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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探討表動態進行的『著』和
表狀態持續的『著』是否具有不同的語法
意義並且討論『著』具有何種時間意義。
我們認為文獻上把『著』當作具有兩種不
同語法意義的看法的理論基礎相當薄弱，
是沒有把『著』的真實意義及使用條件充
分抽離出來。在檢視所有和『著』的相關
語料後，我們發現不管是表動態進行的
『著』或是表狀態持續的『著』，它們的使
用條件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著』只能出
現在無自然終結點的情狀裡。我們也發
現，表動態進行的『著』和表狀態持續的
『著』的時間意義也是可用單一語意來描
述，即：和『著』一起出現的那個情狀類
型的目標狀態在講話時(或某個參照時間
點)必須是成立的，『著』的單一時間意義
更進一步地確認了『著』的語法意義只有
一個，而不是兩個。

Abstract

This project mainl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progressive –zhe in dynamic sentences and 
the durative –zhe in stative sentences express 
two different grammatical meanings. We 
argue th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zhe’s are 
very weak. This view does not really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zhe from its various usages. 
After reviewing all examples relevant to the 

useage of –zh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condition governing the use of the 
progressive –zhe and that of the durative –zhe
is the same. Namely, -zhe can only appear in 
atelic situations.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found that the temporal meaning for both the 
progressive and the durative –zhe is also the 
same. Namley, a sentence with –zhe is true at 
a reference time t if and only if the target 
state corresponding to that sentence is true at 
t. This unified temporal meaning for the 
progressive and the durative –zhe reinforces 
th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zhe, not 
two –zhe’s in Chinese

二、緣由與目的

關於動態助詞『著』的研究，文獻數
量相當多，對『著』的功能及語法意義也
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這些種種不同的說
法基本上變化不大，都是把『著』當作是
表（結果）狀態之持續或/及動作之持續（進
行）的一個語法標記，這些人當中又有許
多人認為表狀態持續的『著』（如『牆上掛
著一幅畫』）和表動作進行（持續）的『著』
（如『汽車在公路上飛奔著』）是不同的
『著』，有不同的語法意義。這種看法尤以
木村英樹 1983 最具代表性，他認為表動作
進行的『著』是時態詞尾，而表狀態詞尾
的『著』則是近乎結果補語的性質。可是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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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前人的研究
基礎上，討論他們的分析所遭遇的理論及
經驗問題，並把『著』的真正使用條件及
語法意義作更深入的研究，然後再利用真
值條件邏輯語意學的方法把『著』的時態
意義精確的表達出來，證明國語裡只有一
個『著』而不是兩個『著』。

三、結果與討論

我們仔細地檢驗劉寧生 1985，徐丹
1992，房玉清 1992 及木村英樹 1983 所提
出來必須區分兩個『著』的證據後，發現
那些證據都有經驗上的問題或是可以經由
不同的解釋而削弱他們的論證理由。接著
我們指出傳統上把『著』的意義說成是表
『（結果狀態之）持續』或『（動作之）進
行』都是不夠精確的說法，並沒有把『著』
的真實意義充分抽離出來。比方說傳統分
析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無法說明為什麼
一個表達完成情狀的句子如『*張三蓋著一
棟房子』不能帶上『著』。如果『著』只是
單純的表示動作或狀態之持續，那麼為什
麼像『蓋一棟房子』這樣的一個完成情狀
加上『著』以後不能表示『蓋』這個動作
或房屋蓋好這個結果狀態之持續呢？又既
然『著』可表動作之持續進行，為什麼『他
穿著一件洋裝』不能和『他在穿一件洋裝』
表達相同的意思，而只能表示衣服已經穿
在身上之結果狀態呢？很顯然的，『持續』
或『進行』這樣的概念無法說明這些問題。
我們的研究將顯示，其實『著』的一個極
其重要的使用條件是：

著的使用條件
『著』只能出現在表示無自然終結點
的情狀類型裡。

上面這個『著』的使用條件可以很容易地
說明上述例句的情形。因為『蓋一棟房子』
有自然終結點，所以不能和『著』一起使
用。「而穿著一件洋裝」只能指已經穿上衣
服的狀態而不能指正在穿衣服的動作則是
和『著』的時間意義指稱命題的目標狀態
有關，『著』的詳細時間意義，我們下面會
說明。

我們注意到了『著』的使用條件似乎
有一些例外，如『他邊喝著我泡給他的那
杯咖啡，邊告訴我他所遭遇的經歷』，但我
會論證這些例外不是真例外，而是由於
『邊』(或『正』，『一面』等這類型的字)
導致時態轉移(Aspectual Shift)( De Swart 
1998, Pustejovsky 1993)，可以利用 Smith 
(1991)有關『態』的聚焦理論(the temporal 
contour of the event focussed by aspect)和時態
轉移的交互影響來說明。簡單地說『邊』，
『正』這些字把原本是有自然終結點的情
狀變成無自然終結點的情狀，因此可以使
用『著』。

我們認為『著』的時間意義必須用和
情狀相對應的『目標狀態』（Target State, 
Parsons 1990, Kratzer 1996）來定義，才能真
正解釋語料。

『著』的時間意義
著(S)在一個參照時間點t為真若且唯若
t不是和S相對應的目標狀態ftarget(S)的
末端次時段。

簡單地說， 和『著』一起出現的那個情狀
類型的目標狀態在講話時或某個參照時間
點必須是成立的。我們證明『著』的這個
意義不僅適用於狀態之持續也適用於動作
之進行，因而證明了『著』不管是表動態
之進行或狀態之持續，都只有一個意思而
不像許多語言學家所假設的那樣有兩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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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思。
我們有關『著』的分析也將有助於我

們說明為什麼『門口站著一個小孩』和『門
口站了一個小孩』的意義非常接近，但卻
不是完全同義。根據我們的分析，『了』的
時間意義如下：

『了』的時間意義
了(S)在一個參照時間點 t 為真若且唯
若相對應於 S 的目標狀態 ftarget(S)的初
始次時段在 t 之前。

根據上面『了』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了』
所指的時段和『著』所指的時段有重疊之
處，即初始次時段和末端次時段除外的時
段。就是因為『了』所指的時段和『著』
所指的時段有重疊之處，所以在某些句型
裡『了』和『著』可以互相交換使用而不
至於影響語意，但其實『了』和『著』的
與意思不一樣的。如果我們的分析正確的
話，這就推翻了某些語言學家認為『門口
站著一個小孩』和『門口站了一個小孩』
這兩種句型是完全同義的看法。
  除了『著』和『了』外，我們也討論了
『在』，並提出『在』的時間意義如下：

『在』的時間意義
在(S)在一個參照時間點 t 為真若且唯
若 t 不是 S 所指稱事件的的末端次

    時段。

從我們上面有關時體助詞的討論裡，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和『在』（非
完整體）相關的時間概念是事件，而和『了』
（完整體）與『著』（非完整體）相關的時
間觀念則是目標狀態。

四、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貢獻在於『著』的
使用條件及時間意義上，我們為『著』的
各種不同用法提出一套單一的分析方式，
這樣一個分析不僅簡化了『著』的理論分
析，在外語教學上也會有相當的幫助。除
此之外，我們的分析對於日後想建構時態
體系的人來說也提供了一些比較的基礎，
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這個研究計畫
是相當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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