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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基於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的統計，本論文對同素逆序詞“來到”和“到來”的語法功

能進行了共時描寫和歷時分析，“來到”和“到來”都可以在句子中直接作謂語，“來到”絕

大多數帶賓語，是及物動詞，“到來”基本不帶賓語，是不及物動詞。而非謂語（在句中作主語、

賓語和定語）功能，則由“到來”獨立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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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同素逆序詞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學術界多有研

究。有編著專門詞典的：佟慧君（1983）、楊英耀

（2003）等；有發表專文進行研究的：隋樹華等（1956）、

陳方（1987）、譚汝為（1995）、薄家富（1996）、

徐根松（1997）、張其昀（2002）、張瑞朋（2002）

等；有成為碩士論文研究專題的：李麗雲（2002）、

黃樂（2006）、丁穎（2008）、黃巍（2010）、賈

玉萍（2010）、李丹（2016）等。

至於對某一對同素逆序詞進行具體研究的

有：“不再”和“再不”（崔健，1982；潘慕婕，

2001；張倩、陳月明，2013；陳群，2015；王晨峰，

2015），“達到”和“到達”（馬洪海，1991），“青

年”和“年青”（唐中笑，1998），“兄弟”和“弟兄”

（邢福義，1999），“前面”和“面前”（張遵融，

2007；羅堃，2007），“互相”和“相互”（李孝昀，

2014；楊莉莉，2017），“喜歡”和“歡喜”（成伶俐，

2013），“來往”和“往來”（羅麗麗，2018），“代

替”和“替代”（李雪梅，2018），“展開”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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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匡鵬飛、高逢亮，2020）。

綜觀上述文獻發現，目前對“來到”和“到來”

這一組同素逆序詞還沒有進行専門的研究。楊英耀

（2003：43）在《同素異序詞應用詞典》中指出，

二者雖均具動詞性，但含義不盡相同，一般不能互

換使用。其中，“到來”表示“來臨，多用於事物”，

比如“我們民族歷史上 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就要到

來了”；而“來到”表示“到達，到了，多用於人”，

比如“我們是工農子弟兵，來到深山……”。楊英

耀對其觀點並沒有進行論證，僅僅舉例而已。“來到”

和“到來”這一組同素逆序詞的真實情況到底怎様，

很有必要寫出專文進行具體研究。

拙作根據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1]，篩選出現代

漢語“來到”和“到來”有效語料，共 59155 例。

根據表 1 可知，現代漢語“來到”和“到來”的使

用頻率，差距比較大，“來到”使用得比較多，高

達 79.04%，“到來”相對而言，使用次數較少，僅

佔五分之一左右。

表 1“來到＂和“到來＂現代漢語語料的統計

例數（例） 佔比

來到 46758 79.04%

到來 12397 20.96%

總計 59155 100%

 

CCL 語料库現代汉語語料中這 59155 例“來到”

和“到來”語料，時間跨度從 1912年至今有一百多年。

從靜止的角度來看，這些語料可以作為一個共時的

平面來描寫；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來到”和“到

來”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軌跡，可以顯示出它們在語

法功能上的區別。

本研究發現，“來到”和“到來”在句子中可

以作謂語，而非謂語功能（即用作主語、賓語和定語）

則基本上由“到來”獨立承擔，沒有發現“來到”和“到

來”作補語和狀語的情況。

二、“來到”和“到來”作謂語

2.1“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共時描寫

在“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語料中，我們

發現“來到”傾向於帶地點賓語，如下列例子中的“漢

城”“工廠”“北京”“巴賽隆納”“河西走廊”“學

院”和“藝術館”。

（1）她終於如願以償的又來到了漢城。（1994

年報刊精選）

（2）他一大早就來到工廠，把車間打掃得乾乾

淨淨。（1994 年報刊精選）

（3）這次他帶團來到北京 , 發現北京的變化確

實很大。（2001 年新華社）

（4）在濟南封閉練了那麼久 , 又是室內場地 ,

一下子來到驕陽似火、有風的巴賽隆納，隊員們真

是難以很快適應。（2003 年新華社）

（5）帶着嚮往與疑惑，深秋時節筆者來到了河

西走廊。（2000 年人民日報）

（6）帶着種種疑問，我來到這所學院。（2001

年新華社）

（7）不知不覺，他們來到了埃及藝術館。（劉

慈欣《三體 II》）

只有少數“來到”不帶賓語，例如：

（8）7 點 30 分，神聖莊嚴的時刻就要來到了。

（1995 年人民日報）

（9）當我們還沉浸在澳門回歸的喜慶之中時，

新的一年在熱烈歡快的氣氛中來到了。（2000 年人

民日報）

而“到來”傾向於不帶賓語。例如 :

