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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个B”形式主要指的是网络上新兴的短语形式“幽个默”“尴个尬”等，本文以现代汉语“A个B”
结构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本身及社会发展视角探讨了“A个B”的传播机制问题，并结合“A个B”结构

的形成过程，参照CCL语料库和BCC语料库，对“A个B”结构的语义特点进行了系统把握和全面分析。

对此深入研究也有利于丰富研究成果，帮助汉语使用者更好地把握该框式结构，丰富现代汉语语义–语

用的平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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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 of “A ge B” mainly refers to the emerging phrase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you ge mo” 
and “gan ge ga”, etc. This paper takes the structure of “A ge B” in modern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A ge 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itself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mbin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 ge B” structure with reference 
to CCL corpus and BCC corpus.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ge B” structure are systematical-
ly grasped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is also conducive to enri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helping Chinese users better grasp the frame structure, and enriching the 
plan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semantic-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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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语言经济性、实用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对现代汉语“A 个

B”结构的研究，王志武(1999)、张谊生(2003)、丁勇(2002)等学者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结构“A 个 B”的来

源及特点、“个”的词性意义问题等方面，本文将以“A 个 B”这一结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AB”
与“A 个 B”的区别差异问题入手，近年来，石欣欣(2022)、祁洁一(2023)等也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并研究其形成过程及语用价值[1]。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 CCL 语料库和 BCC
语料库，辅以其他文献里的用例，如正式出版物和网络语料。 

2. “A 个 B”的流行原因 

“A 个 B”流行演变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语言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外在原因，正是

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从而推动它的流行与发展[2]。 

2.1.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语言的经济原则是“A 个 B”流行的内部原因。形式简单且朗朗上口的“A 个 B”可以简单明了地

表达出使用者内心的情感色彩，从而比原型“A B”更具有口语化色彩，体现出表达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 

2.2. 类推机制与模因论影响 

索绪尔指出，人们通常在学习和掌握语言这个过程中具有模仿思维的习惯，在这种因素的推动之下，

语言的创新也会相应地得到发展。语言的类推作用指在语言在一定规则影响之下，词的形式或功能也会

发生相应地变化，这种作用往往能够铲平语言发展所产生的障碍，调整和整顿的作用，从而推动新规则

的适应范围[3]。从而，正是由于“A 个 B”结构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们不断类推出新的语言形式，并

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 
同时，由 Dawkins 提出的“模因”(meme)概念，指代人们通过模仿传播的任何事物，如复制传播的

观念行为、语言现象、文化习俗等多种事物，以近年来流行的“很 X”结构为例，出现了“很雷锋、很

山东、很男人”等变体，而语言原本就是一种模因。“A 个 B”也是如此，从最初将“个”插入到最常

见的动词当中，进而推动各种类似的用语不断出现。“高个兴”、“拜个托”“穿个小鞋”等其他结构

也出现了类似形式。 

2.3. 从众心理与跟风行为  

在碎片化逐步盛行的信息时代里，人们对新事物的从众心理成为推动语言形式走向流行的重要力量。

从言语交际心理角度看，“A 个 B”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发展，得益于语言使用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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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交际中往往更愿意使用“A 个 B”类推出其他相似语言形式，体现出语言的陌生化现象。陌生化

理论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这种理论能够更新生活和世界给我们的陈旧感，使我们一定程度可

以摆脱常规性制约，在面对旧事物时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比如由“幽默”发展成“幽个默”，“尴尬”

发展成“尴个尬”都是这方面的因素。 

2.4. 社会发展语言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的思想变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互联网的使用传播成为流行语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推动力，这为流行语

的变化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外部条件。同时，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概念的出现，也推动语言产生新

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流行语的出现和发展。例如，“微个博”“尴个尬”的推广正反映当今网络的流

行语的推广，而且反映出心理表达需求的真实写照。 

3. “A 个 B”框式溯源研究 

“A 个 B”框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短语阶段(V 个 NP/VP)、述宾/述补式动词阶段(V 个 O/R)、
非述宾/述补式双音词阶段(A 个 B)三个阶段，而研究该框式的历史演变及发展，对于构式的研究具有极

其重要的价值意义[4]。 

3.1. 短语阶段 

在最初阶段，形成最早的是““V + 一个 + NP””和“V 个 VP”，后来省略“一”而形成“V 个

NP”。张谊生认为“一”作为数量义的原生性，在与量词“个”结合时候往往可以省略。而数词“一”

