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温州方言的体和貌

上海师范大学 潘悟云

o . 引言。

0.1 温州虚词特殊的连调行为.

本文的所谓中性化调在其他汉语方言著作中通常叫轻声

调，因为它的本质是原来调类区别的消失，而不是声音的轻

重，所以本文把它叫作中性化连词，以与一般连调相对待.

温州的中性化调有零调和弱调两种.

零调有前附调和后附调两种.

前附( proclitic )只读前附调，调值是 1- ;后附

( encl i t ic )的声调中性化以后其调值为前字调值的延伸，属于

Sherad (1980) 所说的 right spreading 一类的连调.

一个句子按不同的表达方式可划分为不同的语音短语，一个

语音短语中只有一个语音词读一般连词，我们把它叫作连调核，

其余的语音词都中性化作弱调，调值为1.

有些语素因为连调行为不一样会有不同的语法意义，本文在

语素的右边加" s 、 w、。"分别表示一般连调(即充当连调

核) ，弱调和零调.如"罢"充当连调核，强读，表示事件的实

现，本文记作"罢sn; "罢"读后附调，表示出现新情况，本

文记作"罢。".

0.2 为了增加可读性，本文的方言词尽量用普通话加尖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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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代表，它们对应的方言词如下:

<这>: ke 7 ，弱化为 ki7.

<的>: kai 5 ，弱化为 ke 0 , k i 0 , g i 0 ，且i 0 ，读后附

调.

〈那>: he3 ，弱化为 hi3 ，本字为"许".

〈什么>: ga 2 旧 0 ，音变作 ge O 旧 2 ， aO n.i 2 ，省为旧 2.

本字为"何样".

〈不要>: fai 1 ，为"不>> fu 3 与"爱>> e5 (< ai )的合

音词，温州"要"说"爱".

〈没有>: nau 3 ，为"无有"二字合音: Q. + j au ( < rp + 

j au ) • 

〈看>tsr 1 5 ，本字为"觑".

〈给>戈: kraμ5 ，弱化为 ha川o ，本字为"丐

〈φ立站占~>: geν4 ， 本字为 "f饱自" • 
〈都>: 07 ，本字不明.

〈他>戈:gUi31\，本字为"渠

〈他们> gi 2叫leμO ，本字为"渠来"， "来"为复数标志.

〈人>，本字为"侬"naq31.

0.3. 与时间有关的语义分析.

在目前的汉语研究中，特别是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关于时间

范畴的一些概念各人的认识并不一样.所以对温州话作详细的讨

论以前，有必要先以普通话作例子，对一些概念作一明确的定

义.

0.3.1. 情状( situation ). 

0.3.1.1 动词或以动词为中心的短语在语义上与一个事件(

event )相对应，在时间轴上展现为一个过程.它们在时间轴上

按以下三种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情状(陈平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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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静态] ( static ) 

[土持续] ( dura tive ) 

[士有界] ( tel ic ，陈平译作完成)

倩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既与动词有关(马庆株1981) , 

也与句子的其他成分有关(陈平1988) .当句子以动词为中心展

开的时候，情状就从动词的情状扩展为动词短语的情状，乃至整

个句子的情状.

我们先以词为例子讨论情状的最基本定义。

以上三个特征，共有八种组合方式，其中有四种是不可能有

的.

静态动词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无界动词

有界动词

瞬界动词

(不可能)

静态

+ 

+ 

+ 

+ 

持续 有界

+ + 

+ 

+ 

+ + 

+ 

对动词的情状按这三个特征的分类是有序的划分。首先是按"静

态"特征把动词分为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两大类。静态动词只表

示状态，其中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状态是无须外力就能持续

下去的，如"他姓陈"、 "一加二等于三"，因此这类动词就没

有一个起始点与终结点，于是也就不能与任何体助词结合。另一

类状态必须由外来力量造成，因此外力发生作用的时候，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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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状态形成的起始点，所以这类动词可以与已然体的动词

结合，表示进入到这种状态.下面，我们在讨论持续体的时候，

就只讨论这一类的静态动词.

所有的动态动词都有事件的内部结构，也都有体的表现.动

态动词按"持续"特征又分为动作动词和瞬间动词两大类，动作

动词又按有没有内部终结点分为有界( telic )动词与无界

( alelic )动词。

请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有没有内部终结点，是指动词或动

词短语不带任何与时量限定有关的短语而言的，如果带上与时量

限定有关的短语，即使静态动词也都变成有起始点与终结点了.

如"从出嫁那天开始，她就姓陈了"， "对这件事我只相信了三

个月".所以，动词的情状虽然对后接时量宾语的语义产生影响

(马庆株 1981) ，但是作动词情状分类的时候，是必须撇开时量

短语的. 如"我吃了饭与他一道去"与"我推了车与他一道去"

两个句子，在没有时量短语语参加的情况下，前一句"吃"的动

作已经完成，但是后一句的"推"还没有结束，原因就是"吃"

为有界动词， "推"为无界动词.

0.3.1.2 动词后头带上补语，表示动作发生以后， 向一个

状态转变，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限定。这种动词短语所对应的事

件的情状特征由两个语义复合而成，如"走进"包含"走"和

"进"两个语义.其他动态动词在时间结构上虽是非匀质的，但

是在一个事件内部是匀质的， "他走了两个小时"，在事件所进

行的两个小时内， "走"的动作是匀质的。但是"他走进办公

室"，从"走"到"进"是一个非匀质的过程。因为是一个过

程，所以有进行状态，如"他们间的距离正在拉大

中甚至可以用"着"来表示这种过程，如"走着迸

大"、 "压着扁".但是这种持续与其他动态动词所反映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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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显然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过程，也时候还等同于

瞬间情状。最重要的是，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会有专门的体标志来

表示这种动词短语所表示的情状.所以这种情状应该专列一类，

笔者采用陈平 (1988) 的术语"复变"来表示这种情状.

