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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六朝兩組“Vt， +Vi-t2+ 0" 格式語法屬性辨析

吳茂剛*

動結式的產生、發展是治漢語史者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由於對動結式的判

定標準的認識未盡統一 ，導致對動結式的產生時間的斷定亦歧見紛起 。 無論早出

派還是晚出派，均承認魏晉六朝時期是動結式產生、發展的關鍵階段，因而深入考

察這一時期的語言事實是動結式研究取得突破的「瓶頸」。本文擬選取此期常見的

“ V'I+Vi-'2+Ü" 1 格式，探討這種格式的語法屬性 。

動結式的判定標準是這一專題研究的焦點所在，本文探用兩條學界意見較為

一致的判定標準: (l)使動用法的衰落 。後世典型的動結式V，呻+Vi(A的)主要來源於上

古漢語中的“V札t叫i汁+V恥1卜川-吋t♂2

“可V叫川2"失去使動用法，不再和後面的賓語發生關係，才能認定為動結式 。關於這一

點，前賢時修多已指出。而要判斷使動用法的衰落時閉，需要從語法功能、語義轉

變等多方面綜合考慮。 (2)前後兩個動詞結合的緊密程度。我們將動結式的性質界定

為複合詞，複合詞的語法屬性要求前後兩個動詞必須構成緊縮的結構形式，即兩個

動詞之間不能存在停頓，或插入其他成分 。 如果不同時符合這兩條標準'則不把它

看作是動結式。 2

“ V'I+Vi-'2+0"格式肇始於先秦，兩漢得到發展，說晉南北朝時期使用更為廣

泛，由於其與現代漢語中的動結式形式上一致，許多學者曾認定魏晉六朝時期的這

種格式就是動結式 。 但僅憑形式上的一致，很難認定所有這些結構都是動結式 。通

過對此期語言事實的考察，我們認為此期“V， I+Vi 肘。"格式多不能看成動結式，多

數用例仍需析為連動式或動詞並列連用。

* 南京大學中文系 。

“VtJ'表示前項動詞為及物動詞，“Vi-t2" 表示後項為不及物動詞用作及物動詞 。

2 宋亞雲(2∞7)指出 r V2自動詞化標準 」作為判定標準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其一，標準太嚴格;其二，

使用的對象太狹窄;其三 ﹒這條標準的大前提有問題 。 通過本文對語言事實的揭示，我們認為在沒有更

為成熟的判定標史學之前，毋寧採取這兩條略顯嚴格的判定標準。宋文 〈再論動結式的判斷標準和產生時

代〉 載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三)(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年) .頁 175-2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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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破(敗、傷、斷)

本文之所以選取「破、敗、傷、斷 J f作乍為“V卜叫叫【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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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時期出現於“V札tJ，"，後頻率較高的一組動詞，而學界對這種組合的語法屬性的判定

並不統一。

很多學者認為魏晉六朝時期的 r Yt+(破、敗、傷、斷) J 是動結式，以梅祖麟

(1 991)的研究最為系統。梅祖麟認為此期 rYt+破(敗、傷) J 已由先秦兩漢的連動結

構重新分析為動結式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使動式的衰落。 3梁銀峰(2006)持相左意

見，認為魏晉六朝時期 rYt+破」還難以認定為動結式。 4

對這種格式的判定意見分歧之處集中在此期「破、敗、傷、斷」等使動用法是

否衰落、衰落至何等程度 。 下面著重考察「破、敗、傷、斷」在魏晉六朝時期的使

用情況﹒我們選取此期幾部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宋書》、《南齊書》、《搜神記》、

《世說新語》、(殷芸小說》為調查對象，考察「破、敗、傷、斷」的使用情況。

通過窮盡調查，發現這幾部作品中「破 、 傷、斷」的使動用法用例遠多於自動用法

用例，而「敗」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其使動用法已明顯式微。統計數據見下表:

表(一)

