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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前言

  鄭声桝（1952）在淡到形容洞的修怖屠吋首次提

到［形＋数］和［数＋形］丙稗形式的同題：有些性辰

的程度是能用数量来表示的，例如“迭段布三尺

長”，“迭掴柴五斤重”。如果把数量洞放在后美，

悦成“迭段：布長三尺”，“迭掴柴重五斤”，就有丙

秤意思。一秤和原来的意思一祥，不迂是一和“祀

帳式”的悦法。男一秤意思是“這段布（比那段）

長三尺”，“迭梱柴（比二二）重五斤”。（注1）

  丁先生已径注意到了三和不同的拮杓形式在

梧文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没有作

具体分析。

  昌庚珠（1992）在《双i吾劫洞和劫洞性結杓》中

指出：述培是形容洞，箕三三数量洞充当，当形

容洞是“高、寛、肥、厚、粗、長（chang）、深、重”

等，而且数量洞表示音量吋，“形＋数”就会卉生

岐文。（注2）島井再出，身先生已経注意到了［形

容洞＋数量出組］結杓上形容洞呼量洞的一団特点，

井且淡到消除岐文的郵書方法。

  和声樹、昌庚株二三都並已注意到［形容洞＋

数量書組］和［数量洞組＋形容洞】丙秤形式在梧文

上有区別，然而在拮杓形式的組合及官斗星句子

中的具体表現方面墨田組立。本文力演筆返伊方

面作些探付和朴充。

  1．洞悟羅拝

  ［形＋数］和［数＋形］丙秤形式的杓成成分完全

一致，都是形容洞和数量短梧，二者表迭的是一

秤又相区別又有亜系的相互交錯的単文荘家。力

了槁区割秤夏奈美系，有必要語耳塞形式対形容

洞和量洞的逸拝上加以分析。

  1．1形容洞的逸士

  汲培中形容洞的数量根多，但能移遊人［形＋

数］、［数＋形］形式的却寡蓼元几。具体情況如下＝

  1．1．1単音汁量形容洞

  重量形容国是指具有数量特征的形容洞。如：

   大小多少長短厚薄快慢逸近
   粗鋼弩重深浅高低寛窄肥痩
   冷熱早晩退老小年弩年老
  杁理減上Vl，汁量形容洞都座核可以充当［形

＋数］或［数＋形］的形容洞，但実鉱山用上又不尽然。

一般情況下，二子単音市形容洞，井且即使在同

是単音市形容洞的情況下，表示正面意文和負面

意文的丙美形容洞又有不同。逮秤区別主要表現

在薗方面：其一，能否分別遊人［形＋数］和［数＋形］

丙秤形式；其二，対数量洞的“量”卉生的影痢

不同。

一 13 一



山口県立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 第5号（1999）

  1．1．2 可盲嚢吋遊人［数＋形］和［形＋数］形式

的形容洞

  我伯暫且把“長、厚”等剣カー美，把“短、

薄”等刻力男一美。前者是“正面形容洞”，野相

是“双面形容洞”。美干網移厚田遊人［形＋数］、［数

＋形】丙秤形式的形容洞，昌庚株列挙了“高、寛、

肥、厚、粗、長、深、重”等八介（注3），受官

佃的日陰，甘貝中的数量短悟分別可以表示事物

的全量和差量。如：“長二尺”和“二尺長”，后

者表示的是全量，前者既可以表示全量（長力二

尺），又可以表示差量（長出了二尺）e

  1．1．3 同市十寸炭現与上述八介形容洞回文

相反的、表示負面意文的形容洞“低、窄、痩、薄、

鋼、短、浅、軽”等也可以充当［形＋数］中的形容

洞，対数量洞草書制壁塗品格。例如：

  長一寸 重二斤 厚三公分

  短一寸 軽一斤 薄三公分

  一寸長 二斤重 三公分厚

  ＊一寸短＊二斤！lill：＊三公分薄

  迭些表示負面副文的形容洞与同筆相対的正

面形容洞的不同甘干：其一，只能遊人［形＋数］形

式，不能遊人［数＋形］形式其二，受宮田的影画向，

数量洞所表示的只是差量。

  1．1．4 只能遊人［形＋数：1形式的正面形容洞

