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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语料分析、语义研究等方法，对趋向动词“上”和“下”的意义、用法、语法化过

程和不对称现象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以动词词性为核心，研究“上”和“下”作为实义动词的用

法，分析它们与名词和动词的搭配。在此基础上，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上”和“下”的语法化，即从实

义动词到趋向补语的虚化，揭示出在此过程中“上”和“下”产生的大量义项和丰富用法。最后，本文

探讨不对称的现象以及成因，创新性地提出了“典型趋向义”和“非典型趋向义”的概念，认为“上”

和“下”的不对称现象既归因于语言自身，同时也受到生理、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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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literature research, corpus analysis, semantic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cond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meaning, usag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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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y of directional Verbs “shang” and “xia”. Firstly, taking verbs as the core of the study, the 
paper studies the usage of “shang” and “xia” as notional verbs, and analyzes their collocations with 
nouns and verbs. On this bas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ang” and “xia” is analyzed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that is, from the notional verb to the blurring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
ment, and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s and rich usages of “shang” and “xia” are revealed in this 
proces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asymmetry and its causes, and innova-
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typical directional meanings” and “atypical directional mean-
ings”, arguing that the asymmetry of “shang” and “xia” is not only attributed to the language itself, 
but also influenced by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cultural and oth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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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和“下”是汉语中十分常见和常用的两个汉字，根据中国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信息交换用

汉字编码字符集》对汉字使用频率的排序，“上”排在第十三位，“下”排在第四十五位。“上”和“下”

均为指事字，在造字之初只有名词和形容词的词性，“上”作名词表示较高的位置、高位的人，作形容

词表示等级高的、次序前的，“下”则同理，与之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和“下”逐渐衍生出

了动词和副词的词性，也出现许多用法。在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上”共有 27 种释义，“下”

共有 24 种释义。本文所研究的是“上”和“下”作为趋向动词时的搭配、意义、用法等。 
需要注意的是，趋向动词也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趋向动词，专指作补语的趋向动词。广义的趋向动

词，既包括作补语的趋向动词，也包括不做补语的趋向动词，即带有趋向性的实义动词[1]。本文所研究

的是广义的趋向动词。另外，趋向动词还可分为双音节趋向动词和单音节趋向动词，本文以研究单音节

趋向动词“上”“下”为主，同时也涉及到含有“上”“下”的双音节趋向动词，即“上来”“上去”

“下来”“下去”。 
在汉语母语者的日常交流中，趋向动词使用频繁，但往往表现为以一种“约定俗成”、“脱口而出”

的方式出现，其实大多数母语使用者都并不知道这些搭配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常见的趋向动词，除了“上”

和“下”之外，还有“来”“去”“出”“回”等，在有些情况下，根据意义的需要，这些词还会同时使

用，或者与实义动词搭配，如“上去”“下来”“走出去”“爬上墙”等。对这些概念进行研究，可以丰

富现代汉语的理论体系，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助于把我们先前碎片化的感觉认识提升为系统性的经验知识。 

2. “上”和“下”作为实义动词的用法 

在现代汉语中，不管是从语法角度分类的趋向动词，还是“上”和“下”这两个汉字本身，都十分

常用。所以，与之相关的语料也非常丰富。在繁复的语料中，根据“上”和“下”与不同词性的词的搭

配，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多种类别。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实义动词“上”和“下”与名词和动词的搭配。 

2.1. “上”和“下”与名词的搭配 

趋向动词，简言之就是表示事物或人移动和发展的方向。“上”和“下”在表示一种趋向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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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义是反映物理空间内的位置关系，比如“上山”“下山”。山顶和山脚的高度悬殊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从山脚到山顶便说“上山”，从山顶到山脚便说“下山”，同理还有“上楼”“下楼”“上天”“下

海”等。从反映现实空间具体的高低位置，“上”和“下”逐渐衍生出反映抽象位置的功能，比如体现

身份地位的高低。 
现代汉语名词的种类大大小小、环环相扣，有十几种之多，有的名词本身可以同属两个甚至多个类

别，而且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着便于研究的原则，兼取各家之长，我们挑选其中有代表

性的几种来论述。 

2.1.1. 与个体名词的搭配 
个体名词，指的是可以数清的人或物体的单个体，如：树、猫、朋友、桌子、苹果、飞机等，与之相对

的是集体名词(或称集合名词)，但“上”和“下”作为趋向动词无法与之搭配。例如，我们可以说“上树”，

但不能说“上树木”；可以说“下车”，但不能说“下车辆”，这里的“树木”、“车辆”就是集体名词。

“上”和“下”只能与个体名词搭配，而无法与集体名词搭配，这是由于它们的趋向性导致的。 
(1)方鸿渐并未向她谈情说爱，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她一把，也没拉过她手。(钱锺书《围城》) 
(2)吃完了早饭，马威正要上楼看父亲去。(老舍《二马》) 
“船”和“楼”都是典型的个体名词，“上(下)船”“上(下)楼”都能准确的表达含义并且符合语法