自動 使動

專書統計 專書統計

南齊 搜捕申 世說 殷芸 總計 南齊 搜神 世說 殷芸 總計
宋書

書 記 新語 小說
宋書

書 記 新語 小說

破 79 29 4 2 115 406 104 18 13 1 542 

斷 43 16 19 3 。 81 141 86 14 7 3 251 

傷 30 20 12 2 65 150 52 20 6 229 

敗 295 92 11 20 419 33 13 3 6 。 55 

從反映語言發展的角度考慮，下面將統計結果與梁銀峰(2005)統計的西漢時期

的情況放在一起進行觀察，下表是梁文的統計資料(梁文調查的動詞較多，為比較方

便，僅引與表(一)相關之數據) : 5 

3 梅而且麟: <從漢代的「動、毅」、「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一一一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

中立化> '載 {語言學論叢} ﹒第十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99[年) ，頁 1[2-[36 0

4 梁銀峰 : <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與發展) (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6年，第 1 版) ，頁 132-133 。

5 梁銀蜂﹒ {西漢結果補語的發展) , <古漢語研究} 總第66期(2∞5年3月)﹒頁37-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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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自動 使動

專書統計 專書統計

賈誼 鹽鐵 總、計 賈誼 鹽鐵 總計
史記 新序

集
說苑

論
史記 新序

集
說苑

論

破 72 7 15 4 99 444 16 3 12 14 489 

斷 9 2 。 。 12 33 13 14 6 66 

傷 37 3 6 15 10 71 49 11 4 18 16 98 

敗 198 10 12 19 6 245 208 9 3 27 2 249 

對比兩表，可以看出， í破」在西漠的五部書中，自動與使動的比例為1:4.93 '在

魏晉六朝比例為1:4.71 '魏晉六朝「破」便動用法幾乎未見衰落，仍然是使動用法佔據

主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 'Yt+破」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可分析為動補結構。

「斷」在西漢自動與使動的比例為 1:5.5 '魏晉六朝這一比例變為1:3.09' í斷」

的使動用法在魏晉六朝有所衰落，但使動用法的數量仍遠超自動用法。 íYt+斷」難

以認定為動補結構。此期出現「截斷」用例，如:

(1) 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 <世說新語﹒術解> ) 6 

一些學者據現代語感斷定其為動結式，但在同期文獻中，又出現「斷截」﹒如:

(2) 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贅，戶口歲滅，實此之由。( <宋書﹒良吏列傳> )1 

可見「截斷」為動詞並列連用，而非動結式。再看下例:

(3) 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昕之，斷手，然後得免。c<宋書﹒鄧現列傳> ) 8 

「昕」與「斷」分別與不同的受事對象搭配，可見「研斷」難以肯定為動結式，此條

亦為佐證。

「傷」在西漢自動與使動的比例為 1:9.8 '魏晉六朝這一比例變為1:3.52' í傷」

的使動用法在此期衰落得很快，但從統計結果看，使動用法仍是主流，難以肯定 íYt+

傷」就是動結式。以「骰傷」為例， í殺傷」此期較為常見，而「傷般」亦不乏其

例， <魏書〉中「傷骰」凡5現，如:

6 徐震垮: { <世說新語〉絞筆} (北京:中華書局. 1984年，第1 版) .頁382 0

7 {宋書﹒良吏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l版，頁2266 0

8 {宋書﹒鄧E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 1版，頁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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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

類。( <釋老志> ) 9 

此期又有這樣的用例:

(5) 抵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乃入。( <宋書﹒檀祖列傳> ) 10 

例(5)說明“V，"和「傷」結合尚不緊密，仍然可以被拆開，以本文的判定標準看，

「殺傷」也可以理解為動詞連用結構 。

「敗」在西漢自動與使動的比例為 1: 1.01' 自動用法與使動用法基本持平，魏

晉六朝時期這一比例為 1: 0.13' r 敗」使動用法大幅減少，自動用法佔據上風，且

本文所調查的材料中，極少出現 rVt敗」被拆閱或中間有連詞「而」連接的情況，

11 說明 í Vt敗」結合已相當緊密'故而可以認為 í Vt+敗」已演變為動結式。這就

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同為「狀態動詞 J , 12 í 破、傷、斷」使動用法衰落速度

