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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不该解释为 “尝试” 或 “试探” 义， 而应该当成附在动词性短语

ＶＰ （Ｖ） 后， 表示由该短语的动作行为引发而等待某种情况发生的待况语缀。 生命度高的人的动作行为

“看” 具有将视觉行为和心理认知这两种认知域联结起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在此基础上动词 “看” 派生

出具有 “等待” 特征的用法， 而待况语缀 “看” 便是从这种 “等待” 的 “看” 语法化而来的。 在

“看动 － 待 ＞看缀 － 待” 过程中， 重新分析和完形理论的邻近原则对这种语法化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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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现代汉语中动词性语法成分 （ＶＰ）， 特别是

动词重叠式 （ＶＶ） 之后可附 “看” 构成句式

“ＶＰ （Ｖ） 看”， 如 “吃了药看” “叫一声看”
“想想看” “试试看” 等。 前贤对这种句式没少

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其中 “看” 表 “尝试” 或

“试探” 义， 而 “ ＶＰ （Ｖ） 看” 表示 “尝试”
或 “试着” 做 ＶＰ （Ｖ） 代表的动作行为。 比如，
张相据近代汉语认为 “看” 为 “尝试之辞， 如

云试试看” ［１］， 与此相似， 陆俭明等认为 “看”
是表 “尝试” 的 “语助词” ［２］。 张伯江等接受这

些基本看法， 并认为汉语中存在个用 “看” 表

示的 “尝试范畴”， 而这种范畴在汉语方言中分

布得不平衡， 如北京话缺少这种范畴， 即便有也

处在被其他形式代替的状态。［３］１９３ － ２１５ 笔者以为，
把 “Ｖ Ｐ （Ｖ） 看” 中的 “看” 当成附在动词性

语法成分后的虚化成分可以接受， 但把它解释成

“尝试” 或 “试探” 义恐怕跟事实不符。 在分析

“ＶＰ （Ｖ） 看” 的基础上， 笔者准备讨论 “看”
的三个问题： 其一， “ＶＰ （Ｖ） 看” 中 “看” 的

语法意义和作用。 认为其中 “看” 并不表所谓

“尝试” 或 “试探” 义， 而应该有别的意义或作

用。 其二，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从动词

“看” 语法化而来， 讨论动词 “看” 的句法或语

义特征为这种语法化所提供的必要条件。 其三，
讨论动词 “看” 语法化为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的演变过程。 这是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

　 　 二、 “ＶＰ （Ｖ） 看” 中 “看” 的
语法意义和作用

　 　 据 “ＶＰ （Ｖ） 看” 的 “粗略的发展脉络”
显示， 其中 “看” 前的动语类型从南北朝到现

代有个演变过程。［３］１９８ 笔者看重这种 “发展脉

络” 中各种动语类型后 “看” 的语法意义和作

用， 这方便选择些较为典型的上下文来剖析其中

“看” 的语法意义和作用， 而小说、 戏剧等中的

用例尤能提供这种较为充分的上下文。 例如：
（１） （两个小妖） 将假葫芦拿在手中， 争看

一会， 忽抬头不见了行者。 ……精细鬼道： “我

们相应便宜的多哩， 他敢去得成？ 拿过葫芦来，
等我装装天， 也试演试演看。” 真个把葫芦往上

一抛， 扑的就落将下来。 慌得个伶俐虫道： “怎

么不装， 不装！ 莫是孙行者假变神仙， 将假葫芦

换了我们的真的去耶？” 精细鬼道： “不要胡说！
孙行者是那三座山压住了， 怎生得出？ 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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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念他那几句咒儿装了看。” 这怪也把葫芦儿

