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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佳县方塌话动词的重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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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陕北晋语佳县方塌话的动词为研究对象，列举了动词重叠的九种形式，并探讨了动

词可重叠的范围，分析了动词重叠式的构词意义、构形意义及其句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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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position Type of Fangta Dialect in Jia County, Northern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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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rbs from Northern Shaanxi’s Shanxi dilalect of Fangta dialect in Jia County are tak-

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Nine kinds of forms of superposition of verbs are enumerated. A discussion is

made of the range of verb superposition an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word formation significance, config-

uration meaning and syntac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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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语重叠式的形式丰富，使用频率非常高。佳

县方塌话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象声词，皆有形式

和语义都极为丰富的重叠式。另外，一些副词、量

词、疑问代词也可以重叠。本文以动词为研究对象，

列举了动词重叠的形式，分析了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和句法功能。

一 方塌话动词重叠的形式
方塌话中动词的重叠式只有两叠，没有三叠、四

叠及以上的情况。动词的重叠式主要表示时量短和

动量小的意义，功能与普通动词同中有异。

什么动词可以重叠，为什么有的动词不能重叠

的问题，曾是动词重叠研究的热点，目前大家在一些

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马庆株 [1]182认为自主的持

续性动词可以重叠, 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

动词一般不能重叠。张敏 [2]179-180将动作分成三个种

类：能够延续，能够反复的动作；不能延续，但能够反

复的动作，或动作在短时间完成，作为其结果的状态

可持续下去，而类似动作可再度出现的动作；既不能

延续，又不能在短时内反复出现的动作，产生瞬间状

态变化的动作，包含结果意义的动作。指出不能重叠

的动词正是那些表示既不能延续又不能反复的动作

的动词，而表能够延续和/或反复的动作的动词一般都

能重叠。华玉明[3]发现词的内部构造、语用心理、语体

选择和句式几方面都是动词重叠的制约因素。方塌

话动词的可重叠范围也符合以上的认识。

（一）AA式

根据语音形式和构形意义的不同，我们将动词

的重叠式“AA”分成两类。

1“AA儿”式。单音节动词重叠，第二个音节儿化

单音节动词重叠的连调模式为：

阴平叠字：213 + 213 变为 21 + 34，如：捼捼儿

vuo21vuor34。
阳平叠字：34 + 34 变为 34 + 34，如：抬抬儿

thE34thɐr34。
上声叠字：423 + 423 变为 42 + 34，如：摆摆儿

pE42pɐr34。
去声叠字：53+53变为53+21，如：闷闷儿mɣ~53mər21。



入声叠字：ʔ3+ʔ3变为ʔ3+21，如：刷刷儿ʂuaʔ3ʂuɐr21。
摆摆儿pE42pɐr34

漂洗
①跑跑儿 放放儿 闷闷儿mɣ~53mər21

浸泡 抿抿儿 捼捼儿 vuo21vuor34
使弯曲 抬抬儿 对对儿核对伺

伺儿ʦhɿ53ʦhər21
等待撺撺儿ʦhuæ~21ʦhuɐr34

催促 站站儿 照照

儿 炕炕儿khɑ~53khɑɑ~r21
烘烤

后一音节儿化还是读轻声也是区别动词重叠式

和重叠式名词的特征。例如：

动词重叠式：管管儿kuæ~42kuɐr34 擦擦儿ʦhaʔ3ʦhɐr21

奶奶儿ƞE42ƞɐr34
施肥

重叠式名词：管管kuæ~42kuæ~213
管子 擦擦ʦhaʔ3ʦhaʔ21

橡皮

擦 奶奶ƞE42ƞE213
乳状物

2“AA”式。单音节动词不变形重叠。基式和重

叠式都读本调

射射ʂəʔ3ʂəʔ3 扑扑phəʔ3phəʔ3 擦擦ʦhaʔ3ʦhaʔ3

（二）AAB式

“AAB”式是基式“AB”的不完全重叠。“AB”都是

动宾式动词（但并不是说所有动宾式动词都重叠为

“AAB”式），重叠式实际上是将其中的动词性语素重

叠，第二个音节要儿化，连调模式也与前述“AA儿”

