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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義詞彙歷史語義地圖研究*

莊卉潔

［提　 要］ 　 漢語中的“朝向”義動詞具有多義性及多功能的特點。 本文運用語義地圖方法，在全面

考察漢語“朝向”义動詞“向”“對”“朝”“衝”“望”基礎上，將歷時演變和共時方言分布相結合，首先

根據現代漢語方言構建“朝向”義動詞的概念空間，進而根據漢語史語料繪製歷史語義地圖，分析

“朝向”義動詞語義演變的路徑及方向、進一步探索該語義場內各詞語法化的內部動因，厘清多義詞

各語義功能間的真正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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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漢語史上表示“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對”“朝”“沖（衝）”“望”等。①該組詞從不同語義源

頭引申出“朝向”義，都經歷作動詞，與表示處所詞一起構成動賓結構“V朝向義 +NP處所 /方位”後，又在

不同時期逐漸虛化逐漸由動賓結構變為介賓結構表示有生或無生方向作狀語，最後又產生不同的

演變路徑。
學界對該組詞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某個詞或某幾個的語法化研究。 如：馬貝加（1999）、史冬青

（2004）等對介詞“向”的萌芽及多樣化用法的研究；李琳瑩（1999）、石毓智（2001）、張美霞（2014/

2015/2016）等關於“對”的語義特徵、語法化特點及演變過程的研究；馮春田（2000）、馬貝加（2002）
等對“朝”的語義演變的研究；高顔顔、馬貝加（2013）對“沖”的語法化的討論。 此外，還有近義詞

的比較研究，因篇幅所限不贅述。 從目前主要研究成果來看，該組詞在單個詞的語義、功能、語法化

以及與相關介詞的比較等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但系統性的對“朝向”語義場歷時和共時對詞義之

間的關聯進行研究的成果幾乎沒有，而且對一些詞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缺乏系統性，對同一概念場

語法化關係的聯動研究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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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系統考察“朝向”義常用詞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共時語義分布，並結合詞彙歷時演變繪

製語義地圖，進一步追溯“朝向”義常用詞興替的原因，概括該組詞語義演變的模式，探討詞彙語義

演變之間的內在聯繫。

二、“朝向”義詞彙的共時語義功能考察

（一）“朝向”義各詞功能節點分析

本文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方言調查材料，選取“朝向”義常用詞的功能節點共 16 項：朝向、遠
眺、去往、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經由、處所、處所源點、對象、關聯、受益者、處置、憑藉、平
比、從來。 參考《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詞典釋義結合以往研究成果，對這些功能進行

簡要界定，並根據現代漢語方言及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3 個方言點所用的“朝向”義
詞彙進行整理調查，構建“朝向”義概念空間。

1. “向”的語義功能分析

“向”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這個房間向陽。 B. 有生方向，如：話向

渠道。 （寧波方言：話向他說。）C. 有生來源，如：沒錢了先向渠借上。 （銀川方言：前沒了先向他去

借。）D. 無生方向，如：小溪流向大海。 E. 關聯，如：你别老向着他。 F. 處所，如：我向呢處住佐一年。
（東莞方言：我在那裡住了一年。）G. 處所源點，如：我向我朋友處來。 （東莞方言：我從朋友那裡

來）H. 所在時間，如：呢件事向舊年發生。 （東莞方言：那件事在去年發生）J. 從來，時間副詞表示歷

來、向來。 如：他上班向來沒有遲到過。
依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②中 34 個點的“向”的语义功能，按語義功能由少到多建立以動詞

“朝向”為核心的概念空間。 首先，揚州、牟平、忻州、厦門、崇明、丹陽、上海、蘇州、武漢、洛陽、西
安、徐州 12 個方言點，“向”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 西寧、哈爾濱兩地有“朝向”“有生方向”2 個語

義功能，故可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繫。 績溪、南通、太原、梅縣、于都有“朝向”“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

