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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来表示各种数量特征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把语言形式所表现的数量特征概括起来, 即为数量范

畴。通过对数量范畴类别系统进行再认识,可以以形式标记作为分类的印证依据, 构建数量范畴的层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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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一种客观存在方式, 数量观念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数量作为一种重要的认

知范畴,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客

观世界中,事物、动作、性状等等无处不包含有数量

的观念在内。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 下卷之 !表

达论∀部分涉及了 9个范畴: 数量、指称 (有定 )、指

称 (无定 )、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信、传疑、行

动、感情,第一个讨论的就是数量范畴。
[ 1]

尽管逻辑范畴的量与语言世界中的量并不是完

全对应的,但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范畴,二者有着

相当高的一致性,语言世界中对各种逻辑范畴都有

相应的词类范畴和句法形式表达。

语言中的事物 (名词 )可以计算物理量, 事件

(动作 )可以计算动作量 (动作的多少 )和时间量 (时

间的长短 ) , 性状可以区别程度的高低等等。用来

表示各种数量特征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把语

言形式所表现的数量特征概括起来, 可称为数量范

畴。

语言世界中的数量范畴是人们将认知结果语言

化的具体表现,根据语言化的程度,数量范畴可分为

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数量范畴也叫数范畴,是

数量范畴语法化的结果,一般归为语法范畴,通常用

固定的形式表示名词或代词所指事物的数量性质,

英语的数范畴有单数和复数两种; 广义的数量范畴

是一种语义范畴,语义范畴是语言意义的汇集,语言

意义是具体丰富的, 用来表达广义数量范畴的语言

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对数量范畴的类别,较多的是零散的、局部的讨

论, 从系统的角度讨论数量范畴类别的首推李宇明

先生,他的 �汉语量范畴研究  (以下简称 �范畴  )

中对 !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量 ∀现象繁富复杂,

为使之有序化, �范畴 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讨论,

纵向讨论的是 !量∀的表达内容,将量范畴分成 6种

次范畴,即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语

势; 横向探讨的是 !量∀的表达方式, 重点分析了 !主

观量 ∀和 !约量 ∀。为发现规律,砥砺理论, �范畴 分

析了与 !一 ∀相关的两种格式,认为重新分析使 !一 ∀

具有了表达最近完成体的时态功能; 通过考察 !一

量 +否定 ∀,总结出有关 !强调 ∀的 4条规律和语势

的级次问题; 通过讨论 !很有 NP∀格式及其发生学

线索,概括性地提出了 !共进内部比较法 ∀; 通过研

究复叠,建立了一个复叠系统; !调量 ∀的提出, 则高

度概括了种种复叠的共同语法意义。可以说, �范

畴 对量范畴理论进行了宏观论述, 对量范畴现象

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表 !量∀句法格式进行了细致分

析。
[ 2 ]

�范畴  深化了 !数量范畴 ∀的内涵,但其分类系

统过于笼统,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研究 6种次范畴,

在层次感上有所欠缺, 而且对 !语势∀的研究, 是展

示如何研究意义虚灵的 !情感量∀。

我们以形式标记作为分类的印证依据,得出与

李宇明先生分类系统有别的数量范畴层级系统。

数量范畴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从数量

自身关系角度,所反映的是数量特征的地位,从人们

表达数量地位的目的角度, 有精确与模糊的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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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有客观与主观的不同需要。所以,在考察数量

