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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泉州方言的“体”

暨南大学 李如龙

0 引言

泉州方言是闽南方言中最古老的一种。自隋唐以来，泉州

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五代时泉州和尚编的禅宗语录《祖堂集

》反映了不少早期泉州话的特点。宋元时期，泉州港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其经济文化曾盛极一时，后来形成的多种闽南

方言戏曲和曲艺，如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等都以泉

州音为标准音。明代就有泉州话的戏文印行。清代中叶出版的

泉州话韵书《汇音妙悟》是闽南方言最早的韵书．拿这些现存

的方言文献和现今的泉州话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演变是比较

缓慢的．现代泉州话是福建境内闽南方言的北片的代表，在周

围 8个县市都能通行无阻，和厦门话及台湾闽南话也比较接近。

研究泉州话对了解闽南话的特点及其流变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是关于泉州方言的“体”的调查报告。标音依据《闽

语研究》 (1990年，语文出版社）所列的泉州音系。笔者出生于

南安梅山，距泉州 50华里，老派口音与泉州音甚近，后来又在

泉州生活多年．成文时曾向诸多泉州籍的师友作过核对．

为便于制版，本文例句中的方言词语尽量少用本字和俗

字，多用同音字与训读字。现将常见的方言词语的用字和标音

介绍如下，以便阅读．

我 gu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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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lw55 （你）

伊 i33 （他）

阮 gun55 （我们，我的）

咱 lan55 

您 l in 55 （你们，你的）

因 in 33 （他们，他的）

＜的＞ ge24 

＜一个＞ tsit23ge24 

即 t sit 5 （这）

许 hit 5 （那）

侬 la(J24 （人）

仁 tw22 （在）

呐 na? 5 （岂，何）

卜 bo? 5 （要）

唔 m31 （不）

＜饮＞ l im33 

＜拿＞ thue? 23 

度 th~ 31 （给）

绘 bue22 

A 仁 kap5 （和）

＜找＞ tsha 31 （找）

颂 t shirJ 31 （穿）

歹 phai55 （坏）

＜错＞ ta 31 

＜凉＞ t shin 31 （凉）

【共伊】 kao 33 （把他）

＜这些） tsuai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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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ta 33 ＜块＞ ta 31 

1 完成

1.1 表示动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结束，普通话通常在动词之

后加“了 l" 。这种句式在泉州话里一部分是用“去”来代替

”了l" 的． ＂去”在句末读轻声 khw ，例如

(1) ＜那块＞破階倒去喷 （那座破房子倒了）

(2) 饭合菜过尽＜凉＞去喷汤【一下】则食。 (11)

(3) 乌牌嘲＜的＞字【共伊】拭嗦去！ (22) 

(4) 除做得将＜这些＞物件贡嗦去。 (2 3) 

动词之后带有结果补语时， 泉州话的“去”和普通话的

”了l" 一样放在补语之后，例如：

(5) 鞋拖颂歹去喷 （拖鞋穿坏了）

(6) 说＜错＞去绘要紧，阁说＜一＞遍就是喷 (8) 

(7) 锁匙＜拿＞唔着支去． （钥匙拿错了）

如果是时量补语， “去＂置于补语之前，不读轻声而读变调

khwn - 55' 例如：

(8) 伊说去归半日，天阁说无清楚。 (13)

(9) 我＜找＞去三过都无＜找＞着伊．（ 15)

(10) 阮等去半点外钟门则开． (17) 

动词之后带着宾语时， “去”可在宾语之前，也可以在宾语

之后，还可以两处都用，以强调语气。在宾语之前读变调，之后

读轻声．例如：

(11) a 、我拍破去＜一块＞碗． （ 1)

b 、我拍破＜一块＞碗去．

C 、我拍破去＜一块碗＞去．

(12) a 、 三粒梨仔我食去两粒． (30) 

b 、三粒梨仔我食两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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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粒梨仔我食去两粒去．

带”去”的句式同样适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例如

(13) 汝有绘记得去无？一一我无绘记得去． （你忘了没有一

－我没有忘）

(14) 鞋拖颂破去未？一一天未颂破去呢。

一还没有穿破）

(15) 鸟牌＜的＞字通拭嗦去唔？一一唔通拭嗦去．（黑板上的

字可以擦掉吗？一一别擦掉）

以上所有例句中的“去”都可以省去不说，同样成话，动作

已经完成的基本意思也不变。

例 1 、 2 、 5“ 去”和｀＇晇＇＇连用， “去”是＂了 1"' 

＂喷＇是＂了2" （下详）， “去”必须在｀＇责之前， “去”可

以省略，含义不变，留“去“省｀＇喷＇，语犹未了，需有后续成

分，二者都删去则不成话．可见，泉州话也和普通话一样，了2

可以兼有不合意想，超乎意料的＂遭受”意味。例8 - 10各句就

有出乎意外的夸张意味。在下面句子里，这种差别就十分明显：

(16) 番薯烂去喷脸食得咭。一一番薯烂咭，会食得晇．

（红薯烂了，不能吃了一—红薯烧烂了，可以吃了）

(1 7) 心仔若＜干＞去就绘活 ． 一一衫裤若＜干＞就会收得。

（心儿枯了就活不了一一衣服干了就可以收）

红薯腐烂，菜心枯于是不合意想的，定要加“去＂．因此，

属于不期然而然的事件， ＂贬义“动词通常要加“去”：死去、

破去，＜坏＞去，倒去，绘记得去（忘了）臭去、歪去、＜瘦＞去（瘦

了）；合乎意想的结果实现时用“去”的就少得多（可以说“病好

去”, “肥去几落斤”) 。

泉州话的这个“去”来自趋向动词，也并非专用的完成体的

标记仍兼用为趋向动词两种用法的语音形式也完全一样（读

（拖鞋穿破了吗一

I
I
l
l
-

尸

I

'

·
1
`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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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声），作为体标记和作为趋向补语在意义上和结构上有时有明