0.3.1.3 动作发生以后，会产生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后

续状态.如"他进了城"这个短语所对应的事件发生以后，隐含

着的后续状态是"他在城里

个形式式，静态动词就是动态动词发生以后产生的状态.如同一个

"坐"实际上代表两个词. "坐下来"的"坐"是动态动词，表

示从站立状态到臀部接触坐具的动态过程; "他坐着"的"坐"

是一个静态动词，只是动态动词"坐"完成以后的后续状态.汉

语的体不仅与事件内部有关，而且还与后续状态有关.与后续状

态相关的只有"持续"一个特征:后续状态持续到参考时间，或

者后续状态与参考时间之间的中断。

0.3.2 时与体:

0.3.2.1 在讨论温州方言的体与时以前，我们必须对它们

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一个事件总是有它的发生和结束，有些动作还有一个持续的

过程这些都属于事件的内部结构.但是当我们只考虑一个事件

发生在某个参考时间或者另一个事件的前或后的时候，我们并不

关心这个事件正处于内部结构的哪一个阶段，而只是把这个事件

作为时间轴上的一个点来对待，考虑它与参考时间或其他事件的

先后关系.这种时间关系都属于语义上的时范畴.语义时的范畴

在句法上的实现，就是句法上的时范畴.按事件与参考时间的关

系，分有先时、同时、后时三个语义。参考时间如果就是说话的

时间，就成了过去、现在、将来。

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事件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它在时间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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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开有起始、持续、终结三个阶段.凡是与这三个阶段相涉的

时间概念，都属于语义上的体范畴。

动作发生以后会产生一种后续状态，动作的完成或实现就是

后续状态的起始.从后续状态的起始到参考时间，也构成一个内

部过程.在汉语中，与这个过程相涉的时间概念也都属于体的范

畴。

语义的体范畴在句法上的实现就是句法的体.

与时间有关的还有时间的长短、速度的快慢，等等，这些概

念都与时间的持续概念相联系，因而可以把它们归为体的下位范

畴。不过它们又都与动词的另一个范畴"量"相联系，所以本文

暂且把它们放在"貌"的范畴讨论.

0.3.2.2 一般都认为汉语没有时的范畴，但是按上面对时

的定义，汉语实际上是应该有时的范畴的，只不过时的语义经常

蕴含在体的语义中而已.如完成体就蕴含着先时，在某个参考时

间已经完成的事件， 自然发生在参考时间以前. "他吃了走"中

的"了"既表示动作"吃"的终结阶段的实现，又表示"吃"的

事件发生在"走"的事件之前。前一种语义与体有关，后一意

义，只表示两个事件点之间的先后关系，与事件的内部无关.所

以后一种意义应该属于时的范畴.

上文所说的表性状、关系的静态事件没有起始与终结，自然

不符合我们这里的体的定义.但是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无数个事件

点的集合，均匀地分布在时间轴上. "他姓李"，意味着他昨天

姓李，今天姓李，明天也姓李，在时间轴上的每一个时点他都姓

李。本文把它处理作作一种特殊的时，叫作泛时.

在普通话中， "他走了"中的"了"是一个语气词，表示说

话者的一种主观看法，认为所陈述的事件是一件新的或异乎寻常

的事件，需要告诉对方。这个句子会传递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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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原来在这儿，现在他走了，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 一种是

"他原来没有走的迹象，现在就要走了，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

可见把"了"除去以后的零形式"他走"可能是过去(先时)的，

也可能是将来(后时)的. 有时候也可表示现在(同时) ，如"他吃

了"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有如下的意思. "他一直不肯吃饭，经

过再三劝说，他现在在吃饭了".可见，普通话中的零形式的时

意义是待选的.但是在温州方言中，也有个语气词"罢。"，表

示发生了新的情况和变化，很像普通话中的"了2 " ，既表示已

经发生的变化，也表示将要发生的变化. 但是前头如果是零形式

则只能是表示将来的变化，试比较:

(1) <他>走罢O. (他将走了)

(2) <他>走交罢O. (他已经走了)

同是一个"罢。"，前者出现在将来时的句子中，后者则出现在

过去时的句子中，可见"罢。"本身与时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关

系 . 后一个句子所以表示过去，是因为带上了完成体助词

"交

个句子的"罢O俨"既然与时的语义无关，说明将来时的语义是由

零形式"<他>走"负担的.这方面的例子可参看~ 7.2有关"罢。

"的讨论. 也就是说， "罢。"前的零形式表示后时(将来)的语

义.

温州还有一个时的标记"道"，它是一个副词，只能加在动

词后面，表示动作在参照时间以后即刻发生.

(3) <他>马上走道(他马上就走) . 参照时间为说话的时间.

( 4) <他>电报接 la 到就赶去道(他一接到电报就赶去) 0 参

照时间为接到电报的时间。

不过即时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只要说话人认为是短暂

的，三年五年以后也算是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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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五年过就走道.

"道"前的时间词只是事件发生时间，而不是参照时间，所

以， "道"前如果加一个表过去的时间用语就说不通了，试比

较:

( 6) 我明朝走道. 告我昨夜走道.

以上的参照时间都是说话时间，句中的时间词为事件发生时间，

后一句的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与"道"的语义不合，所以不

合法. 但是如果加了时间副词"就"可以把时间词变成参照时间

词:

( 7 )早晓得能样子，我昨夜就走道罢O. (早知道这样，昨

天我就走了) ，句中"昨夜"成为参照时间，事件"走道"发生

于"昨夜"以后，就不矛盾了.

"道"的体意义决定它只能与"罢。"叠加.

