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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现代汉语中棳量词暟个暠具有较强的量名组合功能棳是量词系统中与名词搭配范围最广的个体量

词暎量词的暟个化暠问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暎在对大量语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棳尝试

对量词暟个化暠问题从语体和语料角度进行解读暎结论认为棳虽然量词暟个暠在量词体系中占重

要地位棳具有表量范围宽泛暍使用频率高等特点棳但是由于量词暟个暠自身语义的局限性棳它并不

能取代其他量词暎
椲关键词椵暋暟个暠椈暟个化暠椈表量椈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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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现代汉语中棳暟个暠是使用频率最高暍搭配范

围最广的个体量词暎吕叔湘主编的暥现代汉语

八百词暦称其为暟通用个体量词暠暎根据北京语

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棬棻椆椄椂棭椲棻椵编写的暥现代

汉语频率词典暦统计棳量词暟个暠在使用频度最高

的椄棸棸棸词中排第九位棳使用频率在量词中排第

一位暎孙汝建棬棻椆椆椂棭椲棽椵曾统计暥现代汉语八百

词暦中的附表暥名词暍量词配合表暦棳棿棾椆个名词

中能与量词暟个暠搭配的有棻椀椆个棳暟个暠是棻棿棿
个量词中与名词搭配能力最强的一个暎这些数

据表明棳暟个暠具有较强的量名组合功能棳是现代

汉语量词中与名词搭配范围最广的个体量词暎
一暍量词的暟个化暠问题

量词暟个化暠问题的提出始于黎锦熙暍刘世

儒棬棻椆椀椆棭椲棾椵主编的暥汉语语法教材棬第二编棭暦棳
书中将量词的暟个化暠解释为椇现代汉语个体量

词暟个暠的越界使用棳取代其他量词的现象暎自

此棳量词暟个化暠问题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棳也有

学者称之为暟个暠的暟泛化暠暎针对量词的暟个化暠
问题棳学界主要有四种态度暎第一种为暟量词消

亡说暠暎由于看到现代汉语中暟个暠字的广泛应

用棳因而得出结论棳即椇汉语量词正在消亡棳随着

社会的发展棳将会完全被消灭棳一切量词都将归

于暟个化暠暎第二种为暟部分量词暜个化暞说暠暎周

荐之棬棻椆椄棾棭椲棿椵认为棳那些有着特殊表情作用的

量词不宜由暟个暠替代棳否则无法表达那种特殊

的意味暎戴婉莹棬棻椆椄棿棭椲椀椵更指出棳暟个化暠是表

量的个体量词发展的必然趋势棳语言发展的趋

势要求表量的个体量词趋向暟个化暠暎与之相

对棳借用名词临时作量词应视其表达效果区别

对待棳表容量如暟一天星暠棳其间的暟天暠如果换作

暟个暠意思就变了棳因此不能暟个化暠椈表单一量如

暟一扇窗户暠中的暟扇暠棳换成暟个暠棳虽然没有暟扇暠
的形象色彩棳但对量词最根本的表量功能没有

影响棳这种类型的借用名词临时作量词能够暟个
化暠暎第三种为暟否定暜个化暞说暠暎有学者认为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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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的暟个化暠只是一个设想棳现实中很难行得

通暎孙汝建棬棻椆椆椂棭椲椂椵否认量词暟个化暠现象的存

在暎他认为棳量词暟个暠在口语语体暍文艺语体中

使用时出现的高频率只能说明暟个暠在一定范围

内使用范围广泛椈同时棳只能用量词暟个暠称量的

名词极少棳说明量词暟个暠难以取代其他量词的

地位暎第四种为暟暜个化暞暍暜专类暞并存说暠暎量

词的暟个化暠与量词的专类现象同时存在棳最终

如何发展还要看社会的需要和语言自身的规

律暎薛健棬棽棸棸椂棭椲椃椵综合前人的成果棳对量词暟个
化暠进行了相对严密的界定棳即量词的暟个化暠指
现代汉语量词中棳具有相当强的量名组合功能

的特殊个体量词暟个暠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棳使
用频率越来越高棳出现泛化使用的现象暎由于

量词功能的多向性和量词暟个暠本身语义和表意

的局限性棳量词暟个暠的使用虽然出现泛化现象棳
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其他一般个体量词棬棻棭椀暎

