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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漢語動詞在詞法、語法上的分佈呈現相當大的彈性

(1) a. 動詞的非典型位置（句首、句末）
(i) 可以你去，也可以我去 (Yip and Lee 2022)
(ii) 你明天來吧，可以 (Lee 2017)

b. 動詞的重複（完全重複、部分重複）
(i) 看，他是看過這本書 (Cheng and Vicente 2013; Lee 2022)
(ii) 連吃他都不敢吃牛肉 (Cheng and Vicente 2013; Lee 2022)

c. 動詞的分離（順向分離、逆向分離）
(i) 他擔了三年的心。 (Huang 1984, p.64)
(ii) 心，我想他是會擔的。 (Huang 1984, p.64)

• 當中離合詞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
• 離合詞既 (i) 關乎詞與短語的區分問題；我們認為亦 (ii) 跟移位理論相關
• 報告香港粵語中的離合詞的分佈及特徵
（與陳樞嵐（塔夫茨大學）及葉家煇（耶魯大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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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從「漢語離合詞」說起：交代背景及前人分析
3 概觀「粵語離合詞」
4 指出兩個「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5 提出分析，「粵語離合詞」由兩個操作產生：「音節縮減」與「局部刪略」
6 討論這兩個操作的證據，及相關預測
7 總結「粵語離合詞」對於漢語研究及移位理論研究的一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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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的離合詞
• 離合詞的一些例子

(2) a. 動詞後綴 (Li andThompson 1981, p.75)畢了業、理過髮
b. 數詞 (Packard 2000, p.119)睡一覺
c. 數（動）量詞 (Li andThompson 1981, p.75)行了一個禮、溜過一次冰
d. 程度詞 (Chao 1968, p.426)注一點兒意
e. 領屬短語 (Li andThompson 1981, p.76)生他的氣
f. 話題化結構 (Li andThompson 1981, p.76)這個謊我們不能說

(3) a. (Huang 1984, p.64)他很擔心這件事。
b. (Huang 1984, p.64)他擔了三年的心。
c. (Huang 1984, p.64)心，我想他是會擔的。
d. (Her 2010, p.35)你什麼心也別擔。
e. (Her 2010, p.35)這種心你別擔。
f. (Her 2010, p.35)他擔誰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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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的離合詞
• 早期研究側重「動賓結構」的複合動詞或短語 (Chao 1968; Li and

Thompson 1981; Huang 1984; Chi 1984; Her 1996; Packard 2000)
• 要嚴格區分複合動詞與短語，並不容易
• 但離合詞並非只出現在「動賓結構」的動詞（組）

(4) a. (Huang 1984, p.65)我常常幽默他。
b. 我幽了他一默。
c. 這個默，我想你最好還是不要默。

(5) a. (Huang 1984, p.66)他去小便了
b. 他小了二十分鐘的便
c. 這個便，他又小不成了

• 更多例子：慷慨、滑稽、體操、軍訓、左手 (Chao 1968)、退休、登記、
後悔 (Guo 2017)、糟糕、美容、outside、consider (Huang, Zhuang, and
Fe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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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詞的分析 I －詞與短語
• 早期分析認為離合詞跟兩個現象有關：「重新分析」及「詞彙化」
• 相同：離合詞具有「詞」（合式）及「短語」（離式）的特性

Huang (1984) Chao (1968) and Packard (2000) Her (1996)
詞彙層面

重新分析 （詞Ü短語：幽默） 詞彙化 （短語Ü詞：擔心） （詞∕短語：擔心）

句法層面
（句法操作在前：幽了他一默）
詞彙化 （短語Ü詞：幽默他） 重新分析 （詞Ü短語：擔了心） （擔心他；擔了心）

（句法操作在後：心，我想他是會擔的）

Table 1: 離合詞的幾種分析

• 另見：由韻律語法驅動的「重新分析」(Huang, Zhuang, and Fen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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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詞的分析 II －離合同源