0.3.2.3 汉语各方言中与时间有关的虚词，大体上都从实

词虚他而来.各词的虚化程度不尽一样，在各方言中的表现也不

太一佯.就是虚化得比较彻底的词，也往往还有原来语义的残

留，影响到它们在句子中的句法表现.所以， 一个虚词的语义成

分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体、时以及其他语义的综合.其中的一

些语义如果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表现出来，我们认为是可选

的，就外加方括号标志。

0.3.2.4 凡是不能放在时、体范畴，但是也与动词发生关

系的虚词，我们暂且放入"貌"的范畴.

1. 完成体.

完成体的语义:动态+终结+先时，完成以后所产生的状态

延续到参考时间，这是完成体与经历体不一样的地方。

1.1 温州助词"炎"且ω0 的核心语义是完成+ [消失].

方括号中语义可选，在特定的语境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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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从形容词"交"虚化而来.形容词"炎" fiu~ 2 ，只

能作补语，基本义为"消失、不再存在

罢 O们"，意思是给药吃死了，由于吃药的行为，动作的主体不再

存在了。这个词的本字不明，但是它广泛存在于吴语中:

绍兴 go

l临海血。

天台且a

椒江血。

黄岩 fio

温岭血。

乐清 ga

温州 fiu~

永嘉白。

平阳 g~

泰顺 gau

青团 ka?

从各地的读音比较，这个助词大体上对应于中古的肴韵平声，声

母是匣母或群母，中古的匣母有部分来自上古的群母.所以我们

暂时用中古肴韵平声的匣母字"交"来标写.

"交"在各种语言环境中的虚化程度不一样.虚化最彻底的

用法很像普通话中的"了1" . 但是它与"了 1 " 并不全同.特别 A 

是它在许多场合还保留形容词"炎"的一些语义，所以用法上与 i 
普通话"了 1" 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①"了 1" 的核心语义是"实现"，关于"实现"的语义分

析见下文讨论。"了 1" 的实现点可以是动作的完成阶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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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饭再去"， "吃"的动作已完成.也可以在动作的起始阶

段，如"吃了起来"， "吃"的动作显然尚未完成，只是在

"吃"的起始点实现.温州的"交"则只能表示动作的完成。像

"吃了起来" "掉了下来"中的"了"就不能对应于温州话的

"交"，这与温州"炎"的本义为"消失"、 "结束"有关.所

以，无界动词往往不能与"交"搭配，试比较:

( 8 )吃了饭走 饭吃交走

(9 )骑了车去 食车骑交走

"骑"是无界动词，事件还在持续，所以在温州话中就不能用完

成体

②"交"后如带宾语或时量短语，则联系到动作对象的消失

或时量的消耗，如普通话"穿了三件衣服"与温州"着交三件衣

裳"的意义完全不同，后者的意思是"穿破了三件衣服"，由于

"穿"的行为造成三件衣服不再存在了. "吃了三个苹果"着重

在"吃"的完成， "吃交三个苹果"则着重在"三个苹果"被吃

掉而不再存在了.在普通话中"坐了三个小时"只是表示"坐"

的行为发生以后，所产生的坐的状态已经延续了三个小时.而温

州话中"坐交三个钟头"还具有"花费了时间"的含义，例如:

"<他>到六点钟罢。还未来，我白白坐交三个钟头" . 普通话中

"坐了三个小时"在温州话中的严格翻译应该是 "坐三个钟头

罢s" 。 "到了北京"不能说作"到交北京"，北京并不因为他

的到来而消失，所以只能说"到北京罢s". "我知道了这件事

情"不能说作"我晓底交<这>件事干"，只能说作"我晓底<这>

件事干罢s" 。

"交"的消失意义则引申为从正常状态向消极方向的变化，

如"饭烧乌焦交罢。" ， "菜烂交罢。".积极意义的动词不能加

"炎'\如不能说"想交三个故事"， "得交三个冠军"，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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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熟交罢。". "走了三天了"可说成"走交三日罢s" ，但是

"来了三天了"则不能说作"来交三日罢s". "起屋" (造房

子)中的"起"为积极义，后面如果踉了"炎"就带上了消极的

意义. "起交三间屋"隐含着由于造三间房子，付出了相当的精

力、财力和物力

③动词与"炎"结合，宾语往往要前置. "跳舞"在温州话

中是动宾短语，所以可说"舞跳交再走

走".但是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动宾短语加"交"的说法也开始

出现，如"吃交饭再走也不迟"，但是在温州人的语感中，总不

如"饭吃交再走"来得自然.而且这种语序一般也只出现在连动

句中的前一个动词短语，象下面的句子在温州是不能说的，非要

把宾语前置不可:

( 10) *我打破交一个碗. [1] 

( 11) *你新吃交药，不能够喝茶. [3] 

①普通话的"了1 "可以与静态动词"有、晓得、相信"等

结合，表示进入了一种状态.但是"交"的动态性更强，不能与

这些静态助词结合。

③数量词可以在"炎"之前，其意义与"交"之后不一样.

"苹果吃交三个"就是"吃了三个苹果

交"，意思是许多苹果中吃了三个.

"交"的语义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动作的完成，二是后续

状态:消失、消极结果.前一个特征是必有的，后一个特征要看

具体的动词， "交"在有些动词后面虚化得比较彻底，后一种特

征也就不那么明显.

1. 2 与"炎"相对应的完成体助词是"起"，读后附调.

"交"表示消极义， "起"则表示积极义:

( 12 )三间屋岩起起还<没有>三个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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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衣裳着起望出走.

( 14 )通知写起贴着屏墙上.

"起起三间屋"与"起交三间屋"都是完成，但是含义完全不一

样.前者是造了三间房子，是好事;后者是房子虽造了三间，损

失也不小.

2. 进行体。

进行的语义是:动态+持续+当时

"着搭" zlta 中的"着"是近古汉语中使用得很普遍的存

在动词，相当于北京的"在"，在其他吴语中声母弱化为

[ 1 -] ，读为"辣、勒、拉"等等. "搭"为处所词，相当于

‘"‘那里

副词. 不过它与其他时间副词不一样.它的词义更加虚化，有时

候几乎没有"在那里"的意思了.它只能粘附在动词的前头，读

前附词，是一个地道的粘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进行体的

标志.

