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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是体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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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重叠变量看体词与谓词的界线$体词不能重叠"从量词#数量短语的(数量语义特征)看$量词并非体

词而具谓词性$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名词对等起来"因此$量词并非体词$而具有谓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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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词尚未确定为独立的词类之前#人们一般将其纳

入名词之中!

&正式定名为$量词%后#一般视其为体词

!如赵元任)朱德熙)马庆株等"&然而#对于量词是体词的

说法#语法学界也有一些人存在置疑&我们认为量词并非

体词#而具有谓词性&

一
!

从重叠变量看体词和谓词

客观世界中任何东西$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

具有数量特征%

*

@

+

,#

#$数量特征也是一个概念最稳固的语

义特征之一%

*

@

+

,!

&从概念义看#名词)动词)形容词种种量

的变化#可以通过与之搭配的成分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重

叠来实现!名词除外"&然而只有重叠!包括名词的不能重

叠"#最能看出它们最基本的$数量语义特征%#因为前者有

外加成分的参与#与整个结构的数量语义有联系#而后者

才体现这些实词自身蕴含的量的不同表现&

我们认为#$构形形态%的重叠是词类重要的语法表

现#能否重叠是体词和谓词的重要区别&现将名)动)形基

本的数量语义特征#概括如下"

(

空间性 时间性 层级性

名词
e G G

动词
G e G

形容词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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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不能重叠

!

@

"$空间性%是名词的基本语义特征#这便决定了名

词不能重叠&名词从$概念%上看#一般表示事物&具体事

物的空间维度在人的认知心理中总是$相对定型%的&李

宇明认为#$重叠是调量的手段#量变维度有加大和减少两

种%

*

)

+

!""

#即是说重叠可以使量变维度改变&因此#名词空

间上的这种$相对定型%性#便限定了名词通过重叠改变自

身空间量的可能&名词的空间量的变化只可以通过与形

容词的搭配等外在手段来实现#如$高梯子)宽书桌)小洞

口)细铁丝%等#从而形成新的概念&而名词$物量%的变化

则通过与数量短语)助词$们%的搭配来实现&这便保持了

名词自身空间量维度上的定型性&此外#

Z10

H

15a:/

认

为($抽象名词虽然不具有维性#但是它们是代表想象空间

里一个个的具有离散性的东西&具体的事物是名词的典

型成员#它们的数量特征可以投射到抽象名词上&%

#因此

抽象名词也不能重叠&

名词在$构词上%之所以可以重叠#是因为$构词语素%

本身在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而从理论上讲#

名语素显示的空间性也不可能是定型的#故有重叠变量的

可能&可一旦构成名词#具有$相对定型%性后#名词则不

能重叠&

!

)

"一般认为少数名词是可以重叠的#所见的例证大

致有以下四种(

一是$朝朝暮暮%类&如$朝朝暮暮)峰峰岭岭%等#应

DA



属名语素重叠构词#重叠形式具有周遍或多量的意义&它

们没有相应的不重叠的基式!如$朝暮)峰岭%"#名语素多

带有计量的性质&

二是$家家)山山水水%类&少数兼有或带有量词性质

的名词的重叠(除了名词兼量词的重叠#如$家'家家)

村'村村%外#还有少数
EEBB

式的名词重叠#名词中的

构词语素也带有计量的性质&如$日夜'日日夜夜)世

代'世世代代%等#重叠形式有周遍或多量的意义&

三是$坛坛罐罐%类&方言中有些重叠式的合成词#如

$坛坛)罐罐)凳凳)椅椅)沟沟)坎坎%&而$坛坛罐罐)凳凳

椅椅)沟沟坎坎%之类的组合之所以能表示$量多%#并不是

名词重叠的结果#而是近义名词并列的结果&我们发现#

汉语中常常用近义名词的并列来表示$之类%的事物#多有

$量多%的意义#试比较$坛子罐子)桌椅板凳)地沟地坎%&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会将$坛坛罐罐)凳凳椅椅)沟沟坎

