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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式副词“活活"的历时发展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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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于重叠式副词“活活”及其共现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描述与量化统计，发现在“活活 +VP+R” 

这一线性结构中存在着限制性，进而从历时演变的角度对于其成因做了初步的描写与分析，从而得出重叠式副 

词“活活”的发展过程及其特殊语言现象的历时层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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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Reduplication 

Adverb “Huo Huo” 

YAO Yu—peng 

(Faeuhy of Art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Firstly，the article makes a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language phenome— 

non of reduplicative adverb“Huo Huo”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linear structure 

“Huo Huo +VP+R”．Then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the origin is described and analyzed 

preliminarily，and a conclusion then is drawn on its development and diachronic reason． 

Key words：Chinese reduplication；adverb“Huo Huo”；diachronic evolution 

汉语虚词中，副词是数量最多、包括范围最广 

且最为复杂的一类。正如 吕叔湘先生所说 ：“副词 

内部需要分类，可是不容易分得干净利索，因为副 

词本来就是个大杂烩。”目前语法学界对副词所应 

包括的范围尚未形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 

究。而要进一步探求近现代汉语中副词词义的构 

式来源，就必须追溯到古代汉语 ，以传统训诂学的 

研究方法寻找答案。 

在古汉语中，单音副词主要来源于实词的虚 

化，而复合副词则有联合式和重叠式两种形式。一 

直以来，学界对于重叠式副词的历时研究基本局限 

于宏观概括的层面，缺乏微观层面的细致描写。对 

于重叠式副词的个案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将就现代汉语重叠式副词“活活”所存在的特 

殊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并从历时角度分析其意义演 

变的过程。 

1 “活活"的语义构成及其特殊性 

在《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第六版)中，对 

“活活”一词的句法语义差异归纳为三类，即“活活 

(一)”：在活的状态下，如例 1；“活活(二)”：生硬 

地 ，强制地，如例2；“活活(三)”：简直，表示完全如 

此或者差不多如此，如例3。 

1．(某人被)活活打死。 

2．两个相爱的人被活活拆散了。 

3．瞧你这样子，活活是个疯子。 

除此之外，“活活”也有在句法结构中用作定语 

的情况，如例 4。 

4．一个活活的孩子怎么能丢了? 

有学者认为：“活活”是形容词“活”的重叠形 

式，本文认同这种观点，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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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CCL)中的相关语料，对“活活”一词进行了穷尽 

性检索，剔除与上述句法语义无关者共得 1 077条， 

得出频率统计数据如下表1。 

表 1 “活活”句法语义频率统计表 

由此可见，“活活(一)”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其 

他两个意义。 

结合单音节形容词“活”的意义，将“活活 

(一)”作为本文主要讨论对象。有趣的是，副词 

“活活”在表示“在活的状态下”的意义时，与其共 

现的动词后补语成分只能是形容词“死”，即：“活活 

+VP+R(死)”，也就是补语只能表示极量，且不 

能是程度较轻的负面义词。如： 

5．a爷爷最终也没能吃上一口馍，就这样活活 

地饿死了。(人民日报) 

b爷爷最终也没能吃上一口馍，就这样活活 

地饿疯了。 

6．a是一具女人的尸体，已被烧没了下半截，怀 

里还抱着一个被活活烤死了的小孩。(林海雪原) 

b是一具女人的尸体，已被烧没了下半截，怀 

里还抱着一个被活活烤伤了的小孩。 

7．a一位邻居老太太，她的儿子叫反革命活活 

烧死。(保卫延安) 

b一位邻居老太太，她的儿子叫反革命活活 

烧残。 

上列例子中将补语“死”替换后的句子显然是 

不合乎规范，不能成立的；但在少数句子中似乎有 

例外，即补语位置上出现所谓的非“死”成分，这些 

句子虽然在表述上不直接出现形容词“死”，但在事 

实上也表达着“死亡、灭亡”的内在意义，因而仍然 

未能脱离“死”的范畴。如： 

8．当时的乡长是山河村蒋子金的父亲，这个依 

仗官势、血债累累的地头蛇，被暴怒的人们活活地 

埋进沙坑。(迎春花) 

9．这小子看到自己暴露在仇恨的空气里，这才 

稍稍老实了一点，老先生才没有被扔在铁路边上活 

活地喂了野狗。(当代小说) 

