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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

黃彥凱、張和友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廣州話的“過”有四種體標記用法。其中，表動作完成的“過 1”、表曾經經歷的“過 2”

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 3”可統一分析為經歷體。“過 4”表動作重新進行，可稱之為

重行體。除了修正重行的用法，“過 4”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

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

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可以構擬出“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關鍵詞

廣州話，“過”，經歷體，重行體，語法化

1. 引言

在現今的廣州話中，有五種直接用於謂詞之後而功能各異的“過”。除作為差比

標記外，“過”還有與動作行為的過程和階段直接相關的四種用法：表動作完成，本

文標為“過 1”；表曾經經歷，標為“過 2”；表動作即將進行，標為“過 3”；表動

作重新進行，標為“過 4”。這四種用法的“過”都是體標記：

(1) 過 1：我食過飯再去。（我吃過飯再去。）

(2) 過 2：我見過佢阿媽。（我見過他媽媽。）

(3) 過 3：佢話要諗過先喔。（他說要先想一想。）

(4) 過 4：唔得就嚟過。（不行就再來。）

“過 1”“過 2”在普通話中也存在，“過 3”“過 4”在普通話中沒有。“過 2”

的用法，學界的意見較為統一。而對於“過 1”，學界則有不同意見，有主張和“過 2”

分開討論的，如呂叔湘（1980）、張誼生（2002）、劉月華等（2003）、陳前瑞、張
曼（2015）等，也有主張把“過 1”“過 2”統一歸納為經歷體的，如石毓智（1992）、
林華勇（2005）等。至於“過 3”和“過 4”，現有的研究成果則仍然存在不足。尤其

是“過 4”，嚴麗明（2009）認為其核心語義是表示對相關動作行為不如意結果的修
正，而實際上廣州話的“過 4”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如（4）），還有非修正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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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如（5）），並且這兩種用法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不對稱性（蔡黎雯、林華
勇  2020）。

(5) 咁好玩，第日玩過！（這麼好玩，改天再來玩！）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釐清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礎

上，我們將借助粵語語料庫，詳盡描寫粵語體標記“過”的各種用法及其使用條件，

進而追溯“過”的歷時演變情況，並最終構擬出“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

的語法化路徑。

2. 對“過”體標記用法的再認識

朱德熙（1982）曾把普通話的“著、了、過”看作後綴，而非組成獨立的詞類。
循著這一思路，借鑒鄧思穎（2017）的分類，我們將廣州話的“過”也分析為謂詞後
綴。1這一策略有很多好處：其一，“謂詞後綴”可以很好地表示其形式上的特點，即

必須跟謂詞黏附在一起，不能單獨出現。其二，“過”與謂詞的結合在詞庫完成，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簡化句法操作。其三，無需再討論“過”到底屬於哪個詞類或語類，

也不必在句法上為其定位，可使分析顯得更簡單、更直接。

2.1. 表動作完成的“過 1”

在含有“過 1”的句子中，往往會出現兩個動作（V1和 V2），並且只有在第一個

動作完成之後第二個動作才發生，即第一個動作完成是第二個動作發生的前提條件。

也就是說，儘管“過 1”只黏附在 V1之後，其直接影響的卻是 V1和 V2兩個動作。

“過 1”可以出現在已然和未然的語境中，如果我們在時間線軸上用一點來表示動

作行為，並以說話時間為參照點，那麼“過 1”的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6) 我琴日問過佢先至去揾佢老竇。（我昨天問過他才去找他爸爸。）

圖 1  “過 1”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1 謂詞後綴是黏附在謂詞後的一個語素，以謂詞為詞根，構成一個附加式合成詞。李新魁等（1995）
把“謂詞後綴”稱為“謂詞形尾”，用於指稱依附在謂詞後的成分。“後綴”和“形尾”，對應

的都是英語的“suffix”，只是翻譯有所不同。施其生（1995）對粵語的“形尾”有比較清晰的
討論，明確地把“形尾”和“助詞”區分開，認為前者屬於修飾性虛詞素，而後者才算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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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等我問過佢再去揾佢老竇。（讓我先問過他再去找他爸爸。）

圖 2  “過 1”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值得注意的是，“過 1”的時間參照點不能在V1和V2之間。如（8），這裏的“過”
是表曾經經歷的“過 2”而非“過 1”，因為此處的兩個動作並不滿足 V1完成是 V2發生