能，黎川、海口、南寧、杭州、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南昌、萍鄉兩地有

“朝向”“從來”兩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
關聯”語義功能的聯繫。

但寧波“有生方向”“關聯”“從來”3 個語義功能可能具有雙向聯繫，這違反了“語義地圖連續

性假說”，具體應該建立“從來”與“關聯”之間的聯繫，還是依據歷史上某個中間的語義功能消失造

成了共時平面的“斷鏈”現象，下文將從歷時語義考察角度去尋找答案。 此外，濟南、銀川有“朝向”
“有生方向”“有生來源”“無生方向”“關聯”5 個語義功能，目前無法根據現有調查建立語義功能間

的聯繫。 廣州有“處所”“處所源點”2 個語義功能，東莞方言有“所在時間” “處所” “處所源點” 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處所———處所源點”之間的聯繫。
2. “對”的語義功能分析

“對”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他家房子對著南邊。 B. 有生方向，如：
你對他講清楚就沒得誤會了。 （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C. 無生方向，如：他對著老

榕樹磕三個響頭。 D. 對象，如：大家對這個事都有看法。 E. 關聯，如：渠對我儂有意見。 （金華方

言：他對我有意見） F. 處所，如：行對溪邊過去就會看見。 （福建平和方言：從河邊走過去就能看

見。）G. 經由，如：對大路行恰好行。 （福建平和方言：從大路走好走。）③

根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對”的概念空間。 首先，建甌、福州“對”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西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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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有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柳州、蘇州僅有“關聯”1 個語義功能。 而南昌、太原、武漢有“朝
向”“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牟平有“朝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南通有“有生方向”“對象”
2 個語義功能；貴陽有“對象”“關聯”2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有生方向———對

象”“有生方向———關聯”之間的聯繫。
梅縣、杭州、洛陽有“有生方向”“關聯”2 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

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會進一步驗證。 在以上功能節點聯繫

的基礎上，根據方言實際用法可建立其他方言點之間的聯繫，如于都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

向”3 個語義功能；揚州、上海、成都有“有生方向”“對象”“關聯”3 個語義功能；東莞、廣州有“有生

方向”“無生方向”“關聯”3 個語義功能；銀川“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3 個語義功能；績溪、
厦門、南寧 、丹陽、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關聯”3 個語義功能；萍鄉有“朝向”“有生方向”“無
生方向”“關聯”4 個語義功能；婁底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可以將以上

兩兩相連的功能接連；再如長沙 、萬榮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忻
州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南京有“朝向”“有生方向”“對
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濟南、烏魯木齊、海口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5

個語義功能，《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43 個方言點中“對”均無“經由”功能用法，可建立的“朝
向———有生來源”“有生方向———憑藉”“朝向———無生方向”的聯繫。

3. “朝”的語義功能分析

“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 如：學校朝海。 B. 有生方向，如：他朝我

笑。 C. 無生方向，如：這條路一直朝裡走就是他家了。 D. 平比④，如：他長底不像我，朝咧他媽咧。
（烏魯木齊方言：他長得不像我，像他媽媽。）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朝”的概念空間。 首先，黎川、南昌、太原、溫州、福州、西寧方言方言

中“朝”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銀川方言僅有“無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 濟南、南通、哈爾濱、忻
州、成都、貴陽、丹陽、杭州、金華、寧波、蘇州、柳州、先有“朝向” “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 績溪、
南京、崇明、上海、武漢“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烏魯木齊有“朝向” “有生方

向”“平比”3 個語義功能。 根據已上調查，可建立“有生方向——— 朝向———無生方向”3 個功能節

點的聯繫。 目前尚無法確定烏魯木齊方言中“朝”的“平比”功能的語義來源，下文將從歷時角度進

一步討論。
4. “衝”的語義功能分析

“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那個窗戶衝南。 B. 有生方向，如：他老

是衝著我笑。 C. 無生方向，如：他衝著南方拜了又拜。 D. 對象，如：衝這個事情，我也得讓你進入下

一輪比賽。 E. 憑藉，如：衝你這麽好學，一定能有成就。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衝”的概念空間。 首先，除牟平、洛陽方言僅 1 個語義功能外，濟南有

