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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左右”是由两个语义相反的名词语素“左”和“右”连用为方位并列短语而来，通过转喻进一步固化

成词，又经历了名词–动词–助词–副词这样的语法化过程。学术界已有研究“左右”的相关论文或专

著，但基本都将重点放在对于“左”“右”的语义考察及文化内涵上，如李都荣的“浅谈汉语方位词的

文化象征意义”，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左右”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及其动因机制，如李爽的“语气副词

‘左右’的语法化及动因机制”，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义复合词“左右”，

投入到了实际教学领域，如崔金园的“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反义复合词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左右”

从名词到动词，再到助词和副词的语法化演变，从历时角度梳理出反义复合词“左右”的词汇化和语法

化演变过程，从中找出动因和机制，以丰富对“左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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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rase “left-right” is formed by combining two semantically opposite noun morphemes, “left” 
and “right”, as a directional parallel phrase. It is further solidified into a word through metaphor 
and undergoes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noun verb particle adverb. There have been aca-
demic papers or monographs on the study of “left and right”, but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semantic 
examin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left” and “right”, such as Li Dourong’s “A Brief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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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Directional Words”. Some scholars also focus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left and right” and their causal mechanisms, such as 
Li Shuang’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ausal mechanism of the modal adverb ‘left and right’”. In 
addition, som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antonym compound word “left and right” in teaching Chi-
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invested it in practical teaching fields, such as Cui Jinyuan’s “Re-
search on antonym compound words based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evolution of “left-right” from a noun to a verb, and then to 
particles and adverb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t sorts out the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
calization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antonym compound word “left-right”, identifies the motives and 
mechanism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left-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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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左右”一词，在汉语文化中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1]，在现代汉语中为方位词、动词或副词，《现

代汉语词典》(第 7 版)收纳的名词义项为“左和右两方面”或“身边跟随的人”，动词义项为“支配；操

纵”，副词义项为“反正”[2]。在古代，“左右”为并列式方位短语，“左”、“右”的方位概念最初

是出于对人体众多器官的对称性需要而产生，如左脚/右脚、左手/右手、左眼/右眼等。接着，“左”和

“右”连用成了“左右”，用来表述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之后“左右”慢慢发展成一个凝固词，又经历

了由名词–动词–助词–副词的语法化过程，本文将尝试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左右”的词汇化过程及

语法化过程，并探究其原因与规律。 
本文语料均来自 BBC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和 CCL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2. “左右”的词汇化 

2.1. “左右”的词汇化过程 

“左”和“右”并列连用，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如： 

(1)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关雎》) 

(2)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筵边有楚，肴核为旅。(《诗经》) 

例句(1)和例句(2)都是典型的方位并列短语，例(1)表示“水中长短不一的水草啊，在水流中左右飘荡”，

其中，“左右”为“左右两边”之意。例(2)中的“左右”表示“左右两边的人”，意思是为“客人刚准

备入席，在左右两边入座”。所以这两句中的“左右”都是作为方位并列短语使用，表示物体或人在自己

的左右两侧。 
在搜阅文献时发现，在《春秋左传》中共有“左右”30 例，其中“左”和“右”是两个独立的词，

两者构成并列短语来充当句子成分的有 16 例，而另外 14 例中的“左右”用来转指“左右随从”之意，

有词汇化倾向，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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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恒公五年》) 

(4) 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昭公元年》) 

(5) 左右曰：“不可许也，于国无赦。”(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晋楚邲之战》) 

这三个例句中的“左右”，不再是分指左侧和右侧，而是用来统指“左右的人”，统指的用法在春秋

时期萌芽，此时“左右”不再是并列短语，而是反义复合词，“左右”在上下文中有明显的回指对象出

现，“左右”的这种用法在春秋时期成型并得以巩固，在之后的历史上普遍出现。如： 

(6 )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西汉•

刘向《战国策》) 

(7)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已阿顺赵高。(西汉•司马迁《史记•二十五史》) 

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学着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阐释新的概念，让表达变得更

准确和生动。在概念隐喻的作用下，“左右”的空间方位义由方位域投射到了身份地位域，表示“某一权

势人物的属下，身边的人”，如例(6)和例(7)。 
董秀芳曾提出，一个非词结构的词汇化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 两个组成成分必须是单音节的；2)

