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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动词可以重叠成 AABB式 。以形式上看,动 词 AABB重 叠式

有
“
AB” 扩展式和

“AA+BB” 式两种。重叠式的语义也有了某些变化。重叠式的语法功能主

要是充当谓语、状语,也 可以充当定语,在 一定条件下,可 以充当主语、宾语,很少充当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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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动词重叠形式的有无 ,在语法学界

有不同认识。承认动词有重叠形式的 ,在 范围大

小方面 ,意见也颇多分歧。在承认动词有重叠形

式的人当中 ,多 数人只谈单音节动词的 AA式和

双音节动词的 ABAB式 ,即 词的重叠。例如 :“ 看

看
”
、
“
走走

”
、
“
商量商量

”
、
“
收拾收拾

”
等。至于

AABB重叠式则很少有人说它是动词的重叠形

式 ,一般把 AABB式 归为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例

如刘月华等先生说 :“ 双音节动词以词为单位进

行重叠 ,即 AABB式 (A、 B分别代表动词的两个

音节 )” [1](100页 );“ ②类形容词有两种重叠方

式。一种是完全重叠式 ,按 AABB式 ⋯⋯还有一

种不完全重叠式 ,格 式是
‘A里 AB’

”
[1](127

页)。 又如黄伯荣等先生说 :“ 一部分动词可以重

叠⋯⋯双音节动词重叠是 ABAB” [2](14页 )。

“
有小部分形容词可以重叠。双音节:基本式是

AABB,或 AABB(的 )、 AABB(丿 L)” [2](16页 )。

我们认为 ,动 词有重叠式 ,除 了词的重叠 AA、 AB-

AB外 ,还 有 AABB重叠式 ,例如
“
摇摇摆摆

”
、
“
躲

躲闪 闪
”
、
“
拉拉 扯 扯

”
、
“
进 进 出 出

”
等。动词

AABB重叠式在数量上不是很多 ,但使用频率并

不低 ,比较多地出现在 口语和文学语言中 ,值得探

讨和研究。

- 动词 AABB重叠式的结构方式

什么样的 AABB式才是动词的重叠式呢?范
围大小不完全一致 ,本文确定的原则是要有原式。

原式有两种 :一 是 AABB重叠式 中的 A和 B是
AB动词的构词语素 ,例如

“
摇摇摆摆

”
的原式是

“
摇摆

”
,“ 躲 躲 闪 闪

”
的原 式 是

“
躲 闪

”
;一 是

AABB重叠式中的 A和 B可 以独立成词 ,A和 B

以语素身份 出现于 AABB重叠式 中,AB不 是一

个动词 ,例如
“
写写算算

”
中的

“
写

”
和

“
算

”
,可 各

自单独成词 ,但
“
写算

”
不是一个动词。确定原式

时 ,下 列情况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一是有原

式 ,但原式不是 AB动 词 ,而是 ABB动词 ,例 如
“
病病歪歪

”
,原式是

“
病歪歪

”
,因此

“
病病歪歪

”

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一是 AABB中 的 A可
以单说单用 ,并 能构成 AA重叠式 ,但其 中的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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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原式 B,BB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叠音的语素 ,

例如
“
骂骂咧咧

”
,“ 骂

”
可以单说单用 ,也有 AA

重叠式 ,但是
“
咧咧

”
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最小的

语法单位 ,语素的重叠不能跟非语素的音节重叠

处于同一层级的组合中 ,因 此 ,这一类也不属于本

文讨论的范围。

那么 ,动 词 AABB重叠式从形式上看 ,可以分

出些类型呢?张静先生分成两类 :“ 有的是
‘
AB’

的扩展式⋯⋯有的是
‘AA+BB’ 。

”
[3](195页 )张

先生只是概括地作了分类 ,并未对每种类型的内

部构成情况仵分析说明。尽管如此 ,但这种分类

有其合理性 ,因此 ,本文参照张先生的分类 ,并按

照前面定的确定动词 AABB式 的原则 ,将其分成

两种类型的结构形式 :一种是动词
“
AB” 的扩展

式 ,一种是
“AA+BB” 的组合式。

1.动词
“
AB” 的扩展式

1.1语素 的重叠。这类重叠式 的原式动词

AB是一个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动词 ,AABB重

叠式由该动词的两个不同语素各 自重叠而成。例

如 :

①喝完酒,我 和欧五民摇摇晃晃地回到

我们那个贫穷的大杂院。(柳 青《种谷记》)

