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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的运动事件中ꎬ运动起点与运动终点之间的运动路径可看作运动主体在物理空间中的位移ꎬ它可以衡量

主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情况ꎮ 这种空间上的位移与动作动词的时间结构具有一致性ꎬ即动作的起点ꎬ续段与结束跟“过”的运动

事件中的运动起点、路径、运动重点具有一致性ꎬ这构成了隐喻的基础ꎬ是“过”具有量度功能的重要条件ꎮ 此外ꎬ由于“过”的

义素密度较低ꎬ随着语言的发展ꎬ其动态性逐渐减弱ꎬ运动框架投射到其它认知领域ꎬ表现出不同形式的量度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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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代汉语词典»ꎬ “过”从功能上看可以充

当运动动词、趋向动词以及动态助词ꎮ 当“过”用为

动态助词时ꎬ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表示时间范畴ꎬ是
一种时间量ꎮ 句子作为交际的基本动态单位ꎬ它不

仅要反映事件的 “质”ꎬ还要凸显事件中蕴含的

“量”ꎮ “质”是句子的概念内容ꎬ主要由句子中的名

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开放类成分充当ꎬ而“量”则主

要由句子中的封闭类成分充当ꎮ “量”的凸显决定

了一个句子的自足度ꎮ 在汉语的句子中ꎬ时间和程

度是两个重要的量ꎮ 对于动词谓语句来说ꎬ时间量

是句子中的必备要素ꎮ 在现代汉语中 ꎬ探讨“过”作
为一个运动动词如何转化为具备量度动词时间属性

的封闭类成分无疑对汉语本体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ꎮ 此外ꎬ“过”作为表示经历体的时间成分是留

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ꎬ从理论上探讨“过”的量度功

能对汉语教师也具有一定的参加价值ꎮ 本文从量的

属性凸显入手ꎬ来探讨运动动词“过”如何演变为一

个表示时间范畴的动态助词的ꎮ

一　 “过”的语义分析

(一)运动动词“过”
语言学中把包含运动或维持固定位置的情境叫

做运动事件ꎮ 伦纳德泰尔米(ｌｅｏｎａｒｄ Ｔａｌｍｙ)指出

运动事件主要包括四个语义要素:(１)焦点ꎬ它是运

动的主体ꎬ移动或者处于某种状态的事物ꎮ (２)运

动状态ꎬ运动的两种可能状态———运动或者静止ꎮ

(３)路径ꎬ事物相对于参照点的运动方位和路线ꎮ
(４)背景ꎬ运动的物理环境ꎬ如源头、目标和位置[１]ꎮ
以上四个语义要素构成了运动事件最为核心的元

素ꎮ 世界上任何语言在表达运动事件时都包含这四

个基本的语义要素ꎮ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典型的

运动动词ꎮ 王力先生指出ꎬ“过”是表示动向的ꎬ它
表示从甲处到乙处的过程[２]３６１￣３６２ꎮ 这体现了“过”
的动态和位移属性ꎮ 动态性指的是运动主体运动的

状态ꎬ位移性说明了运动主体的运动路径ꎮ “过”在
古代汉语中的用法表现出了一个运动事件所具有的

基本语义要素ꎬ即运动主体、运动状态、运动路径以

及运动目标ꎮ 例如:
(１)弱水、青水出西南隅ꎬ以东ꎬ又北ꎬ又西南ꎬ

过
∙

毕方鸟东ꎮ («山海经»)
(２)嶓冢导漾ꎬ东流为汉ꎬ又东ꎬ为沧浪之水ꎬ过

∙
三澨ꎬ至于大别ꎬ南入于江ꎮ («尚书»)

