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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和方言的介词悬空
———从上古到现代汉语

肖　 琳１　 [法]贝罗贝２

(１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ꎻ ２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摘　 要: 介词悬空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ｎｄｉｎｇ’ꎬ 即一种介词后面不出

现宾语的句法结构ꎮ 相较正式书面语ꎬ 这种句法现象更常在口语体中

使用ꎮ 英语有介词悬空现象 (通常出现在句末)ꎬ 也常见于其他日耳

曼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 语 言 或 方 言 中ꎬ 或 一 些 尼 日 尔 － 刚 果 ( Ｎｉｇｅｒ －
Ｃｏｎｇｏ) 语系语言中ꎬ 但在普通话中几乎不存在ꎮ 然而ꎬ 我们可以在

方言中见到悬空 ( ‘ｈａｎｇｉｎｇ’ꎬ ‘ｄａｎｇｌｉｎｇ’ ) 的介词ꎬ 如在 (河北

省) 张家口方言中ꎮ 具体可参见宗守云 (２０１９)、 郭锐 (２００９)、 张

谊生 (２００９) 等人的研究著作ꎮ 也有不少人认为ꎬ 介词悬空在上古

汉语中更为普遍 (尤其是介词 ‘以’ 和 ‘为’ 的情况)ꎬ 在中古汉

语中也是如此ꎬ 只是比例较少ꎮ 但是ꎬ 目前学界对中古汉语介词悬空

现象的系统研究很少ꎬ 不论是中古早期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即魏晋南北

朝时期) 还是中古晚期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即唐宋时期)ꎮ 中古汉语介词

‘以’ 和 ‘为’ (伴随格、 工具格、 处所格、 夺格、 向格、 予格ꎬ 等

标记) 已经渐渐被其他介词所取代ꎬ 参见刘丹青 (２０１７)ꎮ 本文试图

填补这一研究空缺ꎬ 并说明上古 (先秦) 汉语到中古及后来的近代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和现代汉语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经历了 【多

介词悬空】 > 【少介词悬空】 的类型演变ꎮ①

关键词: 介词悬空ꎻ 上古汉语ꎻ 中古汉语ꎻ 方言

① 本文采用 «汉语语言与语言学百科»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 中 Ａ Ｐｅｙｒａｕｂｅ 编写的汉语史分期ꎬ 它的检验标准是语法标准ꎬ 而不是语音标准ꎮ 该汉语

史分期详见文末ꎮ



一　 导言

介词悬空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ｎｄｉｎｇ’ (也作介词孤立 ‘ｏｒｐｈａｎｅｄ’ )ꎬ 即一

种介词后面不出现宾语的句法结构ꎮ 相较正式书面语ꎬ 这种句法现象更常

在口语体中使用ꎮ 英语有介词悬空现象 (通常出现在句末)ꎬ 也常见于其

他日耳曼语言或方言中ꎬ 或一些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中ꎬ 但在普通话中

几乎不存在ꎬ 详见黄正德 (１９８８)ꎮ 在英语不同句法结构中ꎬ 皆有介词悬

空的经典用例:

(１) Ｗｈｏ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译文: 你在跟谁说话? (疑问句)
(２)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ｙ Ｉ ｔｏｌｄ ｙｏｕ ａｂｏｕｔ
译文: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家伙 (关系从句)
(３)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ｂｅｄ ｌｏｏｋｓ ａｓ ｉｆ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ｓｌｅｐｔ ｉｎ
译文: 这个新床看起来有人已经睡过了 (被动句)

这种现象在现代罗曼 (Ｒｏｍａｎｃｅ) 语系中十分罕见 (拉丁语除外)ꎬ
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广泛使用的口语语体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中找到介词悬空的例

子ꎬ 如法语:

(４) Ｔｕ ａｓ ｖｕ ｃｅｔｔｅ ｆｉｌｌｅ ｒéｃｅｍｍｅｎｔ ? Ｏｕｉꎬ ｈｉｅｒꎬ ｊ’ ａｉ ｅｎｃｏｒｅ ｄîｎé
ａｖｅｃ

译文: 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 是ꎬ 昨天我还和她吃饭了ꎮ

以上四个例子中ꎬ 句末介词均不带宾语ꎮ
关于汉语中介词悬空现象ꎬ 我们通常认为普通话中是没有的ꎬ 但可以

在各种当代方言中找到悬空 ( ‘ｈａｎｇｉｎｇ’ꎬ ‘ｄａｎｇｌｉｎｇ’ ) 的介词ꎮ 也有学

者认为ꎬ 介词悬空在上古汉语中更为普遍 (尤其是介词 ‘以’ 和 ‘为’
的情况)ꎬ 在中古汉语中也是如此ꎬ 只是比例较少ꎮ 然而ꎬ 目前学界对

早期汉语介词悬空现象的系统研究很少ꎮ 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缺ꎬ 并

说明上古 (先秦) 汉语到中古及后来的近代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和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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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经历了 【多介词悬空】 > 【少介词悬空】 的

