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形+量结构指的是“一小块月饼”“一大队人

马”“一长条肉”这样的搭配。数+形+量结构的研究

很多，成果也十分突出。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

上，讨论数+形+量结构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和量词

的特点，指出这个结构中量词的特点和形容词进入

这个结构的作用，从而说明形容词为什么能进入数

量结构。

一、数+形+量结构中形容词的语义指向

我们通过对陆俭明先生文中所举的例子进行

句式变换分析发现，数+形+量结构的语义并不是单

一的：有的时候是确定的，有的时候又存在歧义的

现象，而这恰好跟插入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有关。

数+形+量结构中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存在几种不

同的情况：集合量词前的形容词语义指向量词，借

用量词前的形容词语义指向量词，个体量词前的形

容词指向存在两种情况，既可以指向量词，也可以

指向数量结构所修饰的名词。下面作具体分析。

（一）借用量词

我们可以看出数量短语中的量词是借用量词，

这里的借用量词主要是借自名词。大多数借用量

词都是表示容器或者运载工具的，不仅可以度量大

小，还有范围或者界限，所以可以用形容词来修饰

量词表示量的大小、多少。两种句式的变换分析可

以看出，一方面量词修饰后面的名词，也就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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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斟了一大杯葡萄酒。 斟了大大的一杯葡萄酒。

斟了一满杯葡萄酒。 斟了满满的一杯葡萄酒。

锅：煮了一大锅大米饭。 煮了大大的一锅大米饭。

煮了一小锅大米饭。 煮了小小的一锅大米饭。

煮了一满锅大米饭。 煮了满满的一锅大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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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客观事物的量的大小，而另一方面量词前面

的形容词是对量词的范围进行描述，不受后面的名

词的影响。“煮了一小锅大米饭”中修饰量词的形容

词和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完全相反，但是这句话并不

矛盾，语义完全是成立的。

（二）集合量词

集合量词是用于成组成群的事物。形容词修

饰集合量词也比较常见，比如，一大群人，一整套设

备等。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可以用个体量词修饰，也

可以用集合量词修饰，集合名词前只能用个体量

词，不能用个体量词，因此集合量词也可以受到形

容词修饰，但是集合名词前的量词不能受形容词修

饰。通过对比，集合量词前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

集合量词，表示量的大小，而跟所修饰的名词无关。

块：吃了一小块点心 吃了一块小点心

群：来了一大群人 来了一群大人

套：一整套家具 *一套整家具

个体量词“块”之前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有

歧义的，它既可以表示量小，又可以修饰名词。但

是集合量词“群”之前的形容词“大”和后面的名词

并没有直接的修饰关系，而只是说明进来的人的数

量多，是对量的描写。

（三）个体量词

个体量词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涉及到数量结

构中量的表达，名词是否可以受到相对应的形容词

修饰也需要考虑。例如：

层：一厚层灰 一层厚厚的灰

这种数+形+量结构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指

向名词的，“厚”的语义指向是后面的事物“灰”。但

是个体量词中也存在有歧义的现象，例如：

我们认为这里的“大”、“小”、“长”是修饰量词

的，而不是修饰名词“铁丝”的。“大”、“小”、“长”插

入数量短语所表示的语义有所不同，名词“铁丝”论

大小不是常态，但是“铁丝”可以受到“长”、“短”修

饰，通过变换分析我们发现这几个形容词都是修饰

量词的，是为了说明量的大小。由于“长”既可以修

饰量词，也可以修饰名词“铁丝”，形成了歧义。“长”

