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革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苏州方言的体和貌

苏州大学中文系石汝杰

引 自

0.1 苏州方言属于吴语.苏州市地处江苏省最南部，下领
吴县等 6 个县或县级市，这些县市的方言在各方面的差异比
较明显。本文所谓苏州方言，只指苏州城区话，不包括邻近县
市的方言。

0.2 关于苏州音系，见袁家导华等著《汉语方言概要)) (第

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 第 59 页表， 本文略有变动.
关于连读变调的概貌， 见钱乃荣、石汝杰《关于苏州方言连读
变调的意见》的附表( {(方言)) 1983 年第 4 期第 280 页)。

0.3 本文常用方言词(必要时参见《简明吴方言辞
典)) ): 

耐:你
徨:他

倪: 我们

唔笃:你们
假笃:他们
埃\该:这

弯:那
掰:这，那
哪亨:怎样
实梗:这样
哪搭:哪里

个: (助)的， (量)个
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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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副)都
一径: 一直
亦: 又

勒: (动介副)在， (助)和， (语气助词)
来\勒: (语气助词)
几化: 许多，多少
搭:和， (某人)处
拨:给，被
辰光:时候
故歇:现在

阿爹:爷爷

困:睡
白相:玩

完成

1. 0 完成体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或实现. 体助词是
"仔" [ ts l] , 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1" ，紧跟在动词(或形容
词)的后面，和前面的成分连读.有宾语和结果
补语时，其位置如下:

动词+结果补语+仔+宾语+

1. 1 "动词\形容词+仔" 一般不能独立成句，需要带宾语
或补语，且一般要后续句，否则要用助词"哉"结束句子.但对
举时或宾语带修饰语时可不用"哉"结句， 如:

(1 )倪爹爹搭我讨仔个蛮标致个家主婆. (家主婆:老婆)
(2 )咳，我哪亨生得能个命苦，到底作仔啥个孽呵? (能个:

这样)
(3 )我为耐受仔勿勿少少气，吃仔几几化化苦. (对举)

1.2 "仔"后常带补语，如数量短语和趋向动词.
1) 数量(包括动量、时量、物量)补语放在"仔"后，表示

动作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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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说仔但两声，但立起身就走哉.
(5 )倪请耐请仔十几蝶，耐定规勿来. (定规: 一定，就是)
(6) 侄去仔一个月，还[勿曾]转来勒.
(7 )我从养仔徨养到仔十八岁， 一径勿舍得叫但做重生活。



"形容词+仔"后加"点\一点(点) "作补语，表示少量，或程
度稍高:

( 8) 但个病已经好仔一点哉.
( 9) 吃得;武要紧仔点，连核也吞仔下去哉。(式:太)

2) 如果是趋向动词， "仔"在谓语动词和趋向动词之间，
这时三者必须连读.如:

(10) 耐走罢，耐个行李自家拿仔去.
( 11) 作兴拨勒骗子骗仔去哉. (作兴:也许;拨勒:被)
"V仔来\去"如果不用完成体，必须说"拿得去、骗得去".
( 12) 刚刚王伯伯拿徨领仔进来，就走哉.
( 13) 我看见耐拿个，还耍赖来?快点拿仔出来还拨好婆.
"出、进"等单作补语时紧跟动词，在"仔"前:
(14 )耐伸出仔头(来)看晗?

1. 3 后面有另一个动词时，两个动词可在同一句里，也可
在两个分句内.两个动词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动作相继发生，即
一个动作完成后接着进行第二个动作. 这两个动作之间的关系
很复杂，还可迸一步分类，实际上都是以这一基本关系为基础
的.

1 )两个或几个动作相继进行，前后动作的施事可不同，
女口:
(15) 前两日夜里转来仔，总归搭我讲该桩事体. (总归:老

是)

(16) 叫但到兰云堂吃仔点心，换仔衣服，再去见老爷.
(17) 阿哥去仔兄弟来， 唔笃倒忙个.

2) 第一个动词可看作后一动词的动作方式，如:
(18) 戴仔籍帽亲嘴，推扳得远来。(俗语; 推扳:差)
(19) 要么坐仔吃，要么立仔吃，哪亨有人困仔吃个?

如果第一个动词是表静态的，那么表示方式时加"仔"或"勒
海"都可以，如:

(20 )困仔(\勒海)看书勿好。
(21 )侄欢喜立仔(\勒海)吃.
这时"仔"和"勒海"所表示的意义相仿.如果动词带宾语或是
表动态的，表示方式用"仔"不用"勒海"， 如:
(22) 但笃撑仔伞勒街浪走o (49) 

3) 前一个动作行为是后一动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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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姐看仔郎君针棚仔手，郎看仔娇娘船也横. (山歌)
(24 )兄弟式能干仔，阿哥只好推扳点，勿然是倪活勿下去

哉.
4) 用于假设复句的主句，表示假定的条件:

(25) 我是仔耐，我就勿理掰个人. (是仔我，……)
(26) 岖，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 (俗语)
(27) [勿要]晏歇;武起劲仔，倒弄得一场空o (晏歇:等会儿)
以上主要是从两个动词的关系出发来分类的，有时形式一

样，因动词性质不同，所属的类也不同，如:
(28) 你便拔出仔拳头只说打，我便手指仔吴山骂洞庭o (山

歌)
"拔出拳头"和 "说打"是两个先后发生的动作， "手指吴
山"是"骂洞庭"的方式.

5) 因为"仔"前后的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所以
可以在"仔"后头再加上提顿助词， 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最
常见的是加助词"勒"， "勒"的主要功能是: [1] 连接前后两
个并列的成分; [2] 表示因果关系.这个"勒"起连接作用.

"仔"和"勒"叠用，表示的意义与"仔"本身的用法很接近，
只是语气和缓些.如 (5) (17) (19) (20) 等例中"仔"后都可加

上"勒"，意思基本不变.如果有宾语， "勒"放在宾语后.
女日:

(29) 我看但笃烧好仔菜勒走个.
动趋短语的完成体加了"勒"结构有变化，如"拿仔勒出

来"是"先拿起来，再拿著出来"， 是两个先后发生的动作.
1.4 表示意志:祈使和意愿都属于这一类，这时"仔"常

出现在句末，后面还可加语气助词"吧、旧a "等.
1) 表示祈使: 因为这时往往是要求对方实现某个目标，

所以动词常带结果补语.比较简单的祈使句，常重复.如:
(30 )慢慢叫，闲话说清爽仔!我啥辰光拿耐个物事个?
(31 )耐拿地址写勒海仔，省得我忘记脱仔!
(32) 快点叫两个人来拉开仔n，ia ，要打出人命来哉呀!
(33) 唔笃路浪辛苦哉，坐仔坐仔.