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這裏的“過”直接影響的只有 V1“問”而已。

(8) 我琴日問過佢，而家準備去揾佢老竇。（我昨天問過他，現在準備去找他
爸爸。）

同樣，若在 V1前加上否定詞“冇 /未（沒）”，其中的“過”也為“過 2”而

非“過 1”（陳曉錦、林俐  2006）：

(9) 我冇 /未問過佢就去揾佢老竇。（我沒問過他就去找他爸爸。）

由於“過 1”要求 V1在 V2發生前完成，所以能與“過 1”搭配的謂詞（V1）都是

有界的，如自主動詞、變化動詞和性質形容詞，而像屬性動詞、狀態形容詞等無界的

謂詞則無法與“過 1”搭配（林华勇  2005）：

(10) 自主動詞：睇過至知。（看過才知道。）
(11) 變化動詞：病過至知。（病過才知道。）
(12) 性質形容詞：爽過至知。（爽過才知道。）

廣州話表示動作完成還能用“咗 /完”，“過 1”也能被“咗 /完”替換：

(13) a. 我食過飯再去。（我吃過飯再去。）
 b. 我食咗飯再去。（我吃了飯再去。）
 c. 我食完飯再去。（我吃完飯再去。）

不過，“過 1”跟“咗 /完”是不同的。儘管在含“咗 /完”的句子中也可以出現
兩個動作，但“咗 /完”並不像“過 1”那樣要求 V1完成是 V2發生的前提條件，而只

要求 V1完成。也就是說，“咗 /完”直接影響的只有 V1而已。當句子中只出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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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時，“咗 /完”依然可以發揮效力，而“過 1”則不行。如（14a），這裏的“過”
實際上是“過 2”。

(14) a. 我食過飯了。（我吃過飯了。）
 b. 我食咗飯了。（我吃了飯了。）
 c. 我食完飯了。（我吃完飯了。）

因此，儘管“過 1”可以表示動作完成，但我們仍傾向於將其看作經歷體而非完成

體，因為它強調的實際不是動作的完成，而是有沒有經歷整個動作或變化的過程，這

也是為什麼“過 1”“過 2”可以在以上的例子中進行轉換。換句話說，“過 1”要求

的是動作主體經歷 V1和 V2，而不是動作主體完成 V1。只是因為“過 1”同時要求 V1

完成是 V2發生的前提條件，才讓其可以跟“咗 /完”這些表完成的成分進行互換，但
其核心語義仍是表經歷。

2.2. 表曾經經歷的“過 2”

“過 2”表示動作或變化的過程曾經經歷過，是典型的已然性經歷體。也就是說，

“過 2”只能出現在已然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15) 佢之前當過兵。（他以前當過兵。）

圖 3  “過 2”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儘管“過 2”直接影響的只有一個動作，但其同樣要求該動作是有界的（沒有持續

到現在），因此能與“過 2”搭配的謂詞也主要有自主動詞、變化動詞和性質形容詞（林

华勇  2005）：

(16) 自主動詞：佢睇過呢本書。（他看過這本書。）
(17) 變化動詞：我頭先醒過。（我剛才醒過。）
(18) 性質形容詞：前幾日凍過，今日又熱翻。（前幾天冷過，今天又變熱了。）

“過 2”的否定形式就是在謂詞前加上“冇 /未（沒）”：

(19) 佢冇 /未去過香港。（他沒去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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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 3”

“過 3”表示即將進行該動作或決意要幹某事，相當於普通話的“V一 V”或“V
一下”。也就是說，“過 3”只能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20) 我要洗過啲茶杯先。（我要先把這些茶杯洗一洗。）

圖 4  “過 3”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趙元任（1980）認為現代漢語有一個嘗試體，是把謂詞重疊而成，並且後一個音
節發輕聲，如“看看”。王力（1985）則稱之為短時貌。其二人都認為這種謂詞重疊
形式實際上來自於“V一 V”這種形式。以“看一看”為例，其第一個“看”是謂詞，
而其後的“一看”為同指賓語，該形式在結構上就相當於“看一下”。趙元任（1980）
進一步認為現代漢語的“看看”應當對應廣州話的“睇下”。

上面我們提到，廣州話的“V過 3”在語義上相當於普通話的“V一 V”或“V一
下”。在這樣的對應關係中，我們發現大部分的“過 3”都可以用“下”來替換：

(21) a. 佢話要諗過先喔。（他說要先想一想。）
 b. 佢話要諗下先喔。（他說要先想一下。）

“過 3”之所以能與“下”相互替換，是因為二者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嘗試”義或

