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0 寻|言

赣语泰和方言
语法的完成体

复旦大学 戴耀品

泰和地处江西省中部吉(安)泰(和)盆地，地理坐标为

东经 1 1 5 度，北纬 2 6 、 5 度。泰和方言按口音的不同大致

可分为五个小片，这里记录的是县城小片语法的现实体的情

况.

现实体(也有人叫完成体、实现体.参见 3 . 1 节) ，指

的是相对某个参照时间而言，句子所表述的事件已经成为现

实，赣语泰和方言中有三个表示现实体的语法形式:矣

[ i 42 ]、刮 [kua 55 ]、改[ kue 42 ]，其中"改"是"刮+矣"

的合音形式.这三个语法形式的句法位置均处于动词后面。例

女日:

( 1 )渠去年养矣五只猪.

( 2 )我禾在革侯坐刮半工去矣。

( 3 )隔壁个细人子早就吃改饭。

除了以上三个语法形式之外，泰和方言中还有一个句法位置

在动词前的语法形式:能[ 1 en 33 ] 0 "能"表示的也是现实体意

义，也是一个虚语素，它只出现在疑问句或否定句中，组成表疑

问的现实体形式"阿能" [a55 len 33 ]或表否定的完成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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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 [ m 55 1 en 33 ].例如:

( 4 )你禾咯罗昨日阿能落雨?

( 5 )今日一工水生哪当都既能去.

下面分别讨论现实体的几个语法形式在泰和方言中的具体用

法.

附:主要方言字表

我(禾) :我(们)

渠禾:他\她们

革侯:这儿

哪当:哪里

羌浪:怎样

既: (否定词)

既能吃:没有吃

阔里:家里

格浪:这样

几工:几天

一发仔:一点儿

话事:说话

1 表示实现意义的"矣"

你禾:你们

格:这，那

咯罗:那儿

闹德:什么

阿: (疑问助词)

阿能吃:吃了吗

冒:没有

墨候:夜晚

而问:如今、现在

渠个:他的

细人子:小孩子

先会: 以前

"矣"是一个虚化程度较彻底的现实体标记，它的依附性最

强，紧挨在动词语的后面，表示动作已经实现或事件已经成为现

实， "矣"可以用在动词或动词语组成的各种句法结构之中. 例

如:

( 6 )日头出来矣，地下阿能干? (无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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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买矣闹德?我买矣三斤桔子. (带宾语)

( 8 )我禾等矣半点零钟，门才打开来.

( 9 )渠话矣几次还既能话清楚.

( 1 0 )渠日日吃矣早饭就去出.

(带时量补语)

(带数量补语)

(连续动作)

( 1 1 )我打烂矣一只碗. (动补+矣)

( 1 2 )一个人做多矣坏事，冒闹德好结果. (动补+矣)

( 1 3 )我寻矣渠三道都既能寻到. (带宾、补)

( 1 4 )水根做木匠做矣一生世. (重复动词)

( 1 5 )公家奖矣一笔钱得渠。( <<双宾语" ) 

( 1 6 )公家奖矣渠一笔钱。(双宾语)

( 1 7 )昨日陈师傅请了王老师吃饭. (兼语式)

以上都是出现了"矣"的句子， "矣"的体意义可概括为现

实性.如例 6 <<日头出来矣"指的是"日头出来"这个事件在说

话时间已成为现实;例 8 <<我禾等矣半点零钟"指的是"我禾等

半点零钟"已成为事实， "等"的动作是否完成了， "等"的行

为是否还要继续，在这个句子里说话人并没有回答，要根据上下

文去判断.后面接续的句子是"门才打开来"，说明"等"的动

作完成了;后面接续的句子如果是"门还既能开"，则说明

"等"的动作也许还要持续. 所以， "矣"表示的语法意义是指

明事件的现实性质，或者说"矣"完成了对一个事件的现实性质

的表述，但并不保证动作的完成(结束) .这一点对理解"矣"

的用法很关键.例如，以下是"矣"附着在形容词后面的句子，

不存在动作或动作的结束问题，但是"矣"仍然完成了对句子反

映的事件具有现实性质的表述.例如:

( 1 8 )镜里个水而间滚矣.