类型演变ꎮ

二　 上古和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的介词 ‘以’ 和 ‘为’ 的悬空现象较为显著ꎮ 中古时期仍

有其他后面不出现宾语的介词ꎬ 是因为这个时期古代汉语最常用的介词

‘以’ (前及物宾语标记、 工具格标记) 和 ‘于’ (伴随格、 工具格、 处

所格、 夺格、 向格、 予格标记等) 正渐渐不再使用并开始被其他介词取

代ꎬ 参见刘丹青 (２０１７)ꎮ

(一) 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中ꎬ 尤其是晚期上古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ꎬ 公元前 ５－２ 世纪)ꎬ 也

就是典型的文言文中ꎬ ‘于’ 和 ‘以’ 是最常见的介词ꎮ 实际上ꎬ 它们在

甲骨文 (公元前 １３—１１ 世纪) 中已经出现ꎬ 参见 Ｐｅｙｒａｕｂｅ ( １９８８ꎬ
１９９４) 和 Ｄｊａｍｏｕｒｉ (２００９)ꎮ 王力先生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ꎬ １９７９) 的研究已经

表明ꎬ 这两个最常见的介词 ‘于’ 和 ‘以’ 有相反的倾向ꎮ 在 ‘以’ 字

介词短语 (ＰＰ 即 ‘于＋ＮＰ’ ) 中ꎬ 介词 ‘于’ 可以删除但需要保留宾

语ꎬ 而在 ‘以’ 字介词短语 (ＰＰ 即 ‘以＋ＮＰ’ ) 中ꎬ 介词 ‘以’ 的宾

语可以删除ꎬ 但需要保留介词ꎮ 介词 ‘以’ 不带宾语的现象构成了明显

的介词悬空ꎮ 我们可以判定被删除的 ‘以’ 的宾语几乎都是第三人称代

词或指示代词 ‘之’ꎮ 晚期上古时期ꎬ 另一种容易形成介词悬空的介词是

‘为’ꎮ 举例:

(５) 不敢以告人 (诗经国风 [唐])
(６) 请以遗之 (左转隠元)
(７) 必以分人 (左传庄公 １０)

我们对以上例子加入了现代汉语译文ꎬ 以表明它们均涉及 ‘以’ 后

不出现宾语的介词悬空现象ꎮ 我们甚至可以拟构 ‘以’ 的第三人称代词

宾语ꎬ 与上文形成回指关系ꎮ
其实存在另一种解析ꎬ 即 ‘以’ 不是介词ꎬ 而是目的连词ꎬ 或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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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附着语素 (ｃｌｉｔｉｃ)ꎬ 见 Ｄｊａｍｏｕｒｉ ＆ Ｐａｕｌ (２０２１)ꎮ
我们认为ꎬ 这里涉及予格结构 (ｄ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ꎬ 或双宾语结构

(ｄｏｕｂ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引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ꎮ 当介词 ‘以’ 引

入直接宾语时ꎬ 介词悬空的情况非常常见ꎮ 当该介词 ‘以’ 做工具格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介词时ꎬ 介词悬空的情况比较少见ꎬ 但并不是不存在ꎮ
还有一些有趣的情况ꎬ 那就是双宾语结构中ꎬ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同

时隐现ꎬ 这就出现了 ‘以 ＋Ｖ’ 的形式ꎮ 特别是当删除的介词宾语为第三

人称代词 ‘之’ 时ꎬ 不论 ‘之’ 指代 [ ＋有生] ( [ ＋Ａｎｉｍａｔｅｄ] ) 还是

[－ 无生] ( [－ Ａｎｉｍａｔｅｄ] ) 的宾语ꎬ 见下例:

(８) 子路行以告 (论语微子)