“朝向”“有生方向”“對象”3 個語義功能，太原、哈爾濱有“有生方向” “對象” “憑藉”3 個語義功

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對象”的聯繫。
5. “望”的語義功能分析

“望”的功能節點有：A. 遠眺，視覺動詞，向遠處看，如：登山遠望。 B. 有生方向，如：望他笑了

笑。 C. 無生方向，如：我望出走，他望裡進，正好碰上。 （哈爾濱方言：我往出走，他往裡走，正好遇

到。）D. 受益者，如：我望你掃地下。 （溫州方言：我替你掃地。）E. 處置，如：望花瓶抯走。 （溫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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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把花瓶拿走。）⑤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望”的概念空間。 首先，梅縣、于都、烏魯木齊、雷州、海口、貴陽等 15

個方言點僅有 1 個語義功能。 其次，南昌、南京、太原、上海有“遠看”“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黎
川、銀川、蘇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

生方向”之間的聯繫。
溫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受益者”“處置”5 個語義功能，參考莊卉潔（2020）所

建立的“跟隨”概念空間，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生方向———受益者———處置”之間的

聯繫。⑥

揚州、西安有“無生方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

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進一步解釋。
6. “往”的語義功能分析

“往”的功能節點有：A. 去往，動詞表示到……去。 如：小李明天往北京。 （小李明天去北京。）
B. 有生方向，如：往人堆裡走（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C. 無生方向，如：往外走。
D. 經由，如：渠往哪的行？ 往亞條路行。 （南寧平話：他從哪走的？ 從那條路走。）

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往”的概念空間。 成都、貴陽、萬榮方言“無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武
漢、婁底、洛陽、西寧方言有“去往”“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柳州方言有“無生方向” “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南寧平話有“去往”“無生方向”“經由”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經由———無生方向———
去往———有生方向” 之間的聯繫。

（二）“朝向”義概念空間的整合

結合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以“朝向”為核心對上述各詞的各功能節點的聯繫進行整合，得出

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總括如圖 1 所示：

图 1　 “朝向”義概念空間

從图 1 可以看出各功能節點間的聯繫及親疏遠近，僅依靠共時語料還不能確定該圖中的部分

功能節點之間的聯繫，下文將通過歷時語義考察，結合各詞語義演變和語法化的路徑，從歷時角度

建立各語義節點的聯繫，然後再利用方言語料繪製共時語義地圖對歷時的概念空間進行驗證。

三、 漢語“朝向”義詞彙的歷時演變

（一）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上古漢語時期表達“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與“對”。 “向”本義“朝北的窗戶”，先秦引申出

“方向、去向”“朝向、對著”等義，如：
（1）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 （《晏子·外篇》）
（2）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 （《戰國策·中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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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 （《史記·龜策列傳》）
“向”最初表示“朝向”義是“方位詞+V向”，隨著方位詞後移，出現了“V向 +方位詞”的用例，先

秦時期“向”的賓語範圍不斷擴大，逐漸由方位詞擴展為可以作為方位參照點的無處所意義的名

詞、人稱代詞、處所詞等。
從“向”的語義要素來看，其名詞語義包含［+方位］［+朝向］語義要素，引申為動詞後首先出現

了“朝向”義。 例（2）（3）中“向”處於 V1 +NP+V2 的連動式中，從語法化的結果來看，“漢語史上

V1V2 的句法結構容易發生語法化，且發生語法化演變的動詞大都是由於句法位置的改變，進入偏

正式的連動結構中，作為非中心動詞成分，這些動詞在結構和語義上依附於其前或其後的中心動

詞。 這種處境和地位導致這些動詞的動作性减弱，詞義抽象化。 與此同時，其語法功能也會相應變

化，或在中心動詞前作狀語，或在中心動詞後作補語。 詞義的進一步虛化，又使得這些動詞發生語

法化：作狀語的動詞轉變為介詞，作補語的動詞轉化為助詞。”⑦但並非所有處於 V1V2 結構的動詞

都能語法化為介詞。 漢語動詞實現介詞化的連動結構一般關涉到三個成分 V1、NP、V2，及這三個

成分之間的三層句法語義關係（即 V1 與 NP、NP 與 V2、“V1 +NP”與 V2）。⑧每個成分的語義和每層

關係的性質都可能制約 V1 是否介詞化及其介詞化的程度。 V1 要實現介詞化，首先要具備一定的

語義特徵；其次語義特徵要能“溢出”到 NP，即 NP 應有與之相宜的語義特徵；最後“V1 +NP”與 V2

的關係也應從連動關係演變為偏正關係。 整個上古漢語時期，“向”作為介詞已經開始萌芽，首先

出現的是“方向”功能，由於“向+賓語”由於語序的變化，加上連謂結構的使用頻率增高逐步使其語

法化程度加深。
“對”本義是“回答”，在先秦已經有動詞“朝向”義的用例，如：
（4）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 （《管子·霸形》）
（5）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 （《禮記·檀弓》）
（6）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 （《史記·日者列傳》）
從“對”動源義的語義要素來看，可分析出三個義素［+對象］［+言語］［+應答］，一般對話者相