②我们母子二人疯疯癫癫,像 两个神经

病,真 够现眼的。(万 方《没有子弹》)

③他坚决要摸黑回家⋯⋯亲戚全家总动

员挽留她,拉 拉扯扯。(柳 青《铜墙铁壁》)

又如
“
躲躲藏藏

”
、
“
啼啼哭哭

”
、
“
摇摇摆摆

”
、
“
凑

凑合合
”
、
“
拆拆洗洗

”
,它们分别是

“
躲藏

”
、
“
啼

哭
”
、
“
摇摆

”
、
“
凑合

”
、
“
拆洗

”
的扩展。按这种方

式构成的 AABB重叠式结构紧密,中 间不能加连

词
“
和
”
等扩展。同时,AA和 BB两部分的组合也

是固定的,前后不能互换。

1.2音节的重叠。AABB重叠式的原式动词

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单纯词,A和 B在原式动词

中均不是语素,AB动词的重叠式是由 A和 B两

个音节相叠而成。例如 :

④吴安明狼狈地拖泥带水奔了出来⋯⋯

他踉踉跄跄跟在后边。(柳 青《一天的伙

伴》)

⑤他结结巴巴地给我讲了好几里路,才

说完他的故事。(柳 青《一天的伙伴》)

按这种方式构成的重叠式在动词 AABB重叠式中

占的比例相当小。AA和 BB的组合更为紧密 ,位

置也特别固定。这类动词只能以原式和重叠式出

现于句法结构中。

2.“ AA+BB” 重 叠 式

构成这一类重叠式 的原式不是一个 AB动

词 ,因 此 ,不属于一个动词 内部的语素或音节重

叠 ,A和 B可 以单独作为动词使用 ,在 AABB重

叠式中,A和 B各是一个语素。

2.1“ AA和 BB” 能单说单用。例如 :

⑥那时候我和姐妹们在天井里跳橡皮

筋 ,因 为心疼鞋子,就 打着赤脚 ,蹦 蹦跳跳。

(殷 慧芳《欢乐》)

⑦谢声远跟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朝着厂区

深处走去。(肖 克凡《最后一座工厂》)

⑧主楼梯严重裂缝 ,墙壁大面积爆皮 ,铝

窗脱落⋯⋯无奈 ,只 得经常补补修修。 (《 华

西都市报》1999年 12月 30日 第 12版 )

又如
“
谈谈讲讲

”
、
“
装装脱脱

”
、
“
缝缝补补

”
,都

能单说单用。这一类重叠式 AA和 BB的 组合不

如
“
AB” 扩展式固定 ,有 些两部分的位置可以调

换 ,例如
“
谈谈讲讲/讲讲谈谈

”
、
“
补补修修/修修

补补
”
、
“
缝缝补补/补补缝缝

’’“
蹦蹦跳彬‘/跳跳蹦

蹦
”
。虽然如此 ,但这样的

“AABB” 式仍是动词的

重叠形式 ,不是 AA和 BB构成的联合短语。理

由有两点 :首先 ,这种重叠式的意义不等于 AA和

BB意义的简单相加 ,所表示的意义是 AA和 BB

之外的另外的整体意义。例如例⑦中的
“
说说笑

笑
”
主要表示动作 的轻松或随便。另外 ,这 种

AABB式的 AA和 BB中间不能停顿 ,也不能插进
“
和

”
之类的词 ,结构还是紧密的。从形式上看 ,

“
AA” 和

“
BB” 之间虽然能插入连词

“
和

”
,但所表

示的意义变了,整个 AABB就是一个短语 ,而不是

动词的重叠式了。

2.2“ AA” 和
“
BB” 不能单说单用。例如 :

⑨半夜以后⋯⋯只剩下一个哨兵在来来

回回溜达。(柳 青《铜墙铁壁》)

⑩欧亚民和他的老爸跌跌撞撞来到医

院,看到的是已经死了的母亲。(王 海玲《与

晋代美女远行》)

“
来来回回

”
中的

“
来来

”
、
“
回回

”
,“ 跌跌撞撞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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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跌跌