的省略，“一个”所反映的数量义逐渐淡化，而其反映的指称性和不定指性却不断增强。而从唐五代开

始，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具有指称性的功能，并在谓词性宾语之前加无定性指称标志“个”，从而使得

VP 可以具有体词性的意义。例如： 

(1) 师后住得数年谓众曰：“我初住庵时，有个灵利僧，如今却不见。”(五代《祖堂集》) 

(2) 我着长老使人请个太医去看了。(元《西厢记》) 

(3) 牛宝肩扛三百张缸鱼到集上，找一块人流往返的地界儿，卖个干净，便去往顶西边的炮市看热闹。(冯骥才

《炮打双灯》) 

由上例可见，“V 个 NP”在类推作用下也具有一定的能产性，“个”之后可以接各种谓词性成分，

随之产生“V 个 VP”。可见，最初的“V 个 NP/VP”两个成分之间多为述宾或述补关系，且主要作谓词

性成分。 

3.2. 述宾/述补式动词阶段 

从短语阶段到述宾/述补式动词这阶段，语法的属性都属于动词性的，内部结构也都是述宾或述补。

“个”插入其中形成“V 个 O/R”。这标志着这个结构从短语层面转变为双音词层面。而变化显著的是，

从“V 个 NP/VP”到“V 个 O/R”的转变，体现出该结构的谓词性特征更加地凸显和牢固。例如： 

(4) “过两天，找大夫检查一下身体，多吃点补剂……看你满脸的胡须，应该先理个发……”(罗广斌《红岩》) 

(5) 天气好，心情好，洗个澡，出去晒晒太阳！(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6) 快收拾收拾，抓个紧，你现在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由“理个发”“洗个澡”“抓个紧”可见，成分之间整体结构的谓词性特点已经逐渐凸显，且内部

结构之间也连接更加紧密，呈现出由松散向紧密逐步过渡的发展趋势。在语气上，此时已经具有口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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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性。 

3.3. 非述宾/述补式阶段 

随着类推作用的影响，“个”插入的双音词也不仅限于复合词的结构，而可以在分开后不具有任何

意义的单纯词中进行插入，并且也不仅限于述宾和述补的形式，而出现了除动词之外的形容词、名词等

情况。于是就形成了由“V 个 NP/VP”到“V 个 O/R”再到“A 个 B”的历时变化。据邵敬敏提出的框

式结构概念可知，“A 个 B”可视为一种框式结构。不变项和变项必须同时存在且具有生成能力；整体

语法意义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相加，而是在长期通过一定方式产生语义的增值；具有特定的语用功能和口

语化色彩[5]。例如： 

(7) 在这个时代，随时都能让某个地方地个震，海个啸。(CCL 语料库) 

(8) 我们导师特别和蔼，总是在开组会的时候偶尔幽个默，使得氛围格外地融洽。(CCL 语料库) 

由以上例子可得，“地个震”“海个啸”“幽个默”已不限于过去的述宾/述补式结构，而此时，李

强也把“幽个默”这一类的整体意义概括为主观情绪义，还进一步指出“A 个 B”所表达的特定的情感

语气色彩，这不同于一般的词语或短语“AB”。 

4. “AB”内部成分研究 

4.1. “AB”为动词或动词短语 

4.1.1. “AB”为自由短语 
当“AB”作为自由短语，其表达动作义，通常呈现结合比较紧密的动宾式短语，例如“吃饭”“写

字”“唱歌”“喝”等短语，量词“个”插入这类成分修饰的是整个短语，而不是单纯的宾语成分。此

时，“AB”和“A 个 B”在语义上是一致的，一般可以替换使用。 
例如： 

(9) 时间还早，去益田假日吃个饭、逛个街，适当的慰劳自己才能更好的工作。(微博) 

(10) 嘉宏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过来帮助老太太喝个水、吃个药什么的。(肖复兴《影壁》) 

(11) 纪鹏举没有理老伴的，脸上挂着笑：“我和你妈身体都好。问我寂寞不寂寞？不寂寞，不寂寞。每天早上

起来打打太极拳，然后帮你妈买个菜……”(科技文献) 

以上例子中，“吃个饭”“喝个水”“吃个药”“买个菜”完全可以替换为“吃饭”“喝水”“吃

药”“买菜”，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意义不发生变化，其整个动宾结构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4.1.2. “AB”为离合词 
离合词是由一个动词性成分和其所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组成的语言形式，词汇意义的角度看，它们很