规则，而与之相对的集体名词“船舶”和“楼房”则不能与“上”“下”搭配。个体名词既可以表示泛

指，也可以表示特指，而集体名词只能表示泛指，例如“树”和“树木”都可以表示所有种类的树。这

里所说的“泛指”和“特指”仅指它们单独使用的情况，如果加上量词，例如“一片树木”“那些楼房”，

那么它们整体也表示特指。个体名词用来特指也不是无条件的，但它的条件相对比较简单，即具体的语

境。“上楼”“上船”在具体的、特定的语境中，显然是特指。方鸿渐所下之船，必然是他们所乘的白

拉日隆子爵号，马威所上之楼，自然是他们自己家的那栋楼。如果脱离语境，听话人和读者就会感到不

知所云。所以，由于“上”和“下”的趋向性，与它们组成动宾搭配的名词，必须表示具体的而不是抽

象的事物，必须表示特定的而不是泛化的事物。 

2.1.2. 与专有名词、处所名词的搭配 
专有名词是名词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包括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等。凡专有名词一定是特指，根

据上文得出的结论，专有名词已经符合与“上”“下”形成动宾结构的前提条件。 
(4)他准备明天就去托黄技师，黄技师两三天就要上北京。(汪曾祺《羊舍一夕》) 
(5)他与车上的中国游客是同根同宗，打曾祖父那一代从福建下南洋谋生……(《2000 年人民日报》) 
(6)他自己现在也是要上天安门去呀！(老舍《四世同堂》) 
不管是地名还是机构名，它们所指的都是一个具体的地点，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们也是处所名词。

处所名词也是名词中常见的一类，它往往可以做趋向动词所趋向的目的地，表明动作的终点，回答的是

“去哪”的问题。所以，绝大多数处所名词(前提是特指)都可以与趋向动词搭配。 
处所名词与“上”和“下”的搭配也基本符合反映位置高低或身份地位高低的原则。“上”和“下”

本身都具有“到；去(某个地方)”的含义，所以在不少情况下可以替换使用，如：“上厨房”“下厨房”

“上饭店”“下饭店”等。而有一些的情况是“上”或“下”只能用其一，值得深入研究。例如有“下

乡”而没有“上乡”，这一方面是出于语音角度考虑，避免与“上香”歧义；另一方面，“乡”在行政

单位中出于较低的级别，故用“下”，与之相似的还有“上省城”。又如有“上法院”而没有“下法院”，

这是由于法院是庄严、神圣、值得尊敬的场所，用“上”体现地位的尊贵。再如有“上厕所”而没有“下

厕所”，这是因为古时候厕所一般建在房子的北面，是方位的因素，前文的“下南洋”也同理。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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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尊卑、空间方位这三类可以解释绝大多数搭配的情况。另外，“上”与处所名词搭配的频率比“下”

要高，这一问题在后文研究不对称性时会深入论述。 

2.1.3. 与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的搭配 
物质名词是指一些个体特征不明显或是无法分为个体的实物，例如水、火、金属、声音、空气等。

抽象名词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属性、性状等，例如思想、情感、知识、责任、义务等。这两类名词在

与“上”和“下”搭配时，往往就不再表示趋向的目的地，而是表示趋向承载之物。 
(7)上菜吧，宝康你叫服务员上菜吧，我都饿了。(王朔《顽主》) 
(8)太阳毒得好象下火呢。(老舍《柳屯的》) 
“上菜”可以理解为“把菜上”或者“使菜(被)上”，“菜”是上的受事。“下火”是比喻天气异常

炎热，并不是真正的起火，但直接理解来也是“使火从天上下下来”，“火”是“下”的受事。与之同

理的还有“上茶”、“下雨”等。 
抽象名词与“上”和“下”的搭配相对较少并且许多属于新词语。例如在直播间“上链接”“上才

艺”；在写作或演讲时“上价值”；在舞台表演时“上情绪”；它们的用法与上文所说相同，是趋向的

受事。从没有链接，到有了链接可以点击购买；从比较浅薄的价值，增长到比较高级的价值；从平淡的

情绪，变成激烈的情绪。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向，在意义上

可以理解为“把……拿出、呈上、表现出来”。 
总之，趋向动词“上”和“下”与名词的搭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上(下)”加趋向的地点、处

所；二是“上(下)”加趋向的受事、所支配的对象。以上所论述的都是“上(下)”与名词的动宾结构搭配。

众所周知，名词与动词还可组成主谓结构，但趋向动词与名词的主谓形式很单调，例如“我上”“他下”，

主语的替换不牵扯语法问题。而且，它们很难在单独使用的情况下就能清楚地表达意义，通常还是要接

宾语，如“我上学”、“他下火车”，因此趋向动词与名词搭配的主谓结构不必作单独研究。 

2.2. “上”和“下”与动词的搭配 

2.2.1. 与其它实义动词的搭配 
“上”和“下”做实义动词时含义很丰富，但其中不乏相近的义项，“上”“下”与趋向有关的义

项基本可以概括为“向上”和“向下”，在有的语境里也有增长和降低的意味。根据对复合词的结构类

型分析，“上”和“下”与其它实义动词的搭配情况分为三种：联合、偏正和连动。 
首先是联合式，联合式复合词中两个语素同义或近义是比较典型的情况，例如：“上升”“上涨”“下

