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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系谱学*

———谈汉语隐性轻动词结构的言内之意

蔡 维 天

提要 本文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切入,主张汉语动词“来”的二元用法只是表象,其施事、存

有及使事等结构均由动词提升所形成。推而广之,“来”其实只有非宾格动词的一元用法,其余

的都配合上位的隐性外轻动词如DO、EXIST、CAUSE衍生而来,也因此才有了所谓的“言内

之意”。文中也深入探讨了轻动词作为隐性范畴所衍生的种种议题(如证伪性、多样性及能产

性等等),希望能为这条思路开创一个新的格局,并打通语言内延(intensional)和外延(exten-
sional)这两个向度的任督二脉。

关键词 “来”;隐性轻动词;汉语语法;动词移位;轻动词句法

一 序言:言外之意vs.言内之意

作为一个句法学家,原本的研究焦点在于词序的排比;但长期以来的生聚教训也让我们警

醒到语句诠释和使用的重要性。这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谈:一是言外之意,主要属于语义和语用

的现象。首先是语义上的衍推(entailment):如果并列结构例(1a)为真,那么含有其并列项

(conjunct)的例(1b)也为真。
(1)a.我喜欢哲学和数学。 ⇒ b.我喜欢哲学。(衍推)
其次是语义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特征是无论肯定或否定用法均不影响其真值

(truthvalue)。举例而言,如果肯定式例(2a)为真,例(2b)也一定为真;有趣的是,若其否定式

例(3a)为真,例(3b)(=例(2b))还是为真(参见蔡维天2004)。
(2)a.我只喜欢哲学。 ⇒ b.我喜欢哲学。(预设)
(3)a.我不只喜欢哲学。 ⇒ b.我喜欢哲学。(预设)

通过这项测试的意涵便可称之为预设,而前面提到的衍推便不具有这项特质———“我不喜欢哲

学和数学”无法推导出“我喜欢哲学”。
最后是语用上的隐涵(implicature):如例(4)中的对话,甲君用正反问句,乙君只针对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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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选项回答,因此实际上他有六块或更多的钱也不算说谎。
(4)甲:你有没有五块钱?

乙:我有五块钱。
相较之下,例(5)中的对话,甲君用疑问词问句,乙君若也回答“我有五块钱”,则可推论他没有

比五块更多的钱,这属于文献中所谓的级差隐涵(scalarimplicature)。
(5)甲:你有多少钱?

乙:我有五块钱。 ⇒ 没有比五块更多的钱 (级差隐涵)
此时如果乙君有六块或更多的钱,我们便会觉得他没说实话,这是因为违反了对话中的合作原

则(CooperativePrinciple,参见Grice1975)。
而本文要谈的则是一种“言内之意”,主要属于词法和句法的现象,常常会给人一种句法和

语义无法搭配的感觉。举例而言,例(6a)的言内之意讲明白了就是一种事件层次的致使用法,
可解为例(6b),是以“让”为中心的轻动词结构(参见Huang1994;邓思颖2010等)。而例(7a)
的言内之意就是具有工具意涵的凭借用法,可解为例(7b),是以“用”为中心的轻动词结构(参
见Lin2001;Feng2005等)。

(6)a.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

b.那把刀让我切得直冒汗。
(7)a.我切那把刀,你切这把刀。

b.我用那把刀切,你用这把刀切。

Tsai(2015)及蔡维天(2016)则从句法制图(syntacticcartography)的角度切入,将例(6a、

b)中的现象归类为外轻动词(outerlightverb)用法,属事件性谓语(eventualitypredicate),引
介域外论元(externalargument)如使事者(Causer)、施事者(Agent)。我们采纳Huang(1994、

