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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量词在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句法结构中是个非常活跃的因素，是汉藏语的一个
重要特点，它往往能够制约句法结构的特点及其演变，在语法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我国语言学者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持续研究，为深化量词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但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中，量词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包括如何认识量词在句法演变中
的作用、怎样看待量词的共性和个性、如何解释量词的类型学特征、现代类型学的参项和蕴含规律、
如何处理量词的因素等，因而量词研究还是一片未被充分开发的沃土，大有可为。
对量词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语法研究上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语言教学、语
言翻译等）。
　　蒋颖博士的《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藏语名量词进行了
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该书有以下几个创新点：1.揭示了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历史层次；2.解释了汉藏语名量词产生的动因、
机制；3.分析了反响型量词的独特地位及其既有语法化又有词汇化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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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使用了跨语言比较的方法，尽力揭示单一语言研究所未能发现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对量词的研究，过去多是单一语言的研究，跨语言的比较研究较少。
固然，单一语言的量词研究是研究量词的基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其深入研究必须进入跨语言比较
。
    作者重视语料建设，用力很勤。
她曾跟随我作过五种语言的田野调查。
现在她自己也正在进行普米语的田野调查，准备完成一部普米语参考语法。
本书中就收入了她本人亲自参与调查过的六种语言的量词语料和研究成果。
本书共涉及了汉藏语系三十多种语言的语料，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各种语言有关量词研究的成果。
其语料之多，是当今量词综合研究的论著所未有的。
有了比较多的语料后，作者就能在跨语言比较的领域尽情飞翔，发现一些单一语言研究看不到的语言
规律。
    蒋颖博士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发现问题，并能抓住小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思考，最终得出前人
尚未注意到或比前人更加深入的结论。
    总之，本书提出的一些论点以及跨语言的研究方法均有新意，对汉藏语量词的研究以及语言类型学
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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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三节 名量词研究的难点及本书的创新点　　一、名量词研究的难点　　（一
）汉藏语大多数语言普遍缺乏历史文献　　汉藏语数目众多，历史文献的丰富程度差别很大。
其中只有汉语、藏语、缅语等语言有古老的文字，并保留了较多的历史文献。
大多数语言都缺乏可供研究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
因而在进行名量词比较时，除了尽可能地使用现有的历史文献材料外，主要靠现有的语言材料来进行
共时和历时的研究。
这就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汉藏语大多数语言名量词研究尚不深入　　对名量词的研究，除了汉语研究的比较多，有
了较丰富的成果以外，其他语言的研究普遍较少，甚至有些语言至今还无人研究过。
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就遇到材料不均、材料不够等困难。
虽然在不断补充材料，但语料仍然不够充足，使得对某些结论的论证缺乏有力的证据。
　　（三）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名量词研究少　　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汉藏语名量词的研究，
以传统语言学理论方法进行的比较多。
非汉语的研究大多是模仿汉语研究的传统框架和方法。
近些年来，在汉语名量词研究中，开始有人尝试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
如用现代类型学理论研究名量词的共性和个性，用语法化视角来观察名量词的演变等。
在汉语的影响下，也有人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进行非汉语名量词研究，但还只是刚起步，还
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
　　二、本书的创新点　　本书预计在下面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揭示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
历史层次　　虽然汉藏语名量词起源和分化的时间不一致，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
我们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各语言名量词的起源层次一般都是先有非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这是
原始汉藏语里最古老的量词，然后才有个体量词。
非标准度量衡量词的出现，改变了句法结构的模式，即由名词和数词组合表示数量，发展为名词和数
词、名量词组合表示数量。
这种模式为后来个体量词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句法位置。
个体量词中，反响型量词出现最早，它是个体量词丰富发展的中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此后才有性状量词、类别量词、通用量词等类量词的出现，使名量词得以丰富和发展。
标准度量衡量词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是近代通过语言接触后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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