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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的语义和句法分布探析
张金竹

（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昆山 215300）

摘要：空间垂直维度（vertical dimension）的“上 / 下”并

置为反义复合词“上下”后，是构词成分的加和引申，语义和用

法都有所延伸和拓展。通过统计分析，空间上的加和义仍是复合

词“上下”的主要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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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垂直维度（vertical dimension）的“上 / 下”并置为反义

复合词“上下”，除了用于空间外，也可用于数量，如“三十岁上下”，

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如“上下一心”等。

“上下”的义项使用也存在不平衡性。其中空间义仍是“上下”

的基本义，使用频率最高，占整个义项分布的 61.4%；其次是表

社会关系义，占 24.8%；表等级和概数的义项使用频率相对较低。

一、“上下”的语义分析和句法分布

（一）“上下”表空间

“上下”表空间义时，主要指位置（处所），可以单用。

1.“上下”的空间义是构词成分“上 1/ 下 1”的加和义，指

事物的上部和下部。如：

（1）树葫芦的身体长得很粗壮，活像一个圆滚滚的大肉墩，

上下几乎一般粗细。

（2）这种窗帘好看，上下都有花边。（《现代汉语八百词》

1999：477）

这时说话人采取的是整体参照类型，即把方位域所处的整体

背景作为参照点，是一种内置参照（郭锐 2004）。例把树葫芦的

整个身体作为参照，指身体本身的上部和下部；例则是以窗帘为

参照点，指窗帘本身的上部和下部。

2.“上下”的空间义还可以指事物以上和以下，上面和下面。

这时说话人采用的是一种外物参照或外置参照，即方位域在参照

物范围之外（郭锐 2004），主要用在以下句法格式中：

A.“上下”+VP

“上下 +VP”也存在两种结构形式。“上下”放在句首指示

位置（处所）时，形成主谓结构，常带存现动词、附着义动词和

个别的关系动词。如：

（3）他的嘴唇上下蓄着杂乱的胡须，突出的前额和眼角上刻

满深密的皱纹。

（4）这些因素内容有主次之分，犹如在层次方面上下有别一

样。

指示方向时，“上下”具有双项性，不与单项性的动作动词连用。

* 上下提起      上下跳动

* 上下压低      上下波动

* 上下传达      上下飞舞

* 上下汇报      上下徘徊

* 上下降落      上下翻飞

左栏动词的单项性义征，与“上下”的双项性矛盾。右栏中

的不定向动词可以与“上下”共现。

B.“上下”+ 数量（名）

“上下”对数量（名）结构也是有选择的。语料中共出现 34

例“上下 + 数量（名）”的用例，与“上下”共现的量词有 14 个，

其中量词“层”的使用频度最高，出现了 15 次，占所有用例的

44.12%，其他 13 个量词的使用频度都很低。《现汉》对“层”的

释义为：量词，用于重叠、积累的东西，本身也含有空间上的垂

直关系，是具体的；与其他量词，如“集、句、半、组、代”等

抽象的垂直关系相比，“层”与垂直维度的“上下”的语义距离

更近，因此出现的几率较高。

（5）家里老少三辈五口人，挤在一间 14 平方米的小屋，上

下三层吊铺。

（6）弗以伊领着六个人，守在科林斯的上下两层楼的窗口。

例（5）中的“吊铺”；例（6）中的“楼”都是典型名词，

在垂直维度上占有一定的空间。

3.“上下”还可以表示从上到下或从小到上的整个空间范围，

是构词成分的概括义。

4.“上下”+NP

这里的“上下”一般限于构成固定结构，如“上下文、上下

游、上下空白、上下宽度、上下位置”等，也是构词成分的加和，

可以理解为“上 +N”与“下 +N”的缩略，语义基本不变。

（二）“上下”表概数

“上下”用于数量，指比某一数量稍多或稍少，只用在数量

词后（《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477），构成“数量 + 上下”的

约量表达式，可以表示数量、年龄和时间。

1. 表数量

（7）而这次育龄妇女人数每年都在 3.2 亿上下，年平均增长

人数却减少了 500 万。

（8）另一支官军也要从商丘前来，两支官军合起来有五千上

下。

例（7）、（8）中，整个结构表示一种约量。

2. 表年龄

“上下”表年龄时，语料中出现了两种格式：

A. 数词 +（岁）+“上下”

（9）在西边最末的那个卡座上坐着的是个青年，看上去约莫

有三十上下年纪。

（10）这款复古电扇仍然创下不错的佳绩，而且选购者的年

龄大多在四五十岁上下。

例（9）、（10）中表约量的“约莫”“四五十”也可以与之

共现，增强主观不确定的语气。

B. 数词 +“上下”+ 岁

这种用法只见于老舍的作品中。如：

（11）小崔跟着，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一个二十上下岁

的日本兵。”

