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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量范畴是汉语中十分重要的范畴。
因为动作与时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时量范畴在汉语中主要表现在动作与时间成分，主要是时量成
分的关系上。
吕叔湘、高名凯、朱德熙、陆剑明、马庆株、沈家煊、陈平、石定栩、储泽祥、姚双云、秦洪武、税
昌锡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该类问题。
但是从前期的研究看，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前期的研究对象限制过于狭窄，影响了结论的科
学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其次，对时量范畴的建立未给予论证，而是先入为主地认定；第三，对时量范畴的属性未予定性，没
有解决时量范畴与时范畴、体范畴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时量范畴的完整系统；第四，对与时
量成分有关的歧义现象发掘不完整。
我们针对前期研究的空白与缺陷，主要研究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时量范畴的建立及其系统化。
我们从范畴建立的基本条件——语法意义的对立出发，首先建立计算量范畴和换算量范畴，在此基础
上建立时量范畴的完整系统。
为时量范畴定性，认为其属于语义语法范畴，与物理学、哲学上的时间范畴紧密相关。
时量属于宏观量、基本量。
第二，讨论时量范畴与时范畴和体范畴的关系，认为时量范畴与时范畴关系松散，与体范畴关系密切
。
第三，通过对换算量时量成分的考察，建立换算量动词的类。
在马庆株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把时量动词分为计算量动词和换算量动词两大类十小类。
第四，考察时量范畴在形式、语义、句法结构等方面的表现。
第五，考察时量动词构成的双宾语结构。
其中发现时量成分充当谓语的情形应该进行统一的处理，虚词有句法建构的功能。
第六，考察与时量成分相关的歧义现象，把这类歧义分为指向歧义、指称歧义和含有虚指宾语的歧义
等几种情形。
我们同时发现一种与时量成分间接相关的歧义现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我们称之为元语歧义。
　　《现代汉语时量范畴研究》以语义为线索，以点带面，探讨了现代汉语语素、词、句法格式三个
层面中存在的时量问题，并初步构建了时量认知语义系统模式。
本书主要从认知语义理论为基础，解释本书探讨的时量现象，在“形式与意义相互验证”的研究基础
上，进一步揭示了时量意义的心理现实性。
本书还针对语言事实，结合其它领域理论知识，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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