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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雲　輝

1. 引言

所谓“量是人对事物、事件、性状的大小、范围、程度等进行认知的结果。

量的概念投射到语言中，即量范畴语言化，形成语言中的量范畴。”（赵国军

2014:10）。对于量范畴，学者们进行了各种的下位分类，其中包括“客观量”

和“主观量”之分。例如，有人指出：“逻辑范畴中只有一种量，即客观量。

而语言世界的量范畴中可以有客观量和主观量的区分。”（李宇明 2000:111）。

主观量又分为主观大量（多量）和主观小量（少量）。

以陈小荷（1994）为发端，量范畴的研究如今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

个热点，尤其是主观量的研究又是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迄今已有大量的相关

论著发表，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我们认为关于主观量的问题，还有

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尤其是对于表示主观量的标记的用法，需要进行更加

深入细致的描写和考察。

“相对于客观量的中性表达，主观量往往具有各种标记，如语调、副词、

特殊句式等。”（赵国军 2014:12）。

也就是说，客观量的表达通常是无标的，而主观量的表达一般是有标的。

作为主观量的标记，大多是使用一些实词来表达的。而表达性状量时，又往往

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本文所要考察的是表示主观量的双音节叠音词（主要是形

容词和副词）的用法，似乎这方面的专论并不多见。我们主要通过对实例的分

析，试图找出表示主观量的双音节叠音词的句法功能及其出现在句法位置上的

一般规律。

2. 表主观大量的叠音词

这里主要考察表示主观大量的双音节叠音词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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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只能做定语的叠音词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句子中只能做定语、表示主观大量的双音节叠音词的用

法。这样的词并不多，目前我们只找到了“洋洋”这一个词，其词典中的释义

如下（本文中的词典释义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商务印书馆，2012

年 6 月，下同）：

【洋洋】❶ 形　形容众多或丰盛：～万言 |～大观。❷同‘扬扬’。

下面是“洋洋”表示主观大量的用例 1 ：

（1）  洋洋二十五万字，冯市长定了思路与提纲，内容全部由黄一平操刀，

却只给了两个多月的写作时间。（《中国式秘书》丁邦文）

（2）  法国的巴尔扎克，坚守作家的本份，辛勤笔耕一生，雄心勃勃，硕果

累累，艺业煌煌，那部总题为《人间喜剧》，洋洋 96 部大著，留给人

类极其丰厚、珍贵的精神财富，光耀世界文学史册。（作家文摘

1995）

（3）  一家国营大厂，洋洋千人，却叫一个“蓝眼珠”掌了“帅印”―大

新闻。（1994 年报刊精选）

（4）  7 年来，洋洋十亿瓶啤酒的销售量，未发生过一起质量事故。（1994

年报刊精选）

从例（1）（2）（3）（4）可以看出，“洋洋”在句子中做定语修饰带数量词

的名词短语，其语义指向与其所修饰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它在使用时后面不

能带结构助词“的”，除了在四字格中的用法之外，它只能做定语，不能做谓语。

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它属于非谓形容词，但称之为“区别词”或许更加准确。

“洋洋”所修饰的名词短语中已经包含了对客观量的描述，换言之，名词短语

中包含的数量词表示的是客观量，而“洋洋”则表示说话人（言语行为主体）

对该客观量的主观评价，认为其数量多。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洋

洋”是专门用来表示主观大量的标记。而且，“洋洋”主要用来表示文字或著

作数量之多，也可以表示其他事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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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既可以做定语也可以做状语的叠音词

有一些双音节的叠音词在表示主观大量时，既可以做定语，也可以做状语，

例如：“满满”“整整”“足足”等。

2.2.1  “满满”

