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足”和“足足”的考察
―以表主观量的用法为主―

郭　　　雲　輝

1．引言

数量是客观事物的特征之一，任何事物都是以一定的数量的形式存在的。

数量也被称作“量范畴”，李宇明2000（73-74頁）根据量范畴的表达方式不同，

把量分类为不同的次范畴：明量与暗量、实量与虚量；其中实量又分为：确量

与约量、客观量与主观量；其中主观量又分为：大量与小量。

在语言中，表示数量的通常是数量词1)。但是，数量词大多表示的仅仅是

客观量，即它是用来客观描写事物的数量的。但是，有时人们在表示事物的数

量的同时，还要表示说话人对该数量的主观评价，这就是所谓的主观量2)。具

体而言，说话人以某个标准来衡量该数量，如果认为该数量达到、超过或接近

该标准，该数量在进行语言编码时即表现为主观大量；如果认为该数量未达到

或未超过该标准，该数量在进行语言编码时则表现为主观小量3)。例如：

(1)�科学家曾对人体在干燥的空气环境中所能忍受的最高温度做过实验﹕�

人体在71℃环境中，能坚持整整1个小时；在82℃时，能坚持49分钟；

在93℃时，能坚持33分钟；在104℃时，则仅仅能坚持26分钟。但是，

据有关文献记载，人体能忍受的极限温度似乎还要高一些。1999年首

次举办的桑拿世锦赛，最后获得冠军的芬兰小伙阿蒂•梅热维塔足足在

桑拿房呆了45分钟。（《北京晚报》2010年8月9日）

例(1)中的“仅仅”表示主观小量，“足足”表示主观大量，“整整”既表

示客观量，又表示主观大量。在这里，副词“仅仅”是主观小量的表现手段，“足

足”、“整整”是主观大量的表现手段。可以说，主观量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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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足”和“足足”分别是表示主观量的手段之一，以往很少有人

从主观量的角度进行过研究，本文着重对其表主观量的意义用法以及功能进行

考察。

本文中所使用的实例，主要是笔者自己从小说、报刊中收集的例句，同时

也包括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中检索到的例句。

2．“足”的意义和用法

2.1��辞书中的“足”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在这里只列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辞书中的“足”的条目：

(a)《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形充足；足够：富～ |十～ |丰衣～食|劲头很～。　副够得上某种数

量或程度：这棵菜～有十几斤|这些事有三小时～能做完。　足以；

值得(多用于否定式)：不～为凭|微不～道。

(b)�《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10）

形富裕；充足△丰衣～食|干劲很～ |富～ |～月。→　副完全可以；

值得（多用于否定）△微不～道|不～为凭|无～轻重。→　副表示充

分达到某种数量或程度△这根竹竿～有三四米长|一小时～能做完。

(c)《应用汉语词典》(第1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

（前略）　〔形〕充实；完备：富～ |美中不～ | ～智多谋|丰衣～食|

心满意～ |学然后知不～。　〔副〕满；完全；充分(表示程度或数量

够得上)：～能胜任|两天～可以完成任务。　〔副〕值得(多用于否定

式)：不～为奇|何～挂齿|无～轻重|言者无罪，闻者～戒。　〔副〕

尽情地，尽量地：～玩了三天。

(d)《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第1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副>①够得上某种数量和程度。能重叠。作状语、常修饰单音节动词。

例这个包裹～～有20公斤|她盯着我～有一分钟|他～可担任这任务。

②足以。多用于否定式。一般用于固定词组中，或用作语素构成合成

词。例不～为川|微不～道|～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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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看“足”的词性，上引辞书都认为与数量有关的“足”为副