1997)的看法,主张例(6a)的言内之意事实上来自一个隐性范畴(silentcategory),亦即听不到

的“让”,姑且以CAUSE代之,如例(8a)所示。接着主要动词上移,加接在这个隐性的外轻动

词之上;其句法推衍可图解如(8b)。
(8)a.那把刀CAUSE我切得直冒汗。

b.那把刀 [[切得]k+CAUSE]我tk直冒汗。
相较之下,例(7a、b)中的现象则被归类为内轻动词(innerlightverb)用法,这个隐性的“用”就
标示为USE(或 WITH亦可,因其性质介于英语的动词use与介词with之间),如(9a)所示。
如此一来,其句法推衍便可概略图解如(9b)。

(9)a.我USE那把刀切

b.我 [切k+USE]那把刀tk
内轻动词的主要功能在于引介非核心论元(non-coreargument)如工具、途径、凭借等,相当于

非洲班图语中的施用词(applicative)。①
蔡维天(2017)则指出文献中内轻动词分析和施用词分析其实可以统整起来:以非洲金扬

万答语(Kinyarwanda)(10a)为例,其表工具和地点的施用词缀-iish、-ho紧紧贴在动词词根之

后,分别引介如卫星环绕的非核心论元íngwa‘粉笔’及ikíbáho‘黑板’。相较之下,汉语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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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语法文献中对相关现象的分析其实大有百花齐放之势,如Li(2014)和张冲、Larson(2017)都各有精采

的解法,不及一一详述。本文仅就与句法制图理念相容的思路做讨论。



现其强势分析性(robustanalyticity,参见 Huang2015):在轻动词组边缘地带投射出层次分

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半)虚词结构,这点看汉语对译(10b)便一目了然。
(10)a.úmwáalímu y-a-andik-iish-ijé-ho

老师    第三人称单数对协-过去-写-工具施用-体标记-地点施用

ikíbáho  imibáre  íngwa.
黑板   数学   粉笔

b.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数学。
顺便一提,有些学者可能会担心隐性范畴分析被滥用,而这点忧虑也的确应该谨慎面对。

事实上,我们可以向天文物理学借镜,黑洞(blackhole)理论的验证便是最好的例子:这种天体

的引力场连光都不放过,那我们该如何观察? 又如何能证实它的存在? 答案即在于其周边效

应:黑洞不但吞食物质,也会喷发物质(如带正电荷的粒子),形成可供观察的高能辐射喷流。
此外,其周遭气体仍会发光,圈限出黑洞的边界(或称事件视界(eventhorizon)),这也是为什

么最近科学家能照出黑洞的相片(亦即照出的并非黑洞本体,而是其边界)。
以此观之,我们可以说言内之意其实就是隐性轻动词的周边效应,再加上韵律配置上的条

件限制,让我们对轻动词的语法特质和运作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以下我们将研究焦点

放在汉语中“来”的二元动词用法,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二 古今汉语中“来”的二元动词用法

汉语的“来”常被当成典型的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verb),一方面是基于其“从无到

有”的存在意涵(参见 Huang1987),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允许倒装(inversion)的用法,如例

(11a、b)所示。另一方面,“来”的论元也不必是个施事者(Agent),有例(12a、b)为证:
(11)a.来三个人!

b.一共来了三个人。
(12)a.包裹来了。

b.问题来了。
这些证据都显示“来”没有域外论元(externalargument),只选择了一个论旨(Theme)合并在

动词组内;若有主语也是从下面移上来的。
有趣的是“来”在其他结构中似乎也有典型二元述语的用法(参见吕叔湘主编1980;黄正

德2007),亦即主语为使事者(Causer):如例(13a)其意近于“他送过两封信来”,例(13b)近于

“我们可以再派两个人来帮忙”,而例(13c)之意则与“我再点两碗牛肉面来”相近:
(13)a.他来过两封信。

b.我们可以再来两个人帮忙。

c.我再来两碗面!
另一组“来”的二元用法则以倒装的形式出现,并以时间、空间为主语,此即一般所谓的地

域存有结构(locative-existentialconstructions),如下例所示:
(14)a.去年一共来过九个台风。

b.村子里来了两个官员。

c.昨天我来了两个亲戚。
例(14a)可解为“去年一共有九个台风来过”,例(14b)则可解为“村子里有两个官员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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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这类结构仍允许类似历事者(Experiencer)的主语,如例(14c)即可解为“昨天我有两个亲

