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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量词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尤其是“条”和“根”,“双”和“对”,“只”和

“个”这样的近义量词,常给学习者造成困惑。本文将针对“条”与“根”进行个案研究,从语义特征的

角度出发,分析其语义内涵的差异,由此探寻其与名词搭配的异同,试图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量词教学提

供可操作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 量词；名量搭配；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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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难

点内容,尤其是“条”、“根”,“双”、“对”,

“只”、“个”这样的近义量词,常给学习

者造成困惑。邵敬敏在《量词的语义分

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一文中提出,

“名词的语义内涵对量词的选择起着主

导的制约作用”①。从这一角度来看,辨

别某一名词与量词的搭配是否合适,应

判断该名词与量词的语义特征是否相

符。本文以“条”、“根”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从其语义特征出发。 

1 “条”与“根”的语义特征 

《说文解字》中“条”被释为：小

枝也,从木,攸声②。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7 版）中“条”的义项有：①细长

的树枝,②条子,③细长的形状,④分项

目的,⑤层次；秩序；条理,⑥[量]用于

细长的东西③。 

《说文木部》中“根”被释为：木

株也,从木,艮声。《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中“根”的基本释义为：①高等

植物的营养器官,②比喻子孙后代,③

物体的下部,④事物的本源；⑤根本地；

彻底,⑥依据；作为根本,⑦[量]用于细

长的东西。 

1.1“条”与“根”之间的联系 

由以上注释可以发现,“条”和“根”

的语义相互联系,其相同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方面： 

第一,与植物密切相关。 

第二,含有细长、条形的形态特征。 

1.2“条”与“根”之间的区别 

“条”与“根”的语义都同植物密

切关联,但其语义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对

“条”与“根”进行义素分析,能够帮助

我们更准确地解释其区别。 

细长 柔软 有根 根须

条 + + - -

根 + - + +
 

“条”与“根”义素的区别主要在

于它们分别源于植物的不同组成部分。

枝条由植物主体生出,它相比较于树干、

树根更加柔软。而植物的根部通常位于

地表以下,对植物起稳固作用,因此更加

坚硬、粗壮。从义素角度来看,“条”着

重凸显事物柔韧性强、弯曲度高的性质,

而“根”则与之恰恰相反,着重凸显事物

的坚硬质地与刚强特点。 

2 “条”与“根”的搭配对象 

2.1与具体事物的搭配 

2.1.1植物类 

“条”和“根”的本义都同植物密

不可分,因此搭配跟植物相关的名词是

它们最基本的用法。一般情况下,呈长

形、条状的植物就可以与“条”或“根”

搭配。如“一条树枝”“一根树干”。 

2.1.2圆柱状物体 

木质或金属品因其硬度较高的特点,

更多与“根”搭配,包括木棒、扁担、棍

子、杖、钢筋、钢管等。 

2.1.3线绳类 

棉线、麻绳类事物绵软、柔长,同

“条”与“根”的语义特征相符。因此

可以说“一条线”、“一条绳子”,也可以

说“一根线”、“一根绳子”。但这两种表

达仍存在差异。我们看以下两句话： 

①心电图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时

间在这一刻凝固了。②据说（苏绣）最

精微的细节处理要将一根丝线分成

1/64。 

石毓智引入数学概念中的空间坐标

系,他认为与“条”搭配的物体通常在水

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延伸。如例①,心电

图中的折线与白纸上的线类似,同样位

于平面空间。而同“根”搭配的物体往

往涉及立体的三维空间,如例②中,丝线

能够分成六十四份,它是立体的,属于三

维空间,所以与“根”搭配更加恰当。 

2.1.4动物类 

某些身体呈长形或近似长形且柔软

的动物,因其特点与“条”的语义特征相

符,因此两者能够搭配,如“一条蛇”“一

条鱼”。而“根”则没有此类用法。 

动物类包含的内容并不仅指动物,

同时包括人与动物的个别部位、人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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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皮肤上的毛或者发。人体的某些部分

