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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底，在学校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之下，我申报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并顺利
通过专家评审而有幸成为这一计划的入选者。
在入选计划申报书中，我所提交的研究课题是“汉语句法结构的隐性量研究”　（课题编号：NET
一04-0179）。
　　自1999年撰写《“双数量结构”的语义及其句法影响》开始，我便对汉语中有关“量”的问题产
生了很大的兴趣。
随着后来逐步接触到主观性和主观量理论，尤其是接触了本杰明·李·沃尔夫的隐性范畴理论之后，
我对汉语中的隐性量问题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了。
这种研究兴趣在我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之后，便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巨大的动
力。
　　这些年来，虽然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汉语句法结构的隐性量问题上，但限于个人的时间
、精力和理论修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至今还相当有限。
好在我有条件把我的这一研究兴趣传播给我的研究生们，他们在我的引导和指导下，同我一起开展了
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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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张旺熹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课题的结项成果，该书从隐性
范畴出发，立足于汉语重要的句法结构，着力挖掘其中深藏的、潜在的量范畴的因素、特征及其句法
作用。
    该书系统地描述、刻画了隐性量范畴在汉语双数量结构、重动结构、连字句、存现句、结果宾语句
、“V+个+VP”结构、句法重叠结构、并列结构、“又A又B”格式、对举格式和疑问代词关联句中
的句法语义表现及其制约作用。
    这些研究对于探求汉语非形态的句法语义特点和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汉语的本质特征，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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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旺熹，男，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1987年至今，一直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
副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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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双数量结构”的语义及其句法影响基于构式语法的双数量构式义分析重动结构的远距离因果关系动
因致使性重动句的量变图式连字句的序位框架及其对条件成分的映现名词空间量对存现句理解的影响
空间量在“V+数量词+结果宾语”构式中的作用“V+个+VP”结构的主观量汉语句法重叠的无界性现
代汉语全量化并列结构分析“又A又B”格式的主观增量手段“A—X，B—Y”对举格式的量性特征疑
问代词关联句的量化含义及其句法语义影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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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语义制约机制——隐性量　　以往人们对连字句的研究，从各自的角度观察问题，得到的语义
解说纷繁复杂、莫衷一是：　“语用分级”、“强调”、“递进／递降”、“标举极端”“典型事件
”、“隐含比较”、“范围与否定”等等，让我们难以对连字句的语义作出概括而统一的解说，这不
利于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
　　我们认为，深藏在连字句序位化这一核心概念背后的是人类认知范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量范畴。
连字句表达的正是一个以量范畴（量级）为基础的语义范畴系统。
人们在量级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情理值的大小来对外部事物进行序位化。
这种序位化，首先通过对有序名词的序位激活和无序名词的序位建构来实现对名词的空间序位化。
在空间序位框架中，端点作为一个突显的语义因素，有时会被用来当做极端性的成员而得到标举。
在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名词空间序位框架之后，人们再通过隐喻来实现对动词时间序位的映现。
动词的时间序位，则集中体现为对条件成分的表达。
这样，以序位化为核心，我们就能够把连字句的各种语义脉络整理清楚，进而能够对连字句的语义作
出概括而统一的解释。
图示如下：　　隐性的量范畴，不行于语言形式之上，但深深影响于语义系统之中，它体现了人们的
认知范畴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沃尔夫，2001）。
从量范畴演变成为条件关系，在汉语中并不仅仅限于连字句。
汉语的许多关联格式，都包含着由量的关系演变成为条件关系的痕迹，如“⋯⋯·就⋯⋯”、“越⋯
⋯越⋯⋯”、“再⋯⋯就⋯⋯”等。
因此我们认为，从量的观念出发，深入挖掘句法语义系统背后的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应当是一件十分
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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