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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量词词义的发展变化

刁晏斌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116029）

摘　要：文章试图为观察和了解现代汉语的阶段性发展变化寻找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从
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方面考察和分析现代汉语量词意义的阶段性发展变化�最
后对其中的特点和规律作了简单的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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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一般的观点�把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定
在“五四”时期的话�那么现代汉语已经有近90年的
时间了。在这段不算太长�可也不算太短的时间内�
汉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现代汉
语的几乎所有方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考察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并对
其特点和规律加以总结。

本文选择以前人们较少关注的量词的发展变

化�通过对量词词义变化情况的考察�来看量词乃至
于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我们按照葛本仪
先生对词义的三分法［1］�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
色彩意义这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词汇意义的变化
量词词汇意义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词义的扩大和

缩小�以下我们分别考察。
1、词义扩大
量词意义的扩大往往是伴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

而实现或完成的�因此�二者总是密不可分的。比如
“档”�《现代汉语词典》中未列其量词义项�但是收了
“档子”一词�释义为：“〈方〉量词。①用于事件：这一
～事我来管吧。②用于成组的曲艺杂技等：刚过去
两～龙灯�又来了～旱船。”

按以上两个义项�现在都有用“档”的例子�如：
（1）对于外遇这一档事�你是既期待又怕受伤

害�你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或是故意制造这样的事

件。（海峡生活报�2004－07－25）
（2）在2001年天津国际滑稽艺术节上�一档别

开生面的充气表演将吸引观众的目光。（今晚报�
2001－01－06）

时下�“档”的第二个义项相当常用�主要是与表
示广播电视节目类的词语组合�例如：
（3）2005年春节北京电视台将推出一档动画春

节联欢晚会�其中所有节目都将以动画形式出现。
（京江晚报�2004－11－27）

（4）在谈及栏目方面�海若表示很想做一档医学
栏目�向大学传授健康之道。 （北京日报�2004－
07－17）

另外�作为名词或名词性语素�“档”有“等级”
义�构成的词语如“档次”、“高档产品”等（见《现代汉
语词典》）�其实�这样意义的“档”�也有人把它看作
了量词［2］。

时下�在 “档次”义上使用的 “档”相当多见�
例如：
（5）卫生部在日前召开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

购会议上�将药品的等级重新分类�一些超过专利保
护期限的进口药品�从原来的一档降到二档�而我国
优质优价的中成药将升为一档。（搜狐网�2001－
12－07）

按此例中的“一档”和“二档”分别是“第一档”和
“第二档”的意思�这一点�通过以下一例可以看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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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6）亚洲八强赛队伍排定档次�日韩被定为一档

队伍。（齐鲁晚报�2004－11－24）
本篇的正文中说“韩国队和日本队被列为第一

档次队伍”�正可与标题相对照。
如果说�以上用例的“档”还是名词的话�那么下

边用例中的“档”就不能不认为是量词了：
（7）武汉市话收费选了最高一档。（人民网�

2000－12－27）
特别是“档”后另有中心语时�这一点就更为明

显了�例如：
（8）记者从重庆市人事局获悉�今年将有13959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或越级升一档工资。（华
龙网�2005－01－23）
（9）新运价方案为�在原有起价费3公里7元的

基础上�增加2公里5元的一档起价费�不足两公里
按5元收取�以吸引短途乘客。（中华文化社区网�
2004－10－28）

（10）关于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千层次人
选晋升一档职务工资的通知。（辽宁人事人才信息
网�2004－10－19）

简单地总结一下：量词“档”由“档子”脱落“子”
而来�在继承并扩展了“档子”用法的同时�还由“档
次”的名词义引发出新的量词义�最终完成使用范围
的进一步拓展和量词义的扩大。

再比如“手”�《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第六个义
项为量词�释义为：“用于技能、本领等：他真有两～。
｜他有一～绝活儿。”

时下�“手”又经常用作股票或期货的单位�
例如：
（11）再看看这只股票今日的盘中表现�上方的

买单零碎的居多�超过100手的都很少�而下方的买
单倒是四五百手的很多。（北方网�2004－02－12）
（12）8月25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料油

