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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兰州方言中位移事件最主要通过两种格式即起点类位移事件格式和终点类位移事件格式来表

达,其他位移事件类型一般都要转换成这两种格式,功能上相对规整.此外,兰州方言还有一种在一定条件下

使用的助词“给”替换趋向补语表达位移事件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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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向范畴在普通语言学中一般称作位移事

件,本文考察兰州方言趋向成分如何构成位移事

件.
首先,我们对本文可能使用的一些术语做简

要的介绍和梳理,在普通语言学研究中,趋向范畴

一般 也 称 作 “位 移 事 件 (motionevent)”按 照

Talmy(２０００)的分析,一个运动事件由四个概念

要素组成:凸象(Figure):指一个运动物体,它相

对于另一个物体(背衬)而运动;背衬(Ground):
指一个参照物体,另一个物体(凸象)相对它而运

动;运动(Motion):指运动本身;路径(Path):指
凸象相对背衬而运动的路径”[１].在“瓶子漂出岩

洞”这句话中,凸象即“瓶子”,背衬即“岩洞”,运动

指动词“漂”,路径即趋向动词“出”.
位移事件可以通过本身就具有位移语义特征

或者说具有位移动程的一般位移动词来表达,也
可以通过路径动词来表达,即汉语中一般所说趋

向补语,其中又分直指性趋向补语,与说话者所处

的位置有参照关系,如“来/去”,非直指性趋向补

语,与说话者所处的位置没有参照关系,如“上/
出/过”等.这两种趋向补语又是分别从直指性路

径动词和非直指性路径动词语法化而来的.直指

性路径动词,指重读的“来/去”,非直指性路径动

词,即重读的“上/出”类动词.这里所谓直指性和

非直指性,实际就是趋向动词以说话人和言谈现

场为参照还是以外界客观物体为参照,前者主要

是“来、去”,后者即“上、下、进、出、过”等.句子中

的谓语动词代表的是运动和运动的方式,如果将

“句子代表的事件看作是一个宏事件,那么它是由

一个主事件和副事件复合而成的”[１],主事件是由

凸象、背衬、运动和路径四个要素构成的,副事件

表达的就是位移的方式和成因,它是由伴随事件

动词来表达的.此外,汉语中还使用方位词来表

示以背衬为参照表达凸象的空间位置的成分,如
轻读的“上/里”等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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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移事件的表达

(一)通过路径动词表达

引言部分介绍位移事件可以通过路径动词来

表达,路径动词又分为直指性的和非直指性的,下
面来看兰州方言路径动词表达的位移事件.

１．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

这种结构在普通话中是大量存在的,但在兰

州方言中却不能说.例如:
∗来兰州　　　　∗去西关十字

∗来马滩新村　 ∗去张掖路步行街

∗赶紧来兰州.　∗明个去西关十字.
∗我昨个去张掖路步行街了.
∗你来不来兰州?
∗我谋着去西关十字呢.
∗那去了张掖路步行街.
兰州方言中“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的格式

都是不能说的,这种格式不能单独使用,不能构成

短语使用,不能嵌入更大的句子中使用,直指性动

词本身也不能发生变化.兰州方言中如果要使用

直指性路径动词表达位移事件,只能是该动词与

凸象表达整个事件,背衬隐含在上下文中不能出

现,一般作为非常不重要的,可以忽略的信息.例

如:
那下午来着又迟到了.(他下午来

的时候又迟到了.)
后头来的就后头站着.
你下午去.
你去着那说啥了? (你去的时候他

说什么了?)
以上各例中直指性动词的支配对象都不能出

现,这实际上已经不能算作是完整的位移事件了.
可见,兰州方言中对直指性路径动词的限制非常

严格.
２．非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

娃娃都上楼了,妈还到底下找着呢.
我先下水了,那还池子帮里做运动

着呢.
你进房子去,这些冷的很.
我过我妈那去了,你今个自己饭做

上吃.
这种格式在兰州方言中运用频率并不高,调

查对象认为虽然是可以说的,但常见于上面这样

“上楼、下水”之类较短、较常用的组合,而这些非

直指性路径动词语法化成为非直指性趋向补语来

使用则频率升高.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随机抽选

一万字发现,“上”作为非直指性路径动词出现１０

次,作为非直指性趋向补语出现５４次.沈家煊将

汉语归属于附加语构架语言,即“汉语经常用补语

表达事件的构架”,从兰州方言中的情况来看也是

非直指性路径动词作为趋向补语出现更为常

见[１].综上,直指性路径动词在兰州方言中的使

用受到严格的限制,“非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
也并非兰州方言中主要的位移事件表达方式.

