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

绍兴方言的体

复旦大学 陶寰

0 号|言

。. 1 绍兴方言属吴语太湖片的临绍小片.绍兴县原属会

稽县的地区习惯上称为"东头坡";原属山阴县的地区称为

"西头球".两地的方言有一些差别.绍兴市区方言属"东头

域"的土语.本文描写的是"东头球"的陶堪话，也是本人的

母语，与市区老派方言除个别词语外，没有差别.故下文径称

之为绍兴话。

0.2 本文认为，句子的时间( t emporal )意义不等同于句

子的体( aspect )意义.如苏州话完成体助词"仔"在某些时候

却能表示持续的意义，一般认为，这是动词时相( phase )的特性

所造成的 . (参见本集刊刘丹青文，汪平1984) 因此，本文把体

意义等同于体标记的意义，其余的用法作为它的变体。体标记的

意义可通过它与动词、时间副词、其它体标记在句子中的同现关

系和排斥关系来确定.同现关系体现本标记所具有的语义特征，

或与什么语义特征相和谐;排斥关系说明体标记不具有的语义特

征，或与什么语义特征相矛盾.另外，句式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之一.

0.3 绍兴话一些已虚化的体标记不能单说，在语流中的连

调行为也比较特殊，很难确定其单字调和本字.本文所用的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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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只是同声韵的字，注音时也不标单字调

除体标记外，本文常用的方言词有:

偌 0?12 (你)

伊i113 (他)

衍 a川(我们)

奈 a1l3 (你们)

野 ia113 (他们)

革 ke? 45 (这)本字为"个"

亨 alJ 33 (那)

是个 ze? 11 ge? 35 (这么)

个 ge? 12 (个)、 go? 12 (的)

勿 ve? 12 (不)

扎 t sæ? 45 (这下)

上外 zalJ 24 lJa 53 (昨天)

革毛 ke? 33 mo 55 (现在)

头毛们24mo53 (刚才)

除本集刊前言中所注明的符号外，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

本文还采用了这样的符号: ()表示该成分可有可无， \表示前一

成分和后一成分之间可互相替换.

1 完成

1. 1 得.绍兴话的完成体标记中最重要，使用最广的是

"得"te?12 ，老派及部分中派音 te? 45 、 de? 12 "得"必须紧

接在动词之后，是一个完全虚化的体标记。它表示事件的实现，

但不强调事件的结束，类似普通话的"了 1" 0 因此，看作实现

体标记可能更合适一些.例如:

(1 )吃得饭， <洗>得浴再去o (吃了饭洗了澡再去.

(2 )我等得伊半个钟头o (我等了他半个小时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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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陈来得一封信。(老陈来了一封信. ) 

( 4 )衍今朝<抓>牢得两个贼骨头. (我们今天抓了两个

贼. ) 

试比较"吃得饭"与"吃好饭"、 "<洗>得浴"与"<洗>好

浴"，两者似乎可以互换，但是，用"好"的句子常强调"吃

完"这一点的实现，而不是"吃"这一事件的实现。"好"是句

子重音的所在，而"得"强调事件的实现，不是句子重音的所

在.其次，例 (2)-(4) 中的"得"都不能换成"好"，因为，

"等半个钟头"和"来一封信"都已具有结束性，而例( 4) 也已

通过"牢"表示了结束的意义。

"得"对动词时相的选择性不强，除了少数不表示什么变化

的关系动词 ，如"是"、 "等于"等以外，都可以与"得"结

合.土面四个例子中， "吃" "<洗>"是动作动词， "等"是状

态动词， "来"表示瞬间实现的变化，是瞬间动词 ，例 (4 )则

是一个动补短语，我们根据汪平 (1984: 130) 的意见，把动补短

语看成一个复合动词，以便于讨论.动补式复合动词(陈平

1988: 411) 称为"复变情状".

"得"在语义上和普通话的"了1" 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句

末没有语气词"哉" (普通话中为"了2" )时， "得"一般不能

与"已经"、 "老早就" (早就)这种表示已然的时间副词合用。

因为这些时间副词强调事件发生的时间( ET )同参照时间( RT ) 

或说话时间( ST )的联系，而"得"只说明观察点在事件中的相

对时间状态，不涉及该事件与其它时间的联系，两者的语义是矛

盾的.在这儿，我们把只体现时间状态的语义特征称为"叙述

性

l'a11·Ea--

,,,,‘ 

"得"处于连谓结构的前一动词后时，有的学者认为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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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的相对居先 (relative anteriority) ，并把相对居先理解

为和英语的完成体相当的一种意义( Rohsenow 1987: 269对普通

话"了"的论述) .我们认为，相对居先属于时范畴， "得"完

成体相当的标记，详见7 .3. 

"得"和"了 1" 的第三个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不表示时

的概念，如:

(5 )我前日是落得班当就归去的. (我前天是下了班就回家

的. ) 

(6) 明朝前亨本书驮得再话. (明天先把那本书拿了再

说. ) 

(7 )买得票才至好看电影. (买了票才能看电影. ) 

例 (5)是过去时，例( 6) 是将来时，例( 7 )属于社会的约定，不表

示任何时的观念。

但绍兴话的"得"在具体的用法上与普通话的"了 1" 存在

着不小的差异，下面我们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讨论.

