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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量构式“那叫一个X”的来源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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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那叫一个X”这一主观程度量构式的来源、“那叫一个X”与“那叫X”的关系和“那叫X”

结构的形成动因。认为该结构萌芽于清代,出现于民国,在现代汉语中发展成熟,经历了“称名—称名/判定

评价—高程度量评价”的语法化过程。X的谓词化、“叫”的认知凸显及“那”的远指心理距离功能是程度量结

构“那叫X”的形成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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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一个 X”是现代汉语常见的口语表达

式,可表达高程度量意义,如:
例1 可后来李卫东一来,他立马就像换了

个人,那叫一个热情! 跟刚出锅的馒头似的①。
例1中“那叫一个热情”表示“热情”的程度之

高,有特殊的夸张表达效果。该表达式的高程度

量意义不能从组成成分推知,可以看作一种特殊

的高程度量构式[12]。
周一民[3]、唐雪凝[4]、甄珍[5]等对该构式的句

法语义及构式与构式成分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进行了描写和分析,但该构式的来源特别是高程

度意义的形成缘由尚不明确。笔者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历时语料的考察和共时平面的推断,
认为该构式来源于表程度量的“那叫X”结构。在

此基础上,细致梳理程度量“那叫X”结构的具体

演变过程,深入探求该结构语法化动因,最终解释

“那叫一个X”构式程度量的来由。

一 、 “那叫一个X”的来源

“那叫一个X”是一个表达主观程度量的口语

构式,关于该构式的来源,周一民认为“那叫一个

+形容词”是由表示名称的“叫”字句派生出来的

一种句式[3],这种看法颇有道理,但具体的派生方

式未见讨论。表示名称意义的“叫”字句如何派生

为有高程度量意义的“那叫一个X”构式? 笔者认

为二者中间存在着一种过渡形式 表程度量的

“那叫X”结构。
汉语中“那叫X”结构存在着一般“主谓宾”结

构(例2)和程度量结构(例3)的同形异构现象[5]:
例2 他那不叫默契,他那叫聪明! (@尹唲

TT,2012-02-14)
例3 嚼着牛肉就着面,吃着青菜喝着汤,那

叫爽!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7-11)
表程度量的“那叫X”结构是连接一般称名意

义的“叫”字句和“那叫一个X”构式的桥梁和纽

带。关于表程度量的“那叫X”与“那叫一个X”的
来源关系,甄珍认为表程度量的“那叫X”来源于

“那叫一个X”构式成分“一个”的脱落[5],但从汉

语史的材料来看,“那叫X”先于“那叫一个X”产
生。以“那叫”为关键词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

究中心古代汉语语料库进行检索,发现“那叫一个

X”构式并无用例,而表程度量的“那叫X”在民国

时已经出现(详见第二节)。由于“那叫一个X”构
式出现在民国以后,只能在共时平面推测,该构式

是由表程度量的“那叫X”结构添加标记成分“一
个”形成的。

形成这一推论的理由如下。
(1)从现代汉语语料来看,表程度量意义的



“那叫一个X”与“那叫X”用法基本一致,常可互

换。二者的差别仅体现在主观性等级上,前者主

观性更强。
例4 一开始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可后来从

广播里听到申办成功后,那叫一个兴奋。
例5 她听了那叫兴奋,差点儿把自己的打

算都告诉他。
两例相比较而言,例4表现“兴奋”的程度更

高,有更强的主观夸张色彩。
(2)“一个”可作为主观性标记成分添加进

“那叫X”结构形成“那叫一个X”构式。
“一个”在汉语中是一个常用的名词化标记,

周一民认为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一个”作名词化

标记的构句现象,“那叫一个X”就是其中一种[3]。
我们认为,“那叫一个X”中“一个”的名词化标记

作用并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在“那叫+X”中
“X”为谓词性成分时,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

所表达的事件、动作、活动和状态可通过本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被 理 解 为 实 体 性 成

