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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廉江方吉的经历体和重行体
兼谈体貌的区分及谓润的语义作用*

林华莞
华南痛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提要广东廉江方言的"过押兼表经历( "过 1" )和蓝仔( "过/' )，遥过考察语法意义和
结构形式，并联系近代汉语幸口普通话的情况，认为:一，经历和重行都属体程畴:二，近代
汉语、普通话虽有表示重行的梧关用法，但并未完金虚化:二三，经历体、重行体标语是趋向
瑞词"过"语法化能结果。在上述问题基础上，讨论体、载的茧分问靡，认为:进程标准最
重要，主客现标准次之:体貌、主客观程搜是两个连续挠，很难截然分开。最后讨论了谓i璋

的语义特征对助词"过"的影嘀@
关键谛廉江方宫、组历体、重好体、体银

普通话、广州语和廉江话(撞事语高~片)的黠词"过"都可址表示经5日，例如:
〈普通话〉吃过饭了 我吃过高红梅

〈广州1> 食过饭嘱 我食过番茄
〈廉江〉 食过饭口 [t在21] 我食过番茹

广卅语、廉江诵的助词"过"还可以表承重行的语法意义，例如:
〈普>'"茹天玩过i后天再提儿
〈广〉后臼在过

〈廉〉后日期玩过

母语为广州话或廉江语的人说普通话时会说出"后天再提过"这样的筒子，这是母语方
宫负迁移的结果。括自己方言表重行的"过"用于普遥远，便出现偏误。
我们把广州语、廉江活表示经历的 u过"称为"过户，与普通话"过"的意义招商:

把广:谜语、廉江话表麓有的"过"称为"过 2"。"过 1" 和"过J 者在表示动件行为的过程，
都属体我动词。把助i司"过"特别是"过 2" 放在普通话、近代汉语、方沓的环境下进行观
察，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到的之一。

另一个吕的，是以"过:""过 2" 为例，探讨"体"、"裁"的区分问题，王力 (1944)

坦体貌称为"情辑"或"我飞李如龙 (1996) 对汉语的体、程区分进拧了探讨。郑定歌 (2001)
以广州话为例，主张体组分立，提出市歇语以时为基本，汉语北方方言w-体为基本，汶语毒
方方宫Ij魏为2毒本的假设。郑文明确说广分!氓的"过"u仅具辑的功能"。杨敬学 (2002) 则

区分南宁平语的"过 1" 和"过 2"，认为"过 1" 是"体"， 64过二'是"辑飞可鬼，对"过
1"、"过 2月进行讨论，必将涉及体辑的区分问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搂探讨体貌
区分闰题。此井，坯讨论i自语韵语义对其后助词功能的影响。

*本文也施其生教授指导，本刊睦名评审老师提出了宝费的修改意架..本文使用了~~大"现代汉语语料库飞
在此…井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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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提历的"过 l"

1.1普通话、团在江话的"过 in

助词"过" 1在曾通话、廉江话中，都出现在动词、形容词之后，表示"曾侄发生某事
或曾经经历某事" (朱德熙 1982:72)。吕叔期主编(1981:216) 认为助谓"过"包含三个含义:
"表示动作完毕" (如"吃过眼离去" )、"表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如"这本小说我着
过")、"影容词带‘过'，一般需要说明时间，有罔现在相比较的意思"。口"他小时候胖过'丁。
张谊生 (2002:28) 认为"过"应分两个:一衰示"动作仔为的完毕"，工表着毛"过去有过某
种经商"。刘月华等 (2003) 把表示"完毕"义的"过"看作结果补语，不看作助诵。以上
是主张分的看法。

有毓智(1992) 把表完导和表经历的"过"看作一个，主张合。我们认为，把表经历和
表完毕的"过n 归纳为搓历体标记(过 1) 是合适的 Cf文为表述方便，仍有时分经历和完
塔}。体貌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的过程，不专门表示过去、现在或将来。经历体不等于过去
时，它表乐经过某动作行为或软态的过程o '"V/A十过 1" 表示经历某动作行为成状态。倒如:

(1) {挂到过好多地方，就是无到过北京. (俊，到过很多地方，就是没到过北京)
(2) 我握过但好JL轮. (我找过他好几次}
。){ê以前做过生意. (他从前做过生意}
〈的我早就自杀过口院。35] 本书口[t!~21] 啊. (幸运孚看过这本书丁)

(5) 我食过巳 [b35] 种菜，龙系儿安于食. (我吃过这种桨，不大虫子吃的}
(6) 前几日冷过2 今日又拖口 [tε勺。(前儿夭冷过，今天又热丁}
以上例子中廉江法及其普通话译文的"过"坊表示经历，普遍诵的"过"和廉江话的"过

二'相对应。 (1)-(5) 的"过押挥出现在动诲的后面。普通话的
"吃乡押，飞，廉江话的"摇"、J64 踹"、"食"等动词都是臼主动询。 (6) 的"过" I:l:l现在性旗形容

词"冷"店。普通话 "V 过"的否定影式是"没(有)V 过飞廉江话的否定影式是 u无 V 过"，

如倒(1)。

1.2 "过 1" 韵的谓诩

哪些动词、形容词能如"过"表示经历的话注意义踞?经考察，通常自主动词、非自主
动词的变化动词能进入 "V十过"格式，非自主动词的属性动词、专职的状态动词不能进入
该格式秘例如:

(一)自主动词十过:食吃3过撒玩过瞄着过读过住过提煮过买过擦过
载过印过听过学习过参与过实践过分析过考核过对照过仿照
过复制过

(二)变化动词+过:塌过痛过当过醉过醒过生长过输败过跌过见过
流过惊怡过凋谢过包含过爆发过感染过影成过涌现过酶辛苦中过

(主〉辑性动词+过: *系是过 *属于过 *等于过 *类似过 *知知道过 *识懂过

*认得过 *得好过 *识会过

(店}专职的扶态动词+过: *流捣i立 *击艺立过 ·荡漾过 *耸立过
第(四〉类动词主要出现在普通话书面语中，廉江话口语儿乎不用。性璜形容词也能进

入 "A十过"格式，但状态形容词不能进入 "A+过"格式，例如:

1 朱德熙(1982) 称之为"后辙飞
2 树 (1 )帽 (5) 来自《动词的体和貌倒旬).张~f定主编 (1996:378)。
3 此处廉tI话和普通话用词不同时，普通话的相应说法用小五号字体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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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居形容词十过: 舒服过!睽利月顿孚过快乐过幸福过 茹兴/开心过
(六)状~形容词十过: 事雪白过 *干干净净过 *臼口[netS]0 [net5] 白乎乎过 *绿油
插过嘿口[maSS]口[maSS] 黑乎乎过

可见，自主动词、变化动词、性质形容词和属性动词、专职的状杏功词、状态形容词之
间在能不能后如"过"上存在对立。这可以用有界性、无界性(洗家嬉 1995) 来解释f过"
表示经历，如在时间结轴上用一点来表乖动作行为，不管起始和终结点，以说话时间为参照，

那么"程历"就可囱菲如下:

吃(饭)去

参照;点 (句子:吃过饭离去) 了过吃我于1句

吃
一
点照参

ti嚣的时间参摆点在"吃馁"和"去"发生的时间之蓓，右嚣的时间参照点在"吃"的时间
之后。友圈中，"去"发生前要经历"吃饭"的过程:右围中，说话的时候已经历了"吃"
的过程。所以，"经历"是个过程Jd过 1" 的语义是z 它所依附的动作行为都是有界的，表
示经历的事件。

(一)、(二)、(五)中，动词或培容词能如"过 1"，说明白主动词、变化动词、性质形容
词具备有界性。马庆株 (1988b I 1992b:34) 认为"属性聪岗表示静态的恒久的属性"，换句
话说，就是属性动词是无界的。所以属性动词不能如"过 l飞专取状~动词和状~形容词
通常表示不变的软态，因而不能后加"过 1" 表示程店。

工表示章行的"过 2"

川重行 (chóng xfng) 体辑
此处讨珑攘江方宫的重行体貌助词"过 2"。先看倒句:
(η 我写过.

