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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数量是客观事物的特征之一，换言之，任何事物都是以一定的数量的形式存

在的。数量也被称作“量范畴”，李宇明 2000（73-74 頁）根据量范畴的表达方式

不同，对其进行了如下的分类：

��������明量―使用数量词语

����量����������������������������

��������暗量―不用数量词语

���������������确量�����������客观量

���������实量������������量�����������大量

����量���������约量�����������主观量�����

���������虚量�������������������������小量

在语言中，表示数量的通常是数量词1）。但是，数量词大多表示的是客观量，

即它是用来客观描写事物的数量的。但是，有时人们在表示事物的数量的同时还

表示说话人对该数量的主观评价，这就是所谓的主观量2）。具体而言，说话人以

某个标准来衡量该数量，如果认为该数量达到或超过了该标准，该数量在进行语

言编码时即表现为主观大量；如果认为该数量未达到或未超过该标准，该数量在

进行语言编码时则表现为主观小量3）。例如4）：

（1）他吃了两个苹果。

（2）他只吃了两个苹果。

（3）他竟然吃了两个苹果。

（4） 科学家曾对人体在干燥的空气环境中所能忍受的最高温度做过实验﹕�

关于“整”和“整整”的考察

――以表客观量和主观量的用法为主――

郭　　　雲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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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在 71℃环境中，能坚持整整 1 个小时；在 82℃时，能坚持 49 分钟；

在 93℃时，能坚持 33 分钟；在 104℃时，则仅仅能坚持 26 分钟。但是，

据有关文献记载，人体能忍受的极限温度似乎还要高一些。1999 年首次

举办的桑拿世锦赛，最后获得冠军的芬兰小伙阿蒂・梅热维塔足足在桑

拿房呆了 45 分钟。（北京晚报，2010 年 8 月 9 日）

例（1）表现的数量为客观量，例（2）表现的数量为主观小量，例（3）表

现的数量为主观大量。（4）中的“仅仅”表示主观小量，“足足”表示主观大量，

此例中的“整整”既表示客观量，又表示主观大量。在这里，副词“只”、“仅仅”

是主观小量的表现手段，“竟然”、“足足”、“整整”是主观大量的表现手段。可以

说，主观量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形式。

在现代汉语中，主观量的表现形式比较发达，对此也有一些研究。一般认为

最早关于汉语主观量表达的研究是陈小荷（1994），但实际上马真（1981）早就阐

述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使用“主观量”这样的术语而已。在笔者看来，关于这

个问题比较系统的研究，当推李宇明（2000）。常虹（2007）也是专门研究汉语主

观量的。

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主观量的表达形式进行更为细致的描写和系统的研

究。本文以“整”和“整整”为对象，着重对其表客观量和主观量的意义用法以

及功能进行考察。本文所使用的实例，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

数据库，此外还有一部分是笔者自己收集的。

2．“整”的意义和用法

2. 1　辞书中的“整”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在这里只列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辞书中的“整”的条目中与数量有关的义

项�：

（a）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商务印书馆，2005 年 7 月）

� �全部在内，没有剩余或残缺；完整（跟“零”相对）；～天／～套／

� 一年～／十二点～

（b） 《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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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①�全部在内，没有残缺或剩余；完整的。经常同名词或量词构成