降”“下跌”。在这些词中，“上”即是“升”，“下”即是“降”，“上”即是“涨”，“下”即是“跌”，

汉语中不存在“下涨”“上跌”或者“下升”“上降”的用法。“上(下)”与“升(降)”既没有时间的先后，

也没有逻辑上主次的关系，因此要与连动式和偏正式区分开，同理还有“上浮”和“下沉”等。 
其次是偏正式，在偏正式中，“上”和“下”往往起到修饰限制的作用，如：“上访”“上报”“下

达”等。事实上，汉语中也不存在“下访”“下报”这样的词，但从意义上讲，它们也具有合理性。“访”

的本义就是访问、调查、寻求，它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报”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也不具

有方向性，具体要告诉谁，是“向上”告诉？还是“向下”告诉？为了清楚地表达意义，就必要加“上”

或“下”来进行修饰。 
最后是连动式，连动结构不是“上”或“下”单独与动词组成的，往往以“上来(去)”/“下来(去)”

加实义动词的形式出现，如“下来玩”“上去说”。在这些动词短语里，动作的发生有时间的先后顺序，

等前一个动作完成后，后一个动作才能开始，而且这两个动作是由同一个主语发出的。在实际生活中，

为了更明确的表达含义，许多情况下会把处所、位置直接表述出来，例如：“下楼玩”“上讲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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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情况不应当算作典型的“上/下 + 动词”的形式，因为虽然“下楼”和“玩”之间是连动关系，

但“下楼”本身已经是动宾结构了。 
以上三种结构类型是实义动词“上”“下”与动词的搭配，趋向补语“上”“下”与动词的搭配将

会在下文展开论述。 

2.2.2. 与趋向动词的搭配及其不及物性 
上文已经提到，与“上”和“下”有关的趋向动词共有六个，分别是“上”“下”“上来”“上去”

“下来”“下去”。其中后四个既可以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双音节复合趋向动词，也可以理解为是“上”

“下”与“来”“去”这两组单纯趋向动词之间的搭配。这两种理解方式在语言实际运用的层面都无伤

大雅，事实上，除了“来”“去”之外，“上”和“下”也无法与其他趋向动词(例如“回”“起”“过”

“出”)搭配了。 
“上”“下”“来”“去”在单独使用时都是及物动词，“上”和“下”的例子在上文已经举出很

多。“来”和“去”的例子如：“来南京”“去上海”“来我家”“去河里”等。但是，当它们搭配起

来组成复合趋向动词时，却不再具有及物性。所有不及物动词都不能直接加受事宾语，但有的却可以加

非受事宾语，“上来(去)”“下来(去)”便是如此。 
(9)又上去四个人像拉纤一样将公羊四条腿拉开……(余华《一个地主的死》) 
(10)汽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老舍《小坡的生日》) 
(11)……很对不起，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我让你上来一趟。(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2)我下去两分钟，从从容容。(张曼菱《中国布衣》) 
以上例子可分为三类，(9)、(10)体现的是“上去”“下来”接施事宾语，“上去四个人”和“下来

一个人”在意义上是“有四个人上去”和“有一个人下来”；(11)的“一趟”是数量宾语，如果在特殊的

语境中，像(9)、(10)的情况也可以把“人”省略掉，从而变成数量宾语，比如“刚刚上来了两个人，现

在下去一个”。(12)的“两分钟”是时量宾语，表示“下去”动作持续的时间。施事宾语、数量宾语、时

量宾语这三类可以概括“上来(去)”、“下来(去)”接宾语的绝大部分情况。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认为“上”

和“下”是实义动词，但如果把“下来一个人”，改为“走下来一个人”，那么虽然意义不变，“下来”

整体就不再是实义动词而是趋向补语了。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数量宾语和时量宾语，学界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2]中认为它们是宾语，刘月华等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3]中认为它们是补语，黄伯荣、廖旭东的《现

代汉语》[4]则同时收录了这两对概念，朱德熙的《语法讲义》[5]也称它们为宾语，但认为它们是一种特

殊的“准宾语”。这些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判断它们的是非对错不仅很困难，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任务，

这里仅提出来让大家知晓。本文以郭锐和朱德熙的观点为基础，行文时以“宾语”来表述。 

3. “上”和“下”的语法化 

语法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本文探讨的语法化，指的是实词向语法成分转化的一种语言现象。