式重叠相同。

帮帮忙 招招手 捶捶背 淋淋雨 推推头 漱漱

口 喘喘气 点点头 拉拉话

（三）ABAB式

“ABAB”式是“AB”的完全重叠。这种形式可以

看做是双音节动词重叠的一般形式，不仅并列式、状

中式、主谓式、动补式和动宾式动词这样重叠，它也

是附加式动词的重叠式。重叠后各字均读本调。

盘算盘算 问讯问讯责问 调查调查 调剂调剂 打

扮打扮 动员动员 试验试验 商量商量 收拾收拾 拾

掇拾掇 照顾照顾 重视重视 消停消停 心疼心疼 宣

传宣传 关心关心 红火红火 安排安排 圪搅圪搅搅 不

咂不咂咂

（四）“A着A着”式

部分单音节动词还能与“着”构成“A着 tʂəʔ3A着

tʂəʔ3”式。

走着走着 唱着唱着 吃着吃着 说着说着 看着

看着 哭着哭着

其中的“着”是持续体标记，所以，能够进入“A
着A着”式的动词必须是可持续的动词。可以说“房

子拆着拆着塌了”“火烧着烧着 tʂhuo34 tʂəʔ3 tʂhuo34 tʂəʔ3

灺了”，不能说“*塌着塌着”“*灺着灺着”。

（五）AABB式

还有的动词可以重叠为“AABB”式，“AB”是基

式。构成“AABB”式的都是动作动词，而且“A”和

“B”要么词义相近或相同，要么词义相反。

动词“AABB”式重叠的连读变调模式为“A”“B”
的重叠部分分别读轻声，如缝缝补补 fɣ~34fɣ~34pu42pu34、
抠抠掐掐khou21khou34ʨhiaʔ3ʨhiaʔ21。

缝缝补补 厾厾站站 tuəʔ3tuəʔ21ʦæ~53ʦæ~21 拉拉扯

扯 来来往往 来来回回 指指点点 吃吃喝喝 商商

量量 说说笑笑 修修补补 抠抠掐掐 摇摇晃晃

（六）“A过来A过去\ AB过来AB过去”式

一些动词还可以进入固定格式“……过来……

过去”，构成“A 过来 A 过去\ AB 过来 AB 过去”式。

“A”或“AB”在重叠式中都读本调。

刨过来刨过去 跑过来跑过去 搬过来搬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挑过来挑过去 弄过来弄过去 钻过

来钻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查过来查过去 算过来算

过去 吃过来吃过去 数过来数过去 说过来说过去

让过来让过去 揉过来揉过去 想过来想过去 劝过

来劝过去 摇过来摇过去 盘算过来盘算过去

“A过来A过去\ AB过来AB过去”式表示动作的

反复，所以能够进入这一形式的动词必须是表示可

反复动作的动词。可以说“洗过来洗过去洗不净”，

不能说“*醒过来醒过去醒不了”“*死过来死过去”，

“醒、死”是瞬时动作，一旦醒来/死去，就无法反复再

醒/死。

（七）“紧A慢A”式
单音节动词还能进入“紧 A 慢 A”式，构成四字

格。“A”在重叠式中读本调。

紧跑慢跑 紧扶慢扶 紧翻慢翻 紧挡慢挡 紧撵

慢撵 紧做慢做 紧说慢说 紧写慢写 紧赶慢赶 紧

摇慢摇

此类形式能产性较强，但只有自主动词能进入

这一形式，限制因素来自于动词之前起修饰作用的

形容词“紧”和“慢”。对动作速度快慢的控制需来自

于动作发出者，而这一要求恰恰和自主动词的特性

相吻合。故不能说“*紧病慢病”“*紧漂慢漂”。

（八）ABB式

“ABB”式可看作是动词和重叠式名词“AA”组成

的动宾式三音节动词，准确地说应称为重叠式动

词。“A”读本调，“BB”是名词，连调模式与前述“AA”

式名词相同。

1“BB”是名词性语素重叠而成的名词

变裂裂 变豆豆爆米花 编筐筐 打格格 打窑窑 搭

棚棚 钉钉钉 纳拍拍 拈瓦瓦抓阄 缭边边 扎眼眼 转

道道 吹泡泡 上坡坡 骑车车 盖章章 扛角角 下坡

坡 划志志 喝汤汤 育苗苗

① 释义为动词重叠式基式的意义，不是重叠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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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B”是形容词性语素重叠而成的名词

