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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变调与形容词的程度差异
一一以河南上蔡方言单音节形容词为例串

手支亚广

中山大学中文东 、河南大学文学院

提要 河南上蔡方言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和变调后有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表示的轻
重程度不同，和基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表现了上蔡方言运用形态变化表示程度差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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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属驻马店市管辖，北与潭、河市、周口市相邻，总面积 1504.4

平方公里(许还平， 1995)。上察方言属于中原官话漂项片(贺巍， 200匀，声调有四个:阴平、
阳平、上声和去声，调值分别为:阴平 24、阳平 42、上声 55、去声 31(张启焕等， 1993) 。

本文讨论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指:上蔡方言中，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 A 重叠为 AA
式的状态形容词，不讨论 ABB 式的重叠词。

上蔡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后的 AA 式有F列特征:

(一)第二个 A JL化，如:

42 ，，~ ,,_ •• 42 ~~ ~~24 
红 XU1J →红红儿 XU1J -XU"Br 大 ta31 →大大儿 ta31伽24

(二)口语中， "AA" 重叠式通常以 "AA 儿哩"形式出现，带有"儿"和"哩"后缀，
"哩"读轻声 liO 。
(三)第二个 A 不仅存在儿化音变问题，还存在变调问题。变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

管第一个 A 是何声调，第二个 A 一律变为阴平，本文称为 "AA1 儿哩"式，简略记为 AA1

式，如:

湿 S124 →湿湿儿哩 s124Fgr24lio

肿 tsuq55 →肿肿儿哩 tsuI]55tFIlet41io
疼 t‘;}1J42 →疼疼儿回里 t‘呵42t‘四.241iO

萃 "ia931 →辈辈儿哩 tçirult♀i芭r241iO

拿文章初稿完成后，承蒙导师庄初升教授教正，谨致谢忱。文中炸误概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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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是不管第一个 A 是何声调，第二个 A →律变为阳平并重读，本文称为 "AA2

儿H里"式，简略记为 AA2 式，如:

湿 S124 →湿湿儿哩 S124~:l♂2liO
小 ei355 →小小儿哩♀i355♀br421iO

白 PE42 →白白儿哩 pE42pEr42liO

胖 p‘ all' →胖胖儿哩 p‘arl'p''Rr421iO

我们收集了上蔡方言中使用的单音节形容词 159 个，按照能否重叠以及重叠后的意义，
将它们分为四类:

A类，共 36 个:
忙呆困狂肿毒狠急、恶晕笨猛猴顽皮暗懒腻豁疼贪倔浅拗丑坡沉翠鼓乖阴闲凶孬痛傻憨瘸

B 类，共 85 个:
大干小长生白老灰红坏花秃冷灵苦胀肥歪面软轻弯烂洼艳热圆臭凉黄斜咸麻康粗细清

混谈绿硬黑稀傲焦馋湿温蓝瘦错稠腥新慢嫩醉霉甜胖辣脆怯紧香尖酥酸陡低窄松薄潮粘高
直厚富H宣松软深壮亮短齐

c 类，共 13 个:
匀好远足近快锋利净宽饱旺全满熟

D 类，共 25 个:
广乌旧优丰妙贵多少陈对假寒鲜纯穷闷能密真重强神稳静

其中 D 类大部分为书面语词，口语中使用频率很低，也无对应的 AA 重叠式，本文不

再讨论。

下面分别讨论 A、 B、 C 三类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2.1 A 类
此类形容词只有 AA' 式，并且重叠后的 AA' 式在程度上要弱于基式 A，我们表示为:

AA'<A。以"忙"和"呆"为例，举例如下:

la. 我这一段时闯.j-è maIJ 42 ，顾不上别的了。
b. 我这一段时间手头有点儿活儿'主草丛主maIJ42m'Rr241iO 0 

2a. 这孩子读几年书人变主tE55 了。
b. 这孩子读了几年书，人有点儿呆呆儿哩 tE55tEr24liO 。

例 la 是说"事情很多，兀空闲时间"，而 lb 则是"有点儿事做但不多，略微忙一点儿"

之意:例 2a 是说"这孩子读几年书人变傻了，不通人情世故" , 2b 则是说"这孩子读几年
书，人带点儿书呆子气"。可见 A类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稍微 A、略微 A
或有点儿 A"，程度上轻于基式。其它词与上面例子相同z

困困儿哩 k‘un3 'k‘U:lr24liO : 稍微有点儿困意，但还不是真正困了:
肿肿儿哩 tSUIJ55t~um241iO:略微肿一点儿，尚未真正肿起来:
晕晕儿哩 yn24yó)r24liO: 多少有点儿晕，还不是真正晕，只是有点儿不适:
笨笨儿哩 p:ln3' p:lr241iO :略微笨一点儿，但不同于真正的笨，只是不太聪明:
懒懒儿哩 lan55h~r241iO:有点懒，但又不是很懒，只是不太勤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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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 类
此类词不仅有 AA' 式，还有 AA2 式。从程度上比较 ， B 类词的 AA' 式轻于墓式 A，而

