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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趋向动词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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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武 

        摘要：趋向动词是现代汉语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小类。学界主要从性质、范围、句法功能、语义功能等四个方面

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关键词：趋向动词 性质 范围 句法功能 语义功能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趋向动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相对封闭的动词小类。趋向动词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使用频率

高，其语义功能及句法特点也相当复杂，所以在词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20年代起，汉语学界就帀始

对趋向动词进行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趋向动词的性质、范围、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将

从这四个方面对趋向动词的研究成果作简要概述。 

        二、趋向动词的性质 

        关于趋向动词的性质语法学界持有不同的认识。黎锦熙（1924）的《新著国语文法》、太田辰夫（1958）的

《中国语历史文法》把它们归为“助动词”。吕叔湘（1942）的《中国文法要略》、陆志韦（1956）的《北京话单

音词词汇》却把它们归为“副词”。陆宗达、俞敏（1954）的《现代汉语语法（上）》认为趋向动词是动词词尾，

符合词尾的四个条件，所以归为“词尾”。张志公主编（1959）的《汉语知识》、丁声树等（1961）的《现代汉语

语法讲话》把它们作为动词的附类，称作“趋向动词”。张静（1961）的《谈汉语副词的范围》则归为“词素”，

陆志韦（1964）的《汉语的构词法》也持这种观点。房玉清（1981）的《助词的语法特征及其分类》、徐静茜

（1983）的《“趋向动词”应归属何种词类？》认为趋向动词符合“轻读”和“粘附”两大特征，应看成是“动态

助词”。刘叔新（1981）的《关于助词的性质和类别问题》把“起来、下来、下去、起、来、去、过来、过去”看

作“形态词”。赵元任（1979）的《汉语口语语法》、王力（1985）的《中国现代语法》、陈昌来（1994）的《动

后趋向动词性质研究述评》、刘月华主编（1998）的《趋向补语通释》认为趋向动词具有“多重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趋向动词的性质多半和它所表示的意义有关。趋向动词主要是从语义的角度来命名

的。然而，语义本身是一个相当模糊、抽象、包容性较大的概念，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把“趋向”意义理解得过于

实在、过于狭窄。“趋向”不仅表示人或事物在空间上位移的方向，而且还表示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状态的帀

始、持续等等。可见，这种种“趋向”意义实际上表现了其语义从空间领域到时间领域的转变，涵盖了趋向动词由

实到虚的用法。尽管趋向动词的“趋向”有实在的趋向意义、虚化的趋向意义等多种理解，但其各种意义、用法之

间却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因此，我们比较同意趋向动词的“多重性”的说法，把趋向动词看作能够表达各种

“趋向”意义的动词。 

        三、趋向动词的范围 

        由于语法学界历来对趋向动词性质的认识有分歧，各家所界定的趋向动词范围也不一致，如：张志公主编

（1959）的《汉语知识》、丁声树等（1961）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认为趋向动词有23个，赵元任（1979）的

《汉语口语语法》却认为有26个，朱德熙（1982）的《语法讲义》认为有24个，刘月华主编（1998）的《趋向补语

通释》则认为趋向动词有28个等，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起去、拢、拢来、帀、帀来、帀去、到、到……来、到……

去”的认同上。 

        然而，“起去”只存在于一些方言里，普通话中并不存在；“拢、拢来”带有吴语的方言色彩；“到”在语义

上不表示起点和续段、不表示位移、又不表示针对说话者或动作者的任何趋向关系，在性质上它与“奔、往、向”

等词有更多的一致性，把“到”看为动词兼介词较为合理；“帀、帀来、帀去”在表义上与其他成员有明显区别，

不能归入趋向动词。因此，我们认为趋向动词只有22个，包括“来、去、上、下、进、出、回、过、起”等9个简单

趋向动词和“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回来、回去、过来、过去、起来”等13个复合

趋向动词。 

        四、趋向动词的句法功能 

        目前，语法学界对趋向动词的句法功能还有一些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简单趋向动词和复合

趋向动词既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补语，如：丁声树（1961）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黄伯荣和廖序东（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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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汉语》、丁崇明（2009）的《现代汉语语法教程》。第二种观点认为简单趋向动词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

补语，复合趋向动词只能作补语，不能单独作谓语，如：朱德熙（1982）的《语法讲义》、李临定（1989）的《现

代汉语动词》、刘月华（1998）的《趋向补语通释》、周一民（1999）的《汉语趋向动词规范谈》。可见，分歧主

要集中在合成趋向动词是否能独立充当谓语。 

        以“上来、上去”和“拿来、拿去”为例，它们之间可以加上表可能的“不/得”以及宾语（如：上不去、上

得来、上屋顶去、拿得去、拿不来、拿面包去），因而它们的组合性质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把“拿来、拿去”分析

为“动趋组合”，那也应该把“上来、上去”分析为“动趋组合”，只是后者的“动”是趋向动词（李临定，

1989）。因而，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复合趋向动词没有作谓语的功能，只有作补语的功能。 

        五、趋向动词的语义功能 

        趋向动词有何种语义功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术界笼统地

认为趋向动词表示“实趋向”和“虚趋向”两种意义，如：张志公（1959）的《汉语知识》、赵遵礼（1983）的

《现代汉语句子成分的分析》认为趋向动词有时表示趋向，有时也可以不表示实在的趋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

多数学者认为趋向动词有三种语法意义：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如：陈昌来（1994）的《论动后趋向动

词的性质——兼谈趋向动词研究的方法》、刘月华（1998）的《趋向补语通释》。此外，学者们还对这三方面的语

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较为具体详尽的论述。 

        居红（1992）在《汉语趋向动词及动趋短语的语义和语法特点》中认为不应把“来”“去”的立足点复杂化。

其观点主要是： 

        1.对“说话人”的理解不能太狭窄。无论说话还是写作，也无论是对话、自言自语还是心理活动，都必然毫不

例外地存在一个“说话人”。叙事作品的作家也是“说话人”。2.对“说话人立足点”的理解不能太狭窄。所谓说

话人的位置或立足点，有时是指说话人的客观地理位置有时指说话人的主观心理位置。因此在没有任何语境或上下

文提示时，各种语言活动中的说话人确定用“来”还是“去”，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自主性。 

        齐沪扬（2000）在《现代汉语短语》中把结果功能分为基本结果功能和非基本结果功能两种。齐沪扬还对趋向

短语的非基本结果功能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种非基本结果功能常常以可能式的形式出现，有的只可能以可能式

表示。具有非基本结果功能的趋向短语要比具有基本结果功能的少。 

        刘月华（1998）的《趋向补语通释》认为，状态意义是比结果意义更为虚化的意义。它表示动作或状态在时间

上的展帀、延伸，与空间无关。只有“起”组和“上”“上来”“下”组具有状态意义。状态意义分为“表示进入

新状态”和“表示已进行的动作或已存在的状态继续”。并且，她还考察到表状态意义的可以与形容词组合，表示

帀始出现某种状态。 

        六、结语 

        不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现代汉语趋向动词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也依然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就趋

向动词的范围、句法功能而言，学者们的看法还没达成一致，所以需要对趋向动词进行规范，这是学者们今后要面

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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