”
不能单说单用。又如 :“ 进进出出

”
中的

“
进进

”
、
“
出出

”
,“ 增增减减

”
中的

“
增增

”
也都不

能单说单用。这一类重叠式较 2.1类两部分的位

置固定些 ,但仍有些重叠式中的 AA和 BB位置

比较灵活 ,可 以调换 ,例 如
“
出出进进/进 进 出

向
”
、
“
来来去去/去 去来来

”
。但 AA和 BB结构

紧密 ,中 间不能插人连词
“
和

”
。

“AA+BB” 重叠式起初是单音节动词 A和 B

分别重叠后并列构成
一

个短语 ,并联合 A和 B的

意义 ,经过人们长期使用后 ,结构逐渐固定 ,意义

上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 AA和 BB的 简单联合 ,

而是二者融合后产生出的新的整体意义。这种从

句法上的重叠变成的词法上的重叠 ,对 A和 B有

一定的要求。A和 B要么意义相近 ,例如
“
谈谈

讲讲
”
、
“
偷偷摸摸

”
;要么相关 ,例如

“
写写算算

”
、

“
说说笑笑

”
;要 么相反相对 ,例 如

“
增增减减

”
、

“
出出进进

”
等。

对动词 AABB重叠式 ,本文定了-个确认的

原则 ,并分类作了举例说明。在确认原式和重叠

式上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a)原式是具有多个意义的多义词 ,多个意义

分属不同的词类 ,需要仔细辨认原式。例如 :

⑧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千 万不能敷敷

衍衍。

②两年多来,他 的生活只能敷敷衍衍。

例①中的
“
敷敷衍衍

”
是形容词

“
敷衍

”
的重叠式 ,

“
敷衍

”
表示做事不负责或待人不恳切,只做表面

上的应付。例@中的
“
敷敷衍衍

”
是动词

“
敷衍

”

的重叠式 ,“ 敷衍
”
表示勉强维持。

b)AABB重 叠式的原式是意义没有联系的同

形词,AABB重 叠式分属于不同词类的词的重叠

形式。例如。

⑩火车站每天都有不少来来往往的旅

客。

⑩两家人来来往往的次数增多了。

例⑩中的
“
来来往往

”
的原式

“
来往

”(16而逍ng)表

示来和去的意思。例⑩中的
“
来来往往

”
的原式

“
来往

”
(16iwαng)表示交际往来的意思。两句话

中,AABB重 叠式的原式是形同而读音和意义都

不同的两个词。又如 :

⑤上上下下齐心协力搞建设。

⑩山道上 ,上 上下下的游人不断。

例⑤中的
“
上上下下

”
是合成的方位名词

“
上下

”

的 AABB重 叠式 ,重叠后表示一个集体中从上到

下所有人的总称。例⑩中的
“
上上下下

”
是动词

“
上

”
和

“
下

”
重叠后并列在一起 ,构成

“AA+BB”

重叠式 ,重 叠后表示上下往返的意思。
“
上上下

下
”
在例⑤中是名词的重叠式 ,在例⑩中才是动

词的重叠式。

二 动词 AABB重叠式的语义变化

与原式比较,AABB重叠式语义大多有比较

明显的变化 ,有 的保留原式的基本意义 ,另增加了

附加义 ,有 的则具有 AA和 BB之外的另外的整

体意义。这种语义的变化与原式的结构形式有

关 ,也与 AABB式所在的上下文有关。一般说来 ,

由 AB动词的语素重叠构成的 AABB式 ,较普遍

地保留了原式的基本意义。例如
“
摇晃

”
,指来回

地移动或变动 ,重叠式
“
摇摇晃晃

”
仍具有来回地

移动或变动的基本意义 ,另 在基本意义之外增加

了反复或连续的意思。又如
“
啼哭

”
,指 出声地

哭 ,重叠式
“
啼啼哭哭

”
仍然是指出声地哭 ,但增

加了令人不快或讨厌的感情色彩义。
“AA+BB”

重叠式的意义不是 AA和 BB意义的简单相加 ,

从结构上看 ,它是一个整体 ,表示的意义也是一个

抽象的整体意义 ,而 A和 B动作行为的实指性减

弱了。例如前举动词重叠式
“
上上下下

”
主要表

示上上下下往返不断的意思。又如
“
吃吃喝喝

”

的意思 ,现 在多用于指以酒食拉拢关系。动词

AABB重叠式的语义很丰富 ,也 比较复杂 ,没有丰

富的语言材料是难以说尽的。下面概括讲几类语

义变化。

1.有 的 AABB重叠式表示动作不停地交替

进行 ;或者动作连续反复 ;或 者一会儿这样 ,一会

儿那样 ,比较繁忙而又杂乱。与原式比较 ,动量明

显增大。例如前面所举①③⑥⑦⑧⑨⑩⑩⑩等例

中的
“
摇摇晃晃

”
、
“
拉拉扯扯

”
、
“
蹦蹦跳跳

”
、
“
说

说笑笑
”
、
“
补补修修

”
、
“
来来 回回

”
、
“
来来往

往
”
、
“
上上下下

”
。又如 :

