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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素为立足语言自身探求认知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以汉语“盘”为例，基于认知理论，其认知

构成可分解为形状、功能、动作主体、实现工具、适用对象、动程、动距、结果等要素，根据“盘”各

意义的认知素分布情况，可揭示出其各项意义间的关联程度，以进一步地发掘认知在词语意义中所起的

作用及影响。运用认知素分析方法，“盘”在流行热词“盘他/它”中的新用法可以用“盘”的认知素进

行理解，但又和目前已有的认知模式具有些微差别，因此也应纳入词典现有义项中，在适用对象、动距

和结果等认知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盘他/它”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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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gnitive facto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lan-
guage itself. The polysemy “Pan” i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to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cognitive theory. Its cognitive factors include shape, function, action subject, realization tool, appli-
cable object, motion, motion distance and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of each meaning of “Pan”,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and closeness between its meanings can be re-
vealed,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ognition in the meaning of words. By using 
the cognitive factors analysis method, the new usage of “Pan” in the popular word “Pan Ta”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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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ood with the cognitiv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but it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cognitive mode, we think tha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existing verb meanings of the dictionary. 
Under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applicable object, motion distance and re-
sult, a rich meaning of “Pan Ta” i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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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学界对“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盘”的量词用法研究、网络热词“盘他/它”的分析研究和

对汉语“盘”的整体分析研究三个方面。 
在“盘”的量词用法研究方面，鲁六[1]、熊茁和彭泽润[2]、邓帮云[3] [4]等学者分别从共时层面、历

时层面、历时层面与共时层面相结合等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关于网络热词“盘他/它”的研究成果最为

丰富，如马虹[5]、方照和鲁修红[6]、丁俊[7]、金华[8]、李菊[9]、张晓茜[10]、阮佳黎和吴沐旋[11]、杨

绪明和向博[12]、张昀[13]等，涉及语义、语用、语法、文化等多方面。而赵梦帆[14]、王珺[15]、汪露瑶

[16]等则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如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盘它”演变为“盘××”时所具有

的语境含义及所对应的框架[14]，运用隐喻、转喻理论，探究“盘他”的隐喻义或转喻义演变[15] [16]。
针对汉语“盘”的整体分析研究，目前除了刘涵[17]从历时角度分析归纳“盘”的语义演变路径及动因，

其余主要从共时角度进行分析，有朱海燕[18]、徐雅南和曾贤模[19]、王媛媛[20]等，涉及语素构词能力

分析理论、框架卫星语素原理、语料库运用等方法。 
总体来看，针对汉语“盘”的整体研究仍然不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分析较少，认知理

论主要用于分析网络热词“盘他”的隐喻义或转喻义，但对其与汉语“盘”的其他意义之间的关联认识

尚不清晰。值得注意的是，骆琳和穆柔云[21]借助生成词库理论中的物性结构和理论认知模型，在探究工

具类名词动词化的作用机制时，对名词“盘”的物性结构、事件视角与其动词义项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

探讨和厘清，剖析了“盘”的动词化现象，但主要分析的是“盘”的动词义，认知在“盘”的各项意义中

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所起的作用有多大等问题，还可以再进一步地全面探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22]: p. 976)，“盘”共列出 11 个义项，“盘”既可用作名词，意义

解释分别为“古代的一种盥洗用具”“盘子”“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指商品行情”；又可用作动

词，意义可解释为“回旋地绕”“垒、砌、搭(炕、灶)”“仔细盘问或清点”“指转让(工商企业)”“搬

运”；还可用作量词，意义可解释为“用于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用于回旋地绕的东西”“用于棋

类、球类等比赛”；最后还可用作姓。汉语“盘”的各项意义之间有的似乎关系很密切，例如“古代的盥

洗用具”和“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有的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一时难以让人看出其中的关联性，

例如“回旋地绕”和“仔细盘问或清点”。这些意义之间具体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关联程度如何？哪些

认知素在对“盘”的意义起着重要影响？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对“盘”的不同意义之间的

关联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试图从认知底层挖掘“盘”各义项间的关系及认知在词义中所起的作用。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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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盘”的本义，通过对“盘”本义的分析，尝试从认知层面对其各构成要素进行挖掘；其次，用从本

