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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方言的体

中山大学 施其生

0 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汕头方言的体，也涉及与"体"同中有异的

"貌".这是本书的作者们暂时约定的两个术语，指的是与过

程有关的一些语法范畴，和印欧语的"体" (aspect )很不相

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我们所说的"体"或"貌"不限于词法的

层面，体(貌)形式不限于粘附在动词上的，有许多是粘附在词组

上的， "体(貌) "的意义也不只是对动作而言，而是对被粘附的

成分(词、词组甚至句子)所述的动作或事件的过程而言。根据汉

语的实际界定"体"或"貌"，要有较充足的方言材料才容易取

得共识，本文报告闽南方言的一个代表点一一汕头方言的情况，

对各种我们认为可归入体(貌)范畴的语言事实进行描写分析.为

便于比较，用的是大家约定的框架和体例;术语也尽量与别的点

统一，遇有实在难以适应的，贝则0在行文中说明眈; 一些在汕头方言

中难以称为"体"或"貌"的表达方式(忱女如口"起始

也附带提一提.

常见的方言字、训11读字、合音字和一些有必要注音的字按照

在文中出现的先后罗列于下，行文时不再注音。汕头方言的声调

请参阅施其生1984的注②.

也(什么) m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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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说) tã 213 

阮(我们 ) uau 53 

<块> k0 213 

街(站)kÇ ia 35

悬(高 ) küï 55 

数(多) tsoi 21 

焦(干) t a 33 

军(拿) kÇ io? 5 

<二二> no 35 

她(睡 ) ï 35 

盼(看 ) t
Ç Õï 53 

孬(不好，不可 ) mo 53 

创(宰 ) t Ç ai 55 

痞(瘦 ) salJ 53 

茎(不会) boi 35 

月(边) pδï 55 

铁(缝) t
Ç ï 21 

解(阵 ) tsuu 55 

俺(咱们) nau 53 

<在> to 35 

时(蹲 ) k Ç U 55 

(不怕) mui 213 

<人> nau 55 

纽曼(不要) mai 213 

骸(脚) k Ç a 33 

诩(曾经，认识) pak 2 

磨(房子) t sç u 



恶(难) o? 2 

修(地侈，谁) t iaIJ 55 

暖(眨) ni? 2 

惩(你们) niTJ 53 

〈嘴> (口) ts"ui 213 

<嘴>(口) ts"ui 213 

1 完成

在汕头，作为形态范畴的"完成体"仍未完全发育成熟，所

用的标记有"了"、 "好"、 "去"等，其中的"了"又明显地

分为两个，所有这些标记的意义、功能均有差别.为叙述方便，

本节以标记为线索进行描写和分析.

1.1 了

"了"单字音[ 1 i au 53 ] ，有多种意义，涉及体貌的有三

个，本文标为"了 1" 、 "了 2" 、和"了 3" .其中"了 1" 和

"了 3" 都标记完成，但二者在句中的变调表现不同，语法功能

不同，意义也微有差别，必须分开.

1.1.1 了1

在句中永远不读本调:多数情况下读前变调[ 1 i au 53 - 24 ), 

有时也读后变调[ liau 53 - 21 丐 ] .本节例句中不另标数字的

"了'都是"了 1" 0 

"了 1" 一般只粘附在谓词(包括动结式、动趋式组合)的后

头，不粘附在一般的词组上。谓词所带的宾语或时量、动量补语

要放在"了 1" 的后头.例如:

(1 )一一你买了撮包个?一一我买了撮牛肉丸。(一一你买

了些什么?一一我买了些牛肉丸子。)

(2 )阿林输了五百外银. (老林输了五百多元. ) 

(3 )我买了三斤，伊买了一斤。(我买了三斤，他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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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o I 

( 4 )伊口[ t t" a 1J 55 - 21 ]早踢了我一下，唔知介做呢.

[ 18] 

(5 )伊走了个外月了2 ， 还未转来。(他走了一个多月了，还

没有回来o ) 

( 6) 阮等了半点外钟门正开o [17] 

(7 )等了半点外钟还无车来o (等了半个多钟头还没车来。

( 8 )伊哩了通挂还未da清楚o [3] 

( 9 )我口[ tS"ue 21 ]只本书口[ t s t" ue 21 ]了口[ ho? 2 -

5 ]久了 20 (我找这本书找了很久了。)

(10 )伊人在只块街了几十年了 20 (他们在这儿住了几十年

了o ) 

(11 )你悬了若多支?一一悬了三公分o (你高了多少?一一高

了三公分. ) 

如果谓词不带宾语和时量、动量补语时， "了 1" 位于句

末，总是同表"已然"的"了 2"结合为一个，即既表示动作完

成又表示一个新情况实现， 和普通话的"了"情况相似.句末

的"了1" 汕头多说成 "[ou53-213]" ，潮安说" [ lou 53 -

214 ]" ，饶平仍说" [ 1 i au 53 - 213 ] ", [ou] 无疑是

[ liau ]的弱化形式( 1 iau • lou • ou ) 0 句例:

( L 2) 日出来了，涂地焦未? [10] 

( ~ 3) 门开了，撮人人来[ lai 53 213] 去o [19] 

( 14 )外口撮衫焦了o (外头的衣服干了o ) 

( 15 )件事物直了o (事情办妥了。)

( 16) 撮钱拢辈出来o [78] 

"了 1" 的粘附对象是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 (包括功能接近

复合词的动结式、动趋式组合) ，表示动作或变化本身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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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般情况下指全过程，如 (1)-(4) 例.但是，当动词带

时量补语的时候，可以把达到某一时量的那个阶段当一个过程，

"了 1" 表示其完成。如例 (6创)照常理是不再"等

能还要等下去，似乎例( 6) 的"了"才是表示"等"的过程完

成.真实两句话中的"了"意义并无不同，都是把"等半点外

钟"当作一个过程，加"了"是表示这个过程完成.再如例 (8 ) 

(9) (10) 都是不管动作是否还要进行，反正作为一个阶段是完成

了.

汕头"了 1"的意义和普通话"了 1" 相同，不过使用范围要

小得多.

地道的汕头口语中， "了 1" 较常用于有数量补语、宾语或

宾语前有数量词的句子中，或用在句未. (与表已然的"了2" 合

为一体 )如上面所举的各种情况。 以下几种情况则一般不

用"了1" : 

①动词带其他体貌形尾.因此像普通话的"等我问过了他再

告诉你 [21] "汕头不用"了 1" ，要去掉"过"且用"了3 " , 

说成"等我问伊了正甲你哩"

②动趋式的中间，或动趋式的后头又有宾语，汕头不用

"了"因此像普通话"门 一开就有几只苍蝇飞了进来

[ 9引]

③普通话表示完成有了结果的"了1" 汕头多用补语.