( 15 )我着搭吃饭， <他>着搭洗手o [32] 

( 16 )外面着搭落雨，着(要)带雨伞o [35] 

"搭'有变体 da 、 la 。最极端的弱化形式中"着"失落，

"搭 " 弱化为 1 a ， 例( 15 )可说作"我 la 吃饭， <他> la 洗

手

结合虚化为一表迸行体的时态副词，读前附调.远指处所词还有

一个 hau45 ，也可与"着"合成一个表进行体的时态副词，读前

附调。所以，上句还可说成"<他>着 kau 吃饭" " <他>着 hau 吃

饭".所不同者，后者略带远近指的语义，虚化程度不及"着

搭"，而且"着"不能省略.

瞬间动词分两类，一种是可重复进行的，一种是不可重复

的，如"死"自然不能重复.可重复类的瞬间动词也可以出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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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但并不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只表示动作次数的重复，如

‘"‘外面有<人>着搭敲门

3丸. 持续体

持续的语义是:静态+持续+当时.

体助词"着搭"附在动词后头，读后附调，表示动作发生

后，所产生的状态一直持续着:

( 17 )门开着搭，屋底<没有><人>. [44] 

"着搭"中的"着"往往省去， ，特别在连动短语中，一般单说

"搭" . 

( 18 )坐搭， <不要><站>起! [46] 

( 19 )小明头磕搭不讲说话. [48] 

( 20 )车底有两个外国<人>坐搭. [54] 

( 21 )墙上有张画挂搭. [55] 

( 22) <他>喜欢<站>搭吃. [51] 

"着搭"和"搭"的虚化程度不一样.着搭"的处所义最强，在

特定的语境中主要表示处所义，如"<他>一直坐着搭，未离开办

公室"，但是"门开着搭"则主要是指"开"的状态的持续，处

所义较弱。例( 19 )、 ( 2 0 )、 ( 21 )中的"搭"都可替换成

"着搭"，但是例( 18 )、 ( 22 )中的"搭"出现于祈使句和连

动句，则不能替换成"着搭"，特别是例( 22 )完全失去了处所

的含义.

进行体与持续体在温州话中的语义和形式都不一样，前者是

动态的持续，后者是静体的持续.所以静态动词不能有进行体，

不能说"着搭坐" "着搭晓得" <<着搭快活";动态动词不能有

持续体'不能说"走着搭

兼有动态、静态两种情状，如"着搭关"意思是说正在关门，

"关"为动态动词. "关着搭"意思是门正关着， "关"为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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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表示一种状态.

持续体所反映的状态往往是动作的后续状态，例如:

( 23 )肉切着搭，你自走来烧. (肉切好放着，你自己来

烧) . 

此处表示持续的不是"切"的动作，而是"肉"被切以后的状

态。汉语有许多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一经发生后，往往就以一种静

态的状态持续着.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动词所表示

的动态和静态阶段的主体不变，例如"他坐下来"和"他坐着"

的"坐"分别是动态和静态的，但是动作的主体都是

一种情况是，动词所表示的动态过程和静态过程有不同的施事.

如"泡茶"和"茶泡着呢"中的"泡"是动作的两个阶段，前者

是动态的行为，后者的"泡"是行为"泡"发生以后的静态持

续.但是它们的施事不一样，因而语义也有较大的差别.类似的

例子还有"他点灯"和"灯点着呢"， "他挂画"和"画挂着

呢"等等，两类动词的语义是不一样的， "点灯"的"点"意思

是使灯从不亮到发光; "灯点着呢"的"点"是灯在发光的状

态. "切"正属于这一类动词。所以，上文讨论体的定义的时

候，我们是把动作的后续状态包括在体的语义范围之内，否则，

像"肉切着搭"之类就无法归入到体的范围.

4. 经历体.

经历体与完成体在语义上有重合的地方，它们都表示事件发

生在参考时间以前，都表示事件已经完成.但是完成体的后续状

态是持续到参考时间，而经历体的后续状态在参考时间以前已经

中断:

时
时

时
先
先体

体
成
历
完
经

完成 后续状态

完成 持续

完成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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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

他进了城(事件"进城"发生以后的后续状态"他在城里"

一直持续到参考时间，也就是说，在参考时间他还在城里)

他进过城(在参考时间以前，事件"进城"发生以后的后续

状态"他在城里"已经中断， ，也就是说，当时他不在城里)

温州经历体助词"过"的用法与普通话差不多，但是温州

"过"对于足句的条件要求更加严格.如普通话可以说. "北京

我去过"，温州话一般不说"北京我走过

个"罢s ": "北京我走过罢S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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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过"往往要同以下成分同现才能足句.

<1>与确定的时间相联系的词语:

( 24 )女我走过.

( 25 )我昨夜走过.

( 26 )我走过罢s。

"罢 s" 的已然义与参照时间相联系，有明显的时间定位功

<2>表动量词语.

( 27 )女北京我走过

( 28 )北京我走过三遍。

<3>宾语前有限制性修饰语。

( 29) *我读过诗.

( 30 )我读过雪莱<的>诗.

( 31 )我读过十许个诗人<的>诗.

5. 起始体.

起始体助词"起"，读后附调，与普通话的"起来"相当:

( 32 )天色冷起罢0，衣裳着(必须)多着一件o [64] 

(33) <他们>打起罢0，你走去劝一劝。[ 65 ] 



( 34 )客<人>也还未到， <他>就酒喝起先罢00 [66] 

"起"一般要与动词连在一起，所以中间如果还有一宾语，宾语

一定要前置:

( 35) <他>歌唱起罢0，你仔细昕一听。

(36) *<他>唱歌起罢。，你仔细昕一昕.

