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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且在?

麗多拉梅外i嘉應大學中文系

漢語方宮中，能表示歡作己經完成的音變並弄f再見 Q 其沖較早發現的是陵園商縣jf

，它是通過動謂的青鐵(變識、韻母延長、吾吾分喜尋樂韻)來表示動作的完成(詳見

下文)。廣州話也有體琨 3 官是議過動謂的高芳變調來表示難作己蠶完成(詳見下文)。

就又發現河南長葛方古有體現它是通過動請變韻來表示[攝去完成J (詳見下文)。

站于都方吉及筆者母語、江西石城(悶悶)話裹，也有聽做的體現，它們都是通道動諦復麗

的成分變調來表示 f動作已經究成(或結果已經出現) J 0 站類背攤據其作用可稱之為 f完成

。以往的看法多套用 ~n歇諧的框架 3 認為它們是「內部朋折J 0 本文在深入分析的茲

多認為它們不是 f吳詠題研j揮是?了變j音變一一表完成的「了j與它前面一語黨的合

。以下詳緝論述。

、江間石蠟(高自)話的完成變聽

右城縣位於江西會報扑l雌脆來北部，內與本省廣晶縣、毒草都縣、瑞金市接壤 3 外鷗

武裝出與擴建酋長n縣、迫害化聽聽鄰 s 其中 3 廣呂颺轅方當撫州|片，寧都、瑞金屬轍襯

客方吉盔，長汀、寧先聽鵲密審方吉瘓。石壞話在江路;拉宮的分區中，屬章責南客家制東

(顧草草 1986) ;在 多鷺客家方言寧龍片。本文要接觸至自

城(高自)話。它的語音系競如下。

1 、聲母 16個(不會零聽母) : pì皮爸 ph'他薄 m路模 f花貨 v萬潛 心裁會

tsh 才齊 s杜修 t端打 th 大特 n難拿 l 拉藍 k哥梅 kh ，接閱 g牛咬 h1可体

2 、韻母5ì個 :1地將 i偉米 u 除一輸 a抓車 ia f昔斜 。帶多 io 靴茄 。

lC 緝鑫 al 災窮。i 台海 CI 背茫的貴歸 au 找悔恨u 要叫 。u後乎的u秋須

iu許按 am 軒三 mm拉淹 om敢俺 。昆對草草 lem心蔭 an 宴聞 法1 安滿 lOll 軟

uon 轉酸 ~n蚊分 len 兔先 m兵薪 m昆播 a.lJ挽鞭 Ìa.lJ聽頸 OlJ裝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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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繩 UI] iUI]從弓 ap 鵬答 i叩業葉符合總 gp執?是 lCp 集智 at 八發

ot 削抹。t本沒 iet鐵熱 ìt 筆日 ut骨突持信麥 iak磁鐵法惡膜 íok 藥聯位

iuk為育 uk竹叔 m 唔(另有一餾無母會 st (食) ，括計較早讀音為 s妒，後來母音 1盟為 t

的影響發音不明顯乃至1連失多故演變為琨在的 st)。在老年人中韻尾 -m 、卅、-1]、中、

《、占有相當完整的保留) ，在青年入中個別叩崑投入叫賠?餾闊 -p 鼎立主入關t尾。

3 、聲調3個: (1)陰平的 剛聞 i 毛主主 i 買東|坐龔 (2) 陽平24 窮寒陳|鵝牛

羊 (3) 上學單位 古口好 i 五女老 1:蓋抗漢 始去聲叫共害岸 i 是倍父 (5) 入釁2

由急各 i 嶽局合

在域{高[fl)話可以用變論表示「完成j意義勢表現是:動詞撓頭的成分通盤變調來表

f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巳報出現) J (問普通話中「了J 的表義) ，可以稱之為 f完度纜

調J 0 1詩如， I補好J 中的 f好j 聲調s:i上聲音 i變為陰平峙，表達的意議為 f構好了J 0 蘊含變

謂的對象都是動詞接面的成分(跨學宇除外) ，具體說來有二類:一、體補短語中充當結

果講器、趨向補語的聽說、形容詞多如果是雙音飾、三琴音節繭，只最後一音節變瀾。

一、後播型合成詞中表示結裝的動調性、影容誨，往成分。這三類整?擎的共民點是都可以

「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車凡的含義。變瞬規律大致是:踢平調 (2生)和上聲鵲

(21) 欒磊路平調 (43) ，去韓謂的4) 和入變革謂的各變為較短和較龍的陽平調(詩變調的實

際調值為話，並略帶緊喉音;後變調的實際調最為主是，入聲韻尾不變)。在讓讀表強羈

，變調聲調擺會略J立長或上腸。樹如下麗的例子(因;不便歹1)印，入聾，變霸主法記作34) : 