• 另一種思路是將離合詞跟跨語言皆見的「同源賓語」現象連繫起來
• 離合詞不是一詞的分離，而是動詞與同源賓語互補刪略的結果

(6) Pan and Ye (2015)：「同源賓語」和「互補刪略」
a. 「離合詞並沒有分離過，離合只是假象。」（頁 304）
b. 「漢語的離合詞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同源賓語結構，是雙音節不及物詞
在語義上要求帶施事和受事賓語、動時量結構、補語以及時體標記
時，形成的一種句法結構，我們稱之為『離合同源』結構」（頁 308）

(7) 同源賓語結構
a. He laughed a sad laugh. （沒有名物化、沒有互補刪略）
b. [動 幫忙 ] 他的 [名 幫忙] （名物化、互補刪略）

•「互補刪略」的動因：保留核心（漢語的 VP 核心在左，NP 核心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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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詞的分析 III －移位與刪略

• 再另一種思路是將離合詞跟「移位現象」連繫起來，並引進移位理論中的
「拷貝」概念
• 離合詞不是一詞的分離，而是「拷貝」詞的不完整

(8) Guo (2017)：「同形刪略」
a. 「離合詞實際上也是不完整詞：先後出現的兩個不完整詞。」（頁 239）
b. 「同形刪略」包括：完全刪略和部分刪略、前刪略和后刪略、右端刪
略和左端刪略

c. 「造成離合詞和不完整詞的同形刪略的操作不是發生在底層結構和表
層結構層面，而是發生在語音式層面。」（頁 225）

d. 「離合詞和相應的準定語結構其實都經過了一個指稱化過程」（頁 243）
(9) 兩次部分刪略：右端刪略和左端刪略

連 幫忙也不 幫忙 「幫忙」作焦點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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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中的離合詞

• 允許離合詞出現的結構眾多，應一一討論
• 我們先集中討論三種跟動詞相關的結構

(10) a. 動詞後綴
b. 非典型疑問詞∕否定義疑問詞 (Tsai 2011; Tang 2022)
c. 「連」字句（焦點重動構式）(Cheng and Vicente 2013; Lee 2022)

• 跟名詞相關的結構容後討論

《语法沙⻰》：香港粵語的離合詞 12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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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中的離合詞：分佈

• 按分離的方向，離合詞可分為兩類：
(11) 順向分離： A-x ... B （當中 x 為後綴）

a. 阿明今次考試肥 咗佬 （阿明今次考試不及格了）

b. 你 sor乜野 ry 呀？我又唔係鬧你（你道什麼歉？我又不是罵你）

(12) 逆向分離： x-B ... A （當中 x 為前綴）
a. 連 sent阿明都唔想 pre，佢真係好懶
（連報告阿明也不想報告，他真的很懶惰）

b. 阿明而家連 首都自 埋啦，仲想佢點？
（阿明現在連自首也做了，你還要他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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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中的離合詞 I ：複合動詞

(13) a. (A-suffix-B; Social media)動賓結構
迴響粵語文學期刊，第四期已經出咗版喇！

b. (A-suffix-dur-B; Forum)動賓結構
失咗好耐業我覺得好攰

c. (A-wh-B; Social media)聯合結構
回乜歸都冇人識我

d. (foc-B...A-; Social media)聯合結構
咁佢哋以後就連修都唔使裝

e. (A-suffix-B; Forum)動補結構
拉翻⻑條線睇

f. (A-suffix-B; Forum)偏正結構
佢有次小緊息返埋位

g. (A-suffix-B; Social media)主謂結構
大家肚住餓等左成個鐘以上

《语法沙⻰》：香港粵語的離合詞 1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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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中的離合詞 I：複合動詞
• 補充：區分「複合動詞」與「動詞短語」

(14) 我們使用的定義
「複合動詞」能帶動詞後綴；「動詞短語」不能。

(15) 複合動詞與動詞後綴：位置兩可
a. 失咗好耐業我覺得好攰 （失了好久業我覺得很累） =(13b)
b. (Social media)我表弟已經失業咗好耐 （我的表弟已經失業了好久）