望空丢起， 口中念道： “若有半声不肯， 就上灵

霄殿上， 动起刀兵！” 念不了， 扑的又落将下

来。 两妖道： “不装不装！ 一定是个假的。” 正

嚷处， 孙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 看得真实， 恐

怕他弄得时辰多了， 紧要处走了风讯， 将身一

抖， 把那变葫芦的毫毛， 收上身来， 弄得那两妖

四手皆空。 （ 《西游记》 第 ３４ 回）
（２） 那先生笑道： “大奶奶这个症候， 可是

那众位耽搁了。 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

来， 不但断无今日之患， 而且此时已全愈了。 如

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 也是应有此灾。 依

我看来， 这病尚有三分治得。 吃了我的药看， 若

是夜里睡的着觉， 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据我

看这脉息：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
聪明忒过， 则不如意事常有， 不如意事常有， 则

思虑太过。 此病是忧虑伤脾， 肝木忒旺， 经血所

以不能按时而至。 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

问， 断不是常缩， 必是常长的。 是不是？” 这婆

子答道： “可不是， 从没有缩过， 或是长两日三

日， 以至十日都长过。” 先生听了道： “妙啊！
这就是病源了。 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

之， 何至于此。 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

候来。 待用药看看。” 于是写了方子， 递与贾蓉

（ 《红楼梦》 第 １０ 回）
（３） 张姑娘道： “要得人不知， 除非己莫

为。 有凭有据， 怎么说是无根之谈呢？” 公子

道： “不信你竟有甚么凭据？ 拿凭据来把我看。”
张姑娘听了， 不响一声， 站起身来走到外间， 便

向大柜里取出个大长的锁儿匣来， 向他怀里一

送， 说： “请看。” 公子打开一看， 却是簇簇新

新的一分龙风庚帖。 从那帖套里抽出来， 从头至

尾看了一遍， 原来自己同何玉凤的姓氏、 年岁、
生辰， 并那嫁娶的吉日， 都开在上面； 不觉十分

诧异， 说道： “这……这……这是怎的一桩事？
我莫不是在此作梦？” 张姑娘道： “我原说作梦，
你只不信； 如今是梦非梦， 连我也不得明白了。
等你梦中叫的那个有情有义的玉凤姐姐来了， 你

问他一声儿看。” （ 《儿女英雄传》 第 ２３ 回）
（４） “我给你想想看： 你要是娶了她， 在外

面租间房， 还是不上算； 房租， 煤灯炭火都是

钱， 不够。 她跟着你去作工， 哪能又那么凑巧，

你拉车， 她作女仆， 不易找到！ 这倒不好办！”
曹先生摇了摇头。 “你可别多心， 她到底可靠不

可靠呢？” 祥子的脸红起来， 哽吃了半天才说出

来： “她没法子才作那个事， 我敢下脑袋， 她很

好！ 她……” 他心中乱开了： 许多不同的感情

凝成了一团， 又忽然要裂开， 都要往外跑； 他没

了话。 （ 《骆驼祥子》）
（５）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

梅的。
周朴园： 哦？ 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 她也不贤惠， 并

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 也许你弄错了， 不过你不妨

说说看。 （ 《雷雨》）
这些用例都是近代后的汉语书面材料， 笔

者尽量录用了 “ＶＰ （Ｖ） 看” 语句 （下划横线

所示） 所出现的上下文。 表面来看， （１） －
（５） 中 “ ＶＰ （ Ｖ） 看” 的动作行为成分 ＶＰ
（Ｖ） 似有 “尝试” 或 “试探” 的意味， 但这