语文词典中一般都没有收录“满满”，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它是“满”的重

叠形式。与“满满”的用法有关的“满”字被视为形容词，其释义如下：

  【满】❶ 形　全部充实；达到容量的极点：会场里人都～了 |装得太～了。

……

“满满”做定语时大多不带“的”如例（5）～（8），但也有带“的”用法。

如（9）～（12）。

（5）  村边宜陵小学的师生得知此情，伸出了援助之手，孩子们把父母给他

们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3 天时间捐献的硬币满满两脸盆，足有 30

公斤。（1993 年人民日报）

（6）  三星公司周末经常组织员工去香山捡垃圾，每个人发一个口袋，结果

发现中国员工捡的很少，只有半袋，韩国员工捡的多，能捡满满三口

袋。为什么呢？因为韩国员工看到水潭里有垃圾，就下到水里，把水

面上的垃圾捡起来。（《职场―名家对话职场 7方面》袁岳，孙虹钢）

（7）  今年 2 月 27 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华私立学校的招生消息，结果

从当天下午 4：00 至晚上 9：00，学校便接到了 97 个咨询电话，第

二天又接到 200 个电话，亲自到学校咨询的家长络绎不绝，挤了满满

一教室。（1994 年报刊精选）

（8）  说完他把厂里所处的困难，解救的办法以及日后的市场说了个透，并

递上了满满 20 页的救厂方案。（1994 年报刊精选）

（9）  然而，当我将打得满满的两桶井水挑上肩，黑糊糊的十来个挑着水的

白族姑娘的身影竟排成了雁行，急急地沿着大路，向解放军营房方向

飞去。（1994 年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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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于是，8 月 25 日早晨，中国第一支进军北极的电视摄制组带着满满

的 10 个箱子，走出浙江电视台大门，开始向那遥远的陌生的北国进

发。（1995 年人民日报）

（11）  孩子们不忍心爹受这些苦，为了省钱，张世权和张波每次开学都带

上满满的几大瓶子咸菜，这就解决了早晚的吃菜问题。（1994 年人

民日报第 2季度）

（12）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最吸引我们目光的是后墙上张贴得满满的三十多

个奖状和分列两侧书写漂亮的班训“雄心恒心信心”“自尊自信自爱”。

（1994 年报刊精选）

“满满”的语义一般指向指称空间（大多是三维空间，也有少数是二维空间）

的名词，在例（5）～（11）中，它表示充满该空间的事物或人的数量很多，

达到或接近饱和状态。例（12）的结构比较特殊，它是以“张贴得满满的”这

种动补结构的形式来做定语的，而“满满”的意义则指向“后墙上”，因此它

与例（5）～（11）那种“满满”直接或以带“的”的形式做定语的用法不同。

“满满”还可以做状语，这时它一般要带助词“地”，如例（13）～（17），

但也有不带“地”的，如例（18）（19），而且虽然作为句子成分它是修饰谓语

动词的，但它的语义是指向表示空间的名词短语的。

（13）  5 月 3 日下午，浙江省图书馆报告厅里满满地坐着 500 多名大学生、

工人和战士。4 位成功的青年创业者，面对同龄人，掏出了心里话。

创业的话题，使每个人的心头热乎乎的。（2000 年人民日报）

（14）  大运村健身房内满满地摆着 20 台各类健身器械。记者在健身房登记

本上看到，截止到今天上午 11 点 30 分，已经有 114 名各路大学生

运动员在这里锻炼过，利用率很高。（新华社2001年8月份新闻报道）

（15）  何振国今年 65 岁，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走

进老人的书房，记者被一个自制的六层大书架吸引住了 : 除了百余

本古今中外的书籍外，书架旁的窗台上，6 个青瓷笔筒里满满地塞

着 306 支秃了毛的狼豪小楷毛笔。（新华社 2004 年 6 月份新闻报道）

（16）  次日中午，菲利克斯回到卡巴利罗的公寓，手里提着一只棕色的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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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地装着 1000 万比塞塔的票子。（读者　合订本）

