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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语料看物量词语法化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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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物量词的语法化过程包括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语法化动因%到宋代"#数
f

量
f

名$结构固定下来"量词具备了计量!转指!无定等语义功能%在宋代量词的语法化过程中"量词系统内部成员有
数目的增减"通过隐喻和转喻等手段使称量的对象泛化"称量范围有扩大也有缩小%这其中依靠错综交替和语义
平衡等机制协调制约着整个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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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词丰富是现代汉语的一大特点#物量词系统整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语法化演变过程#即
'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
之为2实词虚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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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语法化过程涉及到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量词的语义功能发展-结构上#从上古
时期以'数

f

名(结构为主发展到现代汉语以'数
f

量
f

名(结构为主.语义上#从量词产生之初往往具有名词
或动词的指称意义#发展出计量事物单位的意义#以至于具有多种其他意义!不定指%定指%类指%转指%定语
标记等"&目前的量词语法化研究大多是从结构上分析其语序变化的动因及规律#而少有涉及到物量词系统
的语义演变规律#本文以宋代物量词!下文均称为量词"系统为例#着重讨论量词语义演变的语法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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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语义演变的动因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数量结构移到名词之前是从汉魏开始的#历经唐%宋#直到元代#'数

f

量
f

名(才
最后建立#并且可以用于各种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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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f

量
f

名(成为汉语包含个体量词的数量结构的优势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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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元时期是量词语法化时期&量词结构的固定化是汉语量词结构语法化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语
法化已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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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上#汉语量词具备计量%数量转指%无定%指量转指等功能#而跨语言考察指出#量词在其他语言中
还具备非定指转指%类指%定指%定指性转指%无核领属定语%有核领属定语%无核关系化%有核关系化等更加
概括抽象的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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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宋代量词系统的语义功能#发现这一时期的量词在最初基本的指称功能之外#

还有其他用法&

无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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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壁上有幅纸题诗云+满院秋光浓欲滴"老僧倚杖青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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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黁公诗后2并引0"

+*)!

数量转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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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那两扇门相似"一扇开"便一扇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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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用法有的在前代已经产生#但用例较少或有种种限制#而宋代这些语义功能用例大量出现#说明这
些用法的确已经成熟#是确定的语法化的表现&但即便如此#这些量词仍保留了部分名词特征&

数词和量词之间可以添加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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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大块水银恁地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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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可以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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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梅花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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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语义功能上#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即使是现代依然如
此#所以宋代只能看作量词语法化的中期阶段&

量词语法化的两个方面$$$句法和意义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动因#相互促进-'数
f

量
f

名(语法位
置的固定促进了量词和名词联系紧密.量词和名词意义搭配稳固后#量词从计量功能发展出了与名词指称相
关的类别%转指%无定等功能.语义功能的语法化#使'数

f

量
f

名(结构产生了变体'数
f

量(和'量
f

名(.在
句法变体中#量词的语义进一步语法化#增减量词成员数目#各成员分别调整称量对象#量词系统内部通过平
衡机制协调发展&

二
!

量词语义的语法化途径
!一"系统成员增减
量词系统的语法化过程必然是在成员基本固定后发生#大规模地增减成员会使语法化难以进行&但基

于前文所述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语法化动因#量词这一类别不可能完全封闭#必得随着时代变化而略有增
减&要从历时角度确定量词的新生与消亡并不容易#主要受到考察语料的范围大小%口语性质%时间归属%用
例的数目等影响&宋代可以确认的新生量词不多#诸如'出(%'款(%'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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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限制#很
难说是宋代新生且已得到广泛运用的量词&

宋代新生的量词如'项(#本义是'头后(#由头颈之意发展到用于称量可以分开计数的事物&其量词用法
在唐代语料中未见到#始见于南宋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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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妖怪
作一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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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州郡倍契一项钱"此是何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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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曰+#如何又生出这一项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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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九卦"是圣人因上面说忧患"故发明此一项道理"不必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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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朱子语类,中#同样用于称量'道理(的量词还有'个(%'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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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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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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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项(用于计量个体事物的性质已很明确&'项(在宋代作为量词的用例较多#称量对象多样#还有指
量%转指等功能#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且语法化程度较高的新生量词&

宋代消亡的量词如'挺(#本义是'拔(&出于挺拔%直立之义#'挺(可以称量许多条状物或长形物#也写为
'梃(%'铤(&这个量词从南北朝到唐代都用得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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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封千挺藕"霜闭一筒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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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京口与友生话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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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者入门来"案后惟见一挺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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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宝/与赵神德互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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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代难觅其踪#用例极少#称量对象也少#个别作品保留了以'挺(量'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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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铤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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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传灯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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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佛法相当得两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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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传灯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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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铤(#可能是有意拟古#也可能是'锭(之书误&而在宋代口语中#原以'梃(称量的事物改与其他量词搭
配#如'墨(多以'点(计量#'藕(用'枝(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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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水墨两处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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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宋代语料#'挺(的谓词特征突出#与名词的语义匹配性差#因而逐渐退出了量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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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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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法正宗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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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然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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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悟佛果禅师语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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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腰(的消亡#则是与名词的发展有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提到了量词'腰(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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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为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为一
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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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宋代口语语料#'腰(作量词仅有三例#且已不用于称量'带(#而用于称量裤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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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一腰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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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侍者送袴一腰与之%