“短時”義。

但“過 3”並不完全等同於“下”。比如說，“過 3”可以跟少數幾個具有“爭鬥”

義的動詞搭配進入“同 +N+V過 3”格式，表示決意要幹某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用

“下”來替換其中的“過 3”了，因為此時的“過 3”並不具備“嘗試”義或“短時”義：

(22) a. 再蝦我個女我就同你死過！（再欺負我女兒我就跟你拼命！）
 b. *再蝦我個女我就同你死下！（再欺負我女兒我就跟你拼命！）

因此，我們不傾向於把“過 3”看作所謂的嘗試體或短時貌。

我們認為，可以將“過 3”納入經歷體。首先，從動作的客觀進程來看，“過 3”

表示的就是要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經歷該動作。其次，“過 3”跟經歷體“過 1”“過 2”

之間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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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過 3：我要試過先。（我要先試一試。）

(24) 過 1：我試過再話你知。（我試過再告訴你。）

(25) 過 2：我已經試過了。（我已經試過了。）

由此可見，“過 3”在本質上跟“過 1”“過 2”是一樣的，都表示對某個動作過

程的經歷，只是這種經歷通常發生在將來而已。也就是說，“過 3”實際上是一個未然

性經歷體。但與“過 1”“過 2”相比，“過 3”似乎帶有更多的主觀性特徵，如：
2

1）其主語通常為生命度較高的有生名詞，如人稱代詞等。

2）與其搭配的謂詞通常為單音節的自主動詞，體現出動作主體較強的自主性。

3）其常與“要”等能願動詞共現，表現出動作主體强烈的意願性。

4）其語義中往往包含“嘗試、決意”等主觀因素，而非單純表示動作進程。

一個形式的語法化往往伴隨著主觀化，主觀化程度越高，語法化程度也就越高

（Traugott  1995）。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同為經歷體，但“過 3”的語法化程度似乎

比“過 1”“過 2”要高。這一點我們會在第 3節集中討論。

2.4. 表動作重新進行的“過 4”

除表經歷外，“過”還可表示動作行為重新進行一次，林華勇（2005）、陳前瑞、
張曼（2015）、蔡黎雯、林華勇（2020）、劉玲、林華勇（2021）等稱之為重行體。
重行體“過 4”跟“過 1”一樣，也能出現在已然和未然（即蔡黎雯、林華勇（2020）
所說的“現實”和“非現實”）的語境中，其體貌意義可圖示如下：

(26) 我寫過之後終於合咗格。（我重新寫了一遍，終於合格了。）

圖 5  “過 4”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後）

(27) 上次冇寫好，你而家摞翻去寫過。（上次沒寫好，你現在拿回去重寫。）

2 儘管“過 3”帶有很多主觀性特徵，但從其表達的動作客觀進程來看，我們仍將其認定為“體”，

而非“貌”。“體”和“貌”的區分可參看林華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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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過 4”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中）

(28) 如果你咁寫，老師實會叫你寫過。（如果你這樣寫，老師肯定會叫你重寫。）

圖 7  “過 4”的體貌意義（參照點在前）

在“過 4”出現的語境中同樣存在兩個動作（V1和 V1’），但與“過 1”不同的是：

1）其前後兩個動作是重複的。

2）其前一個動作可以不出現，如（26）。

3）“過 4”只黏附在 V1’之後。

4）“過 4”的時間參照點可以在前後兩個動作之間，如（27）。

“過 4”同樣只與自主動詞搭配，但與“過 3”相比，其更常出現在祈使句中（林

華勇  2005），用以表達說話人對動作主體的主觀要求。由此看來，“過 4”的主觀化

程度也是比較高的。

嚴麗明（2009）認為“過 4”的核心語義是表示對相關動作行為不如意結果的修

正，而實際上廣州話的“過 4”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這兩

種用法的分立同樣是主觀性的體現。3

2.4.1. 表修正重行的“過 4”

廣州話中大部分的“過 4”都表示修正重行。所謂“修正”，是指動作行為發生後

所產生的相關結果並不如意，因而選擇將該動作重新進行一次，以換取比上一次更好

的結果：

3 蔡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漢語的重行體區分修正與非修正，是以主觀性表達為誘因的主觀
化與語法化同時發生、實現的結果，強烈地反映出漢語主觀性強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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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件衫洗得唔乾淨，攞去洗過。（這件衣服洗得不乾淨，拿去重洗。）

