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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運動事件趨向補語構式規則之探

究──以「V＋來／過／過來」為例
＊ 

 

 

魏吟玲、蕭惠貞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研究探討漢語中自我移動方式動詞與路徑動詞「來／過／過

來」形成趨向補語結構之規則。本文於 COCT 語料庫選取 47

個與「來／過／過來」高頻構式的方式動詞作為分析對象，並

依照「情狀分類」、「動詞語意」分析方式動詞特性，使用「層

級結構」分析路徑動詞的特點。研究結果顯示，首先，若路徑

動詞所涵蓋之訊息越完備，構式力越強，如「V 過來」；若方

式動詞蘊含位移義，且無蘊含路徑訊息，則能與越多路徑動詞

構式，如「走」。其次，影響構式要素的階層為：[±動態]＞[±

位移]＞[±路徑]。其中，不具動態性的方式動詞，僅能與「V

過來」構式；帶有兩點、過程路徑特徵的方式動詞，能與「V

過」構式；蘊含預期性結果的方式動詞，則能與「V 來」構式。 

 
關鍵字：層級結構、趨向補語構式、位移、情狀分類、運動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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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跨語言運動事件研究方面，Talmy (1985, 2000)根據不同

語義成分的句法表現，將動詞分為表運動方式的「方式動詞」

(Manner Verbs, e.g., run, fly, etc.)，如漢語的「跑、跳、飛」等；

與表運動路徑的「路徑動詞」(Path Verbs, e.g., into, toward, 

etc.)，如漢語的「上、進、過」等。漢語的「趨向補語」(Directional 

Complements)表達空間運動概念，此結構通常由方式動詞、路

徑動詞、指示動詞(Deictic Verbs)所組成，分別表示：運動方式

＋路徑趨向＋方向指示，其中表示方式的動詞如：「走、跑、

跳」等；表示路徑的動詞如：「上、下、進、出、回、過、到、

起」等；方向指示為運動主體之運動方向與說話者的相對位置

變化，指示動詞包含：「來、去」(Chen and Guo 2009)。因此，

漢語的複合趨向補語涉及方式、路徑、視點參照等多重認知概

念的組合。 

趨向補語結構的相關研究議題包含：語言類型學(Chen and 

Guo 2009)；賓語、場所詞的位置（陸儉明 2002；張言軍 2015）；

語序選擇(Lin and Peck 2011; Liu 2020)；趨向構式的認知概念

(Fong 2017)；趨向補語結構的二語習得（錢旭菁 1997；楊德

峰 2003a, 2003b, 2004；丸尾誠 2011；洪碧霞 2013）等。其

中 Lin and Peck (2011)根據 Rappaport Hovav (2008)、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提出之層級結構(Scale Structure)將運動

事件中的運動語素(Motion Morphemes)依照層級變化(Scalar 

Change)、有界性(Boundedness)、瞬間性(Punctuality)決定其層

級結構特性，並分析此層級結構特性如何影響語素順序，藉此

預測漢語趨向補語結構的動詞語素排序。 

不同於先前研究，本文特聚焦於：不同語義的方式動詞與

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結構的可預測性。本研究觀察趨向補語

中，方式、路徑動詞的結合狀況，發現並非所有方式動詞都能

與特定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構式。以路徑動詞「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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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來」為例，某些方式動詞能與「來／過／過來」結合，

形成複合趨向補語，如「走」能形成「走來」、「走過」、「走

過來」之構式；然而，某些方式動詞僅能與部分路徑動詞結合，

如「跨」，僅能與「過／過來」形成「跨過」、「跨過來」，

而無「*跨來」之構式。針對此現象，本研究假設影響方式、

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結構之要素，與「路徑動詞的層級結

構」、「方式動詞的情狀分類(Aspectual Classification)」、「動

詞語意」有關。據此，提出下列三項研究問題： 

 

1. 趨向補語「V 來」、「V 過」、「V 過來」的層級結構特

性為何？ 

2. 與「來」、「過」、「過來」高頻構式的自我移動方式動

詞2的語意、情狀分類為何？ 

3. 表示自我移動的方式動詞與表示路徑的「V 來」、「V 過」、

「V 過來」結合成為趨向補語結構的規則條件為何？ 

 

本文以「V 來」、「V 過」、「V 過來」為例，旨在辨析

方式、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之構式規則，透過分析路徑動詞

內在層級結構，並以情狀分類、語意區分不同類型的方式動

詞，預測其是否能與「V 來」、「V 過」、「V 過來」構式。

本文於第 2 節探討相關理論框架，首先介紹層級結構理論，並

探討「來」、「過」、「過來」之層級結構，而後考察方式動

詞的動詞語意與情狀分類；第 3 節為研究方法，闡述本研究關

注之方式動詞的分類、路徑動詞的層級結構，並提出研究假

設；第 4 節為語料庫分析，透過語料庫檢視不同類型的方式動

詞與「V 來」、「V 過」、「V 過來」形成趨向構式的情形，

並提出影響方式、路徑動詞結合之關鍵要素；第 5 節為結果討

論，主要回答研究問題，並討論可能的例外；第 6 節為結論，

闡述本研究主要的發現。 

 
2 有關「自我移動方式動詞」之定義，詳見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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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本節首先介紹層級結構理論，進一步探討「來」、「過」、

「過來」作為主要動詞時的層級結構，而後聚焦於方式動詞的

語義、情狀分類理論，並總結上述之理論框架與本研究之關聯。 

 

2.1 層級結構分析 
 

本節介紹層級結構理論(Scale Structure)，所謂「層級」

(Scale)表示特定維度上的測量值（如：高度、溫度、成本），

此測量值有一定的間隔、刻度，並具有序列關係(Kennedy 2001;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 Kennedy and Levin 2008; Beavers 

2008)。「層級變化」(Scalar Change)表示測量值按照一定比例

沿著特定的方向改變，而此方向視其序列關係而定，層級變化

動詞如：「上、下、進、出」；另一方面，「非層級變化」(Non-Scalar 

Change)則表示未指定特定運動方向，或其運動未按照一定比例

的序列變化，例如「跑」為使用腿部牽動肌肉運動的方式或一

系列動作，然而未指定運動的方向，其運動過程亦未指涉特定

測量值的序列數值變化(Lin and Peck 2011)。 

Lin and Peck (2011)指出區分一個動詞是否具有「層級變

化」，可透過該動詞是否具「方向性」，以及是否能「被結果

補語修飾」測試。如例句(1)中，(1a)的動詞「跑」，本身不具

方向性，因此能透過方位詞指定運動方向；而(1b)的動詞「退」

本身指示「向後」的方向性，因此無法加上相斥的方位詞。例

句(2)中，(2a)的動詞「跑」能被結果補語修飾，而(2b)的動詞

「退」無法被結果動詞修飾。因此，具有「層級變化」的動詞，

其特徵為具有方向性，且不被結果補語修飾。 

 

(1) a.向前跑。 

b.*向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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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他跑累了。 

b.*他退累了。 

 