戚来了”。
最后也最令人讶异的是,“来”也允许最狭义的施事用法,例如“胡来”有“胡作非为”的意

思,“这个我自己来”则有“这个我自己来做”之意;更复杂一点的结构如例(15a、b),前者可解为

“上次大厨做了两碗面来给我”,后者可解为“我来表演一段四郎探母”:②
(15)a.上次大厨给我来了两碗面。

b.我来一段四郎探母,你来一段大闹天宫。
事实上,古汉语中也有非常类似的现象:例(16)是“来”的典型用法,而例(17)的“来之”则

属上述的二元谓语,亦即文献中所谓的使动式(请参阅王力主编1962;王力1980等),有“招
揽”“使之来”之意;后续的句子例(18)也充分反映出这种使动用法,因此可解为“既然让他们

(远人)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定生活”:
(16)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17)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则修文德以使之来

(18)既来之,则安之。

≈既使之来,则使之安。
冯胜利(2005)曾指出古汉语有两种“小”的及物用法,都可以分解为隐性轻动词结构(covert
lightverbstructure)。其一为上述的使动式,如“斫而小之”可解为“斫而使之为小”。我们可

以从轻动词分析的角度切入来彻底落实这个洞见,(19a)的结构推衍便可图解为(19b)(【】内为

轻动词的隐性对应成分,如【使】即听不见的“使”。<>内则为动词移位后留下的拷贝(copy),
到语音部门PF便会被删掉)。

(19)a.小之

b.…

    
“小”的另一类及物用法则属意动式,如“登泰山而小天下”即“登泰山而以天下为小”之意;而上

面的分析模式也可一体应用于(20a),如图(20b)所示。

4

②施春宏、李聪(2018)从构式语法和场景理论的角度对这类用法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将其分为事情承

做型(如“来盘棋”)与任务承担型(如“来前锋”),两者同属分派事务的场景(亦请参见张伯江2014)。



(20)a.小天下

b.…

    
由此观之,古汉语中隐性轻动词的运作也很可能发生在现代汉语:事实上,近年来有一股

“及物化”的复古潮流已蔚然成风。这个现象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发展已经相当成

熟,接受度相对较高。齐沪扬(2000)的观察颇具代表性,该文指出许多非述宾结构都开始向述

宾结构靠拢,造成汉语及物动词的数量愈来愈多,有下面几个例子为证。
(21)a.他常[为人民]服务。

b.他常服务[人民]。
(22)a.他常[用毛笔]写字。
b.他常写[毛笔]字。

(23)a.我们[在北京]相见。

b.我们相见[北京]。

Cheng&Sybesma(2015)则注意到汉语心理动词(psychverbs)如“担心”“好奇”常有类似用

法,因而提出了施用词(applicatives)分析。
(24)a.他[为小孩儿]担心。

b.他担心[小孩儿]。
(25)a.他[对这件事]很好奇。
b.他很好奇[这件事]。

另一方面,蔡维天(2017)认为施用结构(applicativestructure)和轻动词结构在汉语其实

是一回事,全拜其强势分析性所赐。该文同时提出了大量证据显示及物化的发展已进入下一

个阶段,不但渗入特定文体,能产性也愈来愈高:例(26)中的台湾报纸标题和例(27)中谈话性

节目的口语便是绝佳例证:③
(26)a.伊朗断交沙国。(≈伊朗跟沙国断交。)

5

③此处一位匿名审查学者指出例(27c、d、e)在普通话中接受度不高,笔者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汉语演化