期货�使中国成为继日本、新加坡之后�亚洲第三个
拥有石油产品期货交易的国家。截至9月14日�燃
料油期货7个月合约的总持仓高达22962手。（千
龙网�2004－09－19）

另外�“手”还用于围棋�每走一步就叫“一手”�
例如：
（13）开局未几�素喜长考的赵治勋便开始频频长

考�罗洗河却落子如飞�几乎每一手棋都不假思索。
当两人下到第50手时�赵治勋已经用完了1小时的

限时首先进入读秒。（羊城晚报�2004－11－29）
作为量词�这两个方面的使用也都是新义的增

加�或者说词义的扩大。
2．词义缩小
《汉语大词典》在“房”字条的“量词”义下�列出

了“用于妻妾”一义�所举的例子是“你现在有三房姨
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鲁迅《故
乡》）。其实�在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1919－1949）�
“房”的这一个义项还是比较常用的�再如：

（14）说实在话�春宝底爸呀�再加五十元�那老
头子可以买一房妾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解放以后�随着婚姻制度的改变�“房”的这一义
项趋于消失�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不收这一义项�只
列出了由“指家族的分支”义而生的量词义�举的例
子是“两房儿媳妇”。

时下�后一义项还在小范围地使用着�例如：
（15）一直到三房儿媳妇都娶进了门�俭省的她

竟没拉下一分钱的饥荒�这是令我们所有亲朋和儿
媳妇们最敬佩和惊异的。（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
网�2002－11－06）
“堂”《现代汉语词典》的量词义下�列出了以下

四个义项：
a）用于成套的家具：一～家具。
b）用于分节的课程�一节叫一堂：两～课。
c）〈旧时〉审案一次叫一堂：过了两～。
d）用于场景、壁画等：三～内景｜一～壁画。
时下�以上四义中�最常用的是第二义�第一、四

义只是偶尔使用�例如：
（16）轩堂中陈设整堂红木家具�四壁张挂名画�

梁上悬四盏八角宫灯。（黄易�《边荒传说》）
（17）早在拍摄半年前�摄制组就开始花巨资设

计建造了剧中需要的有关汉代风格的场景�其中主
要包括两条汉街、一个营寨、一堂皇宫内景、一堂王
府内景�以及各种客栈、民房、营帐等。（荆楚网�
2004－07－24）

而第三义我们在语料库及网上均未检索到用

例�可见这是一个已经或趋于消失的义项（《现代汉
语词典》所用的“旧时”基本上也说明了这一点）�这
样�量词“堂”的意义实际上已经缩小了。

二、语法意义的变化
语法意义的变化包括多个方面�比如通过老舍

与王朔作品的比较考察了 VNM（如“去北京一趟”）
和 VMN（如“去一趟北京”）形式半个世纪以来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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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老舍的作品中�VNM 与 VMN 所占的比例分
别是11．54％和88．46％�而王朔作品中二者的比例
分别是37．24％和62．76％�也就是说�VMN 的使
用频率大大提高了�数量结构由主要位于宾语后向
位于宾语前转化［3］。

如果说�上述变化还只是一种趋向的话�那么�
以下的变化就是已经完成的了。

第一阶段中�有的表动量的数量结构在句子中
不是做状语�而是出现在定语的位置�例如：
（18）两军官……交换了又一次的眼色。（茅盾�

《大泽乡》）
按后来的表达方式�此例只能说成“又一次（的）

交换了眼色”。以下各例均应作如是观。
（19）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后�这才传来了新