坎%等$量多%的语义强加于所谓的$名词重叠%&

四是$纸条儿条儿)洞儿洞儿%类&李宇明在.汉语量

范畴研究/一书中谈到方言中极少数名词可以重叠而减小

空间量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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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纸条儿条儿%)$烟末儿末儿%&我

们认为这是构词形态的重叠#作为名词它们仍不能重叠&

又如所举的仅有的两个例子($洞儿洞儿%)$面儿面儿%&

$洞儿%和$面儿%这种儿化成分本身可以减小空间量#它一

般独立构成儿化词#这里也出现了重叠形式&$洞儿洞儿)

面儿面儿%这种重叠#正如四川方言中的幼儿用语!如$饭

饭)面面)菜菜)蛋蛋%"的重叠一样#在结构与用法上与$妈

妈)姐姐%相似&我们不妨将它们看作一种特殊的构词重

叠&

因此#我们认为#以上四种情况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名词的构形重叠&

)'

谓词可以重叠

$时间性%是动词的基本数量特征#$层级性%是形容词

的基本数量特征&时间和层级都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

可以容纳动词和形容词在各自的维度上进行的伸缩量变#

即可以通过重叠来实现自身所具有的时间量)级次量的伸

缩变化&当然也常常通过其它成分的搭配手段来实现其

另一些量的变化#这说明谓词蕴涵相对较大的信息量&

我们认为#体词!名词)代词"

&不可$叠变%,谓词可以

$叠变%&能否重叠是典型体词和谓词的一道分界线&至

于名)动)形$连续统%的中间状态的问题#如少数名词具有

时间性)级次性!顺序性"#它们一般不存在可以重叠的问

题*

!

+

#这里不作专门讨论&

再看量词#量词可以重叠#它与体词根本不相同&下

面将谈到#量词的重叠量变主要发生在时间维度上&

二
!

关于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

语言中#量词是黏着词#不能单用#似乎应属半实词

!这一点量词与一般实词很不相同#从而不能简单地将量

词与名词对等起来"&然而#当量词重叠和构成数量短语

!以下统称$量词结构%"#即用于计量后#则可以自由地充

当句子成分#量词便有了现实意义&因此#考察量词的语

义和语法性质只能从$量词结构%入手进行&

@'

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

空间性 时间性 层级性

量
!

词
f e G

!!

!

@

"量词重叠并未产生空间量的变化&物量词一般具

有空间性#动量词不具空间性#故以$

f

%记之&石毓智在

分析表物体形状的量词时指出#其空间性主要体现在$维

度之间的比例%上*

@

+

@)*

#这应是物量词空间性的典型表现&

这样看来#物量词的重叠不会改变其空间的量#即便一定

要说重叠不可避免地都会在其维度上发生伸缩的量变#那

么量词重叠后#其$维度之间的比例%仍不会变#故无$空间

量变%含义&这也是物量词虽具有空间性却仍可以重叠的

原因&

我们认为#量词的空间性与名词的空间性本质上并不

相同#这种表示维度比例的空间性只在于沟通物量词与名

词的匹配#体现事物与其计量单位间的一种选择&这也能

解释#为什么名词与物量词有相同的语义成分#而且在相

互选择上比较狭窄&

!

)

"量词重叠量变发生在时间维度上

1'

量词重叠表示$尽数!

;6g

"%和$不尽数!

;6g

"%&

郭继懋认为#量词重叠表示$量多%$周遍%和$连续%的

意义#其总的意义为$表达物体或事件重复存在%

*

#

+

&我们

认为#量词的重叠量变发生在时间维度上#如果人们对用

于计量的$计量单位%的制定和确认#本身就含有一个动作

元!用
Q

表示"#那么量词的重叠!如$个个%)$回回%"则表

示$

Q

@

)

Q

)

)

Q

!

)66!