显的不同。 ＂度侬骗去南洋＂ （被人骗到南洋去）， ＂度侬骗去跋

r 缴＂（被人骗去赌博）， ＂度侬骗去三百雏＂ （被人骗走三百元），

其中的＂去”都是趋向动词，都可用”来” “人去” “出去”等

替换但是，有时也可能造成歧义，例如： ＂度侬骗去几落过“

可以是”被人骗走好几回＇＇，也可以是”被人骗了好几回＂．

曾有学者认为闽南话的这个“去”是由趋向补语转成结果补

语。只要用否定式的变换就可以看出这种定性是不妥的．补语的

否定式否定词置于动补之间，作为完成体的标记的去，否定词置

于动词之前。例如

补语 完成体

我度汝骗绘去（你骗不走我） 我绘度汝骗去（你骗不了我）

破无离（没破成两半） 无破去（没有破）

破未开（还没劈开） 未破去呢（还没破呢）

破通绘落去（老劈不下） 通绘破去（都不会破）

“去“用来表示动作的完成在早期白话就可以发现了。 《祖

堂集》卷二《僧祭》有“与摩则无圣去”句，卷四《石头和尚》

有＂忆师兄哭煞失却一只眼，下世去＂句。 “无圣去”是“变得

不灵验了＂， “下世去”是“过世了＂ ． 《朱子语类》也有这类

说法，例如 “今公们读书，尽不曾落得那菜槽，只是向外去思

量，所以都说差去” 。 （见《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

309 页》）又， “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简易去＇＇ 。 （同上书 316

页） ．

1. 2 在连谓句里，两个谓语一先一后，前一个动词的完成

体在泉州话里用“动词＋嘲”表示，嘲读轻声 la 0 。 "嘲”在句

中的地位，只能放在宾语和补语的后面，不能放在宾、补语之

前，这和“去”的用法不同，和普通话的“动词＋了＋宾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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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也不一样。例如

(18) 伊逐日食早起嘲就出去． (5) 

(19) 我想食暗嘲，看电影嘲则倒去。 (6) 

(20) 因去嘲我则会通坐落来作家巳＜的＞息． (7) 

(21) 等我问伊嘲则共汝说． (21) 

(22) 汝着想好势嘲则说。 （你要想好了才说）

(23) 我去＜一＞步仔嘲就来。 （我去一会儿就来）

(24) 我颂＜一＞领衫嘲就去． （我穿件衣服就走）

这类句子里｀＇嘲“前的宾语可以提到动词之前，但是其附加

的数量结构仍留在动词之后。 如例 (19) 可说“电影看嘲则

去＂，例 (24) 可说“衫颂＜一＞领就去” 。

和普通话一样，这类连谓句的否定式不能再用完成体的标

记。如例 (18) 的否定式说“伊逐日未食早起就出去”，例（22)

否定式说： “无想好势唔通说“.

这类句子的＂嘲”在泉州话都可以替换为＂了＂，读本音本

调 l i au 55 ，在现今的新加坡的闽南话里，连上文所说的＂去”也

可以说成“了＂。泉州话连谓句中的”了”是“完毕'' ”后”的

意思，应是动词补语而非完成体标记，不过轻声的飞扩也可能

是从这个“了”演变而来的 ． 《祖堂集》里也有与此十分相近的

句子。 如卷四《丹霞和尚》：师曰“当时百丈造典座，却自简分

饭与他供养，其僧契饭了便去”。其中”了＂置于宾语之后和现

在泉帅话”嘲＂的位置是相同的。

1. 3 普通话里还有不少带”了 l" 的句子在泉州话里不用

任何体标记。例如

(25) 汝寝则食药，绘做得＜饮＞茶。 (3) 

(26) 伊度我三斤村，我随时就提钱度伊． (4) 

(27) 门【 一下 】 开就有儿落只胡蝇飞人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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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困＜一＞步仔就醒晴。 (16) 

(29) 伊头先仔踢我＜一＞下，唔知啥事。 (18)

(30) 伊昨日到北京。 （他昨天到了北京）

这类句子普通话也可以省去”了＂ ，但在泉州话是“不用为

常＂ ． 又如：

(31) 汝衫裤洗未？ (20) 

(32) 日头出来喷涂＜脚＞＜干＞也未？ (10) 

(33) 您階有饲猪无？（你家养了猪吗）

(34) 汝批有寄出去无？ （你把信寄出去了吗）

在这类疑问句，泉州话通常不用完成体标记。只有把疑问词

置于句末作反复问句时， “去、嘲＂之类才能存在。 如：

(35) 册拍无去咭是呢？（书丢了是吗）

(36) 食嘲则去好唔？（吃了饭走好吗）

(37) 鸡仔有死去阿无？ （小鸡死了吗）

还有一些普通话用”了 l" 的句子，泉州话改说为其他补

语。例如

(38) 见着伊人汝就会八。 （见了他你就会认识）

(39) 唔通伤着别侬。 （不要伤了别人）

(40) 我有写着＜一＞张批度伊。 （我写了一封信给他）

这类句子普通话也并非一定用”了＂，如 (38) 可改说

”到“, (39) 可改说“着“, （ 40) 可改说“过“ 。 泉州话是

“能换则换＇＇ 。

由此可见，普通话的完成体”了 l" 在各种句子里分布相当

广泛，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个体范畴。 而在泉州话里常是“能

省则省“ “能换则换”或根本不用体标记，显然是后起的，发育

尚未成熟，尚未定型的范畴

2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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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进行体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之中 。 普通话或者在动词之

前加副词“在”或“正在”来表示，或者在动词之后加助词一轻

声的＂着“，有时也二者并用。 泉州话则在动词之前加“嘲＇，

la? 5 . "嗤“不单用，它和动词是粘着的，按照连读变调的规

则本来应该变调，因为连读在前时阴入调不变，所以仍读本调。

例如

( 41) 我嘲食，伊嘲洗手噢．（32)

( 42) 伊嘲吼，什么都唔食。 (33)

( 43) 我嘲走，唔则绘寒。 (34) 

( 44) 外面嘲落雨，着带雨伞． (35) 

( 45) 阿母仁门口嘲绽衫，阿姨仁灶＜脚＞嘲煮食。 (3 6) 

( 46) 我无嘲食，我嘲扫膺 (37) 

(4 7) 即久伊嘲创啥？ －－伊倒仁床嘲嘲看册噢． （ 38) （前

一个喘是方位词尾）．

由上列例句可以看出，泉州话的进行体不论带不带宾语，也

不论是否定式或疑问句，都十分一致地在动词之前加“嘲".

