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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构式语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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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动词持续体重叠式"l着l着#不具有句法独立性$通常出现在由三个语块!!!"先行状况#语块 l

"

O&"持

续#语块l

"

着l

"

着&"变化#语块l

!

O组成的构式中% 该构式是一个主观性构式$突显三个方面的意义*"持续#状况的

短时性'"变化#的非预期性'"变化#与"持续#之间的相关性%

关键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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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许多构式在具体使用中有超句子层面的隐性

成分要求#这些成分的缺失将导致篇章衔接照应

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本文拟从篇章的视角#对

&l

"

着l

"

着#l

!

O'进行语块分解与构式整合分

析% 本文语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北京大学语

料库"RR_语料库$%

一3$l

"

着 l

"

着&l

!

O%构式的语块

分解

构式#就句法平面说#它不同于句式% &构

式'是指有特定句法形式(特定语法意义#而其句

法形式和语法意义都不能从构式内部各成分或其

他构式所推知的一个语块链% 所谓&语块'是构

式内部语义配置的每个相对凝固而独立的语义构

块#是句法语义成分!

% 从&构式2语块'分析法来

看#&l

"

着l

"

着#l

!

O'可以看成由三个语块组成

的构式#下面将分别讨论各语块的句法与语义

特点%

!一"$l着l着%

11

$持续%语块

&l着l着'当属表&持续'态% &持续'能统

一解释&=着 =着'结构槽的语法意义% 单音节

形容词能形成&4着 4着#lO'构式#与&l着 l

着'表达同样的语法意义#而性状显然是不能&进

行'&反复'的% 例如!

""#他听着听着便睡着了%

"!#他们谈着谈着!很自然地谈到

天下大事上来了%

"*#扔掉后我身上轻了一点!人可

能这样轻着轻着就没有了%

"5#人活着活着就老了!人老着老

着就死了%

例"*$与例"5$&轻着轻着'&老着老着'是单

音节形容词进入&=着=着'格式#属形容词动态

化用法#在语义上与单音节动词构成的&l着 l

着'一致#如例""$与例"!$% 在实际语料中#进入

&=着=着'格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动词#为了

论说方便#也为了与前人研究的衔接#本文统一记

作&l着l着'%

&持续'能解释为什么&属性'动词"如&是'

&姓'&属'等$不能进入该格式#因为&属性'本身

就是一种&持续'特征#不能再加表&持续'义的语

法手段#这是组合上的&同性相斥'%

具体来说#&l着l着'格式中的l限于单音

节#在出现频率上自主动词更常见#如&听' &看'

&谈'等#也有动态化性质形容词#如上文的例"*$

与例"5$#还可以是非自主动词的变化动词#如

&烧'&晕'&病'等% 例如!

"+#牛玉儒反应特别强烈!高烧到

5$ 度!有时烧着烧着就昏过去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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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桃花潭水深千尺的!你看

着看着就眩晕!晕着晕着就呛着了自己%

"网易#

在时间上#行为动作有&有界'和&无界'之

分!

% 有界动作在时间轴上有起始点和终止点#

无界动作没有起始点和终止点#或只有起始点没

有终止点% 无界动作在句法结构上是不自由的%

&持续'性的&l着 l着'是时间轴上既无起始点

也无终止点的一个段落#是&无界'的#因此&l着

l着'不能独立成句#不能作为一个&事件'进行

陈述#其句法独立性弱于动词普通重叠式&ll'%

!二"$l

!

O%

11

$变化%语块

持续动作&l

"

着l

"

着'后续部分中心成分以

动词为常见#如上述各例#也可以是形容词性的#

如例"1$与例"%$#还可以与&l

"

'相同#如例"6$%

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l

"

着 l

"

着'后续部分统

一记作 l

!

O% 例如!

"1#高玉宝说着说着!有些激动了%

"%#你怎么说着说着又不正经了)

"6#因为在阿法那个地方发现的!

后来挖着挖着就挖出一个比较完整的

骨架%

关于&l

"

着l

"

着'的后续部分#侯友兰指出

&结构上必须是复杂形式'

"

#但是未对此进行解

释% 我们来看&l着l着'的后续部分!

""$#最大的障碍却是读着读着便

读腻了%

"""#说着说着就要打起来%

""!#白淑珍讲着讲着!脸上出现了

笑容%

""*#你怎么打着打着不打了)

""5#与几个同事一起走下工地!来

到树荫下!打开饭盒和罐头!吃着吃着!

突然树上的几窝蜂倾巢而出!迎面袭来!

众人不约而同弃餐而逃%

如例所示#在语义上#l

!

