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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趋向补语构式“动词+下来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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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汉语中的趋向补语,尤其是趋向补语的引申用法,是汉语学习者学习的一个难点:一方面是趋向补语本

身的意义抽象,不易掌握;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动词可以用于这些趋向补语,学生无从知道。利用构式语法理论以

及认知隐喻论探讨“动词+下来暠构式的意义及其联系,以及该构式对所能进入的动词的限制,能给我们的教学提

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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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汉语中的趋向补语,尤其是趋向补语的引申用

法,是汉语学习者学习的一个难点:一方面是趋向补

语本身的意义抽象,不易掌握;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

动词可以用于这些趋向补语,学生无从知道。趋向

补语的用法一般在中级阶段就都学完了,但是到了

高级阶段的学生在使用趋向补语的引申用法时,仍
然会出现很多诸如错用趋向补语或避免使用等问

题。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动词+下来暠这一构式的意

义以及它与动词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尝试解决这个

问题。
一暋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对构式的研究

基本 上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方 面,一 个 是 以 AdeleE.
Goldberg为代表的论元结构的研究,另一个是以

CharlesFillmore和PaulKay为代表的词汇语义和

标记式构式的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的侧重点各有

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语言的词汇和非词汇部分没

有严格的区分。他们对构式的定义也基本一致,按
照 Goldberg给构式下的定义是:“C是一个构式当

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暣Fi,Si暤,且 C
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的构

成 成 分 或 其 他 先 前 已 有 的 构 式 中 得 到 完 全 预

测。暠[1]4构式的范围很宽,小到一个语素、只有一个

成分的词汇条目,大到一个句子结构,只要符合上述

条件,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构式。根据这个概念,汉
语中很多固定的结构也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而且

其意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构式中得到

预测,因此,这些固定的结构都应该被看作是构式。

Goldberg对构式的研究是基于 Fillmore的框

架语义学,即词语的意义必须参照包含了丰富世俗

知识和文化知识的背景框架。因此构式的意义反映

人类经验的基本情景。同时她认为不能说句法是动

词意义的体现,构式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一个构

式往往有一个中心意义,同时它又是多义的,其他的

意义通过转喻、隐喻等手段与中心意义相连。她通

过研究一些边缘性的结构,提出构式和动词意义是

互动的,互相融合的[1]。既然汉语中的一些固定结

构可以被看作是构式,那么他们本身是有意义的,而
且应该有一个中心意义。而且,这些固定结构本身

的意义与能进入的动词是互动的。根据这理论,汉
语中趋向补语结构“动词+下来暠也应该是构式,该
构式是多义的,其意义之间应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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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联系,而且该构式和动词之间是互相选择的关

系。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尽管教材、教师都对这一构

式进行了全面的讲解,但是学生的使用情况却不尽

如人意。而有学生也反应,“动词+下来暠的引申用

法让他们感到非常难,难以理解、记忆,更不能准确

使用。因此,如果能把该构式的不同意义联系起来,
让学生建立一个整体的认识,就能帮助学生理解并

记住它们并由此正确使用这些引申用法,提高其汉

语水平。
二暋趋向补语“下来暠的意义

很多人对趋向补语“下来暠的意义进行了归纳,
但是都不尽相同。吕叔湘先生在《汉语八百词》中认

为“动词+下来暠有四个意义: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

由高处向低处;人员、事物随动作由较高部门(层)到
较低部门(层)或使其离开原来的职务;表示动作完

成,有时兼有脱离的意思,有时兼有固定的意思;表
示动作从过去继续到现在。另外“形+下来暠可表示

某 种 状 态 开 始 出 现 并 继 续 发 展,强 调 开 始 出

现[2]498-501。杉村博文认为“下来暠中的“下暠有两个

意义,与此相对应,“下来暠的引申意义可以分为“脱
离、继续、完成暠和“遗留、决定、停止、变化暠等七种意

义[3]。刘月华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分为趋向意义、结
果意义和状态意义三种,具体到“下来暠的意义,她认

为其趋向意义可表示由高处向低处移动(其中包括

上级移到下级或由较高的职位降到较低的职位的比

喻用法),表示退离面前的目标;其结果意义可表示

物体的一部分从整体脱离以至固定,其中包括脱离、
去除、获取、留存、遗留、拖延、决定等意义,还可表示

凹陷 义 和 完 成;其 状 态 意 义 则 表 示 进 入 新 的 状

态[4]160-176。高顺全认为“下来暠的引申用法如下:表
示地位(位置)从高到低的变化;表示一种已知动作

或状态的停止或结束;跟在一些动词后面可以表示

整个动作的过程;跟在一些动词后面(多为可能式)
表示有无完成这一动作的能力;“下来暠跟在动词和

形容词后面可以表示动作或状态变化的延续;动作

或状态变化的停止;动作或状态变化完全停止后的

延续(在新变化开始前的状态)[5]。卢英顺认为“下
来暠的引申意义有“表示延续、离开、留存、终止、状态

的获得暠等[6]。
综合各家的说法,“动词+下来暠构式的意义可

以简单地说有下面几种:地位的变化、完成、继续、留

存、决定、停止、变化、离开、状态的获得与延续。各

家的观点如下表:

地位的
变化

完成 继续 留存 决定 停止 变化 离开
状态的获
得与延续

吕叔湘 + + + + + +

杉村
博文 + + + + + + +

刘月华 +(包含) + + + + + +

高顺全 + + + +

卢英顺 + + + + +

暋暋在这些意义中,除了“下来暠的本义以及表示地

位(位置)从高到低的变化之外,其他的意义都是“下
来暠意义的虚化。如果说“走下来暠、“退下来暠还可以

看到“下来暠本身的意义,那么在“安静下来暠、“坚持

下来暠等结构中,“下来暠本身的含义已经虚化,只有

在与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的结合,形成一个整体才

能显示其真正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下

来暠是一个构式,上述的引申意义都是该构式的意

义。这些意义也只有在趋向补语构式“动词+下来暠
中才能出现。杨德峰在评述其他学者对动趋式意义

的研究时也指出,很多学者,如孟琮提出的趋向补语

的意义实际上“不是趋向补语的意义,而是整个格式

或谓语主要动词的意义暠,而邱广军对“上暠和“下暠的
意义“实际上是整个句子或动趋式结构的意义暠[7]。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上述意义看作是“动词+下来暠构
式的意义。根据构式理论,构式具有多义性,并且存

在一个中心意义,中心意义可通过各种方式与其它

的意义相连。“动词+下来暠构式的中心意义应该是

“下来暠的本义,即“表示动作由高处向低处来暠,而其

他几个意义都与它有联系。
根据各家的观点,本文根据概念隐喻的理论,把

“动词+下来暠构式的意义归为五种:即位置的改变、
使事物从原来的物体脱离、时间上动作从过去到现

在的延续、停止并固定、某种状态的出现及延续。它

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概念隐喻来解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在人类的语言中,人们总是用

有限的语言符号来表达新的概念、范畴,而要用已经

存在的语言来表达新的概念,就需要运用隐喻。隐

喻是用一种事物或经验来感受和理解另一种事物或

经验。因此人们往往用自己经验中离我们较近的事

物、熟 悉 的 事 物 来 表 达 离 我 们 远 的、抽 象 的 事

物[8]78。Fillmore也认为词语的意义必须参照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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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世俗知识和文化知识的背景框架[1]26。因此

意义的引申是通过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背景和我

们的生活经验,用有限的词语表达更为丰富的、抽象

的事物。“动词+下来暠意义也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

下发展并联系在一起的。“动词+下来暠的本义是某

人或事物由高处向低处运动,空间上的这种移动就

可以通过隐喻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由高处向低

处运动可以隐喻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因而“动词

+下来暠就有了某人从较高部门向较低部门移动或

离开原来的职位的含义;空间的高低移动又可以投

射到时间上,表达时间上的由古至今,因而“动词+
下来暠就有了表示时间上的延续或者说某个动作在

时间上由过去到现在的延续,例如“传下来暠、“坚持

下来暠;由高而低的运动方向还可以隐喻东西从某个

地方脱离的方向,因而使“动词+下来暠具有了“脱
离暠的含义,如“把帽子脱下来暠等。另外,汉语还可

以用方位隐喻概念表达身体状况、情绪等抽象概念,
高兴、健康、有生命、有意识、有地位等对人来说是好

的。与“上暠相反的是“下暠[8]85-86,根据这一原则,动
态的是“上暠,而“静态暠为下,“动词+下来暠可以表示

使动态转为静态,由此就出现了表示停止、停留、固
定在某处的含义,如“停下来、拍下来暠等,也由此产

生了某种由动到静的状态的出现及继续发展,如“安
静下来、稳定下来暠等。

“动词+下来暠几个意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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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纵向的两个意义是空间位移的引申,横
向的三个意义则可以看作是空间位移在时间上的隐