这里ꎬ 我们要把 ‘以告’ 理解为 [以之告之] ‘把这个告诉他’ 的拟

构模式ꎮ
还有伴随格介词 ‘与’ 的介词悬空例子ꎬ 见下:

(９)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ꎬ 失人 (论语卫灵公)
(Ｗｈｅｎ) ａ ｍａｎ ｍａｙ ｂｅ ｓｐｏｋｅｎ ｗｉｔｈꎬ ｎｏｔ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ｈｉｍ ｉｓ ｔｏ ｅｒｒ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 (译文选自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ꎬ １９３５ / １９８３: ２９７)
译文: 可以和他谈的话但没有与他谈ꎬ 这是错失了人才

在最后这个例子中ꎬ 第一个介词 ‘与’ 的宾语是不存在的ꎬ 而这个

隐现的宾语ꎬ 在第二个介词 ‘与’ 后面以 ‘之’ 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ꎮ
这代表了另一种介词悬空的情况ꎬ 即介词的宾语不出现ꎬ 随后在下文而不

是上文的语境中表达ꎮ

(１０) 尝试与来 (庄子雍帝王)
(１１) 有争气者ꎬ 勿与辩也 (荀子劝学)

应该注意的是ꎬ 上古汉语阶段的介词悬空现象限于书面语或文言体ꎬ
而不是白话甚至口语ꎮ 这和我们将要看到的当代方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恰

恰相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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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古汉语

从汉代至整个中古晚期 (７—１３ 世纪中叶)ꎬ 介词悬空现象仍然存在ꎬ
甚至更常见ꎮ 虽然上古汉语遗留介词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是宾语严格紧跟其

后ꎬ 但我们能在司马迁 (公元前 １４５—８６ 年) 的 «史记» (约公元前 ９０
年) 中发现些许介词悬空用例ꎮ 后汉的佛经译本中也同样存在不少用例ꎬ
到中古早期 (３—６ 世纪) 介词悬空现象只增不减ꎮ 这是因为上古汉语的

介词 (特别是 ‘于’ 和 ‘以’ ) 逐渐被新的介词取代ꎬ 而这些新的介词

允许介词悬空现象ꎮ 见例句:

(１２) 欲呼张良与俱去 (史记项羽本纪)
(１３) 为具牛酒饭食 (诸少孙西门豹治邺ꎬ 公元前 １ 世

纪) [选自王力ꎬ １９７９]
(１４) 世雄愿为解此意 (支娄迦谶ꎬ 般舟三昧经ꎬ ２ 世纪)
(１５) 今我墮恶处为无有疑 (安世高ꎬ 道地经ꎬ ２ 世纪)
(１６) 辄与俱 (世说新语赏誉 １１４ꎬ ５ 世纪)
(１７) 愿为市鞍马ꎬ 从此替爷征 (木兰诗ꎬ ５ 世纪)

以上各例句中ꎬ 被省略的无疑是第三人称代词 ‘之’ꎮ 例 (１７) 中被

省略的 ‘之’ 在这里指代的是一个抽象名词: ‘之’ ＝ ‘原因’ → ‘为此

原因’ꎮ
我们在 «杂宝藏经» (５ 世纪) 中也发现 ‘与’ 和 ‘为’ 的介词悬空

用例ꎬ 同样的还有介词 ‘共’、 ‘从’ 和 ‘向’ 后省略宾语的用例ꎮ

(１８) 割十聚落ꎬ 与作福封 (杂宝藏经 ４罽夷罗夫妇自卖设会

现获报缘第六十五)
(１９) 王寻妻之ꎬ 为立宫室 (杂宝藏经 ２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

第二十)
(２０) 世尊长夜慈心怜愍ꎬ 柔软共语 (杂宝藏经 ２提婆达多欲

毁伤佛因缘第二十七)
(２１) 时辟支佛ꎬ 诣瓦师家ꎬ 从乞瓦钵 (杂宝藏经 ７恶生王得

五百钵缘第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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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嫌所生母ꎬ 所为非理ꎬ 不向拜跪 (杂宝藏经 １十奢王缘

第一)

这些例子显示ꎬ 中古早期时介词悬空现象仍然存在ꎮ 而到中古晚期

时ꎬ 汉语介词省略宾语现象已经少见ꎬ 几乎没有了ꎮ 仍有个别介词悬空用

例ꎬ 但显然属于上古汉语的遗留ꎬ 见下例:

(２３) 愿以闻于官 (柳宗元童区寄传ꎬ ８ 世纪)

