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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通过动量词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的语义功能和分布功能来考察汉语中的动量词
，

认为它们不是互不相干的
，
而是在��计事�和��计时〕两个语义特征上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

。

这个体系描述了动量词范畴成员之间的深层联系
，

明确 了动量词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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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量词表示动作的量
，

广义的动量词包括借用动量词
、

专用动量词和时量词
。

本文考察动量词的语

义特征
，

目的是试图找出它们深层的共性和差异
，

探讨它们的深层关系
。

由于数词和量词密不可分
，

我

们对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是基于
“
数词十量词

”
结构的

。

�
�

动量词的语义体系

�� 动量词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
，

因此总与事件相关
，

蕴含一个��事件〕特呱 由于
“
动

作的次数
，

一方面和
‘

量
’

的观念有关
，

一方面也和
‘

时
’

的观念相关
” ，
川因此也蕴含一个「�时间〕特征

。

当借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
，

具有明确的��计事」语义特征
。

当时量词和数词组

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
，

具有明确的��计时�语义特征
。

专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示动

作的量时
，

其情况则居于两者之间
。

�� 在��计事�和��计时�两个语义特征上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的情况可以构成下

面的序列
�

��计事」借用动量词一顿 �场 �遍趟下 � 次回 番通顿 �场 � 阵下 ��时量词��计时〕
这个序列从左到右是一个��计事〕语义特征减弱

、

��计时〕语义特征增强的递变序列
，

从右到左则是一

个一个��计时〕语义特征减弱
、

��计事〕语义特征增强的递变序列
。

动量词内部语义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化
，

相应地数量结构的代替事件或表示时间的能力有变化
，

分布特征也有相应的差异
。

�
�

借用动量词和时量词的考察

�
�

� 借用动量词
，

为了简化讨论
，

我们仅指具有工具论元含义的名词
，

如
“
踢一脚

” 、 “
打一拳

” 、 “
砍一

刀
” 、 “

写一笔
”
中的

“
脚

” 、 “
拳

” 、 “
刀

” 、 “
笔

”
等

，

它们在事件具体化的过程中语义贡献小
，

因此有量

词化的倾向
，

我们现在一般把它们视为借用的动量词
。 ①由于这些借用动量词具有工具论元含义

，

是使动

词所表达的事件具体化的重要成分
，

也是构成事件的重要成分
，

因此它们与数词组构构成的数量结构在

表示动作的量时
，

总是带有事件本身的特征
，

具有��计事〕语义特征
。

���

从语义功能看由借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

单独时总是代替一个事件
。

如
�

��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经意一脚就会踩到汉朝以前
。

�韩少功 《马桥词典���
��我在马桥的时候

，

随便踩一脚
，

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
。

�韩少功 《马桥词典���
��那一枪先是打出了四爷的恐惧

， …… ，

然后它又那些恐惧全打掉了
。

�邓一光 《远离稼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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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
看了一次书

” 、 “
看了一眼

”
中

，

看只有用眼看
，

而看的对象则各种各样
，

因此在事件具体化的过程中
，

相比

“
书

”
而言

， “
眼

”
的语义贡献是很小的

。

正因为这样
， “
眼

”
被用来当作计量的单位

。



��刚才只一刀
，

干净利落把猪放倒
。

�韩少功 《马桥词典》�

这类数量结构单独时总是代替一个事件
，

即便是例 �� 中的
“
一脚

”
紧挨在核心动词前也是代替一个

事件
，

这一点
，

对比例 �� 会看得更清楚
。

这类数量结构前面可以添加一些指示成分
，

此时整个结构还是

指代事件
，

如例 ��
。

它们还可以具有表述性
，

独立成句
，

如例 ��
。

从分布功能看
，

这类数量结构表达动量时
，

最典型的分布特征是只能在核心动词后
。

由于它们的宾

语性较强
，

此时出现的受事宾语成分一般只能出现在数量结构前
，

如
“
打了小李几拳

” 、 “
砍了他一刀

”