)

+)

*/虚堂和尚语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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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裩(%'袴(均义同'(&'(#+说文,段注-'今之套裤#古之绔也.今之满裆裤#古之裈也&自其浑合近
身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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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后世除了+金瓶梅词话,还保留'裩(作为构词语素#'袴(已不见于后代语料#自然#'腰(这
个以部分代整体的量词也就随之消亡&

!二"称量对象泛化
从认知角度看#量词语义的语法化就是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手段#利用旧途径表达新功能的过程#即用具

体%已知的概念来理解%解释或描述抽象%陌生的概念&隐喻是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结构投射#其实质是基于
不同概念之间的抽象的相似性#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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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由源元
素向目标元素映射#其实质在于用常见事物明了%易感知的特征去指代事物整体或事物的其它特征或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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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量词语义的长期语法化过程中#早期形成名量关系多半是通过转喻途径#随后经过隐喻
扩大称量范围&但到了后期#隐喻和转喻这两种途径往往交错而行#很难截然分开&从历时角度观察与量词
搭配的名词#较容易看出语义演变的泛化途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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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直接泛化
量词与名词建立起语义联系后#扩大到同类事物#使量词称量对象直接泛化&比如'柄(作量词来源于其

本义#+说文,段注-'柄之本义专谓斧柯&引申为凡柄之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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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北朝时期#'柄(能称量的带柄之物只有
'扇(#到宋代#'柄(所能称量的物类扩大到更多带柄之物#包括'帚(%'杓(%'刀(%'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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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一柄利刀"凡事到面前"便割成两片"所以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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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颂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处别无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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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柄帚"扫尽雪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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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演禅师语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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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泛化过程中#最初是以部分称量整体的转喻#经重复使用固定下来后#以隐喻的方式扩大到相似的同类
称量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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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放射泛化
量词最早与具体事物形成称量关系#固定下来后#通过隐喻将抽象事物具象化#形成新的称量关系#从而

构成以量词为核心的放射状称量关系&比如'缕(的本义是'线(

)

+F

*+丝部,#

#A#

上
#在南北朝时期常常用于称量

'线(#这是基于名词本义而产生的转喻&宋代除了称量细微轻飘的实物#还可以称量情感&称量有形事物是
基于'缕(的细长外形#在'线(的基础上转喻泛化而来-

!!-.5

如何参得径山禅"今次答渠书%又复缕缕葛藤"不惜口业"痛与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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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普觉禅师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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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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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外垂杨千万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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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蝶恋花2送春0"

+F*#

称量无形事物则是基于'缕(的轻飘细少质感而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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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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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拜星月2高平秋思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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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缕千丝"何况新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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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蝶恋花2送祐之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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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以'缕(为核心#分别通过转喻和隐喻途径发展出实虚两类称量对象&从具体到抽象#这是量词语法化
过程中常见的手段#文人作品中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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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层递泛化
量词的意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泛化#除了基于本义的#还有基于后起义的泛化#这就使得某些称

量关系令人费解&比如'头(在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同'脑袋(义完全解体#通过转喻手段#可以称量兽类#也可
称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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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头男"皆如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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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翻/与弟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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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头(在此基础上泛化#多称量兽类#如'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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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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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堂和尚语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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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宋代还有很多以'头(量'橘(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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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五湖从范蠡"种鱼万尾橘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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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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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游欲去江"手种橘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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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水调歌头2舟次扬州和人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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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和'橘(形成称量关系是辗转用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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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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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作赋曰+11命黄头千奴"

卷震泽而与俱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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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春色赋2并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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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头(即'黄柑(#'千奴(也是'黄柑(&

这正好可以说明南北朝到宋代'头(的虚化过程-'头(称量'奴(%'木奴(#这是转喻#然后由'木奴(隐喻转
而称量植物'橘(&但这种称量关系并不稳固#因为'木奴(是'奴(的下位词#它与'橘(之间的隐喻关系需要辗
转用典形成#所以这种曲径层递的关系到了后代完全不用#即使是在宋代#也只出现在文人作品中#仅为文人
曲高和寡的文字游戏&

与此相反#'头(在称量兽类的用法上通过隐喻产生'端头(义#用于指称个体#进一步隐喻#用于称量'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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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是起头"又遗了尾头&说是尾头"又遗了起头&若说属中间"又遗了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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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做来做去"凑足成就一个物事贯通时"则千头万件"都只是这一个物事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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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称量范围扩缩
从单个量词的语法化进程来看#称量范围并不都是由小到大的#称量对象的泛化并不能带来称量范围的

