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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态助词
“
将

”

易 杏
,

何学琼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02 )

【摘 要」《老 乞大》《朴通事》是元明时期编著的用于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本会话教材
,

有着明显的口语化特征
,

较为浅显

易懂
。

两书中的词汇也多与 日常交际相关
,

在 日常生活中较为常用
。

本文主要研究 两书中涉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动态助词
“

将
” ,

从产生和语法功能
、

基本用 法和特征及 消亡三方面研究动态助词
“

将
”

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
,

力求形成对
“

将
”

的深入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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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朴通事 》是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

教材
,

两书均以当时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编著而

成
。

这两部书都极具口语化色彩
,

注重在日常生活

中的交际运用
,

基本上 反映了当时的语言运用特

点
,

对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据我们

掌握的资料来看
,

《老乞大》《朴通事》已经在学界获

得了高度的重视
,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此二

书的研究
,

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

虽然有很多学者

就这两部书进行了多角度的深人研究
,

但还是存在

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
,

如在词汇方面专门就动

态助词的研究较少
,

且缺乏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全

面的研究
。

因此
,

我们试图主要依据这两部书的明

代的谚解版本
,

对两书涉及的动态助词之一
“

将
”

进

行详尽考察
,

结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

阐释它 的

发展演变
,

进一步了解动态助词
“

将
”

在两书中的运

用情况和特点
。

一
、

动态助词
“
将

”
的产生和语法功能

动态助词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 的一类助词
,

紧

贴在动词后面
,

有多种句法结构
,

主要用于表达动

作的状态和情貌
。

动态助词的附着性较强
,

一般附

着在动词后表示动向和动态
。

虽然动词多为表达

的重心和焦点
,

但加上动态助词后表明了动作的趋

向或结果
,

事态产生 了新的变化
。

一方面
,

这与汉

语的特点有关系
,

即单音节词占有优势
,

而在单音

节的动词与动态助词结合后呈现词汇复音化特点
,

动态助词起到了临时复音化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我

们通过考察可 以发现
,

动态助词大都经历了由动词

虚化而来的过程
。

它们在用于述补结构的过程中
,

动词性逐渐减弱
,

进而虚化为表示动作状态或情貌

的动态助词
。

“

将
”

作为近代汉语较常用的一个动态助词
,

也

经历了从动词发展成为动态助词的过程
。 “

将
”

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第一条为
“

扶助
,

扶持
” ,

有

明显动词义
,

其用法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
。 “

魏晋南

北朝时期是助词
`

将
’

产生的前期
,

这个时期发现了

用于动词之后的
`

将
’ ,

即
`

动
+
将

’

结构
,

但用例比较

少见
。 ” 「̀“p` 6

这个时期
, “

将
”

还是动词
,

含有
“

携带
、

挟

持
”

之义
,

所构成的
`

动十将
”

结构是一种连动式
。

例如
:
行至赤亭山下

,

值雷雨 日暮
,

忽然有人扶超腋

径曳将去
,

人荒泽中
。

(北齐
,

颜之推
:

《还冤志》)这

一句法格式主要用于表达一种主语携带宾语双方

共同进行的动作
。 “

而
`

携带
’

这一带有趋向性的动

作
,

又是以完成前一动作为条件才得以进行
,

表
“

携

带
”

义的
“

将
”

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前面的动词
。 ” 「枷 42

“

将
”

之前的动词主要是与
“

将
”

义相近的或隐含有
“

携带
”

义的
,

带上趋向补语后
,

即使没有
“

将
” ,

仍能

表达主语携带宾语运动的意思
。

这种情况动摇了

动词
“

将
”

与前面动词的并列地位
,

它的动词义逐渐

弱化
。

而到唐朝时期
, “

将
”

的
“

携带
”

义已经大体消

失
,

动词性也变得更弱
,

主要用于动词后
,

表示动作

的开始
、

持续以及完成等状态
。

如
:
鸟偷飞处衔将

火
,

人争摘时蹋破珠
。

(唐白居易《吴樱桃》诗 )
“ `

将
’

后有结果补语
“

破
”

与之对举
,

在这种语法环境中
,

“

将
”

产生 了表示完成或获得结果的动态意义
。 ” 「狮 17

“

将
”

