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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态助词“过”一般分为“过１”和“过２”，其中“过１”表示动作的完结，“过２”表示曾然。

其语法化历程为：一般动词“过”→趋向动词“过”→动态助词“过１”→动态助词“过２”。动态助词

“过１”和“过２”的演变又可分别区分为两个阶段，即演变发生和演变扩散。就形成机制而言，

“过１”的产生主要是受隐喻、类推以及重新分析的作用，趋向动词“过”的形成是“过１”产生的关

键；而“过２”是“过１”吸收了助词“来”及其经常出现的句法环境的语法意义而产生的，可以说是

“过１”在特殊语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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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认为，汉语动态助词“过”有“过１”与

“过２”之分：“过１”表示的是动作的结束和完成，

而“过２”表示的是“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或

“已有的经验”。“过１”和“过２”在意义上存在差

异。“过１”表示某个特定事件的完结，其着眼点

是事件的终结点；而“过２”表示的是“曾然”，其着

眼点是整个事件，而不是关注事件的具体过程。

从语用层面看，“Ｖ过１”代表的事件要求是一个已

知的事件，而“Ｖ 过２”则没有这个要求。“过１”后

面经常附着“了１”，而“过２”不能。“过１”和“过２”

的否定形式也不同，“Ｖ 过１”的否定形式是“还没

有”或“还没 Ｖ呢”，而“Ｖ 过２”的否定形式是“没

Ｖ过２”
［１ ３］。例如：

（１）《围城》你看过没有？———看过。
（２）《围城》你看过了没有？———看过了。
例（１）的问话人关注的是听话人以前有没有

看《围城》这样的经历，而例（２）的问话人关注的
是听话人有没有将《围城》看完，听话人看《围城》

对于问话人来说是一个已知的信息，也就是说，问

话人知道听话人前不久在看《围城》或是准备看

《围城》。例（２）的否定回答是“还没看呢”（准备
看，但还没开始）或是“还没有”（开始看了，但是

没有看完），而例（１）的否定回答是“没看过”。据
此，例（１）的“过”是“过２”，表示曾然；例（２）的
“过”是“过１”，表示事件的结束和完成。

学界通常认为“过１”出现在唐代，而“过２”产

生的年代，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过２”始于

宋，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４］；有人认为其产生

于唐，如俞光中、植田均［５］。学界关于动态助词

“过”的语法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语法化途

径的问题上，大体上有以下四种观点：李讷、石毓

智认为助词“过”是受汉语动补结构发展的制约

和影响而产生的［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指出

“过２”是由“过１”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
［４］；杨永龙

认为“过１”和“过２”均由趋向动词演变而来，但是

途径不一［７］；俞光中、植田均［５］以及彭睿［８］赞同

“过１”和“过２”是由趋向动词发展而来，它们是一

脉相承的。可见，学界对动态助词“过”的语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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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存在分歧，相关研究忽视了趋向动词“过”的

语法化问题，而且不大区分语法创新和语法扩散

这两个概念。此外，学者们对动态助词“过”的语

法化全过程缺少全面细致的描述。本文将就动态

助词“过”的来源、语法化历程以及形成机制作进

一步的探讨。

二、动态助词“过”的产生

任何语法演变（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都来源于
个体的语法创新（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但一个特
定的语法创新并非必然地导致语法演变。个体的

语法创新只有通过跨语境的“扩展”（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和
跨言语社团的“扩散”（ｓｐｒｅａｄ）或“传播”（ｐｒｏｐａ
ｇａｔｉｏｎ）进而最终“规约化”（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后才
能实现为一个语言的语法演变。语法演变实际上

