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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方言的“佇”“□ [ne21]”和“哩”

柯淑玲

中山大學

提要

普通話在陳述句和疑問句中的“呢”，潮安方言使用“佇”“哩”和“□ [ne21]”與之對應，
形式和功能涇渭分明。“□ [ne21]”的功能是發問；“佇”的功能是表示事態持續或提醒
聽者注意超預期量信息；“哩”的功能是話題標記，起提示話題的作用。與普通話比較

發現，潮安方言以“佇”對應普通話的“呢 1”和“呢 3”，以“□ [ne21]”對應“呢 2”，

以“哩”對應“呢 4”，可見普通話的“呢 1”和“呢 3”關係密切，“呢 2”“呢 4”則與

“呢 1”“呢 3”的關係較遠。

關鍵詞

潮安方言，“佇”，“□ [ne21]”，“哩”

1. 引言

學界對普通話語氣詞“呢”的功能理解不一，有的認為“呢”只具有一個基本

功能，有的認為“呢”有多種功能。認為“呢”只有一個基本功能的學者，如胡明揚

（1981: 374）、邵敬敏（1989: 175）、方梅（2016: 4）、鄧思穎（2019: 159）等，
他們認為“呢”的基本功能是“提醒”或“深究”；申莉（2009: 39）認為“呢”有
一個恒常語義，為“引起注意或使語氣舒緩”。

認為“呢”應區分多種意義的學者，如朱德熙（1982: 235–241）認為“呢”用於句
中停頓處，有“至於”的意思，有時有“對比”的作用；句末的“呢”有三個，“呢 1”

表示持續，“呢 2”表示疑問，“呢 3”表示誇張語氣。呂叔湘（1999: 412–413）認為
“呢”有四種功能：1）用於是非問句以外的問句，表示疑問；2）指明事實而略帶
誇張；3）用在敘述句的末尾，表示持續的狀態；4）用在句中停頓處，如主語後表列
舉或對舉。齊滬揚（2002: 43）認為，表示“疑問語氣”是現代漢語“呢”的最基本
意義，進一步衍生出反詰和疑惑兩種語氣；反詰語氣衍生為感歎和肯定語氣，停頓則

是在疑惑和肯定語氣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史金生（2010: 121）認為句末語氣詞“呢”
具有事態和情態兩種功能，事態“呢”表示“持續”，情態“呢”表示“申明”，申

明一種“與聽話人或說話人預期相關的事實”。金智妍（2011: 170–171）將“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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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個，“呢 1”表示命題內容為真，“呢 2”表示深究意義，“呢 3”出現在“（你）管……

呢”句式，還待進一步研究。

潮安方言（屬閩語閩南片潮汕小片，據《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

言研究所等  2012: 111））中分別用不同的形式與普通話的“呢”相對應。位於句末的
“呢”，疑問句末，潮安方言使用“□ [ne21]”；陳述句末，潮安方言使用“佇 [lo21]”。1

位於句中的“呢”，潮安方言使用“哩 [li33]”。例如：

(1) 伊□ [ne21]？（他呢？）
(2) 伊還未來佇 [lo21]。（他還沒來呢。）
(3) 伊食哩 [li33-24]解，做哩 [li33-24]   。（他只會吃不會做。）

現代漢語無論在句末還是句中、陳述句還是疑問句，都使用“呢”，而潮安方言

明確使用三個不同的語素與之相對應，形式和功能涇渭分明。本文著重描述潮安方言

句末“□ [ne21]”“佇”和“哩”的句法語義差異和聯繫，並與普通話“呢”的相關用
法進行比較。這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現代漢語“呢”的理解，同時為開展“大現代漢

