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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名词的隐喻性'有界(空间范畴义
!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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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摘
!

要$不同于传统对抽象名词表'抽象物或抽象意义(这样一个与'实体(概念对立的意

义表述%抽象名词是通过'隐喻(途径获得的一种隐喻性空间意义%而且抽象名词所指的空

间性质是'有界(空间&

关键词$抽象名词*空间义*隐喻*有界*类指与个指的接近

一)问题与目标

本文研究词类研究领域过去较少受到关注的抽象名词.以下简称'名抽(/的语法意义

问题%以了解名抽的语法意义怎样对名抽的语法形式与用法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过去语法论述%将名抽的意义一般表述为'表抽象事物或抽象概念(%或者干脆予以回

避.如朱德熙"语法讲义#/&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抽象义与具体义!

%或'抽象(

事物与'实体(事物这样的概念很难做到形式刻画上的具体区分*以加量词这个区分名词

的主要形式标准而言%实体名词.个体名词)物质名词)集体名词%以下简称'名实(/与名抽

都能加量词%表明这两类名词并不具有形式有无的对立性%而只有形式上的强弱之别%这

种形式特点决定了它们的意义也一定具有非对立性特征%二者在语义上存在一定关联%但

'实体事物(与'抽象事物(或'抽象概念(在语义上的对立性%完全割断了它们本应有的这

种语义联系&

陈平
!*""

"

)王珏
$%%!

#

)李宇明
!**(

$

)刘顺
$%%)

% 等%将名抽语义置于名词 '空间

义(平面进行观察&有人还给名词空间义的强弱排了顺序%例如 '个体名词
'

物质名词
'

抽象名词
'

专有名词(.王珏
$%%!

$

$#

/&名抽属于弱空间义&

这种分析%实际上解释了前面提到的名抽与名实在形式与语义上的非对立性现象&不

过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需解决%例如$

!L

名抽为什么能具有诸如'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陈平
!*""

/这样的空间

义%并因而能获得加显示空间义的量词的能力+

$L

名抽的弱空间义性质从正面表述看又是什么+

)L

名抽的空间义对它的语法形式有些什么影响+ 等等&

我们将名抽与名实在一些主要形式方面%例如与动词搭配)加量词)加方位词等方面的

共同点并联起来%探寻这些共同形式特征下所必有的共性语义基础*同时%寻求二者在这

!

"

#

$

%

'具体义(用的是相原茂
!**%

年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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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要形式上的区别%并藉此分析二者语义上的差别&这些共同的语义基础将名抽与名实一起%纳入一

个共同的语义范畴*二者在形式与语义上的差别%形成了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名抽的

意义%就蕴含在这种语义的共性与差别之中&这种研究%就是关于名词的'范畴扩大化(现象的研究&也

试图通过这种研究%解释上面提到的三种现象&

二)空间'映射(与名抽的隐喻性空间意义表达

抽象领域事物的认知结构%是物理空间领域事物认知结构的'映射(%二者具有认知结构方面的同构

性!

&通过隐喻"方式%将对实体物的认知结构框架转移或'映射(到抽象物上%名抽所指就成为实体物

的隐喻形式%从而获取实体物那样的'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的空间形式特征&因此%名抽的语法

意义%是隐喻性的空间意义%或说是空间意义的隐喻形式&下面从空间'痕迹()空间特征两个方面%讨论

实体物的认知框架怎样映射于抽象物的认知域&

.一/空间'痕迹(的映射

实体物的作用与被作用行为特征%以及它的某些性状%是在空间层面直接展开或展现%具有在空间

上的直观可察性%从而留下实体物在物理空间中展开或展现这些行为或性状时的空间'痕迹(*这种空间

'痕迹(间接显示了实体物占有空间或在空间存在的特征&这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名实能搭配表示可直

观感受或观察到的行为)动作或性状的动词与形容词&

抽象物在认知中也被赋予了实体物所具有的)在空间上直观展开的作用.如例
!+

加线词语/与被

作用.如例
!,

加线词语/的行为特征%或在空间上所直观展现的某些性状特征.如例
$

加线词语/%从而

使抽象物获得了像实体事物那样的空间'痕迹(&这在形式上表现为%名抽能跟表示在物理空间上展开

与展示的动作行为和属性的词语搭配*而这些词语跟名实的搭配才是原型性的关联&例如$

4

!