⑦年轻人推推拥拥挤进窑里去抢好位

置,老 汉们随后进去。(柳 青《种谷记》)

⑩石得富在人和牲 口群里转转弯弯,钻

空子走着,顺便注意有没有沙家店区的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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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青《铜墙铁壁》)

它如
“
进进出出

”
、
“
挤挤搡搡

”
、
“
拆拆洗洗

”
、
“
走

走停停
”
、
“
装装脱脱

”
、
“
写写算算

”
等。比较原

式,AABB重叠式中,生发出动量明显增大的意义

的,在动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 AB扩展重

叠式和 AA+BB重 叠式中,有该类意义的都比较

常见。具有此种意义的重叠式比原式更具有描写

性。这种重叠式中的 A和 B一般是意义相近或

相对的语素充当。

2.有 的 AABB重 叠式减弱了动作行为的实

指性 ,表示泛指。例如 :

⑩要是早年里,他 早巳拿起棍子或者脱

下鞋来 ,抨抨拍拍解决问题了⋯⋯(柳 青《种

谷记》)

⑩我们走在山脚下,指 点着山头,免 不了

要谈谈讲讲。(杨 朔《百花山》)

它如
“
跌跌撞撞

”
、
“
磕磕碰碰

”
等也属于这一类。

具有这类意义的重叠式 ,A和 B两个语素意义相

近。

3.有的 AABB重叠式有原式的基本意义 ,但

增加了或轻松、或得意、或随便不经意的色彩义。

例如 :

⑧你开罢会 ,还 满村摇摇摆摆串门子,驴

吃的没一点草,拴 儿回来和爸爸现铡。(柳

青《种谷记》)

@你 不是给她说的!你 在村里摇摇摆

摆 ,美 得一个人还在说话,你 喜迷 了窍了。

(柳 青《铜墙铁壁》)

例⑧中的
“
摇摇摆摆

”
带有一种轻松的色彩 ,例@

中的
“
摇摇摆摆

”
带有一种得意的色彩 ,前举例@

中的
“
敷敷衍衍

”
则有随便不经意的色彩。

4.有的 AABB重叠式有原式的基本意义 ,但

增加了强调意味。例如 :

⑧这时,一 个老人⋯⋯穿一身虽是重重

叠叠的补钉也还像布条一般破绽的衣服。

(柳 青《喜事》)

又如
“
这件事 ,我清清楚楚

”
中的

“
清清楚楚

”
,“ 生

生死死 ,永不分离
”
中的

“
生生死死

”
,都具有这种

意义。

5,有的 AABB重叠式增加了不庄重、不正经

或令人厌恶的色彩。例如 :

④ 多嘴的小麻雀刚睁开眼晴 ,就 吵吵嚷

嚷地讨论早饭该 吃些什 么。(黄 伯荣、廖序

东主编《现代汉语》上 )

⑤人家粮食入库,偷 偷摸摸入哩!既 不

叫监察委员,又不叫监察组长 ,连 队会计也不

叫到跟前。(柳 青《狠透铁》)