中的灰色的地带,而且在语体和韵律上仍有极大的限制:如宾语一般都是单音节代词,而且都是从口语对话的

自然语料中撷取出来。此外这样的用法跟例(26)中的报纸标题一样,在叙事文体中极为少见。详细讨论请参

见蔡维天(2017)。



b.蔡康永牵手小S。(≈蔡康永跟小S牵手。)
c.秦凯求婚何姿。(≈秦凯跟何姿求婚。)
d.法陆空罢工添乱欧国杯。(≈法陆空罢工给欧国杯添乱。)
e.美国联邦法官打脸川普。(≈美国联邦法官将川普打脸。)

(27)a.有没有人发问你? (≈有没有人对你发问?)
b.他常轻挑女生。(≈他常对女生轻挑。)
c.报纸一直吹牛他。(≈报纸一直为他吹牛。)
d.薇如紧张我……(≈薇如为我紧张……)
e.他还想要索赔对方。(≈他还想要跟对方索赔。)

除了内轻动词的案例,隐性外轻动词的用法也所在多有。试比较下面例句:一般而言,“恶
心”应属不及物谓语,如例(28);但近年来却常常能看到非典型的及物用法,如例(29a):

(28)你真的很恶心!
(29)a.你别恶心我,成吗? (《人民的名义》第45集,21:23)
b.你别让我恶心,成吗?

而例(29a)又可理解为“让”为核心的轻动词结构,如例(29b)。如此我们便能一以贯之,将移位

机制应用在“恶心我”的分析之上,其推衍过程图解如下(【】内为轻动词的隐性对应成分,如
【让】即听不见的“让”。<>内则为动词移位后留下的拷贝,到语音部门PF便会被删掉)。④

(30)…

    
如此一来,古今使动式的通性便透过形式分析显露出来,藉此我们也能够打开格局,开始

探索这条思路的适用范围和理论极限,将其方法论推广到“来”的各类及物用法之上。

三 外轻动词句法和动词移位

若从轻动词分析的角度来检视以上“来”的多义性,一开始必然是千头万绪,似乎每个句式

都需要新创一个隐性的轻动词:以(13a-c)为例,我们可以假设有个听不到的轻动词在动词组

上层出现,分别跟“送”“派”“点”相对应,如(31a-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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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趣的是,台湾华语的“恶心”若要接宾语,就必须多加一个“到”才行,如下例所示。
(i)你真的恶心到我了!

这显示及物化只是表象,“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宾格论元(accusativeargument),而应归类为与格或旁格论

元。同样的思路从近代汉语“于”(及现代汉语“到”)的失落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ii)a.……须连累于我。(《水浒传》第二回)   b.……必定会连累(到)我。



(31)a.他【送】过两封信来。
b.我们可以再【派】两个人来帮忙。
c.我再【点】两碗面来!

而这也是轻动词分析常受质疑之处:是不是又要增设品项繁杂的虚词范畴来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 如此不但违反了语法简约的理念,又削弱了理论层次的解释力。作为回应,我们主张更进

一步将【送】、【派】、【点】的通性萃取出来,用一个隐性使事轻动词CAUSE概括,如下所示:
(32)a.他CAUSE过两封信来。
b.我们可以CAUSE两个人来帮忙。

c.我再CAUSE两碗面来!
之后CAUSE还会将主要动词“来”吸引上去,形成表面的词序,今图解如下(其他细节的衍生

过程与主线分析无关,从略):⑤
(33)…

    
同理,地域存有结构(14a-c)也可以用一个和“有”对应的隐性存在轻动词EXIST来概括

解释其存有意涵,如(34a-c)。其推衍过程可图解如(35):
(34)a.去年一共EXIST两个台风来过。

b.村子里EXIST两个官员来了。

c.昨天我EXIST两个亲戚来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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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来人啊!”这类祈使句也是使事用法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基础语义可分析为“叫人来”加上表祈使语

气的“啊”。其相应基底结构则为“CAUSE人来”,经动词移位至CAUSE而得出“来人”的语序。



最后一组句子(15a、b)照样可以“做”“表演”的隐性对应来理解其言内之意,如(36a、b)所
示:

(36)a.上次大厨给我【做】两碗面来(吃)。

b.我【表演】一段四郎探母来(给大家听)。
这种看似施事的用法其实只是假象,其语法特质由隐性轻动词DO作一概括便可得出,今图解

如下:
(37)…

    
值得一提的是,施春宏、李聪(2018)对于这类扩展用法有相当细致的探讨,认为下例中的“来”
已可视为代动词(pro-verb);虽然该文是从构式特征和能产性着眼,其洞见却跟轻动词分析有

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英文的do就有代动词的功用)。
(38)a.遇到问题要好好商量,别来硬的。

b.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轻动词分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确立“来”作为引介趋向、目的补语的句法地位:一般而

言,如有隐性轻动词在结构高层出现吸引“来”上移,句子便会出现倒装的情况;倘若上层出现

的是实词,那么“来”便趁势发展出趋向、目的的用法,此时可视语法条件选择留在原位或前移,
如例(39a、b)。⑥

(39)a.他们又派两个人来帮忙。

b.他们又派来两个人帮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抽离总括的过程跟显性轻动词的语义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打”可

用于“打油”“打饭”“打字”“打手机”“打下手”“打契约”“打商量”“打的”“打啵”等;如“弄”用于

“弄饭”“弄车”“弄人”“弄鬼”“弄东西”等;又如“搞”用于“搞鬼”“搞事情”“搞卫生”“搞运动”“搞
外快”等。事实上,跟事件相关的外轻动词经概括后为数并不多,也不过就DO、BE、EXIST、

CAUSE、BECOME几个,屈指可数(参阅 Huang1994、1997;冯胜利2005;邓思颖2010)。而

跟非洲班图语系施用词相应的内轻动词也非常有限,大致上包含对象(TO)、工具(USE)、与事

8

⑥“来”在动词组下层也进一步语法化而产生已然的用法,常含有特殊的念力(illocutionaryforce),如下

例所示:
(i)a.你都忙什么来着?    b.别告诉他我去游泳来着。

此外,“来”也可以跟模态词(modal)连用(参见吕叔湘主编1980),有下例为证:
(ii)a.这事我做不来。   b.这事说来奇怪。



(WITH)、时空(AT)、受惠(FOR)、蒙事(AFF)等(参阅Tsai2015、2017;蔡维天2016、2017)。

四 结语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汉语“来”的论元结构其实并无一元、二元之分;其施事、存有、使事等

用法的域外论元都是由隐性外轻动词引介而来的。有了上述分析的加持,我们便可将“来”一
律视为非宾格动词:其上若出现能够匹配的事件性谓语如DO、EXIST及CAUSE等,那么动

词提升(verbraising)的机制便会启动,造成“来”看似二元述语的假象。本文藉开拓此条思路

对其系谱源流提出了简明的分析,避免了过度繁杂的分类,进而掌握住“来”三类及物用法间的

通性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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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enealogyoflai:Ontheintrinsicmeaningof
implicitlightverbsinChinese

TsaiWei-TienDylan
Abstract Underthegenerativeapproach,thispaperproposesthatmanyinstancesof

apparenttransitiveusagesoflai‘come’areallbutillusions,andcanbeexplainedinterms
ofverbraisingtoanimplicitouterlightverb.Morespecifically,the“hiddenmeaning”of
theseconstrualscomesfromsilentcategoriessuchasDO,EXIST,andCAUSE,whichat-
tractsthemainverbduetoprosodicconsiderations,triggeringwordorderchanges.Wealso
lookintoissuesconcerningthefalsifiability,diversity,andproductivityofouranalysis,

whileaimingtofindawaytobridgethegapbetweentheintensionalandextensionalaspects
ofhumanlanguage.

Keywords “lai”(来);implicitlightverbs;Chinesegrammar;verbmovement;light
verb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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