种意味是否由 “看” 带来却很成问题。 这主要

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 把 “ＶＰ （Ｖ） 看” 的

“看 ” 解 释 成 “ 尝 试 ” 或 “ 试 探 ” 义， 而

“看” 前的 ＶＰ （ Ｖ） 也可以是本身具备 “尝

试” 或 “ 试 探” 义 特 征 的 动 词 性 成 分， 如

（１） 的 “试演试演看”， 又如口语中常说的

“试试看”， 这就出现语义重复。 循着这种理

解， 据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 “看” 像语义羡

余成分可以被省去， 但 “看” 不像是可随意省

去的成分。 其二， “尝试” 或 “试探” 一般是

对难办、 复杂、 有挑战的事说的， 与此相反的

事情往往用不着去 “尝试” 或 “试探”。 （２）
说秦可卿病得奇、 病得重， 张友士为治这病还

可说 “尝试” 或 “试探”， 但 （４） 中说韩先

生给祥子 “想想看”， 其中 “想” 算不上难办

事， 似乎谈不上要去 “尝试” 或 “试探”， 而

把这种 “看” 解释成 “尝试” 或 “试探” 义

难说切合语意。 其三， “ＶＰ （Ｖ） 看” 的 “看”
虽可看作虚化成分， 但跟源词即动词 “看” 的

关系仍很密切。 比如， （２） 中同样说给秦可卿

治病， 前面说 “吃了我的药看”， 后面说 “待

用药看看” （下划波浪线所示）， 前用 “看”
而后用其重叠式 “看看”， 这说明此例的 “看”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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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动词意味， 也说明 “ ＶＰ （ Ｖ） 看” 中的

“看” 跟其源词即动词 “看” 之间保持着紧密

关联。① 如果把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解

释成 “尝试” 或 “试探” 义， 便无以沟通这种

“看” 跟其源词的关联。 这些问题使笔者有理由

怀疑把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解释成 “尝
试” 或 “试探” 义的正当性。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必得结合它出现

的上下文才能给出合理解释。 概括分析以上诸例

中的 “ＶＰ （Ｖ） 看” 语句， 它们都有个共同特

点， 即 “ＶＰ （Ｖ） 看” 中的动作行为成分 ＶＰ
（Ｖ） 由于后面附个 “看”， 总跟其可能引发的

其他事情或情况有所关联。 比如， （１） 中精细

鬼说 “试演试演看” 意在通过 “试演试演” 来

“看” 会出现什么事情或情况； （２） 中张友士说

的 “吃了我的药看” 意思是 “吃了我的药” 后

“看” 秦可卿的病情会出现什么情况； （３） 中张

姑娘说 “问他一声儿看” 的意思是先 “问他一

声儿”， 然后 “看” 何玉凤会说些什么； （４）
（５） 中动词重叠式 “想想” “说说” 后附 “看”
也不表 “尝试” 或 “试探” 义， 而是意在引出

“想” 或 “说” 出什么。 这些用例中的 “看”
虽比它的源词即动词 “看” 的意义更为抽象，

但仍跟源词保持着密切关联， 只是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是试图 “看” 到由 ＶＰ （Ｖ） 引

