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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恒悦编著的《汉语重叠认知研究——以日语为参照系》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以拥有丰富的重
叠性构词的日语等语言为参照系，深入细致地考察了汉语的一系列重叠形式各自所对应的语义认知模
式，着力挖掘制约各类重叠的形式构成、语义理解及语法表现的认知理据；同时，打破传统研究以基
式的词性来划分重叠的思维定势，实现了从跨词类的角度对高度能产的ABB和
AABB格式的横断性研究，从而对重叠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以日语为参照系》是第一部借鉴日汉对比的研究成果系统地探讨汉语重叠认
知机制的专著，不仅对重叠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对日汉语言对比、辞书编撰以及
对外汉语教学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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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悦，满族，生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后，考入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刘月华教授进行现代汉语语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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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教于北京华文学院。
之后东渡日本。
2011年于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科言语社会专业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杉村博文教授。
现居日本，任立命馆大学语言教育中心讲师。
主要研究兴趣是现代汉语语法、日汉语言对比研究以及对日汉语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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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现之二是，对一种重叠形式的语义解释，不是建立在与其他相近重叠形式的对比分析之上，而
是拿某一近义词语来对应。
比如，形容词重叠式ABB常常被释为“很A”（相原茂、韓秀英1990：212，王国彰等1996：162），量
词重叠式CC（如“个个”）常常被释为“每”（Cha01968：202、朱德熙1982b：26、郑远汉2001等）
。
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触及被释重叠形式的本质，相反，还会平添一层麻烦，因为“每”毕竟不等
于CC，“很A”也无法完全取代ABB。
这些词语由于存在于重叠系统之外，和重叠形式具有不同的性质，把它们牵扯进来只能徒增语义纠缠
。
这种近义词语对应法不仅仅是语言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事实上给对外汉语教学带来的误导也是深刻的
（汝淑媛2007）。
　　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否认一种重叠形式在语义上具有统一性，根据所出现的句法位置的不同
而给出不同的语义解释。
比如，宋玉柱（1980）明确指出“单音量词的重叠并没有统一的语法意义，而是随着句法功能而变化
”，并认为量词重叠CC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上时表示“每一”；出现在谓语位置上时表示“多”；出现
在定语的位置上时，因被修饰语性质的不同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修饰宾语，表示“多”，另一种是
修饰主语，表示“多”或者“每一”；至于出现在状语位置上时，情况更为复杂，CC如果为动量词重
叠，表示的是“每一”，而CC如果为名量词则有时表“逐指”，有时表“联绵”。
杨雪梅（2002）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一脉相承。
比如，该文对于“一个个”的语法意义作如下归纳：“‘一个个’作主语不表示周遍意义；作状语有
时是表示动作的次序性，有‘依次’‘逐一，的意思，有时表示出现较多的一种情况，有‘纷纷’的
意思；作定语有‘数量多’的意思，有时含有‘每’的意思”。
如此这般分析，不仅得出的结论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为什么同一语言形式（如“一个个”）在同一
句法位置上（如作定语），仍会有“数量多”与“每”的分别？
而且，如此多指代不明的“有时”的使用并不能说明各种语义的解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
使得该重叠形式的语义陷入杂乱无章无法整合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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