如果动词之前有状语，时间、地点状语总是置于“嘲“前，

状态状语则可在“嘲＂前，也可在“嘲”后，有时为了强调语

气，也可以状语前后重复出现 “嘲＇ 。例如

(4 8) 我暗哺仁树＜脚＞嘲合伊行棋。 （我傍晚在树下同他下

棋）

(4 9) 许款歹虫归世侬都嘲度侬咒忏． （那种坏蛋一辈子都在

让人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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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两（个）有厮合嘲拍算。 （两个正在共同商议着）

(51) 兄弟哥家已慢慢仔嘲作． （弟兄俩自己在慢慢地干）

(52) 唔通安呢嘲大声嘲哄喝我。 （别这样大声么喝我）

上述例句中，有些在普通话既不用“着“，也不用“在“,



如例 (48) 、 （ 49) 、 （ 52) 。然而在泉州话，各句之中至少要用一

处｀｀得。 可见，和进行体的标记不同泉州话＇嘲＂的分布

比普通话的＂着“更广。

普通话的“在“是从动词转化而来的副词，作为进行体的标

记恐怕比较免强。泉州话的＇噶”也是从动词“仁嘲＂简化转用

的． “在“单用作谓语，泉州话说芢嘲 tw22 la?0 ，其中的

＂嘻读轻声，和持续体的标记完全相同，意义上也很相近。有

时，进行体也可以在动词前加上“仁嘲＇，如说｀＇階里仁嘲开

会”屋里正在开会）．略去仁，留着本来就意义虚化的＂嘲",

显然更加虚化，结构上也失去独立性，成为粘着成分了，置于句

末时也读轻声。因此把它作为进行体的标记是合适的．

2.2 普通话用“着“表示进行的句子里有一些在泉州话也

用动词之后加轻声的＂嘲”来表示。包括“动＋着＋宾＋动”的

连谓句和“动＋着＂的重叠式。例如

(53) 队长车坐咧来喷 （队长骑着车来了）

( 54) 老侬牛牵咧过去晇． （老人牵着牛走了）

( 55) 讲嘲讲嘲煞困去。 （说着说着睡着了）

( 56) 用嘲用嘲用了去喷 （用着用着用完了）

泉州话表进行的这个嘲[ 1 a? 0] 和置于动词前的＂嘲',

（“仁嘲＂的简化）形式上是不同的，倒是和上文1. 2所说的完成

体的标记动＋嘲＋动完全相同但这是同形而不同构。 完成体的

“动勹勘”是后面动词的附加成分，它们之间是状中结构(“吃

了饭就走”)；进行体的“动＋嘲”和后续动词是并列关系，两

个动作是并行始终的（坐着车来了） 。 另外，前者的＂嘲＇＇可以替

换为＇＇了＂ （饭食了就行），后者则不能替换。和进行体的“动＋

嘲＇真正发生交叉的是持续体的“动＋嘲＇＇，请看下文。

3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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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普通话动词后面的＂着“，以往的语法学家或称进行

体，或称待续体，其实包含着进行和持续两种体。 进行是动作的

进行， 事态还在变动之中；待续是动作发生之后的状态的持续，

事态并未再发生变化。 在过程的时间轴上，它们所处的时段是不

同的，进行在前，持续在后。从形式上说，进行体可以在动词之

前换上或加上“在”或“正在“，持续体则不行。 ＂哭着呢”、

＂唱着歌”是进行体， ＂站着“、 “拿着伞”是持续体。可见进

行和持续在普通话是交叉使用着共同的体标记的两种体。 《现代

汉语入百词》已经注意到把“着“分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

的持续“两种不同的用法。在泉州话，进行体和持续体的区别更

加明显。 如上文所述，除了”提宾连动式”和“动叠式”外，进

行体在动词之前加“嘲＂，读本调；持续体则在动词之后加

｀＇嘻，读轻声[ la?O] ． 不带宾语时， ＂嘲”在句末 。 例

如：

( 57) 汝＜拿＞嘲 (4 5) 

( 58) 坐噶唔通＜站＞起来！ (46) 

( 59) 门开嘲，里面无侬。 (44) 

动词带着宾语时， ＂嘲＇放在宾语之后，也读轻声，不能放

在动宾之间。 例如

( 60) 伊手嘲捧＜一块＞茶杯嘲。 (39) （前一个嘲是方位词尾）

( 61) 伊颂＜一＞副新衫裤嘲。 (41) 

( 62) 我有带雨伞嘲，唔惊落雨。 (43) 

( 63) 因手牵手嘲＜一＞面行，＜一＞面唱 (53) 

动词之前如有时间状语，位置不变；若有地点状语，通常要

移到动词之后，作补语， ｀＇嘲＇放在补语之后，亦读轻声，也可

以重复地用在动词之后，读本调[ la? 5 ]。例如：

(64) 伊＜站＞芢盾檐下嘲 (4 0) 

I

'

，

唱
l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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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伊温嘲涂＜脚＞嘲，唔＜站＞起来。 (42) 

(66) 钱我头先仔【共伊】亢嘲箱底嘲。 （钱我刚才把它放在

) 箱底 ） （后一个嘲是方位词尾）

3.2 存现句也是一种持续体。泉州话和普通话一样，把施

事作为宾语，但体标记｀｀嘲“放在宾语之后，在句末．

(67) 车里坐两＜个＞外国侬嘲。 (54)

(68) 壁嘲挂＜一＞幅画嘲 (55) （头一个嘲是方位词尾）

(69) 石头嘲签字喘 (56) （头一个嘲是方位词尾）

(7 0) 门口＜站＞三＜个＞侬嘲 (57)