这里中古晚期的最后一个例子ꎬ 实际上是采用了上古汉语遗留介词

‘以’ 作双宾语结构中的直接宾语标记ꎮ 那么为什么介词 ‘以’ 还可出现

悬空现象? 这可能是因为ꎬ 沿用至当代汉语的特殊宾语标记 ‘把’ 在那

时才刚出现ꎬ 不是强制性的ꎮ 不管怎么说ꎬ 这些罕见的中古晚期的例子代

表纯正的古代汉语 (可追溯到上古晚期)ꎮ 它们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当时的

白话ꎮ
中古晚期以后ꎬ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几乎没有介词悬空现象ꎬ 这种情

形一直持续到当代汉语时期ꎮ

三　 当代汉语

(一) 普通话

若说普通话中从来没有介词悬空现象ꎬ 如学者黄正德 (１９８８)、 郭锐

(２００９) 或张谊生 (２００９) 所主张的那样ꎬ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

讨论ꎮ
以下例 ( ２４) 和例 ( ２６) 中ꎬ 当然不可能出现介词悬空ꎻ 缺少

“谁” 的例 (２５) 和缺少 “她” 的例 (２７) 是不合语法的ꎮ①

(２４) 你在跟谁说话?

３８１普通话和方言的介词悬空

① 我们在此检验了上文例 (１) 和例 (４) 的中文翻译ꎬ 发现英语介词悬空例 (１) 和法语

介词悬空例 (４) 在中文中不可能ꎮ



(２５) ∗你在跟说话?
(２６) 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

见过ꎬ 我昨儿还跟她吃饭了

(２７) 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
∗见过ꎬ 我昨儿还跟吃饭了

在以下 (２８) 和 (２９) 例子中ꎬ 整个介宾结构完全被省略ꎮ①

(２８)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家伙

(２９) 这个新床看起来好像有人已经睡过了

被动语态用例 (２９) 中ꎬ 介宾结构的缺失很容易解释ꎬ 因为汉语中

动词 ‘睡’ 可以被认为是 ‘可及物可不及物’ 动词 (ａｍｂ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ꎬ
Ｄｉｘｏｎ １９９１: ２８６ ｓｑ )ꎬ 所以 ‘睡’ 可以不需要介词引出宾语ꎬ 特别是当

ＮＰ 后跟方位词充当介词宾语的时候ꎮ “ ｓｌｅｅｐ ｉｎ ｂｅｄ” 中文既可说 ‘睡床

上’ꎬ 也可说 ‘睡在床上’ꎮ 至于关系从句例 (２８)ꎬ 情况比较复杂ꎬ 但取

决于汉语中关系从句的成分构成ꎮ 见朱德熙 (１９８３)ꎮ
还有一些情况下ꎬ 工具格介词 ‘用’ 和予格介词 ‘给’ 的用例可能

被归为介词悬空的现象ꎬ 例如:

(３０) 这把刀我用来切菜 (选自郭锐 ２００９)
(３１) 这把刀我切菜用ꎬ 那把刀我切肉用

(３２) 他给修不给? ( ＝ 他给你修不给 ?)

但是ꎬ 正如郭锐 (２００９) 所建议的那样ꎬ 我们处理的不是一个 ＰＰ 和

一个动词 (Ｖ) 的简单句ꎬ 而是一个两个动词 (ＶＰ１ ＋ＶＰ２) 并存于同一

句子中的连动结构ꎮ 这种论述无疑是更可取的ꎮ 换句话说ꎬ 在这些例子

中ꎬ ‘用’ 应该被认为是动词 ‘用’ꎬ 而不是介词 ‘用’ ( ‘ｗｉｔｈ’ )ꎬ
‘给’ 应该是致使动词 ‘给’ ( ‘ ｌｅｔ’ )ꎬ 而不是予格 /受益格介词 ‘给’
( ‘ｔｏꎬ ｆｏｒ’ )ꎮ 事实上ꎬ 动词 ‘用’ 变成介词的语法化过程可能并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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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实现ꎬ 还有其他动介词也是如此ꎮ 众所周知ꎬ 动词 ‘给’ 已经被多语

法化 ( ｐｏｌｙ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 为 致 使 动 词 和 予 格 /受 益 格 介 词 ( 见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和 Ｐｅｙｒａｕｂｅꎬ ２０１１)ꎮ 综上ꎬ 以上例子是一种动词悬空 ( ｖｅｒｂ
ｓｔｒａｎｄｉｎｇ) 现象ꎬ 从跨语言学角度ꎬ 这种现象比介词悬空要常见得多ꎮ