Q

0

"%的$计量重复%&

$计量的重复%折射出$尽数%和$不尽数%的行为特征(

尽数也可以叫遍数#量词的重叠自然具有周遍性,虽不尽

数已显其多#量词的重叠具有多量的意义&如(

!!

他端来几碗面$碗碗都放了辣椒"&尽数
#

周遍

性'

系上开会$他回回都迟到"&尽数
#

周遍性'

点点繁星$海风阵阵"&不尽数
#

多量'

新区修建起幢幢高楼#座座广场"&不尽数
#

多

量'

L'

量词的重叠在一定语境中还可以表示$一一历数

!

;6g

"%&

杨凯荣在考察$量词重叠
e

!都"

e$P

%的句式语义时

谈到#$采用量词重叠形式本身就是为了对每个成员进行

逐一扫描%#例如($参加舞会的人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

亮&%$个个%在这里对$参加舞会的人%逐一扫描&杨文认

为$扫描%的语义动因是$它要求
$P

表述的是一个已经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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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特征得以观察及核实的状态%!如(打扮得漂漂亮

亮"

*

D

+

&我们认为#杨所说的$语义动因%实际上是一种语

义前提&$扫描%的真正动因在于(物量词的重叠不仅表示

$尽数%具有周遍性#而且在其$所谓语义动因%规定的语境

中#还表示$一一历数%#从而具有扫描的语义&

此外#量词的重叠作状语对某一状态进行描绘时#也

有$一一历数%的行为特征#引申为$连续)逐一%等语法意

义#如(*步步+进逼)*节节+败退)*声声+呼叫)*阵阵+袭

来)*层层+清扫#等等&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量词与名词的不同(第一#量词不

能独立运用#量词的重叠则可以自由运用,而名词可以独

用#却不能重叠&第二#量词的重叠使量词自身蕴涵的$时

间量%得以显现,而名词一般不具有时间量&从这些方面

看#量词最基本的功能和语义表现与名词恰好相反#量词

不具体词性而具谓词性&

)'

数量短语的数量语义特征

空间性 时间性 层级性

数量短语
f e e

!!

!

@

"数量短语的空间性&

依据前面对量词空间性的分析#物量词构成的数量短

语一般具有空间性#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不具空间性#

故以$

f

%记之!不再论述"&

!

)

"数量短语具有时间性和层级性#自身表$定数

!

;6g

"%#即表示$计量的结果%&

量词一旦加上数词构成数量短语用于计量后#便能自

由地作句子成分&整个结构表示$计量的结果%#这个$结

果%主要表现为在计量的时间维度上!也兼表在层级维度

上"的一个定点#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定数%&如(

!!

花生一碟$啤酒两瓶"

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前面来了三个人"

他有四个妹妹"

五个碉堡已攻破了三个"

他去了三次"

他三次都去了"

一拳打过去"

数量短语前加修饰语#更能支持$定数%的说法&如(

!!

/仅0三个2/已经0五公斤了2/一共0二十个2/共0

五次2/只0一拳

需要提及的是#数量短语不经重叠也能体现自身的级

次量&当然#量词本身不具级次性#数量短语的层级性是

数词参与的结果&试比较(

!!

稍好
#

较好
#

好
!#

很好
#

最2极好

一条
#

两条
#

三条
#

四条
#

33

一遍
#

两遍
#

三遍
#

四遍
#

33

!

!

"关于数量短语重叠的时间量变&数量短语的重叠

量变主要表现在时间上#表示$计量结果%的重复&有两种

情况(

1'

一种是$一
e

量词%的重叠!与量词重叠的情况基

本相同"&$一
e

量词%表示一次计量的结果#与量词的认

定获得一样#都可含有一个动作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
e

量词%有时可以省略$一%#如$买一本书%'''$买本书%"#

故二者重叠情况基本相同#其中(

表$重复数%!包括$尽数和不尽数%"&$一
e

物量词%

的重叠通常作定语#表示$周遍%与$量多%&如(

!!