词。其次是“足”的意义，尽管几种辞书中的释义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大同

小异，与数量有关的义项可以归纳为“够得上或充分达到某种数量或程度”。

最后是“足”的用法，它一般修饰动词，用于表示主观大量时，通常只与动词

“有”搭配，其后面出现数量词（包括时间词）。

我们认为“足”的词汇意义可以归纳为“够得上或充分达到某种数量或程

度”，它所蕴含的就是“主观大量”，即表示说话人对该数量的主观判断——认

为该数量多。详见下文。

2.2��语料中的“足”的意义和用法

2.2.1��“足”＋“有”＋数量词

“足”用于与数量有关的句式时，最常见的格式就是“足＋有＋数量词”。

这种用法有两个特点：第一，“足”与“有”搭配比较紧密，“足”与“有”共

现的频率远远大于与其他动词的共现，因此从形式上看，将“足有”视为偏正

结构的双音节动词也未尝不可。第二，从语义和功能上看，可以说“足有”作

为一个整体已经语法化了，即虚化为一个表示主观大量的标记了。例如，将下

面例句中的“足有”去掉，该句的命题意义尤其是它所表示的数量一般不会发

生变化，而且句子仍然可以成立。例如：

(1)杨副秘书长家是跃式错层，足有两百平米。� (《中国式秘书》)

(2)�酒他们各喝各的，老A嗜好酱香型的酒，他喝的是全光大曲，阿臭嗜好

芳香型的烈酒，他喝的是足有六十度的汾酒。� (《小墩子》)

(3)�他妈妈，那个说是三十岁看上去足有五十岁的农村女人拘谨地跟我打

招呼，“皮皮”，她说。“叫阿姨呀。”� (《告别天堂》)

(4)�社员楞了足有一刻钟,扔掉铁锹,跑回堂屋,叫道:"妈,哥哥回来了!

� (《你是一条河》)

(5)�温都太太拉着女儿的手，看着她胖手指头上的金戒指。然后母女对抱着，

哼唧着，吻了足有三分钟。� (《二马》)

(6)�乡长赶忙替记者捡了公文包，在衣服上擦了擦灰，记者打架似的抢了

回去，一副墨镜瞪了乡长足有两分钟，把乡长瞪得异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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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宴》)

因此可以说，上面的例句去掉“足有”后，数量词表示客观量，而加上“足

有”后则表示主观量，即除了表示数量词所指称的数量之外，还表示说话人或

叙事者认为该数量多，即达到或超过了设定的标准。

如果说上面的例句中的数量词表示确量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句中的数量词

则表示约量，不仅约量的表达方式种类繁多，而且“足有”与表示约量的数量

词共现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种用法更能凸显其表示主观大量的功能。例如：

(7)�冯开岭却不同，虽然该玩的时候也玩，当买的东西也买，可参观时则

留意向当地政府部门、农牧场主索要了很多外文资料，回来后通过网

上翻译系统自动译成中文，又根据需要下载了一些介绍澳洲农业的历

史资料，不久就写成一篇洋洋洒洒、足有两万多字的《澳洲现代农业

启示录》。� (《中国式秘书》)

(8)�方教授花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看完那篇将近两万字的文章。

� (《中国式秘书》)

(9)�寿明和乌世保挤了足有一个多时辰，这才来到五虎庙夹道。

� (《烟壶》)

(10)�时候一到，摆上桌来，足有十好几个菜。在欢声笑语中，陆掌珠提到

了宜欣。� (《你以为你是谁》)

(11)�跑了足有十来天，征订杂志的事终于完成了，……

� (《公务员的温水生活》)

(12)�拉拉挤出招聘会场，发现自己已经在里面流连了足有三四个小时。

� (《杜拉拉升职记》)

(13)�我一进到这个酒家的大厅里便感到进入了一种熟悉的情景氛围。大厅

里尽管开着灯仍然相当昏暗，足有四五百人坐在那里又吃又喝，默不

作声。� (《玩儿的就是心跳》)

(14)�那个项目建成，包括土地转让差价，房子利润、容积率更改等几项加

起来，年处长赚了足有五六千万元，算是还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 (《中国式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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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那天，嫂子娘家可能对表哥这个女婿特别中意，送亲的来了不少，足

有七、八十口人，满满当当挤了七桌。� (《八舅》)

(16)�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

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 (《预约死亡》)

(17)�周圆圆登时傻眼了，为了赶时间，就从车内拿出了一叠足有几千元的

人民币，塞给还在痛哭流涕的女人，要她把犬尸挪开把路让开。

� (《公务员升迁记》)

2.2.2��“足”＋“有”＋数量词＋形容词

作为“足＋有＋数量词”的变体，还有“足＋有＋数量词＋形容词”这样

一种格式，其中形容词是对前面的数量词的属性进行说明的，虽然是一种羡余

的表达方式，但我们认为该形容词对于主观大量的表达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

(18)�朱仲池目测了一下车窗离地面的距离，足有一米半高啊，他顿时两腿

颤颤的不敢跳下去，……� (《公务员的温水生活》)

