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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动宾式离合词进行了重新分类，认为中间可以插入动态助词、定语、

补语三大类，探讨了离合词离与合的规律，以期对离合词的学习、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词的

检索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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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词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语法成分，能“离”能“合”是它的典型特征。自从上世

纪五十年代陆志韦提出“离合词”的概念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特别是近十

几年来，随着应用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对离合词的研究角度更为广泛，。本文主要从动宾式

离合词的分类、可插入成分及离合规律三个方面作了一定的探讨，以期对汉语习得、汉语教

学和汉语词的检索有所启发。 

一、动宾式离合词的分类 

所谓动宾式离合词指的是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支配、

关涉对象的离合词。例如： 

缺席 打针 磕头 烫发 演戏 讲课 接戏 

吃亏 受气 革命 入迷 留神 发榜 操心 

根据动宾式离合词的构成成分是粘着语素还是自由语素，可以分为四类。 

1、粘着语素+粘着语素，例如： 

遭殃 守法 赤膊 鼓掌 劳驾 

毕业 注意 服务 鞠躬 执勤 

2、粘着语素+自由语素，例如： 

着凉 当心 操心 碍事 负伤 

罢官 迷路 理发 消毒 旷课 

3、自由语素+粘着语素，例如： 

缺席 定婚 吸毒 睡觉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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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 洗澡 送礼 走私 出院 

4、自由语素+自由语素，例如： 

吃亏 请假 跳舞 念书 丢人 

听话 变心 吃饭 吃苦 说话 

实际上，动宾式离合词占离合词的绝大多数，它的构成成分越自由，它扩展的能力就

越强。 

二、动宾式离合词的插入成分 

这里所讲的动宾式离合词的扩展主要指的是，它中间可以插入的成分，主要可插入以

下几种。 

1、插入动态助词“着”、“了”、“过”。 

（1）表示行为动作已经完成，用“了”扩展。例如： 

他毕了业。/他参了军。 

如果句子中有“已经”等表示时间的副词时，“了”可以放在离合词的后面。例如： 

他已经毕业了。/他已经辞职了。 

（2）表示动作的进行或动作完成后的持续状态的时候，用“着”扩展。例如： 

他抽着烟看报纸。/门口的两个同学正谈着话呢。 

（3）强调过去某种经历，用“过”扩展。例如： 

这孩子从来没撒过谎。/不用介绍了，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相比较而言，能插入“了”“过”的离合词较多，而加入“着”的较少，三者都能插入的也不

多，如：“点头、握手、吃饭、上课、发言、录音”等，只能插入“着”有“当面”等，仅能用“了”