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特定话语里实际发生的

演变（语法创新），另一个是这种演变的传播或扩

散。因此，一个完整的语法演变本质上是一个由

演变发生和演变扩散构成的“两步走”（ｔｗｏｓｔｅｐｓ）
的过程。一个创新的语法演变只有通过扩展被用

于另外的语境以及通过扩散而被规约化后，我们

才可以认为这个语法演变在某个特定语言里已经

产生［９］。动态助词“过”的产生就经历了这样“两

步走”的过程。

（一）“过１”的产生

１． “过１”的演变发生

在唐代，“过”开始表示动作的完结。

（３）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
经，心自开解。（《太平广记》卷九四）

（４）去岁会游帝里春，杏花开过各离秦。
（李频《汉上逢童年崔八》）

（５）婆云：“水不妨饮，婆有一问，须先问
过。”（《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

（６）蒙使君报云：“本司检过。”（圆仁《入唐
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但是，在唐代，“过１”基本上只出现在“Ｖ ＋
过”这样的语法环境中，且多有承接分句，如例

（３）、例（４），而很少出现在“Ｖ ＋过 ＋宾语”、“Ｖ ＋
过 ＋了”这样的格式中。可见，此时“过１”仍处于

发生阶段，还没有扩散。

２． “过１”的演变扩散

到了宋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过１”开始被

大量使用，并且现代汉语中“过１”常常出现的语

法环境，如“Ｖ ＋过 ＋宾语”、“Ｖ ＋过 ＋了”以及“Ｖ
＋过 ＋后续承接分句”这样的格式，都可以找到。
第一，“Ｖ ＋过 ＋宾语”结构，如：
（７）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错斩崔宁》）
（８）即时问成死罪，奏过官里。（《错斩崔宁》）
第二，“Ｖ ＋过 ＋了”结构，如：
（９）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么滋味！

（《朱子语类》）

（１０）王公分付小二过了，一连暖五斗酒，放
在桌上。（《古今小说》）

第三，“Ｖ ＋过 ＋后续承接分句”，如例（１１）、
例（１２）。

（１１）后又云：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
（《朱子语类》）

（１２）后来都段段录出，排在那里，句句将来
比对，逐字称停过，方见得程子说撷扑不破。

（《朱子语类》）

在现代汉语中，“过１”的这三种语法环境仍

是“过１”出现的典型语法环境。可见，宋代以后，

“过１”开始演变扩散。

（二）“过２”的产生

一个语法演变从发生、扩展到最终完成往往

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有些语法演变从开始到

最后的演变完成甚至长达几个世纪［９］２３９。“过２”

从宋代的演变发生到清代的最终完成，也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时期。

１． “过２”的演变发生

“过２”的产生晚于“过１”，“过２”是在“过１”的

基础上进一步虚化而成的。“过２”的出现是“表

完结的‘过’在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当表完

结的‘过’用于表述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句子时，它

就有了曾经的意思，变成了‘过２’”
［１］。“过２”产

生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宋代。以下是《朱子语

类》中的例句：

（１３）看文字须仔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
须仔细。（卷一○）

（１４）圣人道底，是他曾经历过来。（卷一○）
曹石顺先生认为唐代已出现了“过２”

［１］，例

证如下。

（１５）师曰：“黎什么处人？”云：“邓州人。”师
曰：“老僧行脚时曾往过来。”（《筠州洞山悟本禅

师语录》，《大藏经》卷四七）

但是，此例中的“过”，其实我们还是很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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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已经是“过２”了。因为“过２”产生之前，古

代汉语语法体系中自有其表达“过去曾经发生”

这种语法含义的语法形式。在先秦时期是用

“曾”或“尝”做语法标记，如：

（１６）庄公存之时，乐曾淫于宫中。（《公羊
传·闵公元年》）

（１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
学也。（《论语·卫灵公》）

魏晋时期，产生了用在句尾的助词“来”，表

示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是曾经发生过的。助词

“来”在唐、五代后广泛使用［４］１２１ １２９，如：

（１８）与子相遇来，未曾异悲悦。（《陶渊明
集·影答形》）

（１９）此地新经杀戮来，虚落无烟空碎瓦。
（《全唐诗·睢阳行》）

（２０）师代云：“代摩劫中曾失却来？”（《祖堂集》）
由此可见，唐宋这段时期内，人们在表示“过

去曾经发生某事”的语法意义时，习惯上用“曾”

或“来”，而不是“过”，因此，当“过”与“曾”、“来”