(二)通过趋向补语表达

背衬在位移事件中有表达起点、终点和目标

三种类型,下面根据背衬表达的位移事件类型来

分别考察兰州方言中相应的表达.
１．背衬表示终点的位移事件表达

普通话可以用“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性路

径动词＋背衬(＋直指性趋向补语)”表达位移事

件,但这种格式兰州方言中不能说.例如:
　　普通话

①小王爬上那棵树了.
②老师走进教室了.
③石头滚下山破了.
④贼跑下楼去了.
　兰州方言

①∗尕王爬上那个树了.
②∗老师走进教室了.
③∗石头滚下山坡子了.
④∗贼娃子跑下楼去了.

兰州方言无法使用“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

性路径动词＋背衬(＋直指性趋向补语)”的格式

来表达终点类位移事件,而必须将句子转换成下

面的格式才能表达.
∗尕王爬上那个树了.
———尕王爬着那个树上(去)了.
∗老师走进教室了.
———老师走着教室里头(来/去)了.
∗石头滚下山坡子了.
———石头滚着山坡子下头(来/去)了.
∗贼娃子跑下楼了.
———贼娃子跑着楼底下(来/去)了.

以上例句中,兰州方言使用“伴随事件动词＋
着＋背衬＋方位词(＋直指性趋向补语)”的格式

来表达终点类位移事件.其中伴随事件动词与背

衬之间强制加助词“着”,新派话语中也可以换作

“到”,但仍是“着”的使用频率更高.
从以上终点类位移事件的表达可以看出,兰

州方言中表达这类位移事件时,背衬只能出现在

伴随事件动词之后,没有别的语序.同时伴随事

件动词与背衬之间不能直接结合,中间必须插入

助词“着/到”.背衬之后必须出现方位词,方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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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不能删略的.背衬之后以出现直指性趋向补

语为自然的表达,但并不是强制出现的② .与之

相比,普通话表达终点类位移事件可以用的格式

除与兰州方言相同的“伴随事件动词＋到＋背衬

＋方位词(＋直指性趋向补语)”格式之外,还有

“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如
“爬上山顶”,动词之后没有“着/到”,也不需要直

指性趋向补语.
２．背衬表示起点、途径的位移事件表达

普通话表达起点类位移事件,可以用两种格

式,首先是: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性路径动词＋
背衬.例如:

　　普通话

①太阳钻出地平线.
②考生走出教室.
③小钻出蛋壳.
④消防员跑出大楼.
　兰州方言

①∗热头钻出地平线.
②∗考试的娃娃们走出教室.
③∗鸡娃子钻出壳.
④∗消防员跑出大楼.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兰州方言中不用“伴随

事件动词＋非直指性路径动词＋背衬”格式来表

达起点类位移事件.
普通话还有另一种格式表示起点类位移事

件:介词＋背衬＋方位词＋伴随事件动词＋非直

指性趋向补语＋直指性趋向补语.例如:
(普)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了.
(兰)鸡娃子从蛋壳子里头钻着出来

了.
(普)小王从家里赶过来了.
(兰)尕王从屋里赶着过来了.
(普)小偷从王奶奶家跑出去了.
(兰)贼娃子从王奶奶屋里跑着出去

了.
(普)水从杯子里洒出去了.
(兰)水从杯子里头洒着出去了.

以上几例说明,兰州方言表达起点类位移事

件,可以用这种“介词＋背衬＋方位词＋伴随事件

动词＋非直指性趋向补语＋直指性趋向补语”的
格式,但必须在伴随事件动词与非直指性趋向补

语之间加上“着”,否则不能说.
如果背衬既不表示起点也不表示终点而表示

途径,则有下面的表现:
(普)石头滚下山坡.
(兰)∗石头滚下山坡.

