个事件，
而 “Ｖ一下 Ｘ”为祈使句，要求或请求对象完成具体
动作；最后，述宾结构 “Ｖ一下 Ｘ”经过移位生成逆
置结构 “Ｘ＋Ｖ一下”。构式组构成分紧密程度不因
转换而离散。构式作为整体，本身就有意义，该意义

独立于各构件意义。［３１］１王寅［４４］认为能被完全预测的

构式相当于 “常规构式”，不能被完全预测的构式相

当于 “特殊构式”，语义解释 “主要的”运作机制还

是 “整合原则”，因为语言要素在结合使用的过程中，

两者之间或多或少要做出一点调整，衍生出一些原来

要素中所没有的含义。“Ｘ＋Ｖ一下”整体的构式义
到底是什么？先对比分析下面的句子。

例２１神吐槽：德隆退役快２０年了？游泳健
身快了解一下。（新浪体育 ２０１８－０２－０１）

例２２韩星刘在石片酬上升至 １７万，网友：
中国娱乐圈了解一下。（百家号 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例２３肇庆２０１７十大食药品违法案件了解一
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例２１中， “游泳健身”可以抽象为联合结构，
“游泳”和 “健身”是两个地位平等的成分并列在一

起。例２２中 “中国娱乐圈”可以抽象为偏正结构。

以上两个语式依然可以理解为 “了解一下 Ｘ”述宾构
式的倒装，可仅仅根据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是推断不

出完整的构式义的。此处联系语境可得出，构式整体

表达调侃与讽刺义 （德隆身材走样与中国娱乐圈怪

相），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构式义的推导不仅与结

构因素有关，更与语用因素有关。再看以下３个例句：
例２４手机就能缴税了，了解一下。（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例２５夏天来了，激光脱毛了解一下。（人民

网 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例２６榆木地板，了解一下。（汉网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以上３例是新兴构式衍生出来的不同语式，都

表达中性义，失去原来的贬义色彩，目的为了让群

众了解到某种信息或是宣传产品与服务。

例２７你好，这位是马克思，了解一下。（汉
网 ２０１８－０５－０７）

例２８汉代最 “潮”花纹了解一下 老匠人现

场织给你看。（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例２９亮相世界智能大会上的 “黑科技”，了

解一下。（人民网 ２０１８－０５－１７）
以上３例同样是新兴构式衍生出来的不同语式，

但这里都表达赞美感叹褒义，马克思的伟大、老匠

人手艺的精湛和科技的发达。“Ｘ ＋Ｖ一下”整体
表达 “号召宣传义”，语义由最开始的贬义泛化到

中性义和褒义。通过在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新浪

网、汉网、南方网分别检索１０页语料后可以发现：
其中表示负面评价仅个例，表示中性义与褒义的语

料大致相当，其中表示负面意义的时候必须有前后

的语境支撑，因为互联网大数据具有一定的趋势性，

所以有理由相信，新兴固化了的构式 “Ｘ＋Ｖ一下”
主要表达中性义与褒义。

本文推断，“Ｘ＋Ｖ一下”构式中表达中性义和
褒义的构式为原型构式，根据自身体验或者经验来理

解和确定即可，如以上例２４～例２９，人们根据经验中
的框架就可以确定语境中的语用预设，推广者可利用

原型预设构式的特点对所要推广的内容进行大肆褒

扬，人们不会觉得夸大与反感，因为与人脑中的既定

框架吻合，如例２６语用预设是榆木地板木性坚韧、
纹理清晰、硬度适中，适合装修，这与人们的经验相

吻合，无需推理理解，推广者可事半功倍。

相反，表达贬义的构式为非原型构式，需要通

过转喻类推机制来进行理解与确定。Ｐａｎｔｈｅｒ和
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ｇ从认知角度研究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思维
机制，提出事件部分激活事件整体或者事件整体激