(8) 我买过.
如I (7) (码在普通话中没有棋义。但在廉江话中既可~表示纯历，如"我前自写过" (.1我以

前买过飞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重新进行一次，如"我括日正写过" (我后天再重写) "我以
后哭过(我以后再重新买)"。

表示动作行为"重新进仔一次"的意义，简称为"重行"J‘重行"体貌事1 "先行"体毅
(如广舟话的"你好先你走先押J4先"是标记)是并列曲。以"我以后写过"为例，参照点
为说话的现在，重行的体辑意义可翻乐如下:

写 1 参照点 2 (骂过)

"过 2" 的语义可概括为:某功作行为发生过启重新进仔一次。后进行的动作行为结果，
可与上次结果有剔，如"口[ko35]次写元好，下次写过 2" (这次写不好，下次再写)"。

2.2 廉江方蓄"近 1" 和"过 2" 的区别
廉江话中"过 2n 与"过 1" 表示的语法意义大不相肉，句法组合结构也不梧桐:
(一)通常谓诲前能出现"再" "以后" "重新"等表后时的时间词语， "V 过"的"过n

是"过 2"。铜如:

(9) 我再写过 2一张. (我再重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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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我以后正画过 2 一张卉你. (我以后再d每一张蛤你)
(1 1) 老师讲论文最后一章妥重新写过 2. (老师说论文最后一索要安~)

否定形式中"再挣能和"过 1" 共珉，如"再无写过 1 芋(再没写过字〉押。
(二)廉江话的 ~~v 过 1" 和 "v 过 2" 共现的时间诲语不同。出现"从日昨天"J‘带吕"、

"大前日"、"前几日"、"上只个月"、 "1臼年去年"、"十几年前"等表示过去时间的词语通常
和"过 1" 共现，"明[mm35] 日气"后日气"大后曰"、"下只个星期臼"、"下只个月野、"明
年丹等表将来时间的词语往往可以和"过 2" 共现。例如z

(1 2) a. 以前我学过 1 英语-
b. 英语以后再学过 2. (英语以后j尊重t新学)

(13) a. 我常日听过:课-
b. 课我后日再听过 2. (课后天再重新听}

这里要提请注意，"过 2" 也可以和"前日持等表过去时间的词语共现。例如:
(14) 我前日买过 2巳 [te21 ] 0 (歧义:我前天安新买了{过 2]1我前久已经买了[过 1])
(15) 我从目中午写过 2口[te21 ]o (歧义:我昨天中午重写了[过却我作天中午已经写了[过 1])

例。4)、(1 5) 表明了两点E-J6过 2" 不嬉"时何时e)" 部畴:二Jd过 2" 不光用于祈使
旬，还可蹄子陈述句。这两点非常重要a

(三) "v 过 2" 能构成析使句， "v 过 1" 不能忽例如 z
(16) 讲过! (爱讲! ) 
(1 7) 重新骂过! (重笃! ) 
(1 8) 买过一只! (重新买一个! ) 

例 (υ16衍) - (18韵)的"过"都是"过 2J，"，
(四) "过 1J，"，能句变化动词直接组合，"过 2" 不能。假!如:

(以前)病过 11 (以前)得过 I(奖)I(以前}醉过 11 (头先月号才)醒过 1
刊以后)病过 21 气以后)得过 21 气以后)醉过 21 气以后)醒过 2

(五) "过 1" 能和性质形容i司组合，"过 2拧不能。如能说"抵力〈难受)过 1舟、"开心过 1"，
但不能说".舒服过 z!""事开心过 2 ! "。

"过 z" 如"过 1" 一样，不能与状态形容词组合，不说".自口[net5]口 [net5] 白乎乎过"、
".干干净净过"

