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 。 文中存在的錯漏 · 概由作者負責 。

柏 · 吳袖章 · 史秀菊 · 羅自群等先生提出意見 · 春稿人也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 · 在此 一 併致

念暨第五屆官話方言國際學術研討·
·

上報告 (2 00 9 . 10 . 24 - 2 5 · 開封 ) ， 蒙劉丹青 · 趙日新 · 到祥

泉 · 劉承慧 · 王锦懸等先生的報告對本文的修改亦多有啟發 。 第二 稿 在
"

丁聲樹先生百年誕辰紀

(2 0 0 9 . 0 8 . 2 6 - 2 8 · 台北 ) · 蒙柯理思 · 吳福祥 · 董秀芳 · 菌素英等先牛提出意見 , 蔣紹愚 · 魏培

究所主辦的
。

漢語
'

趋向詞
'

々歷中與方言類型研討·暨第六屆海峡兩岸語法史研削国ド 上報告

本文第一 稿曾請柯理思先生春関 ·
二 稿曾請劉勛寧先生審閱 。 第一 稿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上 · 下 · · · · · · · D 2
一 來 · 去 , D 12

一 上來 · 上去 · · · · · · · L o c (ı. o c a t iv e )
- 處所成分 。

為了表述簡便 ， 本文使用下列代碼 ：D (D ir e c tio n a l v e rb )
= 趨向動詞 · D ,

一

引用文獻 。

言及山西興縣的材料 , 部分為筆者調査 , 部分由黑維強等先生提供 , 其他語料見

語後的語法化過程和機制進行討論 。 神木話的材料由作者親自調査 , 其他陝北方

較 。 其次將方言的共時現象與近代漢語研究成果相結合 , 封神木話趋向動詞作補

移的用法和分布進行描寫 · 分析 , 加之與陕北 · 山西晉語和關中話 · 普通話的比

陕北神木話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很有特點 。 本文首先對神木話趋向動詞表位

1 . 引言

關鍵詞 晉語 , 神木話 , 趋向動詞 , 位移 , 語法化

。

起
"

則有表起始體 · 可能 · 時間 · 虚擬等用法 。

的賓語 。 在作趨向補語的基礎上 ,
。

上 · 下 · 開 · 開來
"

演化為體標記 ,

嘞
。 。

V + 不 十 得 + 去
。

； 趨向動詞有方位詞化的用法 , 可充當介詞
"

往
"

能式是
。

V + D 十 嘞
.

V + 不 + D
"

， 但
"

去
"

須用
"

V + 得 十 去 十

+ D t + 0 + D 2

。 。

來 · 去 作補語的格式是
-

V 十 得十 D 2

"

； 趋向補語可

D r2 + L o c
。

格式 ；動 趨 式 帶 賓 語 的 首 選 語 序 是
"

V + D
1 2

+ 0
。

, 其次是
"

V

L o c + ( D 2 ľ V + D  1 + L o c + ( D 2Y , 作連動式前項還有
。

D  
1 2

+ L o c

-

V +

北神木話趨向動詞表達終點位移事件的格式是
"

D 2 + L o c
-

D 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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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 。

。

開來
。

是例外 · 它的意義高度虚化 , 不能作調語 , 只能在動詞後表示位移方向和起始義 , 詳見

關於神木話輕聲的設音和條件 ， 請参看邢向東 (200 2 :1 3 4 - 154) 。

制 ， 可以用於已然句和未然句 。
2

例如

去 · · · · · ·

"

等用法十分自由 · 可以獨立作謂語 , 也可構成連動式等 , 時間上不受限

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可以單獨充當謂語 。 其中 , 來 · 去
。

和
"

上來 · 上

3 . 1 趋 向 動 詞 單 獨 作 謂 語

3 . 神木話趋 向動詞表位 移 的 用 法

動詞中讀輕聲 · 不送氣聲母 W ? 
O
】

。
'

合趨向動詞中讀輕聲 【IE  
O

] 。
"

去
·

單用時讀入聲 · 送氣聲母 ぼ 玓 ， 在複合趨向

從讀音看 ,
。

\ 單用及在
°

出來 · 起來 · 開來
"

中讀陽平 [ıE  
4 4

]
， 在其他複

北晉語的普遍特點 。

別指
一

回到家裡\ 和
。

(走 ) 進家裡來
。

根據語境不同而有不同 。 這也是陝

者是更地道的方言用法 。 相應的
"

