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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度范畴及其在补语系统中的句法实现》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语义语法理论”为基
本研究理论，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现代汉
语中程度范畴的语义系统及程度范畴在补语系统中的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程度范畴及其在补语系统中的句法实现》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如下：　　1.对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进
行了全面研究。
包括分析程度范畴与量范畴、数量范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量度范畴”的概念，认为程度范畴与数
量范畴属于并列关系的两个范畴，二者隶属于量度范畴；全面归纳了程度范畴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形
式，第一次全面分析了含有程度义的各类短语；构建了程度的范畴系统，提出动作也有程度，并从程
度的角度对动词进行了分类；提出“程度的表达类型”，梳理了9种程度的表达类型；首次总结了程
度范畴的性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了程度范畴的特点。
　　2.从程度范畴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程度补语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现代汉语补语系统进行了重新
分类，讨论了各类补语与程度的关系，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汉语补语系统中程度表达的类型与表达机
制，丰富对现代汉语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
明确分析了述补结构的两种不同语义类型，单一语义述补结构和复合语义述补结构；提出了指示述语
程度的补语和自含程度义的补语等概念。
　　3.首次从形式和语义两个方面全面分析了高程度补语的立类依据，并依此标准穷尽式地确定了现
代汉语中高程度补语的成员，对现代汉语中的高程度补语进行了多角度、有层次的分类。
　　4.利用计算语言学自动分词技术进行大规模语料计算与分析，基于大规模语料调查结果全面分析
了高程度补语与述语的组合规律。
　　5.尝试从认知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解释高程度补语的产生机制。
我们根据理想化认知模式区分了结果的不同类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性质的结果与程度的关系。
　　6.关注高程度补语的动态变化，首次对高程度补语中的新成员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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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4 相对与绝对　　程度范畴是一种相对性范畴。
程度的表达一定要有参照对象。
参照对象可以是内化的，也可以是外化的；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可以精确，也可以模糊。
不少学者在研究程度副词时发现并探讨了这个问题。
张桂宾（1997）指出绝对程度副词表示的是一种与概念的经验性的主观理解相比较体现出来的程度差
别，相对程度副词表示的是一种与客观同性质事物相比较所体现出的程度差别。
也就是说二者都是经过比较体现出来的，只不过一个是主观的比较，一个是客观的比较。
张谊生（2004）进一步指出绝对程度副词也含有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没有明确的比较认知域，具有
“通比性”。
吴立红（2006）更明确地提出了所有程度均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程度差别都是通过“比较”获得
的，没有比较，则无所谓程度。
我们认为，所谓比较，一定有参照对象，这实际上就承认了程度范畴的相对特性。
程度的相对性还表现在参照对象的改变可以直接导致程度的改变。
例如，一个人月收入2000元，在现在，特别是在大城市，这样的收入不高，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收入
不高”。
但在30年前，这样的收入就绝对不可能“不高”，可能算“中等”，甚至“很高”。
　　数量范畴具有绝对性。
数量体现为一种绝对数值，不需要依赖任何参照对象而存在，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和各种量化工具来测
算。
例如，客观世界中的任何实体性事物都占据着一定的空间，都有长度、宽度、高度、体积、重量、密
度等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是绝对的客观存在，人们在认知这些属性时，可以使用各种测量仪器来测
定各种属性在数量上的具体表现，这些测算到的数值直接对应于客观事物的现实属性，无需任何参照
物。
那么，这些属性的量值是否对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有依赖性呢？
例如，温度的测算就存在华氏与摄氏两种不同的测算方式，测算值不具有同一性。
实际上，这与我们所讨论的程度的相对性的性质是不同的，测算方法导致的测算值的不同是可以准确
换算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的不同不会导致客观数量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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