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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了 十

趋
”

所在的句子一般用于过去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也有一些用 于将来发生的

动作或情况的
,

本文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考察了这种结构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
况时的限制条件

,

并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论证了
“

动 + 了 +
趋

”

中
“

了
”

的性质
。

另外
,

文章

还从类推
、

认知等角度探讨了
“

动 十 了 十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基本上退

出了现代汉语的原 因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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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现代汉语中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一般用于过去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例如
:

1) 张全义这才踏踏实实躺了下来
。

(皇
,

4 04 页 )

2 ) 后来他听见爷爷和奶奶吵了起来
。

(刘
,

9 页 )

3 ) 咱 11 ”

自己的慰问电已经打了出去
。

(文 10
,

56 页 )

4 ) 却只见影儿从篱笆根下扒个窟隆钻了出去
。

(刘
,

5 4 0 页 )

以上各例的
“

躺了下来
” “

吵了起来
” “

打了出去
” “

钻了出去
”

都表示动作或情况过去已经发生
。

但
“

动 +
一

了+ 趋
”

所在的句子也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例如
:

5) 来人哪
,

搀了进去
,

夫人到了
。

(文 11
,

2 13 页 )

6) 王兴
,

扒了他的袍子
,

赶了出去 ! (文 1 1
,

21 1页 )

7) 等你姑夫回来
,

你跟他要一块钱
,

给你叔父买些东西给他送了去
。

(经 1
,

73 页 )

例 5)
、

6 ) 的
“

搀了进去
” “

赶了出去
”

都是祈使句
,

显然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例 7) 虽然不是

祈使句
,

但根据语境也同样可以看出
“

送了去
”

也是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L Z 现代汉语中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是这种用法多见于二十

世纪 七十年代以前的一些语料中
,

不仅如此
,

语料中的
“

动 十 了 + 趋
”

用于将来发生 的动作或情况时
,

还受到一些限制
。

为了对
“

动 十 了 +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这种语法现象有 一个全面的认识
,

本文在立足于语料的基础上
,

将就下列问题展开讨论
:

1
.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

或情况时受到哪些限制 ? 2
.

“

动 + 了 + 趋
”

中的
“

了
”

的语法意义是什么 ? 3
.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

过去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现在这种用法基本上退出了现代汉语
,

原因何在 ?

.2 1 据我们初步考察
,

现代汉语中
“

动 十 了 十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要受到句法
、

语用等方

面的限制
。

2
.

1
.

1 从句法角度看
,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
,

动词一般为单音节的常

用动词
,

像
“

带
、

卖
、

请
、

叫
、

送
、

弄
、

端
、

关
”

等
,

双音节的动词很少使用
。



“

动 十 了 十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
,

其中的趋向动词存在着两个倾向
:

一是趋向动词多表示本义
,

例如
:

8) 我想
,

我请局长大哥把小东西带了去
。

(文 10
,

73 页 )

9 ) 无论如何
,

我也得把饭弄了来
。

(文 1 0
,

2 5 5 页 )

10 ) 只要你能明白抗战
,

把儿子送了来
,

我替你管教着儿子
。

(文 10
,

巧 6 页 )

例 8 ) 的
“

带了去
”

中的
“

去
”

表示的是本义
; 例 9 )

、

10 ) 中的
“

弄了来
” “

送了来
”

中
“

来
”

也都是表

示本义
。

但也有一些表示引申意义的
,

例如
:

川 而要把睡龙的朋友
,

… … 全要一 口吞吃了去
。

(文 10
,

338 页 )

12 ) 关了起来
,

马上把她卖了出去 ! (文 11
,

2 13 页 )

例 11) 的
“

吞吃了去
”

中的
“

去
”

是引申用法
,

并不表示
“

去
”

这种行为动作
,

其意义相当于
“

掉
”

。

例

12) 的
“

关了起来
”

中的
“

起来
”

也是引申用法
,

并不表示
“

使事物由低到高
” 。

不过
,

趋向动词表示引

申意义的非常少
,

二百多万字的语料中
“

动 + 了 +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一共 29 例
,

但趋向

动词表示引申意义的只有 2 例
。

二是趋向动词主要为
“

去
”