趋向动词“上”和“下”在语法化过程中由实义动词变为补语，主要体现在动补短语和形补短语中。简

而言之，本部分讨论的就是“上”和“下”是如何从实义动词变成趋向补语的，以及“上”和“下”作

为趋向补语和动词、形容词的搭配。 

3.1. “上”和“下”从实义动词到趋向补语的虚化 

3.1.1. 趋向动词演化的过程 
在先秦时期，汉语的趋向连动结构就已经出现，但其句法位置与如今大不相同，主语全部位于两个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8490


步修齐 
 

 

DOI: 10.12677/ml.2023.118490 3626 现代语言学 
 

动词之前。在这一时期，趋向动词与其它动词之间的边界还比较明确，是两个独立的语法成分，例如： 
(13)鲜虞推而下之。(《左传·襄公 25 年》) 
(14)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墨子·杂守》)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上”和“下”与其它动词组成的是一种连动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我们

一般认为“上”和“下”仍然是实义动词。趋向动词的语法化过程是从魏晋开始的，两个动词之间的语

法边界被逐渐削弱，开始整合成一个整体的成分，即动趋式，“趋向补语”这种语言现象就是那时产生

的。 
(15)飞下雌鸳鸯，塘水声溘溘。(李贺《塘上行》) 
(16)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白居易《游悟真寺诗》) 
(17)逢见涅盘堂主著纳衣走上来……(《祖堂集》) 
在(15)、(16)中，充当主语的名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出现在动词之后，它们在语义上仍然

是施事，但在语法上却成了宾语，这一现象在唐代以后普遍存在。另外，复合趋向动词也是在唐以后才

开始使用的，如(17)。在趋向补语产生以后，由于语用的需要，这些趋向补语衍生出大量的抽象用法。 

3.1.2. “V + 上”“V + 下”的语义演变 
“上”和“下”的语义演变经历了趋向意义(本义)、结果意义、时体意义三个阶段。“上”的本义表

示人或事物由低到高移动或由下级到上级，强调趋向的终点。而“下”根据侧重点的不同，既可以着眼

于起点，又可以着眼于终点。 
(18)上马执辔，御体正矣。(刘向《新序》) 
(19)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司马相如《长门赋》) 
(20)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刘义庆《世说新语》) 
“上马”的“马”和“下地”的“地”都是趋向的终点，“下兰台”实际上是“从兰台下”，“兰

台”是趋向的起点。“上”和“下”虚化为趋向补语后，它们表示的空间趋向意义产生了新的用法。在

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上为前、下为后”的观念，所以“上”就不仅可以

表示由低到高，也可以表示向前移动。这样一来，“上”的终点就不一定是高处的目标，其搭配变得更

加丰富。 
不管是从低到高，还是从后到前，“上”的趋向意义都是实在的，物体达到目的地的同时也意味着

“上”这一动作的完成，“上”的结果意义由这一意义引申出来，可以表示“接触”的含义。这一变化

开始的具体时期并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上”的结果意义在南宋以后得到了广泛使用。例如： 
(21)细切香柔叶铺上，筋拨令调匀进之。(《太平广记》) 
(22)诸般事儿都不理，关上房门便要睡。(《话本选集》) 
“下”的趋向意义有终点和起点两个侧重，那么随之引出的结果意义也分两类。由“从高出到低处”

分支出侧重起点的“离开高处”和侧重终点的“到达低处”，它们分别隐含着“使……离开”和“使……

留下”的意义。例如： 
(23)拔下金钗一股。(《元代话本选集》) 
(24)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太平广记》) 
(25)托至堂前，摆下椅子。(《话本选集》) 
(26)若写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间言语。(《朱子语类》) 
(23)、(24)的“拔下”“脱下”里的“下”是“离开”义，“下”前面一个实义动词具有及物性和支

配性，而且在意义上也有“脱离、去除”的意味，那么“下”在此就表示动作的结果是造成受事宾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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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25)、(26)代表第二种情况，与“下”搭配的实义动词依然要有及物性，从语法的角度来说，两者

并无分别，但其动作的目的是使受事者留下而不是脱离。这种情况往往可以用“上”与“下”替换，其

意思基本不变。例如把(25)的“摆下椅子”改为“摆上椅子”，都是让椅子留在堂上，把(26)的“写下”

改为“写上”，都是使字留在纸上。这样的替换既不违背语法规则，又可以理解，而前两个例子中的“拔

下”和“脱下”是显然不能改为“拔上”和“脱上”的。 
“上”和“下”语义演变的最后一项是时体意义(也称状态意义)，时体意义是由结果意义直接引申出

来的，表示动作在某一时间处于何种状态。“上”由“接触”引申出“开始”，“下”由“脱离”引申

出“完成、结束”。例如： 
(27)一连吃上十数多碗。(《今古奇观》) 
(28)长老又故意的骂上两声。(《三宝太监西洋记》) 
(29)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去了府门。(《金瓶梅》) 
(30)好冤家？你惹下无涯之祸。(《封神演义》) 
前例的“上”不仅表示“开始”的一瞬间，而且还表示动作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上”也由此有了

