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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閩語屬閩南語分支，自唐宋以來由福建移民帶到島上，與雷州及潮汕閩語親

緣關係較近（李如龍等 1996，Kwok 2018：157）。但在述補結構方面，海南閩
語主要使用「述-賓-補」格式（下稱「VOR」），如例（1）、（2），與其他閩南語及
一般漢語方言不同。本文即利用田野調查所得一手語料，以海口閩語為主要對象，

系統考察 VOR格式所能表達的語義結構，分析其具體性質及句法限制，並結合
漢語史探討其來源。 
（1）〈海口〉伊擘{許}本冊爛爛{去}嘍。 他把那本書撕得很爛。 
（2）〈瓊海〉我刷妚目紅去嘮。我把眼睛揉紅了。 
 
學者如郭必之（2010）、李惠琦（Lee 2016；2017）和沈冰（2022）等都留意到海
南閩語 VOR格式的特殊，但其討論多圍繞表達典型致使義的例句，數量也較為
有限，對其語義功能範圍之考察未臻全面。其中李惠琦（Lee 2016；2017）和沈
冰（2022）都認為海南閩語的 VOR格式屬於連動結構，然而未有深入討論其具
體性質。本文通過考察表達不同語義結構的 VOR 格式，指出海南閩語「述-賓-
補」格式實屬於連動結構的子集（subset），本身已經發生一定程度的規約化
（conventionalization），構成一個以致使義 VOR格式為典型成員的原型範疇。
範疇中非典型成員包括其他帶有廣義結果義的動補結構，如動度類 VOR、動態
類 VOR 等。其次，本文通過插入否定副詞「無沒有」和情態副詞「卜快要」測試，

發現表面語序一致的 VOR格式內部各類述語和補語的句法、語義關係和結合緊
密程度不一，在結構上亦為異質成員的集合。 
 
郭必之（2010；2019）提出海南閩語 VOR格式的來源應是和島上壯侗語（黎語、
臨高語）長期接觸引發句法借移的結果；李惠琦（Lee 2016；2017）則主張這是
繼承自中古漢語「隔開式述補結構」（參梅祖麟 1991/2000），並且指出海南閩語
和壯侗語的接觸起到對抗「述-補」複合詞化的潮流，從而幫助存古。本文通過對
比主流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歷程和海南島移民歷史，指出海南閩語「述-賓-補」
格式的源頭或可追溯至唐宋期間移民帶來的祖語，但「述-賓-補」格式之所以演
變成海南閩語最常用且最主要的動補格式，實為與以 VOR 為原生語序的黎語、
臨高語等壯侗語長期語言接觸導致句法結構遷移的結果。語言接觸應為主要動因，

而非次要助力。本文進而討論海南閩語內部有助接觸引發遷移（contact-induced 
transfer）進行的條件，總結出四大因素：（1）海南閩語狀態/結果補語標記「得」
的不發達；（2）漢語作為連動式語言的類型特點；（3）VOR 格式和信息結構要
求高度兼容；（4）VOR體現句法象似性（ic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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