它的 AA2 式在程度上重于基式 A，当然也强于 AA' 式，我们表示为: AA'<A<AA2。以"干"
和"辣"为例，举例如下:

3a. 这件衣服才主主丛里kan2\:gr24liO ，再晒一会儿;
b. 这件衣服主kan24 了'收了'巳;
C. 这件衣服圭主丛里kan24kgr421iO 了'早该收了;

4a. 给我少放点儿辣椒'盈盈丛主la241g?41iO 就行了;
b. 给我放点儿辣椒，我喜欢吃这la24 哩;
C. 给我多放点儿辣椒'辣辣儿哩 la241gr421io 才有味儿。

例 3a 是说"衣服才略微干一些，尚未干透，需要继续晒"，例 3b 是说"衣服己干了，
没有水分了，可以收了"，例 3c 表达的是"衣服已经干透了，晒的时间过长了"， "干"
的程度越来越高:例 4a 表达的是"少放点儿辣椒，多少有点儿辣昧就行了"，例 4b 是说要

吃辣椒的"辣"昧，例 4c 表达的是"喜欢吃非常辣的，越辣越感到有味道" 0 B 类词重叠
式的语法意义我们概括如下: AA' 哩式表示"稍微 A、略微 A 或不太 A"，程度上弱于基式
A，而 AA2 哩武则表示"非常 A、 A 极了飞程度上强于基式，达到了最高级。其它词重叠
式的语法意义与上面例子相同，试比较:

AA' 哩式
大大儿哩 ta3 'ωr24liO 略微大、不太大
生生儿哩 S::llJ24~::lr24lio 稍微生点儿，不太熟

热热儿哩 ze24平r241iO 略微有点儿热气，不凉
清清儿哩 t♀ ， ilJ24tc;;‘ igr241iO 略微请，不太温
甜甜儿哩 t‘ian42t‘ igr241iO 多少有点儿甜味

2.3 C 类

基式

大 ta3 '
生 S::llJ24

热 ze24

清 t矿iq24
甜 t‘ian42

AA2 哩式

大大儿哩 ta3 'ær421iO 非常大

生生儿哩 S::llJ24~ ::lr421iO 恨，扎根本不熟
热热儿哩 zé4平r42 1iO 非常热

清清儿哩 tc;; 'ilJ24tC;;‘ im42 liO 非常糟，
甜甜儿哩 t‘ian42t‘ igr421iO 非常甜

点儿不混

此类词也有 AA' 式和 AA2 式，但不同于 B 类词的是:C 类词的 AA' 式在程度上要重于
基式 A 而弱于 AA2 式 ， AA2 式表达的程度最强，我们表示为 : A<AA'<AA2 o 以"足"和"满"
为例，看下面的例子:

5a. 人家叫把小孩儿上大学哩钱都准备Æ_ t♀l4 了;
b. 人家叫忆，j、孩儿上大学哩钱准备哩主且丛主tc;;l4tç;y;)?41iO 了;
c. 人家叫把小孩儿上大学哩钱早就准备哩盈盈丛主tc;;l4tC;;Y::lr42 1io 了;
但.他饭量大'给他叫碗昌主man55 , 

b. 他饭量大，给他岳满满儿哩 man55mgr241iO • 
c. 他饭量大，给他昌满满儿哩 man55mBr42liO 。

例 5a 是说把上学的钱准备"够了、齐了"，即准备的钱数和要求的数目相当 1 例 5b 则
表达的是除了"够了、齐了"外，准备的钱还"多余"一些;例如则表达准备的钱数远远
超过需求的数目。例 6a 是说"基本上"要把碗盛"满":例 6b 则是要把碗盛满，碗中"几
乎不能有"添加的余地:例 6c 则是满到"极点"， "半点添加的余地"也没有了。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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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可以看出.C 类词与 B 类词的区分就在于 AA1 哩式与基式程度的关系。 B 类词 AA1 哩式
表示的是"略微 A、稍微 A 或不太 A"，程度轻于基式，而 C 类词 AA1 哩式表示的则是"比
较 A、相当 A"，程度重于基式。 AA2 哩式则用法一致，都表示最高级，相当于"非常 A、
A 极了 "0 C 类其它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与上面例子相同，试比较:

墓式 AA1 哩式

匀 yn42 匀匀儿哩严142y~r241iO 比较匀

早 tS::>55 早早儿哩 ts355t53r24liofE早，相当甲
远 yan55 远远儿哩 yan55yur241iO 比较远
饱 p::>55 饱饱儿哩 p::>55户r241iO 帆