表示动作持续的含义，这种含义的使用在今天已经非常普遍，如“喝上酒”、“玩上游戏”。在(29)、(30)
中，“应下”和“惹下”都是一瞬间结束的动作，但它还蕴涵着动作完成之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往

往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应下了别人的事情必然要去做，惹下了灾祸必然要承担责任和损失，同理还有“立

下功劳”、“结下梁子”等。 

3.2. “上”和“下”作为趋向补语和动词、形容词的搭配 

3.2.1. 与动词的搭配 
现代汉语动词可分为一般动词、趋向动词、判断动词、能愿动词四种，其中后两者不能与“上”和

“下”搭配，趋向动词与“上”和“下”搭配时，“上”“下”仍为实义动词，在上文已有论述。在这

些动词中，一般动词的数量最多，还可细分为几类，其中与“上”或“下”搭配最广泛的是动作动词。 
(31)于是他走下了桥，他望到了自己房间的窗口。(余华《难逃劫数》) 
(32)像口哨一样简单明亮的短句，听上几句人的情绪就变得饱满、欣快。(王朔《看上去很美》 
(33)……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的。(杨绛《干校六记》) 
(34)别着急，喝下这杯酒听我慢慢道来。(邓友梅《邓友梅选集》) 
在(31)中，“走下”用的是“下”的趋向意义，即从高到低；(32)的“听上”用的是“上”的结果意

义，强调声音与人的接触，同理还有“盖上”“盛上”；(33)和(34)正好是一对“上”和“下”的时体意

义，“吃上”指的是“开始吃”，“喝下”指的是“喝完”。还有很多例子不能穷举，但我们能够看出，

大部分单音节动作动词可以与“上”和“下”其中至少一个搭配。 
双音节动作动词与“上”“下”搭配的情况比较复杂，与该动词的结构类型有关。例如“睡觉”这

个词，我们可以说“睡下”“睡上觉”“睡上几个小时”，但不能说“睡觉上(下)”。而对于“收拾”，

就可以说“收拾上”，对于“休息”，也可以说“休息上(下)”。 
“收拾”和“休息”都是由两个动词语素组成的合成词，结构为联合式，它们后面可以直接加“上”

或“下”。而“睡觉”是“动 + 名”的组合，结构为动宾式，后面不能直接加“上”或“下”，与之相

同结构的还有“跑步”“负责”“犯错”等。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由于“上”和“下”是趋向补语，那么根据汉语的语序规则，

它们应当紧跟在动词之后。“睡觉”虽然整体也是动词，但由于内部结构为动宾，故“上”“下”在与

其搭配时，只能放在中间，形成“动 + 补 + 名”的结构。例如“跑上步”“负上责(负起责)”“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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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与之相反，联合式的动词是纯动词语素构成的动词，它可以直接加“上”“下”，同为“动 + 动”

组成的连动式、兼语式、状中式复合词也同理，例如“研究”(联合)“审批”(连动)“请教”(兼语)“围

观”(状中)等。 
与前文所讲的单音节动作动词相结合，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纯动词语素构成的动作

动词，都可以在词后直接加“上”或“下”，而对于非纯动词语素的动作动词，则把“上”“下”加在

动词语素之后。总之，趋向补语应当紧跟在最后一个动词语素的后面。以上所说搭配在语法规则上成立，

但从语用上讲，并非所有都常用常见，除了“上”“下”之外，还应当根据具体词义选择其它合适的趋

向补语。 
除了动作动词之外，少部分心理活动动词也可以和“上”搭配，如“爱上”“恨上”“喜欢上”“思

考上”。以上搭配运用的都是“上”的时体意义即“开始”义。另外还有一个形式动词“进行”，可以

说是一个特例，它只能与“下去”搭配。“下去”既可以表示方向由高到低、数量由多到少，也可以表

示性状的延展和动作的持续，这一层意义使得它与“上来”“上去”“下来”相比有更广的使用范围，

在下文论述与形容词的搭配时还会体现。 

3.2.2. 与形容词的搭配 
形容词的分类十分繁杂，我们根据对不同分类方式的分析，来判断“上”和“下”与哪种形容词不

能搭配，与哪种形容词可以搭配，在可以搭配的情况下又有什么规则。 
首先，根据表达功能，形容词可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这是比较常见的分类，几乎所有语

法研究者都会提及。性质形容词仅仅表示性质，状态形容词在表示一定性质的同时还强调量，即对程度

进行限定。 
(35)两个孩子以前在一块玩，现在一块上幼儿园，当然好上了。(刘震云《一地鸡毛》) 
(36)可是，我眼见她一天天消瘦下去了……(苏青《真情善意和美容》) 
(37)可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胖下去了。(古龙《陆小凤传奇》) 
(38)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39)更迫切的是天已黑上来，他的腹中已开始咕噜咕噜的响……(老舍《四世同堂》) 
在上例中，前三者是性质形容词，后两者是状态形容词。(35)中的“好上”，依然是用“上”的“开