語境中的兩個動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完全相同的，但偶爾也會出現不完全相同的

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前後兩個動作看似不同，而實際其動作過程是有重複的。以

（30）為例，這裏的“找”和“換”看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動作，而實際上都含有“A
把零錢遞給 B”這一重複的動作過程，這種重複正是“過 4”的體特徵所帶來的。

(30)  A：找翻五蚊俾你。（找五塊錢給你。）
  B：呢張爛咗，換過張俾我喇。（這張爛了，重新換一張給我吧。）

“過 4（修正）”可以與大部分的自主動詞搭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單音節

口語詞搭配的頻率相對較高，而與一些雙音節書面詞搭配時則往往不能接受（嚴麗明  
2009），這表明它仍是一個偏口語化的體標記：

(31) *你應該認識過當時嘅自己。（你應該重新認識當時的自己。）

如（26）–（28）所示，“過 4（修正）”可以出現在已然和未然的語境中，但蔡

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由於“修正”本身的語義要求，“過 4（修正）”更傾

向於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也就是說，“過 4（修正）”的無標記用法是與未然的動作

匹配。

除單獨使用外，“過 4（修正）”還能與副詞“重新 /再”共現，且其後可以帶賓語：4

(32) 你重新 /再開過一張發票俾我。（你重新開一張發票給我。）

2.4.2. 表非修正重行的“過 4”

廣州話中還有小部分“過 4”表示非修正重行。所謂“非修正”，是指動作行為發

生後所產生的相關結果是如意的，但仍選擇將該動作重新進行一次，以再次達到如意

的效果：

(33) 同你傾計真系好開心，下次傾過！（跟你聊天真的很開心，下次再聊！）

如（33），在含有“過 4（非修正）”的句子中，其前一分句通常會表達說話人的

主觀評價，且該評價通常是滿意的。

4 “過 4（修正）”與“重新 /再”的共現規律可參看陳曉錦、林俐（2006）及嚴麗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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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4（非修正）”和“過 4（修正）”一樣，都只與自主動詞搭配，且與單音節

口語詞搭配的頻率相對較高，說明它也是一個偏口語化的體標記。但在具體的謂詞選

擇上，二者的情況是不對稱的：

1）通常與“過 4（非修正）”搭配的謂詞有如：傾、飲、食、煲、玩、唱、跳、睇

2）一般不與“過 4（非修正）”搭配的謂詞有如：考、學、答、抄、讀、做、洗、

抹、擦、拖、俾、攞、換、揾、計、來、印、染、整、發、送

我們可以看到，通常與“過 4（非修正）”搭配的都是一些與“生活娛樂”有關的

動詞，如聊天、飲食、唱歌、跳舞、看電影等等。這些動作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創造出

如意的效果，能給人帶來愉悅感，從而促使人們產生將動作重新進行一次的衝動。而

像“考、學、答、抄、讀”等與“學習”有關的動詞以及“做、洗、抹、擦、拖”等

與“家務”有關的動詞，則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容易創造出如意的效果，所以它們一般

只與“過 4（修正）”搭配，而不與“過 4（非修正）”搭配。總體而言，能與“過 4（非

修正）”搭配的謂詞數量比起“過 4（修正）”來說要少得多，畢竟與“生活娛樂”有

關的動詞總是有限的。

“過 4（非修正）”只能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其使用範圍也比“過 4（修正）”

要小：

(34) *  前日佢哋玩得好開心，所以琴日佢哋再玩過。（前天他們玩得很開心，所
以昨天他們又去玩。）

(35) 琴日玩得好開心，今日一於再玩過！（昨天玩得很開心，今天乾脆再來玩！）
(36) 如果聽日玩得開心個話，我哋後日就再玩過。（如果明天玩得開心的話，我

們後天就再去玩。）

此外，“過 4（非修正）”只能與副詞“再”共現，且其後不能帶賓語，可見“過 4（非

修正）”在使用時受到的限制也比“過 4（修正）”要多：

(37) 咁好食，下次（*重新 /）再來食過（*呢間店）！（這麼好吃，下次再來吃！）

2.5. 小結

廣州話的四種“過”作為謂詞後綴，所黏附的都是有界的謂詞，都與動作行為的

過程和階段直接相關，分析為“體”是合理的。其中，表動作完成的“過 1”、表曾經

經歷的“過 2”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 3”可統一分析為經歷體。“過 4”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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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進行，可稱之為重行體。除了修正重行的用法，“過 4”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

