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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形容词“一般”表示普通、通常、总体上的意思，我们在口语中也经常说“一般般”来表达一

种谦虚或者更低的评价。我们拟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一般”和“一般般”

的区别，归纳总结出“一般般”的具体用法。“一般般”在句法上可用作谓语、补语，极个别可作宾语，

通常不可与副词共现；语义上较“一般”发生了语义磨损，主观性更强，表示更加消极的评价；语用上
可表示应答、敷衍或者承接上文，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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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 “Yiban” means ordinary, usual, and overall. We often say “Yibanban” 
in spoken language to express a modest or lower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iban” and “Yibanban”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three 
plane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nd summarize the specific usage of “Yibanban”. “Yi-
banban” can be used as a predicate and complement syntactically, and very few can be used as an 
object, usually not co-occurring with adverbs; semantically, it is more subjective than “Yiban”, and 
it is more subjective, indicating a more negative evaluation; it can mean answering, perfunctory or 
inheriting the above, and it is more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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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对“一般”的解释是：① 一样，同样。② 数量词。一种。③ 普通，通

常[1]。 
《现代汉语八百词》将它的意义与功能总结为： 
(形) 1. 一样；同样。 
a) 修饰少数积极意义的单音节形容词。 
b) 名/动 + 一般。整个短语修饰名词或动词。 
c) 像(如同)……一般。 
2. 普通；通常(跟“特殊”相对)。 
a) 修饰名词。 
b) 作谓语。 
c) 修饰动词。有时加“地”[2]  
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最常用来表示普通、通常、总体上。例如： 
(1) 治疗冻疮以往多采用外用药物及保暖等辅助治疗，比较麻烦且疗效一般。(科技文献) 
(2) 做到一般单位随机查、收支大户按查、专项资金跟踪查、有反映单位重点查。(科技文献) 
(3) 因为，一般地说，条件好的地区，早已扫除了。(《福建日报》) 
口语当中，我们也经常说“一般般”表示普通的、少有特出之处的人或事物，也可以表示一种谦虚

或者更低的评价，例如： 
(4) 比赛结束后，罗雪娟对记者表示，今天她的表现一般般，赛前她并没有想夺取冠军的事情，只是

想能够打破亚洲纪录就行了。(新华社 2001 年 7 月新闻报道) 
(5) 不过，朱启南毕竟还年轻，他平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玩电脑游戏，虽然他自己总是说“玩得一般

般，在游戏里总是扮演那个挨打的角色”，但是他的队友、与他同住一屋的李杰告诉记者，他是一

个游戏高手。(新华社 2004 年 8 月新闻报道) 
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一般”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临时短语凝固成形容词；第二阶

段是由形容词虚化为比况助词[3]。陈勇(2017)做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形容词“一般 2”实际是数

量短语“一般 1”词汇化的结果；表“普通、通常”的“一般 3”又是“一般 2”抽象化并进一步引申的

结果；比况助词“一般 4”则是形容词“一般 2”虚化的结果，而“一般 4”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逐渐脱落

“一”并衍生出了比况助词“般”[4]。那么，针对形容词“一般般”与“一般”在句法、语义、语用方

面有什么差别，本文拟通过对形容词“一般”与“一般般”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一般般”的句法特点

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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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容词“一般”与“一般般”的对比分析 

现代汉语中表示“普通、通常”的形容词“一般”在语义上跟现在我们口语中常用来指属于普通的、

少有特出之处的人或事物的“一般般”最为接近，我们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一般”与“一般般”二

者在句法上都最常用作谓语，在语义上都可以表达事物具有普通或平庸的特点。具体的不同之处如下： 

2.1. 句法方面 

2.1.1. 句法功能和位置 
现代汉语形容词“一般”是由数词性语素“一” + 量词性语素“般”组成的偏正数量短语经过词

汇化而来的谓词性词语，在句法上可作谓语、定语和补语。例如： 
(6) 这两种药单吃效果一般！(微博) 
(7) 物流行业的一般员工成才率高达 89.68%，在全行业中最高。(《文汇报》2005) 
例句(6)是一句主谓谓语句，“效果一般”是整个句子的谓语，“一般”位于句末充当主谓结构中的

谓语。例(7)“一般”作定语修饰后面的“员工”。“一般”还可以作补语，自由度相对较低，大部分伴

随补语标记“得”出现。例如： 
(8) 刚从上海到丹麦的时候，她的英语讲得一般，勉强可以应付。(《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 
(9) 我们勇士也会表现得一般。(《人民日报》1953) 
个别例句中“一般”也偶可充当状语或宾语，例如： 
(10) 沙尘暴天气一般发生在 4 月份到 5 月上旬。(《文汇报》2020) 
(11) 后来发过来的样板我穿了，觉得一般，不太舒服。(微博) 
例句(10)“一般”修饰动词“发生”，表示一种普遍的情况。例句(11)中的“觉得”是一个感官动词，

