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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縣話「形容詞+兒+去+了」結構

陳鳳霞*

前縣位於天津市北部，方言區劃上屬於冀魯官話的前遵小片。

儲澤祥在 《漢語口語稟性狀程度的後置標記「去了 J }一文中說到: í W A了

去了』的說法主要存在於北京官話、東北官話、蘭銀宮話方言區 。 由於官話方言是

普通話的基礎方言，再加上北京的中心地位. Ii' A了去了』的說法已經進入了普通

話口語 。 」 l

前縣話不說「遠了去了、好了去了、大了去了、重了去了 J .而說「遠見去

了 、 好兒去了、大兒去了、重見去了。其中的「見 J 不自成音節，需要和前一音節

構成兒化音 í 去」不再讀本調﹒而是讀輕聲; í 了」不能省去 。

「形容詞+見+去+了 J (此結構碼化為 íA兒去了 J )在前縣話中極為普遍，是

一個典型的口語句式 。 那什麼樣的形容詞可以進入這一句式呢?

一形容詞的選擇限制

表絕對性質的形容詞，如「假、錯、橫、豎、紫、褐、粉、中、溫」等，不能

進入這一句式;表示狀態的形容詞也不能，如「通紅、雪白、漆黑、溜圓 、 棒硬、

悶熱、冰冷 、 滾燙、噴香、乾冷、乾瘦、紅通通、黑乎乎、糊襄糊塗、瘦了巴幾、

稀稟馬虎 、 花稟胡哨、嬌襄嬌氣 、 白不自此咧、黑不溜秋、傻不愣查」等;形容詞的

重疊形式也不允許進入其中。例如「大大、高高;老老實實、漂漂亮亮」等 。

大部分的單音節性質形容詞可以自由地使用﹒雙音節受到限制，比如 「大 」可

以進入 ，而「高大、寬大、強大 、肥大」則不行. í 小」可以，而「微小、細小、

窄小」就不行 。 這些雙音節形容詞一般都帶有狀態形容詞的某些性質 。 從這點也可

說明此句式的口語性質 。 一些較為常用的、口語色彩較濃的雙音節形容詞是可以進

入這一句式的，如 「 著急、後悔、膽小、發愁、害怕、老實、大方、乾脆、乾淨、

規短、糊塗、利索、講理、爭氣、知足、熱鬧、遍遍、好看」等等 。

* 天津外國語大學 。

l 儲澤祥 <漢語口語襄佳狀程度的後置標記「去T J } , <世界漢語教學》 第3期(2008年7月) ， 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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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性質形容詞不表示程度義，狀態形容詞、形容詞的重疊形式本身都已內含

程度義，說明此結構要求進入其中的成分應具有一定的量幅，或者說應是非定量形

容詞 2 .而限制那些表示量點的形容詞。又因為它的口語性質，一些非定量的雙音

節形容詞也被排除在外。

在形容詞的選擇限制這點上，儲文認為 r Ii' A了去了』辜的A' 主要是與空間

或時間有關的單音節的性質形容詞，如「飽、肥、胖、乾、暖、好、紅、老、甜 、

美、香、新、圓』等，一般不能構成Ii' A了去了.!l J 0 3 但在前縣話中，所有這些形

容詞無一例外，都可以進入 rA兒去了」。另外他還談到「進入 rA了去了』的形

容詞通常是積極性的，消極性的形容，詞如『小、少、近、淺、矮、細、短、輕、

晚、慢』不能進入Ii' A了去了 』格式。」 4 可是這些形容詞全部都能構成 rA見去

了 J .可見，前縣話的 rA兒去了」格式更具有包容性。涵蓋的形容詞範圍更廣，

限制相對來說要少一些。

rA+兒+去+了+J 的句法功能

2.1 作謂語。例如:

1. 這西瓜甜兒去了，不信你嘗嘗。

2.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兒去了，我都不會。

3. 啥東西都貴兒去了，買不起了。

4. 朝他借錢，難兒去了。

5. 他夭夭兒美兒去了，知不道發愁 。

6. 他們家養的豬肥兒去了，別人就是不行 。

7. 今年的蘋果便宜兒去了。

8. 他家兒子老實兒去了。

9. 這家子人乾淨兒去了。

10. 我小佳子聽話兒去了。

2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 (北京 :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1年，第1版) ，真 135至 140 。