1. 1.1 <<得"不能出现在句末，在它之后除了语气词之

外，还必须有其它的实义成分. "得"经常出现的句式有下面三

种:

A 动词+得+宾语. "得"一般要求宾语前有数量短语

作为修饰成分，如例( 4) .又如:

(8 )我操破得一只碗. C 1 J 

(9 )饭吃过<洗>得一个浴. (饭吃过洗了一个澡. ) 

(10 )我去送得两个朋友. (我去送了几个朋友. ) 

(11 )我拨伊得五本书. (我给了他五本书. ) 

这种句式中的宾语往往是非定指的，虽然有时也有定指的宾语，

前面按有修饰成分，或其修饰成分为指量短语.如:

(12) [只有]剩得革把茶壶哉，偌要勿要? (只剩了这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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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壶了，你要不要? ) 

(13) 我接着电话，当就通知得小王. (我接到电话，马上

通知了小王. ) 

没有修饰成分的宾语多为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但是，在没有语

境指示的情况下，定指宾语通常还是要放到动词之前，如调查表

中的 [2]，绍兴滔不说. • <<张三杀得野屋里个(亨)只鸡。"

( "那"可以不表示. )而说:

(14) 张三则野屋里个只鸡杀还哉.

直译为普通话是:张三把他家里的那只鸡杀掉了.另外，绍兴话

也不能说. ."吃得饭."或. "吃得饭哉。"后一个句子在普

通话及吴语的苏州话、上海话中都是完全可以的.绍兴话定指宾

语在什么条件下能出现在这一句式中，它有什么样的限制，这一

点迄今为止尚不清楚，只能留待日后讨论了.

B 动词+得+数量短语.如:

(15 )我[只有]困得微微一歇工夫. (我只睡了一小会

JL. ) 
(16 )伊上海去得三毛哉. (他上海去了三次. ) 

(17) 旅馆住得两日，当生毛病哉. (旅馆住了两天，就生

病了. ) 

(18 )苹果吃得三个，梨头吃得两个. (苹果吃了三个，梨

吃了两个. ) 

上述例句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1>、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后

面带有时量宾语.朱德熙 (1982: 116) 称为"准宾语"，如

(15 )、 (16). <2>、动词为及物动词，但宾语中的名词性成分处

于动词之前，动词后边只留下数量短语，如 (17) 、 (18) 。当

然，这个句式还包括双宾语式(一个真宾语，一个准宾语) ，如:

(19 )衍等得伊半个多<些>钟头. (我们等了他半个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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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C 动词+得+ (宾语) +动词.在连谓结构中， "得"如果

附于第一个动词之后，那么它后面的宾语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同

时， "得"也不再要求宾语前一定得有其它的修饰性成分.例

女口:

(20 )伊吃得一碗饭就归去哉。(他吃了一碗饭就回去了. ) 

(21 )吃得饭再归去. (吃了饭再回去. ) 

(22 )饭吃得再归去。(饭吃了再回去。)

例 (20) 中"得"后是一个数量短语加宾语的形式，而( 21) 中的

宾语"饭"则是一个光杆名词， (22) 中"得"后没有宾语.

(21 )和 (22) 这种形式的结构在单谓语句中都是不合语法的.

1.1.2 绍兴话的"得"一般都用于动补短语之后，如:

(23 )梨头烂还哉，拨我攒还得两个. (梨烂了，被我扔了

两个. ) 

(24 )今朝一早起<洗>清爽得一脚桶衣裳. (今天一个早上

洗干净了一桶衣服. ) 

(25 )伊走出得有五年哉。(他出门有五年了. ) 

但"得"也可以放在趋向补语、结果补语的中间，构成"动词+

得+趋向补语"和"动词+得+结果补语"的形式. 这种用法比

较特殊.前一种形式如:

(26 )样东西偌驮得去o (这样东西你拿走. ) 

(27 )支笔去<拣>得来。(那支笔去拣来. ) 

(28) 斗桶拎得进来. (把水桶拎进来. ) 

(29 )饭吃过我去驮得来. (吃完饭我去拿来o ) 

后一种形式如:

(30 )等偌饭吃得好来晏也晏哉o (等你吃完饭中午也快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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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偌个衣裳<洗>得清爽呐，看书个工夫也[勿会]有哉

个o (你这件衣服洗干净的话，看书的时间也不会有了. ) 

前一种用法多见于祈使句中。普通话一般不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加

"了 1" ，加了也显得比较勉强，特别是例 (28) 0 绍兴话中，

"得"处于这个位置上时，表示的不是事件的已经实现，而是将

要实现.如要表示已经实现，还必须在句末加上已然体标记

"哉"，如:斗桶拎得进来哉o (水桶(已经)拎进来了o )句中的

"得"不能省略。后一形式中的"得"同样表示事件的将要实

现. "得"也可以省去不用，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但普通话相

应的句子则一定不能出现有"了 1" 0 

1. 1.3 绍兴话的"得"用于使句的情况和普通话的"了

1" 稍有差异.除1.1.2 中所谈到的这一点外，绍兴话中能用

"得"的祈使句还有两种情况:一类表示请求，句末有相当于

"吧"和"算了"这样的语气词.例如:

(32 )饶得伊哉. (饶了他吧o )或(饶了他算了. ) 

(33 )本书拨得我哉. (这本书给我吧. )或(这本书给我算

了. ) 

第二类是表示邀请或答应，句末有时也有相当于"吧"的语气

词.例如:

(34 )衍里来呆得歇头. (到我家来呆会儿. ) 

(35 )好，我走得域出去. (好，我出去走一趟. ) 

第一类情况普通话中"了 1" 可以加，如 (32) ，也可以不加，如

(33) .第二类普通话一般都不加"了1" ，否则意思就完全不同

了.我们认为，这一句式中的"得"也是完成体的标记，但它表

示的是将实现.