O表&新动作(新状

况的出现'#即某种&变化'% 在形式上 l

!

O主要

通过&了
!

'(动结式(动趋式(隐现式等手段表现

&变化态'#其中&了
!

'的出现率最高% &变化'在

语义上也有多种类型#

#如例""$$表&已变'#例

"""$表&将变'#例""!$表&始变'#例""*$表&停

变'#例""5$表&突变'%

&l着l着'是既无起始点也无自然终止点

的&无界'成分#它必须&有界化'之后才能完成一

个&陈述'#其有界化是通过后连&有界'小句来完

成#&表示连续状况的后续小句对前面小句的情

状起有界化的作用'

$

%

!三"$持续%语块与$变化%语块的衔接方式

&l

"

着l

"

着'与&l

!

O'之间的衔接#可以用

语音停顿断开#也可以一气呵成相连% 断#是先行

句与后续句衔接的主要方式#在 RR_语料库 "

##"个例句中共出现 " $%#例#占总数的 #+:% 这

种衔接方式显得语气更为舒缓#l

!

O与l

"

语义关

联稍显松散% l

"

与 l

!

O主语相异的大多采用此

衔接方式#如例""5$% 连#则显得语气更为急促#

l

!

O与l

"

语义关联更为密切#l

"

与 l

!

O主语相

同往往采用此衔接形式% 如例"+$(例 "#$(例

""$$(例"""$等% 再如!

""+#他也曾经在那条既定的道路

上走了一段时间!走着走着!心底却涌现

出诸多无法排解的疑窦''

""##她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

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

""1#当导游小姐把参观者引入石

室!讲着讲着!忽然所有灯光倏然熄灭%

例""+$中 l

!

的主语 T

!

与 l

"

的主语 T

"

不

同#但具有从属关系% 例""#$的 T

!

是 l

"

的受

事#例""1$的 T

!

与先行句在语义上无直接关联%

!四"$l

"

O%

11

$先行状况%语块

如上所述#l

!

O只揭示&l

"

着 l

"

着'的意外

终止点#其起始点却不得而知% 这使得&l

"

着 l

"

着#l

!

O'构式对上文的依赖性很强#在没有特殊

语境时#一般不做始发句#需要上文出现或隐含先

行语块l

"

O% 例如!

""%#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

雾气!划着划着!就划出了你思念中的

名字%

""6#齐淑容在狱中读到了这封充

满挚爱和忧虑的信!看着看着!她的眼泪

便掉下来了%

"!$#鸟先生 +呜呜呜,地叫着!鸵

鸟太太也绝望地+呜呜呜,地回应着%

$*"

!

"

#

$

沈家煊!)&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66+年第 +期%

侯友兰#徐阳春!)&l

"

着l

"

着+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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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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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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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他们两个这样叫着叫着!突然有一

天竟然又会说话了%

上述各例在&l

"

着 l

"

着#l

!

O'之前均有与

l

"

同形或同义的陈述性成分"因此记作&l

"

O'$#

以此暗示l

"

的起始点% 如例""%$中&划着划着'

前有&划'#例""6$ &看着看着'之前有先行的同

义的&读'% 有时#&l

"

着 l

"

着'前还有&这么'

&这样'等指代性成分标示l

"

回指上文中出现的

某个动作#如例"!$$% 如果删除先行成分 l

"

O#

则这些例句的语义是不明确的% 但当&l

"

着 l

"

着'带宾语时#则不必出现先行的与 l

"

同形或同

义的&l

"

O'% 如!

"!"#母亲辛劳一生!有早睡早起的

习惯!晚上看着看着电视!便会瞌睡

起来%

"!!#这两天营业公司的副经理老

迟嗓子哑了!脑袋胀了!有时吃着吃着饭

就被电话叫走%

"!*#谁想那大冯也走火入魔!.三

寸金莲/反着反着封建!半路和平演变%

上述三个例&l着 l着' 虽无先行照应性成

分l

"

O#但宾语成分的出现便使&l着 l着'语义

明确% 不过此类用法具有以下特点!"$用例少#

在 " ##"个用例中仅 "+ 例#占 $)6:% !$宾语为

表通指的光杆名词% *$整个构式具有表&惯常行

为'的意味#&l着 l着'具有任意起始点% 5$如

果删除&l

"

着l

"

着'的宾语#则整个构式因语义

不明确而不成立%

二3$l

"

着l

"

着&l

!

O%构式语义的主

观性

主观性是语言的一种特性% &l

"

着 l

"

着#

l

!

