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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雅语言学书系：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从类型学视野考察了汉语名量词的演变历
史，详细描写并分析了汉语分类词产生、形成初期的情况，形状、功用、生物属性等各类量词的形成
历史和规律，各时期量名搭配、名量搭配的变化，量词在非数量表达结构中的运用等。
重点讨论了汉语名量词的产生动因、“反响型量词”以及通用量词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地位、量词
这一语法范畴如何在汉语中扩散、指示代词与量词结合的历史、通用量词“个”是否泛化等问题。
书中基于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和大量的汉语史事实，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既发现和概括了以往仅从汉语看汉语演变所不能看到的演变规律，又以汉语得天独厚的完整而丰富的
历史材料补充了类型学分类词研究某些方面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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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汉语量词发展初期的汉代，形状量词所占的比率并不高，形状在汉语量词体系中的作用并不突
出。
但随着量词的发展，形状很快成为给事物分类的一项重要的语义标准，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汉语形状量
词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些原来不表示形状的量词形状意义突显而成为形状量词，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很
多新的形状量词，汉语形状量词的两个大类和各自的次类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各类中的
常用量词的构成基本稳定至今，大多数具体量词的意义和用法基本稳定，汉语的形状量词形成并成熟
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语规则形状量词主要来源于植物部位名词、有突出外形特征的事物名词和形状名词。
由植物部位名词发展为规则形状量词是分类词语言中有共性的演变，西南亚语、泰语、孟高棉语
、Kam-Muang语、米南卡保语等语言中表示圆形物的量词都是从表示果实、谷粒、种子这样意思的名
词而来。
印尼语、米南卡保语、Palikur语中用于长而直的事物的量词从树、树干这样的名词而来。
由此可见，汉语有“条、颗、根、枝、竿”等从植物部位名词发展而来的形状量词体现了分类词语言
的共性规律。
跨语言研究还揭示身体部位名词是规则形状量词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如很多语言中“眼睛”成为小而
圆的事物的量词，“头”成为圆形事物的量词，“皮肤”成为平的事物的量词，但是在汉语里成为规
则形状量词的身体部位名词只有一个“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
汉语的身体部位名词很多演变为专用的动物量词，如汉代出现的“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腔
”，后代的“羽”等；也有的演变为表示具有某种外形特征的事物的量词，如“口”。
汉语的身体部位名词演变为规则形状量词的很少。
　　汉语规则形状量词有一个来源不见于以往类型学分类词研究论著，即形状名词。
“丸、片、方”作为名词本就表示形状，都先后演变为汉语中的常用量词，但在我们所看到的类型学
分类词研究中未见论及这一来源的形状量词。
　　形状量词在近代汉语时期主要有三个变化：块状量词的产生、形状量词适用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重要形状量词的成熟与新的形状量词的产生。
　　真正表示块状的量词唐代才出现且使用频率很低，宋元以后块状量词的使用才频繁起来。
块状量词的产生在汉语量词体系中增加了一个规则形状范畴、数个规则形状量词。
形状量词适用范围扩大的两个主要方向是用于抽象事物名词、动物名词，这两类名词都是用了规则形
状量词，新出现的形状量词也以规则形状量词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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