这样的副词共现表示“曾然”的意义时，很难断定

句中“过”是否已经是“过２”了。

如果我们能找到“过”不借助“曾、来”单独表

示“曾然”的语法意义的例证，就能确认“过２”的

产生。我们在《朱子语类》中找到了这样的例子。

（２１）某尝问季通：“康节之数，伏羲也曾理
会否？”曰：“伏羲须理会过。”某以为不然。（《朱

子语类》）

此例答句中的“过”与问句中的“曾”对应，显

然已经可以独立使用表示“曾然”的意义了，所

以，我们认为说“过２”产生于宋代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多，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其实

一直到明代，“过２”单独使用的情况都比较少，这

说明“过２”从发生到完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

林新年指出，唐宋时期“过”的语法化进程迟缓，

主要跟当时助词系统中“了、却、来”等词的强势

使用有关外，还与“过”前动词的数量和种类稀少

以及“过”的句法环境缺乏变化有关［１０］。

２． “过２”的演变扩散

判断“过２”是否处于演变扩散阶段，我们仍

然以现代汉语中“过２”经常出现的语法环境为参

照：首先，“过２”不用靠“曾”、“来”或表过去时间

的标志就可以单独表达“曾然”的语法意义；其

次，它能在表示动作结束到终止点的一类动词，如

“漏、断、败、明白、后悔”等后面出现；再次，它可

以出现在“Ｖ ＋补 ＋过”格式中；最后，它还可以
出现在“形容词 ＋过”这样的格式中。“形容词 ＋
过２”是受到“Ｖ ＋过２”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能找

到“形容词 ＋过２”的例句，就可以断定“过２”已经

扩散。

我们先集中考察《水浒传》中“过２”独用的例

句，只找到四例如下。

（２２）梁中书道：“小人应过武举出身，曾做
殿司制使职役。”

（２３）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甚么药不吃过！
医治不得，死了。

（２４）店主人道：“我和你说过只有这些白
酒，那得别的东西卖？”

（２５）雷横道：“朱都头，你听我说。宋押司
他犯罪过，其中必有缘故。”

《水浒传》中“过”可以单独承担“曾经”义，

但是用例很少，基本上都是“Ｖ ＋过”或“Ｖ ＋过 ＋
宾”结构。我们尚未发现其他三种情况的用例。

很多时候，《水浒传》中表达“曾然”的语法意

义仍然用“曾”或“来”，而不用“过”。如例（２６）、
例（２７）。

（２６）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细细盘问下书
人，曾见府里谁来？

（２７）先取酒来赏了三钟，亲自接了回书，便
道：“你曾见我太师么？”

此外，在明代的《老乞大》和《卜通事》这两部

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书中，竟没有一例使用

“过２”的例子，而只是使用“曾”或“来”表示“曾

然”的语法意义。由此可见，在明代，“过２”仍然

处于演变发生时期，尚未真正地扩散。

至清代，“过２”才开始扩散。

（２８）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
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

此！”（《红楼梦》第三回）

（２９）姨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教我，我
教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红楼梦》第十一回）

（３０）一连七八天，没有断过。（《官场现形
记》第八回）

（３１）至少看十来遍，还要请人复看；瀛翁却
只要随手乱翻，从没有首尾看完过，怎么就知好歹

呢？（《孽海花》）

以上例句中的“过”均可以单独表达“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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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法意义，没有依靠其他语法标记。例（２９）的
“过”已经可以用在形容词“红”的后面构成“形容

词 ＋过”的结构；例（３０）的“过”可以用在瞬间动
词“断”的后面；例（３１）中，“过”出现在动补结构
中。这些例句表明，清代“过２”已经符合上述的

四个标准。

李妍曾把《红楼梦》与王朔小说中“过２”前的

动词类型做过比较，发现两者都能同五种情状类

型的动词搭配，且功能基本相同，而明代作品《金

瓶梅》中的“过２”却只能同两种类型的动词搭

配［１１］，这进一步说明清代“过２”已经处于演变扩

散的阶段。

三、动态助词“过”的语法化

据刘坚等考察，多数情况下，词汇的语法化首

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１２］。近

代汉语的动态助词都是从动词演变而来的，大多

经历了“连动式中的后一动词→谓语动词的结果
补语→动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动词通常的句
法位置是在“主 谓 宾”格式中充当谓语，是句子