普通话有时把存现句的＂着“改说成“了＂，表示出现的新

情况 ． 这种句子泉州话｀＇嘲”还保留着， 后面另加相当于

”了 2" 的＂咭＇， ． 如上例 (68) 说成＂壁嘲挂＜－＞幅画嘲

喷＇，例 (70) 说成“门口＜站＞三＜个＞侬嘲咭＇＇．从这里也可以

论证， ＂墙上挂着一幅画”和“墙上挂了一幅画”确实是有别的

两种句型．

3. 3 一句之中如果有两个动词是并列关系，两个动作伴随

始终的，前一个动词若带着宾语则必须将宾语提到动词之前，在

动词之后加轻声的＂嘲＂，例如

( 71) 小明头＜低＞ [ tam 31 ]嘲唔说话。 (48) 

( 72) 因雨伞展[ thian55] 嘲仁街路嘲嘲行 。 (49) 

（第二个“嘲”是方位词尾，读轻声；末一个“嘲”是进行体标

记，读本调）

( 73) 头帽戴嘲＜找＞头帽。 (5 0) 

若两个动词是偏正关系，前一个动作说明后一个动作的状

态，则前一个动词后的＂嘲＇读本调。 例如：

(74) 伊爱＜站＞嘲食。 (51) 

(75) 伊＜靠＞［ the 33 ]嘲壁嘲烧薰 (52) （后一个嘲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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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词尾读轻声）

3.4 持续体的各种句型如果变换为否定式或疑问句，体标

记的用法不变，只举数例：

(7 6) 汝卜倒嘲唔？一－我唔倒嘲．（你要躺着吗一一我不躺

着）

(7 7) 汝有带雨伞嘲无？ －－我无带雨伞嘲． （你带着伞吗一

一我没带着伞）

(78) 伊＜站＞仁口面嘲是呢？一一伊无＜站＞口面嘲． （他在

外面站着吗一一他没在外面站着）

(79) 汝爱＜站＞嘲食呢？－－我无爱倚嘲食。 （你喜欢站着吃

吗一－我不爱站着吃）

4 经历

4.1 经历体在普通话的标记是动词之后的轻声”过“，在

泉州话是动词之后的＂着“ ． 若在句末，读为轻声[ t io? 0 ], 

在句中读为变调[ tio? 24 - 2 ] ． 在叙述句里，动词之前常常加

用副词有[ u22 ] 一一无[ bo 24 - 2 2 ] 或八[ pat 5] 一一唔八

[ m22 pats ]（曾一未曾）来表示对这种经历的肯定或否定；在

疑问句里则用它们的前后呼应来构成疑问式．例如：

(80) 伊去着野＜多＞所在， 就是无去着北京。 (58) 

(81) 龙眼我八食着，荔支我唔八食着。 （龙眼我吃过，荔支

我没有吃过）

(82) 因階汝有去着无？ （他家你到过吗）

(8 3) 即本册汝八看着呢？ （这本书你看过吗）

动词之后若有补语， ＂着“置于状态补语之后，数量补语之

前。 例如：

(8 4) 我往过八食伤饱着，野艰苦． （我以前曾经吃得太饱，

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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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伊落底就无说清楚着。（他从来就没说清楚过）

(86) 今年我孤单食着两过荔支呢。 （今年我只吃过两次荔

） 支）

(87) 伊有合汝说着两三过呼[ h'5 24 ]？（他同你说过两三回

吧）

动词之后带有宾语时， ＂着“可置于动词之后，宾语之前，

也可以置于宾语之后，还可以二者都用，以示强调。

(8 8) 伊往过有做着生理 I 伊往过有做生理着 I 伊往过有做

着生理着。 (60) 

(89) 我八食着即罗菜，无啥好食。 (62) 

(90) 我唔八看着许仙大佛着。 （我没有看过那尊大佛）

(91) 汝有教册着无？一一我无教册着。 （你教过书吗一—我

没有教过书）

( 92) 伊八做着生理着唔？一一伊唔八做着生理着。（他做过

生意投有一—他没有做过生意）

4. 2 泉州话的＂着“除作持续体标记之外，还用作动词的

补语，表示动作触及了目的物，经常也读轻声。因此有些句子就

有歧义。例如 “有拆着票无”可以是“买过票吗＂，也可以是

“买到票了吗”; "唔八据着贼”可以是“没抓过贼”也可以是

“未曾抓到过贼＂．不过作补语的否定式和作体标记的否定式

不同，一部分句子可以区别。有时为了区别歧义，持续体的

”着“可以省略。例如：

(93) 伊有来＜找＞，＜找＞无着。 （他来找过，没找着） （此句

中的＂着“读本调）

(94) 唔八据无着着。 （从没有抓不到过）（此句中前一个着读

本调，是补语；后一个着读轻声是体标记）

4.3 泉州话的经历体还有一种强调形式，在动词之后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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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过了“Ke31 -51 liau55 ．这种格式用得较少。 “过了“

后面不能再带宾补语，若有宾语必须提到句首。

(95) 即本册我野早就看过了咭。 （这本书我很早就看过了）

(96) 物件买过了，价钱现绘记得去。 （东西买过后，价钱就

忘了）

(97) 许领衫稳当是别侬颂过了＜的＞． （那件上衣一定是别人

穿过的）

(98) 伊行过了，我随时就来咭． （他走后我立刻就来了）

这种说法在宋代的《朱子语类》中也很常见。例如： “看过

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 （卷五），又， “每日读书

只是读过了便不知将此心去体会”. （同上）这种说法严格地说，

还是动词的补语，不能视为体标记，也可理解为形成体标记的前

奏阶段．

5 起始

5.1 起始体表示动作开始、事件发生． 在普通话常用轻声

的”起来”置于动词之后来表示，有时把动词置于“起“

”来”之间。泉州话最常见的表示法是＂嘲＋动词＋咭＂．嘲

la? 5 是进行体的标记，咭 l评是表示出现新情况的，已然体的

标记（下详） ，二者在动词前后呼应，缺一不可。从语义上说，出

现了正在进行的动作，正好是动作的起始。例如：

(99) 嘲落雨喷衫裤赶紧收入来。（下起雨来了，快把衣服

收进来）

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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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因嘲厮拍喷汝去牵【一下】．（65)

(101) 侬客天未＜到＞，因煞嘲＜饮＞烧酒喷 (66) 

(102) 汝呐煞嘲做生理咭啊？ (67) 

