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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趋结构“Ｖ＋来／去”基于驱动－路径图式，表达受动者在施动者驱动下朝向或背离叙说者所在位置的路径
变化，具有一定的致使性。这一结构呈现为从空间到领属、时间、生理、存在、比较和行为能力等认知域的放射性隐喻扩

展，主观化程度越来越强，致使性越来越弱。“来／去”的使用与叙说者所在的实在或虚拟位置有关，前者体现为终点聚
焦，后者体现为起点聚焦和终点聚焦。二者具有在空间域、领属域、生理域、有无或隐显存在域的对称，在时间域、比较域

与行为域上对称性较强，体现为［预期］与［非预期］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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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对“Ｖ来”、“Ｖ去”的对称与不对称性进行研

究，是动趋式研究的重要方面。“来／去”的语义
与参照意义有关，学界主要结论有：居红［１］在刘

月华［２］［３］基础上提出说话人位置包括客观地理位

置和主观心理位置；蒋国辉认为“来／去”带有说
话人对话语叙述对象的主观评价［４］；马庆株从动

词可见／不可见主观范畴说明与“来／去”的搭
配［５］；齐沪扬提出“来／去”的实在／虚拟位置、当
前／遥远位置、自身／他身位置等三对参照［６］；邵

敬敏、张寒冰认为叙述语体倾向于客观视角，会话

语体倾向于主观视角［７］。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分

析“Ｖ来”、“Ｖ去”的主观化都有帮助。
然而，目前对于趋向补语“来／去”的语义归

纳仍存在较大分歧。下面举例说明之（引自刘月

华［８］，号表示不存在）：
（１）ａ．丽华替我从衣架上取来夹大衣。
ｂ．瞧，一下子进去这么多人。

（２）ａ．他常常被惊吓得从睡梦中醒来。

ｂ．他的爸爸死去了，妈妈还健在。
（３）ａ．
ｂ．每个人的怒气都消去了很多。

（４）ａ．我们俩还谈得来。
ｂ．这个孩子学习还过得去。

（５）ａ．可惜，咱对这样的事干不来。
ｂ．

（６）ａ．任何一句话，在她听来都藏着阴
谋、计算。

ｂ．
（７）ａ．现在想来，这并不是我的疏忽。
ｂ．……看去只有四十岁模样。

（８）ａ．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
了。

ｂ．
（９）几只翘尾巴的小麻雀在大墙上飞来

飞去。

刘月华［８］将“来／去”的意义归为两类：一是
趋向义，例（１）表示“通过动作使人或事物向立足



点移动”、“人或物通过动作离开立足点向另一处

所趋近”；二是结果义，例（２）和例（３）表示“实现
‘醒’的状态”、“去除”；例（４）－例（５）表示“融
洽”、“会或习惯做某事”。除此之外，例（６）－例
（９）是特殊用法，分别表示“直接引出某人的看
法、想法等”、“引出说话人的看法”、“从某方面着

眼”、“动作反复进行或交替进行”。她还列出了

一些熟语，如“下不来台”、“过得／不去”、“下得／
去手”等。徐静茜（１９８３）认为例（１）表示“动作的
动向或动态，表完成”［９］。吕叔湘［１０］将例（２）ｂ句
语义归纳为“人或事物随动作离开原来的地方”，

并将“这些琐碎事情占去了他不少时间”这类语

义归纳为“完成，带有失去的意思”，另将“随他说

去”之类的“随（让）＋小句 ＋去”归纳为“任凭”
的意思。孟琮［１１］将例（１）ａ、例（２）归纳为“获
得”、“失去”。可见，“来／去”的语义归纳或粗或
细①，未能探析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性，也未能分析

“Ｖ来／去”语义对称与不对称的原因。
本文拟从人类的认知经验出发探讨趋向补语

“来／去”的语义类别，关注意象图式、认知域、隐
喻与语义特征的作用，运用北大语料库，结合共时

与历时，对趋向补语“来／去”的语义关联性进行
探究，分析动词小类与趋向补语的双向选择限制，

在此基础上，探讨“Ｖ来／去”对称与不对称的原
因。

二、动趋式“Ｖ＋来／去”的意象图式
动趋式基于驱动 －路径图式［１２］，整合了

Ｃｒｏｆｔ［１３］驱动链模式（Ｃａｕｓ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和 Ｌａ
ｋｏｆｆ［１４］路径图式（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ｔｈ－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
ｍａ），既关注力的作用（构成“驱动事件”），又关
注物体在路径上的移动（构成“位移事件”）。“Ｖ
＋来／去”亦是如此。根据受动者与参照体之间
的距离关系，“来”聚焦终点，“去”聚焦起点或终

