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表達方式探究─―從結果補語的用法談起 

 

漢語表達方式探究─―從結果補語的用法談起 

丸尾誠 

 

名古屋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教授 

 

摘要 

學生學漢語、教師教漢語的難點在哪裡?就語法方面來說，補語的用法可以說是

其中之一。補語有幾個種類，而各種補語的用法也能反映出漢語母語者多種多樣的思

維方式，因此外國人在學習了補語的基本用法之後，要掌握它們地道的表達方式也不

容易。本文以“著、成、掉、好”這四個結果補語為研究對象，通過以下四個角度來

考察其用法的難點所在: 

1.非語言因素與語義推測 

2.地道的漢語表達所具有的特徵 

3.受語用因素影響的語義解釋 

4.僅依靠語法書或詞典中的解釋難以理解的情況 

 

 

 

關鍵詞：結果補語、“著”、“成”、“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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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生學漢語、教師教漢語的難點在哪裡?發音方面就不用說了，就語法方面來說，

能願動詞、“把”字句等的用法比較難，但我們覺得更難的是補語的用法，因為補語

種類比較多，比如狀態補語、程度補語、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可能補語等等，各種

補語又有各自的特點。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例（1）。 

（1）他的笑話把我肚子都笑疼了。（《漢語 800 虛詞用法詞典》17）這句話的意

思是:他講了一個笑話，我聽了以後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笑得太厲害，導致肚子都

疼了。這麼長的句子，如果用動補詞組“笑疼”來代替的話，就能像例（1）這樣簡

潔地表達出來，不得不說是一種有趣的語言現象。 

漢語的各種補語用法能反映出漢語母語者多種多樣的思維方式，因此外國人在學

習了補語的基本用法之後，要掌握它們地道的表達方式也不容易。本文以“著、成、

掉、好”這四個結果補語為研究對象，通過以下四個角度來考察其用法的難點所在: 

 

1.非語言因素與語義推測 

2.地道的漢語表達所具有的特徵 

3.受語用因素影響的語義解釋 

4.僅依靠語法書或詞典中的解釋難以理解的情況 

 

二、掌握結果補語用法中的難點 

 

(一)非語言因素與語義推測 

以下是補語“著zháo”的主要用法:  

 

【接觸義‧附著義】   例如：踩著、碰著 

【達到目的】          例如：買著、找著（與上一類不同，這類所表示的接觸是

通過獲得受事來實現的） 

【表示產生結果或影響】 例如：凍著了、餓著了 

 

在“凍著了”這個詞組當中，對於“著”所表達的具體結果的推測，根據情況的不同

存在著差異，比如通過“凍”這個外部原因能聯想到“感冒”之類的症狀。 

 

（2）這趟差可出著了，多年不見的親友們順便都見到了（《漢語動詞用法詞典》56） 

（3）他摔著哪兒沒有?   

（4）晚上沒關窗戶，孩子讓風吹著了（《漢語動詞用法詞典》66） 

 

例（2）用“著”來表示“我對這次出差很滿足”的意思。例（3）中的“著”則用來

表示“摔倒之後受傷了”的意思。 最後，例（4）中的“著”則表示“被風吹得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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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或拉肚子了”等等的意思。 

這些例子裡的“著”都有“產生某種結果”的含義，雖然沒有提及具體是什麼樣的結

果，但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可以很容易就推測出來。這一點對日本人來說很難掌握並

運用。 

 

(二)地道的漢語表達所具有的特徵 

請先看一下例（5）。 

 

（5）a．整整齊齊地站著【狀語】  

    b．站得整整齊齊的【補語】 

 

這兩個例子表示相同的狀態，但表達的方式不一樣，一個用狀語，另一個用補語，對

日本人來說，因為母語的影響，使用例（5a）中的狀語的方式來表達更加容易。所以

我們會傾向於使用下面例（6a）這種表達方式。 

 

（6）a．為了這件事你怎麼這麼愁?    

 

這種表達雖然語法上沒有錯誤，但漢語母語者還是喜歡用補語“成”來表達。 

 

    b．為了這件事你怎麼愁成這樣（／這個樣子）?  

 

比例（6b）更加地道的說法是例（6c）: 

 

     c．這件事怎麼把你愁成這樣（／這個樣子）?  