活事件部分的间接言语行为转喻思想。［４５］如例２１是
用事件结果替代整体事件———游泳健身这一被推广

事物作为事件结果代替调侃德隆退役身材走走样的

事体整体。类推机制与人类认知加工息息相关，这

与魏在江认为类推机制是语言认知中的一种普遍常

见的语言理解机制相吻合，单从游泳健身来看，受

众很难推测出整体表达调侃嘲笑之意，必须结合语

境进行语用推理，推广者正是利用受众的主观推理

进而对游泳健身大肆宣传，让网友知道只有游泳健

身才能保持好身材，不健身的话，便会像德隆那样

身材走样。再如例２２，单纯看了解中国娱乐圈，人
们无法获得有效信息，必须结合语境类推才可得出

语用预设———中国娱乐圈片酬乱象有待整治。

本文认为，构式义由原来的表达贬义泛化到中

性义以及褒义是语用效果。任何话语的应用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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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语言环境发生的。

四、构式功能

构式语法是以使用为基础的。主观性普遍存在

于语言中，指话语中留下的说话人的印记，即话语

中自我的体现或说话人视角的存在。构式在使用的

过程中与发话人的主观性密不可分。

本文认为，逆置构式 “Ｘ ＋Ｖ一下”的主要
功能有二：一是为了强化语义等级；二是推广者通

过移情希望受众也将相同的态度移情于被推广事

物，从而实现推广目的。 “Ｘ”部分被前置，成为
前景化信息，主题得到凸显，构式语义和常规语序

相比得到了强化，等级加深。根据龚千炎从词义和

时间特征的角度对汉语动词的分类，“Ｖ一下”的
核心动词属于动作行为动词。推广者迫切希望受众

行动起来，抓紧了解被推广事物，加之逆置语义等

级强化，语用目的更加明确。

移情是将人的主观感情通过一定的构式移到客

观的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客观事物衬托

主观情绪，使物人一体，能够更集中地表达强烈感

情。文章中的构式发出者主要是推广者，推广者通

过大众传媒利用该构式博受众眼球，达到宣传的效

果。在中性义与褒义的构式中，推广者主要是为了

推广产品／人物，达到经济效益———推广者将自身
的主观感情通过构式转移到被推广的事物／人物身
上，这一感情作用会感染受众对被推广事体的情感

态度，进而达到推广目的和经济效益。在贬义构式

中，推广者主要是为了宣传，带有贬义意味的关键

词可能会出现在标题中，吸引受众进行了解。同

理，推广者依然是将自身带有否定意义的感情带入

构式，进而感染受众的情感判断，让其产生共鸣。

此构式的两种功能互为补充，语义等级强化为移情

服务，移情在强化的语义等级中得以体现。

五、结论

“Ｘ＋Ｖ一下”构式是汉语述宾结构 “Ｖ一下

Ｘ”的逆置，随着使用的增加与大众传媒的扩散，
该逆置构式在非常量部分的词类结构以及感情色彩

方面都有了泛化的趋势。本文认为：１）该构式中构
件结构泛化，一是 “Ｘ”构件，原因是语体因素，

新闻标题的语法可不拘泥于书面语语法，目的在于

凸显焦点信息，吸引受众；二是 “Ｖ”部分，主要
延伸为表推广义动词形式与语音形式，本文用范畴

层级与语音隐转喻来解释；２）该构式分为原型构式
与非原型构式，其中非原型构式为转喻构式，需要

转喻思维进行理解，转喻构式是用事件中的某一部

分带表示整体事件，而原型构式依据认知体验观来

理解即可；３）构式生成路径由省缩、语气转化与移
位促动，浮现义出现泛化是出于语用因素，任何的

语言运用都基于语言环境；４）这一构式的主要功能
是增强语义等级，进而推广者通过移情希望受众也

将相同的态度移情于被推广事物，从而实现推广目

的。但与此同时，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也应发挥作用，

不可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信息进行盲目跟风。汉语中

的语言现象迭出不穷，值得学者进行发现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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