等
。 ①这类数量结构表达动量时

，

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
，

前面我们己经讲到
“
一眼看透了他

” 、 “
一

刀杀了他
”
中

“
一眼

、 “
一刀

”
是代替一个事件

，

不是表达后边核心动词
“
看

” 、 “
杀

”
的量的

。

这类数量

结构也不能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
，

我们不说
“
一眼的看

” 、 “
三扁担的打

” 。

��� 时量词指的是
“
天

” 、 ‘

旧
” 、 “

年
” 、 “

周
”
等

，

它们都是时间量度词
，

与数词构成数量结构表示动作

的量时
，

纯粹表示事件延续的显性时间特征
，

不带有事件其它的特征
，

因此具有��计时〕的语义特征
。

从语义功能看
，

这类数量结构并不带有事件其它特征
，

它们没有代替事件的功能
，

单独或前加指示

成分如
“
一周

” 、 “
一月

” 、 “
前一周

” 、 “
那一天

”
等

，

仍然是纯粹表示时间的成分
。

从分布功能看
，

这类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延续时间时
，

可以在核心动词后出现
，

此时宾语成分可以

在数量结构前或后
，

如
“
看了三十分钟小说

” 、 “
看小说三十分钟

”
等

。

这类数量结构不出现在核心动词

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量
，

此时这类数量结构表示的是事件发生所在的时间
，
���如

“
三年完成了两个课题

”

中
“
三年

”
表示

“
完成两个课题

”
发生在

“
三年

”
这个时间段内

。

这类数量结构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

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
，

此时定中之间
， “
的

”
有时候可以不现

，

但一定可以加上去
，

如
“
三年的学习

改变了他的一生
”
中

“
三年的学习

” ， “
三年

”
是表示

“
学习

”
延续的时间量

。

�
�

专用动量词内部的考察

��� “
顿 �” 、 “

场 ，’，、 “
遍

” 、 “
趟

” 、 “
下 ，” 。

在序列中从借用动量词向右
，

就是这几个专用动量词
，

它们

在语义具体性上各有自己的特征
� “
顿 ，” 主要用来计量饮食行为

，

如
“
吃了一顿面条

” 、 “
喝了一顿酒

” �

“
场 �” 主票用来计量自然现象

、

社会活动
、

还有文艺体育考试等具有场地性特征的活动
，

如
“ 一

卜了一场

雨
” 、 “

打了一场官司
” 、 “

放了一场电影，’� ② “
遍

”
则计量涉及所有对象或对象所有方面的行为

，

如
“
写

了一遍生字
” 、 “

擦了一遍地
” � “

趟
”
则是计量行走

、

趋向以及与行走相关的行为
，

如
“
去了一趟武汉

’，、

“
买趟菜

” � “
下 ，” 则计量可以反复的行为

，

如
“
拍一下

” 、 “
甩一下手

”
等

。
�’�因此

，

它们和数词组合成

的数量结构在表达动作的量时
，

仍带有事件本身的一些特征
，

也具有较强��计事�语义特征
。

从语义功能上看
，

由这几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而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

它们单独时也总是代替

一个事件
。

但是
，

这些词相对于借用动量词而言
，

语义已经虚化
，

不像借用动量词那么具体
，

它们构成

数量结构代替事件时
，

已经可以用来表示时间
，

不过��计时�的语义特征还很弱
。

如
�

�� 林仙儿笑道
�

看你吃饭真有趣
，

你一顿吃的东西
，

我三天都吃不完
。

�古龙 《风云第一刀���
��只一下

，

就拍死了好几只苍蝇
。

��这趟的订单是 �� 万立方米
。

�张卫 《边睡归路���
�� 她自从练气功后

，

每顿都吃很多饭
。

�王朔 《痴人 》�

这类数量结构起代替作用时
，

与借用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有相似的地方
，

如例 ��
、
��

。

不过
，

这

类数量结构在前加一些指示成分时
，

它们在句中
，

虽然还代替一个事件
，

但由于量词的具体语义比借用

动量词更虚
，

因此事件的具体性已经减弱
，

可以用来表示时间
。

如例 ��
、

�� 中的
“
这趟

” 、 “
每顿 ”

从分布功能来看
，

这几个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一样
，

在与数词结合表达动作的量时
，

只出现的核心

动词的后面
。

不过与借用动量词不同
，

由于这儿个动量词语义己经比较虚化
，

因此数量结构的宾语性减

弱
，

动词后边的宾语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的前面
，

也可以出现在数量结构的后面
。

如
�

吃了一顿海鲜 踢他两下 看生字两遍 去北京一趟

下大雪一场 踢一下麻包 读一遍课文 来一趟香港

① 如果
“ ��数十� ”