（17）  第二件，我搜集了一批已经作废的上海钞票，裱在纸上，满满铺了

一地。（《有一天啊宝宝》蔡康永）

（18）  说罢这一对难兄难弟就张开手臂拥抱在一起，忽然，蓝毛抽出身来，

快步跑到内屋，打开壁橱提出一瓶白兰地，满满斟了两杯，一捧对方，

一擎己手，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

（19）  孝纯高声答应着：“来了来了。”开门把金竹轩让到屋里，转身把他

拌好的凉菜和两个酒杯拿进屋摆好。从书柜下层拿出一瓶未打封的

金奖白兰地，点火把封皮的胶膜烧掉，打开盖子，满满倒上两杯。（邓

友梅选集）

“满满”做状语时，其语义所指向的指称空间的名词或者出现在其前面，

或者出现在其后面。从句法功能上看，虽然例（13）～（17）中的“满满（地）”

是做状语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表示动作情状的，而是表示动作结果的。例如

上述例句中的“满满”基本上都可以做补语出现：

（13’）报告厅里坐得满满的……

（14’）健身房里摆得满满的……

（15’）青瓷笔筒里装得满满的……

（16’）皮箱装得满满的……

当然，用作状语还是用作补语，二者所描写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2.2.2  “整整”

“整整”的释义如下：

【整整】 副  达到一个整数的：～忙活了一天 |到北京已经～三年了。

“整整”虽然是副词，但它不仅可以做状语，如（20）～（22），还可以做

定语，这时一般不带“的”，如例（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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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结婚后，两人常常吵架，整整吵了 8 年，老陈睡这间房，翠花睡那

间房。（《赌》老舍）

（21）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吶喊 -風波》鲁迅）

（22）  这个马拉松的会，已经整整开了三个小时，老头们全累了、腻味了。

（《沈重的翅膀》张洁）

如例（20）～（22）所示，“整整”做状语时，在句法功能上它是修饰后

面的动词的，但在语义上它则指向后面作为宾语的数量词；而它在做定语时，

则语法功能和语义指向是一致的，例如：

（23）  吴杰涛在林安县干了整整 8 年的县委书记，从他家搜出来源不明的

现金和物品高达 2000 多万元人民币。（《组织部新来个年轻人》卓左

右 ）

（24）  我暂时放弃了到地铁口唱歌，靠着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把自己关

在出租屋里，用了整整 3 个月的时间，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一大

批歌曲。（《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卞庆奎）

（25）  不久之后我父亲孙广才旧病复发，从而让英花痛哭流涕了整整三天。

（《在细雨中呼喊》余华）

（26）  陈琳敲桌子：“如果把最后一单业务拿走的话，那么你缺五十万左右

的业绩量到最后的提成底线，而曹可非则差了整整一百五十万。”（《上

班奴》陆琪）

不管是做定语还是做状语，“整整”在语义上都是修饰限定后面表示时间

或数量的词语的，表面上看它表示达到了那个整数，实则它已经语法化了，成

为一个表示主观多量的标记了 2。而且，“整整”可以与它前面或后面的动词交

换位置，如（21）的“整整哭了三天”可以变为“哭了整整三天”，（23）的“干

了整整 8 年”可以变为“整整干了 8 年”。尽管“整整”的句法位置可以发生

变化，但其语义指向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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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足足”

“足足”与“整整”表示主观大量的用法基本相同 3，但词典中只收录了后

者而未收录前者，而前者的使用频率并不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足足”是副词“足”的重叠用法，有关“足”的词典中的释义如下：

【足】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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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也同样既可以做定语如（27）～（30），又可以做状语，如（31）

～（35）。

（27）  从上午 9点到中午 12 点，足足 3 个小时，郑渊洁没挪一步，为近千

名小朋友在 1000 多册童话作品上签了名。（1994 年人民日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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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琪）

