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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厚、薄”是描述事物“厚度”的形容词。“厚、薄”是事物最小的垂直维度，没有具体的方向；具有依

附性，它依附于二维的表面，即长和宽。与“厚、薄”搭配的事物都具有二维的表面，并且这些事物具有 实 体 性

和防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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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厚、薄”语义特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

有所 关 注，并 取 得 了 一 些 研 究 成 果。Ｂｉｅｒｗｉｓｃｈ
（１９６７）指出，维 度 词“ｄｉｃｋ（厚）”描 写 的 维 度 不 是

事物主要 的 维 度。当“ｄｉｃｋ”描 述“木 板”时，指 的

是木板“最小的维度”；当“ｄｉｃｋ”描述“香烟”时，指

的是事物最 小 的 二 个 维 度；“ｄｉｃｋ”也 可 以 描 述 三

个维 度，比 如 球 形 物“球、苹 果”等。［１］（Ｐ３３）Ｃｌａｒｋ
（１９７３）指出，通常“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指一个维度时）用

来描述三维事物，只有当高度（长度）和宽度用来

描述事物最大的二个维度时，“厚”才能描述这个

事物，比如“门”。［２］（Ｐ３９）Ｆｉｌｌｍｏｒｅ（１９９７）指 出，“高、

长、宽”是凸显的维度，而“厚”是不凸显的维度，比
如“木板、门”。［３］（Ｐ４０）Ｖｏｇｅｌ（２００４）指 出，瑞 典 语 中

的“ｔｊｏｃｋ”可 以 描 述 圆 柱 形 事 物 两 个 最 小 的 维 度

或扁平三 维 事 物 的 一 个 最 小 的 维 度。［４］（Ｐ１７８）西 语

如“德语、英 语、瑞 典 语”中 的“ｔｈｉｃｋ”对 应 于 汉 语

中的“厚、粗、浓”。《现代汉语词典》对“厚、薄”的

解释为：

厚：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大：～木板︱

～棉衣︱嘴唇很～。

薄：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小：～版︱～
被︱～片︱这种纸很～。

从词典的释义可以看出“厚、薄”两个语义特

征：一个是对事物形状的要求，即扁平事物；二是

维度的 位 置，即 上 下 两 面 之 间 的 距 离。任 永 军

（２００３）指出“厚、薄”的语义特征为：与“高、低”的

垂直维度相比凸显度较小，物体必须是扁平状，物

体具有“固体”的性质。［５］已有研究虽然揭示出了

“厚、薄”的一些语义特征，但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其

语义的本质，并且它们只分析了“厚、薄”本身的语

义特征，却没有分析与“厚、薄”搭配的名词的语义

特征。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海量语料统计的

基础上①，以“厚”为例全面分析“厚、薄”的语义特

征（“厚”和“薄”的 用 法 具 有 一 定 的 对 称 性，能 用

“厚”描述的事物通常也能用“薄”描述，如“厚木板

－薄 木 板、厚 纸－薄 纸、厚 厚 的 灰 尘－薄 薄 的 灰

尘、厚被子－薄被子”等，所以，“厚”和“薄”的语义

特征基本相同）。

空间维度形容词表示的空间维度特征必须借

助于所修饰的名词所表示的事物的特征来体现，

实质上，维度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与所修饰的名词

的语义特征是相互缠绕的，因此，以下在分析维度

形容词“厚”的语义特征时，既分析“厚”本身的语

义特征，也分析与“厚”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特征。

　　一、“厚、薄”的语义特征

“厚、薄”倾向于与接近二维事物的三维事物

组合，这类事物在两个维度上的延伸比在第三个

维度上的延伸大得多，如果把这类三维事物抽象

化、图式化，可以看成是二维的平面事物，第三个

维度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被忽略不计的第三个维

度就是“厚”。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 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９１）把 描

写表面型事物（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ｋ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的词语分成

两类：一类是表二维事物的词语，如“方形、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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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 形、梯 形”等；另 一 类 是 表 厚 表 面（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的 词 语，如“层（ｌａｙｅｒ）、片（ｓｌｉｃｅ）、板

（ｓｌａｂ）、张（ｓｈｅｅｔ）”等。［６］（Ｐ１４８）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 Ｌａｎ－
ｄａｕ认为如果 这 些 二 维 的 表 面 用 形 容 词“厚、薄”
描述，那么这些二维表面就变成了三维立体事物。
我们理解为“长／高”和“宽”这两个维度首先形成