始”义，“好”在这里实质上就是相互喜欢。(36)与(37)的“胖”和“瘦”都加“下去”，但它们的含义

不尽相同，“下去”既可以表示降低、减少，也可以表示一个动作、状态的持续。在与“瘦”搭配时，

两种意义都可以讲得通，而与“胖”搭配则只能取后者。(38)的“黑下来”表示一种光线由多到少、亮度

由高到低的趋向，有一种夜幕降临的感觉；(39)的“黑上来”则表示黑色逐渐增多的趋向，有“黑云压城

城欲摧”的意味。两者意义基本相同，但感情色彩略有差异。 
可见，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都可以与“上”“下”“上来(去)”“下来(去)”搭配，所以我们还

需要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 
其次，从构词角度来看，形容词分为单音节形容词、双音节形容词以及带词缀的形容词。其中带词

缀的形容词，比如“亮晶晶”“黑不溜秋”“稀巴烂”等，它们是不能搭配“上”“下”乃至其它所有

趋向补语的，我们可以说“冷下去”，而不能说“冷清清下去”。双音节形容词还要分情况讨论，有的

形容词由一个名词语素和一个形容词语素构词，如“笔直”“雪白”等，它们也不能搭配“上”“下”。

而那些纯形容词语素构词的双音节形容词，以及单音节形容词，则有搭配“上”和“下”的可能性。 
最后，根据在句子里所作的成分，形容词可分为一般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一般形容词的数量非常

多，用法也很灵活，它可以作所有的句子成分，即“主谓宾定状补”。非谓形容词只能作定语修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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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男/女”“主要/次要”“初级/高级”，也有些学者把它们称作区别词、属性词。显而易见，非谓语

形容词是不能接趋向补语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是性质形容词还是状态形容词，只要它们是由纯形容词语素构成且属

于一般形容词，那么在满足语义的条件下，就可以与“上”和“下”搭配。有的学者干脆直接把这种可

以接趋向补语的形容词单独归为一类，称为“动态化形容词”，在李临定的《汉语基础语法》[6]和邢福

义的《词类辨难》[7]中，都出现了动态化形容词这一概念。 

4. “上”和“下”的不对称性及原因 

“对称”即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对称”就是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8]，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在语

言中很常见。语言在整体上是对称的，如主动与被动、肯定与否定、清音与浊音等。但语言在局部又是

不对称的，主要体现在形式、意义以及有无标记上的不对称。其实，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牵涉

到“上”“下”的不对称现象了，本部分我们将从趋向动词“上”“下”的意义入手，深入系统地分析

它们在与各种实词搭配时产生的不对称现象及其原因。 

4.1. “上”和“下”不对称的现象 

4.1.1. “上”和“下”自身意义的不对称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有必要对趋向动词“上”“下”的所有义项进行梳理： 

 
Table 1. Meanings of directional verbs “shang” and “xia” as notional verbs 
表 1. 作为实义动词的趋向动词“上”“下”的义项 

 典型趋向义 非典型趋向义 

实义动词“上” 

①向上面；②由低处到高处； 
③去、到(某个地方)； 
④添补、增加； 
⑤出场；⑥向上级呈递； 
⑦把饭菜等端上桌子； 
⑧向前进。 

①到规定时间开始工作或学习； 
②涂、搽； 
③安装； 
④登载，出现； 
⑤拧紧。 

实义动词“下” 

①向下面；②由高处到低处； 
③去、到(某个地方)； 
④降落(语境中也可用作“减少”)； 
⑤退场；⑥发布、投递； 
⑦放入。 

①到规定时间结束工作或学习； 
②退让、让步； 
③拆卸、解除； 
④(动物)生产。 

 
Table 2. Meanings of directional verbs “shang” and “xia” as directional complement 
表 2. 作为趋向补语的趋向动词“上”“下”的义项 

 趋向意义 结果意义 时体意义 

趋向补语“上” 向上，向前(侧重终点) 到达、接触 开始 

趋向补语“下” 向下，向后(可侧重起点或终点) 使离开；使留下 完成、结束 
 

这里我们针对实义动词“上”“下”提出了一对新的概念：“典型趋向义”与“非典型趋向义”。

典型趋向义即有明显方向性或“位移”的义项，包括空间上的移动，以及抽象层面的地位升降、数目增

减等，它们基本都是一次派生的产物。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上”“下”在造字之初没有动词词性，

而所谓的典型趋向义，就是由最初的名词直接派生而来的，即“向上”和“向下”。如表 1 所示，除了

“③去、到(某个地方)”之外，其它义项其实都有“向上”或“向下”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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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趋向义即无明显方向性或“位移”的义项，它们与“趋向”仍存在一定的联系，可以表示事