(17) 卖掉旧个买新个. (卖了旧的买新的. ) 

(18) 只页物我口[ hu 53 - 2 4 ]掉二行(这一页我涂了两

行. ) 

(19) 头前只汽车撞着人了 2. (前面的汽车撞了人了。)

? (20) 三粒梨我食掉二粒去o [30] 

4 "存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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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1 )门般挤着口[ ho? 2 - 5 ]数人o [2门

(22) 房内点支灯。 [ 27 ] 

此外，还有许多普通话用"了1" 的，汕头用"了 3" ，详下

不过"了 1" 在汕头方言中的使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向. 有不

少句式虽以不用"了1" 为常，但用上"了1" 也是可接受的，只

不过显得比较"文

果. 例如:

(23) 我扣破(了)个碗. [1] 

(24 )我叫(了)你通挂你拢无爱应， 你耳聋口[ hë 21] ? 

[ 14 ] 

(25 )我口[ t s" ue 2 1 ] (了)伊三次拢口[ ts"ue 2 1 ]唔着

伊o [15] 

(26 )我知(了) 一下固就醒了20 [16] 

(27 ) 三粒梨我食了二粒o [30] 

1. 1.2 了 3

"了 3"表示一件事完结. 在句中通常读本调: [53] ，与

"了 1" 的声调不同.即使同是附着在动词之后，也可以分别出

来.如:

(28) 我她了[ liau 53 ]元一下团又分伊叫醒. (我睡了，

不一会儿就又被他叫醒了 o ) 

(29) 我知了[ 1 i au 53 - 2 4 ]无一下团就分伊叫醒。(我睡了

不一会儿，就又被他叫醒了o ) (了 1 ) 

"了 3 " 是个助词，可以粘附在词或词组上，如果谓词带宾

语或补语， "了 3 " 出现在宾语、补语之后。 下面例子里加横线

的成分是"了3" 的粘附对象。

( 30) 伊人走了我正有变坐落来做家已个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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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想哩食猛暗好，瞬电影了正转去。[ 6 ] 

(32 )等我问伊了正甲你哩。 [ 21 ] 

(33 )未曾泊，着先用砂纸口[ t s" iu 2 13 - 55 ]滑了. (上油

漆之前，要先用砂纸靡光. ) 

(34 )个贼走几步了骤然口[ huï 33 ]转身拔支刀斩过来.

(那个贼跑了几步后突然转过身拔出一把刀子砍过来. ) 

(35 )许块元小学，搬过去了个奴固读书怎呢物? (那里没有

小学，搬了过去，孩子念书怎么办? ) 

(36) 许内无钱分我读书，读二年了就歇掉哇. (家里没钱让

我念书，念了两年就不念了。)

(37) 许日，我记得是做半个钟头气功了正去买咸. (那天，

我记得是做半个钟头的气功之后再去买菜. ) 

"了 3" 所表示的"过程完结"，不限于动作变化本身. 当

被粘附的成分是"动 · 宾"、 "动-补"或"动·补-宾"时，

这些成分所叙述的内容被当作一个过程， "了 3 " 表示它的完

成，例如 (31 )一 (37) . 当"了 3" 粘附在单个的动词上时仍可以

j 看出宫和"了1" 有细微的差别.例如 (29)的"了 1" 是表示睡觉
这一行为本身的完成， (28) 的"了 3" 则表示一件事件完毕，即

把睡觉当作一个事件的过程，表示这个过程完结. 因此"了 γ'

大量用于表示先后相承的两件事的连动式谓语或复句中，放在前

J 一谓语之后 . 这种用法的"了"和古代白话中颇常见的某些

I <<了 " 相当接近，如下例中的"了"如果翻成汕头话，正好全部
、 用"了3" : 

晨朝起来洗手面盟洗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佛前礼拜了

和尚主事处问讯;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行益;僧堂行益了上堂

吃粥;上堂吃粥了归于下处打睡.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

"了 3 " 在现代的普通话里没有等义的形式，有时用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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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 1" 便可准确翻译，如:

(38) 食了她，知了食，甲猪平样! (吃了睡，睡了吃，和猪

一样! )有时用"了"难以准确对译，只能意译，往往要加"之

后"来衔接，其实"了3" 本身并没有"之后"的意思.

1.2 好

在句中一般读本调: [ho 53 ]. "好"常放在动词之后表

示完成，如:

了. ) 

(39 )衫洗好未?一一洗好了. (衣服洗了没有?一一洗

( 40) 饭食好未? (饭吃了)

l 41 )浴洗好了. (澡洗了)

(42 )盐落好了，葱也落好了，味精还未落. (盐放好了，葱

也放了，味精还没放. ) 

动词带宾语时，如果宾语前面又有数量定语， "好"只能紧跟着

动词.如果是简单的动宾组合，地道的汕头口语中偶尔也用"动

一一女子一一宾"的格式:

(43) 洗好衫未? (洗了衣服没有? ) 

土述紧跟着动词的"好

多少带点实义， 即意味着有个如意的结果.②前面可受表未然或

将然的副词"未"、 "爱"等的限制，如说"洗未好在"， "食

爱好了

面对话中的"好"是一般的形容词作补语:

[叮嘱往自行车后架上坐的孩子: ]坐好啊! (坐好! ) 

[孩子不安生，命令他: ]坐好好! (好好地坐着! ) 

[孩子几乎跌下来， 自作申辩: ]我坐到好好哩，唔知做呢

会? (我坐得好好的嘛，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 

这些话里的"好"都不表示完成，意义是实的，且可以重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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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在标记补语的结构助词"到"之后，和例 (β39引)一一(刊43川)中

主要用以表示完成的"好

说，例 (39) 一一 (43) 中的"好"是一种虚化的补语，已经向着

完成体标记接近了一步.

"好"还常用于简单的动宾组合之后，如:

(44) 你口[ tã 33 ]正食药好，孬食茶。[ 3 ] 

(45 )伊一日食猛早好就出去。[ 5 ] 

(46) 我想哩食猛暗好，瞬电影了正转去. [6] 

(47) 你洗衫好未?一一洗好了. [20] 

这种"好"和动宾组合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完全是一个粘着

语素，其粘附的对象是前面的动宾组合.动宾组合(如"食

药"、 "食猛暗"等)所述的事情有一个过程， "好"表示这个

过程完成. "完成"的意义之外，还伴随着"如意"的附加意

义，因此对其所粘附的成分在语义上有所选择.

