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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陆俭明先生提出“把 + N + Vv”(N代表名词，Vv代表动词重叠式)句式中存在的难以概括语义特

征的两组句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入手，探究“把 + N + Vv”句式的语义特征。文章通过对“N”
的感情色彩和独立性的研究指出要进入“把 + N + Vv”句式“N”应该具备的条件，通过对“Vv”的不

同情况探究句式中动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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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wo groups of sentenc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summarize the semantic features 
in the “put + N + Vv” (N stands for noun, Vv stands for verb overlapping) sentence pattern proposed 
by Mr. Lu Jianming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and explor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put + N + 
Vv” sentence pattern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put 
+ N + Vv” sentence pattern from the micro level.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motional color and inde-
pendence of “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onditions that “N” should have in order to enter the “put 
+ N + Vv” sentence pattern, and through the study of “Vv”,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e conditions 
that ‘N’ should have in order to enter the “put + N + Vv” sentence pattern.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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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of “Vv”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erb in the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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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陆俭明先生在《九十年代现代汉语研究的语法发展趋势》中提出“把 + N + Vv”(N 代表名词，Vv
代表动词重叠式)句式中存在难以概括语义特征的两组句子，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众多学者对此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然而目前尚未有比较统一的结论。本文依托前人研究，将这两组句子再次进行细化，重点

剖析“N”的语义特征、“Vv”的语义特征以及二者的搭配对于句式的作用，在更为细微的层面探索构成

“把 + N + Vv”句式的条件，同时探讨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现状 

陆俭明先生提出“把 + N + Vv”(N 代表名词，Vv 代表动词重叠式)句式中存在难以概括语义特征的

两组句子[1]。 

甲 

把马刷刷 

把衣服洗洗 

把面包烤烤 

把报纸念念 

把酒热热 

把被子晒晒 

把白薯煮煮 

把车锁修修 

把作业收收 

把文章看看 

把牲口喂喂 

把桌子挪挪 

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乙 

*把马骑骑 

*把衣服买买 

*把面包吃吃 

*把报纸借借 

*把酒喝喝 

*把被子卖卖 

*把白薯运运 

*把车锁拆拆 

*把作业交交 

*把文章写写 

*把牲口放放 

*把桌子送送 

*把裤子穿穿 

*把黑板抬抬 

这个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得出的结论少，尚无完全统一的观点。 
弋雅鹏认为“Vv”表示反复次数少、持续时间短的意义。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宾语所表示的事物进

行处置后，其结果在程度上显示出了不同的差异性。如“把衣服洗洗”可以很认真的洗，也可以随便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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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造成的结果是所洗衣物的干净程度不同，而“把衣服买买”则不能说，是因为“买”这个动作实施

后，只能有一种结果买下了，不可能有程度上的不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宾语所表示的事物进行处置后，

其结果在范围上也会出现不同。他还将“把 + N + Vv”和“Vv + N”这两种结构进行比较，发现这两种

结构是可以互换的，前者能够自由转换为后者，但后者转换为前者却有一定的限制。他主要从反复次数、

结果的程度以及是否能够用变换分析法进行变换等方面来进行研究[2]。 

尹吉指出一个句式能够成立，只考虑其内部因素之间的制约因素是不够的，应该从该句式的整体意

义对该句式形成的制约因素下手，探讨制约句式成立的因素。因此他具体、综合分析得出了“把 + N + 
Vv”句式中“N”的句法性质、语义角色以及“N”的自立性特征，阐释了“Vv”在减小动量、导致产生

的结果具有不明确性的原因及分析成果[3]。 
张谊生从语义基础、语法限制和语用约束三个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制约“Vv”的成句因素。语义基础

方面，他认为造成上述句子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词汇意义的不同，他认为“Vv”的实施会产生可以

预料的、积极的变化。语法限制方面，他指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和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制约“Vv”进

入句式的主要因素。语用约束方面，他指出“Vv”受到了祈使句的语用约束[4]。 
综上所述，“N”的句法性质、语义角色以及自立性特征会影响“把 + N + Vv”句式的实现情况，