O'构式正是留下说话人自我印记的一种表达

方式%

"!5#L吉尔在椅子上坐着看书!睡

着了%

] 有个礼拜六下午!他在家里看书!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L我 * 岁半的儿子马修!坐在

小汽车后座上吃着苹果% 突然!他问

我''

] 我吃西餐!吃着吃着突然有一个

手机电话打进来了!我一看这号码不能

不接%

L组例句加上&l着 l着'#] 组例句删除&l

着l着'#语义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叙述视角却不

同% &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对客观情状

加以叙说的出发点不同#体现了说话人的视角'

!

%

L句只描述了从&坐着看书'到&睡着了'之间#&吃

苹果'与&他问我'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至于&看'

与&吃'的持续#听话人可以推断出此语义蕴涵% ]

句则强化了听话人可以推断出来的语义蕴涵#体现

了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睡着了'与&看书'之间(&打

进来的电话'与持续动作&吃'之间有某种关联#主

观性程度更高% &l

"

着 l

"

着#l

!

O'构式的主观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持续状况%与$变化%的相关性

&l

"

着l

"

着#l

!

O'构式所表示的事件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 这是根据叙述该事件的说话

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 例

"!#$&l

"

着 l

"

着#l

!

O'以叙述该事件的说话时

间为参照#是&过去'特定事件#例"!1$是&过去'

惯常事件#例"!%$是&将来'假设事件%

"!##孙权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

味!就走出屋子!鲁肃也跟着出来%

"!1#拆阅这些信是很受教育的!我

经常看着看着就流泪了%

"!%#你先是会眼晕!尔后会头晕!

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

成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

在RR_语料库 " ##" 个例句中#" +!% 例表

&过去'特定事件#占 6!:,""" 例表&过去'惯常

事件#占 #)##:, !! 例表 &将来'假设事件#占

"9*5:% 由此可见#&l

"

着 l

"

着#l

!

O'构式主要

具有关涉&过去'事件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言者对

过去特定(惯常事件进行现场还原#体现言者主体

对过去事件的主观解读#即对过去持续动作或状

态与某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解读#其相关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依存关系

l

"

的持续是 l

!

O的原因或条件#即 l

!

O依

存于l

"

的持续#&l

"

着l

"

着'与&l

!

O'为依存关

系% 依存关系是该构式中最常见的语义关系

类型%

"!6#我跟书元开玩笑!说电影里常

常有人为革命而装作夫妻!装着装着就

装成真的了%

"*$#不知为什么!他俩好着好着不

"*"

!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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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但关着关着!却似乎反而加速

了这两只洋种猫儿的爱情发展%

"*!#''你听着听着!大概总要感

受到海南人那股自然流露出来的自豪%

"**#掀着掀着!书掉下好些去%

&依存'语义关系中 l

!

O大多表&结果'#&l

"

着l

"

着'与&l

!

O'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 具体

来说#例"*$$可表对立#例"*"$可表转折#例"*!$

可表假设#例"**$可表因果等关系% 在结构上可

以是简单形式#如&l

!

j补语j了'#例""$$与例

"!6$,&不l

"

j了'#例""*$与例"*$$等#也可以

是复杂形式#如例"*"$例"*!$和例"**$等% 结果

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持续动作或状态的结束%

!)转换关系

当l

"

持续与l

!

O为非依存性的瞬间共存关

系时#&l着l着'与l

!

O实际上是相同或不同行

为主体行为(状态之间的转换% 此类用例在该构

式中也较为常见%

"*5#她和中心店主任谈了起来!谈

着谈着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

扯大了!说着说着甚至还哭了%

"*##说着说着!他就来了!真是说

曹操曹操到%

此构式旨在强调 l

"

未达到自然终止点便

&转换'成另一状况#持续着的动作(状态结束或

者中断#二者表现出主观瞬间共时关系% &转换'

关系大致有承接(递进(并列三种!例"*5$形式上

为动趋式#意义上是承接,例"*+$是同一行为主

体动作的转换#有程度深浅之别#是递进式,例

"*#$是由一个行为主体的持续动作转换到另一

行为主体动作的描述#是并列式%

*)参照关系

&l着l着'与&l

!

O'的参照关系是指以&l

着l着'持续时间为参照#某一变化在此期间实

现#l

!

与l

"

持续之间具有非依存性的长时共存

关系% 此类用法出现率较低%

"*1#他和老人促膝长谈% 谈着谈

着!月亮爬上了树梢% 老人点起松明!端

来饭菜%

"*%#大家谈着谈着!已经是深夜

了% 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过于疲乏!不

愿意把话拉得太长!于是便把他们姐弟

领到为他们准备好的卧室里去了%

"*6#想着想着太太的头发已经烫

好!我觉得实在烫得不十分好!不过我不

敢说%

"5$#想着想着!小车子已经驰进了

柏奇菲尔德夫妇的+别墅,%

参照关系的&l

!