（29）  第二天一早，一个可怕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晚期！他的肝部有

一块足足 10 厘米大小的肿瘤。（2000 年人民日报）

（30）  晚上六点刚过，记者看到学校两侧的人行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已经

停满，排出足足五六百米，着实壮观。记者粗粗数了一下，大约有

四五十辆。（新华社 2001 年 1 月份新闻报道）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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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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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乐静宜仅以 55 秒 16 的时间游完全程，比获第二名的加拿大选手足

足快了 1秒 15。（1993 年人民日报）

（34）  回到昆明，我又开始了西行瑞丽的准备活动。足足地睡了三个上午

懒觉以后，我身体才基本上恢复。（《闯西南》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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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这快要到来的一年，这些姊妹中有一位到了十五岁；可是其余的

呢―晤，她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

足地等五个年头才能够从海底浮上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安

徒生童话故事集》）

通过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足足”做定语时一般不带“的”，除了例（30）

“足足”可以换到动词前做状语以外，（27）（28）（29）均不可以。而做状语时

可带“地”也可不带“地”，做状语时“足足”均可以换到动词后面做定语。

2.3　只做状语的叠音词

只可以做状语的双音节叠音词有“苦苦”“远远”“大大”等。

2.3.1　“苦苦”

“苦苦”是形容词“苦”派生出来的副词，其释义如下：

【苦苦】 副  ❶表示十分痛苦：～等待 |～煎熬。……

“苦苦”做状语时其语义指向谓语动词，表示进行该动作时的情状，虽然

它与位于动词后面的表示时量的数量词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出现的句子都是

表示主观大量的，具体地说是表示时间长的。“苦苦”所修饰的动词有限，而

且表示进行该动作时动作主体“十分痛苦”，而该动作持续的时间长，其痛苦

的程度就会加深，换言之，动作的持续时间与痛苦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因此，

可以将“苦苦”视为表示主观大量的标记。“苦苦”做状语时，既可以带“地”，

例如（36）～（37），也可以不带“地”，如（39）。

（36）  谈判大楼里唇枪舌战了三天，这些记者就在外边苦苦等了三天。（1994

年报刊精选）

（37）  思成忽然觉得怅然若有所失，苦苦盼了 8 年，等了 8 年，可是当胜

利来临的时候他却不在徽因身边。（林徽因）

（38）  这表现形式是作者苦苦思索了 9年才忽然找到的。（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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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无情的战争环境，使他和妻子音信杳无，断了联系。而一直守在故

乡湘潭乌寨的刘坤模，苦苦地等了他八年。（1994 年报刊精选）

2.3.2　“大大”

“大大”是由形容词“大”派生出来的副词，其释义如下：

【大大】   副  强调数量很大或程度很深：费用～超过了预算 | 室内有了通

风装置，湿度～降低了。

“大大”做状语时多用于比较句，表示某一量超过比较的标准许多之意，

位于它后面的句子成分就是一个比较句（差比句）。“大大”后面带“地”不带

“地”两可。例如：

（40）  ②这些都不是农业刚刚发生阶段的情形。据此推测，中国农业发生

的时间要大大早于七、八千年前。（中国古代文化史）

（41）  今年头三个季度，美国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按年率计算为 1640 亿美

元，大大高于去年的 1481 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1996 年人民日

报 12 月份）

（42）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基础上推算出的全国人均期

望寿命已达 68 岁，接近或正在接近发达国家（北京、上海等几个大

城市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已达到或超过 70 岁），而同样生活在大城

市且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京城的中关村村民，其实际死亡年

龄却比这个全国的期望寿命值大大地少了10岁。（1994年报刊精选）

（43）  在 1 月中，虽有潜艇、水雷以及冬季的大风与大雾，海军安然无恙

地运进英国港内的物资吨数，同前三年和平时期的平均数相比，大

大地超过了五分之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

温斯顿・丘吉尔著 吴万沈译 杜汝楫校）

（44）  说活间一瓶茅台已经下去了大半，两个人都进入了微醺状态。陈墨

涵又大大地喝了一口，直着眼睛盯着梁必达看了一阵，突然涌上了

激愤，把酒缸子往小方桌上重重一掷，说：“那好，梁大牙你给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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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你―你还记得那条狗吗 ?”（《历史的天空》徐贵祥）

