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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主要研究鄂东方言的量范畴，《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共分九章，从纵
向上研究量范畴系统，包括事物量、空间量、时间量、行为量、程度量；从横向上探讨量的表达方式
，包括主观量、虚量、约蜃等。
内容上或从宏观上论述量范畴的理论，或从中观上研究一类有关量范畴的现象，或从微观上分析某些
具有表达量的功能的手段和句法格式。
它大化了“量”的内涵，将量范畴投射到了其他语义范畴，具有“量”所不及的覆盖率和渗透性。
　　正文后有四个附录，对正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有利于人们对鄂东方言的量范畴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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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淑梅，湖北英山人，湖北大学本科毕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土，华中科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首届教学名师，语言学科负责人。
享受湖北省政府津贴专家，黄冈市科技学术带头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湖
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已出版专著3部：《湖北英山方言志》、《鄂东方言语法研究》、《语法问题探究》，主编及参
编的教材5部：在《中国语文》、《方言》、《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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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子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
持并完成省级教学项目3项，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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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叠是汉语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是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
对于不同的词类，重叠的使用条件和语法意义都不⋯样。
普通话能重叠的词类主要为动词、形容词、副词和量词。
鄂东方言中能重叠的词类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
　　“重叠大都与量的变化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重叠是一种表达量变化的语法手段，‘调量，是重叠的最基本的语法意义。
不同的词语重叠，词语的不同重叠方式、重叠式出现的不同的句法位置，都可能会带来表量的各种差
异和由之而产生的其他方面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A.量的范畴不同。
例如空间量、动作量、程度量等的不同。
　　B.量变的维度不同。
量变维度有两种：加大、减小。
　　C.引申的语法意义不同。
　　D.附加的情感色彩不同。
”鄂东方言的重叠形式与量的变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们将重叠之前的形式称为“基式”、重叠之后的形式称为“重叠式”。
从语言的不同层面看，重叠大约可分为非词重叠、词语重叠、语句重复三类。
　　（1）非词重叠：非词重叠的基式为⋯个音节（如“猩”）或一个语素（如“妈”），重叠后构
成一个词（“猩猩、妈妈”）。
显然非词重叠是词法层面的重叠。
　　（2）词语重叠：词语重叠的基式为一个词或一个短语，重叠后构成一个超词成分，如：　　碗-
一碗碗：碗碗都是肉。
　　通红——通红通红（的）：火钳烧得通红通红的。
　　一皮——一皮皮：菜要一皮皮地洗。
　　“碗、通红”都是词，“一皮”是数量短语，它们的重叠式都不是一个词，而是超词。
由此可见，词语重叠不是构词手段，而是属于构形法和句法层面的语法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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