二维的表面，第三个维度“厚”把表面变成有体积

的三维事物，比如“纸、布、窗帘、叶子、木板”等，首
先可以看成是二维表面事物，用“长、宽”描述，然

后把表面看成立体的事物时，第三个维度用“厚”
描述。因此，“厚”指的是把二维平面变成三维立

体事物的 第 三 个 维 度 且 是 事 物 维 度 中 最 小 的 维

度。“厚”是 事 物 外 部 的 垂 直 维 度，这 个 特 点 与

“高”相同，但是“厚”和“高”是意义不同的两个维

度。“厚”没有方向性，而“高”却有具体的方向，即
从下往上。垂直维度“厚”是最小的维度，而垂直

维度“高”是 最 大 的 维 度。“厚”适 合 与 二 维 事 物

（其他两个 维 度 的 延 伸 比 第 三 个 维 度 大 得 多）组

合，而“高”适 合 与 三 维 事 物（三 个 维 度 的 延 伸 相

当）组合。“厚”与“高”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维度的

大小和方向的不同。

　　二、与“厚、薄”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特征

（一）二维事物的表面　与“厚”搭配的事物都

是二 维 事 物，都 具 有 二 维 的 表 面，下 面 将 详 细 讨

论：

１．形状规则的二维表面。与“厚”组合最多的

事物是形状规则的方形二维事物，如“木板、地毯、
坐垫、书、布、窗帘、席子、纸、镜片、被子、墙、衣裤、
鞋底”等。

（１）她走到窗前，把厚厚的窗帘拉紧，屋里重

又黑暗起来。
（２）一个朴素的小女孩，站在高大的玻璃书架

前在翻阅着一本厚厚的书。
“窗帘、书”首 先 都 可 以 理 解 为 二 维 事 物，然

后，加上去的第三个维度用“厚、薄”描述。因为厚

度是事物最小的、不凸显的维度，人们在认知过程

中很容易通过抽象化和理想化，把这一维度忽略

或过滤掉，因此，这些事物都可以看成二维事物。

２．人体部件的表面。“厚”还可以与人体部件

组合，这些人体部件通常可以看成二维事物，具有

二维的表面，比如“嘴唇、眼皮、脸皮、皮肤、肩膀、
手掌、脚、胸脯、背”等。

（３）他不仅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还能闻到从

老杜头厚厚嘴唇里喷出来的酒味。
（４）元豹的脸已经打成紫茄子了，厚厚的脸皮

肿得像纸一样薄一样透明。

３．形状不规则的二维平面。与“厚”组合的事

物有些是形状不规则的二维事物，如“云、痂、茧”
等。

（５）我把她两只手拿起来看了又看，想看看那

户人家是不是让凤霞做牛做马地干活，看了很久

也看不出个究竟来，凤霞手上厚厚的茧在家里就

有了。
（６）头顶上方可能浮盖着一层厚厚的云，我们

看不见它，但可以相信：是它遮住了天上的乔里玛

星和那片残月。
综上所述，无论是形状规则的还是不规则的，

无论是细小的事物还是较大的事物，只要能看作

二维的表面事物，都能用形容词“厚”描述，“厚”指
的是事物最小的垂直维度。

（二）实体性　“厚”事物都是实心的而不能是

空心 的，比 如，我 们 不 能 说“厚 水 管、厚 竹 筒”等。
“厚”的这一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个“实”字上，硬的

事物可以理解为“坚实”，软的事物可以理解为“结
实”，松软 的 固 体 物 质 可 以 理 解 为“繁 多、致 密”。
比如“厚墙、厚木板、厚鞋底、厚镜片”等都隐含有