5

+

)他的地位迅速飙升!股市走势

,

)质量问题被揭出来了!撩拨激情

4

$

5 他的这个样子很生猛!气氛很火爆

名抽与这些动)形词的搭配%表面上只是词语搭配对象的改变%但实质是将这些动作)行为)性状的认知

域.物理空间/向抽象领域方向进行了转移&像上述举例%不能仅看作是言语运用中似乎具有偶尔性的

新用法问题&这是语言认知上的隐喻问题%它反映着我们从熟悉的空间世界转向不太熟悉的抽象世界

所进行的概念认知思维方式&语言运用隐喻的表达方式极为普遍#

%有些形式已发展为一种普通的用

法%如'打开了新局面()'使用这种技术(等%这些用法很难看作是言语的修辞用法%它们是'语用法的语

法化(.

G>=b28

P

>-

K

Q-67V1

/了的)或说是言语的历时发展在语言共时平面中的沉淀物&

.二/空间特征.空间外延)空间形状)空间性质)空间位置关系等/的映射&

!L

空间外延的映射

实体物的空间义%是事物从'类(中离散或说'个体化(出具体的成员对象以后的前提下获得*'类(是

外延退隐%内涵凸显%没有经过'个体化(%事物不可能获得空间上的外延特征&这种'个体化(%一般通过

名词加数量成分的手段来进行$

&名抽所指被隐喻成实体事物%本来是不可具体捉摸的抽象物%就可离

散出'个体化(了的具体对象来&这在形式上表现为名抽跟名实一样%也可加量词&

$L

空间形状特征的映射

通过隐喻等认知方式%抽象物也可获取与实体物相同的诸如'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方面

的空间形状特征&名抽与个体量词)成形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等的相互选择搭配%可说明这一

点&下面仅以名抽与个体量词的搭配来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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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量词与名实的搭配是原型性的关联搭配%它们的功能除了计量%更重要的是显示实体物的空间

形状特征%如'条(%显示的是事物的'长(形!

&有些个体量词如通用型量词'个(%意义已经高度虚化%但

仍然与事物的空间特征相关%即它是事物空间边界的'有界(性标记"

&

有的名抽%也可跟个体量词搭配%这主要是通过隐喻)转喻)意象图式与图式转换)规约的心灵意象#

等认知手段%显示出抽象事物与实体物相同的空间形状特征%从而将抽象物纳入了空间事物范畴&

例如$

4

)

5

!

一支歌.!一支笔/

'歌(通过'支(来显示其长形事物空间义%有四种认知上的动因$

+L

歌要唱出来%对它起主要作用的显著性功能物件是喉管%喉管的图式为'长形(.!!!实体事物

'喉管(可同表长形的量词'根(或'条(搭配%是原型性关联%显示出它的长形事物特征/%这是以.功能性

的/显著性部分'转指(唱歌这个整体的转喻性扩展*

,L

同时%歌从喉管里连续发出%歌声连续发出的这样一种运动轨迹的图式.!!!跟'话(不一样%话

不一定是连续的%因此形成不了一种长形图式%/同于喉管的长形图式$这里又涉及意象图式的转换%从

一个不可见的非视觉域的意象图式.即歌声的轨迹/%转换成一个视觉域的意象图式.即喉管的图式/*

XL

而歌声的运动轨迹与歌%又形成一层转喻关系*

fL

喉管这样属于身体器官领域的长形图式又与'笔(和'箭(这样的表典型长形事物的长形图式相

同&这里又有了一层图式转换&

这样%通过层层转换%'一支歌(的'歌(%就与'一支笔6箭(的'笔(与'箭(一起%都归属于'支(所显示

的长形事物范畴*而与同一个量词'支(的搭配%显示出了'歌(的长形事物空间义&

认知语言学认为%这种认知动因是起一种促动作用%这种促动性与事物的关联有规约性%不能类推&

因此比如'话(%尽管与'歌(都是喉管的产物%却不能说'一支话(&但言语形式背后的认知动因%却不能

否定&

)L

空间位置关系的映射

抽象物被隐喻成实体物%就会跟实体物一样占据某些空间位置%有了空间方位特征&这主要是通过

加方所标记来表示%如'上()'里()'里面()'中()'下()'下面('方面(等等&名抽加方位词的现象十分普

遍&同时%名抽前还可加处所标记介词'在(&

三)名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有界(的'属性(事物

事物的空间性质有两个类型$'有界(.