相反，有些祈使句中，普通话一般要用"了 1 + 2" ，而在

绍兴话中却不能用"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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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苹果吃伊过. (把苹果吃喽.喽:了+呕)

(37) 东西摆好。(把东西放好喽. ) 

(38) 衣裳脱还. (把衣服脱喽. ) 

1. 1.4 含有"得"的陈述句，在绍兴话中可以用"勿"

(不)或者"唔有" (没有) .例如， "我吃得一碗饭。"在绍兴话

中相应的否定句为. "我饭勿吃。"而普通话中为. "我没吃

饭。"又如， "上外我到学堂里去得一域o " (昨天我到学校里

去了一趟. )的否定形式在绍兴话中为. "我上外学堂里勿

去."或"我上外学堂里唔有去."普通话中为. "昨天我没去

学校."

在反复问句中，绍兴话的"得"与普通话的"了 1" 也有所

不同. "得"不能用于反复问句中，也不能用于回答.如不能

说， ."偌饭吃得唔有?";也不能说， ."偌上外学堂里去得

唔有? "只能说:

(39 )偌饭吃(勿)吃过来? (你饭吃了没有? ) 

回答是: "吃过哉. " (吃了. )或"还唔有吃过来. " (还没吃

呢o ) 

(40 )偌上外学堂里去(勿)否定的是事实，义为某个已实现

的事件不存在. 而"唔有"则相当于古汉语中的"未

件尚未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也， "得"只是陈述事实，而不侧重

于表述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参照时间之间的联系.

1. 1.5 除此之外， "得"还有一种重要的用法，即学者们

经常提到的完成体标记表示持续意义.如:

(41 )车里坐得一个人. (车里坐了\着一个人. ) 

(42 )墙壁高头挂得一张图画。(墙上挂了\着一幅画。 )

(43) 坐得吃，勿可呆得吃. (坐着吃，不要站着吃. ) 

(44) 奈儿子衍里坐得来亨看书. (你儿子坐在我们家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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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45) 革呆子，骑得马还要寻马来. (这傻瓜，骑着马还要

找马， ) 

有人认为，这儿的"得"是持续体标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

从句子的整体看，确实表示某种"持续"，但我们认为，这是由

动词的情状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五个例句中的动词

"坐、挂、呆、骑"等都是兼表动作和状态的，动作的结束意味

着状态的产生，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状态将持续存在.因此，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将这类动词所表示的意义分析成上述两个过

程，则"北方语着眼于后一过程，即状态或结果的保持."

"吴方言着眼于前一过程，动作的完成."并称之为"成续体"

(参见本刊刘丹青文) . 我们认为，所谓的"续"是动词本身所固

有的，即时相意义;而"成"则是体标记的意义，因此，在这里

仍把 M得"看成完成体的标记，同时，也不采用有的学者把"了

1" 一分为二的做法.

上述的五个例句中，前两个为存在句，普通话可以用

"着

中，带"得"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后一动词表示的动作的伴随

状态.绍兴话一般用"得" ， 其后不能有停顿， 但也可以用持续

体标记，其后要求有停顿. (详见下文 3.2) 普通话一般都用

"着"，用"了 1" 较别扭.

1. 1.6 绍兴话的"得"还有一种与普通话的"了1" 不同 i 

的用法，其句式为"动词+得+处所"，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 j 

"在";或"动词+得+处所+趋向补语"，意义相当于普通话 飞

的"到"。例如:

( (6) 伊坐得门口头。(他坐在门口. ) 

(47) 拨偌死得路里. (让你死在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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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驮得外头去. (拿到外面去. ) 

(49) 摆得桌子高头去. (放到桌双去. ) 

这种用法与体范畴没有关系，但它暗示着"得"的来源很有可能

就是中古的"著

问过另一个绍兴人(二十四岁) ，他只说， "伊坐亨门口头."

"驮到外头去."

1.2 绍兴话另一个完成体的虚化标记是"浪" 1 a • 

"浪"可能是"得"的变体，和1.1.1中"得"在单谓语句中的

句法功能基本相同.两者的差别在于， "浪"具有强调意味，突

出动作行为的程度重、数量大等等，超过说话人的预想，有时伴

有消极后果，并带有惊讶或责备的语气.如:

(50) 偌跨得一步末也够哉，伊去跨浪两步，扎闯祸哉。

(你跨一步也就是了，他去跨了两步，这下可闯了祸了。)

比较句中的"得"和"浪"可以发现， "得"表示"跨一步"是

合乎情理的行为，而"浪"则意味着"跨两步"是过分的行为，

并导致了"闯祸"的不良后果.两者不能互换.

(51 )伊一火子头吃浪五个苹果. (他一下子吃了五个苹

果. ) 

用"浪"表示事出说话人的预料，有较强的夸张和惊讶的语气.

比较:

(52) 伊一火子头吃得五个苹果.

气守所含的语气就远不如"浪"所含的强烈.正因为如此，所

以"浪"一般不与表示程度轻微的(( [只有] "同现，两者在语义

上有矛盾.如:

(53) ·伊[只有]买浪微微<些〉东西.

1.3 除上述两个虚化的标记外，绍兴话还有许多唯补词用

来表示体意义，有的甚至在句中不能省略.绍兴话中这类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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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较多，功能较强的有"过"、 "好"、 "还"三个.如:

(54 )饭吃过再去o (吃过饭再去。)

(55 )电视看好去困觉o (看完电视去睡觉. ) 

(56) 介热个天，衣裳好脱件还来. (这么热的天，衣服可

以脱掉一件. ) 

这三个唯补词中， "过"表示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过";

"好"表示结束，相当于"完"; "还"带有失去、损耗、坏等

义，相当于上海话的"脱"，但虚化程度不够.与其说它表示完

成，不如说是主语处于某种完结的状态.这三个词中，除了

"过"在连谓结构的前一个动词后可单独表示完成体外，其余两

个都不能.但它们可用于祈使句中，与"得"的分布形成互补，

例见上文1.1.3 0 我们在此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2 进行

2.1 绍兴话进行体的标记有三个，这儿记作:来域 le 22 

da 55 、来动 le 22 doIJ55 、来亨 le 22 ha1J 55 ，快说时 la 、 IOIJ 、

lalJ或 halJ .作实义动词用时，意义都是"在"或"呆".为了

行文简洁，在不论及其区别时，一律记作"在". "在"一般只

能与具有动态特征的动词结合，表示动作的持续. "在"的句法

位置也是固定的，只能放在动词之前，紧挨着动词.

