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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及其句法后果
＊

郭　锐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提要　现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 间 参 照 有 两 种：（一）内 部 参 照：以 句 中 的 后 续 动 作 发 生 的 时 间 为 参

照。（二）外部参照：以外部世界的自然时间过程中的某一时刻为参照。外部参照使 句 子 表 示 的 状 况

在现实世界中定位，而内部参照只显示句子内部多个状况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现实世界 的 时 间 无 关。

从时间参照角度可以解释“了、着、过”的语义功能，带“了１”“着”“过１”的 ＶＰ之所以不能结句，是因为

缺乏外部参照。带“了１”“着”“过１”的ＶＰ要站得住，需添加给它提供时间参照的成分，如后续的ＶＰ、

数量短语，或者添加外部时间参照的“了２”“呢”。现代汉语小说中的叙述句有“了１”结句的情况，这种

用法的“了１”正在演变为过去时的标记。

关键词　体标记“了”　时间参照　现实句　结句

一　引言

１．１问题的提出

汉语中有些带“了１”“着”的句子必须添加“了２”“呢”或后续的谓词性成分才站得住，如：
（１）ａ．＊我吃了饭。　　　ｂ．我吃了饭了。
（２）ａ．＊外面下着雨。　　ｂ．外面下着雨呢。
（３）ａ．＊我们下了课。　　ｂ．我们下了课打球。
（４）ａ．＊他骑着车。　　　ｂ．他骑着车去学校。
“了２”“呢”这样的成分有使句子站得住的作用，因此被叫做“完句成分”或“成句成分”。

（贺阳，１９９４；黄南松，１９９４；孔令达，１９９４）但“完句”作用是怎样形成的？“完句”作用背后的

机制是什么？本文试图从现实句时间参照需求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

１．２语句的现实性和“完句”作用

从根本上说，“完句”作用其实是句子的现实性所要求的。
一个句子总要指涉（ｄｅｎｏｔｅ）外部世界的一定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一种现实（ｒｅａｌｉ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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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即外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①，而有些是非现实（ｉｒｒｅａｌｉｓ）状况（Ｇｉｖóｎ，１９７３、１９８４、１９９４；郭

锐，１９９７）。以此可把句子分为两种指涉类型（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Ａ．现实句──指涉外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如；
（５）ａ．我认识他。　　　　　　ａ’．我不认识他。

ｂ．小王很着急。 ｂ’．小王不着急。

ｃ．他姓李。 ｃ’．他不姓李。

ｄ．他知道这件事。 ｄ’．他不知道这件事。
（６）ａ．他在抽烟。　　　　　　ａ’．他没有抽烟。

ｂ．我看电视呢。 ｂ’．我没有看电视。

ｃ．猫在吃老鼠。 ｃ’．猫没有吃老鼠。

ｄ．你来过这里。 ｄ’．你没来过这里。
（７）ａ．我看见屋里有人。 ａ’．我没看见屋里有人。

ｂ．他发现有情况。 ｂ’．他没发现有情况。

Ｂ．非现实句──指涉未在外部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从意义上看，表示惯常行为或

意愿、规律、祈使等（郭锐，１９９７），如：
（８）ａ．我看电视。 ａ’．我不看电视。（意愿）

ｂ．他抽烟。 ｂ’．他不抽烟。（习惯）

ｃ．猫吃老鼠。 ｃ’．猫不吃老鼠。（习惯）

ｄ．日光灯发白光。 ｄ’．日光灯不发白光。（规律）

ｅ．你来这里。 ｅ’．你别／甭来这里。（祈使）
所谓“完句”，实质是满足现实句的现实性在谓词的时间性、名词的指称性和形容词的程

度性的“实现”（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②要求，即现实句要求谓词表达的事件在时间上是实际发生的、体
词论元成分所表达的事物实现其指称性（定指、不定指、类指等）并满足句法位置的要求、形

容词所表达的属性的程度性是指明的（程度高、程度低、比较性程度）。如：
（９）ａ．我看书。（时间性不明，不能作为现实句）

ｂ．我正在看书。（带有时间性成分“正在”，时间性明确）

ｃ．我看书了。（带有时间性成分“了”，时间性明确）
（１０）ａ．？小王优秀。（程度性不明，一般不成句）

ｂ．小王很优秀。（程度性明确：程度高）

ｃ．小王比我优秀。（程度性明确：比另一方程度高）

ｄ．小王不优秀。（程度性明确：程度性的否定）
（１１）ａ．＊一个客人来了。（“一个客人”的不定指性不满足主语的定指性要求，一般不成

句）

６３４

世界汉语教学 第２９卷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①

②

“实际发生”包括真实的“实际 发 生”和 虚 拟 的“实 际 发 生”，真 实 的“实 际 发 生”指 在 真 实 世 界 中 发

生；虚拟的“实际发生”指在假设的情景中发生，如“如果你明天五点才来，我都已经走了”，虽然“我走”在说

话时还没有发生，但在明天五点这个假设的情景中是实际发生了。
也有叫做“接地”“入场”的。



ｂ．客人来了。（主语位置上光杆名词“客人”强制性地解读为定指）

ｃ．来客人了。（宾语位置上光杆名词“客人”强制性地解读为不定指）
本文只讨论谓词性成分的时间性问题。
为什么有的句子有“了”“着”这些表达时间性的成分（例（１ａ）、例（２ａ）），仍然不成句？这

