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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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展。((方言》的

创刊不但发掘了大量的方言材料，而且使人们对方言现象加深

了纵横两面的认识 .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标志着关于汉

语方言分区的最新成就.越来越多的《方言志》、 《方言词

典》则提供了许多点上的深入报告。汉语方言中差异最大的是

东南各省的方言，研究东南诸方言的学者们已经陆续触及这些

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东南方言进行比较研究成了许多同道

共同关心的课题.已有的成就则使这项研究获得了良好的基

础，成为现实的可能.

在南京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六届学术会议上，几位同人

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谈及东南方言比较研究的想

法，平田先生十分热情予以支持， 并即争取了日本三菱基金会

(The Mitsubishi Foundation) 的赞助，去年夏天经过碰头，

先就各人现有的有关成果编成了《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刊

(第一辑))) , 交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同时商议了从何着手

进行比较研究的合作. 考虑到汉语方言的研究，语法向来是个薄

弱环节，多年来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家们也一再提倡考察方言语

法现象，例如朱德熙先生就一再呼吁过，我们决定此项比较研究

先从语法入手. 为防止泛泛而谈，不便比较，选取了有关动词的

体作为第一个小课题，约请一批共同感兴趣并且已在开展有关研

究的同人，就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大多数是母语)提出详细的报

告.今年年初，本计划又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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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张双庆先生的大力

支持，争取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赞助，由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发出

通知，邀请各有关同人，利用暑假在上海举行专题讨论会。

青岛的方言学会七届年会之后I 16位学者带来了各自的论

文，在上海开了历时五天的讨论会。 在分地报告之前，用半天时

间对"体"范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青年学者戴耀品就

体范畴的一些问题及历来对汉语"体"的认识作了中心发言，大

家也谈了各自的认识. 分地报告历时三天，与会者本着认真负责

的精神，核对材料，徽询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就一些理论问

题反复交换意见. 分地报告之后，又用一天半时闯进行综合讨

论，对于汉语方言的体范畴，从术语的统一、语法意义和语法形

式的界定，各方言在体意义上的异同，汉语方言体范畴的特点以

及研究体范畴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开展了充分的辩论. 整个会议

发言踊跃，会上会下，议论纷纷， 充满着热烈的学术气氛，体现

了融洽合作的精神. 大家都感到，这样的会议论题集中，材料丰

富，讨论充分，因而收获很大，是开展方言比较研究的好方式。

经过反复讨论，对于汉语方言的体范畴，大家获得了如下一

些共识。

一、关于"体"的名称， 历来不很统一，有些学者叫做

"态"，有的学者叫做"貌" 。 汉语的这类范畴确有自己的特

点，和西方语言的 aspect 并不完全相同，而各家语法书里所说的

汉语的"体"范畴(或"态"、 "貌" )，实际上也包含着不同性

质的事实. 其中有些是表示动作、事件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状态

的，有些则是和动作、事件的时间进程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情

貌。 例如"完成、进行"等都可以在动作事件进程中确定一定的

时点或时段;而"尝试、反复"等则没有确定的时点或时段。 所

谓状态是人们对客观进程的观察和感受;所谓情貌往往还体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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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主体的一定意想和情绪。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主张，把和

aspect 较为相近的前者称为"体

这二者的区别，虽然还讨论得不够深入，但是大家觉得它可能触

及了汉语语法的重要特点，很值得今后继续研究.

为什么说体和貌是属于"动作和事件"呢?因为有一些体或

貌，并不仅仅是说明动作的情状，形式上也不是动词的附加，而

是和其他句子成份甚至整个句子相关的。例如"他从来就没有说

清楚过"，这里的"过"所表示的"经历体"说明的就是"说清

楚"这个事件，形式上它是"说清楚"的直接成份.通常所说的

"了2"则是作用于整个句子的"已然体"的标记.这是我们对

汉语的"体"的另一点共识.