点。“Ｖ＋来”最初表达施动者（力的来源）作用
（施动者对受动者的驱动力）于受动者（力的作用

对象），导致受动者产生朝向叙说者（参照体）的

移动路径（受动者在施动者作用下发生的位移轨

迹）。相反，“Ｖ＋去”最初表达施动者作用于受动
者，导致受动者产生背离叙说者的移动路径，后产

生朝向叙说者的移动路径。

“Ｖ＋来／去”表达致使义。当施动者与受动
者不一致时，表达外向致使。当施动者与受动者

一致时，表达返身致使［１５］。如“我把书包拿来”、

“他把书包拿去”表达外向致使义，施动者“我／
他”通过作用力“拿”使受动者“书包”发生朝向或

背离叙说者的位移。再如“他从西边走来”、“我

向西边走去”表达返身致使义，施动者和受动者

都是“他／我”，施动者通过作用力“走”使自身发
生朝向或背离叙说者的位移。

驱动与移动路径之间具有双向选择限制关

系。趋向补语“来／去”的方向不够明确，在不同
语境中体现为不同的方向。因此，与之搭配的是

泛方向驱动、无方向驱动、过程性的其他向②驱

动。首先，泛方向驱动是指在具体语境中才能体

现明确方向的驱动，如“飘”释义为“随风摇动或

飞扬”③，是泛方向，可构成“飘来一片白云”，也可

构成“从楼上飘下一张纸”、“飘进一股清香”等。

其次，无方向驱动是指没有方向特征的驱动，如

“喊（２）”释义为“叫（人）”，没有方向，可构成“他
喊来一个人”、“他让别人给喊去了”，也可构成

“把他喊上来”“你去把老三喊下来”等。再次，过

程性驱动是指驱动只突显施动者运动过程的方

向，而不突显其它参照体，如“抬（１）”释义为“往
上托；举”，具有“上向”特征，这是移动的过程，可

构成“你把桌子抬起来！”也可构成“他把桌子抬

进／出／回屋”、“他抬来一张石桌”。相反，结果性
驱动是指驱动突显运动的结果，突显施动者以外

的参照体，如“拔（２）”释义为“吸出［毒气等］”，表

达受动者由身体容器内及外，构成“拔出一个红

印”、“把脓拔出来”等，但不能与“来／去”搭配。
以上驱动类型根据作用于自身还是其它实体，分

为“自移驱动”“他移驱动”，前者如“飘”，后者如

“喊（２）”、“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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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快拿大木盆来”、“看着壶去”中“来／去”表示“动作即将进行”（徐静茜，１９８３），该类属于连动结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趋向补语的方向表现为：“上／下”多表现为“垂直上向／下向”，分别表达“由下而上（靠近终点）”“由上而下（靠近终点／离开起

点）”；还可表现为“水平前向／后向”，分别表达“水平向前（靠近终点）”“水平向后（离开起点）”；还可表现为“依附向／脱离向”，分别表
达“使受动者依附或接触（靠近终点）”“受动者脱离所依附参照体（离开起点）”。“进／出”表现为“外向／内向”，分别表达“由里及外（离
开起点）”“由外及里（靠近终点）”；“过”表现为“经过向”，表达“水平经过某处所（靠近终点）”；“回”表现为“折返向”，表达“水平返回

某处所（靠近终点）”。“起／开”多表现为“聚拢向”和“延展向”，分别表达“由边缘到中心聚合（靠近终点）”“由中心及边缘延伸、扩展
（离开起点）”。

动词小类参考了孟琮等编《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右下角数字表示词的义项，右上角数字表示同形词在词典中的编号。



“Ｖ＋来／去”最初用于空间域，后隐喻扩展至
时间域和状态域，体现为空间路径到时间路径、状

态路径的变化，致使性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时间

概念表征具有垂直的空间方向性［１６］。事物运动

除了与空间和时间有关外，还表现为事物在一定

程度上质与量的状态变化［１７］。

三、动趋式“Ｖ＋来／去”的语义类别、认知域
与动词小类

“Ｖ＋来／去”可表达空间义、时间义、状态义，
是驱动－路径图式在空间、时间、状态域中的认知
图景。随着认知域的扩展，“来／去”语义不断泛
化［１８］、虚化［１９］，所搭配的动词由位移动词到非位