(103) 团仔嘲吼喷去抱【一下）．（孩子哭起来了，去抱



5.2 若是形容词作谓语时，其起始体在形容词之后加轻声

的来[ lai o ]，例如

> (104) 天时秋清来喷衫着加颂＜一＞领。 (64}

(105) 雨大来喷去歇【一下】．（雨下大了，去躲躲）

(106) 天天未光来呢，加困<->久仔 。 （天还没有亮起来

呢，多睡一会儿）

(107) 因两＜个＞路尾有阁再好来无？ （他俩后来有没有再好

起来）

有时＂嘲..…咭”可以和”来”叠用。例如

(108) 荔支嘲大粒来喷 （荔支大起来了）

5. 3 在连动句里，前一个动词之后加“着“ [ tio? 24 ] 

或了 I liau55 ]（均读本调），也可以表示动作的起始。 例如：

( 109) 想着就绘困得． （想起来就睡不着）

1 110) 说着话面现红． （一说起话来脸就红）

( 111) 电视看着唔知煞． （电视看起来就放不下）

( 112) 气【 一下】着大面红忽忽． （ 一气起来就把脸胀得通

红）

5. 4 在复句里，前一个分句的动词之前加＜一＞ [ tsit 27 -

2 ]或【 一下】 [ tse31-2 2 ] ，也可以表示动作的起始。 例

如

(113) 锣鼓<->弹，大侬田仔执执来。 （锣鼓一响，大人小

孩全追过来了）

(114) 天【一下】乌，雨就＜到＞． （天一黑，雨就到）

(115) 大侬【一下】无｛匀晋，图仔就冤家 。 （大人一不在

家，小孩儿就吵架）

(116} 【一下】说着伊，伊就受气。（一说到他，他就生气）

6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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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表示动作状态的继续，普通话在动词之后加轻声的

“下去”，泉州话则加轻声、合音的“落去” [ lo i 0] 有时也

省略为轻声的＂去＂。例如

(117) 度伊讲【落去］，唔通插＜嘴＞． ( 68) 

(118) 逐（个）拥护汝，队长汝着阁做【落去】． （大家拥护

你，队长你要再当下去）

(119) ＜-＞日＜一＞日 一直＜瘦＞去， 卜怎样？ （一天天直瘦下

去，怎么办）

(120) 阁听【落去］淡薄久，就知伊卜说啥． （再听下去一

会儿，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1 已然

7.1 已然体指的是普通话里表示“出现新情况＂的

”了2"' 实际上是对全句所表述的事件的确认。在泉州话，相

当千”了2" 的体标记是句末的飞芳” [ lo O ]，和普通话一样

读为轻声。 例如

(7 5) 

( 121) 阮田已经考入大学喷 (72) 

(122) 伊去＜一＞个外月喷天未倒来。 (73) 

(123) 冬节过， 日时慢仔变长去喷，眼时慢仔变短去喷

(124) 明旦即时伊就＜到＞北京喷 (7 6) 

(125) 钱拢总＜拿＞出来喷孤即点仔呢。 (78) 

(126) 伊来扣门＜的＞时竣我已经困去哮． (79) 

(127) 天有淡薄钱，我唔度汝喷 (8 0) 

(128) 册我昨日还汝喷有无？ （书我昨天还给你了，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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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汝困去三点钟喷 （你睡了三个钟头了）

(130) 伊留级着两过咭． （他留级过两次了）



以上例句中，有些句子在普通话并用了1、了2, 如（ 121 、

122 、 124 、 125) ，这些句子的”了 1" 在泉州话是不必说的

} （见上文1 、 3) ． 如果需要有 ＂ 了 1"（即完成体标记），不论是否

在句末，都可以照用，例如 (129) 、（ 123) 、 （ 126) 各句．可

见，泉州话没有像普通话那样，把了1并人了2.

7.2 在疑问句和否定式泉州话的飞旷复盖面小得多。

一般的疑问句不用已然体标记｀｀咭＂。例如：

(131) 昨暗城里落雨无？ （昨晚城里下雨了吗）

(132) 您小弟倒去未？ （你弟弟回去了没有）

(133) 伊册有＜拿＞度汝阿无？ （他把书拿给你了吗）

(134) 汝学会晓得绘？（你学会了吗）

只有在“核对式”的问句，已经有了结论，在句末用肯定与

否定的疑问词构成问句时才能出现“喷＇ 。 例如：

( 135) 您小弟倒去晇是呢？ （你弟弟回家了吗）

( 136) 汝唔去读册咭呐？ （你不去上学了是吗）

( 137) 我共汝说着咭有无？ （我同你说过了有没有）

至于否定式未然的否定和“已然“语义上相矛盾，不能共

现于一个句子，只有“不意、不必、，未能”的否定句可以加

＂睹＂ 。 例如：

(138) 会天阁开未煞呢！ （会还没有开完呢）

(139) 伊都唔免阁来共汝说咭啊！ （他不必再来同你说了吧）

(14 0) 逐＜个＞侬都无通得着奖金咭． （大家都得不到奖金

了）

(141) 伤晏报名＜的＞绘做得去咭． （太迟报名的不可以去

了）

7.3 置于句末的已然体标记从结构上说和语气词是一样

的，它是整个谓语的直接成分，而不是动词的直接成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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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泉州话的连读变调情况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明． ＂哮“读轻

声，轻声前的音节必定是本调，本调前的变调音节和本调及本调

后的轻声组成一个连调单位。一个连调单位也是一个意义单位，

在结沟上也是一个句子成分．这是闽南话变调的共同规律。 以上

带｀＇捞＂的例句都是这种情形，拿 (141) 说， 飞会做得“读变

调， “去“读本调， ＂喷＇读轻声，合起来是一个声调单位，构

成全句的谓语。由此可见，巳然体所说明的是整个谓语”事件”