中
，
� 语义贡献很小

，

量词化程度彻底
，

如
“
踢了一脚

” 、 “
看了一眼

”

时引入的动作受事成分既可以出现在
“
数��

”
的前面

，

也可以出现在
“
数��

”
的后面

�

② 这里场 �和场
�的区分与邵敬敏���不太一样

，

这里的场 ，
大致相当于邵文中场

�
的第 �

、
�

里的场 �大致相当于邵文的场
�
的第 �项用法

。

场
�
和场

�
的区分

，

中间存在连续状态
。

中的
“
脚

”
和

“
眼

” 。

此

项用法和场
�的用法

，

这



这几个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一样
，

在与数词结合表达动作的量时
，

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
，

例 ��

中
“
一顿吃的东西

” ， “
一顿

”
是代替

“
吃一顿

”
不是表达后边动词

“
吃

”
的量的

。

这类数量结构也不能

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
。

我们不说
“
一顿 �的�吃饭

” 、 “
一场 �的�下雨

” 、 “
一趟 �的�去武汉

’ ，、 “
两遍

�的�擦地
” 、 “

三下 �的�拍手
” 。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
， “
一顿猛吃

” 、 “
几顿大喝

”
之类

，

这里的
“
顿

”

不是
“
顿 ，” 而是后面的

“
顿 �” ，

此时的数字总是
“
一

”
或

“
几

” �

��� “
阵

” 、 “ 一

「�” 。

这两个词是两个比较模糊的时间量度词
， “
阵

”
表示较长时间

， “
下 �” 表示较短时间

。

正因如此
，

它们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表示动作的量时
，

具有非常强的��计时〕语义特征
。

从语义功能看
，

这类数量结构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
，

没有代替事件的功能
，

单独或前加指

示成分如
“
一阵

” 、 “
一下

” 、 “
这一阵

” 、 “
那一下

”
等

，

仍然是纯粹表示时间的成分
。

它们后面有时还可

以后附名词后缀
“
子

”
或

“
儿

” ，

如
“
一下子

” 、 “
一阵儿

” 、 “
这阵子

” 、 “
这下儿

” 。

从分布功能看
，

这类数量结构也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
，

它们表示动作的延续时间时
，

可以

在核心动词后出现
，

此时宾语成分可以在数量结构前也可以在数量结构后
，

如
“
看了他一阵

” 、 “
等了一

阵汽车
” 、 “

等一下他
” 、 “

等他一下
”
等

。

这类数量结构也一般不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

量
，

它们出现在核心动词前时表示的是事件发生所在的时间
，

如
“
好一阵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
中

“
好一

阵
”
表示

“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
发生在

“
好一阵

”
这个时间量度内

。

不过在这一点上
， “
阵

”
与

“
下�” 有

所不同
，

它还有类似
“
番

” 、 “
通

” 、 “
顿 �” 、 “

场 �”
的分布

，

即以一种介于定语和状语之间的状态在核心

动词前计量
。

这类数量结构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
，

定中之间的
“
的

”
可以不

出现
，

但一定可以加上去
，

如
“
好一阵的休息才让他恢复过来

” 、 “

一卜子的等待却引发了更大的热情
”

中的
“
好一阵

” 、 “
一下子

” 。

��� “
番

” 、 “
通

” 、 “
顿�” 、 “

场�” 。

这几个量词客观上并不表达时间量度
，

但是它们在主观情态上具有长

时意味
，

因此它们和数词组合成的数量结构表达动作的量时具有较强的��计时�语义特征
。 “
番

” 、 “
通

” 、

“
顿 �” 、 “

场 �”
这儿个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具有主观量大的情态特征

，

这有组配上的体现
�

大干一番 一顿死揍 一通大骂 大哭一场

� 前可以出现与量大相应的修饰语
，

相反的情形则不能说
，

如不能说
“
小干一番

” 、 “
一顿轻揍

” 、 “
一

通小骂
” 、 “

小哭一场
” 。

由于主观量大
，

因此数词也倾向于是
“
一

”
或

“
几

”
等

，

这也是组配上的限制
。

从否定形式也可以看出主观量的情态特征
。

一般而言
，

其它动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可以出现在
“
一十动量

词�都 �也�没��
”
这种否定形式中

，

但
“
务

” 、 “
通

” 、 “
顿 �” 、 “

场 �” 不行
，

我们不说
“
一通也没写

” 、 “
一

番也没干
” 、 “

一场也没哭
”
等

，

原因是这些动量词表示主观量大
，

与彻底否定不相容
。

表面上看
，

这几个量词与动词具有选择关系
， “
番

” 、 “
通

”
主要计量言说动词

� “
顿 �”