(３)江有沱ꎬ之子归ꎬ不我过
∙

ꎮ («诗经»)
在这一组句子中ꎬ“过”作为运动动词包含的语

义要素很明确:若水、清水、(之)子是运动主体ꎻ运
动状态都是运动ꎻ运动路径分别为“毕方鸟东”、“三
澨、”以及“我”ꎮ 在这组句子中 ꎬ“过”所带宾语表

现出很强的空间属性ꎮ 其中ꎬ“毕方鸟东”、“三澨”
表示具体方所ꎬ“我”在(３)中主要指居住的场所ꎮ
在运动事件中ꎬ运动目标的空间性越强ꎬ作为背景来

说就越明显ꎬ就越容易引起认知主体的注意ꎬ那么其

参照作用也就越显著ꎮ 因此ꎬ在“过”的运动事件



中ꎬ运动目标的空间性越强ꎬ越能显示出动词“过”
的运动特性ꎮ 在该运动事件中ꎬ运动路径在句法结

构上充当了动词“过”的宾语ꎬ表示运动主体在空间

上的位移情况ꎮ
(二)运动路径的量度作用

«说文解字»:“过ꎬ度也ꎮ 从辵咼声ꎮ” «说文解

字»:“度ꎬ法制也ꎮ”法制是衡量人们行为的一种标

准ꎬ具有量度作用ꎮ 例如:
(４)故谨毋失其度

∙
与本则民可治ꎮ («管子»)

(５)高山仰之可极ꎬ深渊度
∙

之可测ꎬ神明之德术

正静ꎬ其莫之极ꎮ («鬼谷子»)
(６)天生民而制其度

∙
ꎬ度小大以整ꎬ权轻重以

极ꎬ明本末以立中ꎮ («逸周书»)
段玉裁«说文解字解字注»:“古者五度ꎮ 分寸

尺丈引谓之制ꎮ 周制ꎬ寸尺寻常仭皆以人之体为法ꎮ
寸法人手之寸口ꎮ 尺法中妇人手长八寸ꎮ 仭法伸臂

一寻ꎮ 皆于手取法ꎮ 故从又ꎮ”可见ꎬ“度”基于“人”
这一认知主体的基础上去衡量事物的物理属性ꎮ 先

秦时期ꎬ“度”可以用为名词或动词ꎮ “度”为名词时

指人们衡量其它事物的标准ꎻ作动词时指认知主体

对事物的衡量ꎮ “过”与“度”在语义上的相通之处ꎬ
即二者都具有量度功能ꎮ 为了进一步说明“过”的

语义特点及所具有的“量度”功能ꎬ我们可以参照古

代汉语中“过”的同义词:涉、跨、越、渡、逾ꎮ
«说文解字»:“渡ꎬ济也ꎮ” “渡”本义是指横过

水面ꎮ 在“渡”的运动事件中ꎬ运动的方式是“横”ꎬ
即从水面上穿过去ꎮ 运动的目标是“水面”ꎮ 水面

的宽度是运动的路径ꎮ 例如:
(７)是月ꎬ彭越渡

∙
睢ꎬ与项声、薛公战下邳ꎬ破杀

薛公ꎮ («汉书»)
(８)乘隆波而南渡

∙
兮ꎬ逐江湘之顺流ꎮ («楚辞»)

在“彭越渡睢”中ꎬ“睢”充当了运动目标和路径ꎮ
“睢”起到量度主体(彭越)在物理空间中运动情况的

作用ꎮ 在该句中ꎬ“睢水”并非质点ꎬ它充当了运动路

径ꎮ «说文解字»:“涉ꎬ步行厉水也ꎮ”从运动方式上

看ꎬ“涉”的运动方式是“步行”ꎻ“涉”对目标“水”的深

度有一定要求ꎮ 如«诗经»中有“深则厉ꎬ浅则揭”ꎮ
«尔雅释水»:“繇膝以上为涉ꎮ”例如:

(９)故阴气壮ꎬ则梦涉
∙

大水而恐惧ꎮ («列子»)
(１０)过於荆ꎬ至江上ꎬ欲涉

∙
ꎬ见一丈人ꎬ刺小船ꎬ

方将渔ꎬ从而请焉ꎮ («吕氏春秋»)
“涉”跟“渡”的运动目标都是水ꎬ“涉”对运动

目标还有一定的限制ꎬ“个性义素”相对比较丰富ꎬ
义素密度较大ꎮ «说文解字»:“跨ꎬ渡也ꎬ从足夸

声ꎮ”«说文解字»:“渡ꎬ济也ꎬ从水度声ꎮ”形旁主要

表示意义领域ꎬ二者形旁的不同显示出它们的个性

义素有较大差别ꎬ共性义素也有相通之处ꎬ即二者作

为运动动词具有相似的运动轨迹ꎮ 跨ꎬ段玉裁«说
文解字解字注»曰:“大其两股闲以有所越也ꎮ”“跨”
的运动方式是很具体的ꎬ强调两腿之间ꎮ 例如:

(１１)此非所以跨
∙

海内制诸侯之术也ꎮ («汉书»)
(１２)蒙鹖苏ꎬ绔白虎ꎬ被斑文ꎬ跨

∙
野马ꎬ陵三嵕

之危ꎬ下碛历之坻ꎬ径峻赴险ꎬ越壑厉水ꎮ («汉书»)
跟“渡”相比ꎬ“跨”和“涉”相通之处在于穿过

某物的表面ꎬ“渡”更强调水面ꎬ“跨”一般是较窄的

空间界面ꎬ且“跨”对跨越的方式并没有特殊要求ꎮ
从本义看ꎬ“渡”强调的是运动目标的属性跟“水”有
关ꎬ“跨”侧重对运动主体的限制即跟“腿”有关ꎮ

«说文解字»:“越ꎬ度也ꎮ”«玉篇»:“越ꎬ逾也ꎮ”
«说文解字»:“逾ꎬ越也ꎮ” 段玉裁«说文解字解字

注»注释曰:“有所超越而进也ꎮ”可见ꎬ“越”跟“逾”
均有超过之意ꎬ“进也”反映出“逾”和“越”的重要

特征ꎮ 在二者的运动事件中ꎬ运动主体是超过目标

而不是止于目标ꎬ运动目标也不是以质点的形式出

现的ꎮ 例如:
(１３)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ꎬ再逾

∙
冬ꎬ积三岁

乃出ꎬ语在«胜传»ꎮ («汉书»)
(１４)然操持掾史ꎬ郡中长吏皆令闭门自敛ꎬ不

得逾
∙

法ꎮ («汉书»)
通过比较“涉、越、逾、渡、跨”等古代汉语中的

运动动词ꎬ我们发现在它们的运动事件中ꎬ运动目标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ꎬ即在运动事件中运动目标不是

一个质点ꎬ而是具有一定形状和体积的空间实体ꎬ或
者抽象名物ꎬ运动方式和目标都受到一定限制ꎮ 对

“过”来说ꎬ运动方式没有限制ꎬ运动的目标也是其

运动路径ꎬ且运动目标不是以位移中的质点的身份

出现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过”的量度作用更

加明显ꎮ 跟“涉、越、逾、渡、跨”相比ꎬ从本义上来

说ꎬ“过”的义素密度就比较低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其运动框架不仅局限于空间领域ꎬ还可以投

射到时间或性状领域ꎮ 义素密度较大的词其在语言

的演变中个性义素较多ꎮ 个性义素越多发生语法化

的程度就会弱一些ꎬ因为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有些个

性义素是要丢失的ꎬ个性义素越多语法化的进程就

相对慢一些ꎮ

二　 “过”的运动目标

(一)名物充当运动目标

“过”在先秦时期是典型的运动动词ꎬ运动主体

以人为主ꎬ也可以是流动的物体ꎬ如河流等ꎬ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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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的流动性有一定关系ꎬ“流动”本身就是运动

的一种具体形式ꎮ 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名词

“过”ꎬ当为名词“时”指的是过失ꎬ即主体违反了一

定的标准ꎮ 如:
(１５) 百姓有过

∙
ꎬ在予一人ꎬ今朕必往ꎮ («尚

书»)
(１６)无启宠纳侮ꎬ无耻过

∙
作非ꎮ («尚书»)

当“过”表示“过失”时ꎬ实际上是“过”的运动

图式在社会领域的一种投射ꎮ 从运动事件的角度来

看ꎬ“人的言行”充当了运动的主体ꎬ被群体认同的

标准或者制度则被视为运动的目标ꎮ 这个标准往往

是一个范围ꎬ允许人们在这个范围内运行ꎬ超出了范

围的边界就是“过”ꎮ 此外ꎬ在先秦时期ꎬ运动目标

还可以由抽象名词或形容词充当ꎮ 这导致了“过”
的运动特性降低ꎬ即运动目标空间性降低之后ꎬ导致

整个运动过程的动态性降低ꎮ 如:
(１７)六二柔顺中正ꎬ进则过三四而遇六五ꎬ是

过
∙

阳而ꎮ («周易»)
(１８)位虽得正ꎬ然过

∙
刚不中ꎬ志从于上ꎬ不能久

于其所ꎬ故为不恒其ꎮ («周易»)
“阳”跟“阴”相对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ꎮ 同样ꎬ

