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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邵阳话中动词的“VXVX”式重叠① 
——兼谈湖南方言动词“VXVX”式重叠的类型学意义 

 
蒋协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410081） 

 

摘要：湘语邵阳话中，动词“VXVX”式重叠中的 X，既可以是持续体标记，也可以是完成体标记，“VXVX”

式重叠既有原生重叠，也有由句法结构和话语反复等演变而来的次生重叠，这在汉语方言中是颇有特色的。

通过将湖南方言动词“VXVX”式重叠与别的汉语方言进行比较，可以提出一条具有方言类型学意义的蕴含

共性：在某种汉语方言中，如果存在由完成体标记 X 构成的“VXVX”式动词重叠，则肯定存在由持续体标

记 X构成的“VXVX”式动词重叠。 

关键词：湘方言；邵阳话；动词“VXVX”式重叠；原生重叠；次生重叠；方言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H1 

 

邵阳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邵阳话属于湘语娄邵片。本文所记为该县五峰铺镇、下花

桥镇一带的方言，为笔者的母语。该方言中，动词的“VXVX”重叠结构形式颇为丰富，表

义功能也复杂多样。本文拟对其句法、语义功能等进行描写、分析，并将之与其他汉语方言

进行比较，探讨其方言类型学意义。 

一、邵阳话动词“VXVX”式重叠的内部构成 

邵阳话中，动词有“V 倒 V 倒、V 餐 V 餐、V 起 V 起、V 嘎 V 嘎、V 哩 V 哩、V 下 V
下”等多种结构形式的“VXVX”式重叠用法。下面主要讨论其中动词和 X 的属性。 

1.“VXVX”式中的动词 

经调查，能够进入“VXVX”式的动词多具有以下特征： 

（1）多是单音节动词。在邵阳话的实际口语交际中，单音节动词占绝大多数。双音节

动词因书面语色彩较强，一般要换成口语性较强的单音节动词才能进入“VXVX”式。例如： 
*修理起修理起——修起修起              *清理起清理起——清起清起 
*划算倒划算倒——划倒划倒              *考虑嘎考虑嘎——想嘎想嘎 
动宾结构的多音节动词或动词短语如“睏眼闭睡觉、刷牙子刷牙、打哈欠、晒太阳”等，

进入“VXVX”式时，一般只将其中的动素重叠，然后再带宾语，例如：“睏倒睏倒眼闭、

晒餐晒餐太阳”等。 
（2）多为具有[+持续]、[+自主]语义特征的动词。“烠色褪色、起火、熄、死、咕吞、

看见、打冷战战打寒战、下课、晓得、认得、忘记”等动词，要么为非自主动词，要么为非

持续动词，一般很难进入“VXVX”式。 
有时候，有的动词虽然不具有上述特点，但也能够进入特定的“VXVX”式。例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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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罗昕如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湘语在广西境内的接触与演变研究”（编号：10BYY020）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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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马庆株（2005）的观点，“死”和“掉丢”都是典型的[-持续]、[-自主]动词
①
，按说不能

进入“VXVX”式，当地人的最初语感也是如此，但是，仔细想想，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下，

下面的句子中也是可以接受的： 
1）那隻人死嘎好几转哩，死嘎死嘎又转来，死嘎死嘎又转来，听到讲是低血糖导致个

“休克”。那个人死过好几回了，死了又活过来，死了又活过来，听说是低血糖病导致的“休克”。 
2）其以前老是掉东西，掉餐掉餐掉怕嘎哩，后哩自家注嘎意去嘎哩，就自来冇掉哩。

他以前老是丢东西，丢得多了都丢怕了，后来自己注意了，就再也没丢过。 
陈立民（2005）在讨论普通话中哪些动词能够重叠时认为，由于过去把动词重叠看作是

动作范畴，因此，注意力多集中在从动词的不同性质来区分哪些动词能够重叠、哪些动词不

能重叠的问题上。如果把动词重叠看成是句子层面的概念，那么，从理论上讲，汉语中所有

的动词都是能够重叠的，只是它所在的语境是否允许它重叠，即它所构成的句子表示的事件

是否符合动词重叠的语义条件，或者是否和句中别的成分在语义上发生冲突。
②
以上我们在

分析能够进入“VXVX”式的动词的特点时，也是从动词反映动作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如

果从句子层面着眼的话，邵阳话中，大部分单音节动词只要有一定的语境和句法条件，原则

上都是可以进入“VXVX”式的。 

2．“VXVX”式中的 X 

邵阳话中，“VXVX”式中的 X 可以根据其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动态助词“倒、