他们走来$一个个都是大腹便便的"

远处一排一排的楼房"

表$一一历数%&$一
e

动量词%的重叠一般作状语#在

不同的语境中表示#如(

!!

表连绵*一口一口地抽烟

表反复*一遍一遍地清理

表逐一*一步一步地高上去

L'

另一种是$数
e

物量词%的重叠#!$数%为$一%以外

的基数"&这种数量的重叠#表示某种计量结果!如$三

个%"的反复#因而可以表示$分组反复数%#作状语#有$依

次)分组进行%的语法意义&如(

!!

三个三个地进去&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个33'"

综上所述#数量短语具有时间性和层级性#它也不具

体词性而具有谓词性&

三
!

对量词功能的重新审视

@'

量词的基本语法属性与基本功能

!

@

"物量词)动量词的对立与统一

过去人们或将物量词!及其数量短语"看作名词性词

语#将动量词及其数量短语看作谓词性词语,或笼统地将

量词视为体词#讲数量短语为名词性词语时回避有关动量

词的分析&这种只看到其对立而无力将其统一的分析也

使人感到有些蹩脚&

&

物量词)动量词的对立不应体现在体词性与谓词性

上#而在于量词计量的对象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

态的&在语义上#二者的统一在于都具有时间性#二者的

对立体现在
f

空间性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上#用法上也有一

定分工(

1'

物量词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决定了它与名词的匹配#

其量词结构的基本功能是(放在名词后作谓语#放在名词

前作定语&如(

!!

作谓语*白云
''

朵朵
!

凯歌
''

声声
!

珍宝
''

三件

!

正式员工
''

一百二十名
!

大米
''

十斤

作定语*&条条'道路
!

&朵朵'白云
!

&三件'珍宝

!

&一队'人马

$名
e

数量%为主谓结构&谈到这种结构#不少论著都

强调这是仿古的用法和计数的需要#仿佛这是一种特殊性

,A

!!

赖先刚
!

量词是体词吗-



的条件&不错#$名
e

数量短语%在上古就常独立成句&

如($鬯五卣#有正-%$贝二朋&%$羌十人&%这只能说明数量

短语本身具有谓词性和陈述功能#作谓语是其$计量统计%

本性的体现#而不是特殊情况&

L'

动量词则只基于时间性#一般与动词)形容词发生

结构上的关系#其量词结构的基本功能是(放在动)形前面

作状语#放在动)形后面作补语&如(

!!

作状语*/回回0迟到
!

/三次0登门
!

/一脚0踢开

!

/三尺0长

作补语*去了4一趟5

!

切4一刀5

!

长4三尺5

5'

由此看来#量词作为一个整体#其量词结构的基本

语法功能不具体词性&在作定语)谓语和状语)补语的功

能上二者呈互补分布&有意思的是$下了一场雨%中的

$场%#如果具$

e

空间性)

e

时间性%#是物量词#分析为$下

了!一场"雨%,如果具$'空间性)

e

时间性%#是动量词#分

析为$下了7一场8雨%&

?'

下面再作两点说明(

第一#一般说来谓词可以无条件地作谓语)补语&量

词虽然具有谓词性#但由于其半实词的先天不足#首先它

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再者其量词结构的谓词性也不如

动词)形容词强&尤其是动量词与动词)形容词搭配#其谓

词性明显较弱#相比之下退而次之#其数量短语一般作补

语)状语#而不能单独充当谓语&

第二#由于物量词)动量词语法功能存在一定的对立#

所以尽管它们都具谓词性#然而类似$买了三个%和$买了

三次%的结构不应看作平行格式!见后面的分析"&

!