三"过 2" 在方言中的分布
汉语其它方言如广州方吉、福建连城客家话(项梦17j( 1996)、广西南?平话(杨敬宇

2002)、上海方言(钱乃荣 2004) 等也存在"过 2"。另据黄f自荣主编 (1996:243， 244)，浙江
金华语、福建长汗客语、广东阳江话也有"过 2"，黄{自荣主编 (1996) 称之为"再次体气

例如: (均摘自上述方言文献}
〈广州〉来过! (王震米! ) 
〈上海〉菜4式生哉!一一一烧过端来。(菜式生了 !重新煮了端来! ) 
〈遥域〉这盘晤冀，来过。(这局不算，重来! ) 
〈南1'>另外换过茶叶再拖过一杯。(另外换了茶叶再泡一杯)
〈金华〉换个过。(重新再换一个)
〈长汀〉拿过。(重拿)
〈南江〉我爱去过。(我要再去)

"过 2" 的语法性质和体貌归藤，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助词"，或说"词尾"，或说"体"
(如黄f自荣主编 1996)，或说"辘" (如项梦冰 1996，杨敬宇 2002)α 钱乃荣 (2004:99) 用"表
示重新来一次"、"再重复一次"JS重新"来概括上海方言"过 2" 的语法意义，并未对其定
性。这说明学术界对体和辑、词和词尾的认识不同。构词幸自构形、体和辑的分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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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 2n 表示体组意义的看法是一致的。

四 近代改谐、瞥通话中与重行有朵的"划"
曹广JI阴《近代汉语助词)) (1995) …~专门研究近代汉语助词，中未提到"过"表重

行的用法。张谊生《助词与相关格式>> (2002) 一书专门研究现代普通话助词，也未谈及"过"
表囊行的居法。可广州、南宁、藏江等地方宫有"过 2"，这使得哉们有理由a怀疑，运我担
语和警i段话中可能会存在"过 2" 的镜室主马迹。据我们的弱步考察，近代汉语和普通话的"过"
存在一辑与重有有关的焉法。

4.1 近代汉语

以下最近代汉语的倒子z
(19) (木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或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 {((西

躏记)) ) 

(20) 慌忙换了孝服，再三向在公说，欲待开桔一见，另买副好棺材，重新段过. ({{蒋
兴哥爱会珍珠;fJ)} ) 

。。老泉此时，手足无椅，只得特卷岳窑'，)去，重新换过，加上好批语，亲手交堂候官收
先. ( ((苏小金永三雄新郎)) ) 

(22) 二姐儿呀7 ，只得又从新故意的得过，垂头站在旁边. ( ({虹楼梦)) 69) 
(23) 才牵来禄家娘子虽是那等合安老爷说了，也防他父亲的E毒气靠不住，正在窗后蜡听;

呀丸如此，说，使出来从新见过……( {{儿女英雄传(..:=.)}} 15) 
以上是出现在元明清的例子。其中第一句 "y 过"前没出现"黛新"等词，值得注意。
据杨永龙 (2001 :201-204) 研究， <<朱子语类》当中有"过" ( "址。2" )表示"把 V 所

捞及的对象从头到尾 V 一遍"的用法(共 90 倒)，兼有趋向意义和体意义，介于典型趋向动
词剩典型助词之间。例如=

(24) I晴"程子之言，有传远之说者，愿先生一一与理会过。" ( ((朱子)} 2863 页.转引
台杨永龙 2001:201)

(25) 读书者譬如观，此，屋，若在外渴究，有此屋，使请克，了，黯龙埠识得。续是入会里面，
i远一看过，是凡多坷，几多窗棋.看了一遍，又爱爱翁过，一齐记得，方Æ. (((朱
子}) 173 页.同上)

(26) 某所解《语})((孟》和训11访榕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未牢牢为咀嚼过. (((朱子}) 2799 
页.间上， 202 页)

(27) 补，只是个里坡，补这一峰。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补;如圣人直是浑沧都换过了。
{ ((来于}) 93 页.间上)