结构的核心成分，它所表达的动作或状态是实实

在在的。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 谓 宾”组合

格式，不是句子中唯一的动词，并且不是句子的中

心动词，在结构和语义上依附于其前或其后的中

心动词时，该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当一个动

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

置被固定下来以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

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不再作为谓语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是或在中心

动词前作状语，或在中心动词后作补语，即变成谓

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

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

语法单位。

动态助词“过”同样也是由动词演变而来的，

但是影响它产生的句法环境与其他助词有所不

同。“过”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承接复句

后一分句的谓语动词“过”→趋向动词“过”→动
态助词“过１”→动态助词“过２”。以下作进一步

的讨论。

（一）“过１”的语法化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过，度也。”可见，

“过”本为一般动词，本义为“经过、通过”，早见于

先秦，其后可以跟表示地点或时间的宾语。例如：

（３２）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
原。（《书·禹贡》）

（３３）若白驹之过隙。（《庄子·知北游》）
（３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

（《论语·宪问》）

“过”的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动态助词“过１”的产生过程中，趋向动词

“过”的形成是关键的过渡阶段。趋向动词“过”

始见于魏晋时期。例如：

（３５）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
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世说新语·任诞》）

（３６）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祖堂集》）
趋向动词“过”的产生是由句法环境的改变

诱发的。动词“过”常常出现在两个承接分句之

间，如：

（３７）是时河北流，过元城界，戚在河外，晋军
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春秋左传注疏》卷

五十七）

（３８）王子猷曾行，过关中，见一士大夫家极
有好竹。（《世说新语·简傲》）

前一个分句的格式一般是“Ｓ ＋ Ｖ”，后一个分
句的格式是“过 ＋ Ｏ”，由于两个承接分句关系紧
密，两个分句就相当于组成了一个“Ｓ ＋ Ｖ ＋过 ＋
Ｏ”的连动式结构。“Ｖ过”连用表示一种“动作涉
及对象的位移”的运动过程，而这一运动过程是

以完成前一动作为条件才得以进行的。例（３５）
至例（３８）中的“送”、“潜”、“流”、“行”，都是表示
位移的动词，在位移过程中是必须先完成的动作，

而“过”这个动词则带有动作完成后处所或时间

由一点转到另一点的含义，“过”在某种程度上依

附于前面的动词。再者，由于“过”前的动词也都

含有与“过”近似的“位移”义，这就进一步减弱了

“过”的动词性。于是，“过”就逐渐虚化，仅补充

说明动作由一处向另一处的转移，由“连动式后

一动词”虚化为“谓语动词的结果补语”。接着在

“重新分析”（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种机制的推动下，伴随
着词义虚化、功能变化，趋向动词“过”作为新的

语法形式产生并逐渐确认下来。“重新分析”标

志着实义动词“过”发展成趋向动词“过”这一过

程的完成。

当“过”虚化为趋向动词以后，受隐喻和类推

的作用，趋向动词“过”由仅补充说明动作空间位

移过程虚化为说明动作时空转变过程，接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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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虚化为表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过１”。同时，

“过”前出现的动词类型范围也从表示空间位移

的动词扩展为一般动词。“过”由趋向动词语法

化为“过１”的过程和机制，彭睿
［８］和卢烈红［１３］有

详细地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二）“过２”的语法化

“过２”的形成主要是语境吸收（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在起作用。所谓“语境吸收”，是指在词
语的使用过程中，诱发某个成分虚化的上下文所

具有的语法意义慢慢被这一成分吸收，以致脱离

开这种语境后，该成分仍保留了该语法环境所具

有的语法功能［５］。

上文说过，“过２”产生以前，表达“过去曾经

发生”这样的语法意义，先秦时期用“曾”或“尝”