词组作句子成分。

� �1．作定语，不带“的”。～年 12 个月／我只有一张 50 元的～钱／～桌

菜都是妈妈亲手烧的／～批货都受了潮

� �2．作状语，或构成词组作状语。零存～取／这种货我们～买～卖／他

～天伏案工作／敌人～师～团地出动。

� �3．用在数量词组后面，作句子成分。他在非洲工作了三年～／现在是

北京时间 12 点～／收到了 150 元～

（c）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语文出版社，1998 年 1 月）

� �❻  �应该有的各部分都包括在内，没有残缺或损坏△～块土地|～套设

备 |消灭敌军一个～团|～个儿 |～体 |完～。→❼  �没有零头的（跟

“零”相对）△～二十年|一万元～ |晚八点～ |化～为零 |零存～取 |

～数。

（d）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1 月）

� �［形］1．全部在内，没有剩余；完整的。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经常

同量词或名词组合，共同作句子成分。

a） 可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他最近～天忙碌／只带了五张一百元的～

钱／修一台电视机用了～三天的时间／～套设备全运到了

b） 单独作状语或与名词性词语构成复合词。哪个银行都有零存～取的

业务／这几种商品都是～买～卖／这些中间商只是转手买卖，他们

的商品都是～进～出，绝不拆整零卖／～批地进货／这里的商品房

都是～幢楼～幢楼地出售

c） 用在数量词组后面，表示整数，没有零头儿。他在山西呆了十年～／

现在是九点～／今年赢利一亿～／这棵白菜八斤～

（e） 《HSK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月）

�【义 1】全部在内，没拆开也没有剩余或残缺��；化～为零／西装是～套

出售，不单卖／他一～夜都在写文章，一分钟也没睡

首先是“整”的词性，几种辞书都认为与数量有关的“整”为形容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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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的意义，尽管几种辞书中的释义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

将其概括为“完整性”，即“不多也不少”。最后是“整”的用法，它既可以用于

数量词，主要是量词的前面，也可以用于数量词（包括时间词）的后面。

我们认为，“整”用于数量词前或用于数量词后时，一般情况下即使去掉

“整”，该句的命题意义（尤其是所表示的数量）也不会改变，所以这种用法是一

种主观性的表达。不过，当“整”用于字面的意思，即强调该数量的完整时，换

言之，所强调的数量是确量时，它表示完整性和精确性；当“整”所强调的数量

是虚量或约量时，换言之，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虚化时，它表示大量。前者为客

观量，后者为主观量，后者的用法可以认为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

2. 2　语料中的“整”的意义和用法

2. 1. 1　“整”用于数量词前面

“整”经常作为定语用于表示时间量的量词前面，其中以“整天”最为常见；

其次还有“整年”。通过下面的实例不难看出，虽然“天”所表示的时间长度是

“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年”所表示的时间长度是“平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

（见《现代汉语词典》），但当它们被“整”修饰时，一般并非表示字面的意思

“二十四小时一小时也不多，一小时也不少”和“365（366）天一天也不多，一天

也不少”，而是多用来强调事件持续的时间长或重复的次数多，也可以说这是一

种夸张的说法。换言之，“整”所表示的不是实量，而是虚量—不真实的量。

这种用法的“整”实际上就是主观大量的表达方式之一。例如：

（5） 这个修理雨伞的小伙子，不好好想想工作，整天惦记着写哪门子小说。

（沈重的翅膀）

（6）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沈重的翅膀）

（7）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孔乙己）

（8） 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

哪一种人。（沈重的翅膀）

通常“惦记”、“接电话”、“站在柜台里”不可能持续 24 小时，一年 365 天

都“在外头走南闯北”也难以想像，所以说“整 +时间量词”所表示的是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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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这是一种主观量的表达方式比较合理。语料表明，“整天”或“整年”

多用来描写人的特征，即该句所表示的不是在时轴上占有特定位置的具体事件，

但在特定的语用条件下，它也可以用于对特定事件的具体描写。比如下例中出现

了时间指示词和否定词“没”，表明它描述的是具体事件：

（9）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明日）

“整”还可以与其他量词搭配。如果该量词表示具体事物的量（如“株”、�“匹

5）”这样的表示离散量的量词），那么“整”表示“完整性”，即表示客观量；如

果该量词带有时间性（如“夜”、“节”），换言之，量词表示连续量时，则“整”

用来强调时间长，即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10） 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

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阿 Q 正伝）

（11） 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

跟；（風波）

（12） 昨是开了整夜会，各调查组的人都有打呵欠的，而他目光炯炯。（哦，

小公马）

（13） 我的同学整节课都脸色惨白，他以切实的害怕和古怪的期待等着老师

对他的处罚。（在细雨中呼喊）

“整”还可以用于数量词前面，但李宇明 2000（154 頁）认为这种用法的“整”

不大表主观量。的确，“整”有表示客观量（完整义）的用法。例如：

（14） 2004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三年。（新华社 2004 年新闻

稿）

但是，“整”所修饰的数量词表示约量时，就应该视之为表示主观大量的用

法。比如在例（15）中，表示计算岁数基准的“今年”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它

用于时间参照点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很难说“整”表示的是确量。例（16）

中的“走了整一个世纪的路”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已故著名画家刘海粟的

生卒年月是 1896 年 3 月 16 日 -1994 年 8 月 7 日 6），所以说该句中的“整”表示

的是约量。约量与“整”的本义—“完整性”是相互排斥的，所以我们认为表

示约量的“整”所表现的是主观大量，它是从表示确量（完整义）的用法派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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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例如：