全 tc ‘yan42 全全儿哩 tc‘yan42tc ‘ yur241iO 该有的几乎全有

AA2 哩式

匀匀儿哩严142y~r421iO 非常匀
早早儿哩 ts::>55t;?::>r42 1iO 极早

远远儿哩 yan55yur421iO 非常遥远
饱饱儿口里 p::>55p::>r421iO 非常饱，一点儿也不能再吃了
全全儿哩 tc ‘yan42t矿yur421iO 峭的一件不落

上述形容词重叠、音变后语义程度为何呈现出如此差别呢?经过考察，我们发现 A 类
词多为贬义词，大都表示消极意义，且多数用于人。在 A类 36 个单音节形容词中有"忙呆

困狂肿毒狠急恶晕笨猛猴顽皮懒疼贪倔拗丑翠乖闲凶孬痛傻憨瘸"计 28 个属此种情况，其余
为描写一般事物的中性词。 B 类 85 个单音节形容词中， "馋瘦醉"兰个词常与其它词结合
而略带贬损义(如馋鬼瘦猴醉鬼)，但三词本身并无贬义，其余 82 个都是用于物的中性词。 C
类 13 个词都是用于物的褒义词.D 类因为是书面i吾而与 A、 B 、 C 士气类相反别。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A、 B 、 C 、 D 四类词的分类是以词的色彩义为基础而划分的。
首先根据书面语和口语把上蔡方言的单音节形容词分为 D 和 A、 B 、 C 两大类。 D 类词没有
用重叠、音变表程度差异的现象。由此可知，用重叠、音变表示程度差异的现象带有口语色
彩，不出现于书面语中。其次又根据感情色彩的差别分出 A、 B 、 C 三类。在 A 类词中， AA1 

式的程度弱于 A. 是因为 A 类词大都是贬义且用于人，这样就可以用重叠、儿化表轻微义
的特点来降低贬损程度，在语言交际中使对方更易于接受。 A 类词没有 AA2 式，也是因为
在语言交际中考虑到语气较强的贬损只会对交际有害，所以 A 类词的 AA2式便处于缺位状
态。在 B 类词中，以基式为中间标准，用重叠、儿化表较轻程度，同时用阳平变调和重读表较
强程度。因为 B 类词为常用于物的中性词，所以最不易受主观情感的影响，这种情况应是
上票方言中形容词重叠、音变后程度差异的本质表现。 C 类词，无论是重叠、儿化还是重读，
程度上都强于基式。从语用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交际人为使对方乐于接受自己而采

取的一种交际策略，因为贬低程度的加强只会引起交际的麻烦，而赞扬程度的加强则只会给

交际带来便利。因为 C 类本身为褒义词，重叠使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褒扬的程度(否则就
不用此类词了)，因此 C 类的 AA1 式可以强于基式 A。至于 AA2 式程度更强，当然是由重叠
后的阳平变调体现出来的。综合考察，我们发现上蔡方言中的阳平变调总是强于阴平变调，
这恐怕与阳平的调值有关，就是说变调后调值高往往与意义上的程度高相连。可见，上蔡方
言单音节形容词重叠、音变后的程度差异不仅与语法、语义相关，还牵涉到语用问题。

另外，朱德熙先生(1982:27)发现，普通话中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所表示的程度深浅跟

它在句中的位置有关系 t 在走语和谓语两种位置上表示轻微的程度，在状语和补语两种位置
上则带着加重或强调的意味。如"高高的个子"和"个子高高的"中"高高的"分别作定语
和谓语，表示轻微的程度;而"高高地挂起来"和"挂得高高的"中"高高的"作状语和补
语，表示较重的程度。与普通话不同的是，上蔡方言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程度的深浅与其
在句中的位置无关。在上蔡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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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儿哩 ko2\:"r24liO 个子，个子高高儿哩 k:l\:~~4liO
高高儿哩 kl24br241iO 挂起来，挂哩高高儿哩k:?1(::lr241iO

是一样的，都表示较轻程度:而
高高儿哩 b24br421iO个子，个子高高儿哩 b24k::lr421iO

高高儿哩 kl24br421iO 挂起来，挂口里高高儿哩 kl24br421iO

是一样的，都表示较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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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plication, Tone Sandhi, 
and Adjectival Extent Difference: 

Featur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Monosyllable 
Adj ectives in Shangcai Dialect in Henan 

DUAN Yagua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a忧erns of monosyllabic 吨ective reduplication in Shangcai dialect 
in Henan. The degre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original words 缸'e also different. It 
thus shows that there is a phenomenon indicating degree difference by way of morphology. 

Keywords Shangcai dialect, monosyllabic adjectives, reduplication, tone san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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