是因为现实句需要把事件在现实世界中落实，落实的手段其实就是在外部世界的时间过程

中定位，即以外部世界的时间为参照来观察谓词所表达的事件的发生时间或进展状况，如果

没有提供外部的时间参照，那么句子就站不住。而“了１”“着”一般不能提供外部时间参照，
因而不能表达现实句。而“了２”“呢”提供了外部时间参照（例（１ｂ）、例（２ｂ）），所以句子成立。
下面讨论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问题。

二　内部时间参照和外部时间参照

２．１绝对时间参照和相对时间参照

句子的表达通常都需要时间参照。时间参照，指从什么时间出发对一个谓词性成分所

表示的情状（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进行观察，以确定 这 个 情 状 在 时 轴 上 的 位 置 或 进 展 状 况。Ｒｅｉｃｈｅｎ－
ｂａｃｈ（１９４７）用三个时间点（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来说明句子的时间参照。这三个时间点是：Ｓ（说话

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指语句说出的时间），Ｅ（事件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ｖｅｎｔ，指语句表示的事件发

生的时间），Ｒ（参照时间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指语句表达事件时观察事件发生的时间或进展

阶段所依据的时间点）。
（１２）ａ．Ｈｅ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Ｅ，Ｒ，Ｓ　一般现在时

ｂ．Ｈｅ　ｈａｄ　ｇｏｎｅ　ｔｏ　ｂ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Ｅ－Ｒ－Ｓ　过去完成时　 Ｅ－Ｒ，Ｓ一般过去时

根据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８５）时间参照可分为绝对时间参照（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相对时

间参照（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两种。绝对时间参照以说话时间为指示中心（ｄｅｉｃｔｉｃ　ｃｅｎ－
ｔｒｅ），区分出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相对时间参照以语境给出的某个时间为参照，显示

事件时间与 这 个 参 照 时 间 的 相 对 关 系。英 语 的 过 去、现 在、将 来 三 种 基 本 时 态（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ｅｎｓｅ）建立在绝对时间参照基础上，而次级时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ｎｓｅ）建立在相对时间参照基础

上。例（１２）ａ反映绝对时间参照。ｂ中ａｒｒｉｖｅｄ和ｈａｄ是基本时态，用 的 是 过 去 时（相 对 于

Ｓ），是绝对时间参照；而（ｈａｖｅ）ｇｏｎｅ是次级时态，用的是过去分词形式，反映了相对时间参

照（Ｒ＝Ｉ　ａｒｒｉｖｅｄ）。
英语的直陈句都有绝对时间参照，并且同一个小句中绝对时间参照和相对时间参照可

以同时出现。一般来说，小句中的定式动词（ｆｉｎｉｔｅ　ｖｅｒｂ）反映绝对时间参照，若定式动词后

还有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则反映相对时间参照。而英语的每一个小句必有一个定式动词，
因此说话时间在分析英语的时间参照时是必不可少的。

但汉语中的时间参照主要是相对时间参照，可以只用事件时间和参照时间这两个基本

时间点就足以说明汉语的时间参照，而说话时间只是参照时间的一个特例。请看下面的例

子：
（１３）ａ．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Ｅ－Ｒ（Ｒ＝我来的时候，Ｅ＝我来之前的某个时间）

ｂ．他笑着跑掉了。 笑：Ｅ，Ｒ（Ｒ＝跑掉发生时，Ｅ＝跑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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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掉：Ｅ－Ｒ（Ｒ＝说话时，Ｅ＝说话前，笑发生时）

ｃ．明天下了课开会。 下课：Ｅ－Ｒ（Ｒ＝开会发生时，Ｅ＝开会前）
开会：Ｒ－Ｅ（Ｒ＝说话时，Ｅ＝说话后，下课后）

ｄ．他已经走了。 Ｅ－Ｒ（Ｒ＝说话时间，Ｅ＝说话前的某个时间）
上面四例的不同在于ａ的参照时间是“我来的时候”，ｂ中“笑着”的参照时间是“跑掉”

发生时，ｃ中“下了课”的参照时间是“开会”发生时，说话时间不是参照时间，而ｄ的参照时

间就是说话时间。但这种差异在语法上并无表现，因而可以把Ｓ看作Ｒ的一个特例。
相对时间参照一般有“影响性”。所谓“影响性”是指事件对参照时间状况的影响，而绝

对时间参照没有影响性，见例（１４）英语的例子。
（１４）ａ．Ｈｅ　ｃａｍｅ．　　　　　ｂ．Ｈｅ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ｃ．Ｈｅ　ｈａｄ　ｃｏｍｅ，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ｌｅｆｔ．
例（１４）ａ是绝对时间参照，参照时间是说话时，不表示“他来”对 说 话 时 有 影 响；而ｂ、ｃ