的已然，而不仅是动作或行为的已然。

然而作为体的标记，它又和语气词有明显的差异。 就意义

说，它不仅表示某种语气，而是说明了事件出现了”已然”的变

化。 “我唔去”说的是态度， “我唔去哮”说的是已然的事实，

这是和事件的进程相关的一种变化了的状态。就形式上说，

＂咭”之后还可以再加上语气词，例如：

( 142) 伊去＜一＞个外月咭哪？（他去了一个多月了吗）

( 143) 明旦即久伊就＜到＞北京咭 ho 2 4 ?（明天这时他就到

了北京了吧）

(144) 天有淡薄钱我唔度汝咭 l i a O !（还有一点钱我就是不

给你了嘛）

(145) 钱拢总＜拿＞出来咭 ne31 !（钱都拿出来了呀）

问此可见，已然体的标记和语气词确实还是不同的．不必认

为＂了2" 是拿语气词来做体的标记。

8 貌

8.1 短时

短时貌表示动作经历的时间短暂．因为它反映的不是事件进

程中某一时点或时段的特征，也不是动作、事件所实际经历的绝

对时值，常常反映着动作主体的感受，因此不列为体而列为貌，

把它理解为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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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短时貌常见的形式是动词的重叠式。若是单音动词

也可以在两个重叠音节之间加“一”．有时也在动词之后加轻声

的“一下”作为标记。泉州话的短时貌只能在动词之后加轻声合

音的 1 一下】 tse 0 。例如

(146) 逐＜个＞歇困 （ 一下】则阁作。 (82) 

( 147) 我去【一下】就来．

( 148) 商量【一下】则说恰绘＜错＞． （商量一下再说免得说

错）

(149) 清采糊 【 一下】唔免伤认真． （随便糊一下，不必太

认真）

动词之后带有宾语， 【一下】可在宾语前，也可在宾语后，

置于宾语前常在句末加用轻声的飞扩；带有补语时只能置于补

语之后。例如：

(150) 汝若使问伊 ［一下】就知。 （你只要问问他就知道了）

(151) 汝坐嘲，我入去换 【一下】衫嘲 (83) 

(152) 礼拜日站階里看 【 一下】电视嘲，无出门． (84) 

(153) 汝着去探因老母 【 一下 】 ． （你要去拜访拜访他的母

亲）

(154) 汝着合伊讲清楚 【 一下】． （你要同他说说清楚）

( 155) 加曝恰＜干＞ （ 一下】，恰绘歹。 （多晒晒，更干些才

不会坏）

否定式和疑问句也有短时貌。例如

(156) 汝卜看 【 一下】呢？ （你看一看吗）

(157) 伊有问汝 【 一下】无？ （他问问你了吗）

(158) 无想【一下】估绘着。 （没想一想猜不出）

8.2 尝试

尝试貌表示动作行为的非正式性质和未定着状态。既是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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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就未必十分周全，往往是短时进行的，因此尝试和短时常有

关系而出现交叉． 普通话“我说说“可以是短时的(...... 一会儿

就走），也可以是尝试的(...．．．不知道对不对） ． 不过普通话的尝

试貌还有个专用的标记一一“看”，置于动词之后，读轻声。 泉

州话的短时貌标记【 一下）有时也用来表示尝试， “我看【 一

下】，看着呢＂ （我看看看对不对）就有明显的尝试意味． 同样

的，泉州话也有专用于尝试的标记一—迈 bai 31, 读为本调有

学者曾误为轻声．口语中， ＂迈”之前可连用“看（一下）”

khua 3 1 - s s t s e 3 1 - 2 2 , ＂迈”之后可连用“嘲＇ le 0 。 例如

(159) 有什么好办法，我则阁想看迈嘲 (85) 

(160) 汝估迈这是什么． （ 86)

(161) 手指度我带【一下）迈嘲． （戒指让我戴戴看）

(162) 无问迈嘲哪会知！ （不问问看怎能知道）

(163) 食＜一＞丝仔迈现知啥味素。 （吃一点看就知道什么味

道）

(164) 汝则合伊参详【一下】看迈嘲． （你才同他商量一下

看）

｀迈“本是动词，意为＂探访". "迈病侬”是探望病人，

＂迈风水”是勘察坟地， ＂迈脉”是诊脉． ＂嘲”和上文所说的

持续体标记音同义近。 “我食【一下）看迈嘲”就是我吃一下试

着看看这几个相连的语素显然都已虚化， “我试试看”也可以

说“我试【一下）看迈嘲＂．四个语素中，迈最重要，承担着最

明朗的尝试义，必不可少，其余都可有可无，语序也很灵活。 因

此这类句子同义句型最为多样。 “我吃吃看”可以说： “我食

迈，我食看迈，我食【一下）看迈，我食看【 一下）迈，我食

【 一下］迈＂，各句再加上“嘲＂，句型又多了一倍．

动词之后带有宾语，表尝试的诸语素都必须置于宾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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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宾语提到动词之前。例如

(165) 无汝则去问伊【一下】迈嘲． （要不你就去问问他看）

(166) 即碗菜汝来食看【一下】迈嘲． （你来尝尝这碗菜）

8.3 反复

反复貌是泉州话的一种很有特色的貌范畴。 它用动词的重叠

式来表示动作是多次发生、反复进行的． 单独用作谓语时其格式

是“动词＋动词＋嘲[ la ] ",若是单音动词，前音节变调，

后音节读本调，嘲读轻声；若是双音动词，采取ABAB 式重叠，嘲

读轻声，前一音节读本调，其余音节变调，若重叠式动词作另一

个动词的状语，则｀＇嘲“读本调，其余音节读变调。 例如：

( 167) 糜＜凉＞去咭，赶紧大＜嘴＞食食嘲． （粥凉了，赶紧大

口大日地吃下去）

( 168) 门户关关嘲，里面敢是无侬仁嘲． （门窗都关着，里

面可能没有人）

(169) 度我慢慢仔看看喘 （让我慢慢端详端详）

(170) 汝着加合伊商量商量嘲则决定。 （你要多同他商量商

量才作决定）

(171) 收拾收拾嘲就行． （拾报拾擞就走） （此句｀｀嘲＇＇表完

成， 读轻声）

(172) 野＜多＞侬＜站＞＜站＞嘲看。 （好多人都站着看） （此句

＂嘲表待续，读变调）

如有必要，可以将两个动词连着重叠， ＂嘲”可以只加一

次，也可以加两次。例如：

(173) 有闲着来坐坐讲讲嘲．（有空要坐一坐，读一读）

(174) 无事际＜－＞世界行行嘲，看看嘲。 （没有就到处走走

看看）

若是动词之后带有宾语或补语，则只需将动词重叠，不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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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 , 例如：