（12）这个人有四十上下岁，不高的个儿，一张长瘦的脸。（老

舍《哀启》）

从使用频率来看，A、B 两类格式所占比例分别为 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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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说话者更倾向于选择 A 类格式，即“数词 +（岁）+ 上下”

来表达年龄上的约量概念，B 类格式可以看作是老舍的个人语言

风格。

“数量 + 上下”表示概数义时，既可以指数目，也可以指年龄。

整个结构在句中一般作定语和宾语，与其相关联的动词主要是“为、

有、是”等无限结构动词，这类动词具有 [+ 关系 ] 义，有时可以省略。

3. 表时间

“上下”表概数性的时间义，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可以单用；

二是数量 +“上下”。

A. 单用

“上下”单用时，指称某一时段。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结构中，

如“上下五 / 几 / 数 / 三千年”，它无法再进行类推和扩展，如：

* 上下五年，* 上下三天等。数词“五”在此结构中出现的频率最

高。说“上下五千年”通常就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在中国以外

更广阔的范围说“上下五千年”通常是指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史。

B. 数量 +“上下”

“上下”表时间义时，出现的用例较少。

（13）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但他是以粗鲁话出名的。

（14）这五年上下的有期徒刑，不足以使人贩子望而生畏。

出现在此格式中表时间义的数量结构，都是典型的时段时间，

如例（13）中的“十年”，例（14）中的“五年”。表时点的时

间词一般不出现在此结构中。如：

* 六点一刻上下     * 四月一日上下

* 三点十分上下     *1989 年 3 月上下

（三）“上下”表社会关系

“上下”用于社会关系方面，指上级和下级、上辈和下辈，

从空间义投射到社会关系领域，即从“物理空间”投射到“社会

空间”，指某个“社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是构词成分的概

括义。

1. 单用

“上下”单用时，一般作主语。如：

（15）彼此没有猜忌，上下相安，共享荣华，不是很好吗 ? 

（16）副总理说这项改革不仅有经济而且有政治意义，说明

这个问题确实是上下都很关心的事。

2.NP+“上下”

（17）奇才队上下一直鼓励和帮助阿里纳斯建立领袖的地位。

（18）中国上下齐心协力，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防治非

典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例（17）是指奇才队里不论身份高低的所有的人；例（18）

指中国境内不论地位高低的所有的人。

该格式中的 NP 都具有集合义，可以分出层次或部分，大部

分词指称单位、机关、团体或其中的某个部分，如“国、省、团、班、

院、局、校、村、队、店”等，这些词一般是名词和量词的兼类。

与“上下”连用时，前面一般带上区别词“全”。如：

（19）全公司上下奔走相告，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都欢欣鼓舞。

（20）中国军团赢得本届残奥会首枚金牌后，全团上下欣喜

之余仍保持着相当的冷静。

（21）海地总理热拉尔·拉托尔蒂说，全国上下都是巴西国

家队的球迷。

储泽祥（1996）指出“全 +N”既表示范围，也能表示数量，

但重在前者。“全 +N”作“上下”的处所性定语，起限定作用。

整个结构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可以与概括性范围副词，如“都、全都、

统统、一共、总共、通通”等共现。

“上下”指社会关系时，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与一般的集体名

词又有区别，具有不可量性，前面不能受数量结构的修饰，如“*

一群上下，* 一些上下”。

二、“上下”与“上”“下”的关系

“上 / 下”作为最常用的空间方位词，各义项的使用频率都

较高，基本都可以并置复合成词。构词成分“上 / 下”的强空间

义特征，决定了复合词“上下”空间义的高频性，占了整个义项

使用的 86.2%。表等级和概数的义项使用频率相对较低。

从用法的角度看，受“上下”语义双项性的制约，要求与之

共现的词必须是有界的，单就搭配词的数量而言，范围有所减小。

表 1“上下”与“上 / 下”的用法对比

义项 用法 上 / 下 上下

空间义 单用 - +

NP+~ + +（范围缩小）

~+NP + +（范围缩小）

~+ 数量（名） + +（范围缩小）

概数义 年龄 数量 +~ + +（范围缩小）

数量 数量 +~ + +

时间 单用 - +

数量 +~ + +

社会关系 单用 - +

NP+~ + +

等级 VP+~ - +（用法固定）

~+NP +（构词） -

从上表来看，整词的用法比构词成分有所减小，且用法趋于

固定、单一，换句话说，“上下”的使用没有构词成分灵活。

三、结论

构词成分“上 / 下”进入反义并列词式后，形成了反义复合词“上

下”。受构词成分空间义高频性影响，整词的空间性特征依然是

其主要句法功能。但受并列词式的影响，复合词“上下”的句法

功能发生了较大变化，词义具有周遍性，表示整个从上到下的空

间范畴。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引申，表示概数和约量。在对外

汉语教学过程中，反义复合词的教学可根据义项的使用频率有针

对性地进行拓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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