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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扬州方言“到”具有三种性质：动词“到1”、介词“到2”和助词“到3”。用作虚词的“到2”和“到

3”都源于动词“到1”的语法化，“到1”发展出结果补语的用法为动词虚化创造了条件，“到2”和

“到3”功能的实现都依赖“V + 到 + (O)”的句法环境。“到3”有持续体标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

记三种功能，其中持续体标记直接来源于“到1”，另外两种功能是“到3”由持续体标记进一步发展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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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 dao (到) in Yangzhou dialect has three properties marked as dao1 (到1), dao2 (到2) and 
dao3 (到3). Dao1 (到1) is a verb, dao2 (到2) is a preposition, dao3 (到3) is an auxiliary word. Dao2 (到2) 
and dao3 (到3) which serve as function words both derived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verb 
dao1 (到1). Dao1 (到1)’s acquisition of capability of being complement of result creates the condi-
tions for the verb’s grammaticalization, because the use of dao2 (到2) and dao3 (到3) is based on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V + dao (到) + (O)”. Dao3 (到3) can be used as durative aspect mark,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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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and modal mark. The function of durative aspect mark is directly extended from the verb 
dao1 (到1), and then develops to the other two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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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东部毗邻盐城、泰州，

南部濒临长江，西南部与南京紧邻南京，西部与安徽滁州交界，西北部与淮安接壤。扬州话属于江淮官

话洪巢片，方言内部差异不大。 
扬州方言“到”能够用作动词、介词和助词，分别记为“到 1”“到 2”和“到 3”。“到 1”能够充

当谓语核心和补语，“到 2”位于动词后介引方位或处所，“到 3”具有持续体标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

记三种语义功能。从共时比较视角出发，能够梳理出“到”动词语法化为介词和助词的过程，“到 3”内

部不同功能之间也呈现出一条语法化的路径。 

2. “到 1”的句法语义功能 

“到 1”为动词，具有充当谓语核心和充当结果补语两类句法功能。充当谓语核心时有表示“到达”

和表示“前往”两个义项；充当结果补语时能够表示“到达”义或“获得”义。 

2.1. “到 1”充当谓语核心 

“到 1”充当谓语核心表示“到达”义时，表示到达某个地点、时间、状态或某种抽象的位置概念，

例如： 
(1) 我是昨天到 1 扬州的。 
(2) 我们到 1 晚上七点再走。 
(3) 车速已经到 1 一百二了。 
(4) 他再往上升就到 1 副局长了。 
“到 1”充当连谓结构前项的谓语核心时，即在“到 1 + O + VP”的结构中，“到 1”可能表示“前

往”义，也可能表示“到达”义，语义需视语境而定，例如： 
(5) a 你们到 1 南京谈。(“前往”义) 

b 你们到 1 南京再谈。(“到达”义) 
例(5)中 a 句的“到 1”能够替换成“去”，b 句中的“到 1”不能做这种替换。 
当“到 1 + O + VP”中的 VP 为趋向动词“来/去”时，“到 1”只能表示“前往”，不能表示“到达”，

“来/去”的后面还能再带时量补语“一下/下子”，例如： 
(6) 我到 1 学校去(一下/下子)。 
(7) 你到 1 学校来(一下/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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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到 1”充当结果补语 

“到 1”在动词后充当结果补语时，同样能够表示到达某个地点、时间、状态或某种抽象的位置概念，

例如： 
(8) 我是一路跑到 1 学校的。 
(9) 他们一直忙到 1 天亮。 
(10) 才两分钟水就烧到 1 沸腾了。 
(11) 他儿子钢琴都练到 1 十级了。 
“到 1”在动结式中除了能够表示“到达”义，还能表示“获得”义，例如： 
(12) 我终于吃到 1 正宗的扬州炒饭了。 
(13) 小张亲眼看到 1 小陈偷了车间的材料。 
以上两例的“到 1”并非表示从一种位置或状态达到另一种位置或状态，而是表示动作取得某种收获，

例(12)表示获得某个事物，例(13)表示获知某个情况。 

3. “到 2”的句法语义功能 

“到 2”是介词，用于引进方位或处所，语义功能相当于“在”，但是适用范围比“在”狭窄。相比

于“在”，“到 2”的使用有句法位置、动词的语义特征、宾语名词的语义特征三方面的限制条件。 
句法位置方面，“到 2”只能位于动词后介引补语，不能位于动词前介引状语，例如： 
(14) a 我住到 2 学校，没住到 2 家里。 

b *我到 2 学校住，没到 2 家里住。 
(15) a 我住在学校，没住在家里。 

b 我在学校住，没在家里住。 
两组例句的 b 句是 a 句的变换式，将“到 2 + O”前移到状语位置后，句子不合法，“在 + O”则无

此限制。 
“到 2”前面的动词必须具有[+静止]的语义特征，如“站到 2 门口”“挂到 2 墙上”“固定到 2 地上”