遠慢於「敗 J ?這是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目前我們尚無法給出較為合理的解

釋。

二 Vt+動(卻)

í V，+動」是這一時期較多使用的一種組合，包括「搖動」、「感動」、「震

動」、「振動」、「扇動」、「擾動」、「發動」、「傾動」、「移動」等 。 對這

種組合語法屬性的判定，不能採取「一刀切」的方法，將之都看成動結式或動詞並

列連用，應當結合語義及句法(語序)綜合考慮其語法屬性 。

有學者將「搖動」、「感動」看作是動補結構，也有學者認為是並列結構。認

為 í Vt+動 」是並列結構主要是因為「搖」與「動」 、「感」與「動」可以連接不

同的受事賓語。如:

(6) 菩薩仁德感神動『函，天神接承令不毀傷 。 ( <六度集經> )13 

(7) 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 <幽明錄> )14 

9 <魏書﹒釋老志)(北京 . 中華書局. 1972年) ，第 l 版， 頁3038 。

10 {宋書 ﹒檀l抵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 1 版，頁 1416 。

11 {南齊書〉 中有這樣一例:虎奮擊大敗之，獲三千餘人。 J ( (曹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2 

年) ，第 l版， 頁562 0 )但這條材料中 「擊」與「敗 」 沒有直接組合關係 ，即使「擊 」 與「敗」之間斷開

也完全不影響語意表達，因而此例難以確定為 ry敗」中間可以出現連詞的例證 。

12 r 狀態動詞 J 是相對於行為動詞而言的，表示人、物或事件呈現的狀態、性質或變化結果， 一般是不及

物的，不帶直接受事賓語和間接賓語。

13 {中華大藏經H北京:中華書局﹒ 1994年) ，第十八冊，頁818 0

14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 1版，頁7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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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對 'V沖動」的性質不可一概論之，將「搖動」視為動補結構似不妥，從

句法形式來看，此期「動搖」經常出現，如:

(8) 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嚎，無手足而動搖。( <三國志﹒魏

書﹒公孫度傳} ) 15 

(9) 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 J '尋來樹下 。 ( <百喻經} ) 16 

(1 0) 初造時，先稱眾材，俾輕重相稱，乃結構。故雖高，而隨風動搖，終不壤。

( <殷芸小說》卷一) 17 

細察上述引例中「動搖 J ' 與「搖動」意思並無明顯之差異，因而「搖動」實為動

詞並列連用。

有些， Vt+動」似乎可以分析為動補結構，主要考慮下述兩個原因: 1. '動」

的使動用法在魏晉六朝衰落程度很明顯，在《世說新語》中， ，動 」 自動用法為21

例，使動用法為5例，即使是在中古史書中，也是自動用法佔據主要地位 。 2.有些

'V，+動」結構中， ! 動」所表示的行為(狀態)是前項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直接產

生的結果，施事者不能直接支配、控制「動」的行為(狀態) ，只能通過“Vt"來達到

這種行為(狀態)。試看下列幾例:

(11) 因流涕日更咽，三軍為之感動。( <宋書﹒自序傳> ) 18 

(12) 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 。 ( <南齊書﹒武十七王列

傳> )19 

(1 3) 楊修、 T靡，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 。 ( <顏氏家訓﹒文章> ) 20 

(1 4) 慎勿撓攪，亦勿移動 。 ( <齊民要術﹒栗米、曲作m法> ) 21 

在上述所舉例中， ，動」單獨表達的動作義特徵不是很強， ，動 」在文中所傳達之

含義，主要由前項動詞「搖、感、扇、移、發」來表達， ， 動」完全受控於“VJ' ，

施事主語與 「 動」沒有直接支配、控制關係 。 22但是，不容忽視的語言事實是，同

期乃至稍後的文獻中 「 動發」、 「 動移」亦時現，而語義上與「發動」、「移動」

並無區別，如:

15 (三國志 ﹒魏書﹒ 公孫度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 ，第 l 版，頁260 。