用完成体，是相对时间参照，表示了“他来”对参照时间（说话时、我来时）的状况有影响。
汉语的情况也如此。例（１３）ａ是说“他已经走了”对“我来的时候”的状况有影响；ｄ是说

“他已经走了”影响到说话人说话的时候的状况；ｂ中的“笑着”是“跑掉”的伴随状态；ｃ中的

“下了课”是“开会”的开始时间，都对参照时间的状况有影响。
句中的时间词语有的表示参照时间，有的表示事件时间。汉语中时间词通常表示事件

时间，如例（１３ｃ）中的“明天”；“ＶＰ＋时（候）”一般表示参照时间，如例（１３ａ）中的“我来的时

候”。有的语言的时间词只表示事件时间，如例（１５ａ）日语的例子；有的语言的时间词只表示

参照时间，如例（１５ｂ）中Ｙｕｋａｔｅｃ的例子。
（１５）ａ．Ｔａｒｏｏ－ｗａ　ｋｉｎｏｏ　ｈｏｎ－ｏ　　ｙｏｎ－ｄａ．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太郎－ＴＯＰ 昨天 书－ＡＣＣ 读－ＡＮＴ　　（Ｏｇｉｈａｒａ，１９９９）

　“太郎昨天读了那本书。”

　（“昨天”表示“太郎读书”发生的时间）

ｂ．Ｈｏ’ｌｈｅａｋ－ｅ’　ｔｓ’ｏ’ｋ　ｕ　　ｘｏｋ－ｉｋ　ｌｅ　ｌìｉｂｒｏ　Ｔａｒｏ－ｏ’．　 （Ｙｕｋａｔｅｃ）

　昨天－ＴＯＰ　　ＴＥＲＭ　　Ａ．３　读－ＩＮＣ　ＤＥＦ　书　太郎－Ｄ２
　“昨天的时候啊，太郎已经读了那本书了。”（Ｂｏｈｎ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２）

　（“昨天”是参照时间，指站在昨天来观察“太郎读书”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发

生在昨天，也可能发生在前天或更早的时候）

２．２内部时间参照和外部时间参照

汉语的时间参照都是相对时间参照，即事件时间与参照时间的时间关系。汉语中一般

选择两种时间作为参照时间：

１）内部时间参 照（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以 语 句 内 部 后 续 事 件 发 生 的 时 间 为 参 照。
如：

（１６）ａ．咱们吃了饭看电影。（Ｒ吃＝看电影发生时）

ｂ．他笑着跑掉了。（Ｒ笑＝跑掉发生时）
（１７）ａ．等他看了这封信，你再告诉他具体情况。（Ｒ（看）＝你告诉他具体情况时）

ｂ．他脱了大衣，“扑通”一声跳下水去。（Ｒ（脱）＝跳下水去时）
内部参照通常要求后面出现表示后续事件的谓词性成分或小句。由于这些时间参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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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直接建立联系，而是与语句内部的后续事件发生的时间建立联系，
因此叫内部时间参照。

图１　内部时间参照示意图

２）外部时间参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以外部世界时间流逝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为

参照。有三种情况：

Ａ．以时间词语或指示时间点的小句表示的时间为参照，表达参照时间的成分总是在前

面出现。如：
（１８）ａ．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吃饭。（Ｒ＝我去的时候）

ｂ．昨天十二点钟他已经走了。（Ｒ＝昨天十二点钟）

ｃ．明天你下飞机，我已经走了。（Ｒ＝你下飞机的时候）

Ｂ．以正在谈论的某个时间为参照。如：
（１９）———我昨天下午找你，你怎么不在家。

———我在图书馆看书。（Ｒ＝昨天下午找我时）
（２０）———你那天怎么没来？

———我病了。（Ｒ＝那天）

Ｃ．以说话时间为参照。如：
（２１）ａ．下雨了。　　　ｂ．他正在吃饭。　　　ｃ．外面下雨呢。
一般的原则是，如果句中没有时间词语，也没有显示参照时间的语境，那么参照时间就

是说话时间。这条原则可以叫做“当前参照原则”。
虽然表达外部参照时间的成分是语句内部的，但这些成分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

的某一具体位置，直接与时轴上的某一具体时间点建立起联系，所以实际上是以外部世界的

时轴上的某一时间点为参照。比如“我去的时候”“你下飞机”如果发生在某日１２点钟，那么

参照时间其实就是某日１２点钟。

图２　外部时间参照示意图

９３４

郭　锐：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及其句法后果



三　汉语句子的时间参照

３．１汉语口语单句的时间参照

单句是由一个小句构成的句子。英语中，小句必有一个定式动词（ｆｉｎｉｔｅ　ｖｅｒｂ），其功能

在于通过定式动词表现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基本时态，使小句表示的情状在时轴上定位，
从而成为可讨论的（ａｒｇｕａｂｌｅ）事件（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８５；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

汉语口语中没有以绝对时间参照为基础的基本时态，但存在相对时间参照，功能与英语

的定式动词大致相同：使小句表示的命题在现实世界中定位。只是汉语是通过相对的方式

来定位，即以某个已知的参照时间来确定事件相对于这个参照时间在现实世界中时轴上的

位置。
不过，只有外部时间参照具有使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定位的功能，而内部时间参照只显示