"在"的三种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 "来域"表示近指的进

行，相当于"在这儿"; "来亨"是远指的进行，相当于"在那

儿"; "来动"是混指，视具体情况，可以是近指或远指，在三

个形式并举时，也可以是中指.近指、远指和中指不仅包括空间

上的远近，也指时间上的远近.如:

(57) 我来嫁吃饭，伊来亨<洗>衣裳，偌来动则晗? (我在

(这儿)吃饭，他在(那儿)洗衣服，你在(这儿\那儿)干什么? ) 

(58) 我上外来亨读书，今朝来域休息。(我昨天在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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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休息o ) 

尽管这三个标记有远近指之分，但它们的中心意义都是动作的持

续而不是方位的远近，所以我们还是把它们看成虚化的体标记而

不是时间副词.当然，在句中，它们与指示代词之间的同现关系

是很严格的.如不能有"亨里+来域"和"革里+来亨"这样的

搭配.这样的同现关系可以看作是它们的下位语义特征.

2.2 带"在"的句式可归纳为下列三种:

A 在+动词+ (宾语) . 例如:

(59 )伊来亨讨相骂. (他在(那儿)吵架。)

(60) 伊来域哭，吃也不肯吃o (他在(这儿)哭，吃也不肯

吃. ) 

(61) 偌来动捻啥西? (你在干什么? ) 

(62) 外头来亨落雨，要带雨伞个. [35] 

(63) 我来域吃饭，伊来亨<洗>手. [32] 

(64) 伊来动看书，偌勿可吵o (他在看书，你别吵. ) 

(59 )、 (60)为"在+动词" , (61)-(64) 为"在+动词+宾

语"

B 处所+在+动词+ (宾语) 0 在带处所短语的句子中，

普通话一般把"在"放在处所短语之前，如"他在上海读书. "

"我在这儿忙呢."但绍兴话中， "在"一般是放在处所短语和

动词之间的.例如:

(65) 姆妈门口头来亨补衣裳，姊姊灶头来亨煮饭. (36) 

(66 )小明衍里来域讲白话. (小明在我家闲聊. ) 

(67) 伊上海来亨读书。(他在上海念书. ) 

(68) 我草里来域'贮o (我在这儿忙. ) 

陈重瑜1978: 认为，普通话的"在"在这来情况中是兼表处所和

持续(残们所说的进行)的，这在绍兴话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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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话也可以将"在"放在处所短语之前.如例 (65) - (68) 

又可以说:

(69) 姆妈来亨门口头补衣裳，姊姊来亨灶头煮饭.

(70) 小明来域衍里讲白话。

(71 )伊上海来亨读书.

(72 )我来域革里忙.

但这种说法相对要少一些，而且，两者的意义也不相同. "在"

放在处所短语之后强调动作的持续，放在处所短语之前则强调方

位，是在个地方而不是别处.如例 (67) 的意思是，他在上海是在

读书而不是干别的。例 (71)的意思是，他读书是在上海而不是别

的地方.例 (68) 和 (72) 的区别亦然，前者强调我在忙，后者强

调我在这儿.有意思的是，绍兴话的"在"作实义动词时，其句

法位置也是两可的.女日， "我来域革里. " (我在这儿. )也可以

说成"我革里来域."选用哪一句，有时根据上下文，有时根据

表达的意思， "在"放在处所前强调方位，放在后面常有"呆

着"的意思.

C 处所+动词+得+在+动词+ (宾语) .在连谓结构

中， "在"似乎只能放在后一动词之前，不能象普通话那样放在

前一动词和处所之间，构成"动词+在+外所+动词+ (宾语) " 

的句式.例如:

(73) 伊门口头坐得来亨挑毛线衫. (她坐在门口织毛衣. ) 

(74) 偌捺个河沿头呆得来域看野钓鱼呐? (你怎么站在河

边看他们钓鱼呢? ) 

这一句式中的前一动词一般是静态动词，表示后一动词动作的伴

随状态.因为绍兴话的"在"不能和静态动词合用，因此不可能

出现普通话那样的句式.句中的"得"也可以换成"着"的形

式，但是意义有所不同，语音形式也略有差异.详见下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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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一动词也是动态动词，绍兴话中不太使用"在"表示

动作的进行.一般都采用"对……对……" (一边……一边……)

的句式。如， "伊对唱歌，对跳舞。" (他唱着歌，跳着舞. ) 

2.3 "在"的否定形式是在"在"之前加上否定副词

"勿" (不) ，不能加"唔有" (没有) .而普通话似乎两者可兼

用. ~日:

(76) 我勿来域写字. (我不\没在写字. ) 

(77) 伊勿来亨跑。(他不\没在跑. ) 

带"在"的反复问句在绍兴话中有三中形式: A、在勿在+

动词; B 、是勿是+在+动词; c 、在+动词+勿+动词. A 、

B 两种句式与普通话相同， c 则是绍兴话特有的.需要说明的

是，一、 "在勿在"的具体形式是"来勿来域\动\亨";二、 C

中，如果动词带有宾语，则必须放到"在"之前;三、在实际语

言中， "勿"常常没有语音形式.三种句式的例句分别是:

(78) 伊来勿来亨煮饭? (他在不在煮饭? ) 

(79) 伊是勿是来亨煮饭? (他是不是在煮饭? ) 

(80) 伊饭来亨煮勿煮? (他在煮饭不煮? ) 

三种句式在使用上有些差异，句式A用得相对比较少;句式C蕴

含着这样是种意思，说话者认为， "他"这个时候应该煮饭了，

尽管说话者并不知道"他"在不在煮.