)

"数量短语能受副词的修饰#这是其谓词性特征的

又一体现&

对于诸如$已经一米了%)$大约三斤白菜%等结构#过

去或认为副词修饰名词#当中要有数量结构这一条件,或

将数量短语与少数具有顺序义的名词视为一类#把它们能

与副词搭配看为一种特殊情况&其实#数量短语具有时间

性)层级性#自身就能与副词搭配&因此对于以下结构应

作这样的分析(

大约三斤白菜

状中

定 中

已经一米深!了"

状中

状 中

仅仅三个工作人员

状中

定 中

$大约三斤%)$已经一米%)$仅仅三个%均为状中短语#

在一定语境中加句调可以独立成句#是自由短语&又如

$!大约三斤"白菜%还可以转换为$白菜
''

大约三斤%&副

词与数量短语结合紧密#各例不宜看作递相修饰&表估

量)时间)范围的副词能修饰数量短语&

!

!

"关于$动词
e

名词
e

数量%结构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先秦汉代#有大量$动
e

名
e

数量%的结构#如($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皆赐玉

五#马三匹%!.左传/")$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升%!.史

记/")$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吴越春秋/"&$动词
e

名

词
e

数量%一般在句中作谓语&我们认为#在这里#数量短

语作为句子新信息的焦点#仍较顽强地体现其表计量结果

的陈述基本功能&我们主张#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

语中$动
e

名
e

数量%结构都应当分析为兼语结构#如(

取 禾三百廛

动宾

主 谓

开发 荒山三十万亩

动 宾

主 谓

这里#我们不主张将$动
e

名
e

数量%中的$数量%看作

是定语的后置&我们认为#定语后置的说法#只存在于这

一时期的$名词
e

数量%作主语!如$黄金万镒为用%"的数

量前移的过渡阶段&$名
e

数量%被放在主语的位置上#整

体上表示$定数%的事物#可以认为是数量定语后置形式&

这一结构作主语应是$数量%前移的$过渡%&

此后$数量%前置#即$数量
e

名%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较

多地出现#直至现代成为普遍格式&这种$数量
e

名%大量

地运用于句中作主语)宾语#充分满足了的$数目表达%的

需要#也符合汉语语法的常规&

如果说$名
e

数量%开初只体现了$数量%作谓语的陈

述功能#那么#随着$数量
e

名%的广泛运用#$数量%作定

语的功能便得以充分显现&

)'

关于$量词结构%作主语)宾语的问题&

$量词结构%作主语!或宾语"是有条件的#并非自由

的&有两种情况(

!

@

"大量事实表明#作主语时前面有所替代或被复指

的先行词出现&如($这些纸#张张都是好的&%量词结构替

代复指名词作主语!宾语"#这是一种省略名词的用法&如

果离开一定的语境#量词结构作主语!宾语"大多都不能孤

立成句&如孤立地#突头突脑地说($张张都是好的&%便会

使人不知所云&同样物量数量短语作宾语#如$买了三个%

也是省略形式#它与并非省略形式的动量数量短语作补

语#如$买了三次%#在结构上并不对称&

!

)

"少数情况#当$量词的语义极其明确#它对名词的

选择组合是单一的#则名词即使不出现#也不会引起误解#

这时数量短语本身便可以替代名词#或从另一角度讲#名

词可以省略%

*

"

+

&这时数量短语替代名词作主语宾语#如(

$问了半天#他一句*话+都不说&%$送去五百元*钱+&%

总地看来#名词的省略#是个语用的问题#与上下文语

境和不言而喻的预设有关&量词结构作主语!宾语"是有

条件的&这个事实#人们都已看到#但又常常以此认定量

词结构具有体词性&我们认为这只能是量词!量词结构"

用法上的特殊情况#而非本质属性的体现&

四
!

结语

@**

多年来#语法学界对量词的研究不乏精辟的见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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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然而#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向思维%的问题#即首先确

认它是体词#与名词视同#然后把它的$本分%属性看着是

$特殊情况%#而将其特殊情况视为其本分&这在语法事实

上是有勉强之处的#这也导致一些在较高层次上较为深入

的结论也显得比较零散#缺乏更高层次的一致解释&通过

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量词和量词结构本身不具体词性&

量词体词性的误会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

从影响上看#西方语言中缺乏量词#如英语中

O

4:5:

)

5.