回來 · 回去
。

也有兩個意思 。 如
"

回家來
"

分

神木話的
。

回
。

有兩個意思 , 其 一 與普通話
。

回
。

相同 ， 其二 指
。

進
。

後

這是晉語方言的共同特點 。

就詞表來說 , 神木話趨向動詞的特別之處在於有
"

起去
"

沒有
。

開去
。

。

聲兩讀 。

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讀音見 〈表 1 〉。 其中
。

來
。

因前字聲調而有陽平 · 輕

2 . 神木話的趋 向動詞

邢 向東







5 6 9

替換 ；第 三 · 偏正結構的
。

來/去
。

後
一 般不帶賓語 , 述補結構的

"

來/去
"

後則可曾表人 · 動物

移動詞 ；第 二 · 偏正結構中的
'

【ıa p 】

"

可以用
'

上
'

替換 ， 述補結構中的
一

【ta ? 丁 不 能 用 其 他 詞

一
· 說話時 , 偏正結構須重讀充當狀語的位移動詞 , 目的是強調動作方式 · 述補結構不能重讀位

因此 , 神木話的
。

V 位 · 十 【ta ?  
O
】十 D 2

"

結構是同形異構體 ， 有歧義 · 兩種結構的區別是 ：
第

了 ?
"

' " 上 去 · · · · · ·

·

。

権拉了 。
"

這時 ·
"

【la p 】

"

可用表示動作方式的
°

上
'

替換 · 如前兩例可以說成
"

你咋價走上來

當 · 例如 ：

二你咋便走 怬玓 來了你怎麼走着來了 ?
° "

趕緊跑 怬门 去 N a ť 】
, 不敢營誤了快跑着去 ·

別

。

來/去
"

是中心語 , 不重讀 。 其中的
"

【ta司
"

相當於北京話的
。

著
"

， 也許記作
°

地 更恰

一

V 位 · 十 【ta玓十島 二也可能是偏正短語 · 這時
。

走/跑
"

等充営狀語 , 表示行為的方式 · 要重讀 ，

(30 ) 投 走 得 去 【k  
h  

? デ】大柳塔就黑 了等走到大柳塔天就黑 了 · 未然 旬 。
°

待得了呢 。

(2 9 ) 一 下跑得去 叶 ? ?  
4
] 四 個 人 , 那些哪 能伺 應 下角 - T 子 女 了四 佣 人 ·

他 们 怎1* 招

(2 8) 那 和 尚 一 下倒 [ts o  
5 3

]跑得來 【1E  
4 4

] T 邡傢移 一 下子 就跑 來 了 。

(2 7 ) 北 面個 [k u o  
O

】走得來 [IE
《

】ー 個人 北面走 遇 來 一 個 人 · 表示正 在 走 來
。

音 。 例如

語 ， 或帶處所賓語充當連動式前項 。 其中補語
·

來 [IE  
4 4  

V 去 障
h

? ?  
4

]
。

讀語法重

逛l《 等 後 面 , 而要用助詞
·

得 [t? ?  
O
】

·

連接 。 動趨式後面可以帶當事賓語作謂

。

來 · 去
"

充當趋向補語 , 不能直接置於位移動詞
"

走 · 跑 · 刮 【k u a  
2 "

】跑 。

3 . 3 . 1
。

來 · 去
。

作補語

下 · · · · · ·

。

和
。

上來 · 下來 · · · · · ·

。

， 動趨之間不能加
。

得
"

, 補語不讀語法重音 。

"

來 · 去
。

動趨之間必須加
。

得
"

補語讀語法重音 ；另
一 類是

"

上 。

趋向動詞作補語時 , 不論結構形式還是讀音形式 , 都可分為兩類 一 類是

3 . 3 趋 向 動 詞 作 補 語 及 與 賓 語 的 位 置 關 係

不能用
。

介十L o c + D
。

結構 ， 後者只能用這種結構 。

這樣 , 在神木話中 , 表位移終點和位移源點的方式正好形成互補關係 。 前者

(2 6 ) 那 些 倒 its a  
5 3
】朝從 溝 裡 出 來 了 他们 已經 出 了溝 T °

(2 5) 我 朝 從 大 柳 塔 來
。

出現的 , 如
。

起床
。

在地道口語 中的說 法 是
。

起
。

。 例如

陕北神 木 話 的趋 向動同 及 其 語 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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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 往 開 樾 扯 往 開 滾 過 ： 往 過 抬 往 過 拆 拿

