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文研究  2014 年第 1 辑

·154·

现代汉语名词动用新表达的产生及动词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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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汉语的名词动用现象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现因互联网的兴盛又衍生出

很多新表达，如“百度一下”等。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前人研究，分析以“百度一下”为代

表的这类新表达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和总结；此外，通过对新浪

微博网络语料的考察，研究论证“百度”一词作为动词的基本语法特征，这有助于更清晰地

认识名词动用现象，并为这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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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名词动用在使用上呈上升趋势（王薇，2010），有关此类的国内外研

究也很多。

国外研究一般采用分类归纳的方式描述名词动用的表现，有的根据释义关

系对此现象进行分类，如赞德弗尔特（Zandvoort，1972）、亚当斯（Adams，1973）、
奎克等人（Quirk et al.，1985） 等，克拉克和克拉克（Clark & Clark，1979）、德温

（Dirven，1986） 把句法、语义和词汇综合在一起考虑，重新分类；有关名词动用

产生的条件，克拉克和克拉克（Clark & Clark，1979） 以大量实例为凭，分析了名

词动用理解与表达的语用机制及语用条件。凯利（Kelly，1998） 等在其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名词动用的条件；有关名词动用产生的原因，克拉克和克拉克

（Clark & Clark，1979）将活用为动词的名词称为“新创名源动词”（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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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minal verbs），认为它们已经是动词，并且创造名源动词的主要原因是说话

人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一点和格莱斯（Grice）1975 年提出的“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尤其是“适量准则”（Quantity Maxim） 相符，即说话人

尽量避免冗余的说法。

国内的名词动用研究一般将名词动用作为辞格来讨论，多在举例和描述词

类活用时涉及（王薇，2007）。陈望道 （1979） 称之为转类辞。尹世超（2002）把

它归类于“拈连带用的词类活用”，有显著的修辞效果。王占馥（2006） 把它分为

带宾语、不带宾语、带补语等几个类型。在名词动用产生原因的分析上，和国外

学者不同的是，很多国内学者从认知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名转动的本质为概念转

换，即从一个概念领域转换到另一个概念领域，且同样的概念内容有不同的概念

表达形式，其中还离不开隐喻的作用（刘正光，2006；王冬梅，2001；何星，2006）。
在使用特点上，吕叔湘（1989）认为，现代汉语名词动用常见于口语，通常源于无

知，或为语气俏皮，正式文字里则很少见。王冬梅（2001）通过分析实例发现，现

代汉语名词动用主要出现于口语叙述、口语评论、小说等语体中。

王薇（2010）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名词动用在高校的使用

状况展开调查，表明名词动用的使用受地域、教育背景、年龄、地位、亲疏程度等

因素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名词动用等新创词语目前在口语、网络上比较多见。

王效云（2012）通过对网上的语料进行抽样调查，进行简单整理，分析了网络用

语的使用特点，发现使用频率的差异是造成这些网络工具名词动用化稳定程度

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相同条件下“使用频率越高”，被动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

“百度”的名词动用现象最为典型，且其作为动词的语法功能最为完善。

综上，虽然前人对于名词动用的研究较多，但是有关名词动用新表达的专门

研究不多，有关其动词化特征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对新浪微博网络语料

进行考察，希望在这些方面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借鉴。

2 名词动用的概念及分类

2.1 名词动用的概念

名词动用通常是指把名词临时用作动词，执行动词的句法功能。名词动

用也称名动转用（徐盛桓，2001）、名转动词（司显柱，1996）、名源动词（刘正光，

2000）等。“名词动用”这个称谓相比于其他称谓，更能突出两个特征，一是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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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词，二是它临时用来执行动词的句法功能（王薇，2009）。也就是说，一方面，

名词本身的词义特征和意义活动范围没有因为用作动词而消失；另一方面，动化

词的词义特征在基名词的词义特征基础上变化和发展，但是其本身是否具有动

词应该具备的所有特征，这一点将在后面具体阐释。

2.2 名词动用的分类

虽然有关名词动用现象的研究很多，但是有关该现象的分类一直众说纷纭，

缺乏统一标准。目前广为接受的类别为克拉克和克拉克（Clark & Clark）（1979）
的微观分类（工具动词、移位动词、方位动词、施动动词、目标动词、持续动词及其