“得”字并不是补语标记，“一般”在句末充当动词“觉得”的宾语。 
形容词“一般般”在句法上主要充当谓语，例如： 
(12) 味道不错的，可能包装不吸引人；包装精美的，味道却又一般般。(人民日报 2016 年 05 月 13 日) 
(13) 罗雪娟的教练张亚东说，自西班牙世锦赛归来后，罗雪娟一直在进行调整性训练，今天的成绩

只是一般般。(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 年 08 月 27 日) 
(14) “白先生，您的汉语如此之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首先向白乐桑先生好奇地问道。他

摆了摆手说：“一般般，不过，我知道我汉语四声是比较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 年 07 月 26 日) 
(15) 频繁地排练，频繁地演出，收入也一般般，大伙的心态却很好，因为都知道这是为自己的事业

奋斗，为自己奋斗。(人民日报 2000 年 07 月 07 日) 
以上四例中，“一般般”作谓语通常出现在句子或者小句的末尾，也可以单独使用来回应问题。在

口语中我们也可以说“表现得一般般”或者“我觉得一般般”，此类个例中的“一般般”在句法上可作

补语和宾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形容词“一般”和“一般般”在句法功能上的主要差别如下表(见表 1)。 

 
Table 1. Syntactic function differences 
表 1. 句法功能差异 

 谓语 定语 补语 状语 宾语 

一般 √ √ √ 个别 极个别 

一般般 √ × √ × 极个别 

 
在句法位置上，“一般”和“一般般”都可以单独成句用以回应问题，“一般”在句中的位置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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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而“一般般”通常只出现在句子和小句的末尾。 

2.1.2. 与副词的共现情况[5]  
(一) 与程度副词共现 
形容词“一般”在语义上本身没有量含义，因此可以与“很、太、更、挺、非常、十分、特别、相

当”等程度副词共现。语义上表达一种更低的评价，例如： 
(16) 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说很一般，但对曾经骑过滇藏的我来说，眼眶湿了好几次。(微博) 
(17) 弄堂深处有个肥硕的女人，相貌极一般。(《福建日报》1992) 
(18) 好看，但味道相当一般。(微博) 
例(16)~(18)中，程度副词“很、极、相当”修饰“一般”，强调电影、相貌和味道的普通程度，没

有出彩、特色的地方，表达说话人一种主观否定的态度。 
“一般般”通常不跟程度副词共现。“一般般”在语义上比“一般”更加消极、随意，相较于“一

般”在表示平庸和普通的含义上存在量的差别。因此我们不会说“很一般般、更一般般”等。 
(二) 与“不”连用 
表示普通、通常的形容词“一般”可以与“不”连用，形成否定形式“不一般”，例如： 
(19) 秦可卯梦中托嘱王熙风一节，可见二人之关系很不一般。(科技文献) 
(20) 学校的部门领导也是档案公关的重要公众，他们档案意识的强或弱，直接关系到档案工作能否

顺利开展，特别是校办主任的作用更是不一般。(科技文献) 
(21) 别看“交流”二字用得平常，其实内涵却不一般。(同上) 
以上三例中，“不一般”强调不普通，带有肯定、赞扬有突出之处的语义。例(19)中“不一般”表示

二人关系不普通，非常亲密，“不一般”也还可以与程度副词共现。例(20)“不一般”强调校办主任作用

的重要性，例(21)“不一般”强调“交流”一词用词的内涵丰富。 
形容词“一般般”不会与“不”共现，我们不会说“不一般般”。“一般”是中性词，而上文已经

提及“一般般”在语义上更加消极，可以用于表达一种自谦的说法或者是更低的评价，而不能通过“不”

的否定来表述正面的、肯定的评价。 
(三) 与范围副词“都”共现 
“一般”和“一般般”都可以与范围副词“都”共现。例如： 
(22) 第一次弄，感觉色香味都一般！(微博) 
(23) 近期陆续有中报披露，确实有一批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明显，其中包括中原油气等，但公布中报

后，二级市场表现都一般。(《都市快报》2003) 
(24) 读书时我日常测试成绩很差，连最擅长的数理化都一般般。(微博) 
(25) 热巧克力真的好喝！其他就都一般般了。 
范围副词“都”修饰“一般”和“一般般”表示两种或几种对象之间存在普通的共性。如例(22)表示

菜色香味都普普通通，(23)表示市场上公司都没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例(24)表示最擅长的数理化成绩不是

很差，但也不算优秀。例(25)表示除了热巧克力以外其他的菜品味道不出彩。 
综上所述，“一般”与“一般般”与副词共现的情况差异如下(见表 2)： 

 
Table 2. Co-occurrence 
表 2. 共现情况表 

 程度副词 +“不” 范围副词“都” 

一般 √ √ √ 

一般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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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语义特征 