“Vv”具有以下特征可以进入句式：表示反复次数少、持续时间短的意义，结果在程度上存在不同的差

异性、具有不明确性，同时还受到语义基础、语法限制和语用约束的影响。但对于陆俭明列出的可成立

和不能成立的例子，前人并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2.2. 研究方法 

对比分析法、例证法、引用论证法、定义法。 

2.3. 语料来源 

(1)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http://hsk.blcu.edu.cn/Login) 
(2)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3) 自编语料 

3. “把”字句的内涵和语法构式 

3.1. “把”字句的内涵 

“把”字句内涵非常丰富，目前学界大多认为“把”字句有以下几种意义：“处置”义、“致使”

义、“主观认同”义、“不如意”义等[5]。吕文华将“把”字句分为六大类，分别是表示位移或移动、

表示结果、表示动作与事物的联系、表示等同、表示不如意、表示致使，揭示了“把”字句的语义特征才

是“把”字句教学的根本途径[6]。“把 + N + Vv”句式属于“把”字句的一种，自然也具有“把”字句

众多内涵。“把 + N + Vv”句式在实际运用中多存在于祈使句内，表达祈使语气，因此，本文重点在“处

置”义、“致使”义等含义的基础上进行探究，力求在较为具体的范围内更加清晰地阐释“把”字句表达

祈使含义的用法。 

3.2. 语法构式 

表达祈使语气的“把”字句的语法构式为“(主语+)把 + N (名词) + Vv (动词重叠)”，在具体的成句

语境中，这里的主语可以存在，也可以隐去，可以说“你把衣服洗洗”也可以说“把衣服洗洗”，后者的

祈使语气更加浓烈。句式中的“N”多为名词，作后面动词的宾语，“Vv”表示动词的重叠，可以是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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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动词，也可以是双音节动词，如“把房间整理整理”，本文主要探讨单音节动词。 

4. “把 + N + Vv”句式的语义特征分析 

4.1. “N”在句式中的语义特征分析 

很多学者在研究“把 + N + Vv”句式的语义特征时往往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对“Vv”的分析上，因为

“N”在句子对比中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所以容易忽略“N”对成句的影响，但是“N”作为句子中的受

事宾语，往往对整个句子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受事宾语的选择与和动词的搭配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

“N”进行语义特征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4.1.1. “N”的感情色彩 
因为“把 + N + Vv”句式本身具有其自身的感情色彩，表示祈使、处置含义的句子不会带有负面、

贬义的意义，也不会产生让人消极或者劝人走向负面不符合祈使句的感情色彩。例如： 

*把谎编编 

*把架吵吵 

*把皮扯扯 

*把赖耍耍 

*把威耍耍 

*把福享享 

*把坏使使 

*把苦诉诉 

*把人骗骗 

*把势仗仗 

*把权用用 

*把名盗盗 

*把利争争 

*把钱捞捞 

*把事挑挑 

*把错赖赖 

*把罪推推 

*把懒偷偷 

*把风放放 

*把刺挑挑 

我们可以说“把衣服扯扯”但是不能说“把皮扯扯”，虽然“扯皮”和“扯衣服”的表达都存在，但

是“扯皮”具有负面含义，在祈使句中不符合对主语的预期和期望，因此“皮”不能进入“N”中。以上

“N”表示的宾语都为人们不想得到的、具有负面色彩的事物，不能进入表达祈使意义的“把 + N + Vv”
句式。而能够进入句式的“N”应该具有褒义或者中性的感情色彩。如： 

把马刷刷 

把衣服洗洗 

把面包烤烤 

把报纸念念 

把酒热热 

把被子晒晒 

把白薯煮煮 

把车锁修修 

把作业收收 

把文章看看 

把牲口喂喂 

把桌子挪挪 

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把桌子擦擦 

把地板拖拖 

把窗户擦擦 

把碗筷刷刷 

把车子洗洗 

把头发洗洗 

把玩具收收 

把院子扫扫 

把电脑清清 

把花儿浇浇 

把形象整整 

把卫生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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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N”表示的宾语大多具有中性词的感情色彩，表达的句义都是向上且有所期盼的。如“把马刷