关于量词暟个化暠的研究棳主要有以下三个

角度暎第一棳对量词暟个化暠现象的界定和整体

认知暎上文已经提及对量词的暟个化暠问题学界

的棿种态度棳此处不再赘述暎第二棳对量词暟个
化暠的条件和原因的研究暎主要角度有椇棬棻棭量
词暟个化暠的条件棳有学者认为专用量词能否用

暟个暠代替棳其关键并不取决于量词本身棳而要看

与之结合的名词是哪一类棳同时棳也要受制于语

境和说话人的意图椲椄椵暎棬棽棭量词暟个化暠问题的

实证研究棳如以认知心理学角度通过实验的方

式探讨量词暟个化暠问题棳或者通过语体层面分

析个体量词暟个暠的泛化使用现象暎棬棾棭量词暟个
化暠的原因棳代表性的观点由周国光棬棻椆椆椂棭椲椆椵提
出棳他认为暟个暠作为算筹单位和算筹具有数学

上的抽象概括能力为暟个暠的量名组合功能的扩

大提供了外部条件椈而语言内部因素 先秦

时期汉语个体量词不发达的状况棳及语言运转

的基本原理暟语言经济原则暠为量词暟个暠使用范

围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内部动力暎第三棳量词暟个
化暠的历时性研究棳如王绍新棬棻椆椄椆棭对量词暟个暠

在唐代前后的发展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椲棻棸椵暎
综观各家观点棳量词暟个化暠的研究在学界

没有达成统一的定义棳学者们对量词暟个化暠概
念的理解和研究暍讨论的范围并不一致暎关于

暟个化暠的理解棳上述第一种观点所指的是量词

暟个暠取代所有量词形成一统天下之势椈第二种

和第三种观点则指量词暟个暠取代专用量词或个

体量词椈而第四种观点指的是棳量词暟个暠虽然表

量范围趋向宽泛棳语法功能趋向多样棳使用频率

增加棳但仍与其他量词共存的现象暎
二暍量词暟个暠与名词的搭配情况

关于量词的暟个化暠问题棳之前的学者主要

根据研究目的主观选取文艺语体作品中的相关

用例棳概括地分析量词暟个暠与名词的搭配情况棳
准确性不足暎而现有的语料库也难以保证语料

在时间和语体方面兼顾平衡暎因此棳本文主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汉语发展为

背景棳以棻椀年为一个阶段棳共分棿段棳按照文艺

语体暍政论语体各阶段为每种语体随机选取

棻棸棸万字的典型语料棳对其中的量词暟个暠与名

词搭配情况进行统计暍分析及研究暎
量词的本质特点是表量棳凡量词与数词都

可以自由组合棳但量词只有和名词组合才能充

当句子成分椲棻棻椵暎结合本文探讨现代汉语量词

暟个暠与名词搭配的实际情况棳归纳出以暟表实

量暍数 量 名 结 构 明 确暍数 词 任 意 替 换暠为 标

准椲棻棽椵棳来划定语料中量词暟个暠的范围暎也就是

说棳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暟一个车间暠暟两个苹果暠
暟三个学生暠暟六个小时暠中的暟个暠暎

关于名词的分类棳主要根据王珏棬棽棸棸棻棭椲棻棾椵

的观点棳以语义暍特征作为切分标准棳在具体名

词暍抽象名词暍时间名词暍处所名词暍专有名词和

集体名词椂大类基础上棳再将具体名词暍抽象名

词按其语义特征细化归类棳将具体名词分为人

物称谓类名词暍身体器官类名词暍物质名词等棾
个小类椈将抽象名词分为知识因果类名词暍策略

事件类名词暍情感态度类名词棾个小类暎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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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考察 与分析棳文艺 语 体与 政 论语 体 中棳
棻椆棿椆灢棽棸棸椄共椂棸年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不同类