通过对语料的解读我们已经发现“一般”的语义色彩偏弱，偏向于中性词，而“一般般”的程度更

深，语义更消极。除此之外，“一般般”显露出一种低于心理预期的评价。例如上例(13)教练对于罗雪娟

今天的训练成绩评价其实是比平常优秀的状态要更差。例(24)中的强调最擅长的数理化成绩也“一般般”，

流露出低于说话人心理预期的失落感。所以“一般般”一词主观性更强，在具体语境中往往被赋予了说

话人的主观情感。相比之下，“一般”更常用以表述客观事实，表明事物确实具备普通和平庸的特点，

用以进行一种客观的评价。例如： 
(26) 人们一般是不愿意打官司的。一年官司十年愁，经济仲裁工作的吸引力在于调解纠纷，这样可

以使发生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不撕破脸。(《人民日报》1986) 
(27) 如华北一般棉田土壤本极缺乏氮素，再加上圈肥数量近年比战前减少，土中有机物更显缺乏。

(《人民日报》1949) 
(28) 境外研学旅行一般以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为主体。(《人民日报》2014) 
上例(26)~(28)中“一般”都在评述一种普遍的情况，人们不愿打官司、华北土壤缺乏氮元素、研学

旅行的对象以四年级以上小学生为主体这些都是客观普遍的情况。 
结合两者语义中的共性，我认为“一般”和“一般般”的语义特征可以总结如下(见表 3)： 

 
Table 3. Semantic feature 
表 3. 语义特征 

一般 【+普通、平庸】 【+程度浅】 【+客观评述】 【−心理预期】 

一般般 【+普通、平庸】 【+程度深】 【+消极评价】 【+心理预期】 

 

根据两者的语义特征的差异，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说的“一般般”相较于“一般”发生了语义磨损。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说明：“表示高度的词语，很、高、太，使用久了也会失去锋芒，不

再表示那么高的程度。”提出了程度磨损。随着语言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变化，词语使用时的意义和词

典义相比程度的弱化[6]。“一般般”和“一般”的基本语义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程度上的深浅。

“一般”本身的语义表示的是一种客观评价，但随着人们口语中越来越常用“一般般”，其表达上的主

观性更加凸显，常用以形容一种更消极的评价。 

2.3. 语用效果 

首先，“一般”和“一般般”都可以单独用来回答问题，具有承接上文的功能。比如： 
(29) 你觉得这家餐厅怎么样？“一般般吧” 
(30) 这次考试你考得怎么样？“一般” 
(31) 这次考试你考的真好！“一般般啦” 
这几例中“一般”和“一般般”都是承接上文话题做出回应。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语境中，它们可

以表达不同的含义。例句(29)中的“一般般吧”既表达出了对餐厅的中庸评价，也没有过多的具体回应，

带有说话人的敷衍语气。例句(30)“一般”表示成绩处于普普通通的正常水平。例句(31)中“一般般”则

是本身成绩很优秀受到别人的夸奖时的一种谦虚的说法。 
其次，“一般”多用于书面语中使行文更加严谨，意义更加明确。“一般般”多用于口语当中，表

达更加随意，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 
“一般般”依托于上下句的语境，意义更加灵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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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今天过的真的一般般，宿舍也吵架了，和你也发生矛盾了。(微博) 
这句话表明说话人今天过得不顺心，甚至低于“一般般”普通、平庸的含义，表达一种否定，表示

今天过得不好。 
总而言之，“一般”和“一般般”都可以承接上文话题，单独使用来做出回答。在表达功能上，“一

般”偏向正式，在正式语体中可以使语篇表达更加严谨、逻辑清晰。而“一般般”更加随意和灵活，既

可以表示客观情况的普通、无特色，依托上下语境还可以表达说话人敷衍或者否定的态度。语体色彩上，

“一般”可用于书面语，但“一般般”表示普通、通常的含义只用于口语和非正式语体中。 

3. 结语 

通过对“一般”和“一般般”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句法层面，“一般”可作谓语、定语、补语，

个别可作状语，极个别作宾语。“一般般”可作谓语和补语，不能充当定语或状语，极个别作宾语。“一

般”在句中位置灵活，可出现于句首、句中或句末。“一般般”只出现在句子及小句末尾。“一般”可

以与程度副词、范围副词“都”共现，前面可加“不”；“一般般”不与程度副词和“不”共现，可以

与范围副词“都”共现。在语义层面，“一般”表示普通的含义程度较浅，“一般般”的语义更加消极，

“一般”的语义特点总结为【+普通、平庸】【+程度浅】【+客观评述】【−心理预期】；“一般般”的

语义特点归纳为【+普通、平庸】【+程度深】【+消极评价】【+心理预期】。在语用层面，二者都可承

接上文话题。“一般”多用于书面语，表达更严谨；“一般般”多用于口语，依托于语境可表达说话人

的敷衍或否定态度，语气更加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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