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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 + 于”结构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较多见的非句法结构。而随着汉语的演变和发展，“V + 于”两个部

分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动词和于变得更加紧密，逐渐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类词语。本文

将以“终于”一词为例，深入探讨“V + 于”结构词汇化的动机和成词的三步过程。 
 
关键词 

终于，词汇化，并入，非范畴化，跨层结构 

 
 

Explore the Lexicon Process of “V + 于” 
Structure 
—Taking the Word “终于” as an Example 

Xingyu Ge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Received: Feb. 23rd, 2024; accepted: Mar. 27th, 2024; published: Apr. 8th, 2024  

 
 

 
Abstract 
The “V + 于” structure has been a more common non-sentence structure since ancient times. 
However, with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 
and 于 has changed somewhat. Verbs and 于 become closer, gradually no longer regarded as a 
structure, but a kind of words.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word “终于”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V + 于” structure and the three-step process of the word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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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化是指原本不是一个词汇的几个成分组合成了一个新词的过程，或是词汇性偏低的词变为词汇

行偏高的词的过程。在汉语发展历程中，许多双音节词的成词过程都是从非词汇的单个句法成分转化为

使用相邻的、更加紧密的结构，在使用过程中被逐渐默认为词汇的过程。“V + 于”结构的词汇化就是

这样的过程，它由原先独立的主要谓词 + 介词构成，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词汇化，并具有新词性。

本文就从“终于”这个例子入手，来探究“V + 于”的词汇化现象。 

2. “V + 于”结构词汇化的动因机制 

2.1. 介词并入 

“V + 于”结构的词汇化过程换言之就是一种介词并入的过程，因此研究该结构的词汇化必然要引

入“并入”的概念。糖廷池在《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中指出“所谓并入系指词语或词组籍重新分

析，而嫁接到另一个语素、语词或词组，因而与后者合并或并入后者，成为后者成分的现象。”[1]换句

话说，这里的“并入”是指原先在语汇或语法意义上独立的词或字并入到其他词或字中，二者组成一个

新词。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有两种：词法上的并入和句法上的并入。“V + 于”结构是以动词为中心的

词法关系上的并入。 
这里以“终于”一词为例在研究介词“于”的并入过程。在最开始“终”和“于”是两个单独的成

分，“终”做一个句子的主要谓词，“于”作为介词引出后面的对象，主要起介引作用，其后往往跟宾

语构成“V + 于 + O”的结构。在先秦时期，介词“于”后面主要是跟名词性的宾语，构成介宾结构，

呈现出“终 + [于 + 宾语]”的结构，此时介词“于”与后面的宾语连接更加紧密；而到了两汉时期，“于”

后面不仅加名词，也出现了加其他词性的情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过

程中，“终 + 于 + 宾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由“终 + [于 + 宾语]”结构逐渐转变为“[终 + 于] + 宾
语”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于”逐渐与前面的动词“终”更加紧密，原先介词的功能被减弱，逐渐成

为词内成分。 

2.2. 非范畴化现象 

非范畴化是指在特定的语篇环境中，某一类词脱去了它原本的语义特征或句法特征的过程。“V + 于”

结构的介词并入本身是一种非范畴化的过程，除此之外，该结构中的动词也发生了非范畴化的现象。原

本“终”和“于”单独成词时，“终”是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要谓词，如果介词“于”后面跟了动词，那

么一句话就有两个动词并列，在“终于”成词的过程中，后面的动词逐渐成为了主要谓词，“终”这个

字的动词特征逐渐弱化，从主要谓词转变成了次要谓词，只起到了副词对动词的修饰作用。例如“这场

硬仗终于结束了。”，这句话中“结束”是主要谓词，“终于”作为副词修饰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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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合使用频率高 

罗耀华、马庆株等人认为“某些实词与虚词长期在一个节拍中连用，就使得本来没有直接关系因而

不成语法单位节拍的这个语音单位变成了有直接意义的语法单位——词”[2]。一个结构是否可以转化成

词，很重要的一个动因是看它的紧密程度和使用频率。如果两个字总是在一起使用，紧密度较高较稳定，

且使用频率较高，人们从语感上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词汇，这种词汇化过程才有可能无意识的形成。

拿“终于”一词为例，“终”和“于”一起出现最早可追述到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两汉时期，“终”和

“于”一起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此时的“终于”出现了一些新的专指义，并有了成词的迹象。据 CCL
语料库给出的数据，“终于”一词在唐代共出现 126 次，大多表示去世之意，少部分作为时间副词使用。

而在清朝的近百个语料中，“终于”绝大部分都做时间副词解释。 
“V + 于”结构之所以使用频率较高，是因为它有着很强的能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该结构的接纳程度高，较多动词都能进入这一结构，根据《汉语动词用法辞典》中的统计，能够与“于”