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

在“時”與“體”的關係上，我們可以用“時”來區分某個“體”裏的小類：

表 1  廣州話“過”的“時 -體”關係

時
體

過去時 現在時 將來時

過 1 ✓ ✓
經歷體過 2 ✓

過 3 ✓
過 4

修正 ✓ ✓ ✓
重行體

非修正 ✓ ✓

但“時”不能放大作為不同“體”的判定標準，因為“體”不是“時”，它不專

門表示過去、現在或將來。所以，我們在“體”的層面傾向於把“過 1/2/3”都分析為經

歷體，而不再分出完成體、嘗試體、短暫體等等。事實上，當我們把“過 1/2/3”都看作

表經歷時，也反向證明了廣州話的“過”不屬於“時”範疇，而屬於“體”範疇。既

然廣州話的重行體“過 4”可以出現在不同“時”的語境中，那麼其經歷體“過 1/2/3”

也同樣可以。

3. “過”在粵語中的語法化

《說文解字》曰：“過，度也。”可見“過”最初是動作動詞，本義是“經過”：

(38)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門者。（《論語 ·憲問》）

隨著“過”意義的不斷虛化，其動作性也由強變弱，並逐漸由動作動詞演變為表

位移的趨向動詞，且用於其他動詞後形成動補結構（嚴麗明  2009）：

(39) 師曰：“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祖堂集》）

當趨向動詞“過”的詞義進一步虛化，自然而然就會失去其原有的辭彙意義，而

最終發展為只具語法意義的體標記。

劉堅等（1992）指出，“過”的體標記用法最早可能產生於唐代，意思主要表示
動作完成，而表曾經經歷的用法在唐代還比較少見，但到了宋代就顯著增加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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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過 1”“過 2”的用法在宋代已經被廣泛使用，且“過 1”的出現時間應該早

於“過 2”。

粵語作為漢語的一種變體，主要成型於唐代後期（麥耘  2012），我們認為粵語中
的“過”同樣遵循以上的演化路徑，即：

(40) 動作動詞→趨向動詞→體標記（過 1、過 2）

元代以後，“過 1”“過 2”的用法仍繼續在使用，但在北方方言中，我們很少發

現“過 3”“過 4”的蹤影，而在早期粵語中這兩種用法均已出現。

陳曉錦、林俐（2006）曾對《花箋記》《二荷花史》《粵謳》這三部明清時期的
粵語俗曲文本進行考察。據他們統計，“過”的體標記用法在明末清初的《花箋記》

中僅有一例，為表動作完成的“過 1”。而到了清代中葉的《二荷花史》一書，“過”

作為體標記出現的頻率已經翻倍增長，並且“過 1”“過 2”“過 3”“過 4”這四種用

法均已共時存在。此外，該文還指出，“共（同）+N+V過 3”格式在清嘉慶末年的《粵

謳》中已經出現，且多有使用。

為更清楚地觀察“過”在粵語中的語法化，我們進一步檢索了《早期粵語口語文

獻資料庫》5《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6《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7和《廣州話

口語有聲語料庫》8，並把其中“過”的歷時使用情況統計如下：

表 2  “過”在粵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 9

過 1 過 2 過 3
過 4 與格

介詞
差比
標記

總計
修正 非修正

《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 9 30 9 16 0 37 14 115
《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 16 138 14 22 0 147 52 389

5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和《廣東方言讀本》（1841），此外還有
幾部文獻與《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中的文獻重合，則均納入《早期粵語標注語料庫》的數據中，

不再重複統計。
6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從《馬可傳福音書》（1872）到《粵語口語中的進行句和慣用句》
（1931）的七部粵語文獻。如有同一部文獻的不同發行版本，則取年份最早的一版進行檢索，其
餘則不再重複統計。

7 該語料庫的檢索範圍包括從《契爺豔史》（1952）到《春色滿璿宮》（1966）的十四部粵語電影。
8 該語料庫的語料源自廣州電臺於 2010年製作的九個清談或訪談節目。
9 除四種體標記用法外，“過”在粵語中還可充當與格介詞和差比標記，其中與格介詞的用法在現
今廣州話中已經丟失，而差比標記的用法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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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14 188 33 25 1 20 47 328
《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 9 240 8 4 3 0 43 307