的两个变换句式看似语义相同，实际上，他们只是

形式相同，一个形容词修饰量词，另一个是形容词

修饰名词，两者并不矛盾。

“一大块蛋糕”和“一块大蛋糕”也不一定相同，

因为“大”的语义指向既可以是蛋糕整体很大，也可

以指被切分成部分的蛋糕很大，显然形容词的语义

选择和名词的特征有关，如果名词所指的事物是可

以再次划分的，那么“大”、“小”等形容词可以进入

数量结构中，但是名词所指的事物不能再切分，那

么形容词就不能进入数量结构去修饰名词。例如，

不能说“一大个人”。

除了这种情况，名词和量词相互之间的语义选

择也会影响形容词在数量结构中的语义指向。因

为有的名词不能受到某些个体量词的修饰，那么形

容词的语义指向只会指向量词，形容词是对量的描

写，例如：

块：一大块西瓜 *一块大西瓜

“一块大西瓜”不能成立，因为西瓜是完整的时

候不论“块”，可以说“一个西瓜”或者“一整个西

瓜”，但是西瓜被切分后可以说“块”，我们说“一小

块西瓜”指的是部分而不是整体。这个数+形+量结

构中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明确的，指向量词，从

而也决定了整个结构的语义也是单一的。

个体量词之前的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复杂的，

形容词是反映量词的性质，还是在修饰名词所指的

客观事物，不仅要考虑名词是否能够受到相应的形

容词修饰，还要考虑名词的性质及其与量词的语义

选择关系。动量词的语义指向可能要受到句中动

词的影响，我们不做讨论。

实际上，数+形+量结构的语义存在歧义，该结

构可以是对量的描写，也可以是对事物形状的描写

和突显。宗守云认为数+形+量结构存在很多差异，

而这些差异是由结构中量词的不同造成的。他认

为主要是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的对立造成数+形+

量结构在语义和语用上的不同。

数+形+量结构语义是单一的，还是有歧义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确定的，

如果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是量词，那么数+形+量结构

的语义就是对量的描写，如果形容词的语义指向为

后面的名词，那么整个结构就是对事物形状的描

写。同时，我们还发现数+形+量结构中的量词进入

该结构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二、数+形+量结构中量词的特点

我们统计了搭配能力强的名量词，即能受到3

个以上形容词修饰的量词，发现这样的量词一共有

52个，其中借用量词最多有35个，其次是个体量词

12个，集合量词5个。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能受到形

容词修饰的数量词中的名量词主要是借用量词和

个体量词和少部分集合量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段：跟他要了一小段铁丝 *跟他要了一段小小的铁丝

跟他要了一大段铁丝 *跟他要了一段大大的铁丝

跟他要了一长段铁丝 跟他要了一段长长的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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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量词的特点，总结出这种结构的特征，试图找

到形容词能够进入数量结构的原因。

（一）物质性

形容词一般说来修饰的是名词和副词，一般认

为，量词只能和数词搭配使用，不能受形容词修

饰。数量词中的借用量词几乎是借自名词，在应用

中体现了量词的特点，其量词的意义大都是要在特

定的数量结构中才能表示量的意义，而且因为借自

名词，跟名词的特点比较接近，所以可以受到形容

词的修饰。另外，借用量词直接概括反映的是客观

事物，总的说来表现出一种形体特征，比如其中的

“杯、碗、箱、桶、盒”等都是客观现实中有的事物，具

有鲜明的形体特征，这种鲜明的形体特征突出了借

用量词的物质性，所以可以受到形容词的描写。再

加上这些借用量词本来就可以用作容器或者是运

载工具 ，可以用来评估事物的大小。受到形容词修

饰的个体量词也具有鲜明的形体特征，例如，“块”