  汁量形容洞的単音市正面形容洞，除上述8介

能移分別遊人［形＋数］、［数＋形］両秤拮杓，其余的

（熱、早、老、畔、快、多、貴）都只能遊人［形＋

数］一寒冷日中，井制釣着数量短梧表示単鈍的差

量意文。迭一点与負面形容洞的表現完全一致。

  大二尺 多一斗 貴両毛 快三秒 辟四五

斤

  小二尺 少一斗 賎函毛 慢三秒 痩四五

斤

  ＊二尺大＊一斗多＊丙毛貴＊三秒快＊四

五手習

  1．1．5 只有表示負面通文的可以，其相量的

正面置文的不能引入［形＋数】形式的形容洞

  迭和情況不多見，只有“歪、斜、偏”等几

介与正面形容洞“正”相対座興洞。官佃軽口不

能遊人［数＋形】形式，但都能遊人［形＋数］形式，担

負着表示差量的作用。“正”却不具各迭秤能力。

  恵之，所有表示負面意文的汁量形容洞都只

能表示差回，只能遊人［形＋数卜秤形式。在与其

相対座的表示正面意文的形容獅噛中，多数這用

干［数＋形］和［形＋数］丙秤形式，分別表示全量和

差回，少数正面形容洞与宮伯的負面形容洞一祥，

只能遊人［形＋数］形式，表示差量，迩有的正面形

容五更弱，与官対座的一些負面形容洞可以遊人

的場合羽冷却元能力力。

  1．2 数洞、量洞的逸拝

  1．2．1量洞華魁拝

  量洞白米拝多限干名量洞中的度量衡単位量

洞（弓鋸）e除此之外，人伯母吋常使用日常生活

中所熟知的量洞。迭些量洞均是借用的名洞，宮

佃所表示的量的意文量然不純精碗，但学齢寒樹

人声生涙解。例如：

  厚一指大一旧訓高聴樹梢子粗三囹大

一芝麻粒寛一韮菜叶

  一指厚一巴掌大丙桝三子高三囹粗一

芝麻粒大一韮菜叶寛

  寛一唖蝉

  1．2．2 数十早寒拝

  数洞的逸揮量然不像形容洞和三組那広戸格，

也難事規律可循的。以下三点月割注意：

  第一、必須是基数洞。汲活的数洞有基数和

序数之分，能遊人［数＋形］、［形＋数］形式的只限干

表基数的。難球電離“高一百米”、“一百米高”，

不能悦“旧藩一百米”、“第一百米高”。

  第二、丙秤形式中的数洞都可以使用釣数、小

数，也半弓使用疑1司代洞。例如：

  四五置戸 七十多米寛 好几丈深 0．6寸

厚 几米長 多長

  重四五斤 寛七十多米 深好几丈 厚0．6

寸 年増米 長多少

  第三、分数可用干［形＋数］形式，但一般不用

干［数＋形］形式。例如：

  長四分之一厘米 重千分之三克 高四十五

又三分煙一米

  短四分之一厘米 軽千分之三克 低四十五

又三沢之一米

  ＊四分之一厘米長＊千分之三克重＊四十

五又三分引一米高

  2．拮杓形式

  ［数＋形］和［形＋数］是不同的丙秤拮杓形式，数

量演述和形容洞的順序相反，因此在培法形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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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的揺人等方面心存在着不点差昇。

  2．1遺法形式

  2．1．1［形＋数］中的丙座面法形式

  弓庚台（1992）対［形＋数］拮満作了如下分

析（注4）：

酎｛述真：高度＝X＋1（寸主述：高度＝1（寸））

重五斤僅総総響
  筆者螢同迭王将［形＋数］分析力述冥、主公培

法形式的意児。同吋回旋有必要ve 一一歩立付拮適

中形容洞洞性的変化剖出，即詠一介形容洞当官充

当［主述】拮杓銅壷悟和［述宴］凶漁的振袖吋是否都

保持着富有的洞性。如果不意面諭，官伯又是急祥

一秤情形呪？

  a．迭件行李重20斤。

  h召致行李重出20斤。

  上面冠句可溶筒越州：

  a'．迭件行李20斤。1＊迭件行李重了。

  b'．迭件行李重了。1＊迭件行李20斤。

  杁富里也可以吐出，a．b丙句読的形容洞“重”