(16) 複合動詞與非典型疑問詞：位置兩可
a. 回乜歸都冇人識我 （什麼回去工作，沒有人認識我） =(13c)
b. (Forum)一直都係度，回歸乜嘢？（（我）一直都在，回歸什麼？）

(17) 動詞短語與非典型疑問詞：只在動詞後面
a. *回信乜嘢 吖 （回什麼信？）

b. 回乜嘢 信吖 （回什麼信？）
《语法沙⻰》：香港粵語的離合詞 15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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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粵語中的離合詞 II：多音節單純詞
• 電影《八兩金》(1989) 中的一段對話

(18) a. 張艾嘉：你 tra 過 vel 未架？ （你去過旅行沒有？）

b. 洪金寶：未 tra 過 （沒去過）

c. 張艾嘉：你 mar 咗 ry 未架？ （你結了婚沒有？）

d. 洪金寶：未啊，唔單止未 mar 過 ry，連 ss 都未 ki 過
（沒有，不單止沒結過婚，連嘴也沒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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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中的離合詞 II：多音節單純詞
(19) a. (A-suffix-freq-B; Social media)外來詞 fail

我入大學之前都肥咗好多次佬
b. (A-suffix-B; Forum)外來詞 okay
佢地有新歌就 O 曬 K

c. (A-suffix-B; Forum)外來詞 Google
goo 左 gle 價都 ok

d. (A-wh-B; Forum)外來詞 bye-bye
明明仲有得播，bye 乜鬼 bye

e. (foc-B ... A-;電影《八兩金》)外來詞 kiss
唔單知未 mar 過 ry，連 ss 都未 ki 過

f. (foc-B ... A-; Blog)外來詞 present
我地 group 係咁讓下讓下連 sent 都冇得 pre 啦

g. (A-suffix-B; Forum)連綿詞
除非你已經曖緊昧 or 拍緊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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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粵語中的離合詞：多音節詞
• 離合詞不限於雙音節詞

(20) 多音節單純詞
a. (A-suffix-BC; Forum)之前 AL 前報左。in 埋 terview
（之前公開試的時候申請了，還面了試呢）

b. (A-suffix-BC; Social media)stay 緊 cation 啫 （他正在宅度假呢）

(21) 不合法的分離形式
a. *inter 埋 view
b. *stayca 緊 tion

• 補充：普通話的多音節單純詞
(22) 他反正 quali 不 fy，還 con 什麼 sider? (Feng 2019)

• 對於分離的多音節詞，話者間似乎有較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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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um.hkgolden.com/thread/3873989/page/20
https://facebook.com/AntiScholarismAlliance/posts/25200239716221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內容大綱

1 引言

2 漢語中的離合詞

3 粵語中的離合詞

4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5 分析

6 討論及預測

7 結語

《语法沙⻰》：香港粵語的離合詞 19 /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 本節重點：粵語離合詞並不能分析為動賓短語，原因有二：
• 第二音節並非名詞性成份
• 處於離式的離合詞保有動詞特性

• 就我們所知，這兩個特性存在語言間的差異（例如粵普差異）
• 這些差異反映離合詞可能有不同的衍生方式
• 語音上的分離並不一定在句法上有統一的分析
• 以下我們只討論粵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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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一、第二音節並非名詞性成份

• 名詞性成份一般可以被修飾，以及進行移位
(23) 第二音節不可被修飾

(i)
(ii)
(iii)

* 量詞：
* 數詞：
* 結構助詞「嘅」：

*A-x
*A-x
*A-x

cl
num
ge

-B
-B
-B

(24) 第二音節不可移位
(i)
(ii)
(iii)

* 賓語前置：
* 被動句:
* 關係小句:

*[vP -B ... A-x -B];
*-B ... [TP ... A-x -B]
*[RC ... A-x -B ... ] g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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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一、第二音節並非名詞性成份