———石头从山坡子上头滚着下去了

(起).
———石头从山坡子上头滚着下来了

(起).
———石 头 滚 着 山 坡 子 下 头 去 了

(终).
———石 头 滚 着 山 坡 子 下 头 来 了

(终).
(普)绳子穿过走廊.
(兰)∗绳子穿过过道.
———绳子从 过 道 这 面 穿 着 过 去 了

(起).
———绳子从 过 道 那 面 穿 着 过 来 了

(起).
———绳 子 穿 着 过 道 那 面 个 去 了

(终).
———绳 子 穿 着 过 道 这 面 个 来 了

(终).
从以上的例句可以看到,兰州方言一般要将

途径改变成起点或终点来表达,也就是说兰州方

言中没有专门表达途径类位移事件的格式,只能

借用起点类位移事件或终点类位移事件的格式做

改变之后才能表达.在转变时,需要在途径信息

后加入“上头、下头、这面、那面”等方位词,使无边

界的途径成为有边界(起点或终点)的信息.句末

要加上趋向补语,不过“来/去”的选择一般不受起

点类位移事件或终点类位移事件的影响③ .
３．背衬表示目标的位移事件表达

普通话背衬如果是目标信息,有两种表达格

式.
其一: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性路径动词＋

背衬.
这一类格式一般用于非常书面的环境,如“物

资运往灾区”“商品出口海外”等,普通话口语和兰

州方言口语中没有这种格式.
其二:介词＋背衬＋伴随事件动词＋非直指

性趋向补语＋直指性趋向补语.例如:
　　普通话

①船队朝海岛开去.
②松鼠往树上爬去.
③狼向门口扑过去.
④老师朝教室走过去.
　　兰州方言

①船队朝海岛开着过去了.
———船队朝海岛开.
②松鼠往树上爬着上去.
———松鼠往树上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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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狼狗往门口扑着过去.
———狼狗往门口扑开了.
④老师朝教室走着过去.
———老师朝教室走开了.

以上各例句中“介词＋背衬＋伴随事件动词

＋非直指性趋向补语＋直指性趋向补语”格式理

论上都是可以说的,但是表达不自然.兰州方言

如果背衬是目标信息,那么一般只用“介词＋背衬

＋方位＋伴随事件动词”,最后不用趋向补语[２].
因为句子中加入目标信息意味着动作朝某个方向

发展,但不必然包含动作已经完成的信息,而趋向

补语则隐含着结果意义,前后有矛盾.上面横线

右侧的例子中,后两句在句末用了表示起始的助

词“开”,正是为了配合“介词＋背衬”所带来的“起
始”信息,兰州方言用起始体强调起始信息,表示

朝某个目标发生某种动作,但排斥结果意义[３].
不过从形式上看,目标类位移事件的表达格式其

实还是起点类位移事件的表达格式,只是删略了

其中的非直指性趋向补语和直指性趋向补语.
(三)使役性位移事件

如果伴随事件动词是及物动词,其宾语出现,
就构成使役性位移事件.

(普)扔一条绳子下去/扔下一条绳

子去/扔下去一条绳子/扔下一条绳子/
扔来一条绳子

(兰)∗扔一个绳子下去/∗扔下一

个绳子去/扔着下去一个绳子/把一个绳

子扔着下去

以上结构中背衬没有出现,兰州方言中能用

的格式是“扔着下去一个绳子”这样的动宾式,其
中伴随事件动词与趋向补语之间必须出现“着”,
宾语只能是无定的,如果是有定形式则不能说,如
“∗扔着下去那个绳子”.另外,最自然的表达还

是用“把”字句,伴随事件动词与趋向补语之间也

必须出现“着”.同时,宾语可以是有定的,如“把
那个绳子扔着下去”,也可以是无定的,如“把一个

绳子扔着下去”.
如果背衬出现,有下面的表现:

(普)他往楼下扔下去一条绳.
(兰)∗那往楼底下扔着下去一个绳

子.
———那往 楼 底 下 扔 了 一 个 绳 子.

(目标)
———那从楼 上 头 扔 着 下 去 一 个 绳

子.(起点)
———那把一 个 绳 子 扔 着 楼 底 下 去

了.(终点)

———那把一个绳子从楼上头扔着楼

底下去了.(起点－终点)
(普)把书搬进屋来.
(兰)∗把书搬进屋来.(途径)
———把书搬着屋里头来.(终点)
———把书从屋外头搬着进来.(起

点)
———那把书从屋外头搬着屋里头去

了.(起点－终点)
可以看到,兰州方言中没有“伴随事件动词＋

非直指性趋向补语＋背衬＋直指性趋向补语的格

式”.换句话说,兰州方言中复合型的趋向补语不

能拆开使用,分散在背衬前后,而必须合在一起作

为一个整体使用.同时,伴随事件动词与趋向补

语之间必须有“着”.有宾语出现的目标类位移事

件,仍然受到目标语义的影响,排斥表示结果意义

的趋向成分.以上使役性位移事件的表达格式从

形式上看还是可以归为起点类位移事件和终点类

位移事件两类格式.

二、表达趋向范畴的其他形式

以上介绍兰州方言位移事件的表达形式,与
普通话相应的表达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位移事

件中因素的前后顺序,一些成分之间必须添加虚

词,没有表达途径类位移事件的专用格式,而要转

换成起点或终点类位移事件.下面介绍一种兰州

方言中很有特色的格式,兰州方言中可以用助词

“给”表达趋向意义,一些条件下可以代替位移事

件中的直指性趋向补语和非直指性趋向补语.兰

州方言中“给”的用法比较丰富,这里所提到的

“给”只指能够替代趋向补语的那一类助词性的

“给”.
(一)背衬是终点的位移事件表达

尕王爬着那个树上(去)了.
———尕王那个树上爬给了.
老师走着教室里头(来/去)了.
———老师教室里头走给了.
石头滚着山坡子下头(来/去)了.
———石头山坡子下头滚给了.
贼娃子进着厕所里头(来/去)了.
———贼娃子厕所里头进给了.