“刚”指的是抽象的事物ꎮ 当运动目标为形容词或

者抽象名词时ꎬ“(主语)＋过＋乎＋形容词”也成为一

种常见的格式ꎮ 例如:
(１９) 君子以行过

∙
乎恭ꎬ丧过

∙
乎哀ꎬ用过

∙
乎俭ꎮ

(«周易»)
(２０)故人主之性ꎬ莫过

∙
乎所疑ꎬ而过於其所不

疑ꎻ不过乎所不知ꎬ而过於其所以知ꎮ («吕氏春

秋»)
“俭”、“所疑”、“所不知”都是抽象事物ꎮ 在这

一结构式中ꎬ“过”的运动性已经较弱了ꎮ 其中“乎”
在这里是一个介词ꎬ表示引进动作发生的对象或者

场所ꎮ “过”并不能表示一定的时间因素ꎮ
(二)性状充当运动目标

魏晋时期“过”的运动目标可以是事物的某种

性状而不局限于抽象的事物ꎮ 句法结构常常以“主
语＋过＋形容词”为主ꎮ 例如:

(２１)仰齿金玺ꎬ俯执圣策ꎬ皇恩过
∙

隆ꎬ祗承怵

惕ꎮ («三国志»)
(２２) 诛罚过

∙
深ꎬ当燠而寒ꎬ尽六日ꎬ亦为雹ꎮ

(«宋书 »)
(２３)在道绝粮ꎬ后因食过饱

∙
而卒ꎮ («梁书»)

在该组中ꎬ“隆”、“深”、“饱”都表示事物的某

种属性ꎬ并不代表某种抽象的事物ꎮ 因此ꎬ“过”显

然可以表示一定的程度ꎮ 在“皇恩过隆”中ꎬ“隆”作

为表示性状的词ꎬ“过隆”体现出一种程度义ꎬ“过”
可以看作是程度副词ꎮ 从运动事件的角度来看ꎬ
“过”后面的目标不是一个质点ꎬ而是一个有自身体

积及形状的事物ꎮ “隆”作为一个性质形容词ꎬ其性

状表现为一种量幅ꎮ 这个 “量幅” 恰恰可以充当

“过”的运动路径ꎬ从始点到终点的运动过程ꎬ运动

的结果使“隆”的属性量化ꎬ达到了一个量点从而可

以表示程度量ꎻ同样ꎬ在“诛罚过深”中ꎬ“深”作为一

个性质形容词自身体现出事物性状的一个量幅ꎬ这
个“量幅”恰恰充当了运动事件中的运动路径ꎮ 因

此ꎬ“诛罚过深”中“过”则表示一种程度意ꎮ 可见ꎬ
当“过”后面的目标为形容词时ꎬ“过”还起到激活谓

语形容词程度属性ꎮ 当后面是形容词时ꎬ“过”的动

词属性已经非常弱了ꎬ但是在语义上仍然表现出一

种抽象的运动图式ꎮ
(三)动作充当运动目标

根据王力先生«汉语史稿»ꎬ在隋唐时期ꎬ“过”
后面可以加动词性成分ꎬ从而表示出时间范畴ꎬ而到

了宋代这种用法就逐渐多了起来[２]３６２￣３６３ꎮ 例如:
(２４)归寮将平日看过

∙
底文字从头要寻一句酬

对ꎬ竟不能得ꎬ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ꎮ” («五元

灯会»)
(２５) 若只恁地听过

∙
ꎬ则无益也ꎮ” («朱子语

类»)
(２６)若只恁地等闲看过

∙
了ꎬ有甚滋味! («朱子

语类»)
在这一组句子中ꎬ过”可以表示一定的时间ꎬ表

示曾经发生的事情ꎮ 当表示“经历”时ꎬ其参照点往

往是说话时间ꎮ 当“过”表示经历时ꎬ句子中往往只

有一个动词ꎮ 到元明时期ꎬ随着句子结构不断的复

杂化ꎬ动词之间可以提供一定的时间参照ꎬ“过”则

表示出“完成”的意ꎮ 例如:
(２７)二生就讨过

∙
笔砚ꎬ写了息词ꎬ同着原告、被

告、中证一行人进府里来ꎮ («初刻拍案惊奇»)
(２８)当时就取过

∙
天平ꎬ将两个元宝共兑了一百

两之数ꎬ交与张、李二人收着ꎮ («初刻拍案惊奇»)
(２９)元普收过

∙
了书ꎬ便对二人说道:“李兄果是

我八拜至交ꎬ指望再得相会ꎬ谁知已作古人? («初

刻拍案惊奇»)
在这一组中ꎬ动词“讨”、“取”、“收”都表示一

种取得的意义ꎮ 讨ꎬ有“求”的意思ꎮ 讨ꎬ«类篇»:
“求也ꎮ” “取”也有得到的意思ꎮ 在语义上都隐含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语义信息ꎬ这
与“过”有重叠的地方ꎮ “讨”或“取”只是一种趋向