( 37) *<他>唱起歌罢。，你仔细昕一听。

有时宾语也可出现在"起"之后，但是必须有后续句:

( 38) <他>唱起歌，随便<什么>也忘记交. (他唱起歌

来什么都忘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动宾短语都能与起始体的"起"结合.

"起"在温州有三种助词用法，一表示起始体，一表示完成体，

一表示动作涉及某事物.象"唱歌" <<开会"之类动宾短语仅表

示一可持续的动作、行为，并不因为动作的结束编出了一支新的

歌，变成了另一种会议.这类动宾短语还有"演戏、拉琴、讲故

事、做游戏"等等，加"起"表示动作的起始.

但是"画画、写字眼、排队"之类的动宾短语在动作结束以

后，使动作的对象发生某种变化，形成某种结果.因为"画、

写、排"的动作，才出现了"画"和"字

伍，"，\. 这类动宾短语如果与"起"结合， "起"不表示起始，而

表示完成:

( 39 )画画起罢s

( 40 )字眼写起罢s

( 41 )队排起罢s

( 42 )衣裳着起罢s

( 43 )肉称起罢s

正因为是表示完成，所以一般后头跟已然的"罢s" ，而不跟

"罢。"，如果跟"罢。"则表示在时间参照点以后完成，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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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的讨论.

第三类"起"表示动作涉及某事物:

( 44 )讲起<他>，大家<人><都>佩服.

在普通话中"唱起歌来"与"说起他来"同形，但在温州活中前

者的宾语"歌"要前置说作"歌唱起

置说成"飞<他>讲起".这一类动词只有"讲、提、想、论"等少

数几个.

动词与"起"之间可以有副词成分:

( 45 )油一加落去，机器就开快起.

例( 26 )中的"起"插在"喝先"的中间，意思是先"开始

喝"， "先"限制"喝起

"起"限制"开快"-

6. 继续体.

温州继续体的助词是"落去"，读后附调.它的意义同普通

话中的"下去

语要前置:

(46) 会一直开落去。

(47) <他>病起罢0，

学习还是坚持落去.

7. 已然体.

*一直开会落去.

*<他>病起罢。，

还是坚持学习落去.

刘勋宁 (988) 很正确地指出，普通话"了1" 的语法意义是

"实现

应该从形式语义上对它作明确的界定.所谓"实现"，就是动词

或动词短语情状的实现，说通俗点即"已经是那种情状了"，所

以本书的各位作者约定把它叫作"已然

情状以及语用环境不一样，它在事件内部的实现点也不一样，。

普通话"了 1" 只出现于动词之后，所以它只与动词情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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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关.此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与后续的事件相

关联。如果没有显性的后续事件，就以说话事件作为隐性的后续

事件。

瞬间动词的起始与终结合一，而没有持续阶段，所以它的情

状就是起始+终结，它后面的"了 1" 就表示起始+终结的实

现，这种情况下的实现体就是完成体.

无界动词后面的"了 1" 表示起始+持续，持续一直指向后

续事件的参考时间:

他推了车去接他的爱人

如果"接他的爱人"的参考时间是R ， "推车"事件就一直持续

到 R . 如果句子没有显性的后续事件，事件的持续就一直指向说

话时间，表现为无终结性，也就是非足句性.于是就要在后头加

有时间限制性的成分，或者加"了2" ，使事件强制性终结，才

能足句:

他推了三个小时的车

不过这里的终结语义是在"了1" 之后，是"三个小时"加进去

的，所以"了 1" 的语义并没有改变。

有界动词的情状是起始+持续+终结，所以后面"了 1 " 也

带有这三个语义:

他吃了饭去接他的爱人

在后续事件"接他的爱人"之前， "吃饭"事件经过起始、 持

续、终结三个阶段.

7.1 温州已然体的标志为"罢s " ，它是副词，仅作补

语.官与普通话的"了 1 "一样，实现点可能是开始，持续或终

结阶段，加了"罢s" 表示这个事件已经是这种情状了.所以，

"罢s" 与动词的结合面很广.

7.1.1 "罢 s" 与完成体结合，表示事件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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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我饭吃交罢s，你吃交罢s未? [71] 

"罢 s" 在完成阶段实现，已具有完成的意思，所以这个例子中

的"交"省去，意思不变.但是，这种完成的含义往往是通过语

境获得的，试比较以下两例:

( 49) A催促 B 快点吃，问 B: "吃罢s未?" (是不是开

始吃了? ), B 回答. "吃罢s" (已经在吃了) 0 回答也可用

进行体加"罢s": "<他>着搭吃罢s" ，意思是"吃饭在进行"

的事件已成为事实。

( 50) A 在路上碰到 B ，问"吃罢 s未?" (吃过没

有? ), B 回答: "吃罢s." "吃"的事件已经完成.

例( 49 )中的"吃"未完成，而例( 50 )中的"吃"则已经完

成.如果不通过语境，单说"吃罢s" 实际上是有岐义的，在

"罢s" 前加了"炎"则只表示完成，就没有歧义了.动态动词

从其内部时间分析，有起始二持续、终结诸阶段， "罢5" 与之

结合的时候，实现点定位在其中的哪一个阶段，往往由语用因素

决定.

7.1.2 与普通话"了 1" 不相同的是， "罢 s" 也可以与

"过"结合，表示已经有过这个经历.试比较以下两句

( 51 )黄鱼我吃过罢s (黄鱼我曾经吃过) 0 

( 52 )黄鱼我吃交罢s (黄鱼我已经吃了)。

( 53 )黄鱼我吃罢s.

例( 53) 也是有岐义的.一个人问"你吃过黄鱼没有?"，你回

答"黄鱼我吃罢s" ，可以理解为例( 51 )的意思:黄鱼尝过.

