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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汉语语法中，趋向补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表示位移主体与位移目标之间动态位置关系的变化。

复合趋向补语是由客观趋向动词和主观趋向动词——“来”或“去”复合而成的，是汉语趋向补语系统

中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趋向补语因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成为外国留学生的学习难点，并且趋

向补语的教学始终贯穿学习的始终。本文着重分析外国学生使用复合趋向补语“下来”时产生的偏误，

了解他们对趋向补语的掌握情况从而更好地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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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
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change of the dynamic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placement sub-
ject and the displacement target. The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s composed of objective 
directional verbs and subjective directional verbs—“lai” or “qu”,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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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oint for foreign students because of its uniqueness and com-
plexity, and the teaching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learn-
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rrors made by foreign students when using the com-
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xialai”, and understands their mastery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
ment so as to better improve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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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的趋向或事物发展的趋向，由趋向动词充当的补语为趋向补语。国

际中文教育中补语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作为汉语独有的成分，在其他语言中会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因

此补语对外国学生来说极难掌握。现代汉语中有八类补语，但是使用频率大不相同，吕文华统计了 14,000
个句子，补语所占的比例情况中趋向补语占了 10.501%，位居第一[1]。趋向补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并且

它本身也是比较难的一类补语，它表义复杂，刘月华在《趋向补语通释》中从整体上将趋向补语的语法

意义分为三大类：趋向义、结果义和状态义[2] (pp. 1-3)，一般认为结果义和状态义是外国学生最难以理

解的引申义，并且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复杂，复合趋向补语由两个趋向动词构成，更难掌握。本文就

复合趋向补语这一教学难点，通过归纳分析中介语语料库中外国学生复合趋向补语的偏误情况，对趋向

补语“下来”的教学进行思考并提出教学建议。 

2. “下来”语法分析 

2.1. 语法意义分析 

2.1.1. “下来”的趋向意义 
表示高处向低处移动，立足在低处。“来”的趋向义表示人或物通过动作向立足的地点移动，而“下”

表示由高处向低处移动，立足点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低处。立足点的问题总结为：第一人称叙述时，说

话人所在位置为立足点；第三人称叙述时，立足点可以是正在叙述中的人和物以及处所，也可以在“局

外”[2] (p. 4)。所以“下来”组合起来表示的移动方向与“下”一致，但是立足点与“来”一致，既可以

表明起点又可以指出终点。如： 

(1) 他跳下楼来。(“楼”表示跳的起点) 

(2) 他跳下水来。(“水”表示跳的终点) 

2.1.2. 结果意义 
趋向补语表示的动作有了结果就是结果意义，结果意义存在一个着眼点的问题，他与趋向意义的立

足点有差别，但保持一致，着眼点是观察事物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基点，趋向补语“下”的结果意义一

般涉及两个物体或者一个物体的两个部分。那么“下来”就可以表示物体的一部分从整体脱离以至固定。

着眼点在物体的一部分。如： 

(3) 撕下一块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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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纸是一张纸的部分，它脱离了整体，着眼点在一块纸上。 

2.1.3. 状态意义 
趋向补语的状态义是在结果义的基础上更为虚化的意义，它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各种变化，只有一部

分趋向补语具有状态义。“下”与动词组合时可以指动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表示由动态转为静态，

所以“下来”可以表示某一个动作停止，如： 

(4) 一辆车停下来了。 

表示运动状态从此刻开始进入静止状态。 
除此以外，“下来”和形容词组合时表示出现新的一种负向的状态。“下来”与形容词结合的面比较

窄，比如负向形容词中表示光线、速度、态度、人的心情、健康情况等词语[2] (p. 27)。如： 

(5) 光线暗下来。 

(6) 心情平静下来。 

2.2. 与宾语的位置问题 

动词后既有趋向补语“下来”又有宾语，那么补语和宾语的次序问题有 X、Y、Z 三种可能，但在交

际过程中情况各异(表 1)： 
 

Table 1. The order of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object 
表 1. 复合趋向补语与宾语的次序情况 