行为ꎬ“过”则表示一种结果ꎮ “过”跟该类动词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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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现的是一种概念之间的重叠ꎬ并不能表示一定

的时间意义ꎮ 因此ꎬ句中都有其它表示时间的词语ꎬ
如“就、当时、了”等ꎮ

元明时期ꎬ“过”已经很普遍地用为动态助词ꎬ
表示一种“完成”ꎬ其主要的格式为主语＋动词＋过＋
名词(或省)ꎮ 其中ꎬ动词的范围已经远超出了“取
得”类动词ꎮ 但是ꎬ“过”往往表示的是一种完成意ꎮ
例如:

(３０)鼓打三更ꎬ李乙与妻子蒋氏吃过
∙

晚饭ꎬ熟
睡多时ꎮ («初刻拍案惊奇»)

(３１)叙过
∙

寒温ꎬ便教暖酒来吃ꎮ («初刻拍案惊

奇»)
(３２)恰好是日ꎬ本县申文也到ꎬ大守看过

∙
ꎬ方知

就里ꎮ («初刻拍案惊奇»)
在这一组句子中ꎬ动词没有趋向或者“得到”的

意义ꎮ 作为一般动词ꎬ“过”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范

畴ꎬ表示动作的完成ꎮ 动词作为一个陈述性成分ꎬ其
所指有一个随着时间展开的内部过程ꎮ 郭锐把这个

内部过程分为起点(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终点( ｆｉｎｉｓｈ)和续断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三个部分[３]ꎮ 时间的一维性与运动事件

的路径具有很高的相似性ꎮ 在“吃过饭”中ꎬ“吃饭”
是一个事件ꎬ自身有一个从发生到完结的过程ꎬ这个

过程跟“过”的运动图式是一致的ꎮ 所以ꎬ“过”则可

以表示一种“完成”ꎬ而不是一种经历ꎮ 同样ꎬ在“叙
过寒温”中ꎬ“叙寒温”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体现

了一种时间路径ꎮ 其“完成”往往可以从另外一个

动词中看出来ꎮ 因此ꎬ当“过”表示“完成”意时ꎬ除
了说话时间为参照外ꎬ还有另外一个事件作为其参

照点ꎮ 其中ꎬ当“过”表示的是“完成”意时ꎬ说话者

关注的是整个事件自身ꎬ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过程ꎮ
通过对“过”与其它运动动词的比较以及对“过”发
展轨迹的考察ꎬ我们发现“过”在运动方式以及运动

目标上受到较小的限制ꎬ运动路径和运动目标具有

一致性ꎮ 这些特点为“过”进一步语法化提供了有

利条件ꎬ同时扩大了“过”的量度范围ꎬ从空间领域

到性状领域到时间领域ꎮ 根据“过”的运动目标的

不同ꎬ“过”的语法功能也发生了变化ꎮ

三　 结　 语

根据“过”的不同的运动目标ꎬ“过”的用法也出

现较大的差异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运动的主体与运动

目标的一致性恰恰体现在空间、性状和时间的领域

中ꎮ 在物理空间中ꎬ运动的路径是一种空间的位移ꎬ
当运动目标为形容词时ꎬ运动的路径为一种量幅ꎮ
当运动目标为时间领域中的事件时ꎬ其运动的路径

主要是一种时间路径ꎮ 通过对“过”的运动事件分

析ꎬ我们认为隐喻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运动动

词的内部时间结构即:时间起点、时间续段以及时间

终点与运动跟运动动词“过”的运动起点ꎬ运动路径

和运动终点具有一致性ꎮ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

种方式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认知域投射到复杂的认

知域 ꎬ在“过”作为一个运动事件中ꎬ其运动的目标

已经从空间领域扩展到时间领域ꎮ 不论是空间、性
状还是时间领域ꎬ“过”基本的运动图式没有发生变

化ꎬ即具备了一个运动事件的基本特征ꎬ运动主体从

运动起点出发ꎬ经过运动路径达到运动终点ꎬ而运动

路径可以量度运动主体在空间性状或时间领域的活

动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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