• 離合詞的第二音節不可被修飾

(25) (i) * 量詞：*A-x cl -B

a. 佢睇咗三本 書 （他看了三本書） 動詞短語
b. *佢肥咗三個 佬 （他三科不及格了） 離合詞

(26) (ii) * 數詞：*A-x num -B

a. 佢瞓咗一 覺 （他睡了一覺） 動詞短語
b. *佢 sor 咗一ry （他講了一聲 sorry ） 離合詞

(27) (iii) * 結構助詞「嘅」：*A-x ge -B

a. 佢睇咗十幾次嘅 戲喇 （他看了十幾次的戲） 動詞短語
b. *我都搵人裝過幾次嘅 修 （我也請人來裝過幾次的修） 離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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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一、第二音節並非名詞性成份

• 離合詞的第二音節不可移位
(28) (i) * 賓語前置： *[vP -B ... A-x -B]

a. 佢將小說出咗喺網上面 （他把小說發表在網上） 動詞短語
b. *佢將版出咗喺網上面 （他把版出在網上） 離合詞

(29) (ii) * 被動句: *-B ... [TP ... A-x -B]

a. 只係板畀人拆咗啫 （只是木板給拆了而已） 動詞短語
b. *只係版畀人出咗啫 （只是版給出了而已） 離合詞

(30) (iii) * 關係小句: *[RC ... A-x -B ... ] ge -B

a. [佢瞓] 嘅覺係不同凡響地⻑ （他睡的覺是不同凡響的⻑） 動詞短語
b. * [依家小緊] 嘅息係不同凡響地⻑ （現在休的息是不同凡響的⻑） 離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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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二、離合詞保有動詞特性

• 第一音節並不擁有完整的動詞特性，不可進行獨立於第二音節的移位
(31) 第一音節不可進行動詞移位

(i)
(ii)

* 橫越式移位：
* 動詞後置：

*A-x ... [ A-B and A-B]
*[ A-x ... -B] ... sfp A-x

(32) 第一音節不可構成重動構式
(i)
(ii)

* 話題重動構式：
* 焦點重動構式：

*A- Obj [ A-x ... -B]
*lin-A- ... [ A-x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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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二、離合詞保有動詞特性

• 第一音節不可進行動詞移位
(33) (i) * 橫越式移位： *A-x ... [ A-B and A-B]

a. 佢總共打過兩次冷同三次邊爐 （他總共吃過兩次潮洲菜和三次火鍋）

b. *佢總共自過兩次殺同三次首 （他總共自過兩次殺和自過三次首）

(34) (ii) * 動詞後置: *[ A-x ... -B] ... sfp A-x

a. 邊係嗰幅相啫？阿明係呢幅相囉買咗！
（怎麼會是那張照片？阿明是買了這張照片。）

b. *邊係自殺啫？阿明係首囉自咗！（怎麼會是自殺？阿明是自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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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二、離合詞保有動詞特性

• 第一音節不可構成重動構式
(35) (i) * 話題重動構式: *A- Obj [ A-x ... -B]

a. 整呢間屋佢整咗好耐先搞掂 （弄這個房子他弄了好久才弄好）

b. *裝呢間屋佢裝咗好耐修先搞掂 （裝修這個房子他裝修了好久才弄好）

(36) (ii) * 焦點重動構式: *lin-A- ... [ A-x ... -B]

a. 連買我都買埋本書畀你喇喎，仲想點？
（連買我也給你買了這本書，你還要怎樣？）

b. *連 O 我都已經 O 埋 T 畀你喇喎 （連超時工作我也已經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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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小結

•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重覆如下：
(37) a. 在粵語離合詞中，第二音節並非名詞性成份

b. 處於離式的離合詞保有動詞特性
• 粵語離合詞與普通話離合詞最大的分別在於

(38) a. 始終為「詞」，並非「短語」
b. 沒有名物化或指稱化的過程，亦不涉及同源賓語
c. 即使在離式情況下，亦不宜分析為動賓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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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分析方向
• 我們同意