(二) 其他汉民族语言 (Ｓｉｎｉ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至此ꎬ 毫无疑问ꎬ 我们能在一些汉民族语言中发现介词悬空的现象ꎮ
近十几年来ꎬ 安徽 (胡德明: ２００６)、 湖南 (丁家勇: ２００９)、 陕西 (张
邱林: ２０１３) 等省的方言中经常有类似介词悬空的例子ꎬ 但这些例子似

乎难以令人信服ꎬ 因为我们总是很难确定用例涉及的是一个真的介词ꎬ 而

不是动词ꎬ 这大概是汉语方言中永恒的问题ꎮ 然而ꎬ 宗守云 (２０１９) 对

河北张家口方言中介词悬空的研究表明ꎬ 至少介词 ‘跟’ 的悬空现象十

分常见ꎮ 如以下例 (３３) 中ꎬ 人们不用犹豫就能知道 ‘跟’ 是介词还是

动词ꎮ 不言而喻ꎬ 这个 ‘跟’ 应该被认为是介词ꎬ 它不可能是动词

‘跟’ꎮ 但作者补充说ꎬ 要确保这句话成立ꎬ 上下文须在某处表明: 两个

对话者习惯于每天一起吃饭ꎮ

(３３) 你今儿不跟吃饭了? ( ＝ 你今儿不跟我 / 这儿吃饭了?)

下例 (３４) 中也是如此ꎬ 意思是: 两位对话者习惯在一起调琴弦ꎮ

(３４) 那以后ꎬ 一到下午她就主动找我要跟调弦

这类介词悬空的情况ꎬ 特别是当介词后删除的宾语曾出现在之前的语

境中ꎬ 尤其是还被话题化了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的情况ꎬ 更为常见ꎮ 举例:

(３５) 你尽量跟叔叔们说说我说我跟说说

除介词 ‘跟’ 外ꎬ 其他介词在张家口方言中也可能出现悬空现象ꎬ
特别是处置介词 ‘把’、 伴随格介词 ‘和’、 夺格介词 ‘从’ 等ꎮ 举例:

(３６) 写了两封信ꎬ 把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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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介词 ‘把’ 后面没有任何对象 (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看作是区别

性宾语标记 ‘把’ )ꎬ 但 ‘把’ 的宾语 (两封信) 在句子的前一部分已经

被提及ꎮ

(３７) 爸爸去北京ꎬ 小李也和去了

伴随格介词 ‘和’ 后面没有任何宾语ꎬ 但在句子的第一部分也提到

了这个介词的所指对象 (爸爸)ꎮ

(３８) 他不在饭馆儿了ꎬ 早从出来了

该句介词 ‘从’ 后不带任何宾语ꎬ 但所指对象 (饭馆儿) 在上半句

中已经提到ꎮ
张家口方言中的这些例子ꎬ 在普通话中是绝对不允许的ꎮ 当然ꎬ 这些

介词悬空现象的出现也有条件限制ꎮ 首先ꎬ 不是所有的介词都容许出现介

词悬空ꎮ 第二ꎬ 宗守云 (２０１９) 也曾审慎地指出ꎬ 当语体风格更为口语

化、 通俗化时ꎬ 介词后比较容易删除宾语ꎮ 第三ꎬ 大多数介词悬空的例子

中ꎬ 介词宾语对象由代词充当ꎮ 第四ꎬ 当介词宾语是 ＮＰ 时ꎬ 它不能是一

个抽象名词ꎬ 它应该是一个指代具体内容的名词ꎬ 就像上面例子中的

“信” 或 “饭馆儿”ꎮ
宗守云 (２０１９) 提出的其他条件却值得讨论ꎬ 比如说ꎬ 与单音节介

词相比ꎬ 双音节介词更容易形成介词悬空ꎮ 另外ꎬ 宗守云提到 “虚化程

度低的介词ꎬ 更接近动词ꎬ 就更容易悬空ꎻ 虚化程度高的介词ꎬ 不容易悬

空”ꎮ 我们认为这是有争议的观点ꎮ 如果说弱语法化 (ｗｅａｋ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 或虚化动词 ‘用’ 容易省略其后宾语ꎬ 我们无法解释强语法化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介词 ‘跟’ ‘把’ ‘和’ ‘从’ 的介词悬空现