( 1 9 )晒得外头个衣服半工就干矣.

( 2 0 )你自家个面肿矣都既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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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渠姆妈而间老矣蛮多.

( 2 2 )饭跟菜都冷矣，热滚冶再吃.

( 2 3 )鸡阿能煮烂? 煮烂矣.

泰和方言中， "矣"可以直接跟在形容词后面.不管形容词

出现在句尾(例 1 8 、 1 9 )还是句中(例 2 0 、 2 1 ) , 

"矣"表达的语法意义都是指出句子所反映事件的现实性质，同

时也表明形容词反映的性质或状态已成为现实.这里需要指出两

点: 一、成为现实不等于事件结束.如例 1 8 表示"镜里个水而

间滚"已成为现实，但句子反映的事件并没有结束，形容词

"滚"反映的状态也没有终结，仍然处于持续之中。二、体的语

法意义由句子表述而不仅仅由动词或形容词加上体特征来承担.

如例 2 1 说的是"渠姆妈而间老蛮多"已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

说形容词"老"已成为现实;又如例 1 2 是说"一个人做多坏

事"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说动词"傲"成为现实. 从语法分析

的角度来说，表示体意义的语法形式"矣"、 "刮

等是附着于整个句子的.

"矣"和现实体的另一个形式"刮"在表示事件的实现这一

点上有相通之处，以下句子中的动词语后面用"矣"或者用

"刮"都可以，二者可以互换而意义基本不变.例如:

( 24) 我禾等矣\刮两工一夜.

( 2 5 )渠踢矣\刮水生一脚.

( 26) 今日夜晚渠吃矣\刮半斤烧洒.

( 2 7 )舅舅上好去矣\刮一次。

( 28) 昨日当好赚矣\刮几十块钱.

( 29) 公公病矣\刮蛮久去矣.

不过， "矣"和"刮"也有不同之处. "矣"的意义是表示

事件在参照时间之前已经成为现实，但并没有事件终结或动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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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完结的含义. "刮"除了表示事件的现实性质之外，还含有事

件终结或对象完结的意义，详细讨论见后面第 2 节.以下句子中

的"矣"不能换成"刮".例如:

( 3 0 )隔壁请个客一下来矣\*刮.

( 3 1 )操场浪立密矣\女刮当兵个.

( 3 2 )渠禾吃矣\女刮饭.

( 3 3 )县浪早就放矣\*刮格只片子。

(句尾)

(动补后面)

(简单动宾)

(宾语定指)

( 3 4 )旧年我做屋叫矣\*刮水根来帮'忧。(兼语结构)

在所谓的"存在句"结构里，现实体的"矣"同持续体的形

式"剖得"也可以互换，互换后句子的基本意义保持不变，但句

子描写意味的强弱有所不同，各自变换格式所适应的条件也有差

异(可参见第六章对普通话"着"和"了"互换问题的讨论)。

以下是几个泰和方言中的"矣"和"到得"可以互换的句子.例

女日:

( 3 5 )房间里点矣\到得一盏灯.

( 3 6 )壁浪贴矣\到得几张年画.

( 3 7 )门口立矣\到得蛮多人。

( 3 8 )桂花手浪提矣\到得两只鸡。

( 3 9 )禾坪浪晒矣\到得番薯.

比外，泰和方言中表示现实体的"矣"同专用于句尾表示变

化情状的"去矣"、 "来矣"也有一些纠葛，主要是处在句中和

句尾两个句法位置中的"矣"读音相同。不过，在泰和方言中，

句尾的"矣"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语素，它必须同"去"或"来"

凝结在一起才能表示事件的变化情状这一语法意义。所以，我们

认为， "去矣"和"来矣"在泰和方言中不是现实体的形式，而

是以表示语气为主的语言成分.下面是几个句尾出现"去矣"或

"来矣"的句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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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水生叔去田里{故事去矣.

