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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n the naming patterns of Peking and Guang-style pastri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ming patterns of Peking and Guang-style pa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otype and interaction in cognitive semantics. Based on the "Event-domain Cognition Model" (ECM), the naming 

patterns of Peking and Guang-style pastries include two core elements: action and event. Among them, the elements 

of event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many sub-elements. By summing up the names of pastries, the naming mode of 

Peking-style cakes is " action elements + event elements" or "sub-elements of event and their mutual collocation", 

which can be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six types: "raw material", "raw material + color", "raw material + taste", 

"production method + raw material", "color + shape" and "production method + shape". The main naming mode of 

Guang-style pastries is "sub-elements of event and their mutual collocation", which can be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raw materials", "shape + raw materials" and "taste + raw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etypal 

view, "bing(饼)", "gao（糕）" and "su（酥）" are the original common names, while "juan(卷)", "qiu(球)", "tuan(团)" 

and "quan(圈)" are the paraphrased common names, which reflects the similarity of people's cognition to the common 

names of these two styles of pa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he special names of Peking-style pastries 

highlight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ings, while the special names of Guang-style pastries mainly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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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京派和广派糕点的命名模式进行了定量统计，并以认知语义学中的原型观和互动观对二者糕点命名模式

的共性和差异进行了分析。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ECM），京派和广派糕点的命名模式包括行为和事物两

大核心要素。其中，事物要素还可分为多个子要素。通过归纳糕点名称可知，京派糕点的命名模式为“行为要

素+事物要素”或“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可具体分为“原料”“原料+色彩”“原料+口感”“制作方式+原料”“色

彩+形状”“制作方式+形状”六种类型；广派糕点以“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为主要命名模式，可具体分为“原

料”“形状+原料”“口感+原料”三种类型。在原型观视角下，“饼”“糕”“酥”是原义通名，“卷”“球”“团”“圈”是转义

通名，这体现了人们对这两派糕点通名的认知具有相似性。在互动观视角下，京派糕点专名所突显的事物特征

较为多样，广派糕点专名则主要突显事物的原料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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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糕点作为一类轻巧可口的

吃食，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糕点的

历史悠久，流派繁多，其中，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的京

派糕点和以广州为发源地的广派糕点因其馅料松软

酥绵、口感芳香四溢、造型精美独特等特点在中式糕

点中独树一帜，其命名方式也因人们认知角度的异同

而变得丰富多样。目前语言学界对于糕点命名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追溯糕点起源、梳理词汇结构、分析文化

内涵等方面，但从认知语义学角度分析糕点命名的研

究并不多，对不同地区糕点命名共性与差异的考察也

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文以京派和广派糕点名称为

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与官网搜索相结合的方式搜

集二者老字号品牌中的糕点名称，运用归纳法对两派

糕点的命名模式进行统计，展示量化的统计结果，并

从通名和专名两方面入手，分析两派糕点命名模式的

共性和差异，展现人们对两派糕点的认知体验过程。 

2.“事件域认知模型”下的糕点命名模式 

王寅（2005）基于 Langacker（1991, 2002）的

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舞台模型

（Stage modal）以及 Lakoff（1987）的动态意象图

式（Dynamic Image Schema）等理论提出了事件域认

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al）。该模型

将“事件域”作为人们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

并将行为（Action）和事件（Event）看作是事件域

的两大核心要素。在糕点命名这一事件域中，糕点的

制作方式可被看作是行为要素，而事件要素指人们对

糕点实体特征的认知角度，包括馅料、口感、造型等

子要素。通过统计和归纳名称，京派和广派的糕点命

名模式和要素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京派、广派糕点命名模式及要素 

类别 命名模式 命名要素 举例 占比 

京派糕点 

行为要素+事物要素 
制作方式+原料 炸年糕坨、豆馅切糕 5.1% 

制作方式+形状 炸三角 2.0% 

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 

原料 

栗子饼、黑芝麻饼、莲蓉饼 

槽子糕、绿豆糕、枣糕 

肉松蛋卷、芸豆卷 

豆沙酥、蛋黄酥 

椰丝球 

56.7% 

原料+色彩 黄糕、豌豆黄 18.2% 

原料+口感 麻香酥 10.1% 

色彩+形状 焦圈 6.3% 

其他 / 艾窝窝 1.8% 

广派糕点 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 

原料 

蛋黄杏仁饼、肉松杏仁饼、姜饼 

南枣合桃糕、豆沙糕 

海苔卷 

57.8% 

原料+形状 金钱饼 26.7% 

原料+口感 杏仁酥 15.6% 

 