2) 表示说话者自己的意愿和决心，主语为第一人称.如:
(34) 但要搬场个说话，掰套房间我就一干子租仔o (说话: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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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我一直想、拨点铜锢耐，今朝剩十块洋锢勒海，就送拨耐
仔.

(36) 索性再赌一场，翻得转末翻仔，翻勿转就输仔吧。
( 37) 让我来拿个铜锢抗抗好，省得拨勒别人看见仔。(抗:

藏)

1. 5 完成体的疑问式用" [阿曾]" ，否定式用" [勿
曾]" ，句末有时加语气助词"勒"， 如:

( 38 ) 唔笃姆妈身体阿好? [阿曾]搭耐一淘来?
( 39 ) 有辰光得罪仔人，人家动仔气，倪自家倒[勿曾]觉著.
( 40 ) 我搭耐有毛十年[勿曾]碰头，有点面熟陌生哉。(毛:
近)句末用不用语气助词"勒"意思有不同，如:

(41 ) A: 小张[阿曾]到北京去勒? B: 去哉 . \ [勿曾]去
勒。

(42 ) A: 小张[阿曾]到北京去? B: 去个. \ [勿曾]去.
例 (41)中说话者知道小张有去北京的计划; 例 (42) 可能是在谈
到小张的同事去北京的事时的对话.

1. 6 特殊的宾语:
1 )表处所的名词可不要介词，直接跟在"仔"后，象宾

、五
Z口·

(43 )我今朝走仔是非案里来哉，勿如溜罢.
2) "形容词+仔+名词"表示比较，今主要保留在熟语

里:

(44) 阿有啥笔芯比仔笔也贵，真真"小鸡大仔娘"哉。(比…
大)
(45) 耐真个是"闲话多仔饭泡粥"，少讲几句吧. (比…多)

1. 7 "仔"可用作介词后缀，如:
(46) 现在个开销比仔从前要省得多哉. (比仔)

(47) 拿一根绳对仔馒头颈里"速碌"一记套上去o (对仔)
(48) 但为仔江秋燕个事体忙得来，赛过掐脱头个苍蝇. (为

仔)
1. 8 动词重叠式可加"仔"，参见~ 8.1(1) a. 
1. 9 完成体的准体助词
完成体的体助词是"仔"，另外有几个常作补语的词(如

"好、脱、牢" )也兼表完成.这类词大多有虚实程度不同的几
个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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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意义比较实在的一面是: [1] 在表完成的同时，还
有丢失、达到、结束等表结果的意义; [2] 有褒贬等附加意义;
[3 ]由这些词构成的动结式有可能式 "V得A \ V 不A" ; [4] 
它们的后头还能再加体助词"仔" (但加"仔"后不能用可能
式) ; [5] 单音动词的重叠式和准体助词可构成" WA" (如

"敲敲脱" )的形式. 以上是和"仔"不同的一面. 虚的一面
是: [1] 表示动作的完成，作用同"仔"; [2] 经常作补语，
有的(如"脱" )甚至只能作补语; [3] 位置同"仔"，有时能
跟"仔"互换而意义不变; [ 4 ]有的还可用在其他动结式后头;
[5] 前附性强( p ro c 1 i t i c ) . 语音上，它们只能跟前面的实词连

读;语法结构上，有时没有可能式，不能单说. 这些虚的用法和
体助词"仔"有共同之处.

因为它们的功能介于体助词和一般的结果补语之间，所以我
们把它们叫做 "准体助词" . 以下简单分析其中的几个词，侧
重其较虚的一面的意义和功能.

1) 脱: 原来是动词，如"脱衣服"，但其作为准体助词
的功能可能很早就分化出来了 . 因为在北部吴语里一些地方(如
吴江、川沙) "脱"有两读，动词读[ t ç的 ]，准体助词读[
t " a? l . "脱"作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果，常包含"去除、丢
失、消失"等消极含义，进一步引申，可用于表示某种对人不利
的结果(如失败、损害)七.普通话里与之相当的是"掉
范围要窄得多.

a .在叙述句里"动词+脱"不能结句， 没有后续成分
时， 句末要加上"哉" . 如: 1 

( 49) 一夜天自来水就冰脱哉。(冰:冻[住] ) I 
(50) 张三拿屋里只鸡杀脱哉。 (2) k 

但在祈使句中， "脱"可出现在句末:
(51) 唔笃个棚棚快点拆脱，再勿拆倪来拆哉. (或"拆拆

脱" ) 
(52) 通知浪要拿开会个辰光勒地方写写清爽， [勿要]写漏

脱.
( 53) [勿要]忘记脱拿书带得来啊.

b .动词\形容词+脱:有可能式，后加"仔"时无可能
式.如:
(54) 饭勒莱侨[勿曾]冷脱，用勿著热来。(热，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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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我只有一个囡件，故歇就嫁脱仔，叫我靠啥人嘎? (囡
件:女儿)

(56 )耐长远勿来哉，阿是忘记脱仔我哉?
(57) 倒唆头勒海，人家死脱仔爷娘，有晗个恭喜暖! (嚷头:

可笑)
c .后头是数量补语， "脱"强调动作所耗费的时量，

女日:

(58) 过脱一日，让我专诚备一桌酒，差人来请耐罢。(将来)
(59 )昨日下半日，但勒海我搭坐脱仔一歇勒走个o (过去)

d .动结式+脱: 因为"脱"表示结果，所以还可用在动
结式后面，这时绝对没有可能式，用法更像体助词。如:
(60) 花瓶打碎脱勿要紧个，我再买一只末哉。
(61) 年初一到天空去烧香，人多得来，轧勿见脱哉。(轧:

挤)
范晓 (1988) 对 "V -脱"的分析很细致，他的结论是，一共

有三个"脱": [ 1] 结果动词(或称"非谓动词" )，有可能式;
[2 ]结果助词，有时能和体助词"仔"互换; [3] 结构助词，后
头总是带数量补语.其中 [2] 和 [3] 都没有可能式.我们的分析
略有不同.