向而立，隱含有［+對象］［+相向］［+方向］的語義特徵，其後的賓語隱含有表示處所的特點，故可以

引申出“朝向”義。 這一時期“對”也出現了 V1 +NP+V2 連用句式。

圖 2 　 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上古漢語時期“朝” “衝” “望” “往”均尚未見到動詞“朝向”義用例，但各詞都已具備引申出

“朝向”得到關鍵性語義要素。 如：“朝”本義“早晨”，先秦已由名詞義引申出動詞“朝見、朝拜”義，
“朝見、朝拜”具有［+方向］［+對象］的語義要素。 “衝”《說文》：“通道也”本義“通途、大路”，先秦

可作動詞表示“沖擊”義。 從語義上看“衝”的“衝擊”義隱含［+對象］［+方向］［+運動］［+位移］的
語義要素。 “望”本義為“向高處看、向遠處看”，也隱含［+方向］ ［ +對象］的語義要素。 “往” 《說
文》：“之也”本義是“到某處去”，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詞，甲骨文中就以出現，先秦使用頻率很高。 這

一時期“往”後一般不直接帶賓語，尚未引申出“朝向”義。 但就“往”的語義特點來看，它含有［+方
向］［+方位］［+趨向］［+目的地］［+移動］的語義要素。 以上各詞其後賓語隱含［+處所］特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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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見”的對象可體現朝見的處所，“遠眺”的目標也具有處所性，“到某處去”也指向去的處所。
上古漢語時期動詞“朝向”語義場基本穩定，以“向”為主導，“對”與“向”在上古後期展開激烈

的競爭。 其他各詞引申出“朝向”義的動源義不同，但在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與方位詞搭配的形

式影響，其次在語義上也隱含［+方向］［+對象］等關鍵性語義特徵。 根據語義分析，可構建上古漢

語時期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如圖 2 所示）。
（二）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但各常用詞語義功能及用法又產生了不

同的發展方向。
“向”在中古時期進一步語法化，介詞用例大幅增加。 “向”在中古漢語語料庫中總出現頻次為

1,611 次，其中動詞用例佔 41% ，介詞用例佔 58.2% ，剩下零形地有作副詞的情况。 這一時期，“向”
的主要句式為 NP1 +V1 （ 向 ） + NP2 +V2 +(O)，在“向”構成的連動結構裡，第二個動詞為主要動作，
“向”只起介引對象的作用。⑨

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繼續擴展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處所”“關聯”等，
其中表示“+有生/無生方向”比較常用，其他功能用例較少。 如：

（7）治馬中穀方……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 （《齊民要術》卷六）
（8）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禮。 （《修行本起經》上卷）
“對”在中古時期仍是以動詞用法為主，介詞用例較少見。 這一期時期“對”的核心義仍是“對

答、回答”。 “朝向”義的用例較上古漢語時期有所增加，所帶賓語範圍不斷擴大，其賓語多為人稱

代詞、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向的名詞等。 “對”開始進入 NP1 +V1 （ 對 ） +V2 +(O)句式，但用例並不多，
還沒有明顯地語法化用例。 張美霞指出：“回答”義動詞“對”的虛化發生於非現場報道言語行為

句，即間接引語句和表示言說行為的陳述句，發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結構可以描述為 NP表人 +對V +

NP表人+V言說+NP某事>NP表人+對P +NP表人+V言說+NP某事，正是這種句法构式的变化使“對”具有了語

法話的充分條件。⑩再加之語義搭配關係的改變，V2 不再局限於言語類動詞，如：
（9）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駡父，則是無禮。 （《世說新語·方正》）
（10）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顔氏家訓·風操》）
“望”由“遠眺”義引申出“朝向”義。 在東漢“望”就進入“NP1 +V1 （ 望 ） +V2 +(O)”句式，其中 V2