范畴的层级系统时,重要的是将数量关系层次理清,

每一层次的数量关系都可能有精确与否、客观与否

的不同表达目的。

数量范畴首先根据是否能用数量词语显示其可

数性分为 !数量∀和 !级量∀两个次范畴, 给名词所代

表的事物和给动词所代表的行为记量具有可数性,

给形容词所代表的性质状态记量具有非可数性,性

状一般没有数的区别只有级的区别, 如白 < 有点白

<比较白 <很白 <最白。

数量的次范畴又可分为两种, 一是 !数范畴∀,

二是 !量范畴 ∀, 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量词参加记

量。数范畴总是通过数词或数词性短语表示确定的

整体数或关系数,整体数用基数词表达,关系数中的

序位关系用 !第∀类标记加数词表达, 总分关系用分

数方式或小数方式表达,增量关系用倍数方式表达。

量范畴根据量词的性质可分为 !物量 ∀和 !动

量 ∀两个次范畴, 物量和动量可能是确定的量, 也可

能是不确定的量,其中物量根据空间性的强弱可分

为 !有形物量 ∀和 !无形物量 ∀,有形物量根据是否使

用度量词又可分为 !离散量 ∀和 !空间量 ∀,不使用度

量词的时候,计量是对集合的认知,目的在于表现离

散个体之和。如有的事物离散性弱连续性强, 其离

散性常通过容器来实现, 这样的事物往往借用与事

物有关的容器来计量, 如 !一杯水 ∀、!一盆汤 ∀等。

使用度量词的时候,计量是对元素的认知,目的在于

表现离散体的空间性质。空间性质包括占有空间性

质和相距空间性质。如对事物的空间性质和分量性

质的认识总是借助具有准则性的工具, 空间性准则

表达如 !两尺布 ∀、!五寸带子 ∀等, 分量性准则表达

如 !二两面∀、!三公斤米∀等。无形物量根据是否使

用种类量词又可分为 !时间量∀和 !类种量 ∀。动量

是表示行为动作量的特征的,给行为动作记量可能

着眼于动作重复的频率, 也可能着眼于动作延续的

时间, 根据是否用 !次 ∀类量词可将动量分为 !频度 ∀

和 !幅度 ∀。频度表现为动作反复的次数, 幅度表现

为动作的时间量。除了普通标记 !次∀,还有专用标

记,专用标记也是建立在与行为相关性联系基础上

的, !回 ∀体现行为的来往性或完整性,如 !去一回∀、

!看了两回∀; !趟 ∀、!遭 ∀是建立在腿脚行走类行为

基础之上的; !遍∀用来记行为的全过程; !顿 ∀用来

记饮食行为或打骂行为的集结特征; !场∀用来记场

地伴随性行为; !番∀、!通∀用来记言说性行为。

动作的时间量不同于物量中的时间量,动作的

时间量总是用时段性时间词语表示, 物量中的时间

量总是用时点性时间词语表示, 时点性时间具有序

列特征,时段性时间具有有界性。物量与动量的记

量结果可分成少量、多量、全量几个层次,全量记的

是事物或行为频度幅度的所有成员或情况, 事物的

所有成员如 !各个部门 ∀ !全体员工 ∀ !人人皆知 ∀,

行为的全量如 !每一次∀ !次次 ∀。

级量记的是事物行为的性质量差, 也就是说,事

物性状和动作性状的量差都可归为 !级范畴∀, 级范

畴根据有界无界可分为 !性状级 ∀和 !序级∀两个次

范畴,性状级量差在语言中的表现主要是给形容词

记量,其层级性可分为微级、中级、强级、极级, 微级

可受 !有点儿 ∀修饰,中级可受 !比较 ∀修饰, 强级可

受 !很∀修饰,极级可受 !最∀修饰。序级是因同一维

度上量的差异或等级的差异而形成的序列, 有自序

和赋序的不同。自序级是事物自身构成的序列, 如

!春 ∃夏∃秋∃冬 ∀表现为时间级序, !省长 > 市长

>县长 ∀构成行政级序, !走 % % % 跑 % % % 飞 ∀构成速

度级序;赋序级是根据心目中的序列习惯将本无序

的词变得有序,如 !甲、乙、丙、丁∀常用来表示序位,

!金牌、银牌、铜牌 ∀常用来表示奖项序列。不管是

自序还是赋序,因为是有界的, 所以可分为 !起级 ∀、

!中间级∀、!止级∀。

根据上面所述,可得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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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量范畴分类系统示意图

# # 通过观察数量范畴的层级系统,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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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关系上来说,事物、行为以及它们的性质状态

都含有数量因素。物量词用来反映人们对事物类的

特征认识,与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联系,

动量词用来反映人们对行为类的特征认识, 与行为

之间具有相关性。

事物、行为都是可计算的, 对事物、行为进行统

计或换算时常常使用明确的数量性手段, 比如数量

词语。数量词语中一定有数词参与, 一种情况是用

单纯的数词, 如 !三加三等于六 ∀; 另一种情况是用
数量粘合式,如 !一个顶俩 ∀, !一个 ∀是数词与量词

分项常态粘合, !俩∀是数词与量词的合体粘合, !买

本书∀的 !本 ∀包含了单个物体量, 是特定数词 !一 ∀

以零形式与量词的粘合。

事物也是可指称的, 对事物进行指称时也常常

使用明确的数量性手段, 如 !三条鱼不够 ∀。事物的

量与空间有关, 行为的量与时间有关。性状常常不

用于计算,性状的量也就不用数量词语表达,只用程

度性词语表现其量的级次。比如汉语中的单音节形

容词, 属于最基本的词汇范畴, 它们没有任何形式标

志,如 !红、白、大、小 ∀等, 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加

深,单音形容词重叠的基本形式是 ! AA ∀式, 双音形

容词重叠的基本形式是 ! AABB∀式, 总体功能都是

表示量级的强化,是强量式。如 !夜黑黑的, 伸手不

见五指。∀!远处的山看得清清楚楚。 !黑黑 ∀、!清清

楚楚∀等这些形容词的重叠所表示的量不是同其光

杆形式相比,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比较的对

象。

从程度上看,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是确定的,人

们对数量关系的表述根据需要有一个由精确到模糊

的链, !八个人分成四组∀的数量关系是精确的, 总

体与部分相等, !十个人来了八九个 ∀和 !十来个人
来了两三个 ∀的数量表述具有模糊性, 前者总体数

精确、部分数模糊, 后者部分数与总体数都模糊。

精确数、模糊数的表达可能只是单纯地说数量,

也可能在说数量时还伴随着一种与目的量或者参照

量的比较评价, !有三个∀和 !只有三个 ∀不同, 后者

表示没有达到目的量, !公司走了七八个人∀与 !公

司一下子就走了七八个人 ∀不同, 后者表示走得太

多。所以数量范畴还有反映心物关系的客观量和主

观量的区别。
[ 3 ]

现在对数量问题的研究, 由于涉及的范围非常

广, 人们对许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数量范

畴类别界定和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充分吸

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对

象, 通过梳理数量范畴, 审视各种语义之间的关系,

给出一个新的数量范畴的层级系统, 这种新的类型

系统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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