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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吴福祥（2023）。文章认为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在
汉语方言中分布广泛，普遍见于各种南方方言，也见于一些官话。

• lmno$`pqrsstt+uvwu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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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方梅 199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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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进行体标记“在”的来源的研究：太田辰夫（1958/2013:276）、

伊原大策（1982）、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2011）、王锦慧（2015）等。

现在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伊原大策（1982）的意见，即表进行的“在”是

由状语结构“在那里V”通过本身具有的强调动作的功能发展出来的。但是伊

原大策（1982）考察的文献《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都比

较晚。而实际上“在VP”的用法在更早的文献中已能见到。这一点伊原大策

（1991）有所补充。明中期作品《三宝太监西洋记》：“在V”1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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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锦慧（2015）的研究，

-.!3¿!"3456：晚唐五代时可以看到处所名词是指示代词

“这里”的用例

宋初有了“那里”的用例，但均不多，真正大量使用是南宋之

后。

!"#$%&'#()里的“在这里/那里”，是这种处所结构
大量使用的早期阶段。考察它们在形成初期的具体用法，有助于

对现代汉语方言中处所型进行体标记来源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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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是宋儒朱熹给他的门人讲学，由学生们记录

下来的讲学语录。朱熹没后弟子们将其笔记整理刊行。

•南宋黎靖德于咸淳六年（1270）在这些刊行物基础上，综

合100多位门人第子的记录编辑而成《朱子语类》140卷，

是为现在通行本。全书200多万字，共记有14290多条语录

（徐时仪2003：109）。



《朱子语类》因为是讲学的记录，且多为师生问答，因此保

留了很多原生态口语。而且同样的内容有多位学生同时记录，

不同记录互相参照还能看到口语转录为书面语时的改动。是

中古近代汉语非常难得的语料。

•@À�ÁVÂd@À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汉语语料库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核对 《朱子語類彙校》（徐時儀、楊艷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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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在这里”有实在处所义，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场所。如：
（1）如前夜说读书，正是要自理会。如在这里如此读书，若归去
也须如此读书。（孟子九）

（2）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这里理会，又自思量做别处去。
这事未了，又要寻一事做，这如何要理会得！（大学一）

（3）今人有在这里不安了，在那里也不会安。（大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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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且试将所说行将去，看何如。若只管在这里拟议，如何见得？如

做得个船，且安排桨楫，解了绳，放了索，打将去看，却自见涯岸。若不

放船去，只管在这里思量，怕有风涛，又怕有甚险，如何得到岸？ （训门

人九）

（5）又如集义久，然后浩然之气自生。若著一个意在这里等待气生，便

为害。（学二）

（6）存得此心，便是要在这里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养要做甚么用！

（学六）

（7）‘知者利仁’，未能无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

无私意处是好，所以在这里千方百计要克去个私意，这便是利仁。（论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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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又如集义久，然后浩然之气自生。若著一个意在这里

等待气生，便为害。（学二）

（5）'又如集义久，然后浩然之气自生。若著一个意等待气

生，便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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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是微观的、具体的、个别的。

• 常态：是恒常性的某种事态（大島吉郎2021）。

• 将“状态”看作是“常态”的个别化，是一种倾向于具象性、描写性

的状态。“在这里/那里”当其处所义虚化后，它在句子中的功能就是

以处所定位的方式，在一个恒常的情状中将正在言说的话语个体化，

将之看成是恒常情状中的一个特例。

图1 语义虚化的处所结构的入句功能

这种以处所入句将“常态”“状态化”的

认知背景，则是沈家煊（1995）指出的

“有界”“无界”对立的一般认知机制

(general cogni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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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主一只是专一。如在这里读书，又
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别事去，皆是不专。（朱子十七）

• （12）他不行不运，固不是。吾辈是在这里行，是在这里运，只是
运行又有差处。（释氏）

• 例（11）可以理解为“读书”这个动作进行的时候，却又想着做文
字啊做别的事，就是不专心。例（12）意思是“他不行动（指“入

定”）当然不对，我们确实在行动（行和运），但又有错处”。因

此这个句子里的“在这里行，在这里运”理解为“行、运”的动作

正在进行是没有问题的。

• 吕叔湘主编（1999:647）：人的身体时时刻刻在那里消耗水分/我
在这里想明天的工作怎么安排。吕先生认为这种句子里的“在这里、

在那里”的处所意义很不明显，主要表示“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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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有实在处所义，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如：