語”（包括普通話和方言）的比較提供材料和線索。

本文的潮安方言為筆者母語方言，具體為潮州市潮安縣登塘鎮白水村話。語料來

自筆者內省及日常語料收集，並經過兩位發音人 2驗證。

2. “佇”的句法語義表現

2.1. 事態持續標記

潮安方言的句末助詞“佇”一般用於陳述句，不用於疑問句，例如：

(4) *伊佇上班佇？
(5) 伊佇上班佇。（他在上班呢。）

1 施其生（2013: 302）使用“佇”字表示汕頭、揭陽方言的持續體貌形式，施文未說明“佇”是否
為本字，或為訓讀字。本文沿用該字表示潮安方言的句末助詞“[lo21]”。“佇”本字調為 [to25]，
[lo21]為“佇”在句末的語音變體。

2 發音人 1：KYP，男，49歲，在潮州市潮安縣登塘鎮白水村出生長大，22歲後在潮州市湘橋區
生活。

 發音人 2：KLY，女，66歲，一直在潮州市潮安縣登塘鎮白水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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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5）表明“伊佇上班佇”只能理解為陳述句，而不能理解為疑問句“他
在上班呢？”。

施其生（2013: 304）認為汕頭、揭陽方言的“佇”和“佇塊”是均可表示狀態持
續、事件持續的“持續體標記”。例如：

(6) 汕頭：個門開佇（塊），許裡無人。（門開著，裡面沒人。）
 （施其生  2013: 291）
 揭陽：個門開佇（塊），□ [hio42-45]底無儂。（門開著，裡面沒人。）
 （施其生  2013: 291）
(7) 汕頭、揭陽：a.日還早佇。（天還早呢。）
 （施其生  2013: 298）
  b.伊只陣還未落班佇。（他這會兒還沒下班呢。）
 （施其生  2013: 298）

施文並未列出“佇塊”做事件持續標記的例句。湯暢（2021: 25–26）指出汕頭方
言的“佇塊”只能表示狀態持續，贊同施文對汕頭方言“佇”用法的歸納，並進一步

指出句末“佇”具有語氣意義，遵循“從持續到申明”的語法化途徑。

與汕頭、揭陽方言不同的是，潮安方言表示動作持續只用“佇塊”，表示事態持

續只用“佇”，3例如：

(6’) 潮安：個門開佇塊 /*佇，許內無儂。（門開著，裡面沒人。）
(7’) 潮安：a.日還早佇 /*佇塊。（天還早呢。）
  b.伊只陣還未落班佇 /*佇塊。（他這會兒還沒下班呢。）

例（6’）“佇塊”表示“門開著”這一狀態的持續，所以能看到“裡面沒人”。
使用“佇”則不成立。例（7’）中，（7’a）的“佇”表示了“天還早”這一事態的持
續，若無“佇”，句子只陳述“天還早”這一情況。（7’b）同理。

“佇”是否具備事態持續義，還可從它與動詞的搭配來看。

3 匿名審稿專家認為從歷時角度看，“佇（在）”有較大概率源於“佇塊（在裡）”的簡省。大量
現代漢語方言的語料證明，兼表時間的介詞結構“在裡”通過組成音節的脫落、弱化，演變為表

持續的“在”，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語言事實，相關研究可見羅自群（1999: 56–58）、施其生（2013: 
304）、湯暢（2021: 23–25），本文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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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佇”與活動類動詞搭配時，句子要有副詞“佇（在）”或否定詞“未”，

否則不成立：

(8) 伊 *（佇 /未）洗菜佇。（他在洗菜呢。/他沒洗菜呢。）
(9) 伊 *（佇 /未）上課佇。（他在上課呢。/他沒上課呢。）

與普通話“他洗菜呢”“他上課呢”不同，潮安方言的“伊洗菜佇”“他上課佇”

不能成句，還需要加上副詞“佇（在）”。如果加上“未（沒）”，“佇”則可表示“沒

洗菜”“沒上課”這一事態的持續。同時，“佇”還有提醒聽話人注意“他在 /沒洗
菜 /上課”這一情況的功能，去除“佇”後句子無提醒義，為客觀陳述。

（二）“佇”與狀態類動詞搭配時，要與表示狀態持續或元語增量的副詞“還”