( 4 1 )渠而间吃刮三碗饭去矣.

( 4 2 )桂花易得嫁老公去矣\来矣.

( 4 3 )天老爷要落雨去矣\来矣.

( 4 4 )姨娘一天光就到好浪来矣。

( 4 5 )老云盘水库修好来矣.

"矣"在泰和方言中是一个最常见、用法也最为复杂的体形

式，它的许多用法在同其他体形式比较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些.

除了上面提到的现实体中表示完结意义的形式"刮"、持续体

"到待

体"过

以及疑问句中的"阿能"、否定句中的"既能"，都可以同

"矣"作比较或者用"矣"作为参照来展开讨论.

2 表示完结意义的"副"

"刮"是现实体的另一个形式，它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件在

参照时间之前已成为现实，这一点与"矣"相同;但是， "刮"

着意强调动作的完成和动作对象的完结，这一点与"矣"有重要

区别 "刮"主要用在带有动量补语或物最宾语的句子中，因为

这些成分都使句子带上了动作完成或者对象完结的含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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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渠紧是咳嗽，昨日咳刮一个夜晚o (带时量成分)

( 4 7 )我禾在门口坐刮半工. (同上)

( 4 8 )水根小时阅读刮十年书o (同上)

( 4 9 )渠前日卖刮一板车谷，今日又来矣o (带物量成分)

( 50) 叔叔上半日吃刮一包阿诗玛.

( 5 1 )细人子渠生刮两个，既可以再生.

( 52) 公公话刮三四道，渠就是既昕.

(同上)

(同上)

(带动量成分)



( 5 3 )木根吃凶气，师傅扇刮渠一巴掌. (同上)

( 5 4 )县里我禾去刮几囚，冒闹德好歇. (同上)

在由"数量(名) "结构作宾语的句子里， "刮"往往要求

宾语是无定指的，即宾语中一般不出现指示代词限定.如上面例

4 9 、 5 0 句的宾语中都是用"一板车"、 "一包"等不定指的

数量结构来修饰中心语名词.要是把这些句子中的"一"换成表

示定指的"这"，句子就变成不合格的了.这条规则对于例 5 1 

句中心语名词前置的情况下也是适用的，即这个句子中的"两

个"不能换成"这两个"。以下是一些不合语法的句子. 例如:

( 5 5 ) *渠昨日扯刮格本簿子. (比较:四本簿子)

( 5 6 ) *秋兰姊打好刮格双鞋. (比较:三双鞋)

( 5 7 )击我旧年做刮格缸水酒. (比较:两缸水酒)

( 5 8 )食生元上好卖刮格只猪. (比较:一只猪)

宾语要求是无定指的这条规则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不受限

制.第一是在祈使句里.由于"刮"有动作完成和对象完结的语

法意义，在祈使句使用的语言环境中，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完成某

事可以用"刮"，这种情况下的"刮"很象是一个表示完成意义

的补语.例如:

( 5 9 )你洗刮格件衣服去.

( 6 0 )我禾来铲刮格丘田.

( 6 1 )今日夜晚要磨刮格桌豆腐。

( 6 2 )既要丢刮格只帽子.

以上句子中的"刮"大多可以换成"完"而意义基本不变，

如例 5 9 可以说成"你洗完格件衣服去"。但是有些不能换，如

例 6 2 不可以说成"女既要丢完格只帽子".这种细微差别与动

词次范畴有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泰和方言中以上祈使句都用

"刮"而极少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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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吃得刮-吃得完;写既刮-写玩完. " ( <<完"的使用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 

宾语可以定指的第二种情况是"刮"出现在带有"既能"的

否定句或带有"阿能"的疑问句里.例如:

( 6 3 )苟元昨日既能荷刮格丘田.

( 6 4 )破四旧个时间既能拆刮格只祠堂.