绝对扩大化#这其中有两种发展类型值得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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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形发展
这是指量词的称量范围由小到大再变小&比如'尾(作量词#在唐代只称量鱼&到宋代#'尾(可以称量其

他有尾之物#如'牛(%'羊(#通过转喻称量鱼形的无生命的物体#如'木鱼(#甚至因鱼而隐喻指称船-

!!-<7

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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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晁说之3考牧图4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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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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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棕笋2并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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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船百尾泊深湾"铁缆千环系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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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阻风秦淮令狐度支寄酒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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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代汉语中#'尾(只适用于某一种特定对象&量词语义单一#而且比较具体#又只能称量鱼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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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形发展
这是指量词的称量范围从大到小再到大&比如'段(作量词#意义来源于'分段(&南北朝时期#'段(称量

的名词大致有物%文%事%时四类&唐代开始就未见量时一类#总体类别减少了&但到了宋代#量'物(的具体
种类增加了#包括枪%鲸%绢%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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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断为两段"两头俱动"未审佛性在阿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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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量'事(和'文(这两个类别时#虚化程度高于前代#如在量'事(的意义上虚化#可称量心事以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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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眸处"从今更数"几段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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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语料看物量词语法化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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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语义语法化的内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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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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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量词系统的内部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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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片(还可以称量较厚的物体#如-

!!-?3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

+)

*/法演禅师语录0"

FB

卷"

##+

中

-?4

中间有一片方砖%

)

+)

*/法演禅师语录0"

FB

卷"

#AB

下

而这些事物在宋代也用'块(称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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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一时期'片(和'块(还未完全分离#后来#'片(增加了'薄(的语义特征#才将这些事物完全交由
'块(称量&

综上所述#和前代相比#宋代整个量词系统较为稳定#名量搭配关系也基本明确#但语义功能有限#还未
能成为纯粹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显示出宋代量词尚处于语法化的中期阶段&句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两个方
面相互推动#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形成既交错又平衡的体系#这是贯穿整个量词语法化过程的规律&

注释!

!

本文所述魏晋南北朝量词面貌均来源于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
+E#A

年版".文中所述唐代量词面貌来源
于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EE)

年版"#赵中方+唐五代个体量词的
发展,!+扬州师范学院学报,

+EE+

年
F

期"#赵中方+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

+EE)

年
F

期"&

参考文献!

)

+

*沈家煊
'

'语法化(研究综观)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

+EEF

#!

F

"

'

)

)

*李讷#石毓智
'

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化的动因)

,

*

'

语言研究#

+EE"

#!

+

"

'

)

!

*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
'

汉语'数
f

量
f

名(格式的来源)

,

*

'

中国语文#

)**#

#!

A

"

'

)

F

*金福芬#陈国华
'

汉语量词的语法化)

,

*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

"

'

)

A

*郭锐#李知恩
'

从语义地图模型看量词功能的扩张)

C

*

'

第二届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论文
'

北京-北京大学#

)*+*'

)

#

*苏轼
'

苏轼诗集)

I

*

'

王文浩辑注
'

北京-中华书局#

+E")'

)

B

*黎靖德
'

朱子语类)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

)

"

*陈淳
'

北溪字义)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

)

E

*颐藏主
'

古尊宿语录)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EF'

)

+*

*赵中方
'

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

,

*

'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E

#!

+

"

'

)

++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全唐诗)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EE'

)

+)

*大正新修大藏经)

I

*

'

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

+E#+'

)

+!

*陆游
'

老学庵笔记)

I

*

'

西安-三秦出版社#

)**!'

)

+F

*段玉裁
'

说文解字注)

I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

)

+A

*

\%

QQ

9.

#

,'Tc L.0-

X

%;;

#

J'='?#"77"5.("*.O"5.+'

)

I

*

')/>=>3;3%/'P93

]

3/

X

-

T9R3/

X

7/389.:3;

<

T.9::

#

)**A'

)

+#

*乔治<莱考夫
'

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

I

*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

)

+B

*普济
'

五灯会元)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F'

)

+"

*唐圭璋
'

全宋词)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A'

)

+E

*严可均
'

全三国文)

H

*1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

北京-中华书局#

+EA"'

)

)*

*李冗
'

独异志)

H

*11丛书集成初编-

)"!B

册
'

北京-商务印书馆#

+E!B'

)

)+

*苏轼
'

苏轼文集)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

)

))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

全宋诗)

I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E+'

)

)!

*薛居正
'

旧五代史)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EE'

)

)F

*陈颖
'

苏轼作品量词研究)

I

*

'

成都-巴蜀书社#

)**!'

)

)A

*魏收
'

魏书)

I

*

'

北京-中华书局#

+EEE'

)

)#

*刘坚#蒋绍愚
'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

H

*

'

北京-商务印书馆#

+EE)'

!责任编辑"唐
!

普#

E++

陈
!

颖
!

从宋代语料看物量词语法化中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