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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虚词“了”的语法意义及句法分布
金璐瑶

（银川科技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现代汉语中的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了”作为虚词中的一种，使用频率很高。它既是助词，也是语气词，为了更清晰地

辨析其语法意义及功能，学界将其区分为“了 1”与“了 2”。因此，本文就“了 1”与“了 2”的区别为出发点，结合具体实例，分析

两者的语法意义及在句子中的具体分布，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虚词“了”有更深入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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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见于说文时代，象形字，像“子”无臂，表示断、

绝断。本义是结束，为实词中的动词，最终逐渐演变为虚词。“了”

在现代汉语当中使用频率较高，但因其出现的位置灵活不定，且

常与句中其他成分（其前后的宾语或补语）相互影响，使得人们

常常忽略了“了”在句子中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界定“了”的语

法意义，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根据“了”在句

中的位置不同和功能的差异，将“了”分为“了 1”和“了 2”两

种不同的形态。尽管它们两者源出同一虚词，但由于句法分布不同，

因此它们的意义与用法也不尽相同。

一、“了 1”的语法意义及分布

“了 1”常常出现在句中，跟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

作行为、性状的完成或实现，在现代汉语语法里被称作助词，也

即动态助词。但是由于语法单位的使用情况及其语法特征不同，

使得“了 1”在意义上产生了细微的差别，主要可以细分为两种：

（一）表示动作的完成

“了 1”放在动作动词之后，其后往往有其他句法成分，通

常整个句子中带有宾语，且宾语前有数量短语作定语，或动词后

有补语，其分布为“S+V+ 了 1+（数量短语、补语或其他成分）

+O”或“S+V+ 补语 + 了 1+（数量短语或其他成分）+O”，表示

动作的完成，即已经成为事实。

1. 我吃了一碗米饭。

2. 晓丽回了一趟娘家。

3. 约翰看完了三本小说。

例 1 例 2 中，“了 1”均置于动词之后，于作定语的数量短语（一

碗）和作补语的数量短语（一趟）之前，整体分布为“S+V+ 了 1+（数

量短语）+O”。在这种动词谓语句中，动作均发生在现在时点之前，

动作有始有终，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1”表示“吃”和“回”

的动作已经实现。例 3 中的“了 1”分布位置稍有不同，它没有

直接跟在动词后，而是置于中补短语之后，整体分布为“S+V+ 补

语 + 了 1+（数量短语）+O”。与“了 1”结合的动词由于受到表

示结果的补语“完”的影响，使得整个事件走向终结，因而“了 1”

表示“看”的动作已经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动态助词“了 1”表示“完成”这一语法意义，

与英语当中的“过去时”不是同一概念。虽然“完成”代表着动

作已经结束，是发生在过去的，但是就“了 1”本身而言，它表

明动作在变化过程中是处在哪一点或哪一段上，跟动作发生的具

体时间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受其他词语的制约，“了 1”既可

以表示过去完成，也可以是现在完成或将来完成。例如：

4. 他现在到了北京。

5. 他到了北京就打电话。

例 4 中谓语动词“到”前加了时间状语“现在”，明确表示时间，

这里的“了 1”表示“到”的动作现在实现。而例 5 中的“到了北京”

并未实现，是将来要完成的，因此“了 1”表示将来完成。

（二）表示性状的实现

“了 1”加在表示性状的动词和性质形容词之后，不再表示

完成，而是表示性状的实现。比如：

6. 北京冬奥会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7. 小李当了班长。

8. 她的皮肤白了不少。

表示状态的动词不再表示主语所做的动作，而是与性质形容

词一样，描述一种状态，是相对静止的动词。例 6 与例 7 中的动词“得

到”和“当”都有“获得”的意思，“了 1”的位置分布为“S+V+

了 1+（定语）+O”，但它不再表示“完成”，而是表示性状的实现，

即“得到世界的关注”和“当班长”已经成为事实。动作虽然结束，

但是动作之后的状态并未结束，而是延续至现在时点并有可能继

续下去。例 8 中的“了 1”跟在形容词“白”的后面，构成“S+A+

了 1+ 状态补语”，代表原来不白，现在变白了，即“白”这一状

态已经成为事实。

由此可见，助词“了 1”的语法意义要借助语句当中的前言

后语才能够得以显示，如果没有语境的支撑，“了 1”也就失去

了其自身的语法意义。这与助词的词类有关，因为助词属于虚词，

虚词本身没有语法意义，在句中无法作句法成分，所以，想要指

称与研究“了 1”，必须与一定的语句相结合。

二、“了 2”的语法意义及分布

“了 2”与“了 1”相比，常常出现在句末，表示新情况的出

现或发生变化，也可表达某种语气，并且有成句的作用。除此之外，

“了 2”能够出现在句中主语或状语的后面，表停顿，起到舒缓

语气的作用。在现代汉语语法中，“了 2”被称作语气词。

（一）表示新情况的出现

“了 2”常出现在句末，整个句子可以是主谓句，也可以是

非主谓句，放在句末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在否定句里依然适用。

如“他不去图书馆”和“他不去图书馆了”这两个句子。前者是

告诉听话者一个事实，他不打算去图书馆；后者情况则发生变化，

给听话者的信息是他本来打算去图书馆的，但现在不打算去了。“了

2”出现的条件较多样，不仅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并且能够出现在

名词、形容词、代词及数量短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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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苏学会滑雪了。

10. 树上的叶子绿了。

11. 李明到上海了。

例句中的“了”均是表示某种新情况的出现，“学会滑雪了”