别名词的整体数据情况主要为棬见表棻棭椇
表棻暋各要素原始时间序列数

名词分类

文艺语体

用例数

棷例

政论语体

用例数

棷例

共计

棷例

具体名词 人物称谓名词 椂棸棾棽 棾棻椂椂 椆棻椆椄
身体器官名词 棻棽棸椃 棻棽棾 棻棾棾棸

物质名词 棽棸椄棾 椂椂棿 棽椃棿椃
抽象名词 知识因果类名词 棻椆棽椀 棽棿椆棿 棿棿棻椆

策略事件类名词 棽椃椀椂 棾椄棾椀 椂椀椆棻
情感态度类名词 棿椆棾 棿棻椀 椆棸椄

时间名词 棻椀椆棾 棻棻棸椄 棽椃棸棻
处所名词 棻椃棽椄 棻棿椃棿 棾棽棸棽
专有名词 棽椀 棽椃椂 棾棸棻
集体名词 棽棽椄 椂棽棸 椄棿椄

暋暋由表棻可以看出棳在考察等量语料的基础

上棳与量词暟个暠搭配的不同类别的名词中棳具体

名词暍抽象名词的情感态度类名词暍时间名词暍
处所名词等类别名词在文艺语体中的用例数高

于政论语体椈抽象名词中的知识因果类名词和

策略事件类名词暍专有名词暍集体名词等类别名

词在政论语体中高于文艺语体暎从两种语体内

部数据看棳文艺语体暍政论语体中量词暟个暠和各

类名词搭配指数如下椇
棻棶文艺语体中棳量词暟个暠和各类名词搭配

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椇
人物称谓类名词椌策略事件类名词椌物质

名词椌知识因果类名词椌处所名词椌时间名词

椌身体器官类名词椌情感态度类名词椌集体名

词椌专有名词

棽棶政论语体中棳量词暟个暠和各类名词搭配

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椇
策略事件类名词椌人物称谓类名词椌知识

因果类名词椌处所名词椌时间名词椌物质名词

椌集体名词椌情感态度类名词椌专有名词椌身

体器官类名词

表棻所呈现的是棻椆棿椆灢棽棸棸椄年间两种语体

中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不同类别名词的整体数

据暎椂棸年间不同阶段量词暟个暠搭配名词使用

情况为棬见表棽棭椇
表棽暋不同阶段两种语体中量词暟个暠

搭配名词使用情况

时间阶段 样本数量棷万字 名词数棷个 用例数棷例

语体 文艺 政论 文艺 政论 文艺 政论

第一阶段

棬棻椆棿椆灢棻椆椂棾棭 棻棸棸 棻棸棸 棿棽棿 棻棿椀 棿棽椂棽 棽椄椀棽
第二阶段

棬棻椆椂棿灢棻椆椃椄棭 棻棸棸 棻棸棸 棿棽椆 棽棾棽 椃棾棻棾 椂棸椃棿
第三阶段

棬棻椆椃椆灢棻椆椆棾棭 棻棸棸 棻棸棸 椀棻棾 棻椂椆 椀棸棾椃 棽椀椃棽
第四阶段

棬棻椆椆棿灢棽棸棸椄棭 棻棸棸 棻棸棸 椀椂椄 棽椃棸 椀椃棿棸 棽棿棾椂

暋暋根据表棽两种语体中棳量词暟个暠搭配名词

使用情况的用 例数最 高值都出 现第二 阶段

棬棻椆椂棿灢棻椆椃椄棭棳名词数的最高值都出现在第四阶

段棬棻椆椆棿灢棽棸棸椄棭暎不同之处是棳第一阶段棬棻椆棿椆灢
棻椆椂棾棭到第四阶段棬棻椆椆棿灢棽棸棸椄棭棳文艺语体中的

名词数呈递增趋势椈政论语体中的名词数从第

一阶段棬棻椆棿椆灢棻椆椂棾棭到第三阶段棬棻椆椃椆灢棻椆椆棾棭先
上升后下降棳第三阶段棬棻椆椃椆灢棻椆椆棾棭到第四阶段

棬棻椆椆棿灢棽棸棸椄棭又大幅上升暎
综合表棻和表棽的数据棳通过对棻椆棿椆灢棽棸棸椄

年间共棿个阶段量词暟个暠与名词搭配情况的考

察棳发现在两种语体中棳量词暟个暠与名词搭配情

况与发展趋势并不相同暎棬棻棭从总体数据上看棳
文艺语体和政论语体中量词暟个暠搭配名词的用

例中名词数差距显著棳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名词

中棳文艺语体中的名词数是政论语体的棾棶椀椀
倍棳各阶段文艺语体的名词数均高于政论语体

的名词数暎棬棽棭从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不同类别

的名词来看棳文艺语体中与量词暟个暠搭配指数

最高和最低的棳分别是具体名词中的人物称谓

类名词和专有名词暎政论语体中与量词暟个暠搭
配指数最高和最低的棳分别是抽象名词中的策

略事件类名词和具体名词中的身体器官类名

词暎与此同时棳通过对所选语料中出现的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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暟个暠所搭配的名词的考察棳得出在政论语体中

椃棻棻个名词中只限于与量词暟个暠搭配的有棽棾椂
个棳文艺语体中棻椄椄棿个名词中只限于与量词

暟个暠搭配的有椀棽椃个暎这种情况说明棳不同语

体中棳在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名词中棳只限于与量

词暟个暠搭配的名词是少数棳量词暟个暠和其他量

词的表量范围有较大部分的重叠暎
通过对棻椆棿椆灢棽棸棸椄年这椂棸年间量词暟个暠

与名词搭配情况的考察棳得出如下结论椇
第一棳尽管量词暟个暠是应用范围最为广泛

的个体量词棳但通过对等量语料的考察棳不同语

体中量词暟个暠所搭配的名词范围并不相同暎文

艺语体中量词暟个暠与名词搭配的用例可以搭配

的名词数远大于政论语体棳即文艺语体中量词

暟个化暠的程度比政论语体高暎
第二棳棻椆棿椆灢棽棸棸椄年共椂棸年间棿个阶段量

词暟个暠搭配名词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一直呈上升

趋势暎从语体暍名词数暍用例数等角度考察分

析棳其发展趋势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曲折变化暎
也就是说棳量词暟个暠的发展情况是复杂的棳受到