2 )好 [hæ 52 ]:表示动作完成，后头还可加"仔"，一般
要后续分句.和"脱"不同的是: [1]"好"不能添加在其他动
结式后头; [2]"好"常表示动作结果完满，有褒义。但再引
申， "好"只表示完成，并无明显的褒义了，如例 (62) (63) 。
普通话的"好"有类似的用法， 但范围没有这么宽泛. "好"还
兼表持续，作用跟"仔"相仿.这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a .表完成，功能与"仔"相仿，有时可互换，如例 (62)
(65) : 
(62) 快点吃，吃好仔倪要出去哉。
(63) 拿死人用芦筐卷仔，拿绳络好，四个人扛仔，望赵家里

来。
(64) 我刚刚困好，阿三来喊，说猪棚明脱哉，只好爬起来。
(65) 有个乡下人勒浪浸菜，浸好仔水，卖起来，斤两好重

点。
1> .兼表动作完成后结果的持续，当是从表完成的意义派

生而来的。特征是: [1] 动词是表静态的; [2] 或者是动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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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但后加助词"勒海"或表示场所的介词短语这里"好(仔) " 
表示完成， "勒海"表示持续.如:

( 66) 我做点事体，耐一直看好仔作啥? (看，去声)

(67 )今朝小李头浪戴好(仔)一只呢帽子(勒海) 0 

( 68) 门浪已经有两条封皮十字花贴好勒海o (十字花:交叉

地)
( 69) 拨但实梗一喊，吓仔一吓，冷汗倒先出好(仔)一身勒海

哉.
( 70) 耐有啥个法子对付我末来末哉，倪等好勒浪!
"好"的实义较明确，所以常和其他结果补语并列使用，

女日:

( 71) 冷盆摆好勒浪哉，花雕也炖热勒浪哉.
关于持续体，详见~ 2，这里比较一对例句:

(72) 阿金炖好仔茶，再拿药煎煎拨阿珍吃o (完成)
(73 )茶炖好勒海，耐要吃自家去倒o (持续)

c .表祈使和意志时， "好"后还可再加"仔":
(74) 晏歇捕面末，记好仔，拿肥皂大脱但o (捕面:洗脸;
大:洗)

3) 牢[ Læ 23 ]:意义比较实在，作补语时意义踉普通话的

"住"大致相当.在其基本意义以外，有兼表完了和持续的虚化
用法.

( a )兼有完成义的，如:
(75) 到10点半就吃勿消哉，看看书，眼睛就闭牢哉.

( 76) 自家个男人，耐啥勿管牢仔，来问倪作啥!
(b )有持续义的，有时能表示方式，如:

(77) 刚刚我看见但盯牢勒台子浪，像勒海看啥个文章.
(78 )耐要甩脱我，我就是要跟牢耐走.

4) 过[ kau ] : 表示完成，不是经验体助词，情况同普通
话:

(79) A: [阿曾]吃饭勒嘎? B: 吃过仔歇哉.
(80) 我上过课再搭耐一淘去o (一淘:一起)

5) 著[ za? ]: 有相当实在的意义，作补语时相当于普通
话的"著( zhao 2 )、到、住"等.如:
(81) 我想著仔儿子要来勒，心里真真开心杀.
(82) 切切肉，手浪切著仔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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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 鸡蛋勒车子浪颠著一颠，碎脱蛮好几只。
后两例表示动作瞬间发生并完成， 意义比较虚，可加"仔
并带不如意的色彩. (刘丹青1993)

进行

2.0 进行体表示动作行为在进行过程中，不在乎怎么开始
或结束的。副词"勒" [la?] 或"勒海" [la?hE] (又说"勒
浪"等，用"勒海"代表，下文同.参见~ 9) 放在动词前，表示
动作正在进行.它们的用法相当于普通话副词"在、正在"，
表示动作处于连续或反复进行的过程中。"勒"只用在动词前，
"勒海"则还可用在句末，作持续体助词(见~ 3) • 

2.1 描述说话的时点动作在进行的实态，例如:
(84 ) 我勒海奔勒，勿觉著冷。 (34) (勒，表示前面是原因)
(85 ) 为仔掰两日风大仔勒，受仔点点寒，今朝还勒浪吃药

勒.
( 86 ) 徨笃爷娘急杀哉，托仔人四处八路勒浪寻勒问。 (到处

问)有动作发生的地点时， "勒\勒海"跟介词合二而一，如:
(87) 姆妈勒门口头纶衣裳，阿姐勒海灶下烧饭. ( 36) (纶:

缝)
2.2 如果句中没有特定时间，进行体是指说话时动作正在

进行，也可用在过去、将来等时间里，具体时点由上下文确定，
女日:

(88 ) 刚刚假坐勒我旁边， 低仔头勒里听呀. (近过去 )
(89 ) 但自家来搭我说，掰夜头搭耐勒浪观前街吃西餐个。 (过

去)

(90 ) 说末实梗说，到辰光，就是勒浪笑，总归勿起劲个. (将
来)

(91 ) 耐[勿要]勒里说鬼话，耐拿我当小干件啊? (小干件:小
孩)
(92 ) 但勃转仔头正勒里要问老周啥事体，…… . (勃:扭)

例 (9])的"说"实际上是说话时刻前刚实现的动作，应是近过去
时。例 (92) 表示动作即将出现，这时句中用"要" 。

‘ 一面…一面…"的句式中能连用 "勒海"，因为两个动作
是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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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但一面(勒海)说，一面勒海挖袋袋，拿出来两块洋锢。
2.3 形容词前加"勒海"，表示观察时点所呈现的状态:

(94) A: 耐作啥要转去哉? B: 我亦勒浪勿适意哉. (适

意:舒服)
(95) 前日子拨假打仔一记，今朝还辣里痛来。

2.4 否定用"勿\ [勿曾]" ，疑问用"阿\ [阿曾]" ，如:
(96) A: 但阿勒海吃饭? B: [勿曾]，但勿勒海吃饭，但勒

扫地.
(97) A: 但阿勒海忽浴? B: 勿，但勿勒海忽浴. (忽浴:

洗澡)
这一体无祈使形式.
2.5 李德津等 (1988 ， 434页)列出普通话进行体( "在…

呢"格式)中不用的动词， 其中一部分，如"怕、可惜、眼热、
开始、停、来、去、进来、出去"等，苏州可用进行体，如:
(98) 我勿是可惜掰个两百块洋锢，是勒海可惜浪费脱个辰

光.

表示移动的动词"来、去"等用进行体也是常见的，强调向目的
地移动的过程(例 (100) 是指即将发生的事) : 
(99) 阿姐，快点开门，阿爹勒好婆勒海进来哉。(好婆:奶

奶)
(100 )阿宝马上勒海来哉，但说，戏一散马上就来.