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指出所有路徑語素皆屬

於層級變化，而所有與方式有關的語素皆屬於非層級變化，兩

種屬於互補分布。並以此定義再次檢視 Talmy (1985, 2000)的運

動動詞分類框架，其中可將「方式動詞」歸類為「非層級變化

動詞」，而「路徑動詞」則為「層級變化動詞」。後者又可細

分三個特徵：層級變化(Scalar Change)、有界性(Boundedness)、

瞬間性(Punctuality)。 

其中，「有界性」指動詞所指涉之運動事件是否具有終點

界線，此界線通常為背景(Ground)所在比例尺上的點(Lin and 

Peck 2011: 349)。如例句(3)中，「學校」是動詞「來」所指涉

運動的界線，因此當運動主體到達學校時，事件即結束，雖然

該運動主體可以在到達學校後超越該界線繼續位移，但此運動

不被視為是當前運動事件的一部分。 

 

(3) 他早上 8 點來學校。 

 

「有界性」與否將動詞區分為「開放式動詞語素」(Open 

Scale Motion Morphemes, e.g., 升、降)和「封閉式動詞語素」

(Closed Scale Motion Morpheme, e.g., 回、去)。動詞是否具「有

界性」可透過程度副詞「更」、「很」、「非常」及比較句「比

較」測試，例句(4)中，開放式動詞語素「升」、「降」並未指

定事件終點，運動主體可無限向上或下移動，不受界線限制；

而例句(5)中的封閉式動詞語素「回」、「去」指定運動事件的

終點界線分別為「家」、「學校」，限定運動主體到達終點界

線後結束當前的運動事件(Lin and Peck 2011: 350)。 

 

(4) a.氣球在五分鐘前就向上升了，現在應該升得更高了。 

b.飛機在五分鐘前就向下降了，現在應該降得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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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他在五分鐘前就回家了，現在一定回得更遠了。 

b.*他在五分鐘前就去學校了，現在應該去得更遠了。 

 

在「封閉式動詞語素」的層級之下又可依照「位移路徑測

量值變化的瞬間性(Punctuality)」劃分「兩點」(Two-Point)與「多

點」(Multi-Point)的位移類型。其中，「兩點」的位移概念指從

一個值（起點）到另一個值（終點）的轉換為瞬間的變化；而

「多點」的位移概念則是從一個值（起點）到另一個值（終點）

的中間還有許多值，且轉換過程需要運動時間，是一個持續的

過程(Beavers 2008)。Lin and Peck (2011:350)提供兩種論證方

式，其一為測試該動詞語素所指涉之事件是否具持續性，如例

句(6a)的動詞「回」屬於多點性特徵的動詞，運動主體移動到

終點的過程需要一定的運動時間；例句(6b)的動詞「進」則屬

於兩點性特徵的動詞，其動作為瞬間完成，起點到終點間沒有

其他值的存在，因此也不需一段運動時間。 

 

(6) a.回家回了二十分鐘，還沒到家。 

b.*他進房間進了二十分鐘。 

 

另一種測試方式則為觀察該動詞語素是否允許在事件指

定的路徑上逐步行進，如例句(7a)的動詞「回」允許運動主體

以分段的方式完成一個連續的運動過程，而動詞「到」則不允

許，因此「回」與「到」分別為多點、兩點性特徵的動詞語素。 

 

(7) a.他回宿舍回了一半，休息了一會兒，又上路了。 

b.*他到宿舍到了一半，休息了一會兒，又上路了。 

 

綜上所述，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以 Talmy 

(1985, 2000)的動詞分類框架為基礎提出層級理論，Lin and 

Peck (2011)將其應用於分析漢語的路徑動詞，其中運動動詞語

素分為三個層級特徵：其一為動詞是否具「層級變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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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區分「層級變化動詞」（路徑動詞）與「非層級變化動詞」

（方式動詞）；其二為「有界性」，表示動詞所描述的運動事

件是否指定終點界線，若無指定終點界線則為「開放式動詞語

素」，若有則為「封閉式動詞語素」；其三為運動事件之「瞬

間性」，若運動事件瞬間完成，則動詞具有「兩點性」特徵，

另一方面，允許運動具有持續性或在指定的路徑上逐步行進之

動詞具有「多點性」特徵。本研究層級結構框架用於分析趨向

補語中「V 來」、「V 過」、「V 過來」之特性，以釐清其內

部結構特徵，再進一步推論該特性如何影響路徑動詞與方式動

詞形成複合趨向補語構式。 

 

2.2 「來／過／過來」之層級結構 
 

指示動詞(Deictic Verbs)「來」表示朝向說話者或指示中心

的移動（劉月華 1998；呂淑湘 1999；Lewandowski 2014），

屬於具有方向性的層級變化動詞。Lin and Peck (2011: 352)、Lin 

(2015, 2019)指出在層級變化框架中，「來」屬於「封閉式多點

／兩點性動詞語素」：在「有界性」的層級中，「來」可以指

定一個終點作為事件的界線，當運動主體到達終點時該運動事

件即結束，因此為表示有界的動詞語素；在「瞬間性」的層級

中，「來」介於兩點、多點性的位移之間，使用兩種方式測試

「來」的瞬間性，如表示持續、多點的行徑例句(8)，皆不是非

常自然的句子。在 Lin and Peck (2011: 352)、Lin (2015)的研究

中，將「來」的瞬間性歸類為多點性特徵，然而 Lin (2019:91)

則提出「來」較偏向兩點性特徵3。 

 

 

 
3 在 Lin (2019)的研究中調查 30 位中文母語者，以「來」敘述具有持續性
的運動事件，其自然度在李克特氏(Likert Scale)的 5 點態度量表中，得到
平均 2.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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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持續性：?他來學校來了二十分鐘，可是還沒到學校。 

b.逐步行徑：?他來宿舍來了一半，休息一下，又上路了。 

 

其次，路徑動詞「過」有多重語意（杉村博文 1997, 2000；

Wu 2003；王志英 2006；魏培泉 2013），本文將代表不同語

意的「過」標示為「過 1」、「過 2」並分別討論。「過 1」表示

經過、通過某一背景的移動（如：過兩個十字路口），「過 2」

則表示跨越某一背景的移動（如：輕舟已過萬重山）。無論「過

1」或「過 2」皆存在該路徑動詞是否為層級變化動詞的爭議，

因 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指出「方向性」為區分動

詞是否具層級變化的準則之一，儘管「過」（對應到英語之 cross

或 traverse）之動詞詞義表示按照一定比例的序列變化，但未指

定方向，因此與層級變化動詞的定義相違。然而，「過」這類

的動詞與一般非層級變化的方式動詞有著迥異的特性，Peck, 

Lin and Sun (2013)、Lin (2015)則將「過 1」分類為「封閉式多

點性動詞語素」，「過 2」為「閉式兩點性動詞語素」。 

再者，Lin (2019)指出，當「來」作為主要動詞之後的補語

時，「來」會失去原有的層級結構特性，成為語法化的語素，

僅指示運動方向，而整個結構的有界性、瞬間性則由「來」前

面的語素決定。由此推斷，趨向補語「過來」的層級結構特性

是由「過」所決定，然而「過」有兩種語意（經過義、跨越義），

在有界性方面，因「過 1」、「過 2」皆屬於封閉式語素，因此

「過來」亦屬於封閉式層級語素；在瞬間性方面，「過 1」、

「過 2」分別屬於多點、兩點性語素，因此以持續性、逐步行

徑測試「過來」的瞬時性，如例句(9)，與「來」相同，「過來」

的瞬間性介於兩點、多點性之間，因此「過來」為「封閉式多

點／兩點動詞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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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持續性：?他過來學校半小時，但還沒到。 

b.逐步行徑：?他過來學校到了一半，休息了一會兒，又上

路了。 

 

