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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報告將集中討論粵語裏表達空間位移的“V到 NP”的構式意義以及“到”字的功能擴張特徵，

主要論點可以概括如下：第一，“V到 NP”構式中的“到”字具有標誌結尾格（terminative case）
的功能，而“到”字後的名詞短語（NP）則表示空間上的終點（endpoint）。也就是說，粵語“V
到 NP”構式中的“到”字，與普通話不同，不能作為向格（allative case）標記引入表示目的地
（destination）處所的名詞短語。第二，粵語“到”字的各種其他功能，例如作為程度補語標記（如：

佢笑到個口都合唔埋）、動詞後綴（如：有 /冇 V到）等，都可以認為是從結尾格用法發展出來的。
其中，作為程度補語標記（extent complement marker）的用法向來較受學界矚目。而它的演變途徑，
主流意見則把趨向補語用法（即向格標記用法）視為相關演變的源頭（如：吳福祥  2002，劉子瑜
2006等）。然而，在我們看來，程度補語標記“到”是來自於結尾格用法，與向格用法無關。跨

語言的事實也可以引以為證。在日語裏，標誌結尾格的助詞“made”也具有引入程度狀語的功能（即
表示動作或狀態達到高程度的狀語），而向格則由另外一個助詞“ni”來標誌。最後，綜合上述討
論，我們試圖提出一個假設，漢語方言裏普遍存在的表達空間位移的“V到 NP”構式應該分出兩

種不同的用法，即向格用法以及結尾格用法。而這兩種用法分別產生出了不同方向的功能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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