"好"在"完成"的意义之外，还伴随着"如意"的意义，

即一件想要完成的事停当妥贴地完成了。如例 (46) ，前一个动宾

) 组合(食猛暗)的后头用了"好"，意味着吃晚饭的事是需要妥贴
地完成的.后一个动宾组合( "盼电影" )的后头用了"了 3" , 

只表示这件事做毕.也可以把"好"和"了 3 " 的位置对调一

下，说成:

(48) 我想哩食猛暗了，瞬电影好正转去。

这样说就意味着看电影是需要妥贴地完成的事.不过"好"的这

种"如意"义是很次要的色彩意义，主要还在于表示完成.因此

( 46 ) 和( 48) 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随便说成哪一种都无所谓的。

1.3 去

单字音[ k" W 213 ] ，在句中永远不读本调，多数情况下读

后变调[ 21] ，有时也读前变调[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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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方言的"去"也作趋向动词，表完成的"去"却是个助

词，可粘附在动词及谓词性词组之后。下面例句中加横线的成分

是"去"的粘附对象.

动词后:

(49) 伊只老鸡母分阿张三创去了。(她那只老母鸡被张三给

宰了o ) 

(50 )宣判去还好上诉哩。 (宣判了还能上诉嘛。)

(51 )盼哩个炉过去未。(看看炉子灭了没有o ) 

形容词后:

(52 )撮饭甲撮咸拢分伊口[ lJ aIJ55 ]去了，物烧了正食

[ 11 ] 

(53 )只猫无鱼好食，分伊痞去了o (猫没鱼吃，瘦了o ) 

(54 )个录音机无用去口[ hë 21 ] ? (录音机坏了吗? ) 

动补组合之后:

(55 )撮钱分伊使了去了o (钱被他花完了 o ) 

(56 )条蛇早就分我拍死去了o (那条蛇早就让我打死了。 )

(57) 间内分贼收到白白去o (家里被贼偷得一干二净的。)

动词若带时量补语， "去"要放在补语前.如:

(58) 只花猫固唔见去成年了o (小猫丢了将近一年了o ) 

(59) 伊阿公死去久死了。(他爷爷死了很久了)

动宾组合之后:

了. ) 

(60 )撮绿豆放到乞伊生蛙角羊去了。(绿豆放得长了米象

( 61) 三粒梨我食掉二粒去o (三个梨子我吃掉了两个o ) 

(62 )丛树分人剥掉皮去了。(这棵树被人剥掉了皮了。)

(63) 阿妹固头毛生虱，个头分人剃做个圆头卵去了 . (小妹

妹头发长虱子，脑袋给剃成个光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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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基本意义，是表示被粘附成分所述过程的完成，同

时总带着不如意的色彩.上面所举 (45) 一一 (57) 、 (59 )一一

(61 )等例中， "去"所粘附的成分所叙述的过程都是说话人认为

不如意的，如"判" "瘤(瘦)" "拍死" "收到白白"、 "剥掉

皮"的过程，都不是好事.其完成用"去"，换了相反的好事，

便不用"去"。认为胖比瘦好，说"痞去"不说"肥去";认为

瘦比胖好，则说"肥去"不说"痞去"，不过有时也不一定限于

说话人如意与否.例如:

(64) 伊想哩伊硬否赢，做知分我赢去o (他以为他一定

赢，谁知让我赢了o ) 

(65) 伊么结婚了，做呢还甲人谈恋爱? (他不是结婚了吗?

为什么还跟人谈恋爱? ) 

这两句是主语( "伊" )不如意，例 (61) 和下面两例的完成又非

不如意，而是伴随着"消减"的语义:

(66) 我个肝炎好去了.

(67) 撮梅拢分我卖卖掉去了o (瓶子全让我给卖掉了。)

布的只是被动或遭受，如下例:

(68) 钵兰我分做三钵去o (那盆兰花我分成了三盆o ) 

这些伴随意义，看来都是由趋向义向完成义虚化过程留下的.

"去"与"好"和"了 1" 的分布有交叉处，在三者皆可出

现的地方通过置换来考察，可看出都表示完成，但伴随的意义有

所不同.如:

a 、伊人结婚了 o (了 1 +了 2 ) 

b 、伊人结婚去了。(去+了2 ) 

c 、伊人结婚好了。(好+了2 ) 

(他们结了婚了)

a 句只表示"结婚"是个已完成的行为，没有任何伴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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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句同时把结婚的完成看作是不如意的， 在不希望"他们"结

婚， 或"他们"的结婚有碍于某件事(例如有人想跟他们介绍对

象)时才会说这样的话。 c 句则意味着原先便期待他们"结

婚"， "结婚"的完成算是有了一个妥贴的结果.

2 进行

汕头方言严格区分进行与持续，表示进行，采用在谓词(或

谓词性短语)的前面加副词的方式。又分已然的进行与使然的进

行，所用的副词不相同。

2.1 已然的进行

"已然"与下文的"使然"，是我们拿来概括附加在"进

行"义上的两种类似"式" (mood) 的意义的术语，不一定贴

切，其意义共有三种语音形式，都是由表处所的介词结构"在

块"变来的。"在[ t0 35 ] "本来就是个训读字， "在块"变

成副词后读音又发生了变化，这里根据实际读音用同音字表示，

分别写作"裸"、 "短"、 "短块

变调，其语音形式为:裸[ 1053 - 24 ] ，短[ to 53 - 24 ] ，短

块[ to 53 - 24 ko 213 - 55 ], "裸"最常用，下面例句举"裸"

为代表:

( 69) 我裸食饭，伊裸洗手。

(70 )伊裸哭，也个10晤食o [33] 

(71 )我裸走， 口[ tJ atJ 55 ] [34] 

(72 )口并裸落雨，着口 [tsa? 2 -5 ] 支雨遮。 [ 35 ] 

(73 )阿妈在门做(裸)晾衫，阿姐在厨房块(裸)煮食 。

[ 3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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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我无裸食饭哩，我裸扫口[ to 213 ] 0 [37] 

( 75) 只解伊裸做呢?一一伊她在眠床块(裸)瞬书o [38] 

(76) 伊在临钱下(裸)衔。[ 40 ] 



(口77η) 个公司其实是口[ t i am 2川1 ]裸"拆东墙补西墙

(这家公司其实老在"拆东墙补西墙

l‘短"只是"裸"的另一语音形式， 以上例句中的"裸"

均可自由地换说成"短

的"裸"也都可以换成"短块，"，\，不过"短块"于表示进行的意

义之凡有时略带点处所意义，例如 (70) 说成"伊短块哭;可翻

译成;她在那儿哭……"，似乎有些处所义，不过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 "短块"主要仍在于表示"进行"。 "短块"有点像普通

话表示进行的"在哪儿"。

"裸"等的粘附对象其实不限于后面的动词，也不限于动作

本身，可以是动词短语所表述的事情，如 (72 )一一 (75) 都指动

宾词组所述的事情在进行中， (77) 更明显，是"拆东墙补西墙"

在进行中。

始所介词"在"所组成的介词结构作状语时一般意味着动作

l 在进行中，因此可以不再用"裸

义更强调，不用"裸"，动作的状态仍属"进行"，从 (73) 、

(75) 、 (76) 例可以看出这一点.

