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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南语是分类词显赫的语言，越南语分类词也因而备受关注。本文将对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

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提出越南语分类词具有分类、个体化、指称化、关系化四种功能，以揭示越南语分

类词的共性和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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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语言的发展，越南语的分类词（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ｅｒｓ）在计量单位和分类的原型功能基础上扩展

出了许多其他功能，展现出句法语义功能的多样

性。我们将对越南语分类词的功能进行全面而

系统地考察。

Ｂｉｓａｎｇ（１９９９）①基于对东亚和东南亚分类词

的考察，认为分类词的功能有四个，它们分别是：

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个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指称化（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关系化（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当然，不是所有的语言的分类词都全

部具有这四种功能，其中分类和个体化是类别词

的核心功能，是东亚和东南亚所有分类词语言都

具有的，而后两个功能是前两个功能扩展的结

果；分类词的功能就是通过个体化和分类而使事

物变得可数。所以，依据分类词所具有的不同功

能，东亚和东南亚的分类词语言或语言变体可以

分为如下四类：

表１

分类词功能 代表语言

分类－个体化 汉语、日语、越南语

分类－个体化－指称化 泰语

分类－个体化－关系化 粤语

分类－个体化－指称化－关系化
赫蒙语（Ｈｍｏｎｇ）、

苗语（贵州威宁）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Ｂｉｓａｎｇ认为越南语

分类词的主要功能是分类－个体化，在我们对越

南语分类词的功能进行考察后，发现越南语分类

词的功能十分显赫，具有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个

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称化（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和关系化（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四种功能。

１．分类

Ｂｉｓａｎｇ（１９９９）从跨语言的角度论述了分类

词语言的语义区别层级系统（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跨语言来看，分类词系统

的第一区分通常都是有生（ａｎｉｍａｔｅ）－无生（ｉｎ

ａｎｉｍａｔｅ）和人类（ｈｕｍａｎ）－非人类（ｎｏｎ－ｈｕ

ｍａｎ）。然后在有生或人类之间，会区分出地位；

无生或非人类中会区分出形状（ｓｈａｐｅ）。在下一

个层级，会在形状之中按照事物的物理特征，区

分出长（一维）、平（二维）、圆（三维）等等。

越南语也是有生－无生／人类－非人类和形

状构成了分类词系统的基础语义标准。我们来

看越南语分类词系统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越

南语分类词系统产生的过程是“范畴导向过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所谓“范畴导

向过程”是说一个语言的了分类词系统源于该语

言中业已存在的一个范畴系统，该系统是构词的

一部分，它基于分类（ｔａｘｏｎｏｍｙ）和部分－整体

关系（ｍｅｒｏｎｏｍｙ）；在表达分类和部分－整体关

系时，一般是两个名词，经过重新分析，其中一个

名词演变为分类词。在越南语的名词性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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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一个名词表示某种类别，而后一个名词是

前面那个名词的下位分类成员，那么第一名词就

被重新分析为分类词。如：

表２

　　由上表可见，越南语的分类词有明显的分类

功能，分类词相当于通称（或大类名），名词相当

于专称（小类名），分类词和名词的结合有严格的

制约关系，每一个语义层级都有对应的分类词，

以显示事物的类别，其分类作用十分明显。

汉语分类词与之相比较，其类别作用不如越

南语那么突出，分类词语义区分层级的表达不像

越南语中那么直接，显得十分另类，原因有两点：

第一，汉语没有特别标记人类的的类别词，有一个

“位”也仅限于正式语境中地位较高的人，不具有

普遍适用性；第二，有生－无生的区分级基于形状

的区分在汉语中通常都有好几个类别词来表达。

这可能是汉语类别词系统产生过程是“词项导向

过程（ｉｔ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所谓“词项导向

过程”是说汉语的类别词产生于要对一定语境中

具有特殊文化重要性的个体词项的计数，其结果

就是出式，出现了一个含有类别词的新构，然后该

构式不断地应用于新的名词，直至所有名词都带

上类别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汉语在类别词

使用上的灵活性及其类别词个何以没有严格遵循

颇具普遍性的语义区分层级。

２．个体化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２）②曾经指出，按照数（ｎｕｍ

ｂｅｒ）的体现方式的不同，可以把语言分为两大

类：集合量／个体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ｔｉｖｅ）以及

单数／复数（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ｐｌｕｒａｌ），而这种差别就是由

于名词的不同而造成的。

印欧语是单数／复数语言，单数是无标记的，

复数是有标记的，把复数标记直接附加在名词上

就可以了，比如：ｂｏｏｋｓ－ｂｏｏｋ。而越南语是集

合量／个体量语言，就是复数为无标记，就是说名

词本身就表达集合量，所以表示单数时需要标记

的语言，因此计量时需经过个体化或单位化的过

程，分类词就充当这种角色，所以表示单数时需

要分类词来把名词个体化。如：

上例子体现了分类词的特点是对事物进行

个体化，本身并不表示数量义，即将类化的实体

个体化，以数词凸显“个体”的量。有生物占据一

定的三维空间，本身具有个体化功能，所以不用

分类词或者分类词少，而无生物需要分类词将其

个体化。比如，“书”是一个通指类名，通过分类

词“本”（以自然的三维空间形态为依据）使其有

界化为某一个体，再用数词表示个体的量（如：一

本书）。

越南语、汉语等语言的名词体系为不可数，

名词都是指物质的（ｓｔｕｆｆ），语义是不可数的，要

计数物质一定要把物质量化或离散成类似物体

（ｂｏｄｙ）的个体才可数，数词后的标记成分（分类

词）正是起到了个化前一名词所指的作用。

３．指称化

指称这一概念是用来描写名词性成分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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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象（ｒｅｆｅｒｅｎｔ）同实际语境中存在的事物之间

