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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Shang Chinese there are four forms of numerical expressions: (a) numeral + noun; (b) 
noun + numeral; (c) noun (ⅰ) + numeral + noun (ⅱ) (two different nouns in sequence); (d) 
noun (ⅰ) + numeral + noun (ⅰʼ) (two identical nouns in sequence).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noun components following numerals in forms (c) and (d) are individual classifiers 
(or their embryonic form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numerical expressions in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se compo-
nents may not necessarily be genuine individual classifiers (or their embryonic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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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是量词呢�����的内����并��易。大河内��（1997: 53）把
量词��为：

（量詞は）名詞についてそれぞれの名詞の範疇意義を明らかにするものと
され、ある名詞にある量詞がつくというのは、その範疇で物を捉えている
ことであり、ある名詞に量詞が定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その物の認知の仕
方が社会的・伝統的に与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示す。
〔量词��词搭配，用��示各个�词的��范�。某一�词�某量词搭
配，�味�人们�该范�中认知�词�指事物，某�词有固�的量词，则表
示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式是由���传统�赋予的。〕

��型学上，量词也��为��词（classifier）。Aikhenvald（2000: 13）把��
词��为：

Classifiers are defined as morphemes which occur ‘in surface structures under speci-
fiable conditions’, denote ‘some salient perceived or impu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ity to which an associated noun refers’ (Allan 1977: 285), and are restricted to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types known as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Classifier construc-
tions are understood as morphosyntactic units (which may be noun phrases of a par-
ticular kind, verb phrases, or clauses) which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a morpheme, the choice of which is dictated by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erent of the head of a noun phrase.
〔��词���为��体�件��现于表层结�的语�，表示��搭配��
词�指事物的某些�显的�知特征或�属特征（Allan 1977: 285），且仅�用
于“��词结�”�一特�的结��型中。��词结��理�为形态句法单
�（可�是特��型的�词短语、动词短语或�句），�求��特��型的语
�，�语�的选择�决于�词短语中中�词的语�特征。〕

也�是说，从�型学的⻆�来看，计数�计量�一�是��词的主���。
�据Aikhenvald（2000）的��，承担计数、计量��的“量词”�一语法范�相
�于数量��词（numeral classifier），是��词的一个子�。
现代汉语�疑是一种�备量词�统的语�。正如贝罗贝（1998: 99）��，量

词是由句法�布来��的，�“�理论上是�须���词前面，且�指示词或／
�数词后面。”然�，光是�个��未��够��清�个体量词�单�词（measure 
word，或�为量�词）的�同。单�词表示的是对�个体���散事物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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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量衡量词（长�、重量、体积、面积等单�）、�体量词（作为单�的
群体）、�器量词（作为单�的�器）等，��语�上�须�个体量词��开来。
个体量词表示的是对个体��散事物的计数��。

�然，�有一种�场是设�“��的（数量）��词”，将个体量词�单�词视
为��词的子�。例如，Lyons（1977: 463）将��词结�（classifier-construction）
�为两�：����词（sortal classifier）�计量��词（mensural classifier）。前者
是�据�词�指的�然属性��，如有生、形状，表示事物�属的�（张赪2012: 
15），相�于个体量词�后者则是�据事物的数量�暂时的物理状态（如�列顺
�）��，表示事物的量（张赪2012: 15），相�于单�词。
然�，单�词的性质并�符合�文开��举的量词或��词的��，�“用

��示各个�词的��范�”（大河内��1997）、“表示��搭配��词�指事物
的某些�显的�知特征或�属特征”（Aikhenvald 2000）。�此有些学者指�，�须
把单�词看作���词�同的语法范�1。

我们�应该注��，单�词常见于��各地的语�中，�个体量词主��布
于汉语��其他汉��语�中。贝罗贝（1998: 117）据此认为个体量词�是纯正的
量词，张赪（2012: 1）也仅据个体量词�讨了汉语量词的形成机制。�此�文也将
个体量词�单�词�开予�讨论。
那�，汉语里的个体量词范��现�什�时�呢�目前对此问题��如�两

种观点。
�一，���（1965: 5）指�：“�种量词（�个体量词：�者注）2虽然��北

朝�前��渐�现，但�正形成一种稳�的范�则是�了�北朝时代的事。” �锡
�（2005: 36）也��一观点，他说：“�了�晋�后，�词变�����同数词结
合了，中间�须加上一个单�词（�个体量词：�者注3）；�单�词�总是��同
数词结合成数量结�，用作句子中的一个成�。�时单�词�一��词的语法�
�、语法作用有了明显的��，��说单�词已经从�词中���来，成了独�
的一�词―量词。”
后来有些学者指�，�晋�北朝时期个体量词的使用尚未成规范，其范�的�

全成�应该是�代�后。��一观点的有贝罗贝（1998）、吴��（2007）、张赪
（2012）、李计伟（2017）等。比如吴��（2007: 258）说：“�晋�北朝时期汉语
量词范�整体上�显示较�的语法���，量词范�的�全成�应该是�代�后。”

1  比如，Tai（1994: 481）指�：“However,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ategorization in a classifier 
system, it is not only desirable but also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classifiers from measure words.…In simple term, 
while a classifier is used to ‘categorize’ an object in reference to its salient perceptual properties, a measure wor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quantity of an object or a collection of objects.” Gil（2005: 226）也将计量��词�
除���词��。
2ﾠ �文把个体量词�为�伴词。
3ﾠ �文据王力（1990）把个体量词�为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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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种观点。
�些观点�论是�一种�是�二种，都�“�后”的�场为前提。“�后”�

是指�个体量词��词�全��为�量词成�的标�（��武2015: 156）。也有一
种�场是�个体�词��词��的开�点作为个体量词成�的标�，��武
（2015: 156）把��为“�前”。�文从“�前”的�场�发4，认为个体量词�殷
商时期仅��倪，东周�后�向发�成�时期（��武2015: 11）。

有些学者从“�前”的�场�发，认为甲⻣文�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
��一观点的，除了��武（2015）��，�有���（1953）、陈梦�（1988）、
黄载君（1964）、Kryukov（1980）、Wang（1994）、Ito & Takashima（1996）、李�
明（2000）、张玉金（2001）、李�（2004）、Campbell（2004）等。�也有些学者
�然认为甲⻣文��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一观点的，有�顺钊
（1988）、王力（1990）、��（1992）、贝罗贝（1998）等。他们�认为个体量词
��周�后�产生。
采�前一�场的许�学者认为，甲⻣文的〈�词ⅰ＋数词＋�词ⅰⅰ〉格式中 

（如“马二丙”、“�十人”、“伐十�”等）的〈�词ⅰⅰ〉基�上是个体量词。�其
�键的量词是“丙”，黄载君（1964: 432）从“丙”是计马的个体量词�一观点�发，
认为殷商时期�有个体量词。
据�者的��（戸内俊介2022），殷商汉语5�体量词有“丯、朋、丙”，�器

量词有“卣”，殷代��有��个单�词。�然“丙”是单�词，���是个体量
词。那�殷商汉语中是否��个体量词呢？
前人�举的殷商汉语的量词（�括个体量词�单�词）有十五个，如：“人、

�、犬、丙、卣、升、鬯、�、丿、丯、朋、品、⻣、�、�”。但戸内俊介
（2022）����发现“�、丿、升、鬯”��并�是量词，�“丯、朋、丙、
卣”并��正的（个体）量词，�是�体量词。“品”一词只�现于殷金文，并未
�现于甲⻣文，�此�文暂时�将其纳�讨论6。由此可知，剩余的量词只有�
个，�“人、�、犬、⻣、�、�”。剩余的��个量词中，是否有�正的个体量

4ﾠ ��认为：“‘�后’的�法，��虽然�，但��某一个时间点上成�统地把�词��量词划��一
清二�其�是�难�。�此�文采�‘�前’�法。”（��武2015: 157）
5ﾠ �文��的殷商汉语是指殷代甲⻣文�殷金文中��映的一种语�。
6ﾠ 张桂光（2009: 23）将�文中“品”�看作�体量词，但并未作�体�释。
   王��农�北田�品。（�农�／�成 2710）
〈�词＋数词＋品〉也见于�周金文�《尚书》，如：
   錫�三品：州人、重人、�人。（荣作周��／�成4241）
   �金三品。（《尚书·禹贡》）孔�国传：金、银、铜也。孔颖达�：郑��为金三品者，铜三色也。
从�些例子看，“品”�是个体量词，�乎是�种�讲的�词。王�（2021: 54）说：“早期文献�商周金
文中用为量词的‘品’，其共同特点是‘品’前的��词汇是大�，‘品’表示的是��，���属于大
�。�‘金三品’为例，金银铜或铜三色，都�属于‘金’”。同时王文将�农�中的“北田�品”释
为“北田中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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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文的目的��于阐明�一问题。
�文�据��武（2015）的观点从“�前”的�场�发，对甲⻣文中〈数词＋