起、嘎、哩、餐”等，另一类是动量词“下”。 
 （1）X 为动态助词 
邵阳话中，动态助词主要有“倒、起、嘎、哩、餐、嘎哩、过”等。能够进入“VXVX” 

式中的有“倒、起、嘎、哩、餐”等，其中，“倒”和“起”为一组，它们的用法比较接近，

主要标记持续体，例如“门开起个门开着的”、“睏倒看书躺着看书”，也可标记完成体，例如

“写起作业再去耍做了作业再玩”、“煮倒饭哩做好饭了”。“嘎”和“哩”为一组，主要标记

完成体，例如“其吃嘎饭就写字他吃了饭就做作业”、“妈妈骂哩其妈妈骂了他”。“餐”的用法

则比较特殊，自为一组：“V餐”单用时表示动作行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间接性反复，

我们可以将“餐”视为反复体标记，例如“其以前自来冇喊牙子痛，咯会唧吃餐剁辣椒，上

火哩。他以前从来不说牙痛，这段时间吃多了剁辣椒，上火了。”、“我咯段时间看餐鬼电影，夜倒夜做恶

梦。我这段时间看了很多鬼电影，每天晚上都做恶梦。” 

（2）X 为动量词“下” 
对于汉语方言中动词“V下V下”式里的这个“下”的性质，屈哨兵（2001）把它称为

“语缀”
③
，王红梅、詹伯慧（2007）视为动词后缀

④
。彭小川（2009）没有明确其性质，但

她认为，广州话“V下V下”中“V下”与普通话的“V一下”应该是同源的，“再往前追溯，

这个‘一下’则与普通话一样，又来源于数量词‘一下’”。
⑤
我们同意这种分析，认为把

这个“下”视为动量词更为合适。因为在邵阳话中，“V下V下”有时候也可以说成“V两

下V两下”，这时的“下”无论分析为“语缀”还是“后缀”，恐怕都不合适，只能分析为

动量词。 

二、邵阳话动词“VXVX”式重叠的句法功能 

邵阳话中，动词“VXVX”式重叠主要作谓语和状语，也可以构成拷贝式话题结构等结

构式。 

1．作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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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动词重叠句”中作谓语 

“动词重叠句”是沿用王红梅、詹伯慧（2007）等所使用的术语，指的是普通话中“看

着看着就睡着了”之类的句子。
⑥
这是各种结构形式的“VXVX”式都具有的、最主要的句

法功能，例如： 

3）其看倒看倒电视就笑起来哩。他看着看着电视就笑起来了。 

4）咯麻拐喫个转把唧还是好喫，喫餐喫餐就冇味哩。青蛙吃个一回两回的还是好吃，吃着吃着就不

好吃了。 

5）其咯封信写起写起又撕嘎，写哩一下午哩还冇写起。他这封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写了一个

下午了还没写好。 

6）一只苹果我把你洗嘎洗嘎你又掉地上弄坏，你冇喫哩！这个苹果我给你洗了你又掉地上弄脏了，

你别吃了！ 

7）其天天喊亦喊回去，每次行哩行哩又落雨哩，没行成。他每天都嚷嚷着要回去，每次都是临走

的时候天又下雨了，没走成。 

8）衣衫冇是蛮马虎，放水窠里摆下摆下唧就干净嘎哩。衣服不是很脏，放水中稍微漂洗一下就干

净了。 

以上各例中，“VXVX”式都不能单独成句，必须后续一个由谓词性成分充当的小句，

我们用“NP1+V1XV1X+NP2+VP2”格式来表示它所在的分句。 

其中的NP1多是重叠动词V1陈述的对象，通常由名词或代词性词语充当，从意义类型来

看，可以是V1的施事，如例 3）中的“其”和例 6）中的“我”；但更多地是V1的受事，如

其他各例。有时候，NP1前还可以有一个名称性成分充当话题，如例 6）中的“一只苹果”，

从意义类型来看，它们也多是V1的受事。 

VP2是包含一个带有“又”、“就”等副词性成分的谓词性小句，多由动词短语充当，

也可以是形容词短语，如例 8）。VP2所陈述的对象NP2与重叠动词V1所陈述的对象NP1可以

同指，也可以不同指，同指时两个名称性成分一般只出现其中的一个，不同指时，两个名称

性成分一般都要出现，如例 6）。 

（2）在处置句或被动句中作谓语 

邵阳话中，处置句主要用“把”或“拿”来标记，被动句主要用“冲”或“让”来标记。 
除“V 哩 V 哩”和“V 下 V 下”式以外，其他结构形式的“VXVX”式都可以用于处置句