回 往 回 走 往 回 開 起 ： 往 起 擱 往 起 站

進 ： 往 進 搬 往 進 走 出 ： 往 出 抬 往 出 掏

上 ： 往 上 贴 往 上 抬 下 ： 往 下 刮 往 下 扶

來 ： 往 來走 往來搬 去 ： 往 去 走 往 去 搬

神木話的趋向動詞也可在
"

往
。

的後面表位移的方向 · 終點 。 如

語 。 如
。

往南走
。

往東面拐
.

往家裡搬
。

往高處抬
。

等 。 値得注意的是 ,

"

往
"

是表示位移方向 · 終點的介詞 , 其後常常介引方位詞等表方所的詞

3 . 5 趋 向 動詞 的 方位 詞 化

統性抵制了來自其他動補式 · 動趨式的類推力量 。

置互補 , 如果可能式刪除
"

得
。

就會打破這種格局 。 可以認為 , 內部結構的系

動詞時必須讀 阳玓 , 而作補語的
。

去
。

讀 [k
h

?旳 ， 其讀音 · 功能平行對立 ， 位

式為什麼不和
°

來
。

及其他趋向動詞同步 ， 可以解釋如下 ；神木話的
。

去
。

緊跟

化 · 刪除了其中的
。

得
"

但
。

去
。

仍然保留了原來的格式 。 至於
。

去
。

的可能

來
"

的早期形式也當是
"

V 得 來 嘞
· V 不 得 來

。

後來受結果補語可能式的同

的可能式是
。

V 得 去 啊 / V 不 得 去
。

這兩種格式的存在表明 ,
。

V 來 嘞
· V 不

第二 , 神木話
。

來/去
。

作補語構成的動趨式是
。

V 得 來 /V 得 去
一

去
。

出來呢
"

等 , 可以證明末尾的
。

嘞
。

表斷定語氣 。

做不好 ) 相 一 致 。 如果把這個補語
。

硬譯
。

成普通話 , 神木人會說
。

拿來呢 · 掏

判斷的方式表示可能 , 與結果補語可能式的表達方式 (吃完呦 /吃 不 完 ；做 好 嘞

第 一
· 趨向補語可能式的肯定形式

-

V 來 嘞
.

V 得 去 啊
。

當是用表肯定
根據以上情況 , 我們可以作兩點分析

因此 ，
"

去
。

和其他趨向補語在帶不帶
"

得
。

上處於不平衡狀態 。

改霞自得去吗 ?

(5 6 ) 你 能 把 改 霞 勸 得 去 不 你能耙 & 霞 M 得 去吗 ? / 你 把 改 霞 勸 得 去 勸 不 得 去 你 能把

(5 5 ) 這 孩 伢 兒 真 兒 拗 住 T , 死下也 哄 不得 去 這孩子今 天拗 & T ,
好 歹 都哄 不去 。

(54 ) 捆 成
一 捆捆就背得去切相成 一 招 兒就背得去 。

(5 3) 我
一 個人 就 柚 【n ?  

2 "

】得去嘞我 一 * 人 就扛得 去 。

時 ， 由於音節的關係 , 否定式和反復問中將賓語放到後頭的頻率極低 。 例如

陝北神 木話 的趋 向動词 及 其 語 法 化



6
柯 理 思 (2 0 0 9 ) 對 官 話 中

"

往十回 /起 /出 十V 的 用 法 作 了 系 統 的 調 査 ， 並討論了其形成過程 · 她

是一 種由動而靜的演化方式 。 陕北 · 關中方言都存在同類現象 。
6

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 , 反映了語言中事物的位移與其所處的方位之間的相通性 。

兩可分析的現象 , 正是導致說話人將趨向動詞重新分析為方位詞的橋樑 。 神木話

往上瞅 等 [- 位移]動詞作謂語時 , 就只能分析為方位詞作介詞賓語 。 這種能作

一

往上頭走 · 往上頭爬 · · · · · · 即方位詞作介詞賓語 , 而
°

往上看 · 往上瞭望 。

來走/往 上去爬
。

等 , 應看作趋向動詞方位詞化後作介詞賓語 · 但也可以說成

往上爬 · 往上挪 · 往上拿 · 往上擱 · 往上放
。

後頭可以加
°

來/去
"