搭配使用，否則不成立，例如：

(10) 我 *（還）喜歡語言學佇。（我還喜歡語言學呢。）
(11) 北京 *（還）個中國個首都佇。（北京還是中國的首都呢。）

例（10）有兩解：一是我過去喜歡語言學，現在還喜歡。一是我不僅喜歡其他學
科，還喜歡語言學。例（11）同理，也有兩解。“還”表示狀態持續時，句子有持續
義，“佇”表示“我喜歡語言學”“北京是中國的首都”這一事態的持續，同時提醒

聽話人注意這一事態的持續。去除“佇”後，句子無提醒義。“還”表示元語增量時，

句子無持續義，“佇”只提醒聽話人注意“我喜歡語言學”“北京是中國的首都”這

一信息，不表示持續。

（三）“佇”與達成類動詞搭配，動詞前面要加上“未”或表示元語增量的

“還”，否則不成立：

(12) 伊 *（未）死佇。（他沒死呢。）
(13) 船 *（未）沉佇。（船沒沉呢。）
(14) 兩隻船撞著，蜀隻船 *（還）沉去佇。（兩隻船撞上了，一隻船還沉了呢。）

達成類動詞加上否定詞後，有 [無界 ]特徵，句子有持續義，“佇”表示“沒死”“沒
沉”這一事態的持續，同時提醒“他沒死”“船沒沉”這一事態的持續，如例（12）
（13）。當加上表示元語增量的“還”時，句子無持續義，“佇”意在提醒聽話人注意“其
中一隻船沉了”這一情況，如例（14）。

（四）“佇”與完結類動詞搭配時，句子要有表示元語增量的副詞“還”，否則

不成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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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伊 *（還）走遘宿舍佇。（他還跑到了宿舍呢。）
(16) 伊 *（還）掠著隻雞佇。（他還抓到了一隻雞呢。）

例（15）（16）句子無持續義，“佇”的使用意在提醒聽話人注意“他跑到宿舍”
“他抓到一隻雞”這一誇張的結果。

2.2. “提醒”功能

“提醒”功能的提法是抽象概括的，可結合“佇”出現的語境討論。“佇”常與

表示“元語增量”的“還”共現，“還”表示說話人認為已知命題提供的信息量不足，

增補一個信息量充足的命題，即“佇”常在這個新命題中出現。如例（16），可讀出
聽者已知他抓到了事物 X，不知他也抓到了雞，言者提供了信息量更充足的新命題。
例（15）同理。再如：

(17) a. 伊佇學習佇（，汝想無□ [no21]）。（他在學習呢，你想不到吧。）
 b. *伊佇拍遊戲佇（，汝想無□ [no21]）。

例（17）的說者認為聽者的心理預期是“他不會自覺學習”，故（17a）中“伊佇
學習（他在學習）”超出了聽者的預期信息量，聽者一定會“想不到”；（17b）中“伊
佇拍遊戲（他在打遊戲）”沒有超過聽者預期信息量，故不能在該語境使用。但如果

“伊”平常是不打遊戲的，“伊佇拍遊戲（他在打遊戲）”反而超出了聽者的心理預

期，（17b）則成立。可以說，“佇”是一個超預期量信息標記。因此“佇”也經常與
表主觀大量的“著”共同搭配使用，常有誇張的語氣，如：

(18) 他有變食著五個饅頭佇。（他能吃五個饅頭呢。）

需要說明的是，當“佇”出現在應答話輪時，言者是超預期量信息的接收者而不

是提供者，如例（19），此時可與表示意外的“蜀回（居然）”共現：

(19) 甲：伊佇學習，勿愛叫伊。（他在學習，別叫他。）

 乙：伊（蜀回）佇學習佇。（他（居然）在學習呢。）

言者通過“佇”提醒聽者注意這一超預期量信息從而表達自己的驚訝。因此潮安

方言既可以表達嘲諷的語氣，也可以表示驚訝的語氣。例如：

(20) 普通話：這麼點事兒還要找領導呢？
 潮安方言：點囝呢事還著扌罪領導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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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跟表示狀態持續的“還”搭配使用時，如例（10）：