“坚实”义；“厚被子、厚地毯、厚布、厚衣服”等软质

的事物都隐含有“结实”义，实际上这种“结实”义，
也可以理 解 为 这 些 事 物 的“质 地 好”；“厚 厚 的 灰

尘、厚厚的胭脂、厚厚的青苔、厚厚的头发”等松软

的物质都隐含有“繁多、致密”义，这些事物由于繁

多、密 集 地 聚 拢 在 一 起 形 成 一 层 平 面 所 以 能 用

“厚”描述，如 果 比 较 少 而 稀，事 物 之 间 有 空 隙 的

话，就不能用“厚”描述了。因此，凡是能用“厚”描
述的都是实心的事物。

（三）防护性　Ｖａｎｄｅｌｏｉｓｅ（１９９３）指出法语的

“厚”具 有 抵 抗 性（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既 防 止 被 穿 透，也

防 止 被 破 坏，比 如 “厚 木 板”。［７］（Ｐ２９－４７）Ｖｏｇｅｌ
（２００４：１９２）指出瑞典语的“厚”也具有抵抗性，她

认为“厚”描述的各种类型的事物在硬度上可以看

成是一个连续统，从软物质到硬物质它们的硬度

是逐渐递 增 的。［４］（Ｐ１７８）她 认 为 事 物 的 硬 度 越 大 其

抵抗性越弱，事物越软，抵抗性越强。因为软的事

物比硬的事物有弹性，通常有弹性的事物比没有

弹性的事物具有更强的抵抗性，弹性的事物有一

种反弹能力，而没有弹性的硬质事物比较容易破

碎和断裂。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厚”事物的抵抗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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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等级，因为不同的厚事物具有不同类型的抵

抗性，不存在等级的区别。我们认为“厚”事物具

有防护性，防护性和抵抗性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

避免外面事物的干扰，但 Ｖａｎｄｅｌｏｉｓｅ和 Ｖｏｇｅｌ说

的抵抗性主要是非穿透性或非破坏性，而我们说

的防护性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厚事物有不同的具

体的防护内容，比如“厚墙”的功能是保护墙内的

人和事物不受外物的侵犯；“厚被子、厚棉衣”的功

能是防寒保暖；“厚木板、厚地毯、厚桑皮纸”都是

起着保护层的功能；“厚”描述的人体部件比如“厚
背、厚厚的胸腔、厚肩膀”等的功能可以是保护它

们不被外力，比如打架等的伤害，也可以认为是保

护人体内脏不受到来自外力的伤害。有时在句子

中就直接呈现了厚事物的功能，如：
（７）我们这里本来就应该有一座高大厚实的

围墙，墙顶上还须栽着尖角玻璃或铁刺，以防不肖

之徒翻墙越户。
（８）因为把每一扇窗牖都用厚厚的帘幔遮得

严严实实，所以从庭院里完全看不出她这居室的

烛光。
（９）假如不是那时的人都留了很厚的头发，连

脑子都能打出来。
例（７）中的“厚”围墙的功能就是防止“不肖之

徒翻墙越户”；例（８）中 的“厚 帘 幔”的 功 能 是“遮

光”；例（９）中的“厚头发”的功能是避免头被打。

　　三、结语

“厚、薄”是描述事物厚度的形容词，倾向与接

近于二维事物的三维事物组合，这类事物在两个

维度上的延伸比在第三个维度上的延伸大得多，
如果把这类三维事物抽象化、图式化，可以看成是

二维的平面事物，第三个维度可以忽略不计，这个

被忽略不计的第 三 个 维 度 就 是“厚”。“长／高”和

“宽”这两个维度首先形成二维的表面，而第三个

维度“厚”把 表 面 变 成 有 体 积 的 三 维 事 物，比 如

“纸、布、窗帘、叶子”等，首先可以看成是二维表面

事物，用“长、宽”描述，然后把表面看成立体的事

物时，第三个维度就用“厚”描述。因此，“厚”是指

把二维平面变成三维立体事物的第三个维度且是

事物维度中最小的维度。与“厚、薄”搭配的名词

都 具有二维的表面，无论是形状规则的还是不规

则的，无论是细小的事物还是较大的事物，只要具

有二维表面的事物，都能用形容词“厚、薄”描述。
用“厚、薄”描述的事物具有实体性，这些事物都是

实心的 而 不 能 是 空 心 的。这 些 事 物 也 具 有 防 护

性，不同的“厚”事物有不同的具体的防护作用，比
如“厚墙”的功能是保护墙内的人和事物不受外物

的侵犯；“厚被子、厚棉衣”的功能是防寒保暖。
通过以上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正确地 理 解 汉

语“厚、薄”的语义及语义特征，而且能为词典编撰

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他空

间词的语义研究提供参考，以促进汉语空间词汇

语义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只研究了“厚、薄”的空间义，在空间义的

基础上，“厚、薄”已经衍生出了许多隐喻义。“厚、
薄”有哪些隐喻义？这些隐喻义和空间义之间以及

各隐喻义之间的联系如何？它们之间演变的机制

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作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是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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