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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平：白话文经典作家老舍作品中为什么有“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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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中，一般认为，单音节趋向动词“上”“下”“进”“出”等与“来”“去”组合，可以构
成双音节趋向动词，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复合趋向动词系统；几部使用比较广泛的国家级规划教材，都认为趋向动词系
统中没有“起去”这个词。本世纪初以来，邢福义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起去”的存在。

　　1. 老舍小说语言中的“起去”与“Ｖ/Ａ起去”中的动词和形容词

　　在250万字的老舍小说语料库中，“起去”共出现70例次；有69例次是放在少数动词和形容词后边做补语，只有1
例次做连谓短语前项的用法。能够出现在“起去”前边做述语的动词有14个、形容词有2个。

　　2.老舍小说语言中，由相同的Ｖ/Ａ构成的“Ｖ/Ａ起去”与“Ｖ/Ａ起来”

　　在老舍小说语言中，趋向动词做补语，最常见的是“起来”，这与现代汉语的一般用法相同；而在同一文本中，
由相同动词构成“Ｖ/Ａ起去”是“Ｖ/Ａ起来”的 2.16倍，做补语“起来”不到“起去”的一半。同时，两者使用也
有区别：

　　（1）武端把西服收起来换上华丝葛大褂，黄色皮鞋改为全盛斋的厚底宽双脸缎鞋。（卷一《赵子曰》） 

　　（2）他的笑容已完全收起去，声音提高了一些。（卷一《赵子曰》）

　　例（1）“收起来”表示[位移]，但还存在于同一空间，“收起来”之前与之后，“西服”都在室内，而例（2）则
表示“笑容”从脸上[位移]并“完全”消失：“消失”也可以理解为[进入另一空间]，只不过这个空间为“零”。从这
种情况来看，表示[位移][纳入另一空间]的意思的词语与趋向动词“起来”或“起去”搭配，老舍更倾向于使用“起
去”；而表示[位移][纳入另一空间]与“去”的词汇意义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也是“去”与“来”以及“起
去”与“起来”的差别所在。在老舍自己称最满意的作品《四世同堂》中，也有很鲜明的对比：

　　（3）为了爱情，哪一个年轻的姑娘都希望自己能飞起去一次。（《四世同堂·三十一》） 

　　（4）一起来，他就看了城墙一眼，他恨不能一伸胳臂就飞起去，飞到城墙那边。（《四世同堂·六十六》） 

　　（5）两只黑鸦在不远的坟头上落着，飞起来，又落下。（《四世同堂·七十八》） 

　　（6）坟头上的一对乌鸦又飞起来，哀叫了两声，再落下。（《四世同堂·七十八》）

　　例（3）“飞起去”，是要到达一个有异于目前状态的理想的世界，而例（4）则是一个实在的不同于现在位置的
空间，所以例（3）（4）两句后边都没有表示回到原空间的小句；而例（5）和例（6），从两例最后的小句“又落
下”和“再落下”来看，说明乌鸦还是在原来的空间之内。这种空间，不是绝对的客观空间，而是主观的认知空间。
我们推测，例（3）（4）的空间变化，与例（5）（6）的原空间不变，是导致老舍选择“起去”与“起来”的语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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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动因；即便“飞”这个动词本身并不含有[纳入另一空间]的意思，但带上趋向动词“起去”构成“飞起去”，就具有
了[位移][纳入另一空间]的意思，而“飞起来”却没有这个意思。

　　3. 老舍小说语言中“Ｖ/Ａ起去”的变化轨迹

　　老舍40余年的小说创作中，对“起去”的运用是不均衡的，“Ｖ/Ａ起去”与“Ｖ/Ａ起来”相对比率的变化的轨
迹是比较清晰的，趋向补语“起去”与“起来”的运用比例，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差不大，都是一比二十多，而20
年代的是1：47.33，50-60年代初，竟是1：114。这个近似拱形曲线数据变化之巨大，出现在同一个作家笔下，是非
常值得研究的。

　　4.老舍小说语言中的“Ｖ/Ａ起去”，是来自山东方言以及西南官话吗？

　　老舍“Ｖ/Ａ起去”使用比例比较高的时期，都是生活在国外或非北京话方言地域；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山东-重
庆时期，高于20年代的伦敦时期；而同样是在国内，重庆时期比山东时期略高；而50-60年代的北京时期，“起去”使
用率最低，“起来”竟然是“起去”的114倍。那么，这种地域因素，在老舍小说创作的语言运用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通过检索语料和咨询调查，我们得知在近代汉语作品中，山东方言有“起去”，多做谓语，现代山东方言近于消
失；四川有“起去”做谓语和补语的用法，但与老舍用法不同。况且老舍20年代在伦敦期间创作小说就使用了“起
去”做补语，因此老舍用“起去”，不是受山东方言或四川方言影响。

　　5. 老舍小说语言中“Ｖ/Ａ起去”，是来自于老舍的母语北京话吗？

　　作为纯粹的北京人，老舍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那么，20世纪20年代伦敦-新加坡时期，老舍小说语言中使用
的“V/A起去”，是来源于老舍先生的母语北京话吗？

