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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ntal scanning theory—summary scanning and sequential scanning, combining 
examples with figur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meanings of Chinese ver-
bal nominalization which means that verbs occur as subjects or objects in a claus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verbal nominalization can be con-
strued as the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action is materialized into a “gestalt”, sequential scanning 
is converted into summary scanning as well as temporality is replaced by atemporality and the 
semantic process from dynamic meaning to static meaning. What’s more, the mental scanning 
theory adapts to and promotes the study of Chinese verbal nomi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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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心理扫描理论——整体扫描和顺序扫描的认知处理方式，结合例子和图示揭示出现在主、宾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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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汉语动词名物化这一语言现象的认知机制和语义。研究发现，汉语动词名物化，可以看成是一个动

作过程“物化”为名词实体的结果，从顺序扫描转化为整体扫描，从时间性凸显为非时间性的认知过程，

从动态意义到静态意义的语义过程。这一现象的心理扫描认知模式适应并促进着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研究。 
 
关键词 

心理扫描，汉语动词名物化，语义，认知机制，整体扫描，顺序扫描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汉语中，做主语和宾语的主要是名词，其语义一般表示“指称”或“名物”，即人和事物名称的

实词。而动词一般作“述谓”，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1] [2]。但发现，一些动词常常

出现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且由于汉语词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所以即使词类发生改变，词

形也没有变化，比如“我们都在盼望着冬奥会的到来”、“跑步有益于人类的身体健康”等。本文根据

词性变化论的观点，把位于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看作是汉语中“动词的名物化”现象[3]。 
综观国内文献，对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动词名物化的历史考察[4]、英汉词类转换

对比[5] [6]、功能性质[7]、结构[5] [6] [8]、名物化和名词化的区别[2]、从形态学、语用分析名物化现象

[9] [10]以及从认知语言学的典型范畴理论研究词类[11]等。但研究发现，传统的结构主义语法无法区分

出汉语动词及其名物化，而其本质所在的认知因素是研究的关键。 
在认知语言学中，Langacker 提出了心理扫描理论(mental scanning)，它可以用来记录两个比较对象之

间的差异。这种心理扫描方式，可以抽象出多种意象图式，而这些抽象的意象图式反映在具体的语言结

构中，比如，中心–边缘图式反映在句法结构中的“偏正结构”。而汉语动词名物化现象体现了人类一

般认知能力的作用，反映了人们在认知不同语言形式时的心理变化过程，正是采用不同心理扫描认知模

式的结果。心理扫描理论是以概念化(意义)为基础，而汉语动词名物化以语言形式简单，概念化复杂为特

点[12]。可见，以概念化为核心的心理扫描理论与以概念化为重点的汉语动词名物化研究相匹配，这正是

心理扫描理论适应并促进汉语动词名物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本文基于心理扫描理论——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和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揭

示汉语动词名物化语言现象的认知机制，并从语义层面探讨汉语名物化结构中动词和其名物化所表达的

不同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扩展心理扫描理论的语言使用范围，而且为探索找到一种识解汉语动词名物化

语言结构的新路径。 

2. 汉语动词名物化 

本文所讨论的“汉语动词名物化”是指汉语动词的“述谓义”在语义层面转化为“名物义”[2]，即

从语义角度分析，把处于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视为“动词名物化”。如“翻译”一词，作为动词时，

其语义为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的内容，如“他翻译了这篇文章”；作为名词时，指专职

翻译工作的人，如“他是这篇文章的翻译”。但如“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翻译”，此时，出现在

宾语位置上的动词“翻译”具备了名词的特点，表示汉语动词的名物化现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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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扫描理论 

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是心理体验的认知处理过程，是说话人为描写事件所采用的一种构建情景

的方式[12]。Langacker将心理扫描分为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 [14]。 
顺序扫描是认知处理的一种模式，指一系列成分状态在表征时间内呈顺次的持续变化过程，其结果