變成
"

往上

。

往
。

後頭 , 動詞表示 【+ 位 移 / + 致 移 】時
, 可以進行兩種分析 , 如 往上走 。

特點 。 由於
。

上 · 下
。

同時屬於趋向動詞和方位詞 · 所以 , 當
"

上 · 下
。

放在

可以說 , 神木話中發生了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 , 即趨向動詞具有了方位詞的

往裡頭走 往外前外城走 往 左 面 挪 往 右 面 挪 往 前 面 挪 往 後 面 椰

往外走 往裡走 往前神 往後挪

在充當介詞
。

往
。

的賓語這一 點上 , 趋向動詞非常像方位詞 ， 請比較

(60 ) 真 兒今天 的 風 不 大 不 小 , 好 好 兒往起 去放 風 筝 。

(59 ) 把 腿 往 開來挪 給 下 兒 , 把人 卜爛 得 把ı巨佳 一
i t挪* · 胖人哪 !

(5 8) 把 腦 往 起 抬 , 撐成近視眼著也抬起頻來 ·
小 心 把 眼 睛看成近视眼

(57) 那 裡 都 拾 掇 好 T , 能往去搬 丁能撤 去 T °

以外的任何句類 。 例如

中出現 。 其中單音節詞的出現頻率更高 。 它們在句子中充當狀語 , 可用於感歎句
從以上各例可以看出 , 所有趨向動詞都能在

"

往十D + V [+ 位 移
· + 致移】

。

格式

遇去 往過去挪 往過去拆 拿

起去 往起去放 往起去舉

回 去 往 回 去 走 往 回 去 拿

出去 往 出去搬 往 出去斷趕

進去 ：往 進 去 擂 往 進 去 斷 趕

下去 ：往 下 去 拿 往下去溜 出ı

上 去 ：往 上 去 舉 往 上 去 抬

往過來擠

往開來想

往起来坐

往 回 來 勸

往 出来拆拿

往進來糯桶 · 忡

往下來淄 出溜

往上 來抬

過來 往過來挪

開來 ：往 開 來 搬

起來 ：往 起 來 抬

回 來 往 回 來 抬

出來 ；往 出 來牡

進來 ：往 進 來搬

下 來 ：往 下 來抬

上 來 ：往 上 來拿

邢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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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意味比
"

實現
"

強 。

本區別在於 ·
"

上
。

表示的是非完整體 ，
°

了
。

屬於完整體 。 劉先生指出 ,
。

遵蚩じ 的功利性 。

前我們認為 ,
。

上
"

可以歸入
。

達成體
。

， 了
。

應為
°

實現體
"

的標記 。
一

上
"

與 了
"

的根

記 ·
2 0 0 9 年 9 月 ， 趁劉先生到陕西師大講學 · 筆者曾就道一 點向劉先锋請教 · 經過反復推敲 , 目

因為我們將
。

上
。

所表示的語法意義歸納為
°

實現
"

， 所以暫時將動詞後的
"

了
°

歸入完成體標

9
筆 者 在 《陕 北 晉 語 語 法 比 較 研 究 》 中 , 表示赞同劉勛寧先生關於

一

了
'

為實現儘標記的歌點 ， 但

題的討論 , 本文不嚴格區別結果補語和動相補語 , 統稱為結果補語 。

8
在

。

上
。

和 二下
。

的虚化用法中 ， 還應分出結果補語和動相補語兩個階段 。 為了不影響對主要問

一

出贸
'

吃出/吃不出 (蕎麺吃不出 , 軟米吃不出) · 蒸不出 · 煮不出 。

究生不 ? 而著還說不上著嘞現在遮阳脫 。
。

估起
"

表示
"

算起來
"

： 估起也不算貴 ·
°

出
"

引申指

描寫 。 略舉數例 ：

二脱不上
'

表示
"

有可能 · 輜ざ 這事情還說不上能行嘞 。 真年今年能 考 上 研

7
神 木 話 的

。

起 · 出· 等 有 許 多 引 申 意 義 ， 本節主要討論語法上的引申用法 · 對意義上的引申不作

以道樣用的趋向動詞有
°

回 · 起 · 進/出
'

幾個 · 西北方言中能夠進入該格式的趋向動詞更多 。

將這類格式與
°

往十方 位 詞 十V
。

格式合稱為
。

副詞性成分
"