刷”期盼的是得到“马变干净”的结果，“把花儿浇浇”期盼的是得到“花儿更好生长”的结果。因此，

“N”是具有感情色彩的，不仅如此，“N”的感情色彩会影响整个句子的感情走向。 

4.1.2. “N”的独立性 
能够进入“把 + N + Vv”句式中的“N”必须是具有独立性的词语，这里的独立性仅仅指能否独立

使用，比如“衣服”“文章”可以独立使用，因此“衣服”“文章”可以进入句式，构成“把衣服洗洗”

“把文章看看”，这些是双音节词语，还有很多单音节词语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如“把字练练”“把书翻

翻”，因为“字”“书”可以独立使用，因此也能够进入句式。但是还存在很多单音节词语不能独立使

用，只能依附于动词使用，如“步”要依附于“跑”，构成“跑步”，“盹”要依附于“打”构成“打

盹”，这样不能单独使用的单音节名词不能进入句式，不能说“把步跑跑”“把盹打打”“把跤摔摔”

“把嗝打打”这样的句子。 

4.2. “Vv”在句式中的语义特征分析 

4.2.1. 动作延续时间长 

A 组 

把衣服洗洗 

把面包烤烤 

把酒热热 

把被子晒晒 

把车锁修修 

把作业收收 

把牲口喂喂 

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B 组 

*把衣服买买 

*把面包吃吃 

*把酒喝喝 

*把被子卖卖 

*把车锁拆拆 

*把作业交交 

*把牲口放放 

*把裤子穿穿 

*把黑板抬抬 

对比 A 组、B 组句子中的“Vv”可以发现二者在动作持续时间长短方面有所差异。A 组“把衣服洗

洗”中的“洗”是一个可持续性动词，“洗”衣服的行为可以持续一个小时、一天甚至更久，但是“把衣

服买买”中的动词“买”在购买的人付钱的那一刻“买”的动作已经完成，具有不可持续的特点。同样，

“吃”“喝”在完成下咽动作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卖”在完成交易的那一刻已然完成，“放”在解开

绳子或者打开门的那一刻完成。“把车锁拆拆”的“拆”动作完成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但是和把车锁

“修”好相比，动作延续时间更短。“把作业收收”动作施予的对象是很多学生，是一个有一定范围的群

体，至少是一个班，而“把作业交交”动作施予的对象是每个学生个体，因此“收”比“交”延续的时间

长。同样，“熨”是一个可持续性动词，熨裤子必定有一定的时间长度才符合人们日常心理，而穿裤子的

时间相对短得多。综上不难看出，表示动作延续时间更长的动词更容易进入“把 + N + Vv”句式中。 

4.2.2. 动作的重复频率高 

C 组 

把马刷刷 

把报纸念念 

把作业收收 

D 组 

*把马骑骑 

*把报纸借借 

*把作业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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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把裤子穿穿 

*把黑板抬抬 

分析这两组例子可以看出其动作的频率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同样单位时间内，“把马刷刷”中的动

作“刷马”的频率要比“把马骑骑”中“骑马”的频率高很多，“刷”这个动作随着刷子的来回移动而反

复进行，而“骑”这个动作在跨上马的一刻就开始了，直至下马才算是一次“骑马”动作的结束。“把报

纸念念”中的“念念”也表示动作的多次进行，念完一个字或者一段就要再次开始“念”这个动作，因此

这个动作的重复频率较高，而“把报纸借借”中的动词“借”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重复频率，如果是多次

“借”我们会说“再借一下”，不会说“借借”，所以“把报纸借借”动作的重复频率是不确定的。同

样，“把黑板擦擦”中“擦”的动作也是具有重复性的，而“抬”无法确定其是否有重复性，需依靠具体

的语境来分析。因此动词“V”的重复频率和“Vv”是否能够进入句式有关，动词本身具有重复性、动作

能够体现的重复的频率的(如 C 组中的动词)更容易进入“把 + N + Vv”句式中。 

4.2.3. 可以获得客观上好的结果 

E 组 

把马刷刷 

把衣服洗洗 

把报纸念念 

把酒热热 

把被子晒晒 

把白薯煮煮 

把车锁修修 

把作业收收 

把牲口喂喂 

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F 组 

*把马骑骑 

*把衣服买买 

*把报纸借借 

*把酒喝喝 

*把被子卖卖 

*把白薯运运 

*把车锁拆拆 

*把作业交交 

*把牲口放放 

*把裤子穿穿 

*把黑板抬抬 

把字句都表示对事物进行处置，处置一般会有结果，祈使句的“把 + N + Vv”结构，结果没有出现

在句中，但是其中的动词应该具有产生这种结果的能力，说话人一定对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一个预测或者