等 1，否则“到”不是介词，而是动词“到 1”。试比较： 
(16) a 别站到 2 人家店门口。 

b 别站在人家店门口。 
(17) a 别走到 1 人家店门口。 

b *别走在人家店门口。 
例(16)的 a 句能够变换成 b 句，例(17)则不能变换。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区别，一是动词的语义特征，

“站”为[+静止]，“走”为[−静止]；二是结构层次，例(16) a 是介宾短语做补语，例(17) a 是述补结构带

宾语，二者最外层结构的差异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first level of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two phrases 
图 1. 两个短语最外层句法结构比较 

 

 

1 扬州话中有“闲到家头”(表示赋闲在家)的说法，这里的“闲”是形容词。这是一个固定短语，“到”不能替换成“在”。除此

之外，未见其他形容词与介词“到”组合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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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后面必须是表示处所或方位的名词，否则只能用“在”，不能用“到”，例如： 
(18) a *这个事情出到 2 去年六月份。 

b 这个事情出在去年六月份。 

4. “到 3”的句法语义功能 

“到 3”是助词，具有三种语义/语用功能，分别是持续体标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记，用法与“著(着)”
相当 2，在口语里说“到”多于说“著(着)”。用作语气标记时，“到 3”与“著(着)”不完全等同，“到

3”具有“著(着)”所不具备的功能。 

4.1. “到 3”用作持续体标记 

“到 3”作为持续体标记，表示动作的持续或状态的持续，既能位于动词之后，也能用于形容之后，

“V + 到 3”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Adj + 到 3”一般不带宾语，例如： 
(19) 你先吃到 3，他马上就来了。 
(20) 我烧到 3 饭哩，不得时间。 
(21) 趁水还热到 3，赶快去洗。 
“V + 到 3 + (O)”结构除了能够表示动作的持续，也能表示状态的持续，例如： 
(22) 被子在外头晾到 3，晚上再收。 
(23) 大年初一商场还开到 3 门哩。 
“V + 到 3”还能够重叠，构成“V 到 3 + V 到 3 + VP”的结构，表示动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

了新情况，例如： 
(24) 她说到 3 说到 3 眼泪就淌下来了。 
(25) 论文写到 3 写到 3 就不想写了。 

4.2. “到 3”用作方式标记 

“到 3”实现方式标记的功能依赖两种结构形式，一是“V + 到 3 + (O) + VP”；二是“P + 到 3 + (O) 
+ VP”。 

“V + 到 3 + (O) + VP”属于连动结构，其中“V + 到 3 + (O)”表示方式，例如： 
(26) 躺到 3 看书对眼睛不好。 
(27) 开到 3 窗户睡觉会不会冷？ 
“P + 到 3 + (O) + VP”属于介词短语“P + 到 3 + (O)”做状语的偏正结构，其中状语表示方式，介

词一般用于表示“顺沿”“依照”“偏向”等意义，例如： 
(28) 你就顺到 3 这条路走，肯定能到。(介词表“顺沿”义) 
(29) 把书放旁边对到 3 写，绝对不会错。(介词表“依照”义) 
(30) 小李怎么老向到 3 她说？(介词表“偏向”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介词与动词构成兼类，“V 到 3”必须带宾语，否则状中结构就成了“V 到 3 + VP”

的连谓结构，因为介词在句中必须带宾语，但动词不一定，例如： 
(31) 你就顺到走，肯定不得问题。 
(32) 只要对到做，保证有效果。 

 

 

2 扬州话的“著”与普通话“着”用法相同，与“著名”的“著”同音，因此通常记为“著”。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到 3”与体标

记“著(着)”的关系，本文都写为“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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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中，例(28)和例(29)中的“顺”和“对–照”为介词，例(31)和(32)中的动词“顺”和“对–

照”为动词。不管“顺”和“对–照”是何种性质，“到”均为方式标记“到 3”。 

4.3. “到 3”用作语气标记 

“到 3”在动词后面用作语气标记起到加强语气的功能，包括表示一般语气和表示强烈语气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动词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第二种情形动词不带宾语，此时“到 3”已经具备句末语气词