义中分解出的认知构成要素，即“认知素”，逐一分析“盘”的各项意义；再次，比照“盘”的其他各项

意义与本义在认知素层面的相关程度，确定“盘”各项意义间的关系远近；最后，结合流行词语中“盘”

的新用法进行实例分析。 

2. “盘”的认知素构成 

认知素，是指词语意义认知上的构成要素，这一概念由王吉辉 2014 年在《“头”的意义的认知素分

析》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认知素与义素不同，“是认知层面上形成的关于某对象的各种特征，当中既

包括客观对象自身具有的被客观认识到的，也包括主观上的认识”[23]，可借助于词语最初产生之义进行

观察分析，也是词语其他意义生发的根源和基础，是立足于语言自身探求认知解释的重要探索，为词语

认知层面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盘”，《说文·木部》为：“槃，承槃也。从木，般聲。鎜，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24]: p. 

117)。由此可知“盘”的本义为承盘，也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一个义项“古代的一种盥洗用具”，

因为制作材料的不同，可从木、从金、从皿等。我们可以从其本义出发，盘作为盥洗用具，一般指可盛放

实体的扁而浅的圆形器具，从认知上可以具体分解为以下构成要素： 
A. 形状：所在意义认知上的形状。 
B. 功能：所在意义认知上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除了显现于其本义中的认知素，我们还需注意挖掘尚未显现于其本义但与其本义息息相关的认知素。

在认识“盘”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会认知其外形、功能等方面，还会认知其产生的加工方式，其制作过

程中需要不断反复旋转地打磨成型，这一过程也会作为人们的一种底层知识储存在大脑认知当中，从而

为“盘”的各种动词意义提供认知根据和语义基础。因此，通过其产生方式的认知分解，还可以列出以

下几项构成要素： 
C. 动作主体：所在意义动作的发出者。 
D. 实现工具：动作发出时借助的工具。 
E. 适用对象：动作所适用的对象。 
F. 动程：动作的实际运行过程。 
G. 动距：动程的距离。 
H. 结果：动作发出后对适用对象产生的结果。 
“认知素构成上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意义的表达；不仅如此，认知素具体内容的不同，也会对意义

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25]: p. 289)。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以上认知素进行下一层级内容的具体分析。 
就“形状”而言，“盘”具有较为明显的形状特征，一般具有两大特征： 
A1. 弯曲圆环状           A2. 敞口扁浅状 
就“功能”而言，“盛放”即为“盘”的主要功能： 
B. 盛放 
在“动作主体”方面，“盘”的动作发出者可以是有生命体，例如人、动物、植物，也可以是无生命

的物等。可分为以下两类： 
C1. 有生命体              C2. 无生命体 
在“实现工具”方面，当具有动作主体时，一般动作发出时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主要可分为两类： 
D1. 手                    D2. 非手 
在“适用对象”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可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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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实体——非人或动物     E2. 实体——人 
E3. 实体——动物           E4. 非实体——非人或动物 
就“动程”而言，“盘”主要是回环反复式移动，但可分为具体的移动和抽象的移动： 
F1. 具体的回环反复式移动    F2. 抽象的回环反复式移动 
“盘”在进行回环反复式移动时，有的不会产生动距，适用对象在回环反复式移动后回到原点；有

的则会产生动距，适用对象在回环反复式移动后发生位移，因此“动距”具体可分为两种： 
G1. 不产生动距            G2. 产生动距 
“盘”的“结果”主要体现在状态或形态方面，有的会在动作之后发生变化，有的则不会发生变化，

具体可分为： 
H1. 状态或形态变化           H2. 状态或形态不变 

3. “盘”的认知素分布情况 

确定了“盘”的认知素和相关内容后，我们便可以对“盘”的多个意义作出认知素方面的描述，具体

观察认知素在其不同义项中的分布情况。 
意义 11，古代的盥洗用具。作为特定的一种用具“盘”，一般呈敞口扁浅、弯曲圆状，具有盛放功

能，为具体的实物，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1 + 2 + B + C1 + D1 + E1 + F1 + G1 + H1。 
意义 2，盘子：瓷盘、茶盘儿、托盘等。与意义 1 相同，“盘子”是古代盥洗用具的泛化，形状一般