。钧一人在于E镖，不济事。须是韩廷理会，一齐与整理过纷( <<朱子>> 2275 页。阿上〉
辑三要对锅中"过"的语法意义的概摇是对的。 (24) 歪。码的"过"可理解为"一墙"

的意嚣，巳经商廉江方言的"过 2" 方向发麓，但还没发展到褒乐章f子的意义。 (25) 句…能
一启用了药次"看过气前一个表示着一通，后一个 u看过"前前加了表示重薪的"建囊"(辑
承}x; 2001:201)，表示重新着一端。从杨著的研究能看到"过 aJ 肉表重仔的"过 2" 过渡的
迹象:

"y 过 02" 的意义。该格式撤为"把 V 所涉及的对象从头到尾 V 一遍"，"从头到
尾 V …埠"和"重新进行…次"只是一步之隔。在一定的语境中， "y 过。2" 就容易现解为
"蠢新 y"。比如白的，"程子之苔，有传远之误者"，这"误者"是别人理会的，"愿先生

理会过气这"理会过"就是重新理会了。再如 (28) 说的是不要一个人单干，接朝
廷重视，一起"整理过"才好。这 u整理过"也可以理解为策新整理，因为可能之前已"整
理n 了一遍了。不管是 u从头黠肆 V …遍野还是"重新进拧一次飞其结果都是 V …遍茹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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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v 过自2月格式的动词。例中的功词有"理会、巷、咀嚼、操、整理飞其中"换押、

"整理"具有[变更}的语义特征J换过" "整理过"是IE辑换新貌，"重新换""重新整理"
也是!罚辑换新辑，结果一致。同样，例。到的"波"也具有[变更]的语义特征，可理解
为 u重新敌"。这样…解释， 1列 (19) 就不会显得奇怪了。

《祖3在集》也有类假"过 c2" 的用倒: (林新年 2004:152， 153) 
(29) 和尚向道岳曰. "你见识来政种沙弥么? "对曰"虫，."师曰"此沙碎有辈子气息."

香曰. "村里男女有什么气息?未得革萃，是须勘过始得"
(30) 又时上党云. "四方来者，从头勘过，勿去处底，竹片痛决.直是逗得十成，亦须

痛决过."

林新年对杨著提出两点葳疑，一是认为"过 02月不能作为经历体"过"的前身，二是认
为"把 V 所涉及的对象从头到尾 V 一遍"不是"过 82" 的意义， 1衷意义是由状语成分及金
旬的话义内容来表达的。(参阅林新年 2004:155)

我们认为杨著对"过。2" 意义的概括是正确的。上述 (24) 至 (28) 中，除了 (25) 旬的
3段话"重重"，其也状语并不能表示"把 V 所渺及的对象从头封尾 V 一遍"的意义，全句的
语义也难以表示这种意义。林文对杨著的第一点展疑是有增壤的，但"过 82" 的确策有趋向
意义和体貌意义的说法。如果考虑到方言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祖棠集》、《朱子语录》
在1及(19) - (23) 中"过"的用法，都处于始向动词 i尊重行体锦助词过糠的中间地带。这种
过授在普通话中也是砰在的。以F着普通话的情况。

4.2 普通话
现代作品中也存在向重行意义过摄的用法。例如1
(31) 查货的人拿着表格，他拿着尺，每一块布都绩重新爱过，若是否与表格上填写的相

合. (者舍《明世间堂·偷生)) ) 
(32) 他的七桂八瓣的脸好象削弱IJ用刀从新雕割过一田，棱角越发分明。(老舍《文葬)) ) 
(33) 有时候我蝙讲义都把这些编进去， iI写得从新政过;他已把我‘弄胡涂了. (老舍《牺

牲)} ) 