O'多表&已变'#与&已经'

&了
"

'共现率高% 例"*1$与"*%$是以&l

"

'持续

的时间为参照#某一客观变化实现#例 "*6$与

"5$$是以&l

"

'持续的时间为参照#某一主观变化

实现% 变化的实现#暗示持续着的动作或状态的

主(客观条件改变#l

"

的持续结束%

!二"$变化%的非预期性

当动作后续情况出现之后#有三种结果!一是

符合预期的#为预期信息,二是不符合预期#为反

预期信息,三是无预期的#为无预期信息% 反预期

信息和无预期信息都是非预期的% &l着 l着#

l

!

O'构式中的&变化'语块所表信息对言者来说#

具有&非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l着l着与l

!

O为依存关系或参照关系时#

l

!

O对 T

"

来说通常是反预期的% &反预期'的

l

!

O通常有表示&出乎意料而且与预期相反'的

标记&却'&竟然'&居然'等#或可添加此类标记%

"5"#一位口音很重的篮协官员上

台主持全明星球员分队仪式!说着说着

居然把一位主教练的名字念错了%

"5!#我原想给你一个人回信!可是

写着写着却写不下去了%

"5*#走着走着!天居然已快亮了!

七月里晚上总是比较短的%

"55#宋襄公说*+不行& 咱们是讲

仁义的国家% 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咱

们就打过去!还算什么仁义), 说着说

着!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

地排队摆阵势%

例"5"$和"5!$是依存关系% &官员主持会

议'#把名字&念错',&想写'结果却&写不下去'%

这些都是原有自主的目标性行为出现了与预期相

反的结果(趋势#并未持续到其理想的自然终止点#

从价值属性上看#这些变化是消极的% 例"5*$和

"55$是参照关系% &天居然亮了'#&全部楚军已经

渡河上岸'这些变化的出现或完成对于&走'&说'

的主体来说#都显得过早(过快#让动作行为发出者

T

"

感到意外% 参照关系的变化在价值属性上通常

是中性的#其反预期性主要与时间长短有关%

!)无预期信息

当&l着l着#l

!

O'之间是转换关系时#突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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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l

"

着#l

!

O'的构式语块分析

行为或状况与当下行为动作无依存关系#对持续

动作主体 T

"

来说是未进行预测且无法进行预测

的#属&无预期'状况#经常通过&突然' &忽然'等

词表示l

!

O的出现&出人意料而且急促'% 无预

期状况包括自身无预期状况(他物无预期状况%

前者 l

"

与 l

!

的逻辑主语相同或者具有领属关

系#后者l

"

与l

!

之间不具有此关系% 例如!

"5+#她谈起了她的老丁!谈着谈

着!忽然长叹一声* +老丁是我的旧

棉袄&,

"5##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

不乐起来%

"51#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跳着跳

着!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

己坐了下去%

"5%#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天上一声

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

自身无预期状况是指行为主体 T

"

在动作持

续中#出现另一&非目标性'的突发动作或状态#

除与&突然'&忽然'连用外#还经常与&不禁'&不

由得'&不觉'等共现显示 l

!

O的&无预期'性#如

例"5+$(例"5#$% 他物无预期状况是指行为主体

T

"

在动作持续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与他物相关

的突发事件#与&突然' &忽然'的共现率更高#如

例"51$和"5%$%

!三"$持续状况%的$短时%义

&l着l着'在时间上无起始点和终止点#但

因先行语块l

"

O为&l着l着'提示了起始点#后

续l

!

O为&l着 l着'提供了一个永久性或暂时

性的终止点#因而&l着l着'在时间轴上有了可

以度量的&时量'特性%

")+l着l着,的主观短时义

&l着l着'的时量从绝对时间上讲有长有

短#但相对&l着l着'的行为主体 T

"

而言#动作

行为都因外力的影响而得以终止或中断#未达到

预期目标时间#因而具有了&短时义'#这种短时#

是主观短时% 动作持续的主观短时义在参照关系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例如!