3 儲澤祥: <漢語口語襄性狀程度的後置標記「去7 J > ﹒ {世界漢語教學}第3期(2008年7月) ，頁45 。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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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作補語 。 例如:

11.他打人打得疼兒去了 。

12. 他們老丫頭長得矮兒去了，知不道隨誰。

13. 今天肉 ;駁得嫩兒去了。

14. 西邊雨下得大兒去了，有一指深。

15. 別等他了，走得慢兒去了 。

16. 老三家過日子過得細兒去了，一分錢都算計著花。

17. 這女人罵得難聽兒去了。

18. 教室打掃得乾淨兒去了。

19. 那家子人，日子過得緊巴兒去了。

20. 人家屋子收拾得整齊兒去了。

石毓智曾指出. r 當程度詞語出現於形容詞之後時，一般不能作定語或構成

『的』字短語 J 0 5 例如:

宜于極了→*好極的東西

暖和多了→*暖和多的房間

好得很→*好得很的朋友

難看死了→*難看死的衣服

可笑透了→*可笑透的人

悶得慌→*悶得慌的房間

我們同意儲文對「去了」的定位. r A兒去了」中的「去了」也是表示形容詞

程度的後置標記，因此它也不能做定語或構成「的」字短語，只出現於句子層面。

例如:

短兒去了→*短兒去了的繩子

知足兒去了→*知足兒去了的人

近兒去了→*近兒去了的道兒

熱鬧兒去了→*熱鬧兒去了的地方

5 石毓智: <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一一動補結構的產生及其影響H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5年，第2版) .真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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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兒+去+了」的句式義和語用義

如果吧上邊作謂語的句子和普通話來對應，應該在相應的形容詞前加上表示極

高程度的副詞﹒如「特別、非常 J .以示強調;還可以在形容詞後邊加上表示極高

程度的補語「極了 J .還可以使用「別提多+形容詞+了」這個結構 。

這西瓜甜兒去了，不信你嘗嘗。 →這西瓜特別甜，不信你嘗嘗 。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兒去了，我都不會 。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極了，我都不會 。

朝他借錢，難兒去了。 → 朝他借錢，別提多難了 。

那麼普通話怎麼表達前縣話 'A+見+去+了」作補語的情況呢?普通話中的程

度補語一般由形容詞的重疊形式充當，或是「形+極了」充當;也可以由「特別/非

常+形容詞」充當。

他打人打得疼兒去了。

今天肉 ;駁得嫩兒去了。

這女人罵得難聽兒去了。

教室打掃得乾淨兒去了。

人家屋子收捨得整齊兒去了

→他打人打得疼極了 。

→今天肉 :駁得特別嫩 。

→這個女人罵得難聽極了

→教室打掃得乾乾淨淨。

→人家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的 。

'A+見+去+了」表示的程度極高，從這稟可以看出，也可從對其進行語義否

定的程度上得到證明 。

A 天冷兒去了 A. 雪大兒去了

B. 冷啥呀，一渣兒也不冷 B. 大啥呀，一渣兒也不大

劉叔新在《現代漢語理論教程> '級範疇」一節中論述到: í 漢語的級範疇

是否存在最高級呢?在北方，有時會聽到『遠了去了~ w 好了去了~ w 大了去了』

『重7去了』等說法人了去了』念輕聲，表示所附形容詞指的性質達到很甚的程

度。這大體上可看作高於較甚的最高級。不過它只是北方局部地區的方言現象，並

沒有在全民範圍內推廣使用開來，也就是說，並非現代普通話中的語法事實 J 0 6 

6 直到叔新 《現代漢語理論教程H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2年﹒第 1版) .頁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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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把此結構看作是最高級的表現形式，因為最高級是和原級、比較級相

對照而存在的，而此結構的意義並不是在和同類事物比較。比如「這孩子笨見去

了 J '並不是在和別的孩子比較後得出的判斷，而是說話人根據他的標準、經驗、

感覺或知識來進行評價，所以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 另外一個人可能就不這樣認為 。

例如，一個人說 「 外邊兒雨大兒去了」﹒男一個說「這還叫大?不大」

í A+見+去+了」是說話人對人、事、物做出帶誇張性評價的結構，在說話人

心裹，這個性質遠遠超出常態，超出心中已有的預期值，也許可以用葉斯柏森的術

語「感情級 J (elative)更合適一些 。 7 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看一下。