的性质。 
先看第一种情形，一般用在祈使句中，表示命令、嘱托的语气，例如： 
(33) a 你看到 3 他，别让他跑掉。(表示命令) 

b 你看到 3，别让他跑掉。 
(34) a 请你帮我留意到 3 这个事情。(表示嘱托) 

b 这个事情请你帮我留意到 3。 
也能用于反问句当中，表示抱怨、质问的语气，例如： 
(35) a 你不盯到 3 他么？让他跑掉了。 

b 你不盯到 3 么？让他跑掉了。 
以上各组例句中 a 句是动词带宾语的情形，b 句是动词不带宾语的情形，虽然不带宾语，但都能补出

宾语。表示一般语气时，“V 到 3”的语用意义是“提请注意”，其中的动词限于“看、望、听、盯、留

意、关注、关照”等能够表达这一语用意义的动词一。以上各组例句中，a 句中的“到 3”能够替换成“著

(着)”，b 句中的“到”不能替换成“著(着)”。 
“V 到 3”表示极为强烈的命令语气时，动词有两类，一类是能够表达“提请注意”的语用意义的动

词，但是仅限于“看、望、听”；另一类是“站、坐、蹲”等表示人的身体姿势的动词。动词只能是单

音节的，且不带宾语，也不能补出明确的宾语，“V 到 3”一般用在结构简单的祈使句中，例如： 
(36) 望到 3！这个样子弄线就接起来了。 
(37) 你听到 3！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 
(38) 站到 3！你是不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39) 你站起来干嘛？蹲到 3！ 
以上两例中的“到 3”不能替换成“著(着)”。在动词的选用方面，动词可以是如例(36)和例(37)表示

“提请注意”动词，但是语气更为强烈；也可以是如例(38)和例(39)中“要求听话人保持某一姿势不动”

的动词。两类动词所构成的“V 到 3”所表示的语气类型都可以描述为“强烈的命令语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V 到 3”能否带宾语，与动词 V 的及物性无关，而与结构要表达的语

用意义有关，表达一般祈使或反问语气时可带宾语，表达强烈的命令语气时则不可带宾语。 
然而，无论“V 到 3”有无带宾语的语用条件，只要实际上不带宾语时，“到”都不能替换为“著(着)”。

位于句末的“到 3”已具备语气词的性质，这种性质是“著(着)”所不具备的。 

5. “到”的语法化路径 

5.1. “到 1”从做谓语核心到做结果补语 

“到 1”由充当谓语核心到充当结果补语是“到”发展出介词和助词两种虚词用法的基础，“到 2”

和“到 3”的句法位置都在动词之后，和“到 1”做结果补语时的位置相同。结果补语也是“到 1”语义

引申的产物，表示结果和表示到达的语义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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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结果的实现与事件的完成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一些研究者将方言中“到”的这类用法纳入

体范畴中，将其看作表示完成体或实现体的助词(标记) (如吴福祥 2001 [1]、方小燕 2003 [2]、李小华 2007 
[3])。 

这里将扬州方言中表示动作结果的“到”看作动词而不是助词或标记，是基于对“V + 到”结构性

质的认识，即将该结构看作述补结构。其中“到”充当补语这一句法成分，因此仍然是实词，试比较以

下两组例句： 
(40) a 抽了三次，一个奖都没抽到 1。 

b 抽了三次，一个奖都抽不到 1。 
(41) a 抽了三次，一个奖都没抽中。 

b 抽了三次，一个奖都抽不中。 
以上两组例句结构上完全平行，否定式都是在述语和补语中插入否定副词“不”。可见“到”跟“中”

的性质是一样的，仍旧是动词。 
从扬州方言的共时层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到 2”和“到 3”的来源都是充当补语的动词“到 1”。 

5.2. “到 1”语法化为介词“到 2” 

动词“到”向介词的语法化并不是一个彻底完全的过程，上文对“V + 到 2 + O”中 V 和 O 的语义

条件进行了分析，但这些条件只是“到”为介词的必要条件，并非其充分条件。“到”是介词还是动词

还要受到语用条件的制约，例如： 
(42) a —你昨天坐哪儿的？—我坐到 2 小陈后头。 

b —我该坐哪个位置？—你坐到 1 小陈后头。 
以上两个对话中，a 句的“到”为介词“到 2”，能够替换成“在”；b 句的“到”为动词“到 1”，

不能替换成“在”，仍然是动词充当补语，答句做如下变换语义不变： 
(43) 你到 1 小陈后头坐。 
b 句的答句如进行上述变换语义变化则不合语境。由此可见，介词“到”的语法化程度低于介词“在”。 
对于“到”语法化为介词具有不彻底性，“在”可作为一个参照。“在”作为动词表示存在，具有[ +