通过表 1 可知，京派糕点的命名模式包括“行为

要素+事物要素”或“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两

种类型，广派糕点的命名模式为“事物子要素及其相

互搭配”，两派糕点的命名模式均以事物子要素及其

相互搭配为主。从要素上看，京派糕点可分为“原

料”“原料+色彩”“原料+口感”“制作方式+原

料”“色彩+形状”和“制作方式+形状”六种命名

类型，广派糕点可分为“原料”“形状+原料”和

“口感+原料”三种命名类型。其中，原料、色彩、

形状是两派糕点的主要命名要素。 

3.通名的构成 

通名是普通名称的简称，根据糕点种类的不同，

两派糕点的通名包括如表 2 所示的几种类型。认知语

义学中的原型观认为，同一范畴是通过其成员之间的

“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在糕点这一范畴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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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相似性”集中体现在通名含义的相似性中，这

种相似性使得人们对两派糕点范畴的认知与命名具

有同一性。

表 2 京派、广派糕点的通名使用情况 

类别 通名 示例 占比 类别 通名 示例 占比 

京派糕点 

饼 百合饼 32.3% 

广派糕点 

饼 蛋黄肉松杏仁饼 37.8% 

糕 槽子糕 28.3% 糕 南枣合桃糕 24.4% 

酥 豆沙酥 19.2% 酥 核桃酥 20.0% 

卷 芸豆卷 8.1% 卷 海苔卷 11.1% 

球 黑麻球 7.1% 团 莲子团 6.7% 

团 麻团 3.0%    

圈 焦圈 2.0%    

 

3.1 原义通名 

在对糕点通名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后可知，

“饼”“糕”“酥”均为两派糕点常用的原义通名，

出现频率较高。在考察三个通名的含义后有如下发现：       

“饼”字到西汉晚期，才在史籍中不断出现。许

慎的《说文解字》中提到“饼，面餈也。从食并声。”

而“餈”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稻饼也，从食

次声”。“饼”是以面粉为原料，而“餈”是以稻为

原料，这种矛盾的解释证明了当时人们对于“饼”的

具体含义尚未确认。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对

于“饼”的认识不断深化，《辞源》中对“饼”的解

释为“面饽的统称”，这就证明了“饼”字已经发展

成为当时面粉类食物的统称。《汉语大词典》中对于

“饼”做了详细的解释，这可以看作是对其含义的整

合：“古称烤熟或蒸熟的面食。取面水合并之意。后

专指扁圆形的用面粉、米粉等做成的食品。”由此可

以看出，“饼”字通名包含的义素为[+米粉、面粉与

水的混合物][+ 蒸、烤的制作方式]。 

狭义的“糕”即为“糕点”的简称，《说文解字》

中提到“餻，饵属。从食羔声。” 《辞源》中将“糕”

（同“餻”）解释为“用米粉、面粉等原料制成的一

种食品”。如今在《汉语大辞典》对于“糕”的解释

整理为“用米粉、面粉制成的食物”。这说明“糕”

字通名包含的义素为[+米粉、面粉与水的混合物]。 

“酥”当名词用时，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

为“面粉和油制成的松而易碎的点心”，因此，以

“X 酥”命名的糕点多以蒸、烤、炸为主要制作方式，

将糕点的口感、质感一同带给消费者。“酥”字通名

由此包含的义素为[+米粉、面粉与水的混合物][+口

感酥脆][+蒸、烤、炸的制作方式]。 

由此可见，三个常见原义通名的含义在原料、制

作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即在原料上多为面粉、米粉与

水的混合物，在制作方式上多为蒸、烤、炸。 

3.2 转义通名 

转意通名是指借用其他词汇作为通名用词，“卷”

“球”“团”“圈”都是根据糕点的制作工艺、形状

或口感而命名的转意通名，具有名词词性并可以表示

明显特征。糕点的命名在借用这些名词时，既保留了

名词本身的含义，又加入了人们的美好寓意。 

“卷”当名词时为“卷成圆筒状的东西”，因此，

“X 卷”的命名结构包含了其制作工艺和形状。在《论

语·卫灵公》中“卷”的含义为“收也”,在《慧琳

音义》中“卷”的含义为“收卷也”,这说明 “卷”

与“收”有相似之意。“收”有“聚拢、合拢”之意，

将美好的东西收拢到（卷到）糕点中，这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特征，即将带有美好愿望的食材

（如大枣、芸豆等）卷在糕点中，外观看似朴素无奇，

实则内容丰富，口感香甜。美好的东西，可意会而不

必言传，吃的人明白其中真意，一笑便了然，这正是

“卷”的真谛。 

从古至今，“球”字的含义有多种。在《汉语大

词典》中 “球”的含义变化如下：由“美玉”演变

为“同‘球’，古代的一种游戏工具”，再演变为“今

泛指某些圆球形的体育用品，和以半圆的直径为轴，

使半圆旋转一周而成的立体。”《说文解字》中提到

“球，玉声也。从玉，求声。璆，璆或从翏。”在《诗·商

颂·长发》、《礼记·玉藻》、《书·禹贡》中也都

有关于“球”当“玉、美玉”含义的记载，这正是“球”