"在"的三种形式中， "来域"只用于近指，因此反复问句

中一般不用"来蝶'\其它的问句(除反问句外)中也比较少用.

2.4 "来动"是"在"的三种形式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多

表示看得见的远指，或有设身处地的意思.如:

(81 )偌是个来动则晗? (你这样在干什么? )一说话者可

看到"你"的动作。

(82) 伊当假来动读书呐。(他算是在读书呢。) --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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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读书.

试比较:

(83) ·偌是个来嫁则啥? (句子也通，但意思不同. ) 

(84) 伊当假来域读书. (他装着在读书. )一近指.

(85) 偌来亨则啥? (你在(那儿)干什么? )一看不见

"你"在干什么.

(86) 伊当假来亨读书. (他装着在读书. )一远指，看不

见"他"。

"来动"和"来亨"在句子中还可与带有推测的意味的副词合

用，但两者有区别. "来动"有比较浓的推测意味，不表示远指

或近指; "来亨"多为比较肯定的推测，只能是远指.如:

(87) 伊奥毛上海来动做生活. (他大概在上海干活. ) 

(88) 伊奥毛上海来亨做生活. (他大概在上海干活. ) 

2.5 "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与静态动词合用.

"在+静态动词"强调该动作是动作主体能够控制的动作，但主

体"故意"做出这一动作，从而导致了不良的后果，句子含有不

该干而干的责备语气.能用于这种形式的动词不多，最常见的是

"坐

(川89引)伊来亨坐亨只破凳极，夹以跌得交. (他坐在那只破

凳子上，所以摔了一交. ) 

(90) 别人家忙都忙杀，偌是个来域困哉. (人家都忙死

了，你倒躺着. ) 

上述两个例句中"在"也可换成"着"，但用"在"更强调主体

的可控制性，同时，责备意味也更强烈.鉴于这一点，我们认为

绍兴话的"在"除了动态性这一语义特征外，不有自主性的特

征.

3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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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绍兴话的持续体标记是"域" da 、 "动" dOlJ、和

"亨" halJ 。在不作区分时，我们用"着"来指代任意一个。

"着"与"在"在形式上有明显的联系， "在"似乎可以看作是

动词"来" (不一定是"来去"的"来" )加上"着"。但两者的

意义、句法功能截然不同.

"着"只能用于静态动词或复合动词之后表示状态或动作结

果的持续。三个形式也存在着远近指之分，其区别请参看2.1的

论述，此处不赘。

3.2 "着"必须放在句子的末尾，其后允许有语气词出

现，但不允许有实义成分.其句式有:

A 动词+着。如:

(91) 伊眠床高头困亨. (他在床上躺着。)

(92) 伊头毛廊下头坐动个。(他刚才在屋檐下坐着。)

(93) 门开蝶，里头人唔有。 [44]

(94) 东西伊<藏>好动。 (东西他藏着o ) 

(95) 我走阵头天，行李好端端个看牢缘。 [47]

(96 )伊肉斩好亨哉。(他把肉切好了。)

"着"用在单个动词的后面表示状态的持续，如 (91)-(93) ，普

通话一般也用"着";在动补式的合成动词后， "着"用在复合

动词后表示动作造成的结果或状态的持续，如 (94)-(96) ，普通

话要在动补短语后要用"了

B 动词+着+动词。绍兴话的"着"可以用在连谓结构

的前一动词后，但有一般的限制。如不能说:

(97) ·坐亨看书.

得说:

(98) 坐得看书.

(99 )坐亨来亨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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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儿的"坐"表示"看"的一种伴随状态.具体讨论见下

文，这儿先举几个例子。

( 100) 伊墙壁高头<靠>亨来亨吃香烟. [52] 

(101 )屋里头躲球来域做作业. (躲在家里做作业. ) 

李小凡1991认为，苏州话中(绍兴话情况与苏州话相同)完成体

标记和持续体标记是互补的一对.也有学者认为，类似句式中的

"了"和"着"都表示持续，因而是等同的.但这显然不符合绍

兴话的语言事实，因为这儿的"着"可以换成"得"，而且两者

的意义并不相等. 它们既不互补，也不等间，而是有区别的一

对. 其区别主要有四个方面:

<1> "着"后必须有停顿， "得"后不能有停顿.

<2> "着"要求前一动词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表示状态的

持续; "得"取消前一动词的独立性，使它表示后一动词的一种

伴随状态. 试比较例 (98) 和 (99) • 

<3> 带"得"的句子的可加"再

有先后; 带"着"的句子则不能.女如口止. "先坐得再看."但.

"先坐亨再看."

<4> 带"得"的句子可作祈使句，如. "坐得看，勿可呆

得看."带"着"的句子不可以.

C 有+宾语+动词+着。存在句除1.1.5所说的"处所+

得+宾语"外，还可采用这种句式.语议上没有什么差别.如

(41 )、 (42) 又可以说:

(102) 车里有个人坐亨.

(103) 墙壁高头有张图画挂域.

如果句子的重音在宾语上，一般只表示存在，持续的意味不强.

如果重音在动词上，则强调存在的方式，有较强的持续意味.

3.3 "球"除了上述的用法之外，还有它特殊的用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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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在动补短语的中间，构成"动词+域+补语"的形式，动

词是动态动词时表示完成，是静态动词则表示持续. "动"和

"亨" 均没有这种用法.如:

(104) 饭吃擦过再去. (吃过饭再去. ) 

(105) 伊走域进来，看浪看. (他走进来， 看了看. ) 

( 106) 偌革支笔驮域牢来动搞啊? (你拿着这支笔在玩

吗? ) 

(107) 小明头幼域落勿响. [ 48] 

"动词+域+补语"的第二个意思是，对某种行为表示不满.