静止]语义特征，相对应地，表示到达的动词“到”的语义特征是[−静止]。然而，“V + 到 2/在 + O”描

述的是一个静止态的事件，因此动词“到”从自身的语义特征出发并不具备语法化介词的语义基础。 
促使“V + 到 + O”结构中“到”发展出介词功能的因素不在于“到”，而在于“V”的语义特征，

即[+静止]的语义特征。如例(42)所示的“V + 到 + O”以语境为条件出现两解性的原因是动词“坐”既

能表示动作，也能表示状态，与之类似的动词还有“摆、放、站、坐、挂、贴、住、安–装、固定”等。 
对某些倾向于表示状态动词来说，如“留(到扬州)”“蹲 3 (到单位)”“歇(到家头)4”等，“到”很

难分析为动词，试比较以下两组例句： 
(44) a 我劝你住到学校。 

b 我劝你到学校住。 
(45) a 我劝你留到学校。 

b *我劝你到学校留。 
以上两组例句的 b 句是 a 句的变换式，例(44)中变换式成立，例(45)中变换式不成立，这是因为动词

“留”的动作性弱而状态性强。 

 

 

3“蹲”相当于普通话的“待”。 
4“家头”即家里，“歇到家头”指没有工作、闲居在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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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到 1”语法化为作为持续体标记的“到 3” 

5.3.1. 持续体标记“到”来源的两种观点 
对于汉语方言中持续体标记“到”的来源，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来源于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

“到”(如李蓝 1998 [4]、曹广顺 1998 [5]、吴福祥 2002 [6])；另一种认为“到”和“著(着) (着)”同源(如
梅祖麟 1988 [7]、罗自群 2006 [8])。 

“到”与“著(着)”同源的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二者在中古音韵上的联系。然而，这种

音韵联系只能说明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古音相近的字，不管是作为助词还是动词。作为动词的“到”与“著

(着)”绝不同源，如果二者都具备发展出持续体助词的语义基础，那么就不能排除助词的“到”与“著(着)”
是各有来源的，尤其考虑扬州方言中“到”与“著(着)”并存的情况。因此，我们认同李蓝(1998)的看法：

“在汉语方言中，语法功能相同的词不一定只有一个来源，应各有不同的来源。”[4]。持续体标记“到”

由结果补语发展而来的观点主要基于对不同年代历史文献中“到”的用法梳理，据曹广顺(1998)的考察，

趋向补语发展为结果补语发生在宋代，进一步演变为助词是在元代，并且他指出趋向补语向结果补语的

转变是“‘到’变化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即结果补语的用法是“到”由实词语法化为虚词的起点[5]。
其他研究者大都持有相似的看法，但是他们基本没有解释表示结果与表示持续的这两个语义之间的逻辑

联系，而仅仅是从使用年代的先后和实虚程度的强弱判定二者在语法化链条上的位置。 
为此，我们将从扬州方言共时层面的语言事实出发，考察作为持续体标记的“到 3”与作为结果补语

的“到 1”的语义联系，探求“到”本身所具备的从“到达”义发展出“持续”义的语义条件，从而得出

“到 1”语法化为“到 3”的机制和语义理据。 

5.3.2. 持续体标记“到 3”来源于动词“到 1”的机制和理据 
在扬州方言中，“V + 到 + (O)”在不同的语用条件下有表示结果和表示持续两种可能，两种可能

性之下“到”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例如： 
(46) a 我来得早，所以吃到 1 (饭)了。 

b 你等下来，我正吃到 3 (饭)哩。 
以上 a 句和 b 句中的“吃到(饭)”虽然结构相同，但是性质相异。a 句中的“到”是做结果补语的“到 1”；

b 句中的“到”是表示持续体的助词“到 3”。这种同构异质现象是语法化的基础，但是“结果”义和“持

续”义的语义距离还是比较大的。从逻辑上讲，“动作的结果”应该与“动作的完成”相联系，与“动

作的持续”直接联系起来显得理据不足。 
寻求作为持续体标记的“到 3”的语法化来源的语义基础，需要回到“到”的本义，即“到达”义。

“到达”义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发展出“持续”义的可能，例如： 
(47) 赵老师备课备到 1 晚上 11 点。 
(48) 这么多作业写到 1 明天也写不完啊。 
以上两例中“V + 到 1 + O”中的 O 由时间成分充当，表示到达某个时点或时段，是“到达某一地点”

这一空间概念的时间隐喻。然而，在这个隐喻引申的过程中，产生了“持续”的意义，即动作从某个时

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另一个时间。由于对这种“持续”的叙述并不以说话时为参照，因此尚不构成体范畴。 
介词“到 2”的出现也为动词“到 1”具有发展出“持续”义的能力提供了佐证。上文已经分析过“V 