多是表示處所/方位詞+動詞”結構，已經呈現介詞的雛形，如：
（11）夷吾到縣，無所驗。 但望閣伏哭而還。 （《後漢書·方術列傳》）
（12）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世說新語·豪爽》）
此時“朝”“衝”“往”仍未引申出動詞“朝向”義。 “朝”作動詞“朝見、朝拜”義的用例較之前增

多。 “衝”在中古時期用例較少，共見 57 例，22 例用作動詞表示“猛烈地撞擊”。 “往”在中古漢語

時期語義沒有太多的變化，尚未出現“朝向”義，但也出現了語法化的傾向，NP1 +V1（往）+NP2 +V2 +

(O)句式增多，馬貝加指出：“往”是運行動詞，賓語是表示處所的名詞。對於“往”來說，不存在賓語

擴大範圍的間題。 關鍵在於 V2 的次類性質變為具有處所指向的詞，如：
（13）……大善男子，往沙門邊，修行梵行。 （《佛本行集經》第三十六卷）
（14）是故恒來往彼觀看此之地處。 （《佛本行集經》第二十七卷）
整體來看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表示“朝向”義的主導詞仍是

“向”，“朝向”語義場內的詞彙或語法化或有了語法化的傾向，其中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是“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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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對”和“望”，這四個詞發生語法化的條件是：a.在語義上至少隱含［+方向］［+對象］等語義要

素。 b.其後賓語為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向性；c.進入同樣的句法结构 NP1 +V1 +V2 +(O)；d.語義中心

向 V2 轉移，V2 具有處所指向性。 從這一時期的語義分析來看，可以構建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
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3 所示：

圖 3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三）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的詞彙發生較大的變化，主導詞仍是“向”，但除“對”“朝”外，出
現“衝”“望”“往”等新增成員。

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進一步擴展，除“有生方向”之外，還發展出“有生來源”“對象”“平
比”“關聯”“經由”“處所”“處所源點”等功能。 元明以後各功能用例大幅增多。 唐五代以後，NP1

+P1 ( 向 ) +NP2 +V2 +(O)句式中的 V2 多為表示言語行為的動詞，如：“曰”“云”“說”“道”等，由此引申

出“有生來源”“處所”“處所源點”，如：
（15）先向鹿園談四諦，後到靈山說一乘。 （《敦煌變文集新書·押座文》）
（16）居士向宅中作念，言了便行。 （《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碎金》）
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向”既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向或方位，又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處所，或

動作行為發生的起點，如：“向道中”“向鹿園”“向宅中”等中“向”的功能究竟如何，要根據具體的

上下文來綜合判斷。 元代以後“向”還發展出“時間原點”的功能，這是現代漢語方言中所沒有

的，如：
（17）將知田補乾坤主，恰向登高節日生。 （《敦煌變文集新書·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

文》）
（18）师曰：全豁终不自谩。 山曰：向后不得辜负老僧。 （《佛祖历代通载载》第十七卷）
“對”在近代漢語時期，介詞語義功能也相應增多，其中用例最多的是“有生方向”和“對象”，

“對”後的動詞 V2 多是言談類動詞，“言談對象”天然的可表示一定方位、處所指向，故也引申出

“無生方向”“處所”等功能，但比較少見。 如：
（19）淨能見苦推辭，對皇帝前乃作色怒曰……（《敦煌變文集新書·葉淨能詩》)

（20）對一天星斗跨雕鞍，不由我倦憚。 （《元刊雜劇三十種·蕭何月夜追韓信》）
“朝”在近代漢語時期主要用作動詞表“朝向”義，唐宋时期 NP1 +V1 ( 朝 ) +NP2 +V2 +(O)句式增

多，“朝”的宾语範围又进一步扩大，开始由一般的处所詞充当。 至此已有語法化的傾向，偶有作方

向介詞的用例，如：
（21）欲朝青瑣去，羞向白雲看。 （王烈《酬崔峒》）
（22）驄馬朝天疾，台烏向日飛。 （劉商《送楊閒侍御拜命赴上都》）
明代以後，NP1 +P1 ( 朝 ) +NP2 +V2 +(O)句式使用頻率增高，且 V2 的語義類別擴大，如表示身體姿