句子内部多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逝无关。一个直陈现实句必有并

且只有一个外部时间参照，而内部时间参照可有可无。如：
（２２）ａ．他吃饭了。（Ｒ＝说话时间，外部参照，无内部参照）

ｂ．我已经毕业了。（Ｒ＝说话时间，外部参照，无内部参照）
（２３）ａ．我看了电影就回家了。（Ｒ（看）＝“回家”发生时；Ｒ（回）＝说话时间）

ｂ．他吃着饭看电视呢。（Ｒ（吃）＝“看”发生时，内部参照；Ｒ（看）＝说话时间，外部

参照）
例（２３）这样的既有外部时间参照，又有内部时间参照的情况，可以叫做复合时间参照。

如果有内部时间参照，可以不止一个。
（２４）他吃了饭骑着车去学校了。（Ｒ（吃）＝“去”发生时；Ｒ（骑）＝ “去”发生时；

Ｒ（去）＝说话时间）
连谓结构出现多个谓词，一般情况下，只有最后一个谓词，具有外部时间参照，而其他谓

词都是内部参照，如例（２３）（２４）。

图３　复合时间参照示意图

可以说，汉语中具有或可以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谓词在时间定位的功能上与英语的定

式动词相当，把这个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动词看作汉语的定式动词也无不可。至少可以把

具有或可以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谓词看作谓语核心，可以说连谓结构的核心通常是最后一

个谓词。“我吃了饭看电视”中，“看电视”是不带时体成分，是非现实的，因而没有时间参照，
但它有添加时体成分从而带来外部参照的能力，如“我吃了饭正看电视呢”，因此“看电视”是
谓语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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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１９９７）曾指出，语句的现实性与谓词性成分的外在时间性有关。有的谓词性成分

表示的状况被放入时间流逝过程来观察，即当作外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这种

谓词性成分一般带有“了、着、过、在、正在、呢”等时间性成分，这样的谓词性成分叫过程性成

分。有的谓词性成分不放入时间流逝过程中来观察，只是抽象地表示某种动作、状 态 或 关

系，这种谓词性成分都不带“了、着、过、在、正在、呢”等时间性词语，这样的谓词性成分叫性

质性成分。对于动态动词来说，只有过程性成分才能表达现实句，如例（６），而性质性成分只

能表达非现实句，如例（８）。但我们注意到，有些语句中带有“了、着”等时体成分，却仍然只

能表达非现实句，如：
（２５）ａ．你吃了饭去一趟。（祈使）

ｂ．夏天萤火虫在夜空中闪着光飞行。（规律）

ｃ．我喜欢看着电视吃饭。（抽象动作）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带时体成分的谓词是内部参照，不是谓语核心，而只

有谓语核心的外部时间性才能决定语句的现实性。

３．２汉语口语复句的时间参照

汉语口语复句中各小句的时间参照有两种基本模式：

１）多点外部参照（多参照）：复句中每个小句都有一个外部时间参照。如：
（２６）ａ．下雨了，路上的人都在跑。

ｂ．他生病了，没有来上课。

ｃ．他们正在外面买东西，没有来这里。

２）末尾外部参照（尾参照）：只有最后一个小句有外部参照，前面的小句都是内部参照。
如：

（２７）ａ．他打着哈哈，一扭一扭走开了。

ｂ．他脱了大衣，“扑通”一下跳进水里去了。

３．３“完句”功能的实质

回到引言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例（１）－（４）需要添加“了２”“呢”、后续谓词性成分才站

得住。根本原因是时间参照的限制，而“了２”“呢”、后续谓词性成分提供了时间参照。

３．３．１“了１”和“了２”的时间参照及成句性

为什么“Ｖ了Ｏ”通常 站 不 住？刘 勋 宁（２００２）认 为，“了１”是 体 标 记，“了２”是 过 去 时 标

记，由于“Ｖ了Ｏ”没有“时”（ｔｅｎｓｅ）的规定，所以要让它站得住，就要添加后续小句，表明它

的“时”，或者再加一个“了２”，说明它是过去时。我们认为，由于“了２”有很强的“影响性”，看

作过去时并不合适；同时，由于“了２”很多是表示当前状态的，如“下雨了”“现在上课了”，不

能看作过去时。刘勋宁（２００２）所说的“时”其实是外部时间参照问题。
在汉语口语中，谓词性成分带“了１”后，一般是内部时间参照，如果后面没有其他的谓词

性成分或小句，那么由于找不到一个提供内部时间参照的后续事件，句子就站不住。在后面

添加谓词性成分或小句，句子就站住了，这是因为后续事件提供了前面谓词性成分的内部时

间参照。这就是“Ｖ了Ｏ”一般不能结句的原因。如：
（２８）ａ．＊下了

獉
课。　　　　　　　　ｂ．下了

獉
课开会。

（２９）ａ．＊你吃了
獉

饭。 ｂ．你吃了
獉

饭再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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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ａ．＊你做完了
獉