2.2 使然的进行

使然的进行不用 2 1 节所举的"裸"等，连调方式则与

"裸'等相同。具体形式共 5 个，其中的"拿"是借用同音字:

拿[ na 53 - 24 ]拿块[ n a 5 3 - 24 ko 213 - 55 ]拿块[ na 21 

ko 213 - 55 ]放块[ pa1J 213 - 55 k0213 - 55 ] ，放[ pa1J 213 - 5 

这些副词是由表处所的介词结构"拿块"和"放块"虚化演

变而成的，除"放"只用于连动式中之外，其余四个副词使用频

率差不多。下面例句中只举"放块"作代表。

(78) 你放块等口[ hã 35 ] ! (你等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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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俺放块口[ tSÏÕ 53 ] ，盼伊敢来啊唔敢! (我们守

着，看他敢不敢来! ) 

(80) 口[ hia 53 ]哩待伊放块衔! (那就让他站着去吧! ) 

(81 )我放块隙，盼伊有变妄到珍时! (我瞧着，看他能狂妄

到什么时候! ) 

(82 )有人做下无工课，通日放块坐。(有的人根本没事

干，成天在那儿坐着。)

(83 )熄灯了，你还放块唱歌? (熄灯了，你还在那儿唱

歌? ) 

五个表示使然的进行的副词中，单音节的"拿"和"放"完

全没有处所意义.双音节的有时似乎含处所义( "在这儿/在那

儿" )，但其主要意义仍是进行，情形与2.1节的"裸"等词相

同。

2.3 上面我们把进行体分为已然与使然两种，是因为2.1

节的"裸"等和2.2节的"放块"等虽然都表示进行，但意义仍

有差别，表现为下列三种情形:

①进行是客观已然的情况，用"裸"等;是说话人所要求

的，用"放块"等.比较:

你裸等伊口[ he 21 ] ? (你在等他吗? ) I 你放块等口[ h 

草 35 ] (你等着吧! ) 

有俺裸口[ tSÏÕ53 ] , 唔见。(有咱们守着，丢不了)。

|俺放块口[ tSÏÕ53 ] ，瞬伊敢来啊唔敢! (咱们守着，看他敢

不敢来)

伊唔好坐，裸街. (他不肯坐，站着呢) I 口[ hia 53 ]哩待

伊放块衙门那就让他站着去吧)

各组前一句都只是已然的情况，后一句不管主语是什么人

称，都表示动作的进行是说话人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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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进行是客观已然的情况，用"裸"等;是客观事理、情势

所要求的，用"放块"等.比较:

m短等伊。(我在等她呢) I 你免放块等了，伊坐人个摩托

车走了. (用不着你等着了，她坐了人家的摩托车走了. ) 

①进行都是已然的情况，但用"裸"等只是客观情况的叙

述，用"放块"等还强调这种进行是施动者所使然.如:

熄灯了，你还裸唱歌? (熄灯了，你还在唱歌? ) I 熄灯

了，你还放块唱歌? (熄灯了，你还在唱歌? ) 

前后两句话译成普通话看不出差别，但是在汕头话里意思不一

样，后一句含有"是你偏要这样干"的意思，即强调唱歌这一行

为的进行是施动者( "你" )所使然.

3 持续

表示持续，汕头方言用在谓语之后加助词的方式，也分已然

与使然，所用的助词不相同。已然与使然之别，与进行体的情况

相同，请参阅2.3 .

3.1 表示已然的持续，有下列四个标记，在句中都读后变

调:在 [t0 35 - 21 ] 在块[ t 0 35 - 21 ko 213 - 21 ] 块

[ kOH3 - 21 ] 在底[ t035 -21 tOi53 -213]. 

"在"和"在块"可以前面的动词(含动结式)为粘附对

象，也可以整个述语为粘附对象， "块"只出现在动词"在"之

后. "在底"只以整个述语为粘附对象，且意义与前面三个词略

有不同.

"块

3.1.1 动词(或动结式)后头附加助词"在" "在块"或

(84幻)个门开在，许内无人， [44] 

(85 )厨房支灯通旗开在. (厨房里那盏灯整夜开着. ) 

(86 )你做呢防在? (你干吗蹲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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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一个人对父母好孬伊个奴固会瞬在，将来会学伊。(一

个人对父母好坏，他的孩子会看在眼里，将来会学他o ) 

(88) 伊么来在o (他来了，还在呢o ) 

(89) 饭煮好在，珍时爱食就有好食o (饭煮好了，什么时候

想吃就能吃o ) 

"块"只出现在动词"在"之后，意义等于"在块

是"在在块"的两个"在"合成了一个.

( 90) 个钱包么还在块! (钱包还在呢)

从上面各例中可看出， "在"等表示的不是动作本身的持

续，而是动作所形成的状态的持续.由动作而形成状态，有下列

五种情况:①有的动作自身延续便转化为一种状态，如 (86)的

"时(蹲) "等;②有的动作一经完成便成为一种状态 。 如

( 84) 、 (85) 的"开"等;③有的动作自身虽可延续，但不转化

为状态，不过其中有些完成之后可以带着一个状态性的结果。如

(87) 的"盼"可以形成"看在眼里"的状态性结果;④有的动作

本身一经发生便告完成，不能延续，但其中有的可遗留下状态性

的结果，如 (88) "来"完成之后，可遗留下呆在说话人那儿的状

态性结果。⑤动结式有一部分可形成状态，如 (89) 的"煮好" 。

"在"等词表示的是上述种种状态的持续. 这和普通话的 "着"

有些不同. "着"一般只用在可延续的动作上，即在属上述①、

②两种情况的动词之后时，才表示状态的持续(如"蹲着"，

"开着" };在属第③种情况的动词之后时，表示的是进行(如

"看着" } 0 汕头方言中， "在"等助词适用于上述各种状态的

持续，所以除可用在属①、②的动词之后，还可用在属@、③的

词语之后，而用在属③的动词之后时，依然表示状态的持续而不

表示动作本身的持续(即进行) 0 因此一一

汕头话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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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贴在 =蹲着

① 开在 =开着

① 盼在 手看着

@ 来在 ·来着

① 煮好在 ·煮好着

3.1.2 "在

附的对象，而是以整个谓语部分为对象，表示的是谓语所述情况

的持续. "在底"也用来粘附在谓语部分之后，除了表示情况的

持续，还含本来如此的意思。 由于常处句末，这些词兼带强调的

语气，但主要意义是"持续" . 下面例句中加横线的成分是这些

词的精附对象.