有不同。a句里的“重”白話失立丁々原有的洞性，

変成了一吉名洞；而b朝里的“重”侃長保同着形

容洞的鮮明特上。迭一一点，也可聴六日培中得到

iiE明。

  a”．この荷物の重さは20キロである。

   （重さ：名目）

  b”．この荷物は20キロ重い。（重い：形容洞）

  在日培中，仮杁洞的外部形式或洞尾的有元

変化上宿可読分注出船名山迩是形容洞。

  2．1．2定中型的確錯杓一［数＋形］形式

  ［数＋形］究寛是急傾一軸培法形式，至今尚未

見到一介肯定的画法。迭里面詰面作“定中型偏

正三豊”出干以下雄途考慮。第一、其中的形容

洞基本改変了原歌的洞性，変成了名洞。迭祥，官

前面的数量短培自然也就成了迭秤“名洞”的修

怖培（定梧）了。第二，唯以一滴主述、述宴、状

中等形式。日培中也有美似的情況，例如：

  2メートルの長さ（丙米長）

  10キロメートルの遠さ（十島里心）

  5センチの深さ（五厘米深）

  在日直中溢出杓成以名洞力中心的偏正拮杓。

  面上所述，［形＋数］和［数＋形］有一介共同点，

在表示全量的場合，形容洞都改変原有的洞性，変

力名四；表示面量的場合，形容洞的洞性不炭壷

変化。

  2．2成分赤泊人

  即雷同祥表示全量，在拮杓内部可否揺人其

他成分方面，丙秤形式也是有区別的。一般迂曲，

［形＋数］拮杓中向可以揺人，［数＋形］拮杓中向不能

揺人。例如：

  重油5斤 長月2寸 高不道1米至心2尺

  ＊5斤釣重＊2寸士長＊1米不山高＊2尺語

論

  但丙秤拮杓的前面調音以瀬上其他成分，如：

  山越1軽5斤 仮長1短2寸 不冠高！低1

米 オ寛1窄2尺

  釣5白重仮2寸長不道1米高オ2尺寛
  不愴前面加上北広成分，［数＋形］形式表示的

侃是全量。在［形＋数哩，当形容乱調表示小、少、

弩、短等三面山盛吋，点灯前面加上“扇面、書

起来”等表示全部意又的洞沼，所表示的也只是

差量。但当形容洞是表示大、多、重、長等正面

候文吋，便既可表示全量，又可表示差量。

  油漉，“再”、“迩”、“又”等面面可以加在［形

＋数］前面，不能並在［数＋形］前面。如：

  再深1浅3公分 血豆1短2寸 又重／経四

五斤

  ＊再三公分知 ＊迩2画面 ＊又四五斤重

  有趣味是，［形＋数］拮杓前面分別加上“再”或

者“迩”、“又”之台所表示的量翁面是差量，但

培文則完全相反。如“再深3公分”表面的是尚“油

壷三寸准”，“逐長2寸”、“又重四五斤”表迭的是

侃“超出動准”。

  男外，直話株曽淡到，［形＋数］中的形容嗜虐

加“了”或“出”，数量洞只表示差量。実隊上，

不仮“了”、“出”，甚至“三盆”、“出来”等也可

以加在形容洞三面。特注値得注意的是，井非所

有表示面量的都能在形容洞后面分別加上迭些洞，

虫屋：

  長了1出2寸 素立／出1米 三盛1出爾

三回転重出1出四五斤

  短了1＊出2寸 低了1＊出1米 窄了1＊出

丙三米軽了1＊出四五斤

  長出面1出来2寸高出直1出来1米逸出

了1出来三米重出了1出来四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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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出了1出来2寸＊低出了1出来1米＊窄

出了1出来三米＊軽出了1出来四五斤

  表示正面意外的形容洞后面大都既可加上

“了”，也可加上“出、出了、出来”；表示反面意

叉的形容事書面嫌臼田瀬上“了”，不能加上“出”