（15）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

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肖尔布拉克）

（16） 饮誉海内外的中国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家刘海粟，已经走了整一

个世纪的路。（人民日报，1994 年第 1 季度）

2. 1. 2　“整”用于数量词后面

李宇明 2000（154 頁）认为“整”用于数量词后面时也不大表主观量，这种

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整”用于数量词后面时，一般表示其字面的意思（客观量），

即该数量不多也不少。且多用于对具体事件的描写。例如：

（17） 儿子有一天对我说，他们班同学有一支派克笔要出让，开价人民币 100

元整。（进当铺的男孩）

（18） 周军，1978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出生，于响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生

下来，体重 7 斤整。（18 岁的养女与养母情断金陵）

（19） 一个月整，汪海把合格的“凯斯”鞋样品交给代理商，代理商们愣了：

“不可思议，名不虚传”。（市场报，1994 年）

表示岁数的数量词中的量词“岁”可以省略。从下例可以看出，说话人已经

过了生日，所以它表示的是约量，因此应该看作主观量的表达：

（20） “对，刚过的生日。五十整。”（裱画的朋友）

当“整”出现在表示时刻的数量词的后面时，用来强调该时间的准确性。这

种用法属于客观量的表达方式。例如：

（21） 晚上 11 时整，他们走进会客厅。（大比武备忘录）

（22） 10 点整老帅平稳入睡了。谁也没有想到，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元帅再也

没有醒来，就这样安详地离去了。（女中将聂力）

2. 1. 3　“整”用于数词和量词中间

李宇明 2000（154 頁）认为“整”插在数词与量词中间使用时，表示主观大

量，事实也基本如此，因为这种用法的“整”一般表示约量而不表示确量，所以

应该将其视为主观大量的标记。例如：

（23）两个厨子杀鸡宰羊的忙了一整天了。（两个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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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这种久别重逢的情景显然出乎森林的预料，因此他就嚎啕大哭起来。

森林足足哭了一整天，他的哭声使邻居毛骨悚然，夜晚来临时他的哭

声才算终止，于是他在床沿上悲痛欲绝地地坐到深夜。（难逃劫数）

（25） 许多人就干脆买散煤请人加工。当时县城的人不太富，做一个煤球只

给五厘钱，大汗水流一整天，可获五元多钱。（李灯光）

（26） 脚下还扔着三堆破棉絮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他那得了

月子病一整年没下地的媳妇，裸着白身子，躺在一堆余烬未灭的火堆

旁。（十八婶）

（27） 老太婆茫然地摇了摇头，好一时才说：“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若他活

着，今年刚好 40 整岁！”（认亲）

（28） 也许五十年以后，人们将会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完整而科学的

体系。（沈重的翅膀）

当“整”与表示主观大量的副词“足足”共现时（如例 24），则凸显该数量

之多。出现在“整”前面的数词多为“一”。最常见的“一整天”多用于对具体

事件的描写（例 25 属于例外）。不过，像例（28）这样，当“一 + 整 + 量词”

表示离散量时，似乎应该将其视为客观量。

3．“整整”的意义和用法

3. 1　辞书中的“整整”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先看一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辞书中的“整整”的条目7）：

（a）《现代汉语词典》

��达到一个整数的；～忙活了一天／到北京已经～三年了

（b）《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

〈形〉�非谓形容词。达到一个整数。1．常同数量词组连用，作定语。他

的论文有～ 50 页／我们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一天他都在忙家务。

2．作状语。这本书我～写了两年／他们～干了五天。

（c）《HSK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8）

（形）［重叠］�【义 1】表示强调正达到一个整数的，不多也不少；玛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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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年了／报名的人～有一百个。

首先关于“整整”的词性，（a）认为“整整”是副词，（b）和（c）则认为它

是（非谓）形容词。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认为“整整”是副词，

主要是强调它作状语修饰谓词的用法，当然副词也可以修饰数量词9） ；而认为“整

整”是形容词，则是强调它做定语修饰数量词的用法，形容词也可以作状语修饰

谓词。那么，对于“整整”而言，作状语和作定语，到底哪个是它的主要用法

呢？我们检索了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对“整整”作定语的实

例和作状语的实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还是作定语的用例居多，所以将“整整”