通过案例收集与分析可以发现，在副词“活活” 

与动补结构搭配的过程中，对于该动补结构中补语 

成分 R具有较强的语义限制性，不可随意替换。当 

然，这一现象仅仅分布于表达“在活的状态下”的 

“活活(一)”中，对其他两种意义下的副词“活活” 

并不具有约束性。 

2 对于“活"的历时考察 

“活活”作为重叠式副词的成词性至今依然存 

在一定争议。一方面，副词“活活”已被收录于《现 

代汉语词典》之中，可认为已经凝结为一个典范的 

重叠式副词；另一方面，张谊生提出，副词的重叠现 

象具有“构词”与“构形”两种方式，构词重叠是接 

连反复某一音节或词根以组成新词的一种构词方 

式，而构形重叠则是对某一个词连续反复以表示某 

种语法意义的变化形式 J。由于副词重叠有其相 

对于名词、形容词、动词重叠的特殊性，因而两者之 

间的界限相当模糊，所以不应对重叠式副词与副词 

重叠式进行严格的界定与区分。这里采用这一观 

点，以更开阔的视野分析副词“活活”及其相关 

问题。 

重叠式副词由“副 1”“副 2”两个成分构成，此 

处的“副 1”即为单音节词“活”，由于副词重叠式大 

都由其单音节基式演变而成，故而对于“活活”的分 

析还需从其基式“活”人手。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活”的副词性释义为：真 

正，简直，如例 10。 

10．孩子说话活像个大人。 

此处不难发现，作为副词的“活”在重叠虚化 

后，生成的重叠式仅仅指向“活活(三)”的语义，而 

本文所讨论的“活活(一)”实际上是由表达“有生 

命”的作为形容词的“活”重叠而来(吕叔湘《现代 

汉语八百词》)。在张谊生先生看来，构成重叠式副 

词的基式“副 1”与后缀“副2”在语义功能上存在着 

四个方面的区别，即缺略、增添、偏重和分化。“活 

活”中的内部区别主要表现在“偏重”上，所谓“偏 

重”就是指“副 1”在“副2”的基础上产生后在使用 

的过程中，各 自的使用范围发生了偏移，各义项的 

使用频率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活活”具有 (一) 

(二)(三)三个义项，理论上与音节词“活”的义项 

存在着对应关系，但 目前表“有生命的”的副词 

“活”的义项已经基本不用，现代汉语工具书中也未 

收录。 

在古汉语中，“活”一般作为动词、名词和形容 

词使用，作为状语修饰动词的案例较为少见，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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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义的“生”却早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做状语修 

饰后面谓语成分的案例。《说文解字》：“生，进也。 

象草木生出土上。”其本义就具有“生存”“生命萌 

发”的隐含义，其与“死”搭配连用早见于中古时期， 

如例 11、12。 

11．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獠口以为阉人，又欲 

生剖死囚，取胆为药。(隋书 ·元岩传) 

12．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大唐新语 ·谐 

谑) 

“生”“活”与“死”语义相对，因而此处的“生” 

即可视为“活”。而事实上 ，“活”的本义并非直接 

表“生存”“生活”。《说文解字》：“活，水流声。从 

水舌声。”如例 13。 

13．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诗经 ·卫风 ·硕 

人) 

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于“活”字的释 

义为：“流声也。卫风：北流活活。毛传日：活，流 

也。按传当作流貌，其音户括切，引伸为凡不死之 

称。许书当亦本作流貌，浅人妄改窜之耳。”_2 段氏 

认为，许慎释“活”的本义为水流不息的样子，而被 

后人所误会篡改；并且引申为“生存”“有生命”的 

意义。在古人看来，“流水”即“活水”，如“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至此“活”被赋予了与 

“生”相近的意义与用法，这一过程至少在上古时期 

就已经发生，如例 14、15。 

l4．于嗟阔兮，不我活兮。(诗经 ·邶风 ·击 

鼓) 

15．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韩非子 · 

解老) 

另一方面，在中古之前，虽然“活”与表“死亡” 

的语义成分鲜有现代汉语中“活”+V +“死”的凝 

固构式，但已经不乏“生”与“死”对举的案例。如： 

16．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孟子 ·梁惠王上) 

到了中古时期，“活”与“死”并举的情况才开 

始出现，如： 

17．义故及三代，死活相凭托。(王梵志诗) 