也是敞口扁浅、弯曲圆状，具有盛放功能，为具体的实物，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1 + 2 + B + C1 + 
D1 + E1 + F1 + G1 + H1。 

意义 3，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磨盘、算盘、棋盘、地盘等。该意义的“盘”仍指具有盛放功能

的具体实物，形状扁浅，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2 + B + E1。 
意义 4，指商品行情：开盘、收盘等。开盘、收盘，这里的“盘”字，其根源出自中国古老的计算工

具——算盘。中国的古代商业活动主要用算盘作为计算的工具，每天开市、收市，都有拨拉算盘这一动

作，久而久之成为开市和收市的特殊信号，开市也就被称为“开盘”，收市称为“收盘”。该意义的“盘”

从具体的实物转向用于抽象的非实体，即商品行情，形状、功能等认知素也几乎消失，因此该意义的认

知素可以表述为：E4。 
意义 5，回旋地绕：盘弄、盘旋、盘马弯弓、树上盘着一条蛇等。该意义的“盘”指有生命体，以具

体的回环反复式移动进行持续性活动，但并不产生实际位移。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1 + C1 + D1/2 
+ E1/3 + F1 + G1 + H2。 

意义 6，垒、砌、搭：炕拆了还没盘等。该意义的“盘”是有生命体对实体的物通过往复式的行动进

行垒砌等，使实体的物最终发生状态或形态上的变化。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C1 + D1 + E1 + F1 + 
G2 + H1。 

意义 7，仔细查问或清点：盘问、一年盘一次账等。该意义的“盘”指有生命体，一般是人，对实体

或非实体进行反复多次的详细询问或检查，这一动作可看作是抽象的反复式动程，认知素可以表述为：

C1 + D1/2 + E1/2/3/4 + F2 + G1 + H2。 
意义 8，指转让(工商企业)：盘店、把铺子盘出去了等。该意义的“盘”，在认知过程中，是有生命

体将实体的工商企业进行转入或转出活动，对于适用对象而言，其从一个人手中被转让到另一个人手中，

之后可能会继续被转让到第三个人手中，此过程从认知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回环反复式的移动，只不

过是抽象意义层面的移动，实际上并不产生位移，但其状态会发生变化。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

 

 

1此处的意义及意义的排序均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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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 D2 + E1 + F2 + G1 + H1。 
意义 9，搬运：盘运、由仓库朝外头盘东西等。该意义的认知过程是有生命体通过反复性的动作将实

体进行持续性的移动，认知素可以表述为：B + C1 + D1/2 + E1 + F1 + G2 + H2。 
意义 10a，用于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一盘磨、一盘土炕等。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1 + 

2 + B + E1。 
意义 10b，用于回旋地绕的东西：一盘电线、一盘蚊香等。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A1 + 2 + E1。 
意义 10c，用于棋类、球类等运动：下几盘棋、乒乓球赛进行了两盘单打和一盘双打等。该意义的认

知素可以表述为：E1。 
意义 11，姓。该意义的认知素可以表述为：E3。 

4. “盘”的意义关系分析 

从以上意义的认知素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认知素分布的不同，“盘”的意义也随之产生了

细微的变化。“盘”的动词用法，即意义 5 至意义 9，与“盘”相关的非动词用法在认知素上具有明显不

同，非动词义的“盘”的相关认知素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1。 
 

Table 1. Situ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non-verbal meanings of “Pan” 
表 1. “盘”非动词义的相关认知素情况 

非动词义 相关认知素 

1. 古代的盥洗用具 A、B、C、D、E、F、G、H 

2. 盘子 A、B、C、D、E、F、G、H 

3. 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 A、B、E 

4. 指商品行情 E 

10a. 用于形状或功用像盘子的东西 A、B、E 

10b. 用于回旋地绕的东西 A、E 

10c. 用于棋类、球类等运动 E 

11. 姓 E 

 
由表 1 可见，认知素 E (适用对象)的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但除了“量”上的考虑，我们

还需要对认知素的“质”进行考察，对其在认知程度上发挥的作用进行判断。“古代的盥洗用具”是“盘”