(91 )我口[ tsa? 2 -5 ]雨衣在块，霍伊落雨. [43] 

( 92) 石顶刻有字在块. [56] 

(93 )人还裸上课在。(人家还在上课呢。 )

(94 )许解我还知到好死在。(那会儿我还睡得很香呢。 )

(95 )未好落水在o (还不能下水呢o ) 

( 96) 水还未滚在。 (水还没开呢。)

(97 )日么早在. (天还早呢。 )

(98 )阿妹团发烧在底， 抱去医院瞬下o (小妹妹原来正发烧

呢，抱到医院看看吧. ) 

(99 )我心情孬死在底o (我心情坏得很呢. ) 

粘附在整个谓语部分上的"在"等和粘附在谓语动词(动结

式)上的"在"等是不同的虚成分.前者表示一种情况的持续，

后者表示动作形成的状态的持续，有时，即使同样紧挨着动词，

其结构关系和意义也不相同，例如:

(100) 人还拢裸坐在，你做好收人个茶杯? (人家还都坐着

呢，你怎么能收人家的茶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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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人还坐在，你做好爱人只椅? (人家还坐着呢，你怎

么能要人家的椅子? ) 

(100) 的"在"粘附在整个谓语部分( "还裸坐" )上，表示"还

都坐着"的情况持续; (101) 只粘附在谓语动词( "坐" )上，表

示的是"坐"的状态持续.

3.2 表示使然的持续，有下列五个标记，在句中都读后变

调: 口[ na 21 ]口块[ na 2 1 ko 2 13 - 2 1 ] 放块[ p a lJ 213 -

21 ko 213 - 21 ]放[ p alJ 2 13 - 2 1 ]块[ ko 213 - 21 ] 

"放"是"放块"的省说，只用在连动式的前一个动词之

后。"块"是" [ na 21 ]块"和"放块"之省，分别只用在动

词" [ na 21 ] (呆在某处) "和"放"之后.其余三个标记用来

粘附在动词(或动结式)之后，表示动作所形成的状态的持续，和

3.1.1的"在"等一样.所不同者，这些词都带有"使然"的意

义，而"在"等表示的持续却是"已然"的 o "[ na 21 ] "、

‘[ na 21 ]块"和"放块"可以自由地换说，为印刷方便下面

只举"放块"代表这三个词.

(102) 坐放块，履街起来! [46] 

(103) 你擎放块! [45] 

(104) 个门开放块，好分只猫出入o (把门开着，好让猫儿

迸出. ) 

(105) 厨房支灯免通旗开放块o (厨房里的灯用不着整夜开

着)

( 106) 你做呢有椅唔坐时放块? (你干吗有椅子不坐却蹲

着? ) 

(107) 阿师父怎呢事理法你知瞬放块o (师父怎么个修法你

要看在眼里o ) 

(108) 饭先煮好放块，人一下来炒几个菜就好食。(把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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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好了，人一来炒几个菜就能吃)

(109 )行李且放块。(行李暂且放着。)

(110 )你且口[ na 21 ]块。(你暂且呆着。)

(111 )只粒卵留放分你食。(这个蛋留着给你吃。)

拿 (104 )与 (84) 、 (105 )与 (85 )、 (106) 与 (86 )、 (107) 与

(87) 、 (108) 与 (89) 相比较，可看出"放块"等与"在"等都

表示动作形成的状态的持续，译成普通话看不出区别，但在汕头

话中却有"使然"与"已然"之别，持续体的"使然"和"已

然"之别，与进行体的情况平行，请参阅2.3孔. 
3久. 3 带有持续体标记的动词(或动结式)不能再带宾语。下

面的句子普通话动词之后有"着

记，要说成:

(112) 伊手块擎个茶杯。[ 39 ] 

( 113) 伊口[ t s" elJ 21 ]够身新衫。[ 41 ]口

人手牵手，头行头唱。[ 53 ] 

(115 )车底坐二个外国人. [54] 

( 116) 墙块吊一幅画。[ 55 ] 

(117) 门锻街三个人. [57] 

(114) 伊

(118 )阿小明个头口口 [tS"i?2-5 ts 矿山 2 ]唔哩话

[ 48 I 

(119) )伊人口[ t" e 55 - 21 ]支雨遮在街路块行。[ 49 ] 

4 经历

4. 1 表示动作或变化曾经经历，汕头话可以和普通话一

样。在谓词(包括动结式)的后面加"过"。 "过"单字音

[ kue 213 ] ，在句中永远不读本调，总要跟前面的动词连调，动

词读本调时， "过"读后变调 (21) ，动词读前变调时跟着读前变

调 (55)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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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伊去过口[ ho? 2 - 5 ]级地方，就是无去过北京.

[ 58 ] 

西? ) 

(121 )我口[ t s" ue 2 1 ]过伊口[ ho? 2 - 5 ]数次. [59] 

(122 )伊许珍时做过生理。[ 60 ] 

(123 )我老早就瞬过只本书了。 [ 61 ] 

(124 )我食过只样菜，无若好食. [62] 

(125 )伊内我去过几次. (他家我去过几次。)

(126) 许间房我街过个月定。(那个房间我才住过一个月 。

(127 )前几日口[ lJafJ 55 ]过，今日又热了。 [ 63 ] 

(128 )你哩，你物掉过若多支物件? (你说，你弄坏过多少东

(129) 只件事伊提浮过. (这件事他提起过. ) 

(130) 许日我无踏人过伊个内. (那天我天没有进过他的

家。 )

从例句可以看出， "动+过"后头可带宾语. 数量补语和时

量补语.

4.2 表示经历，也可以用词汇的手段，在动词之前加助动

词"诩" . "测"单字音[ p ak 2 ] ，入句后一般读前变调:

[ pak 2 - 5 ] 。 女日 :

( 1 31) 伊内我诩去. (他家我去过. ) 

( 1 32) 只件事伊制提浮. (这件事他提起过。 )

(133 )许间房我诩衔个月 。 (那个房间我曾经住过一个月 。 )

(134 )我训三 日三膜元食物件. (我曾经三天三夜没吃过东

西。 )

(135 )伊诩散车分人偷干去硬行转来。 (他曾经自行车给偷

了硬是走了回来)

"词。"表示经历，不只针对动作而言，常常指后面的动词性

180 



词组所述的情况. "诩"虽然常译为普通话的"曾经

功能和"曾经"不太相同，可单独成句，或做谓语，可一前一后

并用其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来构成反复问句，应归助动词.作为

表示经历的手段， "训"的独立性比"曾经"大， 大量的句子

可以只用"谢"而不用"过"来表示经历， 而普通话的"曾

经"一般要和"过" (有时是"了" )配合着用.