功课。 ｂ．你做完了
獉

功课，我才让你玩。
例（２８）－（３０）的ａ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句中有“了１”，要求后面要出现另一个谓词性

成分，以提供内部参照；ｂ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后面加上了后续的谓词性成分“开会”，可以为

前面的“下了课”提供内部时间参照。
而“了２”只能用于外部时间参照。如：
（３１）ａ．我们吃饭了

獉
。　　　　　　　ｂ．＊我们吃饭了

獉
再去。

（３２）ａ．下课了
獉
。 ｂ．＊下课了

獉
开会。

例（３１）（３２）的ａ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句中出现的是“了２”，要求是外部时间参照，不需要

提供内部时间参照的后续事件，单独就能站住。ｂ在后面加上后续时间反而不成立。
（３３）ａ．＊我们吃了

獉
饭。 ｂ．我们吃了

獉
饭了
獉
。

（３４）ａ．＊下了
獉

课。 ｂ．下了
獉

课了
獉
。

例（３３）（３４）的ｂ中，“了１”和“了２”共同出现时，表面上看两者的时间参照不一致会产生

冲突，但由于“了１”在内层，是加在动词上的，“了２”在外层，是加在整个谓语上的，外层的成

分的外部时间参照需求会抑制内层成分的内部时间参照需求，整个句子的时间参照仍是外

部参照，不需要后续事件就可以成立。因此，我们可以说“了２”具有把“Ｖ了１”的内部时间参

照要求转化为外部时间参照要求的作用。由于一个直陈单句必须有一个外部时间参照，因

此当动词后出现“了１”而缺乏外部时间参照无法站住时，添加“了２”从而引入外部时间参照

就成了必需的手段。③

３．３．２“着”和“呢”的时间参照及成句性

按照木村英树（１９８３）、郭锐（１９９７），根据“Ｖ着”是静态还是动态可以把“着”分为两个，
静态的“Ｖ着”中的“着”实际上是一个弱化补语，如“坐着”“放着”中的“着”；动态的“Ｖ着”
中的“着”才是一个表示进行的体助词，如“跑着”“笑着”中的“着”。木村英树（１９８３）指出表

动态进行的“着”和表静态持续的“着”是不同一的单位。从外部时间性角度看，两者也不相

同，动态“着”是时体标记，而静态“着”不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１）带静态“着”的谓词性成分可以受“不／别／甭”的否定，如例（３５）：
（３５）ａ．（我）站着！　　　　　　　ａ’．（我）不站着／（你）别站着。

ｂ．拿着！ ｂ’．别／甭拿着。
带静态“着”的谓词性成分有时也可以受“没（有）”的否定，但受“没（有）”否定时，“着”仍

然保留，如例（３６ａ）；而 带 动 态“着”的 谓 词 性 成 分 受“没（有）”否 定 时，“着”不 再 出 现，如 例

（３６ｂ）。
（３６）ａ．他没坐着。　　　　 ←ａ’．他坐着呢／他坐着。

ｂ．他没吃饭。 ←ｂ’．他吃着饭呢。

２）带静态“着”的谓词性成分成句时一般表示祈使、意愿等意义，这实际上是非时体成分

的特征，如例（３５）。而带动态“着”的谓词性成分一般不能表示祈使、意 愿 意 义，如“＊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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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扔了它”“饶了我”一类说法中的“了”不表示时体意义，而是表示“去除、受损”含义，在北京方言中

读为ｌｏｕ或ｌｏ，其实是一个弱化动词，可记为“了３”。（参看马希文，１９８３；木村英树，１９８３）。



“＊笑着”。④

３）带静态“着”的谓词性成分可以做“想、建议、同意、反对、要”等动词的宾语，这些动词

的宾语只能不带时体标记的成分。
（３７）ａ．我想／建议／反对站着。　　　ｂ．＊我想／建议／反对跳着。
弱化补语“着”与时间参照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不讨论，下面只讨论进行体标记“着”。
汉语口语中，带有进行体标记“着”的句子一般是内部时间参照，如：
（３８）ａ．＊他吃着

獉
饭。　　 ｂ．他吃着

獉
饭看电视。

（３９）ａ．＊他摇着
獉

头。 ｂ．他摇着
獉

头走了。
（４０）ａ．＊正说着

獉
。 ｂ．正说着

獉
，外面来了几个人。

例（３８）－（４０）的ａ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带“着”的谓词性成分后面没有后续事件，无法

提供内部时间参照，因此不 能 结 句；ｂ之 所 以 成 立，是 因 为 有 后 续 事 件，提 供 了 内 部 时 间 参

照。
表示进行的语气词“呢”只能用于外部时间参照。如：
（４１）ａ．他们吃饭呢。 ｂ．＊他们吃饭呢看电视。
（４２）ａ．他抽烟呢。 ｂ．＊他抽烟呢走了。
例（４１）（４２）的ａ是外部时间参照，不需要后续事件就能站住；ｂ中加上了后续事件，反