移动词，所带宾语由处所宾语到受事宾语、结果宾

语，句法自足性越来越强。可见，“Ｖ＋来／去”的
主观化也越来越强。下面从历时演变视角进行分

析。

（一）空间域“Ｖ＋来／去”
“来”本义是“小麦”，《说文·来部》：“来，周

所受瑞麦来?，一来二缝，象芒?之形。”如《诗

经》“贻我来牟”中的“来”即为小麦之义。后来名

词“来”假借为动词“来”，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

考释》：“卜辞中诸‘来’皆象麦形，假借为往来之

来。”“来”具有“往来、来到”之义，进而表达“由

彼至此、由远及近”，可后接处所宾语，如例（１０）；
可构成“自＋处所宾语 ＋来”，如例（１１）；可构成
连动式“来＋Ｖ２”或“Ｖ＋而 ＋来”，如例（１２）、例
（１３）；可构成兼语式“使＋宾语＋来”，如例（１４）。

（１０）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春秋·隐公十一年》）

（１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一》）

（１２）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
礼也。（《左传·桓公十五年》）

（１３）是丘也，召而来。（《庄子·杂篇·
外物第二十六》）

（１４）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
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

“去”为动词，可单独做谓语，意义为“离开”，

《说文解字》：“去，相违也。”段注：“违，离也。”后

引申为“使离开；驱赶”。这两个语义均是聚焦起

点。前者如例（１５），后者如例（１６）。汉代时“去”
引申为“赴，前往”义，这是聚焦终点，如例（１７）。

（１５）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
玉去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１６）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吕氏
春秋》卷第十四，孝行览第二）

（１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
焉。（《汉书》卷八十四）

我们同意梁银峰［２０］的观点：趋向补语结构产

生于六朝至唐。六朝前，“来／去”用于动词后，多
看作连动结构。例如：

（１８）秋，郑詹自齐逃来。（《春秋·庄公
十七年》）

（１９）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楼
缓闻之，逃去。（《战国策·赵策三》）

（２０）蚕食桑老，绩而为茧，茧又化而为
蛾；蛾有两翼，变去蚕形。（《论衡·无形

篇》）

六朝时连动结构“Ｖ来／去”后接处所宾语，
或用于“被”字句中，结构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分

析，“Ｖ”充当路径“来／去”的方式，“来／去”充当
动作的结果，成为趋向补语。那时“来”表达［（受

动者）从某处朝向叙说者的空间位移］，标注为

“来１”。唐五代时用例渐多，出现与感官动词搭

配的“看来”、“听来”；到明代时用法趋于成熟，可

搭配“走（１）、飘”类泛方向自移动词、“上、下”类趋

向动词、与感官动词有关的“看、听”等一价非位

移动词、“撞（１）、砸（１）”类与身体部位有关的泛方

向一价非位移动作动词、“杀（２）、攻”类泛方向一

价非位移动作动词、构成返身致使，如例（２１）；也
可搭配“拿（１）、端”类泛方向二价非位移动作动词

（包括“召、喊（２）、盼”类派遣、期盼义动词）、“递、

掷”类泛方向二价他移动词，构成外向致使，如例

（２２）。
（２１）ａ．……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

处，……（《搜神记》卷二十）

ｂ．即截他妇鼻，持来归家，急唤其妇：
“汝速出来，与汝好鼻。”（《百喻经》）

ｃ．可怜此际谁曾见，唯有支公尽看来。
（皮日休《宿报恩寺水阁》）

ｄ．恰好焦榕撞来，推门进去。（《醒世恒
言》第二十七卷）

ｅ．他直杀来，须进脚向小门剪，……
（《纪效新书·戚继光》）

（２２）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
令，昨被召来，……（《搜神记》卷十五）

ｂ．在那里？拿来我看。（《朴通事》）
ｃ．手斟一杯递来，酒醉手软，持不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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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

