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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其与动词的组合关系及语法功能的考察, 可将 �下�一分为二: �下 1 �的语义特征是 [ +计数 ], �下 2 �

的语义特征是 [ +计时 ]和 [ +广义动量 ]。 �下�最初只与有界动词组合,只有 [ +计数 ]的语义特征, 不能满足对动

作行为的描写, 这是 �下�分化的内部动因;情态动量词功能自足性产生的结构压力是 �下�分化的外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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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动量

词,学界对其语义特征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分歧。邵

敬敏将 �下�定性为表 �短时量�的自主量词;刘街生

把 �下�分为 �下1 �和 �下 2�, 并用 [ + 计事 ]、[ +计

时 ]两个语义特征考察动量词, 认为 �下 1�具有较强

的 [ +计事 ]语义特征而 �下 2 �只有 [ +计时 ]的语义

特征。
[ 1 - 2 ]
本文拟从考察 �下 �在 � V + 数词 + 动量

词 �格式中与动词的组合关系入手, 在研究 �下 �的

语法功能的基础上分析 �下 �的语义特征。定语和

状语等位置上的动量词可视为动量表达的简式,
[ 3]

故本文不另详细讨论。

一 ! �下 �与动词组合的分析

相原茂把 �下 �一分为二: 在 � V +一下 1 �中有

�两下、三下、四下∀∀ n下 �, �一下 1 �是数词 �一 �
+量词 �下�,表动作的回数;在 � V +一下 2 �中没有

�两下、三下、四下∀∀ n下�, �一下2 �在动词后表示

的时间是少量的, 语感上带有轻微或轻松的意

味。
[ 4]
如前所述, 刘街生也把 �下 �分为 �下 1 �和

�下2 �。我们赞同以上观点, 本文在区分 �下 1 �、

�下2 �的基础上考察 �下 �与动词的组合关系。

(一 ) �下 1 �

在 � V +数 +下1 �格式中, 有 �一下、两下、三下、
四下∀∀n下 �,能进入该格式的动词如下:

拔 ! 摆 ! 擦 ! 插 ! 刺 ! 抽 ! 吹 ! 打 ! 拍 ! 扶 !

转 ! 挠 ! 扎 ! 吸 ! 舔 ! 挖 ! 吞 ! 推 ! 摇 ! 敲 ! 按 !
捶 ! 摸 ! 举 ! 牵 ! 拉 ! 踢 ! 踩 ! 猜 ! 冲 ! 催 ! 动 !

撞 ! 碰 ! 拼 ! 数 ! 涮 ! 烫 ! 干扰 ! 挣扎∀∀

这些动词具有以下特点: 1、表具体动作, 动作意

义明显,是动作动词; 2、动作具有内在的开始及完结

点; 3、可就地重复。可以用数量词限定其数量特征,

有 � V +一 (两、三、四∀∀ n) +下�格式。
值得指出的是, 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既可以是

瞬间完成,也可以占有一定的时间量。如 �拔 �这一

动作,既可以瞬间结束, 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不

论这些动词占有时间量的大小, 在人们的认识中它

们都是可以自然计量的动作行为,即具有离散性,是

有界动词 ( bounded verb )。反过来说, 只有能跟

�下 1�组合的动词才是有界动词。
(二 ) �下 2�

( 1)持续性动词:

安慰 ! 思考 ! 布置 ! 采购 ! 参观 ! 参考 ! 操纵

测量 ! 陈述 ! 承担 ! 筹备 ! 传达 ! 准备 ! 登记 ! 等
待 ! 抵抗 ! 督促 ! 锻炼 ! 琢磨∀∀

( 2)非持续性动词:

出去 ! 离开 ! 起来 ! 停止 ! 提拔 ! 提议 ! 突出

完成 ! 表决 ! 参加 ! 统一 ! 批准 ! 表示 ! 体谅 ! 成
立 ! 颠倒 ! 来 ! 断 ! 输 ! 病 ! 饿∀∀

这些动词在时间轴上没有内在的起始点和中止

点, 不具有离散性与可重复性,不能用数量词限定其

数量特征,它们都是无界动词。从另一方面来看,没

有 � V +两 (三、四、五∀∀n) +下 �格式的动词即是
无界动词 ( unbounded verb)。

( 3) �下2 �也可以跟有界动词组合,这是 � V +一

下 1�与 � V +一下 2 �两类格式的歧义范围,相原茂已

130

第 13卷 ! 第 4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4
! 2008年 8月!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S EDITION Aug. 2008

 收稿日期: 2008- 04- 30

作者简介: 甘智林,男, 湖南津市人,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有论述。
[ 4]
本文不赘。

我们以 [ #持续 ]、[有界 ]、[无界 ]为动词特征

的比较项, �下 1�、�下 2 �、与动词的组合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下
1
�、�下