X.动 + 趋 + 宾语 Y.动 + 宾语 + 趋 Z.动 + 趋 1 + 宾语 + 趋 2 

拿下来一个苹果 拿一个苹果下来 跳下水来 

 
不是每个动词、每种宾语和“下来”共现时都能采用这三种顺序，参考陆俭明《动词后趋向补语和

宾语的位置问题》一文[3]，总结为以下规律： 
1) 如果现实句中出现的是处所宾语，那么只能采用 Z 格式(表 2)。 

 
Table 2. Co-occurrence with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s the place-role object 
表 2. 与趋向补语共现的是处所宾语 

X.动 + 趋 + 宾语 Y.动 + 宾语 + 趋 Z.动 + 趋 1 + 宾语 + 趋 2 

*走下来楼 *走楼下来 走下楼来 

*为偏误，下表同。 
 

2) 如果与复合趋向补语搭配的是施事宾语，分为动词带“了”和不带“了”两种情况，然后还得进

一步细分为宾语带不带数量成分(表 3)。 
 

Table 3. Co-occurrence with the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s the agentive object 
表 3. 与复合趋向补语共现的是施事宾语 

动词不带“了” 动词带“了” 

宾语带数量成分 宾语不带数量成分 宾语带数量成分 宾语不带数量成分 
接受程度： 

X 格式 > Z 格式 > Y 格式 
X 格式不能采用， 

Y、Z 格式结合语境考虑 
X、Y、Z 三种格式 

都可以采用 
X 不能用， 

但是 Y、Z 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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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走下来一个小孩 
Y：走一个小孩下来 
Z：走下一个小孩来 

X：*走下来小孩 
Y：走小孩下来 
Z：走下小孩来 

X：跳下来一个人 
Y：跳了一个人下来 

Z：跳下了一个人 

X：*跳下来了人 
Y：跳了人下来 
Z：跳下了人来 

 
3) 如果宾语是受事宾语，情况和施事宾语不同，但仍然分为动词带“了”和不带“了”来讨论(表 4)。 

 
Table 4. Co-occurrence with the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s the patient object 
表 4. 与复合趋向补语共现的是受事宾语 

动词不带“了” 动词带“了” 

宾语带数量成分 宾语不带数量成分 宾语带数量成分 宾语不带数量成分 

X、Y、Z 三种格式 
都可以采用 

X 格式不能采用；Y 格式可以采用； 
还能作为祈使句单独用； 

Z 格式可以采用但是不能单独成句 

X、Y、Z 三种格式 
都可以采用 

X、Y、Z 三种格式都可以 
采用，但是不能单独成句 

X：扔下来一个苹果 
Y：扔一个苹果下来 
Z：扔下一个苹果来 

X：*扔下来苹果 
Y：扔苹果下来 

Z：扔下苹果来…… 

X：扔下来了一个苹果 
Y：扔了一个苹果下来 
Z：扔下了一个苹果来 

X：……扔下来了苹果 
Y：……扔了苹果下来…… 

Z：扔下了苹果来…… 

3. 偏误情况及分析 

全球中介语语料库涉及总规模为 5000 万字，集笔语、口语、多模态语料库于一体，在全球中介语语

料库中收录了 1006 例复合趋向补语“下来”的偏误例句。本文将对中介语语料库中误用频率最高，又最

具有代表性的偏误例句进行分析归纳，根据周小兵的分类方法[4]用偏误形式跟正确形式进行对比，概括

出二者区别，将中介语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分为四类。以下语料均来自中介语语料库。 

3.1. 误代 

这一类型的偏误最多，通常表现为其他复合趋向补语的位置被“下来”替代，或趋向补语“下来”的

位置被其他复合趋向补语替代，比如“起来”、“出来”、“下去”。 

3.1.1. “下来”与“起来” 

(7) *后来小季高兴下来。 

(8) *她难过下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9) *果然身体不好下来。 

(10) *虽然我们见到的时间比较短，可现在也联系下来。 

(11) *虽然社会稳定起来，但我家生活还是很困难。 

例(7)、(8) (9) (10)中出现的偏误是“下来”与“起来”的误代，“下来”一般与负向的形容词搭配使

用，而“高兴”是正向的形容词，不符合“下来”表达的结果义，但符合“起来”的结果义，所以例(7)
应该是“高兴起来”。虽然例(8)、(9)中的形容词确实是负向的，但“起来”在表义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

表达功能，那就是说话人看来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合常理的。负向形容词加“下来”是合常规的变化，“难

过”“身体不好”这样一种变化对说话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因此“起来”和“下来”在这方面有各自的