看作形容词比较合理。

　　　���表 1

整整 作定语 作状语

5894 例（100%） 3779 例（64.1%） 2115 例（35.9%）

至于“整整”的意义，三种辞书都认为是“达到一个整数（的，不多也不

少”，因此也可以将其归纳为“完整性”，这样一来，“整整”和“整”的意义基本

上是一致的。

3. 2　语料中的“整整”的意义和用法

3. 2. 1　“整整”用于数量词前面

李宇明 2000（156-158 頁）认为“整整”无论出现在数量词前还是出现在数

量词后都表示主观大量。我们认为，“整整”也可以观察到表示字面意义（达到

一个整数）的用法。例如：

（29）又到了一个车站，是一个大站。列车将停整整十五分钟。（老嫩）

（30） 可是整整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两千七百秒，天杨你再不出现我会以

为你被汽车撞死了。（告别天堂）

（31） 第二天，从基金会取了钱整整一万元，绿色的钞票沉甸甸的。（官场笔

记）

（32） 陈琳敲桌子：“如果把最后一单业务拿走的话，那么你缺五十万左右的

业绩量到最后的提成底线，而曹可非则差了整整一百五十万。”（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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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这种用法的“整整”可以认为是表示客观量―完整性的，但是，从上面的

例子也不难看出它带有强调数量多的含义，这样讲的根据是从常识来看“整整”

所强调的数量对于谓词所表示的事件而言是大量。所以不妨说，上面例句中的

“整整”在表示客观量的同时，也表示主观大量。

通过对大量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整整”在句子中主要是用来表示主观大

量的，换言之，“整整”可以看作主观大量的标记。例如：

（33） 接下来，顺着冯开岭的思路与意图，年处长用了大约整整一个小时，

比照龚书记定的那几条原则，对阳城市现有副厅干部逐一筛过，又把

冯开岭的个人情况、竞争优劣仔细捋了一遍，这才使整个通话过程成

为一次马拉松。（中国式秘书）

（34） 这天放学以后，我哥哥很晚才回来，没吃饭就躺到了床上。几乎整整

一夜，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在细雨中呼

喊）

（35） 我感觉，巴金先生真的可以称得上伟大，教育了整整几代人。（新京报，

2010 年 8 月 7 日）

（36） 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就搞成了恶性循环，越不去，越不催；越不催，

越不去，到最后就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去滕教授家做饭，简直像七年一

样长。（欲）

（37） “疯子，你狗日的终于醒来，你知道睡了多久，整整十八个小时。”（官

场笔记）

“整整”的本义是表示完整性（确量）的，可在例（33）（34）（35）中它却分

别与表示约量的“大约”、“几乎”、“几代”搭配使用，显得不合逻辑。如果把

“整整”视为主观大量的标记的话，这个矛盾就可以消除了。此外，通过例（36）

中的“简直像七年一样长”和例（37）中的“终于”也可以看出该句中的“整整”

是表示主观大量的。下面的例子亦然：

（38） 一个在大学里学过整整四年古典文学的高材生，同时又读了很多文艺

评论方面的书籍，给一张地市级报纸副刊写些千儿八百字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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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中国式秘书）

一般大学本科修学年限是 4 年，但这是一个约量，因为入学一般是在 9 月，

而正常情况下毕业是在 4 年后的 7 月初，所以实际在学期间不足 4 年，由此看来，

上例中的“整整”并非表示 4 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而是用来强调时间长的，

即它表示主观大量。

下面的例子中的“今年整整一百岁”也同样，只有到生日那天才能说整整

一百岁，但“今年”所表示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而是一个时段，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整整”是表示主观大量（岁数大）的：

（39） 祥龙阿爷活得太执着了。今年整整一百岁，看样子还能活下去。有这

样一位老寿星在，点“万福火”的荣誉自然非他莫属了。（沙灶遗风）

例（40）中的“整整”也是主观性的表达方式，但它表示的是客观量，即用

来强调时刻的精确性，与其共现的“不多不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40）等小强帮小壮穿好衣服、洗完脸，不多不少整整六点半。（沈重的翅膀）

“整整”作定语修饰数量词时，最常见的用法就是修饰时间词，具体地说用

于时间词语的前面表示时量，这时它通常表示的是约量而非确量，也就是说这种

用法的“整整”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41） 整整三分钟没有人说一个字。芦花也没有想到她的这句话会把六个解