(19)�一只大耗子，足有八寸长，闷声不响地咬起秀莲的鞋来了。秀莲吓得

蹦上竹床，拿膝盖顶着下巴颏坐着。� (《鼓书艺人》)

(20)�“老石，天冷，你怎么不在屋里暖和着?”老曹看见石大爷棉袄两肩

上的雪足有寸把厚，惊讶地问。� (《如意》)

(21)�她耐着性子，用她那一身肥肉供他取乐，足有三年之久。现在，用不

着再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了。� (《四世同堂》)

我们之所以说“足＋有＋数量词＋形容词”中的形容词对于主观大量的表

达具有一定的作用，是因为这个句式通常可以改变为“很＋形容词，足＋有＋

数量词”，这样可以通过词汇手段凸显主观大量。例如：

(19')一只大耗子很长，足有八寸，……

(21')她耐着性子，用她那一身肥肉供他取乐很久，足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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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数量词＋形容词”与“足＋有＋数量词”一样，也可以与表示

约量的数量词共现，同样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22)�胡同的两旁每隔不远又出现了支胡同，那胡同更狭窄，仅能容一人走

路，而且也寂静无人。这胡同足有一百多米深。他一直走到死处才转

回身来，此刻那胡同口看去像一条裂缝。� (《四月三日事件》)

(23)�只有金枝没心没肺，掂掂孩子∶“足有八九斤重，真是个大胖小子！

睡得真香，一点儿也不闹，好乖呀！”� (《皇城根》)

(24)�“……肇事车排成了队，足有四五百米长”。

� (《新京报》2010年7月27日)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足＋有＋数量词＋形容词”这个句式的不同变体，比

如例（25）中的数量词“二亩”后面出现名词“地”，例（26）（27）的数量词

后面不仅出现了名词，而且而在该名词后面还出现了指示代词“那么”，后者

可以看作一种羡余的表达方式：

(25)�你要知道那是一大片犬牙交错的怪石，其实在水下是其大无比的一块，

足有二亩地大。� (《绿毛水怪》)

(26)�平静的海面怎地涌起一片黑色的水滔?足有三个运动场那么大。海底

轰鸣　之声可闻，上空终日罩着浑浊的雾气。� (《三个渔人》)

(27)�油漆剥落的黑门、高高的院墙，老远便可以看到正在由绿变黄变红的

树冠。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门洞，然后是一座似乎遥远的、为我久

违了的院落。� (《庭院深深》)

其实，例（26）（27）中的“运动场”和“屋子”的量是难以确定的，所

以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约量的表达方式。

下面的例句中虽然没有出现数量词，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作“足＋有＋

数量词＋形容词”的变体，它是通过举例式的描写来间接地表示约量的，而且

通过“足有”表示该量超过了设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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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不敢和他较量，他的臂膀足有海碗粗，攥起拳头浑身鼓包。

� (《陪乐》)

(29)�他把烟灰磕到裸露着的粗大的树根上。他手中摆弄着的是一个足有拳

头大小的梨木烟斗，用得久了，它的颜色黑中透红。这个烟斗好像不

该是他使用似的。� (《秋天的愤怒》)

(30)�１个月下来，收放马灯跑起来的路加起来，足有北京到石家庄那么远。

� (《1994年报刊精选》)

2.2.3��“足”“足有”与否定

“足”的否定形式是“不足”。“足”表示主观大量，“不足”则表示主观小

量，即没有达到设定的标准。例如：

(31)那时你才二十岁，衬衣口袋里只有不足十块钱。� (《北方的河》)

(32)�在她的肚子里竟怀上了一个孩子，一个只与她相交了不足一个月的人

的孩子。� (《桃花灿烂》)

(33)而实际上他离开他所熟悉的这些东西前后加起来还不足半年。

� (《定数》)

(34)�其实从更早——不足一岁时她就来到田野上，那时她被捆在母亲的后

背上，什么也不懂、不记得。� (《柏慧》)

(35)在这个不足一万人的乡镇里，她就没有穿这些的机会。

� (《生为女人》)

“不足”表示主观小量时，可以与其他表示限定的副词（如例（31）中的“才”、

例（32）中的“只”、例（33）中的“还”等）共现，这样可以使“主观小量”