(39) a. 句法操作不能作用於「詞」的內部成份，分離現象並沒有真正違反詞
的完整性 (Siegel 1974; Williams 1981; Huang 1984; Di Sciullo and
Williams 1987)

b. 「詞彙化」和「重新分析」似乎是歷時的句法現象，未必跟共時的句
法操作直接相關 (Her 1996)

c. 將離合詞跟移位現象連繫起來 (Guo 2017)

• 我們不同意（就粵語的觀察而言）
(40) a. 離合詞具有「詞」及「短語」的特性 (Huang 1984; Her 1996; Packard

2000; Pan and Ye 2015; Guo 2017; Huang, Zhuang, and Feng 2017)
b. 離合詞屬於少數，透過雙重列寫進入詞庫 (Her 1996)

• 在生成語法的框架下，我們進一步提出
(41) 分離現象與「詞綴」直接相關，不只跟移位現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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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分析：「音節縮減」和「局部刪略」

• 第一步：「音節縮減」（語音式層面） Syllable Subtraction
(42) 粵語的「音節縮減」規則

詞綴可以縮減跟主體相鄰的音節。

(43) 兩種「音節縮減」的可能性
a. 由後綴引詞的「音節縮減」：... AB-x ...
b. 由前綴引詞的「音節縮減」：... x-AB ...

• 順向分離跟前者有關；逆向分離跟後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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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中的離合詞 粵語離合詞的句法特點 分析 討論及預測 結語

分析：「音節縮減」和「局部刪略」

• 第二步：「局部刪略」(Wilder 1995; Hinterhölzl 2000; Bošković 2001;
Fanselow and Cavar 2002) Partial Copy Deletion

(44) 兩種「局部刪略」的可能性 （AB = 因移位產生的拷貝成份)
a. ... [詞 AB ] ... [詞 AB ] ...
b. ... [詞 AB ] ... [詞 AB ] ...
c. 參照「完整刪略」：... [詞 AB ] ... [詞 AB ] ...

• 這與 Pan and Ye (2015) and Guo (2017) 的思路相似，但有點不同
•「局部刪略」只發生一次，而且具體形式由「信實制約」決定

(45) （針對拷貝刪略的）信實制約 Faithfulness constraint on Copy Deletion
拷貝刪略必須保持移位要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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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演示 I

(46) 順向分離：動詞後綴
佢肥咗好多次佬（他不及格很多次了）

(47) (46) 在句法層面的衍生過程

a. 基礎結構
AspectP

Aspect
-咗

VP

FreqP
好多次

V(P)
肥佬

b. 動詞移位及拷貝
AspectP

Aspect
肥佬-咗

VP

FreqP
好多次

V(P)
肥佬

•（有關動詞移位的證據，參見 Tang (2003), Tsai (2008), and Hua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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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演示 II

(48) (46) 在語音層面的衍生過程

a. 由後綴引起的音節縮減
AspectP

Aspect
肥佬-咗

↑

VP

FreqP
好多次

V(P)
肥佬

b. 局部刪略（遵守信實制約）
AspectP

Aspect
肥佬-咗

VP

FreqP
好多次

V(P)
肥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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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演示 III

•「逆向分離」的情況大致一樣，除了「音節縮減」改為由前綴引起
(49) 逆向分離：「連」字句 =(12a)

(foc-B...A-)連 sent 阿明都唔想 pre （連報告阿明也不想報告）

(50) (49) 的衍生過程
a. [VP ... present ... ] （基礎結構）
b. [FocP 連-present ... [VP ... present ... ] ] （動詞移位）

c. [FocP 連-present ... [VP ... present ... ] ]（由前綴引起的「音節縮減」）
d. [FocP 連-pi6sen1 ... [VP ... present ... ] ] （局部刪略）
e. 語音形式：連-sent ... p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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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節縮減」
•「音節縮減」並不依附於「局部刪略」，可以獨立運作
• 我們認為「不完整詞」(Guo 2017) 正是源於「音節縮減」
• 在粵語中，有些「不完整詞」比「完整詞」更自然