喻。地位的变化、物体离开原位都可以看作是在空

间上自上而下的移动;而动作的延续是时间自古而

今的移动造成的,动作的固定也是动作由动到静后

在时间上的延续,状态的出现及持续也可以看作是

状态由动到静后在时间上的延续。除此之外,这种

自上而下的移动引申出的各种意义大部分都带有

“结果暠的含义,因为无论是地位的变动、动作状态的

延续,还是状态、动作由动态转为静态,或是使事物

离开原来的位置,都是某个动作产生的结果,这个结

果表现为延续或者停留。因而可以说“动词+下来暠
构式除了表达上述不同的意义之外,还表达动作产

生的结果。
可见,“动词+下来暠构式以“某人或事物从高处

向低处移动暠为中心意义,通过概念隐喻,形成各种

不同或虚或实的意义,通过“动词+下来暠构式意义

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

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下来暠构式的意义,为
他们的正确使用打下基础。

三暋“动词+下来暠构式中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

动式选择

根据构式理论,构式本身是有意义的,一些常用

的动词组成一个构式时,这些动词的主要意义也就

与构式结合,使之成为构式的意义。构式的意义可

以决定什么样的动词可以进入,因此构式本身的意

义与能进入的动词是互动的。在“动词+下来暠这一

构式中,什么样的动词可以进入该构式,进入哪个意

义,也同样可以根据构式不同的意义来确定。例如,
卢英顺提出的例子:“这样爆炸下来,得花多少钱?暠
“……红枣,用竹竿打下来……暠。在这两个例子中,
“动词+下来暠分别表示“延续暠义和“脱离暠义,但是

“爆炸暠本身并不含有[延续]的意义,“动词+下来暠
构式的“延续暠义使得这里的“爆炸暠带上了[延续]的
含义;同样,“打暠也不像“咬、扯暠那样含有[去除]义,
然而在“(把红枣)打下来暠中,由于它出现在了“动词

+下来暠构式中,该构式的“脱离暠义就给动词“打暠赋
予了[去除]的含义[5]。

由此可见,构式的意义可以决定动词的意义,也
可以决定哪些动词进入这一构式。“动词+下来暠构
式的中心意义“事物或人从高处向低处移动暠就决定

了能进入这一意义的动词需要具有[移动]和[高处

向低处]的含义,因此典型的动词是“走、跑、跳、坐暠
等。但是根据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概念是通过一组

不同的框架定义的[1]25,一个概念可以分析为一个

中心范畴和以该原型为基础的扩展范畴[1]26,也就

是说有的动词虽然具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可能不是

这个动词的中心范畴,而是扩展范畴,是隐含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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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例如“冲暠,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它的意义是

“很快地朝某一方向直闯,突破障碍暠。可见,“冲暠有
[移动]的含义,[高处向低处]并不是“冲暠的中心范

畴,但是进入“动词+下来暠构式,这一边缘含义就成

为了外显的、必须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外显是

构式意义带来的。相反,[高—低]为其中心范畴的

动词,如“坐、跳、流、降暠等,它们的[高处向低处]和
[移动]的意义使这些词语常常出现在“动词+下来暠
构式中,从而也使[高处向低处]和[移动]成为“动词

+下来暠构式的中心意义。
同样,当“脱、摘、拆暠等动词出现在“动词+下

来暠构式中时,“脱、摘、拆暠等词的中心意义[脱离]使
该构式带有了“脱离、离开暠的意义。当“动词+下

来暠构式具有了“脱离、离开暠的意义时,就要求进入

这个构式的动词应该具有“[去除]暠[6]或者[离开原

来的位置]的含义。[离开原来的位置]是这些词的

中心含义。有些词虽然含有这样的含义,但并不是

其中心意义,只是出现在这样的构式中时,这种含义

才凸显出来,如“境内云母片岩很多,风化下来的云

母碎片满地可见,映日发光……暠,“风化暠的意义是

“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生物破坏等作用,
地壳表面和组成地壳的各种岩石受到破坏或发生变

化暠,从这个意义中我们可以知道其中心意义是“受
到破坏或发生变化暠,[脱离]或[脱离原位]的含义,
只是“风化暠的扩展意义。但是这里的“风化下来暠有
“云母碎片脱离原来的岩石暠的意义,表示的是“脱
离暠的意义,这个意义就使“风化暠中隐含的[脱离]义
显现出来。卢文中的“打下来暠中,“打暠本身没有“离
开原来位置暠的含义,但是“红枣暠和“树暠提示我们这