�词〉、〈�词＋数词〉、〈�词＋数词＋�词〉（〈�词ⅰ＋数词＋�词ⅱ〉�〈�词ⅰ＋
数词＋�词ⅰ’〉）结�加���，并�讨殷代是否��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
一问题。其中，〈�词＋数词＋�词〉结��为�键，许�先前学者都将后一〈�
词〉成��析为了量词。
�文�把〈数词＋量词＋�词〉格式纳�讨论，�是�为一�认为甲⻣文中

����种格式7。

2．��汉语中�量��形式��型����

殷商汉语有�种数量表达形式：（a）〈数词＋�词〉；（b）〈�词＋数词〉；（c）
〈�词ⅰ＋数词＋�词ⅰⅰ〉（前后两个�词�同形）；（d）〈�词ⅰ＋数词＋�词ⅰ’〉 
（前后两个�词同形）。�面，我将对��种�型��其表达��一一加���，
进��讨殷代是否有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

2.1　（a）〈�词＋�词〉
〈数词＋�词〉格式是��时期�常见的计数�式，�据Campbell（2004: 20）

的统计，其使用比例达��有数量表达形式的85％。�种格式�可���主语 
（例1–3），也可���宾语（例4–5）。例如：

（1）  贞：“兔8、三十马�其夲�。”9      （合�500正）【宾组】

（2）  贞：“五百�10用。”           （合�558正）【宾组】

（3）  三百�用于丁。            （合�295）【宾组】

（4）  贞：“燎于土三�窯，�一牛，�十牛。” （合�779正）【宾组】

7ﾠ 对于“五丯�”（合�34148），���（1953: 25）、黄载君（1964: 434）�指��是〈数词＋量词＋
�词〉结�，且“丯”是个体量词。但��（2011: 40–41）将��“五丯�”中的“丯”读作“介”，
释为�“副”、“�”讲的形�词，并说：“��‘介�’���于主�地�的‘��’（或如后�的‘�
�’、‘��’一��呼）相对，�地�较�的、处于‘副’、‘亚’、‘�’地�的�。”其说可�。
8ﾠ “兔”��文�作ﾠ“  ”ﾠ一�形，��一�释为“㲋”，�单��（2020: 50; 54）将其读作“兔”。其说
可从。此处的“兔”表示人�。
9ﾠ �文�用古文�资料其释文�采用宽式，如�����严格��。
10ﾠ “�”���一�释为“仆”或“�”，�王�田将其读作“�”（何�成2017: 498–499）。其说可从。 
“�”���中�“�”相同，表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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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贞：“侑九伐，�九牛。”
    贞：“侑十伐，�十牛。”        （合�39533）【宾组】

一�认为〈数词＋�词〉是�词��受数词�饰的�正结�，�此�文也认
为例（1）–（5）中的“马”、“�”、“�”、“窯”、“牛”、“伐”��是个体量词，�是
�词。但有些学者�把〈数词＋�词〉中的一��〈�词〉看作是个体量词。比
如，黄载君（1964: 434）指�（3）“三百�”中的“�”是个体量词。

正如李�平（2017: 22）��，对于量词��标�的�一�，导��同学者对同
一文献中量词数量�频�的统计�一。�上古汉语中，个体量词�一语法范���
有�统地���来，�此有些学者从语�上，�从某个词是否表达计数或计量来�
��是否为个体量词，并据此把一些��受数词�饰的�词，�一些〈数词＋�词〉
格式中的〈�词〉�析为个体量词。但�甲⻣文中对�散事物进行计数一�使用
�种格式，�此说〈数词＋�词〉格式中的〈�词〉是个体量词，��说服力。
比如，殷人时常用牛胛⻣进行占�，�甲⻣文中把左右一对的胛⻣�为ﾠ“ 

（�）”，把一块胛⻣�为ﾠ“ （丿）”11。两�只�成〈数词＋�／数词＋丿〉结�，
���成〈�词＋数词＋�／�词＋数词＋丿〉结�。例如：

（6）  �井示五�。             （合�17525）【宾组】

（7）  壬申��示一丿。           （合�13443）【宾组】

（8）  ��示七�又一丿。          （合�17525）【宾组】

有些学者把“�”看作是计⻣的�体量词，把“丿”看作是计⻣的个体量词
（黄载君1964: 433；张玉金2001: 22；杨�彬2003: 177；李�2004: 273）。但如上�
�，〈数词＋�词〉是�甲⻣文中�常见的数量表达形式，是�词��受数词�饰
的�正结�，由此可知例（6）–（8）中的“�”�“丿”的句法行为�普��词�
�二�。�者据此认为“�”�“丿”�然是�词。
甲⻣文中我们时常看�“一牛、二牛、一羊、二羊”�种〈数词＋�词〉结

�，但�有人说“牛／羊”是量词。难道说〈数词＋�／丿〉的“�／丿”是量
词，�〈数词＋牛／羊〉的“牛／羊”是�词�对于“�”�的��，白玉峥先
生说：

11ﾠ “  ”ﾠ�旧��释。或释为“⻣”，或释为“�”，或释为“奇”。“  ”ﾠ��形结��如何�析，看来只
��疑��，�此�文将其����为“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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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文，纯为后�从��声�形声�；为��纯，束也，究
�若�����“纯，�束也”�说较为��也。�一�何�仅�一牛�两
胛⻣�检仪�士��“腊一�”注�：“腊，或作纯。纯，全也”。又乡�� 
“二筭为纯”注��：“纯，全也”。又�记�壶：“二筭为纯，一筭为奇”，�
谓“二筭合为一全”。是纯有全��也。��：“算，或作筭”。说文��注
�：“筭法用竹，�一�，长�寸”。则算�筭，为计数�工�。算，盖�笺�
�也。二算�为一全，则一牛�两�胛⻣�可表示为一全牛���。……
�记�壶谓：“一筭为奇”，奇，盖�数�奇�者。��一牛�两胛⻣为一

捆�，表示一头全牛，则奇��一枚胛⻣� （⻣臼���专�）示�，于
事、于理、于  �说�，����常��，��可疑�。（李圃1999: 366）

�者据此认为，“�”表示全�的胛⻣，“丿”表示一半的、奇�的胛⻣，�属
于事物范�的�词，并�是计⻣的量词。同样，“三百�”的“�”也应该看作是
一个�词。

“三百�”��须联�“�百�”�一格式来讨论。黄载君（1964: 438）把“�
百�”中的�二个“�”看作是量词的��用法。此�，也有些学者指��是�词
�量词同形的�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例（Wang 1994: 46；桥�万��2000: 
91–92；李�明2000: 29–30等）。黄文���认为“三百�”中的“�”是个体量词，
也许是�为受�了对“�百�”的�析的�响。但�者认为“�百�”并��响
型量词结�，其中的�二个“�”也�是个体量词，�是�词（�看后文）。总
�，�论是“三百�”�是“�百�”，“�”都�是个体量词。
甲⻣文中，��两�数的数词��数��数�间可�加上“又”12。比如，“十

又三（＝13）”（合�37473）、“三十又七（＝37）”（合�28314）、“百又九十又九 
（＝199）”（合�10407正）等13。�且，�数词由�数��数�成时，〈数词＋�
词〉可��成如��种格式：
（A）把��两�数的数词�����词前。比如：

（9）  十又五�14       ﾠ     （合�32067＋合�32105）15【历组】

（10） 十又五�              （合�34396）【历组】

12ﾠ “又”��村北���中有时�作ﾠ“ （㞢）”，��文一律��为“又”。
13ﾠ 有时�加“又”。比如，“二十三”（合�10197），“二百五十”（合�10761）等。
14ﾠ 陈梦�（1988: 110）�Ito & Takashima（1996: vol. 2: 69）�指���中绝�“十又五�”，“十又五
人”的形式，但�一观点是��住�的。
15ﾠ �见周�兵（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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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词后加上“又”��数，�〈�数＋�词＋又＋�数〉结�。�种格
式是�常见的记数�式。例如：