的意义得到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足”或“足有”因为语法化的程度比较高，它在句中主

要表示主观多量的意思，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去掉它后句子的命题意义也不会发

生变化，而“不足”则不然，一般去掉“不足”后，句子的命题意义会发生变

化——所表示的数量有所增加，甚至会像例（33）那样，句子就不成立了。所

以可以说，“不足”更倾向于表示本义“不够或没有达到某种数量或程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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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主观量的程度不如“足”。可见“足”“足有”与“不足”是不对称的。

“足有”本身没有“不足有”这个否定形式，我们可以认为“不足”也是“足

有”的否定形式。但是，“足有”在使用时后面可以出现否定性词语，这时“足

有”本身仍然表示主观大量，不过它是用于否定性事件的。例如：

(36)�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

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

慢的坐下。� (《四世同堂》)

(37)掐指一算，这一带足有三十年没来过。� (《寻访"画儿韩"》)

3．“足足”的意义和用法

3.1��辞书中的“足足”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首先看一下辞书中的“足足”的收录情况。

(a)《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 没有收录“足足”这个条目。

(b)�《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10）

  形表示丝毫不少或完全够数△这条鱼～有三斤种重|这点活儿～干了

一个月。

(c)《应用汉语词典》(第1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

� 〔副〕表示充分；整整：～等了三个小时|～装了一口袋。

(d)《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 没有收录“足足”这个词条，但在“足”这个条目中指出它可以重叠。

“足”可以重叠为“足足”，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强调形式，至于是否将“足

足”看作一个词，上引几种辞书的处理方式不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足

足”的第二个义项与“足”的与数量表达方式有关的义项完全相同，而第一个

项目似乎可以认为与主观大量有关。《应用汉语词典》的释义也可以认为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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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大量有关，但二者对“足足”的词性的认定有所不同，前者视其为形容词，

后者视其为副词。

3.2��语料中的“足足”的意义和用法

3.2.1��“足足”的语序

“足足”作为副词大多出现在动词的前面，但它的语义一般不指向动词而

指向后面的数量词，表示“达到某种数量或程度”的同时，还表示主观大量这

一蕴含意义。例如：

(38)�……就是那一年，你爹背着我，一口气足足走了五里地，把我背到了

隆福寺庙会，让我逛了庙会……”这事小墩子原先也知道，奶奶讲过，

她没怎么在意。� (《小墩子》)

(39)�张永琴回忆说，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出国共之间斗争的漩涡，做

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头．他将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

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无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 (《科技文摘报》2010年８月26日）

(40)�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逼，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

我把‘夜间'‘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

个劲儿谢我呢。”� (《许爷》)

(41)�李斯特足足看了三遍，又愣了一会儿，才问道：“你和王伟说过这些

怀疑吗？”� (《杜拉拉升职记》)

(42)�老耿认真对待，写好报告提纲，比比划划，足足发言一小时又十五分

钟。� (《灭鼠英雄——山中传奇》)

但是，“足足”还可以直接位于数量词前面来修饰数量词，这时它的语义

指向更加明确，表示主观大量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例如：

(43)�他的惊异的目光，便凝视在我的脸上。足足半分钟的时间内，他令我

莫测高深地沉默着。� (《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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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果然我扒着房檐借月光那么一娄，屋里两人正热火朝天干呢！任大哥

劲大，足足两时辰。我在房上都快冻我脊棍了还不见完。我得坚持呵。”

� (《枉然不供》)

(45)�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绰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他的笑容

比他的脸要年轻足足三十年，口内两只金门牙使他的笑容尤其辉煌耀

目。� (《围城》)

(46)�曹可非回来后，关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摔东西足足半个小时，之后召唤

两个组长进去，和颜悦色地对她们说，总监取消了全部奖金，特别奖

不复存在，所以大家一分钱都没有。� (《上班奴》)

3.2.2��“足足”与约量

通过对实例的分析,我们发现“足足”固然可以像例（38）～例（46）那

样表示确量，但更多的是表示约量。由此也可以将“足足”视为一个表示主观

大量的标记。《应用汉语词典》认为“足足”与“整整”同义，但是我们认为“足

足”的词汇意义表示“达到某种数量或程度”，而“整整”的词汇意义则表示“达

到一个整数，不多也不少”4)，但二者都表示主观大量。

“足足”表示约量时，其用法富于变化。例如：

（47)�那次婚礼孙光明足足吃了一百五十来颗蚕豆，以至那天晚上在睡梦里

他依然臭屁滚滚。� (《在细雨中呼喊》)