闻。（鲁迅�《理水》）
（20）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

奶。（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
（21）所以董真做了贾宁八年的佃户�从没有听

过撤差查办的消息。（刘大杰�《贾宁的故事》）
（22）我想我还可以做你五年的好朋友。（田汉�

《灵光》）
随着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样的形式就趋于消

失了。
量词“伙”的变化过程似乎还要复杂一些。
第一阶段中�数量结构“一伙”只用于名词前边

做定语�到第二阶段（1949－1966）�出现了“专名＋
一伙人”的用例�全为贬义�例如：
（23）长久以来�彦顺平在彦子玉一伙人的操纵

下�被彦子玉把持了队的领导权�盗窃私分、欺压社
员�直到最近�他们又背着管区和公社党委�成立了
所谓干部食堂�偷吃多占�大吃二喝。（王汶石�《风
雪之夜》）

这样的形式�在我们约160万字、包括多种文体
的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6例。

到了第三阶段（1966－1976）�又出现了“专名＋
一伙”的用例�在本阶段大约160万字的语料库中一
共有57例�其中有56例用为贬义�例如：
（24）这可急坏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大队长任

长发和副大队长赵世俊一伙。（王忠瑜�《惊雷》）
（25）（鲁迅）揭露了蒋介石一伙刽子手的真面

目�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
（石一歌�《鲁迅传》）

本阶段另有两例“专名＋一伙人”�贬义和中性

各一例。
在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字数基本相同的语

料库中�我们只检索到一个“专名＋一伙人”的用例�
为中性义�即：
（26）在一个大餐馆里赵航宇、白度一伙人正坐

在拼起来的长桌周围吃喝。（王朔�《千万别把我当
人》）
“伙”从表中性的“一伙＋名词”到表贬义的“专

名＋一伙（人）”�产生于第二阶段�兴盛于第三阶段�
而随着第三阶段的结束�它又趋于消失了�此时�
“伙”基本上又恢复了“一伙＋名词”这样的用法。

如果说“伙”语法意义的变化过程是“无－－－
有－－－趋向于无”的话�那么以下一种变化则差不多
是“有－－－趋向于无－－－有”。

第一阶段中�数量结构与其中心语之间�经常要
加一个结构助词“的”�例如：
（27）老定生长在这个盐气冲天的盐场里�足足

已快有六十个的年头了。（楼适夷�《盐场》）
（28）于是我顿生一种的感觉。（林语堂�《论士

气之与思想界之关系》）
（29）（女儿）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开明�

《若子的病》）
（30）终于我抬头看见中舱外边钉着一块的黑漆

小板�才恍然大悟了。（杜若�《归途》）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这种形式趋于消失�所以有

先生说：“由个体量词构成的数量词组表示个体数
量�后面不能加‘的’字”�下边列举了“三个的人、八
位的同学、五张的纸、两把的椅子”等�认为是错误的
形式［4］。而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在20世纪50
年代被奉为语法规范的《语法修辞讲话》里“多余
‘的’字”一小节中也这样说道：“有些地方是习惯上
不用‘的’字的�例如在副名词和名词中间。底下这
句的‘的’是多余的：平均每月举行两次的展览。” ［5］

到了第四阶段�我们又看到了不少与第一阶段
相同的加“的”用例�如：
（31）78767．2平方米的总占地面积、高达62％

的绿化率、1110个的私家车位�仅为601户拥有。
（深圳特区报�2004－07－09）

（32）在南京市五台山体育中心的游泳馆�每天都
有上千名的孩子练习游泳。（新华网�2004－07－17）
（33）上海力波啤酒为中国的极地考察队每年无

偿提供1000箱的啤酒。（上海青年报�2004－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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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到目前为止�共产生了4个“幸运之星”、4
个“精彩之星”以及40个的新手冲级赢家。（新浪游
戏�2004－07－21）

此例前两个数量定语后不加“的”�而后一个定
语“40个”下却加了“的”�如果去掉这个“的”丝毫也
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并且与前边一致了。

第四阶段上述形式的复现�与海外汉语的影响
有极大关系。在海外汉语中�大量延续了第一阶段
的语言形式和用法［6］�而上述形式就是其中的一
项。所以�我们在海外汉语的各类作品中�经常可以
看到类似的用例。以下是台湾媒体和作品的用例：
（35）自二十二日至今共卖出一千五百多本的转

