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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瀟 著

明代量詞及其語法化研究（上）



提    要
量詞豐富、用法複雜是漢語的重要特點之一，也是漢語史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小說在明

代空前繁榮，白話小說能很好地保留當時口語的原貌，具有較高的語料價值和研究價值。本書

以明代白話小說量詞為研究對象，選取 55 部明代白話小說，窮盡性統計並分類描寫量詞 323

個（不包括借用名量詞和借用動量詞），又選取其中 20 部作品統計出 41645 例物量表示法和

7893 例動量表示法中不同數量結構的使用頻率，對明代漢語量詞系統的整體特徵和數量表示法

進行共時描寫和歷時比較研究，深入分析量詞的語法化程度。每一歷史時期的新興量詞與量詞

溯源工作密切相關，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本書考察出明代新興量詞 36 個，其中 25
個新興量詞和 9 個量詞的新興用法可以修正辭書釋義。此外，量詞連用是漢語量詞使用的特殊

現象，在明代量詞系統中較為常見，目前學界關注甚少，本書考察發現這一現象萌芽於漢代，

初唐至五代迅速發展，到明代逐漸成熟；量詞連用具有簡潔、靈活的優勢，但缺乏明晰性、穩

定性，明清以後逐漸衰弱。本書在共時描寫的同時，關注明代量詞系統在整個近代漢語鏈條上

的歷史地位，在歷時比較中得出明代量詞系統漸趨成熟完善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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