。 柯理思的調査結果是 · 官話中可

間 , 表示這個行為的達成 。

或形容詞之後 , 表示開始並繼續 , 附著在非持續動詞和名量 · 時量 · 動量賓語之

態已經出現 , 但還未結束 ；或 在 量 上 達 到 了
一 定的程度 。

。

上
。

附著在持績動詞

"

達成體
。

。
9

所謂
°

達成
。

是指動詞 · 形容詞短語所表示的動作 · 行為 · 狀

由作結果補語進 一 步虛化 , 上
。

可以在動詞 · 形容詞之後和動賓之間表

(64 ) 你 和 我 大 相 跟 上 你和我爸 一 起走 。 /我們 兩個 相 跟 不上 我们俩走 不到 一 起 。

到你分家產 目

(63) 這 下 咋 也 挨 上 我 了這下大概 * 到我 了 。 /再 咋也 挨 不 上 你 分 家產 無* 如 何都 輪 不

(62 ) 這 搭 兒 晚 上 太 陽 嘞 這兒能照得到太陽 。 / 這搭 兒曬 不上 太 陽 這兒照 不到 太陽 。

(6 1) 则麼 吃 上 好 水 了地算吃到好水 了 。 /動 彈
一 天幹 一

天 活 兒連 顿 飽 飯 也 吃 不 上 。

同而有
。

達到 · 到 · 住 · 過
。

等意思 ， 可以歸納為
。

達成
。

義 。 例如

"

上
。

除了表位移外 , 還可表結果 , 且能構成可能式 。
8

根據前面動詞的不

4 . 1
。

上
。

的语法化

語法化 , 其結果 · 路徑都與普通話有一 定的差別 。

"

上 · 下 · 起 · 開 · 開來
。

等充當補語以後 , 在神木話中發生了程度不同的

4 .

。

上 · 下 · 起 · 開 · 開來
。

作補語後的語法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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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歧義 。

1o
上 兩 例 是 就 字 面 來 分 析 的

· 責際口語 中 · 根據
"

上
"

的讀音輕重 · 一 般能夠區分 a · b 兩 義 · 不

過重新分析 。

上面幾例的兩重解釋 , 反映出
。

上
。

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達成體標記 , 曾經

(6 8) 陪 我 們 尋 上 [ā  
O
】三 個 人 就 夠 了替我们班三 個 人 就 角 T

。 (未然句 , 表達成體 )

(6 7 ) 我 們 一 共尋上 [师
5 3

]三 個 人 我们 一 共找到三 個 人 。 ( 已然 甸 , 表結 果 )

體
"

一 種理解 。
1 o

再如

。

我們還沒領上補貼來嘞
"

。 如果說
。

我們領上補貼多時了
"

也只有
"

建成
貼

。
。 b 義 指

。

我們開始領補貼了
"

但現在是不是拿到手可不 一 定 , 否定式是

a 義指
。

我們領到補貼了
。

即補貼拿到手了 , 否定式是
。

我們沒領上補

(66) 我 們 領 上 補 貼 了 。

受上免費醫療了 。 神木人享受上免費醫療三年 了 。

指明時間 , 或動詞後帶數量賓語 , 則只有
。

達成體
。

一 種理解 神木人 0 9 年 享

素 , 即在 一 定時間範圍內事件進行的狀態 , 而這正是體 意義 的反 映 。 如果句子中
詞 , 可勉強對譯為

晶

呢
。

。 ) 。 從否定句可以看出 , 表 b 義 時 句 子 強 調 時 間 因
人還沒享受上免費醫療來嘞神木人沒有開始享受免費国鬧摩尼

。

(來嘞 ：先事時助詞十語 氣
療

。

， 不強調時間性 。 b 義 指
。

神木人開始享受免費醫療了
。

, 否定式是
。

神木
a 義指

。

神木人享受到了免費醫療
。

, 否定式是
。

神木人沒享受上免費醫

(6 5) 神 木 人 享 受 上 免 费 醫 療 了 。

譯 , 是達成體標記 。

是結果補語 ；b 義 的
。

上
。

則找不到合適的詞對譯 , 只能用
"

開始W · · · · · ·

。

翻
義 。 如下面兩句話都有 a · b 兩 種 理 解 。

a 義的
。

上
。

可用普通話
。

到
"