结合的动词有将近 700 个。二是“V + 于 + O”结构中的宾语在使用过程中范围扩大。能进入该结构的

宾语由最初的空间、时间等名词逐渐扩大到范围、原因、准则等抽象化的概念，致使人们能够使用“V + 
于”结构的情况进一步增加[3]。 

3. 以“终于”为例分析“V + 于”结构的词汇化过程 

综上所述，“V + 于”结构词汇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于”的介词并入的过程，“于”最先以动词形

式呈现，而后由动词转化为介词，再由介词转变为词内成分。而在此过程中动词也发生了非范畴化的现

象，由主要谓词变为次要谓词，与“于”结合在一起变为副词。因此，我们可以将“V + 于”结构的词

汇化过程按照关键节点划分为以下三步。 

3.1. “于”在上古时期由动词虚化为介词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于”最先以动词呈现，而后转化为介词。最初“于”做动词表示“往、到、

在”之意，后面常常加处所表示往某地去。之后又逐渐变为“往/步 + 于 + 处所”的结构，使“于”具

有了介词化的含义。李先银认为，最开始介词化的“于”常用在祭祀活动中，形成“V + 于 + 对象”的

形式，进而由空间向时间扩散，实现“于”由动词向介词过度的过程。 

3.2. 介词“于”转化为词内成分 

由上文中的介词并入可知，在词汇化过程，“于”的介引功能逐渐弱化，由单独的介词演变为动词

词缀，在演变为词内成分，由两个词合并为一个词，也就是实现了先词汇化后句法化的转变。 
以“终于”一词为例，“终”和“于”最早放在一起使用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这两个字都是

独立的动词和介词，“终”表示结束，“于”用来引出对象。例如《国语·周语》中“王耕一拨，三班

之，庶民终于千亩。”指老百姓结束了对千亩田地的耕作；《礼记·乡饮酒义》中“宾酬主人，主人酬

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这里的“终于”是指到沃洗者为止。两汉时期，“终 + 于”

一起出现的频率增加，并有了一些成词的迹象，“于”开始向词缀、类词缀转变。例如《汉书·韩彭英

卢吴传》中“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这里的“终于”可以理解为以灭亡为结束，也可以理

解为最后灭亡。之所以可以出现两种解读，是因为这里的“V + 于 + O”的结构可以理解为“V + [于 + 
O]”，也可以理解为“[V + 于] + O”结构。至六朝时期，出现了“终于”后 + 否定副词 + 动词或动词

短语的现象，这意味着“终于”已在某些时候演变为了副词。例如《抱朴子·内篇》中“终于不觉，不

忍黜斥，犹加亲委，冀其晚效”，这里“终于不觉”指“最终没有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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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指义的消亡 

对于一部分“V + 于”结构来说，其词汇化的过程为以上两步。但另一部分“V + 于”结构在词汇

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专指义，影响着它们的发展，对于这一部分结构的词汇化，还存在着专指义消亡的

过程。 
例如“终于”一词在唐代出现了专指义。据 CCL 语料库统计，“终于”在唐代出现了 126 次，全部

表示逝世之意，其中 97%左右后跟去世的地点，3%左右后跟去世时的官职。宋代“终于”也大部分用来

表示逝世之意，只有少数几处表示时间副词。“终于”一词成词的最终年代要找寻到明清时期，在语料

库统计的 90 多个例子中，只有十多个例子后面搭配的是名词性短语。可见这一时期的“终于”几乎摆脱

了其专指义，大部分作为时间副词出现[4]。 

4. 结语 

在古代汉语中，“V + 于 + 宾语”的结构非常常见。通过对“V + 于”结构成词的动因机制以及成

词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一种结构要想固定成词需要有较广泛的使用频率和社会认可度。而“V + 于”

结构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发生介词并入和非范畴化现象。同时其内部结构进行了重新分析，由“V + [于 + 
O]”转变为了“[V + 于] + O”，同时其后的宾语范围也逐渐扩大，由空间扩展到时间，再扩展到抽象概

念。在一系列演变过程中“V + 于”结构更加紧密并逐渐固定成词。目前被认可成词并收录在《现代汉

语词典》中的“V + 于”结构有“终于”、“等于”、“归于”、“属于”、“关于”、“至于”、“由

于”、“对于”、“在于”、“过于”、“鉴于”、“忙于”、“处于”等单音节词，也有双音节词“不

至于”等[5]。但还未固定成词并收录在《词典》中的“V + 于”结构还有很多，依照此成词过程发展下

去，还会有更多的该结构被广泛使用并固定下来。 
可见每一种语言现象历时的演变都是非常复杂的，理清这些语言现象演变的动因机制和演变过程，

有助于我们在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对不同的结构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我们可以将“V + 于”结构看

作是一个语块，让学生以固定短语的形式进行学习。同时，研究语言现象的演变有助于我们充分发掘语

言的可再生性和能产性，不断扩充和完善本民族语言体系，推动语言的更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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