是小苏从“不会”到“会”；“绿了”是叶子从“没绿”到“绿”；

“到上海了”是李明由“没到”到“到”。前者为旧情况，后者

为动作后的新情况，句义整体变到了动词或形容词所指称的状态。

这种新情况的出现一般都是有预设的，比如“树上的叶子绿了”

的预设是“听话人以为树叶还没有绿”，“小明到上海了”的预

设是“听话人以为小明没到上海”。如果句尾没有“了 2”，则

这种语义就会自动消失。例如把“叶子绿了”变成“叶子绿”，

这只能体现一种静态的属性，而非动态的变化，无法体现叶子的

新状态。因此，在具体语境中，“了 2”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需要注意一点，因为“了 2”的语法意义是“表示新情况的

出现”，从时间上看，论述过程中着重在于“现在时点”，也即

叙述说话人和听话人此时眼前的现实。因此，从“时”的角度来看，

很多人就认为有“了 2”的句子主要体现“现在时”，是刚刚发

生的事情。事实上，“了 2”的意义同“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它并不仅限于眼前的情况。

12. 我去年就考进银行了。

13. 快开学了。

上两例中的“了”，前者用于句末表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

后者为将要发生的。因此，研究“了 2”的语法意义不能限定于时间。

（二）表达一定的语气

“了 2”还可以用于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或感叹句句末，

以加强对新情况的肯定、疑问、命令或感叹。

14. 他写完作业了。

15. 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

16. 别吵了！

17. 西湖的风景太美了！

例 14 为陈述句，“了 2”在句尾表达肯定的语气，表示写完

作业已经成为事实，是对事实的一种肯定，即事情已经完成或实现；

例 15 的句类为疑问句，“了 2”用在句尾表达疑问的语气；例 16

为祈使句，“了 2”用在句尾使得整个句子的语调升高，口气强硬、

坚决，起到命令、禁止的语气；例 17 则为感叹句，“了 2”往往

出现在“太……了”这样的句式当中，带有说话人浓烈的感情色彩，

表达感叹的语气。

（三）起成句煞尾的作用

语气词“了 2”可以起到成句的作用。一般来说，大部分的

实词或者短语加上一定的句调就可以构成句子，成为一个更大的

语法单位。但是，有时候还必须加上语气词才能够独立成句，否

则整个句子不成立。比如“他已经出门”不成句子，而说成“他

已经出门了”才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由此可见，语气词“了 2”

可以使句子语义更完整，在句子中能够起到成句煞尾的作用。

三、“了 1”与“了 2”共现

除了在句中和句尾单独出现的“了 1”和“了 2”，句子中还

经常同时出现两个“了”。这时就需要我们去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别，

分析它们与上下文语境之间所产生的语法意义和作用，从而更深

入地掌握“了”的用法，不至于在学习和使用的过程中混淆。

（一）“了 1”“了 2”不合体

语气词“了 2”，只能附着于句尾。只有少数出现在句中，

跟在主语或状语的后面表停顿，如“天晴了，我们出去走走吧”

这句话中的“了”为“了 2”，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而动态助词“了

1”主要出现在句中。当两者同时出现时，在句子中的分布大部分

为“S+V+ 了 1+O+ 了 2”“S+V+ 了 1+ 数量短语 + 了 2”。

18. 我吃了 1 饭了 2。

19. 他在北京住了 1 三年了 2。

例 18 中的“了 1”用于句中动词“吃”之后，表“吃”这个

动作已经完成，动作行为结束，是动态助词；句尾的“了 2”位

于名词的后面，主要表达肯定的语气，是语气词。“了 1”与“了 2”

在句中各自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例 19 中，动词“住”本身是可持

续的动作动词，其后跟助词“了 1”，表示状态的实现，并有继

续延续下去的趋势。句尾的“了 2”则凸显“现在时点”，表明

他依旧住在北京，并加强动作持续的可能性。

（二）“了 1”“了 2”合体

句子是语法单位当中最为复杂的一类，它由语素、词和短语

加上一定的句调构成。各个语法单位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影响，

使得词语的句法分布改变。“了 1”受到谓语动词或形容词的影响，

使得位置由句中移至句尾，与“了 2”合为一体。所以不能简单

地以“句中为了 1”“句尾为了 2”的方法去区分。

20. 花瓶被打碎了。

21. 我们国家越发强大了。

 上例中的 “了”均为“了 1 ”与 “了 2 ”合体的情况，为“了

1+ 了 2”。“了”都有“完成”或“状态实现”的意思，“花瓶”

由“完好无损”到“打碎”，“打”的动作完成，而“碎”的状

态实现；国家“强大”这一事态产生变化并成为事实，还有状态

的持续，属于“了 1”。同时各例中的 “了 ”还含有“新情况的

出现与变化”，凸显出现在时点，新情况也将继续持续下去，为“了

2”。正是由于“了 1”与“了 2”的合体，才使得句义更加丰富。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了”情况复杂，它既可以单

独出现在句中或句末发挥作用，也可以合为一体，以同一形式出现，

兼有动态助词和语气词两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位置上的不同分

布及语法单位之间的影响，使得“了 1”与“了 2”具有了不同的

语法意义。“了 1”与“了 2”的作用是分明的，初学者及非母语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区分，不可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 姜添宝 .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探讨 [J].

语言研究，2021（2）.

[2]陈小红.“了1”“了2”的句法位置[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1（4）.

[3] 狄翠 .“了”的用法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D]. 扬州大学，

2013（6）.

[4] 李晓琪 . 汉语“了”字教学研究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