里的“打下来暠表示的是“脱离暠的含义,构式“打下

来暠则赋予“打暠以“离开原位暠的含义。
“动词+下来暠的“延续暠义中,具有“延续暠的典

型意义的动词,如“坚持、传暠等动词与“下来暠结合,
使得“动词+下来暠构式含有了[延续]的意义。相

反,含有[延续]意义的构式就要求能够进入该构式

的动词具有“延续暠的意义,如“学、做暠等,其“延续暠
义并不是其理想模型中的中心意义,在进入表示“延
续暠义的构式“动词+下来暠时,构式的“延续暠义使这

一边缘意义得以凸显。
在“停留、固定在某处暠的意义中,“动词+下来暠

构式要求能进入的动词要同时具有“固定暠、“由动态

转向静态暠和“附着暠的含义,符合这个要求的典型动

词有“停、留暠、“写、拍暠等。如:“当它遇到空气中的

飘尘时,就被反射回来,然后由一个检测装置接收下

来,通过对反射回来的激光信号的分析就能知道大

气中飘尘的位置和浓度。暠在这个句子中的“接收暠本
身“停留暠的意义不明显,但是在这里,“动词+下来暠
在上下文中表示“检测装置接收了‘它暞,使‘它暞停留

在装置中暠,这样构式“动词+下来暠表示的是“停留、
固定在某处暠,“接收暠的“停留、附着暠的意义也就凸

显出来。而在“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

来,不肯半途而废暠中,动词“拿暠并没有“固定暠或“停
留暠的意义,但是构式的这一含义就使它带上了这样

的意义。同时,因为[附着]就要求动作运动的方向

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这就可以限制一部分动词的进

入,也就是说,如果动词的扩展含义中尽管含有[停
留]、[固定]的含义,但是没有[自上而下]的运动方

向,这个动词就不能进入这个构式。例如“树立暠,虽
然“树立下来暠可以有“某个概念、观念停留在人们头

脑中暠,但是由于“树立暠本身的运动方向应该是自下

而上的,因此“树立下来暠不能成立。
另一个表示从动态到静态的意义“状态的出现

并持续暠,也是同样,进入这一构式的主要是形容词,
而且主要是一些负向形容词[9],这与概念隐喻有关,
在人们的头脑中,一般好的、健康的、动态的为“上暠,
反之为下,表负向意义的形容词自然是“下暠,因此,
出现在这一构式中的形容词均有这样的意义,如
“瘦、冷、慢、松懈、暗、平静、缓和暠等。同时这些负向

形容词也可以理解为状态由上向下运动。因此,可
以说“动词+下来暠构式的这个意义与能够进入的形

容词互相制约,构式的意义决定了能够出现的形容

词为由“动暠转为“静暠,或者是由“好暠转向“坏暠的词

语,这也限制了一部分运动性不强的负向形容词进

入该构式,如“少、短暠等。同时这些形容词又制约着

构式的意义只能是状态向静态方向的持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动词+下来暠构
式不同意义上的联系,以及这些意义对能进入的动

词的要求,这就给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便。“动词+
下来暠意义上的联系可以使学生从“下来暠的本义联

想到其他意义,便于学生理解,同时几个意义之间的

联系也能使他们更好地记忆。另一方面,“动词+下

来暠构式各个意义对动词的限制也可以帮助学生在使

用该构式时正确选择词语,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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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ChineseDirectional
ComplementStructureof“Verb+ Xialai暠

WEILan
(SchoolofChineseasaSecondLanguag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Thedirectionalcomplement,especiallyitsextensionusage,isthemainobstacleforthe
foreignlearners.Thereasonliesintwoaspects:oneistheabstractnessofdirectionalcomple灢
ment.Theotheristhatforeignlearners暞donotknowtheexactverbsthatcanbeusedindirec灢
tionalcomplement.Byusingconstructiongrammartheoryandcognitivetheoryofmetaphors,

thestructureof“Verb+ Xialai暠isanalyzedinthisthesiswithitssignificance,itsinnerrelation灢
ship,anditslimitationsontheverbsthatcanbeusedinthestructureconcluded.

Keywords:Chinese;constructiongrammar;metaphor;directional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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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书暋讯

我校张叉教授主编《外国语文论丛》第五辑出版

四川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外语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叉教授主编

的《外国语文论丛》第五辑《小学英语教学专辑》已于2012年8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辑论丛由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国家督学周介铭教授题词,四川大学副校长、四川省高等学校外

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石坚教授撰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辜正坤教授题写书

名。
这辑论丛收入了36个单位的74名作者撰写的67篇文章、教案,总字数58.3万字,汇集了国内外小学

英语教学研究领域的部分最新成果,内含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省教育厅等基金项

目成果18篇,分别编入《小学英语教学理论》、《比较小学英语教学论》、《小学英语教学调查论》等14个栏目。
该辑论丛涉及面宽阔,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可供小学英语教学教师和研究者参考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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