多计量打骂行

为
，

如
“
批了一顿

” 、 “
一顿痛打

” ，

但也可以表示其它的行为
，

如
“
一顿猛喝

”
等

� “
场 �” 则计量个人行

为
，

如
“
病了一场

” 、 “
空欢喜一场

”
等 �参考〔�」�

。

这些量词似乎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
，

但这仅仅是表面

现象
。

我们对比量词替换
，

而基本语义不变的结构体
，

如
“
一通打量

”
和

“
一番打量

” 、 “
一顿死揍

”
和

“
一通死揍

”
等

，

可以发现
，

从共时角度来看
，

这些量词并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
，

但是这些动量词和

动词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关系
，

由它们构成的数量结构还是具有一定的��计事」语义特征
。

它们和

动词的选择性可能与它们的历史来源相关
。

从语义功能上看
，

这些量词具有主观量的情态特征
，

客观上不表达时间量度
，

它们组合成的数量结

构要表达动作的量特征必须依附在表示动作的动词上
。

这几个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不能独立于核心动词

而使用
， “
这一通

” 、 “
一番

”
等单独不说

，

因此无所谓代替功能
。

从分布功能来看
，

这类数量结构跟
“
阵

” 、 “ 一

卜�
”
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

，

它们表示动作的量时
，

可以在核心动词后出现
，

此时宾语成分可以在数量结构前也可以在数量结构后
，

如
“
骂了他一通

” 、 “
打了

一通电话
” 、 “

打了他一顿
” 、 “

批他一场
” 、 “

打量一番刚进来的人
”
等

。

这类数量结构跟
“
阵

” 、 “ 一

卜�
”
和时

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一样
，

可以以定语形式出现在核心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量
，

不一样的是
，

这类数量结

构后面不能添加
“
的

”
字

，

如
“
这番检讨

” 、 “
这顿骂

” 、 “
一通撒泼

” 。

不过
“
阵

”
是两可

，

不加
“
的

”
时

分布与
“
番

” 、 “
通

” 、 “
顿 �” 、 “

场 �”
相似

。

这类数量结构跟
“
下 �” 和时量词构成的数量结构不一样

，

它

们可以出现在核心动词前做状语来表达动作的量
，

如
�

�� 那妞儿正在一个人懒睡
，

听到我们问
，

便说许立字昨天夜里把她好一顿教育
。

�王朔 《许爷���



���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
，

愿意这车走下去
，

走下去
。

�钱钟书 《围城���
��� 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

，

并抡起钢丝锁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抽
。

�王朔 《看上去很美���

不过这类状语与作定语时很相似
，

其前不能加
“
地

’，，

其后的 �
，

也不能带
“
着

” 、 “
了

” 、 “
过

”
和结

果补语等
，

处在一种比较边缘的状态
。 “
阵

”
也有类似的分布

，

如
“
他一阵大哭

” 。

总而言之
，

这类数量

结构在核动词前表达动作的量时处于一种介于定语和状语之间的状态
。

��� “
次

” 、 “
回

” 。

处在这个序列中心的动量词
“
次

” 、 “
回

” ，

既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
，

也不包含主观

量的情态特征或时间量度特征
，

语义最为单纯
，

是最为纯粹的两个动量词
，

在��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
征上没有偏向

。

它们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
，

使用最为复杂多样
，

句法状态非常复杂
。

使用频率上
“
次

”

