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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极言研究》主要包括：所谓极言、极言的认知属性、标示性极言（一）：副词、标示性极言（
二）：动词、形容词、标示性极言（三）：数词、名词、典型性极言、格式性极言、语义逻辑关系性
极言（一）、语义逻辑关系性极言（二）、极言的解读、极言解读（一）：《孙子兵法》、极言解读
（二）：李白诗歌共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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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这些简单列举中，我们可以感到，隐性比较在意义表达上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由于隐去部分
要素而容易产生多义；二是要素词语的义素对比较意义的理解起到辅助作用；三是某些比较项能获得
比较义；四是语境对隐性比较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之所以要说明这些，就是在后面的阐释过程中需要这些结论来帮忙。
　　极言作为比较认知的语言表达形式，其认知本质是对象的属性在特定范畴的比较。
这一本质涉及到比较所必需的三个前提条件：比较对象、比较对象的属性、比较范畴。
　　比较对象，是为完成比较而选定的各个对象。
尽管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存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但所有的一切只要
需要就都可以被选定为比较对象而进行比较。
如，人与人、人与虎、羊与花、狗与草、感情与大海等等，都有可能进行比较。
而比较的内容，是比较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属性，比较基本上是对象之间的属性比较。
这里的属性，指的是对象具有的各种构成性特征的总和。
　　对于极言来讲，对象所具有的属性除了科学认定的之外，更多的是带有人的主观感悟性。
人们通常根据表达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选取比较对象的属性。
比如，&ldquo;兔脱&rdquo;一词，选取的是兔子的逃脱迅速的属性；&ldquo;虎胆&rdquo;一词，选取的
是老虎勇猛无畏的属性；&ldquo;苛政猛于虎&rdquo;，选取的是老虎的残暴属性；&ldquo;虎视眈
眈&rdquo;选取的则是老虎注视猎物时的神态属性。
等等。
从这几个简单的列举中，也不难看到，对象的属性在比较状态下是一个开放的、人文性的概念，并非
仅限于科学认定的结果，人关于对象的感性理解和情感托付也会生成对象的某种属性，尽管这种臆断
性的属性无法实证，但仍然成为一种概念并与某一对象联系起来，有的甚至成为一种经久不变的传统
。
如上面所举的&ldquo;虎胆&rdquo;，究竟老虎的勇气是否具有极性意义，也就是说老虎是不是敢于向
任何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发起进攻，是不是对诸如地震、火山、海啸等自然现象以及人的弓箭、刀、
枪等武器都无所畏惧。
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依靠主观臆断，而需要进行科学调查、实验。
不过，人们并不去追究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凭借最初的感性认识以及情感，武断地赋予&ldquo;虎
胆&rdquo;以极性意义，并且为民族文化传统所接受，成为一种带有集体无意识色彩的概念。
可见，属性，除却科学认定之外，还可能是说话人自认的，或是社会群体公认的。
　　比较，是一种有限制的活动，这就像体育竞技比赛时有规则、有场地一样，这种限制集中反映在
一个重要的要素&mdash;&mdash;比较范畴上。
　　所谓比较范畴，如上所述，指的是在进行比较时为比较对象及其属性确定的共同范畴。
确定比较范畴，就是确定比较对象之间可进行比较的方面，并在此方面找到对象之间的相似点、相同
点、相异点。
比如，人与人的比较，在无范畴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比较，而确定了范畴就可以进行比较。
在相貌范畴进行比较，可知两个人的长相是相似还是完全不同；在身高范畴进行比较，可知两个人的
高矮。
再比如，人与虎的比较，人与虎为两类不同的比较对象，一旦确定了范畴也可进行比较。
在状态范畴进行比较，人们发现了相似点，就产生了&ldquo;虎头虎脑&rdquo;的说法；如果在性格范
畴比较，人们也发现了相似点，就有了&ldquo;虎胆&rdquo;、&ldquo;虎士&rdquo;这类词语。
等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世间万物都有比较的可能，而确定范畴是先决条件。
　　比较对象和比较范畴是比较认知的关键性要素，比较范畴为比较对象创造了对话的契机，使得即
使有天壤之别、无缘相逢的比较对象也有了进行比较的机会，使词语获得了由自范畴到他范畴的跨范
畴使用的可能性，从而拓展了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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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比较范畴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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