(34) 到了学~绊，系主任该从新选过……{老舍《听来的故事)) ) 
(35) 毛巾巳凉，回去从新用热水浇过;回来，经过小模的面前，不再说什么，只橄一町

§痪，尚有余坦. (老舍铲火"车)} ) 
(36) 在南苑，西范，中山公肆，都有极应严的追悼会，倒好象历史须从新写过，中黯人

须鱼战争的责任似的. (老舍《四世间堂·饥荒草)
(37) 但我很爱那笔;屑尽许多法子，也补软不来;就是拿去找笔匠，也不能出什么主意，

只是教我再换过一营罢了. (许地山《走，法技逆之邮件)> ) 
(38) 恐怕一部二二十四史都要重新写过才好呢.. (俞平怕。斤"爱")> ) 
(39) 肉不了十天半舟，母亲总得重新削过一根竹片;因患有的己给我底皮肉斗戴了，做

了我没出息或牺牲• (F:东企霞《浅的鸽子良)) ) 
(40) 据说像昏迷了似的睡了三天之后，就又恢复了精神，说道..重新来过! ... ..." (冯

雪峰《善良的单纯)> ) 
(41) 还有，所谓圈民大会代表坷题，是十年前一党专政时代搞出来的，老百姓不接头，

不认这笔耕潦妹，接重新选过. (吴晗《论说谎政治)) ) 
例中的"过"不是"过 1飞既不表经历，也不表究单，丽与上述 u过 02舟的意义一致，

"v 过 1" 表经历时，前能添加"曾经"或"已经"，表克平时能用"克"替换"过气意思
大致不变，例如=

我吃过番茄 我曾经吃过番茹
吃过慑了 已经吃过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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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姥姥了吗 已经晃过蜡姥了吗
吃过假再去 吃完锻再去

例中的 u过 2" 就不能随意做跃上的变换，例如z

A 组 B 纽 C 组
要重新写过 拿耍曾经U已经)E;1过 要重黠写完
再换过一管 曾经(1已经)换过一管 *再换完一管
莲新削过一摄 曾经(1已经用。过一根 茧新剖究一撮

重新来过 曾经(1已经)来过 *重新来究
须重新戴过 绩曾经(1已经)量过 须重新章是完
重新选过 曾经扩己经)选过 重新选完
A 组是"重新/再+v十过"形式，都能表示祈便。 8 组用"曾经f已经n 代替 A 组的"重

新" u再"，不能表示析使。 C 组用"究"代瞥 A 组的"过"，或不说，或意思不同。
再者， A 娃的"过"可以去掉，变成 u要重新写" "再换一智" tí重新削一棍" "囊{新)

来 " lt须重新量" "重(新)选飞和原式的意思一致. t旦"过 1" 不能轻易去掉，去掉黯意思
变了，如"吃过榴莲"和#吃榴藩"的意思就娃很多。

另外， "V 过 29' 的 V 通常是自主动词，如上述棋!句的"骂"、"换"、"来"、"囊"、"选"
等。能蠢行的功作或行为在语义上具有自主性。形容词 u红"能后加"过 1"，但本能如"过
2"，如不说 tí.从新/熏新红过"，"红挣不真有自主性J‘过 2" 和谓词的语义特征有着带切

的联系，下文还要讨论。

4.3 ..过 2押的迹.. 
我轩在意窍，曾通话中的例子都有"重新 " l~ 从新"或"再"与"过"共现。说以上街

子和重行有关，是因为"重新" "从新掉"再"等修饰 M过"共现时，表示廉江语"过 2" 研
单独表示的语法意义。这堤明，在普通话作品中，"过n 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茧行体貌掠记，
{黯至少存在一些迹象。这种迹象不读完全被恕略e

近代汉语作品和普通话作品的情况相假，也存在趋向动词向"过 2月语法化的迹象。我
们清醋这与书面语有关。近、现代汉语的书面材棋一般用通话，极少用方宫口语，所以在作
品中难以找到"过 2" 的真正期例。

综上，汉语的趋向动词"过"在肉体貌助词模进过程中，形成了两条路钱z 一条是由经
历体助词发展，另一条是向震行体辑助词发展。至于经历和整好是沓可用一种语法意义去概
括，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暂不讨泣。