4. 3 "训"和"过"也可以一起用，如果只是针对单个的

动词或动结式，二者的作用相同，只不过前呼后应而已， 以下三

种表达方式等义:

伊内我训去=伊内我去过=伊内我训去过

如果谓语较复杂， "词。"是针对谓语的， "过"是针对动词

的，碰上事件的经历和动作的经历其实是一回事，三种方式都可

以用，意思也差不多:

我训问伊=我问过伊=我诩问过伊

但有时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时用"训"的是一个意思，不用

"训"只用"过"是一个意思.如:

我诩三日三膜无食物件=我训三日三睽无食过物件(我曾经

三天三夜没吃过东西)学我三日三膜无食过物件. (我三天三夜没

吃过东西)

最后一句因"曾经经历"只对"食"而言，管不到"三日三

琪"，所以和前两句意思不同.还有的因结构上或语义上的限

制，只能用"诩"或用"过"，例如 (123 )、 (口128们)只能用

"过

历

对"训"的否定是在前面加"唔(不)" ，对"过"的否定

是在动词前加"无(没有)" ，如 (129) 的否定式是:

只件事伊元提浮过.

、
、
，
，
"
「
.
‘••• 
唱
膏
，

B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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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 的否定式是:

只件事伊唔诩提浮。

既用"训"又用"过"的， 一般服从"训"，即用加"唔"的方

式:

( 136) 只件事伊训提浮过o (肯定式)

(137 )只件事伊唔测提浮过o (否定式)

这是因为"诵。"处在比"过"高的结构层次上，否定了"训"同

时也就否定了"过"，反过来，只否定了"过"却还不能同时否

定"诩".有时"动+过"的否定式包含在"测……"之中，如

" (134) 我诩三 日三膜无食过物件"，但这仍是肯定式，并非既

用"训"又用"过"的句式的否定。

5 起始

汕头话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起始体范畴。 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之

前加"落去"的时候有表示动作开始的意思，但这种用法的覆盖

范围很有限.口语中大量的句子是无所谓"起始"的.

"落去"本是趋向动词，音 [lo?5 k'"W 2 13 - 2 1 ] ，表

"起始"的"落去"在句中一般读前变调 [lo?5- 2 k'"W 2 13 -

55 ] ，当后面的动词读后变调的时候也跟着读后变调:

[ lo? 5 - 2 k'" W 2 13 - 21 ] 

"落去+动"表示动作开始并且有继续下去的趋势，如:

(138 )伊人落去相拍了，你去劝一下o [65] 

( 139) 人客还未来伊就落去食酒o [66] 

(140) 你做呢落去做生理了? [67] 

(141 )你么好落去写了。(你该开始写了。 )

(142 )元人拘你也无人骂你哩，做呢落去哭? (没人打你也

没人骂你嘛，怎么哭起来了? ) 

"落去"表示起始的同时，总强调这种开始是施动者有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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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类似进行体和持续体中"使然"义的第三种情况，请参阅2 . 

3节. "落去+动"的使用范围非常窄，除了含有这种"使然"

义的句子，其他的起始就不能用它表示。

受书面语或普通话影响的人有时会用副词"开始"，但口语

里一般都说成别的体貌，避开"起始"的意义.下面的例句，竖

线前是普通话的说法，动词带"起始"义，竖线后是汕头话最接

近的说法，都没有了"起始"义:

(143 )房子烧起来了. I 间磨着火了o (房子起火了)

(144) 天气冷起来了，要多穿一件衣服o [54] I 天时口

[ lJag 55 ]了，着口[ t s .. elJ 21 ]加件衫。(天气冷了要多穿一

件衣服o ) 

(145 )大伙儿唱起歌来o I 撮人唱歌。(大伙儿唱歌)

(146) 爷爷一听，不禁笑了起来o I 阿公听着青笑。(爷爷

听了直笑)

6 继续

表示动作仍然继续进行，汕头方言在动词之后加"落去"，

"落去"音[ lo? 气'山 213 - 21 ] ，句中一律读后变调: [lo? 5 

- 2 k" W 213 - 21 ] 0 和普通话表示继续的"下去"一样， "落

去"也是由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

"动词+落去"表示继续如:

(147) 待伊哩落去，援插嘴o [68] 

(148) 你也是爱口 [ tsïõ213 - 55 ] 生物落去，

我口[ ma 213 55 ]日就走。[ 69 ] 

( 149) 想爱瞬个人哩做伊瞬落去，阮先走了o [7] 

( 150) 个病拖落去就恶医了o (这病再拖下去就难医了)

"落去"放在形容词后，表示变化的程度继续加深，形容词

一般是表示消极意义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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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也是再痛落去就存把骨了。(要是再瘦下去就只剩一

把骨头了. ) 

这是"瘦"并非好事时才说，这种情况下不说"肥落去".

当胖反而不好时才能说"肥落去" . 

(152 )再肥落去就无变跳舞了。(再胖下去就跳不成舞了)

汕头方言中的"落去"只粘附在动词或形容词上，和动词、

形容词之间不容许其他成分插入，即"落去"的前面不能是动结

式、动趋式，不能是带其他体貌形尾的动词或形容词，形容词更

不能是一般的动补短语或动宾短语， "落去"也不受否定词的修

饰.最后一点和普通话不同，普通话可说"他说不下去了

头方言只能说"伊无变咀落去了".

‘t动/形+落去"后头不能再带宾语和补语.这和普通话的

"动/形+下去"相同.

7 已然

"已然体"是本书的作者们约定的一个名称，指一种语法范

畴，其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了2" 的意义，和笔者在2 、 3两节中

为区分两种进行体和两种持续体时曾使用的"已然"不是同一含

义。普通话"了2" ，一般认为是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

现变化(吕叔湘1980)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概括， 不过对有些著

作把它看作是一个粘附在全句之上的语气词未敢苟同。"了 2"

粘附的对象有时可以只是句子的一部分，主要作用也非表示语

气，而且跟"了 1"又有密切的关系，只要不把汉语的"体"局

限在词法的范围内， "了 2" 看作一种体标记是比较合适的.