.=48020

/与'无界(.

48.=48020

/&就 '有界(而言%事物在空

间上的'有界(性质与事物的'个体化(是一回事%'有界(事物就是个体事物*表现在形式上%典型的就是

存在与不可数名词对立的可数名词.具体请参考沈家煊
!**&

/%而在汉语中%就词类范畴这个认知域而

言%表现'有界(事物的就是个体名词."语法讲义#也称之为可数名词/%在形式上它可加个体量词%换句

话说%个体量词就是名词小类中所指为'有界(事物的形式标记&

实体物最典型地体现事物在空间上的'有界(或'无界(性质&而名抽所指%由于在认知中被赋予了

实体物的隐喻性特征而获得了空间特征%也存在空间上的'有界(6'无界(之别$抽象物有被看成是'有

界(事物的趋势&这通过名抽普遍具有的形式标记种类量词所表示的意义可以看出&

!L

种类量词与个体量词本是两种采用不同计量方式进行计量的单位$以计量个体事物而言%前者从

个体事物的性质或类别的角度%后者从事物的个体单位角度*当系数相同与计量对象相同时%如果分别

选取这二者作为计量单位%所计量对象的数量范围则理应不同*另外%种类量词的计量范围%也蕴涵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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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词的计量范围%如例.

(

/

[

.

"

/&但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记为'名抽!

(/%例如'办法()'想法()

'建议(等名词的所指%分别采取种类计量与个体计量时%二者计量的数量范围接近!

%!!!这可用'数
7

h

个量
h

名(与'数
7h

种量
h

名(这两种结构的相互替换而所指事物的数量范围基本接近来证明%如例

.

#

/

[

.

&

/*从例.

#

/

[

.

&

/中我们还发现%抽象物的种类计量并不蕴涵不定量计量%加种类量词时与加不

定量词如'一些(时所表事物数量范围形成了相对&这些都跟表实体的个体名词不同&例如$

4

#

5

!

有一!两种办法
(

有一!两个办法

有一种办法
)

有一些办法
!

!!

!

有一种办法
)

有好几.多/个办法

4

&

5

!

给你一!两种建议
(

给你一!两条建议

给你一种建议
)

给你一些建议
!

!!

!

给你一种建议
)

给你好几.多/个建议

试比较个体名词$

4

(

5

!

有一!两个人.数量范围/

)

有一!两种人

有一种人
(

有一些人
(

有好几.多/个人
.就一般而言%当然有时也指一个人/

4

'

5有一!两枝花
)

有一!两种花

有一种花
(

有一些花
(

有好几.多/枝花
!

.就一般情况而言/

上述名抽!分别加个体量词与种类量词时所指事物数量范围接近%说明了两点$

+L

名抽!加个体量词时%所指事物不在于强调空间上的个体性%而接近于强调事物的类别%区别于

名实加个体量词时事物所指&如'有两条建议供你挑选(%这里的'两条建议(中的每一条都是不同类别

的%说话人强调事物区别%也即考虑到了事物'类(%这'两条建议(可换成'两种建议(而不影响意思的表

达%因此是侧向于表类别性质而不侧向表空间个体&

而名实加个体量词时%与此不同%如'这儿有两个人供你挑选(%说'两个人(时一般不考虑这两个人

是否是同一种人%说话人不考虑这'两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社会)生理)文化/属性方面的区别%只侧重表

达'人(的空间个体性&至于如考虑人的属类性质区别%那么单独用加种类量词来表达&

这实际上意味着$

汉语中实体物的个体性与属类性相互区分*部分抽象物的个体性与属类性接近%或说%部

分抽象物的属类性接近个体性&

,L

对这部分抽象事物而言%对它们的类的指称%就是指称个体&

$L

其余一些能加个体量词的抽象名词.记为'名抽$(/%例如'歌()'诗()'文章()'武功(等%不同于例

.

#

/

(

.