二、经过初步比较，就东南方言来说，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

语法范畴，属于体的有完成、进行、持续、经历;属于貌的有短

时、尝试、反复等，其中进行和持续在东南诸方言大多有明显的

区别. 我们把这些范畴列为各点都必须进行考察的内容。在某一

种方言，可能有的阙如，有的还要另加，则按各自的具体情况而

定。

不论是方言与方言之间，或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体范畴的

分类都常有不同.例如普通话的进行体和持续体不分，都可以用

"动词+着"表示.在吴方言和闽方言，用"勒海"或"喻"置

于动词之前表进行，置于动词之后表持续，二者判然有别。普通

话的完成和已然都用"了"表示，只是前者附于动词之后，后者

置于句末(即了 1和了 2) ，在吴方言的汤溪话，分别说成"来"和

"罢" 。 有时，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范畴，不同的方言使用着相去

甚远的标记，例如普通话的"了 2 " ，在吴方言说"哉" (苏州)

或"罢" (汤溪) ，在闽方言说"了" (福州)或"唠" (泉州) I 

在客方言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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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用来表示完全不相干的体(貌) ，例如动

词重叠式，在普通话表示短时貌，在吴方言汤溪话， "动词重叠

+达"可强调"持续'\在闽方言泉州话则表示反复貌.在语法

意义方面，有些不同方言里基本意义大体对应的体又具有各自不

同的附加意义.例如吴方言的"脱"，赣方言的"呱

的"去"，置于动词之后，基本意义都是表完成(相当于普通话

的了川，但又附加有不合主观意愿的"遭受"意味.在粤方言，

同是究成体， "左、埋、亲、咽"四种说法也各含着不同的附加

意义。

可见，汉语方言的体固然也能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语法意义，

共同的规律，但是各方言之间差异是很大的.透过这一点，我们

体会到，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绝不是微小的、无关紧要的.

三、就一种方言内部来说，体范畴的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往往也是纷繁复杂的.第一，同一种体标记在相同的语句可以兼

有两种体意义.例如赣方言安义话"动词+过"可以表示"经历

体"，也可以表示"重行貌";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除了表示

"短时"，有时也兼表"尝试"，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兼

用".第二，同一个体标记在不同的语句中可以表示不同的体意

义，例如上述的普通话的"了" (了 1和了 2 ) ，苏州话的"勒

海"，闽方言的"喻"，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义"现象。第

三，有时在同样的语句中两种体标记可以互换着表示同样的语法

意义，例如普通话的 u着"既可以表示"进行

"持续"，泉州话的连动句里的"动词+啪"也如此。这种现象

可以称为体意义的"交叉"。第四，在具体语句中，常常有些体

标记可以接连使用，例如普通话"唱起来了"含着"起始"和

"已然\泉州话"摸摸【一下 1 迈咧"含有"反复、短时和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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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都可以省去不说，如一些语法学家所说的采用"基本

式"，例如普通话"他骗了我" "他救过我，我得报答他'\其

中的了和过都可以不说。这是体标记的"省略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了汉语方言的体范畴往往缺乏严格的规定

性，换句话说，并不具有强制性，体标记可有可无(省略) ，可此

可彼(兼用或多义) ，其语法意义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有

附加义) ，其语法形式常常不是刻版的，而是灵活的(可以交叉

的) .因此，各方言之间的体范畴有的能大体对齐，更多的则不

能有严整的对应，完全等同的极少。从本书各篇分地报告所作的

具体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

四、纵向地看，汉语方言的体(貌)范畴大体上都是后起

的，宋元以来逐渐形成的。这是许多语法学家指出过的事实。就

其演化的方式说，汉语方言的体(貌)范畴也有用类似语音屈折的

重叠式、准重叠式来表示的，但这类语法形式并不多，更多的是

从一些实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转化来的标记来表示或者用

时间副词、词气词等来表示的.一定的语法意义只有同一定的语

法形式相结合才能确认为语法范畴.不少学者认为汉语没有时范

畴，并不等于汉人没有时的观念，不过是"时"的意义在汉语用

的是词汇手段(时间名词或副词)来表示，因为它没有和一定语法

形式相结合，不应立为时范畴.重要的问题是，汉语方言的体范

畴的各种标记既然大都是从各种词类转化而来的，那么，如何来

判断原来的词汇手段已经发展成语法手段呢?

在体范畴的标记的认定上历来存在着宽严两种观点。从宽的

包括大量的副词、时间词和动词、形容词补语，从严的只限于

"形态"和词缀(词头词尾) .广义地理解，把副词、动、形补语

和语气词也看作体标记也无不可，但是这种宽泛无边的分析势必

造成类别繁多，概括力不足而使体范畴的面目模糊不清。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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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初步比较之后，我们认为可以用四条标准来为体标记作界

定:

1、意义的虚化;

2、结构关系的粘着;

3、功能上的专用;

4、语音的弱化(轻声或合音) . 

例如普通话的"着"来自动词，但是意义已经完全虚化，结

构上用作词尾，功能上也是专用的，不能充当其他成份，语音则

读为轻声。这是最典型的体标记.