"56#说着说着!月亮落了!好像是

唿噜一下子掉下去似的%

"+$#他和老人促膝长谈% 谈着谈

着!月亮爬上了树梢%

"+"#说着说着!大家已经包了不少

饺子%

例"56$和"+$$是客观参照关系% 日升月落#

时间更替#本是客观世界的变化#一旦某一行为主

体专注于当下行为的持续时#客观变化所暗示的

时间推移也就显示出了&短时'义% 哪怕是谈到

&月亮落了'#&月亮爬上了树梢'#这样的&促膝长

谈'显然也是意犹未尽的% 例"+"$是主观参照关

系% 正所谓&人多干活不累'#大家说话的功夫#

就包了不少饺子% 通过后续变化的提前实现#暗

示&l着l着'持续的&短时'%

转换关系中的持续状况与变化之间同样具有

上述类似的&短时义'% 持续语块与变化语块之

间常以&就'&便'相联系#表示&两件事紧接着发

生'#在此构式中表示变化紧接着持续动作发生#

且在组合上排斥表示长时的 &终于' &才'等%

例如!

"+!#有人喝着喝着就头一歪靠在

沙发上睡着了''

"+*#宗江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

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

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

当水兵去了%

例"+!$酒未喝完#就因不胜酒力或疲劳等原

因睡着了% 例"+*$演着演着跳至军舰上当水兵

去了#显然与&计划继续演戏'相违背% 可见喝

酒(演戏都并未达到预期持续时间#而显得动作持

续具有主观&短时'义%

!)+l着 l着,短时义的引申与+变化,语块

的语义感染

如上所述#&l着l着'的主观&短时'义显然

是&动词j着'重叠之后所具有的语法意义#&动词

j着'本身并不具有此义% 同时#动词重叠&短时'

义还引申为&轻松'义(&随意'义!

% 在构式中#

&变化'语块&l

!

O'受&l着 l着'的&短时'义和

&轻松(随意'义的感染#无论是积极的(中性的还

是消极的&变化'#都带有了&轻松(随意'的意味%

例如!

"+5#+娘就是这样子!常常走着走

着就晕倒了!我们一路都配了药!熬成药

水随身带着&

"++#有的人却是故意绕开观念内

容的圈子去强调形式!结果绕着绕着!自

己也绕糊涂了%

"+##二人边干边聊!聊着聊着就聊

到了山西!聊到了十万块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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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骂着骂着把汇条骂来了!他稍

微回心转意的说*+到底还是有个爸爸

好,%

"+%#开始她是针对考试看书!可看

着看着就钻进去了!思想的不安分按捺

不住表达欲望!动笔写下第一篇论文%

例"+5$和"++$为消极结果#&晕倒了'&自己

绕糊涂了'本是不如人意之事#说话人表达出来

的#却颇有些淡化的&轻松'意味% 例"+#$ &聊到

山西'是中性结果#例"+1$和"+%$为积极结果#这

些结果并不是持续动作的行为主体意志性的结

果#颇有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轻松' &随意'

的意味%

*)+l着l着,短时义的+主观化,

从共时层面看#&l

"

着l

"

着#l

!

O'构式中&l

着l着'的主观&短时义'在特定上下文中#经过

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最终固化成为表&马上(很

快'义的主观性成分%

"+6#L耿林看着看着报纸!眼皮发

沉了%

] 我每晚上床之后抓起一本来看!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松井赶忙挥着帽子去扑!可蝴蝶

飘飘摇摇!越飞越高!看着看着飞进树荫

里去了%

& 新的学期已经过去两个月!看着

看着要过年了%

L句&看着看着'的主语在句中出现#且带有

宾语#其语义客观实在% ] 句&看着看着'的主语

也在句中出现#且有先行词&看'#其语义也客观

实在#&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可分析为&顺承'关

系% ]句&看着看着'后不带宾语#取消停顿直接

与l

!

O连用#l

!

O的主语省略#拉近了&看着看

着'与 l

!

O之间的距离#为&看着看着'转化为

l

!

O的限制性成分提供了句法契机% .句&看着

看着飞进树荫'既可以理解为句中主语松井亲眼

目睹蝴蝶&飞进树荫'这一具体事件#分析为动宾

结构,也可以理解为松井看着看着#蝴蝶&飞进树

荫'#分析为顺承结构,还可以理解为言者主语从

时间上对蝴蝶&飞进树荫'这一事件的主观评价#

即&眼看着飞进树荫'整个结构重新分析为&状中

结构'% &句与.句相比#语法化与主观性的程度

都更高#&看着看着'后续成分的抽象性特征以及

表将来的&要'使&看着看着'行为动作持续义彻

底消失#只能理解为表短时义的&很快(马上'%

&看着看着'由表示句子主语的具体动作这一自

由形式#转化为言者主语对抽象事件的主观表达

这一黏着形式#实现了 &短时'义的主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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