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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对举格式的语义特点在于：结构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相加之和。 本文运

用概念转喻原理对该结构语义增殖现象作出解释。 文章考察了一系列典型的对举格式，发现对

举格式的语义表达主要基于三种概念转喻，分别是：＂局部表示整体
”

、
“

范畴表示属性
“ 以及 “ 标

量表示整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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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 of symmetr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lies in that the 

structure as a whole has greater meaning than all its parts put togeth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ecial sema,ntic proliferation of this format under 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onymy. After 

examining a series of typical kinds of symmetric structur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of such structures is mainly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concept�al metonymy, namely: 1) 

the part representing the whole; 2) the category representing the property and 3) the scalar 

representing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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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I 言

对举格式是汉语特有的、对结构有特殊限制的一种并列式，一 般由前后两个部分（以下
称“对举项 ”)构成。 两个对举项的结构基本相同，且语义上有一定关联。 比如：

(1)瞧这孩子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有关对举格式，许多学者曾做过研究。 其中，黄伟(2006)给对举格式做了比较细致的描

述：＂外在形式（字数、结构类型）相同或相近，外在语义相近或相反，但是受旬法、语义、语用
等因素制约，两个或多个成分必须在句中对举同现，才能是句子合格的结构。”

现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从形式上给对举格式进行分类并描述。 在语用方面，研究者
一般认为，对举格式形式对仗，韵律工整，符合汉民族审美心理，还能产生形象、诙谐的文学
效果。 在语义表达方面，一些学者已敏锐地察觉到对举格式的语义具有特殊性，即结构的整
体意义不是两个对举项语义的简单相加。 对此，有学者称之为特殊的“结构义“，相当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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