分工。另外“起来”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义就是表示“联接、聚合”，表示物体与物体的连接，因此例

(10)中“联系下来”存在偏误，应该是“联系起来”。 
例(11)的偏误是“起来”替代了“下来”，两者在状态义上其实是有相反的意思，“稳定下来”不符

合“起来”表示动作由静态转至动态的状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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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下来”和下去 

(12) *一定要坚持下来，否则你们会没有效果。 

(13) *尽管新房不舒服，六口人挤地要命，但日子算过下来。 

(14) *我一直想看这儿的风景，可是太阳渐渐下来了。 

例(12)的偏误是因为没有明确“下来”和“下去”的状态义差别，两个补语都表示由动态的情况转至静

态，但“下去”有继续进行某个动作或者保持某种状态的意义。所以对于“坚持”来说，应该是一个要继

续保持的状态所以应该用“下去”。例(13)当中“日子过下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应改成“日子过了下去”。 
两个趋向补语在表示趋向义的时候虽然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立足点或者说参照的位置有差别，如例

(14)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关注语境当中说话人的位置，正确使用“下来”和“下去”。 

3.1.3. “下来”和“出来” 

(15) *如果我有目的的话就 3 月份时计划下来：我这一年中要做什么，该做什么等等。 

(16) *翻译下来：我喜欢中国。 

“出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例(15)和例(16)都是某个内容经过“计划”和“翻译”这两个动作

产生了出来，不涉及位置发生的改变，而是从无到有的改变，因此应该用“出来”。 

3.1.4. “下来”和“过来” 

(17) *而那“福”字是要倒下来贴的。 

(18) *但是一课一课地学习下来，我的想法改变了。 

趋向意义上“过来”表示立足点的方向转动，所以例(17)应该用“过来”。例(18)的偏误是用“下来”

替代了“过来”，“过来”可以表示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动词通常搭配有“度过”含义的词语，如“活、

混、熬、忍”等，此处意义上应该是度过一段学习的时光，所以“过来”更合适。 

3.2. 误加 

(19) *我一辈子为了公司忙活下来了，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退休金也领取得比较多。 

(20) *但是，随着产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绝迹下来。 

例(19)中，“一辈子为了公司忙活”语境上“忙活”已经是一种结果了，并且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

因此应该去掉“下来”。例(20)中“绝迹”也有一种已成定局的意思，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了，所以不

能加“下来”，应该改成“绝迹了”。 

3.3. 漏加 

(21) *红红的、黄黄的叶下来了。 

(22) *果然出发的时候雨下来了。 

(23) *眼泪一点不敢下来。 

(24) *卡尔罗下来的钱越来越多。 

例(21) (22) (23) (24)中遗漏的部分都是“下来”前面的动词，学生可能将“下来”当成动词直接使用

了，其实它应该跟在动词后面充当补语，表义才完整。例(21)应该加上“落”，例(22)改成“雨下下来了”，

例(23)加上“掉”，例(24)加上“存”，句子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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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错序 

(25) *跑下楼下来 

(26) *所以就脱西服下来要走了。 

(27) *但她一开始唱，就泪流下来了。 

例(25)多加了一个“下”字，“跑下楼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学生可能没有理解多种复合趋向补语

与宾语的次序情况，此处不属于误加偏误，是学生对宾语为处所宾语时，与复合趋向补语的位置问题没

有掌握。例(26)中宾语“西服”和例(27)中的宾语“泪”都是受事宾语，但例(26)后面还跟了谓语“要走

了”，应该改成“脱西服下来要走了”，如果例(27)改为“流泪下来了”不如“流下泪来”通顺，此处为

离合词加复合趋向补语的情况。 

4. 偏误成因及教学建议 

4.1. 偏误成因 

根据上文对“下来”的趋向补语使用偏误的描写，对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从复合趋向补语本

体、汉语学习者自身以及国际中文教师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4.1.1. 复合趋向补语“下来”语义复杂性 
在偏误的归纳当中，不难看出“下来”和其他趋向补语混用的情况是最多的。复合趋向补语是由两