(10) 我 *（還）喜歡語言學佇。（我還喜歡語言學呢。）

可讀出聽者已知言者以前喜歡語言學，但不知言者現在依舊喜歡語言學，言者喜

歡語言學的持續時間超過了聽者的預期時間的量，因此“我還喜歡語言學”也可以分

析為超預期量信息。例（11）同理。

綜上，潮安方言句末“佇”有兩種意義，“佇 1”表示事態持續，“佇 2”提醒聽

者注意所述信息超出言者或聽者的心理預期。表示提醒的“佇 2”由表示事態持續的

“佇 1”進一步虛化而成，句末的位置給“佇 1”提供了語法化的句法環境，而在語義

上，“佇 1”的持續義到“佇 2”的提醒義是一種語法轉喻：當前事態的持續很可能是

言者要凸顯的，言者用持續轉指主觀上的凸顯，從而“佇”從客觀的陳述轉而表達主

觀的提醒。

3. “□ [ne21]”的句法語義表現

普通話疑問句的“呢”一般用於非是非問句，在打招呼的特殊情況下構成“‘呢’

字是非問”（李晟宇  2004: 34），如例（21a）。而潮安方言的“□ [ne21]”只用於非
是非問，不能用於“呢”字是非問，例如：

(21) a. 普通話：（打招呼）挑水呢？
  潮安方言：（打招呼）*擔水□ [ne21]/佇？
 b. 普通話：這麼點事兒還要找領導呢？
  潮安方言：點囝呢事還著扌罪領導佇 /*□ [ne21]。

例（21b）的潮安方言可用“佇”，是陳述句，與普通話表達的意義有細微差別，
上文已有說明。

“□ [ne21]”也不用於設問句，例如：

(22) 普通話：我們來看一下這棟樓。它是什麼時候建的呢？是一百年前。
 潮安方言：俺來睇下只棟樓。伊個相時起個（*□ [ne21]/*佇）？個蜀百年前。

例（22）普通話可以用於設問，自問自答，但潮安方言不允許。下面分兩個部分
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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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疑問形式 + □ [ne21] ？”結構

先看例子：

(23) 阿明 *（□ [ne21]）？（阿明呢？）
(24) 汝無愛去，了伊 *（□ [ne21]）？（你不去，那他呢？）
(25) 阿是伊唔好去 *（□ [ne21]）？（如果他不肯去呢？）

“□ [ne21]”可用在NP短語或假設句後，如例（23）–（25），“□ [ne21]”不能刪除，
也不能通過升調語調表示句子原義。由此判斷，潮安方言的“□ [ne21]”承擔了疑問的
完句功能，是話題問的標記。

3.2. “疑問形式（+ □ [ne21]）？”結構

在“疑問形式（+□ [ne21]）？”結構中，如果刪掉“□ [ne21]”仍是完整的疑問
句，有疑問語氣，加上“□ [ne21]”後句子原有語氣和“□ [ne21]”表示的語氣相疊加，
句子的疑問語氣可以得到加強。

（一）反復問句 4

(26) 汝（□ [ta33-24]）愛食茶啊唔（□ [ne21]）？（你（到底）要不要喝茶呢？）
(27) a.  汝愛勿愛食茶□ [ne21]？（下愛下勿愛物遘我□ [koŋ55]死。）（你要不要喝茶呢？

（一會兒說要一會兒說不要弄得我暈死了。））

 b. 汝愛勿愛食茶（啊）？（*下愛下勿愛物遘我□ [koŋ55]死。）（你要不要喝茶啊？）

“□ [ne21]”可用於“VP-Neg-VP”和“VP-Neg”形式的反復問句末，常與表追
問的語氣副詞“□ [ta33]（到底）”共現，如例（26）。若不使用“□ [ne21]”或換成
語氣詞“啊”，句子少了“深究”的語氣，如例（27a），可補出相關語境，例（27b）
則不行。

