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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1一量V2一量”格式是汉语中常见的表达式，从该格式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研究的覆盖面较广，但

还存在着语义提取忽视形式验证，语义归纳句法分布描写相割裂，语义归纳不够全面等问题。据此，本

文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先从该格式的内部构成与句法特征中归纳并

验证其四种基本语法意义：别待义、叠合义、周遍义、交替义，进而对该格式的特殊类型“V1一量，是

/算一量”，以及该格式“主观缺量”、“主观大量”的增值义进行分析，以期加深该格式的语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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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 of “V1一量V2一量” is a common expression in Chinese. From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is 
format, although the research coverage is wid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semantic 
extraction ignoring formal verification, semantic induction being separated from syntactic distri-
bution description, and semantic induction being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ccordingly, guided 
by semantic grammar theory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form and meaning, this pa-
per first sums up and verifies four basic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this format from its internal 
composition and syntactic features: discrimination，superposition，every single and altern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special type of this format “V1一量, 是/算一量” and the additional meanings 
of this format “subjective deficiency” and “subjective abu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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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是汉语中常见的表达式，由两个对举的“动词＋量词”结构组成，这两个

结构既不能丢弃任意一方单独成义，也不能随意互换位置，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语法单位，表达一

种整体含义。例如： 

(1) 我们见一次劝一次，怎么一点儿作用也没有！1 

(2) 这三个超级国家永远是拉一个打一个，与这个结盟，与那个交战。 

(3) 是“一团火”，也要摸一下，触一下，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温热”、“灼热”、“炽烈”。 

(4) 蓝永继把公社的干部拉出来游街，骂一顿，打一顿。 

(5) 我只能这样，骗一天是一天，只要家珍觉得有庆还活着就好。 

这一格式具有强大的能产性和丰富的语义内涵，因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研究目光。相关研究从更具

概括力的“A 一量 B 一量”格式(A、B 不限于动词)开始，逐渐深入到对“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研究。

前人从各自的理论、方法出发，围绕该格式的内部构成、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四个方面展开

研究，并取得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内部构成方面，周毕吉[1]，蒋遐[2]，朱玲玲[3]认为，“A 一量 B 一量”结构的 A、B 主要

有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四类，并且受音节限制，A、B 多为单、双音节，三音节及以上的则很少见。

该结构的量词可以由动量词、物量词和时量词充当。在格式内部各成分关系上，A、B 具有反义、类义两

种关系，“A 一量”与“B 一量”存在着并列、因果、顺承、条件关系。在 A、B 与“一量”的关系上，

朱玲玲[3]认为有主谓关系、述宾关系、述补关系和状中关系四种。 
第二，在句位分布和句法功能方面，周毕吉[1]，蒋遐[2]，朱玲玲[3]认为，“A 一量 B 一量”主要充

当谓语、状语，少部分作宾语、主语，还可以独立成句，用法十分灵活。张洁[4]从音节、量词类型、结

构类型和句法功能对“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形式特征进行了细致描写：V1、V2 以单音节为主，量

词可以由动量词、时量词和物量词充当；“V1 一量”与“V2 一量”有并列、偏正、连谓紧缩四种结构

关系，并且“V1 一量 V2 一量”句法位置灵活，既可以作六种句法成分，又能够单独成句。 
第三，在语义内涵方面，周毕吉[1]，蒋遐[2]，朱玲玲[3]，张洁[4]，蒋遐[5]认为该格式有“周遍”、

“交替”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朱玲玲[3]注意到，该格式语言成分的重叠造成了“量增”义，具体表现

为物量、动量、时间量的增加。张洁[4]则认为，该格式具有交替、周遍、合取、析取以及其他特殊语义，

在表量上，该格式具有求和确量、交替多量和周遍全量三种表量类型。此外，王凤兰[6]关注了“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特殊类型，并将“V 一量是一量”划分出肯定达标型、肯定小量型及消极无计划型三种

语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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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语用功能方面，周毕吉[1]认为，“A 一量 B 一量”格式口语色彩浓，具有通俗性、生动性，