凸显的是过程，在本质上是非累积性的[15]。顺序扫描过程凸显时间关系，记录过程，主要由动词来表示。

顺序扫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序扫描的事件是静态且不可移动的，但在扫描的过程中观察者伴随着时

间的变化采用了动态的顺序扫描方式。比如：这条蜿蜒的盘山公路一直延伸至山脚下。该句描写的是一

个静态的画面，但观察者通过使用“延伸”一词采用动态的顺序扫描方式。另一种是顺序扫描的事件是

动态的，事件的各个成分状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逐一发生[16]。比如当我们观察一本书掉落在地上，书

掉落的过程从原来所处的位置，进入空中，经历不同的时间点上所对应不同位置的变化，最后掉落到地

面上。这一过程可以分割成很多个构型，按照时间顺序观察状态变化[17]。 
整体扫描是认知处理的另一种模式，各个成分状态以累积的方式被激活，结果是一个复杂结构的所

有方面共同存在，同时可及[15]。也就是说，在整体扫描中，一个情景的不同方面被不断地合计，最后作

为一个整体集合出现在观察者的头脑中，就像一个“完形” (gastalt)一样[17] [18]。整体扫描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扫描的情景是静态的，比如对“时钟”物体进行扫描时，观察者只需静态观察并采用整体扫描的

认知模式，就可以把“时钟”识解成一个“功能是用来看时间”的实体。另一种是扫描的情景是动态的，

如“书的掉落”，观察者对其进行扫描时，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对书“掉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顺

序扫描，而是采用整体扫描的心理认知模式，把书在各个时间点的运动轨迹重叠在一个构型中得以视觉

表征，凸显“书掉落在地面上”这一最后结果[19]。 

4. 心理扫描理论下汉语动词名物化的语义研究：案例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汉语动词名物化：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由于不同的认知处理模式而代表着不同的语义。

在认知语言学中，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该表达式在人类大脑中所构建的一个情景，也是人类在认知

时采用不同心理扫描模式的结果[13]。如下例句： 
例(1)给马套上马鞍。 
例(2)把马鞍套在马背上。 
例(1)的动词“套上马鞍”和例(2)的名词“马鞍”都是射体“马鞍”(S)朝着界标“马”(H)移动(见图

1(a))。区别在于例(1)采用顺序扫描的认知模式(见图 1(b))，其突显了马鞍和马(圆圈粗线表示)、马鞍和马

之间的关系(S 移动方向的粗箭头作为表征)以及时间 T(粗线表示)。而例(2)采用了整体扫描的认知模式(见
图 1(c))，例(2)突显的是事物“马鞍”，其以完形的形式在一个时间点上被整体扫描，“马”则处于隐藏

的地位而没有被凸显(圆圈细线表示)，时间性特征减弱[20]。根据图示，从图 1(b)的动词“套上马鞍”到

图 1(c)的名词“马鞍”突显内容的减少，可证明例(1)和例(2)“马鞍”所表达的语义是不同的。 
例(3)现在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23 点 59 分 59 秒，2020 年即将到来了。 
例(4)现在已经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23 点 59 分 59 秒了，人们盼望着 2020 年的到来。 
例(3)的“到来”充当谓语动词，保持了原有的动词特性，采用顺序扫描的认知模式(见图 2(a))。射体

“2020 年”作为表示时间的语言表达式，在向界标“地球”靠近时，需要经历一系列细微的时间变化过

程。图 2(a)展示了顺序扫描“到来”的几个代表性状态，在观察射体“2020 年”到达界标“地球”时，

用虚线将射体“2020 年”在各个构型中的位置连接起来。观察可知，射体“2020 年”随着时间 T 的前进，

从原来的位置 S，经历不断接近界标“地球”不同构型的变化，再到最后与界标“地球”接触(X)，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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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标距离在不断地缩短。对“到来”顺序扫描的过程就是凸显事件 2020 年从“没有到来”到“到来”