（11）  十伐又五               （合�892）【宾组】

（12） 十牛又五              ﾠ（��3552）【历组】

（C）�词后��加上�数。例如：

（13） 十窯九             ﾠ（合�7026）【�宾间组】

�种格式��见，应是�略了（B）〈�数＋�词＋又＋数词〉中的“又”�（喻
�生2000: 38；李�2004: 272）。

（D）�数�后再加上�词，�〈�数＋�词＋又＋�数＋�词〉结�。例如：

（14） 甲午�：又 （升）于子�十犬，�牛一。
    十犬又五犬，�牛一。        （合�32775）【历组】

据我�知，�种格式�甲⻣文中只有�一例16。
Ito & Takashima（1996: vol. 1: 210–213）认为例（14）“十犬又五犬”里的�二个 

“犬”�是一个个体量词。Ito & Takashima（1996）����此观点，是�为：�
一，“人十又五人”中的�二个“人”是个体量词（�于�种格式，�见后文）；�
二，“十犬又五犬”是“犬十又五犬”的一个变体17；�三，后者�“人十又五
人”形式一�，�此�二个“犬”也�“人”一样是一个个体量词。
但�者认为，例（14）的�二�“十犬又五犬”是��一�的“十犬”为基础

�形成的表达形式，也�是说是指��一�“十犬”的基础上又�加了“五犬”，
�并�是单纯指“十五只狗”。��是说，“十犬”�“五犬”各自是独�的〈数词＋
�词〉。由此可见两个“犬”�是�词。

2.2　（b）〈�词＋�词〉
〈�词＋数词〉格式虽然�如〈数词＋�词〉那样普�，但也是常用的形式

�一，�据Campbell（2004: 20）的统计，占了�有数量表达形式的13％。�种格式

16ﾠ �周金文中也有�种格式，例如：
   �十月又二月（我��／�成2763）
   �十月又二月（荣仲�／��1567）
我��的时代颇�争议，或�为殷器，或�为�周早期器。�文�据冯时（2013）的观点采用�周说。
17ﾠ “犬十又五犬”�一例未见于已�布的甲⻣文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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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词＋�词〉�同，����主语。如：

（15） 乙未�：“�丙申王田获。”�获�九。
                    （合�10309）【�宾间组】

（16） �日�，��。获�一，��十，�二百�十�，�百五十九。
                     （合�10198正）【宾组】

（17） ���，献贞：“五百�用。”旬壬�又用�五百。
                      （合�559正）【宾组】

（18） 〼乙���月。酒大乙牛三，�乙牛三，�乙牛三，父丁牛三。
                       （��777）【历组】

例（15）–（18）中，〈�词＋数词〉��于动词�后。那�，我们应该如何�
析�种〈动词＋�词＋数词〉结�中的〈动词〉、〈�词〉�〈数词〉的语法��
呢�对�一问题，目前主�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把〈�词＋数词〉看作是〈动词〉的宾语，�一个�词短语。

���（1953: 25）�张玉金（2001: 17）将其�析为“中�语＋�饰语”结�；李
�（2004: 272）认为〈�词＋数词〉是�成中补结�的词组。
另一观点是将〈数词〉看作是�谓成�。Kryukov（1980: 46）��一观点，他

将“获�二十五”（合�37486）�一�句翻译为“the wolves caught number 25”（�
抓住的�，其数量是二十五只）18。Kryukov��指�，由于�例（19）中的“五
百”前面带副词“其”�“�”，��是谓语。

（19） ��其五百。
    ���其五百。      ﾠ（乙编6896／合�93正）【宾组】

邵永�（2017）也把〈数词〉看作是谓语，并说：“一�地说，谓语是句子的
重�，�此，��重说明事物地数目时，�常使用数词谓语的句式。”

李�平（2017: 390）也指�：“数词��词或�词性短语�后作谓语，表示前面
�词的数量，早�殷代甲⻣文中已�常常见。”
此�，��（1992: 207–208）说：

18ﾠ Kryukov���的“�”��文�作ﾠ“  ”ﾠ一�形，旧有释为“�”、“�”等�同看法，�单��
（2020: 103–104）释为“�”�的�体，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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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的�“�”、“数”�间加“�”或“其”的例子来看，��中
的“�数”或“�数量”单成一句时，的�应该�析为主谓结�；

 白牛�二，又正。
 白牛�三，又正。 29504
 �其十人。
△�十人又五。19

△其廿人。     26911
但是，“�数”或“�数量”�单用时是主谓结�，并��证明����

句子的宾语或主语等成�时也是主谓结�。例如§2.2中�举�“�于東�析三
牛、三羊、�三”的例子，我们显然��说其中的“�三”是主谓结�，“三
牛”、“三羊”是�正结�。……
我们认为，�各�的有�论�中，�田�夫先生的观点值�重视。�田先

生�《中国语历史文法》中把“�数”�“�数量”格式�做“�体词句”，
�由两个�上的体词�成、���语的“句子”。�田先生�说的“句子”，��
�我们一��说的“句子”�同；�据我们的理�，他�说的“�体词句”，
��有独�形成语�中的一句话的时�，�他�说的“等�词组”是一�
事。“等�词组”的组成��可�有并列��，也可�有同���。“�数”
�“�数量”的内�应属于同���。我们同��种看法。同�词组的组成
成�的��往往可�变动，��，��中同一�命�中“�数”�“数�”
两种格式往往�用。

Campbell（2004: 27–30）也���观点。
��讨〈�词＋数词〉中的数词是否为�谓成��一问题�前，我们��先来

��〈�词＋数词〉的内���。许�前辈认为〈�词＋数词〉是一个�词短语，
但如��（1992: 110–111）��，我们�甲⻣文中有时�看�〈�词〉�〈数词〉
�间�其他成��开的例子。例如：

（20） 来甲午侑伐上甲�。
    来甲午侑伐上甲十。         （合�904正）【宾组】

（21） 侑�上甲三十。           （合�19773）【�组】

（22） 乙未酒�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
    示�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七，�甲三……。
                      （合�32384）【历组】

19ﾠ �文�用��例句时，为了便于比较，把同�中相�的��也�上，句前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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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侑鬯甲�一。”
    甲��：“侑鬯甲�一。”       （�东157）【�东子组】

��指�，�上例（20）中〈�词〉“伐”�〈数词〉“�/十”���宾语“上
甲”�开。由于“伐”�甲⻣文中兼有�词�动词两种词性，�此我们首先�须
说明“侑伐”是��动词连用�是“��动词＋宾语”的动宾结�。有些学者把
例（20）中的“侑伐”的“伐”看作动词，如陈梦�（1988: 281）将此“伐”�释
为表达用牲法的动词。���（1992: 111）说，���例子中“侑伐”�“侑大甲
伐十又五”对举，�证明“侑伐”的“伐”为�词。���（2021: 9）也认为〈�
�动词＋伐〉�结�中的“伐”都�理�为人牲�词，�种“某伐”结�属于动
宾��，并�动词连用20。�文同������的�一观点。用作�词的“伐”是
指��头的人牲。

（24） “�甲�侑伐于大甲。”
    贞：“侑大甲伐十又五。”        （合�902正）【宾组】

�然“伐”是�词，那�“侑伐上甲�”�是〈动词＋�词（＝牲�宾语）
＋��宾语＋数词〉结�。�也说明〈�词＋数词〉的〈�词〉�〈数词〉�是
�成�词短语的��成�。Campbell（2004: 28）也���观点。
�者也赞同�一看法，认为〈�词＋数词〉的〈�词〉�〈数词〉��是两

个独�成�。那�，〈数词〉是否为�谓成���者认为�有一��是�谓成�。
正如��先生��，〈�词＋数词〉单用时，〈数词〉��谓词性作用，�〈�
词〉�其后的〈数词〉�间�成话题（topic）��题（comment）的��。�� 
例子也见于先�汉语（�田�夫1981: 155；吴��、冯胜利、黄正�2006: 390），
例如：

（25） ���夫人三，王�、徐�、��，��子。
                     （《左传・僖�十七年》）

（26） 道二。仁��仁�已�。        （《孟子・��上》）

（27） 获邓�，其��者，组甲�十，�练三百�已。
                      （《左传・��三年》）

20ﾠ ��的�一观点是�自���《殷�甲⻣����中“伐”�词性�》（华东�范大学�士学�论
文，2006年）的，但�者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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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举的“�其十人”（��1992: 207）也证�，〈�词〉是话题，〈数词〉是
�题，�为“其”�甲⻣文中经常作为情态副词用于主语��语�间。
�于〈（动词＋）�词＋数词〉中的〈数词〉，�者也认为�有一��是�谓

成�。�（15）为例，“获�九”中的“九”是�题，其大�是“抓住‘�’的时
�，其数量是九头”。例（15）、（17）的动词�后只有一个〈�词＋数词〉结�，
�有些例子则�（15）（17）�同，动词后并列�几个〈�词＋数词〉结�，�者
认为�种句子中〈数词〉也是�谓成�。比如，例（16）的动词“获”后列举了
�个〈�词＋数词〉结�，�“�一、��十、�二百�十�、�百五十九”。再
如例（18）的动词“酒”后有�个“牛三”的〈�词＋数词〉结�。我们认为�
些〈数词〉也都是�谓成�。
记�占�结果的验�21经常采用〈（动词＋）�词＋数词〉�一数量表达形