象ꎬ 特别是夺格介词 ‘从’ꎮ
有一点是确定的: 与古汉语或中古汉语的介词悬空不一样的是ꎬ 张家

口方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仅出现在口语语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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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讨论、 结论与未来议题

上古汉语中无疑存在着介词悬空现象ꎬ 这是比较常见的ꎮ 后来ꎬ 随着

语言的发展ꎬ 中古晚期以后ꎬ 介词悬空现象基本上已经消失ꎬ 经历了

【多介词悬空】 > 【少介词悬空】 的类型演变ꎮ
今天ꎬ 普通话中已经不存在介词悬空现象ꎬ 或者说非常罕见ꎬ 但值得

注意的是ꎬ 它仍然存在于不同的方言中ꎬ 而这些方言并不集中分布在同一

地域ꎬ 因此不构成一个语言区域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ｒｅａ)ꎮ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

同方言中存在的介词悬空现象呢?
我们认为ꎬ 通过语言接触的外部借代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假说有些

牵强附会ꎬ 找不到可靠的借代来源ꎮ 在无法通过语言接触而借词的情况

下ꎬ 仍然存在着一种内部发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ｍｅｎｔ) 的假设ꎬ 甚至是一

种对古汉语曾有结构存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的假设ꎬ 而这种结构在几乎所

有其他的汉民族语言中都已消失ꎮ
要解决这个问题ꎬ 就要知道介词悬空现象是否一直存在在其被发现的

语言中 (如张家口话)ꎮ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缺少张家口话早期口语语

料)ꎮ 因此ꎬ 我们只能认为介词悬空现象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句法现象ꎬ 尽

管它可以追溯至十多年前ꎬ 甚至更久远ꎮ 那么ꎬ 在这种推理下ꎬ 我们不倾

向将介词悬空现象判定为句法结构留存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而是

‘功能更新’ (ｅｘ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ꎮ 功能更新指给一个已经废弃甚至完全消失的旧

形式赋予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存在ꎬ 见 Ｐｅｙｒａｕｂｅ (２０１５)ꎮ
不管是哪种情况ꎬ 本文所做的初步历时性研究值得深化ꎬ 特别是对中

古晚期以及接下来的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时期ꎬ 即从 １４ 世纪中叶至今ꎮ
如果功能更新假设成立ꎬ 近代汉语中介词悬空现象可能确实比上个阶

段 (中古晚期) 出现频率高ꎮ 这将证明一些当代汉语方言保留了这些形

式ꎮ 但这一假说无疑是难证实的ꎬ 因为那些认为真实反映当时的口语材料

往往是引起质疑的ꎬ 不论从类型学还是方言学的角度来看ꎬ 要准确地识别

它们更是极具困难ꎮ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古代汉语介词悬空现象和当代汉语方言中的介

词悬空现象ꎬ 二者互不相关ꎮ 它们只是分别发生在各自语言体系中ꎬ 基于

语义－语用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发展的相关语言省略现象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ｐ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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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ｅｎａ)ꎮ 将来的议题可以探讨这种介词悬空现象是否进入其它当代汉语

方言ꎬ 乃至向普通话发展ꎮ
综上假设均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求证ꎮ

缩略语

ＮＰ ＝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名词短语

ＰＰ ＝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介词短语

Ｖ ＝ Ｖｅｒｂ 动词

ＶＰ ＝ Ｖｅｒｂ ｐｈｒａｓｅ 动词短语

汉语史分期

前上古汉语 (甲骨文时期) (Ｐｒｅ－Ａｒｃｈａ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ꎬ 公元前 １４－１１ 世

纪)
上古早期 (Ｅａｒｌｙ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ꎬ 公元前 １０－６ 世纪)
上古晚期 (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ꎬ 公元前 ５－２ 世纪)
前中古汉语 (Ｐｒｅ－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ꎬ 公元前 ２－公元后 ２ 世纪)
中古早期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ꎬ ３－６ 世纪)
中古晚期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ꎬ ７－１３ 世纪)
前近代汉语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ꎬ １２５０－１４００)
近代汉语 (Ｍｏｄｅｒｎꎬ １５－１８ 世纪)
现代汉语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ꎬ １９ 世纪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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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１普通话和方言的介词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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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Ｖｏｌ ＩＩＩ ３４６－３４９

０９１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第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