乘券。（中央日报�1996－11－26）
（36）每年约有四十位的学龄儿童�他们最感迫

切的即是就学问题。（交流�1997－03－06）
（37）日本也向美国采购了二十二套的爱国者防

空飞弹。（青年日报�1996－12－03）
三、色彩意义的变化
词的色彩意义有多种�这里我们择要讨论。
作为动量词使用的“通”�何杰认为是具有贬义

色彩的［7］�这里所说的贬义�是指用于表示对某一
主体或对象来说是“不好”的动作行为的词语的搭
配�如“乱说一通”“一通批评”等。

如果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就
会看到�上述说法是不太准确的。
“通”在第一阶段还是一个中性量词�我们在此

阶段的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16个用例�其中用于中
性义的有10个�用于贬义的5个�用于褒义的1个�
以下三种情况各举一例：
（38）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

（鲁迅�《范爱农》）
（39）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

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鲁迅�《琐记》）
（40）接着�又称赞了一通婴儿的母亲：说是呆读

书实在无用�聪明是天生的。（柔石�《为奴隶的母
亲》）

到了第二阶段�“通”似乎开始专用于贬义�我们
一共检索到13个用例�全部都是如此。到了第三阶
段�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我们检索到的34个用例中�
出现了2个中性的用例�例如：
（41）接着�作者又通过贾雨村�把另一个叛逆者

林黛玉送进荣府�让陌生人林黛玉的机警目光引着
读者�把荣府的豪华生活环境察看一遍�把迎客声中

登场亮相的人物（即是准备着力描写的大部分主要
人物）审视一通。（《红楼梦－－－中国地主阶级的没
落史》）

此例中“一遍”与“一通”并用�后者的中性意味
还是相当明显的。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通”用于中性的用例开始
增多�在我们检索到的28个用例中�有5个是用于
中性的�而考察近几年的语言实际�我们看到�用于
中性的情况还要多一些�以下是权威媒体《人民日
报》中的两个例子：
（42）他说：“我有时在工作思路百思不得其解的

时候�常常回家后挥毫一通�工作思路就产生了。”
（2004－09－19）

（43）情景交响音乐《木兰诗篇》不久前在北京保
利剧院连演四场�许多观众对河南本土音乐这种“土
得掉渣”的地方音乐登上阳春白雪的交响音乐舞台
深感意外�也被情景交响音乐这种可看可听的演出
形式吸引。《木兰诗篇》的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副团
长关峡对此发了一通感慨。（2004－12－14）

简单地总结一下以上所述的语言事实�就是动
量词“通”感情色彩的发展经过以下这样一个过程：
中性→贬义→趋向于中性。

词的色彩还包括表谦敬的色彩�在这方面变化
最为明显的是“位”。
“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一个义项是“量词�

用于人（含敬意）”。
在第一阶段�“位”基本上都是用于“表敬”的�在

我们检索到的几百个用例中�只有以下三个“例外”：
（44）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

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
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5）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

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郭沫若�《梦与现实》）
（46）老人怜悯地也没有多说话�就给她两位轿

夫�一顶没蓬的轿。（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而在第二、三阶段�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这样的

“例外”。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位”的使用发生了以下两

点变化：
第一�可以用于自己。按我们民族的表达习惯�

表敬词只能用于对方�不能用于自己�所以�在长期
的使用中�量词“位”都只用于他人�而不用于自己。
然而本阶段我们看到了“位”用于自己的较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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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47）那天晚上�“花园旅馆”只住了我们两位客

人。（人民日报�1995－12－03）
（48）我是一位地理教师。我的梦想就是走遍祖

国的名山大川。（同上�1998－09－16）
第二�可以不用于表敬。我们看到了一些用于

在一般人的正常观念中属于贬斥对象的人的例

子�如：
（49）对全部脱光衣服表演的每人200元�于是�

6位姑娘作了金钱的奴隶�出卖了人格和尊严。（民
主与法制画报�1996．2）
（50）第一个被宣判的是一位贪污四万多元的副

局长兼什么总经理。（梁晓声�《雪城》）
对以上两例�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是“位”使用