像一个词，但从语法的角度看，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是现代汉语中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其合的时

候是一个词，分开时候则是一个短语。表示动作意义的如“鞠躬”“帮忙”“锻炼”“学习”“休息”“旅

游”“起床”“散步”等[6]。动作动词本身就表示动作，属于离合词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在这里“AB”
和“A 个 B”自身的动作义一致，其显现最明显和直接，且表示的动作就是动词本身所进行和呈现的动

作。例如： 

(12) 一些领导干部或是“关起门来”做决策，班子部分成员相互通个气便形成纵横交错的腐败关系网，使得“窝

案”频频发生。(《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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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来之前，大家向给予湖北、武汉无私援助的各方面鞠个躬。(《人民日报》) 

(14) 这些牵挂的故事给了我们温暖力量，我们也应继续传递这份力量，碰到他人有困难，不妨上前搭把手、帮

个忙。(《人民日报》) 

(15) 把行李放进房间，我们便到花园里。绿色的草地向河的方向延伸，那是塞纳河。真美，我们陶醉其中，想

好好地散个步。(米兰·昆德拉《缓慢》) 

“通个气”“鞠个躬”“帮个忙”“散个步”表示的动作，实际上即为“通气”“鞠躬”“帮忙”

“散步”。赵金铭(1984)指出，在动宾结构中，有些述宾结构的词语格式从表面语法看来，中间的插入性

成分是“N”的修饰语，但其实也可以看出，由“个”插入述宾式动词或述补式动词“AB”形成的“A
个 B”和原型“AB”一样都是动词性成分。 

4.1.3. “AB”为表动作惯用语 
惯用语是一种口语表达中的固定词组，主要为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通过比喻等手法而获得修辞

转义，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往往需要辨析它的意义，体会其强烈的修辞色彩。惯用语最常见的形式是动宾

结构，例如“拍马屁”“穿小鞋”“走后门”等。在使用中往往也可以插入量词“个”构成动宾结构。

例如： 

(16) 但我转念一想，到校长那儿告状虽然很解气，但老师肯定也会很懊恼，万一在学校里给红红穿个小鞋怎么

办？(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 

(17) 元旦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刘仲到马兵的家乡视察，发现了这个半拉巨舌搭拉在嘴外的孩子，当即

对马兵说：“我要把你接到银川去，咱跟宋爷爷他们走个后门，一定把你的病治好！”(《人民日报》) 

(18) 邓小龙望了钟荃一眼，耸耸肩头，双手一摊，向他苦笑道：“大师不信咱们，这可没有法子证明，刚才在

路上我也曾想过这问题，但愚兄以为秋月大师必有安排，谁知却碰个钉子。”(司马翎《剑气千幻录》) 

在以上三例中，“穿小鞋”的动词“穿”失去了本义，不再表达动作义，“小鞋”也不再是鞋子的

意思，整个动宾结构表达的是暗中打击报复或刁难别人的意思。“走后门”是指通过托情或利用职权等

不正当的途径谋取通融或利益，通常指用不正当的手段以达到某种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老百姓办事受

制于人，事难办、脸难看，被却之门外，常说“碰个钉子”，或说“碰了一鼻子灰”。由于这一类惯用

语往往用在特殊的语义环境中，表示一定的比喻义，用作“A 个 B”的形式实际上是将抽象的事件进行

具体化，从而借该结构表达出来[7]。 

4.2. “AB”为名词或名词短语 

随着类推机制和语法化的共同作用之下，许多非动宾结构的名词性语言成分也可在之间插入“个”，

从而扩展为“A 个 B”的形式，这类结构常常见于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之中，如“电影”“视频”“小

便”“优惠”等词语，另外，像“微信”“微博”这一类新词也可以在中间加入“个”表示动作意义[8]。
例如： 

(19) 好不容易熬到过年了，但是又赶上加班不能回家，看来只能大年三十给咱妈视个频了！(微博) 

(20) 都老客户了，这几年来也买你不少东西了，你看着给优个惠吧，以后也给亲戚朋友多推荐推荐！(北京语言

大学汉语语料库) 

(21) 都过去俩月多了，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打，只知道微个信敷衍我！(微博) 

而像“电影”这一类词语存在其特殊性，邵敬敏指出这一类词称为“伪动态名词”，也称静态名词，

在通常情况下，不具有动态语义。这类词在中间加入“个”所表达的动作性含义，更容易与人们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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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关系的难易程度进行联系。如这一类名词在构成动宾结构时，所搭配的动词往往具有多样性，比