(48)�闻家女主人那一年那一天站在五斗橱前足足思忖了一刻来钟。她做出

了一个决定。� (《小墩子》)

(49)�后来，路上足足聚了四百多人，顺着声音摸去，把刘三姐的土楼围了

个水泄不通。谁也不敢咳嗽一声，连驴都竖着耳朵听着。�(《歌仙》)

(50)�下了飞机，时间已到下午点，褚时健担心人家关门，在宾馆放下行李

就带着大家一溜小跑，足足走了一公里多路，来到花市。

� (《1994年报刊精选》)

(51)�头一回上山，一段不足５００米的山路，邓承东磕磕碰碰连滚带爬，

足足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1994年报刊精选》)

(52)�第二天他突然病倒，发着高烧，吃药打吊针，足足躺了半个多月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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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1994年报刊精选》)

(53)�自1794年发现第一种稀土钇开始，到1947年找到全部稀土元素足足花

了150多年，但稀土的应用研究才刚刚开始。

�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54)�熊！这达儿荒地多得很。到秋上，我足足收了三四百斤哩。这事儿谢

胡子知道，可他没跟场部说。这熊，还是个好人！所以我服他。

� (《绿化树》)

(55)�“球员和教练他们将主裁团团围住足足达到八九分钟，而之后他们竟

然进行了改判！”� (《北京晚报》2010年8月8日)

在下面的例子中，数量词前或数词与量词中间有形容词（好、大、厚）出

现，这种羡余的用法起到了强调主观大量的作用：

(56)�干妈后来就和王二嫂要了来给我，那晚上，我拿回家来足足看了好一

会子，真爱死人咧，只那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 (《绣枕》)

(57)�瑞珠已吓得瘫跌在地；可卿贾珍犹在得趣，足足好一阵子，贾珍可卿

才从幻境返回现实。� (《秦可卿之死》)

(58)�“除贵之外，还设专栏介绍各时商场具柜台的新品种。”李东宝足足

吸了—大口烟，全喷到何先生脸上，询问：“感觉如何？”

� (《懵然无知》)

(59)�塞瑞跟随师傅去过特拉西莫美诺湖，光在那里他们师徒二人就足足画

下了两厚册素描。� (《永恒的微笑》)

下例中的“一整天”本身也是一种主观大量的表达方式，它与“足足”共

现时，更加强调主观大量。

(60)�这种久别重逢的情景显然出乎森林的预料，因此他就嚎啕大哭起来。

森林足足哭了一整天，他的哭声使邻居毛骨悚然，夜晚来临时他的哭

声才算终止，于是他在床沿上悲痛欲绝地坐到深夜。�(《难逃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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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足足”＋“有”＋数量词＋形容词

与“足＋有＋数量词＋形容词”类似，也存在“足足＋有＋数量词＋形容

词”这个格式。其中形容词也是对前面的数量词的属性进行说明的，这时的形

容词多为表“程度高”的：例如“重、高、多、长……”等，这些形容词对于

主观大量的表达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这个格式格式中出现的数量词也可

以表示约量。

(61)�杨过左掌在牛头上一按，飞身上了牛背。这牯牛身[高]肉壮，足足有

七百来斤重，毛长角利，甚是雄伟，一转眼已冲上了大路。

� (《神雕侠侣》)

(62)�剧场外,售票处的窗口前,许多期待一饱眼福的人仍在等待多余的票,

队伍足足有50米长。� (《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63)�一条红色的大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足足有两尺来高，又重重地落下去

了，水花差点溅到了人们身上。� (《寂寞的太太们》)

(64)“她的屁股足足有一公尺宽，”裘莉亚说。� (《1984》)

(65)一双乌亮的深统皮靴，特制的鞋跟足足有一寸高。� (《红岩》)

3.2.4��“足足”与否定

与“足”不同，“足足”的前面不会出现否定性词语，但“足足＋数量词”