式。例（15）、（16）是记录猎获动物数目的田猎��验�，例（17）、（18）是记录
牺牲数目的����验�22，�属于清单、�记�语体。��（1992: 202）指�： 
“��的验�举�已用的�牲或已获�的动物，计算�味较重，大�正是由于�个
��，�常�使用‘�数’格式。”ﾠ验�是记�现�事件的记录，�清单、�记是
计算现�事物的记录，两者�性质上是比较��的。
先�属于清单、�记�语体的句子也有时�采用〈动词＋�词＋数词〉�一数

量表达形式，�时〈数词〉�然是�谓成�（吴��、冯胜利、黄正�2006: 392；
李�平2017: 390–391）。例如：

（28） 使邓�帥组甲三百，�练三千，�侵吴。 （《左传・��三年》）

（29） �三日丁巳，用牲于�牛二。
    ��日戊午，��于�邑牛一、羊一、�一。
                        （《尚书・召诰》）

验�中表达数量时常采用〈动词＋�词＋数词〉格式（例15–18），其中的〈数
词〉�是�谓成�。�记叙占�内�的命�中表达数量时情况则�大相同，有时采

21ﾠ 一��整的��，是由�个��组成的。①前�：记�占�的时间（�十干十二支）�贞人；②命
�：记�占���问的内�；③占�：记�商王看了�纹�后��的��；④验�：记�占��后记
录应验的事�。如：
   甲��，献贞：“妇��，嘉。” 王占曰：“其�丁�，嘉。其����吉。”
    ﾠ①前�　   ﾠ ②命�　         ﾠ ③占�
   旬又一日甲��，�嘉，��。
        ﾠ④验�
22ﾠ “�某月”后面有时��验�，如：
   王占曰吉。�九月。�御。获�一、�三。          （合�37426）【黄组】
�文据此把例（18）中“酒大乙牛三、�乙牛三、�乙牛三、父丁牛三”看作是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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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词＋）�词＋数词〉格式（例30–36、38、39），有时采用〈�词〉�〈数
词〉�间�其他成��开的〈动词＋�词＋��宾语＋数词〉格式（例20–23）。
�者认为后者中的〈数词〉�属于�谓成�，�前者中�有的〈数词〉都未�是
�谓成�。其理由有�：
（一）  命�中�于动词后，〈数词＋�词〉�〈�词＋数词〉有时�合使 

用23。�种情况�，�其说〈数词＋�词〉是�词性宾语，�〈�词＋
数词〉则是话题―�题结�，�如说两者�是�词性宾语。如：

（30） 燎��、�羊、�二24。
    �十牛、�一。      （合�40507＝英国1256）【宾组】

（31） 己�贞：“�子酒�于藁�三十、十�。”
                      （合�32051）【历组】

（32） 丙午�，贞：“兇�岁�三十，三窯、箙、一牛于�。”
                       （合�320）【宾组】

（二）  ��例子是同�选贞��，一�用〈数词＋�词〉格式，另一�则用
〈�词＋数词〉格式。

（33） ���：“侑燎于��五�，�五羊。”
    ���：“侑燎于����，�羊�。”  （合�33273）【历组】

（34） 乙�：“岁�乙�、��、白豚，侑二鬯。”
    乙�：“岁�乙�、��、白豚，侑鬯二。”。
                     （�东237）【�东子组】

（三） 动词受否�词�饰的否�句中，动词后的〈数词〉难��析为�谓成�。

（35） 甲子�，献贞：“勿蚊（杀）25�百。”    （合�305）【宾组】

23ﾠ 另�，�于�同一���中�同时�现〈数词＋�词〉〈�词＋数词〉�两种格式的��，邵永�
（2017）认为，�种现�大��人们计数时的�理状态有�。也�是说，��词�数词中先�认知�
的一��语�上���前面。
24ﾠ “�”��作ﾠ“  ”ﾠ一�形，旧有释为“�”、“壱”、“�”等�同看法。白于蓝同�“�”说，并指
��物��的“�”�可�是一种肉�制品（何�成2017: 697–703）。其说可�。
25ﾠ “蚊”���或释为“�”，或释为“�”，�陈剑（2012）把�读为“杀”。其说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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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勿 26人三千呼�𢀛�。        ﾠ（合�6185）【宾组】

���例子中，动词ﾠ“ ”ﾠ后带〈数词＋�词〉结�的宾语，�此��来看，（36）
中的“人三千”也应该属于宾语。

（37） 三千人伐〼。           ﾠ（合�7345）【宾组】

（�）  ��的〈��动词＋�词＋数词＋（于）＋��宾语〉中〈数词〉难�
�释为�谓成�。��把〈�词＋数词〉看作是��动词（“刚”� 
“岁”）的宾语。

（38） 己未�：“其刚羊十于��。”      （合�32161）【宾组】

（39） 壬午�：“岁犬一��。”       （�东451）【�东子组】

��上��个现�可知，命�中〈�词＋数词〉的〈数词〉未�是�谓成�。
另�，有些属于武丁时期的宾组�⻣上面有��相�的记事��27。虽然�种

记事���验�一样记录��事件，但采用〈数词＋�词〉�〈�词＋数词〉两
种格式，如：

（40） 丁��于���三，�十牛。     （合�389正）【宾组】

（41） �� 于��十�，�二十牛。
                 （合�334＋合�16182）28【宾组】

据此，�者认为�种记事��中〈�词＋数词〉的〈数词〉也未�是�谓成
�。
那�，�种〈�词＋数词〉应该如何�释呢�一个可�的�释是，正如��

先生��，〈�词〉�〈数词〉是同���。
��（1992: 207–208）据�田�夫（1981）的观点指�，〈�词＋数词〉可视

作“�体词句”，�由两个或两个�上的体词�成、���语的结�。“�体词句”
�未形成语句时，�际上�“等�词组”29是一�事。等�词组的“语法���是
显�的。�经�扩�，或者成为语句的时�，其语法���开�明��来。�

26ﾠ 赵鹏（2018: 86）指�，“ ”ﾠ�为征���。
27ﾠ �种记事��有的��胛⻣�面有臼⻆的一侧�缘��的��，有的��胛⻣正面⻣���。详见
李学勤（1992a）。
28ﾠ �见李爱辉（2009）。
29ﾠ “等�词组”是两个同�词并列�成的词组（�田�夫1981: 12；将绍愚、徐昌华译20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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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成�种��（并列、同�、�饰、陈�）的可�性。”（�田�夫
1981: 12；将绍愚、徐昌华译2003: 13）据此，�者认为甲⻣文的〈�词＋数词〉有
时��成同���，是�为�是一个“�体词句”。

2.3　（c）〈�词ⅰ＋�词＋�词ⅰⅰ〉
〈�词ⅰ＋数词＋�词ⅰⅰ〉是�一个�词��二个�词�同形的格式。�种格式

�〈�词＋数词〉一样����主语，只�于动词后�。例如：

（42） 侑伐五�，王�〼。         （合�22152）【�组】

（43） 侑伐十�、十�。          （合�32072）【�组】

有些学者把例（42）、（43）中的“侑伐”的“伐”看作是��动词，但如上�
�，例（20）�（24）中的“侑伐”的“伐”�然是�词，那�例（42）、（43）
中的“伐”也都是�词。�此可见“伐五�”、“伐十�”��是〈动词＋数词＋�
词〉结�，�是〈�词ⅰ＋数词＋�词ⅰⅰ〉结�，

许�前人把�于〈�词ⅰⅰ〉��上的成�看作是个体量词或个体量词的萌�，并
讨论了什�词可�用��个��上30。比如，Ito & Takashima（1996: 207）将〈伐
＋数词＋�〉中的“伐”看作是�词，“�”看作是个体量词。除此��，也有�
�学者把“�”�析为个体量词。长期�来，“�”一��视为一个代表甲⻣文的
个体量词。
�〈��ⅰ〉是“伐”的时�，�〈��ⅰⅰ〉��上有时也�用“人”�。如：

（44） 〼上甲伐三人，王受有�。     （合�26977）【��组】

���（2021: 15; 45–50）指�，除了“伐”��，��动词“岁”也可用作
�词，表动物�牲。�词“岁”有时��成〈岁＋数词＋�／牛〉的数量结�，
如：

（45） 酒 （升）31岁十��乙，十五伐。  （合�32199）【�历间组】

（46） 丙子贞：“丁�侑父丁伐三十�、岁三�。”
                      （合�32054）【历组】

30ﾠ 殷商汉语中，单�词（measure word）也可�用�〈�词ⅱ〉的��上。但从�型学的⻆�来看，单
�词�仅属于���词�同的语法范�，�且殷商汉语的单�词基�属于�词（�见戸内俊介2022）。
�此�文�把单�词纳�讨论。
31ﾠ “  ”ﾠ释为“升”，理�为表进献�物��的��动词，�见���（2021: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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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侑 （升）岁三�、�十五〼。     （合补13327）【历组】