+ 到 2 + O”中介词“到 2”强调的是动词的状态性而非动作性，这里的状态性实际上也是一种持续性，

即动词的语义特征不只有[+静止]，还有[+可持续]。为更好呈现趋向动词“到 1”、介词“到 2”和持续体

标记“到 3”的关系，可以观察以下一组例句： 
(49) a 书摆到 1 桌上，别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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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书摆到 2/到桌上哩，你自己找。 
c 桌上摆到 3/著(着)书哩，东西先放凳子上。 

a句到 b句显示的是动词发展为介词的语法化过程。c句的划线部分是 a句和 b句划线部分的变换式，

不能显示语法化的机制，但是能够显示出动词“到 1”发展出持续体助词的语义理据。 
综上所述，动词“到 1”语法化为持续体助词“到 3”的机制可以通过“V + 到 + (O)”结构从不同

语用条件下的同构异质现象中得到解释，对于“到 1”引申出持续义的能力则需要在动词“到 1”和介词

“到 2”的用法中加以考察，“到 1”在“V + 到 1”结构中支配时间宾语时包含持续义，“V + 到 2”结

构中的 V 必须具有[+静止，+可持续]的语义特征。 

5.4. “到 3”从持续体标记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记 

助词“到 3”的功能分为三类：持续体标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记。后两者是前者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语义上都与持续义有关。 
“到 3”作为方式标记依赖两种结构形式，一是连动式(VP1 + VP2)，如“站到 3 讲课”“低到 3 头走

路”；二是状中偏正式(PP + VP)，如“照到 3 读”“沿到 3 河边找”。 
“V + 到 3 + (O)”位于两种结构的前置成分(VP1 和 PP)，动词或介词具有[+可持续]的语义特征，VP1 

+ VP2 或 PP + VP 整个结构所表示的行为也是具有持续性的。因此，助词“到”表示方式的功能仍然建

立在表示持续这一核心语义之上。 
“V + 到 3”结构起加强语气的功能时，有表示一般语气和表示强烈语气两种情形，这里再各举一例： 
(50) a 过马路看到 3 车子，注意安全。 

b 过马路看到 3，这个时候车子多。 
(51) a 看到 3！我只演示一遍。 

b 车子还没停稳哩，先坐到 3！ 
例(50)表示一般语气(命令、嘱咐)，例(51)表示强烈语气(命令)。“V + 到 3”中的 V 也都具有[+可持

续]的语义特征，从语用意义上看，说话人要求听话人保持某种状态，即思想上保持某种关切或身体上保

持某种姿势。因此，助词“到”所具有的加强语气的功能也是持续体助词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上文描写了“到 3”与“著(着)”的关系，“到 3”通常能替换成“著(着)”，只有当“V 到 3”不带

宾语时不能替换，这也代表了“到 3”的一个发展方向，即获得了句末语气词的性质。 

6. 结语 

扬州方言的“到”在有三种性质的句法语义功能，“到 1”为动词，“到 2”为介词，“到 3”为助

词。由于“到 2”和“到 3”都用于“V + 到 + (O)”的句法环境中，因此“到 1”由充当谓语核心发展出

结果补语的用法是动词虚化的基础。 
“到 2”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替换成介词“在”，反之则不一定。因为“到 2”介词功能的实现依赖“V 

+ 到 2 + (O)”，对与之组合的动词和宾语都有一定的语义限制，即“到 2”只能在具有[+静止]的动词之

后介引补语，不能在动词前介引状语。“在”没有这些限制，这体现了来源于存在动词的“在”的语法

化程度要高于“到 2”。 
“到 3”也来源于充当结果补语的“到 1”，这一点能够从“V + 到 + (O)”从不同语用条件下的同

构异质现象中得到解释。“到 3”具有持续体标记、方式标记和语气标记三种功能，持续体标记直接来自

“到 1”，语法化的结构基础仍然是“V + 到 + (O)”的句法环境，语义基础是结构中的 O 为时间宾语或

V 为具有[+静止，+可持续]的语义特征的动词时，整个结构具有“持续”义。作为方式标记和语气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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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 3”都能跟“持续”义建立起联系，是“到 3”从持续体标记出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到 3”通

常都能替换成“著(着)”，只有当语气标记“到 3”位于句末时不能替换，已经获得语气词的性质。 
 

 

Figure 2. Grammarization path of the word dao (到) in Yangzhou dialect 
图 2. 扬州方言“到”的语法化路径 

 
扬州方言“到”的语法化路径如上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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