汕头方言和普通话"了2" 相当的标记也是"了

称"了2" 以区别于1.1节的"了 1" 和"了3♂". "了 2" 多数汕

头人都说成[ 1 i au ]的弱化形式[ ou ] ，尤其是中青年以下的

汕头人.在句中"了2" 永远读后变调: [ou 53 - 2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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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话一样， "了 2 " 和"了 1 " 碰在一起的时候便合为一

体. 以下先举单纯的"了2" : 

( 153) 我食好饭了，你食好未? [71] 

(154) 阮固考着大学了. [72] 

(155 )伊去了个外月了，还未转来. [73] 

( 156) 你对昨日买撮物件甲伊放在地块了?一一放在床顶.

(你把昨天买的那些东西给放那儿了?一一放在桌子上)

(157) 口[ ma 2 13 - 55 ]日只解伊早就到北京了. [76] 

(158 )粒球口[ k" a? 2 - 5 ]对空底去了. [7门

(159 )伊拍电话去叫救护车了。 (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去了。

(160 )水爱滚了 . (水快开了) 。

(161 )后日放假了 . (后天放假了) . 

(162 )还有滴回钱，我唔分你了. [80] 

(163 )你认出伊介地修未?一一认着了. [81] 

(164 )只下死了! (这下糟了。)

(165) 撮汤口[ k"a?2 -5 ]咸了。 (汤太威了 . ) 

( 166) 撮饭臭酸去了. (饭傻了。)

(167 )个钱包无去了。(钱包没了. ) 

(168 )丛树分我斩掉去了 . (那棵树让我砍掉了. ) 

(169 )者个我食过了。(这东西我吃过了. ) 

(170) 月尾了. (月底了)

( 171) 中秋了，还热死. (中秋了，还热得要命。 )

(172) 大奴固了. (大孩子了)

(173 ) 三十斤了，差唔多了。(三十斤了，差不多了。)

"了 2 " 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情况的实现

实现，就是未实现前的旧情况的结束，实现后的新情况的出现，

这个提法和"一种新情况的出现"没有矛盾，不过我们认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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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确地说明 "了2 " 和其被粘附成分的语义关系， 因为"

了 2 " 总是粘附在一个带表述性的成分上，给被粘附成分所表述

的情况添加一个"实现"的意义。

单纯的"了 2 .. 常常不和动词紧挨，中间或隔着宾语、补

语，或隔着"过

也有紧挨着谓词的，即使如此， "了 2..也是句法平面上的

虚成分而不是词法平面上的。 如 (160) 、 (161) 、 (165)是粘附

在"好去"、 "爱滚"和" [ k'" a? 2 - 5 ]威"等词组上. ( 167 ) 

的"放假"虽然是词， "了"是把它作为谓语而不是词来粘附

的，因此在词法的平面上， "放假"还可加上表完成的标记

"去"，说成"后日放假去了".

"了 2 " 如果和"了 1" 碰在一起，就会合说成一个"了

既表示动作完成，又表示情况的实现，情形和普通话类似. 这个

"了" 一定紧挨着谓语动词(包括部分动结式或动趋式)，本文

1.1节 (12) 一一 (16)例便是这种情况，请参阅.

由于"了2" 只有和"了 1" 在一起的时候才合二为一，而汕

头方言中的"完成"不一定都用"了 1" ，有时是用"好"或

"去"因此出现这样的对应关系:有时汕头话中的几种说法，译

成普通话都只是一个"了"，比如普通话"数学考了" ， 汕头可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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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考去. (动作完成+消减)

数学考好. (动作完成+如意)

数学考了. (动作完成+情况实现)

数学考去了. (动作完成+消减+情况实现)

数学考好了. (动作完成+如意+情况实现)

8 貌

8.1 短时



短时貌主要指动作的时量短，有时也指动作的动量小。普通

话表示短时貌或尝试貌都用动词重叠式(看看、研究研究) ，单音

动词的重叠式中间可加"一"，也有表示短时的作用.汕头方言

短时貌和尝试貌用不同的标记，短时貌的标记是"一下"的合音

形式‘[ tse55 -21]" 或省略形式"下[ e55 - 21 ] " ，放在

谓语之后，读后变调.如:

( 174) 撮人歇下了正作。[ 82 ] 

(175 )你坐放块，我入来[ lai 53 - 24 ]去换下衫。[ 83 ] 

( 176) 平日无事，都是瞬下电视，少出门. (平时，没事干

的话也就是看看电视，很少出门)

( 177) 我着来[ lai 53 - 24 ]去剃下头了 . (我得去理理发

了 . ) 

( 178) 你去看下哩车来未. (你去看看车来了没有. ) 

"一下"和"下" 一般紧贴着动词，排斥其他体貌形尾.宾

语一般放在"一下"和"下"的后头，如 (175) 一 (178)

例.但是"一下"和"下"仍未像广州方言的"下"一样演变成

形尾，因为如果出现由人称代词充当的宾语， "一下"和"下"

除了仍放在宾语之前，更通常的说法是放在宾语之后，如:

(179) 你去问伊下. (你去问问他。)

( 180) 我病了个外月个新妇都无来盼我下. (我病了一个多

月，媳妇也没来看一看我)

( 181) 有好机会么着招呼阮一下! (有好机会可得关照关照

我们才行啊! ) 

表示短时的"一下"和"下"是由表示动量的补语"一下"

变来的.一虚一实两种用法在汕头方言中仍然并存，但意义上已

明显分化，语音上也有区别:作补语的"一下"没有合音为" [ 

tse ] "也不省说为"下"，依数量补语的连调方式与动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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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在本调地位上，说成" [ tsek卜 2 e55 ]" 0 比较:

个布翁固趣味死，拍一下[ e 55 ] ，双目就眼一下

[ e55 ] 0 (那洋娃娃真有趣，打一下，眼睛就眨一下o ) 

领被曝好了拍一下[ e55 - 21 ]正擂起o (被子晒好了拍一

拍再叠起来。)

8.2 尝试

表示尝试，在动词后头加助词"盼[ t"δï 53 ] " . "瞬"

类似普通话"看"，也作动词.不过普通话表示尝试的"看"要

放在动词重叠式之后，尝试和短时合为一体，汕头话表尝试的

"盼"前面的动词不重叠，尝试貌是独立的。

( 182) 有包好办法，等我再想瞬 o [85] 

(183 )你约睬，者个是包个o [86] 

(184 )只本书买无了，唔相信你去买瞬 o (这为本书买不到

了，不信你去买一买看o ) 

(185 )你试瞬撮汤够成未o (你尝尝这汤够成了吗。)

(186) 者药丸是去风湿个，你食鹏有用阿元o (这种药丸是

去风湿的，你吃吃看有用没有o ) 

带尝试貌的动词，常常带着一个谓词性宾语，这宾语是要尝

试的内容，因此在"动+盼"之后， 常可加一个连结内容宾语的

助词"哩 [tE213]". 如 (183) 可说成:

你约瞬哩者个是也个.