他）和德温（Dirven）（1986）的宏观分类（对象动词、工具动词、方式动词、方位

动词、存在动词）。

基于上述两种分类，王薇（2009）对现代汉语名词动用进行分类描述，从相

关文献、小说报纸、网络、日常口语等搜集了 213 例现代汉语名词动用表达，把它

们分成十一类：目标动词、方式动词、施动动词、工具动词、宾语动词、方位动词、

拈连带用、移位动词、持续动词、来源动词及其他。我们比较熟悉的“百度”、“谷

歌”属于工具动词这一门类。工具动词指以基名词所指客观事物为工具来发生

动作（王薇，2009）。“百度一下”中的基名词是“百度”，指一种搜索引擎工具，随

着语言发展，将其当作动词使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代指运用此工具进行信息检

索这一动作，使之名词动用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类网络词汇的使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本文着重研

究以“百度”为代表的工具动词，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及本身的动词性特征。

3 名词动用新表达产生的原因与条件—以“百度”为例

以“百度一下”为代表的名词动用新表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

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就要追溯内在的语言因素。语言因素既包

括语言本身的系统模式，还包括词汇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下面就从这几方面

着手分析以“百度”为代表的名词动用新表达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3.1 以“百度”为代表的名词动用的由来

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致力于向人们提供“简单，可依赖”的信

息获取方式。“百度”二字源于中国宋朝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诗句“众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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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千百度”。“度”是量词，回、次的意思；“千百”是虚数，不确指。千百度，意指

很多次。用“百度”这个词，象征着百度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执著追求。

“百度一下”是百度搜索的宣传语，也是当前的网络用语，指在百度上对某个

词句或信息进行搜索。其衍生网络用语有“度娘一下”、“锑度一下”、“知之为知

之，不知百度之”等。网络带给人的方便之处在于搜索，所谓“一下”，就是搜索

一下。如今，“百度一下”深入人心，使用频率也不断上升。

与以“百度一下”为代表的工具性名词动用相似的还有“谷歌一下”，“电话

我”，“我们来视频一下”，这些都是名词动用的新表达，并且这些都和网络、通信

技术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

3.2 词汇语义条件

词汇语义条件是指动化词的词义要和基名词的词义明显关联（王薇，2009）。
例如：“百度一下”，指的是用百度这个搜索引擎对某个词句进行搜索。众所周知，

百度是个搜索引擎，并且搜索这个动作也是与百度这个基名词密不可分的。百

度是搜索的工具，这里其实类似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借代，即用工具借代行为

动作。又如：电话我，指的是运用电话这种通讯手段联系我的意思，同样用工具

指代行为动作。

另外，名词动用还是语境语，对名词动用的理解必须以交际双方共同的语言

知识为基础。或者说，动词化的名词必须具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成为众人熟知

的语言知识。“百度”、“电话”等都符合这一要求，在生活中普遍存在，使用频率

也很高。对原词的意义和用法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易于表达者和受话人进行交

际。所以，名词动用还是为了交际服务。“百度一下”、“电话我”这类名词动化已

经渐渐深入人心，并且以其简洁的表达成功地达成交际目标。

3.3 语用条件

使用者选择名词动用时必须注意其所需要的语境条件。语境条件包括言内

和言外两个方面，即交际双方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知识，语境场景的内容是否足够

具体（Clark & Clark， 1979）。
首先，交际双方需要依赖双方的共同知识才能理解名词动用的含义。例如，

交际双方必须有关于百度这个搜索引擎的知识，才能理解“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受话人知道是运用百度这个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而不是别

的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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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名词动用的场景必须够具体。例如：当你有不明白的词句的时候，“百

度一下，你就知道”才能凸显场景的特定内容。当你有联系别人的需要时，“电

话我”才有意义。

另外，名词动用的选择和创新还需要符合效率原则，即用最经济的话语来表

达最充分的信息。说话人总想在精确传递信息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话语。说

话人使用名词动用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交际过程能够省时省力。“百度一下”的完

整说法是“用百度搜索一下”，用“百度一下”来表达，不仅清楚准确，而且简洁

明了。

3.4 语言系统模式和创新表达的动态平衡

英语名词动用是一种高产的创新词汇方式，现代汉语虽然没有保存大量的

名词动用，但是它保留了若干固定结构，使名词动用能够依交际需要被实时创造

出来，这为大量创造名词动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王薇，2009）。
但是名词动用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必然受到语言系统自身规律和机制的作