和
“

来
” ,

特别是
“

去
” ;
双音节趋向动词除了

“

出去
”

以外
,

还没发现

有这种用法
。

例如
:

13 ) 让日本人看见
,

也都得抢了去
。

(文 10
,

56 页 )

1 4 ) 一句话说到底
,

我们不能叫外人把会长拿了去
。

(经 1
,

58 页 )

巧 ) 都是你胡出注意 ! 可是你又没本事把他叫了来
。

〔文 or
,

2 12 页 )

1 6 ) 给他们五吊大钱
,

赶了出去 ! (文 1 1
,

2 3 8 页 )

在我们统计的 2 9 例语料中
,

趋向动词为
“

去
”

和
“

来
”

的一共 24 例
,

占总数的 83 %以上
,

其中
“

去
”

就占了 16 例
。

双音节趋向动词只有 3 例
,

而且全部是
“

出去
”

。

.2 L 2 从句型角度看
, “

动 + 了 十趋
”

所在的句子一般多用作祈使句
、

陈述句
,

基本上不用作疑问句
,

例如
:

17 ) 与我赶了出去 ! (文 1 1
,

2 1 1 页 )

18 ) 心正
,

路过诊所的时候
,

把欧阳小姐请了来
。

(文 10
,

2“ 页 )

19 ) 一路逃难
,

这条身子也许教日本人霸占了去
。

(文 10
,

29 页 )

20 ) 这又可以把从外乡来的王桂珍都减了去
。

(文 1 1
,

36 页 )

例 1 7 )
、

1 8 ) 的
“

赶了出去
” ` ,

请了来
”

所在的句子是祈使句
,

例 19 )
、

2 0 ) 的
“

霸占了去
”

和
“

减了去
”

所在的句子都是陈述句
。

我们统计到的 29 例语料中
,

祈使句 12 例
,

陈述句 12 例
,

疑问句只有 1例
。

.2 2 必须指出的是
,

虽然现代汉语中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是

这种用法多出现在过去的一些语料中
。

据我们初步考察
,

大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现代汉语中就存在
“

动 十 了 十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现在这种用法只是偶见于 口语中
,

书面语中已经基本上

不用了
,

这一点可以从语料中看得很清楚
。

笔者统计的二百多万字的语料中
, ① “

动 十 了 十 趋
”

用于将来

的一共只出现了 2 9 例
,

而且几乎全部是老舍先生作品中的句子
,

七十年代以后
,

一些北京作家的作品中

只发现 1 例
。

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

笔者曾就
“

动 + 了十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

况的句子向 18 位北京人作了一次问卷调查
, ②
调查结果如下表 (见表 l)

:

表 ,

句句 子子 能说说 不能能

扒扒下衣服
,

赶了出去 !!! 888 l 000

(((你 ) 路过诊所的时候
,

把欧阳小姐请了来 !!! 999 999

再再给他五块
,

给徐嫂带了去
。。

777 l lll

(((你 ) 看司令起来
,

把水端了来
。。

555 1333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被调查的句子不能说
,

虽然有些人认为可以说
,

但同时又觉得一

般不这么说
,

有 5 位还明确指出
,

老北京人爱这么说
。

这说明过去现代汉语中
“

动 + 了 十趋
”

所在的句

子确实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这种用法现在已经基本上退出了现代汉语
。

.2 3 既然
“

动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那么
“

了
”

的性质是什么呢 ?

.2 .3 1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中的
“

了
”

肯定不是
“

了 2
” ,

因为
“

了 2
”

一般用

于句末
,

而
“

动 十 了 十趋
”

中
“

了
”

不在句末
,

而在句中
,

显然不符合
“

了 2
”

的分布条件
。

从语法意义

的角度来看
, “
了 2

”

用在句末一般表示变化
,

而
“

动 十 了 + 趋
”

中的
“

了
”

并不表示
“

变化
” 。

.2 .3 2 从分布的角度来看
,

把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十趋
”

中的
“

了
”

看作
“

了 1 ”

也跟



现有的结论相矛盾
,

因为
“

了 1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
, “

了
”

所在的句子一般不独立成句
,

必

须有后续小句
,

表示前一动作实现以后再发生后一情况
,

或前一情况是后一情况的假设条件
, ③
而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常常没有或不需要后续成分
,