持续

3.0 持续体跟进行体在意义上有关联。进行体表示动作正
在进行，持续体则表示: [ 1 ]静态的持续; (2] 动作完成以后
所造成的状态在较长时间内的持续，可称为"完成持续体
一类情况较复杂(分类参考刘丹青1993引) .可以说，进行体是动
态的，持续体是静态的.持续体的体助词是后置的"勒海
为持续体的标记， "勒海"强调状态的持续.它不一定紧跟著动
词，常见的位置是在句末。这说明它是附
著在整个句子上的，而不是仅作为动词的后附成份存在的.发音
时， "勒海"必须和前面贴近的词连读.有宾语、补语时，位置
在动词后、 "勒海"前。

3.1 静止的状态

358 



这一类里主要是表示表静态的动词和形容词.
1) 静态动词:指起始和持续之间没有明显的意义差别的动

词，如"活、登(待
dai 1 )、等"等，这类比较少，如:
( 101) 但到倪屋里来仔，一直登勒海，我只好陪但.
( 102) 该点阿侨是耐养(好)勒海个鸟?
( 103) 我昕(好)勒海，耐说末哉.

2 )很多动词， 如"困、立、坐"等，都兼表动态(瞬间完
成，如"坐下去" )和静态(能持续，如"坐著" )，这是这类动
词的特点.其表静态的一面可归入这类，如:
( 104) 好端端困勒海，到半夜里，亦有人来敲门哉。
(105) 坐勒海比立勒海适意.
( 106) 我带(好)仔雨衣勒海，勿怕落雨个. (43) 

"动词+勒海"表示静态持续，但也能用完成体助词
"仔"，如例 (105) 又可说成"坐仔比立仔适意"，但用"勒
海"更自然一些.汪平 (1984) 和钱乃荣 (1988) 都讨论了最早由
赵元任提到的这一现象，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V 勒海"常用来表示另一动作的方式，如:
(107) 但就是欢喜困勒海看书.

(108 )一夜[勿曾]因，今朝上课一径坐勒浪打瞌统。(瞌毓:瞌
睡)

静态动词充当方式时， "勒海"可跟完成体助词"仔"互
换，如以上两例都可改用"仔";如动词带宾语，则必须用
"仔"表示方式，如"骑仔马寻马" (参见 ~1.3 (2)) 。但用
"仔"表方式有时有歧义，如"拿仔走"既可看作两个动作先后
发生;也可认为第一个动作是第二个动作的方式. "拿勒海走"
无歧义， "拿勒海"肯定表示方式.因为完成体也能表示动作行
为的方式，所以"勒海、仔"还可叠用，一起表示方式，如"拿
勒海仔走."

当第一个动词后是表地点的补语时， 体助词"勒海"和介
词"勒\勒海" (在)重合，格式为"动词 1 +勒(\勒海) +地点
名词+动词2" ，因为这一形式本身有时就兼表动作持续的意
义，如:

(109) 但戴勒墙头浪吃香烟. (戳:靠) (52) 
3) 形容词:表示形容词所指的情况持续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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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屋里灯傍亮勒海，肯定有人个.
( 111) 我生仔一枪病，到今朝还觉著脚软勒海来。(一枪:一阵
子)

疑问代词"哪亨"用于询问性状时，作用相当于形容词，
女日:

( 112) 我要问耐个心思哪亨勒浪?
"勒海"有时是语气助词，主要强调程度，持续的意味很薄

弱:

( 113) 我看该两日唔笃搭客人来来去去，闹猛杀勒浪! (闹猛:
热闹)

3.2 动作结果的延续:
这一类指动作行为实现后，其结果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或

对事物施加的影响继续存在，有的还对今后其他事件产生影响。
因为是表示动作结果的延续，所以其表达形式往往是完成体

和持续体的融合，完成体助词"仔" (以及"好
体助词)和持续体助词"勒海"常配合使用.组合的层次是，在
完成体上再添加持续体的标记.但"仔"仍是完成体的助词，只
是兼有表持续的功能.我们的原则是，依据句中使用的体助词来
确定该句所属的体.当"仔"和"勒海"共现时，归入持续体。

1) 动作完成后所产生的状态的持续.受事所指的事物受动
作的影响保持某种状态，如:
(114) A: 台子摆好辣里 tsa? B: 台子摆辣里哉。( t s a : 
哉啊)
(115) 阿呀!哪亨门开好勒海暖?亦是小黄忘记脱关门哉 ua • 
(116 )掰个名字改得好昕个，啥人搭耐改勒海个?

有时指受事在动作的支配下出现或保留下来，如:
(117) 先生，庸兴叫勒里哉.

(118) 掰两个团子是倪阿姐做勒海个，送拨耐吃个.
如果从"勒海"的历史来源来看，可以把这样的句式看作兼

语句， 如例 (117) 意为"叫了唐兴，他在这里了".
2) 表示动作完成后产生的结果今后对其他事物或后继的

动作将产生影响.这一类往往表示事先做好某事，以利于以后进
行别的动作行为.如:
(119) 先拿肉切勒海，等一歇炒菜. (28) 
(120) 先拿木头截好勒海，让侄干一干，再做张台子. (29) 

360 



( 121) 今朝要去看房子，是一个礼拜前头约(好)勒海个。
3) 有的动词没有单纯的持续体，但在动词加上结果性补语

后，可再后加"勒海"， 成为持续体:
(122) A: 墨[阿曾]磨好勒? B: 磨浓勒海哉.
( 123) 晤，想著勒海哉，掰个苏州人，阿是一个阿胡子?
( 124) 哟， 1尼走到勒海哉.一一阿三，开门!
( 125) 看看假面黄肌瘦，晓得但;武吃力，做仔毛病勒海哉。

4) 存在句: 典型的句式是:
场所+动词+ (仔) +宾语(存在的人或物) + (勒海)

"仔"和"勒海"可以共现， 也可只用其中的一个.用"勒
海"持续的意味稍强一些.

存在句开头是处所;动词表示状态，表示动作结束后遗留下
来的状态(朱德熙1982 ， 115 页) ; 最后的名词性短语(是无定
的，前面有数量短语作修饰语)即存在的主体(范方莲1963).

存在句的宾语有时是施事:
( 126 ) 车子里向坐仔两个外国人勒海. (54) 
(127) 门口头立仔三个人勒海. (57) 

有时是受事，施事不必也无法在句中指出:
(128) 墙头浪挂仔一张图画勒海。 (55)

( 129) 院里拉仔根绳(勒海) ，上头浪仔几件衣裳勒海。(浪:
晾)
(130) 让我拆开来看，信里向写仔点啥个辣浪?

以上例句可转换成"有"字句，如:
(131) 门口头有=个人立勒海.

(132) 天井里有根绳子拉勒海.

普通话有所谓的动态存在句，谓语是动态动词，如"天上飞
著一只鸟儿."苏州只说"天浪有一只鸟勒浪飞."也就是说，
这样的状态苏州是用进行体表示的.