來對譯 ,
達到了 一 定的結果 , 且賓語不表數量時 , 就可能有兩種分析 , 甚至可能造成歧

由於
°

上
。

表結果和表達成體之間是漸變關係 · 所以當句子表示某件事已經
如

。

踢上兩腳
。

讀 【th iā  
4 53 

h ā
2 1

崞 i? デ】,

。

要上麻架
·

讀 [şu a ā  
2 15 

m a
《

你 ia
s 3
】。

在動 · 賓之間最弱 , 音節獨立性最差 , 有時僅在前音節上增加
一 個模糊的 [ā ] 。

發生弱化 , 聲母變為 [x ]甚至脫落 , 讀 [x õ  
53

- x ā
o

- 的 ， 緊緊黏附在前字後頭 , 其中
這時 , 其讀音有明顯的變化 作補語時讀 【于ā

53
】, 一 般不輕讀 。 作體標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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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這麼 大 一 孔 京能卖 【げ
ー

】下十個人 会 這麼大 一 孔 X i网 , 住得下十個人 · / 家

洗不下跑不掉 。

(8 1) 我 拿搓 极 兒 硬 把 狗 的 流 下 了我用搓板生生把它洗掉 了 。 / 油腻 太厚 T , 洗衣機

定的可能式 。 例如

一

下
。

作補語讀 [x a  
5 3

】。 由作趨向補語引申為結果補語 · 可以構成肯定和否

4 . 2
。

下
。

的语法化

"

V 上 十的
"

短語

謂語 一 -Þ 趋 向 補 語 ー ト結 果 補 語 一 + 達 成 體 標 記 一 Þ
。

V 上 表方式

"

上
。

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達方式 , 或用
°

開始
。

等詞彙手段代替 ， 或譯成
"

著 · 了
。

或乾脆譯不出來 。

由於普通話沒有達成體標記 ， 因此翻譯神木話的
"

上 時頗難找到合適的表

的正是達成意義 。

上的 ) · 誇上的 (沒個誇上的 )
。

等 ， 上
。

的作用仍然相當於 一 個後綴 ， 表示

"

說上的 (沒個說上的 ) · 做上的 (尋個做上的 · 沒個做上的 ) · 罵上的 (沒個罵

上 + 的
。

表示
"

可V 的
"

可用於肯定式和否定式 , 但以否定式更常見 , 如

由達成體標記引申出的另一 種用法是 , 構成類似熟語的
"

的
。

字短語
。

V 及物

(80 ) 跟 上 ：最 好 人 , 出好人 , 跟 上 師婆 會 跳 神 * 著巫 婆 會 跳 神
。 (諺語 )

(7 9 ) 提 上 ：提 上 根 棍 子 去 哪 去 也 提 著根 棍 子要 去 哪 兒 ?

(7 8) 哄 上 ：哄 上 数 做 營 生 哄 著 戛 幹 活 兒 。

(7 7 ) 聽 上 ：聽 上 口 【n 让
2 "

】你哥 哥 甚 也 閘 不 好 聽你哥哥的話什麼łı【* 不 成
。

如

分 , 相當於普通話的
。

著
。

。
-

V + 上
。

充當連動式前項 , 表示後項的方式 。 例

在達成體標記的基礎上 ，
°

上
。

又可粘附在及物動詞上 ， 成為類似後綴的成

如例 (7 3) 。

它們是時間上的
。

中性句
。

, 只表示 一 般的事情或道理 , 並不強調已然和未然 ,

盾才被中和 。 有的句子離開具體的語言環境難以判斷是已然句還是未然句 ， 其實

句話說 , 只有在未然句中 ，
°

上
。

的達成義同
。

V 【持績】十 O 【+ l t量 】

。

的有界性的矛

都無所謂
。

有界還是無界
。

, 這就與
-

V t 持績】十 O t+ 微 量 】

"

的有界性不矛盾了 ·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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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 ) 這 孩 伢 兒 總 算 把 奶 糖 開 來 了這孩子地算《 T 奶 ? 。

(12 8 ) 英 语 我 扔 開 丢 開 多 年 了
。

(12 7 ) 把 這 個 麻 袋 拆 開 來 , 放在 這搭 兒 累事的把這個麻 袋拿開 ,
* 在这里费 事呢 。

(12 6 ) 我 們 趕 緊躲 開 了 。

義的音節 。 例如

手段是用
"