字从晚唐五代到宋
,

功能逐渐从表示动态或动

向的补语格式发展成
“

动
+
将

+
趋向动词

” 。

这时它

已经基本虚化为动态助词紧接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

的完成
、

实现或进展
。

我们可 以从这几个朝代的相

关作品中看出
“

将
”

的相关运用情况
。

如
:

( 1 )惟将旧物表深情
,

锢合金钗寄将去
。

(白居

易诗
,

引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 2 )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
。

(祖堂集
·

139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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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将

”
在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基本用法

和特征
“

将
”

在《老乞大》《朴通事》中分别出现了 93 次

和 1 8 0次
,

用法较为复杂
,

可 以作为动词
、

介词和助

词
。

而作为动态助词的
“

将
”

用法较多
,

用在两书中

多预示动作的出现
。

我们通过对两本书的考察发

现
“

将
”

主要出现在以下四种环境中 (以下 《老乞大》

简称
“

老
” ,

《朴通事》简称
“

朴
”

)
:

(一 )动+ 将 + 趋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 36 次
,

所占

比例大
。

如
:

( 1 )他也有几匹马
,

一处赶将来
。

(老下 )

( 2 )我怎么敢买将去
。

(老上 )

( 3 )那 的有四个小车儿
,

一车两担家推将上

去
。

(朴上 )

(二 )动+ 将 + 宾+ 趋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 32 次
,

所占

比例也较大
。

如
:

( 1 )这银子都看了
,

我数将布去
。

(老下 )

( 2 )你说将年月 日生时来
。

(老下 )

( 3 )着那
’

r头菜市里买将些山菜来
。

(朴中 )

(三 )动+ 将 + 趋+ 动词性结构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 5 次
,

所占

比例很小
。

如
:

( 1 )更不时
,

你都只这里等候着
,

我去税了
,

送

将来与你
。

(老下 )

( 2 )酒京城槽房虽然多
,

街市酒打将来 怎磨

吃 ? (朴上 )

( 3 )那厮先告官
,

把我家小厮拿将去监了二

日
。

(朴下 )

(四 )动+ 将 + 宾+ 趋 + 动词性结构

这种类型的结构在两书中共出现了 8次
,

所占

比例也较小
。

如
:

( 1 )疾快取将咱们的拄杖来搅料
。

(老下 )

( 2 )买将条儿来带他
。

(朴上 )

( 3 )这饭熟了
,

点将灯来吃饭
,

盛汤着
。

(朴下 )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
, “

将
”

在两书中作为动态助

词的用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

1
.

“

将
”

在两书中都是与单音节动词
“

送
、

买
、

赶
、

请
、

回
”

等结合
,

构成
“

单音节动词
+
将

”

的格式
,

在两

书中共有 83 处用例
。

虽然两书中也有不少双音节

动词
,

如
“

商量
” 、 “

收拾
” 、 “

交易
”

等
,

但没有出现与

动态助词
“

将
”

结合运用的句式
。

陈志强先生认为
,

这是
“

为了音节 的协调
”
饰 76 ,

我们同意他的观点
。

“

将
”

和单音节动词正好构成双音节词语
,

符合人们

的用词心理
。

而我们通过仔细考察也发现
,

这些单

音节动词多带有处置义
,

引起 了事态的新变化
。

“

将
”

在这里的动词性虽然较弱
,

但仍有一定的动词

性
。

而
“

将
”

发展到现代汉语中成为了一个介词
,

相

当于
“

把
” , “

将
”

与动词实现了分离
。

近代汉语和现

代汉语的两个不同句子
,

可 以表达相同的意思
。

如
“

我怎么敢买将去
” ,

在现代汉语里用
“

我怎么敢将

它买去
”

来表达
,

但意思基本没变
。 “

将
”

的词性发生

了彻底的变化
,

已经由动词虚化为助词
,

然后进一

步发展成为现代的介词
。

因此
,

我们认为这与它所

结合的动词是有关系的
。

2
.

