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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方言表定指的“量名”(Cl-NP)结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以广州方言为

例，既有对粤方言点进行考察的，如施其生（1996）、周小兵（1997）、单韵鸣（2005）

等对广州话的考察，也有进行粤语内部比较的，如张庆文、邓思颖（2014）对四

地粤语的比较。近几年学界注意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如陈玉洁

（2007）、王健（2013）、盛益民（2017）等。 

然而，学界对 Cl-NP 结构的描写存在不足，先看几个例子： 

（1） 广州：*种/*类植物绝咗迹。 

（2） 广州：*次考试佢得咗零分。 

（3） 广州：*位老师/博士/教授/校长/领导/元首 

             个老师/博士/教授/校长/领导/元首 

（4） 廉江：*只猫冇见嘚。 

从以上例子可见，并不是所有量词或名词都能构成定指的 CL-NP 结构，CL-

NP，CL-NP 结构本身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而同为粤语，廉江话却几乎不存在定指

的 CL-NP 结构。因此，从目前研究所见，汉语方言表定指的 CL-NP 结构的研究，

仍存在以下几个基本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第一，哪些量词或名词不能进入表定指的 Cl-NP 结构？除了名词外，还存在

哪些结构类型的NP？第二，定指Cl-NP结构在句法分布上有规律可循吗？    第

三，定指 Cl-NP 结构在使用上起什么效果或功能？与方言系统内部的指示系统是

否有关？ 

本文先从广州话出发，对定指的 Cl-NP 的内部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逐步比

较廉江粤语、贵港客家、广安西南官话等方言，对定指的 Cl-NP 的句法分布、使

用功能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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