如果换作另一种语境，主人问你为什么不尝尝黄鱼，你回答"黄

鱼我吃罢s" ，那是说你已经吃了，不是说你过去曾经吃过.这

个例子也进一步说明， "罢 s" 前动词的具体情状往往是由语用

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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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与"过"往往不能单独结束句子，而需要在后面加

"罢5" ，如:

( 54 )女我饭吃炎。 我饭吃交罢s。

( 55 )女黄鱼我吃过。 黄鱼我吃过罢s.

可见 1 普通话中"了 1" 的实现点只能在事件内部的起始、持

续、终结三个阶段上，而温州的实现体还兼及到后续状态。

7.1.3 "罢 s" 与进行体的结合，表示事件已经在进行

中。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体的标志也可以省去，例( 4 9 )中的

"吃罢s" 就是"着搭吃罢s" 的意思。

7.1.4 "罢 s" 与持续体的结合，表示一事件已经发生并

产生持续的状态。一些位置、穿着类的动词，如"坐、跪、住、

着、戴、挂、贴"，往往有动态和静态两种情状，动态一经实

现，即呈静态持续。"罢s" 光与这些动词结合，表示动态意

义，如表示静态意义，动词后需加持续体助词"搭"。例如"贴

罢s" ，意思是已经把什么东西贴了， "贴搭罢s" 意思是某物已

经贴着。

7.1.5 "罢s" 可以与起始体结合，如"戏演起罢s" ，但

是不能与继续体结合，因为继续体在时间上表示未然，这与已然

体的意义冲突。

7.1.6 "罢 s" 一般不与表示属性、关系的静态动词结

合，但是能与心理类静态动词结合，表示进入这种心理状态，因

而带有一定的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是"进入"的，具有积极

义，所以消极义的这类动词就不能与"罢s" 结合。可以说"晓

底罢5，相信罢s，懂罢s，放心罢s" ，其否定形式即为消极义，

所以不能说"不懂罢s" "不相信罢s" 。相反地，消极义的心理

类动词前面加上"不"就能够与"罢s" 结合了:不怕罢s，不愁

罢S，不讨厌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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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罢 s" 一般不与述人特征的不自主行为动词结

合。 温州话不能说:死罢s，嗽罢s，病罢5. 在特定的语境中虽然

能够出现，但实际上的语义是经历加实现. 例如体检的时候，医

生问谁病过没有，有一个人回答. "我病罢s" ，实际上等于说

"我病过罢s" 而且一般也以说"病过罢s" 为常。

7.1.8 动补短语一般有内在的终结点，几乎都跟"罢5"

结合，即使是上述与"罢5 " 不能结合的动词，带上补语以后也

就能结合了:

( 56 )讨厌死罢s. 女讨厌罢s.

( 57 )死交罢s. 击死罢s.

( 58 )病昏交罢s. 女病罢s.

7.2 温州话中"罢5" 与"罢。"的语义有时候很接近. 因

为动补短语都表示事件有内部的终结点，所以不论加"罢s"还

是"罢。"，都表示事件已经完成，不过"罢5" 强调实现，目标

的达到; "罢。"则是简单告诉一新的情况。试比较:

(59) "<他>病起罢。"，原来没病，现在病了，简单地告

诉这一新的情况.

~<他>病起罢s" ，预知他会病，却一直没病，现在终于病

了.

( 60) "雨落起罢。"，下雨了，这是一新的变化，原来可

能不知道。

"雨落起罢s" ，本来就预计要下雨，现在果然下了.

如果动词后不带补语成分， "罢5" 表示已然， "罢。"表示

未然，试比较:

( 61) <他>走罢s . (他已经走了) ，事件发生于参照时间

以前。

<他>走罢 O . (他就要走了) ，事件发生于参照时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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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62 )昨夜我就听讲<他>会走罢O. (昨天我就听说他将要

走了) ，事件发生于昨天以后.

昨夜我就昕讲<他>会走罢s. 意思是说，他以前不会走路，

但在昨天以前他能够走路了，事件发生于昨天以前. "会"有两

种意义，一是将耍，一是能够，由于"罢 s "表示已然，所以这

个句子只能选择"能够"义。

( 63 )明朝七点钟<他>一定走罢S. (明天七点钟的时候他

一定已经走了) ，事件发生于明天七点钟以前.

明朝七点钟<他>一定走罢O. (明天七点钟的时候他一定即

将走了) ，事件将发生于明天七点钟以后.

( 64) <他>想吃罢s 。 "想"有两义，一是助动词，义为

"打算，要"， "想"后的动词未发生;一为普通动词。由于用

了表己然的"罢s" ，与助动词"想"的语义冲突，所以本句只

能选择普通动词的"想".这个句子的"<他>"可能是一个病

人，一直不想吃东西， "他想吃"是大家希望出现的事，现在终

于实现了。

<他>想吃罢0. 这个句子有歧义. "想"可以是普通动词，

意思是说原来他不想吃东西，现在想吃了， "罢。"告诉这一新

的情况. "想"也可以是助动词，表示事件尚未发生，只是一种

打算，所以用"罢。".不过这种歧义只发生于书面形式，在口

语中是不会有歧义的，因为以上两句的语音短语划分不一样，后

句可划分为: (<他>想) (吃罢。) ，但是前句只能划分为

( <他>) (想吃) (罢s) ，决不能划分为( <他>想) (吃罢s

"罢。"只是一个语气词，它与其他体标志叠加以后，只是

预设此前还没有，或者还不知道这种情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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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与进行体叠加: <他>着搭写罢O. (他正在写了) , 

预设比前尚未写.

( 66 )与持续体叠加: <这>张画昨夜就贴搭罢O. (这张画

昨天就贴着) ，预设对方还不知道这件事。

( 67 )与完成体叠加:你<的>钞票我用交罢O. (你的钱我

用了) ，预设对方还不知道钱让谁用了.