像例 5) 一 例 2 0 )
,

除了例 5)
、

10) 有后续成分以外
,

其他的都没有后续成分
。

尽管如此
,

但我们仍认为其中的
“

了
”

是
“

了 1
” ,

因为它表示的语法意义也是
“

实现
” ,

例如
:

21 ) 鲁四凤 药罐里还有点儿
。

周朴园 倒了来
。

周繁漪 (反抗地 ) 我不愿吃这种苦东西
。

周朴园 倒了来
。

(雷
,

41 页 )

2 2 ) 师长
,

死后要有抚恤金
,

你老分心
,

给我父亲寄了去
。

2 3 ) 到了后方
,

准得锯了去
。

(文 10
,

174 页 )

(文 10
,

1 7 2 页 )

例 2 1) 的
“

倒了来
”

是说
“

倒了以后再来
” ,

即在
“

倒
”

这个动作实现以后再
“

来
” ,

显然
“

了
”

表示将

来实现
。

例 2 2) 的
“

寄了去
”

是说
“

寄了以后东西才去
” ,

即在
“

寄
”

这个动作实现以后东西才
“

去
” 。

例 23 ) 情况类似
。

由此可见
,

当
“

动 + 了 十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
,

尽管趋向动词表示动作的趋向
,

但仍

具有很强的动作性
,

说话人在说话时
,

更多地着眼于其动作性
。

抑或说人们在说话时是把
“

动 + 了 + 趋
”

当作前后发生的两个动作来看待的
,

即
“

动
”

是一个动作
, “

趋
”

是另一个动作
,

前一个动作发生后
,

才

发生
“

趋
”

这一个动作
。

由于趋向动词表示引申意义时
,

其动作性消失了
,

因此它们出现在
“

动 十 了 +

趋
”

时
,

该结构所在的句子一般就不能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这大概就是语料中很少出现这样的

例证的原因
。

.2 4 既然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十 了 + 趋
”

的
“

了
”

也是
“

了 1
” ,

那么为什么
“

动 + 了 十趋
”

的使用条件不符合现有的有关
“

了 l
”

的结论呢 ?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

一是现有的结论没有什么问

题
,

只是因为
“

动 + 了 十 趋
”

所在的句子现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不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因此语

法学家在对
“

了 1
”

的语法分布进行考察时
,

就没有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
。

二是语法学家在对
“

了 l
”

的

语法分布进行考察的时候
,

忽视了
“

动 + 了 十 趋
”

所在的句子过去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现

在 口语中偶尔还这么使用的事实
。

.3 1 把现代汉语中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十 了 + 趋
”

中的
“

了
”

看作
“

了 1
”

还有历时的证

据
。

.3 2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

现代汉语中的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并不是现

代汉语新产生的语法现象
,

而是从近代汉语继承下来的
。

据陈刚 ( 19 87 ) 考察
, “

动 十 了 + 趋
”

最早出现

于宋代
,

在元代消失 了
,

从明代又出现了
。

“

只是在十六七世纪的作品中用
`

动了趋
’

式来表示当时出

现情景的都不太多
,

大都用来表示过去的或设想的情景
,

或用于命令句
。
”

例如
:

2 4 ) 他又不是我亲兄弟
,

赶了出去便罢
。

(《水浒
·

卷 4 9 )))

该例中的
“

赶了出去
”

就是用于设想的情景
,

即用于将来
, “

赶了
”

表示将来实现的动作
。

.3 2
.

1 为了比较详细地了解近代汉语中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十 了 + 趋
” ,

我们对 《水浒全传》

前八十回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
,

结果发现
“

动 + 了 十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并不多
,

八十回近 70 万字的语料中一共只出现了 19 例
,

一般情况下
,

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多用
“

动 + 趋
” ,

八十回中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用
“

动 + 趋
”

的一共有 147 例
, “

动 + 了 + 趋
”

和
“

动 + 趋
”

用于将

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比例约为 1 二7
,

例如
:

2 5 ) 你们不信
,

我和你上岭去
,

寻讨与你
,

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
。

(水
,

43 回 )

2 6) 不妨
,

不妨
,

我这两把板斧拿了去
,

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
。

(水
,

61 回 )

2 7 ) 哥哥
,

不怕他飞了去
.