 

1. 這裡的主語是無生命的，這一點更讓我們感到使用起來很困難。如果我們掌握了

這種用補語加名詞性成分來表示程度的方法的話，不但能使用 

 

（7）站成一排 

 

這樣的說法，還可以把補語的部分換成“兩排、四列、數行、一排排、一個橫列、圓

圈、扇形 ……”等等。比如說 

 

（8）a．站成四列 

     b．站成圓圈 

 

這樣，我們的漢語就能變得更加地道。 

 

(三)受語用因素影響的語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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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語“掉”主要有如下語法意義:  

 

在不及物動詞後表示“離開”    例如：飛掉、跑掉、死掉 

在及物動詞後表示“去除”      例如：吃掉、扔掉、忘掉 

 

比如“洗掉”有“除掉義”和“完成義”。 

 

（9）“洗掉” 

      a．把衣服上的污漬洗掉  【除掉】 

      b．把衣服洗掉         【完成】 

 

補語“掉”所表示的“完成”義雖然語法書上沒寫，但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來。有人

指出例（9b）“把衣服洗掉”的“衣服”是複數的，這是因為表示完成的時候一般來

說，動詞是持續性的。類似的例子還有: 

 

（10）我得在明天晚上九點之前把這篇文章翻譯掉。  

 

一般認為，例（10）的賓語“這篇文章”也是有分量的。和這些句子不同，例（11）

裡的三個用“掉”來表示的動作不是持續性的。這是為什麼呢? 

 

（11）他答應母親2006年一定把房子買掉，把婚結掉，把孩子生掉。（劉焱2007:135） 

 

這句話隱含著“他答應母親的要求，不得不這樣做”的意思。就是說用“掉”的話，

比不用“掉”的時候“本來不願意做”的意思更強一些，這一點是我們日本人不容易

感覺到的。 

 

(四)僅依靠語法書或詞典中的解釋難以理解的情況 

對於補語“好”的用法，詞典上有這樣的解釋: 

 

“好”用在動詞後，表示完成或達到完善的地步（《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519） 

 

下面我們通過具體的例子來進行分析。 

 

（12）a．他翻譯好了這篇小說。     

       b．他說不定能翻譯好這篇小說。  

 

例（12a）裡的補語“好”表示“完成義”，而例（12b）裡的“好”表示“完善義”。

接下來請看一下例（13）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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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這是登機牌，請拿好。（于珊珊2017：95） 

（14）請大家拉好扶手！（『ネイティブ中國語 補語例解』172） 

 

例（13）和（14）里的補語“好”到底表示什麼意思? 這些“好”與完成義或完善義

有什麼關係呢?為了進一步解釋這個問題，我們繼續看其他的例子。 

 

（15）先炒肉末，然後把切好的茄子加進去。 

（16）a．教室的桌子都搬完了。 

      b．教室的桌子都搬好了。 

 

這些“好”都表示完成義，同時，此時的“完成”也是為下一步的行動所做的準備，

也就是說“V好”是以某種行為實現以後的狀態为目的的。從這一点来說“V好”的

使用動機是為了“設定目的”。 

 

（17）請穿好衣服，不要感冒了。（劉威娜2015：46） 

（18）睡覺時把眼鏡放好，以免壓碎。（《漢語動詞-結果補語》162） 

 

這些例子里，表示禁止的後一句是前一句的目的。下面的例子里雖然沒出現表示目的

的部分，但我们能推測出行為背後的目的。 

 

（19）這是登機牌，請拿好。（= 例（13）） 

（20）請大家拉好扶手！（= 例（14）） 

（21）请系好安全帶。 

 

在例（19）中，“拿好”的目的是“以免弄丟登機牌”，例（20）裡的“拉好”的目

的是“避免摔倒受傷”，最後例（21）裡的“系好” 的目的是“為了旅途的安全”。

扶手、安全帶都是為了確保安全的手段。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能解釋剛才的例（13）

和（14）裡“拿好”、“拉好”的使用動機了。 

 

三、結語 

以上我們講了日本人在學習結果補語用法時的難點。僅以結果補語“好”的用法

為例，“好”可以表示多種含義。比如說“建好了”的“好”表示“完成义”，但“建

完了／建成了”等其他的補語也能表示“完成义”。表示“目的的達成”時也一樣，

“買好了”以外還有“買到了／買著了／買下来了／買上了”等說法。在表示“附著”

的用法中，“把門關好了”里的“關好”能換成“關上／關住”等。当然它们之间有

語義上的區別，這些類似的用法的區別也是今後值得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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