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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现代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以语言潜、显理论为依据�对现代汉语量词的潜显运动进行
考察和分析�讨论以下三个问题：量词的显现�量词的潜藏�量词 “显－潜－显 ” 的变化�对造成上述
变化的部分原因也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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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年前�王希杰先生指出�语言可以分为显语言和潜语言两个层次�前者是我们所听到的和所看
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后者则是指在此之前�没有人说过的�我们并未听到过和看到
的�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它实际上存在着�随时准备破门而出为我们的社会交际活动服务的那些现象。［1］

于根元先生说： “语言的要素、成分在交际中潜－显－潜的轨迹�形成了语言结构相对表态和相对动态结
合的层次。” ［2］ （Ｐ217－218） “语言的潜、显是处于运动中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潜、显与显、潜构成一个
链条�不断地循环运动下去。” ［3］ （Ｐ214）

把语言潜、显理论与我们所提出的 “现代汉语史 ” 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4］来考察现代汉语量词�
我们发现这是一类有明显的潜、显运动过程及规律的一类词�因而也是非常有现代汉语史内涵的一类词�
所以无论从理论探索的角度还是事实发掘的角度来看�都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

一、量词的显现
所谓量词的显现�就是由潜语言现象变为显语言现象的过程及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在现代汉语的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以前未见使用的新的量词。
（一 ） 新的量词小类显现
这里的量词小类�主要是指复合量词�而复合量词还包括一些不同的更小的类�这些不同小类显现的

时间也有所不同。
据关英伟的研究�复合量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示相乘关系的 “积 ” 式复合量词�如 “人次、

架次、吨公里 ” 等�第二类是表示相除关系的 “商 ” 式复合量词�如 “千米／小时、立方米／秒 ” 等�第
三类是表示相加关系的 “和 ” 式复合量词。［5］以下�我们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考察和叙述。

1． “积 ” 式复合量词
主要有以下一些：
人次、人份、人年、架次、班次、台次、台时、批次、辆次、艘次、人海里、人公里、吨公里、吨千

米、吨海里、吨平方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不少语法论著都注意到这一现象�比如张拱贵先生曾提到两种 “新结构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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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其中的第二种就是 “架次、吨公里 ” 这样的形式；［6］孙常叙先生也说： “随着事物的发展和认识的加
深�以及与之相应的统计学上的进步�最近几年来�在汉语词汇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附注单位附注造
词 ”�所举的例子有 “架次、人次、吨公里 ” 等；［7］ （Ｐ120）而黎锦熙、刘世儒二位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 “最
后请注意新时代一切事物都要走向科学化�量词也在其内�这是量词的新趋势 ”�下边谈到的就是复合量
词�举的例子也是 “人次、吨公里 ” 等。［8］ （Ｐ61）

这类量词中 “非传统 ” 的法定计量单位连用的形式显现的时间最早�比如前引几个人都提到的 “吨
公里 ” 在现代汉语第一阶段 （1919－1949） 就有用例：

（1） 西南公路运价�每吨公里增加十五元 。（ 《中央日报》1944－10－21）
这种形式应当不会是汉语的自源形式�而是由对译外语中的相同形式而产生的�比如英语中与 “吨

公里 ” 完全对应的形式是 “ｔｏｎ－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用例如：
（2） Ｄａｔａ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ｐｅｒｔｏｎ－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ｆｒｏｍ1983ｔｏ1996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网上下载 ）
再比如�1936年版的 《辞海》“呎 ” 字条下收了以下两个词：
【呎磅】（Ｆｏｏｔｐｏｕｎｄ）�物理学名词�英制计功之重力单位也。以一磅之力�作用于物体�使其作用

点移动一呎之功�称为一呎磅。
【呎烛光】（Ｆｏｏｔ－ｃａｎｄｌｅ） 物理学名词�英制表照度之单位�即一烛光对一呎之距离所生之照度也。

如百烛光对于一呎远处所生之照度为百呎烛光�对于二呎远处为二十五呎烛光�十呎远处为一呎烛光。
由汉语传统量词组合而成的复合量词如 “人次 ” 等�应当是在前一形式的基础上类推产生的�具体