发的事情或情况 （包括言语行为或话语）。 根据

这种分析， 如果把 “ＶＰ （Ｖ） 看” 中 “看” 后

面所联系的事情或情况 （包括言语行为或话语）
统称为 “情况”， 笔者以为这种 “看” 更恰当地

讲应是个待况语缀， 即它附在动词性成分 ＶＰ
（Ｖ） 后的作用是等待由这种成分代表的动作行

为所能引发的情况发生。 待况语缀 “看” 既从

动词 “看” 语法化而来， 要讨论这种语法化少

不了对源词即动词 “看” 的句法、 语义特征作

深入分析， 因为这些特征为 “看” 的历时演变

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 动词 “看” 的句法、 语义特征

　 　 动词 “看” 的基本用法是让视线接触人或

物， 其施事只能是具备视觉能力、 生命度高的人

或动物。 另外， 从生命度等级来说， 人的生命度

又高于动物， 这种生命度等级差别的基础来自人

和动物间若干有区别的特征。 王珏曾论及 “人
类” 和 “狭义动物” （即笔者说的 “动物”） 在

“四组双重概念” 上的区别特征， 见表 １：［４］

表 １　 人类和狭义动物在四组双重概念上的区别

双重

概念

双重本性 双重能力 双重需求 双重权利

自然本性 文化本性 自然能力 文化能力 自然需求 文化需求 自然权力 文化权力

人 ＋ ＋ ＋ ＋ ＋ ＋ ＋ ＋

狭义动物 ＋ － ＋ － ＋ － ＋ －

　 　 笔者参考这种看法并吸取先哲一些思考或认

识， 可这么认为： 人属于广义动物， 跟狭义动物

一样有自然属性， 但人是更高级动物， 如人能抽

象思维、 制造劳动工具、 用语言交际、 凭社会组

织和精神文化生存等， 而狭义动物不具备这些特

征。 这些区别可能会投射到语言中形成生命度范

畴， 语言会用些有差别的语法形 式 来 显 示

“人 ＞狭义动物” 的生命等级差别。 为简化论

述， 笔者用 “动物” 直称 “狭义动物”。 汉语作

为 “看” 施事的人和动物通过 “看” 支配客事

（ “看” 的对象宜称客事而非受事， 因为受事会

受到动作行为的影响， 而 “看” 不具备这种特

７０１

① 笔者举的 《红楼梦》 中张友士说的 “吃了我的药看” 这个用例， 人们对其中 “看” 可能会有不同理解。 笔
者以为， 这里的 “看” 一方面具有动词性， 后文出现的它的重叠形式 “看看” 就是证据。 另一方面也具有待况语缀
的基本特征， 即 “看” 附在动词性成分 “吃了我的药” 后， 其作用也是等着由该动作行为引发的情况。 这个用例不
仅能说明待况语缀 “看” 跟它的源词即动词 “看” 之间的承继关系， 也能说明动词 “看” 语法化为待况语缀过程中
所呈现的过渡特征， 即处在过渡阶段的 “看” 不仅有源词的动词性， 也有后来待况语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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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也表现出生命度上的重要差别， 而掌握这

种差别可获取 “看” 在句法和语义上更为重要

的特征。
人和动物的 “看” 都有 “让视线接触人或

物” 的自然属性， 而被视线接触的客事也有典

型和非典型之分。 “看” 的典型客事是那些有形

状、 颜色、 状态等的实体对象， 人和动物的视线

都能触及这些客事。 例如：
（６） 人 ／ 老虎盯着石头看。
（７） 人 ／ 老虎看着地上蜷缩的蛇。
（８） 武松看着老虎， 老虎看着武松。
这几例中 “石头” “蜷缩的蛇” “老虎”

