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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口语叙事语篇中量词使用的实证研究
‘

曾维秀 李 致

提要 本文以 个 自发性 口 语叙事语篇为语料
,

研究 了量词在该类语篇中的形式特征
,

并分析了这些特征的成因
。

研究发现
,

在口语叙事中量词以通用量词为主
,

并且量词与名词搭

配不规范
、

首指与回指时量词不 同一
、

量词紧接重复等现象突出
。

造成量词呈现 出如此标记性

的原 因是
,

量词在口 语叙事语篇中的功能有限
,

叙事者为 了追求认知经济
,

为了能合理地分配

有限的认知资源
,

在生成量词 时对其进行 了弱化处理
。

关键词 量词 口 语叙事 形式特征 认知

引言

长期以来
,

受研究条件的限制
,

量词研究主要是针对出现在孤立的数量名短语中的量词以

及出现在书面语篇中的量词
,

对于口语中的量词
,

特别是出现在较长口语语篇中的量词还少有

研究
。

因而我们对量词在这类语篇中的诸多基本情况
,

如表现形式和动因都还知之甚少
。

本

文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

希望能对量词已有研究成果做些补充
。

本文研究所用的材料是口语叙事语篇
,

选择这类材料是出于两个原因
,

一
,

它是一种常见

的口语形式
,

在口语中有代表性
,

量词在这类语篇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量

词在口语语篇中的特征 二
,

口语叙事中的量词是实时的
,

有具体的语境
,

与出现在数量名短

语
、

书面语句子层面的量词相比
,

更能反映量词在产出时的原始特征
。

二 量词在口语叙事中的形式特征

本文的语料为 个口语叙事语篇
,

分别由 名大学生 男女各半 根据 创

作的无字故事图片《小青蛙
,

你在哪里 》 卜。 ,

创作而成
。

语料共计约 万

字
,

总时长 小时 分
,

每个语篇均具备完整叙事的基本要素
。

统计显示
,

从语言形式看量词

在口语叙事语篇中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
。

量词种类单一
、

通用量词使用频率高

经统计
,

在这 个语篇中
,

共出现了动物 种
,

植物 种
,

其他事物 种
,

共计事物

种
,

量词 个 个
、

只
、

片
、

堆
、

枝
、

块
、

群
、

条
、

棵
、

头
、

对
、

双
、

身
。

在 种事物中
,

有 种动物
、

种植物
、

种其他事物
,

共 种事物在量
、

名搭配时用了
“

个
” ,

占总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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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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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种动物中
,

有 种在量
、

名搭配时用到了
“

只
” ,

占总量的
, 。

在语篇中
,

由数词 代词
、

量词和名词共同构成的数 代量名短语共有 个
,

其中含有
“

个
”

的短语有 个
,

占总数的
,

含有
“

只
”

的短语有 个
,

占
, “

个
” 、“

只
”

短

语共占数 代 量名短语总数的
。

从上可见
,

在口语叙事中
,

量
、

名搭配时
,

量词比较单一
,

以
“

个
” 、“

只
”

等通用量词为主
。

量
、

名搭配不规范

在上述 个数 代量名短语中
,

有 个短语不符合量
、

名搭配规范
,

如
“

一个大石头
、

一

个树
、

一个小青蛙
、

这个狗
” ,

它们占数 代量名短语总数的
。

这 个不规范的数 代量

名短语在语篇中的位置分布以及在这些位置的出现的次数如表
。

表

搭搭搭配不规规 误用成
“

个
”

的的 误用成
“

只
”

的的 误用成其他量词的的

范范范的次数数 次数 及百分比 次数 及百分比 次数 及百分比

所所有语篇中中

初初指某事物时时

回回指该事物时时

表 第二行显示
,

的不规范搭配与使用了
“

个
” 、“

只
”

通用量词有关
,

可见过度使用

通用量词是造成搭配不规范的主要原因
。

上表第三行和第四行显示
,

无论是在初指时还是在

回指时
,

都存在过度使用通用量词的现象
。

值得一提的是
,

叙事者几乎都没有对数量名短语中的不规范之处进行更正
,

这可能是因为

在叙事者看来
,

这并算不上什么错误
,

因而无须更正
。

回指时更换量词

在同一语篇中
,

叙事者有时前后使用了不同的量词来与指代同一事物的名词进行搭配
,

如
“

也许是一头鹿
,

啊
,

果然是被鹿顶在了头上
,

小狗和那只鹿驮着小男孩
,

在往一个山边跑去
”