ｄ．住了这几日，真把我闷坏了，终于盼来
了机会。（《武宗逸史》）

ｅ．正呜咽间，忽闻笑声纷起，呼唤不休，
一路喊来：“美人在那里？”（《施公案》）

六朝时“去”用作趋向补语，表达［（受动者）

离开依附者的空间位移］［（受动者）背离叙说者

到达某处的空间位移］，标记为“去１ａ”、“去１ｂ”。

“Ｖ＋去１ａ”受动者与依附者具有依附关系、整体与

部分关系，如“衣服”与“身体”的关系、“皮”与

“橘子”的关系。六朝时数量较多，可搭配“脱（２）、

切”类脱离向二价动作动词，构成外向致使；也可

搭配“脱（１）、褪”类一价脱离向动作动词，构成返

身致使，这种用法直至现代才出现。例如：

（２３）ａ．打取杏人，以汤脱去黄皮，熟研，
以水和之，绢滤取汁。（《齐民要术·醴酪》）

ｂ．当果实成熟的时候，被风吹落到地上，
脱去长尾，开始往土里钻去。（ＣＣＬ语料库）
“Ｖ＋去１ｂ”唐五代时数量仍不多，宋元用例渐

多，明代时较成熟。该类与“Ｖ＋来１”具有较强的

对称性，所搭配动词类别基本相同，不同的是

“盼”具有期望义，一般不搭配“去”。可构成返身

致使，如例（２４）；也可构成外向致使，如例（２５）。
（２４）ａ．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

走去。（《搜神记》）

ｂ．黄檗打板头一下，便出去。（《镇州临
济慧照禅师语录》）

ｃ．佛语难陀曰：共汝暑到地狱看去，却来
便与汝剃头不迟。（《敦煌变文选》）

ｄ．明州人今尚怨张俊不乘时杀去，……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二）

ｅ．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
（《喻世明言·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２５）ａ．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
使之执爨。（《太平广记》）

ｂ．你这车子先将到门外，买些紫拳头菜、
茶叶拿去。（《朴通事》）

ｃ．写完走到杨老妈家，央他递去，就问失
约之故。（《初刻拍案惊奇》卷第二十九）

ｄ．当即将计全喊去，问了一遍，方知这齐
星楼的厉害。（《施公案》）

民国时，感官动词在一定语境下可变换为认

知动词，动作受事者作主语，“看去、听去”后接评

价小句。例如：

（２６）这种神话，看去似乎万无此理，然
而古书上说得确确凿凿，真是奇谈了，闲话不

提。（《上古秘史》）

（二）时间域“Ｖ＋来”
空间域可扩展到时间域。终点聚焦的“来１”

扩展到时间轴上，表达［完成朝向事件结束点（叙

说者所在时间）的变化］，标记为“来２”。“Ｖ＋
来２”表达返身致使。这种用法产生于六朝时期，

唐五代时数量较多。例（２７）、例（２８）后接短语、
时间宾语，例（２９）“Ｖ来”不后接其他成分。

（２７）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陶渊
明集·归园田居五首》）

（２８）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寒山
诗校注·东家（三十六）》）

（２９）合掌阶前领取偈，明日闻钟早听
来。（《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四·八〔不知名

变文〕》）

此类用法宋代获得较大的发展。“Ｖ＋来２”

前面可用“从 ＋名词”修饰，表时间起点，如例
（３０）；前加表过去的“曾”，完成义较显著，如例
（３１）；充当插入语，后接推断或评价小句［２１］，分别

如例（３２）、例（３３）。多搭配感官动词和言说动
词，如例（３１）～例（３３）。明代时还可搭配思维动
词，如例（３４）。

（３０）只从头读来，便见得分晓。（《朱子
语类》卷第十六）

（３１）这个道理，……只有韩文公曾说
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

（同上，卷第十八）

（３２）但如今人说，天非苍苍之谓。据某
看来，亦舍不得这个苍苍底。（同上，卷五）

（３３）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
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３４）夫人口口声声称是尊神，小人也仔
细想来，府中墙垣又高，防闲又密，就有歹人，

插翅也飞不进。（《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

二郎神》）

（三）状态域“Ｖ＋来／去”
１．空间域“Ｖ＋来１”的状态隐喻

空间域通过隐喻扩展至领属域、生理状态域、

有无存在状态域、行为能力状态域、显隐存在状态

域，语义发生泛化，分别表达［受动者领属权由他

身到自身的变化］、［受动者由消极到积极的生理

状态变化］、［受动者由无到有的状态变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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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实施某行为的状态变化］、［受动者由隐到显