并且音节整齐匀称，具有对称美和音乐美，与同义结构相比，这种格式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蒋遐[2]认
为，格式用对举形式固定对比焦点，并通过平行格式凸显其焦点信息。朱玲玲[3]则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分析认为，进入该格式的 A、B 受到认知机制的制约，通常属于同一语义范畴，并且具有象似性。 
总的来说，前人研究覆盖面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受制于理论方法，语义提取忽视形式验证，

语义归纳与格式的内部特征、句法分布描写相对割裂，并且语义研究多集中于“周遍”、“交替”类型

的分析，对“V1 一量 V2 一量”其他的语义类型缺乏关照。因此，本文将在语义语法理论的指导下，遵

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先从该格式的内部构成与句法特征中归纳并验证其基本语法意义，进而对

该格式的特殊类型与增值义进行分析，以期加深该格式的语义研究。 

2.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内部构成与句法特征 

2.1. V1、V2 的语义关系 

据语料库调查，我们发现该格式中一部分共现的 V1、V2 具有反义关系或者近义关系，而另一部分

共现的 V1、V2 虽不属于同一语义场，但是进入该格式后，由于前一项与后一项具有某种逻辑关联因而

赋予了它们在格式中的逻辑语义关系。例如，若“V1 一量”与“V2 一量”构成条件关系，那么 V1、V2
分别作为“V1 一量”和“V2 一量”的核心成分，它们之间也属于条件关系。本节将重点探讨 V1、V2
的反义和近义关系，关于“V1 一量 V2 一量”的逻辑关系则在下文进行论述，此处先不作展开。 

(一) 反义关系 
对于反义关系，黄伯荣[7]认为有“绝对反义”与“相对反义”之分：“两个意义绝对相反的词，肯

定甲就否定乙；反之，亦是。中间不容许第三种意义出现。”“两个意义相反的词，肯定甲就否定乙，

但否定甲，不一定就否定乙，因为还有丙丁等其他意义。”据此，我们认为，具有反义关系的 V1、V2
通常是相对反义词，V1、V2 是绝对反义词的情况比较少见。例如： 

(6) 倒桂得手后，蒋介石开始拉拢阎锡山，前伎重施，还是拉一个打一个。这次拉的是阎，打的是冯。 

(6)中“拉一个”和“打一个”分别表示两种对待他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拉拢，另一种是打击，

二者虽语义冲突，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拉”和“打”符合上面所说的相对反义关系。 
(二) 近义关系 
詹人凤[8]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把同义词分为四类：一是词类完全相等，可以任意替换；二是词

义相同、色彩不同，替换的可能性很大；三是词义相近，部分语境可以替换；四是词义近似，一般情况

下不能互换。本文所言的具有“近义关系”的 V1、V2 主要是第三和第四类词，它们具有部分相同的语

义特征，而在概念和所指称的对象上又有所不同，例如： 

(7) 它缺有一个东西铺垫一下过渡一下，所以它不连贯了。 

(7)中“铺垫”和“过渡”都表示一种“中间”义，它们所指称的对象都具有“缓和”的功能。这一

类型的“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把具有相似特征的动作并置在一起，起到了重复说明、多重描摹的效果。 

2.2. V1、V2 与“一量”的结构关系 

由于 V1、V2 已限制在动词范围，V1、V2 与“一量”的结构关系也比较明确，主要是述宾结构和述

补结构。 
(一) 述宾结构 
当 V1、V2 与“一量”组成述宾结构时，量词多为个体量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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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专打家具，打一件卖一件。 

(二) 述补结构 
当 V1、V2 与“一量”构成述补结构时，量词多为动量词或时量词。例如： 

(9) 电话铃声有节奏地响一阵歇一阵始终没有人接。 

(10) 我一切如恒，反正是活一天干一天，有时觉得日子过的太慢了。 

2.3. “V1 一量”与“V2 一量”的逻辑关系 

由于 V1、V2 已限制在动词范围，V1、V2 与“一量”的结构关系也比较明确，主要是述宾结构和述

补结构。 
(一) 条件关系 
在“V1 一量”与“V2 一量”之间，如果存在“V1 一量”就会有“V2 一量”，那么“V1 一量”与

“V2 一量”就属于条件关系，“V1 一量”是“V2 一量”的充分条件，可以用“如果/只要……就……”

进行连接。例如： 

(11) 当然，公司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绝不是主流，我们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处罚相当严厉。 