用与影响。语言的创新模式和系统模式彼此制衡，并不是任何名词都可以用作

动词的（王薇，2010）。例如：

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百度网页名称）

b. 今天你 Google 了吗？（Google 主页）

这两句中的“百度”和“Google”体现了系统模式和语言创新之间的动态平

衡关系。“百度”和“Google”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和英文搜索引擎，自然地，

相比于其他的搜索引擎，它俩的使用频率最高。而语言系统模式对这种创新表

达的限制作用反映在虽然出现了“百度”做动词的用法，但是没有把同样是搜索

引擎的“搜狐”、“搜狗”等词语作为动词使用。当然，没有出现“搜狐一下”等这

样的表达，与其作为搜索引擎的使用频率有关。人们一旦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第

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百度一下”或是“Google”一下，而不是“搜狐一下”，或者“搜

狗一下”。

4 名词动用新表达的动词化特征—以“百度”为例

“百度”，虽说是名词用作了动词，但是“百度”是否具有作为动词的所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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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前人对于动词特征的研究成果，然后主要以

“百度”为例，借助网络语料分析这些名词动用的新表达的动词化特征。

现代汉语中，动词是最复杂、最活跃的一种词类，这种复杂性和活跃性主要

体现在动词的语法特征上。动词主要有五大语法特征：1）词前能加副词“不”；2）
大部分能带宾语；3）可用作谓语；4）后面可加时态助词；5）可以重叠。本文将

从这五大特征具体分析以“百度”为代表的名词动用的语法特征。

1）加副词“不”

动词前能够加副词“不”，多数不能加程度副词。“百度”的用法也是这样，

例如：

c. 老师总是让我们谷歌他，多洋气，都不百度。（新浪微博，2011-02-08）
d. 不百度一下真的认不出来。（新浪微博，2014-04-16）
e. 舞乐传奇好好看啊，虽然我才看到 11 集，多悬念……我要忍住不百度！

（新浪微博，2014-6-30）
f. 涨姿势：帝王自上命下之词：“敕”。不百度你会读吗？（新浪微博，

2014-05-26）

c、d、e、f 例中的“百度”之前都加上了“不”表示否定，但是这几例中的“不”

却不尽相同。c 中的“不百度”表示“不需要百度，用不着百度”；d 和 f 中的“不

百度”表示“如果不借助百度这个工具，会……”，表达的是一种条件关系；e 中

“我要忍住不百度！”表示一种“不用百度获得信息，以免剧透”的决心，后面还

加上感叹号，表示强调。

但是，“百度”和大多数动词一样，不能加程度副词，如：“很、最、极、非常、十

分”等；原因是只有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和一些能愿动词才能够加程度副词，例

如：“很怕、很喜欢、很羡慕、很应该”（黄伯荣、廖序东，1991：14）。
2）能带宾语

本文通过对新浪微博网络语料的考察，发现“百度”后面既可以带宾语，又

可以不带宾语。分别举例如下：

“百度”之后不带宾语的例子有：

g.…… 更多信息请百度一下。（新浪微博，2013-02-14）
h. 几个小粉丝堆在机场出口堵明星，我上前瞅了一眼，牌子上写着，

LEEHOM 哎 ~ 完全不晓得，又拉不下老脸去问，算了一会百度吧！（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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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8）
i. 没手机怎么百度嘛！（新浪微博，2011-01-08）

g 中“百度”之后没有带宾语，与此类似的还有“谷歌一下”，“Ctrl 两下”。而

这里“百度”之后的“一下”表示动作频率，与“看一下”、“听一下”类似。狭义

上是指到百度网站搜索一下；广义上，泛指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一下。虽然

表示的是不确指的动作频率，却给人留下简单快捷的印象。因此，百度公司采用

“有问题，百度一下”作为广告语。现在，“百度一下”已经成了搜索的代名词。

这些例子中的“百度”之后没有带宾语，因为上文已经提及需要“百度”的

内容（如 g、h）或是“百度”的内容并不是说话人想要强调的重点（如 i）。h、i 两
例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带上了语气词“吧”、“嘛”，这种用法和“说吧”、“看看嘛”

