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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数量短语一般和名词组合，但还有另

一种结构：“一量 VP”。这一结构在文学剧本、交际口语

和新闻标题等中大量出现。在 CCL 语料库（http：//ccl.

pku.edu.cn）、BB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和百

度数据库的搜寻中，可以发现这一结构被人们使用的频

率不断增加，例如：1

（1）一把抓住了杜金的脖子。（晓苏《重上娘山》）

（2）“我爸就是为钱累出了心脏病，一顿搭桥呀！”

（小品《今天的幸福》）

（3）他恨不得一口吃壮起来，好出去拉车。（老舍

《骆驼祥子》）

（4）公交被撞落水　吊车司机“一顿操作”把人

“钓”起（央视新闻，2018）

对以上语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类结构中的“一

量”短语，虽然有些时候也是数量的实指，如例（1），

但其真正的意义倾向却是通过动作的量小来造成动作结

果的显著性，而动作的结果往往也有超常的夸张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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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向特点在例（2）至（4）中表现明显。那么这种结

构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一量VP”的产生

“一量 VP”的结构形式应与魏晋时代的紧缩句形式

“一 VP”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出现了特殊表达的需要而

现有结构不能够满足时，当出现了新的语法手段提供

了表达的可能后，“一量 VP”的结构产生了。魏晋前的

“一 VP”中的“VP”是一个光杆动词，当魏晋后出现

大量的动补结构后，使得“VP”的结构和表意更加复

杂，那么“一 VP”中的“VP”也受到影响，当动补结

构的“VP”要进入“一 VP”中时，“一 VP”的结构形

式就要发生调整。从节律上来看，“VP”从一个音节变

成了两个音节，那么与此相对应的“VP”前的“一”，

也要从一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否则就会变成“1+2”

的不对称完整的节奏感。而魏晋时期出现的大量量词

就为“一量 VP”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但在表示含义上，

不同于“一 VP”的由表实际次数虚化到表紧促完成体

的含义。“一量”是动作的数量小的特征，这种量小是

为了衬托后面动作结果的显著性而采用的扩张性表示手

法。那么“一量 VP”格式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

下角度试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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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殊表达的需要。在汉语的动量范畴中，为

了表达出显著性的动作结果，动词会运用特殊的表达形

式，例如在动词前后添加其他修饰语。但这一方法并不

一定能准确的表达出说话者的本意，如果例（2）使用

“搭满了桥”这一说法，仅表达出患者心脏搭桥了很多

次，没有体现出动作“搭桥”其结果的夸张显著性。但

如果使用了“一顿搭桥”，通过“一”的虚拟小量衬托，

就体现出了动作结果的显著性和夸张性。所以为了能更

好的表达出动词的显著性结果，“一量 VP”的特殊形式

出现了。

第二，结构在语法化过程中，对语境的吸收。张谊

生（2000）认为，语境的吸收就是在词语使用过程中，

会诱发出某个成分虚化了的上下文。当我们在表达动作

结果显著夸张的语境中，经常使用“一量 VP”的构式，

那么“一量 VP”就吸收了这种语境的特点，动词不用再

添加其他的修饰语，仅用“一量 VP”就蕴含着表达动作

结果夸张的语境。如例（5）“一顿操作猛如虎：成交 2.6

亿，亏 75 万 ! 多家券商员工栽了。”（百度新闻　2021 年）

例（6）“一顿操作猛如虎，到手工资二十五。”（百度新

闻　2021 年）在例（5）中出现了巨大的成交数额，让

人对“一顿操作”的结果感到震惊。而例（6）中“一顿

操作”诱发了表达夸张结果的语境，让很小的金钱数额，

也能表达出显著夸张的效果。

二、“一量VP”的结构成分

“一量 VP”的构式由数量短语“一量”和动词短语

“VP”构成。其中数量短语中的“一”是确定的，仅指

数词“一”，不包括其他含义。那么我们仅需讨论“一量

VP”中的“量”和“VP”。

（一）“量”的成分

在“一量VP”中充当“量”的词语，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临时借用的动量词。临时动量词由表示身

体器官和工具器械的词临时充当。例如：

（7）他想把全部家产传给独养儿子，把维多莉一脚

踢开。（巴尔扎克《高老头》）

（8）我羞愤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尼尔·嘉文《坚

持》）

（9）一枪刺死，或者一刀砍死，对我算不得什么。

（司各特《英雄艾文荷》）

（10）他被一棒打昏过去，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

没有让灵魂和肉体分家。（施托姆《茵梦湖》）

上述语料中，例（7）和例（8）是身体器官词临

时充当动量词，例（9）和例（10）是工具器械词临时

充当动量词。这些词语的特征是：词语的前面不能添

加“个”、“只”等量词。其次当临时充当动量词时，这

些“一量”词只能被“一下”所替换。但并不是所有的

身体器官词都能被“一量VP”借用为动量词，要具有以

下特征：一、多为口语词，且这些口语词多为单音节。例

如：“目”、“头颅”就不能用作为量词。二、这些词语代

表的部位动量性很强。例如：“手”、“脚”等，而动量性

很弱的“耳朵”、“鼻子”等，一般不被借用为“一量VP”