(11)中的划线部分可以通过添加关联词扩展成条件复句：“我们只要发现一个，就处理一个”，“发

现一个处理一个”整体表示一种“假设性周遍义”，即当条件满足时，动作或事件无一例外地得到某个

结果，这是一种全量的表达。 
(二) 并列关系 
这一类型的“V1 一量”与“V2 一量”排斥因果关系，“V1 一量”和“V2 一量”之间或是用“并

且”来连接，或是用“或者”来连接。例如： 

(12) 太阳每天升一次(并且)落一次，那就不必了解，因为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13) 田秉毅那温顺劲真象只兔子，被伙伴抓一下，(或者)挠一下，他从不反抗。 

(三) 顺承关系 
还有一类“V1 一量 V2 一量”表示“V1 一量”与“V2 一量”在时间上依次交替进行，形成时间上

的顺承关系。例如： 

(14) 在一次感冒后，她的心脏失去了一半功能，心率间歇发生跳一下停一下的异常现象。 

(14)中“跳一下停一下”用于描摹两种动作或状态不断交替的情状，前一项与后一项之间没有影响与

被影响的关系，处于一种平列的地位。 

3. “V1 一量 V2 一量”的基本语法意义 

蒋遐[5]认为，“V1 一量 V2 一量”具有“并列”的格式义，即“在一个封闭的集合中，存在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成员，这些成员共同组成并均分这个集合。”本文认为，“并列”只是该格式的逻辑表征，

逻辑关系能够显示语义关系，但不足以概括其语义内涵。因此，在上文分析“V1 一量”与“V2 一量”

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将“V1 一量 V2 一量”的格式义归纳为“别待”义、“叠合”义、“周遍”义

与“交替”义四种语义类型。 

3.1. “V1 一量 V2 一量”的语义类型 

(一) 别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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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待”义是指施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对待两个不同的对象，或是事物分别处于不同的状态。

例如： 

(15) 周西坡道：“我是照着单子上次序，这样比方说呀，我哪里会帮一个打一个呢？” 

(16) 我买两辆车，开一辆砸一辆。 

(17) 有一帮孩子爬上窗台看，正看见我被烟熏得睁一眼闭一眼，样子非常难看。 

(15)中“帮一个打一个”是偏帮一个，同时打击另一个的意思，有“区别对待”的含义；(16)也表示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两个事物，两辆车一台正常使用，另一台则砸毁。(17)与前两个例子有所不同，

“睁一眼闭一眼”表示两个眼睛分别处于“睁”和“闭”的状态。 
(二) 叠合义 
在上文讨论 V1、V2 的近义关系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中出现的语义重复

现象。语义重复是指话语的意义重复而语言形式不同，在该格式中则表现为两个意思相近的词用于同一

结构中造成语义上的重复和形式上的“复叠”(李宇明语)。复叠是使某语言形式重复出现的语言手段，复

叠之前的形式称为“基式”，复叠后的形式称为“复叠式”[9]。在该格式中，“V 一量”为基式，“V1
一量 V2 一量”为复叠式。本文把 V1、V2 语义上部分重合、形式上复叠所产生的意义称为“叠合”，它

包括 V1、V2 词义的叠加以及复叠格式带来的特殊内涵。这一类型的“V1 一量 V2 一量”前一项与后一

项之间意思相近，结构一致，音节相同，施事、受事也相同。例如： 

(18) 于北蓓跟他坐在一起，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

一起抽烟。 

(19) 男同学女同学，一个个全赛是得发瘟的鸡似的，挨一下碰一下，他就叫喊，就像是捅了他一刀似的。 

(20) 如何千方百计地帮一把、拉一把，扶持他们尽快走出困境呢？ 

从(18)到例(20)，划线部分的两个动词都分别表达相近的意思：(18)中“摸”和“拧”都是用手去捏

的动作；(19)中“挨”和“碰”都表示接触的意思；(20)中“帮”和“拉”都有“帮扶”、“促进事物向

好的方面发展”之意。两个词语的叠加起到了相互补充、解释的作用，与仅用单个词语表达相比，两个

近义词的叠加使语义更为丰满，并且起到反复、强调的效果。 
(三) 交替义 
李艳华[10]认为，“所谓交替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相反内容的相继实现为单元的一种特殊的反复”。