分[67],“叫”字句的称名意义激活X的实体指称

功能,具有名词的特性。如:
例6 脚手架? 什么脚手架? 接着有人笑了

起来,纠正周冠仁道:“那叫起落架,不是脚手架。”
例7 那叫燃烧生命,不叫死亡!
例8 你那叫聪明? 你那叫拆。说句不好听

的你是败家子儿。
例7、例8中“那叫+V/A”显然是仿照“那叫

+N”而来,“燃烧生命”“死亡”“聪明”等都作“叫”
的宾语,也都可以理解为实体性成分。

“那叫X”结构中谓词性成分X已有名词的

特性,“那叫一个X”结构中“一个”名词化标记功

能似乎是一个冗余的功能。张伯江指出,汉语判

断句中的“(一)个”既没有语法强制性,又不完全

区分语义,只是在语用上具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倾

向 “是(一)个 NP”倾向于主观性表达,“是

NP”倾向于一般表达[8]。笔者认为“那叫一个X”
中的“一个”也具有类似增强主观性的语用表达功

能,与“那叫X”相比,“那叫一个X”有更强的主观

程度量的表达功能,如例4比例5表达“兴奋”的
程度更强。

另外,表达主观程度量意义的“那叫X”可以

添加“一个”(如例4、例5),而“那叫X”为普通称

名结构时不能添加,如:

*例6 那叫一个起落架,不是脚手架。

*例7 那叫一个燃烧生命,不叫一个死亡!

*例8 你那叫一个聪明? 你那叫一个拆。
这一现象说明,“那叫一个X”是在表达程度

量意义的“那叫X”结构中添加主观性标记“一个”
形成的。“那叫一个X”的来源可用图1表示。

图1 “那叫一个X”的来源

既然“那叫一个 X”来源于表程度量意义的

“那叫X”,那么“那叫X”的程度量意义是如何形

成的? 笔者将从历时角度探讨这一用法的形成

过程。

二、 “那叫X”结构的语法化历程

“那叫+X”格式最初出现在明代,为普通称

名结构,“叫”为命名意义,也写作“叫作”,X为普

通名词性成分,“那”为指示代词,回指上文提到的

内容,如:
例9 王明那座山怎么 有 许 多 凶 器? 判 官

道:“那叫做枪刀山。为人处世,两面三刀,背前面

后,暗 箭 伤 人,暗 刀 杀 人”。(明《三宝太监西洋

记》)

清代“那叫X”结构中X开始出现谓词性成

分,整个结构仍可看作称名结构,“叫”也可写作

“叫作”,“那”仍用作回指代词,如:
例10 蛮子说:“我不是酒肉的宾朋,今天你

请我吃饭,明天我请你下馆,那叫换嘴头子。(清
《三侠剑》)

例11 那么风水的好处可以想见,万万不可

以改葬了。如果再改葬,那叫做不祥,并且是大不

孝。(清《曾国藩家书》)
谓词性成分在句中仍然相当于名词的用法,

与普通事物的称名类似,但相对于名词性成分而

言,这些谓词性成分具有陈述性特征,“那叫X”的
称名意义减弱,转而带有一定的描述和评论性,用
于表达说话人对某种行为或状态性质的主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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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如例11中“不祥”就是说话人对“改葬”这一事

件的主观判断,后有“是”字结构对举出现。这可

以看作“那叫X”由客观称名意义向主观评价意义

转变的关键一步。
民国时,X出现含有程度量的状态形容词成

分,“那叫X”表达高程度意义,如:
例12 张方可是精神倍长,力量十足。口里

还喊着:“老杂毛,你想跑哇? 那叫万难! 今个儿

我非宰了你不可! (民国《雍正剑侠图》(下))
相对X为谓词性成分,结构表达主观判断意

义的用法而言,这一用法脱离称名意义更远,主要

表达程度量意义。“叫”的称名意义几近消失,
“那”的指称性特征还比较明显,如例12中“那”回
指上文中“跑”这一动作行为。

“那叫X”的程度量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得到极

大发展,X表现形式更多,除了具有量性特征的

“程度副词+形容词”(如例13)以外,X还可以是

性质形容词、固定短语等不包含量属性的成分(如
例14、例15),如:

例13 人 家 做 戏 呀,那 叫 真 狠,那 个 感 情

真足。
例14 七十的人了让老丫头买双盖儿鞋在

脚上一穿,红棕色儿,走大街上那叫美,竟然觉不

出寒碜来。
例15 内蒙大草原,唉,伊金霍洛旗那叫一

望无际。
从句法表层形式来看,“那叫X”可独立成句

(例13),也可作主谓句中的谓语成分(例14、例

15),作谓语成分时,“那”的指称功能明显减弱。
总体来看,“那叫X”经历了如下语法化过程:
“那叫X”结构最初出现于明代,X为具有定

名意义的名词性成分,“那叫X”为普通称名结构;
发展到清代,X开始出现谓词性成分,“那叫X”结
构在保留称名意义的同时,开始带有主观判断和

评价意义;民国时期“那叫X”结构中X出现具有

量性特征的状态形容词,整个结构完全失去称名

意义,主观评述意义进一步增强,表达高程度量意

义;现代汉语“那叫X”中X的句法表现形式更为

丰富,高程度量意义固化为结构的本质意义。“那
叫X”结构的演变模式如图2。

图2 “那叫X”结构的演变模式

就整个语法化过程和程度意义凸显的历程来

看,“那叫X”结构程度意义产生是称名意义一步

步弱化的过程,也是主观性逐步增强的过程。

三、 “那叫X”结构的形成动因

“那叫X”从称名结构语法化为高程度量意义

结构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X的谓词化为构式评价意义实现提供

契机

“那叫X”结构中X为可变项,X为普通名词

性成分时整个结构只能保持称名意义。当X中

出现形容词、动词等谓词性成分时,X仍可以看作

名词性成分,即把性状或动作行为当作一种事物

来看,但谓词性成分本身所表述的语义与一般事

物名词不同,谓词性的陈述情状意义仍然保留在

结构中,这一意义使“那叫X”在保有称名意义的

同时出现评价意义成为可能。试比较:
例16 那叫苹果,不叫香蕉。
例17 那叫傻,不叫老实。
两例中“那叫X”结构都有称名判断的意义,

但例(16)是客观判断,例(17)是主观判断,而且后

者重心不在对“那”回指的前文内容指定名称,而
是对这一内容进行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意义

的产生为“那叫X”高程度意义实现提供了契机。

2.“叫”的认知凸显功能是构式高程度意义

实现的必要条件

“那叫X”的语法化过程为称名意义减弱,主
观判断和评价意义不断显现的过程。主观评价意

义不一定带来程度意义,如例17中“那叫傻”只是

一种主观判定评价,并无程度意义,但下例“那叫

X”理解就不同,如:
例18 那天晚上他偷偷假装给鸟喂食竖着

耳朵往屋里听,那叫酸,他又惊又喜酸得他两边槽

牙都倒了。
例18中“那叫酸”后有程度补语说明“酸”的

程度之高,该结构为程度量意义。“那叫X”从例

17的主观判定功能到例18的高程度量表达功能

转变的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叫”的认知凸显

功能。
“叫”为称名系动词,“A叫B”表示A这一事

物获得B这一概念内容,B是A事物与其他事物

相区分的区别性特征,而这一区别性特征往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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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话人关注而欲凸显的部分。从信息传递角度

来说,B相对于 A而言是更为本质和核心的信

息,也是说话人关注的焦点信息。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往往习惯于给事物添加各种各样的标签,这
一标签容易成为注意力核心。“那叫X”程度量意