如腿、胳膊、舌头、血管、神经、手指、

骨头、毛发等,但我们只能说“一条腿”、

“一根手指”、“一根骨头”。我们将人的

躯干看成一棵大树的主体,四肢就像是

树的枝条,通过这样的想象和引申,就可

将人体与“条”产生关联。毛发一端固

定,另一端生长的特点类似于植物的根,

有了这一层引申,即使毛发不具备坚硬

的特点,仍可与“根”搭配。 

2.1.5地理类 

该类名词包括：河流、山川、道路、

沟渠。道路。水流的形状同条形十分相

似,并且它们往往蜿蜒曲折,并非直来直

去,在一定程度上同“条”的语义特征吻

合。山川则略有不同,在近处看,山并非

细长、条状,它的常用搭配为“一座山”,

但当山脉绵延不绝,从远处看便形成了

一条线,所以用“条”与之搭配,如“一

条山脉”。 

2.1.6布帛加工类 

这类事物具有柔软的特征。因此,

大多情况下往往与量词“条”搭配。这

其中包括的名词有：毛巾、被子、地毯、

围巾、裤子、裙子、等。 

2.2与抽象事物的搭配 

“条”的搭配对象可以是抽象概念,

而“根”只能搭配某些名词的引申义,

不能与抽象事物搭配,这是“条”与“根”

的最大差别。 

2.2.1法律制度类 

在《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中,

量词“条”的释义之一为：计量能够分

项的物④。法律制度是一个宏伟的体系,

具体由每一条细则组成。此类包括法规、

条例、规定、规则、令、合约、规范、

政策等。 

2.2.2方法类 

这类名词中与“条”搭配频率最高

的是通过对“路”的引申得到的如途径、

捷径、前途等词,而不是方式、方法等词。 

2.2.3消息类 

消息类事物涵盖新闻、通讯、信息、

答复、秘密等。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可想

象为一条条线型的语流串,而多媒体的

传播方式主要依靠电线、电缆等线状的

物体。人们通过这样的类比把“条”与

消息类物质搭配起来。 

2.2.4言语类 

通常来说,说话、文字等内容的传播

与表达一样可想象为经由线状的语流串,

同量词“条”结成某种隐喻联系。如：理

由、建议、意见、评论、标语、承诺等。 

3 对“条”与“根”的教学建议 

在《对外汉语名量词选用教学的一

点探索》一文中,戴梦霞提出分阶段教学

法,这种教学方法指在不同阶段让学生

掌握难易程度不同的量词,也指在不同

阶段学习同一个量词的不同用法。具体

以“条”与“根”为例,可以这样设计分

阶段教学： 

初级阶段：由于印欧语系中没有量词

的用法,这些语言背景的学生在初学汉语

时往往难以理解量词的概念。针对这些学

生,教师应先讲解量词的概念和功能,让

其理解在汉语中名词与数词要靠量词做

两者间的连接,而不能直接搭配。 

其次,对于初学者的量词教学要以

常见量词、常见量词的惯用搭配为主。

如量词“条”,汉语教师先指出其形状特

征为细长的特点,再以生活中常见的搭

配为例,如“一条树枝”、“一条绳子”等。

这些名词既是具体事物,外形又十分符

合“条”的基础语义,在日常生活中也被

广泛使用,易于初级学生理解和记忆。 

中级阶段：此阶段学生已经掌握了

部分惯用量词及其用法,其中包括了某

些意义相似的量词,近义量词会在一定

程度上干扰学生正确使用量词,但教师

不必过多辨析其差异,只需说明最显著

的差异,如“条”和“根”所搭配事物都

为长形、细条状,但是“条”倾向二维平

面的物体,而“根”则倾向于三维立体的

物体。在中级阶段,教师的讲解更进一步

却点到为止,使学生对两者区别有所了

解,也不会造成困扰。 

高级阶段：高级阶段的留学生已经

建立了汉语知识的基本框架,他们学习

了更多的常用量词,并对中国文化有了

更深的了解。这时,教师的讲解可以更加

深入,从量词与非具体物体的搭配着手,

同时逐步过渡到量词的非惯用搭配上来,

比如“一条人命”、“一条心”等。 

4 结语 

本文从“条”与“根”的本体研究

着手,对二者语义特征进行对比,发现其

相似点在于都与植物密切相关,并含有

特定的形态特征,即细长、条形。二者的

差异性在于凸显物体的特性方面,通常

而言,“条”着重凸显事物质地柔软、可

弯可折等特性,如“一条鱼”；而“根”

着重凸显物体质地刚硬、不易弯曲等特

性,如“一根钢筋”。 

针对“条”与“根”语义特征的联

系和差异,建议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因阶段

施教,综合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循序渐进

地将量词的定义、用法、区别传授给学

生,使学生更完整、准确度更高地掌握并

运用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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