的后面可以出现表示否定的词语，这是“足足”仍然表示主观大量。

(66)�经历了一夜咆哮的孙广才，依然怒火冲天，他把我弟弟的屁股打得像

是挂在树上的苹果，青红相交。使我弟弟足足一个月没法在凳子上坐

下来，而我的祖父在吃饭时，已经不用高抬手臂了。

� (《在细雨中呼喊》)

(67)这消息传出系里至少有一半的人足足三天没睡好觉。� (《定数》)

(68)�不过，等他发现菊子把他的钱财拐跑了，他两只眼珠一齐往上吊，足

足半个钟头没缓过气来。� (《四世同堂》)

3.2.4��“足足”＋可以／能＋数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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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足”后面还与“可以／能”等能愿动词共现，表示能够达到某个数量

或某种程度，这当然也是一种主观大量的表达方式，多用于表示事物的特征。

例如：

(69)�南房倒座儿紧挨们道西墙的一间，是足足可以坐下十四、五人的候诊

室。� (《皇城根》)

(70)�据测定,一支香烟中含有的尼古丁足足可以毒死一只小白鼠。吸烟的

人容易患肺癌、胃癌、食道癌及肺气肿和心血管疾病。

�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71)�团圆宴也就设在市驻京办内，一张海大的桌子，足足能坐上20人。

� (《最后的驻京办》)

4．“足”与“足足”比较

4.1��数量上的比较

我们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语料库的小说中检索到表示“主

观大量”的“足”都是与“有”搭配的，共有74例；而“足足”有65例，其中

与“有”搭配（即“足足有”）的例子只有14例。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足有”

已经具有词的资格，而且它的语法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4.2��功能上与用法上的比较

副词“足”和其重叠形式“足足”都可以表示主观大量，既可以表示确量，

也可以表示约量，它们都可以修饰动词，二者所构成的句式均富于变化。但是，

“足”只有后接动词“有”才能表示主观大量；“足足”既可以后接“有”成为

“足足有”来表示主观大量，也可以后接其它动词来表示主观大量。而且，“足

足”还可以直接位于数量词前面来修饰该数量词，“足”则无此用法。另外，“足”

有与之对应的否定式——“不足”，“足足”则没有与之对应的“不足足”，这

也可以说是叠词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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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通过以上大致的考察可以看出，副词“足”和其重叠形式“足足”都表示

“够得上某种数量或程度”这一词汇意义，同时还都可以表示“主观大量”这

一蕴含意义，但以往辞书中对此均未提及。“足”只能位于动词的前面，并且

通常只与动词“有”搭配，因此不妨将其视为一个词；而与“足足”搭配的动

词则不仅限于“有”，它可以与其它动词搭配，在语序上还可以出现在数量词

前面来直接修饰数量词。“足”和“足足”不仅与表示的“确量”的数量词共现，

还与表示的“约量”的数量词共现，而且表示的“约量”的数量词富于变化。

注

１　�数量词是由数词和量词构成的，但并非所有的语言中都有量词。现代汉语中量词

非常发达，但先秦时期的汉语中的量词的种类就很有限。有的学者认为原始藏缅

语没有量词。参见李宇明2000（30-31頁）。

２　�详见陈小荷1994、李宇明2000（74頁）、杨凯荣2002。

３　“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说法最早见于陈小荷1994。

４　�参见郭云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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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

　副詞としての“足”もその重ね型である“足足”も「十分にある数量また

は程度に達している」という語彙的な意味を表すと同時に、「主観大量」と

いう＜含み＞も表している。本稿はこの“足”と“足足”の「主観大量」を

表す用法に焦点を当てて考察した。とくに実例に対する検討、考察を通して、

次のような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足”は「主観大量」を表す場合、基本的に動詞“有”のみと結合し、し

かも動詞の前にしか現れない。そのため、“足有”を一単語と見なすことも

できるであろう。“足足”の場合は、“有”以外の動詞とも結合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し、数量詞の前位に位置して直接それを修飾することもできる。一方、「主

観大量」を表す“足”と“足足”は「確量」を表す数量表現と共起するとと

もに、「約量」を表す数量表現とも共起する。そして、どちらも「約量」を

表す数量表現が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でいるという特徴がある。

A Study of “zu 足” and “zuzu 足足”

Yunhui GUO

Keywords: subjective quantity, massive, zu, zuz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