两个组成成分必须在线性顺序上一致；3) 语义上要有一定的改造；4) 用频高[3]。“左右”是由两个单

音节字组成的并且“左”和“右”在线性顺序上也一致，“左右”的语义也由原来的空间方位义引申为

“某一权势的属下，身边的人”，语义上有了一定的改造。春秋时期以来，“左右”作为并列复合词的

用频也非常高，所以“左右”满足了以上非词结构词汇化的条件，由并列短语转类成名词，完成了词汇

化。 

2.2. “左右”的词汇化动因 

(一) 语义基础 
“左”和“右”处于意义相对的两级，但是其上位概念相同，都用来表示方向，这为它们的语义相融

创造了条件，从“左边”“右边”分立的短语义，到统指左右的人，发展为高度融合的词汇义，可以看到

“左右”词义融合以及凝固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 
(二) 句法环境 
“左”和“右”高频率的共同出现在一个语境中，是其词汇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在词汇化过程中，

“句法位置的改变，结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左右”在线性顺序上的不断贴近和高频率的

紧邻共现，为它们进一步凝固成词创造了条件。 

2.3. “左右”的词汇化机制 

(一)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是词汇化中一个重要的机制，Langacker 认为，重新分析是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

化，常常导致，各成分间边界的创立、迁移或消失[4]。“左”和“右”原本是两个分立的单位，随着两

者经常同时并紧邻出现，它们之间的并列边界就慢慢消失了，由此便成了一个结合紧密的并列复合词“左

右”。 
(二) 认知机制 
董秀芳认为，句法单位变为复合词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心理组块形成造成的重新分析的过程，线性顺

序上紧邻的两个词经常一起出现，语言使用者就有可能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使用，这就使得它们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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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距离缩短或消失，最终导致双音词从旧有的句法构造中脱胎出来[5]。“左”和“右”经常在一个序

列上高频紧邻出现，受认知习惯和心理组块的影响，它们也易被当作一个整体来使用。陆丙甫曾提出“人

在理解语句时，都是一边听一边及时处理，把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就尽量组合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就是

认知心理学中所说的‘组块’”[6]。“左”和“右”又同处于一个认知域，由方位义来统领表达方位概

念，通过部分的抽象加合来表达整体，这是“部分–整体”的转喻思维方式发生作用的结果。 

3. “左右”的语法化 

3.1. “左右”的语法化过程 

上文提到，在概念隐喻的推动下，“左右”的语义从空间方位域投射到了人类身份地位域。在这之

后，“左右”的名词义逐渐泛化，由确指的事物开始部分虚化为不确指的成分，表示为“周围、附近”，

这是方向域向处所域的投射。这种语义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指人名词 + 左右”，意为“在……

周围”这种用法在春秋就已经出现，如例(8)，还有一种是“处所名词 + 左右”，意为“附近、周围”，

大约在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如例(9)和例(10)。 

(8) 文王涉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 

(9) 令军士不得于亮墓左右刍牧樵采。(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10) 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西晋•陈寿《三国志•曹瞒传》) 

当“左右”的名词义进一步虚化，就会发展为没有实在意义的敬称，常在旧时书信中使用，用来代

替对对方的称呼，不直呼其人，而是称其左右以示尊敬，如例(11)和例(12)。 

(11)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12) 然亦不能不粗呈于左右。(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动词“左右”的语义相对于名词发生了进一步的抽象化，动词“左右”最早出现于周朝。在古代汉语

中，“左右”有三层语义：第一层语义是“帮助、辅佐”，源于名词“左右”的本义“左手和右手”，从

人类的身体构造和生活经验来看，左右手经常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在做事的过程中缺一不可，语义逐

渐动词化，就引申为“帮助、辅佐”之意，如例(13)和例(14)。 

(13) 此三人者，实左右之。(春秋•左丘明《国语•晋语•四》) 

(14) 吴君竭力以养其兄嫂，抚其兄之子，延师教督，而孺人常左右之。(清•刘大櫆《程孺人传》) 

第二层语义表示“对人或事的操纵、支配、控制”，这种语义源自概念隐喻，一说是由身体部位的

“手”引申为“支配、控制”；二说是因为“左右”作为方位词总有参照物，总是受参照物支配，指的是

以参照物为中心的上下约量，其变化范围有限，因此引申出“左右”的“支配、控制”意。如例(15)和例

(16)。 

(15) 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 

(16) 以公用经术左右先帝五年，余闻其德。(唐•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 

第三层语义表示“分辩或论断其高低、优劣”，与前两层语义区别较大，如例(17)和例(18)。 

(17) 意所左右，辩者不可诘。(宋•文天祥《刘定伯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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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前说，惟公之采择。(宋•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 