（10）夜幕降臨，村民們三三兩兩，陸續到來。

（1994 年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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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燕與春天一起到來，秋天遠走高飛，

年年如此。（1994 年人民日報）

（12）這個過程已經悄悄到來，並且正在不斷

地造成或大或小的衝擊和陣痛。（1995 年人民日報）

（13）又一年的春天到來了，那也是康得十年

的春天。（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14）雖然她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但是真

來到時她又感到可怕。（網絡語料 / 網頁 /C000023）

（15）幾年前，移動商務還只是一個新名詞，

但是隨着 3G 時代的即將到來，2006 年移動商務

市場開始進入高速成長期。（網絡語料 / 網頁 /

C000010）

（16）關健時刻到來了，她必須做些什麼，但

要萬分謹慎 !（劉慈欣《三體 III》）

（17）女兒上小學時，每當這些節日到來，學

校都會安排學生們在課堂上製作節日禮物。（土一

族《從普通女孩到銀行家》）

只有極少數“到來”會帶賓語，例如：

（18）阿富汗北方聯盟 19 日說，美國的一個 8

人“小組＂不久前乘坐直升機到來阿北部地方，目

前正與北方聯盟的杜斯塔姆將軍一起在達拉蘇夫地

區行動。（馮志《敵後武工隊》）

（19）轉向南往下走，到來鶴亭。下望節烈祠

和石公寺的房屋，整齊，小巧，好像展覽會中的建築。

（葉聖陶《記遊洞庭西山》）

類似上述例（18）和（19），“到來”帶賓語“阿

北部地方”“鶴亭”只有極少數的情況。

在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中，“來到”作謂語有

46568 例，而“到來”作謂語有 6614 例 [2]。本文對“來

到”和“到來”帶或者不帶賓語的情況進行了分析，

具體見表 2：

表 2  動詞“來到＂和“到來＂帶 / 不帶賓語情

況的統計

帶賓語 不帶賓語 總計

來到 44642/95.86% 1926/4.14% 46568/100%

到來 19/0.29% 6595/99.71% 6614/100%

我們對 46568 例“來到”做謂語的語料進行統

計後发現，有 44642 條語例帶賓語，佔 95.86%；僅

1926条語例不帶賓語，佔 4.14%。而根據我們的統計，

“到來”帶賓語的只有 19 例，僅佔 0.29%，不帶賓

語的有 6595 例，高達 99.71%（見表 2）。基於這些

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到”

和“到來”這一對同素逆序詞在作謂語時的區別是：

“來到”是及物動詞，而“到來”是不及物動詞。

黃伯榮（1998：274）指出動詞“到來”不能帶賓語

是對的。

2.2“來到”和“到來”作謂語的歷時分析

CCL 語料庫中的語料，每條語料都標註了“檔

案名”，“文章標題”，“作者”信息等。本文根

據以上信息，對“來到”和“到來”的語料進行歷

時分析，主要將語料分為四個階段：1912-1949 年，

1950 年 -1979 年，1980-1999 年，2000 年至今。從

歷時角度分析謂語動詞“來到”和“到來”在一百

多年中的演變軌跡，具體見表 3、圖 1 和圖 2：

表 3 “來到＂和“到來＂作謂語帶 / 不帶賓語的

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帶賓語 不帶賓語 帶賓語 不帶賓語

1912-1949 年 345/0.74% 95/0.20% 1/0.02% 88/1.33%

1950-1979 年 1971/4.23% 302/0.65% 2/0.03% 516/7.80%

1980-1999 年 21881/46.99% 931/2.00% 3/0.05% 2575/38.93%

2000 年至今 20445/43.90% 598/1.28% 13/0.20% 3416/51.65%

合計 46568/100% 66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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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來到”作謂語帶賓語的用例呈現