刁空空抽空 捉憨憨 捉弄傻子 晒阳阳 晒太阳 挤暖暖挤在一起取暖

3“BB”是动词性语素重叠而成的名词

打擦擦不用器具滑冰 藏蒙蒙捉迷藏 耍闲闲不带赌注玩游戏 戏

耍耍玩耍；开玩笑

第 1 类的能产性很强，因为方塌话中名词性语

素重叠而成的名词数量庞大。第 2、3 类词数量较

少，其中有些“BB”并不单用，如“暖暖”“擦擦”“蒙

蒙”“耍耍”。

（九）分音动词的重叠式

“圪捞、不拉、黑楞、骨乱”这四个分音动词可以

以“ABAB”和“ABB”两种形式重叠。

“ABAB”式中的每个音节均读本调。

圪捞圪捞搅 不拉不拉扒 黑楞黑楞摇 骨乱骨乱团

“ABB”式的第三个音节儿化。

圪捞捞儿 kəʔ3lɑu21lɑur34 不拉拉儿 pəʔ3la21lɐr34

黑楞楞儿xəʔ3lɣ~21lər34 骨乱乱儿kuəʔ3luæ~34luɐr34

二 方塌话动词重叠式的意义
动词重叠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构形上，但也有

个别的形式具有构词意义。

（一）构词意义

1 动词重叠式具有状态形容词的功能

华玉明、马庆株[4]指出：“长期以来，在对动词重

叠进行考察时，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动词重叠

与动词之间划上等号，即认为动词重叠后在功能上

还是动词，这对轻声式动词重叠来说是合适的，但对

重音式动词重叠而言就难免名不副实了。因此，我

们应该从形式和功能上对动词重叠加以区分，有必

要用‘动词’和‘状态形容词’两个不同的范畴来表明

动词重叠的不同功能。”以上对汉语普通话的观察为

我们考察动词重叠式的意义提供了新的角度。我们

发现，方塌话动词的重叠“AA”式和“AABB”同样具

有状态形容词的功能。例如：

①你看那个扑扑家想当头儿了么。你看他积极的样子想当

领头人呢。

②拉拉扯扯家让人看见笑话。拉拉扯扯地被人看见了会说闲话。

③a你们两个再商量商量这个事。你们俩再商量商量这件事。

b这就是商商量量的个事，谁也不能强古谁。这

就是需要商量的一件事，谁也不能强迫谁。

我们将③a和b对比发现：“ABAB”式重叠，基式

是动词，重叠后仍然是动词；“AABB”式重叠，基式是

动词，重叠后做“事”的定语。

2 动词重叠是词汇双音节化的手段

①a你天天早起早早儿家起，起来跑跑儿，跳跳

儿，锻炼锻炼身体。

b你天天早起早早儿家起，起来跑，跳，锻炼身体。

虽然在语法上没有错，但是，我们总感到b比较

“秃”，少了什么东西。动词重叠后双音节化，这种感

觉就没有了。

3“ABB”式

如“变豆豆爆米花、藏蒙蒙捉迷藏”并不是动词的重叠，

而是重叠式动词

（二）构形意义

方塌话动词的重叠式在表示量小之外，还有一

些形式有表示动作的持续、反复的意义。

1 动词重叠式的基本意义是表示时量短，动量

小。“AA”式、“AAB”式“ABAB”式和分音词的重叠式

均属于这一类

①a扁豆要闷闷儿再煮嘞。扁豆得先浸泡一会儿然后再煮。

b扁豆要闷给下再煮了。

c*扁豆要闷给两下再煮了。

②这号东西，尝尝儿就行了，还能天每吃嘞？这种

东西尝尝就可以了，怎能每天吃呢？

朱德熙[5]67曾指出：“因为重叠式动词表示短时量，

所以用在祈使句里，可以使口气显得缓和一些。”

③a给我帮忙。 b给我帮帮儿忙。

④a咱两个拉话。b咱两个拉拉儿话。

③a④a语气生硬，有命令的意味，而③b④b语气

缓和、委婉得多，有商量甚至乞求的意味。

表示动量小的重叠式还表示尝试义。

⑤我拿斧子捣捣儿，看能捣烂了不。

动词的重叠式“AA”“AAB”“ABAB”和“XBB”式表

示时量短和动量小。同时，方塌话中时量短和动量小

还可以用时量补语“一阵”和动量补语“一下”来表示，

补语和动词之间还需加连接助词“给”，数词“一”常常

省略，构成“动词＋给阵 kei53tʂər53”和“动词+给下

kei53xa21”的形式，表意功能与动词的重叠式相似。

⑥a你出去照照儿车来了没。你出去望望看车来了没有。b你

出去照给下车来了没。

⑦a咱明儿再叫上几个人，一搭红火红火。咱们明天再

请几个人，一起热闹热闹。b咱明儿再叫上几个人，一搭红火给下。

⑧a我明儿准备拾掇拾掇家。我准备明天收拾收拾家里。b我

明儿准备拾掇给下家。

⑨a你黑楞黑楞，看能黑楞开了不。你摇摇（门），看能摇开

不。b你黑楞楞，看能黑楞开了不。c你黑楞给下，看能

黑楞开了不。

动词的重叠式动量小，“V 给两下”也表示动量

小。“两”在方塌话中是一个表示较少数量的概数，与

表示动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并不相互排斥。

⑨d你黑楞给两下，看能黑楞开了不。

要表示时量短，只能在动词后加补语“给下”，不

能是“V给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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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扁豆要闷给下再煮了。