或被动句中作谓语。以下例 9）、10）是“VXVX”式用于处置式的用例，例 11）、12）是

用于被动句的用例： 

9）帮我把酒坛子好肆封倒封倒，冇出嘎气哩。给我把酒坛子好好封上，别出了气。 

10）你冇只想好耍，帮我拿咯滴货装起装起，送起去啰！你别只想着贪玩，帮我把这些货好好装好，

送过去吧！ 

11）一块土咯辣椒，通下冲贼摘嘎摘嘎，一只倒冇留！整个一块土的辣椒，都叫贼给摘走了，一个

都不剩！ 

12）其以前好活泼，咯会唧让其屋娘骂餐骂餐，畏剁哩哩。他以前多么活泼，这段时间老是被他

妈骂，没有一点朝气了。 

（3）作谓语的其他情况 

某些“V 起 V 起”式和“V 倒 V 倒”式可以在普通动词谓语句和否定祈使句中作谓语。

一些“V 嘎 V 嘎”式也可以在连谓句中作第一个谓语。例如： 

13）其今日感冒嘎哩，鼻子絮起絮起。他今天感冒了，鼻塞。 

14）有么咯事你讲悉我听，冇瞒倒瞒倒！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别瞒着! 

15）讲话先想嘎想嘎再讲，冇信口开河。说话要先想好了再说，别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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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状语、定语和补语等其他成分 

可以作状语的主要是“V 起 V 起”式和“V 倒 V 倒”式两式。它们偶尔还可以作定语、

补语等其他成分。例如： 

16）我每次笑起笑起跟其讲，其总是唔理我。我每次都笑着跟他说，他总是不理我。 
17）屋里太狭哩，大势挤倒挤倒坐吧！屋里太窄了，大家挤着坐吧！ 
18）娃娃班里头细个唧哭得猴起猴起去哩。幼儿园里小朋友哭得嗷嗷的。 
19）我攒倒攒倒咯钱，冲其干干拿起去输嘎！我积攒起来的钱，让他全部拿去赌输了！ 

3．构成拷贝式话题结构 

拷贝式话题结构，是指句法结构中话题和述题中的某个成分完全或部分同形，同形成分

间在语义上也是一致的，形成一种拷贝关系。
⑦
邵阳话中的拷贝式话题结构非常丰富，动词

的“VXVX”式也可以构成这类话题结构。具有这种功能的主要是“V倒V倒、V起V起、V
嘎V嘎、V下V下”等结构形式。它们多在对话中作为答句出现，动词重叠部分拷贝上一个

话轮中的某个成分作为话题，其后是对该话题的说明。例如： 

20）A.后里血越出越大，我就拿只创可贴粘倒嘎哩。后来血越出越大，我就拿了只创可贴贴上了。 

    B.粘倒粘倒哦，冇捂倒灌嘎汁嚠！贴着倒是贴着，可别捂着化脓了哦！ 
21）A.三毛和你同年咯，别个考起研究生哩唻！三毛跟你一样大，人家都考上研究生了！ 

    B.考起考起唻，有么咯了唔起咯！考上就考上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22）A.你妈妈拿起蓧子来嘎嚠，你还在咯里生孽！你妈妈拿着竹棍子来喽，你还在这里惹事生非！ 

    B.来嘎来嘎唻，其还能吃嘎我？来就来吧，他还能吃了我？ 
23）A.我去床上睏下，要得吗？我去床上睡一会儿，可以吗？ 

   B.睏下睏下，冇忘记饭在灶高头哩就是咯。你睡一会儿倒是睡一会儿，被忘了饭在灶上就是了。 

4．构成重叠式引语性话题及其相关构式 

刘丹青（2009）首次注意到汉语中的“重叠式引语性话题构式”及由之进一步发展而来

的“让步—转折复句构式”和“释义构式”等几种构式。其中，“重叠式引语性话题构式”

由“（引语性）重叠话题+述题（以负面评论居多）”构成，“让步—转折复句构式”由“引

语性拟声小句+转折小句”构成，“释义构式”由“被释义概念+释义小句”构成。
⑧
邵阳话

中，某些“VXVX”式动词重叠也可构成这些构式。例如： 
24）A.把咯滴旧衣衫挜嘎算哩。把这些就衣服扔掉算了。 
    B.挜嘎挜嘎，你眼皮有蛮多钱把我买新咯去哩！扔掉扔掉，难道你有很多钱给我买新的吗？ 