迅速增加的趨勢，“來到”帶賓語在第一個階段

“1912-1949 年”只有三百四十多條用例，到第二個

階段“1950-1979 年”上升到一千九百多條語料，到

“1980-1999 年”和“2000 年 - 至今”這兩個階段

更上升到兩萬多條語料，而且佔比都在 43% 以上。

而“來到”作謂語不帶賓語的用例，第一階段僅

九十五條，其他三個階段也都只保持在幾百條語料，

而且佔比都不超過 2%。從圖 1 可以明顯看出“來到”

不帶賓語的語料一直保持在低位，變化不大；而“來

到”帶賓語的語料則上升明顯。

圖 1“來到＂作謂語帶 / 不帶賓語的歷時發展軌

跡

 

根據表 3，“到來”的情況則相反，作謂語不帶

賓語的用例呈現迅速增加的趨勢，從第一個階段的

八十多條語料，增加到第二個階段的五百多條語料，

再增加到第三阶段的两千多条語料，第四個階段持

续增加到了三千多條語料。而帶賓語的用例始終在

低位徘徊，第一、第二、第三個階段都是個位數字，

第四個階段剛剛達到十三條語料，而且每個階段遠

遠不到 1%。總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謂語

動詞“來到”和“到來”在現代漢語一百多年的歷

時競爭與演變中，語法功能已經分化，即“來到”

為及物動詞，“到來”為不及物動詞，其歷時發展

軌跡見圖 1 和圖 2 的展示情況。

圖 2“到來＂作謂語帶 / 不帶賓語的歷時發展軌

跡

 

三、“來到”和“到來”作主語

3.1“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共時描寫

我們對“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情況進行

了統計。

表 4“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34 3.81%

到來 859 96.19%

合計 893 100%

 

根據表 4，“到來”作主語的例子遠遠多於“來

到”，佔 96% 強，例如：

（20）西城秀樹是日本當代著名歌星，他的到來，

在廣州掀起一陣旋風，兩場義演的門票一搶而空。

（1994 年報刊精選）

（21）他的到來，更加鼓舞了人們戰勝洪水的

信心。（1994 年報刊精選）

（22）蔡主任的到來還是有用的，人們馬上老

實了不少，罵的醜話都憋了回去。（嚴歌苓《第九

個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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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妻子的到來，使張文華的生活發生了很

大的變化。（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24）他的到來對我是很有幫助的。（《第二

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五卷 緊縮包圍圈）

（25）楊雲碧高興地說，因為年底，這個家就

是五代同堂了，新生命的到來，將給和樂的家庭帶

來更多的歡笑。（聞卓《給老爸老媽的 100 個長壽

秘訣》）

（26）報導說，中國選手的到來總是引起人們

普遍的關注。（2001 年新華社）

（27）內地遊客的到來帶動了香港餐飲、零售、

酒店、運輸等多方面的發展。（2004 年新華社）

“來到”作主語例子不到 4%，例如：

（28）周揚的來到，也使馮雪峰無法掩飾自己

對這件事的感動。（1997 年作家文摘）

（29）醫生的來到，讓寡婦按捺不住內心的激

動，她逢人就說：“知識份子就是招人喜愛。＂（余

華《在細雨中呼喊》）

（30）他的如夫人和一部分幕僚的來到，已經

近黃昏了。（姚雪垠《李自成 1》）

3.2“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分析

根據“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語料，從歷

時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表 5“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 年 1/0.11% 5/0.56%

1950-1979 年 2/0.22% 31/3.47%

1980-1999 年 22/2.46% 291/32.59%

2000 年至今 9/1.01% 532/59.57%

小計 34/3.81% 859/96.19%

合計 893/100%

圖 3“來到＂和“到來＂作主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 5、圖 3，在現代漢語一百年的時間裏，“來