( 6 5 )我禾格工既能扯刮渠格件衣服.

( 6 6 )渠叔叔既能输刮格盘棋.

( 6 7 )秋元阿能讲刮格只时闻?

( 6 8 )上半日阿能作刮格桌豆腐?

( 6 9 )木匠师傅阿能锯刮格根木?

( 7 0 )闲好你禾阿能卖刮格窝猪婆崽?

有意思的是，在带上定指宾语的句子里，表示现实体的

"刮"都不能换成另一个现实体形式"矣".如例 59- 7 0 中

的"刮"在泰和话中绝不可以换成"矣

4 6 - 5 4 中轧， "刮"和"矣"可以互换而意思基本不变.从中

可以看出"刮"和"矣"的主要区别. "矣"只表示一个事件成

为现实，不表示动作的结束，尤其是不表示动作对象的完结;

"刮"除了表示事件成为现实之外，突出强调的正是动作结束和

对象究结的含义.

当句子是祈使句时， 咱H" 表示说话人希望完成某件事;在

带"既能"的否定句和带"阿能"的疑问句中， "刮"表示对完

成的否定和对完成有疑问，而否定句和疑问句中的"现实性"信

息则由" -能"来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 "矣"可以叫现实

体， "刮"可以叫完成体.不过，泰和话"矣"和"刮"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通用，我们把它们归在一起讨论以便于看清整个体系

统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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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刮"突出的是完成的语义，尤其是包含动作对象完结

的语义，它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出现在表述能否完结的格式中，

构成"刮"的可能式: "V 得刮"、 "V 昕刮"，这时候的

"刮"很像是一个补语. 不过， "啃刮tl" 只能在这种格式中作"补

语

(门7 1 )渠保险吃得刮一斤烧酒.

( 7 2 )你禾一上午卖得刮几多鱼?

( 7 3 )王师傅阁里明日做得刮泥水.

( 7 4 )细人子做既刮作业就既要去歇.

( 7 5 )格浪多衣服，渠肯定洗既刮。

( 7 6 )时间既够，格节课讲既刮内容。

以上句子中例 7 1 - 7 3 是肯定的可能式，例 7 4 - 7 6 是

否定的可能式. "刮"虽然在语法上可以分析为补语，但独立性

极弱，仍然具有很强的附属性质，仍然属于不自由的定位语素，

它只在"可能式"中作补语，不能作其他类型的补语，也不能作

其他的句子成分。

3 表示实现加完结意义的"改"

"改"也是一个表示现实体的语法形式， 它实际上是"刮 +

矣"的合音形式，在语法意义上也是兼具二者:既表示句子所指

的是一个现实的事件，同时含有事件中的动作完成和动作对象终

结的意义. 例如:

( 7 7 )格栋房子旧年就拆改，你寻玩到.

( 7 8 )晒得外头个被卧一下收改，既怕落雨。

( 7 9 )隔壁个客走改，冒哪个吵你去矣.

( 8 0 )渠早就看改格本书，你阿是要?

( 8 1 )我个伞上好跌改，末后借人家个斗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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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我而问做改事，可以去歇去矣。

"改"和"刮"虽然都是陈说一个现实的事件，但二者意义

有所不同， "改"的意义要多于"刮

别，以上各句中的"改"都不能换成"刮"。 "改"和"刮"的

区别主要有:

一、 "改"是"刮+矣"的合音，有较强的足句作用;

"刮"没有足句作用，使用"刮"的句子足句的条件往往是动词

后的补语。例如以下的句子中例 8 3 可以用"改"，但是不能用

"刮";而例 8 4 则既可以用"改"，也可以用"刮

较:

( 8 3 )学徒工把碗一下收改\女刮。

( 8 4 )渠一上午吃改\刮一壶茶。

二、 "改"的句法位置可以用在句中，但较常见的句法位置

是在句子或分句的末尾; "刮"除了在可能式以外，通常不用于

句子的末尾，如上举第 8 3 例。又如:

( 8 5 )格壶茶渠一上午就吃改\*刮.