义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X为谓词性成

分表达情状意义时,“叫”使“X”这一情状特征得

到凸显,得以凸显的“情状”往往具有大量的特征。
“那叫X”的原型为具体事物的称名结构(如

例16),当X由名词性成分向谓词性成分转变后,
“那叫X”结构主要还在于确定和判断“那”的指称

对象具有X的属性或状态,但谓词性成分所表达

的情状特征使“那叫X”开始向评价意义转变,结
构的称名意义减弱,主观性增强(如例17);当结

构主观性进一步增强,不表示对某种属性的确定

或判断,只是主观强调或凸显X的情状时,称名

意义完全消失,程度量意义就产生了(如例18)。
事实上,对某种属性的判定与强调有时存在

两可的理解:
例19 好些太太们手里都攥着好几间大房

子、大别墅,听上去那叫阔,可天天犯愁哇,为嘛?
卖不出去,天天为贷款犯愁!

例20 用母亲的话说,吃了顺气。用我的感

觉来说,那叫滋心润肺。用俏皮话说,吃了如厕可

以令人轻松一大截子。
这种判定与强调意义理解的相关性在汉语中

比较普遍,如“是”具有判断、焦点、强调和对比的

用法,后三者都是来自于其原来的判断用法[9],这
说明判断与强调这两种语法范畴之间也存在密切

联系。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作谓语在无具体语

境的情况下也存在两种理解,如“这个苹果好”既
可以表示判断意义(“这个苹果好,那个苹果不

好”),也可以表示强调程度意义(“这个苹果很

好”)。判定和强调的区分本质在于对属性的确认

还是凸显,这正是“那叫X”从称名意义到程度意

义产生的内在认知理据。

3.“那的”虚化与远指心理距离功能帮助实

现高程度量意义

指示词的语法化一直 是 语 言 学 研 究 的 热

点[10],“那叫X”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表示程度

量意义时,“那”已虚化,实际指称意义非常弱,有
时甚至虚化到实无所指,在语篇中有时似乎找不

到“那”的具体指示对象,如:
例21 “这盆水那叫管 用。”赵 航 宇 笑 眯 眯

的,鼓着掌领头走上去与元豹握手双手抓住元

豹……

例22 他一听那叫乐,只要人家看得起,漫

说二十,四十六十他也不在乎。
“那”的虚化与X的谓词性特征和“叫”的称

名意义弱化有直接关系,“那”不用来指称具体事

物,更像是一个用来帮助强化程度意义的标记。
“那”这种强化程度意义的功能与指示代词心

理距离指示功能相关。吕叔湘最先引入“心理距

离”概念,“近指和远指的分别,基本上是空间的,
但也往往只是心理的”[11],许余龙指出“说话者/
作者借时空指示现象来凸显其心理距离推远和拉

近的交际功能”[12]。“那”作为远指代词,既可以

指称在空间、时间上也可以指称心理距离上与说

话人较远的事物或状态。心理距离相对于时空等

物理距离而言,更具有主观性特征。说话人可以

根据表达需要无限拉大或扩展这种心理距离,主
观地夸大事实,能带来明显的夸张效果,如:

例23 崔永元: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

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

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白云: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 那是“相当”

壮观哪! 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赵本山、
宋丹丹《小崔说事》)

例23中说话人连用几个“那”字结构把虚拟

的“场面的壮观”夸张到极致。
夸张本质上也是一种高程度量,“那叫X”结

构中的“那”与这种表夸张的“那”字用法类似,能
凸显较远的心理距离,为高程度量表达提供无限

扩展的可能。
远距离意义容易产生高程度意义,在汉语语

法化现象中很普遍,汉语中表示程度高的补语成

分“死”(累死了)、“极”(好极了)、“去了(多了去

了)”都与“远距离”概念相关联。“死”原为动词,
表示生命的终结点经隐喻发展出极性义,“终极、
极点”概念本身隐含了程度义[13],而“极”本身就

表示“终极”意义,“去了”中的“去”表示从说话人

位置移向别处,可以引申为远远超出所在范围的

意义,通过隐喻,就可以表示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情

况,即表示程度非常高的意义[14]。“终极”和“去”
都包含“距离说话人远”的意义,能引申出高程度

意义。相反,表达有限空间距离的“V+不到哪里

去”则语法化为有限程度量表达式[15]。

四、 结  论

笔者对“那叫一个X”构式的来源及形成动因

的讨论着重从程度量意义产生的角度来进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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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构式出现在民国以后,主要通过讨论其来源