而不成立。
（４３）ａ．＊他吃着

獉
饭。 ｂ．他吃着

獉
饭呢。

（４４）ａ．＊外面下着
獉

雨。 ｂ．外面下着
獉

雨呢。
例（４３）（４４）应如何分析呢？马希文（１９８７）注意到，在北京话中，带“着”的句子往往站不

住，需要再加“呢”。一个带“着”的句子，本来需要后续事件提供内部时间参照，但如果在句

尾加上“呢”，处于外层的“呢”的外部时间参照要求抑制了“着”的内部时间参照要求，不再要

求出现后续事件就能站住。因此，也可以说，“呢”具有把“Ｖ着”的内部时间参照要求转化为

外部时间参照要求的作用。
当动词后出现“着”而缺乏外部时间参照无法站住时，添加“呢”从而引入外部时间参照

就成了必需的手段。可 以 看 到，体 助 词“着”和 语 气 词“呢”在 时 间 参 照 上 的 差 异 与 体 助 词

“了１”与语气词“了２”在时间参照上的差异是平行的。

３．３．３“过”的时间参照及成句性

“过”可以分为两个，“过１”表示“完结”，“过２”表示经历。例子见下：
（４５）ａ．我吃过

獉
１饭了。 ｂ．节目都演过

獉
１了。（完结）

（４６）ａ．我吃过
獉
２韩国泡菜。 ｂ．我没看过

獉
２这本书。（经历）

“过１”要求内部时间参照，因此需要加后续事件或句尾加上“了２”才能结句。
（４７）ａ．我吃过

獉
饭就走。 ｂ．赶到那儿，第一场已经演过

獉
了。

而“过２”要求外部时间参照，不需要后续事件就能成立。如：
（４８）ａ．我去过

獉
北京。 ｂ．我昨天去学校找过

獉
你。

可以看到，“过１”与“过２”在时间参照上的差异，与“了１”和“了２”、“着”与“呢”是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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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时体副词的时间参照及成句性

“在、正在、正、已经、曾经”等时体副词与“了”“着”“过”在语义上相当，这些副词修饰谓

词性成分时，时间参照和成句性如何呢？

“在”一般要求外部参照。如：
（４９）ａ．他在

獉
吃饭。　　　　ｂ．＊他在

獉
吃饭，外面有人敲门。　　ｃ．＊他在

獉
吃饭看电视。

“正”却要求内部时间参照，但限于以后续小句为参照。如：
（５０）ａ．＊他正

獉
吃饭。　　 ｂ．他正

獉
吃饭，外面有人敲门。 ｃ．＊他正

獉
吃饭看电视。

如果没有后续小句，需在句尾加语气词“呢”，变为外部时间参照，句子才能成立。如：
（５１）他正

獉
吃饭呢。

“正在”既可以是外部参照，也可以是内部参照。内部参照时，后续事件只能是小句，不

能是连谓结构的后续谓词。如：
（５２）ａ．他正在

獉獉
吃饭。　　ｂ．他正在

獉獉
吃饭，外面有人敲门。　　ｃ．＊他正在

獉獉
吃饭看电视。

“已经、曾经”都要求外部时间参照。如：
（５３）ａ．我们已经

獉獉
下课。　　　　ｂ．＊我们已经

獉獉
下课开会（＝下了课开会）。

（５４）ａ．我们曾经
獉獉

到达山顶。 ｂ．＊我们曾经
獉獉

达到山顶下撤。

３．３．５“Ｖ＋数量短语＋（ＮＰ）”的时间参照问题

带“了１”的谓词性成分如果后面有数量短语，也能站住。如：
（５５）ａ．我吃了两碗饭。 ｂ．他离开了三次。 ｃ．我们等了四天。
例（５５）这样带数量短语的句子的时间参照到底是内部参照还是外部参照呢？从表面上

看，带“了１”的谓词性成分后没有后续事件，句子就站住了，应看作外部时间参照。但意义上

与例（５６）这样带“了２”的真正的外部参照句子有很大不同，因此不能看作外部时间参照。
（５６）ａ．我吃了两碗饭了。 ｂ．他离开三次了。 ｃ．他毕业三年了。
那么应如何解释这些不带“了２”句子就站住的现象呢？我们认为，可以把数量短语看作

后续事件。龙果夫（１９５８）、朱德熙（１９８２）、石定栩（２００６）都指出，数量短语具有谓词性、陈述

性。第一个证据是数量短语可以做谓语，如：
（５７）ａ．小王今年二十岁

獉獉獉
。 ｂ．这个西瓜十五斤

獉獉獉
。

第二个证据是数量短语还能做补语。如：
（５８）ａ．跑得一头汗

獉獉獉
。 ｂ．打得一身伤

獉獉獉
。

第三个证据是宾语位置上的数量短语前可添加“有”或状语。如：
（５９）ａ．这个工作我干了有

獉
半年了。　　ｂ．他把一口点心嚼了有

獉
三分钟。

ｃ．我前前后后大约一共给她写了有
獉

二十多封信呢。
（６０）ａ．这个工作我干了已经

獉獉
八年了。　ｂ．他来了都

獉
三天了。

ｃ．那个地方我去了一共
獉獉

三次。　　ｄ．我吃了一共
獉獉

两碗饭。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 到，动 词 后 的 数 量 短 语 前 可 以 出 现“有”（参 看 金 晶，２０１２），这 个