綜上所述，作為主要動詞時，「來」的層級結構為封閉式

多點／兩點性動詞語素，「過 1」為封閉式多點性動詞語素，

「過 2」為閉式兩點性動詞語素，「過來」則為封閉式多點／

兩點動詞語素，四者之差異在於瞬間性為兩點或多點。 

 

2.3 方式動詞語意 
 

Talmy (1985: 128)將方式動詞(Manner Verbs)定義為「與運

動主體主要動作／狀態同時進行的次要動作／狀態」，其中主

要動作通常為路徑動詞，同時表示位移，及位移路徑（如方向、

路線）；次要動作則為方式動詞，補充說明運動的方式。有關

方式動詞語意，本文就動詞是否蘊含路徑、結果，及動詞是否

蘊含位移，此兩方面探討。 

其一，方式動詞（非層級變化）與結果、路徑動詞（層級

變化）是否為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4，在學界上

存在爭議。支持兩者為互補分布之學者如 Talmy (1985, 2000)、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5。然而，另一些學者認為兩

者並非完全互補，例如 Beavers and Koontz-Garboden (2012)透

過測試謂語的真值條件與事件的結構特性，提出動詞能同時擁

有方式與結果的語意，在其框架下，若一個方式動詞帶有預期

性的結果方向或目標終點，則該動詞同時有方式與結果的性

質；而 Zlatev and Yangklang (2004)則提出有些方式動詞蘊含路

 
4 一般認為是方式、結果動詞呈互補分布，有研究(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指出方式、路徑亦為互補分布。 
5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認為動詞有多義現象，一個動詞可同時
具有結果意義與方式意義，但當其中一種意義在特定用法中被詞彙化時，
另一個意義會脫落，使其符合方式／結果互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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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概念（稱為 MP verbs），如泰語中表示“fall, sink”的動詞。

由上述可知，方式與結果、路徑動詞之間的區分並非完全互

補，在非典型的方式動詞中，可能包含路徑或結果要素。綜合

以上兩派學說，大部分典型的方式動詞遵循「方式／結果」或

「方式／路徑」互補分布，然而少數動詞可能同時蘊含方式與

結果／路徑的概念。 

其二，Jackendoff (1990)將方式動詞描述的運動事件概念分

為：位移 (translational movement)、非位移 (non-translational 

movement)。蘊含位移概念的方式動詞如例句(10)的 ran (run)；

另一方面，例句(11)所列舉的方式動詞本身不蘊含位移，如例

句(11a)所示，然而加上路徑動詞 into 後，可表示沿著路徑運動，

如例句(11b)。其可對應至 Talmy (2000)的兩種運動事件類型：

平 移 運 動 (translational motion) 、 獨 立 運 動 (self-contained 

motion)，前者指一個物體所在位置從空間中的一個點轉移到另

一個點；後者表示一個物體維持於原本位置，不隨運動而位移。 

 

(10) Go schema:[Event GO([Thing], [Path])] 

John ran into the room. (Jackendoff 1990:45) 

 

(11) MOVE schema:[Event MOVE([Thing])] 

a.Willy wiggled/danced/spun/bounced/jumped for hours, 

without ever leaving the same spot. (Jackendoff 1990:223) 

b.Willy wiggled/danced/spun/bounced/jumped into Harriet’s 

arms.(Jackendoff 1990:223) 

 

綜上所述，方式動詞的語意除指涉執行運動的方式，亦涵

括是否帶有結果、路徑的論證；此外，動詞指涉的運動方式，

可分為位移或非位移運動，而上述皆可能成為影響方式動詞與

路徑動詞結合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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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式動詞情狀分類 
 

情狀分類(Aspectual Classification)理論框架能為方式動詞

進行細部分類，其發展可溯源於 Vendler (1967)提出的動詞分

類，根據動態性 (Dynamicity)、持續性 (Durativity)、終點性

(Telicity)與否，將動詞分成四類6：狀態動詞(State Verbs)、行動

動詞(Activity Verbs)、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 Verbs)、達成

動詞(Achievement Verbs)。其中，「狀態動詞」指不具動態性

的靜態動詞，如：知道、相信、餓；「行動動詞」指持續一段

時間且無明確終點的動態動作，如：跑、走、看；「完成動詞」

指有終點性的動態動詞，如：畫一個圈、走一里路；「達成動

詞」指瞬間到達終點、無持續性的動詞，如：發現、認出。 

而後，增加瞬時動詞 (Semelfactive Verbs) 7一類 (Comrie 

1976; Smith 1997)，其特性為單次可完成完整的動作（如：咳、

敲、眨），並可由單一動作形成一連串連續動作，如：不斷眨

眼。表 1 為五種動詞情狀分類所對應的性質(c.f. Olsen 1994, 

1997; Xiao and McEnery 2004)。 

 

表 1：動詞情狀分類 

情狀分類 示例 動態性 持續性 終點性 

狀態動詞 知道、餓 - + - 

行動動詞 跑、走 + + - 

完成動詞 畫一個圈 + + + 

達成動詞 發現 + - + 

瞬時動詞 咳嗽 + - - 

*整理自 Olsen (1994, 1997); Xiao and McEnery (2004)。 

 

 
6 本文之動詞情狀分類中譯名稱參考黃惠華、戴浩一(2014)。 
7 本文之「瞬間性」指 Punctuality，「瞬時動詞」指 Semelfactive Verbs。 



 
 
 
 
 
 
 
 
 
 
魏吟玲、蕭惠貞 

152 
 
 
 
 
 
 
 
 
 

而後，許多研究使用該情狀分類框架研究漢語的動詞，並

針對不同情況的適用性提出修正(e.g., Chen 1988; Smith 1997; 

Xiao and McEnery 2004)，Peck, Lin and Sun (2013)則引入層級

(Scale)的概念，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定義情狀分類框架。其中，

「非持續性」被重新定義為「瞬間性」(Punctuality)，表示非持

續的運動，可對應至層級結構的「多點」、「兩點」概念，前

者表示動作須歷時完成，後者為瞬間完成；「終點性」與否則

分為「開放」、「封閉」，表示動詞指涉的事件是否有預設的

事件終點。此外，在新的分類框架下，增加「程度瞬間動詞」

(Degree Achievement Verbs)，如：升、伸長、改良，此類動詞

所描述之事件可「帶有／不帶自然終點」，例如「冷卻事件」

的終點可為「到達室溫」或「不指定終點」，Peck, Lin and Sun 

(2013)將其歸類為未指定終點的開放層級變化動詞。 

本文沿用 Vendler (1967)、Olsen (1994, 1997)等人提出的情

狀分類框架，由於下一節將使用 Peck, Lin and Sun (2013)統整

的測試方式分類動詞的情狀特性，為配合其分類方式，將「+

持續性」改以「-瞬間性」表示8。透過分析方式動的情狀分類

特性，以及上述之動詞語意、路徑動詞層級結構，提出「V 來」、

「V 過」、「V 過來」構式中，路徑、方式動詞的內部特性，

與兩者結合形成趨向結構的規則。

 
8 例如「狀態動詞」的特徵標記由[-動態][+持續][-終點]改為[-動態][-瞬間][-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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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為探討漢語趨向補語結構中「方式動詞」與「路徑動詞」