(水
,

56 回 )

2 8 ) 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
,

却怎生迎敌 ? (水
,

40 回 )



2 9 ) 我且等军马退去
,

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
。

(水
,

59 回 )

3 0 ) 左右与我推去
,

斩讫报来
。

(水
,

71 回 )

例 2 5) 一 例 27) 的
“

扛了下来
” “

拿了去
” “

飞了去
”

都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而且趋向动词的前

面都有
“

了
” ;
例 2 8) 一例 30) 的

“

赶杀出来
” “

退去
” “

推去
” “

报来
”

也都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但趋向动词前面都没有
“

了
”

.

《水浒全传》 中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不仅少
,

而且也有很多限制
,

从语用的角度来看
,

多用于陈述句
、

祈使句
,

一般不用于疑问句
.

20 例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

趋向动词为
“

去
” “

来
”

的占了 16 例
, “

下来
” “

出去
”

各 1例
,

这说明
“

动 十 了 + 趋
”

所在的

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时
,

趋向动词主要是单音节的
“

去
”

和
“

来
” ,

双音节的很少有这种用法
。

《水浒全传 》 成书于明初
,

因此可以说明初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仍

不普遍
。

.3 .2 2 到了清中叶的 《红楼梦》
,

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

或情况的用例明显多了起来
,

例如
:

3 1) 我有一宗东西
,

你带了去罢
.

(红
,

7 回 )

3 2 ) 你若不嫌少
,

就暂且拿了去罢
。

(红
,

6 回 )

3 3) 过后我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
。

(红
,

28 回 )

3 4 ) 便向佳蕙道
: “

你替我取了来
.
”

(红
,

26 回 )

例 3 1 )
、

3 2 )
、

3 3 )
、

3 4 ) 的
“

带了去
” “

拿了去
” “

穿了来
” “

取了来
”

都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我们考察了 《红楼梦》 前八十回 (约 60 万字 )
,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

况的一共 87 例
,

其数量远远超过 《水浒全传》
,

不仅如此
,

趋向动词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

87 例中
,

趋向

动词为
“

去
” “

来
”

的 65 例
,

趋向动词为双音节的 22 例
,

虽然双音节趋向动词用得仍比较较少
,

但大部

分双音节趋向动词都出现了这种用法
,

其中
, “

出来
”

or 例
, “

出去
”

1例
, “

下来
”

2 例
, “

进来
”

2 例
,

“

进去
”

1例
, “

过来
”

3 例
, “

过去
”

1 例
, “

起来
”

2 例
,

这些双音节的趋向动词
,

一般都是表示本义的
,

但也有表示引申意义的
,

例如
:

35) 既这么说
,

就把匣子搬了出来
,

让他尽力撕
.

(红
,

31 回 )

3 6 ) 收起这个来
,

叫他把银棵子快快交了进来
。

(红
,

53 回 )

3 7 ) 即刻就叫人将人画带了过去 ! (红
,

74 回 )

38) 依我说
,

从明日起
,

把别的心全收了起来
,

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
。

(红
,

70 回 )

例 3 5 )
、

3 6 )
、

3 7 ) 的
“

出来
” “

进来
” “

过去
”

用的都是本义
,

但例 3 8 ) 的
“

起来
”

显然用的不是本义
,

而是引申义
。

从语用的角度看
,

《红楼梦》 中的
“

动 + 了 十 趋
”

所在的句子多是陈述句
、

祈使句
,

基本上没有疑问

句
.

.3 .2 3 值得注意的是
,

清末
“

动 + 了 + 趋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又少了起来
,

我们对 《儿女英

雄传》 进行了考察
,

四十回 (约 80 万字 ) 中只出现了 26 例
,

而且趋向动词全部是
“

去
”

和
“

来
” ,

例如
:

3 9 ) 把赶露儿打发了来
,

叫他跟了去
。

(儿
,

22 回 )

4 0 ) 想求我给他买个人带了去
。

(儿
,

40 回 )

41 ) 你回去可就把二婶儿合大妹妹的铺盖卷儿合包袱送了来
.