2
�与动词的组合关系

动量词
动 ! ! ! 词

#持续 有界 无界

下 1 ! + + -

下 2 ! + + +

从表 1可以看出: 持续动词、非持续动词都能与

�下1 �、�下2 �组合, 对它们与动词组合产生影响的
是动词的有界与无界性质。这是我们比较分析

�下1 �、�下2 �语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的立足点。

二 ! �下 �的语法功能及语义特征
由于 �下1 �、�下 2 �与动词的组合关系不尽相

同,它们表现动作量的方式和途径存在一定的差别,

其语法功能也各不相同。下面比较分析。

(一 ) �下 1 �的语法功能
能与 �下 1 �组合的动词是表动作的有界动词。

我们发现, �下 1�、�次�与此类动词组合时有平行格

式,请看以下例子:

敲两下 /敲两次 ! 擦两下 /擦两次 ! 拔三下 /拔

三次

拍三下 /拍三次 ! 吹五下 /吹五次 ! 打五下 /打

五次

粗看起来,两者区别不太明显,实际上有本质不

同:与 �下 1�组合的动词在人们的认识中表示的是

有自身边界的动作,因此 � V +数词 +下 1 �格式凭借

完成有自身边界动作的次数来表动作的数量, 与时

间无关; � V +数词 + 次�格式则不考虑动作本身的

特点, 侧重于凭借动作行为在时间轴上出现的次数

来表动作的数量。如 �敲两下 �表示 �敲 �这一动作
是有界动作完成了两个过程; �敲两次 �表示 �敲 �这

一动作在时间轴上的两次出现,至于这个动作是否

是有界动词则无法确定。由上论述可知, �下 1 �的

语法功能是计量有界动词完成动作内在过程的数

量,与时间无关; �次 �的语法功能是凭借动作行为

在时间轴上出现的数量来计量动作的量。

(二 ) �下 2 �的语法功能
与 �下 2�组合的动词主要是无界动词, �下 2 �和

此类动词组合时与 �次 �没有平行格式。

1、持续性无界动词:

安慰一下 /* 安慰两下 ∃ ∃ ∃ 安慰一次 /安慰两次

等待一下 /* 等待两下 ∃ ∃ ∃ 等待一次 /等待两次

布置一下 /* 布置三下 ∃ ∃ ∃ 布置一次 /布置三次

参观一下 /* 参观三下 ∃ ∃ ∃ 参观一次 /参观三次

由上各例可以看出: 当 � V�是持续性无界动词

时, � V +数词 +下 2 �格式没有 � V + 两 (三、四、五

∀∀ n) + 下 �的形式, 不表示动作的次数。由于
� V�是持续性动词, �下2 �与 �一 �组合后表较小的

量。 �下 2�此时的语法功能是客观上突显动作的短

时量持续。

�下 2�也可以跟有界动词组合, 由于有界动词

均可占有一定的时间量, �下2 �与有界动词组合时
的语法功能与持续性无界动词相同, 也是客观突显

动作的短时量持续。

2、非持续性无界动词:

去一下 /* 去两下 ∃ ∃ ∃ 去一次 /去两次

离开一下 /* 离开两下 ∃ ∃ ∃ 离开一次 /离开两次

起来一下 /* 起来三下 ∃ ∃ ∃ 起来一次 /起来三次

提拔一下 /* 提拔三下 ∃ ∃ ∃ 提拔一次 /提拔三次

由上各例可以看出: 当 � V�是非持续性无界动

词时, � V + 一下 2 �格式从主观上减弱动作的 �动

量�。对动作 �动量 �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动作的
量, 不能仅仅理解为动作次数和时间长短,而应该包

括动作、行为、变化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的广义量

的因素。所谓动作 �动量 �, 主要是指动词的动作郑
重程度的高低、语气强烈与缓和两个方面的广义的

量。第二,此时 �下 2 �没有突显动作持续的功能, 表

现的是动词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一种主观少量, 以达

到减弱动作量的目的。这种主观少量与 �下2 �与持

续性无界动词表现动作短时量的功能有衍生关系。

第三,所谓减弱动作的量,指的是说话人的一种主观

意愿,并不是动作、行为、变化的量在事实上已经有

所减少。我们把动作的这种可以主观控制的 �动

量�称为 �广义动量 �, 此时 �下 2 �的语法功能是对
�广义动量 �的主观控制。

(三 ) �下�的语义特征

刘街生用 [ +计事 ]、[ +计时 ]两个语义特征考

察动量词,认为 �下 1 �具有较强的 [ +计事 ]语义特

征而 �下 2�只有 [ +计时 ]的语义特征。
[ 2]
根据上文

的分析,能与 �下 1 �组合的动词是表动作的有界动

词, �下1 �、�次 �与此类动词组合时有平行格式,

�下 1�的语法功能是计量有界动词完成动作内在过
程的数量,因此 �下 1 �的语义特征应定为 [ +计数 ];