3.3 普通话里不能跟"若"连用的动词(如"出去、进
来、晓得、会、想"等) ，苏州话里有的能用持续体.如表示心
理活动的动词用持续体强调状态，就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如:
(133) 但个脾气，耐也蛮晓得勒浪，小气得要死。

(134) 昕仔半日，我刚刚明白辣里，实梗说起来，铜锢是耐拿

个?
(135) A: 见仔惶，讲闲话客气点。 B: 耐勿消讲得，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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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浪.
3.4 疑问用"阿\ [阿曾] "否定用"勿\ [[勿曾]" ，如:

(136) A: 耐[阿曾]带雨衣(勒海)? B: 我带个雨衣勒海。

(137 )但头浪[勿曾]戴帽子(勒海) . 
( 138) 耐明朝来吧，王主任勿空勒浪.
( 139) 阿爹阿要困吧?辰光勿早勒海哉.

存在句的形式同，只是把表场所的短语放在句首，如:
( 140) 墙头浪[勿曾]挂图画(勒海) • 
( 141) 房间里[阿曾]困(啥)人(勒海) ? 

3.5 祈使: 表示[ 1] 要求形成某种状态; [2] 要求保持

已经完成的动作的状态.因为两种意义的表达形式一样，可能产
生歧义，要根据上下文判断.例如:
(142) 坐勒海， [勿要]立勒海o (尚未坐下)
(143) 坐勒海， [勿要]立起来. (已坐著)

(144) 耐摆勒海， [勿要]拿勒手里o (要求对方放下)
(145) 摆勒海， [勿要]去动但. (已经放著)

四经验

4.0 经验体表示动作行为曾经发生， 跟现在的情况无关.
体助词是 "过\歇 [~ið? ]\过歇 [kau~ið? ]\歇过[ ~ ið?ka 

u]" , 它们能互相替代，意思相同，如:
(146) 但到过勿少国家，就是[勿曾!到歇过美国.
(147) 前几年老魏勒该个学堂里做歇校长个.
(148) 我听见别人讲起歇，说玉英到过歇广东该. (该:个唉)

4.1 疑问用" [阿曾]" , 否定用" [勿曾]" ，如:
(149) 小张送拨我个书，耐[阿曾]看过歇?

(150) 倪娘[阿曾]搭耐说起歇啥?
(151) 耐[勿曾]出歇门，到上海野脱仔末哪亨呢? (野:迷路)
(152) 耐以前亦[勿曾]搭但亲热歇，故歇去叫应但作啥嘎?
句中常有表从某时至今的时间段的词语，如"从来、一径" . 
(153) 我真真吓昏勒里哉，我出生出世[勿曾]吃歇掰种吓头.
(154) 我从来[勿曾]剪歇头发，剪脱仔末，人家就勿认得我

哉.
(155) 掰种憨法，我出仔世， [勿曾]碰著歇个。(憨: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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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有这种时间段的，可省略"过/歇"等，如:
( 156) 但从[勿曾]搭我做啥个衣裳，首饰是根本[勿曾]见歇.
两个分句，一个用"歇

4.2 普通话中"过"必须紧跟前面的动词，其间不能插入
其他成份.但苏州话动词和"过(歇) "中间可有限地插入宾语，
女日:
(151 )我做该种事体勿是头一转哉， [勿曾]有人来管我歇过.
(158 )淳于智读点书过个，看仔条子，心里就明白哉.

4.3 完成体和经验体否定式的异同是:两者都用" [勿
曾]" ，但完成体不再用"仔"，经验体还要用"过/歇".试比
较:
(159) A: 老王铜锢[勿曾]付勒 ua. B :但刚刚来， [勿曾]
付歇来.无"歇"的是完成体，有"歇"的是经验体.

4.4 "过"表示完成时， 不能和"歇"等助词互换， 如§
1.9 (4) 中的例句都不能改用"歇".

五起始

5.0 起始体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也表示变化的开始并将
继续节去.但是侧重点是表示开始，不在乎动作状态开始以后的
情况.表达式为: 动词或形容词后加"起来" [tçhi lE] , 
语放在"起"和"来"之间.也有单用一个"起"的，如例
(166). "开始+动词"也表动作开始，但没有合格的体标记，
不能算起始体.

5.1 现代汉语中， "起来"表示动态多于表示趋向.房玉
清 (1992 b )把能跟"起来"结合的动词分为两类: [1] 趋向动
词:如"起来"表示由下而上的趋向，如"蹦、铲、飞"等; [ 
2] 非趋向动词: 加"起来"不表示由下而上的趋向， 而是表示
动作的进程、状态以及动作造成的结果等， 下分"插、感动、

变化"等 9 类.其动态意义比较复杂.苏州话的情况基本相
同.以下根据谓语的性质分别说明跟起始体有关的部分:

1 )谓语是趋向性动词时:
(160 )只要认得方向，就算既不记认，也好依仔掰个方向掘起
来.
(161) 老黄一看见掰几个字，心就毕卡毕卡跳起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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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歧义，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如:
( 162) 只要做著一注好生意，就此扯起顺风篷来，精神也好
哉.
( 163) 齐巧是)J顶风，但撑仔几篱子，就扯起篷来哉o (齐巧:正
好)
例 (162) 表起始. <<高兴起来";例 (163) 是实义. "使帆升

起"-
2 )谓语是非趋向性动词时:

(164) 拿煤炉生好，拿药罐头搬上去，就笃起来o (攘:端;
笃:煎)

(165) 正好勒路浪走，忽然昏天黑地起起阵头来o (阵头:阵
雨)

( 166) 耐阿晓得新到个马戏团勒浪哪搭做?几时做起个暖?
(生 67) [勿要]讲耐看勿得，连我搭但蛮要好个，也有点勿服气
起来.

3) 谓语是形容词时，一般表示某种变化的开始:

(168) 豆英一日日湛起来，搭四五月里个豆大勿一样。(湛:饱
满)
(169) 为啥掰个药有点辣蓬蓬个?喔哟!舌头浪麻起来哉.

(170) 蚀脱仔掰点铜锢，店里向弄得要晗既啥，看看勿像起来
哉.

4) 短语+起来: 这里的短语相当于一个词.如:
(171) 现在穷哉，慢慢叫连新妇也嫌假吃死饭起来o (只吃不
干)
(172) 正好忙个辰光，夹忙头里膀牵筋起来，忙得爬滩勿动.
(夹忙头里膀牵筋:忙里添乱;爬滩勿动:动弹不得)

5.2 用来表示惊讶，句中常用"哪亨、倒"等， 这时"起
来"的起始义很微弱，有"竟然"的含义.这是普通话没有的.
女日:

(173) 我说耐会得讲闲话，是赞耐能干，哪亨反而钝起人来哉?
(174) 我做仔老板，倒要耐手下头人来管起我来哉，阿耍笑话?
(175) 倒也希奇个，假面长面短耐也勿认得，为啥要为但死起
来?