開來
"

其用法與
"

開
"

相同 , 來
"

的意義完全虛化 ， 像 一 個不表

配 。 有的句子中意義比較抽象 , 但還沒有脱離位移義 。 口語 中更 常見 · 更自由的

"

開
"

可以充當趋向補語 , 表示分開 · 離開 , 能與 [+ 位移】[+ 致 移]義動詞搭

4 . 4
。

開 · 開來
。

的語 法化

動詞 (開始義 )

ー ト 單 句 末 表 虛 擬

起始體標記ー ト 時 間 義 ー ト 虚 擬 義 ー ト 話 題 標 記

趋向補語 ー ト 結 果 補 語 一 Þ- 有能力義ー ト ( 沒 ) 有 可 能 義

一

起
。

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乙 要 不 是 起 就不是 !

(12 5 ) 甲 你 這 不 是 吹 动 吧 你这別是吹牛吧 ?

乙 要 不 是 起 你胡说 !

(12 4 ) 甲 天 天 坐 在 炕 上 就 等 得 吃 喝 就等著吃 !

乙 ：要 敢 跳 起 怎廢 不 敢 !

(12 3 ) 甲 ： 這 麼 高 圪 楞 土 楞 你 不 敢 跳
。

定的熟語性 , 例如

擬 十 反 問
。

的複合語氣
"

(邢向東 2 0 0 7 :1 0 2 5 - 104 1 ) 。 其中
。

要不是起
。

已帶有
一

掉 , 直接用
"

起
。

煞尾 , 構成虚擬句 。 這時句子的語氣十分強烈 , 實際上是
"

虚

另 一 方面 , 在對話中與人爭辯 · 反駁對方時 , 說話人將
。

起
。

後面的話隱含

陕北 神 木 話 的趋 向 動词 及 其语 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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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冷了
"

。 可見 ， 普通話的
。

A + 了
"

其實包含了
"

狀態已經建成
"

.

"

狀態

可不 一 定 。 有趣的是 , 把
"

天冷上了
"

和
"

天冷下了
"

翻譯成普通話 , 都只能說
冷下了

"

意為
"

天比前幾天冷了
。

, 突出的是狀態的塑化 , 但絕對氣温是不是低

意思是
"

天冷
"

的狀態開始出現 , 氣温低了 · 但沒有跟前幾天比較的意思 。 饫

女方確定關係 , 訂婚了 ,

"

下
"

表示
。

說婆姨
"

的結果已經成就 。
"

天冷上了
"

表示
"

說婆姨
"

的行為已經開始實施 ， 但未有結果 ；
"

說下婆姨了
"

意為已經和

的例句體現出來 ：
"

說上婆姨了
"

意思是開始找對象了 , 但還沒有訂婚 ·
"

上
"

4 . 5 . 1
"

上
"

表建成體 ,
°

下
"

表完成體 , 其語法作用的區別 , 可以通過下面

4 . 5
。

上 · 下 · 起 · 開/ 開來
。

作體標記 的 區別

一 一 伽 起 始 體 標 記

謂語 一 一 伽 趋 向 補 語 ー ト 結 果 補 語

"

開/開 來
"

的語法化軌跡可圖示如下

建空間上和時間上的間\ 同樣用
"

離 · · · · · ·多遠/多長
"

一 樣 。

種動作 · 狀態開始 , 因此可以用本義為離開的詞隱喻時間上的起始 。 正如人们表

看 , 空間上某 一 物體與另
一 物體分離 , 相當於時間上 一 種動作 · 狀態結束 , 另 一

"

開 · 開來
"

的起始體用法 , 應是直接由趋向補語引申出來的 。 從人的認知

(13 6 ) 内 蒙人 一 喝酒就唱 開來 了唱起來 T 。

(13 5 ) 剛 オ 還 睛 睛 兒 的 個 天 , 镜下倒下開來 了R T 就下起 來 了 。

(134 ) 天 剛 暖 了兩 天 ,
又 冷開了又 開始 冷 了 。

(13 3) 孩 伢 兒 又 嚎 開 T * 子 x 建起 來 T 。

用法是
。

離開
。

義的引申 。 當屬起始體標記

"