（二）選擇問句

(28) 汝□ [ta33-24]是愛食茶（*□ [ne21]，）啊是愛食水（□ [ne21]）？（你到底是
要喝茶還是喝水呢？）

4 潮安方言一般不用“豈 +VP”形式的反復問句。



106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潮安方言的“□ [ne21]”只能用於完整的疑問句句末，不用於句中停頓。在選擇問
句中“□ [ne21]”常搭配“□ [ta33]（到底）”使用，句子有“深究”義，如例（28）。
如果刪去“□ [ta33]（到底）”，句子依舊有“深究”義，例如：

(29) 汝愛食茶啊是愛食水□ [ne21]？聽儂呾汝癮茶，做呢沖了無食？（你是要喝
茶還是喝水呢？聽別人說你愛喝茶，怎麼沖了不喝？）

（三）特指問句

(30) 汝（□ [ta33-24]）愛相時來（□ [ne21]）？（你到底要什麼時候來呢？）
(31) 我（□ [ta33-24]）著做呢物（□ [ne21]）？（我到底要怎麼辦呢？）
(32) （究竟）個底亻㐱佮汝呾個（□ [ne21]）？（究竟是誰跟你說的呢？）

“□ [ne21]”可用在一般的特指問句後，可搭配有“追問”義的副詞使用，如例
（30）–（32）。刪除這些副詞後，句子仍有“深究”義，可補出相關話語，例如：

(30’) 汝愛相時來□ [ne21]？著呾定著。（你要什麼時候來呢？要說清楚。）
(31’) 我著做呢物□ [ne21]？做來做去攏做唔出。（我要怎麼辦呢？做來做去都做

不出來。）

(32’) 個底亻㐱佮汝呾個□ [ne21]？□ [dzuεŋ25]佮我呾□ [no21]。（是誰跟你說的呢？
（央求）跟我說吧。）

可見，“□ [ne21]”常出現在有“深究”義的語境中，有加強句子疑問語氣的作用，
對比沒有“□ [ne21]”的疑問句，後者催促回應的語氣變弱。史金生、胡曉萍（1999: 
83–84）認為，疑問可以從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分析，所謂疑問信息，即疑問語氣，是
由傳疑和發問兩部分構成的，兩者有不同的表現，而且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

說“□ [ne21]”的功能是發問，即言語行為。

我們可以從“□ [ne21]”與“哩”的比較看。兩者均可出現在“怎麼”類特指問
句 5中，也均可省略，將兩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使用“□ [ne21]”的問句常需聽者給
出回應，互動性較強；使用“哩”的問句多用於自問自答，互動性較弱。例如：

(33) 甲：阿明做呢好塊形□ [hie33]□ [ne21]/哩？（阿明怎麼能那個樣子呢？）
 乙：個分儂教腫 =去。（是被人帶壞了。）

5 在疑問句中，“哩”只能用於“怎麼”類特指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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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阿明做呢好塊形□ [hie33]哩 /（*□ [ne21]）？未是分儂教腫 =去？（阿明怎麼

能那個樣子呢？難道是被人帶壞了？）

(35) 汝做呢有變（□ [ne21]/*哩）？（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用於發問的“□ [ne21]”要求聽者的回應，互動性強；或有委屈、質問的語用意義，
如例（35）。“哩”常用於自問自答，如例（34），也可用於對話，但無強烈要求聽
者的回應的語氣。

再看反問句，例如：

(36) 甲：後日愛落雨啊    ？（後天是不是要下雨？）
 乙：亻㐱知（□ [ne21]）/*哩？（誰知道呢？）

由於甲問了一件乙不知道的事情，乙使用“□ [ne21]”進行發問，起到加重反問語
氣的作用。

由此可見，“□ [ne21]”的功能是發問，在刪節問句中還有完句的功能，可做話題
問標記。“□ [ne21]”具有強互動性，與對話雙方高度相關，表達了一種強烈的“你快
回應我”的語氣。因此“□ [ne21]”一般不用於自問自答、設問句、“呢”字是非問（用
於寒暄、打招呼），在語境中常表現出焦急、不耐煩、不滿等負面情緒。

