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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三朝北盟会编》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材料，书中所保留的大量口语资料，反映
了汉语在两宋之交发展的状况。本文通过考察《三朝北盟会编》，对其中出现的动态助
词、结构助词、动补结构、被动句这些主要语法现象，作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会编
》中完成态助词“了”已经趋于成熟：“Ｖ＋了＋Ｏ”形式大量出现，这一形式和“Ｖ
＋了”形式处于*的优势，而曾经广泛出现的“Ｖ＋Ｏ＋了（完结）”形式，已大大减少
。我们认为，完成态助词“了”最先在“Ｖ＋了”形式中形成，其直接原因在于“Ｖ”
范围的扩大。由“Ｖ＋了”带宾语，构成“Ｖ＋了＋Ｏ”。《会编》中持续态助词“着
”得到发展，进行态助词“着”、完成态“着”也已出现。持续态“着”来源于魏晋时
期表“在”的“著”，其原因是“Ｖ＋着＋处所”格式中“Ｖ”的扩大和非处所宾语的
出现。《会编》中结构助词“底”（“的”）、“地”也得到应用，二者的分布和功能
基本上是互补的，个别例子有交叉。《会编》中的动结式、动趋式的语法形式、语法意
义得到进一步发展；“Ｖ＋得（＋Ｏ）”大量存在，基本上是在已然的语境表示完成或
实现，在未然的语境表示可能，脱离语境独立表示可能的用法也有个别出现。“Ｖ＋得
＋Ｃ”形式的状态补语结构和可能补语结构也已出现，它们都来源于表完成或实现的“
Ｖ＋得（＋Ｏ）”形式。《会编》中被字句大量出现，被字句中关系语、复杂谓词结构
（动词、状语、宾语、补语、助词）的出现，使得被字句日趋成熟和精密。总之，《三
朝北盟会编》所反映出来的语法现象，体现了汉语在唐宋以来发展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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