的結合，本文使用國教院語料索引典系統之 COCT 書面語語料

庫 2019 為語料檢索來源。首先，透過 Frequency breakdown 功

能，分別查找「來」、「過」、「過來」左邊一個字元的動詞

語素，由此獲得 122 個高頻與之構式的動詞，詳細列表參見附

錄，而後排除不相關詞彙9，彙整 47 個「自我移動動詞10」作

為分析目標。其次，依照可構式的結合將方式動詞分為四大

類：M1、M2、M3、M4。即能同時與「V 來／V 過／V 過來」

構式之方式動詞編碼為 Manner Verb1 (M1)，能與「V 過／V 過

來」構式之方式動詞編碼為 Manner Verb2 (M2)，能與「V 來／

V 過來」構式之方式動詞編碼為 Manner Verb3 (M3)，僅能與「V

過來」構式之方式動詞編碼為 Manner Verb4 (M4)。表 2 為方式

動詞與路徑動詞構式的情形。 

 

 

 
9 由於本文主要探討「自我移動」類的方式動詞，因此排除以下條件之動
詞：致使移動動詞（如：蓋、擦、舉）、非白話文常用的動詞（如：躍、
掠、別）；在句式方面排除倒裝句（如：走來一個人）、動詞作為定語
（如：迎面撲來的風）、「V 來 V 去」語法化用法（如：跑來跑去）。
若動詞同時具有自我移動、致使移動的用法，本文皆僅採用自我移動的
動詞語意，如：動詞「襲」，有自我移動義「及至、撲向」，及致使移
動義「趁人不備而攻擊」，本文採用自我移動義作為分析依據。 

10 本文主要採用 Talmy(1985, 2000)、Morimoto (2001)對方式動詞的解釋，
並進行以下歸類：其一，「自我移動動詞」(Self-contained motion verbs; 

Intransitive motion verbs)指動詞描述主語進行自我移動，包含兩個次類(1)

可控的自我移動(Self-agentive; Self-propelled)，主語可控制自己的運動，
如：他在跑步。(2)不可控的自我移動(Non-agentive)，主語不可控制自己
的運動，主語多為自然力，如：白雲飄遠了。其二，「致使移動動詞」
(Agentive; External/Displacement verbs)指主語致使賓語產生移動，如：我
把桌子搬到房間的角落。本文所分析的動詞僅包含「自我移動動詞」，
不包含「致使移動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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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方式動詞與「來／過／過來」之構式 

方式動詞       路徑動詞 V 來 V 過 V 過來 

M1 

走、跑、奔、衝、趕、飛、繞、

滑、逃、闖、游、溜、追、飄、

湧、漂、流、晃 1
11、滾 

✓ ✓ ✓ 

M2 

鑽、擠、穿12、渡、漫、透、滲、

跨、跳、閃13、踏、踩、晃 2
14、

盪、擺 

× ✓ ✓ 

M3 圍 1
15、襲、撲 ✓ × ✓ 

M4 
湊、站、倒、靠16、照、聚、貼、

探、圍 2
17、燒 

× × ✓ 

*「✓」符號表示在語料庫中該方式動詞可進入相對應的構式，

「×」符號則表示無法進入相對應的構式。 

 

而後，本文將透過分析方式動詞特性，如情狀分類、語意

特徵，以及各路徑動詞的層級結構，找出影響動詞無法出現於

特定趨向補語構式的要素，並提出研究假設。 

 

 

 

 

 

 
11 晃 1，表示走動，例：我去公園附近晃一下。 
12 穿，表示貫通、通過，例：穿越馬路。 
13 閃，表示避開、躲避，例：他靠著靈巧的身段，閃進門後的密道。 
14 晃 2，表示搖擺、搖動，例：他的雙腳懸在半空中晃呀晃。 
15 圍 1，表示從四周攔擋、包攏，例：丈夫還沒走出房門，小婢女就圍了上
來。 

16 靠，表示倚傍，例：靠著大樹。 
17 圍 2，表示環繞，例：有一群小孩圍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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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式動詞分類 
 

本文依照動詞情狀分類之動態性 (Dynamicity)、瞬間性

(Punctuality)、終點性(Telicity)，將方式動詞區分為：(1)狀態動

詞、(2)行動動詞、(3)瞬時動詞。並根據 Peck, Lin and Sun (2013: 

680-684)提出判斷動詞分類方式，測試各個動詞的情狀屬性。 

首先，區分動詞是否具「動態性」，不具動態性的動詞與

表示進行式的句子不相容，因此以「正在」測試，例句(12a)

動詞「跑」與描述進行式的副詞「正在」一同使用，而例句(12b)

動詞「站」則無法。因此，「站」這類無法與「正在」連用的

動詞不具動態性，在情狀分類上屬於「狀態動詞」18。 

 

(12) a.他正在跑。 

b.*他正在站。 

 

其次，具有動態性的方式動詞又可區分為「行動動詞」、

「瞬時動詞」，兩者的差異在於：「行動動詞」是由連續動作

組成一次完整的運動事件，而「瞬時動詞」則是一次動作即表

示一次完整運動事件；前者動作具有持續性，而後者表現非持

續的點狀性運動特徵。因此使用副詞「一下」測試，當「一下」

用來修飾行動動詞時，表示動作持續很短的時間，即一下子、

一陣子，如例句(13a)；當「一下」修飾瞬時動詞時，表示完成

一次完整的運動事件，此類動詞包含「跳、跨、踩」等，如例

句(13b)。 

 

 

 
18 以「正在」測試動態性與否之方式可適用於大部分動詞，然而有些例外，
如「睡」。另一方面，狀態動詞有許多子類，根據 Kranich (2010:50)之觀
點，「站」介於狀態與動態範疇之間，根據其搭配的補語或語素決定其
指涉狀態或動態。本研究自語料庫篩選得到的「M4」類動詞，多屬於介
於狀態與動態範疇之間的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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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我跑一下操場。 

b.我踩一下腳踏墊。 

 