的有“毕业、起床、开学、放学、下课” 等。 

2、离合词中间可插入定语。 

（1）插入数量短语 

当表示宾语数量的时候，要把数量短语放在动宾之间，如果动词后已经带了“着、了、

过”，数量短语要放在动态助词之后。例如： 



帮过几次忙。/打过几年仗。 

离合词中间可插入“一”，但“一”常常省略。例如： 

唱（一）支歌 /洗（一）个澡 

但有时不能省略，省不省“一”，表示的意思不一样。例如： 

“补了一课”和“补了一次课”，前者强调补了多少课，回答是“一课”，而后者强调次数，

一次课可能补不止一课的内容。“开了一刀”和“开了一次刀”，前者侧重开了几刀，后者则强

调开了几次刀，开一次刀可能有好几个刀口。 

（2）插入疑问代词“什么”。例如： 

操什么心 /吹什么牛 /吵什么架 /报什么仇 

这种扩展方式，多表示不满、不屑的语气，句末是反问语气或感叹语气。“什么”后也

可以加定语，如：操什么闲心/报什么私仇/安什么坏心等。 

（3）插入人称代词或名词。例如： 

值好你的班，别开小差。/上好你的学，千万别逃课。 

撤老李的职 /点这个工厂的名 

（4）插入形容词。例如： 

发烧——发高烧 扛活——扛大活 

尽力——尽全力 立功——立大功 

打仗——打漂亮仗 帮忙——帮大忙 

插入动宾中做定语的形容词，多是单音节的，“大”的能力最强。 

3、插入补语 

补语可由数量短语、趋向动词、一般动词和形容词充当。 

（1）插入量词短语，例如： 

（A）发了一次烧 请了一次客 道了两次谢 

（B）聊了一会儿天 录了一小时音 鼓了一阵子掌 



A 组说明动作的数量，B组说明动作的时量。量词短语作补语，量词多放在动词和名

词之间，极个别的放在宾语之后，例如，他从没抱怨过一次/他被绑架过两次。 

（2）插入趋向动词，例如： 

帮开了忙 /帮起了忙 /帮上了忙 

帮起忙来 /帮开忙来 /帮上忙来 

他一退休就想起清福来，什么也没干 

看见同学们都来了，他又吹开了牛， 

插入“上”、“开”、“起”，表示行为动作开始并要持续一段时间。“上”和“起来”插入的能

力最强。 

（3）插入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例如： 

考完试 /游完泳 /理完发 /录完音 /挂玩号 /吃晚饭 

屏住气 /关好门 /绷紧脸 /受够了气 /操碎了心 

插入这些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表示结果，其中，“完”和“好”插入的能力最强。 

三、动宾式离合词的离合规律 

以上总结了动宾式离合词可插入的不同成分，那什么时候该拆分，什么时候合起来使

用，是有一定规律和条件的，以下主要分三种情况加以总结。 

（一）必须拆分 

1、当离合词表示动作的持续、完成和经历过时，应该在离合词中间插入“着”、“了”、

“过”。例如： 

孩子们鼓着掌欢迎我们。 ※孩子们鼓掌着欢迎我们。 

我们见了面以后，谈了很多事情。 ※我们见了面以后，谈了很多事情。 

我已经理过发了。 ※我已经理过发了。 

2、说话人要表示不满意、不屑或者否定的语气时，要在动宾之间插入“什么”。例如： 

表什么态 /生什么气 /发什么疯 



认什么错 /发什么火 /拆什么台 

3、当离合词中的动词涉及到人时，为了把受影响的人表示出来，要用离的形式。例如： 

将他的军 /革他的命 /造他的反 /生他的气 

跳你的舞 /散你的步 /聊你的天 /出你的差 

4、在“是……的”结构中，离合词后面没有其他谓词，“的”要插入离合词中间。例如： 

我是昨天理的发。 ※我是昨天理发。 

我是去年结的婚。 ※我是去年结婚。 

他是第一个报的名。 ※他是第一个报名。 

5、想表达动作的趋向和结果时，离合词要分开使用。例如： 

放下了心 ※放心下了 

鼓足了劲 ※鼓劲足了 

他躲着偷起懒来。 ※他躲着偷懒起来。 

6、说话人急于想知道答案或急于要别人表态时，要用离合形式。 

例如： 

  

讲不/没讲理 旷不/没旷课 过不/没过期 

（二）不可拆分 

1、离合词后面有程度补语时，离合词不能拆分。例如： 

他放心得很。 ※他放了心得很。 

这个孩子害怕极了。 ※这个孩子害了怕极了。 

孩子还没回家，妈妈着急死了。 ※孩子还没回家，妈妈着了急死了。 

2、不可把离合词的后一成分移到前面，如果移了，该语言单位就不是离合词了，就是

词组了。例如： 

赌气 ※把气赌了 



鼓劲 ※把劲鼓了 

担心 ※把心担了 

（三）离合两可 

1、离合词中间插入动态助词“着、了”，不影响时态的表达。例如： 

结婚了----结了婚 

发火了----发了火 

正吃饭----吃着饭 

2、在对离合词进行可能态的否定、肯定表述时，离合词大多可离可合。例如： 

无法归队（合）------归不了队（离） 

无法挂号（合）-------挂不上号（离） 

可以动身（合）-------动得了身（离） 

可以打仗了（合）-------打得了仗了（离） 

四、结语 

离合词的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古汉语单音词长时间使用的结果，关于

离合词的界定及划分标准，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希望通过以上分析，找出一些规律，对

离合词的实际运用、外汉教学、汉语词的检索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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