“武松” 等客事都有特定形状或状态， 而 “人”
“武松” “老虎” 这些有视觉能力的施事能将视

线投及这些客事。 然而， 即使对 “让视线接触

人或物”， 也难说动物具备人 “看” 时伴随的心

理状态。 日本学者太田辰一认为汉语存在 “有
心” 意义的动词， 这种动词也包括 “看”。［５］

“有心” 的 “看” 严格讲只是对人而非动物说

的。 动物将视线投及客体， 如 （６） － （８） 中

老虎看石头、 蜷缩的蛇及武松， 主要是为适应自

然本能和目的， 如老虎看石头也许为攀援登高，
也许为选择个舒适的休憩地等； 看蜷缩的蛇及武

松这些活物也许为即将到手的食物吸引等。 而人

将视线投及客体却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 如

（６） 的 “人” 若是个科学家， 他看石头也许伴

有分析石头的化学、 物理等属性的心理活动；
（７） 的 “人” 若是动物学家， 他看蛇时心中则

可能在琢磨蛇的动物属性等； （８） 中武松的

“看” 能让人联想到 《水浒传》 中所描述的武松

见到景阳冈上老虎的所思所想。 从认知视角解释

是说， 围绕在人的 “看” 周围有两种重要的认

知域， 一种是基于 “看” 本用的 “让视线接触

人或物” 的视觉行为域， 另一种是与视觉行为

域相伴随的心理域， 这两种认知域在人的 “看”
上构成了邻近关系。

由于人的 “看” 具有不同于动物的视觉特

征， 对有些 “看” 来说， 其施事只适合由人而

非动物来承当。 笔者注意到， 吕叔湘等［６］ 和孟

琮等［７］ 所举的表示 “使视线接触人或物” 或

“观看” 的 “看” 的用例中， “看” 的客事基本

是人类文化制品或人类特有的动作行为， 其施事

自然会使人想到的是人， 原因是 “看” 这些客

事少不了只有人才具备的复杂心理活动。 笔者统

一用 （９） 来说明这其中的某些用例 （个别用例

文字上有删减）：
（９） 看电视、 看电影、 看下棋、 看写字、

看京剧、 看乐谱， 等等。
人的 “看” 具备的将视觉行为和心理活动

联结起来的特征也为其派生新用法提供了必要条

件， 而派生的主要途径是隐喻和转喻。 隐喻是将

源概念投射到相似的目标概念， 而人的 “看”
通过隐喻派生新用法是在保持伴随心理活动特征

的前提下将 “看” 投射到别的更抽象的客事上。
（１０） 看情况做决定， 不要操之过急。
（１１） 你看他做什么呢， 怎么这时候还不来。
（１２） 今后就看你们如何行动了。
（１３） 看你说的这话， 完全跟事实不符嘛！
（１４） 你看他说什么了， 还不管管。
（１５） 我看你还要说什么？
以上用例 “看” 的抽象客事有两个主要特

点： 其一， 这些客事自身没有特定的形状、 颜

色、 状态等， 人的视线不能直接触及它们， 但这

些抽象客事可以有外部表现， 这些表现人的视线

可以触及； 其二， 人要 “看” 这些客事不仅要

让视线触及它们的外部表现， 还要结合心理活动

进行。 字典辞书常把 （１０） 中的 “看” 解释成

“观察”， 其实这里的 “看” 只是投射到更抽象

的客事即 “情况” 上而已。 （１１） （１２） 中

“看” 的客事都是事件或情况， 是 “看” 投射到

事件域中的用法。 这种事件或情况也包括等待出

现的事情或情况， 如 （１２） 的 “你们如何行动

了”。 （１３） － （１５） 中 “看” 的客事都是言语

行为或言语， 这是 “看” 投射到言域中的用法。
言域是重要的认知域，［８］ 这种认知域的客事也可

以等待发生， 如 （１５） 的 “你还要说什么”。
转喻的基础是相关对象的邻近关系， 是用其

中一个对象的概念代表它邻近对象的概念化过

程。 人的 “看” 通过转喻产生两种重要用法：
其一， 基于 “让视线接触人或物” 的视觉行为

和与之相伴随的心理活动的邻近关系， “看” 由

指称视觉行为转指与之邻近的心理活动， 而这种

心理活动常被人释为 “认为”。 比如下面用例中

的 “看”：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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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我看不会下雨， 你看呢。
（１７） 你看谁能赢。

其二， “看” 用在有些事件域、 言域的客事上具

有上文论及的 “等待” 的特征， 如果把这种

“看” 的语义看成包括 “等待” 特征在内的多种

语义特征构成的整体， 那么 “等待” 特征可看

成这种整体的部分， 通过 “整体代表部分” 的

转喻机制， “看” 从表示整体转变为表示这个整

体的部分 “等待”， 从而派生出 “等待” 义的动

词 “看”。 比如， 人们常将 （１８） － （２０） 中的

“看” 解释为 “决定于”， 笔者以为这些 “看”
的准确意义应是 “等待” 或 “待”， 而其中紧随

“看” 的都是待出现的事情或情况：
（１８） 整个比赛就看这一局了。
（１９） 明天能不能去香山， 要看下雨不下雨。
（２０） 他能不能继续当县长， 就看大家选不

选他了。
上面对动词 “看” 的句法及语义特征的大

致考察， 可得出与笔者所论主题相关的两个主要

结论： 其一， “看” 的词义系统中不存在所谓

“尝试” 或 “试探” 义， 或与此相近意义的用

法， 若将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解释成这

些意义， 就难以寻求动词 “看” 的语法化轨迹；
其二， 笔者将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分析