例（44）属于非比较句的用法，但“大大”也与动作的量有关，属于表示

主观大量的用法。

2.3.3  “远远”

“远远”是形容词“远”的重叠形式，其词性应该是副词，或许是因为其

使用频率还不太高，所以词典未见收录。与之有关的“远”的释义如下：

【远】❸ 形 （差别）程度大：差得～ |～～超过。

“远远”也多用于比较句，表示某一量与比较的标准的差距很大，它在使

用时带“地”和不带“地”均可。如（45）～（48）。

（45）  环渤海地区跨越黄河、海河、滦河、辽河四个水系，1992 年水深一

米以上的航道里程达 2311 公里，占该地区航道总里程的 91.2％，

远远高于全国 56％的平均水平。（1994 年报刊精选）

（46）  若按人均占有量计算，我国人均 0.3 千克多，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的

16 千克，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2.2 千克。（1994 年报刊精选）

（47）  现在，我国每年产鳗 6 万吨，远远地超过了日本的 2 万吨，取代了

日本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养鳗国。（1994 年报刊精选）

（48）  果然不出所料，13 分 21 秒后，叶戈罗娃远远地甩开 13 名竞争者，

率先冲过终点时，领先 31 秒多。（1994 年人民日报第 1季度）

3. 表小量的叠音词

3.1  只能做定语的叠音词

只能做定语表示主观小量的双音节叠音词有“寥寥”“区区”“短短”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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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寥寥”

“寥寥”的词典释义如下：

【寥寥】 形  非常少；～可数 |～无几 |～数语，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寥寥”在句子中只能做定语，后面多数不带“的”，如（49）～（51），

我们也找到了少数带“的”的例子，如（52）。

（49）  别看一条谜只有寥寥几行字，要猜得对还真不易。（1994年报刊精选）

（50）  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间已过，而会议室里只有寥寥3名外国记者。（新

华社 2001 年 3 月份新闻报道）

（51）  每天 20 万人次的客流，与她谋面的顾客不多；与商场 14000 平方米

营业面积相比，她的责权仅有寥寥几平方米。（1994 年报刊精选）

（52）  寥寥的三行字，非常秀媚的《灵飞经》体，确是四小姐的亲笔。（《子

夜》矛盾）

“寥寥”在使用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与同样表示主观小量的偏正结构

的动词短语共现，例如“只有”“仅有”等（见例（49）～（51））。

3.1.2  “区区”

“区区”的词典中的释义：

【区区】❶ 形 （数量）少；（人或事物）不重要：～之数，不必计较 | ～

小事，何足挂齿！

“区区”的用法与“寥寥”大体相同，即在句中专门做定语，而且以后面

不带助词“的”为常。如下面的例（53）～（56）。

（53）  1998 年，开始做脑白金，用区区 50 万元启动资金在短短两三年内

一跃而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新一代的盟主；（《史玉柱传奇》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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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

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宋氏

家族全传》陈廷一）

（55）  包括司机各色人等，不过区区 52 人，却担负着市内几十个部门的职

责。（1994 年报刊精选）

（56）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付出的辛劳绝不少于当年，可全年的奖金只有

区区的 300 多元，以致在记者问及时竟羞于启齿。（1995 年人民日

报 10 月份）

3.1.3  “短短”