结构 表程度量的“那叫X”结构的语法化历程

及形成动因 来挖掘构式程度量意义的来由。
表程度量的“那叫X”结构萌芽于清代,出现在民

国,在现代汉语中发展成熟。这一结构从普通称

名结构语法化为程度量结构的动因在于X的谓

词化、“叫”的认知凸显功能和“那”的远指心理距

离功能。
在汉语中与这一结构相关的“这个/那个A”

也有类似的程度量用法。张伯江、方梅认为,指示

代词“这/那”表示程度用法来源于“那叫一个X”
中“一个”和“叫”的省略[16]。从汉语史语料来看,
并没找到可以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二者在现代

汉语中分布情况及形成来源的探讨笔者将另文

再叙。

参考文献:

[1] GOLDBERGAE.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
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2] 黄弋桓,黄兰堞.“可A可B”构式解析[J].沈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15(6):861 864.
[3] 周一民.名词化标记“一个”构句考察[J].汉语学习,

2006(2):14 18.
[4] 唐雪凝.试析“那叫一(个)X”[J].汉语学习,2009(6):45

49.
[5] 甄珍.现代汉语口语主观评议构式“那叫一个A”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3):64 73.
[6] LAKOFFG,JOHNSON M.Metaphorsweliveby[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31.
[7] 沈家煊.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J].汉藏语学报,2007

(1):27 47.
[8] 张伯江,李珍明.“是NP”和“是(一)个NP”[J].世界汉语

教学,2002(3):59 69.
[9] 石毓智.论判断、焦点、强调与对比之关系:“是”的语法功

能和使用条件[J].语言研究,2005(4):43 53.
[10] 陈琳琳.话语标记语“那”“那个”“那么”的语用语篇功能

辨析[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6):729

733.
[11]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M]∥吕叔湘文集:汉语语法论

文续集:第3卷.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8.
[12] 许余龙.英汉远近称指示词的对译问题[J].外国语,

1989(4):33 40.
[13] 唐贤清,陈丽.“死”作程度补语的发展及跨语言研究[J].

2011(3):79 85.
[14] 储泽祥.汉语口语里性状程度的后置标记“去了”[J].世

界汉语教学,2008(3):43 49.
[15] 吴为善,夏芳芳.“A不到哪里去”的构式解析、话语功能

及其成因[J].中国语文,2011(4):326 333.
[16]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

版社,1996:159.

【责任编辑 王立坤】

AResearchontheSourceandtheFormation MotivationofDegree
Construction“NaJiaoYigeX”
ZhouQingyan
(SchoolofInternationalEducation,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200,China)

Abstract:Thesourceofthesubjectivequantitydegreeconstruction,“NaJiao Yige X”was
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NaJiaoYigeX”and“NaJiaoX”,andtheformationmotivationof
thestructureof“NaJiaoX”werediscussed.ItisbelievedthatthisstructuresproutedintheQing
Dynasty,appearedintheRepublicofChina,andmaturedinmodernChinese.Ithasundergone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naming-naming/judgment and evaluation-high degree quantity
evaluation”.Theformationmotivationsofthedegreequantityconstructionof“NaJiaoX”arethe
predicativeconstituentsofX,thecognitivesalienceof“Jiao”andthelongpsychologicaldistance
functionof“Na”.
Keywords:“NaJiaoYigeX”;quantityofdegree;cognitivesalience;psychological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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