〈伐＋数词＋�／人〉�〈岁＋数词＋�／牛〉�上�的〈�词＋数词〉格
式一样，“伐”�〈数词＋�／人〉�间��“岁”�〈数词＋�／牛〉�间有时
��其他成��开。如：

（48） ���，贞：“侑伐于丁十人。”      ﾠ（�特23）【宾组】

（49） �子〼：“侑伐于父丁其十�。”     （合�32071）【历组】

（50） �乙�酒 （升）岁于大乙三牛。    （合�32422）【历组】

（51） 丁�贞：“侑 （升）岁于大戊三�。”  （合�34165）【历组】

例（48）中〈�词ⅰ〉“伐”�〈数词＋�词ⅰⅰ〉“十人”�开用，例（50）中〈�
词〉“岁”�〈数词＋�词ⅰⅰ〉“三牛”�开用，余例��。�些例子说明“伐”�
〈数词＋�／人〉、“岁”�〈数词＋�／牛〉��是�成�词短语的��成�，�
�们��是两个独�成�。其�，�仅是〈伐＋数词＋�／人〉、〈岁＋数词＋
�／牛〉，�且〈�词ⅰ＋数词＋�词ⅱ〉格式��也可��一句话中�开为〈�
词ⅰ〉�〈数词＋�词ⅰⅰ〉。���例子中，“�三人”的“�”�“三人”���宾
语“��”�开。

（52） 其侑���三人。         （合�26924）【��组】

�据上�情况，例（42）–（47）中的〈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也表面上
看�乎是〈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的动宾结�，��际上其内���应
该�析为〈（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并�是〈动词＋（�词ⅰ＋数词＋�
词ⅰⅰ）〉，也�是说，只有〈�词ⅰ〉是〈动词〉的宾语成�。�例（42）“侑伐五
�”为例，其内����是〈侑＋伐五�〉，�是〈侑伐＋五�〉。
其�，已有学者指�，〈�词ⅰ〉�〈数词＋�词ⅰⅰ〉�间的结合��并�那�

紧�。比如，��（1992: 207–208）把“�其十人”看作是主谓结�，�〈�词ⅰ〉 
“�”是主语，〈数词＋�词ⅰⅰ〉“十人”是谓语。�且�文把〈�词ⅰ＋数词＋�词ⅰⅰ〉
格式看作�田�夫（1981）�说的“�体词句”结�。又，��武（2015: 123–124）
将��例（53）中的“夲�”看作是动宾结�，并认为后续的“十人”是�加�
动宾结�后的成�，�“夲�十人”的内�结�为〈夲�（动词＋�词ⅰ）＋十人 
（数词＋�词ⅰⅰ）〉，��是〈夲（动词）＋�十人（�词ⅰ＋数词＋�词ⅰ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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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夲�十人。             ﾠ（合�496）32【宾组】

��的例子中，“伐”�“五�”�开用，�且“五�”�前有副词（或助动
词）“其”，说明“五�”是一个�谓成�。

（54） �午贞：“王侑 （升）伐于�乙其五�。”
                      （合�32089）【历组】
��，把甲⻣文中〈�词ⅰ＋数词＋�词ⅰⅰ〉中的〈�词ⅰⅰ〉视为个体量词的学

者们都认为〈�词ⅰ〉是计数对�，〈�词ⅰⅰ〉是计数单�，或〈�词ⅰⅰ〉是〈�词ⅰ〉
的范���。但有一些〈�词ⅰ＋数词＋�词ⅰⅰ〉的例子中〈�词ⅰⅰ〉并�表达对 
〈�词ⅰ〉的计数单�或〈�词ⅰ〉的范���。例如：

（55） ���：“御���一窯。”
    ���：“御���三窯。”
    ���：“御����窯。”
             （缀合112：合�2558＋13349＋15147＋22237）【宾组】

“�”（��物）���是一个典型的�“窯”（�供��的羊）计算的对�， 
“窯”也�是“�”�一�词的范���。甲⻣文中虽然�见�“�”��加上 
〈数词＋�词ⅰⅰ〉的〈�＋数词＋�词ⅰⅰ〉结�，但上�情况说明〈�词ⅰ＋数词＋�
词ⅰⅰ〉中的〈�词ⅰ〉�〈数词＋�词ⅰⅰ〉�间的����可�是�远的。此�，上�
的〈岁＋数词＋�／牛〉中的“岁”（动物�牲）也�是一个典型的�“�／牛”
计算的对�，“�／牛”也�是“岁”�一�词的范���。
�者认为〈�词ⅰ〉�〈数词＋�词ⅰⅰ〉�间的���上文2.2节提�的〈�词

＋数词〉格式相�。�可�从如�的平衡��中看�：

    侑伐三十（合�32196） ⇔ 侑伐上甲十（合�904正）
                      
    侑伐十�（合�32072） ⇔ 侑伐于丁十人。（�特23）

��〈伐＋数词〉的“伐”�〈数词〉�开用一样，〈伐＋数词＋�词ⅰⅰ〉
的“伐”�〈数词＋�词ⅰⅰ〉也�开用。�者据此认为�〈�词＋数词〉格式是由
〈�词〉�〈数词〉�成的“�体词句”一样，〈�词ⅰ＋数词＋�词ⅰⅰ〉格式也是
由〈�词ⅰ〉�〈数词＋�词ⅰⅰ〉�成的“�体词句”。

32ﾠ “夲”�文�作ﾠ“  ”。��武（2015）把���为“�”。��一�认为ﾠ“ （夲）”�ﾠ“ （�）”是一
个�的�体，但��（2013: 92–97）指�二者是�同的两个�。其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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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词ⅰ〉�〈数词＋�词ⅱ〉�来�是两个独�成�，���们
彼此相邻时，表面上看�一个�词短语，��是〈�词ⅰ＋数词＋�词ⅰⅰ〉格式。例
（42）“伐五�”、（44）“伐三人”正是如此。
〈数词＋�词ⅰⅰ〉�然是独�成�，则其中的〈�词ⅰⅰ〉��上文2.1节论�的

〈数词＋�词〉格式中的〈�词〉一样是普��词，��是个体量词33。�此我们
应该认为例（42）、（43）中的〈�词ⅱ〉“�”也是�词，虽然许�前人将其看作
是个体量词。
��个基础上，我们�可�进一�认为，〈�词ⅰⅰ〉为“人”的〈�词ⅰ＋数词

＋人（�词ⅰⅰ）〉也可�用同样的�式进行�析。如：

（56） �日��，�伐戈二千�百五十人。� 。
                   ﾠ   （合�7771）34【�宾间组】

（57） 册𠬝一人。
    册𠬝二人。
    三人。               （合�32172）【历组】

（58） 刖��十人，��。         （合�580正）【宾组】

（59） 其侑�十人，王受�。       （合�26910）【��组】

（60） 己巳�，彭贞：“御于河�三十人。”�十月又二�。
                     （合�26907正）【何组】

（61） ���于���三人，�十牛。    （合�390正）【宾组】

认为甲⻣文中有个体量词（或其萌�形式）的许�学者都将�些“人”视作是
个体量词。然�〈�词ⅰ＋数词＋人（�词ⅰⅰ）〉格式，如上�（48）“伐于丁十人”
�（52）“���三人”一�，〈�词ⅰ〉�〈数词＋人（�词ⅰⅰ）〉有时可��开用。

从�上有�〈�词ⅰ〉�〈数词＋�词ⅰⅰ〉的句法现�可�看�，〈�词ⅰ＋数词＋
�词ⅰⅰ〉�殷商汉语中�是一个�词短语，�〈�词ⅰ〉�〈数词＋�词ⅰⅰ〉��是两
个独�成�，�且〈�词ⅰⅰ〉基�属于普��词。换句话说，〈�词ⅰⅰ〉�然是�有事
物范�的词，其���是对〈�词ⅰ〉进行计数，也�是表达〈�词ⅰ〉的范���、

33ﾠ 单�词也用�同〈�词ⅰⅰ〉相同的��上（如，“鬯一卣”、“马二十丙”等）。贝罗贝（1998: 101）、杨
�彬（2003: 172–177）等学者认为，�种〈单�词〉也属于�词。
34ﾠ 《合�》7771的拓片�清晰，�此���（1953: 24）等许�学者把例（56）的����为“戈伐二
千�百五十人”。但�文�据陈年�（2010）的释文��为“伐戈二千�百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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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特征。总�，�于〈�词ⅰⅰ〉��上的词基�尚未经历量词�、��词�的历�。
那�，应该如何�析〈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结�中的〈动词〉、〈�

词ⅰ〉�〈数词＋�词ⅱ〉的语法��呢�一个可�的�释是，验�中〈动词＋�
词ⅰ＋数词＋�词ⅰⅰ〉的〈数词＋�词ⅰⅰ〉�上�的〈�词＋数词〉中的〈数词〉一
样，属于�谓成�（例56）。如上��，��验�有时记录数目，属于清单、�记
�语体。先�属于清单、�记�语体的句子有时也�采用〈动词＋�词ⅰ＋数词＋
�词ⅰⅰ（或量词）〉�一数量表达形式，�时〈数词＋�词ⅰⅰ（或量词）〉�然是�
谓成�（吴��、冯胜利、黄正�2006: 392）。例如：

（62） 冉子��粟五秉。            （《论语・�也》）

（63） ��使�子��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曹。
                      （《左传・��二年》）

另一�面，命�中〈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的〈数词＋�词ⅰⅰ〉未�是
�谓成�，�为〈�词ⅰ〉�〈数词＋�词ⅰⅰ〉可�是�成同�����前面动词 
的宾语（例57–60）。另�，例（61）�例（40）、（41）一样是属于武丁时期宾组
的有���的记事��。如前��，�者认为�种记事��中〈�词＋数词〉的 
〈数词〉也未�是�谓成�，如果�一观点属�，则〈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
的〈数词＋�词ⅱ〉“三人”也未�是�谓成�。
�然有〈数词＋�词〉�〈�词＋数词〉�两种数量表达形式，那�为什�

��有〈�词ⅰ＋数词＋�词ⅰⅰ〉�一结�呢�换��，为什�有��同时用两个�
词呢��是值���的问题。现再举一些〈�词ⅰ＋数词＋�词ⅰⅰ〉的例子。

伐五�（例42）／伐十�（例43）
伐……十�（例49）／伐……五�（例54）35

岁十�（例45）／岁三�（例46、47）
岁……三牛（例50）／岁……三�（例51）

�……一窯／�……三窯／�……�窯（例55）

伐三人（例44）／伐二千�百五十人（例56）
伐……十人（例48）

35ﾠ “……”表示〈�词ⅰ〉�〈数词＋�词ⅰⅰ〉�其他成��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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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例53、59）／�三十人（例60）／�三人（例61）
�……三人（例52）

𠬝一人／𠬝二人（例57）
��十人（例58）

从�些例子可�看�，〈�词ⅰⅰ〉一半为“人”，此�有“�”、“�”、“牛”、 
“窯”。“�”、“�”、“牛”、“窯”的�词�表达的��内�大���，从���缩�
〈�词ⅰ〉��的作用，换��，〈�词ⅰⅰ〉表达〈�词ⅰ〉的�体性质，������
〈�词ⅰ〉�缩�〈�词ⅰ〉��的作用，�且〈�词i〉�〈数词〉结合时，〈数词〉
表示〈�词i〉的��的�体数量。比如说，例（43）中“侑伐十�”�味�用于
牺牲的是��头的人，“伐”的�体性质为��，其�体数量为十人；例（45）
中“酒 （升）岁十�”�味�用于��的是动物�牲，“岁”的�体性质为“�”
（专⻔���供��的牛），其�体数量为十头；例（55）中“御���一窯”�味
�用于��的是�物，“�”的�体性质为“窯”（专⻔���供��的羊），其�体
数量为一只。由此来看，〈�词ⅰⅰ〉并�是个体量词，�为个体量词（或��词）
用��示各个�词的范���（大河内��1997: 53），也表示��搭配��词�指
事物的某些�显的�知特征或�属特征（Aikhenvald 2000: 13），但�论是“�”、 
“�”�是“窯”，都只表达〈�词ⅰ〉的�体性质，����〈�词ⅰ〉的作用，�
�表示范���或�属特征。
�此相�，〈�词ⅰ＋数词＋人〉中的�词“人”仅表“人�”�，其内�� 

���大（大�克也2014: 20）。�于〈�词ⅰ〉��上的词，如“伐”、“�”、“𠬝”、 
“�”，�来都是指人�词，�此〈�词ⅰⅰ〉“人”����〈�词ⅰ〉�缩�〈�词ⅰ〉
��的作用，看上��乎表示“�”、“伐”等〈�词ⅰ〉的范���或�属特征。
那�，“人”是否�“�”、“�”、“牛”、“窯”�同，可�视为个体量词呢��一
点我们将�后文�2.5节中予�讨论。

2.4　（d）〈�词ⅰ＋�词＋�词ⅰ’〉
〈�词ⅰ＋数词＋�词ⅰ’〉是数词前后的两个〈�词〉同形的格式。例如：

（64） 甲�乞⻣十⻣。            （合�35211）【历组】

（65） 丙午�：“�甲�酒兇，御于大甲，�百�，�十�。”
                      （合�32042）【历组】

（66） 有���。            ﾠ（合�6170�）【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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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〼��墙比伐，�𡭪�〼〔人〕二十人�，馘千五百七十，
    陶（�）百〼丙，车二丙，櫓百�十三，�五十，矢〼。
                     （合�36481正）【黄组】

（68） �日�申�有来艰自北。子嫋告曰：“昔甲�，�征于叔，
    �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征，�人十又�人。”
                      （合�137�）【宾组】
据我�知，〈�词ⅰ＋数词＋�词ⅰ’〉的例子只有�些。�种格式历来受�学者的

�注�重视。�其受��注的是用�〈�词ⅰ’〉的成�。有些学者认为〈�词ⅰ’〉
是�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个体量词，各�看法颇有�同。�前一观点的，
有王力（1958: 236）、贝罗贝（1998: 101），��后一观点的，有陈梦�（1988: 110）、 
Ito & Takashima（1996: 206–207）、张玉金（2001: 20–21）、李�（2004: 273–274）。
�有一些学者认为〈�词ⅰ’〉是处于介乎�词�个体量词�间的中间状态，或

是属于个体量词的萌�形式。��一观点的，有���（1953: 25）、黄载君（1964: 
438; 440）、�顺钊（1988: 362–363）、李若晖（2000: 81）、李�明（2000: 30–32）、
金��、陈国华（2002: 9）、��武（2015: 124; 157）。此�，��（1992: 196）对
〈�词ⅰ’〉是否为个体量词�一问题表示�疑。

议论的�点�一是〈�词ⅰ’〉是否为�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或�为�应型
量词、�贝性量词）。许�前人认为个体量词是由�响型量词发��来的，甲⻣文
中的“�百�”（例65）�是其��形式。但�者对�一观点�有�疑，认为〈�
词ⅰ’〉并�是�响型量词。比如，例（64）中的“⻣十⻣”，��武（2015: 127）把
�一个“⻣”属上读，��、�句如�36，并指�“⻣”�是量词。

（69） 甲�，三⻣，十⻣。          （合�35211）【历组】

如果�一�句属�，例（69）��是�响型量词�例子。
例（65）是许�学者将其中的“�百�”看作�响型量词的典型例子。但据已�

布的甲⻣文材料来看，〈�＋数词＋�〉格式几乎�只有�一例，光凭�一���
未��认为�殷商汉语中�有�响型量词，并且�是汉语个体量词形成的基础。
例（65）中“�百�”�“�十�”的动宾结�为对文，说明�一个“�”

�可�是一个动词。事�上，�沫若将上一个“�”释为“苟”�，读为“�”，
并看作是一个�“�”讲的动词（于�吾1996: 116）。从目前的古文�学⻆�来看，
��的�一观点有可商��处，但��武（2015: 127）受�沫若先生�发，指� 

36ﾠ 例（63）�自张玉金（200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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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量词37。�者也基�同���的�一观点。
�文�补��文未�注��的一点：“�百�”前面有一个甲���动词“御”， 

“御”有时��后面搭配其他乙���动词（�表达�体用牲法的动词）38。如：

（70） 贞：“御于��，册𠬝，侑十牛。”    （合�723正）【宾组】

（71） 甲子酒王，大御于大甲，燎���，�九牛。
                     （合�32329正）【历组】

“御”后面的“册”、“燎”、“�”都是乙���动词39。然则例（65）中“御”
后面的�一个“�”�也可�是一个表示乙���动词的��（�是假借为某一
��动词�是某一��动词的错�，�里暂且�论）。
例（66）中的“���”是李�（2004: 274）中�响型量词的举例，但其�应