勢的动词、言谈动词、一般行為動詞等，“朝”迅速產生了多種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無生方向”
“對象”“處所”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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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 （《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24）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 （《西游記》第十五回）
正如馬貝加所指出：“朝” 的語義變化受到構式、V2 詞類變化、NP2 語義擴展的三重原因

所致。

“衝”在近代時期［+方向］義素強化有較少的介詞用例，主要表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當
V2 的動作行為表示的是使 NP2 获益的事件時，“衝”就引申出了“憑藉”功能，如：

（25）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 （《朱子語類》第四十八卷）
（26）我是衝著我這個朋友前來救你。 （《續小五義》第四十九回）
“望”是近代漢語裡的新興介詞，從“望”的介詞用例來看，“望”也主要表示動作行為多朝向的方

位或處所。 馬貝加指出：唐五代及其以降“望”的介詞功能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望”的介詞身份已

經非常明確。明清以後“望”的介詞功能更加豐富，有“處所源點”“處所終點”“受益者”等，如：
（27）如醉人朦籠而行，雖然即醉，隱影望家而行。 （《敦煌變文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

文》）
（28）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水滸傳》第二回）
從明清以後的用例來看，“望”的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望”從介引方位、方向發展出“有生方

向”的功能，而“有生方向”有隱含有［+對象］的特徵，所有又可引申出“有生來源”“受益者”，漢語

史上“有生方向”“受益者”共詞化的現象非常常見。
此外，從受益到處置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語法化的特徵，如：曹志耘對金華湯溪方言的“幫”的語

義特徵進行研究，指出湯溪方言“幫”由介引“有生方向”進一步語法化產生“處置”的功能。陳澤

平調查福州方言“共”指出其也是由介詞引進受益者演變為處置功能。張敏指出漢語方言主要間

接題元中“受益者”和“處置”的聯繫。從近代漢語來看“望”的賓語為 V2 的受事賓語，致使整個句

子的處置的語義顯現。
“往”的核心義一直是“到某處去”，唐五代以後在該語義場被“去”所取代，失去了該語義場的

主導地位，因經常處於 NP1 +V1 （ 往 ） +NP2 +V2 +(O)的句式，V2 又多由“去”充當，導致“往”的動詞性

逐步消失發生語法化，如：
（29）法華和尚聞語，逐袖內取出合子，已龍仙膏往頂門便塗。 （《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
（30）婆婆，我如今往莊上去計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31）眾軍道：“挑往那里去？”（《水滸傳》第十六回）

圖 4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

由以上例證看，“往”與“望”的語法化基點不同却殊途同歸，再加上語音相近，在作介詞時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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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用。 “望”與“往”在明清時期出現介詞功能的重合，根據語言經濟性原則，功能重疊會導致其中

一個逐漸淡出，另一個最終成為主要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功能承載者。
可以說，明清時期是近代漢語介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 明清時期很多介詞的功能都有

所增加，也有一些兼職過多的介詞部分功能被後起的介詞所取代。 從語言發展來看，這與漢語表義

日益精密化的趨勢相符合。 綜上，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4 所示。

四、小結

“朝向”義常用詞在漢語史上先後出現過“向”“對”“朝”三詞的競爭，三詞的歷時興替不僅體

現了主導詞的競爭，還體現了一個詞內部各個義項也在此消彼長的競爭。 中古以前表示“朝向”義
的主導詞是“向”，常用成員還有“面” “對”，邊緣的成員還有“朝”。 中古時期“面”逐漸邊緣化，
“對”與“向”展開了競爭，隨著 NP1 +V1 +NP2 +V2 +(O)句式的高頻出現，及二者賓語範圍擴大，語法

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的主導動詞逐漸被“朝”取代，這一時期新增的表示介

詞“無生方向”“有生方向”的還有“衝” “望” “往”。 可能在進入“朝向”概念場後，受場內核心詞

“向”“對”的家族性的影響，它們迅速在“朝向”義的基礎上發展出若干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
“無生方向”“對象” “關聯”等功能。 在歷時與共時語義地圖的比較分析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