时间大致是在现代汉语的第二阶段 （1949－1966）�也就是上引孙常叙先生所说的 “最近几年 ”。
2． “商 ” 式复合量词
这一类词不多�它们的 “专业性 ” 相当强�因而使用范围狭窄�例如：
千米小时、千瓦小时、秒立方米、秒公方、安培小时、伏特安培
这应当是一种他源的形式�比较以下两例中 “ｃｕｂｉｃｍｅｔｅｒ／ｈ” （立方米／小时 ） 和 “ｋｉｌｏｗａｔｔｈｏｕｒ” （千

瓦小时 ）�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
（3） Ｉｔｗｉｌｌ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ｓｌｅｅｖｅｓｈａｆ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ｒｉｖｅｎｓｃｒａｐ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ｉｓｂｅｌｏｗ600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ｈ�ｏｒｔｈｅｐｉｎｔｅｅｔｈｄｒｉｖｅｎｓｃｒａｐ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ｉｓｏｖｅｒ800ｃｕｂｉｃｍｅｔｅｒ／ｈ． （网上下载 ）
（4） Ｉ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ｓｔｓ10ｃｅｎｔｓｐｅｒｋｉｌｏｗａｔｔｈｏｕｒ�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ｔｅｒｆｏｒ10ｈｏｕｒｓｉｓ… （网上

下载 ）
3． “和 ” 式复合形式
严格说来�这一类还不是量词�而只是量词临时的复合使用。这类形式似乎最多�但是具有组合上的

不稳定性。关英伟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 “个体量词＋个体量词 ”�如：
台 （件 ）、台 （架 ）、台 （条 ）、台 （辆 ）、头 （只 ）、头 （匹 ）、篇 （首 ）、篇 （幅 ）、张 （幅 ）、首

（幅 ）、幅 （方 ）、幅 （件 ）、封 （件 ）、封 （张 ）、个 （封 ）、件 （个 ）、口 （个 ）、处 （个 ）、件 （具 ）、
项 （条 ）、盆 （株 ）、间 （孔 ）、间 （个 ）、出 （折 ）

另一种是 “个体量词＋集体量词 ”�如：
如 （套 ）、台 （组 ）、件 （套 ）、件 （组 ）、篇 （组 ）、篇 （部 ）、卷 （集 ）、幅 （组 ）、组 （张 ）、册

（套 ）、部 （册 ）、间 （套 ）、株 （丛 ）
就形式而言�这种组合也有两种�一种是后一量词加括号�这种形式比较多见；另一种是后一量词不

加括号�不及前一种常见。
刘世儒 （1965） 注意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量词连用的形式�他举的例子如：
（5） 计得……牛、马、驴、骡、驼十万头匹。 （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 《续晋阳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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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宋代的语料中也看到了以下的用例：
（6） 每岁共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 （ 《三朝北盟会编·绍兴甲寅通和录》）
但是�这种形式在整个近代汉语及现代汉语的前三个阶段都很少见到�它的大量显现和使用�是第四

阶段 （1978年至今 ） 的事情�所以我们趋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的临时复合量词。
4． “和＋积 ” 式复合形式
由于 “和 ” 式临时复合量词的出现�又造成了新的 “积 ” 式临时复合量词�即 “ ‘和’式＋次 ” 的

形式�黄伯荣、廖序东先生谈到这种形式�并且举了 “架艘次 ” 和 “辆艘次 ” 两个例词�［9］ （Ｐ22）以下就是
这样的实际用例：

（7）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共出动兵力405万人次�飞机、舰艇6000多架、艘次�机械车辆14万台
次�参加各类抢险5．2万人次。 （民政部办公厅一九九六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8） 全年共为社会检定计量器具20730台件次�其中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20166台件次�依法管理的
计量器具564台件次。 （博罗县统计局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

以上是三个量词的复合形式�此外�我们还看到有四个量词复合的形式�例如：
（9） 杭州海关克服重重困难……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5602艘 （架、辆 ） 次�增长28．79％。 （杭州

海关简介 ）
这也是第四阶段新显现的形式。
（二 ） 新的量词个体显现
以下讨论已有种类中新显现的量词�这样的量词也为数不少。
比如 “款 ” 是时下十分常用的一个量词�可以用于与指称很多事物的名词搭配�以下是权威媒体

《人民日报》的几个用例：
（10）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日前推出了一款适合储户短期储蓄的人民币存款新产品－－－七天通知