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因此，动词“到来”的语义解释为“2020 年在凌晨来临”。 
 

 
Figure 1. Mental scanning saddle 
图 1. 心理扫描马鞍 

 
“到来”原是动词，但在例(4)的句子中充当宾语，表现出名词性特点。这里采用整体扫描的认知模

式(见图 2(b))，对“到来”的整个过程加以扫描，从整体上来把握“2020 年的到来”这个事件，最终得

出了名物化“到来”。在整体扫描的过程中，不再强调时间的变化对“2020 年”产生的影响，即非时间

性，也不再强调“2020 年”在每一个阶段的动态变化，而是把射体“2020 年”在不同时间点与界标“地

球”所对应的各个构型压缩至一个构型中，数据在“2020 年”到来的最后一个阶段被合计，凸显事件“2020
年到来”的这一整体事件[13]。因此名物化的“到来”可以识解为“2020 年从没有来临到来临的一个完

形整体过程”，即在一个时间点上在同一构型中完整地看到射体“2020 年”不断接近界标“地球”的整

个路径。 
 

 
Figure 2. (a) Sequential scanning verb: Come; (b) Summary scanning noun: Come 
图 2. (a) 顺序扫描 动词：到来；(b) 整体扫描 名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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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出版这本书是有意义的。 
例(6)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由图 3(a)和图 3(b)可见，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出版”所凸显的图示大不相同，这是与人类的心理

扫描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例(5)的“出版”作为动词，采用的是顺序扫描的认知模式(见图 3(a))，时间

性特征明显。图 3(a)展示了“出版”随着时间 T 的发展凸显出“出版”处于不同状态的变化过程(椭圆虚

线表示)。其语义可解释为“将作品通过任何方式在一段时间后编印出来公之于众的一种行为”，强调时

间变化对动词“出版”的影响。 
 

 
Figure 3. (a) Verb: Publish; (b) Noun: Publication 
图 3. (a) 动词：出版；(b) 名词：出版 

 
例(6)的“出版”作为名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发生了名物化，采用的是动态的整体扫描认知方式，

呈现非时间性特点。从图 3(b)可看出，不再强调时间的变化对“出版”的影响，而是把“出版”的各个

成分状态压缩至一个构型中作为一个完形事物展现出来(椭圆实线表示)，强调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名

物化“出版”的语义可识解为一个“将作品整理成刊物公之于众的这一最终事件结果”[6]。 

5. 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中的动词名物化现象进行研究。基于心理扫描理论的认知处理模式，

以“套上马鞍、到来、出版”动词为例，结合图示揭示了这些动词名物化现象的认知机制和语义。通过

研究发现，汉语动词与其名物化的心理扫描模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动词把所描写的事件勾画为过程，

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认知主体对过程中的各个成分状态进行顺序扫描；而与其对应的名物化是认知

主体对过程中的成分状态进行整体扫描的结果，各个成分状态被累积压缩至一个构型中得以表征，时间

性特征减弱。因此可得出，汉语动词名物化是一个动作过程“物化”为名词实体的结果，从顺序扫描转

化为整体扫描、从时间性凸显为非时间性的认知过程，从动态意义到静态意义的语义过程。 
通过该研究发现，认知语言学的心理扫描理论对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启示作用。一

方面，心理扫描理论适应并促进了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研究对心理

扫描理论具有补充作用[13]。基于心理扫描的认知模式，人类在识解汉语动词语义时，需付出较长的时

间和较大的认知能力去观察各个成分状态，而识解其名物化语义时所耗费的认知能力相对较小，这就

如同人们欣赏静态照片比观看动态电影时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再者，相较于复杂的事物，人们更

倾向于接受简单、易懂的事物，因而使得汉语动词名物化的现象逐渐增多，更进一步促进对汉语动词

名物化的研究。 
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汉语动词名物化进行语义研究时，所选取的例

子数量单薄，研究还不够全面。作者希望随着心理扫描理论对汉语动词名物化现象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上述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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