最早的含义。后来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球”更多

的被当作是一种形状。“球”这种形状是由“圆”变

化而来，而“圆”的气氛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文历

史。“圆，圆全也。”圆代表着稳重端庄、丰富饱满，

因此“球”在人们心中也就有着光滑饱满、圆润无暇

之感。以“X 球”的结构命名既表现了糕点的形态特

征，又将“美玉”的美好寓意传承下来，同时给人以

厚重实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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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说文》中对于“团”字释为“团，圆

也。从口专声。”在《汉语大词典》中，“团”的释

义为“米或粉等制成的球形食品”，“圈”释义为“圈

子,环行物”，并且以“X 团”“X 球”和“X 圈”命

名的糕点在形状上也十分相似，因此“团”“球”“圈”

都包含“圆全”之意。 

综上所述，转义通名含义上的相似点体现在其形

状所蕴含的寓意中，“卷”“球”“团”“圈”都体

现了两地人们通过糕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4.专名的构成 

在互动观视角下，人们在观察含有多种特征的现

实实体时，会因感知体验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语

言概念。就京派和广派糕点而言，其专名体现了人们

从不同角度对糕点制作工艺、馅料、口感、造型等特

征的认识过程和感知体验，可具体分为五类。 

第一，写实类。写实类是指如实反映糕点特征（如

原料搭配、烹调方法、口感等）的专名。由于人类的

饮食活动主要是生理性与物质性的，所涉及内容与形

式多是大众化、民俗化的，因此这类专名是两派糕点

专名中最主要、最常见的类型。消费者观其名称，就

能了解糕点某方面的特征，例如玫瑰饼、绿茶酥等。 

第二，艺术类。这类糕点专名不完全着眼于糕点

的用料和烹调方法，而是选择并利用糕点本身的色香

味及造型的独有特色，针对顾客的猎奇心理，发挥想

象，运用比喻、象征、夸张、谐音等修辞格，以自然

界一切美好或有趣的事物、景物加以描绘形容，使人

产生丰富的审美联想，最终形成一个好听的名字，吸

引人们的眼球。例如黄金芝麻饼，因其饼为黄色，饼

身上有白芝麻，故名黄金芝麻饼；金猪饼，因其造型

为可爱的猪头，颜色为黄色，故名金猪饼。 

第三，寓意类。这类糕点专名抛开糕点的具体内

容而另立新意、在糕点名称中寄寓人们的某种感情或

愿望的一种命名方法，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意志及文化

心理，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例如状元饼相传创于唐

代京师长安，当时科举盛行，每年进京赶考的书生络

绎不绝，云集长安。商人为牟取重利，便迎合考生心

理，争相制作一种圆饼，美其名曰“状元饼”。考生

们功名心切，为取吉利，以期榜上有名，不惜破费，

购食状元饼。  

第四，典故类。这类糕点名称背后都蕴含着一定

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与文学艺术有关，或者来源于

宗教、民俗，或者来源于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例如：

艾窝窝，历史悠久，明朝万历年间内监刘若愚的《酌

中志》中说：“以糯米夹芝麻为凉糕，丸而馅之为窝

窝，即古之‘不落夹’是也。”清代李光庭的《乡谚

解颐》中有一典故，一位皇帝爱吃这种窝窝，每当想

吃时便吩咐说：“御爱窝窝”。明代这一糕点传入民

间后，百姓省略了“御”字而称“爱窝窝”，后称“艾

窝窝”。 

通过统计两派糕点的通名类型可知，京派糕点专

名的类型出现频率由多到少分别为写实类、艺术类、

寓意类和典故类，广派糕点专名的类型包括写实类和

寓意类。京派糕点专名所突显的事物特征较为多样，

广派糕点专名则主要突显事物的原料特质，如表 3

所示。 

表 3 京派、广派糕点的专名使用情况 

类别 
专名类型占比 

写实类 艺术类 寓意类 典故类 

京派糕点 47.7% 32.8% 16.9% 2.6% 

广派糕点 80.2% / 19.8% / 

5.结论 

本文基于认知语义学，对京派和广派的糕点命名

模式进行了统计分析。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

（ECM），两派老字号糕点的命名模式包括行为和事

物两大核心要素。京派糕点的命名模式为“行为要素

+事物要素”或“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可具

体分为“原料”“原料+色彩”“原料+口感”“制

作方式+原料”“色彩+形状”“制作方式+形状”六

种类型；广派糕点以“事物子要素及其相互搭配”为

主要命名模式，可具体分为“原料”“形状+原

料”“口感+原料”三种类型。在原型观视角下，

“饼”“糕”“酥”是原义通名，“卷”“球”“团”

“圈”是转义通名，这反映出人们对两派糕点通名的

认知具有相似性。京派糕点专名涉及写实类、艺术类、

寓意类和典故类，所突显的事物特征较为多样，而广

派糕点专名包括写实类和典故类，主要突显事物的原

料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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