如“看电影”“拍电影”“演电影”“放电影”等。但由于娱乐活动具有舒适度高的特点，其可及度更

高，“电影”往往最终目的即呈现观众面前进行观看欣赏，而创作、播放等其他动作意义就略显逊色。

“电影”在“看电影”一成分中作为“看”的对象，凸显度相对其他动词成分较高，因此当“电影”转

化为“A 个 B”构式时为“电个影”，其转喻“看电影”。类似的词语还有“火锅”“咖啡”“午饭”。

例如： 

(22) 大周末的，早上一觉睡到十一点，躺在床上电个影，这小生活再舒服不过了！(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

心语料库) 

(23) 今晚给我亲爱的老公火个锅去吧。(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 

(24) 上海的生活一直是我向往的生活，每个人都穿的西装革履的，坐在路边的小酒吧里咖个啡，真的很美妙！(北

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在上面三例中，例(22)中的“电个影”表示“看电影”的含义，例(23)中“火个锅”表示“吃火锅”

的含义，例(24)中的“咖个啡”表示“喝咖啡”的含义，而实际上这些词语它们本身并不表示任何的行为

状态，只是在“A 个 B”表示动作意义的压制之下，通过转喻的方式，呈现出行为动作的表达效果。 

4.3. “AB”为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 

形容词在进入“A 个 B”结构时，往往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压制，常见的形容词有“快乐”“尴尬”

“悲伤”等，但某些情况下形容词兼动词的词语也可以进入该结构，如“方便”“谦虚”“沉默”等，

并且进入该结构后都能呈现出一定的动作义。例如： 

(25) 本以为他小两口儿早就把房屋收拾干净了，没想到一开门一片狼籍，真的是尴个尬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

语料库) 

(26) 没想到他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实际上这么不正经，真让人悲个伤。(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 

(27) 你说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来旅游，想方个便连个公共厕所都找不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 

(28) 他的舅舅是这个小区的保安，但他想方个便直接不刷卡进去都不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 

在例(27)中，“方便”表示“排泄大小便”的意思，但在例(28)中，“方个便”表示“图个方便”，

并不是表性质的“便利”，说明“A 个 B”的动作含义压制了形容词“方便”，从而呈现出极其明显的

动作效果。由这些例子可得，当这些形容词进入“A 个 B”的结构之后，其既可以认为与词汇本身的意

义基本相同，又可以理解成“感到快乐、尴尬、悲伤、方便”等具有行为动作的意义，当形容词对应的

“A 个 B”能够表达出动作意义的时候，正表现出这些名词所暗含的用事物转喻的某个动作行为状态。  

5. “A 个 B”的语用价值 

范晓(1996)指出语用价值主要是语法语用层面的价值，对于分析语言使用者和语用之间关系具有重要

价值和意义。以下结合范晓的这一理论对“A 个 B”的语用价值展开讨论。 

5.1. 自我情感的表达功能 

从个人的角度进行分析，“A 个 B”出现的语言环境相对比较有限，通常在表达某些主观化观点和

内容时候会使用，并且通常用于不正式的场合或者口语中。用“A 个 B”来进行话语的交际和表达，是

自我情感抒发的有力方式[9]。“A 个 B”同时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语言规范结构，使语言具有明显的游戏

化特征。这从而超越了语言结构束缚的形式，释放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及生活上的压力，从而满足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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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语言交际中的话语表达权。 

5.2. 语用心理价值的凸显 

语言新形式的出现通常表达一定社会现象，记录特定时期部分人的文化心理活动。结合“A 个 B”
的语义特征，“A 个 B”往往表现简洁活泼、轻松愉悦的色彩，如“野个餐”“语个音”“搞个笑”都

表现出言者调侃、积极、乐观的内心活动[10]。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不满足传统的语言表达

方式，“A 个 B”则以新颖个性的表达形式，获得人们及社会的青睐。 

6. 结语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重要的认知和思维工具。本文根据“A 个 B”的流行

成因及发展过程，进一步概括了“A 个 B”所具有的构式含义，并根据其“A B”得结构特点分析了“A
个 B”的实际表达情况。在长期的把握和不断类推中，“A 个 B”结构所体现的动作意义逐渐稳固并定

型，发展出本身就具有动作意义的结构，并在大量的语料探究和整理中，系统分析“A 个 B”结构所出

现的语用环境和语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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