(51) 「V 唔 V」(Huang 1991, 2008; Tseng 2009)

a. 你 sor/?sorry 唔 sorry 呀？ （你道不道歉？）

b. 阿明 O/?OK 唔 OK 都唔關我事 （你可不可以也跟我無關）

(52) 「V 一 V」(Lam 2020)

a. （Lam 2020:167）{ 褪∕ * 褪後 } 一褪後 （退一退後）

b. {sor/*sorry} 一 sorry 唔洗死嘅 （道一道歉沒什麼大不了）

• 我們假設「唔」跟「一」都具有詞綴性質，可以觸發「音節縮減」
• 合法性的差異源自詞綴特性，某些詞綴必須觸發「音節縮減」（例如「一」）
• 補充：這些例子中，重動現象並非出於移位，因此「局部刪略」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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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節縮減」
• 我們的分析中，「音節縮減」依賴詞綴來觸發。
• 沒有詞綴，便沒有離合詞。
• 粵語中，有些重動構式並沒有詞綴（例如「連」字）

(53) 粵語中的兩種重動構式
a. 動詞話題化 (Cheng and Vicente 2013)食，佢係食咗三碗飯
（吃，他是吃了三碗飯）

b. 動詞後置 (Lee 2017)佢話買三架車呀，買
（佢說他買三輛車呀）

• 我們預測，在這些構式中，離合詞並不合法（與「連」字句不同）
(54) 不合法的「音節縮減」（沒有詞綴引起）

a. * (*B ... A)gle 他係想 Goo （他是想 google ）

b. * (*A ... B)佢冇可能 O 幾個鐘架，T （他沒有可能超時工作幾個小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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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局部刪略」與「信實制約」
• 我們提出「局部刪略」的動因是「信實制約」（移位要素的完整性）
• 如果「信實制約」沒有被違反，則不能進行「局部刪略」

(55) 不合法的「局部刪略」（沒有必要）
a. * *AB ... BGoogle 他係想 Goo （他是想 google ）

b. * *A ... AB佢冇可能 O 十幾個鐘架，OT （他沒有可能超時工作十幾個小時）

• 補充：一般移位優先採用「完整刪略」，但在 (55) 中「完整刪略」亦不合法
•「拷貝刪略」不適用或被中止 (Cheng and Vicente 2013; Lee 2021)

(56) a. Google 他係想 *(Google) 嘅 （google 他是想 google 的）
b. 佢冇可能 OT 十幾個鐘架，*(OT) （他沒有可能 OT 十幾個小時的，OT ）

• 重動構式並不違反「信實制約」，且另有動因，請參照 Cheng and Vicente
(2013) and Lee (2021) 提出的兩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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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總結
(57) a. 粵語離合詞展現跟普通話離合詞不一樣的句法特質，當中不牽涉「重

新分析」或「名物化」的過程。
b. 我們認為粵語離合詞自始至終均為動詞，在生成語法的框架下可以
由語音式層面的操作及互動衍生。

c. 如前所述，粵普差異反映離合詞可能有不同的衍生方式
• (i) 德語的分裂話題句 (Hinterhölzl 2002)
• (ii) 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的分裂名詞句 (Bošković 2015)

d. 語音上的分離並不一定在句法上有統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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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展望及意義
(58) a. 各方言的離合詞研究並不多，如有更全面的描述，更能釐清離合詞

的真貌
b. 「局部刪略」作為「完整刪略」的一個變體，在漢語以外累質了相當
豐富的證據 (Wilder 1995; Hinterhölzl 2000; Bošković 2001; 2015;
Fanselow and Cavar 2002; Pereltsvaig 2008; Fanselow and Féry 2013;
Bondarenko and Davis 2021; Larson 2022; van Urk 2022, i.a.)

c. 離合詞的研究不單為「局部刪略」提供了新的支持，更證明了「局部
刪略」不單能夠作用於「短語」，更能夠作用於「詞」

d. 至少在這個方面，「詞」與「短語」在移位現象上可以獲得統一的分
析 (Vicente 2007; Funakoshi 2014; Harizanov and Gribanova 2019; Lee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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