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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数量丰富，类

型众多，成分复杂。根据其称量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名量词、

动量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专用量词、临时量词等，

名量词是其中的一个大类。布依语作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语言之一，其量词除了具备同语族、同语支语言

量词的共性特征以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一些特点。在布

依语中，名量词不仅可以指称事物的量，表示事物的单位，

同时还可以反映事物的外在特征、性别特征，指称人的名

量词还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情感倾向。绝大多数的名量词可

以表示事物的类别，因此，又称为“类别词”。尽管学术界

对名量词的性质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如量词作为结构的

核心还是作为名词的一个修饰成分等，但作为布依语量词

中的一个大类，不仅作为事物的计量单位，而且还起到对

事物类别进行标记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布依语量词的特征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大调查以

后就已经为学界所关注，50 年代出版的《布依语调查报告》

《布依语语法概要》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成果，如《布

依语简志》《贵阳布依语》等专著中，都从总体上对量词的

结构特征、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并对量词进

行了系统的分类。布依语量词的专题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成果并不多，但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有的学者开

展了布依语量词与汉语量词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凸显布依

序

刘朝华　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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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量词的特点；有的学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语法化

的角度对布依语量词的来源进行了探讨；也有的学者从混

沌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布依语个别量词语法过程中的非

线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本书作者刘朝华于 2009 年至 2012 年在中央民族大学

攻读博士期间开始接触布依语，并进行了一年的系统学习。

在基本掌握该语言语法结构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集中在

量词方面。先后到云南罗平以及贵州镇宁、长顺、望谟等

布依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量词的布依语

实例语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形成

博士学位论文《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对比研究》。本书在博士

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而成，是迄今为止布

依语量词，同时也是布依语语法研究中最系统、最全面的

一项研究成果。作者从布依语的语言事实出发，综合运用

认知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化理论，从

不同的角度对布依语和汉语的名量词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

究，分析了两者产生的语义基础，描写了它们不同的语法

功能和特点。运用多学科前沿理论来研究量词，这不仅在

布依语研究领域，就是在整个汉藏语系研究领域都属创新

之举。在系统对比了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结构和语义特征

之后，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对事物范畴认识上的差异。作者认为，汉语和

布依语对事物认识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造成的。

布依语比较注重认知对象的显性特征，注重认知对象与人

的关系，而汉语比较注重认知对象的本质属性，注重对认

知对象的分析和概括；布依语通过添加名词词头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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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事物的范畴化，而汉语则通过字形标注法以及从“形

状”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归类。在对事物“量”的认知方面，

布依语体现的事物的“量”主要是“类别”，而汉语则主要

是“形状”，两种语言对名量词概括的成员身份也有不同的

认识。

第二，两种语言在名量词的分类上也存在不同。作者

认为，布依语名量词的基本功能是“别类”，而汉语名量词

的基本功能是“表形”，因此，布依语的名量词可以分为有

生量和无生量两大类，而汉语名量词则可以分为“相同形状”

量词、“相似形状”量词和“模糊形状”量词，各次类之下

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第三，两种语言的名量词在语法功能上表现不同。作

者通过研究认为，在词法功能上，布依语的名量词主要表

现为“别类”，而汉语的名量词主要表现为“辨义”，两者

在情感功能、区分同音词等方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倾向；

在句法功能上，两者在组合能力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方

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布依语的名量词可以跟数词、指示

代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组成数量短语，而汉语名量

词的组合形式很有限，只能与数词和指示代词组合。语序

方面，布依语名量词与别的词类结合时多数情况下出现在

最前面，而汉语则只能出现在后面。布依语名量词在特定

的语境中优势可以独立充当句子成分，而汉语名量词要在

句子中充当句法成分则必须与其他词类结合。

第四，两种语言名量词产生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作者

认为，布依语名量词是在与汉语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

且有相当数量的名量词来自汉语，数量表达结构（即“数 

+ 量 + 名”结构）也借自汉语。在布依语中，重新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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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是名量词语法化的主要形式，而汉语中，隐喻、语用

推理和类推机制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上述观点在布依语语法研究中属首次提出，对布依语

语法研究乃至整个汉藏语系语法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价值。该书的出版将对布依语本体研究起到非常积极的推

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国炎

2014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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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布依语和汉语是汉藏语系中两种重要的语言。布依

语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使用人口有 200 多万，是我国

使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之一；汉语是

汉藏语系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自古就创造了文字，因

而各个时代都保留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布依语和汉语虽然

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语法上具有很多共同特点，例

如两者都缺乏形态，语序和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两者

都属于 SVO 型语言，量词都十分丰富，等等。毋庸讳言的

是，汉语语法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布依语语法的研究

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进行对比研究

则更是凤毛麟角。Keith Allan(1977) 把世界上具有分类关

系的语言归为四类：数量关系语言（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一致关系语言 (concordia classifier lan-

guage)、谓语关系语言 (predicate classifier language)

和方向关系语言 (intra-locative classifier language)。

其中，classifier 的确切含义是“类别词”，与我们这里讨

论的名量词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但可以认为是大概念

与小概念的关系。据此，我们把布依语和汉语归入数量关

系语言。布依语和汉语对事物的分类主要是通过名量词来

完成的，其形式是“数 + 量 + 名”。根据这个形式，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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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事物都可纳入一定的范畴。但布依语和汉语分类的