21. 這小子懶兒去了，油瓶兒倒了不扶 。

22. 她泡兒去了，嘴裹一句真話沒有 。 ( ，-泡 」 的意思是 「撒謊 J ) 

23. 那廠子，工資低兒去了，一個月就位瓜倆束 。

24. 他打人疼兒去了，跟驢踢的似的 。

25. 我嗓子乾兒去了﹒都快要冒煙兒了 。

26. 她，脾氣大兒去了，點火就著。

27. 你朝她借錢?她小氣兒去了，鐵公雞一個。

這些句子的後半部分， 一般都帶有誇張性的或極端狀態的表述﹒表示形容詞所

代表的程度極高。

因為是誇張性的或說是極性評價，所以 ' A+兒+去+了」 沒有否定形式「不/

沒+形+兒+去+了 J '正如石毓智所說「那些表示程度高的結構，往往只能用於

肯定結構 J 0 8 比如不能說「東西不便宜見去了 J ' í 從家到學校不遠見去了」

「屋子打掃得不乾淨見去了」。但是我們發現， ，-聽話、老實、容易、規短、出

息、厚道、講理、知足、好看」等可以構成「不+形+兒+去+了」 。 可以說「孩子

不聽話兒去了」、「這小子不老實兒去了」、「期末考試不容易兒去了」、「孩

子慣得不規妞兒去了」、「小夥子不厚道見去了 J ' ，-你說一個大老爺們兒，不講

理兒去了 。 」 這可能是因為這類「不+形」在語義上相當於這個形容詞的反義詞 ，

「不容易=難 J ' ，-不老實=調皮 J ' í 不講理=蠻橫」等等。其中的「不」不再是

7 葉斯柏森: <語法哲學H北京:語文出版社， 1988年，第l版) ，頁349 0

8 石毓智 : {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001年，第1版) .頁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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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副詞，而是一個否定前綴。 9 而「不難受手舒服 J '不傷心手高興 J '不漂亮

手難看 J ' ，不便宜守主貴 J '不還手近 J '其中的「不」還是否定副詞，不是否定

前綴。所以不能說「不難受兒去了、不傷心兒去了、不漂亮見去了 J '不便宜兒去

了 J '不還見去了」。

四 rA+兒+去+了」形成的句類

'A+見+去+了 j 只用於陳述句、感歎句，不能用於祁使句，也很少用於疑問

句，因為「疑問句跟否定旬的關係更為密切，表現在肯定程度極低的成分，一般是

既能用於否定句，又能用於疑問句 J 0 'A+見十去+了」沒有否定形式，屬於肯定程

度極高的結構，所以也不用於疑問句。有時， A+見+去+了」會形成回聲問旬，當聽

話人懷疑或沒有聽清對方所說的話時。如:

a. 俄語難兒去了 。 a. 大集人多兒去了。

b. 俄語難兒去了?你怎兒還學呀? b. 你說大集人多兒去了?

五與 rA+兒+去+了」相近的格式及其社會分佈

和普通話一樣，前縣話中也存在「形+著呢」結構，能夠進入 'A十見+去+了」

的成分都能進入其中。在表意上 ，二者幾乎沒什麼區別，但因為年齡的不同，受教

育程度的差別，使得二者的使用頻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A+兒+去+了」基本上

是老年人和一部分沒離開過農村的中年人在使用，屬於老派的用法。本人是土生土

長的前縣人，有一年暑假回家，聽到一個4歲的小女孩對我5歲的佳子說「我渴著

呢 J '又說「我餓著呢 J '於是我問佳于「我渴兒去了」是什麼意思﹒他不知道，

但他懂「我渴著呢」 。 我又問姐姐(42歲)說不說「這東西重兒去了 J '他厲害兒去

了」之類的話，她很猶豫，她明白，但很少說。(姐姐一直在市襄打工)一個來我家

串門的媳婦(38歲)在聊天時，她說「綠化久(一種桃子)甜見去了 J '在沒人回應之

前，她又說「真的，甜著呢 J 0 (她一直生活在農村)。而據本人觀察，父親(71 )和

母親(68)一般只用 'A+見+去+了 J '他們不說或很少說 'A+著呢」。也許慢慢地

r A+兒+去+了」就會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 。

9 沈家燈: (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3版) .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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