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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东南⽅⾔和壮侗语普遍存在状语后置构式，在表义上有很多相同点：增添义和
先⾏后续义等时间状语后置构式都⼲泛分布于此⼆语⾔中。但是状语后置构式在各
语⾔中分布不平衡，语义分布也不平衡。壮侗语中表频率、程度和情态⽅式否定等
义的构式形式在汉语东南⽅⾔中较少⻅，⽽汉语东南⽅⾔中部分语⾔中的表重新义
的构式形式在壮侗语中可与增添义后置构式混⽤。总体⽽⾔，壮侗语中此构式的分
布更⼲泛，后置词数量更多，表义更丰富更灵活，但汉语东南⽅⾔部分构式也有所
发展。语义上，数量程度范围义状语后置构式分布最为普遍，时间频率义状语后置
构式次之但频率义的此构式在汉语东南⽅⾔中少⻅，汉语东南⽅⾔零星使⽤情态⽅
式范围状语后置构式。本⽂尝试⽤构式、类型学等认知语⾔学理论和语义特征、语
⾔接触等理论解释其缘由。我们认为由于语义的可及性和表情达意的要求，使得各
语义构式分布不平衡，可及性越⾼则分布越普遍，⽽由于语⾔底层和接触引发的语
法化导致各语义构式的分布不平衡，该底层可能是壮侗语和汉语东南⽅⾔的祖语或
某种共同语⾔机制，也可能是壮侗语，但从类型学和认知的⾓度看来，我们更倾向
于是共有语⾔现象分化后独⽴发展并因语⾔接触导致的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