的关系，越南语“数词＋分类词”、“分类词＋名

词”和“分类词＋（名词）＋指”结构可以表达替代

（转指）、定指、不定指、类指等多种指称。

３．１“数词＋分类词”转指

“数词＋分类词”转指是指“数词十分类词”

构成的短语单独使用，用来转指被计量的名词。

词译：她说我想喝水我马上递给她一杯

意译：她说：“我想喝水。”我马上递给她一杯。

３．２“分类词”非定指转指

非定指性转指是指分类词单独做主宾语或

单说，用来转指被计量的名词。

词译：些个饼子这做不均一点，个就大，个就小。

意译：这些饼子一点都不均匀，有的大，有的小。

３．３“分类词＋名词”不定指

不定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

语，而表示后面的名词是无定的，相当于不定冠

词的用法。

词译：今天我去市场买只鸡回煮

意译：今天我去市场买只鸡回来煮。

越南语宾语位置的“分类词＋名词”不定指

用法中，分类词隐含数量“一”的意义，是表示无

定的冠词，并不强调数量为“一”，是单数的典型

结构，这跟英语的不定冠词确ａ／ａｎ非常相似。

３．４“分类词＋名词”定指

定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语，

表示名词短语是有定的，相当于定冠词的用法。

词译：个小孩边跑边转头来如怕有谁追着他

意译：那个小男孩边跑边回头看，好像怕有人追

着他。

越南语主语、宾语位置的“分类词＋名词”有

定指用法，这一结构不能用于对举格式，分类词

虚化出相当于定冠词的用法，我们把这一类“分

类词＋名词”结构成为准冠词型定指“分类词＋

名词”结构③。

３．５“分类词＋名词”类指

类指标记是指分类词单独附着于名词短语，

表示名词短语是泛指一类事物。

词译：个狗是种动物聪明最

意译：狗是最聪明的动物。

在越南语中，分类词和名词构成的短语可以

表达三种语义，ｃｏｎｃｈó既可以理解为“特定的某

条狗”，也可以理解为“狗这个群体”，还可以理解

为“一条狗”，因此，可以认为越南语的分类词有

定指、不定指和类指标记的功能。

３．６“（数词）＋分类词＋名词＋指示词”定指

越南语指示词结构语序类型是“分类词－名

词－指示词”，表示定指。名词后面有了指示代

词，分类词前就不能再加上数词“ ”，即指示代

词和数词“ ”不能共现。可见“分类词＋名词”

结构中隐含了数量“一”，它是单数的典型结构。

所指事物数量为二以上，构成“（数词）＋分类词

＋名词＋指示词”的结构形式。如：

词译：我觉得本词典这很好

意译：我觉得这本词典很好。

词译：我觉得二本词典这都很好

意译：我觉得这两本词典都很好。

可见“分类词＋名词＋指示词”表定指，而

“分类词＋名词”也是表定指，这二者之间有何区

别呢？

陈玉洁（２０１１）④区分了 “中性指示”和“距离

指示”。中性指示指的是仅实现指示功能，不附

加距离区别等语义特征的指示；而距离指示则附

加了距离区别。

“分类词＋名词＋ｎàｙ（这）”和 “分类词＋名

词＋ （那）”———用于近、远对举格式，是

距离指示，表示距离的远近，前者是近指，后者是

远指。

“分类词＋名词”———不能用于对举格式，是

非区别性的中性指示，不表示距离的远近，所指对

象为言谈现场同类对象中唯一的一个或一些，其

身份并不需要与其他同类对象的区别来辨明。

表３　两类结构表定指的差异

距离指示
中性指示

区别性 非区别性

分类词＋名词 － － ＋

分类词＋名词＋指示词 ＋ － －

　　 越南语的指示词一般不能直接与名词组

合⑤，指示代词修饰名词必须要通过分类词。而

汉语中，指示代词“这”“那”直接修饰名词，有时

不是指称个体事物，沈家宣（１９９５）⑥指出：“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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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词‘这、那’的名词性成分也有些是通指性的

（ｇｅｎｅｒｉｃ），并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

例如：

（８）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

（９）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

那么多人抽？

沈家宣教授认为上面两个例子中，“这女人”

和“这烟”的“这”已经虚化，这和英语中通指用的

定冠词相似。现代越南语的指示代词“ｎàｙ”

（这）、“ ”（那）没有虚化出这种用法，而是

名词前的“分类词”虚化出定冠词的用法，是通指

（类指）的标记，换句话说，越南语中不用“分类词

＋指示代词”表示通指，而是用光杆名词或者“分

类词＋名词”表示通指，如上面的例（５）。

３．７“分类词＋指示代词”转指

“分类词＋指示代词”转指是“分类词＋指示

代词”结构做主宾语或单说，用来转指某个事物。

词译：个这是的我个那是的他

意译：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他的。

４．关系化

越南语的分类词可以作为无核关系化标记。

无核关系化指关系化结构中，中心语不出现，分

类词单独使用，引出一个无核关系化小句，而这

个无核关系化结构单独做主宾语或单说。

词译：里屋挂二幅画我喜欢幅挂上头床

意译：屋里挂着两幅画，我喜欢挂在床头的。

例（１１）中的分类词本身并不转指某个对象，

“分类词（ ）＋动词短语（ ）”，才转

指动词短语所指的东西，相当于汉语“的”，可以认

为分类词己经虚化了。可见越南语分类词有名物

化的作用，用在一些形容词、动词或者动词短语前

面，就把整个结构变为名词性成分 。比如：

ｃｏｎ （黑的）， （白的）， （大的），

ｃｏｎｂé（小的），ｃáｉǎｎ（吃的）， （穿的），ｃáｉ

ｌａｕｎｈà（拖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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