三、 "刮"可以在可能式中做补语， "改"没有可能式。例

( 8 6 ) a 、渠一上午吃得刮\吃既刮一壶茶。

b 、女渠一上午吃得改\吃既改一壶茶。

( 8 7 ) a 、格丘田今日阿犁得刮? --犁得刮。\犁既

刮。

b 、古格丘田今日阿犁得改? - -女犁得改。 \女犁既

改。

四、使用"刮"的句子一般要求宾语是无定的， "改"没有

这方面的限制。例如:

( 8 8 ) a 、渠一上午吃刮一壶茶\女格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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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渠一上午吃改一壶茶\格壶茶.

五、 "刮"往往用于连续动作中的前面部分，而且在连动结

构中，语法功能增值，即"刮"后面的宾语可以是有定指的;

"改"则一般不用于连动结构的前面部分，倒是经常用于连动结

构的后面部分.例如:

( 8 9 ) a 、渠上午吃刮格壶茶就走(改) . 

b 、女渠上午吃改格壶茶就走(改)。

"改"的用法除了同"刮"有一些纠葛之外，同另一个现实

体标记"矣"也有一些相同相异之处.一般情况下，在动补结构

的后面表示完成意义时用"矣" (不能用"刮目) ，有时也可以

用"改".例如:

( 9 0 )格只细人子今日累倒改.

( 9 1 )王师傅昨日夜晚吃酒吃醉改。

( 9 2 )渠上好跌刮个皮包而今寻倒改.

( 9 3 )我洗干净改你个衣服领子。

( 9 4 )水生扯烂改姊姊个作业本.

( 9 5 )舅舅研成改肉等你去做客.

以上句子中的"改"都可以换成"矣"，意义相同， "改"

所含有表示完结的"刮"的语法意义由于句中结果补语"倒、

醉、到、干净、烂、成"等的出现而冲淡了。尽管如此，用

"改"还是用"矣"在语感上仍有些微的不同. "矣"是中性的

事实陈述， "改"则带有强调动补结果的夸张意味.尤其是在句

尾位置如例 9 0 - 9 2 句的时候，用"改"的夸张强调意味明显

高于用"矣".

"改"和"矣"也都可以用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形容词所指的

性质或状态已经是一个现实，不过二者的含义有明显的不同.

"改"指的是形容词所指的性质或状态超过了说话人认为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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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因而表达出惋惜或责备的含义，句中有时带上"太"之

类的程度副词. "矣"则是仅仅指明出现了某种变化，并没有主

观态度和倾向。"改"表示的是静态的陈说和评价， "矣"强调

的是动态的发展变化。例如:

( 9 6 )你个鞋带子松改，要系紧发子。\俞正合适.

( 9 7 )渠穿个裙子红改，不好看o \ *蛮标致.

( 9 8 )领唱个声音高改，大家跟班上o \女蛮好听。

( 9 9 )格只细人子胖改，我禾既要0\*我禾喜欢渠。

以上句子中的形容词"松、红、高、胖"后面跟上现实体形

态"改

含义是"太松了、太红了、太高了、太胖了

句在语义上要表示否定性的评价和态度.例 9 6 如果说成"你个

鞋带子松改，正合适"就是一个语义接不上的病句.上述句子头

两例中的"改"不能换成"矣"，后两例中的"改"可以换成

"矣"，但是如果将"改"换成"矣"之后，语法上的合格的，

但是句子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改"虽然在来源上是"刮+

矣"的合音，但在上述句子中只表示静态评价，不表示变化。

"矣"却相反，它用在形容词后面，指出的正是事件从某一种状

态进入了形容词所指的那种状态.如"胖矣"表示的就是从 "不

胖"进入了"胖"的状态， "矣"强调变化.例如:

( 1 0 0 )格只细人子而间胖矣，比先会好看.

