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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区别于印欧语系语言的重要特征。
就汉语而言，量词是怎么产生的？
量词的组合有什么特点？
量词表量还是表形？
如果不表量，为什么还要用量词？
量词发展有什么规律？
量词与名词的区别何在？
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汉语量词研究的重要课题。
汉语学界对量词的研究，重现代汉语，轻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
如果检索研究文献，现代汉语的量词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群星灿烂，古代汉语
量词研究则相对寂寥，面对此境，不由人为之气短。
但量少并非质劣，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即是量词研究的经典之作。
研究汉语量词的，谁也无法绕过刘先生的著作而能另辟蹊径。
刘先生有此一书，可以不朽。
谓之大家，当亦无愧。
刘先生为古汉语研究争光不少，添彩多多。
后生小子，当心存感激，感激他老人家在量词研究方面为古汉语研究者争了口气，否则，我们遗憾依
旧，惭愧依旧。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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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包括三个部分：量词理论研究、明代文献量词研究、个案研究。
 作者全面系统探究了汉语各类量词的起源。
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其一[复合说]理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汉语量词的起源所做出的解释也很有说服力
。
作者提出了新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以量词的性质为分类标准，以[量]和[序]的区别来进行分类。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还详细地论证了汉语量词虚化的轨迹和理据，对汉语量词的虚化进行了详尽的
分析和阐述，指出了几类量词的虚化步骤。
论证了量词消长的两个原因。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不仅注重理论的研究，在具体的量词个案研究上还进行了较为有益的探究。
考察了三组量词的历时演变，较好地从微观上解释了汉语最重要的量[枚]被[个|替代的原因。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还对明代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详尽描写了明代汉语量词概貌，分析了明代量
词对前代的继承关系及明代新量词演变的轨迹，对于汉语量词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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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桂郴，男，汉族，1966年出生，湖南省永州市人。
副教授、副编审、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
现就职于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1984年毕业于湖南零陵师专，1998年和200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先后师从李维琦和蒋冀骋两先生，获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近代汉语语法及音韵、汉语量词。
在《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
整理出版古籍《古文释义》1种，编著《徐霞客，我的旅游向导》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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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量词理论研究第一节 量词的起源一、研究概况二、关于名量词的几个问题三、量词的起源四
、量词的虚化五、小结第二节 量词的分类一、量词名称及分类回顾二、量词分类再探第二章 明代文
献的量词研究第一节 研究概况及研究动因一、研究概况二、研究动因三、研究难点第二节 语料的选
择和研究方法一、语料的确定二、《六十种曲》简介三、研究方法和体例第三节 明代量词的分类及搭
配关系一、名量词和动量词的界定二、明代文献名量词分类三、明代文献的量词与名词动词的搭配关
系第四节 明代文献名量词的语法特征一、组合能力二、数量结构的句法功能第五节 明代文献动量词
的语法特征一、状语二、补语三、附录第六节 《六十种曲》和明代量词的消长及其规律一、明代消失
的量词二、明代的新量词第七节 明代量词在语言史上的地位一、明代量词基本接近现代汉语二、量词
称量对象的重要演变时期三、“名量”词基本完成第三章 量词个案考察第一节 称量动物量词的历时
考察一、称量有生命的两个量词系统二、历代称量动物的量词三、小结第二节 汉语中量“人”量词的
历时考察一、量“人”的量词二、小结第三节 “段”、“节”、“截”的历时考察一、名量词的分类
二、段、节、截的共时研究三、段、节、截的历时研究四、段、节、截比较分析附录1 “枚”称量对
象历时比较表附录2 “个”称量对象历时比较表附录3 明代名量词搭配表附录4 动量词搭配表参考文献
引征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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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明代文献的量词研究第三节　明代量词的分类及搭配关系一、名量词和动量词的界定
一般认为，动量词就是表示动作单位的词，语法功能是能用在动词后面说明动作的次数；名量词是表
示事物单位的词，语法功能是能用在名词的前面说明事物的数量。
按照作者的归纳，我们对某些存在较大争议的数量结构进行甄别。
先看邵敬敏的观点：邵敬敏用三个标准测试“情况更复杂”的数量结构“一次N”，即“一次N”能
否独立构成一个结构，并作“是”的宾语；“一次N”处于句首的肯定句式是否成立；“一次N”能
否重叠去修饰N。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次N”能否成结构自由运用。
如果符合上面标准，就是数词所修饰的名词的定语，否则就是补语。
邵敬敏用该标准对动量词及其组合结构进行了一次梳理，得出五种情况。
一种是纯粹的补语，一种是纯粹的定语，三种存在两可的分析。
邵敬敏对数量结构“一次N”的分析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把这种充当定语成分的“一次N
”结构的量词作为名量词来处理。
因为这类结构主要说明名词，与动词关系不大，邵敬敏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其他动量词的分类我们按照邵敬敏的标准进行。
二、明代文献名量词分类我们按照前面提出的分类标准对明代文献的量词进行分类。
由于量词的个体异常复杂，我们的标准也很难把每一个量词的归属安排得非常恰当，有的甚至是勉强
的。
见附录3、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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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根据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建议，在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十二年前师从李维琦先生和蒋冀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研习音韵学。
七年后重归师门，师从蒋冀骋先生学习近代汉语，主要研究近代汉语语法。
蒋师作为我国近代汉语的第一位博士，在这一领域有诸多建树。
我没有导师的恒心，也没有导师的天资和功力，更没有导师的敏锐，所以到现在依然是“十年书剑两
无成”。
选择“明代汉语量词研究”并最终确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在导师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以前的量词研究主要着重于描写，虽然我是在前贤的启迪下进行明代量词研究的，但我不愿意锦上添
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量词，就是试图解释汉语量词的起源和演变，从汉语史的角度探讨量词的
发展，因而本书对明代量词的描写分量很轻。
如此的初衷和愿望是美妙的，但过程和结果却是非常的艰难。
我也知道自己的斤两，这样做肯定是费力不讨好，但小子愿学焉。
所幸的是导师从宏观上高屋建瓴，站在整个汉语史的高度为我指明了门径，又从微观上具体把关，我
才不至于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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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还对明代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详尽描写了明代汉语量词概貌，分析了明代量
词对前代的继承关系及明代新量词演变的轨迹，对于汉语量词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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