来自语篇 曲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有时影响到了量
、

名搭配的规范性
,

如
“

一天晚上
,

小男孩

抓到了一只青蛙
,

然后他的小狗和他一起
,

嗯
,

跟这个青蛙玩 ,’来自语篇
。

在 个语篇

中
,

回指时量词的更换情况如表
。

表

更更换的的 从
“

只
”

转为为 从专用量词转为为 从专用量词转为为 从
“

个
”

转为为 从
“

个
”

转为为

总次数数
“

个
”

的次数数
“

只
”

的次数数
“

个
”

的次数数 专用量词次数数
“

只
”

的次数数

表 显示
,

在口语叙事的回指中
, “

只
”

转为
“

个
”

以及专用量词转为
“

只
”

的次数远远高于

专用量词转为
“

个
”

的次数
,

也高于
“

个
”

转为专用量词次数
,

以及
“

个
”

转为
“

只
”

的次数
。

在通用性上
, “

个
” “

只
” “

专用量词
” ,

因而上面的表格表明在 口语叙事中
,

回指时量

词的更换是有规律的
,

即通用性差的量词
,

容易被高一级的通用量词所取代
,

即
“

个
”

取代
“

只
” , “

只
”

取代
“

专用量词
” 。

相邻 相近量词尽量同一

语篇中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名词
,

如果按照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规范
,

各自应该使用不同的量

词
,

但是在语篇中
,

却存在使用同一量词的情况
。

例如
, “

就跑到附近的一个树干那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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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
,

以为青蛙在
,

树干那儿的洞里面
,

而那个小狗把那个蜂窝从树上弄到了地下
”

来自语

篇
。

可以看出
,

叙事者试图使相邻的量词同一
。

事实上
,

叙事者不仅在相邻的数量名短

语中会使用相同量词
,

甚至在相近的数量名短语中也会这样做
,

尽管这样做后所形成的数量名

短语不一定符合搭配规范
。

例如
, “

小男孩和狗到处去寻找那只 青蛙
。

⋯ ⋯
,

那只 狗突然

发现
,

在不远的地方
,

有一只
,

有一个
,

嗯
,

蜂巢
,

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

小男孩继续找着他

的青蛙
,

他发现地上有一只 洞
,

而那只 狗却对树上的蜂巢产生了兴趣
”