用“给”来代替趋向补语的形式,表达终点类

位移事件采用的格式是:“背衬＋方位＋伴随事件

动词＋给”,其中,方位词必须出现.需要说明的

是,这种伴随事件动词加“给”的表达常隐含有一

种“即将遭受不幸,句子主体即将带来不好的情

况”之意.因此像上面第二句凸象是“老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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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用这个格式,第四句凸象是“贼娃子”,用这种

格式就非常适合.
(二)背衬是起点、途径的位移事件表达

盐从壶口口撒着进去了.
———盐从壶口口撒给了.
水从杯子里头撒着出去了.
———∗水从杯子里头撒给了.
∗石头滚下山坡.(途径)
———石头从山坡子上头滚着下去了

(起).
———石头从山坡子上滚给了.
———石头从山坡子上头滚着下来了

(起).
———∗石头从山坡子上滚给了.
———石 头 滚 着 山 坡 子 下 头 去 了

(终).
———石头山坡子下头滚给了.
———石 头 滚 着 山 坡 子 下 头 来 了

(终).
———∗石头山坡子下头滚给了.
∗绳子穿过过道.(途径)
———绳子从 过 道 这 面 穿 着 过 去 了

(起).
———绳子从过道这面穿给了.
———绳子从 过 道 那 面 穿 着 过 来 了

(起).
———∗绳子从过道那面穿给了.
———绳 子 穿 着 过 道 那 面 个 去 了

(终).
———绳子过道那面穿给了.
———绳 子 穿 着 过 道 这 面 个 来 了

(终).
———∗绳子过道这面穿给了.

以上四组例句表明,兰州方言用“伴随事件动

词＋给”只能用来替换“下去、进去、过去、去”这样

方向向外,离“我”而去的趋向补语,而那些“下来、
过来、来、进来”类向“我”而来的趋向补语不能替

换成“给”,这主要是受到“给”本身词义的影响,只
能表达“向外”的位移过程.上面第二例趋向补语

是“出去”时也不能替换成“给”,这同样也是受到

“给”词义的影响,“给”经常在给予句中表示位移

过程,给予句要求有一个转移终点,因此“给”与没

有终点信息的成分搭配起来是有困难的.另外,
“伴随事件动词＋给”只能出现在句末,背衬绝不

能出现在“伴随事件动词＋给”之后,因此上述例

句中有宾语前置的现象.
(三)背衬是目标的位移事件表达

上文提到,兰州方言目标类位移事件不太接

受表示结果的趋向补语,“给”在这里是替代趋向

补语的,因此,目标类位移事件无法用“给”来表

达.
本文概括了兰州方言中表达位移事件的几种

方式,最常用的是表达终点类位移事件和起点类

位移事件的格式.其特点体现在各种类型的位移

事件都需要转换成这两种位移事件,借助其格式

来表达;直指性趋向词不可或缺;动趋之间强制加

上“着/到”;背衬之后一般要加上方位词,此时,动
词与背衬之间也要加上“着/到”.此外,兰州方言

还有一个能够替代向外的趋向补语的助词“给”,
只处于句末,经常含有一种遭受意义,因此这种形

式表达趋向也受到很多限制.

【注释】

①沈家煊«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将位移事

件的四个要素分别称作凸象、背衬、运动和路径.也有

学者将凸象称作前景,背衬称作背景,将动词表达的副

事件称作伴随事件,如唐正大«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

法语义类 型»认 为:汉 语 中 趋 向 动 词 本 身 也 有 复 合 形

式,因此个别文章中也将路径动词又分出复合路径动

词,指由直指性路径动词和非直指性路径动词结合而

成的“上去、下来、回去、过来”之类的动词.

②唐正大«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分析关中

方言中背衬表示终点的位移事件,得出关中方言中背

衬之后强 制 出 现 直 指 性 趋 向 补 语,否 则 句 子 不 能 说.
兰州方言中直指性趋向补语不是必然出现的成分,这

一点上两种方言存在区别.

③唐正大«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认为关中

方言趋向补语用“来”倾向于用起点位移事件表达式,
趋向补语用“去”倾向于用终点位移事件表达式.兰州

方言中相对自由,当然不能说完全自由,但“来/去”的

选择一般情况下不受位移事件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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