类似，表达说话人的语气。

“百度”之后带宾语的例子有：

j. 现在你终于知道美国有一所比哈佛还牛的深泉学院，但你一定不知道中

国有一所比清华北大还牛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就是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去

百度这所学校，相信你会回来转的。（新浪微博，2014-04-16）
k. 百度 PPS 就可以。（新浪微博，2011-02-08）
l. 百度他，点开那些图片，你会有惊喜的！（新浪微博，2012-05-16）

j、k、l 中“百度”之后带有“这所学校”、“PPS”、“他”做宾语，我们可以发现，

“百度”之后的宾语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如果之后的宾语是人，那么宾语

既可以是人名，也可以是人称代词；如果之后的宾语是物，那么宾语既可以是具

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还可以是人称代词。而与此类似的“电话我”、

“微信我”，其宾语只能是人，因为打电话，发微信这类动作的承受者只能是人。

3）用作谓语

动词用作谓语的例子，如“你来”，“月亮下去了”中的“来”和“下去”都是

用作谓语。上述新浪微博的例子都是“百度”用作谓语的实例，因此不再赘述。

4）词后使用时态助词

大多数动词之后可以使用时态助词，如：“着”、“了”、“过”，表达动作的状

态。例如：

m. “今天你百度 2012 世界末日了吗？”（新浪微博，201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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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很长时间不去百度了，百度你的时候发现这个了，幸福哈。（新浪微博，

2013-06-09）
m、n 中“百度”之后都带有时态助词“了”，表示动作的实现，即已经成为事

实。m 例使用了疑问句，表达疑问，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人们看了这句话就会

想起去百度；n 例则是否定其完成的状态。

o. 一颗八块钱的牛油果，居然没有人愿意吃。一边百度着它的好处，一边和

小王你一口我一口你不情我不愿地挖掉了。（新浪微博，2014-06-27）
p.  在寝室实在无聊就把电脑拿出来修，本来只是想百度着试着修修，结果，

修好了。真棒！（新浪微博，2014-06-18）

o、p 两例印证了“百度”之后不仅可以跟有表示完成时态的“了”，还可以跟

表示进行时态的“着”，表示动作在进行或状态在持续。说明“百度”这个动作既

可以是瞬间性的，也可以是延续性的，关键看句子的重点是强调结果还是过程。

5）可以重叠

有些动词可以重叠，表示短暂、轻微的动作（动作的动量少或时量少），限于

表示可持续的动作动词。单音动词重叠是 AA 式，如“想想”、“说说”，双音动词

重叠是 ABAB 式，如“打扫打扫”、“研究研究” （黄伯荣、廖序东，1991：14）。本

文通过对新浪微博网络语料的考察，发现了“百度”的这类用法，例如：

q. 现在可方便了，有什么东西百度百度就搞定了！（新浪微博，2014-06-06）
r. 先百度百度再说嘛！（新浪微博，2014-06-19）

从 q、r 中可以看出，“百度”属于双音动词，因此重叠方式是 ABAB，表达短

暂的搜索动作，侧面突出运用百度这一搜索引擎方便快捷的特点。另外，“百度”

之所以可以重叠，是因为“百度”这一动作可以延续。

综上所述，以“百度”为代表的名词动用新表达本身基本具备动词的各类特

征和语法功能，只是少数一些用法不常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语言的发展，这

类词汇的用法将会不断完善。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以“百度”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名词动用新表达的产生原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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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词化特征。首先，现代汉语中名词动用新表达的出现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其中包括互联网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语

言系统模式和创新表达的动态平衡，词汇语义条件和语用条件。关于“百度”其

本身的动词特征，本文通过对新浪微博网络语料的考察发现，“百度”等词基本

具备动词的各类特征，之前能使用副词“不”，可以带宾语，用作谓语，可以加动词

时态助词，还能重叠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考察的只是新浪微博网络语料，

因为 “百度”这类名词动用的新表达多出现在口语、网络语中，同时此研究本身

也印证了这一论点。随着语言的发展和人们创造性的发挥，相信这类词汇的用

法会更加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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