( ] 0 1 )格头桔子红矣，可以吃去矣.

( 1 0 2 )镜里个粥滚矣，揭开盖子来看冶.

( 1 0 3 )房间个灯泡亮矣，我禾去打扑克。

以上四个句子中的形容词带上"矣"表示的分别是"变胖

了、变红了、变滚了、变亮了"之类的动态发展结果，所以都不

能换成表示静态评价的"改".当形容词后面带了补语作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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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说明时，句子可以用"改

"互换" ，不过互换后的含义有所不同。 用"改"指明的是超出

说话人所认为的合理标准的数量，句子仍然是静态评价;用

"矣"指明的是变化前与变化后的具体数量差别，强调的仍然是

动态变化。 试比较:

( 1 0 4 ) a 、格只细人子胖改十斤，冒办法选上。

b 、格只细人子胖矣十斤，长得蛮快。

(105) a 、你打个拍子快改蛮多，我禾唱既赢.

b 、你而间打拍子快矣一发仔，更熟练去矣。

"改"和"矣"在与形容词的组合上同另一个现实体形态

"刮" 的区别在于. "刮"很少用于句末，形容词后面如果没有

补语， 就不能用"刮"，上面例 96- 9 9 中的"改 " 和例

100-103 中的"矣"如果换成"刮"的话，句子就不成立

了。 当形容词的后面带上了补语的时候， "刮"有时也可以用，

它中和了"改"和"矣"在该句式中的差异，即"刮"既可以表

达静态的评价意义，也可以表达动态的变化意义，需根据后续句

来判断. "刮"在该句式中使用的主要含义是使句子带上夸张意

味，突出了形容词后面的数量补语. 以例 104 相应的带"刮"

的两个句子为例:

(106) a 、格只细人子胖刮十斤，冒办法选上。

b 、格只细人子胖刮十斤，长得蛮快。

a 句的含义是，这小孩子比合理的体重标准胖了十厅是"胖

得太多了

张的强调意味; b 句的含义是，这小孩比原先胖了十斤是"变化

得如此之快"，令人惊叹， "刮"表示动态变化的同时也带有夸

张的强调意味.相比而言， "改"和"矣"只是表示中性的静态

或动态判断。简言之，在形容词带数量补语的句式中， "改"主

109 



要表示静态评价， "矣"主要表示动态变化， "刮"主要表示对

数量的夸张强调.

4 疑问形式"阿能"和否定形式"既能"

"阿能"是现实体的疑问形式， "既能"是现实体的否定形

式，二者是现实体在具体句类中的变体。其中"阿"负载疑问信

息， "玩"负载否定信息， "能"负载现实体信息.由于"能"

不可以离开"阿"或"玩"来同动词发生组合关系，所以把"阿

能"、 "既能"直接看作是现实体的形式，以便于开展讨论。

如:

"阿能"和"既能"的句法位置都是出现在动词前面.例

( 1 0 7 )你禾阿能做作业?

( 1 0 8 )渠禾而间阿能到北京?

( 1 0 9 )婆婆解放前阿能看过电影?

( 1 1 0 )昨日夜晚马家洲阿能落雨?

( 1 1 1 )茶缸里既能放茶叶.

( 1 1 2 )王师傅既能买电视机.

( 1 1 3 )今年正月我既能去走亲戚.

( 1 1 4 )渠还既能到十八岁 .

"能"的语法意义在泰和话中大致相当于"矣

动词配合，表示动作或事件的现实性质，语音上与"阿"或

"玩"组合成一个整体，共同表示对动作或事件现实性质的疑问

或否定.如例 107 是对"你禾做矣作业"的疑问，而不是对

"你禾做作业"的疑问(比较:你禾阿做作业?);例 1 1 1 是

对"茶缸里放矣茶叶"的否定，而不是对"茶缸里放茶叶"的否

定(比较:茶缸里玩放茶叶. )。因此，对带"阿能"句子的回

答相应的也必须带上现实体标记，肯定回答在动词后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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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回答在动词前用"既能"。例如对上面 1 0 7 - 1 1 0 问句

相应的回答是:

( 1 1 5 )我禾做矣\既能做作业.