动词“左右”具有一般动词所有的语法特征，既可以单独作谓语，后面带宾语，如例(13)和例(14)；
又可以直接跟在别的动词后面作连动谓语，如例(19)。 

(19) 予欲左右有民。(《尚书•虞书》) 

但是这种用法使用频率不高，并且使用时句法结构缺乏稳定性，这也为“左右”的进一步语法化奠

定了基础。 
动词“左右”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出现，但是数量远低于作为名词的“左右”。在现代汉语

中，动词“左右”的第一层和第三层语义已经不常见了，但是第二层语义却在文学作品和日常表达中大

量出现，如例(20)。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汉语中，第二层语义有时会呈现名词的语法特征，放在动词后

面做宾语，如例(21)。 

(20) 这件事已成定局，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左右的了的。 

(21) 为了不受这些人的左右，我们全家决定搬到三里屯去。 

大约东汉开始，“左右”作为助词的用法就出现了，一般跟在数量词或数量短语之后，表示概述，这

种用法在古代汉语中鲜有出现，如例(22)，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如例(23)和例(24)。 

(22) 语称上世之人侗长姣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汉•王充《论衡•齐世》) 

(23) 老詹虽然快七十了。但他个头高，一米九左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24) 技术是加速发展的，就是说发展起来会越来越快，加上全世界都投入全力研究宇航技术，一百二十年左右

飞船是可以造出来的。(刘慈欣《三体》) 

“左右”作为助词表示概数时涉及到两种认知域：时间域和数量域。“左右”的名词义发生泛化就

衍生出了时间域的用法，表示附近、周围，“左右”一般和时间短语搭配，时间短语既可以表示某个时间

点也可以表示某个时间段，如例(25)和例(26)。 

(25) 她说今天大概十点左右到家。 

(26) 你这个月才休息了两周左右，需要好好休息。 

当“左右”表示时间点时，一般以某个固定的时间点为参照，表示在某个时间点附近，如例(25)中的

“十点左右”。如果是在书面语中，常常还会加上“早上”、“下午”等限制词语，表示时间的精准性。

当表示时间段时，表示“大约多长时间”，如例(26)中的“两周左右”。 
“左右”表示概述的语义是基于我国传统度量工具——杆秤。杆秤测量物品重量时需要将秤砣向左

向右地挪动，最终称出准确的数字。在这种生活习惯的影响下，人们慢慢将秤杆中使用到的“左右”用

到数量概念中。在概念隐喻的作用下，“左右”从空间域投射到了数量域，表示数量概念，通常紧随数量

词或数量短语，作数量概数，不表述确定的数目，意为“大约……”，不区分方向，表示数量、温度和距

离等的数量大小。如例(27)和例(28)。 

(27) 我去学校每天要走三公里左右。 

(28) 看这天，明天应该就凉快了，天气预报说会下降 9 摄氏度左右。 

由于词义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左右”产生了副词的用法，最早出现于元代，并在明清时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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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被解释为“无论如何事情的发展趋势都不会变”，相当于副词“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如

例(29)和例(30)。在人类的认知观念中，根据参照物的不同和认知角度的不同，“左”和“有”虽然是一

对反义词，但是并不绝对。蒋绍愚提出“两个反义词之间有中间状态”，“左”、“右”两词之间也存在

相对的中间状态。在概念隐喻的作用下，“左右”高度凝固，发展为副词。“左右”作为副词又可以细分

为时间副词和语气副词，时间副词相当于“迟早、早晚”，如例(31)；语气副词相当于“不管、无论”，

相对而言语气副词的语法化程度更高，主观性更强烈，如例(32)。 

(29) (贾仁云)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的甚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

尽好发送了！(元•徐征《全元曲》第三折) 

(30) 这些东西，左右是你的，如今都交与你，省的欠挂。(明•冯梦龙《警世通言》) 

(31) 左右我都要把这章节完成了，明天就要交稿。 

(32) 你们左右都不愿意，那明天我再来吧。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汉语中，“左右”往往与副词“都”连用，两词语义相同。劭勇(2019)提到“语

义强化指的是连用时两个副词的整体语义是同时强化这两个副词的语义，这种语义变化情况主要分布在

同一次类下语义相同的副词连用”，所以这里“左右”和“都”连用加强了语义，使得整个句子的主观性

也更强。 
近代以来，语气副词“左右”出现的频率较高，现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左右”也有被使用，它们显现