(儿
,

25 回 )

不过
,

从语用的角度来看
,

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

包含
“

动 + 了 + 趋
”

的句子一般用于陈述句
、

祈

使句
,

以上三例
,

3 9)
、

41 ) 都是祈使句
,

40 ) 是陈述句
。

1 .2 4 不管是 《水浒全传》
、

《红楼梦》
,

还是 《儿女英雄传 》
,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

动作或情况时
,

仍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
“

了
”

表示动作实现
,

即是
“

了 1
” 。 “

动 + 了 + 趋
”

表示的是前一

个
“

动
”

实现以后
,

才出现
“

趋
”

这一动作
,

因此趋向动词一般都是表示具体的动作
,

即都用的是本义
。

就拿例 2 5 )
、

2 6 )
、

3 1 )
、

3 9 ) 来说
, “

扛了下来
” “

拿了去
” “

带了去
” “

打发了来
” “

跟了去
”

分别是说
“

先

扛了然后再下来
” “

先拿了然后再去
” “

先带了然后再去
” “

先打发了然后才来
” “

先跟了然后才去
” ,

即在
“

扛
” “

拿
” “

带
” “

打发
” “

跟
”

这些动作实现以后
,

再分别发生
“

下来
” “

去
” “

来
”

这些动作
。

不可否认
,

并不是所有的
“

动 + 了 + 趋
”

都能作连动结构来理解
,

例如
:



42) 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锁了起来
,

等大爷来家审问
。

(红
,

63 回 )

4 3 ) 你要不愿意
,

就托哪
“

愿意
, ,

两个字抹了去
;
你要愿意

,

就把
“

不愿意
, ’

三个字沫了去
。

(儿
,

2 3 回 )

4 4 ) 给他删除了去
。

(儿
,

28 回 )

例 4 2) 的
“

起来
”

用的不是本义
,

而是引申义
,

它根本不表示动作
,

因此不能理解为
“

先锁了
” ,

然后
“

再

起来
”

。

例 4 3)
、

4 4) 的
“

抹了去
” “

删除了去
”

中的
“

去
”

用的也不是本义
,

而是引申义
,

因此也不能理

解为
“

先抹了
” “

先删除了
” ,

然后再
“

去
”

。

出现这种情况
,

我们认为是类推
、

泛化的结果
。

.3 3 从上文可以看出
,

无论从趋 向动词的角度
,

还是从语用的角度
,

都有理由相信现代汉语中用于将来

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完全是从近代汉语继承下来的
,

既然近代汉语中用于将来发生的动

作或情况的
“

动 十 了 十趋
”

中的
“

了
”

是
“

了 1 ” ,

那么现代汉语中的
“

动 + 了 十趋
”

中的
“

了
”

当然也

是
“

了 1
”

。

因此
,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

把现代汉语中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中的
“

了
”

处理为
“

了 l
”

也是合理的
。

.3 4 综观上文
,

我们可以对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进

过程作一个大致的推测
:

动 + 了 十趋
”

所在的句子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明初并不普遍
,

可以说是

处于兴起的阶段
;
到了清中叶

,

这种用法虽然使用频率有所增加
,

但是也还没有完全用开
;
清末

,

该用

法处于衰退阶段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则基本上不用了
。

这种变化的轨迹大致如下表
:

表 2

时制限制

年代

使用情况

用于将来

动 + 了 + 趋 清中叶

扩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基本不用

四

为什么现在现代汉语中
“

动 + 了 + 趋
”

所在的句子基本上不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呢 ? 我们认

为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
,

也有认知等方面的原因
。

.4 1 从语言内部来看
,

现代汉语中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就趋向动词而言
,

存在着两种表达方

式
,

即
“

动 + 了 十趋
”

和
“

动件趋
” ,

这两种方式形式上虽然有一些区别
,

但是所表达的意义并没有多大

的不同
,

前面说过
, “

动 十 了 十 趋
”

表示
“

动
”

实现以后
, “

趋
”

这一动作才发生
,

实际上
“

动 十 趋
”

也

同样是这样
,

例如
:

45 ) 我明天给你拿来
。

4 6) 把球扔出去
。

例 4 5) 的
“

拿来
”

当然要
“

先拿
” ,

然后才
“

来
” ,

也就是说
“

拿
”

这一动作实现以后
, “

来
”