25）买倒买倒，别个买倒嘎哩你又骂别个。你嘴上说“买了买了”，人家真买了你又骂人家。 

26）捡倒捡倒，胜于买倒！所谓捡来的东西，就像买来的东西一样归你所有了。 

三、邵阳话动词“VXVX”式重叠的语义、语用功能 

1．动词“VXVX”式重叠的性质与来源 

刘丹青（2012）在讨论重叠的共时性质和历时来源时指出，重叠现象既有原生的重叠，

也有次生的重叠，前者是天生作为重叠手段而存在的，后者则是由句法结构、话语反复等非

重叠现象在历史演变中经过重新分析而成为重叠形式的。
⑨ 

从重叠的性质和来源上看，邵阳话中，动词“VXVX”重叠式的大多数用法都是由动词

V 和 X 构成基式 VX 之后，再整体重叠一次而成的，属于“原生重叠”。另有一些用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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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VX 就 VX、VX 倒是 VX”等句法结构省略其中的“就”、“倒是”等而形成的，例如，

上文例 20）和 21）中的“粘倒粘倒哦”、“考起考起唻”就分别是由“粘倒倒是粘倒哦”、

“考起就考起唻”减省而来，其他拷贝式话题结构式的用法都是如此。还有一些用法是由作

为引语的反复话语发展而来的“拟声化重叠”，如例 24）-26）。它们都属于“次生重叠”。 
有时候，同一个书写形式的“VXVX”式，属于不同的重叠性质，有着不同的来源。例

如，“洗嘎洗嘎”在下例 27a）中属于原生重叠，在 27b）中则属于次生重叠： 
27a）.你把我拿衣衫洗嘎洗嘎晒倒啰！你帮我把衣服洗了晒着吧！ 
27b）.洗嘎洗嘎唻！拗倒要我来洗！洗了就洗了吧，非得要我来洗！ 
这两种重叠类型在语音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属于原生重叠的，两个 VX 之间不允许有

语音停顿，且轻重音模式为前重后轻，而属于次生重叠的，两个 VX 之间必须有语音停顿，

且轻重音模式为前轻后重。 

2．动词“VXVX”式重叠的语义、语用功能 

（1）原生重叠“VXVX”式的语义、语用功能 
a．表示在动作行为持续的过程中出现新情况。例如： 
28）你今下午何嘎做倒做倒作业又去看电视哩？你今天下午怎么做着作业又去看电视了？ 

29）一只亮坼哩个衣衫，穿餐穿餐就烠嘎色哩。一件很鲜艳的衣服，穿得时间长了就褪色了。 

它们虽然都表示在动作行为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

“V 倒 V 倒”既可用于动作行为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反复后出现新情况，也可用于短时

间内突然出现新情况，而“V 餐 V 餐”只能用于表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持续、反复后出

现了新情况。如例 29）中的“穿餐穿餐”可以换成“穿倒穿倒”，但例 28）中的“做倒做

倒”很难换成“做餐做餐”，原因就是时间上的差异。“V 倒 V 倒”句中可以出现表示短

时段甚至时间点的时间词（如例 28）中的“今下午”），而“V 餐 V 餐”则不可以。 
b．表示总是在动作行为完成或有了结果之后出现新情况。例如： 
30）我部单车修起修起你又骑坏我咯，明日唔把你骑哩。我那辆自行车修好了又让你骑坏了，以后

不给你骑了。 
31）一滴坏红薯，我倒嘎倒嘎你又捡起，到底喫哩补啊？一些坏红薯，我倒掉了你又捡起来，还真

以为吃了能补身体吗？ 

c．表示总是在动作行为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时出现新情况，多数情况是该动作行为被

终止。例如： 
32）昨日个鸡蛋三块钱斤，我买哩买哩又冇买唻，今日就涨倒四块哩唻！昨天的鸡蛋只要三

块钱一斤，我想买但是没买，今天就涨到四块了！ 

33）咯挖土机挖下挖下又停倒，比拿人挖还慢滴。这挖土机挖不了多会儿又停下，比人工挖还慢一些。 

d．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反复，多包含有强调动作行为的全面、精细等情态意味。例如： 
34）你脑壳咯嘎蒙倒蒙倒，安得吗？你这样蒙着头，舒服吗？ 