5.3 疑问用"阿\ [阿曾]" ，否定则用"勿\ [勿曾]" , 
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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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A: 生活阿要做起来勒? B: 辰光早来，勿做来.

(来， 表语气)
(177) A: 天[阿曾]冷起来勒? B : 天还[勿曾]冷起来勒。

...L.. 
，、 继续

6.0 表示从说话的参考时点起，正在进行的动作还要继续
进行，状态将持续下去。 格式是"动词\形容词+下去[ fio t ~h 

6.1 谓语主要是动词或形容词(或短语) ，如:
(178 )耐听我说下去nJa ，还有好白相个闲话来o (好白相: 有

趣)
(179 )随便晗事体，想起仔个头，一径想下去，就困勿著哉.
( 180) 倪两家住隔壁倒蛮好，轧得和末，就一淘住下去. (轧:

处)
(181 )就是要赌末，耐也当心点，哪亨好实梗几百几百个输下
去个?
(182) 天照实梗热下去，明朝定归要去忽河浴哉。 (忽河浴:游
泳)
( 183) 我勒该搭登得闷杀快，再要实梗样式下去是，实头要生
病哉.

6.2 "连下去、接下去"可看作固定短语(相当于"接
著" ) ，表示方式，作用相当于副词:
( 184) 吃完仔酒，阿就连下去吃饭暖?
( 185) 掰个方家里跟到倪搭，吃仔一瓶酒，接下去碰仔两圈麻
将。"下去"还有直接用在时间名词(如"难" [现在] )后面的，
如:

( 186) 该两日还算好，难下去，家家侨有点勿大好过哉。

七已然

1. 0 已然体是取普通话语气助词"了2" 所表示的已然义而
建立起来的。 我们把相当于"了2" 的助词作为已然体的标记，
苏州话用"哉" [tsE / t S a ? ] 0 "哉" 用于肯定新情况的出
现或事态的变化，并把它作为新的信息传达给对方; 兼有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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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语气的作用.一般用在陈述句末， 有结句功能， 后面还可
加其他语气助词，如" ua 、 I归"等.下面说明"哉"的各种用
法.

7.1 报告新情况的出现，有的是即将出现的动作，如:
( 187) 快点拿衣裳收进来，外头落雨哉.
( 188) 远远叫看见前头低低打打吹得来哉o (低低打打:琐呐
声)
( 189) 耐[勿要]得上岸个，但自家到船浪来哉.

7 • 2 表示事态发生变化，有时是已实现的，有时是将要出
现的，有时指变化有结果并且这一结果还持续著。

1) 动词\形容词+哉:

(190 )今朝好安安逸逸个困一忽哉o (安逸:安稳;忽:觉)
(191) 冬至过仔慢慢叫变得日短夜长哉o (75) 
(192) 我到该搭来，一歇头浪认勿出是哪个门口哉o (该搭:这
里)

(193) 老太太[勿曾]到歇上海来个，看见仔，自然勿开心也开
心哉.用"是"表示时间、身分的变化，有时是提示.如:
(194) 掰日讲好礼拜六，明朝是礼拜三哉，剩勿多两日哉。
(195) 耐骂我是强盗?耐就是强盗婆哉 ω!
(196 )畴，前头就是法华庵哉.
(197) 倪是几年个老朋友哉，耐阿肯帮帮我个忙.

2) 表时间的名词性短语+哉: 表时间或年龄的变化，
如:

(198) 阿爹掰星年纪哉，还会说鬼话个来o (掰星:这些)
(199) 阿呀，埃歇啥辰光哉，还勿来勒? (埃歇:这会儿)

3) 要…哉: 表示事态将有变化，动作将发生，或有发生
的可能性.如:

(200 )我出去仔转来是，恐怕要天亮哉.耐先困吧。

(201 )一淘叫得来有百把个人得来，推扳点个房子要压境脱哉!
(202 )耐[勿要]去多说多话，倪末说白相，拨惺听见仔要吵杀
哉.

也可用 "V +快哉"的格式表示事件即将发生或完成:
(203 )昨日夜快，我就叫人去喊个，故歇辰光，想必要来快
哉.
(204 )喜酒要吃完快哉，耐啥还勿过去啦?但笃侨勒海等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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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哉、坏哉、勿好哉"等常用于感叹，如:
(205 )勿好哉，船要翻脱哉!

7 . 3 <<仔+…+哉"表示动作完成并且情况有改变.因完
成体助词"仔"不能单独结句，必须和"哉"结合.

1) 带宾语或一般补语时， "仔"和"哉"共现，如:
(206 )阿呀!耐个寒热烫得来，实头受仔寒哉 ua ! (寒热:发烧)
(207 )掰歇月亮叛仔云里去哉，黑洞洞个. (叛:躲藏)
(2 08) 耐响也勿响，阿是我得罪仔耐哉? (响:作声)
(209) 头因仔下去，脚翘仔起来哉;脚困仔下去，头翘仔起来
哉.动词表示结果性动作行为时， "仔"可省略，如:
(210) 倪儿子已经考取(仔)大学哉。 (72)

"仔"后没有宾语等后续成份时，跟"哉"融为一体，如:
(211) 门开开哉，大家进去吧. (19) 
(212) 倪已经吃哉，耐自家吃吧.