( 68 )与起始体叠加: <他>笑起罢0. 预设他一直没笑.

( 69 )与继续体叠加: <他>唱落去罢O. (他唱下去了) , 

"罢。"可以表示将要发生的变化，所以可以与继续体叠加.

8 • 复变体。

在普通话中，动补、动趋等结构在动词之后加"了1" 表示

复变情状的实现.但是在温州话中，却是用另外一个与实现体标

记不相同的体助词 1a 表示复变的过程.如"坐 1a 0 落"，表示

瞬间动作"坐"发生后，施事者即由站的状态向坐的状态转变的

短暂过程. 1a 。在句中读后附调，有 da o 、 ta O 等变体.温州的

1a。在附近青田方言中是"着"ls10 ， "坐着搭" (坐着)与

"坐着落" (坐了下来)用同一个体助词，可见温州的 1a 很可

能从"着"进一步虚化而来，语音也发生了弱化: zl > za > 1a 

> 1a. 

温州的 La 比普通话"了"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它不但插

加在动趋结构之间，而且也插加在大多数的动补结构之间，如

"压 1a 扁

词原来并不是瞬间动词，附上体助词 la 以后，就带上了瞬间的

性质.如"晓底" (知道)为静态动词，但是插入 1a 后成了

"晓 la 底"，就改变了情状，而有瞬间性质. "<他>晓 1a 底，

马上赶去"，意思是"他一知道情况就马上赶去".

9.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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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短时貌.

动词重叠，连调格式为5-W，后字读弱调. 实际上这是 "V

~V" 格式的紧缩形式:

( 7 0 )你猜猜，到底是<什么><人>走来? "猜猜"即"猜

一猜"-
9.2 短时持续貌.

动词重叠，连调格式为W -5，前字读弱调，表示短时间的

持续动作:

( 71 )想想还不放心 o (想过几次还不放心，次数不是很

多) 0 

( 72 )做做，停停，停停，做做，拖了好几月(不止一次地

傲，不止一次地停，每一次做和每一次停都有一短时间的持

续) 0 

进行体可以与短时持续貌叠加，如"<他>着搭嬉嬉，不做

事干\但是不能与短时貌叠加

9.3 持续中断貌.动词重叠四次，分读两个语音短语，连

调格式为 (W -5) (W -5) ，后面一定有后续句，表示动作

的持续过程中断，而发生了后续句中的新情况:

( 73) 我们边走边讲， 讲讲讲讲就到罢O. [87] 

( 74 ) <他>唱唱唱唱，灵喉单下哑拉0交o [88] 

9.4 尝试貌.

貌助词<看>，读后附调. 可加在短时貌后头:

( 75) 尝( 5 )尝( W) <看>，味道好不好. (尝一尝看，

味道好不好) . 

也可为日在短时持续貌的后头:

( 76 )尝( W) 尝( 5 ) <看>，味道好不不好(不止尝一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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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也可跟其他体貌叠加，如"你<站>起<看>，裤脚是不

是<太>长

9.5 反复貌.

单音节动词与"过"组合成 "V 过V" 的结构，表示动作的

反复发生.如:

( 77 ) <这》本书我<看>过<看>罢。(这本书我多次看过

了) . 

( 78) <他>到<那>个摊儿上拣过拣，还是卖不到满意<的>

物事(他到那个摊头上反复挑选还是卖不到满意的东西人

"V 过V" 读三字组一般连词，在语音短语中充当调核。

9 . 6 急速貌.

单音节动词重叠，后加趋向动词或表示动作状态变化的助

词，表示以下的语法意义: (1 )动作急速o (2) 动作向某一方

向或状态变化， (3) 动作为一过程.如:

( 79) <他>一听到消息就三步并作两步跳跳去.

( 80 )狗单下从床下钻钻出.

从下面两句可以比较急速貌与复变体 la 的不同语义:

( 81 )水从上面倒 la 落。(水从上面倒了下来) 0 

( 82 )水从上面倒倒落. (水不断地从上面直泻下来)。

瞬间动词虽然瞬时发生，但是当出现在急速貌中的时候，是

把它作为一极短促的过程来对待的:

( 83 )再也不顾地下摩糟不雇糟就坐坐落. (再也顾不得

地下脏不脏就急急忙忙地坐下) . 

( 84 )衣裳着着起就走道。(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就

走)。

如果有许多动作主体的时候，更可以看出这种过程来，试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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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地下有几千头挥蚁，单下死 la 交.

(86) 地下有几千头挥蚁，单下死死交

前句是说几千只蚂蚁一下子同时死去，动作的发生是瞬间的，而

后句是说蚂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急速地相继死去，动作有一个

过程.

静态动词或形容词重叠加持续体助词"搭"，可以视作急速

貌加持续体，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意义:

<1>表略微，稍许。

( 87 )有半斤米剩剩搭，也就能对付<这>一厨罢O. (稍有

半斤米剩下，也就可以对付这一顿饭了) . 

( 88 )屋底有一张画贴贴搭，也不会能冷清. (房子里只

要稍贴一张画，也就不会那么冷冷清清) . 

<2>表状态的生动.

( 89 )我头一仰， <看>着树上有一头蛇挂挂搭. (我一抬

头，看见一条蛇挂在树上) . 

( 90 )田底稻朗朗搭，收成肯定不好. (田里的稻子稀稀

疏疏，收成肯定不好)。

( 91 ) <他>面红红搭，半日也讲不出一句话. (她红着

脸，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

9.7 随意貌.

单音节动词加"下"重叠，构成 "V 下V下"短语，表示动

作的缓慢，随意.连调格式为s-O-w-w，第一个"下"读后附

调，最后两个音节 "V 下"读弱调.例如:

( 92) <他>整日荡下荡下不做事干(他整天荡来荡去不做

事情人

( 93 )只见<他>摆下摆下望桥<那>面走去(只见他摇摇摆

摆地往桥那面慢慢地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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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貌的用法有限制， " v 下V下"不能单独地做谓语，必

须与其他动词短语组成连动短语。

9轧.8 固定貌.