存款。 （2004－11－27）
（11） 本周�来自国内外的院士、专家和用户聚首北京�对一款国产办公软件进行实用性评价。

（2004－12－10）
（12） 东风悦达起亚成立两年来�凭借一款经济型轿车千里马�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创造了不俗的业

绩。 （2004－12－20）
（13） 4年前�我投保了一款分红型长期寿险�4年共缴纳了保费2万多元。 （2005－01－24）
在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 （1978年 ） 中�还没有收 “款 ” 的量词义�到了1996年第三版�才收

了这一义项。这表明� “款 ” 大致是显现于第四阶段的一个量词�而我们通过在语料库中进行检索�也证
明了这一点：在前三个阶段中�都没有出现 “款 ” 作为量词的用例。

新量词的显现�当然都是有其原因的。 “款 ” 就是一个从港台语言引进的新量词；［10］而某些新事物的
出现�就有可能造成计量其单位的新量词显现� “抽 ”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随着抽取式盒装餐巾纸的面世�人们选择了一种 “传统 ” 的量词命名方式 （类似的如 “一捧土 ”
“一抱／捆柴禾 ” “一撮盐 ” 等 ）�用 “抽 ” 来作为这种餐巾纸的单位词�一次抽取的量 （有单面、双面之
分 ） 即为 “一抽 ”�在包装纸盒上都会标明 “150抽 ” “200抽 ” 等。由此�一个新的量词就产生了。目
前�已有多部工具书收录了这一个量词�表明它已经在相当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以下是一个实际的用
例：

（14） 南京市场上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生活用纸价格也开始上调了……就在几天前�唯洁雅、五月
花等大品牌价格集中出现变化�150抽纸价格加了0．2元�某品牌200抽纸从5．3元提到5．9元。 （ 《扬子
晚报》2004－03－23）

某些外来单位的引进�也是汉语新量词显现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随着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和
发展�就出现了 “比特 （信息量的计量单位 ）、ＫＢ （千字节 ）、ＭＢ （兆字节�有时简称为Ｍ）、ＧＢ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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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字节�简称为Ｇ）” 等音译量词和字母量词。
从方言引进量词�也是现代汉语量词显现的一条重要途径。比如 “客 ”�在吴方言中是一个计量论份

儿出售的食品、饮料的量词�后被普通话引进�现在的使用范围已经比较广了�例如：
（15） 体味过北欧的闲散飘逸�好似品尝一客香草冰激凌�清淡的香甜�似有若无。 （ 《人民日报》

2001－09－14）
（16） 这里的生煎值得一尝�据说这是店里要出口的美食。馅大汁多�味道丰美浓郁�不愧是一直广

受好评的点心�8元一客。 （ 《新闻晚报》2004－12－02）
还有的词�目前正处于向量词的转化过程中�而从量词一方面来说�就是正处于形成或定型的过程

中。
刘巧云、李向农谈到目前 “大 ” 的一种用法�即用于 “一大卖点、三大宗教、五大体系、十大杰出

青年 ” 等中的 “大 ”。作者认为�这里的 “大 ” 活用为量词�它既有 “个、位、项 ” 等的专职量词意思�
又有 “大的、重要的、规模大的、气势盛的 ” 等的形容词意思�因而 “是量词意义作基本意义和形容词
意思作附加意义的结合 ”。［11］

其实�在一段时间的高频使用中�某些用例中 “大 ” 的附加意义也会 “损耗 ”�这样�它就与普通的
量词更为接近了。比如�中国新闻网2005年1月12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 《2004年中国反腐败取得重
要成果呈现出5大特点》�而正文中则用 “第一个特点 ” “第二个特点 ” 等分别阐述。

我们认为�随着 “大 ” 这种用法进一步的高频使用�它有附加意义有可能进一步虚化�这样�它就
有更大的可能由 “活用 ” 而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量词。

二、量词的潜藏
量词的潜藏也是现代汉语量词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下我们结合造成量词潜藏的原因�来分别

叙述。
（一 ）由法定或规范造成的量词潜藏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一些度量衡单位量词。这样的量词为数众多�比如前举的 “呎磅 ” “呎烛光 ”

等�在后来的 《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不再收录�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很多传统的非法定计
量单位词目前已经完全或基本上退出现实的使用�如 “石、斗、升、合 ” 等�在第一阶段还经常能够见
到�如叶圣陶有小说名篇 《多收了三五斗》。