2 )动词\形容词+仔+数量短语+哉:
a .表示动作开始或完成后至今为止所费的时量或动量，

女日:
(213) 老祝告诉我，但死(脱)仔长远哉.
(214 ) 连忙抢仔下来，已经吃仔两个哉.
(215 ) 倒说但白相仔勿到一个月，用脱仔伦千洋锢哉. {伦:
约)

有时表示动作开始至今的情况， 不指出动作完成与否. 动
作是否完成，还是继续下去，要根据文中的其他体助词来判断.
女日:

( 216) 阿大勿适意，困仔两日哉，还[勿曾]好来. (适意:舒
服)

(217 )做好仔作业趴勒台浪困仔一忽哉。 (刚醒)
b .形容词+仔+数量短语+哉: 表示变化的程度，如:

(218 )孙小姐，几日天勿看见，耐亦标致仔几化哉. (日天:
天)

(219 )长远[勿曾]锻炼，胖仔10斤哉.
7.4 用在表示结果的句子末尾，动词带结果补语，或动词

本身含有结果的意义，如:
(220 )但掰种哭法，隔壁人家仔拨勒徨哭醒哉. (拨勒:被)
(221 )浪勒外头个衣裳老早干哉. (浪: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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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5 "哉"可跟完成、进行、持续等体联用，表示这些体所
表达的情况是新信息.如:
(222 )但看见阿三亦勒里搭姆妈说闲话哉. (闲话:话)
(223) 阿晓得我为仔个桩事体，肚肠根傍急断勒里哉. (桩:
件)

7.6 表示意志

1) 表示说话人的意志和决心，否定式表示改变主意，如:
( 224) 阿是要搭我作对?好个ω ，索性到外头去大闹闹哉。
( 225) 总算耐照应倪个，念块末就是念块哉ω. (念:廿)
( 226) 还有一点铜钢我勿拨耐哉. (80) (铜锢:钱)

2 )祈使句一般用否定形式， "[勿要] "和"哉"相呼应，
要求中止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或不重复过去有过的动作，如:
(227) 耐[勿要]动气哉，但是搭耐搂白相呀. (搂白相:开玩

笑)
(228 )急惊风碰著耐个慢郎中，求耐[勿要]卖啥关子哉，阿好?
不用"哉"没有要求中止行动的含义.试比较:
(229) [勿要]打哉，头也打破哉. (已经打得很厉害)
(230 )大家[勿要]打，伤是自家人. (还没有动手)

普通话"别…了"有歧义(八百词， 320页) ，苏州话用不同
的形式表示: "[勿要] …哉， "是"别…了2"; "[勿要]…
仔，"是"别…了 1" • 

丁. 7 用在假设复句中，表示假定的结果，如:

(231 )勿拿厨师留下来是，夜饭既不吃哉.

(232 )假使既不我钱笃智，故歇耐勒鬼门关浪吃薄粥哉!
(233 )该搭个路我一点也勿认得，勿然是老早来拜望耐哉.

7.8 疑问用"阿\ [阿曾] "表示，句末常用语气助词
"勒

7.9 固定的组合:

1) 个哉: 是语气助词"个"和"哉"的相加， 像一个
词，表完成兼表已然，功能与"哉"接近，但含有一定的主观色
彩，如评价、意志、强调结果等.普通话只能用"了 2" 与之相
对应.如:
(234 )老实对耐说仔罢，书是勿还耐个哉.
(235 )锻炼锻炼是好个，空仔倒是要来练练个哉。
( 236) 拿出去个生活勿好，大家侨[勿要]我做个哉。(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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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237 )一直坐勒屋里向温书，弄得头脑子也涨个哉.
(238 )门前一路头发侨突光个哉，牙齿也剩勿多几个哉. (突:

掉)
(239) 现在穷个哉!穷得饭也既不吃个哉. (既不:没有)
(240) 倪吃掰种人个苦，吃得足里足个哉. (A里 A: 表示程度
极高)
有时只是结构助词"个"和语气助词"哉"的叠用，如:
( 241) 耐拨仔我，物事就是我个哉。(就是我的了)

2) 末哉: 意义与普通话句末的"好了"相当;带有比较
随便轻松的色彩.当主语是第一人称时表示意愿、允诺;其他人
称时，表示祈使、许可等.如:
( 242) 我就勒该搭藤交椅浪困末哉. (交椅:椅子)
( 243) 但笃勿来，让但笃勿来末哉，我一干子来搭耐撑场面。
( 244) 耐铜锢嫌多，送点拨倪用用末哉，去送拨但笃做啥?
(245) 随但笃去说末哉.就算倪要好末，也勿关别人啥事体.

3) ;武…哉: 即普通话的"太…了".
(246) 天;武冷哉，手也伸勿出来哉。
(247) 耐要掰丈大个价锢，心也;武黑哉. (掰丈:这样)

八貌

8. 1 短时
短时貌是指在说话者心目中动作所化的时间比较短，或进行

的次数比较少.用动词重叠表示，形式是: "W" , "V +一
+ V" 可看作其派生形式.

动词表示持续性动作的，其重叠形式表示持续时间短;如果
是表非持续性动作的，重叠表示动作进行次数少. (刘月华
1983) 

1) 短时貌的主要表达功能是:

a .描写已实现的动作行为， 是叙述性的.有完成体，
"仔"夹在重叠式的中间，如:
(248) 掰日天碰著，我对侄点点头，但有啥理也勿理. (有啥:
竟然)
(249) 我从城里出来，路过该搭，来望望唔笃呀! (望: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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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张三一进房间，就掰面看看，弯面摸摸. (重叠式成对使
用)
(2日)拨假说得起劲仔了，即好跟但去转仔个一转。 (即好:只
好)
( 252) 小王勒电影院门口立仔立就走脱哉.

b .表示意志，包括说话人的意愿和祈使.用重叠式是使
语气租缓，有商量的意味，句末常用语气助词"吧、 ωa "等.
如:
(253) 大家歇歇再做吧。 (82)

(254) 有啥问题，多问问老师勒同学.
(255) 阿哟，走得吃力杀哉，让我坐坐吧。
( 256) 先勒门口等一歇，等有人出来，打听打听再说。(歇:会
儿)

( 257 ) 但一直勿肯请客，今朝定归要敲但一敲哉. (敲:勒索)
重叠式表示祈使，有时已毫无委婉的色彩，这说明重叠式原

来的含义在长期使用中巳弱化.如:

(258 ) 连掰点事体也勿会做是，耐去死死脱吧!
c .描写经常(或反复)进行的活动，如:

(259 ) 明朝休息，我勿出门，登勒屋里昕听音乐、看看电视.
(260 )休息一个礼拜末， [阿曾]去看看电影，走走亲眷呢?

d .短时貌的基本意义是动作的时间量少，伴随著一种轻
松随便的感觉，所以有些用例不能归入以上的类别，只是表示说
话者要强调动作行为的短时、随便和非正式性，如:
(261 )我必过问问罢哉， 耐啥多心得来. (必过:不过;啥:怎
么)
(262 )脚踏车小张会得骑骑个.