及至中古前后，“活”才基本完成虚化，作为状 

语与动词搭配使用。如： 

18．或生剥牛羊驴马，活阉鸡鸭，三五十为群， 

放之殿中。(十六国春秋别本) 

19．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寒山诗) 

由上述案例可以发现，早在上古时期“活”就与 

表“死”意义的成分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古时期 

“活”完成虚化并开始应用；到了中古以后的明清时 

期，重叠式副词“活活”方才出现且广泛运用，此时 

补语位置上的限制性已经与现代汉语 中出现的情 

况基本一致了。如： 

20．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醒世姻缘 

传) 

21．抬礼物来的番卒，活活的咬吃了我南朝一 

名水兵，止剩得一个头在。(三宝太监西洋记) 

22．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都喝醉了生 

事，直把个当槽儿的活活打死的。(红楼梦) 

通过上述语料的归纳总结可 以发现，“生” 

“活”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与“死”对举使用的情 

况；而“生生／活活”与用作动补结构的补语“死” 

以线性组合方式出现，最早出现在明清时期。因 

而现代汉语中“活活”+VP+R的限制现象有其 

自身的历时发展源流；而其在历时演变方面的规 

律也符合汉语 中单音节词双音节化的发展规律。 

在此过程中，单音节词“活”逐渐呈现语素化的趋 

势，最终在重叠过程中虚化为副词语素“副 1”，形 

成双音节重叠式副词“活活”进入现代汉语的使用 

当中。 

3 方言中的“活’’+Adj／V +“死"与 

“缺失的一环" 

前文对于“活活”历时发展的分析，事实上存在 

着“缺失的一环”，即“活”在虚化以后并未直接出 

现“活”+V +“死”的情况，而直到重叠为“活活” 

之后，此类情况方才发生突变式的应用。对此，可 

以从方言人手，寻找其在历时演变过程中存在的蛛 

丝马迹。 

时至今 日，部分方言中还保有单音节词“活”作 

为状语修饰动词表极量的现象，如河北沧州的孟村 

方言，仍然存在着“活”+Adj／V 十死的语言结构， 

表示程度达到极致的夸张说法 J。如： 

23．你活窝囊1 

24．我让他活恼闷死了。 

根据李行健《河北方言词汇编》，作补语的 

“死”见于黄河以北的部分方言区；还见于分布于南 

部的衡阳方言、娄底、柳州、厦门、武汉、于都、黎川、 

太原、梅县、哈尔滨以及陕西 胃南方言、河南罗山、 

渑池和鹿邑方言等。作状语的“死”见于“娄底、厦 

门、武汉、乌鲁木齐等方言”，及河北(下转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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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詈语虽然是另类的语言群体，但有其自身无 

法被磨灭的本文以期从骂詈语的角度看到了一个 

更加真实别样的小说世界，能为研究《型世言》提供 
一 个新的视角，同时也能为系统研究汉语骂詈语言 

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和理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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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4页)孟村、青龙方言。“活”“生”在河南浚 

县、东北等方言中也有程度副词用法，如“他简直活 

受罪”“那目光活像一只狼”“累得手生疼”等说法。 

当然，此处“活活”与“死”的搭配在多数情况 

下只是一种夸张的用法，“活活气死”“活活热死” 

凸显气愤或炎热的程度超出常态，其程度足以让人 

由生到死，包含极度夸张的意味和极强的主观性。 

极度夸张所表达的核心语义，不是字面上的“死”和 

“从活到死”，而是表达“程度达到极致”。但方言 

中存在的此类现象仍然可以看作是“活”到“活活” 

历时演变中可能存在的现象，即在“活”重叠为“活 

活”之前 ，就存在着这一存在于方言中的限制性搭 

配的语言现象。 

这一语言现象可看作是古汉语 中“活”+VP 

+R语义限制的方言残留，可能具有补充“缺失的 
一 环”之价值，关于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通过上述几个角度的讨论与分析，本文对于重 

叠式副词“活活”+VP+R中所出现的限制性及 

其相关的一些语言现象作了历时层面上的探索 ，最 

终得出结论，即此类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漫长而复 

杂的虚化构词历史。重叠式副词情况复杂，种类繁 

多，限于文章篇幅与自身学力，未能对问题进行全 

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当俟诸异 日以进一步完善 

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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