總計 48 596 64 67 4 204 156 1139

如表 2所示，“過 2”的使用頻率在各個時期都是最高的，且其在四種體標記“過”

中的數量占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攀升，可見在粵語中，“過 2”的使用是最為廣泛

的。“過 1”“過 3”“過 4”的數量在各個時期都比較接近，可以說在同一水平線上，

但造成它們出現頻率較低的原因可能並不相同：“過 1”或許是用法衰落所致，“過 3”

“過 4”則是因為語法化尚在萌芽階段。同時，“過 4（修正）”的使用頻率在各個時

期均高於“過 4（非修正）”，其出現時間也早於“過 4（非修正）”。

陳前瑞、張曼（2015）認為“過”的經歷體用法和重行體用法均由其完結體用法
發展而來，我們也基本同意這一觀點，只不過我們把表動作完成的“過 1”也納入經歷

體的範疇之內，而不再稱其為完結體、完成體或已然體。也就是說，“過 2”“過 3”

“過 4”最初都來自“過 1”。

張洪年（2007）認為粵語的“過 2”多少帶點“完成”的意味，同時“過 4”也是

由“過 2”發展而來的。他指出，從指向已然事件到指向未然事件，就會產生“再做”

之義：

(41) 做過咁多次都仲喺做錯，不如做過第二樣嘑！（做過這麼多次還是做錯，不
如做別的！）

也就是說，“過 1”“過 2”“過 4”應該遵循以下的演化路徑：

(42) 過 1→過 2→過 4

但我們認為，在已然性經歷體“過 2”和重行體“過 4”之間，還應存在一個過渡

的未然性經歷體，即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 3”。

楊永龍（2001）指出，在《朱子語類》中“過”還可表示“把 V所涉及的對象從
頭到尾 V一遍”：

(43)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
(44) 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

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

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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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過”通常發生在未然的語境中，並且依附的動作往往具有施行的必要性，

跟廣州話的“過 3”已經很接近。此外，在（44）中我們還發現了“過 4”的影子，即

“重重看過”。這個“過”既可表示“重新看一遍”，也可表示“從頭到尾看一遍”，

在語義上存在兩解。若我們分析為後者，則此時的“重複”義完全由副詞“重重”帶

來。據此，嚴麗明（2009）認為廣州話的“過 3”和“過 4”在虛化鏈條上具有共同的

來源，并且“過 3”保留了“過”在虛化鏈條中更早期的意義和用法。當然，以上的

“過”都還沒有完全演變為“過 3”和“過 4”，而只是處在語法化的中間地帶。

此外，根据上文的分析，“過 3”“過 4”在性質上非常相近：

1）都傾向於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中。

2）都只能與自主動詞搭配。

3）都帶有很多主觀性特徵。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過 4”是由“過 3”發展而來的。

與此同時，在近現代漢語中也存在一些與重行有關的“過”（林華勇  2005）：

(45) 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蔣
興哥重會珍珠衫》）

(46) 但我很愛那筆，用盡許多法子，也補救不來；就是拿去找筆匠，也不能出什
麼主意，只是教我再換過一管罷了。（許地山《無法投遞之郵件》）

儘管這裏的“過”都表示動作重新進行，但它們一定要與“重新 /再”等副詞共現，
而不像“過 4”那樣可以獨立表示重行的語法意義，可見這些與重行有關的“過”也還

處在語法化的中間地帶，而沒有完全演變為“過 4”。

據此我們推測，“過 4”表重行的語法意義是從這些表重複的副詞的語義中沾染過

來的，即“過”在從“過 3”向“過 4”演化的過程中，由於其黏附在動詞後且經常與

表重複的副詞共現，導致其逐漸引申出表示動作重新進行的語義。隨著這種意義的進

一步固化，“過”也從一個可有可無的成分演變為可以獨立表示重行的體標記。

也就是說，“過 1”“過 2”“過 3”“過 4”應該遵循以下的演化路徑：

(47) 過 1→過 2→過 3→過 4

上面我們提到，“過 4”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還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

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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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的角度，“過 4（修正）”是“過 4”的無標記用法，而“過 4（非修正）”是