社会暍语言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暎同时棳由于不同

语体中只限于和暟个暠搭配的名词是少数情况棳
即暟个暠的表量范围和其他量词的表量范围大部

分是重叠的棳就是说棳暟个暠没有取代其他量词暎
因此棳将量词暟个化暠界定为前文提到的学界的

第四种观点更为合理棳即椇暟量词暜个暞表量范围

趋向宽泛棳语法功能趋向多样棳使用频率增加棳
但仍与其他量词共存的现象暠暎

三暍量词暟个暠表量的局限性

尽管量词暟个暠在量词体系中占重要地位棳
具有表量范围宽泛暍使用频率高等显著特点棳但
由于量词暟个暠自身语义的局限性棳它不能取代

其他量词暎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暎

词义在抽象暍概括地反映事物的意义时棳还
可以带有感情色彩暍形象色彩暍语体色彩等色彩

意义暎量词搭配名词时棳量词的表量也可以带

有感情色彩暍形象色彩暎然而棳暟个暠在计量人或

物时棳不带感情色彩或是形象色彩棳语义色彩比

较单一暎例如椇
暋暋斄暋暋暋暋暋斄暞
一个老师暋暋一位老师

一个雕像暋暋一尊雕像

以上两组例子在表量上没有差异棳都是表

示单一的个体量棳但是 斄 组用暟个暠修饰棳不具

有感情色彩椈斄暞组用暟位暠暟尊暠来修饰名词棳带
有尊敬的感情色彩暎

暋暋斅暋暋暋暋暋斅暞
一个围巾暋暋一条围巾

一个歌剧暋暋一场歌剧

以上两组例子在表量上没有差异棳但 斅组

用暟个暠搭配名词棳不具形象色彩暎而 斅暞组用

暟条暠来搭配暟围巾暠棳使人联想到暟围巾暠是长条

形的棳具有形象色彩椈用暟场暠来搭配暟歌剧暠棳避
免口语化棳具有书面语色彩暎

量词暟个暠是通用的个体量词棳表量范围有

限棳主要表达单一的个体的量棳无法准确表达集

合的数量概念暎例如椇
暋暋斆暋暋暋暋斆暞
一个书暋暋一套书

一个耳环暋一副耳环

上述两组例子中棳数词和名词是固定的棳量
词的不同导致表量范围的差异暎暟个暠修饰暟书暠
暟耳环暠棳表示个体的量椈而用暟套暠修饰暟书暠和用

暟副暠修饰暟耳环暠棳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合

的量暎这一语言事实表明棳量词暟个暠不能准确

表达集合的数量概念棳暟个暠不能取代表达集合

的数量概念的集合量词暎

量词暟个暠对名词的选择较为宽泛棳可以和

大多数名词搭配暎然而棳在搭配复杂的名词性

结构或搭配同音同字暍同音异字的词时棳量词

暟个暠的泛用容易出现歧义棬棽棭棻棿椃灢棻棿椆暎例如椇
棿棸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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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暋斈暋暋暋暋暋暋暋斈暞
一个医院的医生暋一所医院的医生

一个母亲的祝福暋一份母亲的祝福

在以上两组例子中棳斈组有歧义棳用暟个暠搭
配复杂的名词性结构不能明确所指是暟医院暠还
是暟医生暠棳暟母亲暠还是暟祝福暠暎斈暞组分别用

暟所暠暟份暠来搭配复杂的量词的结构棳能够明确

所指是暟医院暠和暟祝福暠棳并准确表量棳没有歧义暎
暋暋暋斉暋暋暋暋暋暋斉暞
一个表暋暋暋暋暋一张表

一个话棷一个画暋一幅画

以上两组例子中棳斉组有歧义棳用暟个暠搭配

名词时棳暟一个表暠中的暟表暠可以指手表暍钟表也

可以指图表椈暟话暠与暟画暠同音异字棳只听语音难

以区分暎斉暞组分别用专用量词暟张暠和暟幅暠来
搭配名词棳则没有歧义棳所指分别为图表和画暎

四暍结语

由于量词暟个暠语义色彩单一棳不能准确表

达集合的数量概念棳并且在搭配复杂的名词性

结构或同音同字暍同音异字的词时容易导致歧

义棳因此棳尽管具有语义范围宽泛暍使用频率高

等显著优势棳量词暟个暠也无法完全取代其他量

词的语义暍语法作用暎量词的暟个化暠与量词专

类现象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语言事实暎其究竟

如何发展棳还要受到社会因素暍语言因素等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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