的状态变化］，分别标记为 “来３ａ”、“来３ｂ”、

“来３ｃ”、“来３ｄ”、“来３ｅ”。

六朝时出现“来３ａ”用法，至明代渐趋成熟，搭

配“娶、买”类取得义二价动词，构成外向致使。

例如：

（３５）ａ．持钱至他园中买庵婆罗果而欲
食之，而敕之言：“好甜美者，汝当买来。”

（《百喻经·尝庵婆罗果喻》）

ｂ．吾乃二郎显圣真君，蒙玉帝调来，擒拿
妖猴者，快开营门放行。（《西游记》第六回）

唐代出现“来３ｂ”用例，明代时渐多，搭配

“醒（１）、醒（２）、活转、歇”等动词，构成返身致使。

例如：

（３６）ａ．夜半醒来红蜡短，一枝寒泪作珊
瑚。（皮日休《春夕酒醒》）

ｂ．醒来方知是梦，越添了许多想悔。
（《醒世恒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明清时代出现“来３ｃ”用例，搭配“招
１
（２）、

惹（１）”类产生义二价动词，构成外向致使。例如：

（３７）这银子虽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也
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喻世明言·陈御史

巧勘金钗钿》）

明清时代出现“Ｖ＋来３ｄ”用法，多用于可能式

中，至现当代比较成熟。“来３ｄ”语义指向施动者

和动作，构成返身致使。搭配“做（１）、装
１”类行为

义动词、“应付、应酬”类应付义动词、“说（１）、合”

类言说或相融义动词、“划、算（１）”类合算义动词。

例如：

（３８）这些人所言，不知如何，可做得来
的么？（《二刻拍案惊奇》卷十）

（３９）你哥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
应付不来。（路遥《平凡的世界》）

（４０）……没想到朱海鹏的老妈身体很
好，还不到六十，跟我爸还挺合得来。（柳建

伟《突出重围》）

（４１）输就输了，难过更划不来。（刘知
侠《铁道游击队》）

现当代才出现“来３ｅ”用例，搭配“判断、体谅”

类思维或感受义动词，构成返身致使。例如：

（４２）ａ．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
他的儿子。（路遥《平凡的世界》）

ｂ．孙少安完全能体谅来亲爱的人儿对自
己的一片好心！（同上）

２．空间域“Ｖ＋去１ａ”的状态隐喻

空间域通过隐喻扩展至生理域、有无存在域、

比较域、显隐存在域，语义发生泛化，分别表达

［受动者由积极到消极的生理状态变化］、［受动

者由有到无的状态变化］、［施动者在性质上超过

参照基点的变化］、［受动者由显到隐的状态变

化］，分别标记为“去２ｂ”、“去２ｃ”、“去２ｄ”、“去２ｅ”。

六朝时出现“去２ｂ”、“去２ｃ”用法，至宋代、明

清两代有所发展，分别搭配“睡、死、逝”等动词、

“烧（１）、挥霍”类消失义二价动词。例如：

（４３）ａ．……言念我子在者，当与我共
食，舍我死去，使我独食，哽咽言念我。（《支

谦译经·五母子经》）

ｂ．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
（《五灯会元》卷十八）

（４４）ａ．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一旦
挥霍去，何因相像似。（谢灵运《维摩经十譬

赞·影响合》）

ｂ．延医调治，到耗去许多银钱。（《绿野
仙踪》第四十回）

宋代时出现“去２ｄ”用例，明清时进一步发展；

参照基点为叙说者的心理预期，施动者背离参照

基点变化。该类用法多出现于可能式中，构成

“说得／不去”、“过得／不去”。
（４５）ａ．若轻扬浅露，如何探讨得道理？

纵使探讨得，说得去，也承载不住。（《朱子

语类》卷八）

ｂ．我第一怕的是知县，不拿出天良来作，
我心里过不去。（《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ａｄｊ．＋了＋去２ｄ＋了”的口语格式至现代汉
语中才出现，该类不具有致使性，而具有程度义。

常搭配性质形容词，如“深、多、大、早、复杂、远、

足、厚”等。例如：

（４６）ａ．万人坑呢在这永定门外头，挖了
这么一个大坑。深，那可深了去了。（ＣＣＬ）

ｂ．万一何建国把人打伤打残打死，那事
儿可就闹大了去了！（ＣＣＬ）
明清时出现“去２ｅ”用例，搭配“遮、掩、盖（１）”