中的量词。表示工具器械类的动量词一般没有其他要求。

第二类则是专用动量词。专用动量词是相对于临时

借用动量词而言，两者间的区别是专用动量词不能看作

是施行“VP”的工具。专用动量词一般不仅表示动作或

者变化的量，还包含着某种词汇的意义。主要有：顿、

阵、场、番、下、把等等。例如：

（11）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

抽。（《中国农民调查》）

（12）《大宅门》敬业请香秀回家，受得香秀一番埋

汰。（百度视频标题　2018 年）

上 述 语 料 中， 例（11） 的“一 阵 猛 抽 ” 描 述 了

“他”对“丁作明”的夸张动作行为，并与“发疯”前

后照应。此外专有动量词还要具有指称多次或持续性动

作行为数量的功能。如：一番、一通等等。但随着“一

量 VP”的表意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一般动量词也逐渐进

入到“一量”的范围中。这些一般动量词虽然不能指称

多次或持续性的动作行为数量，但具有表示动作夸张性

结果的功能。如例（13）“‘一步跨过黄浦江’的圆梦之

桥！”（新闻标题　2021 年）“一步跨过”既表达了夸张

的动作结果，又体现出中国建设工程的伟大，使得百姓

出行更加便利，实现了“一步跨江”的梦想。

（二）“VP”的构成

在“一量 VP”中出现的动词，都是动作含义较强的

词汇，而类似于“是、等于、加以、给予”等动作性很

弱的词语则不能充当构式中“VP”的中心语。其次与临

时动量词搭配的动词也有条件：只能是与临时动量词有

关联的动词。例如，与“脚”相匹配的动词多是：“踩、

踹、 踢 ” 等， 与“头 ” 相 匹 配 的 动 词 多 是“撞、 扎、

钻”等。此外当动词是单音节动词时，动词必须带上补

语。例如：

（14）李小龙一脚踢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

辱牌（张小蛇《李小龙的功夫人生》）

（15）范英明气得一脚踩扁一个山头。（柳建伟《突

出重围》）

（16）北京，一家私营商贸公司的老板，从年初就置

其他业务于不顾，一头扎到了新疆。（1994 年报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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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

励。（《邓小平文选 2》）

在上述语料中，与临时动量词搭配的动词范围都

有一定的限制，动词要与临时借用动量词具有一定相关

性，例如“脚”和“踢碎”、“头”和“钻到”等等。此

外“VP”的动词结构一般是动补结构。如：踩扁、踢碎

等等。但随着“一量 VP”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进入

“VP”的动词结构范围也在扩大，不再局限于动补结构。

这种情况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一量VP”的特点

（一）动作结果的显著性

从人的认知上来讲，一般把容易吸引他人注意力的

事物叫作凸现的事物。凸现了某个部位就能增强其部位

的显著性，所以凸现与显著性彼此相关。在“一量 VP”

的结构中，动作事件与其引发的动作结果状态的显著性

很高，是因为凸现了动作的结果和状态，而不是句子中

的其他结构。例（18）“憨豆先生对着警察局镜子一顿

嘚瑟，结果被看得一清二楚。”（新浪网　2021 年）例句

中凸现的是憨豆先生照镜子嘚瑟的行为，以及嘚瑟时被

警察看的清清楚楚的结果。如果将“一量 VP”结构换成

“VP 一量”结构，那么人们的焦点就在“一量”上。如

例（19）“两次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女子下车企

图逃走，被司机一把拽住！”（搜狐新闻标题　2019 年）

“被司机一把拽住”凸现了拽住女子的结果，增加了结

果“拽住”与女子受到的影响“女子没有逃走”的显著

性。如果换成“被司机拽了一把”，我们只知道“拽了一

把”的动作，并不知道其结果如何，女子是否被拽住了。

这时句子的自然焦点就落在句尾的“一把”上，凸现的

是动作的数量而非结果。

（二）通过对比体现出主观量大

“一”作为自然数中最小的数，那么数量短语“一

量”中也含有量小的语义特点，用动作的量小语义特点

反衬出动作结果的显著性特点，在小和大的对比中，更

能体现出主观量大的特点。沈家煊（2002）举过一个带

“一”的“把”字宾语表示主观量大的例子，例（20）

“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子，……然后，几个

馋人，一顿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汪曾祺《落魄》）

用“一顿”的量小衬托出“一件新袍子吃掉了”的夸张

大结果。

（三）表达更加口语化

“一量 VP”在语用方面的特点是使语言的表达更加

口语化。在较为活跃的口语化网络语体中，“一量 VP”

的表达更加格式化，趋向稳定。而在一些追求特殊表达

效果的文艺语体中，也常用到“一量 VP”。例如在央视

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中的台词，“那心脏一顿搭桥

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

桥吗！”在小品口语化的表达中，“一顿搭桥”的使用，

让沉重压抑的心脏搭桥话题也具有了幽默、风趣的表达

效果。

四、总结

对“一量 VP”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一量

VP”的产生与魏晋时代的紧缩句“一 VP”有着密切的关

系。“一量 VP”由数量短语“一量”和动词短语“VP”

组成。“一量”中的“一”仅指数词“一”，“量”为动量

词。动词短语“VP”为动作程度很强的双音节动词或动

补结构的词语。“一量”是动作的数量小的特征，这种量

小是为了衬托后面动作结果的显著性而采用的扩张性表

示手法。“一量 VP”的结构位置固定，通过前面的量小

和后面的结果之大来表达动作的显著性。“一量 VP”结

构常在口语中使用，使用时具有风趣和俏皮的交际效果，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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