再者，方式動詞因不具層級變化特徵，一般不具「終點

性」，然而，有些特殊的方式動詞蘊含特定結果、路徑等要素

(Zlatev and Yangklang 2004; Beavers and Koontz-Garboden 

2012)。表示典型運動的方式動詞一般具有動態性、位移性，且

不蘊含特定結果、路徑語義，如：「走、跑、游、飛」等動詞。

蘊含特定結果之動詞如「襲」表示及至、撲向目標；「撲」表

示向前或目標猛衝；「圍」表示由四周向中心攔擋、包攏。以

例句(14)為例，(14a)「走」為典型方式動詞，表示運動的方式，

但不含特定的移動方向、預期之結果；(14b)「撲」則有一動作

對象或終點目標，因此蘊含特定結果狀態（及至目標物／地）。

另一方面，蘊含路徑之方式動詞帶有特定的過程路徑，如「鑽」

表示運動主體穿行、穿進某空間；「跨」表示舉步移動或越過

某物，該類動詞表示方式的同時，亦同時蘊含了運動主體的移

動路徑。以例句(15)為例，(15a)「游」為典型的方式動詞，表

示在水中行動，並無指定的過程路徑；(15b)「渡」的路徑為由

此岸到彼岸，或通過、跨越河川或海洋。 

 

(14) a.那位老婆婆白了小傑一眼，氣呼呼地走了。 

b.有時候走得太快，跌倒的時候全身撲在榻榻米上。 

 

(15) a.我想往回游，但艾蜜說她還想再游遠些，便再游出去。 

b.西楚王國經常派出奇兵，渡黃河攻擊新建立的趙國。 

 

除上述性質外，本文亦分析動詞語意是否表示「位移」，

作為區辨方式動詞性質的要素之一，例句(16)為測試動詞本身

是否蘊含位移，其中(16a)的動詞「跑」蘊含位移，因此運動主

體不會停留在原地；(16b)的動詞「盪」不蘊含位移，因此運動

主體維持於原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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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她跑了十分鐘，還在原地。 

b.她盪鞦韆盪了十分鐘，還在原地。19 

 

本研究以情狀分類的「動態性」、「瞬間性」，動詞語意

是否蘊含「預期性結果」、「路徑」、「位移」區辨方式動詞。

其中由於「瞬間性」（路徑為多點或兩點）、「預期性結果」

（路徑是否帶有預期終點、結果）、「路徑」（動作帶有過程

路徑）皆與「路徑」性質相關，因此在分析中視為「路徑」類

別的三個子類。表 3 呈現依照該標準分類之方式動詞。 

 

表 3：方式動詞分類 

項目 
動

態 

瞬

間 

路

徑 

結

果 

位

移 
方式動詞 

行動動詞 

+ - - - + 

走、跑、奔、衝、趕、飛、

繞、滑、逃、闖、游、溜、

追、飄、湧、漂、流、滾、

晃1 

+ - + - + 
鑽、擠、穿、渡、漫、透、

滲 

+ - - + + 圍1、襲、撲20 

瞬時動詞 + + + - - 
跨、跳、閃、踏、踩、晃2、

盪、擺 

狀態動詞 - - - - - 
湊、站、倒、靠、照、聚、

貼、探、圍2、燒 

 

 

 
19 「跑」在一般的情況下描述平移運動，除非特別限定「在原地」、「使
用跑步機」等條件，「跑」才可被理解為描述獨立運動。 

20 方式動詞「撲」、「襲」的性質介於「±瞬間性」，本文將其暫歸屬於「行
動動詞」的子類。 



 
 
 
 
 
 
 
 
 
 
魏吟玲、蕭惠貞 

158 
 
 
 
 
 
 
 
 
 

3.2 「V來／V過／V過來」之層級結構 
 

Lin (2019:92)指出，指示動詞「來」作為趨向結構中表示

方向的補語時，會失去原有的層級結構特性，而整個趨向補語

結構的層級特性則由「來」之前的動詞語素決定。在有界性方

面，若「來」之前的語素為非層級變化動詞、開放式層級語素，

該趨向補語結構為「開放式」；若為封閉式層級語素，則該趨

向補語結構為「封閉式」。在瞬間性方面，若「來」之前的語

素為非層級變化動詞、封閉式多點性動詞語素，該趨向補語結

構為「多點性」；若為封閉式兩點性動詞語素，則該趨向補語

結構為「兩點性」。 

根據上述規則，Lin (2019:94)將「走來」視為「開放式」

層級變化動詞，然而本文認為「走來」此一趨向補語結構本身

預設事件終點，即說話者或指示中心，並在默認的狀況下被省

略，以例句(17)測試「走來」的有界性，「走來」的動作無法

被「更遠」修飾，因此本文提出「走來」構式整體的有界性，

應屬於「封閉式」的層級結構。 

 

(17) *一名學生興沖沖地走來，他現在走得更遠了。 

 

另一方面，「V 來」之瞬間性為多點性特徵，以跟「V 來」

高頻構式之動詞「走」、「游」測試，如例句(18)，「V 來」

具有多點性特徵。 

 

(18) a.他花了半小時走來學校，但還沒走到。 

b.他花了五分鐘朝我游來，但還沒游到。 

 

「V 過」屬於層級變化動詞(Peck, Lin and Sun 2013)，但不

具方向性。依據「過」的雙重語意特性，可分為「V 過 1」、

「V 過 2」，當「過 1」、「過 2」與方式動詞結合構式，兩者

皆為封閉式層級語素；當運動主體經過、通過、跨越背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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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運動事件即完成。在瞬間性方面，以持續性測試，如例句(19)

所示，兩者皆不適用於表示多點性的運動，因此「V 過 1」、

「V 過 2」有相同的層級特性，即「封閉式兩點性」層級變化

動詞結構，合併為「V 過」構式。 

 

(19) a.?他走過 1 操場走了半小時，但還沒走到對面。 

b.*他跳過 2 警戒線跳了一分鐘，但還沒跳到對面。 

 

最後，「V 過來」與「V 來」有相似的層級結構特徵，在

有界性層面，「V 過來」屬於封閉式層級結構，當運動主體到

達指示中心時，「V 過來」所描述運動事件即為完成狀態；在

瞬間性層面，「V 過來」構式搭配不同方式動詞，會呈現不同

的瞬間性，如例句(20a)與動詞「走」形成之趨向構式「走過來」

表示持續、多點性的運動事件；而與動詞「踩」形成之趨向構

式「踩過來」則不具持續性，較接近兩點性特徵，如(20b)。表

4 為「V 來」、「V 過」、「V 過來」與方式動詞結合後的層

級結構特性。 

 

(20) a.他花了半小時從車站走過來，但還沒走到目的地。 

b.?他一腳踩過來，從腳踩出去的瞬間直到碰到我，花了半

小時。 

 

表 4：「V 來」、「V 過」、「V 過來」的層級結構 

動詞 層級變化之方向性 封閉性 瞬間性 

V 來 + + - 

V 過 - + + 

V 過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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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趨向補語構式規則假設 
 

本研究探討影響方式、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結構之要

素，根據方式動詞情狀分類（如區分動態性、瞬間性）、動詞

語意（如區分是否蘊含預期性結果、路徑等要素）之分析，結

果顯示 M1 類多屬於行動動詞；M2 類多為帶有路徑的行動動

詞、瞬時動詞；M3 類多為帶有預期性結果的行動動詞；M4 類

多為狀態動詞。另一方面，「V 來／V 過／V 過來」的層級結

構中，僅「V 過」為不具方向性之層級變化動詞語素，「V 來」、

「V 過來」皆為具有方向性之層級變化動詞語素。在瞬間性層

面，「V 來」通常為多點的運動，「V 過」為兩點的運動，「V

過來」則視方式動詞性質可能為兩點或多點的運動。 

據此，本研究假設影響方式、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結構

之要素為：方式動詞情狀分類之「動態性」、「瞬間性」，動

詞語意之是否蘊含「路徑」、「預期性結果」、「位移」；以

及路徑動詞層級結構中的「層級變化之方向性」、「瞬間性」，

而未將「有界性」納入影響要素的原因在於，三個路徑動詞皆

呈「封閉式」特徵，因此有界性無法作為區辨要素。第 4 節將

進一步驗證以上要素是否具備影響構式形成之能力。 

 