完吗）

(175) 买买＜那么多＞册，看会了绘？ （买了那么多书，看得

(176) 家私头唔通搬搬度侬。 （工具不要都搬去送人）

(177) 煮无＜多＞，着食食伊了。 （煮得不多，要吃完它）

(178) 参详参详伊好势则说出去。 （商议好了才说出去）

这种含有反复貌谓语的句子，如果动作的主体和客体是单一

的个体，其动作、行为一定有时间的延续，是多次进行的 ． 如例

(167) ，大口吃的饭一定不止一 口，如果只有一 口，就要说：

“孤<->＜嘴＞呢，赶紧食落去”（只有一口，快吃下去），而不

能用重叠式。例 (168) 门或窗如果只有一处，也不能用重叠式．

如果动作的主体和客体是复数的群体，重叠式所表示的动作行为

一定是涉及各个个体的，因而也是多起进行的．如例 (172) ，站

着的主体是“很多人＂，例 (175) 买的客体是“那么多书”，如

果站着的只有一个人，买的书只是一本，也是不能使月重叠式

的 ． 前一种情况是同一个主体重复进行着同一种动作，这是时间

的延续造成的反复；后一种情形是多个主体重复进行着同样的动

作，这不但有时间的延续，还有空间的延伸。由此可见闽南话的

反复貌概括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反复．

对于闽南话动词重叠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有的学者曾认为

不带补语的“动＋动＋嘲”是表｀＇短时＇，带上补语则是表“快

速＂ ． 至少，这在泉州话是说不通的，不论是“看看噶”或是

“卖卖出去”都既可以用“赶紧”来修饰，也可以用“慢慢仔”

来形容． “看嘲就知”是可能只看一次， “看看嘲就知” 一定要

看多次； “卖出去喷＇可能只卖出一件， ＂卖卖出去咭＂ 一定是

卖出多件． 可见动词重叠式说明的不是时间的短长快慢，而是一

次性或多次性。也有的学者把这种重叠式概括为表示动作触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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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悉数” “周遍＂的，这只能说明多主体、多客体的情况下

的动作的“空间扩展”，例如“册破破去”（书都破了） ＂衫收收

入来＇＇（衣服都给收进来），而同一主体的时间的延伸、次数的增

加，如“看看嘲就知”（反复看了就知道）就未能概括在内了 ． 可

见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准确地揭示闽南话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

义。

8.4 随意

泉州话的随意貌同普通话一样没有统一明确的标记，是用副

词来表示的看来并没有形成语法范畴。 例如：

(17 9) 伊＜凉＞采食两＜嘴＞就出去喷 (9 0) 

(180) 我随便掀儿页就将册还伊咭．（ 91)

(181) 绘做得滥 sam55 说侬得． （不能乱说人家）

(182) 拢叫伊＜一＞声就好。 （随便喊他一声就好）

8.5 遭受

泉州方言还有一种特殊而常见的动词的貌，用“动词＋掷

嗦“I an 55 s a炉的形式表示事件是令人不快而又无可奈何的遭

遇。 ＂掷嗦＇＇原是一个动补式的动词意为＂扔掉＇＇，掷原音 t

an 31 ，作为体貌标记后弱化为 lan 31, 在口语中还经常省略，只

用“动词＋嗦＇＇ 。 例如：

(183) ＜那个＞歹虫死掷嗦去喷 （那个坏蛋死掉了）

(184) 红相亢伤久，烂嗦了去咭。 （桔子蔽得太久，全烂光

了）

( 185) 大水【一下】淹，曆仔倒倒掷嗦去。 （大水一淹，小

房子全倒塌了）

(186) 昨眼有输嗦几千雏无？ （昨晚有没有输几千元）

上列例句的遭遇是一种受动的结果，泉州话的“动词＋嗦＇，

可可以引伸为使动，即用于因为某种厌恶，无奈而加于处置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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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例如：

( 187) 米里的沙裨着＜捡＞嗦去！ （米里的沙子和裨子要捡

掉）

(188) 字纸绘做得贡嗦嘲涂＜脚＞嘲 ． （废纸不可以扔到地

上）

（句中前一个嘲是介词“在“，后一个嘲是方位词尾）

(189) 爱困作无息，无来去困嗦． （困了做不了事，要不就

去睡了）

(190) 伊＜的＞百万家财度田孙毁毁掷嗦去咭．（他的百万家

产全被儿孙给毁光了）

遭受和处置既然都是不合意想、无可奈何的，和这种体貌标

记相配合的动词就有一定限制。例如死可说死嗦，活就不能加

嗦，房子倒塌可说倒嗦，房子盖起来了也无从加嗦当然有些中

性动词也是可以加嗦的，例如， “大粒拣来食，细粒贡掷嗦',

（大的拣来吃，小的扔掉） ．

看来，北方方言原本是没有遭受貌的说法的． 在南方诸方言

则较为常见。 和闽南话的嗦相近的，吴语有“脱＇＇，赣语有＂刮

搭",客家有＂撇＂ 。 南方人说普通话时，通常把这种成分对应

成“掉＇ ． 数十年来， 南方人说惯了的＂倒掉、死掉、消灭掉、

忘记掉、跑掉、扔掉、破产掉＂慢慢地有些也进入了普通话，进

入书面语乃至政治口号了 ． 《现代汉语八百词》 “掉”作为“动

结式”的动词后附成分分为＂去除“和“离开”已经列举了不少

例子，把它作为规范形式了．但是在地道的北京人、北方人的语

感中， ＂掉＇＇总是含着“自上往下落”的基本意义，他们的口语

只说“坏了，走了、胡涂了＂，若说“坏掉、走掉、胡涂掉”还

是觉得刺耳。 这也是普通话在方言的包围之下作为让步，悄悄接

受某些方言成分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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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余论