重点不在于“数”，而是在于“量”，因而“量”才是布依

语和汉语范畴化的主要手段。布依语和汉语的量词都非常

丰富，但它们对事物的分类却各有不同，比如布依语里的

kai35“鸡”和 ma31“马”，其量词都是 tuə11；而汉语却要

分别用“只”和“匹”，也就是说，布依语把“鸡”和“马”

归为一类事物，而汉语看作两类。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

的民族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不同，视角不同，对事物的认识

也就存在差异，因而对事物进行分类时，就会出现不同的

处理方法。不仅如此，布依语量词的来源问题、布依语量

词和汉语量词的关系、两者的形成基础以及各自在词法和

句法上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都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激

发研究者的兴趣。

布依语分为三个土语点：黔南为第一土语点，黔中为

第二土语点，黔西为第三土语点，三个土语点在语音和词

汇方面差别都较大，但语法差异较小。1985年，《布依文方案》

明确规定第一土语点为布依话的基础，以望谟县复兴镇布

依话为标准音典。实际上，不仅各土语点的分歧较大，即

使在同一土语点内，语音、词汇的差异也不小。喻世长（1959）

根据调查结果曾把布依语划分为 40 个片区，后来喻翠容

（2009）把布依语分为36个片区，虽然划分的结果稍有不同，

但都反映了布依语内部的分歧状况。由于标准音典没有得

到推行，加之受布依语社会功能的影响，各片区布依语仍

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各地在量词的选择和

使用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同一事物，有的使用固有词

表示它的“量”，有的借用汉语词来表示，有的两者并行使

用。而且，因时间、地域、阶层和文化水平的不同，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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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过，语言具有继承性，因此

任何一个地方的布依话都会保留一定的原始因素，这就为

我们比较布依语和汉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值得欣慰的是，

汉语自商周以来书面语就没有中断过，因此可以清楚看到

量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这为我们分析和判断布

依语量词的一些性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布依语关于量词的研究成果不多。最早涉足量词研究

的是喻世长（1956），成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量词

的性质把量词分为七类，其中名量词占六类；这些分类不

是根据一个标准来执行的，有的是根据性质，有的是根据

来源，有的又是根据功能。二是对名量词与其他词的组合

功能进行了描述。喻先生的研究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其

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对布依语量词进行了专门研究的是吴

启禄（1983），他首先比较了布依语量词与汉藏语系其他语

言量词的类同之处，然后分析了布依语量词的特点以及量

词的语法功能，最后讨论了几个特殊的量词和量词的省略

问题。吴先生的研究涉及了布依语量词的各个方面，见解

颇为深刻，而且是根据布依语本身的规律提出来的，因此

其成果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借鉴。对布依语量词和

汉语量词进行比较研究的是王文艺（2004），她认为布依语

量词和汉语量词一样，可以重叠，可以跟数词构成数量短

语，跟代词构成指量短语，但布依语名量词具有区分事物

性别、长幼及使动词、形容词名词化的功能。此外，布依

语量词还可以跟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动词和形容词组合。

王先生从比较的角度阐述了布依语汉语两种语言量词的异

同，这有利于研究思路的转换，同时对研究布依语名量词

的语义基础和句法功能也具有启发意义。不过文中认为量



004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对比研究

词具有使动词、形容词名词化的观点尚须进一步讨论。另外，

龙海燕（2010）分析了布依语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不过，

论证稍嫌主观，其结论也没有什么突破，仍停留于其他有

关壮侗语量词产生的研究层面。

汉语量词的研究时间相对较长，成果也颇为丰富。马

建忠（1898）首先提出量词的观念，即“凡物之公名有别

称以计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这可以说是语言学史上的

首倡。黎锦熙（1924）把“别称以计数”这类词定名为“量

词”，其内涵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名量词”，并解释说：

“量词就是表数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做所计数的

事物之单位。”此后，量词的研究逐渐蔚为大观，并延展

到国外。量词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是由吕叔湘、王力、高

名凯等人树立起来的，虽然这个阶段仍把量词看作是名词

的附类，但已经向独立迈进。吕叔湘（1942）把量词看作“单

位指称”,后与朱德熙 (1953) 改称为“副名词”，最后则直

接称为“量词”，包括了“名量词”和“动量词”（1980）。

王力（1944）仍把量词称为“单位名词”，此后把量词分为

“人物的单位”和“行为的单位”（1955），实际上已经把黎

锦熙的“数量副词”和“量词”合二为一，再后从历史的

角度又探讨了单位词的起源问题（1958），不断把量词的研

究推向更高水平。高名凯（1948）把“量词”称为“辅名词”，

也就是“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范围”，研究没有取得实质

性进展。这个阶段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刘世儒（1965）的研究，

他根据语义把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

类。他不仅注重划分标准的统一，而且对量词的源流也有

独到见解，其成就至今还未有被超越。此外，陈望道（1973）

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他主张把量词称为“单位词”，认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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