35）我滴好书，冲其老夫子通下清起清起，当废品卖嘎哩！我一些好书，被她通通清理了，当废

品卖掉了！ 
36）随倒买么个东西，都要先选嘎选嘎再买。随便没什么东西，都要先仔细挑选后再买。 
37）钱要划倒划倒用！钱要划算着用！ 

例 34）强调对方把头蒙得严严实实，35）含有把书清理得很仔细、很彻底的意味，36）

强调买东西要精挑细选，37）强调用钱要精打细算。 

e．表示状态的持续，具有增强形象性和舒缓语气的作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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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其头发蓬起蓬起，像只癫婆样。她头发蓬松着，像个疯婆子一样。 

39）眼珠冇猫起猫起！别眯缝着眼睛！ 

这种用法的“VXVX”式往往给人一种充满形象性的联想，但由于它们多与人的生理缺

陷有关，直接用“VX”式会显得比较生硬，用“VXVX”式语气就要舒缓得多。 

王红梅（2005）认为，排除句式及共现成分等外在因素的干扰，单就动词重叠式本身

来看，“VXVX”式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表某一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
⑩
邵阳话中，不

同结构形式的“VXVX”式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其语义、语用功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就动

词重叠式而言，其总的语法意义也是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反复。 
（2）次生重叠“VXVX”式的语义、语用功能 
a．由“VX 就 VX”句式减省而来的拷贝式话题结构，多表示说话人虽然对某动作行为

表示认同，但含有不以为然或无所谓等态度。例如： 

40）A.唔看见了，还是开起灯吧？看不见了，还是把灯打开吧？ 

    B.开起开起嘛！我唔随你。打开就打开吧！我随便你。 
b．由“VX 倒是 VX”句式减省而来的拷贝式话题结构，多表示让步转折关系，前面表

示让步的话题小句对某种情况进行有限的肯定，后面的转折小句则从另一方面对之做出某些

补充或修正。例如： 
41）A.你那滴酒唧，昨日我拿起去喫嘎哩。你那些酒，昨天我拿去喝了。 
    B.你喫嘎喫嘎哦，喫醉嘎哩冇怪我哦！你喝了倒是喝了，喝醉了可别怪我哦！ 
c．由作为引语的反复话语发展而来的“拟声化重叠”，其表义功能也不尽一致。重叠

式引语性话题构式往往带有说话人对引语性话题的不耐烦情绪，后接的述题大多是负面评

论，其中的重叠式话题表达的是说话人反复听到的话语。例如： 
42）留倒留倒，只晓得留倒！明日干干炀嘎就晓得哩！留着留着，只知道留着，赶明儿全部熔化

了就知道了！ 
“让步—转折复句构式”表达让步转折关系，其中的引语性拟声小句表达的也是反复

被他人提及的行为。例如： 
43）卖嘎卖嘎，到真话要卖哩其又舍唔得哩。虽嘴上说要卖掉，但真要卖掉的时候，他又舍不得了。 
“释义构式”表示对被释概念的解释说明，其中的重叠式是对被释义对象的重复。例

如： 
44）捡倒捡倒，胜于买倒。所谓捡来的东西，就像买来的东西一样归你所有了。 
张  敏（2001）认为，不同语言的重叠式倾向于用形式的复现表达事物行为性质的复现，

具有“象似性”的表义共性。
⑪
刘丹青（2009）认为，重叠式表义功能的跨语言象似性主要

是由原生重叠体现的，次生重叠可能会因为继承其结构前身的表义功能，而与象似性无关，

但也不排除有些次生重叠也可以体现象似性。
⑫
邵阳话中，属于原生重叠的“VXVX”式多

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反复，体现象似性，由句法结构减省而来的“VXVX”式则不

具有类似的表义功能，而在由话语反复发展而来的“拟声化重叠”中，又隐约可见象似性。 

四、湖南方言动词“VXVX”式重叠的方言类型学意义 

王红梅、詹伯慧（2007）在对汉语方言中动词的“VXVX”式重叠现象进行归纳、比较

后认为，“VXVX”式中的X主要是体标记（该文为持续体标记）或动词后缀，X的性质不

同，其句法、语义功能有别，说明X的“体标记”与“动词后缀”的性质差别具有一定的类

型学意义。
⑬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X的“持续体标记”与“完成体标记”的性质差别，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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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VXVX”式重叠的问题上同样具有类型学意义。 
上文的研究显示，邵阳话中，不仅仅是持续体标记，“嘎”、“哩”等完成体标记也可