放军震得目瞪口呆，她反而吓得不哭了。（秋雪湖之恋）

（42） 侯磊在超市门口等了整整半个小时，不见乔莉他们几个出来，……（乔

省长和他的女儿们）

（43）然后就是厅长派人来布置写悼词。然后就呆坐了整整半天。（笔误）

（44）整整一个下午，他都站在门旁，从门缝里窥视祖父。（在细雨中呼喊）

（45）这一天，叶如莲稍微老实了点，她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心机）

（46） 后来，他就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人事不省。即使这样贝蒂也没离开

过一步。（野狼出没的山谷）

（47） 鲁鲁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当

他回来时总是鼻青眼肿和满身尘土。（在细雨中呼喊）

（48） 王伟又是整整半个月没有见到拉拉了，他事先知道拉拉这天到上海，

44

二
二
五



关于“整”和“整整”的考察

（　

）

很高兴。（杜拉拉升职记）

（49） 整整一个秋天。那群秃鹫总在罂粟谷上空盘旋着不肯离开，如一片不

祥的阴云曁忽不定。（白罂粟）

（50）我已经等了整整七年。（告别天堂）

在下面的例子中，“整整”是修饰表示离散量的数量词的，这时它表示客观

量的同时，还表示主观大量：

（51）以至他妻子吃下整整一碗后居然还活着，……（难逃劫数）

（52） 有一天，他终于感到了不堪重荷的地步时，他吞服了整整一瓶安眠片。

这是一个明媚的中午，阳光使城市的所有玻璃合唱出闪亮的歌声。（永

远的幽会）

（53） 待他想到一个小黄米平白无故就占据了他整整一个胶卷时，又觉着是

她们败了他的兴致。幸亏相机里装的不是好胶卷。（小黄米的故事〈下〉）

（54） 七六年四月底，在搜剿“反动诗词”的民兵快搜到她家的时候，她以

为主动交出爸爸抄了整整一笔记本的“天安门诗”，就没事了。（母亲

与遗像）�

（55） “啊—”李红钢歇斯底里的嚎叫着，把整整一梭子子弹射入晚霞绚丽

的暮空。（枫）�

（56）对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杨树的浓阴遮住了视线。（沈重的翅膀）

（57） 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象旱天雷一样，一

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乡场上）

（58） 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经

睡着了，他们睡着的脸庞没有白天那么早熟。（告别天堂）

（59） 山里整整一个公社的人马从这儿出山进山，向摆渡人扔般钱，每日从

早到晚行人不断。（同船过渡）

3. 2. 2　“整整”用于谓词前面

“整整”除了可以作定语用于数量词前面，还可以作状语用于谓词（主要是

动词）前面，这时它的意义是表示主观大量，而且“整整”多用于具体事件的描

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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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谭元春与梅葆玖合演《打渔杀家》前，梅兰芳先生特意让谭元春到护

国寺一号的家中亲自给他们精细加工。从出场亮相开始，梅不厌其烦

地给谭元春说明当年谭鑫培、余叔岩、谭富英费别是怎么表演，三者

有哪些不同，整整在梅家的院子里排练了一整天。至今谭元春还清楚

记得，言犹在耳。（北京晚报，2009 年 4 月 20 日）

在上例中，因为“一整天”已经在表示“完整性”了，所以这里的“整整”

并非多余，而是用来凸显大量的。

“整整”表示主观大量时，用于谓词前还是用于数量词前均可，换句话说，

它既可以作状语又可以作定语，但二者的语义都是指向数量词的，试比较下面的

例句：

（61）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吶喊-風波）

（62） 不久之后我父亲孙广才旧病复发，从而让英花痛哭流涕了整整三天。

（在细雨中呼喊）

（63）论年龄，叶百川比刘梅要整整大 20 岁。（最后的驻京办）

（64） 大半辈子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种种曲折，40 多岁了还是独自一人。

尽管他比刘桂英大了整整 18 岁，但刘桂英的父母看他老实善良，待人

诚恳，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他。（花烛泪诉人间情）

从实例的数量上来看，“整整”用于数量词前面作定语者居多，而“整整”