由于不同的方言的各种体范畴的形成有迟有早，其发育或成

熟或尚未成熟，因而虚化和粘着的程度各有不同，甚至在同一种

方言里也可以看到同一成份处在虚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例如苏

州话的"好" );专用与否也可能有不同的情形，如普通话的

"过"兼用作动词补语， "了"兼用作语气词.至于语音的弱化

显然是意义的虚化和结构的粘着所带来的变化，可视为伴随现

象，但又要受到语音结构规律的制约(有的方言就根本没有轻声

的现象) 0 因此，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体范畴标记在这四个方面

的表现往往有各种不同的状况.从整体上说，把各方言的体标记

横向地展示出来，往往不难看到它们的纵向历变，就某种方言

说，要把作为语法手段的体标记和它们的作为词汇手段的来历区

分开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对语言现象作详尽的考

察和分析。以上所列的四项标准只是初步概括出来的参考.吕叔

湘先生说过. "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

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词和非

词(比词小的，比词大的)界限，种种句子成份的界限，划分起来

都难于处处‘一刀切'，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排除，也不必掩

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切都是浑然一体，前后左右全然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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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积累多少个‘大同小异'，就会形成一个‘大不一样'.

这是讨论语法分析问题时候须要记住的一件事" 0 (((语法分析

问题)) )他所指出的事实和研究这些事实所应遵循的原则对于体

范畴的研究是完全符合、完全适用的.我们体会到，在研究过程

中，搜集材料、罗列事实时不妨把标准放宽些，归纳类别，理论

分析时则应把标准收紧些。这样，就可以做到既不遗漏语言事

实，又不至于失之纷繁而不得要领.

五、方言是一种历史现象。一个方言的共时平面往往稳含着

不同历史层次的成份。这种历史层次在语音上表现为异读(文白

异读，新老派异读) ，在词汇上表现为新旧并用或固有与外来并

用的同义词，在语法上则有种种同义语法手段的存在.普通话的

"外面在下雨/外面下着雨"是一对同义手段，这是旧有和后起

的差异; u别让它跑了/别让它跑掉"是另一种同义手段，属于

固有和外来(吸收方言成份)的差异。方言也有这两类同义手段，

不过它的"外来"层可能是吸收别的方言，更多的则是来自共同

语的影响.例如杭州话"我帽儿戴来东，不怕冷的" (我戴着帽

子，不怕冷)又可以说"我戴勒帽儿不怕冷的"，前者是，固有

的，后者可能是受到官话影响的结果。不同方言的历史层次，属

于旧有和后起或固有和外来的差异。例如普通话的"过

州话说成 u 着" (元去着) , 在台湾闽南话普遍说成"过" (无

去过) ，显然"着"是固有的， "过"是从普通话来的。可见，

研究方言语法必须从单点描写入手，由近及远与别方言作平面比

较，在描写和比较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注意到不同语言现象之

间的历史关系，注意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此次会议主要是罗列各地的方言事实，在交流之中初步考察

了一些问题，真正的横向比较刚刚开始，纵向的分析还很少触

及，这都有待于来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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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汇报我们的研究成果，提请专家和同道指正，会议要求

各位作者据取得的共识修改单点报告结集出版，整理的时候，说

明事实务必详尽，理论发挥力求简耍，材料和观点求同存异，行

文体例尽量统一. 成稿之后由潘悟云、游汝杰两位编辑成书. 附

录的体范畴例句调查表初稿是游汝杰于会前提出供大家调查时参

考的，在会上经过讨论后，由石汝杰整理定稿，随文出版乃为便

于各点材料对齐， 亦可作为今后调查新点时参考.

为了便于阅读，关于本书体例亦略加说明:体标记首次出现

时用国际音标注出声韵调(调值) ，例句只标有音无字词，其余概

用汉字书写，未全文标音。为便于排印，力避生僻字，除采用同

音字(不加符号)外，适当使用训读字，外加<>(如<这>、

<那>1 ，合音音节在字外加(] (如【勿要】) ，文中例句在句首

自作顺序编号，属于调查表中例句的，在句末()中加注调查表所

标序号，句后不再注译，其余例句在()中作全句意译. 各文末尾

按统一体例列表说明该方言的全部体标记及其意义和用法。 文后

附列参考文献.

以上要点均在上海会议上讨论过，遵嘱整理成本文。本书最

有价值的部份乃在于分地报告所提供的语言事实。了解这些方言

的学者如能参加讨论，本书作者和其他学者如能在此基础上作进

一步的比较研究，便是我们举办此次会议和编印这本书的最大希

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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