&

/的名抽!的计量表现%它们加个体量词与加种类量词时的事物数量范围不同%例如$

4

"

5唱了两首!支歌
)

唱了两种歌!!引用了两个句子
)

引用了两种句子

即%名抽$不像名抽!那样%具有'数.6指/

7h

个量
h

名(与'数.6指/

7h

种量
h

名(这两种结构的相互替换

形式&

但是%名抽$加个体量词时所指仍然不侧向于事物的个体性%而侧向事物的属类区别%在这个语义

特点上完全与名抽!相同&下面我们可通过事物的'拷贝(性表现%来证明这一点&

.

!

/所谓事物的'拷贝(性%即同一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与不同的地方%分别为其他不同的事物所领

有%或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存在或消失&

用逻辑式表示为$

'如果
P

)并且
a

%那么
P*a

(

.

P

)

a

表示在同一事物分别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存在或消失的两个事件/

即%事物的拷贝性为'同一事物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存在或消失的两个事件.

P

6

a

/为真值(&

种类量词是表达这一语义现象最好的证明形式$名词加种类量词%事物只有在同一类别下%属性共

享%具有这共同属性的事物当然可以不断被'拷贝(%例如$

3

&!!

3

!

何
!

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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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这种衣服%我买!丢了.一件/.

P

/%他也买!丢了.一件/.

a

/&

.

P

)

a

同时为真/

而表示抽象事物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无论是名抽 !

还是名抽 $

%加个体量词时都具有这种用法%

例如$

4

!%

5这门武功是张三丰创立的.

P

/%几乎在同一年%少林寺的一个和尚从猿猴相搏中受到

启发%也创立了这门功夫.

a

/&.

P

)

a

可同时为真/

4

!!

5这.两/句话%她昨天想出来了并写在作品中.

P

/%我前天也独自想了出来.

a

/&.

P

)

a

可同时为真/

'武功()'句子(在这里虽具有个体性%但强调的是事物在性质与类上的相同性%因此%这两个名词所指在

这里都是事物'类(的意义%它这里的个指用法就是类指用法%或者说%这里名抽实际所指的是类%用的却

是个体指称的表达形式&这里的名词所加的个体量词%都可以用种类量词替换而名词所指的事物范围

大致接近&也正因为指类%事物在同一类别下属性共享%所以这里的名抽加个体量词时的所指事物可以

被拷贝&

比较一下能带个体量词的名实&名实加上个体量词%所指不具有'拷贝(性特征&例如$

4

!$

5

!

这件衣服%我买到了.

P

/%他也买到了.

a

/&.

+

/.

P

)

a

不可同时为真/

.

$

/有些名词如'小说()'书(等%既可表实体又可表'信息义(

!

*再如'教师()'博士(等%既可表实体

又可表'职业)职务)学历)地位(等抽象义&这些名词所指是实体物与抽象物共存于同一词汇形式中&

作为抽象物或抽象义%名词加个体量词时所指可以被拷贝%这时指个接近指类%其个体量词用种类量词

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如例.

!)

/

[

.

!#

/*指实体时%不具有这种拷贝特征%如例.

!&

/

[

.

!(

/$

4

!)

5

!

这本书!小说%我昨天买到了.一本/.

P

/%今天又买到了.一本/.

a

/&.

P

)

a

可同时为真/

4

!#

5光这个研究生%后来从这个三百人的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张殷就考上了一个

.

P

/%李汉成去年也考上了一个.

a

/&.

P

)

a

可同时为真/

4

!&

5这本一年前就卷了边的书!小说%我昨天丢了.

P

/%今天又丢了.

a

/&.

+

/

!

.

P

)

a

不

可同时为真/

4

!(

5张殷这个研究生%我们正在这间教室考他.

P

/%他们也正在那间教室考他.

a

/&.

+

/

.

P

)

a

不可同时为真/

相原茂
!**%

曾单独将具有例.

!)

/表现的能加个体量词'本()'首('册(等的名词'书()'小说(等%称

为'信息义(名词&这类名词有例.

!)

/中的用法%都是在这些词的抽象意义即'信息义(的基础上使用

的%!!!信息作为这类事物具有共享性的属性%信息义事物就可以被'拷贝(&我们上述研究表明%信息

义名词具有的这些特征%抽象名词与兼有抽象义的名词%都具有这种表现%信息义只是其中的一种抽象

义或抽象物而已&只要是抽象物%即便它隐喻为实体的个体%都可以有'拷贝(特征%表示该事物的名词

加个体量词的用法都是在用对个体的指称来进行类指意义的表达%所加的个体量词都可被种类量词替

换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

.