表示交替义的“V1 一量 V2 一量”，其中的“一”并不是实指的数量，而是表示“V1 一量”和“V2 一

量”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这是一种多量或量的累积。例如： 

(21) 老武凑在麻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写计划，想一阵，写一阵，一直写到头鸡叫，他才停手挤在人堆中睡下。 

(22) (他们)爬一阵，打一阵，接连打哑了敌人两个火力点。 

(21)中“想一阵，写一阵”表示“想”和“写”两种动作状态不断接替，反复进行，强调动作交替状

态的持续。(22)中“爬一阵，打一阵”也是表示两个动作交替进行了多次，最后动作量累计的结果是“打

哑了敌人的两个火力点”。 
(四) 周遍义 
这一类型的“V1 一量 V2 一量”表示如果满足 V1 一量，就会有 V2 一量的结果，这是一种全量义。

一般情况下，表示周遍的“V1 一量 V2 一量”可以增添关联词“只要……就……”、“只有……才……”，

还可以添加周遍义的标志词“每”、“凡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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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便在第一课下面画了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 

(23) 纸币增发一次，贬值一次。 

(24) 沈营长砍杀很准，刀飞血溅，砍一个倒一个。 

(22)中“读一遍画一笔”表示“只要读完一遍就画上一笔来计数”；(23)中“增发一次，贬值一次”

表示“纸币每增发一次就贬值一次”；(24)中“砍一个倒一个”表示“只要砍一个就倒下一个”、“每砍

一个就倒一个”。以上例子都表示周遍的意义。 
综合上述，“V1 一量 V2 一量”不同的语义类型与形式特征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emantic Types and Formal Marks of “V1 一量 V2 一量” Format 
表 1.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语义类型及其形式标记 

语义类型 V1 一量与 V2 一量的关系 形式标志 

别待 并列 
① 量词为名量词；② V1、V2 多呈反义关系； 
③ 两个“一量”分别指向不同对象，可以用“一个 V1，另一个

V2”等价式替换。 

叠合 并列 ① V1、V2 语义相近； 
② 前后项之间可以插入“或者”。 

交替 顺承 ① 其语义等价式为“V1 一量，然后 V2 一量，再 V1 一量……” 
循环往复。 

周遍 条件 ① 能用“只要……就……”连接前后项； 
② 可与“每”、“凡是”等表示全量义的词同现。 

3.2. 一类特殊的“V1 一量 V2 一量” 

“V 一量是/算一量”从主观感情色彩上可以划分为表积极义和表消极义两类。据王凤兰[6]的考证，

表积极义的一类无论“V 一量”是多量还是少量、是否达到主观预期，都肯定动作的意义和有效性。例

如： 

(25) 大少爷说话自来是说一句算一句的。我们就等着他后天送钱来罢。 

(26) 复仇的希望正在破灭，他要孤注一掷了，把冰岩从窖口扔下去，砸死一个算一个。 

(27) 人家可不是长在地里的大萝卜，等着你去，拔一个是一个。 

(25)中“说一句算一句”表示说话算数，即言语有效；(26)中“砸死一个算一个”和(27)中“拔一个

是一个”都表示在能力或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做，即多“V”，每一次“V 一量”的实现对于主

观目标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表消极义的一类强调人在某种不利条件下的无可作为，此时“V 一量”是被动进行的，隐含着无奈

义。表消极的“V 一量是/算一量”上文一般会说明不利的因素，并且“V 一量是/算一量”常常与“只能”、

“只好”搭配出现。例如： 

(28) 总之，在现在情况下，除了挂念，不能有所作为，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29) 要是让她重新走上那一条路，她其实还真的下不了决心；结果到头来，仍旧只好过一天算一天地熬着。 

综合上述两类来看，表积极义的一类“V”一般具有自主性，可以与主动义“能”搭配，而不能和

被动义的“只能”、“只好”搭配；表消极义的一类“V”一般具有被动性，可以与无奈、被动义的“只

能”、“只好”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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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表主观量 

通过上一章节的分析我们了解到“V1 一量 V2 一量”能够表示“周遍”全量义，然而，在语料调查

中我们发现，有些例子用“周遍”全量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是因为该格式在主观化语境中使量的