做标记，且没有助词。例句如下：

（３９）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吕氏春秋·顺民》）

（４０）吾尝居山穴之中矣。（《庄子·徐无鬼》）
魏晋时期，产生了助词“来”，用在句尾，表示

“过去曾经发生”，多见于诗词、禅宗语录等较口

语化的作品中。如下面三例。

（４１）不堪便向多情道，万片霜华雨损来。
（《全唐诗·行次野梅》）

（４２）“送师兄去来？”对曰：“送了也。”（《祖
堂集》）

（４３）师一日问雪峰：“作甚么来？”雪峰云：
“斫槽来。”（《大正藏·洞山良介禅师语录》）

宋元明时期，助词“来”继续大量使用。如例

（４４）至例（４８）。
（４４）莫是前生负你来，今世里，教孤冷。

（《欧阳修·卜算子》）

（４５）（磨博士云）则说银子银子，谁曾见他
来，这个原来是银子！（《全元曲·来生债》）

（４６）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
弄。（《水浒传》第十六回）

（４７）你谁跟底写文书来？我在汉儿学堂里，
学文书来。（《老乞大谚解》）

（４８）西门庆道：“我当先曾许下他来。”（《金
瓶梅词话》）

明代以后，助词“来”的使用逐渐下降，现代

汉语普通话中已经完全消失了。

副词“曾”与助词“来”的句法位置不同，

“曾”一般在状语位置上，“来”出现在句尾，加上

它们语法意义基本一致，因此它们常常会出现在

一个句子里，组成语法嵌套，加强语气，如例

（４５）、（４６）、（４８）。
“过１”表示动作完结的语义特征，使它常常

容易与过去事件相联系，易与“曾”、“来”同现。

（４９）观《曾子问》中问丧礼之变，曲折无不
详尽，便可见曾子当时功夫是一一理会过来。

（《朱子语类》卷二七）

（５０）从来不曾断过如此体例，乞照验。
（《元典章·户部》卷一八）

（５１）假告事故官员，既是官司说过教去了来
呵，俸钱都合支与，定与限次如是违了呵，依例罚

者。（《元典章·吏部》卷一一）

（５２）敬德曰：“臣自佐刘武周，后归陛下，大
小约二百余阵，虽不通兵法，也曾见过，适来阵势，

未尝见此。”（《明成化本说唱词集·薛仁贵征辽

事略》）

（５３）西门庆道：“去年老太监会过来，乃是
学生故友应二哥。”（《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

（５４）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
（冯梦龙《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以上宋至明代的例句，都是表示“过去曾经

有过这样的事情”或“已有的经验”。随着这类用

法的增多，“过２”需要的语法环境（常用在表示过

去发生事件的句子中以及与“曾”、“来”组成语法

嵌套）渐渐成熟了，但“过２”单独表示“过去曾经

发生”的用法还是极少的，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

期助词“来”表“曾经”义仍占主导地位，加上它与

“过２”都常出现在句尾，句法位置部分重叠，

“过２”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明代以后，助词“来”的使用日趋减少，于是

“过１”慢慢吸收了“来”经常出现的语法环境，表

示“曾然”的语法功能，成为“过２”，“过２”的演变

终于完成。

四、结语

动态助词“过”的形成经历了“一般动词‘过’

→趋向动词‘过’→动态助词‘过１’→动态助词
‘过２’”的虚化过程。“过１”产生于唐代，趋向动

词“过”的产生是动态助词“过１”形成的基础和关

键。当“过１”用于表述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句子

时，它就有了“曾经”的意思，变成了“过２”，“过２”

产生于宋代。“过１”产生后，因其语义特征，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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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曾”、助词“来”或带有过去时间标志的句子

同现，这样，从宋代到明代，动态助词“过２”所需

要的语法环境越来越成熟。明代以后，表“曾然”

的助词“来”用得越来越少，直至清代完全消失，

于是“过”吸收了“来”的语法环境，表示“过去曾

经发生”的语法意义，“过２”最终完成了演变扩

散。在动态助词“过”的语法化历程中，隐喻、类

推、重新分析以及语境吸收等这些诱发语法化的

机制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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