的本义，主要指扁浅而敞口的圆形盛器物，因此在“盘”的各认知素中，A(形状)和 B(功能)具有区别性

质，最为重要，也是人们认识“盘”时最突出的首要特征所在。 
再看动词义的“盘”的认知素情况，主要义项为 5 个，相关的认知素涉及 A (形状)、B (功能)、C (动

作主体)、D (实现工具)、E (适用对象)、F (动程)、G (动距)、H (结果)等，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2。 
从表 2 的认知素分布情况中，我们并不能明显看出动词义“盘”的认知素在“量”方面的分布情况

特点，因此我们主要以“质”的方面进行考察。“盘”最常用的动词义为“回旋地绕”，在认知上是有生

命体或无生命体以具体的回环反复式移动进行的持续活动，且这一动作不产生动距，也不改变结果。因

此具有区别性质的认知素主要为：F (动程)、G (动距)、H (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性认知素为“动程”，

其次为“动距”，最后为“结果”。“回环反复式移动”是动词“盘”的主要特征，与之相关联的“动距”

和“结果”虽然也很重要，但都依存于基础“动程”之上。相较之下，“动作主体”、“实现工具”、“适

用对象”等认知素的区别作用则不是很大，对人们认知起到的作用主要是隐性或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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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itu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verbal meanings of “Pan” 
表 2. “盘”动词义的相关认知素情况 

动词义 相关认知素 

5. 回旋地绕 A、C、D、E、F、G、H 

6. 垒、砌、搭 C、D、E、F、G、H 

7. 仔细查问或清点 C、D、E、F、G、H 

8. 指转让(工商企业) C、D、E、F、G、H 

9. 搬运 B、C、D、E、F、G、H 

 
结合以上的认知素情况，我们可以采用赋予分值的方式对不同的认知素进行分析，越具有区别性质

的认知素的分值越高，反之则越低；距离本义越近的认知素分值越高，反之则越低。 
以下为具体各认知素的分值情况。 

 
A1: 5 B: 5 C1: 1 D1: 1 E1: 1 F1: 4 G1: 3 H1: 2 

A2: 5  C2: 0 D2: 0 E2: 1 F2: 3 G2: 2 H2: 1 

    E3: 1    

    E4: 0    

 
相应地，“盘”的各项意义可通过具体分值进行表示： 
意义 1：A1 + 2

2 + B + C1 + D1 + E1 + F1 + G1 + H1，其值为 6 + 5 + 1 + 1 + 1 + 4 + 3 + 2 = 23 分 
意义 2：A1 + 2 + B + C1 + D1 + E1 + F1 + G1 + H1，其值为 6 + 5 + 1 + 1 + 1 + 4 + 3 + 2 = 23 分 
意义 3：A2 + B + E1，其值为 5 + 5 + 1 = 11 分 
意义 4：E4，其值为 0 分 
意义 5：A1 + C1 + D1/2

3 + E1/3 + F1 + G1 + H2，其值为 5 + 1 + 0.5 + 1 + 4 + 3 + 1 = 15.5 分 
意义 6：C1 + D1 + E1 + F1 + G2 + H1，其值为 1 + 1 + 1 + 4 + 2 + 2 = 11 分 
意义 7：C1 + D1/2 + E1/2/3/4 + F2 + G1 + H2，其值为 1 + 0.5 + 0.75 + 3 + 3 + 1 = 9.25 分 
意义 8：C1 + D2 + E1 + F2 + G1 + H1，其值为 1 + 0 + 1 + 3 + 3 + 2 = 10 分 
意义 9：B + C1 + D1/2 + E1 + F1 + G2 + H2，其值为 5 + 1 + 0.5 + 1 + 4 + 2 + 1 = 14.5 分 
意义 10a：A1 + 2 + B + E1，其值为 6 + 5 + 1 = 12 分 
意义 10b：A1 + 2 + E1，其值为 6 + 1 = 7 分 
意义 10c：E1，其值为 1 分 
意义 11：E3，其值为 1 分 
“盘”的各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关系图 1 表示。 
从“盘”的意义关系图示中，我们可以发现“盘”的各项意义间的亲疏远近，意义 2 (盘子)和本义关