開 · 開來
。

還能在動詞 · 形容詞之後 , 表示動作 · 行為 · 狀態的起始 , 該

(13 2 ) 人 老 T , 爽利聽不開話 了 。

(13 1) 這 下 解 【x E  
5 3

】開了望 T 。

(13 0 ) 事 情 都 說 開 來 了 ,
以 後就好好過 日子 吧 。

例如

它们放在意義比較抽象的動詞後作結果補語 , 表示
阴

解脱 · 明白
"

等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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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p e c t m a rk e rs  in  s o u t h e a s t e r n  d ia l《 ts].  D o tıg c i d e  n  動詞的體 【Á jp e c t o f

L iu }  D a ııq in g (劉 丹 青). 199 6 . D o n g n a ıı fa ııg y a ıı d e  tim 8 o  b ia o ji 東 南 方言 的 體 貌 標 記

P re s s .  (In  C h in e s e )

語法化 【G r a m m a llc a tiz a lio n  q f D 加 c l io n a l V e r b s  in  m 加 e s e l. S h a ııg h a i：X u ie l in

L ia iıg , Y iııfe n g (梁銀峰)， 2 0 0 7 . H \ 如 鲫 D o n g c i d e 舉 概 漢 語趨 向動 詞 的

語文 2 0 0 ı.  5 4 2 8 4 3 8 .  0 n  C h in e se )

c o n s m ıc tio n s  in v o lv in g  d ire c tio n a ls  in  th e  J iz h o u  d ia l《 t].  Z h o n 8 g u o  X t w e n  中國

z h o u
。

y ile i d e  g e s h i 河 北冀州方言
。

拿不了走
"

一 類的格式 【P o te n tia l

L a m a ıT e , C h r is t in e ,  a i ıd  S h u e  L iu  (劉 淑 學 ) .  2 0 0 1 .  H e b e i J iz h o u  fa ııg y a iı 
"

n a
- b u - lia o -

C h in e s e )

in  C h in e s e , A u g u st 2 1 - 2 3 ,  2 009 .  S h a ııg h a i : S h a n g h a i N o m o a l U ııiv e r s ity .

c e ııtu r y ].  P a p e r  p t e d  a t th e  5
0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n f e r e ııc e  m  G ra m m a t ic a liz a tio ıı

d i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d v e r b ia l c o m p o s itio n  lik e
'

V a ııg  +  
p r e d ic a te  (liy

'

s in c e  1 8
16

fa z h a n 十 八世 紀以來
°

往 十 謂 詞 ( 裡 )
。

式副詞性成分的發展 ľ r h e

L a m a r r e ,  C h r is t in e .  2 0 0 9 .  S h ib a  s h iji y ita i 
"

w a n g  +  w e ic i oir  sh i fu c ix in g  c h e n g f e n  d e

T a iy u a n  X iw a iıg  P r e s s .  C h in e s e )

勤 ヴiu 晉方言研究 【鈿 鹰e 8  o o 月 n  D i口te c ts】， e & by  Q lıa n s lıe n g  Q i島o , 2 15 - 2 22 .

D ire c t io n a r y  C o m p le m e n t +  L o c a tio n  N o u n
"

o f n o r th e n ı d ia le c ts】.  J in  F an ıg y a m ł

g e s h i 北方話的
°

動詞 十 趨 向 補 語 十 處 所 名 詞
"

格式 【T h e  fo rm  
"

V ler b +

L a m a rr e ,  C h r is tin e .  2 0 0 8 .  B e ifa n g h u a  d e
"

d o n g c i +  
q u x ia ııg  b u w  

+  C h  m in g c i
"

C h in e s e )

is s u e s  o f  d ir e c t io n a ls ].  C o n te m p o r a ry  R e s e a n c ll in  M b d e m  C h e s e  5  : 1 - 18 .  (In

問題 [rh e  lin g u is tic  c o d in g  o f  m o tio n  e v e n ts  in  C h in e s e  a n d  a  g lim p s e  in to  th e

s h u q u s h i d e  jig e  w e n 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 ― ― 兼論述趨式的幾個

L a m a rre ,  C h ris tin e .  2 0 0 3 .  H a iıy u  k o n g iia n  w e iy i s h ijia n  d e  y u y a ıı b ia o d a  jia iılu n

19 9 5 .  4 2 6 7 - 27 8 .  (ln  C h in e s e )

p o te n tia l c o n ıp ıe m e n t in  C h in e s e  n o r th e n ı d ia le c ts].  O n g g u o  Yu w e n  中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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