的使用
，

在我们搜集的近三千个专用动量词的用例中
，

儿乎占了���
。 “
次

”
和

“
回

”
的使用频率差异也

很大
，

后者占总用例的大约 ��多一点
。

从语义功能来看
，

由这两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而成的数量结构除了计量外
，

它们单独时也可以代替

一个事件
，

如
“
一次付清了全部款项

”
中的

“
一次

” 。

这类数量结构在句中
，

在代替一个事件时
，

但由于

量词的语义单纯
，

代表的事件相当抽象
，

具有很强的表时间意味
。

如
�

���没想到这回的新闻由头是你们金段长
。

�周明发 《盖棺论定》�
���一次

，

他们还哼起那首 《迷途的羔羊》 。

�胡发云 《费普与合唱》�

这些例子中的
“
这回

” 、 “
一次

” ，

很明确是表示时间的
。

它们表示时间时
，

相比
“
顿 �” 、 “

场 �” 、 “
遍

” 、

“
趟

” 、 “
下 �” ，

数量结构前可以没有起指示作用的词语
。

从分布功能来看
，

一方面
，

比照偏向于��计事』语义特征的动量词
，

这两个动量词和数词组合成的数

量结构不但可以在核心动词之后
，

也可以在核心动词之前表达动作的量了
。

另一方面
，

比照偏向于��计

时」语义特征的动量词 ，

这类数量结构在核心动词之前表达动作的量时
，

更自如地作状语或定语
。

如
�

���借了要还的
，

一借一还
，

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
，

而且不着痕迹
。

�钱钟书 《围城���
���金建民多次指责她小家子气

。

�周明发 《盖棺论定���

例 ��� 中
“
两次

”
充当定语

，

在语境许可的情况下其后可插入
“
的

” ，

如可以说
“
两次的接触

” 。

例

���中
“
多次

”
充当状语

，

此时 � 后可出现
“
了

” 、 “
过

”
等

，

数量结构后也可以出现
“
地

” 。

上面例
，

可

以在数量结构后加
“
地

”
或 �后加

“
过

” 。

从分布上看
，

这类数量结构在核心动词之后表达动作的量时
，

宾语可以在数量之前或之后
，

如
“
看过一次书

” 、 “
看书一次

” 、 “
买一回布

” 、 “
进城一回

” 。

�
�

小结

���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

妇
�

�中动量词的序列
，

是一个��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双向递变的

序列
，

与此相应由动量词和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在语义功能上和分布功能上有相应的变化
。