 

4. 各類方式動詞與路徑動詞之構式分析 
 

本節主要由各類方式動詞中選取較高頻與「來/過/過來」

構式的動詞，分析其情狀分類、動詞語意特徵，並以語料庫中

的句子檢視其與路徑動詞所形成之趨向補語，及其整體構式之

層級結構，從中檢驗影響方式、路徑動詞結合之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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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1 類動詞「走」 
 

M1 類屬於「行動動詞」，其情狀分類為[+動態][-瞬間]，

動詞語意為[+位移][-路徑][-預期性結果]，可形成「V 來／V 過

／V 過來」構式。方式動詞「走」為 M1 類動詞，描述人或動

物步行的動作，例句(21)為「走」與各路徑動詞結合的情形。 

 

(21) a.門闈已開，她已走來，伸出了手。 

b.他赤足走過焰紅燒燙的木炭堆，經由火的洗禮，成為稱

職的神人。 

c.母親醒過來了，看到蘇禾，竟笑嘻嘻地走過來抱他。 

 

M1 類動詞為具動態性、蘊含位移之方式動詞，動詞本身

不蘊含特定的路徑、結果，所受限制較少，因此各類路徑動詞

（來、過、過來）皆能與之構式，此類動詞佔本文主要分析之

方式動詞的多數。其中值得關注的項目為：M1 類動詞之瞬間

性為「多點」，卻可與「兩點性」的「V 過」構式。 

分析「走+來／過／過來」之整體層級結構，「走來」、

「走過來」其運動具方向性，為表示運動主體朝向指示中心移

動之封閉式特徵，瞬間性呈現持續性（即多點路徑）特徵。其

次，「走過」具層級變化，但不具方向性，表示運動主體在運

動過程中超越背景範圍的瞬間變化，因此為封閉式、非持續性

（即兩點路徑）特徵。表 5 為 M1 類動詞與各路徑動詞形成趨

向補語之整體層級結構。 

 

表 5：M1 類動詞之趨向補語層級結構 

趨向補語構式 層級變化之方向性 封閉性 瞬間性 

M1+來 + + - 

M1+過 - + + 

M1+過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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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2 類動詞──「鑽」與「跨」 
 

M2 類動詞中包含「行動動詞」與「瞬時動詞」，可形成

「V 過／V 過來」之構式，但無法與「V 來」構式。首先分析

M2 類的行動動詞，其情狀分類為[+動態][-瞬間]，動詞語意為

[+位移][+路徑][-預期性結果]，此類動詞之代表為「鑽」，表

示運動主體穿行、穿進背景；其次分析 M2 類的瞬時動詞，其

情狀分類為[+動態][+瞬間]，動詞語意為[±位移][+路徑][-預期

性結果]，此類動詞之代表為「跨」，表示舉步移動、越過背景。

在瞬時動詞中，部分具有位移性（如：跨），部分則不具位移

性（如：踏、踩、盪）。例句(22)、(23)為「鑽」、「跨」與路

徑動詞「V 過」、「V 過來」結合的情形。 

 

(22) a.他們一前一後鑽過了樹籬，邁著步子走過了花園。 

b.他從鐵絲網底下使勁鑽過來。 

 

(23) a.他一次可以跨過兩個台階。 

b.只見大將一個虎步跨過來，一把抓住陳老八的後肩。 

 

兩種類型 M2 動詞，其共通點在於具動態性、帶有特定過

程路徑、不蘊含結果。與 M1 類之不同在於「蘊含（過程）路

徑」此一特徵，M2 類動詞經常用以描述運動主體在運動過程

中如何穿透背景，因此較常與表示通過、跨越背景的「V 過」、

「V 過來」結合，而較少與「V 來」結合，尤其兩點性之瞬時

動詞（如：跨、踩、踏）與多點的「V 來」更無法構式。 

分析「鑽+過／過來」之整體層級結構，兩者皆為封閉式

特徵，其中「鑽過」為不具方向之兩點性結構，「鑽過來」則

為具方向之多點性結構。另一方面，「跨+過／過來」皆為封

閉式、兩點性之層級特徵，「跨過」不具方向性，「跨過來」

則具有方向性。在 M2 類動詞的示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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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2 行動動詞」與兩點的「V 過」能結合構式，且其構式

呈現兩點性特徵；另一方面，多點的「M2 行動動詞」、兩點

的「M2 瞬時動詞」與「V 過來」構式後，其瞬間性是由方式

動詞所決定，因此分別呈現多點、兩點性特徵。表 6 為 M2 類

動詞與各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之整體層級結構。 

 

表 6：M2 類動詞之趨向補語層級結構 

趨向補語構式 
層級變化之 

方向性 
封閉性 瞬間性 

M2 行動動詞+過 - + + 

M2 行動動詞+過來 + + - 

M2 瞬時動詞+過 - + + 

M2 瞬時動詞+過來 + + + 

 

4.3 M3 類動詞──「圍」與「襲」 
 

M3 類屬於蘊含結果之「行動動詞」，其情狀分類為[+動

態][-瞬間]，動詞語意為[+位移][-路徑][+預期性結果]，可形成

「V 來／V 過來」構式。方式動詞「圍」、「襲」為 M3 類動

詞之代表，「圍」表示從四周向中心攔擋、包攏；表示自我移

動的「襲」，其運動主體多為自然力，表示及至、撲向（如：

冷風襲人）。例句(24)、(25)分別為「圍」、「襲」與路徑動詞

「V 來」、「V 過來」結合的情形。 

 

(24) a.與他走在街頭，不斷有路人圍來致意或要求簽名拍照。 

b.昭君抱著琵琶，來到人群中，大家圍過來，向她道喜。 

 

(25) a.寒風從門縫襲來，身上的衣服單薄，又硬又凍的地板使 

身體發疼。 

b.如今卻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朝他襲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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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類動詞為具動態性、蘊含位移之方式動詞，動詞本身

蘊含預期性結果、特定方向，因此無法與不具方向性的「V 過」

構式。在瞬間性層面，「圍」較偏向多點性特徵，而「襲」與

另一 M3 類動詞「撲」則介於多點與兩點性之間。分析「圍」

與「襲」所形成「V 來／V 過來」之整體層級結構，兩者皆為

具方向性、封閉式特徵，其中「圍來」、「圍過來」呈現多點

性特徵，而「襲來」、「襲過來」呈現多點／兩點性特徵。「V

來」、「V 過來」構式之瞬間性受前面的方式動詞所影響。惟

能與「V 來」構式之多點／兩點性特徵的動詞僅「襲」、「撲」

兩例，其餘非持續性動詞皆無法與「V 來」構式，「V 過來」

則不受此限制。表 7 為 M3 類動詞與各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

之整體層級結構。 

 