“

将
”

后都有
“

来
”

或
“

去
”

两个趋向动词
,

在句

中充当趋向补语
,

表示动作的趋向或结果
。

陈志强

先生通过统计近代一些白话文学作品发现
, “ `

动
+

将 (
+
宾 )

+
趋

’

是早期白话作品里的一个相当普遍的

现象
。 ” 日价在句子中宾语可有可无

,

但是趋向动词一

般来说却缺少不得
。

这样
,

我们可 以推断出
“

将
”

的

一个作用是趋向动词出现的标志
,

而这也与
“

将
”

本

身有关
,

因为
“

将
”

在作为实词时有
“

携带
”

义
,

表示

把某事或某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

本身

就有一个趋向问题
,

趋向动词正好说明了这个动作

的趋向
,

所以它与动态助词结合紧密
。

如
“

你将甚

么货物来 ?( 老下 )
” , “

将
”

具有明显的表义功能
,

用

现代汉语表示即
“

你带了甚么货物来 ?
” 。

3
.

从表格中
“

将
”

的四种结构可知
,

《老乞大》《朴

通事 》中的
“

将
”

的结构基本上是两种类型
,

即
“

动
+

将 (
+
宾卜趋

”

和
“

动
+
将 (

+
宾卜趋

+
动词性结构

” ,

它

们的用例占了绝大部分
。

实际上
,

这两种结构不仅

在这两部书中常见
。

我们通过调查《老乞大》《朴通

事》后的明代著作《水浒传沪发现
,

《水浒传》中
“

将
”

的用法也相对复杂
,

但其动态助词用法也发展得很

成熟
,

其中我们论述的两种基本类型在其中都有用

例
。

如
:

( 1 )乐和便提着枪
,

直唱将出来
。

( 2 )王庆脸上没了金印
,

也渐渐的闯将出来
。

( 3 )我在江州舍身拼命
,

跟将你来
,

众人都饶让

你一步
。

上述各例
, “

将
”

附着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的完成

或实现
。 “

将
”

与趋向动词结合紧密
,

说明动作的趋向

性
。

由此可见
,

《老乞大》《朴通事》中
“

将
”

字结构的主

要的两种类型在近代汉语中的运用较为固定
。

三
、

动态助词
“
将

”
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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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助词
“

将
”

在晚唐五代已经有一些用例
,

曹

广顺认为它来源于动词
,

到了晚唐五代
, “

主要是和

补语一起表示某种动态 (开始
、

持续或完成 )
” 。 「6] “

宋

以后经过元代的反复
,

终于随着助词系统的调整和

助词
“

了
”

的发展
,

逐渐走向消亡
。 ” 「lln 6 `

我们不仅可以

从《老乞大》的版本中可以看出变化
,

而且从清代的

其他作品中也可 以看出来
,

如清代《儿女英雄传 》
7[]

中动态助词
“

将
”

出现了 41 次
,

比
“

了
”

少得多
。

在现

代汉语中
, “

将
”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表示施受关系的

类似于
“

把
”

的介词
,

动态助词
“

将
”

只存在于北方方

言中
。

据陈刚考证
, “ `

动
+
将

+
趋

’

式现在主要残存

于北方方言
,

在华北
、

西南
、

江淮 (主要在安徽 )
、

晋语

四个区都有发现
。 ” 「8]
我们认为

“

将
”

的动态助词用法

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

1
.

随着动态助词
“

了
”

的兴起
, “

将
”

的动态助词

的地位逐渐被削弱
, “

了
”

迅速兴起并发展成为占优

势的动态助词
,

导致
“

将
”

的最终消亡
。

在一些以往

用
“

将
”

的结构中
, “

了
”

做了替代
。

我们可 以通过
“

了
”

在《老乞大》四种版本的用例中看出
“

了
”

的发

展
:

( 1 )这钞都检了也
,

俺数将布去
。

(原本老乞大 )

( 2 )这银子都看了
,

我数将布去
。

(老乞大谚解 )

( 3 )这银子都兑了
,

好照数点了布去
。

(老乞大

新鞠
( 4 )这银子都兑了

,

点数了布去
。

(重刊老乞大 )

2
.