)

/归纳前面的内容%上述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它的个体对象指称与对类的指称接近%或者说用个

体形式表达的是类的指称&这话倒过来说就是%上述名抽用它主要的形式特征种类量词所表达的事物

'类(意义%接近于名抽用个体量词表达的'个体(义9 这意味着%这些名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是'有界(

空间&

)L

不是所有的名抽都可加个体量词%但这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加种类量词时的所指%理论上可

以推广到其他不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加种类量词时的意义上&因此%可以将内部由不同次类构成的名抽

所表示的共性意义%概括为'1有界2空间事物(%即名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应该是'有界(空间&

.

!

/将名抽所指视为'有界(个体%源于前面所说的抽象名词的认知基础$名抽所指被视为实体物的隐

喻形式&作为实体物的隐喻形式%隐喻通常只是某个属性方面的隐喻%就此属性而言%人们一般是整体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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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抽象名词的隐喻性'有界(空间范畴义

把握与理解%不考虑也无法考虑对它实行切分%由此又区别于主要根据切分与否来对一般实体物所进行

的'有界()'无界(判断%即名抽所指%人们通常将它'识别(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通常被'识别(为一

个'个体(&这种'识别(还有两个证据$

!

/实体物质的名词.如'水(等/与实体同质的个体事物名词.如'纸(等/加成形量词时%所表示的量

可以分解%事物可以在同质的基础上伸缩%因此量词前可加形容词'大6小(*而名抽中所能加的成形量词

如'一片6几线希望(等%量词所表示的量不能分解%一般没有'一大6小片希望(等的说法&

$

/口语中一般的名实在表示事物种类意义时%这个种类整体有时也可被'识别(为个体$

4

!'

5

!

你让我不吃虾这让皮肤敏感的东西%可这个虾呀%我还真没几天能离得了的&

.

$

/可否将这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表示抽象物的名词看作是个体名词%从而使我们上述关于名抽意

义的看法失去依据+ 事实上也确实有著作将名词能加个体量词的一律视为个体名词.如"语法讲义#/&

但这样分类%会存在如下困难$

!

/如果出于归类在形式上显得更为整齐而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看作个体名词%但它加种类量词

时跟表个体的名实加种类量词时的意义存在明显的对立%而跟一般不加个体量词的抽象名词加种类量

词时的意义相同%即都具有拷贝事物的特征&给词归类的关键不应该只是考虑形式%而要考虑形式与意

义的对应关系&

$

/汉语词类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包括个体量词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别的量词%都可用于不同

的名词次范畴&如'师生()'官兵(这样的一部分集体名词就可加个体量词&

)

/如果认为能加个体量词的名抽是个体名词%那么假设可以凭容器量词来给汉语名词分类%那么是

否也要考虑一些名抽能否加身体容器量词这一形式而将它划进物质名词+

显然%认为是名抽能加个体量词%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名实所能加的个体量词%是表明名实所指的'有界(空间性质的主要或唯一的手段*而于能加个体量

词的名抽%种类量词与个体量词皆可表明抽象物的个体性%因此%个体量词只成为这部分名词'突显(

.'

1-7F28V2

(/或强调抽象物的个体'有界(性的一个标记9 也由此不能认为不能加个体量词的一部分抽

象名词的所指不具有个体性%后者只是缺少了一个突显其个体性的形式标记而已&

四)附论$关于抽象名词的定义

判断名抽%主要应考虑名抽意义与这种意义驱动下产生的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不先验地为名抽设定

某种形式的有无标准%而是考虑这种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与名实有何不同&名抽不在于可不可以加什么样

的量词%如加不加个体量词%而在于它加个体量词时与名实加个体量词的区别&如果仍选择量词作为主

要的形式特征的话%则名抽可表述为'主要加种类量词%但事物的类指与个指接近的)表示实体事物的隐

喻性1有界2空间意义的名词(&这个定义%可以区别个指与类指相分离)表示个体的一部分名实.即名实

中的个体名词/*也可以区别于某些不能直接加任何量词的)专门表达事物属性类别的'非个体化(事物

名词.例如'青春()'激情()'国防(等!

/&至于像'书()'博士(类的名词%是个体名词兼抽象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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