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的语义特点浅析

摘 要：关于重叠式形容词的语义分析，历来众说纷纭。论文主要从新疆方言中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入手，即包括
重叠和叠音的不同形式，与普通话比较，通过差异分析新疆方言里形容词重叠形式的语义特征，重点从结构形式
入手比较分析附加意义的区别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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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汉语方言词汇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重
叠，不仅形容词可以重叠，而且名词、量词，甚至动
词都可以重叠，由于不同的重叠形式，对语义表达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与普通话对比，集
中对新疆汉语方言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语义做简
要的探讨。

一、普通话里重叠形容词的几种类型

在普通话中，常见的形容词重叠形式有：AA
式、AABB 式、ABB 式三种；不太常见的形式有：
ABAB式、AAB式、A里 AB式等。

以上六种形式的形容词重叠形式，主要是由
形容词性的语素或词构成。在语义方面，首先，形
容词重叠形式不仅描述事物的性状，表示事物性
状的增减或强调程度的变化，而且还使表达的事
物更形象生动，使表达事物的性质状态的意味更
浓重。这是形容词非重叠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如：“亮”，指有光；“亮堂堂”是形容很亮，光很强的
意思，这种 ABB重叠形式一般都表示性状更加形
象，强调程度的加强；“蒙蒙亮”却是天色有一点
亮，光比较弱的意思，这时候形容词重叠形式就表
示性状的减少和程度的减弱。而在新疆汉语方言
里，形容词重叠形式一般表程度加强性状增加的
意味，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分析。其次，在普通话里，
还有一小部分形容词重叠形式有表情态的作用，
如：A里 AB式有明显的表情态意味，如：娇里娇

气、土里土气、邋里邋遢等，多表示不理想或贬义
的意味，但是这种形式的词条很少。除此之外的形
容词重叠形式表情态的功能要因词因局而定，并
且表达感情的意味并不是很强烈。如“叽叽咕咕”
形容小声说话，兼有不满的情绪，在“警察们无事
生非，旅客们叽叽咕咕”[1]句中可以看出施事者不
满的情绪，但感情色彩却不是很强烈。《现代汉语
重叠形容词用法例释》中只有少数词条标明有感
情色彩，而新疆汉语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形式却
有很强的表情态作用，如：表厌恶不喜欢的感情、
不理想贬斥的情态等。下面着重分析新疆汉语方
言中重叠式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二、新疆汉语方言中重叠形容词的类型
及语义分析

1． AA子式：蹁蹁子、泡泡子、正正子、齉齉子、
斜斜子、歪歪子等。

大多由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加词缀“子”构成，
一般后两个音节轻读，多表示某事物的特征、动作
行为的状态或受事语的状态。如：“弯弯子路”[2]，弯
弯子是弯弯的意思；“正正子放到门前头”[3]，意思
是指直直对着门放；“你把画放了个斜斜子”[3]，意
思是说你把画放斜了。由此看出，语义特征上，这
些形容词重叠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种状态
和特征的性质；与普通话里的 AA式形式接近，但
普通话里“子”仅作名词后缀，新疆方言里却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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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形容词后缀。
2. AA儿（底）：垐垐儿（底）、定定儿（底）、孤孤

儿（底）、端端儿（底）等。
与 AA 子式构词成分相同，只是把“子”换成

“儿”，多与“底”连用并轻读。表义多指某种满意或
不满意的状态，同时还有加深程度和强调状态的
作用，有时还附带说话者的褒贬情态在内。如：“这
块儿玻璃被你擦底明明儿底”[3]，是说玻璃被你擦
得特别干净，这种状态说话人满意，有夸赞的意
味。表示这种意味的词还有端端儿（底）、恶恶儿
（底）、茸茸儿（底）、毛毛儿（底）等。另外，息息儿
（底）、张张儿（底）、独独儿（底）等词多表示让人不
满意不喜欢的状态。比如：“这娃受咧啥刺激咧，看
上去咋张张儿（底）？”[3]是指孩子表情很呆滞的样
子，这是不正常的表现，同时我们也读到了说话人
对这种状态很不满意的情味。

此外，与普通话相对应，新疆汉语方言中也有
少数 AA式形容词，如：水水（底）、暄暄（底）、油油
（底）等，多与“底”连用，表示喜爱之义。通过分析，
可以看出 AA子式、AA儿（底）式和为数不多的
AA（底）式形容词与普通话中的 AA式相近。但相
对来看，就形式而言，很明显地体现出新疆汉语方
言中重叠式形容词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表
义来说，新疆汉语方言重叠式形容词表义内容更
丰富，表情意味更强烈，主要体现在情态意义等附
加意义方面。另外有一些形容词重叠形式的意义
在普通话中就不能用重叠形式，如：息息儿（底），
是指实在受不了，坚持不住了的样子；[3]垐垐儿（底），
是指非常实，内部完全填满，没有空隙[2]等。