表 7：M3 類動詞之趨向補語層級結構 

趨向補語構式 層級變化之方向性 封閉性 瞬間性 

M3+來 + + - 

M3+過來 + + ± 

 

4.4 M4 類動詞──「站」 
 

M4 類屬於「狀態動詞」，其情狀分類為[-動態][-瞬間]，

動詞語意為[-位移][-路徑][-預期性結果]，僅能與「V 過來」構

式。方式動詞「站」為 M4 類動詞，表示直立的狀態，例句(26)

為「站」與路徑動詞「V 過來」結合的情形。 

 

(26) 阿公慌忙站過來，試圖阻止他。 

 

M4 類動詞無法與「V 來／V 過」構式，因受限於不具動

態性、位移性，而無法與指示位移方向的「V 來」構式，亦無

法與表示在運動過程經過、通過、跨越背景的「V 過」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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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M4 類動詞而言，僅同時涵蓋路徑、終點資訊的「V 過來」

構式是最佳的選擇。 

「站過來」之整體層級結構呈現具方向性、封閉式、多點

性的特徵，「站過來」指運動主體以「站」之姿態向指示中心

運動。表 8 為 M4 類動詞與各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之整體層

級結構。 

 

表 8：M4 類動詞之趨向補語層級結構 

趨向補語構式 層級變化之方向性 封閉性 瞬間性 

M4+過來 + + - 

 

4.5 小結 
 

本文從語料庫中選取各自與 M1-M4 對應的方式動詞，檢

驗其動詞特性和路徑動詞的結合狀況，發現不同類型之方式動

詞與路徑動詞構式時，各有其獨特限制。三個路徑動詞中，「V

過來」能與最多類型的方式動詞構式，而所有方式動詞中，M1

類多屬於典型的方式動詞，其可形成之構式最多元，能與三個

路徑動詞構式。研究假設中提及可能影響構式形成之要素包

含：方式動詞之動態性、瞬間性，是否蘊含路徑、預期性結果、

位移，以及路徑動詞層級變化之方向性、瞬間性。根據分析結

果，上述要素皆具有影響構式形成的能力，但所造成的限制程

度不一。其次，關於趨向補語整體構式的層級結構特性，在「V

過來」構式中，其瞬間性會受到搭配的方式動詞所影響，而「V

過」不論與何種類型的方式動詞構式，皆維持兩點性特徵。下

一節討論主要研究結果，包含具有影響構式能力的各個要素之

間是否存在階層關係，以及可能的例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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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果討論 
 

本研究探討方式動詞與路徑動詞形成趨向補語構式之規

則，透過情狀分類、語意區分不同類型的方式動詞，並預測其

是否能與「V 來／V 過／V 過來」構式。以下分項說明各要素

的影響層面，及此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呼應之處，並探討少數

例外動詞。 

 

5.1 趨向補語構式規則 
 

路徑動詞具有層級變化、有界性、瞬間性之層級結構特

徵，以下提出本文針對「V 來」、「V 過」「V 過來」層級結

構之分析結果：其一，不同於 Lin (2019)之論點，本文將「V

來」歸為「封閉式」層級結構，以「更遠」測試可知「V 來」

的事件界線為指示中心，在語境中可省略終點論元；其二，「V

過」雖不具方向性，但仍屬於層級變化動詞，呼應 Peck, Lin and 

Sun (2013)之論點，因此「具方向性」並非層級變化動詞之充

要條件。 

另一方面，方式動詞可透過情狀分類之動態性、瞬間性，

劃分為行動動詞、瞬時動詞、狀態動詞。本文認為多數典型的

方式動詞符合「方式—路徑／結果」為互補分布的主張(Talmy 

1985, 2000;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然而，漢語中有

些方式動詞不純粹表達運動方式，可能同時蘊涵特定路徑／結

果(Zlatev and Yangklang 2004; Beavers and Koontz-Garboden 

2012)。因此，在方式動詞的內部性質中，情態分類的動態性、

瞬間性，動詞語意是否蘊含路徑、預期性結果、位移，皆為影

響方式、路徑動詞結合構式的要素，且各要素限制構式的影響

力存在階層關係。其中，本文將「瞬間性」（路徑為多點或兩

點）、「路徑」（動作帶有過程路徑）、「預期性結果」（路

徑是否帶有預期終點、結果），此三類與「路徑」相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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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路徑」類別的三個子類。表 9 為影響趨向補語構式形成

之要素，並以粗體表示該類動詞中限制構式的主要影響要素。 

 

表 9：影響趨向補語構式形成之要素 

構式

限制

程度 

路徑動詞 

 

方式動詞 

V 來 

[+方向] 

[-兩點] 

V 過 

[-方向] 

[+兩點] 

V 過來 

[+方向] 

[±兩點] 

高 

 

 

 

 

 

 

 

 

 

 

 

 

 

低 

M4 狀態動詞 

[-動態] [-位移] [-路徑] 
- - + 

M2 瞬時動詞 

[+動態] [-位移] 

[+路徑（兩點、過程路

徑）] 

- + + 

M2 行動動詞 

[+動態] [+位移] 

[+路徑（過程路徑）] 

- + + 

M3 行動動詞 

[+動態] [+位移]  

[+路徑（結果）] 

+ - + 

M1 行動動詞 

[+動態] [+位移] [-路徑]  
+ + + 

 

以限制性最高的 M4 類為例，缺乏「動態性」、「位移性」

使其僅能與「V 過來」構式。其次，M2 類中的瞬時動詞，其

「兩點性」特徵與多點性的「V 來」相斥，M2 類行動動詞雖

為多點性，但上述兩者皆「蘊含過程路徑」，使其傾向與「V

過」、「V 過來」構式。再者，M3 類的案例中，方式動詞「蘊

含預期性終點、結果」，因此傾向與具有方向性的「V 來」、

「V 過來」構式，而不與缺乏方向性且強調運動過程之「V 過」

構式。最後，M1 類動詞為方式動詞類的典型，不具任何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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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限制（如：兩點路徑、蘊含預期性結果、過程路徑），因

此能與「V 來」、「V 過」、「V 過來」三者構式，然意義不

同。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推論方式動詞的性質中，限制構式

要素之影響力階層為：[±動態]＞[±位移]＞[±路徑]（兩點／路

徑／結果）。 

整體而言，根據限制趨向補語構式之要素影響力階層，透

過判斷方式動詞的性質，則可預測該方式動詞是否能與路徑動

詞「V 來／V 過／V 過來」構式組成，以下為趨向補語構式規

則： 

 

1. 若方式動詞為[-動態][-位移]，則僅能與「V 過來」構式。 

2. 若方式動詞蘊含任何路徑訊息（如：兩點／路徑／結果），

有兩項限制： 

2.1 若方式動詞語意蘊含[+兩點]或[+路徑]資訊，除「V 過

來」外，還能與「V 過」構式。 

2.2 若方式動詞蘊含[+預期性結果]，除「V 過來」外，還

能與「V 來」構式。 

3. 若方式動詞為典型的方式動詞，能與三個構式「V 來」、

「V 過」、「V 過來」自由構式，差別在於表述不同的運

動視角。 

 