其有標記用法。此外，根據我們的檢索結果，“過 4（修正）”早在 1828年的《廣東
省土話字彙》一書中就已出現，而直到 1965年，我們才在電影《化身情人》中發現了
一例“過 4（非修正）”的用例：

(48) 上一次我哋詐諦話失左一幅畫，咪呃咗佢老豆幾萬銀，而家即管出過第二個
噱頭，照辦煮碗！（上一次我們假裝說丟了一幅畫，不是騙了他爸爸幾萬銀

兩嘛，現在儘管再出第二個噱頭，故技重施！）

可見“過 4（非修正）”應該是一種比較新的用法，其出現時間要遠遠晚於“過 4

（修正）”。

同時，我們在《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中還發現了一些介於“過 4（修正）”

和“過 4（非修正）”之間的“過”：
10

(49) 我哋轉個頭先再見過啦嚇。11（我們一會兒再回來。）

(50) 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我哋聽日再見過，拜拜！（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我
們明天再見，拜拜！）

(51) 去下廣告，一陣間先傾過。（放一下廣告，一會兒再聊。）

這幾個例子都是電臺主持人說的節目銜接語或結束語。從說話人的角度，電臺聽

眾在語境中預設對先前的節目效果應該是滿意的，不存在需要“修正”的情況，但由

於廣告的插入或節目的時間有限，突然中斷的節目對於聽眾來說多少會有些意猶未盡，

即不完全如意。如（52），儘管說話人在前一分句中給出了滿意的主觀評價，但由於
其動作進程被迫中斷，其產生的相關結果也並非是完全如意的。

(52) 同你傾計真系好開心，但喺我今日有事要走先，我哋下次再傾過！（跟你聊
天真的很開心，但是我今天有事要先走，我們下次再聊！）

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些介於“過 4（修正）”和“過 4（非修正）”之間的“過”，

可能是二者的過渡形態。

10 在數據統計時，我們把這些“過”均列為“過 4（非修正）”。蔡黎雯、林華勇（2020）指出，漢
語中有的方言會用特定的形式來區分修正重行和非修正重行，如嶽池方言用副詞“格晚”來表修

正重行，“再 /又”來表非修正重行。但廣州話無論表修正重行還是非修正重行都只能用“過”，
因此我們很難從形式上對二者進行區分，更多的時候只能依賴語境。

11 經與會者告知，我們發現香港粵語的“過 4”不能與動詞“見”搭配，而廣州話的“過 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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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不如意 /修正”到“如意 /非修正”是一個代表著人們主觀感受的
主觀化連續統：

圖 8  與重行體有關的主觀化連續統

在第一個動作結束後，隨著人們的主觀感受從“不滿意”到“很滿意”，“過 4（修

正）”也逐漸演變為“過 4（非修正）”，即：

(53) 過 4（修正）→過 4（非修正）

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我們可以構擬出“過”從

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

圖 9  “過”的語法化路徑

4. 結語

通過對廣州話“過”的四種體標記用法的詳盡分析，我們認為表動作完成的

“過 1”、表曾經經歷的“過 2”以及表動作即將進行的“過 3”可統一分析為經歷

體。“過 4”表動作重新進行，可稱之為重行體。除了有修正重行的用法，“過 4”還

有非修正重行的用法，並且這兩種用法在使用頻率、使用範圍以及與謂詞的搭配情況

上都存在著不對稱性。綜合“過”在粵語及漢民族共同語中的歷時使用情況，我們構

擬出了“過”從動作動詞演變為四種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至於廣州話的重行體和經

歷體是否可以用同一種語法意義去概括，以及充當與格介詞和差比標記的“過”處於

語法化鏈條的哪一環節，都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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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Usages of “Guo” in Guangzhou Dialect as Aspect Marker

Yankai Huang and Heyou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usages of “guo” in Guangzhou dialect as aspect markers. Among them, “guo1”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is completed, “guo2”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has been experienced, 
and “guo3”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on is about to take place, can all be analyzed as experiential 
aspect. “Guo4”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is repeated, which can be called iterative aspect. There 
are also two usages of “guo4”. One means to amend the unsatisfying results of the action, and the 
other means to obtain the satisfying results of the action again. These two usages of “guo4” have 
asymmetries in frequency, range and collocation with predicates.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use of 
“guo”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guo” from an action 
verb to these four aspect markers can b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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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dialect, “guo”, experiential aspect, iterative aspect, gramma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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