　　从北京方言词典，北京方言调查研究，从近代清中、晚期，清末民初，以及北京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检索情况来
看，除了老舍作品以外，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镜花缘》）以后，在北京话中“起去”就不再使用了。那么，得出的
结论自然就是：老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伦敦进行小说创作时使用“起去”，不是来自老舍的母语——北京
话。

　　6. 老舍小说语言中“Ｖ/Ａ起去”的真正来源

　　一般说来，书面语言表达，与阅读积淀有很密切的关系。老舍阅读过大量近代小说，还曾帮助英国学者把《金瓶
梅》翻译成英文，可见老舍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老舍曾多次指出青年作者词汇贫乏就是因为古典文学修养不
够。因此，老舍接受早年白话小说阅读的语言影响而使用“起去”，完全是有可能。以下以“Ｖ起去”在四部长篇小
说中的出现为例，进行说明。

　　《水浒传》：共有“V起去”5例次；由相同动词构成的“V起来”只有 2例次。 
　　《西游记》：“V起去”有28例次，“V起来”只有27例次。 
　　《金瓶梅词话》：共有“V起去”3例次，“V起来”共有11例次。 
　　《红楼梦》：共有“V起去”5例次，相应的“V起来”有13例次。

　　同时，“V起去”和“V起来”实际用法也有很大差别：1）“V起去”中的动词，数量多于同一文献的“V起
来”中的动词；2）用“V起去”表示[位移][纳入另一空间]的意思。请对比《西游记》中的“跳（将）起去”和“跳
（将）起来”：

　　（7）好猴王，将身一纵，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第2回） 

　　（8）真个呆子收拾了钉钯，整束了直裰，跳将起去，踏着云，径往东来。（第30回） 

　　（9）行者一骨碌跳起来，耳朵里掣出铁棒，要打那些和尚……（第16回） 

　　（10）长老独坐林中，十分闷倦，只得强打精神，跳将起来，把行李攒在一处……（第28回）

　　由地面到空中，只用“跳（将）起去”（例（7）（8）），而不用“跳（将）起来”（例（8）（9））。表示空
间变化，其他几部著作也是如此。

　　近代汉语白话小说中“Ｖ起去”的用法，直接影响到老舍的语言运用。



　　用“Ｖ起去”表示主观认知空间的变化，而用“Ｖ起来”表示主观认知空间的不变化，虽有近代汉语白话小说的
影响，但更体现了语言大师老舍语言运用的理性自觉。这种理性自觉，也表现为不同于近代白话小说“Ｖ起去”的语
言运用创新：1）活用形容词“高”“幸”进入“起去”前，构成“Ｖ/A起去”；2）与近代小说相比，老舍用在“起
去”前的动词有较大的变化，除了“跳”“飞”“收”“吊”外，其余12个近代汉语文献都没有出现过。此外，近代
白话小说中还有比较普遍的“起去”做谓语的用法，但在老舍小说中基本没有被吸收。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老舍小说中的“Ｖ起去”用法，不是来源于使用“起去”“Ｖ起去”的汉语方言，也不是来
源于老舍先生的母语北京话，而是：1）来自于文学语言，来自近代白话小说的影响；2）来自老舍作家语言运用的理
性自觉，这也是作家的一种语言创新活动。

　　7. 长期生活在使用“起去”或同时使用“起去”和“Ｖ起去”的方言地域，这种语言背景对老舍“Ｖ起去”的使
用，起到了一种巩固和放大的作用。

　　而回到北京生活，不使用“起去”的北京方言磨灭了“起去”“起来”的区分，“起去”逐渐淡出了老舍的小说
语言视线。

　　8. 老舍小说语言中“Ｖ/Ａ起去”的使用是对北京话的偏离

　　在老舍小说中，相同Ｖ/Ａ后边，“起去”出现69例次，“起来”才出现32例次，前者是后者的2.16倍；而《红楼
梦》却相反，“Ｖ起来”是“Ｖ起去”的2.6倍。从单一作品看，《红楼梦》“起去”前动词有3个，《四世同堂》有8
个，是《红楼梦》的2.7倍；构成“Ｖ起去”23个，是《红楼梦》的4.6倍；平均2.84万字出现1例次“V起去”，是
《红楼梦》的6.11倍。可见《红楼梦》中“Ｖ起去”运用的萎缩状态，远远超过了二百年后的老舍小说《四世同
堂》。而且，至少从19世纪20年代的《镜花缘》开始，北京话中的“起去”就消亡了。这也就意味着，“起去”在北
京话中消亡了一百多年后，老舍仍在使用“V起去”，并持续了近40年的时间。

　　我们认为，赵元任（1979：214）、朱德熙（1982：128），以及现代汉语教科书的观点，认为现代汉语中没有“起
去”，是正确的，因为它以普通话为分析对象；而在作为普通话主要来源和依据的北京话中，“起去”早已消亡。从
语言的系统性角度说，北京话中“起去”的消亡，山东方言中“起去”的基本消亡，都来自语言演化的不平衡性，来
自与之相对的“起来”使用的泛化和虚化，“Ｖ起来”占据了“Ｖ起去”的使用空间。语言具有系统性，但这个系统
及其演化，并不是均衡的；历史语言学中所谓的“空格”，就是这种不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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