五体、现的区分及其主观化

5.1 "过 J 臼属与体貌区分
"过 2" 表示"体"还是 u貌" ?体貌应如何区分?先看李如龙 (1996:2-匀的溺点:
"汉语的‘体'部盹(或 4态'飞 6貌， )，实质上也但含着不向性质的事实。其中有

段是表示动作事件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状态的，有娃黯是和动作、事件的时阔进程没有
关系或关系较少的情辑。但;如 e完成、进行'等都可在i在动作事件进程中确定一定的时
点或时授:前 4尝试、反复'等期没有确定的时点成时挠。所谓软态是人们对睿窥进程

的观察和感受:所谓情貌往往还体现着动作主体的一定意想和情绪。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主张，担和 aspect 较为梧近的前者称为 e体'，市挖辉者称为 4貌'。"

李先生这段锚，可以视作区分体辑的重要参考。从中可以体会至IJ两点:一，体貌可liÅ分
立;二，体貌具有连结性。稳体部分〈我们姐的)说明蔚者。事先生的论述连包含了区分体

绕的两条标准:
…，和时向进程关系的有无或多寡。( "进程标准" ) 

15 



一步主观程度的离施。体的主演程度缸，是对"客辑进程的程寨和感受气载的免现程

度酶，体现"动作主体的一定意想和情绪飞( "主观栋礁" ) 
显然，这两个标准也具有边锻性。

根据上述标准，廉tt话的"过 1" 是体助词，原因是它若是精时间的进程，主观庶低。
问题在"过 2飞先看主躏标准。 93 列举了其他方古"过 2" 的例子，这蜡例子都是析

使句。廉江方言的"过 2" 也常用于析使句，组也有用于拣述旬的情况，如(1钧、(15)。培
说明廉江方言的"过 2" 不表来指使语气@新建句中的"过;也不表示祈使语气p 析使语
气是新使句式带来的，并非"过 2" 的功能。"过 2" 的语法意义是"重薪进好一次"，即"
好气从语法意义看，"过 2押的主辑程度并不晃得比"过 J 寓。西菇，从主班挥滚着，属
于辞。
再看进程挥准J‘过 2" 若是荒新进号子一次，重新进行的动作好为要在上次动作行为之后。

如 2.1黯示，可把重复的动作分解为:动作 1、动作 2、动作 3、动作 4......动作 R、动作州。那
么，带;在动作 l 后说 "v 过 2"，动作 2就是 "v 过 2" 罪恶税乐的动作。依此类推，"动作 vl"

"剧作 J' 后进行的 "v 过"。可见， "v 过 2" 也表示时间的进程，或事件的进程。从进
程标准看J4过 2" 也属于体。由此，结合"过 2" 的主w.表现程进程表现，还应该把"过 2"
看成体，南非程。

除了需闰栋准和主演标准事假乎还有个位置标准。据李泽委在 (200鸣，哈起语〈藏锺语
族〉的体和毒室4除了在语法意义上有知外，还在语法影式上具有明冕的~黯z 一是体黠诲陪

着在整个句子上，高貌勘词前辛苦在动i毒后:二是体、貌助词共理时，貌在前，体在后:兰是
貌助词可以重叠，体助词不可以至在叠。琅据李文，晗起语可以根据位置区分体税。哈尼谐的

体说明一个问题:体助词附椅子整个句子，不为动词专有。
廉江话的"过 1"、"过 2" 史最体助词，附着子谓词。先假设把附着在谓词后的助词看作

体助词，附着在词组后的助词为税助词(与哈尼语的体税位置刚好相反)。该假设?在少是片

甜的，我们很难认为廉江方富的助词"在"、普通话的"昵"与体意义无关。例如:
〈臂〉他吃t反程。

〈廉> fê.未吃饭在。他投吃程呢

"能吃镀辍押的意思是"位正在吃锻丹，吃援这一一动挥有为亘在进纭。熏江话说的是"能没
吃嵌n 这一靖况还在持续。普j捷语"暖"、廉江语"在押都表示进程。若按进程藏则，应摆