再发生
。

例

46 ) 的
“

扔出去
”

也同样是
“

先扔
” ,

然后才
“

出去
” ,

即
“

扔
”

这一动作实现以后
, “

出去
”

才发生
。

既然这两种形式表示的意义基本上一样
,

那么就必然存在着竞争
,

竟争的结果是
“

动 十趋
”

占了上

风
, “

动 十 了 + 趋
”

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

.4 2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十 了 十趋
”

现在基本上退出现代汉语
,

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在起作

用
,

那就是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
。

众所周知
,

趋向补语实际上也是一种结果补语
,

而带结果补语的述

补结构一般都不能在述语动词的后面出现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例如
:

4 7) 把肉煮烂 一 *
把肉煮了烂

4 8) 把他赶走 一 *
把他赶了走

例 47)
、

4 8) 的
“

煮烂
” “

赶走
”

都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或行为
, “

煮烂
”

意思为
“

煮了以后才烂
” ,

即在
“

煮
”

这种行为动作发生以后东西才能
“

烂
” ; “

赶走
”

意思为
“

赶了以后才走
” ,

即在
“

赶
”

这种行为动

作发生以后
, “

走
”

才发生
。

但以上二例中的
“

煮
” “

赶
”

后面都不能出现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正因为

大量的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都不能在述语动词后面加上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受这种类推作用的影响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必然要受到一些牵制
。

虽然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对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也有一定的类推作用
,

但由于前者的类推作用要远远大于后者
,

因此最终使得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基本上退出了现代汉语
。

以上类推和反类推



的过程大致如下图
:

a
.

动 +趋 (用于将来 )

杏
动 +结 (用于将来 )

杏
a’

.

动 +了 +趋 (用于将来 ), 叶 b’
.

动 十 了 + 结 (用于将来 ) *

上图中 b变成 b
’

是受到 a 变成 a’ 的影响
,

而 a’ 基本上退出现代汉语又是受到 b
’

的影响
。

这种类推和反类

推的较量
,

并不是一种臆测
,

而有着语言上的证据
,

因为现代汉语中确实存在个别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

构的动词后面出现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例如
:

4 9 ) 把他捆了走
,

不用废话 ! (经
,

13 6 )

例 49) 的
“

捆了走
”

是一个述补结构
, “

走
”

是
“

捆
”

的结果
,

整个结构表示的是将来发生的动作或行为
,

但在动词
“

捆
”

后面却有
“

了
”

。

出现这种情况
,

显然是类推的结果
,

即由于受到
“

动 + 了 + 趋
”

的影响
,

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的述语动词后面也出现了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不过
,

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的

动词后面虽然可以出现表示将来实现的
“

了
” ,

但在我们统计的二百多万字的语料中只有 2 例
,

而且补语

都是
“

走
” ,

这说明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对
“

动 + 了 + 趋
”

的类推作用有着巨大的抗拒力
。

.4 3
“

动 + 了 + 趋
”

的消亡也有认知上的原因
。

标记理论认为
,

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存在着以下不同
④ :

无标记项
:

组合关系简单 聚合关系复杂

有标记项
:

组合关系复杂 聚合关系简单

从组合关系的角度来看
, “

动 + 了 + 趋
”

显然要比
“

动 + 趋
”

复杂
,

因为前者有
“

了
” ,

后者没有
“

了
” ;
从

聚合关系的角度来看
, “

动 + 趋
”

却比
“

动十 了 + 趋
”

要复杂
,

因为
“

动 + 了 + 趋
”

中的
“

趋
”

有很大的限

制
,

一般限于单音节的
“

来
”

和
“

去
” ,

并且趋向动词必须表示本义
;
而

“

动 + 趋
”

中的
“

趋
”

基本上没有

任何限制
,

既可以是单音节的
` ,

来
”

和
“

去
” ,

也可以是双音节的趋向动词
,

趋向动词既可以用于本义
,

也

可以用于引申义
。

由此可见
, “

动 + 了 + 趋
”

是一种有标记项
, “

动 + 趋
”

是一种无标记项
.