“有”是一个动词，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某种程度：水有三米多深”（《现代汉语词典》）。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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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不加“有”语义相同⑤，可见不加“有”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表示“达到某个数量”意思的

动词。正因为如此，动词后的数量短语前可以添加“已经”“都”“一共”等副词，可以认为这个

位置上的数量短语体现出谓词性。石定栩（２００６）甚至认为准宾语位置上的数量短语就是一

个谓语。
既然动词后的数量短语有谓词性，这个数量短语在语义上实际上表示“达到某个数量”，

因此可以看作动词后的后续事件，给前面的动词提供时间参照，从而使带“了１”的谓词性成

分站住。⑥

３．４时间参照与背景信息和前景信息

一个句子若出现多个谓词，有的谓词表达前景信息（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有的谓词

表达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信息。在连谓结构和复句中，出现多个谓词，总是带有

外部时间参照的那个谓词表达前景信息，而带有内部时间参照的谓词表达背景信息。如：
（６１）我看了电影就回家了。

　　背景　 　 前景

（６２）他吃着饭 看电视。

　背景 　前景

（６３）他脱了大衣，“扑通”一下跳进水里去了。

　　背景 前景

一个直陈单句通常只有一个前景信息，这与直陈单句只有一个谓词是外部时间参照一

致。复句中，如果是单点参照，总是最后一个小句是前景信息，如例（６３）。如果多点参照，仍
倾向于最后一个小句为前景。如：

（６４）下雨了，路上的人都在跑。
背景 前景

可见，外部参照与前景信息基本对应，只有复句的多点参照不完全对应。
由于“着”经常用于连谓结构中表达背景信息，有学者认为“Ｖ１着Ｖ２”中的“着”的语义

是表示“方状（方式、手段等）”（刘一之，１９９９、２００１）。本文认为，“方状”的意义，并不是“着”
本身的，而是句式带来的。“着”本身的语义仍然是表示“持续”，只是由于要求后续事件提供

内部时间参照，因而表达背景信息，而“方状”只是表示持续义的“Ｖ着”的背景信息产生出的

语境义。

四　“了１”结句问题

４．１对话中“了１”结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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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加“有”大多有主观大量的意味（金晶，２０１２），所 以 数 量 少 的 通 常 不 能 带“有”，如“＊这 件 衣 服 他 洗

了有一次”“＊前前后后写了 有 两 封 信”，但 并 不 能 认 为 这 是“有”的 意 思，因 为 如 果 带“只”，则 有 言 少 的 意

味，如“前前后后只写了有两封信”“前前后后写 了 只 有 两 封 信”，可 见“有”本 身 的 意 义 只 是 表 示“达 到 一 定

数量或程度”，主观大量或主观小量是“有”为显性形式的条件。

如果数量短语前有指示词，一般不能成句，如“＊他吃了那碗饭”。同时我们注意到，“Ｖ＋指示＋数

量（名词）”不能插入“有、已经”等成分，如“＊吃了有／已经那碗饭”，因为“指示＋数量”成分的功能不是计量

的，而是起到定指的作用。



带“了１”的谓词性成分如果后面没有数量成分，一般不能结句，但在对话语体中，还是能

找到“了１”结句的例子。如：
（６５）ａ．———你什么时候走？

———吃了饭。

ｂ．———他怎么老跑厕所？

———昨晚给朋友接风吃坏了肚子。
这些“了１”结句的例子通常表原因、时间、条件等，完整的表达应该在后面再出现表结果

的小句或谓词性成分，如例（６５ａ）的完整表达是“我吃了饭走”。但由于是接着对方的话说，
表结果的小句或谓词性成分省略而未说出。因此，这类例子可看作“了１”后在观念上有后续

事件提供内部时间参照，只是没有实际说出，可叫隐性内部时间参照。

４．２作为过去时标记的“了１”用于结句的“Ｖ了Ｏ”
前面我们说到，在汉语口语中，“了１”由于是内部时间参照，因而不能结句。带“了１”的

谓词性成分后面需要添加表示后续事件的成分、数量短语、“了２”才能结句。
但在汉语书面语的叙述句中，有不少“了１”结句的例子。如：
（６６）ａ．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

獉
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ｂ．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
獉

出来。

ｃ．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
獉

渴 望 已 久 的 东

西。

ｄ．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
獉

盖子。（铁凝《哦，香雪》）
（６７）ａ．徐有贞没有理会无地自容的曹吉祥，洋洋得意地走出了

獉
大殿。

ｂ．徐有贞怀着愧疚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李贤露出了
獉

笑容。

ｃ．朱祁镇被他烦得不行，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讨厌徐有贞，便连夜派人 把 正 在 路 上

的徐有贞抓了
獉

回来。

ｄ．朱祁镇冷冷地看了石亨一眼，最终答应了
獉

他的要求。（石悦《明朝那些事儿》）
这些“了１”结句的句子，主要出现在叙述句，包括小说、新闻的叙述、历史事件或故事的

叙述，而在口语对话中少见。
应如何分析这些“了１”结句的句子呢？我们认为，这些句子中的“了１”与非结句的“了１”