表示方形的事物，“根”表示长条的事物、“条”表示

条状的事物、“段”可以表示整体的一部分、“张”可

以表示平面事物等。这些量词都具有形状表现功

能，具有一定的物质性，跟名词有共同之处，所以才

能受到形容词的修饰。现以陆俭明先生文中的量

词为例，总结如下：

1. 表示点状的量词

粒：你别小看这几小粒黄豆。

颗：他在墙上钉了一大颗钉子。

2. 表示三角形的量词

角：吃了一小角月饼。

3. 表示疙瘩状的量词

嘟噜：吃了一大嘟噜葡萄。

4. 表示堆状的量词

坨：大门上也有一大坨泥巴。

沓：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大沓钞票。

5. 表示圆形、环状的量词

面：她买了一大面镜子。

丸：睡觉前一小丸银翘解毒丸。

卷：拿一小卷纸过去。

筒：一整筒都是大号的笔。

团：茶几上搁着一小团毛线。

6. 表示方形的量词

块：吃了一大块点心。

7. 表示根状的量词

根：切了一大根葱。

棵：洗了两大棵白菜。

8. 表示条状的量词

条：脸上有一长条伤疤。

股：他肚子里还有一小股气呢。

段：跟他要了一小段铁丝。

列：那一长列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过去。

串：给平平买了一长串糖葫芦。

9. 表示线状的量词

绺：发现门边挂着一小绺头发。

10. 表示平面的量词：

张：用了一大张纸。

片：切了一大小薄片肉。

层：窗台上积了一厚层土。

事实上，人们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物质性开始于

20世纪40年代，陈望道在《论现代汉语中单位和单

位词》，指出量词具有形体特征，并把量词称为“形

体单位的量词”[2]。石毓智也认为“物质性是形状量

词的第二位认知基础”[3]。虽然两位学者是不同的

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部分量词有

独特的形体特征，具有物质性。正因为部分量词具

有物质性，形容词插入数量词才成为可能。

（二）空间性

陈平指出：“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他们一般都

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

大小、多少、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4]。他

还指出，名词的语法特征一般与空间特征有关，“人

们以语法形态为依据，进而把握有关事物在空间分

布上呈现出的各种状态，借以理解这些事物在特定

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4]一般说来，名词都可以受

形容词修饰，名词具有空间性，量词和数词组合修

饰名词，名词的空间性特征影响了量词。个体量词

最本质的语义特征是[+空间]，具有明确的空间属

性。例如，“条”，根据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

典》，可以计量细条状的物件，也可以计量长条状的

动物或植物，明确描述空间特点。还有“一尾鱼”中

的“尾”利用身体的一部分表量，或者是“一把刀”的

“把”凭借物体的部分或者具体用具表量。这类个

体量词的空间性特征十分明显，具体说来它们的差

异是在空间性的表现程度上，语法化程度越高，量

词的空间性特征就越不明显。以现在最为通用的

“个”为例，它最早是由“箇”演变而来，《说文解字》

释义为“竹”。在周秦时期，“个”只能用于数竹，随

着在使用中的不断变化，空间性渐渐减弱，使得

“个”的[+空间]语义特征变得不明显。其他通用性

强的量词，大多也是相同的情况。因为量词的空间

性表现不同，数量词中的量词在选择形容词的时候

表现出很大差异。例如，“串”具有连贯、成串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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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特征，这种形状上的特点和量词“串”所具有的空

间属性之间具有联系，所以“串”能够受到“大”、

“小”、“长”、“整”修饰，这些形容词都是对“串”这个

量的多少和完整的状态进行描写。这也是我们接

下来要谈到的量词的另外一个特征：描写性。

（三）描写性

数+形+量结构在口语和书面语的使用都十分

广泛，在数量词中间加入形容词，整个结构更加形

象，使得量词的描写作用更加突出。汉语量词本身

就具有一定的描绘性和比喻性，给人以具体的形象

之感。也就是量词除了有表量功能，还具有描写特

征，特别是数+形+量结构中的量词。

第一组：一滴眼泪 一串眼泪 两行眼泪

一块疤 一条疤 一道疤

第二组：一小滴眼泪 一长串眼泪

一大块疤 一长条疤

在第一组中，同一种客观事物使用了不同的量

词，量词的不同引起的不仅是量的变化，更多是描

写了数量短语后面所修饰的名词的形态的不同，这

个时候量词的变量作用淡化，突出变现出一种描写

性。在第二组中，量词受到了“大”、“小”、“长”等单

音节形容词的修饰，可以看出这些形容词是在对量

词的形状性进行一种描写和修饰。再比如，“地上

有一滩血”和“地上有一大滩血”，“吓了我一跳”和

“吓了我一大跳”，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后一例中的

数量词中的量词更加准确的说明血的量比较大，受

到惊吓的程度比较大，更多是描写了事物的状态。

数量结构中量词受到形容词修饰不仅可以表示量

的大小，还可以事物状态和情况进行描写。

量词具有空间性，在各个维度上可以描写事物

的大小、数量；量词具有物质性，具有形状的不同，可

以对量词进行区别分类，对名词进行描写。也正是

因为量词具有空间性、物质性和描写性，形容词才可

以修饰量词，数+形+量结构才得以成立。

数+形+量结构能否插入形容词，跟量词有着密

切的关系，正因为量词具有物质性、空间性、描写

性，它才可以进入这个结构受到形容词的修饰，在

这个结构中的量词不仅可以表量，而且可以描写名

词的性状。另外，数量结构中插入形容词对这个结

构的语义有很大的影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数+形+量结构的语义。关于数+形+量

的结构需要解释的还很多，还需要我们深入观察和

分析。比如，这个结构中的形容词+量词有逐渐脱

落出整个结构的趋势，出现了形容词修饰量词有凝

固成固定词组或者凝固成词的现象，例如整篇、整

天、长条、横排等，这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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