为待况语缀是有根据的， 因为动词 “看” 在有

些上下文中具有 “等待” 的语义特征， 并且派

生出 “等待” 义的动词用法， 这两种 “看” 后

面都跟着待要发生的事情或状况， 这是待况语缀

“看” 形成的句法和语义基本条件。

四、 动词 “看” 的待况语缀化

笔者对有些上下文中具有 “等待” 特征的

“看” 和义为 “等待” 的 “看” 的句法和语义

特征做统一描述， 因为它们不仅具有相似的句法

和语义特征， 而且都有可能语法化成待况语缀。
为述 方 便， 笔 者 将 这 两 种 “ 看 ” 统 一 记 为

“看动 － 待”， 将由此语法化成的待况语缀记为

“看缀 － 待”， 而将其语法化过程记为 “看动 － 待 ＞
看缀 － 待”。 从逻辑或事理关系看， “看动 － 待” 联系

着前后两种紧密关联的事件或情况 （包括言语

行为和话语）， 即前面的事件或情况引发或导致

后面的事件或情况 （包括言语行为和话语）。 按

前文说明， 这些前后紧密关联的事件或情况

（包括言语行为和话语） 可统称为 “情况”， 这

两种 “情况” 可用不同小句形式来表示。 如将

前情况示为： Ｓ１→ＮＰ１ ＋ ＶＰ （Ｖ） １， 将后情况示

为： Ｓ２ →ＮＰ２ ＋ ＶＰ２， 而将由 “看动 － 待” 连接的

Ｓ１、 Ｓ２组成的语法结构记为 Ｔ （看动 － 待）， 那么 Ｔ
（看动 － 待） 的内部层次关系可用图 １ 表示。 这个

图是说， Ｔ （看动 － 待） 由 Ｓ１、 “看动 － 待”、 Ｓ２三种

语法成分构成， 第一层次上 “看动 － 待” 跟 Ｓ２ 而

不是跟 Ｓ１ 发生直接关系， 而在最底层次上，
“看动 － 待” 虽跟 Ｓ２的分解形式 “ＮＰ２ ＋ ＶＰ２” 的关

系仍密切， 但在空间距离上则跟居前的 Ｓ１ 的构

造成分 ＶＰ （Ｖ） １接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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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Ｔ （看动 －待） 内部语法结构层次关系图

　 　 Ｔ （看动 － 待） 内部这种关系可用汉语音韵的

停顿特征给以说明。 按汉人的一般语感， 以下用

例左侧语句的停顿自然， 而右侧用 “∗” 所示

的语句停顿不自然或不常见：

（２１） 你再说一遍， 看我打断你的腿→∗ 你

再说一遍看， 我打断你的腿

（２２） 咱们就不照他的指示办， 看他能把咱

们怎么样→∗咱们就不照他的指示办看， 他能把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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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怎么样