不当［8］�我们认为�这是对于“位”的发展变化了解
和认识不够所致。

戚晓杰女士认为�上引（49）（50）这样的句子是
可以成立的�但是她又说：“句中带有明显贬义色彩
的名词性成分前都不能使用量词‘位’�如‘女巫’‘毒
贩子’‘小偷’‘坏蛋’‘情妇’等都不可与‘位’相搭
配。” ［9］何杰也说：“‘位’虽然可以在语境中改变常
规�但它也不是随便可用的。如‘一个小偷’就不能
说成‘一位小偷’；‘一个酒鬼’也不能说成‘一位酒
鬼’。‘小偷’、‘酒鬼’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受欢迎的
人�若用‘位’计量�从感情上人们不能接受。” ［7］然
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用例：
（51）公证她15岁的时候�不幸地被一位女巫下

了长眠不醒的咒语。（新浪游戏�2003－08－05）
（52）在与张君同时有关系的十来位情妇、小秘

中�陈乐是他最愿提起的。（千龙网�2004－04－01）
（53）两位小偷恼羞成怒�正想报复。（人民日

报�1997－09－29）
（54）但此位骗子是否从此洗手不干�不得而知。

（同上�1999－02－26）
（55）所有的人都相信�生与死的经历足以改变

一个人�而贝斯特不再是位酒鬼了�而是一个翩翩君
子。（信息时报�2003－07－15）

与此例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以下的话：“现在所
有的人看来�贝斯特已经不仅仅是个“酒鬼”�更是一
个欺骗大家的“伪君子”�上下文中“位”与“个”互用�

正表明二者在色彩意义上的相近或一致。
上述事实使我们趋向于认为�“位”的色彩义已

经开始发生变化�这就是表敬色彩淡化而中性色彩
增强。

纵观现代汉语量词意义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
以下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量词意义的发展变化有明显的阶段性特
点�因而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对现代汉语
历史发展的分期；

第二�量词意义的发展变化与其他许多词汇和语
法形式的发展变化同步�比如�前边提到的“无－－－
有－－－趋向于无”和“有－－－趋向于无－－－有”�就是
相当普遍性的现象；

第三�量词意义的发展变化有其深刻的内部和
外部原因�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共性的�因而可以找
到许多共同性的解释；

第四�作为汉语中非常独特的一类词�量词意义
的发展变化也有其独特性�如其词汇意义的扩大和
缩小并不是表现在指称对象的增减�而是体现在使
用（搭配）范围的扩大和缩小�这就与一般的词汇意
义变化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我们也很难看到它们词
汇意义转移的现象等。 （责编：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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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 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that is�some books 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others to be read；but not curiously；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A、有些书应选读�有些书应粗读�少量的书应细读和精
读。也就是说�有些书只要阅读其中一部分就行；有些书可以
通读�但不必过于用心；少量书则应全读�且认真细致地读。

B、书有供人尝之者�有供人吞食者�亦有不多之书为供
人咀嚼与消化者；易言之�书有仅需部分读之者�有仅需涉猎
然无需细玩之者�少数书亦有需全读者�而其读则必勤必细�
且全神贯注。

【简评】高健的译文在外国味的处理上可说恰到好处�不
但又准又稳�而且能借中国味来传达出洋味�（如 tasted�
swallowed�chewed and digested�四个词的成功翻译）�但国人
读起来却并不显生硬；而张毅的译文则不免过度归化�另外
也太欠确切。

（责编：唐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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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AO Jian’s Translation Tracks

QIN Jian－hua
（ Y uncheng University�Y uncheng044000�China）

Abstract：Professor GAO Jian is a conscious artist and fastidious stylist．His language character theory （L－C
Theory） sets its final sights on the best compatible or fusional point so as to convey all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the target laguage�perfect either in content�form or style．Therefore�the exploration into his translation
tracks will be helpful to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cause．
Key words：language character theory；translation；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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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 of Measur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DIAO Yan－bin
（ L iaoning Teachers’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get knowledge of modern Chinese phasic development in a brand－new way�this essay fo-
cuses on the word－meaning�grammatical meaning and emotional meaning．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and some features and regularities are summed up．
Key words：modern Chinese；measure word；word meaning；grammatical meaning；emotion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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