以构成“VXVX”式。其实，这种情况在湖南省境内的某些湘语和西南官话中也不鲜见。例

如： 
新化湘语

⑭
： 

45）王家奶奶讲倒讲倒哭起。 
46）胆大粒唧，莫咯缩起缩起。 
47）拿粒衣衫、袜子么个补仗补仗。 
冷水江湘语

⑮
： 

48）眼珠看书看倒看倒疼死了。 

49）拿床铺清仗清仗困个好觉。 

祁阳湘语
⑯
： 

50）看到看到洪水就来过了。 

51）你咯衣服皱起皱起。 

52）把箱子里咯书包起包起。 

东安西南官话
⑰
： 

53）走倒走倒，天黑呱哩。 

54）那头发蓬起蓬起和鬼样。 

55）拆咖拆咖又重新装起。 

以上例 47）、49）、52）和 55）中，“VXVX”式里的X都可认为是完成体标记。对

于新化话的“仗”，罗昕如（1998）虽未确认为完成体标记，但认为它们“补充说明动作行

为‘好了’、‘完成了’”。
⑱
我们认为，把它视为“准完成体标记”应该没有问题，冷水

江话与之相类似。祁阳话中的“起”，李维琦（1998）明确认为是体标记，既可表示持续体，

也可表示完成体，这里为完成体。
⑲
东安话的“咖”，陈  芝（2004）认为是附在动词后表

动作的经历态或行为变化的完成态的“语助词”。
⑳
 

以上各湖南方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除了使用由完成体标记 X构成的“VXVX”式外，

至少还有一种“VXVX”式是由持续体标记构成的。我们可以根据重叠式中 X 的体标记性

质，将“VXVX”式区分为“持续体标记重叠式”和“完成体标记重叠式”。通过与王红梅、

詹伯慧（2007）所载其他汉语方言的比较，我们可以提出一条蕴含共性： 
在某种汉语方言中，如果存在由完成体标记 X构成的“VXVX”式动词重叠，则肯定存在

由持续体标记 X构成的“VXVX”式动词重叠。 
这条共性说明，存在上述两种“VXVX”式均具备的汉语方言，如邵阳话、新化话、东

安话等湖南方言；存在只有“持续体标记重叠式”而没有“完成体标记重叠式”的汉语方言，

如北京话只有“V着V着”式一种“持续体标记重叠式”；存在上述两种“VXVX”式皆无

的汉语方言，如苏州话（需要说明的是，“说有易，说无难”，要断定一种方言是否两种重

叠式都没有，是件很困难的事。我们认为，由体标记构成的动词“VXVX”式重叠应该仍然

属于体貌范畴，但从刘丹青（1996）○21
和李小凡（1998）○22

这两种专门研究苏州话体貌系统的

文献来看，苏州话动词只有由词缀“法”构成的“V法V法”一种“VXVX”式重叠，由此

可以认为苏州方言没有这两种动词重叠式）；不存在有“完成体标记重叠式”反而没有“持

续体标记重叠式”的汉语方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报道。 
这条共性提示我们，汉语方言中由完成体标记构成的动词“VXVX”式重叠，可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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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体标记构成的动词“VXVX”式重叠高频使用后类推出来的用法。 

结  语 

本文详细描写了湘语邵阳话中动词“VXVX”式重叠的结构类型、内部构成和句法、语

义功能，并将以其为代表的湖南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条具有方言类型

学意义的蕴含共性。邵阳话中的动词“VXVX”式重叠既有原生的重叠，也有由句法结构和

话语反复等演变而来的次生重叠，既有由持续体标记构成的重叠，也有由完成体标记构成的

重叠，这在汉语方言中是颇有特色的。由于我们是首次将“次生重叠”引入动词“VXVX”

式重叠的研究，因而在比较的时候无从将其纳入比较的范围。我们相信，汉语方言中还有更

多的属于“次生重叠”的动词“VXVX”式等待我们去挖掘，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共

同关注汉语方言中各种“次生重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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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XVX’ Reduplications of Verb in Shaoyang Dialect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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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erb reduplications of VXVX type in Shaoyang Dialect is of great characteristic,it not 

only can be primary reduplications but also be secondary ones which result from syntactic structu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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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repetition.The X in it can not only be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s，but also be perfect aspect 

markers.Comparing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we can get a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which ha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In a Chinese dialect,if the verb reduplications of VXVX type can be composed of 

perfect aspect markers,it can certainly be composed of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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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reduplication；dialect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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