系最近，在认知上没有差别，意义 5 (回旋地绕)和本义的关系紧密程度次之，最主要的认知素区别在于

“功能”的隐退，而意义 4 (指商品行情)同其本义关系最为疏远，认知上的联系只剩下非区别性认知素

“适用对象”，且该认知素已从实体领域转向了非实体领域。 

 

 

2“盘”的本义在形状方面有两方面的区别性特征，分别是弯曲圆状和敞口扁浅状，我们认为，意义 1 的“盘”兼具两种形状特点，

在分值上应当与只具有其中一方面形状的认知素有所区分，因此分值设为 6 分。 
3取平均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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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 “Pan” 
图 1. “盘”的意义关系图 

5. “盘”的新用法实例分析 

结合以上对“盘”的认知素的详细分析，可以为“盘”在流行热词“盘他/它”中的新用法研究提供

新的分析角度。 
“盘他/它”最先主要出现在古文玩界，主要指通过双手反复揉搓按压，让器物圆润光滑，改变其颜

色和质感，用认知素可以表述为：C1 + D1 + E1 + F1 + G1 + H1。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一“盘”义完全可以

用“盘”的认知素进行理解，但又和目前已有的义项在认知模式上都具有些微的差别，因此我们认为其

也应该合理地纳入词典已有的动词义项中。 
经过网络和媒体的推动，“盘他/它”从古文玩界拓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以下使用场景。 
(1) 小龙虾、莲藕、脐橙……“鄂货”等你来盘它！(共青团中央，2020 年 3 月 30 日) 
(2) 粉丝热议：“盘他！大家放着让我来！”(中国娱乐网，2019 年 1 月 25 日) 
(3) “绊脚石”占道？盘它！(红网，2021 年 10 月 27 日) 
(4) 美军舰擅闯南海是否“盘它”？(央视网，2019 年 2 月 18 日) 
(5) 最全西安各区县双创成果总结新鲜出炉，盘它！(西安发布，2019 年 1 月 31 日) 
通过以上句子，我们发现“盘他/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扩大着适用对象，从古文物概念域隐喻

映射到各个领域，从具体领域投射到抽象领域，随着概念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其中主要

是认知素“动程”和“结果”在起着重要作用。在古文玩概念域，“回环反复式移动”这一认知素可以引

申出把玩、娱乐义，因此可表现出喜爱、亲近的情感义，例如句子(1)，(2)；这一不断持续重复的“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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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素也带有着不断探索的意味，因此可以表达出探索、了解等感情，例如句子(5)；“状态或形态变化”

这一“结果”认知素又表示使某物从一种状态或形态发展升级为另一种状态和形态的含义，蕴含着对原

先状态或形态不满的情绪以及改造意味，因此可用于表达对抗、教训、警戒等感情，例如句子(3)，(4)。 
人们通过对“盘”的“适用对象”这一认知素加以泛化，从实体的物、人、动物等领域，映射到相关

的非实体领域，又从“动程”和“结果”两大认知素中不断加以相关性的映射，构成隐喻性的认知基础和

心理情感，最终形成了丰富的“盘他/它”词义。 

6. 结语 

认知素是词义认知层面的构成要素，通过对汉语“盘”本义的认知分析可知，“盘”的认知构成可分

解出形状、功能、动作主体、实现工具、适用对象、动程、动距、结果等要素。“盘”的不同词义呈现出

不同的认知素分布，具有不同的认知模式，词义的差别归根结底是不同认知素组合制约的结果。采用认

知素数值化的方式，可以量化每项意义之间的关系远近，我们发现“盘”的本义和意义 2 (盘子)关系最近，

认知差别最小，和意义 4 (指商品行情)关系最远，认知差别最大。认知素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词典中已有

的词义，也可适用于新产生的词义，流行用法“盘他/它”可用已有的认知素进行分析，说明其产生具有

合理性，但在认知模式上又有所不同，因此可作为一种合理的新用法被纳入已有的义项中。 
从认知素角度分析词义，可以为我们揭示词语意义的建构和理解过程，进而更好地把握词语不同意

义之间的细微差别，或能为厘清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为清晰可行的路径。同时，认知素分析还可

以从词义产生的过程考察一个词的新意义是否合乎逻辑、新用法是否合理，为词典编纂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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