（２３） 你最好搬个梯子， 看 （你） 能不能够

着房顶→∗你最好搬个梯子看， （你） 能不能够

着房顶

（２４） 咱们找他去， 看他还有什么话讲→∗

咱们找他去看， 他还有什么话讲

触发 “看动 － 待 ＞ 看缀 － 待 ” 的原始条件是像

（２１） － （２４） 左侧用例所提供的句法和语义环

境， 而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将对这种语法化起到重

要作用：
１． Ｔ （看动 － 待 ） 中 “看动 － 待 ” 后 Ｓ２ 所示的

情况特征。 Ｓ２表示在 Ｓ１表示的情况发生的条件下

待发生的情况， 因此带有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说

话人在 Ｓ２中往往采用疑问形式来强化这种预测

性和不确定性， 如 （２２） （２４） 的 Ｓ２中有特指疑

问词 “怎么样” “什么”，① （２３） 的 Ｓ２中有正反

选择疑问式 “能不能”。 即使没有这些疑问形

式， Ｓ２表达的也难说不具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如

（２１） 中说话人说的 “我打断你的腿” 看似明确

且待要发生， 其实也是预测和不确定的情况， 因

为 “我打断你的腿” 更可能是威胁话， 这种情

况未必真能发生。 Ｓ２的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主要由

其时间特征带来。 “看动 － 待” 的 “等待” 特征决

定其后 Ｓ２所示的情况总发生在说话人发话的时

间之后， 属于人们主观预测的将来出现的情况。
主观预测可能准确， 也可能不准确， 因此也带有

不确定性。
２． 由于 “看动 －待” 的 “等待” 特征及其后 Ｓ２

所示情况的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话语表达中说话人

对 Ｓ２ 可能有两种处理办法。 第一， 像 （２１） －
（２４） 说出 Ｓ１ 的前提下也说出 “看动 － 待 ” 后的

Ｓ２。 说话人说 Ｓ２ 的主要目的是对 Ｓ１ 表示的情况

所可能引发的情况做出限制性预测。 Ｓ１表示的情

况可能引发很多情况， 但说话人只注意到其中一

种或少数几种， 在话语中用 Ｓ２ 把这受限的一种

或少数几种情况表达出来。 比如， （２１） 中 “你
再说一遍” 可能会引发许多情况， 而说话人在

“看动 － 待” 后只说出 “我打断你的腿” 这种限制

性情况。 （２２） － （２４） 的 Ｓ２中虽有特指疑问词

或正反选择疑问形式， 但表示的也是由 Ｓ１ 表示

的情况所引发的限制性情况， 如 （２２） 只限制

在 “他” 对 “咱们怎么样” 上， 而不说及由 Ｓ１

表示的情况所引发的其他情况。 第二， 说出 Ｓ１

的情况却不说出 “看动 － 待” 后的 Ｓ２。 说话人说

出 Ｓ１并在其后用个 “看动 － 待” 的用意是等着由

Ｓ１表示的情况引发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果说

话人无意或无法对 “看动 － 待” 后的不确定情况作

出限制性预测， 只求等着由 Ｓ１ 表示的情况所引

发的情况发生， 这时话语中就不必出现 Ｓ２。 这

两种办法可用不同形式表示， 如把前者表示为

“Ｔ （看动 － 待） ＝ Ｓ１， 看动 － 待 ＋ Ｓ２”， 将后者表达

为 “Ｓ１， 看动 － 待 ＋ ……”， 而 “看动 － 待” 的语缀

化则由后者演变而成。
３． 以说出 Ｓ１却不说出 “看动 － 待” 后的 Ｓ２为

前提。 通过重新分析， “看动 － 待” 不再跟其后的

Ｓ２而是与其前的、 隶属 Ｓ１的动词性成分整合为具

有直接语法关系的单位， 在此基础上 “看动 － 待”
逐 渐 语 法 化 为 “ 看缀 － 待 ”。 图 １ 已 显 示，
“看动 － 待” 在语法化前跟其后 Ｓ２ 有直接语法关

系， 而跟其前的、 隶属 Ｓ１的动词性成分 ＶＰ１则是

距离上的接邻关联。 在 “看动 － 待” 后 Ｓ２ 没有说

出或空缺的条件下， 受说话人欲待由 Ｓ１ 或其动

词性成分 ＶＰ （Ｖ） １ 可能引发别的情况的表达目

的， 以及话语链中 “看动 － 待 ” 与其前的、 隶属

Ｓ１的动词短语 ＶＰ （Ｖ） １ 具有的距离接邻关联的

联合驱动， “看动 － 待” 逐渐被重新分析为跟其前

的、 隶属 Ｓ１的动词性成分 ＶＰ１具有更为紧密的语

法关 系， 这 种 紧 密 关 系 使 得 ＶＰ （ Ｖ ） １ 和

“看动 － 待” 结成个语法整体。 这可从两方面说。
一方面， 说话人说出 Ｓ１ 中动词性成分 ＶＰ （Ｖ） １

的目的是等待由此引发的别的情况， 而身居其后

的 “看动 － 待” 所具备的 “等待” 特征容易使这

两种语义关联起来并形成个具有 “等待” 特征

的动词性成分。 另一方面， 据完形理论的邻近原

则， 个体成分间的距离小将被感知为它们互相有

某种联系， 而相邻两个成分倾向组成一个单

位。［９］ Ｓ１中动词性成分 ＶＰ （Ｖ） １ 既和 “看动 － 待”
具有接邻关联， 在 “看动 － 待” 后 Ｓ２ 空缺的条件

下， ＶＰ （Ｖ） １和 “看动 － 待” 容易被感知为具有紧

０１１

① 此处所论的 “看动 － 待 ＞看缀 － 待” 诸因素， 其所举例皆对 （２１） － （２４） 左侧语句而言， 无涉右侧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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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语法关联， 据此人们认为这两种单位能组成