“短短”是形容词“短”的重叠形式。其词典中的释义如下：

【短】  ❶ 形  两端之间的距离小（跟“长”相对）。a）指空间：～刀 |裤

子裁～了。b）指时间：～期 |夏季昼长夜～。……

“短短”既可以表示空间的距离短，又可以表示时间的距离短。它与表示

空间量或时间量的数量词共现时，表示主观小量。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表示主

观小量的标记了。其用例如下：

（57）  曲利军说，事发时，黎某先是误把台阶当做广场出口冲了过来，冲

下台阶时感觉撞到东西，短短三分钟内两次撞人。（《新京报》2010

年 7 月 26 日）

（58）  昨晚他们虽然只进行了短短一小时的恢复性训练课，但其细致、充

实的内容让人大开眼界。（《北京晚报》2010 年 8 月 6 日）

（59）  “短短两天行程，一路上旅行车竟然坏了两次。”说起上周末从旅行

社包车前往河北乐婷的行程，吕女士一肚子火。（《北京晚报》2010

年 8 月 24 日）

（60）  在台湾要得一个主持人奖是很困难的，一路上有很多艺人朋友纷纷

道贺，我一边走一边看那些面孔，忽然发觉原来到台上这短短十几

米其实是很长的一条路，我走了很久。（电视访谈《鲁豫有约：开心



57

关于表主观量叠音词用法的考察

果》）

“短短”做定语时后面也可以带“的”，例如：

（61）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悲情”科威尔的亮相时间只有短短的 25 分钟。

（《北 京青年报》2010 年 6 月 21 日）

（62）  如今广播电视大学已走过了 15 年的历程，在短短的 15 年间，中央

电大已开出 359 个专业，1000 多门课程，为国家培养了 157 万多名

大专毕业生，2000 多万非学历教育结业生。（1994 年报刊精选）

3.2  既可以做定语也可以做状语的叠音词

3.2.1  “刚刚”

“刚刚”是由时间副词“刚”重叠而来的，它表示主观小量，在句中既可

以做定语也可以做状语，其词典中的释义如下：

【刚刚】   副  刚 1 ：不多不少，～一杯 |箱子不大，～装下衣服和书籍 |他

～走，你快去追吧！

“刚刚”在与表示时间量的数量词共现时，表示主观小量，它做定语修饰

数量词短语时后面不可以带“的”，如例（63）～（67）；做状语修饰谓语动词

时则后面不可以带“地”，如例（68）（69）。

（63）  “我在我们班上也是高个子。”这样的身高仍让佟佳俊自豪，因为他

今年刚刚 8 岁。（《新京报》2010 年 8 月 30 日）

（64）  但是，作为一个刚刚 10 岁的孩子，她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做家长的

就有义务对她进行引导。（《从普通女孩到银行家》土一族）

（65）  她的教练周明也轻描淡写地介绍道：“我带了乐静宜刚刚三年，这段

时间主要是在力量和技术方面打基础，目前还没有给她确定专项，

也许在进一步训练之后，会发现她更适合游其它姿式。”（1993 年人

民日报）



郭　　　雲　輝

58

（66）  一家开张刚刚一个月的烤肉店的老板说，自世界运动会开幕以来，

到店里来的客人明显增加了，他每天晚上要营业到凌晨 4 点。（新华

社 2001 年 8 月份新闻报道）

（67）  其实阿光刚刚三十出头。怎么看，阿光也不会上四十的年纪啊！（《女

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胡玥、李宪辉）

（68）  他说，1994 年刚刚过了 10 天，就迎来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归来后

第四批回访的客人。（1994 年报刊精选）

（69）  任何人都知道，汽车工业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大工业

生产模式，但我们的许多车厂都想着一、二年内靠 CKD 就开始赚钱，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近视的想法，任何一个资本家投资汽车制造业都

知道，五年后赢利就算是业绩不扉了，也就是说，达到 10 万辆或更

高以上的经济批量之后才能想到赢利，但我们只有桑塔那去年刚刚

达到 10 万辆，却已经连续几年被评为十佳合资企业了，说明已赚钱

甚至是大赚了好几年了。（1994 年报刊精选）

3.2.2  “仅仅”