来自语篇 曲
。

在这一段里
,

只
、

只
、

只 构成了紧接重复
,

尽管叙事者对只 做了更正
,

只 与只 也构成了

紧接重复
,

只 与只
、

只
、

只 虽不是紧接重复
,

但是仍可看出叙事者试图重复前面使用过的

量词
,

特别是高频率量词
。

总之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口语叙事中的量词有四个显著的形式特征 第一
,

量词种类

单一
,

通用量词使用频率高 第二
,

量
、

名搭配有时不规范 第三
,

在首指与回指时
,

先后使用的

量词可能会不同 第四
,

相邻和相近的数量名短语尽量使用同一量词 常为通用量词
。

后三

个特征又都有一个共同点 无论量词在语篇何处 无论是首指还是回指
,

无论是相邻还是不相

邻
,

都有以通用量性强的量词代替通用性弱的量词的倾向
。

这些特点表明
,

与那些出现在静

态的
、

无语境的短语和句子中的量词相比
,

或者与出现在标准书面语中的量词相比
,

口语叙事

语篇中的量词被明显弱化
,

呈现出明显的标记性
。

三 口语叙事中量词形式特征的归因

搭配不规范的原因

人在认知活动中
,

会根据情境的需要把自己有限的认知资源分配到最重要的信息上
,

以便

优先加工 自己认为重要的认知任务
。

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也会遵循这一

分配机制
。

一个完整的叙事包括 个部分 点题
、

指向
、

进展
、

评论
、

结局
、

回应
,

其中进展是叙事的核

心 黄国文 转引自
。

进展的实现通常依赖于动作的变化和人物
、

时间
、

地点

的转换
。

根据认知资源的上述分配机制
,

这类信息将在认知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得到优先照顾
。

当叙事者引人一个对叙事进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物时
,

需要生成一个与之相应的数量名短语
。

但新事物的引进往往意味着情节的转换
,

意味着叙事者此时承受着极重的认知加工负荷
、 ,

不一定能保证该短语中的数
、

量
、

名都能分到足够的认知资源从而都能得

以准确地生成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必须保证该短语中名词的生成
,

因为量词的语义通常仅是它

所修饰的名词的一个默认语义值 而名词一旦缺了
,

新事物就无法引人
。

于是

叙事者就会把本应分配给量词的认知资源挪一些出来给名词
。

量词由于分得的认知资源量太

少
,

无法实现准确生成
,

便出现了首指时量
、

名搭配不规范的现象
。

当回指时
,

该事物属已知信

息
,

数量名短语在语篇中的作用是维持话题的连续性
,

为随后那些能推进叙事进展的新信息提

供一个支点
,

而维持话题的工作是靠名词完成的
,

量词此时对叙事
,

特别是叙事进展而言
,

几乎

没有任何作用
。

因此在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

为了那些新信息
,

叙事者同样可能会让量词做

出一些牺牲
,

从而造成回指时量
、

名搭配不规范
。

在前后的搭配中量词不同一的原因

如 所述
,

在回指时
,

数量名短语对叙事进展无直接推进作用
,

而初指时则不然
,

可见数

量名短语在回指时的作用小于它在初指时的作用
。

根据认知资源的分配机制
,

该名词短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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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时分得的认知资源会比在首指时少
,

而且量词受自身语义特点的限制
,

当短语内部进行资

源分配时它处于劣势
,

分得的资源就可能会比在首指时少
。

因此虽仍是在与指代同一事物的

名词进行搭配
,

但量词在语篇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

前后分得的资源量会不同
,

其语言形式也

就随之不同
,

从而出现前后不同一的现象
,

因为不同的资源量会生成不同的量词
。

量词单一
、

通用量词使用频率高的原因

言语的生成过程
,

不仅如前所述受认知资源的分配机制的制约
,

还受经济原则的影响
,

即完成一个认知任务时
,

要尽量少地花费认知资源
,

因此在量词的生成过程中即

使认知资源非常充裕
,

叙事者也应尽量少用
。

通用量词由于自身的认知特点
,

正好可以帮助叙事者做到这一点
。

这是因为通用量词的

词频高于非通用量词
,

根据心理语言学的词频效应 桂诗春
,

激活
、

搜索
、

提取起来都要

相对容易些
,

耗费的认知资源会相应少一些
。

因此叙事者为了实现认知经济会非常亲睐通用

量词
。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
,

通用量词的数量 个体物量词仅有
“

个
”

和
“

只
”

两个
,

远少于非通

用量词的数量
,

因此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量词种类单一
,

通用量词使用频繁的现象
。

另外在此顺便补充说明
,

为什么在不规范的数量名短语中
,

其量词多为通用量词
,

为什么

叙事者多用通用量词代替先前的非通用量词
。

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因为如前所述
,

生成通用

量词所耗费的资源要少于非通用量词
,

借助通用量词的这一特点叙事者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

分配
,

实现认知经济
。

当然叙事者这样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量词种类更加单一
,

通用量词

使用更频繁
。

相邻 近句子中量词同一的原因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重复启动效应 艾森克
、

基恩
,

量词被激活后
,

会留下知觉痕迹
,

如果在短时间内再次激活
、

提取该量词
,

花费的认知资源会比首次时少
。

为了追求认知经济
,

叙事者会使用前面刚用过的量词
,

致使量词在相邻 近句中同一
。

总之
,

口语叙事中量词的形式特征之所以出现明显标记性
,

是由于在该类语篇中
,

量词的

功能非常有限
,

而叙事者为了追求认知经济
,

为了能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认知资源
,

须弱化其语

言形式所致
。

量词的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也因此得以和谐统一
。

四 小结

从对口语叙事中量词的形式特征及成因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
,

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搭配并

非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习惯
,

也不仅受量
、

名之间语义的相互制约 邵敬敏
,

还取决于量词在语篇中的功能 它与语篇的类型和在语篇中的位置有关
,

并通过认知分配机

制体现出来
,

还受人们对认知经济的追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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