表达产生了主观化。“主观量是语言的主观性在量范畴上的具体体现。人类认知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

界的量，而是经常带有主观的感受、态度和评价，使客观量附加一定的主观性”[11]。该格式表主观量主

要是通过预期反衬和言者夸大来体现的，在预期反衬中产生的主要是“主观缺量”义，在言者夸大中产

生的则是“主观大量”义。 

4.1. “主观缺量”义 

“所谓缺量义，是指事物没有达到人们的主观预期量，即期待的是多量或全量，而出现的却是少量。”

[12]周遍一般表达的是“全量”、“多量”义，但这种“全量”与人们的期待值相比仍然显得不足时，人

们就会有不足之感，从而产生“缺量”义。例如： 

(30) 可三轮车伕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 

(31) 他不善言辞，说起话来有些腼腆，常常问一句答一句。 

(32) 他因此成天找不到事，只好这里求三合，那里借半升，弄一顿吃一顿。 

上述语料中的划线部分都表示一种“缺量”义。(30)中“赚一天吃一天”表示赚的太少，只能够勉强

度日，没能完全满足需求；(21)中“问一句答一句”表示得到回应的不易，回答者很少说话；例(32)中“弄

一顿吃一顿”也是表示生活艰难，勉强果腹。 
“V1 一量 V2 一量”的“缺量”义可以在形式上得到验证：表示“缺量”义的“V1 一量 V2 一量”

一般不能和“多量”义、“满足”义的成分共现，只能与“少量”义、“不足”义成分共现。此外，只

有表示“缺量”义的“V1 一量 V2 一量”中间可以插入连词“才”，其他类型则不能。例如： 

(40) a. *可三轮车伕都是赚一天吃一天，生活满足，哪拿得出七块银元？ 

b. 可三轮车伕都是赚一天吃一天，生活勉强继续，哪拿得出七块银元？ 

c. 可三轮车伕都是赚一天才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 

(41) a. *他不善言辞，说起话来有些腼腆，常常问一句答一句，话很多。 

b. 他不善言辞，说起话来有些腼腆，常常问一句答一句，话很少。 

c. 他不善言辞，说起话来有些腼腆，常常问一句才答一句。 

4.2. “主观大量”义 

主观大量义是指言者对事物的描述带有夸大数量的主观评价，表达的数量比客观数量要多。请看以

下几个例子： 

(33) 人人以为自己是股神，炒一个赚一个。 

(34) 在新品开发中，他们做到开发一个成功一个，成功率达 90%以上。 

(35) 可是如今我不但上网扣杀，而且简直是来一个扣一个。 

(36) 他对女人的爱恋到达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而且是见一个爱一个。 

从(33)到(36)，“V1 一量 V2 一量”都带有夸张的意味，实际上是多量，表达上却是全量。“V1 一

量 V2 一量”的主观大量义同样能够在形式上得到验证：表“主观大量”义的“V1 一量 V2 一量”能够

与主观近极性副词“简直”、“几乎”共现，而不能与“少量”义的成分共现，前后两项之间能够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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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不能够插入连词“才”。 

5. 结语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位置灵活，能产性强，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非常丰富的语义内涵。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掘，首先从格式内部考察了 V1、V2 的语义关系，发现 V1、V2 之间除了格式

赋予的逻辑关系外，还存在反义关系或近义关系，并且将这一结论与“V1 一量 V2 一量”的格式义结合

起来考察，发现具有并列关系的“V1 一量 V2 一量”由于 V1、V2 的趋反或趋同对照，产生了“别待”

和“叠合”的语义。第二，归纳验证该格式“别待”、“叠合”、“周遍”与“交替”四种语义，并对

“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特殊类型——“V 一量是/算一量”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该格式的语

义面貌。最后，通过考察“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在主观语境下的语义，得出该格式通过预期反衬和言

者主观夸大的方式产生了“缺量”义和“主观大量”义。至此，本文对“V1 一量 V2 一量”格式的研究，

较为全面地勾勒了该格式的语义面貌，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如未能沟通“V1 一量 V2 一量”各语义

类型之间的关系，该格式的语用功能还有待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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