该��、�句为：

（72） 王占曰：有求（�）40。�求（�），�正〼。
                     ﾠ（合�6170�）【宾组】

�此�也并��算作�响型量词的例子。进一�讲，如果“���／���”
是数量表达，��表达对“�／�”进行计数，但甲⻣文中数量表达都用于�有
个体性的普��词，�一��用于“�／�”��的��有个体性的抽��词41。

37ﾠ ��武（2015: 127）说：
值�注�的是，视“�”为量词的观点虽�传��，但据我们���的材料来看，�举的例

子几乎�只有�一例（�例（65）：�者注），�“�”�动词“�”对文�有�例。如：
   ���于��，�三人，�十牛。 （合�390正）
   ���于��，�三人，�十牛。 （合�394）
�此我们�把“�”列为个体量词。

�文�举�例是属于武丁时期宾组的有���的记事��。其中�现的��动词“�”（或�作“俎”）
后有时带〈数词＋�词〉（例41：“十�”），有时带〈�词＋数词〉（例40：“�三”），由此�者认为上�
的“�三人”�是〈�（动词）＋三人（宾语）〉的动宾结�，�应是一个由〈�词ⅰ〉�〈数词＋�词ⅰⅰ〉
��成的结�。
38ﾠ 甲�是指可�带��宾语（���举行甲���的��）的��动词，�乙�则是指��带�种 
宾语的��动词。�于��动词的��，详见周国正（1983）、��（1992）、杨�彬（2003）、郑继�
（2007）。
39ﾠ 是否把“侑（�作“又”或“㞢”�）”看作乙���动词，各�的看法并�一�。周国正（1983）、
��（1992）�杨�彬（2003）将其看作是乙�，�郑继�（2007）则看作是甲�。
40ﾠ �见�锡圭（2012: 284）。
41ﾠ 另�，李�（2004: 275）指�《合�》4107中有“�十�”�一〈�词ⅰ＋数词＋�词ⅰ’〉结�，但我
们�该拓�中未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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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7）中“二十人�”42前一个�上��泐，�见图1。大���其��为线
�，补�“人”�。乍看��，其��看�“人”，但也�可��是“人”�。�
钊（2009）指�，应�句为“〼廿（二十），人�，馘千五百七十”。�文�� 
“廿”�前补�“人”，并且将“廿”�后的“人”�属�读。如果��的释读正
�，例（67）�可�句为“〼二十，人�，馘千五百七十，陶（�）百〼丙，车
二丙，櫓百�十三，�五十”，是一�由几个〈�词＋数词〉�〈�词ⅰ＋数词＋�
词ⅰⅰ〉并列组成的��。如前��，记�占�结果的验�记录数目，经常采用〈�
词＋数词〉�〈�词ⅰ＋数词＋�词ⅰⅰ〉结�。�是计算已用的�牲或已获�的动物
的表达形式，用�种形式的验�属于清单、�记�语体。例（67）虽然�是验
�，然�是一个记事��，�验�一样是记�现�事件的记录，其语体�验��
�。然则列举几个〈�词＋数词〉�〈�词ⅰ＋数词＋�词ⅰⅰ〉的例（67）也是一�
属于清单、�记�语体的��。总�，例（67）中的“〼廿（二十）人�”并�
是�响型量词的例子。
现�剩�的〈�词ⅰ＋数词＋�词ⅰ’〉结�只有例（68）中的〈人＋数词＋

人〉。��讨〈人＋数词＋人〉是否为�响型量词结��一问题�前，我们先来�
顾一����于〈�词ⅰ＋数词＋�词ⅰ’〉�一结����响型量词的形成动��
提�的观点。

周法高（1972: 328）指�，大�觉�〈�词＋数词〉�一表达形式��够明晰，
有时为了句法的整�，便�数词后�举前面的�词，��是〈�词ⅰ＋数词＋�词ⅰ’〉
格式。
�顺钊（1988: 362–363）说：“临时量词（��响型量词：�者注）是前面�

42ﾠ 一�来说，〈�数＋�词〉后加上�数，�常�须把“㞢／又”����数前，比如，“十�又五” 
（合�32063）、“十犬又五犬”（合�32775）等。“二十人�”是�词后��加上�数的结�，虽然�种
结��见，但有如�例子：如，“十窯九”（合�7026）、“三十牛三”（合�22600）。

︹
人
︺

廿

人

四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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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子的重�，看����语�上有什�作用。……我�提�如�的假设：�量
词�现�前，��一个数量�词结�中表达数目的�相�长时，例如�例（1）
的‘人万三千�十一人’（�一例子�自�盂�：�者注）�样的情况�，说话人
���有重提一��词�子（noun base）的��，我看正是为了�种记忆的��，
�产生了��的临时量词。��际上，临时量词正是量词的�型（prototype），�
时�有更�的�法，只是用重��词�子的�式来表示。……尽�三�量词（临
时量词、�体量词�个体量词：�者注）�语��面有些��，然��们有一个
重�特征�是共同的：�们都有潜�的前指替代作用，只是�先行�词�子的替
代，有时是明示的（如临时量词），有时则是��的（如�体量词�个体量词）。
�们的前指替代价值（anaphorical value）来自于�们�数量�词结�中�占据的�
�。�据�一�析，临时量词可视为�替代特征为标记的语�。”也�是说，�文
将〈�词ⅰ＋数词＋�词ⅰ’〉�析为〈（�词＋数词）＋量词〉结�。

李若晖（2000: 82）认为：“量词�其�组合的�词指同一事物，是�词的�指。
�也是�应型量词（��响型量词：�者注）产生的�维�基。‘�数量’应�析
为ﾠ‘（�＋数）＋量’，�‘�数’�‘量’再结合。”

李�明（2000: 31）指�，�来�有“量词”�一词�的语�为了满足发�个体
量词的语����贝〈�词＋数词〉中的�词���个体量词，��是�应型量词。
�些�路�是把〈量词／�词ⅰ’〉看作是�贝前面�词的附加成�。另一�

面，��（1992: 207–208）将其�析为〈�词〉�〈数词＋�词〉的同���或并
列��。也�是说，���乎认为〈�词ⅰ’〉并�是�〈�词＋数词〉的基础上�
贝前面�词的�响型量词。
��武（2015）也�赞同〈�词ⅰ’〉是�响型量词。��武（2015: 123–125）

把殷商汉语的数量表达形式�为如�5种：

A． 动�：登人
B． 数�：三千人
C1． 数�1＋数�2：�人十有�人
C2． 数�1＋数�2：��十人
D． �1＋数＋�2（量）：�其十人

�文说：“A式是古汉语�基�的动宾结�形式。B式是古汉语�基�的计数�
式�一，其‘�’由于�有可数性，��‘数’结合，�可��地有了量的范�
（�为�词的量范�［或说单�范�］是�其数量范���可�、�相��的），
或者说量的范�已隐��‘�’里，使�个‘�’�有了语��重性。C式是
A、B两种句式的结合。C1式的�1��2相同，C2式的�1��2�相同。值�注�的
是，C式的结�是‘动�＋数�’，��是‘动＋�数�’，�是我们认为C式是A式
B式结合产物的主�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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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进一�指�：“长期�来，C1式的‘�2’ﾠ�认为是对其‘�1’
的�制，或曰‘�贝’。�种观点值�商�。从��上看，‘�2’ﾠ表达的是‘量’的
范�，�‘�1’�然有�，��视为‘�1’ﾠ的简单‘�制’，语�的经济性�则也�
支��样的‘�制’。从形式上看，B式�C1式���大量��，�可��为��A
式结合，其中的�词�成为了对A式中的�词的�制。除�B式只�C1式中��，
�了C1式���成�，‘�制’说�有基础。但�是�符合语�事�的。�制（或
曰‘�贝’）说的问题��脱�相�动词��地���谓‘�＋数＋�’，其�如果
联�前面的动词来看，前后两个‘�’层��同，事情�来是清�的。”��对〈
�词ⅰ＋数词＋�词ⅰ’〉的观点��者�有��，但�者赞同C1式的“�2”（��文
的〈�词ⅰ’〉）�是“�1”（�〈�词ⅰ〉）的简单“�制”�一说法。

如上��，�响型量词的�际数量比�前�认为的����。例（68）中 
“人十又五人／人十又�人”是其�一例子，但从��（1992）���武（2015）
的说法来看，�也未��视为纯�的�响型量词。再者，例（68）中“人十又五
人／人十又�人”��的句子是验�，如前��，验�中〈动词＋�词ⅰ＋数词＋
�词ⅰⅰ〉的〈数词＋�词ⅰⅰ〉属于�谓成�。验�中〈动词＋�词ⅰ＋数词＋�词ⅰⅰ〉
的〈数词＋�词ⅰⅰ〉�然是�谓成�，则同形的〈动词＋�词ⅰ＋数词＋�词ⅰ’〉的
〈数词＋�词ⅰ’〉也可�是�谓成�。然则例（68）中“�人十又五人”、“�人十
又�人”中的“十又五人”�“十又�人”�是�谓成�，如果�一观点属�，
�两个“人＋数词＋人”都�是纯�的�响型量词结�。
��，甲⻣文中的�响型量词（如“�百�”、“人十又�人”等）往往��大