期待，这种预测应该是相对单向的，不能是不确定的多种可能。如“把马刷刷”的预设只有“马干净”这

种预期。而“把马骑骑”中“骑”的结果无法预测，“骑”这个动作产生的结果并不明确，有多种可能性

或多个方向，因此进入句式时产生阻碍。同样，“把作业收收”可以得到“作业收齐”这样客观存在的好

的结果，而“把作业交交”的结果也是不明确的。在“把白薯煮煮”中，众所周知白薯必须煮熟了才能

吃，才能发挥作用符合人们的需要，因此“煮”这个动词会造成客观上好的结果，而“把白薯运运”也一

样很难说“运”的处置结果是明确的。因此，E 组句子中的动词存在一个意义上的延续，容易让人联想到

即将获得的客观上好的结果，而 F 组句子中的动词对名词处置的结果都不明确或没有结果，所以无法进

入“把 + N + Vv”句式中。 

4.2.4. 受事宾语性质发生变化 

G 组 

把马刷刷 

H 组 

*把马骑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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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衣服洗洗 

把面包烤烤 

把报纸念念 

把酒热热 

把被子晒晒 

把白薯煮煮 

把车锁修修 

把作业收收 

把文章看看 

把牲口喂喂 

把桌子挪挪 

把裤子熨熨 

把黑板擦擦 

*把衣服买买 

*把面包吃吃 

*把报纸借借 

*把酒喝喝 

*把被子卖卖 

*把白薯运运 

*把车锁拆拆 

*把作业交交 

*把文章写写 

*把牲口放放 

*把桌子送送 

*把裤子穿穿 

*把黑板抬抬 

通过观察不难看出这些句子的基本句式都是“把 + 受事宾语 + Vv”，其中“Vv”是直接作用于受

事宾语的，G 组、H 组的动词都对受事宾语“N”产生影响，但是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G 组中的动词让

“N”产生性质的变化，而 H 组中的动词让“N”产生位置的变化。例如，“把马刷刷”中“刷”使马由

不干净变干净，“把衣服洗洗”中“洗”也是使衣服由不干净变干净，“把面包烤烤”中的“烤”使面包

由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把报纸念念”使得报纸由“被看见”变为“被听到”等，都是属于状态或

者性质的改变。而 H 组“把马骑骑”中的“骑”使马的位置有所变化，“把衣服买买”中的“买”使衣

服的位置由商店变为顾客那里，“把面包吃吃”中的“吃”使面包的位置由外面转移到肚子里，“把报纸

借借”中的“借”则更为明显地表达了位置的移动。因此，在这些句子中，只有表达让“N”性质或者状

态变化的动词才能更好地进入句式。值得注意的是，“把桌子挪挪”和“把桌子送送”字面意思都是表达

桌子位置的移动，貌似不符合这一条规律，为什么也被列在这一点了呢？这里笔者认为和句子的中心意

思有关，“把桌子送送”的中心意思就是“送桌子”，可能是送走也可能是送来，都是重点强调桌子位置

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也是这个句子的最终目的。而在“把桌子挪挪”中，虽然桌子的位置产生变化，但是

此句的中心意思不是单纯地让别人“挪一下桌子”，而是挪完桌子后产生的结果，产生的结果才是句子

所要强调的意思，也是此句的最终目的。如“把桌子挪挪，挡到我看电视了。”句子强调的不是桌子位置

的变化，而是桌子的性质由“挡到看电视”变为“不挡到看电视”，在这一层面上看，“把桌子挪挪”也

可以归为动词使“N”产生了性质的变化。 

4.2.5. 表示“空闲、轻松”义 

I 组 

把马刷刷 

把衣服洗洗 

把被子晒晒 

把作业收收 

把文章看看 

把桌子挪挪 

J 组 

*把马骑骑 

*把衣服买买 

*把被子卖卖 

*把作业交交 

*把文章写写 

*把桌子送送 

动词的重叠，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表达“轻松、随意”的意义，如“去公园逛逛”中的“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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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 N + Vv”中的“Vv”也有这样的作用。但如果动词本身表达的意义，并不适合在这一结构中表达