女日:

(108 )偌捺个则伊样东西去捻爆破. (你怎么把他那样东西

弄破了. ) 

(109 )株树去锯域还. (把棵树给锯了. ) 

"捻球破"和"锯域还"也可说成"捻捻破"和"锯锯还"，两

种形式同义.

3.4 "动"也有两种特殊的用法是其它两个所不具备的.

<1>、表示推测，同"来动"，此处不赘. <2>、表示祈使，不

含方位色彩.如:

( 110) 偌话动. (你再说呀. ) 

( 111) 快<些>做动。(快点儿做呀. ) 

( 112) 坐动，勿可动. (坐着，别动. ) 

( 113) 随伊挂动. (让它挂着. ) 

表示祈使的"动"可与动态动词和静态动词合用. 这也是它与其

它两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如:

(114 )偌拨我革里坐域. (你给我这里坐着. ) 

这个句子中既不能把"革里"换成"亨里"，也不能把"坐"换

成其它动态动词.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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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偌拨我亨里去呆亨. (你给我到那儿去站着. ) 

不能把句中的"亨里"换成"革里"，也不能把"呆"换成动态

动词.

3.5 "域"可以和"着"叠用，构成"擦擦"、 "躁

动"、 "域亨"三种形式.其功能是用在连谓结构的前一动作

后，表示后一动作的伴随状态，相当于"得"，但语气较强.如

上文 (44)-(46) 分别又可说成:

(116) 坐域动吃，勿可呆域动吃.

(117 )奈儿子衍里坐域亨来亨看书.

(118 )革呆子，马骑域亨还来亨寻马来.

又如:

(119 )伊革里坐球球生活也勿做o (他坐在这里，活儿也不

干o ) 

与"得"不同的是，叠用形式要处于动宾短语之后，如 (118) 中

必须把"马"放到动词之前.叠用形式有时与单用时没有太大的

差别，只带有一种不满的语气，如 (119) 0 上文2.5中的形式也

有相似的功能，但一方面"在"须和"哉"连用，叠用形式不

必;另一方面，它更强调动作的可控性，叠用形式一般只表状

态

叠用形式与动补短语合用时，其结构为， "动词+攘+垛\

动\亨'\

4 经历

绍兴话经历体标记是"过"ku33 ，与普通话相同.其意义

也与普通话一样，用法基本相同.如:

( 120) 伊从前做过生意o [60] 

(121 )革只茶杯地下里跌落过个o (这个茶杯掉到过地下

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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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到 2000年，读过大学个人拨个毛要多一半也勿止

来. (到2000年，上过大学的人要比现在多一半以上" ) 

这三个例子说明: <1>、 "过"表示说话前有过一次以上某种行

为. <2>、与时无关.

"过"一般紧附在动词之后，但也可以放在动宾短语之后.

这种情况下，动词后要有完成体标记"得"或经历体标记

"过".如:

(123 )我寻得伊好两域过。(我找过他好几次. ) 

(124 )伊从前做过生意过. [60] 

"得" + "过"使用比较普遍.普通话中，有时句子用"了"或

"过"，不造成意义上的差别，仍表经历.在绍兴话中，前面用

"得"，后面仍须用"过".如:

(125) 小介光，我革里住过三年. (小时候，我在这儿住过

三年. ) 

(126) 小介光，我革里住得三年过。(小时候，我在这里住

了三年. ) 

(127 )革床棉被野[只有]盖过一毛. (这条被子他们只盖

过一次。)

(128) 革床棉被野[只有]盖得一毛过. (这条被子他们只

盖了一次。)

"过"+"过"这种形式似乎有些叠床架屋，后面的"过"也可

省去，但加上更顺口些.如:

(129) 我北京去过三域. (我北京去过三次. ) 

(130 )我北京去过三擦过.

如果宾语是定指宾语，它常常要放到动词之前，那么两个过就合

并成一个.如， "我北京去过个."不大说"我去过北京过

个。"我们猜想，绍兴话的"过"原先可能是在动宾短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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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受普通话(或其它方言)的影响，产生了"动词+过+宾

语"的句式，并产生了这样一种混合句式.但今绍兴话没有

• <<我去北京过."或. <<我北京去三域过"这样的句式.

绍兴话"过"后两个，另一个表示完成，见1.3.

5 起始

绍兴话的起始体标记是"起来" t~r i 35 1e 53 ，可构成"动

词+ (宾语) +起来"的句式，和普通话差别不大.唯一不同的

是，绍兴话的"起来"不能与"得"合用，因此没有"动词+了

+起来"的句式，只有"动词+起来+了". "了"形式是

"哉

(口131υ) 话话话话，哭起来哉. (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132) 伊唱起歌来是好听哉. (他唱起歌来真好听. ) 

(133 )偌捺个做起生意来哉? (你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 

但在平时口语中轧， "起来"经常不用，直接用"哉"或"在+动

词+哉

(134 )话话话话哭哉. (同 (131) ) 

(135 )偌捺个来域做生意哉? (同 (133) ) 

但这些说法都不应算作起始体.

6 继续

绍兴话继续体的标记是"落去" 10'1 2 t~r i 53 ，和普通过的

"下去"的意义和用法都基本相同. "落去"的虚化并不彻底，

它和动词之间能插入"得" "不"构成动补短语.如. "话勿落

去." "吃得落去."等等.