相比，在时间参照上发生了变化。非结句的“了１”是内部时间参照，因此要求后面有后续事

件或数量短语、“了２”。而结句的“了１”实际上采取的是外部时间参照，参照时间一般就是说

话时间。不过，虽然参照时间是说话时间，但并没有相对时间参照的“影响性”，而仅仅是对

过去事件的客观叙述。从这一点看，这种用法的“了１”实际就是“过去时”的标记，是一种绝

对时间参照。由于“了１”的过去时用法的时间参照也 是 外 部 参 照，也 起 到 了 时 间 定 位 的 作

用，也提供了前景信息。
“了１”的 过 去 时 用 法 是 最 近 一 百 年 来 的 新 变 化。在 旗 人 作 家 蔡 友 梅 的 小 说《小 额》

（１９０６）中，“了１”结句的比例只占“了”总数的１．１％，在老舍小说《二马》（第三段）（１９２９）中，
只占３．５％。而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６０－７１节）（１９９２）中，占２０．４％。同时，“了１”结句

的比例也与作者个人的风格有关，比如在铁凝的《哦，香雪》中“了１”结句数达到３９．２％，比同

时期的其他作家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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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荣（２０１３）从句子的表达功能角度分析了不用“了２”的条件，认为说明句、描写句不

用“了２”。用本文的观点看，这些不用“了２”的句子如果出现“了１”结句的话，其实就是表示绝

对时间参照的过去时，而不是表示相对时间参照的完成体。

五　结语

时间参照可以分为绝对时间参照和相对时间参照，汉语口语中没有以绝对时间参照为

基础的基本时态，但有相对时间参照，相对时间参照形成了完成体、持续体和经历体的基础。
汉语中相对时间参照表现为内部时间参照和外部时间参照两种类型。内部时间参照以后续

事件为参照时间，外部时间参照以外部世界时间流逝中的某个时间位置为参照时间。汉语

现实句必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谓词有外部时间参照，这是因为现实句表达的事件需要在外

部世界的时间流逝中定位。汉语的外部时间参照与英语基本时态的时间定位功能相当，因

此可以说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谓词与英语的定式动词相当。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说汉语中

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谓词就是小句的核心。连谓结构一般只有最后一个谓词性成分有外部

时间参照，前面的谓词都是内部时间参照，因此连谓结构的最后一个谓词是小句核心。进一

步说，这个核心实际就是定式动词。汉语复句则有多点时间参照和末尾时间参照两种类型。
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谓词性成分通常表示前景信息，具有内部时间参照的成分通常表示背

景信息。
汉语中的时体助词、时体语气词和时体副词在时间参照上有分工，“了１”“着”“过１”“正”

通常是内部时间参照，“了２”“呢”“过２”“在”“已经”“曾经”通常是外部时间参照，“正在”既可

以是外部时间参照，也可以是内部时间参照。“了１”“着”“正”一般不能结句，原因就是其时

间参照是内部参照，需要出现后续事件，或添加“了２”“呢”等使其变为外部时间参照。
正是由于“了２”“呢”等表示时体的语气词具有外部时间参照的作用，可以使话语表达的

内容与当前建立联系，因而适合用于对话等互动交际语体，在新闻、科技等语体中单向式语

体则少见（王洪君、李榕、乐耀，２００９）。小说叙述中“了２”比例不及对话语体，但比新闻语体

“了２”的比例高，但比对话中“了２”比例低，这是因为受中国传统说书的表演者与受众的互动

性的影响，小说叙述仍有相当的互动性，所以比新闻报道的交互性要强。
在书面语的叙述句中，“了１”也可以结句，原因是一部分“了１”正在产生过去时标记的用

法。这一变化，使得当代汉语正在产生绝对时间参照的基本时态———过去时。这一变化目

前主要发生在叙述语体中，口语中少见。从这个角度看，“了１”并不是一个同一的成分，而是

一个在语义和用法上都有差异的成分。
“了１”结句的用法受到很大限制，经初步考察，主要用于动词为带有结果性的变化动词

或动补式带宾语的结构，宾语较长时接受度更高，或用于“Ｖ＋疑问代词”。为什么如此？还

需做更深入的考察和解释。
在汉语口语中，“着”由于是内部时间参照，因此不能结句。带“着”的谓词性成分后面需

要添加表示后续事件的成分，“呢”才能结句。但在汉语书面语的叙述句中，有不少“着”结

句。下面是《哦，香雪》中的例子：
（６８）ａ．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得那样深沉、真切，好

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
獉

自己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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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
獉

她的肩膀。

ｃ．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系紧头上的紫红色线 围 巾，
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地跑着

獉
。

ｄ．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獉
。

《哦，香雪》中共出现体助词“着”４５例，其中１０例结句（２２％）。但是在《小额》和稍晚的

《老张的哲学》和《骆驼祥子》中，几乎找不到“着”结句的例子。因此，可以推断体助词“着”结
句的用法也是新用法，这种用法也许与叙述方式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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