4. “哩”的句法語義表現

據 3.2，潮安方言的“哩”在疑問句中，能且只能用於“怎麼”類特指問句，常用
於自問自答，發問語氣不如“□ [ne21]”強。與“□ [ne21]”不同的是，語氣詞“哩”
還可用於陳述句、祈使句中，例如：

(37) 甲：聽呾你後日愛去食桌？（聽說你後天要去參宴？）
 乙：我無 *（哩）/（*□ [ne21]）。（我沒有呀。）
(38) 你繼續（哩）/（*□ [ne21]），勿愛睬伊。（你繼續（呀），別理他。）

“哩”是一個多功能語素，在句中還能做話題標記，與普通話用做話題標記的

“呢”對應，分佈於以下幾種位置：

第一，NP短語後，構成主話題或次話題：

(39) 阿嬤愛食者，阿公哩愛食□ [hia51]。（奶奶喜歡吃這個東西，爺爺喜歡吃那
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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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阿公昨日（哩）食飯，今日哩食糜。（爺爺昨天吃飯，今天吃粥。）
(41) 許口好食熏，室內哩孬。（外面可以吸煙，室內不能。）

第二，VP短語後，構成主話題或次話題：

(42) 伊食哩解，做哩    。（他只會吃，不會做。）
(43) 做生理哩唔識字，讀書哩賺無錢。（做生意麼，學不到文化；念書麼，又賺

不到錢。）

第三，介詞短語後，構成主話題或次話題：

(44) 阿弟囝在許內哩靈精遘勿愛呾，出來只口哩就□ [koŋ55]去。（小男孩在家裡聰
明得不行，出來了就傻了。）

(45) 伊對外儂客氣客氣，對家己儂哩就擺臭面。（他對外人客客氣氣的，對自己
人就擺臉色。）

第四，條件小句後，構成主話題：

(46) 伊勿愛去哩我來去。（他不去我去。）

(47) 汝有閑哩去佮伊儂相輔。（你要是有空就去幫他們忙。）

停頓是話題的一個常被提及的標記。將（39）–（47）的“哩”替換成停頓，句子
大意不變。一般的話題標記後可出現停頓，“哩”則不用。6

話題有對比的作用，“哩”在做話題標記時，還有表示話題焦點的作用，跟語境

中的另一個話題（或許也是話題焦點）或聽說者心目中共同瞭解的話題相對比。例如：

(48) （汝今日遲到，）汝□ [mua213-52]日哩著□ [iou33-24]早。（（今天你遲到了，）
你明天得早點來。）

(49) （伊□ [mua213-52]日好□ [iou33-24]慢來，）汝哩□ [mua212-52]日（* 哩）著□
[iou33-24]早。（（他明天可以晚一點來，）你明天得早點來。）

6 徐烈炯、劉丹青（2007: 92, 102）：提頓詞（也即話題標記）後停頓可自由隱現是根本性質。“即
使提頓詞後不停頓，由於提頓詞作為輕聲字的附著性，因此實際上還是會在話題與其後的成分之

間造成韻律上的‘凹谷’，跟停頓所造成的‘斷裂’在韻律表現上仍有相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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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8）突出“□ [mua213-52]日（明天）”，句子有跟平時對比的含義；例（49）
突出“汝（你）”，句子有跟其他人相對比的含義。“哩”可在“汝（你）”或“□

[mua213-52]日（明天）”後面標記，但不可同時標記。被對比的物件隱含在括弧內的背
景知識中，可以補全。

由於“哩”有表示話題焦點的作用，它常常在一種特殊的話題結構中使用，即拷

貝式話題結構。拷貝式話題結構的句子話題跟句中主語、賓語甚至謂語動詞完全同形

或部分同形，同形的成分之間在語義上也是同一的。（徐烈炯、劉丹青  2007: 121）有
以下幾種類型：

（一）“NP+哩 +V+NP，（NP1+哩 +V+NP1）”式。

這類結構拷貝的是謂語動詞後的整個名詞性賓語做次話題，不能拷貝部分賓語，

例如：

(50) 汝睇伊章 =中大個學生哩唔然中大個學生，蜀日唔知□ [tiəm21-213]佇物乜個，
我個煩惱絕□ [no21]。（你看他這樣中大的學生也不像中大的學生，一天到晚
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我很煩惱。）