它如
“
吵吵叫叫

”
、
“
吵吵闹闹

”
、
“
吹吹拍拍

”
、
“
哭

哭啼啼
”
、
“
拉拉扯扯

”
等都有此种色彩。

在确定动词 AABB重叠式的意义时 ,要 注意

多义原式(主要是 AB动词 )。 有的原式的多个意

义都有 AABB重叠式 ,各 个意义的原式重叠成

AABB后 ,表意上的差异要留心辨识。例如动词
“
拉扯

”
有多个意义 ,多 个意义中,表示

“
拉

”
意义

的可以重叠成
“
拉拉扯扯

”
,如前举例③ ,表示

“
勾

结、拉拢
”
意义的也可以重叠成 AABB。 表示

“
拉

”
意义的

“
拉拉扯扯

”
强调的是动作的连续反

复 ,加大动量 ;表示
“
勾结、拉拢

”
意义的重叠式则

带有不庄重或令人厌恶的色彩。

另外 ,多义词的多个意义分属不同的词类 ,不

同词类的原式重叠成 AABB后 ,表意上的差异也

应注意辨识。例如
“
清楚

”
兼属形容词、动词。作

为形容词 ,表示明白易懂或明白、清晰、不糊涂的

意思 ,重叠成
“
清清楚楚

”
后 ,基本意义不变 ,但增

加了程度加深的意思。作为动词 ,表示知道、了解

的意思 ,重 叠成 AABB之 后 ,基本意义不变 ,增 加

的意思却是强调加重。

其次,AABB重 叠式的原式是不同的词 ,重叠

后形式相同,但语义及语义的变化却大不相同。

如前举例⑤、⑩中的
“
上上下下

”
和⑩、⑩中的

“
来

来往往
”
。

三 动词 AABB重叠式的语法功能

1.充 当谓语。分析笔者收集到的实例 ,充 当

谓语是 AABB重叠式的主要语法功能之一 ,前举

例②③⑥⑧@⑩⑩@中 的 AABB重叠式都是充当

的谓语。又如 :

④我磕磕绊绊,说 了八百六十个对不起 ,

总算走到那张桌前。(万 方《没有子弹》)

②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

去了,又要到站了,清 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 ,

罩灯又亮了,人 们又挤挤搡搡。(王 蒙《夜的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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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动词一样 ,AABB重 叠式的原式 ,不少能带

宾语 ,但重叠式带宾语的却少见 ,下面是笔者收集

到的两例 :

⑧我用心练字,为 的是帮助校长抄抄写

写一些不要紧的东西。(老 舍《月牙儿》)

⑩他跟我商量时,口 吃的毛病并不很明

显,但 当我抢着擦黑板时,他 则又结结巴巴

了:“ 我、我、我⋯⋯来。
”(艾 华《结巴》)

2.充当状语。充当状语 ,是 AABB重叠式的

叉一主要语法功能。前举①④⑤⑦⑨⑩⑩⑩⑩④

⑧⑧中的 AABB重叠式都是充当状语。又如 :

⑩这村子里的庄稼人午睡起来 ,三 三两

两走下村坡 ,懒 懒地向各方面的庄稼路上去

了。而我们 ,还 在那株古槐树下喧喧嚷嚷地

没有休停。(柳 青《一天的伙伴》)

动词作状语的是少数 ,但 AABB重叠式却比较普

遍 ,重叠式充当状语 ,后面用不用
“
地

”
,与 动词充

当状语一样 ,一般是比较自由的,如
“
老太太唠唠

叨叨(地 )说个没完
”
,前面所举例句也是可用可

不用
“
地

”
,但多数以不用为常式。

3.充当定语。动词 AABB重 叠式充当定语

不如充当谓语和状语那么普遍 ,前面所举例⑩⑩

⑩⑧中的重叠式均充当定语。又如 :

①躲躲闪闪的造谣者。(余秋雨《关于

谣言》)

AABB重叠式充当定语 ,与 中心语之间要用结构

助词
“
的
”
,虚词

“
的
”
是连接 AABB与名词性中心

语并使之成为定中型偏正短语不可缺少的语法手

段。

4.充 当主语、宾语。笔者没有收集到 AABB

重叠式充当主语和宾语的书面语例句。AABB重

叠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AABB

重叠式充当主语 ,谓语总是由非动作动词、形容词

或由它们构成的谓词性短语充当。例如
“
走走停

停可以 ,拖拖拉拉可不行
”
。AABB重叠式充当宾

语 ,只 能出现在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后 ,例如
“
不准吵吵叫叫

”
。

5.充当补语。AABB重叠式充当补语也极少

见 ,笔者也没有收集到书面语的例句。其作用主

要是描写。例如
“
回答得躲躲 闪闪

”
、
“
走得摇摇

晃晃
”
。充当补语的 AABB和 带补语的中心词之

间要用助词
“
得

”
,同 样 ,虚 词

“
得

”
是连接谓词性

中心语与 AABB式补语并使之成为中补短语的不

可缺少的语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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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Ⅴerb AABB Repetition Pattern

ZHOU Yongˉ hui

(Chinese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some verbs can be repeated in AABB pattern,which has two

forms:extension of“ AB” and“ AA+BB” ,with some semantic shift。  Grammatica11y,the AABB

repetition can be used as predicate, adverbial, as welI as attribute, and in ce⒒ ain circumstances,

as su】。∷ject and o刂 ect,but seldom as 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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