“

在
`

动
+
将+( 宾+) 趋向补语

’

的结构中
,

趋向动

词
`

来 /去
’

在补语位置上 日益虚化
,

表示动作开始
、

持续或完成的语法意义
。 ” 口砂

“

将
”

字的语法功能明

显减弱
,

这就动摇了
“

将
”

在
“

动十将 (
+
宾 )

+
趋向补

语
”

结构中的语法地位
,

直至它的语法作用的完全

消失
。

我们仍以《老乞大》为例
,

在四种版本的用例

中我们能很清楚地了解到
“

将
”

的发展变化
:

( 1 )带肋条肉买者
。

大片儿切著将来鬓者
。

(原

本老乞大 )

( 2 )带肋条的肉买着
,

大片儿切着
,

炒将来着
。

(老乞大谚解 )

( 3 )带肋条的就好
,

大片切
。

炒来吃罢
。

(老乞

大新释)

( 4 )带肋条的就好
,

大片切着
,

炒来罢
。

(重刊老

乞大 )

我们从 《老乞大》四种版本的同一种句式的表

达上可 以看出
“

将
”

由动词虚化为动态助词
,

进而消

亡的过程
。 “

将
”

在与常用的单音节动词的结合运用

中
,

逐渐失去 了独立的表义功能
,

附着性增强
,

地位

有了变化
。

但趋向动词却一直存在
,

因为趋向动词

的虚化使得
“

将
”

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功能进一步动

摇
,

在句子中发展成为可有可无的成分
,

而句子中

的主要动词和趋向动词的结合也就 日益紧密
。

因

此
, “

将
”

的消亡就难以避免了
。

现代汉语中的
“

将
”

已经丧失了动态助词的功能
,

主要是充当介词和副

词
。

现代汉语中的动态助词是在近代汉语动态助

词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

而作为近代汉语重要文

献的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动态助词是值得我们

深人研究的
。 “

将
”

自出现在汉语词汇中以来
,

具有

动词
、

助词
、

副词和介词等多种词性
,

但在汉语发展

过程 中它 的词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动态助词
“

将
”

在《老乞大》《朴通事 》中的用法和特点与其他

动态助词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处
。 “

将
”

在两书中主

要用于四种语法结构中
,

出现频率不同
,

有高有低
,

发展程度也有深有浅
,

结构类型也有区别
。

我们通

过探讨
“

将
”

的结构
、

用法和发展演变
,

可以大致勾

勒出它的发展脉络
,

有助于我们在前辈学者已有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 曹广顺
.

近代汉语助词 [叫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

1 9 9 :
.

z[] 孟浩
.

《老 乞大》中
“

将
”

的语法化研究 [D]
.

山东大学
,

20 09
.

s[] 王丽娟
.

宋代助词研究 [D]
.

四川 大学
,

2 0 0 7
.

#[] 陈志强
.

《老 乞大》
“

将
” “

的
”

初探田
.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198 8 (s)

s[] 罗贯中
.

水浒传网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 9 9 6
.

0[] 曹广顺
.

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
“

动 + 将
”

结构田
.

中国语文
,

19 90 (2 )
.

v[] 文康
.

儿女英雄传 [叫
.

何晓亚点校
.

合肥
:

安徽文艺 出版社
,

2 004
.

s[] 陈刚
.

试论
“

动一了一趋
”

式和
“

动一将一趋
”

式田
.

中国语文
,

198 7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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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的效果
,

这种拙朴包括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
、

刀

刻
“

二度创作
”

形成的
“

石味
”

和长期的自然风蚀形

成的漫愿沧桑的效果
,

这便是与东巴文字的相通之

处
,

孙伯翔先生就曾说过
,

魏碑的创作应
“

宁拙勿

巧
,

若以妍美的笔致写魏碑是歧途
,

是弯路
,

是事倍

而无功的徒劳
。 ”

这一点和东巴文字书法创作是一

致的
,

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
,

东 巴文字夺得了大众

的 目光
,

正是因为它的原始
、

拙朴
,

符号化的时代
,

我们更需要这种自然鲜活的文化
,

若失去 了这种本

真
,

便失去 了它本身的价值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 杨福泉
.

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一走进图画象形文的灵境 [叫
.

成都
:
四川文艺 出版社

,

2 0 07

z[] 邱振中
.

书法七个问题 [叫
.

北京
:
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

20 09
.

2
.

s[] 崔尔平选编 点校
.

明清书论集网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 09
.

13 6 6
,

131 3
.

#[] 刘运峰编
.

孙伯翔谈艺录网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 06
.

18
.

s[] 徐中舒
.

论 巴蜀文化网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 9 81
.

0[] 于明诊
一

是与不是之间—
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 当代述说 [叫

.

济南
:山 东人民 出版社

,

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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