物的发展以及状态的变化，如表 1 所示。非典型趋向义是由“上”“下”的原始义(名词本义)两次甚至多

次派生的结果，如果从仅动词的层面来看，也可以说它们是动词本义再派生的结果。我们认为，非典型

趋向义的“上”和“下”也属于趋向动词，正如表 2 所示的“上”“下”语法化后衍生出的结果意义和

时体意义，我们依然称之为“趋向补语”。 
从意义的角度来研究不对称，我们首先要保证形式上的对称，如果两个词形式和意义都不对称，那

它们就风马牛不相及了。我们所说的形式，是搭配组合的方式，也即语法结构。搭配组合上的对称可以

分为两种，一是完全反义的对称，如上升、下降；二是仅“上”“下”替换的对称，如上班、下班。一

些学者把前者命名为相对对称，后者命名为绝对对称[9]。我们认为，符合这两种情况之一就是形式上的

对称，不符合这两种情况便是形式上的不对称。 

4.1.2. “上”和“下”意义的不对称 
“上”和“下”在遣词造句时的不对称现象，归根结底是它们自身意义的不对称，我们可以将其称

为“义项缺失”。义项缺失首先是一种现象，在上表已经清晰的展示，但它实际上也是“上”和“下”

成词之后不对称的直接原因，“上”“下”本身的义项已经不能完全对应了，那它们组词之后自然会不

对称。“由低处到高处”与“由高处到低处”能够形成一对对应关系，那么这对义项被用来成词时，通

常情况下是对称的。相反，有的义项孤立存在，无法形成对应关系，就非常容易造成不对称。例如： 
(40)老板娘上菜来了。(铁凝《小黄米的故事》) 
(41)炒菜熬汤，要先下菜，后放盐。(《1996 年人民日报》) 
(42)“你擦什么药呢？”石静头也不回地边抹边说，“别乱上药。”(王朔《永失我爱》) 
(43)世上只有一个人能煮得出这种牛肉汤，当然也只有一个人能在汤里下药。(古龙《陆小凤传奇》) 
(44)因此，胡适博士对症下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上菜”的“上”取的是“把饭菜等端上桌子”，同理还有“上茶”，但“下”却无“把饭菜端下

桌子”的义项与之对应。“下菜”的意思是做菜时把菜放入锅里，“下”取的是“放入”义，而“上”

没有“拿起”义与之对应，因此造成了不对称。(42)中“上药”的“上”取的是“涂、搽”义，而“下药”

要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是(43)的“下药”，意思是下毒药，“下”取的也是“放入”义，与“上药”不对

称。二是(44)的“对症下药”，这里的“下”是“使用”的含义，可以同义替换为“用药”。“下”的“使

用”这一义项与趋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并不在上表所列，但它与“上药”也是不对称的。 

4.2. “上”和“下”不对称的原因 

在造字之初，“上”和“下”的原始义是完全对称的，那么根据语言自身的规律，由原始义衍生出

的各种不同词性的义项也应当是一一对应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认为，这是由语言外部的因

素导致的，如生理、心理、文化等，即外因。上文所讲“义项缺失”，其实就是外因作用的结果，而当

它成为一种既定事实之后，又继续影响着遣词造句，单从这一层面来看，“义项缺失”是语言的内部因

素。外因导致了“上”“下”的义项缺失，而义项缺失在形成后，它本身又作为内因继续影响“上”“下”

的成词。而语言在多因素影响下不断发展，势必又会给“上”“下”增添新的义项，这可以说是一种发

展的循环上升。 
外因的作用在“上”和“下”本身并不能很明显的反映，而在它们的成词中则比较容易发现。所以，

讨论“上”“下”的不对称，应当以成词搭配为切入点，来探究它们的不同意义和用法。在有些情况下，

“上”“下”明明有相对应的义项，但在词语中却不能直接替换甚至根本无法替换。这就不是语义、语

法的问题，而是外因作用的结果，下面将从生理、心理、文化三个维度来分析造成“上”和“下”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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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原因。 

4.2.1.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指的是人的体型、容貌、发肤、基因等因素，生理是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

素。我们通常说的“五感”，就属于生理因素，即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不难发现，人

体主要的感觉器官都集中在头部，在与别人交际时，往往也首先关注到别人的脸部。所以，人体的上部

既是感觉发出的焦点，也是感觉承受的焦点，因此使人们更重视上部。 
人可以观察到的事物主要集中在外表，而“上”有“在……表面”的意思，这使得人们更愿意用“上”

来表示物体的相对位置。这里的“上”不是趋向动词而是方位词，但它在客观上整体增加了“上”的使

用频率。而且，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上”“下”是先有的方位词的用法，届时“上”就已经比“下”

使用广泛了，那么它们后来在演化、引申时也必然会一定程度影响趋向动词“上”和“下”的不对称。 
另外，“上”可以与部分心理活动动词搭配，而“下”不能，如“喜欢上”“爱上”“恨上”。虽