到”作主語，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各個階段都沒有

超過 3%。在“1980-1999 年”這個階段為 22 例佔

2.46%，到了“2000 年至今”現階段，又降低至 9 例

佔 1.01%。而“到來”作主語，一直處於快速上升狀

態，到了現階段，已經上升到 532 例約佔 60%，而“來

到”只有 9 例作主語，與之相比，相差 59 倍強。

四、“來到”和“到來”作賓語

4.1“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共時描寫

我們對“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情況進行

了統計。統計結果如下：

表 6“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57 1.52%

到來 3702 98.48%

合計 3759 100%

“到來”作賓語佔 98% 強，例句如下：

（31）我們對他的到來感到很高興 , 他在試訓中

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2003 年新華社）

（32）總書記還在廣東視察的時候，聽說三明、

南平等地市遭受洪澇災害，就通過身邊人員詢問災

情，並請省委傳達他對災區人民的慰問，囑咐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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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不要因為等候他的到來而耽誤領導抗洪救災的

時間。（1994 年報刊精選）

（33）讓我們伸起雙手，迎接這一光輝日子的

到來。（1993 年人民日報）

（34）而且“共建＂也是瑪麗鎮今年的重點工程，

他們的上級有要求，所以他們對你的到來非常重視，

吃飯就是重視的表現之一。（趙琪《告別花都》）

（35）那是一個不大的賓館。岡山正深深地靠

在沙發裏，靜候着他的到來。（禮平《小站的黃昏》）

（36）多名群眾在道路兩旁揮動哈達，形成兩

條白色巨龍，歡迎代表團的到來。（2001 年新華社）

（37）現在，他在等待六點鐘的到來，然後他

走進超市，根據早就擬好的清單，做一次旅行前的

採購。（網絡語料 / 網頁 /C000010）

（38）兩塊墓碑靜靜地立在夜雨中。仿佛一直

在等待着羅輯的到來。（劉慈欣《三體 II》）

“來到”作賓語例句不到 2%，例子如下：

（39）旅居阿根廷的華人華僑 5 日上午在布宜

諾賽勒斯市中心舉行了舞龍舞獅遊行和團拜活動，

興高采烈地慶祝新千年第一個龍年的來到。（2000

年人民日報）

（40）我曾經多麼盼望員警的來到。（《讀書》

vol-137）

（41）是暖流又溶化了巖石上的冰層，滴下第

一顆粗大晶瑩的水珠，宣告了春的來到。（馮德英《苦

菜花》）

4.2“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分析

表 7“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 年 8/0.21% 11/0.29%

1950-1979 年 3/0.08% 139/3.70%

1980-1999 年 30/0.80% 1378/36.66%

2000 年至今 16/0.43% 2174/57.83%

小計 57/1.52% 3702/98.48%

總計 3759/100%

圖 4“來到＂和“到來＂作賓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 7、圖 4，現代漢語一百年，“來到”作賓