(51) *汝睇伊章 =學生哩唔然中大個學生，蜀日唔知□ [tiəm21-213]佇物乜個，我個
煩惱絕□ [no21]。

“中大個學生（中大的學生）”是謂語動詞“唔然（不像）”的賓語，拷貝時不

可只拷貝部分賓語“學生”。

由於話題實際上跟賓語論元同一，話題的前面一般可插入句子的主語，後面則不

能，例如：

(52) 伊錢哩無錢，文化哩無文化，唔知愛物乜個。（他沒錢沒文化，不知道要做
什麼。）

(53) *錢哩伊無錢，文化哩無文化，唔知愛物乜個。

此話題結構可用作並列複句的一個子項如（52），也可以用作一個小句如（50）。

（二）“A+哩 +A/AP”式。

這類結構一般拷貝 A/AP裡的單個形容詞 A做次話題，如果後面是 AP短語，一
般是表程度的偏正 /述補結構。該結構可以用作並列複句的子項，也可以作為一般小
句出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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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 阿弟囝孬哩孬，過厄管教。（大意：這小男孩調皮是真調皮，很難管教。）
 b. 阿弟囝孬哩死絕孬，過厄管教。（大意：這小男孩調皮得要死，很難管教。）
 c.  阿弟囝孬哩孬遘死絕，過厄管教。（大意：這小男孩調皮得要死，很難

管教。）

 d.  阿弟囝孬哩孬，韌哩韌，過厄管教。（大意：這小男孩又調皮又倔，很難
管教。）

(55) a.  伊聰明哩聰明，了唔知做呢書哩讀   。（大意：他聰明是聰明，不知道為
什麼讀不好書。）

 b. 伊聰明哩過聰明，了哩無愛讀書。（大意：他聰明是很聰明的，卻不讀書。）
 c. 伊聰明哩聰明遘勿愛呾，了哩無愛讀書。（大意：他聰明得驚人，卻不讀書。）

（三）“V/VP+哩 +VP1”式。

這類結構一般拷貝 VP短語裡的單個謂語動詞 V做次話題，後面的 VP短語為偏
正 /述補結構，如例（56a）等；也可以是述題拷貝次話題 VP短語的單個動詞 V，構
成“VP+哩 +VP1”形式，如例（56b）。該結構小句可用作並列複句的子項，也可以
用作一般小句。

(56) a.  我佮伊相八 = 哩解相八 =，是呾無若熟。（大意：我跟他認識是認識，但是

沒多熟。）

 b.  我八 =伊哩八 =有蜀年，是呾無若熟。（大意：我認識他有一年了，但是

沒多熟。）

 c.  汝八 = 哩唔八 =，就勿愛假熟□ [no21]。（大意：說認識你又不認識，就不要
假裝很熟（的樣子）了。） 

 d. *我佮伊八 = 哩八 =

(57) a. 伊呾哩有呾，做知儂有聽啊無。（大意：他說是有說，不知道有沒有人聽。）
 b. 伊呾哩無呾，未是愛叫儂約？（大意：他說又沒說，難道要人猜嗎？）
 c.  我呾哩呾放汝耳塊，汝家己好好去想。（大意：我說是說給你聽，你自己

好好想想。）

 d.  伊呾哩八 =佮我呾，唔知有佮別儂呾啊無。（大意：他說是有給我說過，

不知道有沒有跟別人說。）

 e. *伊呾哩呾
(58) a.  我少 =□ [tiəm21-213]章 =，食哩食唔落，寤哩寤   醒。（大意：我現在老是這

樣，吃又吃不下，睡又睡不醒。）

 b.  伊食哩佇食堂食，寤哩佇單位寤，好少轉內。（大意：他吃飯在食堂吃，
睡覺在單位睡，很少回家。）

 c. *伊食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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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方言中以“哩”為標誌的拷貝式話題結構，同一成分既作次話題，又作述題