然这些动词被称为“心理活动动词”，但这些活动实际上还是要依靠人的感官以及大脑来进行，即便是

古代人认为的思考器官——心脏，也在人体的上半部。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也受生理因素影响。 

4.2.2.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包括人的感觉、情绪、知觉等，显著的事物往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也容易识别和记忆。

在遣词造句时，人们往往选择频率较高的、强势的、阳性的、积极的词来使用。如在“大、小”和“高、

低”中，人们往往会问“多大”“多高”，而不是“多小”“多低”。这一心理因素反映到“上”和“下”

的不对称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上”和“下”本身都有“去、到”的义项，但当询问别人去哪时，

只会说“上哪去”，而不是“下哪去”，第二，从与处所名词的搭配上来说，“上”的使用频率也比“下”

高得多。 
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于语言中的经济原则(或称省力原则) [10]。前文已经提到，“上”的词频远高于“下”，

那么当两者在语法和意义上都适用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常见的“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潜意识

作用的结果，越是常见的词语人们越使用，越使用也就越常见，这样循环往复，逐步巩固了“上”这种

强势词在不对称中的地位。 

4.2.3.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也可以解释很多“上”和“下”

成词的不对称现象。 
(45)这年月，作官的今天上任，明天撤职……(老舍《茶馆》) 
“上任”的“上”取的是“去、到”的义项，“上任”与“到任”完全同义。其实，现代汉语中也

有“下任”一词，但其义为“下一任”，“下”在此已不是动词，所以依然是不对称。从语法和意义的

角度来说，“下任”用来表示“到任就职”并无不妥，但事实上人们不这样使用，这就是文化因素起作

用的结果。从古至今，百姓对官员通常都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态，“上”在作形容词时有“等级或品质高”

的含义。而且，“上”还有“上升、向上”的含义，上任的人自己也希望加官进爵、仕途顺风顺水，所

以自然用“上任”而不是“下任”。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与“上任”对称的是“卸任”。 
(46)……不嫁给什么酸溜溜的白脸儿，偏偏下嫁个体户。(陈建功《皇城根》) 
“下嫁”是指地位高的女子嫁给地位低的男子，“下”在此取“向下”义。“下嫁”这个词在旧社

会使用相对较多，它的出现以及不对称现象也是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古代的男权社会，男性的地位普

遍比女性高，所以以男性为出发点的“娶”本身就含有“下娶”的意味。同理，以女性为出发点的“嫁”

也有“上嫁”的意味，故没有专门的“上嫁”和“下娶”。“上嫁”和“下娶”仅是概念上的词，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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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在口语中，并不是标准的现代汉语词汇。而“下嫁”是旧社会是相对特殊的现象，所以需要一个

词语来进行描述。从形式上看，“下嫁”没有“上嫁”或“上娶”作为对称，从意义上看，“高攀”或

许能够弥补这一不对称的空缺。 
我们把影响“上”和“下”成词不对称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外因又分为三种，这是出于研究的

需要，而在实际应用中，这些不对称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面对不对称现

象时应当多角度思考，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影响因素有待发掘。 

5. 结论 

本文将趋向动词“上”和“下”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语料分析、语义研究等方法，剖

析了“上”和“下”与实词搭配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上”和“下”的语法化过程，讨论了“上”和“下”

的不对称现象以及成因，从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对趋向动词“上”和“下”进行研究。

结论如下。 
实义动词“上”和“下”与名词搭配组成动宾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作宾语的名词可以是个体名词、

处所名词等，表示趋向的目的地，但这些名词必须表示特指的概念。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也可以作“上”

和“下”的宾语，它们在此是受事，而不再表示趋向的目的。“上”和“下”与其他实义动词可以组成

联合、偏正、连动三种结构，我们可以根据动作之间有无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来区分这些结构。“上”

和“下”单独使用时是及物的，但与其它趋向动词(“来”“去”)搭配时变得不及物，它们不能直接加受

事宾语，但却可以加施事宾语、数量宾语和时量宾语等。 
“上”和“下”的语法化过程就是从实义动词转化成趋向补语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魏晋时期。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上”和“下”作趋向补语产生了三种含义，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时体意义。“上”

的趋向意义有“向上”和“向前”，而“下”通常为“向下”，较少用作“向后”；“上”的结果意义

为“到达、接触”，“下”的结果意义为“使……离开”和“使……留下”，用作“留下”义时，“下”

通常可以与“上”替换。“上”的时体意义为“开始”，“下”的时体意义为“完成、结束”。 
“上”和“下”的不对称性首先体现在它们自身意义的不对称上，主要体现为义项的缺失，“上”、

“下”意义的不对称现象也是它们成词之后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即有关语言本体的内因。“上”和“下”

成词的不对称还受许多外因的影响，生理、心理、文化是比较主要的三种因素。以上这些原因并不是孤

立地造成“上”和“下”的不对称，大多数不对称的现象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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