（13）许多侍从也不学，宰相也不学，将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庙集议，

某时怕去争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后来说诸公在那里群起哗然，甚可畏，

宰相都自怕了。（外任/宁宗朝）

2.2.2另有一些“在那里”处所义就不那么强，主要用来描写一种状态。

如：

（16）若水清，则宝珠在那里也莹彻光明；若水浊，则和那宝珠也昏浊了。

2.2.3表示动作进行

（18）曾点不是要与冠者童子真个去浴沂风雩。只是见那人有冠者，有童子，

也有在那里澡浴底，也有在那里乘凉底，也有在那里馈饷馌南亩底。曾点见

得这意思，此谓物各付物。（本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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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ÍÇ}.45}ûÌâüV可以肯定地看作表进行

（19）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如此去为政，

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个好人在说话，听者自是信服。（论语五）

（24）宅中想都安排了，须在等待，不可如此了。（朱子十七）

例（19）阐述“好人说话”那么“听者自然信服”。这是动作与动

作会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动作的发生是焦点，而动作发生

的处所无关紧要。

例（22）前文已有处所“宅中”，所以“等待”的处所已无需再言，

“在”解读为表达动作“等待”进行中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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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只如今赌钱吃酒等人，正在无礼，你却将礼记去他边读，如何不致

他恶！（孔孟周程张子）

（26）以言君命，则甚急而不可违；以言北河之地，则国家所恃以为根

本；以言其父，则正在危难，有垂亡之厄，当晨夕倍道以救之。（本朝四）

都可以看作处于一种状态，即正处在“无礼、危难”状态中。

句法结构：正+在+VP（之中/之时），而不是“正在+VP”。

《朱子语类》里尚未出现成为副词的“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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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

都不成模样，盖一向如此不得。（训门人一） ☆在里面，处所。

（30）又如所谓“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祸淫”，这

便自分明有个人在里主宰相似。（性理一）

意思：天道使善者得福、使淫者得祸，分明好像有个人在主宰。

（31）要做好事底心是实，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虚。被那虚底在里夹

杂，便将实底一齐打坏了。（学七）

意思：被虚的（做坏事的心）夹杂，实的（做好事的心）也会一起弄坏了。

例30、31可以看作是虚化的“在里”用法，即使不认定为进

行体标记，但理解为表达描述一种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045V经历的演化路径与“在这里/那里VP”一样
处所义→处所义虚化→进行体标记

•汪国胜（1999）赣语大冶方言等“在里VO”的进行体用法

我阿母在里洗衣裳我奶奶在洗衣服/ 乌地还在里落雨外面还在下雨

•曾疑惑“在里”从实到虚的演化，在近代汉语文献里还未发

现用于动词前的用例，能见到的都是用于句尾的“在里”。

•本文在《朱子语类》里发现的“在里”谓词前用法，可以说

是关于这一进行体形式演化过程的重要用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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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词 使用
次数

谓词 使用
次数

谓词 使用
次数

谓词 使用
次数

谓词 使用
次数

谓词 使用
次数

坐 6 安/不安
/不会安

5 说/说是
/说道

3 读书 2 等待 2 流转 2

做 2 不能得
了

1 拟议 1 批判 1 相胜 1 相似 1

祭 1 相生相
剋

1 行 1 思量 1 安排 1 克去 1

住 1 （群起）
哗然

1 运 1 照管 1 無走
作

1 何用 1

翻弄 1 打瞌睡
懞憧

1 具 1 无稽 1 做工
夫

1 澡浴 1

理会 1 乘凉 1 馈饷饁
南亩

1 见得 1 莹彻
光明

1



表3 《朱子语类》“在这里/那里VP”中谓词类型表

1.动作行为动词
说/说是/说道、读书、做、等待、流转、祭、拟议、

批判、行、运、安排、照管、翻弄、乘凉、做工夫、澡

浴、馈饷馌南亩、打瞌睡懞憧

2.动作动词兼属
状态动词

坐、住、相生相剋

3. 心态动词 安/不安/不会安

4. 心理活动动词 理会、思量

5. 关系动词 具

6. 终结动词 克去、见得、不能得了

7. 形容词 （群起)哗然、相似、相胜、無走作、无稽、莹彻光明、
何用

龚千炎（1995:13）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
态》，
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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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行为动词（5） 说话 经营 主祭 看 等待

心理活动动词（1） 思量

形容词（1） 亨通

6RQ@AKLF&>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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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朱子语类》里与前置“在这里/那里”共现频率最高的是“坐”，

（35）今有一样人，虽无事在这里坐，他心里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
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么发得善！（性理一）