类掩盖义动词，构成外向致使。例如：

（４７）ａ．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
人眼目。（《喻世明言·陈御史巧勘金钗

钿》）

ｂ．顷之雾，果见两扇龙门掩去不见。
（《绣云阁》第七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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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空间域“Ｖ＋去１ｂ”的状态隐喻

受动者离开某处到达某处的空间位移“去１ｂ”

可扩展到领属关系域，表达受动者领属权背离立

足点到某处的状态变化，突显终点。六朝时出现

该类用法，宋元时代数量增加，搭配“娶、借”类取

得义或外向义二价动词。例如：

（４８）ａ．晋置梁水、西平二郡，割去四县，
只存七县，如《常志》。（《华阳国志·南中

志》）

ｂ．貌如其婿，具礼而娶去。（《太平广
记》卷第四百二十五）

四、［预期］与［非预期］对立下的“Ｖ＋来／
去”对称与不对称

“Ｖ＋来／去”所在认知域不断抽象化，叙说者
立足点也不断主观化，由实际位置变为虚拟位置

（即叙说者倾情的位置）。空间域中，叙说者可以

在起点，也可以在终点，如“他把收音机拿去了”、

“你把收音机拿来”；终点有时位于叙说者预期的

位置，如“这本书看完后，我就给老师拿来”，叙说

者倾情于心理上所处的位置。时间域和状态域

中，叙说者期望人们处于积极状态，这是由于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接近人的“来”是正

常的，离开人的“去”是不正常的［２０］。向立足点方

向移动时使用“来”，搭配积极意义的动词；背离

立足点方向移动时使用“去”，搭配消极意义的动

词，因此在动词搭配选择上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

我们认为，运用［预期］与［非预期］更能来体现

“来／去”与客观趋向补语的差异，即叙说者介入
造成的语义特征。

（一）空间域的对称与不对称

空间域致使性较强，“来１”与“去１ｂ”具有无标

记组配的对称性，均具有［终点聚焦］、［到达某

处］义。例如：

（４９）ａ．向门口走来—向门口走去
ｂ．向船上丢来几个垫子—向船上丢去几

个垫子

ｃ．向他看来—向他看去
ｄ．向这边踢来一个球—向那边踢去一个

球

ｅ．从家里拿来几件衣服—从家里拿去几
件衣服

ｆ．（公司）派来两个人—（公司）派去两
个人

ｇ．把他盼来了—把他盼去了

ｈ．（汽车）开来上海—（汽车）开去上海
例（４９）ａ～ｂ组为位移动词，ｃ～ｇ组为非位

移动词；ａ～ｄ组通过介词结构“向……”突显终
点，ｅ组通过介词结构“从……”突显起点；ｂ、ｄ、ｅ、
ｆ组后接受动者充当受事宾语，ｇ组受动者充当
“把”字宾语，ｈ组后接终点处所宾语；ｄ组指示代
词“这”“那”分别与“来”、“去”搭配。不对称的

是“Ｖ＋来１”可后接施事宾语，构成存现句，而“Ｖ
＋去１ｂ”则不成立，多使用“Ｖ＋走”、“Ｖ＋掉”。例
如：

（５０）这边跑来好几个孩子—那边跑
去好几个孩子—那边跑走／掉好几个孩子
“Ｖ＋来１”、“Ｖ＋去１ａ”存在不对称性，后者搭

配“分离或脱落”义动词，相应的动词具有“依附

或生长”义，一般使用“上”。例如：

（５１）脱去衣服—穿来衣服—穿上衣
服 褪去毛—长来毛—长上毛
（二）时间域与状态域的对称与不对称

“来”具有时间义，而“去”没有，这说明“来”

的虚化程度高于“去”，并且产生了具有评价或推

断义的构式。

“来”与“去”均可用于领属域、生理域和存在

域中。领属域搭配动词类别及句法表现一致，如

例（５２）。生理域中叙说者倾情于人类预期的积
极状态，从消极到积极状态用“来”，从积极到消

极状态用“去”，前者搭配“醒、活转”等积极义动

词，后者搭配“睡、死、逝”等消极义动词；句法上

对称，不后接其他成分，如例（５３）。
（５２）ａ．买来一本书—买去一本书 雇来

一个司机—雇去一个司机

ｂ．夺来一块地—夺去一块地 抢来一个
媳妇—抢去一个媳妇

ｃ．招来两个员工—招去两个员工 选来
两个员工—选去两个员工

ｄ．骗来一百万—骗去一百万 讹来一块
地—讹去一块地

ｅ．调来一个大学生—调去一个大学生
分配来１０个人—分配去１０个人

ｆ．学来许多技能—学去许多技能 争取
来一千万资金—争取去一千万资金

（５３）醒来—睡去 活转来—死去／逝去
存在域中叙说者将“由无到有”、“由隐到显”