(185) 和 (186)的"瞬"后也可加"哩".

名词充当宾语的较少见，要放在"盼"之后.如:

(187 )你试瞬者汤o (你尝尝这种汤o ) 

三身代词宾语则以放在"腕"后为常，如:

(188) 你去问伊盼啊! (你去问问他吧o ) 

( 189) 有我出头，伊茎敢来拍你盼! (有我作主，他敢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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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试! ) 

尝试貌和短时貌在汕头话里虽然分得很清楚，但是二者语义

上有密切的关系，常常同时使用。格式是"动+下+盼 "。由

于尝试一般意味着短时(轻量) ，而短时(轻量)却不意味着尝试，

所以8.1节所举的短时貌句例普遍可再加短时貌标记，表示既尝

试又短时.例如:

(190 )有也好办法，等我再想下盼. [85] 

( 191) 你约下膀，者个是包个. [86] 

(192) 只本书买无了，唔相信你去买下盼o (这本书买不到

了，不信你去买买看. ) 

(193 )你试下瞬撮汤够成未. (你尝一尝这汤够成了吗)

(194 )者药丸是去风湿个，你食下瞬有用阿元. (这种药丸

是去风湿的，你吃吃看有用没用。)

动词带"下瞬"后，若出现宾语，位置与动词带"瞬"是一

样的.即谓词性宾语在"下盼"之后.前面可加结构助词

"日日" . 

(195 )你约下盼哩者个是也个.

名词充当的宾语也在"下瞬"之后，但前面不能加"哩" . 

( 196) 你试下瞬者汤.

三身代词充当宾语，则以放在"下盼"之前为常，也不能加

"日日"

(197 )你去问伊下瞬啊. (你去问问他吧)

(198) 有我出头，伊茎敢来拍你下盼! (有我作主，他敢来

打你试试! ) 

8.3 反复

表示动作不只一次地反复进行，汕头方言在动词重叠式的中

间加"阿"或"下"，说成"动+阿+动"或"动+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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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这种格式的最后一个音节读本调，前面的音节处在

前变词地位上. "阿"属阴平，前变调和本调一样(即不变) ，读

[ a 3 3 ], "下"读[ e35 - 21 ] • 

8.3.1 "动+啊+动"作谓语或补语时表示动作连续地反

复，如:

( 199) 支日光灯阪阿暇，甲人关掉好， (这日光灯老闪个不

停， 干脆关掉算了. ) 

( 200) 只鸡翁双目反阿反，畏得唔对啊? (这只公鸡不停地

翻白眼，恐怕不对劲吧? ) 

( 201) 尾鱼个嘴还裸合阿合(那条鱼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

的. ) 

(202 )你瞬个瓜棚，柱摇阿摇，风再大下够个着倒掉。 (你

看这瓜棚，柱子老摇晃，风再大点儿整个儿会倒的. ) 

(203 )只狗分人拍到拐阿拐. (这狗被人打得一瘸一拐地. ) 

t‘动+啊+动"还常用于下面的句型中，也是表示动作的连

续反复;

(204 )伊行路双做踢阿踢. (他走起路来两只脚老不断地往

外踹。 )

(205 )你做呢哩话双目夹阿夹 . (你怎么说起话来老眨巴

眼? ) 

但是用在下面的句型中，充作连动式的前半部时，主要表示

动作处于进行的中途，后半都是在动作正进行闯出现的情况.

女口:

了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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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行啊行唔知行对地块去. (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哪儿

(207) 我想啊想还是履去好o (我想来想去还是不去的好o ) 

(208) 食啊食食着粒铁钉o (吃着吃着吃出一颗钉子来。)



(209 )怨唱阿唱做呢分伊歇去? (你们怎么唱着唱着又停

了。 )

(210) 我知阿细分雷声惊醒. (我睡着睡着被雷声惊醒了)

上面各例中的"动+阿+动"多数无法理解为反复的进行，

其语法意义是动作进行到中途又有了新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接着

说出连动式的后半部. 这种用法的"动+阿+动"应不属于本

节的反复貌。

8.3.2 "动+下+动"也表示动作不止一次地反复进行，

和

另别4ι. "动+阿+动"表示连续反复的动作状态， "动+下+动"

可以是间歇的. 比较:

支日光灯跟阿暖

支日光灯摄下眼

两句都表示日光灯的闪烁不止一次出现，但前句强调其连续

不断，后一句只表示多次反复，可以是一下接一下地闪，也可以

是不时闪一下 . 例 (199) 一一 (205)都可以改成"动+下+

动"，只有上述意义上的微小差别.

"动+下+动"不用作连动式的前半部.

8.4 随意

汕头方言没有随意貌.表示随意要靠副词"口[ zuaJ;) - 3 

5 ] "、 "四散"等的词汇意义，如:

( 211) 我口[ zuaJ;) 35 ]食了几嘴就出去口了 . [90] 

(212 )本书我口[ zuaJ;) 3 5 ]四散掀页了就还伊。 [ 91 ] 

( 213) 口[ zuaJ;) 35 ]坐. (随便坐. ) 

(214 )行李口[ zuaJ;) 35 ]放地块. (行李随便放哪儿。 )

9 体貌形式表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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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体貌形式表

表中

或者;完全同义的情貌形式只举一个作代表.有些"动"含形容

词、动结式、动趋式。

形式

动-了+ (宾、补)

动-好+ (宾)

[动+ (宾) ] .好

意义

完成

完成，含如意义

同上

[动+ (一般补语) + (宾) ] .去完成，含不如意义

+ (时量补语)

[动+ (宾·补) ] .了 3

裸. [动+ (宾、补) ] 

放块. [动+ (宾、补) ] 

动-在

动，放块

[动+ (宾、补) ] .在

[动+ (宾、补) ] .在底

义

事情完毕

进行，含已然义

进行，含使然义

状态持续，含已然义

状态持续，含使然义

情况持续

情况持续，含"本来如此"

动-过+ (宾、补) 经历

别. [动+ (宾、补)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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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动·过+ (宾、补) ] 同上

落去. [动+ (宾) ] 

动-藩去

[谓/句子] .了 2

起始，含使然义

继续

已然

动-下+ (宾) 短时

[动+三身代词] .下 同上

动·除+ (宾) 尝试

[动+三身代词] .瞬 同上

动·下盼+ (宾)

[动+三身代词] .下瞬

动·阿·动

动·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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