16 < 中華大藏經》﹒第五十一冊﹒頁432 。

17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1019 。

18 (朱書 ﹒自序傳H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1 版，頁2453 。

19 <南齊書 ﹒ 武十七玉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第 1 版﹒ 頁696 ' 

20 莊輝明、章義和: ( <顏氏家訓〉譯注H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第1 版) ，頁 160 。

21 繆啟愉、繆桂龍: ( <齊民要術〉 譯注)(上海:上海古豬出版社， 2∞6年，第 1 版) ，頁548 。

22 關於後項動詞與前項動詞之間的話義關係，本文受洪波(2003) <使動形態的消亡與動結式的語法化〉 的

啟發，洪文載{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一)(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年) ，頁330-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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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日升乃奏記芭曰 r 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華奮不充，田荒不耕......非國家

之人也 。 J ( <後漢書 ﹒范升列傳> ) 23 

(16) 沖對曰 r 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而動

發 。 J ( <魏書 ﹒任城王列傳> ) 24 

(1 7) 江陸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 ，無襄陽則江陵受敵 ，不立故也 。自忱以

來，不復動移。( <南齊書 ﹒州、|郡志下> ) 25 

(18) 而豫章王提鎮東府，多還私郎，動移旬日 。 ( <南史 ﹒范雲列傳> )2 6 

由於例(1 5) 一(1 8)的存在，必讀承認，魏晉六朝甚至唐初時期的「發動」、「移

動」還是並列結構 。 基於上述事實，把所有 r v，+動 」用例看作動結式顯然並不合

適 。 27

由於學界對「卻」含義的不同理解，因而對此期 r v，+卻」格式語法性質的判

斷也出現不同的意見。劉堅等(1992)指出，唐代以前，只發現有限的幾個 rv，+卻」

例子 。 28略示數例如下:

(1 9) 若破城皂，淨殺卻，使天下知吾威名。 ( <南史 ﹒賊臣傳> )29 

(20) 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內，稱此摳須了卻!

( <北史 ﹒崔挺傳> ) 30 

(21) 帝方與人棋，欲殺一段，應聲曰 r 殺卻 。」 使遷出而斬之 。 ( <朝野合

載》卷二) 31 

23 <後漢書 ﹒ 范升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 1965年) .第 1版﹒頁 1227 。

24 (魏書 ﹒ 任城王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1 版 ， 頁466 0

25 ( i駕齊書 ﹒ 州都志下)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 第 1 版 ， 頁273 。

26 (南史﹒范雲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 . 第 1 版﹒頁 1417 。

27 據不完全調查，魏晉六朝時期語料中未出現「動感」、「動震」、「動振」、「動扇」、「動傾」﹒因

而把「感動」、「震動 J 、「振動」、「扇動」、 r f頃動」看作動結式應是合適的 。

28 劉堅，江藍生，自維國﹒會廣順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2年 ，第 l 版) .頁44 。

例(20)徑引此著。

29 <南史﹒賊臣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 .第 1版 ， 頁2011 0 

30 (北史 ﹒ 崔挺傳)(北京;中華書局 ﹒ 1974年) .第 l版，頁 1173 。

31 <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 .第 1 版，頁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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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堅等認為這些句子中「郤」的詞義類似「掉 J .表示動作的對象被消滅、去除﹒

「卻」作「般」、「了」的補語，表示結果. r 殺卻」、「了卻」已是動補結構。

曹廣順(1 995)指出. r 卻」的語義演變大致是由動詞發展變為助詞。 32 r 卻」在

《說文解字》中訓為「節欲也 J .其最初當為動詞，漢代「卻」意為 r (使)退」

如:

(22) 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 ( <史記﹒留侯世家> ) 33 

這種「退」義的「卻 J .也泛表一般的「離去」義，用作趨向補語，如:

(23)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

吳楚。(同上. <韓長孺列傳> ) 34 

曹廣順又認為. r 卻」作結果補語是由作趨向補語轉變而來，如:

(24) 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卻數人，皆應時倒地。( <南齊書 ﹒

高帝十二王列傳> ) 35 

梁銀峰(2006)補充了一些 r y，+卻」格式的用例，如「攘卻」、「截卻」、「蹋

卻」、「拔卻」、「切卻」、「瀉卻」、「洗卻 J 、「割卻」、「減卻」等，與上

述兩位意見不同，梁銀峰認為這些 rYt+卻」格式大多數仍是連動結構，只有個別

已發展為動補結構。

根據本文的判定準則，判斷魏晉六朝時期 rYt+卻」是否動結式應聯繫「卻」

在此期的詞義. r 卻」在此期他動用法很多，可以單獨帶賓語，如:

(25) 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 <宋書

﹒武帝本紀> ) 36 

(26) 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卻寒也。(同

上. <索虜列傳> )37 

32 會廣順: {近代漢語助詞> (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5年) .第1版﹒ 頁10-1 1 • 

33 (史記﹒留侯偉家)(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 .第 1 版，頁2038 。

34 <史記 ﹒韓長孺列傳H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 .第1版，頁2858 。

35 <南齊書 ﹒高帝+二王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第1版，頁630 。

36 (朱書﹒武帝本紀)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 1版，頁29 0

37 <宋書﹒索虜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 1 版，頁2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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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卻之。( <南齊書 ﹒ 王負列傳~ ) 38 

上述「卻」在詞義上至少有兩個義項: 0)(使)退 ，如例(22) 、例(27) ; @去、

除去，如例(25) 、例 (26) 。依據本文之判定標準， r 卻」在此期很多情況下是他動

詞，動作義還很強，可以單獨帶受事賓語，因而當它位於另一個表「去除、消喊」

義的及物動詞之後，仍然是連動結構，如「擊卻」、「摧卻」、「推卻」。與上述

例(27)形成對比的是《南齊書》中這樣一例:

(28) 休範率士卒攻壘南，提執白虎幅督戰，屢摧卻之。(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

列傳~ )39 

又如《世說新語》中的例子 :

(29) 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 r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 J ( <方正~ ) 40 

例(29)很能說明問題， r 推卻(之) J 與「卻(之) J 共現，再比較例(27)與例(28) , 

「卻(之) J 與「摧卻」出現在同一部文獻中，說明「推卻」、「摧卻」還是連動結構。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卻」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演化出「掉、完」的義項， <齊

民要術》中用例較多，如「瀉卻」、「傾卻」、「截卻」、「洗卻」、「割卻」

「禮卻」、「拔卻」等，對這些組合，似乎可以看成是動結式，首先，表示「掉、

完」義的「卻」不能單用，只能附在「截、傾」等動詞後面，同時，上述組合中

“Vt"與「卻」之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或被斷闊，因而符合本文兩條判定標準;其

次，在上述「瀉卻」等用例中， r 卻」表達的具體動作義很弱，只起說明補充前項

動詞之結果的作用，語義指向前項動詞。

三結語

通過上文對魏晉六朝時期兩組“Vt1 +Vi 阱。"格式語義、句法的考察，可以看出

此期這種格式的語法屬性不盡相同: r Vt+破(敗、(磊、斷) J 中只有 rVt+敗」可以

看成動結式，而 rVt+破(f磊、斷)J 當視為沿襲先秦兩漢時期的連動式、動詞並列連

用的性質;只有部分 rVt+動(益的」可以析為動結式，這部分用例有一個共同特徵，

即後項動詞「動(卻) J 表達的動作義明顯弱化，可以說是一種句式意義的虛化。語

言事實的複雜性要求在判定此期“Vtl+Vi-t2+0"格式語法屬性時需綜合考膚、語法功能

和語義變化，仔細甄別「同形異構」的情況。

38 {南齊書 ﹒ 主集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第 1 版，頁850 。

39 {南齊書 ﹒豫章文獻王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第 l版，頁4肘 。

40 徐震垮{ <世說新語〉校筆H北京 :中華書局 . 1984年，第 1版) .頁 1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