手体。它1fJ在号召中还附带一定的语气意义，这一点不能脊认。假乎处于体助词"过"
助词之间。所以，还不能按照位置来区分体貌。

由此，上述三条汉语体貌的阳分标准中，进程标准般为撒薯，其次为主观标准，位置林
樵最难费效。我们赞成以进和林准为主要依据来区分体貌。

5.2 体貌均主理化

Traugo锐、荷理思 (2003) 等认为，一个形式的语法化往往伴黯着主窥化(柯理器 2003).
势较黠词是经过了语法化的盘i也体辑部题也与主蔚化有关。其表现有窝个方窜:

第…，按黑主观标准，辑的主现性往往比体的强。如事先生所说能票样， 463法态是人

们对葱混进程的现察刹感受"，"情貌柱在坯体现着动作主体院一定意想和情绪'二"班察和感
受"、..~意想和情绪"都含有主观性。

第二，处于句末体貌助词往往带有一定的语气意义。"[时间?在畸] > [情态?在盹]"是语法
化常见的模式。这里想说的是， [时间范畴]与[情态范峭)之间还有个过渡状态。如上面所
说的赞通话的"呢"、廉江方窑的"在"。中阔的过接状态就兼程{时间]和[靖惑]，即: [时
间菇畴]>[时间，情态]>[情态范畴]0

4 李泽然 (2∞份的体"指动作或察件在某一器时i湾所造苟的进程或状态，飞言表示过程，强调动作的时向是
线性铺展的气貌"指动作或事件的具体表现方式，它表示非过程，强调动作的对民是立体存在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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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1982:208) 靠"呢"分生两个，"呢 i" 属"表示时态"一组，"昵 2" 黯"表示
艇问或祈使"一组。朱先生把"呢 1" 看作表示时态的语气涌，可见艳已经觉察封"呢 1"
兼表[对{苟]和[情杏]了。

六谓情的语义作用
谓词的语义特缸决定 "v 过掉的"过"是"过 1" 还是"过 2飞普通话和廉江话中，自

主动词、变化动词、性盾形容词可♀i如"过 1"，属性功i毒、专职的状态动词和状态形容词
不能后如"过 1" 表示经历。( ~ 1勾而廉江i嚣的"过 2" 不能和变化动词、性康形容词、状
态形容词组合。( ~ 2.2) 普适语出现"过 2" 相关用法的例子中， "v 过"的 V 都是自主动词。
(s 4.2) 

还须补充的是，攘江话的"过 2" 除了不能和变化动词、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组合
外，还不能与属性动词、专职拱态动词直接组合:普通话的"重新/从新+v十过 82" 的 V
不能是形容词，不能是属性动词、变化动词和专职状态动诲。用表格形式表示即:

白主动词变化动词属性动词专职状态动词性质形容词拭态形容词
〈普/廉〉过 1 十十一一 十
〈攘〉过 2 十
〈普〉过 02 十

自主动询和祈使句式关系帮切，自主动词和"过 J 组合成的 "v 过 2" 通常能构成祈
使句式. (9 2.2) 廉江话中的"自主动词十过"能产生提义，"过"可以是"过 1" 也可以是
"过 2"。但"变化动词/性康形容词十过"在廉江话中就不会产生接义，"过"是"过 1"。也
就是说， ì需诵的语义直接影响句"过 1"、"过 2" 的组合选择。

助词"过 1"、"过 2" 的研究再次表明，研究勘词时应、注意辑关谓诲的语义特枉。此不
失为考寨汉语靡词〈包摇助词)意义、语法化的角度和方法。

七小结
本文考察了廉江方苦的勘诵"过"表经历和重行的现象，联系近代汉语和普通话作品，

认为普通话和近代汉语中，存在"过"由趋向功词向"过 2" 过渡的中间现象。这一现象值
得关注。另外，"过 2" 的研究说明，对普通话、近代汉语的事实进行研究时，还应联系汉
语方宫进行考壤，否则研究可能是不全面的。

汉语体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区分没有截然的标准，体组具有连接性。另外， ì冒词的
语义对"过 l "、"过 2" 的语法意义具有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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