"落去"不能插在动宾短语中间，有宾语的情况下一般要把

宾语提前.如:

( 136) 说话话落去. (话说下去. ) 

(137) 会开落去. (会开下去o )或:开会开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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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然

绍兴话已然体标记是"哉"dZL "哉"的功能相当于普通

话的"了2" 和"了1 + 2" .和"了2" 一样， "哉"有一部分不

是体标记的用法.作体标记时， "哉"的主要功能有两个:

(1 )、表示已然o (2 )、表示某种时间联系.已然与实现的不同

在于，前者只是事件起始的实现，事件本身并未结束;后者是事

件的整个实现.时间联系与时间状态不同.关于时间联系，我们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么理解的:它常常联系两个时点，兼表情状

及情状产生的结果或造成的状态.并认为，这是一种与英语的完

成体大致相当的一种表达手段.所以， "哉"不是简单的相对居

先.请看下列例句:

(138) 我吃得饭去看得一场电影. (我吃了饭去看了一场电

影o ) 

(140) 我看电影介光饭已经吃过哉o (我看电影的时候已经

吃了饭了。)

相对居先表示的是时的概念，表现为时间轴上的相对先后关

系。按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说，在时间轴上， "看电影"表示一

个参照的时阅 (RT) ， "吃饭"是事件发生的时间( ET )，说话

时间( ST )在话语中相当明显，它们之间的时间关系用时间轴表

示都是:

(141) ET ---- RT ---- ST 

但事实上，这个分析是不那么正确的.一方面， "得"并不表示

时的概念，因此， "看电影"也是事件发生时间( ET )，另一方

面，相对居先也不是通过"得"而得到体现的，因为后一事件中

也同样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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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哉"却能表示时，它把"看电影"当作一个真正的参照事

件， u吃饭"这一事件的相对居先是通过"哉"得以表达的.请

注意，这个句子中两个动词短语的排列是违反时间顺序原则的.

其次，它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强调我不是饿着肚子看电影的。

我们认为，把"哉"的这种语义上的特点用"完成体"

( Perfect )这个术语来概括是很合适的，但为避免误解，这里仍

称为"已然体".作为已然体标记的"哉"在搭配功能上与表完

成的"得"有所不同，它可以和"已经"、 "老早就"等时间副

词合用，这些副词实际上都是表示时间联系的。

"哉"只能出现在句末，它既可以独立表示已然，也可以和

其它体标记以及某些助动词合用.后者在语义上是单纯的添加，

前者还有完成的意味，我们可以把这个"哉"分析为"哉1 + 

2" 0 "哉1" 是"得"在句末的一个变体，表示完成，准确地说

是实现; "哉2" 表示时间联系.

7.1 "哉 1 + 2" .这个"哉"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义，一

个表示事件处于已然状态，另一个表示事件处于将然状态。两种

意义可以从句子中出现的其它成分或通过具体的语境来确定.一

般说，助动词"要"和副词"快"是将然的标志;而结果补语和

状态补语是已然体的标志。由于本文把补语看作复合动词的一部

分，因此这个标志也可理解为动词的时相.

(142) 我要走哉o (我要走了. ) 

(143 )书看好快哉. (书快看完了. ) 

(144) 饭要好快哉. (饭快好了. ) 

上面三个例句中的事件在说话时都是未实现的.如果句子中没有

"要"和"快

(口14仍5) 我走哉o (我走了 o ) 

句子可以有两种解释: "我已经离开"或"我即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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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例句，如果没有"要"或"快"，句子不歧义，只表示事

件的已经实现。 如 (143) . (144) 比较特殊，它也是一个歧义

句，但倾向于表示已然.这恐怕是语用因素造成的.

"哉"的这种多义性是由动词的时相造成的。 在状态动词

后， "哉" 一般表示状态的变化已经发生，主体处于这一状态之

中.如. "伊高兴哉. " "花红哉."在动态动词后，句子不歧

义，只表示事件的将然，不可以表示已然. 如. "衍<洗>浴

哉." "吃饭哉."在瞬间动词后，句子是歧义的，可表示将然

和已然. 表示已然时，和实现在意义上差别不大.这是因为:瞬

间动词的时相结构是不完整的，它没有起始、持续、和结束之

分.起始点的实现也就意味着结束点的实现. 因此，在这儿我们

仍应该把它看成是起始点的实现，即已然. 如上文例 (145) 0 在

复合动此后， "哉"只能表示已然(不包括"动趋"式)。复合动

词的意义结构是这样的:存在一个动作，同时，这个动作有结果

或所造成的状态，复合动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能持续的。

"哉"用在复合动词后表示的已然是动作结果或造成状态的已然

实现. 如. "书看好哉." "衣裳<洗>清爽哉."另外还有一种

特殊的动词，如"坐"、 "骑"等等， 一般的语法书都把它们一

分为二，一属状态动词， -属瞬间动词或动作动词. 我们不采用

这样的做法，而把它视为整体，称为"变化及状态动词

"哉"用在这些动词之后，不同于瞬间动词，也不同于状态动

词，它只能像在动作动词之后那样表示事件的将然. 如. "衍呆

(站)哉."意思是，我们要站起来了，并将处于站的状态;不是

我们已经站起来并已处于站的状态了.

同时， "哉"表示已然时，还具有时的含义。带"哉"的句

子总是蕴含着另一个时间，即"参照时间" (RT). 如"书看好

哉."意味着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看书"这一事件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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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参照时间与说话时间是重合的。又如. "革桩事体我上外已

经晓得哉."意味着昨天之前我知道了这件事，这儿的参照时间

是"上外" (昨天) . . 
7.2 "哉2

一种新的意义.在绍兴话中，这个"哉"与其说是一个体标记，

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时的标记.因为它的功能完全不在于描

述事件在时间轴上所处的状态，而是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参照时

间联系起来.句子往往还带有言外之意.下面分别讨论.

