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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V/Adj了”构式中的语义歧义 

许靖瑜 

（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 汉语中副词“又”的用法及意义一直是专家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本文以“又 V/Adj 了”结构为考察对象，基于对副词

“又”的意义和用法理解，对“又 V/Adj 了”的语义进行分析。通过构式语法和结合语境两种方法分析当此结构搭配动词、形容词

时，语义有何不同，并对其语义歧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又”；构式分析；语义歧义 
 

一、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副词“又”的用法分为: 1.表重

复。如:看了又看。2.表几种性质或情况同时存在。如:又好又快 3.

表补充。如:他是老师，又是演员。4.表整数外再加零散。如:一又二

分之一。5.表转折。如:心里有千言万语，可嘴里又说不出。6.用在

否定句或反问句里，加强语气。如:我又不是客人，你就不用客气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副词“又”的义项很多，常用的义项有重复、

连续、语气、补充等等。在不同情况下“又”的义项也有所不同，

运用形式也非常灵活。那么在“又 V/Adj 了”结构中，“又”的不

同义项也会对句子的理解有所影响。 

二、“又V/Adj了”的语义分析 
“又 V/Adj 了”句型结构中，“又”字后可带动词或者形容词。

我们根据副词“又”的不同义项，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又 V/Adj 了”

句式结构有哪些不同语义或在不同语境中是否存在歧义。 

（一） “又 V 了”的语义分析 

1.表重复义 

“又”的重复义是“又”在使用过程中频率最高的义项。所以

当形成“又 V 了”结构时，其最明显的意义即为表示同类的动作或

情况重复发生。例如： 

（1）反正一听他这话我的牛脾气就又来了。  

（2）司机又病了。 

例(1)中“又来了”说明牛脾气的重复发生；例(2)中，表示司机

生病这一动作重复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将“又 V 了”分析为 X 曾

发生过 V 并再一次发生了 V。 

2.表递进义 

在结合一定的语境下，“又 V 了”也可能不表示动作重复。例

如： 

（3）歌厅临时有点儿事，司机又病了，我打车过来的。  

对比例（2），例（3）并不能理解为生病这一动作的重复，而

要结合上下文理解为歌厅临时有事和司机病了，是“我”打车的原

因，“又”表示复句中的递进义。 

3.表感情色彩 

由于副词“又”有加强语气义项，在实际交际中，仅利用一条

构式去理解“又 V 了”时，可能会造成交际者的理解偏差。例如： 

（4）他又来了。（没有重音） 

他又来了。（“又”字重音） 

例(4)中，没有重音，可以使用构式分析表示“来”的动作重复

发生；若在实际的交际中重读“又”，则会体现出说话人内心或许

有些不愿意“他又来了”这一行为发生或是有一种不满的情绪。例

（2）我们同样也能看出这点，在重读“又”后会带有说话人对其

司机生病的不满情绪。 

因此，不同语境下可能会对“又 V 了”的感情色彩有所影响，

而导致语义产生变化。 

（二） “又 Adj 了”的语义分析 

1.表重复义 

 “又 Adj 了”中，仍有表示重复的意义，表示某一性质和状态

的再次发生和重复。例如： 

（5）她听见电台里面传来“嘟”的一声，就又沉寂了。  

（6）一切又安静了⋯⋯  

在例（5）中“又沉寂了”表示电台中出现过“沉寂”的状态，

并且也可以看出之前应该有过“不沉寂”的状态，现在“沉寂”的

状态又一次发生了。例（6）中也表示“安静”的状态从安静过到

不安静又到安静的重复；因此，我们可以用构式分析 “又 Adj 了”

为 X 从具备 A 状态到非 A 又到 A。 

2.表程度加深 

“又 Adj 了”除了表达情况或状态重复外，还会有程度的加深，

这是由有形容词性质决定的。例如： 

（7）“你脸色不好，怎么啦？ 是不是你姨妈病又重了。”  

（8）她以前就很漂亮，几年不见，她又漂亮了。 

结合语境，例（7）中病重状态应该是一直持续的，“又重了”

则用来表示状态加深；例（8）则表示漂亮程度加深。用构式义可

表示为 X 已具有 A 的性质/状态并且更 A 了。 

三、“又V/Adj了”的语义歧义 
通过 “又 V/Adj 了”的语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结构有不同

语义。 

（五） “又 V 了”的语义歧义 

我们将“又 V 了”分析为 X 曾发生过 V 并再一次发生了 V，如

例（1）；具体语境中也表感情色彩；如例（2）中，不重读时，“又

V 了”仅表示司机生病的状态再一次重复，重读“又”就带有说话

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这样在交际中就容易出现语义歧义。并且在具

体语境中，“又 V 了”构式可能还会带有递进义，如例（3）。所以

理解“又 V 了”构式时，仅理解其构式义也许会导致语义歧义的现

象发生，我们也需要通过语境来理解它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差异。 

（六） “又 Adj 了”的语义歧义 

“又 Adj 了”具有两个构式义，1.表示为 X 从具备 A 状态到非

A 又到 A。如例（5）例（6）；2.X 已具有 A 的性质/状态并且更 A

了。如例（7）例（8）。 

正由于“又 Adj 了”具有两个构式义，在具体表达时抽离语境

就可能导致语义歧义。例如： 

（9）她又漂亮了。 

（10）最近怎么又胖了？ 

在抽离语境的例(9)中“她又漂亮了”既可以是“漂亮”这一状

态的重复发生；也可以是她漂亮的程度更深了。同样例（10）中，

可能是被询问者从胖到瘦再到胖的重复或是胖的程度加深。抽离语

境后两个语义将会造成歧义如： 

（11）你的化妆技术又好了。 

例（11）中，预设“技术”一直很好，“又好了”可理解为技

术更精湛。若预设“技术有一段时间不好”则可以理解为技术从好

到不好再一次到好的重复。 

所以，在使用“又 Adj”构式时不仅需要结合语境分析还需要

结合说话者和话题涉及者的实际状况对其构式进行理解。 

四、结语 
本文根据副词“又”的不同义项，分析“又 V/Adj 了”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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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和其呈现的构式义的不同及语义歧义。“又 V 了”构式义为 X

曾发生过 V 并再一次发生了 V；但在不同语境中或重读情况下会造

成一定的语义歧义现象。而“又 Adj 了”构式存在着两个构式义：

1.表示为 X 从具备 A 状态到非 A 又到 A。2.X 已具有 A 的性质/状态

并且更 A 了。由于有两个构式义，在具体说话是构式义的选择是否

适合说话时语境和说话者情况，这就会导致在语义理解方面出现不

同产生语义歧义。在具体使用“又 V/Adj 了”时要结合语境、重音

和说话者实际情况对“又 V/Adj 了”语义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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