等。当然，迭与“出”的i吾文有美，但冬瓜也告

訴我伯，駆使同国表示差量的卵形，不同培文美

型的形容県単里人洞梧恥曝拝井非完全一致。

  2．3 開国的鞍換

  ［数＋形］、［形＋数］両科1拮杓有吋雨飛以相互鞍

換的，千里的必要条件是表示全量。也引回悦，只

有［形＋数］中当主述美能移与［数＋形］拮杓送行鞍

換，掌中的述箕美（思差量的）則不能。如：

  a．（旧訓村）高3米一→（：迭楳桝）3米高

  h（逮裸野比那裸梱）高3米一→＊（送裸樹比那

裸桝）3米高

  c．大一歩一→＊一歩大

  d．貴5毛一→＊五毛貴

  我早出経知道，在表示事物的差掛吋，迭拝

［数＋形】迭秤形式是戯訓疑文的，表示事物的全量

吋，有丙秤形式可供逸拝。

  3。句子中的表現

  ［形＋数］和［数＋形］理科1形式在不同押脚子中

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現形式，童男一介角度悦，不

同美型的句子対向丙秤形式有不同的逸拝和限制

美系。

  3．1祈使句中

  祈使句是表示清求、幼誘、命令昭代的句子，

在迭美句子中，［形＋数］拮杓可以出現，而［数＋形］

拮杓不可。同輩拮杓前面常常加上“再”，如：

  団長一尺！＊再一尺長！

   （再）大一点！＊（再）一点大！

   （再）短三公分！＊（再）三公田川！

  上述要求和慮望都有“遊一歩”之文，其中

的数量毒煙表示的是事物的現状与悦活者的悪望

之何艇差距，“長”、“大”、“短”都含有較強的劫

論意文，即“加長”、“ザ大”、“鰭短”之文。岸

派，表示全量的［数＋形］呼気不能出現即下使出

中。

  3．2 反型深向隅田

  用米三業没有三米高？／迭楳樹是不是三米

高？

  ＊区劃村有没有高三米？／迭裸桝陣取是高三

米？

  ＊迭半里有壁有粟田楳高三米？／酔眼村是不

是比隣裸高三米？

   迭裸単比那裸高没高三米？

  可以看出，［数＋形］和［形＋数］除了在［是不是］

形式中表現出共同性平帯，在其他形式中則有根

大不同：［形＋数］往往前加［有半有］転成正反同句，

而［形＋数］主要依皐自身形容洞的反夏杓成正反同

句。

   3．3 特果糖同母中

  竿秤拮杓形式的疑向形式有不同：例如才以

用“多少”代替［形＋数］的数量短培来表示疑同，

而不能用“多”来代替。与此相反，在［数＋形］中

的則直筆用“多”，不能用“多少”。如：

  大多少 多多少 深多少

  ＊大多 ＊多多 ＊深多

  多大 多長 多深

  ＊多少大＊多少長＊多少深

  3．4 一般叙述句中充当定年吋

  他車中我保持着丈把逸的距寓。

  寺門前有丙ノト弓丈多高的石塔。

  那男子姑在不満二尺寛的楼掌上。

  像身上挑的可琴唄斤面的担子呵！

  充当叙述句的四界吋，［数＋形］拮杓出現的的

頻率禄高，有事量然字源転換成［形＋数］結杓，但

培感上子得不審自然。如：

  ＊他恵和様保持着逸丈把的距寓。

  ？寺口前軍回心高三丈多的石塔。

  ？祢身上挑着的可是重即断的担子呵！

  3．5 井列排出地中

  在井列、排比興中，力了使綱目同型，辻人

所得明白，常常逸用［形＋数】形式。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靭。（愚

公嵐山）

  一介副子長8米，寛5米，高3米，迭介孔

子的中枳是多少？（小学数学）

  4．拮束屠

  以上杁洞屠的逸拝、拮杓形式和在句子中的

表現三舞方面対［形＋数］和［数＋形］八郷形式遊行

派分析。可以看出，二者有共通之赴，同吋又有

明星的区別。草薙，［数＋形］和［形＋数】中的［我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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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数］和［数＋形］的拮杓分析

形式表示的是一介独立的整体意文。［形＋数］中的

［述冥］形式表示的是一介有区別性特征的非整体意

又。所凋区別性特征指的是存在着明碗的対比1示

准，非整体指的是所言的事物与官対比的祢准之

向的差距。明白了美腱的Pt 一点，我伯就可以在

下面的答句（B）中大胆地這用了。

  ①A．迭介桝坑捲得移深了肥？ （距寓要求）

   B．（不移，）浅三公分。

②A．弥血圧迩高喝？ （距寓正常値）

 B．（高。）高十多度呪。

  在上述A句中，如何迭用迭丙和拮杓形式，対

初学汲沼的学生伯来悦不太容易。但一般悦来，如

果要表示全量的意文，迭用［数＋形］形式是比較安

全的，因力迭秤形式只表示全量。表示差量吋，用

［形＋数］形式是不会有錯的。

  汲梧中美似的情況迩有不少，官伯量函丙拮

杓相近，屠文相通，但息有鋼微差別的。世界上任

何一秤培言都是迭祥，毎一秤結杓形式都必然具

有其他形式元法完全替代的表意功能。如果丙秤

形式所表迭的培文完全相同，也就没有井存的必要

了。

③A．迭座楼有多高？ （高度）

 B．五十六米高。

④A．迭快地長多少？寛多少？

  （長度和寛度）

 B．長 40米，寛25米。

⑤A．迭園地多長？多寛？ （長度和寛度）

 B．40米長，25米寛。

⑥A．迭癖地比津素地長多少？寛多少？

  （同那快地相比）

 R長（了）7米，寛（了）3米。

       注経

1．丁声村等《現代汲培i吾法誹活》p51

2．弓庚株《双屠劫洞和劫洞性結杓》p78

3．同上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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