(263) [勿要]动气，我是讲讲白相相个呀. (讲讲白相相:说着
玩)
(264 )我带个铜锢勿够，阿好欠欠嘎?
(265 )倪要走哉，耐阿要去揩揩面，换换衣裳嘎?

e .重叠式用在分句或从属性短语中时，作为其他动作的
伴随性状态，表示目的、方式、条件等. 如:
(266 )侄到倪屋里坐坐就是半日天，闲话讲勿完.
(267 )该批物事勿好，用用就坏脱哉.
(268 )老阿爹看看电视困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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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e 二项参考刘丹青1986)

2) 普通话动词重叠式的使用在句法上有相当的限制，如后
头一般不带补语(孟琼等: <(动词用法词典》说明书)。但苏州话
动词重叠式带补语是很常见的现象，如:
(269 )衣裳侨干哉，耐收收好.
(270 )倪走得近点，等歇但下仔台末，也好看看清爽 ua 0 

(271 )牌子摆得;武低仔人家看勿见，阿好挂挂起来?
(272 )掰种破房子末，让但明确脱末好哉 ua ! 
重叠式常用于表示祈使和意愿，以致有些一般不重叠的动

词，在祈使句中也可重叠，如:
(273 )该点水果耐搭我拨拨傻，阿好? (拨:给)

(274) 当心，该搭有一个洞，耐跨一跨过来.
3) 普通话 "V 一下"和动词重叠式常能互换(刘月华

1984) ，但苏州|只有动词重叠式和 "V 一下"相对应. "V 一
歇"是最接近 "V 一下"的形式，但"一歇"意义更实在( "一
会儿n )，所以只有表时量时，作用和"一下"相仿.如 (253 ) 
(ω25臼5) 等例可换为 "V 一歇".另夕外卡札， "打一下"中的量词
"下，割1 苏州说"记

关于苏州动词重叠式的全面描写'参见刘丹青 (1986) 。
8.2 尝试
尝试貌主要是在短时貌的基础上构成的，表示试著做某事。

表达形式是"动词短语+看[ k" ø ]" ，动词短语主要是重叠式J
女日:

(275 )拿掰个牛活叫假去做做看，勿晓得但阿来二? (来三:行)

(276 )耐敢得罪我!教耐尝尝我个于段看!
(277 )让我去看看看，是哪亨一个方老先生嘎?
(278 )有哉，我想隔壁个朱义本事大，让我去搭但商量商量
看。

(279 )徨勿昕闲话，让我来吓但一吓看.
但也有动词加上表示短时、少量的补语再和"看"结合的:
(280 )耐坐一歇看，我去拿但寻得来。
(281 )搭我问声但看，听说阿三明朝到上海，阿有价事?

l‘看"用于祈使句时尝试意味不强，不易和短时貌分清:
(282 )老二，耐搭倪评评掰个理看。
(283 )慢慢叫看旧a ，让倪著好仔衣裳看. (慢慢叫看:且慢)

371 



有的动词本来不能用重叠式的，如"结婚、损、杀"等，可
是用于假设的尝试时，也可用重叠式. 如:
( 284) 耐搭掰种人结结婚看，勿枭脱耐一层皮暗! (枭:揭，撕)
( 285) 条件倒辣子个，耐回头回头看，勿来三再说o (回头:拒
绝)

动词重叠式也能表示已傲的尝试，但后头不再加"看
女日:

( 286 ) 我拎仔拎篮，里向既不啥物事，是空个.

(287 ) 掰条路， 我走走走勿通，只好回转来.

例 (287) 中三个"走"的关系是: "(走走) + (走勿通)" , 
"走走"意为"试著走了一下"，作用像一个条件分句.

8.3 转变
是根据普通话"想著想著( ，笑了起来) "的形式建立的

貌，表示前一个动作进行过程中出现第二个动作， 是一种转
变。 苏州用重复同一个动词的重叠式的方式表达，如:
(288 )但唱唱唱唱，突然喉咙哑脱哉。 (喉，读入声) (88) 
(289 )但看看看看，慢慢叫眼睛闭拢困著哉o (川89引) 

这里动词的组合形式是"唱口唱昌+唱口唱昌
两个连读组，从结构来看，是两个动词重叠式的连用.

8.4 随意
这一貌表示动作带有随意、轻松、胡乱应付的含义. 以下两

种可归入此类， 特点是: [1] 每一次动作的量少而轻; [2] 

表示动作多次反复，能重复连用; [3 ]有时表示在这一过程中会
发生某种变化， 产生某种结果，这时，后面会重现问一个功
词，如例 (290) (292) ，这一用法跟转变貌有联系.

1 ) V 勒 V: 动作比较迟缓，反复的频率较低.
(290 )传勒传，消息马上会传到但个耳朵里去个。
(291 )树丫校摇勒摇，摇勒摇，像是起风哉.

2 ) V 法V 法: 反复次数多，有时带不满的色彩。

(292 )但钻法钻法，从人堆里钻出去哉。
(293 )拿本书翻法翻法，其实一句也[勿曾]看进去。
(294 ~坐勒海， 一只脚抖法抖法，抖法抖法， 一副得意个样
子.

8.5 反复
表示动作的反复，主要用于指动作的重新进行 . 助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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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句中一般用"重新"等副词.
(295 )耐个作业做得;武马虎，搭我重新做过!

九余论

9.1 关于"勒海"类词
关于"勒海"系列词，已经有巢宗祺、岩本真理 (1985) 对

苏州话、胡明扬 (1988) 对海盐通园话的讨论，这里只简单讨论
一下"勒海"系列虚词的构成和意义.

"勒海"类词分两个部分. "勒"原来的意义和用法跟普通
话的"在" (动词兼介词)相仿， "海"表示地点. "勒"的早
期形式有"来" ( ((山歌)) )扒、 "拉" ( ((缀白袭)) )等，现代常按
照发音写作"辣、勒
(睐)卜、 浪、哈、化、海"等。 这两个部分的词组合起来，有许多
形体 (形体的繁杂，可能反映了方言的区别) . 这些词表地点外还
指示远近， 一般， "里"指近，其他指远. 所以，由它们和
"勒" 组合而成的"勒海"系列词也兼有指示远近的功能。 今苏
州常用的有"勒海、勒浪、勒里、勒笃" (后两个已少用) ，而且
两个部分已经合为一体，作动词、介词以及体助词. 指示远近的
含义则很淡薄了。

9.2 关于资料
最近，正在整理明清时代的吴语资料，本文的许多例句是在

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现代苏州方言的习惯，按论文的需
要简缩改写的。 处理这数千个例句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思， 但
收获不小.一是例句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丰富全面，能比较清楚地
看出有关的体在这些语言环境中是怎么表达的; 二是看到了最近

几百年内这些语言现象的演变过程，有利于深入理解现代的用
法; 三是这样比自己臆造的要生动活泼得多，有助于读者理解各
个体的意义. 由于对语法理论的了解不深入，处理上难免有出
入， 但可以说，充分的材料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依据。希望今
后能有进步，向学界提出更好的报告。

体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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