形容词"牢

"茶杯捏牢!"，要对方紧紧地拿住茶杯.当"牢"读作后附

调，就成了貌助词，牢固义减弱，这种情况下的"茶杯捏牢。

! "只是要对方把茶杯拿在手中。它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住

有时则更象普通话中的"着"，如"手里捏牢一本书，边走边

<看>"，不过普通话中的"着"已从"固着"的空间义转化为持

续的时间义，而"牢"还只是表示动作的空间状态.

9.9 触及貌.

"着"的原义应是触及，但是在温州方言中实词的"着"已

由这个意义引申为受伤的意思，倒是作貌助词的时候还保留这个

意义:

( 94 )我碰着<他>罢s 0 (我遇见他了人

( 95 )大屠杀<的>情景我亲眼<看>着。

触及义进一步引申为达到结果:

( 96) <他><睡>着罢0.

10. 体的否定和疑问形式

10.1 温州的否定词有三个。

<1> "不"，在动词前作否定副词，读弱调为一般的否

定，作调核则表示不愿意，试比较:

( 97) <他>不吃也不<睡>，整日坐着搭. "不"读弱调，

简单的否定.

( 98 )你叫我吃，我偏偏不吃. "不"在语音短语中作调

核，表示不愿意.

<2> "未"，对已然的否定， "未"只能读前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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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3> "<没有>"，否定曾经有过这种动作、行为.

可比较以下的例子:

( 99) 我不吃o (我不愿意吃人

我未吃o (我现在还没吃) 0 

我<没有>吃。(我没有发生过吃的行为) 0 

( 100) 三个苹果我不吃交o (我不愿意吃掉三个苹果)。

三个苹果我未吃交 o (我还没有吃掉这三个苹

三个苹果我<没有>吃交o (这三个苹果不是我吃

的，对动作主体来说，没有发生过吃苹果这回事) 0 

在普通话中与"未"和"<没有>"对应的都是"没有

但是温州话是严格区别的.例如母亲问孩子是不是偷吃了糖果，

孩子否认自己有偷吃的行为，就说"我<没有>吃

"我未吃"， "我未吃"是说现在还没吃，过一会儿也许会把糖

果吃了。

大多数的体都可以加"不、未、<没有>"表示上述不同意

义的否定.

10.1.1 已然体加"未"以后， "罢s" 就不再出现，但是

加了"不、<没有>"以后"罢s" 还需出现.可见对"罢s" 的简

单否定只是"未"，其他两个否定词都不是简单的否定，它们在

否定的同时带有附加意义.

10.1.2 经历体的否定只能加"未、<没有>" : 

( 101 )我未读过<他>写<的>书(我未曾读过他写的书人

( 102 )我<没有>读过<他>写<的>书。( "读他写的书"

这件事件，没有发生过)

( 1 03) *我不读过<他>写<的>书.

10.1.3 进行体加"不"为简单的否定， "不"作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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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意愿"的含义.只有在反问句中， "不"读弱调，但是

意义已经变作"难道不" . 

( 104 )手表不S着搭走. (手表不在走)， "不"作调

核。

( 105 )手表不W着搭走啊? (手表难道不在走吗? ) , 

"不"读弱调.

进行体也可以用"未、<没有>"否定， "未"前以加

"还"为常:

(106) <他>还未着搭写.写的进行状态尚未出现.

( 107) <他><没有>着搭写.与"不"的否定仅有微小区

别， 气没有>"强调没有这件事， "不"则是简单的否定.

10.1.4 持续体也可以用"不、未、<没有>"否定，但都

不是简单的否定，特别是加"不"以后，带有明显的附力加日;意意义.

如果体助词为"着搭

如"画不挂着搭"，意思是说"画不挂在那儿，而挂在别处".

体助词如是"搭

搭"，意思是说不愿意把画挂着.由此也可以看出， "搭"比

"着搭"的意义更虚一些，因而更具有助词的资格.

10.2 温州的反复问句形式为 s +也+ Neg ，其中的 Neg

为"不、未、<没有>) • 

( 108 )画挂搭也不? (画是不是挂着? ) ，提问的焦点在

事件是不是真实.

( 109 )画挂搭也未? (画是不是已经挂着? ) ，提问的焦

点在事件发生的时间.

( 110 )画挂搭也<没有>? (有没有画挂着? ) ，提问的焦

点在有没有这个事件.

所有的时态都可用"不"构成反复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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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态助词为"罢s、罢。" 时， Neg 为"未"，不能用

"<没有>".

11. 余论.

温州的体、貌标志大多从实词虚化而来，有些还处于虚化的

过程中.虚实的最重要界限是连调行为，实词能在语音短语中充

当连词核，读一般连调，而虚词则读中性调，而且大多读零调，

试比较:

(111) 打着s (打伤人

(112) 打着o (打到)。

(113) 打交s罢s (打死了)。

(114) 打交0罢s (已经打了)。

但是它们在可能式以及带"未"的否定句中只能充当调核，

于是就产生歧义:

(115) 打着也打不着(能不能打伤，能不能打到)。

( 116) 未打着(还没有打伤，还没有打到) . 

以上所讨论的体、貌标志，只有"罢s" "道"和反复貌的

"过"读一般连调.反复貌的 "V 过 V" 为一固定结构，而且已

出现另一种连调格式: O-O-s，前两字读零调。

11. 体形式表.

动词+交

动词+起

着搭/搭+动词

搭/着搭

完成(常带有消失、消极的

附加意义)

完成(带积极、增添的附加

意义)

进行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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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过
起
落
罢

历
始
续
然

经
起
继
已

罢。

后时

道

出现新情况，与零形式结合表

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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