如果我们立足于数量结构的��计事〕和��计时�语义特征来看动量词 ， “
次

” 、 “
回

”
是最为典型的动量

词
。

它们构成的数量结构不表达具体的事件特征
，

只表示一个抽象的事件
，

也不表达时间量度
，

但包含

一个抽象时间特征
。

这个数量结构可以代替一个抽象事件
，

并以此来表示时间
，

如前面我们所说的
“
这

次
” 、 “

那回
” 、 “

一回
”
等

。

由于语义单纯
，

��计事〕和��计时〕的语义特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

数量结构的

语义功能和分布功能最为复杂多样
，

使用频率最高
，

这是这些动量词作为典型动量词的外在体现
。

在这个序列中
，

从
“
次

” 、 “
回

”
向左

，

��计事〕的语义特征增强
，

这是通过动量词的语义具体化来实现

的
。

比如
“
场 �” 的场地性特征

、 “
遍

”
的周遍性特征

、 “
趟

”
则是一来一回等

。

到了借用动量词
，

它们的语

义更为具体
，

主要是动词的工具论元
。

因此从语义功能看
，

数量结构代替的事件越来越具体
。

其结果是从

分布功能看
，

数量结构由自由在核心动词前表动量过渡到只能在核心动词后表动量
，

在核心动词后表动量

的情况也由自由地在宾语前或后过渡到只能在宾语后
。

在这个序列中
，

从
“
次

” 、 “
回

”
向右

，

��计时〕的语
义特征增强

，

这通过量词本身表达时间的量度来实现
。 “
番

” 、 “
通

” 、 “
顿 �’，、 “

场 �” 几个量词
，

本身并不是

表达时间的量度
，

它们是通过主观情态特征来实现体现是强��计时』的语义特征的
。 “
阵

”
和

“
下 �” 是一个

时间相对模糊的时间量度词
。

时间量词则是非常明确的时间量度词
。

由于动量词的时间量度越来越明确
，

因此从语义功能看
，

向右数量结构已没有了代替事件的功能
。

结果
，

从分布功能上看
，

数量结构由可以

自由在核心动词前做定语或状语表动量过渡到在核心动词前表动量时只能在做定语
。

在这个序列中
，

从
“
次

” 、 “
回

”
向右

，

动量词的时间量度越来越明确
，

但数量结构也蕴含一个抽象

的事件
，

因为动量词是表示事件的单位
。

此时数量结构的��计事�语义特征体现在动量词和动词之间的选



择关系上
， ·

向右随着动量词与动词的选择关系也越来越弱
，

可以说动量词的��计事」语义特征越来越弱
，

到了动量词
“
下 �” ，

它己经与动词的选择性已经很弱了
。

在这个序列中
，

从
“
次

” 、 “
回

”
向左

，

包括
“
次

” 、

“
回

”
本身

，

不表示时间量度
，

但数量结构也蕴含时间特征
。

此时数量结构的��计时〕语义特征体现在数
量结构可以通过代替抽象事件来表示时间

。

在动量词语义具体化的过程中
，

数量结构代替的事件越来越

具体
，

因此以事件的抽象化来表时间的能力也越来越弱
，

因此可以说动量词的��计事�语义特征也越来越

弱
，

到了借用动量词
，

它们与数词构成的数量结构
，

一般不用来表示时间了
。

根据上面的讨论
，

结合数量结构在��计事〕和��计时」语义特征上差异
， “
次

” 、 “
回

”
是最典型动量词

，

其次则是
“
番

” 、 “
通

” 、 “
顿 �” 、 “

场 �” 和顿 �
、

场 �
、

遍
、

趟
、 一

卜�， 再次则为
“
阵

” 、 “
下 �” 和借用动量

词
，

教科书一般把它们都归为动量词
。

时量词
，

虽是广义的动量词
，

教科书往往另立时量词一类
。

�
�

�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
， “
顿

” 、 “
场

”
形式只有一个

，

什么时候是
“
顿 �” 、 “

场 �” 或
“
顿 �” 、 “

场 �” ，

取

决于它们着重表达事件的具体特征
，

还是体现主观量大
。 “ 一

卜
”
的形式也只有一个

，

什么时候是
“
下 �， ’

或
“ 一

下�
” ，

取决于它计量可以反复的行为
，

还是体现时间量度特征
。

不过
，

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
，

都是功

能促动的
。

一分为二
，

是因为有差异
。

使用同一形式
，

依据同构原则
，

相同的形式是他们意义或功能上

某种相似所促动的
。 “
顿 ，” 、 “

场 �” 计量的事件总是延续一段时间的完整行为
，

因此可以体现主观大量
。

“
吞

”
和

“
通

” ，

从历史上看
，

前者最初表示的次数总含有多次重复或反复出现的意味
，

后者表示击鼓一

定的数量为一通
，

都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
，

当这种计事的意味虚化
，

计时性突显的时候
，

因此体现主观

量大的情态特征
。 “
下

”
最先开始计量

“
打击

”
之类事件

，

由于这类事件总是进行比较快的
，

所以可以表

示短时的量度
。

���由于使用同一形式
， “
场

” 、 “
顿

”
具有主观情态特征还是表达具体的事件特征有模糊的

时候
，

比如
“
辨论一场

” 、 “
革命一场

”
中的

“
场

”
是

“
场�” ，

但
“
一场辨论

” 、 “
一场革命

”
中的

“
场

”
从

语义上看像
“
场 ，” ，

但分布特征却像
“
场 �”

。

动量词中
，

还有一个
“
气

” ，

它一般与
“
一

”
构成

“
一气

” 。

它的用法有些特殊
，

可以用如动量词
，

如
“
乱说一气

” 、 “
喝了一气凉水

” 。

但也有不像动量词的
，

如
“
串通一气

” 。

这实际上是因为它既具有由
“
一 口气

”
虚化而来的不间断的延续特征

，

义可蕴含主观大量的情态特征
，

两者纠结在一起
，

不像
“
顿

” 、

“
场

”
那样

，

两种特征可以分开
，

于是形成不同于它们的特殊情形
。 “
一气

”
位于 � 前时

，

形式上不同于
“
番

” 、 “
通

” 、 “
顿 �” 、 “

场 �” 构成的数量结构
，

可以与后面的 �分开
，

像情态副词
，

如
“
一气他走到了

关厢
” ，

同时
“
一气

”
不能充当定语

。

��� 动量词与一些名词也可以比较自由地组配
，

如
“
一次机遇

” 、 “
一场洪水

” 、 “
这顿饭

” 、 “
一阵音乐声

” ，

这既与数 �动�量结构的相关
，

也与名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

内部情形很是复杂
，

我们另文讨论
。

�附记�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桐山基金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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