7.2.1 "得"+"哉"表示事件已经实现. "得"和

"哉"之间必须有数量短语，不论它是表示动作的时量、次量，

还是涉及的对象的数量.第二，宾语通常要放到动词之前.如:

( 146) 我革本书已经看得三遍哉. (我这本书已经看了三遍

了. ) 

(148 )伊去得好两日哉. (他去了好几天了. ) 

(149) 苹果吃得五个哉. (吃了五个苹果了. ) 

前文也已说到，绍兴话中没有类似其它吴语的"动词+得+宾语

+哉"的句式.

7.2.2 "在" + "哉"限于动态动词，表示事件已经发生

并持续.如:

( 150) 勿可催，我已经来域吃饭哉o (别催，我已经在吃饭

了. ) 

( 151) 伊来亨走起哉。(他在起床了. ) 

7.2.3 "着"+"哉"比较特殊，详见7 . 3. 

7.2.4 "过"+"哉"表示已经经历某一事件.其句式为

"动词+过+哉"，宾语必须放在动词之前，这一限制与7.2.1

中的限制是相应的.如:

(152) 上海我去过哉. (上海我去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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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苹果我吃过哉. (苹果我吃过了. ) 

后一个句子是歧义的，原因是"过"有两个意思， 一表经历，一

表究成.

7.2.5 "起来"+"哉"表示事件已经开始.如:

(154) 话话话话，哭起来哉. (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 

与"在" + "哉"不同的是， "起来" + "哉"侧重于表达事件

由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变，而在"在"+"哉"中，这种

转变是隐含的.

7.2.6 "落去" + "哉"表示事件已经继续.如:

(155) 伊歇得阵头， <又>话落去哉o (他歇了一会儿，又

说了下去. ) 

7.3 "着" + "哉"结合后形成的"域哉"、 "动哉"

和"亨哉"有两种用法: <1>、表示状态或动作结果已经产生并

且持续，前面只允许出现静态动词和复合动词。 <2>、表示事件

的产生和涉及参照时间的一种结果或影响，能结合的动词不限于

静态动词和复合动词，它还能与除"在"和"着"之外的其它体

标记合用，与句末的零形式及"哉"形成对立.零形式不表示时

间联系， "哉"只表示在某一时间，事件的发生已经实现，涉及

结果的延续. 但许多情况下， "哉"和"着 + 哉"之间的区别相

当细微. 然而，在另一吴方言洒泾话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非

常明显的， "着+哉"是完成体( perfec t )的标记. (我已另文讨

论J

绍兴话中， "着+哉"和"哉"语义相差最大的是上述第一

种用法。用"哉"的句子只是确定在某一时点， 该事件已经实

现. j日:

( 156) 花红哉。 (花红了。)

(157) 花红域哉。(花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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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句句子都能对应为普通话的同一句句子，但它们实际上

并不相等. (156) 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 (157) 还有言外之义:

表示一种惊讶的语气. 加上语境或许能看得更清楚.

( 158) 三日勿来，花已经红域哉. (三天不来，花已经红

了. ) 

(159) 钢笔丢还哉. (钢笔丢了. ) 

(160) 钢笔已经丢还域哉. (钢笔已经丢了. ) 

例 (160 )不仅仅陈述一个事实，它更强调"说话时钢笔处于失落

的状态"再如:

(161 )伊去哉。(他去了. ) 

(162 )伊去亨哉. (他去了那儿了. ) 

例 (161)是歧义的，即使表示已然，两个句子的意义也不同.前

一个句子意为"他不在这儿. "后一个句子的情形比较复杂.一

般用于这样的情景:听话者要去一个句子的"伊"所去的地方，

说话者潜在的意思是"他已经去了，你就不必再去了." "医生

来哉"是医生正在来的途中; "医生来域哉"是医生已经在这

儿. "汤威哉."是汤变咸; "汤咸域哉"是汤已处于咸的状

太

在第二种用法中， "哉" 与 "着+哉" 的意义差别不大.

"饭吃得三碗哉."与"饭吃得三碗域哉. "都可以有"我吃不

下了. "这样的言外之义.

蝶哉."都可以用来表示"我不想去了."这样的意思.

7.4 对"哉2"的否定跟对"哉1 + 2" 的否定截然不同，

后者有两种形式: <1>、 "勿+动词".<2>、 " (还)唔有\勿+

动词+来".如 (159) 的否定为:

(163) 钢笔勿丢还. (钢笔没丢. ) 

(164) 钢笔(还)晤有\勿丢还来o (钢笔还没丢呢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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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指的是一个事实。 (164) 则不同，它蕴含着"丢钢笔"是

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但至说话时为止，钢笔尚在.这两种不同

的否定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哉1 + 2" 的两个不同的角色。

(163 )中， "哉"更多地表示完成，是"得"的变体 o ( 164 ) 

中， "哉"更多的是一个已然体标记，有时韵因素在内.

对"哉2"的否定一般都采用" (还)唔有\勿+动词+来"

的形式，如:

(165 )我北京还唔有\勿去过来o (北京还没去过呢o ) 

( 166) 作业还唔有\勿做好域来o (作业还没做好呢o ) 

但用"唔有" (没有)意义上更接近于否定已然，而用"勿"则倾

向于否定事实。句中的"来"是"哉"的互补形式，相当于普通

话的"呢".

在反复问句中，绍兴话只用"动词+ (勿) +动词"的形

式，同时，句末用语气词"来".如:

(167 )好(勿)好来? (好了没有? ) 

(168 )花红(勿)红动来? (花红了没有? ) 

8 体形式表

体标记 体意义 搭配范围

得 完成 动词

完成并持续 变化状态及动词

!良 完成 动词

在(来域\动\亨)进行 动态动词

着(域\动\亨) 持续 静态动词、

复合动词

过 经历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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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去
起
落
哉

起始

继续

动词

动词

已然(时间联系)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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