3. ABB（底）：垐登登（底）、黑出出（底）、寡兮
兮（底）、油价价（底）等。

大部分由形容词加叠音后缀构成，一般最后
一个音节和“底”轻读，叠音后缀使词语描绘内容
程度加深，同时还表达了贬义或不喜欢的感情色
彩。如：“你底衣裳咋油价价底？”[2]形容衣服被油弄
得很脏，有不满意之义。“胖呆呆（底）”，形容肥胖
而呆笨的人，[2]有不喜欢的意味。由此可见，新疆方
言中 ABB（底）式形容词不仅有加深词义程度的功
能，还有表达不满意不喜欢等的感情色彩的作用，
具有较强的表情态作用。

4. AABB：猴猴失失、迷迷登登、刺刺拉拉、紧
紧巴巴、二二嘻嘻、佯佯杆杆等。

主要由带词缀的双音节词完全重叠构成，一
般为构词语素重叠，第二和第四个音节轻读，形式
与普通话中 AABB式一样，如：慌慌张张、快快乐
乐、切切实实等。新疆方言里这类形容词多表示词
义程度的加深和不理想或不喜欢的情态，如：“抽

抽巴巴”，用来形容布或皮肤等收缩不平展。而普
通话里这类形容词大都不表示这种情态。由此可
见，新疆方言中重叠式形容词表情状的意味较强。

5. ABAB 式：摇达摇达、甩达甩达、逛达逛达、
扭达扭达等。

这类形容词数量相对比较少，多由带词缀的
双音节词全词重叠构成，一般词缀音节轻读。指人
时，多形容让人不喜欢或不合适的随意自在的动
态，如：“大男人家，咋走开路来咧扭达扭达底！”由
此可见，说话人认为这种自在的状态很不合适，有
不喜欢的情绪在内。指物时，多用来形容说话人觉
得不理想的状态，如：“衣服太大咧，穿上甩达甩达
底”[3]，表达了说话人不满意的情态。这样表情态的
方式在普通话中不明显。

此外，在新疆汉语方言中部分 ABAB式形容
词可以用 AABB的形式，表义有细微差别，可忽略
不记，如：呋囊呋囊—呋呋囊囊、拐达拐达—拐拐
达达等，而普通话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普
通话里 ABAB式形容词形式较多样，新疆汉语方
言更多局限于 A达 A达的形式。

6. A不 BB式：白不疵疵、焉不出出、二不唧
唧、赖不兮兮、油麻乎乎等。

多由单音节词加中缀“不”，再加叠音后缀构
成，一般第二和第四个音节轻读。这种形式普通话
中基本没有，表示某种让人不满意、不喜欢的情
状，多有贬义色彩，表义程度有所加深。如：“你弄
上来底那个人二不唧唧底，能让他搞接待工作呢
吗？”[2]（这个人鲁莽冒失，干不了这活。有不喜欢的
意味）有贬义色彩。这里的贬义有些由单音节形容
词带来，重叠的形式有加深程度的作用，还有表贬
义的情态作用。这类形容词与普通话中的 A里 AB
式接近，都描述了让人不满意的情状，含有不喜欢
的感情色彩。新疆方言中也有为数很少的 A里 AB
式形容词，如：逛里逛荡、咵里咵嗒等。相对而言，
新疆方言中 A不 BB式使用较普遍。

三、新疆汉语方言重叠形式形容词的语
义特征

1. 形式中显现出来的语义差异主要表现在附
加意义中。

与普通话相比，新疆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的
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点：（1）大部分表示程度的加
深、性状的增加；而普通话里还有表示性状程度减
弱的作用。（2）表情态的作用比较强，以上形式中
有的表示不喜欢、厌恶的感情，有的表示不理想、
不合适的状态，有的含有褒贬色彩意义，大多表贬
义，内容丰富；普通话则没有强烈的表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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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性质状态的意味更浓，更形象生动，口语性
强，表情意味直接，一般从词语本身就可以感受
到；普通话大部分不能从词语本身获得信息。

2. 从重叠式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和意义之间的
联系来看，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和意
义联系更密切。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在基本义不变的情
况下，不同重叠形式表示不同的情态。如：毛毛儿
（底）和毛拉拉（底）都表示毛的意义，但前者有喜
爱之情，而后者表达的是厌恶之义。普通话中却没
有因为重叠形式的细微变化而改变语义的情况，
如：“绿绿的”“绿茵茵”都表示“绿”的颜色，重叠的
形式都使原义描述更加形象，甚至都会让人顿生
喜爱之情。（2）某种特定的重叠形式大多与一定
的情态联系在一起。如：ABB（底）式、AABB式、
ABAB式不仅表示原来词义程度加深，而且多数情
况表达不理想或不喜欢的情态。而普通话里表情
态的重叠形容词较少，表情意味较弱，而且同一重
叠形式却不一定表达同一情态，如：同为 AABB式

的“慌慌张张”“快快乐乐”和“完完全全”等却不一
定与一定的情态意义相联系。

以上主要结合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新疆汉语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与普通话里的重
叠形容词两者语义的差别。形容词重叠形式同时
存在于普通话和新疆方言里，表义上的差别不仅
存在于附加意义中，还有基本义的差别，如：义域
所指范围、基本意义所指差别等，也是方言与普通
话语义差异的表现，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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