个更大语法单位。 在 ＶＰ （Ｖ） １ 和 “看动 － 待” 结

成整体的基础上， “看动 － 待” 逐渐被分析为动词

性成分 ＶＰ１ 之后的待况语缀 “看缀 － 待”， 这种语

缀被赋予的语法价值是等待由 ＶＰ１ 引发的情况

发生。
综上所论， 可将 “看动 － 待 ＞ 看缀 － 待” 的演变

过程描述为 ＡＢＣＤＥ 五阶段， 即：
Ａ： Ｓ１， 看动 － 待 ＋ Ｓ２→
Ｂ： Ｓ１， 看动 － 待 ＋ ……→
Ｃ： ＮＰ１ ＋ ＶＰ （Ｖ） １， 看动 － 待 ＋ ……→
Ｄ： ＮＰ１ ＋ ＶＰ （Ｖ） １看动 － 待， ……→

Ｅ： ＮＰ１ ＋ ＶＰ （Ｖ） １看缀 － 待。
这里还需指出， 随着 “看动 － 待” 语法化为待

况语缀 “看缀 － 待”， 现实关系中 Ｓ１、 Ｓ２表示的情

况就可能分属不同认知域。 据笔者论及的情况，
Ｓ１及其 “ＶＰ （Ｖ） １看缀 － 待” 可以属言域， 而 Ｓ２代

表的情况则未必属言域。 如用 Ｄ待表示具有等待

关联的不同认知域结成的整体， 用 ＵＤ 表示引发

别的情况的言域， 用 ＱＤ 表示属 ＵＤ 的 Ｓ１所引发

的、 等待出现的情况所归属的认知域， 那么 ＱＤ
可以是 ＵＤ， 也可以是事件域、 意念域等， 而标

记 “看缀 － 待” 使这些认知域的具体实现情况具有

引发和等待出现的特征。 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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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Ｄ待内部不同认知域的关联图

五、 结　 语

笔者探讨动词 “看” 的待况语缀化也顾及以

往学者提出的某些重要理论原则及观点。 比如，
Ｈｏｐｐｅｒ 提出的语法化 “滞留原则” 认为， 实义词

演变为功能词以后， 原来的实词义往往并未完全

丧失， 新出现的功能词多少还保留原来实义词的

某些特征。［１０］ 与此相似， 陆宗达等指出， 古汉语

中很多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 要研究某些虚词的

作用有时不得不从它虚化之前的实义入手。［１１］ 另

外， 郭锡良认为研究汉语虚词要 “特别重视语言

的系统性”， 即 “把每个虚词都摆在一定时期的

语言系统中去考察， 一个虚词的各个语法意义、
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自身形成一个系

统， 不要孤立地看问题， 随文释义， 把一个虚词

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 强给它设立一些

非固有的义项”。［１２］ 郭先生的看法可称作汉语虚

词研究的 “系统原则”。 若按以往把 “ＶＰ （Ｖ）

看” 中的 “看” 解释为 “尝试” 或 “试探”
义， 不仅找不到表示 “尝试” 或 “试探” 的

“看” 从它源词继承来的特征， 也看不出 “看”
的 “尝试” 或 “试探” 义在 “看” 的词义系统

中与其他义项或用法的任何关联， 而笔者将

“ＶＰ （Ｖ） 看” 的 “看” 解释为待况语缀， 也是

考虑到这些理论原则或观点而进一步研究得出的

结论。
另外， “看” 的待况语缀化表明， 汉语语

词的语法化总要具备必要条件， 有这种条件虽

不意味语法化一定发生， 但使语法化成为可

能。 比如， 动词 “看” 在有些上下文中所具有

的 “等待” 特征是 “看” 待况语缀化的必要条

件。 语法化跟其他语变现象一样， 都是人们在

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 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必然有认知能力的参入， 而认知因素是语变的

主要动因， 像笔者论及的转喻、 重新分析、 完

形感知等认知因素都对 “看” 的待况语缀化起

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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