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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多种属性，每种属性的具体情况又各有不同。
属性及其具体情况是人类对各种认知对象进行分类和归类的最重要依据，是认识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人们通常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区别事物的，因为事物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它们所具有的
属性类型以及属性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属性及其具体情况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它们在语言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人类对属性及属性具体情况的认识反映到语言中，就成为语言表达的重要内容，它们与一定的语
言形式结合起来，形成语言中的属性范畴。
对现代汉语而言，表达属性范畴的形式既表现在某些词类与词语的构造方式上，也表现在一定的句法
结构和句法形式上。
 　　本书着重探讨汉语中表达属性范畴的语法形式跟语法意义的结合方式，主要从属性指称和属性表
达两大方面展开论述，每一方面又各分上、下两章，上章讨论相关的语义特徵和语法形式，下章则在
此基础上考察分析一些相关的语言现象和语法规律，并从属性范畴这一特殊的视角对它们进行描写和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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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AB”单音反义形容词组合的性质　　“AB”究竟是词还是短语，如果是词，是名词还是
形容词？
有关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趟元任认为“大小”不太像是一个名词：　　“大小”含有“大”和“小”，我们却不大有把握肯定
它们变成了一个名词。
英语对应于汉语“大小”的是一个词size，这只是翻译。
中国人也常常说厨师善于品尝“咸甜”，英语碰巧没有跟汉语“咸甜”对应的名词，“咸甜”给我们
的印象就像是两个词。
就说汉语的人而言，“咸甜”和“大小”的情况完全相同，由“尺”和“寸”合成的轻重格的“尺寸
”（也相当于英语的size）就不一样了，因为“尺寸”有声调模式的变化）。
　　李宇明把这类单音反义形容词性成分的组合看作是形容词：出现在乙式（数量词语+标指词语）
中的“大小、粗细、远近”是形容词性质的词语。
当然，把“大小、粗细、远近”换成“大、粗、远”后，表义稍有差异，“大小、粗细、远近”等含
有更强的“大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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