这种意义，就会导致结构不能成立。通过对 I 组和 J 组的对比可以发现 I 组的“Vv”让整个句子具有空

闲、轻松或者尝试的含义。 
我们在探究 I 组和 J 组句义的时候将它们转换成“Vv + N”的形式。看下面的例子： 

a. 刚完成了工作，我要去洗洗衣服。 

b. 刚完成了工作，我要去买买衣服。 

c. 你今天不忙，去晒晒被子吧！ 

d. 你今天不忙，去卖卖被子吧！ 

e. 小明，你现在有空，去收收作业。 

f. 小明，你现在有空，去交交作业。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每组两句中第一句中的动词表达的意义是更为轻松随意，要求的精力是比

较少的。同样是“刚完成了工作”，“洗洗衣服”让人感觉是在空闲时候应该做的事情，而“买买衣服”

则让人感觉是需要认真费时去做的事情。其他“卖、交”等动词也都不是可以轻松随意简短对待的事情。

另外，“你好，请把桌子挪挪！”“你好，请挪挪桌子！”这里“挪挪桌子”也表达了“轻松、易做”之

义，而“你好，请送送桌子！”这里的“送送桌子”的难度加大，不适合请求别人帮忙的“轻松”语境。

同样，与之类似的还有“把文章看看”和“把文章写写”，“写”出来的是“作品”，难度比较大，因此

“看看文章”的动宾搭配要更加轻松，而“写写文章”则更加困难，因此“把文章写写”不符合“轻松”

义，不能进入句式，如果换成“把作文写写”就完全可以说得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具有“轻松、随

意”义的动宾搭配更容易进入句式“把 + N + Vv”。 

4.2.6. 具有正向感情色彩 
上文指出，因为“把 + N + Vv”表示祈使、处置含义，不会带有负面、贬义的意义，让人消极或者

劝人走向负面不符合祈使句的感情色彩，这种情况不光体现在“N”上，在“Vv”中也得到体现。例如，

当“N”表示人物时，会产生以下两类句子。 

M 组 

把小红抱抱 

把小刚拍拍 

把小辰哄哄 

把小花亲亲 

把孩子找找 

N 组 

*把小明打打 

*把孩子拽拽 

*把小强踢踢 

*把小峰扯扯 

*把小黑推推 

M 组中的“抱抱”“拍拍”等动词都是带有褒义或者中性色彩的词，符合祈使句的感情色彩倾向，

而 N 组“打打”“拽拽”“踢踢”都是带有贬义的，在语言使用环境中几乎不会使用。因此，只有符合

人们心理倾向的“Vv”才能够进入“把 + N + Vv”句式。 

4.3. 词语搭配习惯的影响 

通过对甲乙两组句子的对比，可以看出真实语言环境中的词语搭配习惯也会影响到进入句式的材料。

如“晒被子”比“卖被子”更为常用，“挪桌子”比“送桌子”搭配更自然，“擦黑板”比“抬黑板”使

用更广泛，这些词语搭配的习惯虽然不会对进入句式的词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会深

刻影响“N”与“Vv”搭配的选择，因而也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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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对于“把 + N + Vv”句式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考察语义特征的句子要进行更加详细的划分，在粗略的

划分中这些句子很难归类。本文探究了“N”和“Vv”两方面对于成句的影响，得出了较为详细的结论：

表达褒义或中性的感情色彩、且具有独立性的名词才能进入“N”，进入“Vv”的动词应在不同的语境中

分别具备以下特点：[+动作持续时间长] [+动作重复频率高] [+可以获得客观上好的结果] [+受事宾语性质

发生变化] [+表示“空闲、轻松”义] [+具有正向的感情色彩]。此外，词语搭配习惯也会对整个句式产生

影响，不可忽略。本文以小见大，希望能够对目前这一句式的研究提供积极的帮助。因本人知识浅陋、

研究多有不到位之处，如有错误，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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