（二 ） 由词汇替换造成的量词潜藏
在第一阶段�人们常用 “烛 ” 来指称电灯的亮度�所以 《现代汉语词典》中 “烛 ” 的第三个义项就

是 “俗称多少烛的电灯泡�指灯泡的瓦特数�如50烛的灯泡就是50瓦特的灯泡 ”。
目前�在我国的港台地区�还有这样的用法�例如：
（17） 一个60烛光的灯泡�适用于8坪地面积。在目前台湾传统开放式笼饲的鸡舍相距12尺�距地

面6尺高处�装置1盏41瓦特灯泡即可达到点灯效果。 （ 《中国畜牧杂志》30卷第9期 ）
按�有意思的是�此例中前边用的是 “烛 ”�后边用的是 “瓦特 ”�二者表示的是同一计量单位。
在内地的普通话中� “瓦 ” 或 “Ｗ” 已经取代了 “烛 ”。
如果着眼于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来看�这种情况相当多见�再如 “窠 ”�在第一阶段也经常用作量

词�例如：
（18） 我好比一只燕子�把这一窠乳燕都哺得长着羽毛丰满了。 （张恨水 《金粉世家》）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量词 “窠 ” 基本上就被同义的 “窝 ” 替代了。
（二 ）由事物消失造成的量词潜藏
比如钱币单位 “文 ”�一枚铜钱就是一文�在第一阶段中�经常能够见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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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阿Ｑ） 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 （鲁迅 《阿Ｑ正传》）
后来�随着币制的改革� “文 ” 作为量词就退出现实的使用了。
再比如 “犋 ”� 《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 “牵引犁、耙等农具的畜力单位�能拉动一种农具的畜力

叫一犋�有时是一头牲口�有时是两头或两头以上 ”�在第二阶段的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用例�
如：

（20） 何科长看见黄沙沟口柳树林那里那伙捆谷的青年不在地里了�另外有个人驾着一犋牛在里边耙
地。 （赵树理 《三里湾》）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随着一些旧式农具的消失� “犋 ” 也就很少用到�可以说是趋于潜藏了。
三、量词 “显－隐－显 ” 的变化
这是最能说明语言由隐到显和由显到隐的动态发展变化�因而也是最具现代汉语史内涵的一种变化模

式�而在整个现代汉语量词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 “呎 ”�1936年版的 《辞海》立条�释义为 “英美长度幅脱 （Ｆｏｏｔ） 之略记 ”�到 《现代汉语词

典》第一版释义为 “英尺的旧称 ”�第三版释义为 “英尺旧也作呎 ”。一个 “旧 ” 字�再清楚不过地告诉
人们�这是一个已经潜藏了的单位量词�而语言运用的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曾就1600万字的现代
汉语语料库进行检索�就没有发现 “呎 ” 的用例。

但是�我们说的只是内地的情况�实际上� “呎 ” 在港台地区一直都在使用�最近的一个例子如：
（21） 沙田第一城35座高层Ｄ室�单位面积872呎�以328．8万元成交�平均呎价3770元�为该屋

苑同类型单位自98年以来的新高呎价。 （ 《明报》2005－01－07）
第四阶段中�由于内地汉语深受港台 “国语 ” 的冲击和影响�［12］许多在内地一度潜藏�而在港台却一

直使用的形式或用法再度复显�量词 “呎 ”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如：
（22） 应中央电视台邀请�东北钢琴公司生产的九呎音乐会演奏钢琴�荣幸地登上了这个阵容强大的

晚会舞台。 （ 《中外乐器信息》2004－05－12）
与 “呎 ” 大致相同的还有 “吋 ”。时下� “吋 ” 用于电视、显示器等十分普遍�例如：
（23） 南京：29吋彩电只售1590元。（人民网2000－07－02）
再比如 “袭 ”�作为计量衣服的量词�在第一阶段有较多的用例�第二三阶段趋于潜藏�而第四阶段

又较多地使用�以下我们一、四阶段各举一例：
（24）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幼年时

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 （鲁彦 《雪》）
（25） （董文华 ） 身着一袭红色风衣�手中拿着文件夹�面带微笑地快步向大会堂东大门走去。 （中国

新闻网2002－03－03）
我们曾经专门讨论过当今语言运用中的各种复旧现象�［13］这正是造成量词 “显－潜－显 ” 变化的原

因�而后者则是前者在一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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