作状语用于谓词前面时，与其共现的数量词大多都是时间词语。例如：

（65）又响了，大概整整响了十分钟，也许有什么急事。（沈重的翅膀）

（66） 这个马拉松的会，已经整整开了三个小时，老头们全累了、腻味了。

（沈重的翅膀）

（67） 他在床上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以后觉得有很多蜜蜂飞到脑袋里来嗡嗡

乱叫，而且整整叫了一个晚上。直到刚才醒来时才算消失，可他感到

头痛难忍了。（现实一种）

（68） 黄世华承认，被单独抽出的 4000 余份《江西日报》C 叠，“前后整整晚

投了 15 天。”（新京报，2010 年 7 月 27 日）

（69） 结婚后，两人常常吵架，整整吵了 8 年，老陈睡这间房，翠花睡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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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赌）

（70） 如今吴海县公安局的食堂已经变成了公安宾馆，这上青林乡的食堂依

然保持着 70 年代的格局，整整落后二十年。（官场笔记）

4.　“整”与“整整”比较

4. 1　数量上的比较

我们对近年来出版的 10 本小说（共计 248.9 万字）进行了统计，“整”和“整

整”的使用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小说书名
“整”的用例数 “整整”的用例数

作定语 作定语 作状语

①组织部新来个年轻人②最后
的驻京办③中国式秘书④官场
笔记⑤公务员的温水生活⑥心
机⑦告别天堂⑧杜拉拉⑨杜拉
拉 2⑩杜拉拉 3

1
（100%）

22
（75.86%）

7
（24.147%）

由此不难看出，“整整”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整”。

4. 2　功能上的比较

“整”可以直接修饰量词，还可以插在数词和量词中间使用，而且还用于数

量词的后面，“整整”则没有这些用法10）。

4. 3　用法上的比较

“整”和“整整”都可以表示客观量（词汇意义 =完整性）和主观大量，二

者的差异在于：“整”有表示时刻精确性的用法，“整整”则没有；“整整”可以在

表示客观量的同时也表示主观量，而“整”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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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整 用于量词前 用于数量词前 用于数量词后 用于数词和

量词之间

离散量 虚量、
连续量

确量、
离散量

约量 确量 约量 约量

客观量 主观量 客观量 主观量 客观量 主观量 主观量

整整 用于数量词前 用于谓词前

确量、
离散量

约量 约量

客观量
主观量

主观量 主观量

4. 4　语音上的比较

“整整”修饰数量词时可以儿化为“整整儿”，但是“整”与数量词共现时则

没有这种语音上的变化。例如：

（71） 后来又传出说∶温孩子女人不仅是不让温孩脱裤，还硬是不出地，温

孩从地里受回来，她硬是不给做饭，还是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

白天。（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72） 温孩总算是娶上了女人，村人们挺高兴。可听房的说∶温孩子女人不

跟好好儿过，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哭了

整整儿一黑夜。（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5．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整”和“整整”的本义（词典中释义）都表示“完

整”，在与数量的关系上它表现为客观量，凸显完整性，因为它的使用不影响命

题的意义，所以它是一种主观性的表达。另一方面，二者都可以表示主观大量，

这也是主观性的表达，但辞书中对此均没有描写。“整整”甚至还可以同时表示

客观量和主观量。因为“整整”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整”，似乎可以说前者的

语法化的程度高于后者。区分客观量和主观量的主要依赖语用的条件，即看数量

词表示的量是确量还是约量或虚量，此外还要看量词所表示的量是离散量还是连

续量。本文还对“整”和“整整”与数量词共现时的功能上的差异也进行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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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数量词是由数词和量词构成的，但并非所有的语言中都有量词。现代汉语中量词

非常发达，但先秦时期的汉语中的量词的种类就很有限。有的学者认为原始藏缅

语没有量词。参见李宇明 2000 （30-31 頁）。

2） 详见陈小荷 1994、李宇明 2000 （74 頁）、杨凯荣 2002。

3） “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的说法最早见于陈小荷 1994。

4） 例�（1） -�（3） 引自李宇明 2000 （111 頁）。

5） “匹”本身并非表示离散量，但它在该句中表示裁开的布料，所以姑且视之为表示

离散量。

6）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98.htm。

7）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中没有收录“整整”。

8） 该词典的“整整”的条目中还有动词的用法，因与“本文”的主旨无关，故省略。

9） 参见马真 1981。

10） 李宇明 2000（157 頁）也指出“整整”不能插入数词和量词之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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