�下 2�与有界动词、持续性无界动词组合时客观上

突显动作的短时量持续, 与非持续性无界动词组合

时主观控制动作的 �广义动量�, 因此 �下 2 �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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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可定为 [ +计时 ]和 [ +广义动量 ]。

三 ! �下 �分化动因的分析
(一 ) �下 �与现代汉语其他动量词语义特征的

对比分析

动量词主要表现动作的次数, 时量词主要表现

动作的持续时间。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

�动作的次数,一方面和%量 &的观念有关,一方面也

和 %时 &的观念有关。� [ 2 ]因此,动量词担负着双重功

能:既要反映动作的 �量 �, 也要对动作的 �时 �有所
体现。现代汉语里的动量词有 �下 �、�次 �、�回 �、

�番 �、�通�、�气�、�阵�、�遍�、�顿 �、�场 1 �、�趟�、

�场 2 �等。下面从 [ +计数 ]、[ +计时 ]两个角度对

它们进行分析。

1、情态量词和空间量词

邵敬敏将 �番 �、�通 �、�气 �、�阵 �、�遍 �、

�顿�、�场1 �、�趟 �、�场 2 �定性为情态量词 (其中

�番�、�通�、�气�、�阵 �为持续量词, �遍 �、�顿 �、

�场1 �为整体量词, �趟 �、�场 2 �为空间量词 )。
[ 1]
它

们一方面体现了动作的次数,一方面也体现了动作

的 �时�;或者直接体现动作的 �时 � (如持续量词
�研究了一番 �、�打听了一通 �等 ) ,或者通过表现动

作的整体过程体现动作的 �时� (如整体量词 �数了

一遍�、�哭了一场 1 �等 ) ,或者通过表现动作在一定

空间移动或进行的特征来体现动作的 �时� (如空间

量词 �飞了一趟上海�等 )。这些动量词既反映动作

的 �量�,也反映动作的 �时 �, 能满足对动作行为的

描写, 因而没有分化的必要。

2、计数量词

据我们考察, �次 �、�回 �既能跟有界动词组合,

也能跟无界动词组合,即凡能跟 �下 �组合的动词都
能跟它们组合。 �次�、�回�通过动作在时间轴上出

现的数量来表动作的量,是单纯的计数量词。

�下 �与其他动量词语义特征的对比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下�与其他动量词语义特征的对比

动量词
功 ! ! ! 能

计数 计时

次、回 + -

情态量词、空间量词 + +

下 1 + -

下 2 - +

! ! (二 ) �下�分化的的动因

1、内部动因

动作性质的一个方面是动作的形式, 动作形式

的不同反映在语言上就是 �有界�与 �无界 �的区别:

有界动作具有内在的开始及完结点, 这本身就是计

量动词量的依据。 �下 �作为动量词最初由方位词

�下 �引申而来, 最初是一个计数量词, 计量动作由

上往下的次数, 没有别的附加意义。因此, �下 �最

初只与有界动词组合, 只有 [ + 计数 ]的语义特征,

这就是 �下 1 �。动作性质的另一个方面是动作的时

间, 由于 �下 1�不反映动作的 �时 �,不能满足对动作

行为的描写,因而有分化的需要和可能性。

2、外部动因

从表 2可以看出, �番 �、�通 �、�气 �、�阵 �、

�遍�、�顿 �、�场 1 �、�趟 �、�场 2 �等情态量词一方面

体现了动作的次数, 一方面也体现了动作的 �时 �,
能满足对动作行为的描写。我们认为,由于动作行

为客观上既有 �量�的特征也有 �时 �的特征, 同时由

于上述动量词功能的自足性对 �下 �与动词的组合

关系及语法功能产生了结构压力, �下�由此一分为
二: �下 1�与有界动词组合,只有 [ +计数 ]的语义特

征而不反映动作的 �时�,无界动词的计数任务则由

�次�和 �回 �承担; �下 2 �与有界动词、持续性无界动
词组合时表现动作的短时量持续, 具有 [ +计时 ]语

义特征,满足对动作行为描写的需要。

�次、回�是计数量词, 没有相应地分化为 �次 1、

次 2�和 �回 1、回 2�, 其原因一是因为 �次 �、回 �既能
跟有界动词组合,也能跟无界动词组合,没有分化的

内部动因;其二, �次 �、�回�的语法功能将动词有界

化, 是通过动作在时间轴上出现的数量来表动作的

量, 与时间持续的长短无关, 所以 �次 �和 �回 �只有

[ +计数 ]的语义特征而没有发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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