中謂語或補語的一部分，通過該成分的重複出現而對其強調。拷貝式話題結構有肯定、

強調的作用，如例（56c）（57b）（57c）等；也可表讓步，後面總接轉折小句，如例
（56a）（56b）（57a）等。所謂讓步是先肯定對自己觀點不利的事實，所以在讓步小
句中通常會用一些表示肯定或強調的成分，強調作用和讓步作用本質上是相通的（徐

烈炯、劉丹青  2007: 126）。故以“哩”為話題標記的話題有對舉、強調的作用。

5. 結語

潮安方言句末的“□ [ne21]”和“佇”具有互動性，一般在對話中使用。“□ [ne21]”
只用於疑問句，功能是發問。“佇”只用於陳述句，功能是表示事態持續或提醒聽者

注意超預期量信息，這兩個功能間還存在語法化關係：從持續到提醒。學術界普遍認

為普通話的“呢”來源於上古的“爾”。齊滬揚（2002: 40）認為，它們在唐、五代分
化為“那、聻”（用於疑問句）和“裹、裡”（用於非疑問句），經過兩種不同的演

變路徑，又都演變為現代的“呢”。而潮安方言疑問句和陳述句分別使用“□ [ne21]”
和“佇”，可能是唐、五代分化並保持至今的結果。

潮安方言的話題標記“哩”是一個多功能語素，可在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句

末做語氣詞，在疑問句中能且只能出現在“怎麼”類特指問句句末，與“□ [ne21]”相
比，對他發問語氣弱，對己發問語氣強，常用於自問自答，這或許與其話題標記的功

能相關。“哩”做話題標記時，常用於拷貝式話題結構，用於表示話題焦點。

我們與普通話進行比較發現，潮安方言分別以“佇 1”和“佇 2”對應普通話的

“呢 1”和“呢 3”，以“□ [ne21]”對應“呢 2”，以“哩”對應“呢 4”。總結如下表：

表 1  潮安方言與普通話句末“呢”的比較 7

句法位置 普通話的“呢” 潮安方言的對應形式

陳述句
句末

呢 1：持續 佇 1：事態持續

呢 3：誇張語氣 佇 2：提醒聽者注意超預期量信息

句中 呢 4：話題標記 哩：話題標記

疑問句 句末 呢 2：疑問 □ [ne21]：發問

可見普通話的“呢 1”和“呢 3”關係密切，而用於疑問句末的“呢 2”則與“呢 1”

“呢 3”的關係較遠。普通話的“呢 2”和“呢 4”關係密切，一般認為話題標記“呢 4”

7 表 1主要根據朱德熙（1982）的分類，朱德熙認為句中的“呢”用於句中停頓，本文將其稱記為
“呢 4”，根據現在學界通行的說法，將“呢 4”的功能記為話題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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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疑問標記“呢 2”語法化而來（劉丹青  2005: 108–117），但在潮安方言中，卻是對
應不同的形式，可能與“□ [ne21]”在疑問句中的功能有關。“□ [ne21]”用於發問，
句法環境局限於疑問句，“哩”則可以出現在陳述句中。“哩”如何從語氣詞語法化

為話題標記，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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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21, Ne21 and Li33 in Chao’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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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darin uses ne both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while the Chao’an 
dialect uses lo21, li33 and ne21 as its counterpart, with distinct forms and functions. Ne21 is used to 
ask questions. The function of lo21 is to indicate that a situation is continuing or to alert the listener 
to an unexpected amount of information. Li33 functions as a topic marker, indicating the focus of 
the topic. Compared with Mandarin, lo21, ne21, and li33 correspond to ne1 and ne3, ne2, and ne4,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ne1 and ne3 in Mandarin are closely related, but ne2 and ne4, are 
far related to ne1 and n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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