“仅仅”也是由副词“仅”重叠产生的表示主观小量的叠音词，其词典中

的释义如下：

【仅仅】   副  表示限于某个范围，意思跟“只”相同而更强调：这座大桥

～半年就完工了 |那篇文章我～看了一小部分。

“仅仅”表示主观小量时，既可以做定语，如（70）～（72），又可以做状

语，如（73）～（76）。似乎以后者的用法为常，而且做状语时后面不带“地”。

例如：

（70）  两根棒的距离之差，就是深度知觉的误差。Howard 用恒定刺激法取

75% 点作为阈 限，测定了 106 个被试，结果发现，双眼的平均误差

为14.4mm，其中误差仅仅 5.5mm的有14人;误差有360mm的有24人，

但单眼的平均误差则达到 235mm，单眼和双眼平均误差之比为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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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足以表明双眼在深度知觉中的优势。（《当代》）

（71）  其中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 TNI 为 41.6%，位居第一，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得 TNI 才仅仅 2.8%。（《当代》）

（72）  史玉柱在他创业之初，并没有多少值得别人羡慕的优势。仅仅 4000

元钱的启动资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不是一笔巨款。（《史

玉柱传奇》成杰）

（73）  而状态正佳的易建联仅仅上场不到 11 分钟，又充满了疑惑。（《北京

晚报》2010 年 7 月 31 日）

（74）  今年 2 月 8 日，柳红在《经济观察报》发文《话语权背后的责任》，

对于吴晓波刚刚出版的《吴敬琏传》的写作态度和方式进行了质疑。

柳红认为，吴晓波仅仅对吴敬琏做了 20 小时采访，然后花了三个月

写作，就形成了这样一本书。在她看来，是不够严谨的。（《新京报》

2010 年 5 月 12 日）

（75）  真是对不起这位老总，我的签售会不仅让他没了面子，而且还给他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的这张唱片，发行后卖了一个月，仅仅

售出了 500 张，最后不得不提前撤下货架。本来他是想推出个新人

大赚一笔的，却没想到让他赔了个底朝天。（《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卞庆奎）

（76）  1969 年 3 月 30 日，蒋经国以“总统”特使身份赴美参加前总统艾

森豪威尔的葬礼。此行仅仅用了 60 个小时。（《晚年蒋经国》李松林）

4.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中，叠音词是表示主观量的手段之一。

表示主观量的叠音词（形容词、副词）绝大多数是由其单音节词重叠产生的形

式，重叠以后就产生了“强调”的用法，可以说这是它们成为主观量标记的直

接动因。其中量度形容词 4 的叠音形式在变为主观量标记时，其语义的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即具有积极意义的量度形容词重叠后一般成为主观大量的标记，

例如“远远”“大大”；而具有消极意义的量度形容词重叠后一般成为主观小量

的标记，例如“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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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些叠音词和与之对应的单音节的词相比，语义范围大大缩小了，

重叠后单纯地用于表示主观量，这也是它们分化的原因之一。对此有必要进行

深入细致的考察。

此外，表示主观量的叠音词的用法与其词性有一定的关联，但对应关系并

不十分明显。关于只能做定语且后面不带“的”的“洋洋”“区区”“寥寥”这

几个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的词性为“形容词”，尽管该词典并不承认“区

别词”这个词类，但上述几个词具有“非体词性”“非谓词性”“定位性”这些

区别词的显著特征 5，这些与通常所说的形容词的句法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

所以该词典的词类划分似有改进的必要。

我们将上文的考察结果归纳如下：

主观大量 主观小量

做定语 做状语 做定语 做状语

形容词 洋洋

满满（的） 满满（地）

区区

寥寥

副  词 整整

足足

整整

足足

苦苦（地）

远远（地）

大大（地）

短短（的）

刚刚

仅仅

刚刚

仅仅

注释 

１　本文中使用的例句都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制的 CCL 语料库以

及笔者收集的报刊和小说的实例。

２　参见郭雲輝（2011）。

３　参见郭雲輝（2013）。

４　关于“量度形容词”参见张斌（2010:122）。

５　关于“区别词”，参加张斌（2010:16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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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観量を表す畳語の用法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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