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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把当代汉语量词的发展变化归纳为两个主要的方面�即简化与繁化�对这两种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
论�最后简单说明了简化与繁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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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汉语已经和正在发生多方面的明显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在量词及其使用
方面当然也不例外。当代汉语量词及其使用中最
大、最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这就
是简化和繁化。

一、量词的简化
现代汉语的量词极为丰富�不同的名词经常要

与不同的量词搭配使用�其情况相当复杂�而量词
的简化�就是量词使用中的一种趋简现象�即可以
更多地用某一个或几个通用量词来取代专用量词�
以求一个量词可以与更多的名词搭配使用。在这
方面表现得最这明显和突出的�就是量词 “个 ”的
使用。

提到量词的简化以及 “个 ”�就不能不提到所
谓的 “个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
这个问题�大致可以理解为指其他量词失去固有地
位而让位于 “个 ”的现象。［1］应当说�这一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是存在着的�比如 《现代汉语八百词》后
附的 “名词、量词配合表 ”显示�“个 ”共可以与159
个名词搭配�在表中列出的全部439个名词中占
33．9％。［1］而时至今日�依然 “有‘个化’现象的发
展趋势 ”。［2］163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 “个化 ”说不以为然�比如
郭先珍说：“目前�汉语中尚有一大批个体名词不
能用‘个’修饰同。例如‘蛇、鱼、蚕、纸、画、砖、瓦、
钢板、骨头、呢料、饼干、糕点、树、树叶、花、旗、衣
服、书、笔记、火车、汽车、自行车、钢琴、机器、米、
麦、豆、种子、珠子、丸药、云彩、墙、水、油、汁’等。
实际上不能用‘个’计量的个体名词远远不止这
些。” ［3］53

为了进一步了解 “个 ”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情

况�我们就以上引这些不能受 “个 ”的名词为对象�
逐一进行考察。我们考察的方法是以 “个 ”与上述
名词的组合形式 （如 “个蛇 ” ）为关键词�在一些著
名网站和搜索引擎 （如新浪网、百度搜索、ｇｏｏｇｌｅ搜
索等 ）上进行检索�看是不是有较多的 “正式 ”用
例�以此来确定某一组合的有无。

上举名词中有一些应当剔除�比如 “水、油、
汁 ”不属于个体名词�而是物质名词�这样的名词
不能受个体量词修饰�而只能与范围量词搭
配�［4］230如 “一杯水、一桶油 ”等；此外还有 “旗、米、
麦 ”等单音节形式现在通常只作为语素使用或主
要用于一些固定的搭配�因此也可以不予考察。

我们考察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名词 （只有一
个 “呢料 ”除外�它的使用频率很低�而与专用量词
如 “块 ”等搭配使用的频率就更低了 ）都有与量词
“个 ”搭配使用的例子�例如：

（1）与排名前五队伍一一过招�申花第一个骨
头没啃好。 （青年报2002．10．17）

（2）临城镇头车村的王秀莲买了几个饼干�将
从街上买回来的 “闻到死 ”杀鼠剂掺进饼干中�然
后将饼干放置在屋内墙角�准备用来毒死老鼠。
（海南日报2003．1．22）

（3）两个约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给一棵冒
着浓烟的大树浇水。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大树有
一搂粗�树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但却从树皮上往外
冒烟。 （新华网2003．3．18）

（4）老师与扬扬妈沟通�让她买个钢琴在家弹
给扬扬听。 （云南日报2004．6．12）

（5）或者说一个蚕最后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卵
产下来�之后的生命没有意义�因此飞蛾很快就死
亡。 （人民网2004．10．27）

（6）今天小雨�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一个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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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路旁�一个小学生被砸翻在路上�头破血流�坐
在地上呜呜地哭。 （人民网2004．12．12）