c*扁豆要闷给两下再煮了。

2“A着A着”表示动作的持续

①吃着吃着嚎起了。吃着吃着开始哭了。

②看着看着睡着了。

“吃着吃着”表示“吃着”这一动作的持续。“A着A
着”式后必然跟随一个其它动词，如例①中的“嚎”，我

们可将其称作动作“B”。动作“B”一定是在动作“A”的

持续期间发生的。动作“B”发生后，动作“A”持续与

否，是不一定的。例①可以是边吃边嚎，例②却无法

睡着了继续看。所以说，“A着A着B”并不等同于方

塌话中的“就……就……”（就吃就嚎），或普通话中的

“一边……一边……”（一边吃一边哭）。

3“AA”式（此处所指不包括“AA儿”式）、“A过来A
过去\ AB过来AB过去”式表示动作的反复

①我擦擦，擦了半天才把那个擦净。我擦呀擦，擦了好久才

把那个东西擦干净。

②你把凳凳搬过来搬过去作甚了？你把凳子搬过来搬过去

干什么呢？

③作文写过来写过去就那么两句话。

④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不想出钱么。

例②中的动作还有明显的动程，可以说“过来”“过

去”表达的意义还比较实。例③④中的动词所表达的

动作行为并不会有空间上的位移，“来”和“去”也不表

示方向，应是例②用法的扩展。在此，“过来”和“过去”

意义虚化，已经变成了“A”的词缀，“来”和“去”没有了

意义的差别。这样看来，在“A过来A过去”这一形式

中，不仅仅是A被重复，而是“AXY”的重叠，这种“动

词+词缀”的重叠表示动作的反复。

4“紧A慢A”这类动词都是偏义词，词义在“紧”和

“A”上

①紧跑慢跑还是没赶上车。

②我紧翻慢翻，糕还是炸焦了。

“紧A慢A”作为让步句的前项，表示“A”“紧快”，即

主观上认为动作快，但后项所说的事情并没有因为

前项的动作快而成立。吕叔湘 [6]430将让步句部分称

为“容认句”，“容认句则上句即已作势，预为下句转

折之地。”前项“紧A慢A”中没有关联词甚至其它成

分，它总是作为让步句的前项出现，故仅“紧A慢A”

这一形式就预示着下句将出现转折。

三 方塌话动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
动词重叠式和普通动词一样，主要做谓语。个

别形式具有了状态形容词的功能，可以充当状语。

（一）作谓语

与普通动词一样，动词的重叠式在句中充当谓语。

①咱把账对对儿。咱们把账目核对一下。

②我再见了要问讯问讯那了。我再遇见（他）要责问他。

③刁空空到你爷爷那走上一回。抽空到你爷爷家走一趟。

④吃丸药不要咬，在嘴里头骨乱乱儿就咽了。吃

中药丸不要嚼，在嘴里团一团就咽下去。

（二）作状语

“AA”式不变形重叠和“AABB”式具有状态形容

词的功能，在句中充当状语。

①那两个后生射射家要打架了。那两个年轻男子一跳一跳地

想打架呢。

②箱子摇摇晃晃家快跌下来了。箱子摇摇晃晃地快要掉下来

了。

（三）动词重叠式的修饰成分

1 与普通动词不同的是，动词的重叠式不能用

表示程度深的副词修饰，也不能用副词“不”修饰

①a扁豆稍微闷闷儿再煮。b*扁豆好好闷闷儿

再煮。c*扁豆不闷闷儿再煮。d绿豆不用闷。

动词重叠式表达的时短量小意义与表程度深的

副词语义矛盾。

2 动词重叠式后面也不能跟数量补语

①a*扁豆闷闷儿两小时再煮。b*扁豆闷闷儿一

阵儿再煮。

动词重叠式的语义与表示确定时间的数量补语

也矛盾，与表示时间短的数量补语如“一阵儿”语义

重复。

3 动词重叠式与“了”“着嘞”“来来”一类的体标

记不相容

①a扁豆闷着嘞。b*扁豆闷闷儿着嘞。

②a扁豆闷过了。b*扁豆闷闷儿过了。

③a扁豆闷来来。b*扁豆闷闷儿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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