結論：
第一，詞義的演變往往非常複雜，古汉语的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一致的。 語義地

圖既能顯示出同一概念場不同詞的語義的演變情況，又能凸顯共時平面詞彙的地域特色，是詞彙研

究的一大利器。 從上文分析來看，粵語“向”的介詞功能在魏晉時期語法化萌芽，唐宋時期進一步

發展，充分展現了詞彙語義演變的歷史層次性。
第二，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更多信息內容。 與在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基礎

上所建立的漢語共時平時的概念空間圖 1 相比，漢語歷時的空間概念圖 4 包含更多的功能節點，還
為共時平面懸空的功能節點建立聯繫，並且這些代表聯繫的連線大多是有方向性的，更好地凸顯語

義演變的過程。 結合《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方言點“朝向”義各詞的語義功能來看圖 4 基本符

合語義地圖連續性假說，由此來看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信息更多，除了有語義

引申志向，還可能彌補共時平面的語義斷鏈，及功能節點的遺漏。 能夠看出在圖 4 中多出的功能節

點和建立的相關聯繫正巧是帶有地域特色，並且能夠與方言相呼應。
從普通話和各方言的語義地圖來看，漢語的“朝向”動詞在語義演變的方向上具有某些普遍的

傾向，如在引申出“朝向”語義後，語法化後又發展出“有生方向” “無生方向” “經由” “處所”等功

能，雖然各詞動源義差异較大，但後來都匯合於“朝向”義，由此語法化，並展現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每個詞根據具體詞源義、語義側重點每個詞擴展方向除了具有家族性外又有自己的特性。 整體來

看，漢語史上“朝向”義詞彙的語義演變路徑，都從具有方向、對象、朝向等核心義素的名詞/動詞引

申出表示“朝向”的動作開始，然後有兩條路線，概括如下：
朝向義動詞>有生方向>對象/受益者/憑藉

朝向義動詞>經由/處所>處所源點>時間源點

当一个語義演变路徑形成之后，其他具有語義相似性的詞就會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語義演變路

徑，如：陳澤平指出福州方言的“肘”由動詞“頂撞”引申出“朝向”義，進而語法化為方向介詞，如
“肘瓶瓶嘴傾裡去。 （對準瓶口倒進去）”。 嚴寶剛指出北京話“奔”的語法化鏈條是“動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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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介詞———憑藉介詞”。再如唐宋時期“問”因其包含［ +對象］ ［ +方向］等語義要素，引申出“朝
向”義（朝向受話人），進而語法化為生方向介詞，如“何不問葉淨能求雨”，甚至在漢語史上還曾引

申出介處所功能。
第三，誘發各詞語義演變的深層動因既包括詞源義的制約、句法構式的改變，還包括語義方面

V2 和 NP2 的次類變換。 造成各詞語義演變不同路徑的原因主要是詞源義和 V2 和 NP2 的次類變

換。 句法位置和組合關係的變化，讓一個詞有了虛化的發展方向，V2 和 NP2 的次類變換催化加速

了虛化的進度和由此產生的虛詞的衍生語義功能，而實詞的詞源語義特征決定了語義演變的路徑，
“向”的虛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綜上，從語義要素分析來看“向”是“朝向”義最核心成員，其次是“對”與“朝”，“望”與“往”相
對邊緣。 “朝向”義各詞作為介詞一詞多義現象十分常見，各介詞功能之間有先後順承關係。 比如

當 V2 的動作行為是有利於 NP2 的，那麼介詞就會產生介引受益者的功能，受益者也隱含有動作行

為的針對性，它和所對者都屬於“對象”類這一大範疇，二者有著語義上的關聯性。 語義地圖的優

勢就是能把語義關係內部的機制描繪出來，歷時性的語義地圖更是具有解釋性，如從跨方言共時平

面來看，“朝向”義的各詞多數具有雙向演變關係；但從歷時層面來看，每個詞的優異演變都是單向

性的。

①古代漢語“面”由本義“頭的前部”引申出動詞“朝

向”義，但“面”一直是“朝向”義的边缘成員，沒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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