5.2 趨向補語構式之層級結構 
 

關於方式、路徑動詞結合形成趨向補語後，整體構式的層

級結構，與路徑動詞作為主要動詞之層級結構不同，如「來」

原為「封閉式多點／兩點」層級特性，而「V 來」則轉變為「開

放式多點性」層級特性(Lin 2015, 2019)。然而根據語料庫分析

結果，趨向補語構式的「瞬間性」主要由路徑動詞決定、次要

由方式動詞決定。「V 來」傾向與多點性的方式動詞構式，如：

走、跑、跳等行動動詞。「V 過」、「V 過來」能與多點、兩



 

 
 
 
 
 
 
 
 
 

漢語趨向補語構式規則 
 

169 
 
 
 
 
 
 
 
 
 

點性之方式動詞構式，其中「V 過」構式皆呈現兩點性特徵，

如「走過」、「跨過」，皆強調運動主體超越背景範圍的瞬間。

「V 過來」之瞬間性則由方式動詞決定，若搭配多點性的方式

動詞（行動動詞），其構式為多點性，如「走過來」表示持續

性的運動；反之，若搭配兩點性方式動詞（瞬時動詞），其構

式則為兩點性，其趨向構式的層級結構為兩點性，如「跨過來」

表示瞬間性的運動。 

 

5.3 例外探討 
 

本節主要討論兩種例外，其一為完全無法與「V 來／V 過

／V 過來」形成趨向式的方式動詞，其二為可與「V 來／V 過

／V 過來」形成趨向式，但不完全相符本文規則的方式動詞，

以下分述之。 

並非所有方式動詞都能與「V 來／V 過／V 過來」其中之

一形成趨向補語構式，有些方式動詞與三者完全牴觸，如「露、

登、張、冒、垮」等，這些動詞所蘊含之路徑、結果概念與「V

來／V 過／V 過來」的路徑圖示不相容。例如位移路徑由上至

下的方式動詞「落、垂、滴、塌、沉、垮」等，較常與「V 下

／V 下來」構式；表示由內往外路徑的方式動詞「漏、瀉、露、

冒」則適合與「V 出／V 出來」結合。上述示例之方式動詞多

為兩點性瞬時特徵，而「V 來」傾向與多點性的方式動詞構式。 

再者，分別探討各類中不完全相符本文規則的方式動詞。

M3 類中，「撲、襲」介於多點與兩點性特徵之間，但能與「V

來」構式，另一方面，「撲、襲」同時具有自我移動與致使移

動意義，因該類動詞需要有一動作對象／目標，因此可能致使

該動作對象／目標移動，其性質與一般自我移動不同。其他同

時具有自移、致移特性，但未收錄分析之動詞如「攻、打、殺、

遷」，亦可與「V 來」構式。最後，有一類方式動詞所描述的

動作為部分移動，而非全身移動，如「揮、扭、甩」，其動作



 
 
 
 
 
 
 
 
 
 
魏吟玲、蕭惠貞 

170 
 
 
 
 
 
 
 
 
 

多將身體的部位當作工具使用 (Positional verbs; Verbs of 

changing posture)，如：「他一拳揮過來」、「他把頭扭過來」，

此類動詞缺乏位移性，僅能與「V 過來」構式，因其與一般自

我移動不同，而未收錄於本文。本研究所提出的構式規則具有

一定的可預測性，此框架下提供的動詞分類呈現漢語相對偏好

的構式。 

 

 

6. 結論 
 

本研究分別使用層級結構、情狀分類、動詞語意，分析路

徑、方式動詞的性質，探討自我移動方式動詞與路徑動詞「V

來／V 過／V 過來」形成趨向補語構式的規則。研究結果發現：

路徑動詞層級結構變化之「方向性」、「瞬間性」，方式動詞

情狀分類之「動態性」、「瞬間性」，以及動詞語意是否蘊含

「路徑」、「預期性結果」、「位移」，對於趨向補語構式的

形成，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性。對路徑動詞而言，所涵蓋之路徑、

方向資訊越完備（如：V 過來），與方式動詞的構式力越強；

另一方面，對方式動詞而言，所表示的運動越趨典型，而未蘊

含特定語意，則能與越多路徑動詞構式（如：走）。綜上所述，

透過分析路徑動詞的層級結構特性，以及方式動詞的語意、情

狀分類特性，則在一定程度上能預測兩者形成趨向補語構式的

可能性與適切性。本研究目前較著眼於從語言類型學概念

(Talmy 2000)分析「動詞」之語意、屬性分類，未來可將分析

範圍擴大至「句式」與「論元」層面，以更全面地探討趨向補

語的構式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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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研究使用 COCT 語料庫之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

分別查找「來」、「過」、「過來」左邊一個字元的動詞語素，

並選取 122 個高頻與之構式的動詞，初步分類如表 10。 

 

表 10：由 COCT 初步選取之 122 個方式動詞 

V 來 V 過 V 過來 方式動詞 數量 

✓ ✓ ✓ 

走、跑、跳、衝、飛、趕、開、

拉、飄、遞、伸、搶、奔、射、

吹、駛、繞、抱、湧、滾、丟、

擠、晃、滑、運、刺、掃、逃、

踢、闖、漂、漫、閃、扯、游、

溜、鑽、轉、接、追、穿、帶 

42 

× ✓ ✓ 

扭、踏、躍、流、推、壓、划、

渡、掠、彎、跨、透、輾、滲、

別、刷、拐、踩 

18 

✓ × ✓ 

圍、叫、投、燒、拿、送、傳、

撲、搬、打、攻、奪、端、砸、

吸、揮、拖、抬、遷、砍、擲、

寄、騎、抓、彈、噴、買、派、

襲、撿、找、捎、撞、移、扔、

扛、盪 

37 

× × ✓ 

撒、探、湊、站、灑、摸、反、

倒、靠、照、看、殺、聚、甩、

貼、勾、摟、套、擺、扭、搖、

抖 

22 

× ✓ × 蓋、擦、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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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self-motion Manner verbs and Path verbs 

(lai/guo/guolai) compo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First, 

forty-seven Manner verbs constructed with lai/guo/guolai in high frequency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COCT corpus. Next, we applied “Aspectual Classification” to 

distinguish Manner verbs and used “Scale Structure” to analyze Path verbs. 

Besides, we analyzed 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Manner verbs, e.g. the entailment 

of Path, Result or Translational mov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h verbs 

with deictic elements (e.g., guolai)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various types of 

Manner verbs. Contrarily, typical Manner verbs which do not entail path or result 

semantics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more Path verbs (e.g., zou ‘walk’). We 

propose the hierarchy of the elements which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Dynamic] >[±Translational] >[±Path]. 

The Manner verbs which are non-dynamic can only combine with the “V-guolai” 

construction while those with two-point or process path features can combine 

with “V-guo”. Those containing the expected results can combine with “V-lai”. 

Overall, the properties of Manner and Path verbs will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Keywords: Scale Structure, 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translational motion, 

Aspectual Classification, motion ev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