认知语言学认

为
,

无标记项具有认知上的
“

显著性
” ,

它们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

人们在习得的时候最容易习得的也是

无标记项
,

正因为如此
,

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
,

人们自然就会选择
“

动 + 趋
” ,

而舍弃
“

动 + 了 + 趋
” 。

.4 4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的
“

动 + 了 + 趋
”

现在基本上退出了现代汉语
,

这也符合
“

经济原则
” 。

“

动 + 了 十 趋
”

与
“

动 + 趋
”

相比要多出一个音节
,

无论说还是写
,

都要比
“

动 + 趋
”

要费时
,

因此使

用
“

动 + 趋
”

显然比较经济
。

【附记】本文曾在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
,

2 00 1) 上宣读过
,

业师赵金铭教授以及

社科院语言所的赵长才博士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

谨致谢忱 !

① 本文统计的语料基本上都是北京作家的作品
。

② 被调查的北京人
,

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
,

最小的十几岁
。

③ 《现代汉语八百词 》 认为
“

了 1
”

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一般有两种情况 : 一是不独立成句
,

有后续

小句
,

表示前一动作实现以后再发生后一情况
,

或前一情况是后一情况的假设条件
,

例如 : l) 我下了班

去看电影
。

2 ) 咱们打 了就跑
。

例 1 ) 的
“

下了班
”

表示动作将来实现
,

例 2 ) 的
“

打 了
”

也同样表示动

作将来实现
。

不过这些句子都有一个特点
,

即
“

(名 l) + 动 + 了 1 + (名 2)
”

不能独立成句
,

必须有后

续小 句
,

如果没有后续小 句
,

句子就站不住
,

试比较 :
3) 我下了班去看电影 ` *

我下了班
。

4) 咱们打了

就跑 , *
咱们打了

。

显然例 3)
、

4 ) 的
“

我下了班
” “

咱们打了
”

没有后续成分
“

去看电影
” “

就跑
”

都不

能说
。

二是
“

了 1
”

表示动作有 了结果
,

跟动词
“

掉
”

很相似
,

这个意义的
“

了 1
”

可以用于命令句
,

即

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动作或情况
,

例如 : 5) 忘了这件事
,

好好工作吧 ! 6) 把它扔 了 ! 例 5)
、

6) 中的
“

忘

了
” “

扔 了
”

相当于
“

忘掉
” “

扔掉
” ,

都表示动作将来实现
。

参见 《现代汉语八百词 》 第 3 14 一 3巧 页
。

④ 参见沈家煊的 《不对称和标记论》 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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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研究和探索》 ( 3)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静茜 19 8 5 也论
“

下来
” “

下去
”

的引申用法
,

《汉语学习》 第 4 期

陈 刚 19 87 试论
“

动 一 了 一趋
”

式和
“

动 一 将 一 趋
”

式
,

《中国语文》 第 4 期

沈开木 19 87
“

了 2
”

的探索
,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2 期

刘勋宁 19 8 8 现代汉语词尾
“

了
”

的语法意义
,

《中国语文》 第 5 期

19 8 5 现代汉语句尾
“

了
”

的来源
,

《方言 》 第 2 期

_
19 90 现代汉语句尾

“

了
”

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
“

了
”

的联系
,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 期

_
19 99 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与词尾

“

了
”

的语法位置
,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3 期

陆俭明 19 89
“
v 来了

”

试析
,

《中国语文》 第 3 期

李兴亚 1989 试说动态助词
“

了
”

的自由隐现
,

《中国语文》 第 5 期

赵淑华 19 9 0 连动式中动态助词
“

了
”

的位置
,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1期

张 健 19 91 关于带
“

了
”

的动趋结构
,

《汉语学习》 第 2 期

李冠华 1 991
“
V 去了

”

说略
,

《汉语学习》 第 3 期

张国宪 19 95 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
,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4 期

项开喜 1 9 9 8 事物的突显性与标记词
“

大
” ,

《汉语学习》 第 1 期

沈家煊 19 98 《不对称和标记论 》
,

江西教育出版社

高顺全 2 001 体标记
“

下来
” 、 “

下去
”

补议
,

《汉语学习》 第 3 期

杨德峰 2 001
“

动 + 趋 + 了
”

和
“

动 + 了 + 趋
”

补议
,

《中国语文》 第 4 期

( 10 0 8 7 1 北京市 北京大学中文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