（7）有这样一头蛇�或者说是一条蛇�他很饿�
四处寻觅食物。终于�他发现另一条蛇的尾巴�于
是决定把这个蛇吃掉。 （深圳晚报2004．12．15）

（8）现在大家有一句话�就是小毛病也要了
命。一个车可能某个关键部位的螺丝松动�可能会
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故。 （人民网2005．1．20）

（9）刘超当场送他一幅老虎画�孙继海同刘超
热情拥抱�情景非常感人。刘超有语言障碍�但是
他的这个画足以表达家乡人民对孙继海的祝福。
（足球周报2005．2．18）

（10）当阎世铎得知记者还没有吃饭时�他甚
至从身边的抽屉里像变戏法一样端出了一盘点心�
里面有四个糕点。 （足球2005．2．18）

上引用例中�“个 ”经常会与某些专用量词共
现�比如例 （3）的 “棵 ”与 “个 ”�例 （7）的 “头、条 ”与
“个 ”�例 （9）的 “副 ”与 “个 ”等�这或许可以说明以
下两点：第一�在作者的意识中�“个 ”与专用量词
是等值的�所以才可以互用；第二�如果排除了随意
性的话�那么作者就是在有意识地用 “个 ”来作为
一种积极的表达手段�这就是避免重复�使语言有
变化、有新意。

时下�这样的组合形式在口语中比较常用�这
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是各类媒体的访谈记录中用得多�因为这些
记录往往都是实录性的�所以完全反映了口语�例
如：

（11）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雷锋树�没有松
树�……这个树怎么来的�1977年的时候�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因为雷锋已经牺牲了�上色画了一
棵松树�这棵树是的加上去的。 （央视国际2004．
3．4）

按�这是中央电视台 《历程》栏目对雷锋战友
张峻的访谈记录�前边的谈话中还有 “南京就有一
个报纸�把雷锋辅导学生学习的照片�说成什么呢�
旧时恋人 ”等。

（12）很多时候你能控制的东西太少�所以你
只能是一个树叶挂靠在树上�最后的结果你能站稳
的比例太小。

按�这段话是电影演员夏雨2002年12月12
日做客网易名人访聊天的实录。

二是网文网语中用得多�网络用语中使用口语
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这也能反映口语中的情
况。比如以下一些例子：

（13）ＰＨＰ投票系统怎样控制一个机器只能投
一次？

（14）我这个人不太计较个人得失�于是点给

他200个丸药。
（15）但是现在在天空加个云彩�在珠穆朗玛

峰上加一头雄狮�类似这样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
现在简直是小儿科。

（16）塔体仿唐代建筑�造型古朴别致�外表每
层由八个墙构成�属阁楼式砖檐塔。

三是笔者个人听到的和日常交际中所说的�都
不乏这样的形式�比如 “买了 （一 ）个车／电视／电
脑 ”、“养了 （一 ）个狗／猫／猪 ”、“搬来 （一 ）个椅子／
桌子／床 ”、“笼子里有 （一 ）个鸟／鸡／乌龟 ”等。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当代汉语中量词的 “个
化 ”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量词简化的速度明显
加快�而 “这是人们在口头交际中�对方便、快捷交
流方式需要的言语反映 ”。［2］163

除了 “个 ”之外�量词 “份、种 ”等的使用也都有
扩大化的趋势。

二、量词的繁化
谈完了量词的简化问题�我们再讨论量词的繁

化问题。量词的繁化�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有较多新的量词出现�二是许多名词可以
与更多的量词搭配�从而造成了名量之间一对多现
象更加普遍和突出�以下我们分别讨论。

当代汉语中新出现的量词为数不少�其中有的
是从方言 （包括港台语言 ）引进的�有的是从外语
中引进的�而也有的是普通话自身范围内产生的。

由方言引进的比如 “款 ”。时下 “款 ”的使用频
率相当高�使用范围也相当广�以下是权威媒体
《人民日报》的几个用例：
（17）国内第一款以 “呵护女性健康 ”为主题的