部分构成的，分为“X 来”和“X 去”，它们虽然有相对明确的趋向意义和状态意义，但是虚化程度高的

结果意义很容易混淆，在与不同的动词和形容词搭配的时候，学生没有理解到细微的差别。复合趋向补

语有 15 个之多，并且使用频率很高，每个趋向补语可以搭配的动词和形容词都有各自的特征，其中有交

叉并用的现象，这种情况大大提升了学生掌握的难度。 

4.1.2. 复合趋向补语“下来”与宾语的次序问题 
根据前文，动词后面既有“下来”又有宾语的时候，排序方式有三种，但根据宾语的类型又可分为

三类，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动词后面是否有数量成分以及是否带“了”，虽然每一个复合趋向补语都可以

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分类，但仍然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还是有需要凭借语感和上下文看情况而定的句式

结构，所以次序上学生也会碰到很多难点和拿不准的地方。 

4.1.3. 目的语规则泛化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了有限的、不充分的目的语规则之后，不恰当地类推到新的语言现象上，如： 

(28) *韩国决定下来跟哪个国家亲切一些 

(29) *妈妈一收到美丽的礼物，就感动地哭下来。 

偏误中误代情况多数都是因为目的语规则泛化导致的，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学生学习的趋向

补语数量和句式增多，各个趋向补语之间的用法存在复杂的关系，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下

来”的用法，搞不清楚“下来”与其他趋向补语的区别，或者只习得了部分，把只有细微差别的其他相关

趋向补语和它混淆，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泛化造成的偏误。同时由于各个趋向补语的意象图式，映射的

运动轨迹、主体、客体都不相同，可能出于客观的认知困难，学生把不同语法项目简化等同起来，产生

了偏误问题。 

4.1.4. 教学误导 
偏误中出现的漏加动词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止“下来”才有，学生在使用其他趋向补语的时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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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没有动词的情况，学生可能认为使用趋向补语后句子已经完整，逃避思考动词漏加的可能。这样的

偏误可能是因为课堂上教师没有强调动词的重要性，或者直接没有教学这一规则，导致学生把趋向动词

和动词等同起来，说明学生忽略了趋向补语句式结构，该规则需要在教学中反复强调。 

4.2. 教学建议 

根据中介语语料库“下来”趋向动词偏误类型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以下三点教学建议。 

4.2.1. 创设真实操练情境 
考虑到复合趋向补语的语义复杂程度，特别是状态义和结果义会加大习得难度。“下来”的趋向义

可以通过动作方向让学生理解，但是立足点的概念也需要教师精心设计让学生能够区分，并在过程当中

与其他立足点不一样的趋向补语对比，比如“下去”。对于状态义和结果义的教学也要引起重视，结合

学生的汉语水平，参考教学大纲，选取现阶段应该掌握的并且能和“下来”搭配的动词和形容词，按照

它们的意义类别分开教学，使学生可以区分开，并且形成自主判断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结合真实

的具体的情景片段，利用教具和真实的场景来帮助学生理解“下来”的引申意义。因为趋向补语本身比

较抽象，所以教学的时候要避免呈现抽象的、孤立的、难以代入的语境及场景。 

4.2.2. 加强与其他趋向补语的对比与辨析练习 
趋向补语之间普遍存在混用的情况，通过现有的语料库偏误进行分析，提前预判学生可能出现的替

代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就优先讲解替代频率较高的其他趋向补语，对于“下来”来说就是“起来”，教师

积极辨析两者的适用情况和差别，帮助学生形成初步的概念，然后在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揣摩，但是要注

意避免对错误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必要的强化。课堂中要注意辨析类的操练，对整个趋向补语的教学都有

促进作用。 

4.2.3. 课堂讲练要充分 
课堂的讲练要全面，包括“下来”前的动词或形容词使用条件；“下来”不能当成动词单独使用，避

免漏掉动词的情况。趋向义的操练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对结果义和状态义的操练，通过大量的练习强

化正确的搭配和正确的句法结构，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学趋向补语规则的能力，

有效地预防学生泛化未完全掌握的规则。 

5. 结语 

复合趋向补语“下来”本身的语义和结构复杂，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是难点，偏误成因除了目的语规

则泛化和教学误导外，本文未涉及的不同国别的学生偏误形成机制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学习者的学习策

略、教材的编写情况以及母语负迁移的情况也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中

“下来”趋向补语的使用情况，罗列偏误的类型，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希望本

文能为国际中文教育中趋向补语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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