( 1 1 6 )渠禾而间到矣\既能到北京.

( 1 1 7 )婆婆解放前看过矣\既能看过电影。

( 1 1 8 )昨日马家洲落矣\既能落雨.

用"阿能"发问的句子回答的时候可以有简略形式，肯定回

答的简略形式是"动词+矣"，其中的动词不能省， "矣"也不

能省;否定回答的简略形式是"既能+动词

能省去-ì，但是动词可以省去，而且以省去为常见，即作否定回答

时仅仅说成"既能"。例如:

( 1 1 9 )你叔叔今年阿能养鸽子?

- -养矣. \女养. \女矣。

- -既能. \既能养。 \女既养.

如果问句中带上了经历体形式"过" (经历体形式"过"在

泰和话中可以同现实体"矣"共现，如例 117 句) ，则在用简

略形式作肯定回答时不能省去"过"，可以省去"矣";在用简

略形式作否定回答时仍可以仅仅说成"既能".例如:

( 1 2 0 )你老表旧年阿能去过广东?

- -去过矣. \去过. \女去矣。

- -既能. \既能去过。\?既能去。

由于"阿能"中的语素"能"负载的是现实体的信息，使用

"阿能"的句子是对事件现实性质的发问，所以这一类的句子中

不能出现其他的现实体形式"矣"和"改"，以下是不合格的句

子。 例如:

( 1 2 1 )女旧年过年间老家阿能落矣雪?

(122)*对门周师傅阁里阿能做改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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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带"阿能"或"既能"的句子中却可以出现另一个

现实体的形式"刮"，这是因为"刮"除了表示事件的现实性质

之外， 还着意强调了动作的完成和动作对象的完结. 当" -能"

字出现的时候， "刮"虽然不再负载事件的现实性质，但仍然负

载着动作完成和动作对象完结的的语义内容，因此"刮"可以同

疑问形式"阿能"共现，以下是合格的句子。例如:

( 1 2 3 )你阿能吃刮饭?

( 1 2 4 )渠禾阿能荷刮格丘田?

( 1 2 5 )水生贩得来个录音机阿能卖刮?

( 1 2 6 )医院门诊部阿能下刮班?

对这种既有"能"又有"刮"的问句的回答是，肯定回答通

常是在动词后附上"刮+矣"的合音形式"改"，只有在需要特

意强调的情况下才用分音形式"动词+刮+矣";否定回答是

"既能+动词+刮"。如对例 123 句的回答可以有如下几种形

式:

( 1 27)- 我吃改饭. \我既能吃改饭. (完全式)

-吃改. \吃-刮-矣! (简略肯定式)

-既能. \既能吃刮. (简略否定式)

简言之，泰和话中的 "矣" 、 "吁刮d俨" 、 " 改

"既能"五个形式在表示事件的现实性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

以都归在现实体的语法形式中来讨论，但是在具体语法意义的承

载上有所分工. "矣"是典型的现实体标记，仅仅指明事件的现

实性质，附着性最强，使用最广. "刮"强调事件中动作的完成

和动作对象的完结， 一般不能足句，很少出现在句尾，可用于祈

使句、疑问句、否定句、连动句以及带有数量结构的简单陈述句

中，在可能式结构中可以分析为粘着性的补语。"改"是"刮"

和"矣"和合音形式，在指明句子现实性质的同时，兼表动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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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动作对象的完结，有较强的足句作用，多用于句末，也可用

于句中，附在形容性词语后面时不反映变化，只表示静态评价。

以上三个形式的句法位置都是附着在动词的后面. "阿能"是现

实体的疑问形式，实际含义是"疑问+矣"; "既能"是现实体

的否定形式，实际含义是"否定+矣

法位置是附着在动词之前，其中"既能"经常单独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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