都市女性健康软件 “真爱小护士 ”�日前在上海问
世。 （2005．1．24）

（18）目前�光大银行推出了国内首款以子女
教育为主题的理财产品阳光理财Ｅ计划。 （2005．
1．24）

（19）如果今年七月的最后一次试发射顺利�
该款火箭将正式进入商业开发阶段。 （2005．2．
17）

《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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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是产生于新时期的一个
量词�而我们通过语料检索�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
时期以前约500万字包括多种文体的语料库中�没
有检索到 “款 ”作为量词的用例。 “款 ”是一个从港
台语言引进的新量词。［5］

某些外来单位词的引进�也是汉语新量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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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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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ＫＢ（千字节 ）、ＭＢ（兆字节�有时简称为 Ｍ）、
ＧＢ（千兆字节�简称为 Ｇ）”等音译量词和字母量
词。例如：

（20）由200多名科技人员历时两年多时间�
耗资3500多万元研发完成的这种路由器�具有每
秒3200亿比特的信息交换能力。 （人民日报
2004．12．31）

（21）我国国际出口带宽的总容量达到1万
Ｍ�半年增加了3000Ｍ。网民的上网目的主要是获
取信息。 （同上2002．7．23）

（22）他们自己开发的教育资源库已有200多
Ｇ的教学资源�内含量80多个电子文档。 （同上
2000．12．4）

目前�有不少名词可以比以前有更多的量词搭
配�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名词往往可以受比原来多
的量词的修饰�这样�名量关系就更加复杂�而这也
是我们所说的繁化的一个方面。

比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后的 “名词、量词配
合表 ”中�“狼 ”可以搭配的量词有 “只、条、个 ”三
个�而时下常见的�还有一个 “匹 ”�例如：

（23）阿勇像一条狗又像一匹狼�他从不多说
一句话。 （北京文学2005．1）

此外�还有用 “头 ”的�例如：
（24）4日�一头用作医学试验的狼从医院

“溜 ”出来�在马路上 “闲逛 ”�吓坏了众多行人。
（解放日报2000．7．6）
有类似情况的名词为数不少�再如 （括号内是

表中列出的量词�括号外是 “新用 ”的量词 ）：
衣服 （件、身、套 ）款、袭、个
饭店 （家、个 ）间、所、座
课程 （门 ）个、项
老鼠 （只、个 ）头、匹、条
上述新的名量搭配形式有些虽然还不普遍�也

不那么 “正式 ”�但是它们的确已经出现�并且也有
不太低的使用频率�至少可以认为已经处于 “初
显 ”的阶段。［6］197—216

在当前量词及其使用中�简化与繁化构成了其
发展变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而这两种变化其实在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
以用一个量词替代更多的量词�就量词及其使用者

来说�这是一种简化；但是�如果从名词的角度来
看�原本不能受某一量词修饰的名词现在可以受它
的修饰了�这样人们在进行名量搭配时有了更大的
选择余地�并且新的搭配一旦形成习惯�就需要学
习者加以识记�这自然就不是简化�而是繁化了。

像这样简化与繁化交织在一起的例子太多了�
以下我们再举一个 “门 ”为例。

量词 “门 ”主要用于炮和功课、技术等 （见 《现
代汉语词典》）�而以下的用例都超出了这一范围：

（25）当初对她下过一番功夫�勾搭女人也是
一门本事�学会了一样本事久了不用不免技痒�总
要找人练练手。 （谭竹 云顶寨 ）

按�此例前用 “一门 ”�后用 “一样 ”�使 “门 ”与
“样 ”了成了可替换的形式。

（26）他通过朋友借了一门接近被淘汰的松下
Ｍ8000型的摄像机。 （21世纪经济报道2005．2．
5）

（27）市场消费力是投资一门生意必须考虑的
事情。 （厦门日报2005．2．6）

（28）如今创意之所以超越早先的点子工程�
成为一门新兴产业�也正基于此。 （新华网2005．
2．7）

当代汉语量词的简化与繁化�在目前来说还只
是一种趋势�而我们预测�这一趋势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甚至还有可能会有进
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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