现代汉语里动作的滞留处所一般置于动词后，如坐在这里、坐在那里。

《朱子语类》中“坐在这里”只出现一例，“坐在那里”无。也尚无

“坐着”的用法。谓词前的“在这里”既可以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

又可以表示动作滞留的处所，这种语序的自由是近代汉语特有的。

古代汉语处所表达是居于动词后的，隋唐开始前移，元明时表示滞留

场所的介词词组位于中心成分前后均可（张赪2002:243）。《朱子语

类》“在这里坐”的使用情况反映了滞留处所以居谓词前为主的情况。



• B.能用于现代汉语“在VP”表进行的4类动词，在《朱子语

类》中都已经出现。另外《朱子语类》中有相当一部分关系动

词“具(有，备)”和形容词“（群起)哗然、相似、相胜、無

走作、无稽、莹彻光明”进入“在这里/那里VP”中，表达一

种状态。

• C.跟“在这里/那里VP”中的谓词类型相比，进入“在VP”的

动词明显是动作行为类动词最多——说话、经营、主祭、看、

等待。这也是进行体最为典型的动词类型，是这些句子解读出

进行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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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句还是前景句？只有在前景句中，才能有比较典型的进行体用法解
读。

（38）譬如今有一个好人在说话，听者自是信服。（论语五）

• 这里的动词“说话”，是典型的动作动词（描述显性动作），所以本来
“在说话”应该是典型的进行义，但是在这个句子里“今有一个好人在

说话”处于背景句，类似一个条件分句，是后面分句“听者自是信服”

的假设条件。所以这里的“在说话”进行体的意义比较弱，实际上将

“在”去掉，“譬如有一个好人说话，听者自是信服。”也还是表达了

“(如果总是行之以德的人去从政，众人当然信服。)就好像一个好人说

话，听者自会信服一样”的意思。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北朝《木兰诗》）

这个句子能十分顺利地解读为动作进行，而且是很典型的进行表达

——木兰正对着门织布呢。当然上古汉语里，没有表进行义的体助

词。不过这个句子其实是包含有一个动作发生处所的——当户（对

着门）。只是处所与主要动词是一个连动结构——面对着房门织布。

可见处所与进行（体）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的联系。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133）甚至认为进行体最初的功能就是在

动作进行过程中给出施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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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
128）的表5.1有很详细的调查数据，

其中与处所相关的词汇来源是最多

的，有21个。

• 25 Tahitian：be here, PRE+PART；

• 83 Shuswap: be there, stay, AUX

• 这两种语言表达进行体的词汇来源
跟《朱子语类》“在这里/那里”非

常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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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 (Smith 2007:224)

Ich bin am Lesen.
1SG11 COP on:DEF read:INF

‘I am reading.’

��õÅ@�×�ÝÞ ¡¢&

'(�)*ûmetaphorü+Ðf

/�%�,-#$.£/0&s

þ1Claudi & Heine (1986:308)�

���Lù23�ÝÞ §¨yf

ò�³!d45"Ù67×�8

9ì fz}5:;|<==}>=}=5z|<}

/?&67)*s

@�h&�ABCVD-@U

&���ÝÞ Lù!f�

E«�×s



QFGûÊÈÊÜüVæ*HmetonymyI

汉语处所型进行体标记的“某人在某处做某事”往往蕴含“某人

此刻正在某处做某事”，比如“张三在那里看书”，蕴含了“张

三在看书”这样的动作进行，由此语用推理出进行义。

在句法上汉语没有将动词名词化也是一个理由。

吴福祥（2023）的这一主张，很重要的一点是处所结构必须意义

虚化，只有这样才能语境吸收“正在做某事”的进行义，从而发

展出进行体标记的用法。

《朱子语类》“在这里/那里VP”使用的考察显示，“在这里/那

里”确实有明显的处所义虚化现象，而且“在这里/那里”并没有

把抽象的活动情状概念化为具体的空间物体，而是把“常态”通

过处所定位，使之呈现为一种具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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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语类》中“在这里/那里VP”表达一种状态居多，而表达进行义的

用法仅是萌芽阶段。这是否可以说明，状态>进行是有一种先后发展关系

的，或者说“状态”是比进行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状

态”表现中如果动词动作性强，且为前景句，那么就能解读出进行义。

Comrie Bernard
（19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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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还发现，对进行体的判断，不但与动词类型有关，

也跟“在这里/那里VP”是否处于前景句关系密切。处于

前景句中的“在这里/那里VP”类表述（包括“在VP”），

能更明确地解读出进行义。

• 现代汉语方言的南方方言处所型进行体标记、句末“在”类进行标记，

都可以在《朱子语类》里找到源头。本研究以及趙葵欣（2023）对

《朱子语类》各种句法位置上的“在这里/那里”考察发现，这一处所

结构其实真正表达实在处所的用法并不多，后置与充当谓语时都均主要

表存在，前置表状态也占了一半。



可见“在这里/那里”从早期形成阶段开始，其使用就

已经以不表明确处所义为主了，这无疑为其进一步语法化

为体标记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件。

随着“在这里/那里”本身处所义的虚化，结构也就会

自由而松散，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中自由删除其中一部分也

就是可能的了。但是具体过程的研究，需要更长历时时段

的文献考察，也是今后可以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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