出来的语法特征不太相同。在近代汉语中，“左右”可以修饰更多的动词，如例(33)例(34)，还可以放在

各类句式前，如例(35)。有时，动词可以直接省略修饰宾语，如例(36)。但是现代汉语中，“左右”作为

语气副词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是在一些方言中使用仍然普遍。此外，现代汉语中“左右”的用法也有

所改变，一般用在小句前，修饰动词“是”，如例(37)。 

(33) 老陈，左右打搅你家，我有五百年不洗澡了，你可去打些热汤来。明•吴承恩《西游记》第 14 回 

(34) 左右这是你应二爹，都来见见罢，躲怎得？(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二回) 

(35) 想了想，左右他在那里望着影壁作揖，索性不还他礼。(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七回) 

(36) 知死万死，左右一死，且进门观其动静。(明•冯梦龙《警世通言》) 

(37) 今天左右做不成事情了，就去旁边紫薇公园转转吧。 

3.2. “左右”的语法化动因 

(一) 韵律因素 
董秀芳提出，汉语双音词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语音条件的限制，就是二者必须构成一个双音节

音步。在语气副词“左右”形成的过程中，“左”和“右”两个并列单音方位词构成一个双音节音步，满

足其成词的基本要求。汉代以来的双音化趋势起到了强大的类推作用，这种情况下，高用频短语“左右”

在韵律结合上发生了变化，音节韵律强度变轻了，双音节音步逐渐形成。“左面”“右面”替换了“左”

“右”表区域，“往左”“往右”替换其表示方向义，由此，“左”“右”的区域义和方向义脱落，促进

了并列短语“左右”的虚化融合。 
(二) 句法位置 
张谊生认为充当状语，或者说进入状位是名、动、形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7]。古汉语中体词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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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作状语，所以“左右”可以在动词前状语位置，构成“左右 + VP”的句法结构，这是“左右”

向副词语法化的关键句法因素。 
(三) 主观化的推动 
沈家煊提出主观性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主观化”就是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

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8]。语气副词“左右”是一个口语性极强的反义复合词，这种主观性随

着语气副词“左右”在句中的使用而逐步加深。 

3.3. “左右”的语法化机制 

(一) 语境吸收 
语境吸收是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是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沈家煊提到，语境吸收说全了就是吸收上

下文义，在使用范围缩小的同时词义发生变化，把语境表达的意义吸收了进来[9]。语气副词“左右”在

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否定性语境“无论怎么做某事，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发展方向”的语境义，成为表示

说话人对已然事实的主观判断强调的语气副词， 
(二) 认知机制 
从历时角度来看，反义复合词“左右”是按照四个不同词性出现的，经历了从加合义到概括义再到

任指义的演变过程，是一条语义虚化链。从认知角度来看，它们的语义来源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在隐

喻的作用下不同认知域之间相互投射造成的结果。董正存指出，概括义和任指义都表示周遍，其语义量

都为全称，这是隐喻发生所基于的相似性基础。将现实域的周遍义投射到抽象域中，形成跨空间映射过

程，从而形成任指义[10]。复合词“左右”的方位义来自人类对人体对称器官的区分，然后以自身为参照，

引发人类对周围事物与自身关系的考察，“左右”的名词义和动词(支配、控制)就是从空间方位义投射到

人类身份域。在方位义中，“左”和“右”是相对的，存在一个参照物，以参照物为中心，“左右”必须

在量上差不多一样，这就促使从方位域投射到时间域和数量域，引申出表示约量的助词义。语气副词“左

右”的产生主要是在方位域中，以参照点为中心的左右双方需要势均力敌，以至于形势不会改变，所以

引申出更加虚化的“无论如何”义。所以，反义复合词“左右”语法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具体到抽象，词

义越来越虚化。 

4. 结语 

本文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反义复合词“左右”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过程及其动因和机制。“左右”来

源于古代汉语中并列方位短语“左右”，表示“左边和右边”，经过转喻投射到人类身份域，表示“身边

的人”，最终固定成词。其词汇化是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推动，通过重新分析和转喻机制完成。后又经

历了加合义、概括义合任指义的语义虚化，产生了“无论如何”的语义。“左右”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词

到虚词，其语法化的动因是韵律因素、句法位置和主观化推动，语境吸收和隐喻是其语法化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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