語用例數的佔比一直在低位徘徊，在各個階段均沒

有超過 1%。而“到來”作賓語的例數一直在不斷增

長，到了“2000 年至今”現階段，有 2174 例，約佔

58%，而“來到”只有 16 例作賓語，與之相比，相

差 135 倍強。

五、“來到”和“到來”作定語

5.1“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共時描寫

表 8“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統計

例數 佔比

來到 99 7.49%

到來 1222 92.51%

合計 1321 100%

根據表 8，“到來”作定語有 1222 例，佔 92% 強。

例如：

（42）據介紹，除了已經到來的 4 只白鯨，青

108



島還將引進海獺、北極熊、海象、南極企鵝等罕見

的極地動物。（2004 年新華社）

（43）筆記本的失蹤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這種

特殊的交流，零星到來的路人中有過去來過的也有

從未來過的。（沈永興、朱貴生《二戰全景紀實》）

（44）每個人的指甲、耳垂、嘴唇都呈現出奇

怪的藍紫色，每個新到來的士兵都要使勁嘔吐。（余

華《夏季颱風》）

（45）人的靈魂，到來的時候像一顆流星，飛

走的時候也像一顆流星，它不再躺在一朵花裏，或

睡在睡蓮花瓣下做夢。（《安徒生童話故事集》）

（46）目前各地商家正積極準備貨源，迎接即

將到來的旺季銷售高潮。（1994 年市場報）

（47）提前到來的冬天使北京的供暖期也相應

提前。（2002 年新華社）

（48）希望您也能沉着、有技巧地應對即將到

來的註冊會計師考試，並走向成功！（網絡語料 / 網

頁 /C000022）

而“來到”作定語只有 99 例，不到 8%。例如：

（49）最先來到的一個員警走進去對國慶說：“把

菜刀放下。＂（余華《在細雨中呼喊》）

（50）丁元善正在和剛剛來到的陳堅談話。（吳

強《紅日》）

（51）那個下午突然來到的地震，使這條街道

上充滿了驚慌失措的情景。（余華《夏季颱風》）

5.2“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分析

表 9“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統計

來到 到來

1912-1949 年 13/0.98% 8/0.61%

1950-1979 年 12/0.91% 51/3.86%

1980-1999 年 53/4.01% 410/31.04%

2000 年至今 21/1.59% 753/57.00%

小計 99/7.49% 1222/92.51%

總計 1321/100%

圖 5“來到＂和“到來＂作定語的歷時發展軌跡

據表 9、圖 5，在現代漢語一百年裏，“來到”

作定語的用例數和佔比一直在低位徘徊， 多是在

“1980-1999 年”這個階段，有 53 例，佔 4% 強。

而“到來”作定語的用例數和佔比一直在增長，到

了“2000 年至今”現階段，“到來”作定語有 753 例，

佔 57%，而“來到”下降到 21 例，佔比不到 2%，

相差 35 倍強。

六、小結

同素逆序是漢語語法造詞的一種，通過詞語內

部語素順序的變化來表示不同的語法關係（劉叔新，

1995：99；張巍，2010:248）。從表面看來，兩個詞

語僅是順序的不同，但實際區分時，其功能和關係

都較為複雜（佟慧君，1983：9）。

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來到”和“到來”

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軌跡，可以顯示出它們在語法功

能上的區別；而從靜止的角度來看，這些語料可以

在一個共時平面上來描寫。同素逆序詞“來到”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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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二者雖然都是動詞，但是在 1912 年至今一百多

年的競爭和演化的過程，經歷了相同與不同的命運。

謂語的功能由“來到”和“到來”共同承擔，“來到”

做謂語佔了 99.6%，“到來”做謂語佔了 53.35%（見

圖 6）。不過語法上有分工，即“來到”為及物動詞，

“到來”為不及物動詞（見表 2）。而非謂語（主語、

賓語和定語功能），則由“到來”獨家承擔，佔比

共為 46.65%，“來到”作主語、賓語和定語加在一

起只有 0.4%（見圖 6），這個數值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而且可以這麼說，“來到”在競爭和演化中已經失

去了作非謂語句子成分的功能。

圖 6“來到＂和“到來＂語法功能的共時統計

 

“來到”和“到來”語法功能的變化，一方面

說明同素逆序也可以作為一種語言形式來表達語法

功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啟示我們，在漢語詞彙研

究中，尤其是同素逆序詞的辨析中，要結合歷時和

共時兩個角度來進行辨析。

註     釋：

                        

[1] 詹衛東、郭銳、諶貽榮 2003 北京大學中國

語言學研究中心 CCL 語料庫（規模：7 億字；時間：

西元前 11 世紀 - 當代），網址：http://ccl.pku.edu.
cn:8080/ccl_corpus

[2] 由“來到＂和“到來＂參與構成的主謂詞組

和謂賓短語做定語，我們也將其劃分為“來到＂和“到

來＂作謂語，因為它們在主謂詞組和謂賓短語中做

謂語，如：

這個人忙得不可開交，小王子到來的時候，他

甚至連頭都沒有抬一下。（《尼爾斯騎鵝旅行記》）

大腹便便的張希先本能地拍拍高高隆起的肚子 ,
滿懷初為人母的喜悅和幸福，輕輕地告訴快要來到

人間的小生命。（宗道一《唐明照 唐聞生：父女外

交家》）

那麼，下文研究“來到＂和“到來＂作定語時，

只包含“來到＂“到來＂為中心的狀中結構作定語

的情況，就不包括主謂短語和謂賓短語作定語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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