为是汉语个体量词的�源。但���文的��可知，〈�词ⅰ＋数词＋�词ⅰ’〉格
式�甲⻣文中十��见，是一种基���有�产力的形式。�此��把�看作是
汉语个体量词的��形式。

2.5　〈�词ⅱ〉中�“�”�“人”
“�”�“人”常见于〈�词ⅰ＋数词＋�词ⅰⅰ〉中〈�词ⅰⅰ〉的��，如，“伐五

�”（例42）、“伐三人”（例44）等。但��对�些例子的观�，我们发现〈�词ⅰ
＋数词＋�（�词ⅰⅰ）〉结�仅见于“村��列”，�〈�词ⅰ＋数词＋人（�词ⅰⅰ）〉
结�则见于“村北”�“村�”的两�列43。前者举例如�：

43ﾠ “村北”�“村�”是李学勤（1992b）对甲⻣文���提�的两个�列。李先生从�土地点、占�事
项、人�、占��法等几个�面将��村��王����为��村北���村�（�括村中）两个�
进�列。�组��是两�共同的�源，�晚期黄组��，村�一�又�合于村北一�中。李学勤、彭
�商（1996）�黄�树（2007）是�据�个�路对殷�王��进行����期的。�北两�的发�情
况可简单�括如�（李学勤、彭�商1996: 305）：
    村北： �� → �宾间组 → 宾组 → �组 → 何组 → 黄组
          ↘                       ↗ 
    村�：    �历间组 → 历组 → ��组 → ��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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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未�：“侑伐十�、十�。” （合�32072）【�历间组：村�】

（74） 于冕甲伐一�。        （合�32116）【历组：村�】

（75） 丙子贞：“丁�侑父丁伐三十�、岁三�。�用。”
                   （合�32054）【历组：村�】

（76） �子侑伐于父丁其十�。    （合�32071）【历组：村�】

（77） 侑伐于司𥿆三十�，�三十�。 （合�32050）【历组：村�】

（78） 丁未�：“酒�伐百�于�虫。”  ﾠ（英国2466）【历组：村�】

村北�对“伐”进行计算时一��用〈伐＋数词＋�（�词ⅰⅰ）〉，�用〈数词
＋伐〉格式，如：

（79） 贞：“御子漁于父乙侑一伐，�窯。”
                   （合�792正）【宾组：村北】

（80） 戊［子］�，宾贞：“［�］乙未［侑］于咸三伐、二窯。”
                   （合�935正）【宾组：村北】

（81） 贞：“�乙�侑于�三伐、窯。”  （合�938正）【宾组：村北】

（82） □未�献贞：侑于上甲三伐。    （英国3）【宾组：村北】

（83） 五伐、五窯。
    五伐、十窯。          （合�925）【宾组：村北】

��例子为〈�词ⅰ＋数词＋人（�词ⅰⅰ）〉结�，�论“村北”�“村�”，都
可见�44。

44ﾠ 仅��历间��中，〈数词＋伐〉�〈伐＋数词＋�词ⅱ〉都可�见�。如：
  〼伐��三人，�牝〼。             （合�32205）【�历间组：村�】
  �未�：“侑伐十�，十�。”            （合�32072）【�历间组：村�】
  乙��侑十�、十伐大甲。            （合�32201）【�历间组：村�】
�说明�历间组处于�组��（村北）�历组��（村�）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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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未其侑 （升）伐于���三人，�□。
                                   （合�11348＋合�22567）45【宾组：村北】

（85） ���于���三人，�十牛。 （合�390正）【宾组：村北】

（86） 己巳�，彭贞：“御于河�三十人。”
                   （合�26907）【何组：村北】

（87） �乙劦�乙，其� （升）�一窯、�十人。
                   （合�22556）【�组：村北】

（88） �子侑伐于丁其十人。     （合�32071）【历组：村�】

（89） 〼上甲伐三人，王受有�。  （合�26997）【��组：村�】

（90） 其侑���三人。      （合�26924）【��组：村�】

（91） 王其侑于�乙�五人。    （合�26922）【��组：村�】

�种�布上的�平衡现��味�“人”�十���地用于〈�词ⅰⅰ〉的��。
同时，�上�的许�例子中〈数词＋人〉����〈�词ⅰ〉后面。例如，例（56）–
（61）、（84）–（87）、（89）、（91）等。
从�些例子可�看�，〈�词ⅰ＋数词＋人（�词ⅰⅰ）〉或许开��重��析

（reanalysis）为一个结�。此时“人”�再作为普��词表示事物，�是表示〈�
词ⅰ〉��上的“�”、“伐”等�词�指事物的范���或�属特征。��是��
词的一个��。
再者，只有“人”����成〈人＋数词＋人〉的看��响型量词的结�。

如前��，虽然�二个“人”�是纯�的�响型量词，然�是甲⻣文中�一的重
��词数量表达形式，�且其中一个是冗余（redundant）的成�。�些现�都说明
�甲⻣文中只有“人”开�从�词��为个体量词。�此可�说，殷商汉语中虽
然基��有个体量词，但只有“人”是个体量词的��萌�。
�后，黄载君（1964: 439）说：“个体量词的产生，可���于表货币单�”，

���（1965: 156）说：“�上古�（�“人”：�者注）虽然有时可�量词�，但
�更�的情况�，�其说�已经量词�，��说��是�词。”但从�文的��来
看，�些观点值�商�。�者认为甲⻣文中只有“人”处于个体量词的��萌�

45ﾠ �见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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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个体量词的产生�于“人”。
那�，甲⻣文中为什�只有“人”从�词��为了个体量词呢��者认为：

如前��，�词“人”仅表示“人�”�，其内�����大。从历时⻆�来
看，〈�词ⅰ＋数词＋人（�词ⅰⅰ）〉中的“人”可��来�是��〈�词ⅰ〉的，
但从共时⻆�来看，“伐”、“�”等�于〈�词ⅰ〉��上时，�为�些�词�� 
�都是指人�词，�样�们�“人”�间���上便产生了重�，使�“人”�
再����〈�词ⅰ〉�缩��些�词��的作用。也�是说，〈�词ⅰ＋数词＋人
（�词ⅰⅰ）〉中的“人”失�了��价值，成为了冗余成�。��种情况�，殷人
应该�再将�于〈�词ⅰⅰ〉��上的“人”看作是普��词，�是开�将其重��
析为计算“伐”�“�”等指人�词数量的成�46。��是甲⻣文中只有“人”从
�词开���为个体量词的��。

3．结语

殷商汉语有�种数量表达形式：（a）〈数词＋�词〉；（b）〈�词＋数词〉；（c）
〈�词ⅰ＋数词＋�词ⅰⅰ〉（前后两个�词�同形）；（d）〈�词ⅰ＋数词＋�词ⅰ’〉（前
后两个�词同形）。许�学者认为，其中（c）的〈�词ⅰⅰ〉�（d）的〈�词ⅰ’〉是
个体量词，但经�文��发现，�甲⻣文中，�仅从��武�说的“�后”�场
看�有个体量词，�且从“�前”�场看，也�有明�的个体量词。��，许�
学者�析为个体量词的成�都�普��词��二�。但只有“人”，由于其语�句
法特征，也许可�说已经开�从�词��为个体量词。
�于（d）〈�词ⅰ＋数词＋�词ⅰ’〉，如“�百�”（例65）、“人十又五人／人十

又�人”（例68），许�学者看作�响型量词。�响型量词主��布��缅语�的一
些语�中，有些学者据此主张上古汉语也有�响型量词或�有�响型量词的遗�
（桥�万��2000: 91–92；李�明2000: 29–30等）。但���文的�析发现〈�词ⅰ
＋数词＋�词ⅰ’〉格式�甲⻣文中十��见，是一种基���有�产力的形式。�
此我们��轻易地将甲⻣文中的〈�词ⅰ＋数词＋�词ⅰ’〉��缅语�的�响型量词
进行对比。

46ﾠ 〈�词ⅰ＋数词＋人（�词ⅰⅰ）〉格式�结�上�〈�词＋数词＋单�词〉（如“鬯二卣”等）��二
�，后者中的〈单�词〉同前者中的〈人（�词ⅰⅰ）〉作用相同，�为承担计数、计量的��。〈�词ⅰ＋
数词＋人（�词ⅰⅰ）〉中的“人”从�词开���为个体量词，也许是由于受�〈单�词〉��作用的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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