9.1 本文所列泉州方言的各项体（貌），只有“随意”一项

不能立为体（貌）范畴。泉州话表示动作行为的随意性只能用副词

来修饰，而且不是专用的一个副词，这显然不能认为是体标志。

其他各项体（貌）标记大体上都有如下四个共同特点：

(1) 从意义上说都是虚化的，表示着一定体（貌）的抽象意

义，尽管这些标记大都来自动词或数量词，意义上都有明显的引

伸和转移，例如“起来”表”起始”, “去”表”完成“，其意

义都是从空间转移为时间。 由于这些体貌标记都有稳定、明确的

抽象煮义，在动词谓语句里都有一定覆盖面，都有一批动词可以

类推。

(2) 从结构关系说，这些体标记都不能单说，性质上是粘着

的，只能作为动词或谓语附加成分而存在。其在句中的位置大体

上是稳定的不能随意变动。

( 3) 从功能上说是专用的。一种标记出现在句中的某个位置

大多只能表示一种体（貌），只有连动句的前一谓语提宾后加

＂嘲＂既可表持续，也可表进行。同一个标记兼用于不同的范

畴，通常有不同的位置。

( 4) 从语音形式说，大多数体（貌）标记都读轻声， 如果是双

音节语素则往往合为一个音节并读为轻声。只有＂迈”和＂嗦＂

不读轻声，这两个语素的重读形式并不能单用，这也许就是它们

不读轻声的原因。语音上的合音和轻声正是意义虚化的表现形

式。

9. 2 泉州话的体（貌）标志对于体（貌）范畴来说并不具备

严格的规定性。 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标记对于该范畴来说未必是

不可缺少的手段，例如“完成体”有时就可以不用“去”

＂嘲',而采用所谓的“基本式” 。 汉语的语法关系，只要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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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语义自明，并不一定要借助严格的语法标记来表示，例如复句

的各分句之间就可以不用关联词语，直接由分句“意合”，这是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的表现。

体（貌）标记的非规定性还表现在有些标记的多义性和同一

个标记在不同范畴的交叉使用。例如“动词＋嘲”可以用于完成

体（糜食嘲则去），也可以用于进行体（车坐嘲来晇），还可以用于

待续体（头帽戴嘲＜找＞头帽），这是同一标记在不同句子中表示多

种语法意义的“多义性”。同一种经历体可在动词之后加“着“

也可以加“过了＂ （去着咭～去过了咭），这是不同标记的同义

性．同是【一下），置于动词之前表”起始”，用于动词之后表

“短时＇，这是不同范畴之间的交叉

9.3 有些体标记的意义，除了表示动作或事件在一定时间

进程中的状态之外，还包含着一定的附加意义。例如完成体的

“去”就含有不期然而然，不合意想的情味。这类体标记的分布

就不可能是周遍的，对千动词有一定的选择性。遭遇貌的＂嗦"

情况与此类似．这也是体（貌）标记对范畴的覆盖不周全的原因之

9.4 和普通话相比，泉州话的体貌标记在句中的位置更为

灵活多样．普通话的体标记总是紧跟在动词之后，泉州话的体标

记有时可置于宾语、补语之后，有时是在前在后均无不可或兼而

用之。例如：有去着北京～有去北京着～有去着北京着；拍去

＜一块＞碗～拍破＜一块＞碗去～拍破去＜一块＞碗去．这是泉州话

体范畴和体标记的一大特点．我们研究方言语法，必须从方言事

实出发去总结出其中的规律，而不能用某种已有的结论去分析新

的事实，如果说上面例句中“北京”之后的＂着“不能视为体标

记，体标记只能在宾语之前，这就是方法论上的错误了．

9.5 泉州话的体（貌）标记还有另一个特点是经常叠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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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上不抵触，几个不同语法意的体标记如果表达上需要，可

以连着叠用。 例如“鱼度猫食食去咭＇＇（鱼都叫猫给吃了）食食是

反复貌，去是完成体，喷是已然体。 ＂挂嘲看【一下】迈嘲"

（挂着看）嘲是持续体， 一下是短时貌，迈是尝试貌． “我有拿嘲

【 一下】着“（我曾经拿着一会儿），嘲是持续体， 【 一下】是短

时貌，着是经历体。

9.6 泉州话在闽南话中有较大代表性，在闽南本土各地的

闽南话也比较相近，然而在语法上，在体貌标记上也有不少差

异。 如所巳知，台湾闽南话已然体通常用啊 a o 置于句末，经历

体在动词之后加“过“，例如”即本册我看过啊＂ （这本书我读

) 过了 ）． 方言之间不仅有语法差异，面且相互之间并不容易影

响，甚至共同语的成分也不容易接受。 泉州是普通话早已普及的

地区，普通话极为常用的体标记如“着、了、过”等至今还是不

可能套用到方言中来。方言语法上的差异及其保守性告诉我们，

研究方言语法是十分必要的．

10 体形式表

根据以上叙述，将泉州方言各种体（貌）的表现形式列表说

明如下：

形 式 意 义 说 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动词＋ （宾语、状态补语） 完成 不少句子“去”

＋去＋（时最补语） （含遭受义） 可省

动词＋去＋宾语＋ （去） 同上 疑问句多不用

“去”

（宾语） ＋动词＋ （宾语） 完成 动词前的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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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了） ＋动词

（时地状语） ＋嘲＋动词 进行

+ （宾语）

嘲＋（状态状语） ＋（嘲） 同上

＋动词

宾语＋动词＋嘲＋动词 同上

动词＋（宾补语） ＋嘲 持续

动词＋嘲＋补语＋ （嘲） 同上

宾语＋动词＋嘲＋动词 同上

（有、八） ＋动词＋ （宾 经历

语、状态补语） ＋着）

+ （时量补语

（有、八） ＋动词＋着

＋宾语＋（着）

（宾语） ＋动词＋过了

同上

同上（强调）

嘲＋动词＋ （宾语） ＋咭 起始

形容词＋来＋（咭） 同上

动词＋着（了） ＋动词 同上

【 一下） ＋动＋分句 同上

动词＋ （落去） （去） 继续

动词＋ （宾补语） ＋咭 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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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宾补语） + 短时

【 一下 】

动词＋【一下】＋ （宾语） 同上

＋嘲

动词＋（宾语） + （看） 尝试

（【一下】） ＋迈＋（嘲）

动词重叠（丛、应应） 反复

＋嘲

动词重叠（从、应心） 同上

＋宾补语

副词＋动词

动词＋掷嗦＋ （宾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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