作为预期状态变化，相反作为非预期状态变化；前

者搭配“来”，后者搭配“去”，所搭配动词语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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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所搭配的动词也是对立的，存在［产生或引

起］与［毁灭、花费或删减］的对立、［思维、言说或

感官］与［掩盖］的对立。例如：

（５４）ａ．招来麻烦—消去麻烦 挣来钱—
花去钱

ｂ．修来福气—消去灾祸 赢来声誉—毁
去声誉

ｃ．捞来实惠 调查来结果
ｄ．占去很多空间—加来很多空间—加

上很多空间

（５５）ａ．尝不来这是什么滋味儿 说不来
会是什么结果

ｂ．遮去大半边脸 掩去痛苦与不快
例（５４）ａ、ｂ组对称，动词反义；ｃ、ｄ组未有对

应的“去”，ｄ组［删减］义动词搭配“去”，相对应
的语义使用［增加］义动词，搭配“上”。例（５５）ａ、
ｂ两组语义对应，但未有相对应的“来”和“去”。

“来”还可用于行为能力域中，“去”则空缺这

个语义，这是因为具备能力是人类预期的，因此，

只能使用“来”。“去”还可用于比较域中，“来”

则空缺这个语义，这是因为参照基点为叙说者的

心理预期，施动者背离参照基点变化，因此，只能

使用“去”，表达“实体在性质上超过参照基点的

变化”。

五、结语

本文从驱动－路径图式角度探讨了趋向补语

“来／去”的语义类别及其主观化过程。“来”聚焦
终点，“去”聚焦起点和聚焦终点。“来”、“去”存

在［朝向终点（叙说者）的空间位移］与［背离叙说

者到达终点的空间位移］的对称，所搭配动词小

类一致，可后接终点处所宾语，或者用于连动结构

中。“来”、“去”存在［由他身到自身的领属状态

变化］与［由自身到他身的领属状态变化］、［由消

极到积极的生理状态变化］与［由积极到消极的

生理状态变化］、［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与

［由有到无的存在状态变化］、［由隐到显的存在

状态变化］与［由显到隐的存在状态变化］等对

称，所搭配动词小类存在［内向］与［外向］、［积极

生理状态］与［消极生理状态］、［产生］与［消

失］、［显现］与［隐藏］的对立，自足性较强。

“来”还具有［朝向叙说者的时间变化］、［具备能

力的行为状态变化］，“去”还具有［背离叙说者的

空间位移］、［超过参照基点的状态变化］，这４个
意义存在不对称。以上对称与不对称体现为［预

期］与［非预期］的对立，体现了叙说者视角不断

主观化的过程。

“来”可表达时间义，虚化程度高于“去”。然

而，根据我们自编的２５００万字当代北方作家小说
语料库①统计，“Ｖ＋去”的使用频率（１１７８４）高于
“Ｖ＋来”（８４９２），这是因为“Ｖ＋去”更倾向于客
观表述。从历时语料来看，“来”、“去”的语义演

变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趋向补语“来”的泛化与虚化过程

９０１第１期　　　　　　　　　　周红，何凡：从认知图式看动趋式“Ｖ＋来／去”的主观化

① 包括白桦、毕淑敏、陈建功、陈染、陈忠实、迟子建、邓友梅、杜鹏程、冯德英、冯苓植、冯志、浩然、贾平凹、蒋子龙、李存葆、李佩甫、

李晓明、李英儒、李准、梁斌、梁晓声、刘白羽、刘恒、刘连群、刘流、刘绍棠、刘震云、刘知侠、柳建伟、柳青、陆步轩、路遥、马峰、马原、莫言、

皮皮、乔典运、曲波、权延赤、史铁生、孙犁、铁凝、王蒙、王朔、王晓波、魏润身、徐坤、雪克、杨绛、杨沫、姚雪垠、尤凤伟、张承志、张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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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张炜、张一弓、张正隆、赵树理、宗璞等６１位作家的主要作品。



图２　趋向补语“去”的泛化与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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