O

之类只能看作名词*

,

+

)D

&早期对量词的研究不

可避免地受西方葛郎玛的影响#而将量词视为名词&

)'

从意义上看#量词是计量的单位#着眼于$单位名

称%的$名%!可这种名称并不能单用"#从而掩盖了$计量%

的$实%!量词具有时间性"#故容易将量词与名词视同&此

外#名词与物量词往往具有相同的义素成分!主要体现在

$空间性%上"#如$一枝箭)一张纸)一把刷子%#这也容易将

量词与名词视同&依前所述#量词与名词的空间性#实质

上并不相同&其误会也在于没有分清楚名词是实词#而量

词应是半实词#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相等待&

!'

从运用上看#因看到量词结构可以复指替代名词#

故将二者等同起来&量词结构能代替和复指名词作主语

或宾语#这是造成量词体词性误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

认为不同功能的词语也可以构成复指替代关系#这在复指

短语中也能看到#如$改造荒山这件事%#它们虽然可以作

同一成分!如主语"#但我们不能说$改造荒山%是体词性成

分#故不能以此来确定量词具有体词性&

#'

从产生上看#量词大多由名词转化或借用而来#这

也容易将量词与名词等同起来!当然也有由动词转化或借

用来的#如$封)挑)捧%等#显然我们也不能将它们与动词

等同起来"&从转化这个运动过程看#量词的语法化必然

会出现$中间状态%#个别物量词难免带有名词的属性&例

如#个别带有名词性质的量词可以重叠#表示尽数与不尽

数#这自然是量词性质的体现#但其重叠形式仍能较自由

地作主语#如$人人
''

讲礼貌%$村村寨寨
''

打起鼓%&另

外#在特定语境中#当极个别名词临时获得$顺序推移义%

!

e

时间性)

e

层级性"时#则既可以重叠!具有量词的性

质"#也可以作主语#如($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又如#朱德

熙.语法讲义/说#$临时量词原来是名词#所以可以受形容

词或名词的修饰%#如$一大箱子书)一木头箱子书%

*

A

+

D)

&

然而这些中间状态的情况毕竟很少&拿这种$中间状态%

的情况来证明量词是体词#便会以偏概全#失去对量词性

质的正确把握&

注释!

!

将量词直接纳入名词之中的#如陈承泽)黎锦熙#此外#或称之为$单位名词%!王力")$单位词%!$副名词%"!吕叔湘")$助名词%

!陆志韦")$附名词%$辅名词%!谭正壁"&%

"

石毓智从三个空间!三维物质空间)一维时间空间)零维性质空间"的视角#考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重叠的数量语义特征&

石重视$时间性%与$离散性%的对立!参见(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

年版#

,!GA@

页"&李宇明.汉

语量范畴研究/在谈$形容词语的级次%时说($形容词都具有一定的程度性66程度性是一种相当抽象的0语法5语义1范畴#与

所谓名词的0空间性1和动词的0时间性1处于相同的层面&%!参见(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页"李注重名)动)形的空间性)时间性)层级性的数量语义特征&我们的看法与后者比较接近&

#

转引自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

年版#

),

页&

&

陈望道认为($体词是用以称举事物的实词#内含名词和代词两种&%!见.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年第二版#

"D

页"此

外#陈先生曾不同意将量词说成是$副名词%#已经考虑到动量词的因素#指出$这个说法不全面了%!参见(.陈望道语文论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A*

年版#

D!@

页"&

'

例如度量衡量词#人们一般把它看作物量词#作定语#如$!三尺"布%#是名词性词语,然而既是名词性词语#它又可以作状语和补

语#如$*三尺+高%)$大7三寸8%#这在一个体系中不容易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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