填平 thìen年hial]~i ;話談成va54絡。:;;拿過來他43koZllci~i '爬上來pha24s;)1]431ei~j ; 

的妥3ha43hg~~ ;看封kl1:>nZltau;~ ;飛主峙的如此;如繭峙的lll;)n~j ，銷、景so21kin~~ ;凜死t吋lsi~~ , 

洗淨SlC丸。i句:;;丟惱。u43thiau~! '放大fUJj1 thai~: '接1ìtsiap2ts句話;打爛ta211an~: 割草棚

si;:,k2n g n i! ; 浸濕心iem21sgp~4 ;拉宣la43tshgk~4 ;燒著給♂的h;:，kj4 ;煮熱心。、恤L等等。在們
變觀復都帶上了韓通話中 f了j 的含義，即分秀才表示「填平了、說成了、拿磁來了、爬上來

了... ...J 的會義。而整個結構懿動諦，性質並未改變，夜間仍可以帶寰語。

變謂的場合則大致有三:一、告訴人家某件事「己經完或J 0 如:輪黯補好 (ha~l) 0 

、詢聞人家某件事「完成了沒有j 。如:輪胎字會好 (hau~:\ )黨?以上兩種場合吾吾可出現

在聽去、現在可將來，即完成變調可惜於過去時、琨在峙，也可用最將來時，在確定某

件事f沒有完成j的場合則不變詢:一、告訴人家某仲事[設在完成J 0 扭:蟻聽毛沒補好

(hau21 ) 。二、詣閑人家某件事 f沒有完成R恥。如:輪船盲沒有， í未嘗j 的合資 3 下!再講好

{hau2吵鬧呀。豆、要求人家做「沒有閉室金融或沒有做完J 的某件事。如:去補好 (hau21 ) 輪

胎來!若能誓通話角度看，變攝場合與不變聽場合是則只有一錯:前者能用 f了卜復者

不能用「了J 0 

使用中學有時也可以不變調耐用「脫了 b叫 J來表建?如: r補好 (hau21 ) 驅J ' r食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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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21 ) 髓吃飽了J '此詩的「完成J義減弱 2 部為這種表聾的黨點在動詞接面的成分上，1:;

強調出琨了諸種結果而不是它的疫苗結果。自覓，可以用巒調表建持?幾乎稱不會捨耐

不用。當然 3 變謂與 f跑了Jt且正可以結合起來使用雙如: 111故正(關~; )作業單草作業做好了j 多

此時有強識意味。

路平字不變觀 2 它的「完成j意的表達攝原調可以權到。表強攜帶，則可蠶擒。如:

「樹研觀 (t、n43 可童讀)樹(被)砍斷了J ' r門訂閱肘。i呵，可靈龍)門打開了」。這種樣述，性的

，有時我插上者會與析使何種混淆，如復研多實際{使用中不會混淆，因為此時新疆

何會在何故3日一個「來L 女n 1打閱 (k"oÎ叫來耙它打開J 0 話非賤不宇的新便是可可以不加

{來J )如 f接住tsi叩2tshu54把(自該校J (與「接使tsiap2tshu~1按住了j有單男Ij)。看來學建體告含

接平字的陳過表達與新使表達有衛撞詩，研使表態會作出讓步。另外 3 陰平之乎似乎有一

種「未完成變調h 因為它在反f支持旬的否定部分及其否定問答中 ~p指「未完成j 持當變為

多如:樹研動 (t"on43) 育研斷{出泣~p 樹砍斷沒砍斷?…一一盲研露骨 (t"on~? )沒砍斷。門打

開 (k"oi各 1) 輯言打開 (k"oim 們打聽沒打關?一一…齋1'J 閱 (k"oi~i )沒打鉤。(肯定部分和會定回

答中不變調，能再重讀，一般也不如?現了J 0 )這轉纜象的際生，應接受了上聽字的學

響，囡為它們表完成時的變誠為陰平身表未完成時讀原謂1二聲。陰千字表完成時讀原攔

路平調，表未完成峙，就被上聽字帶入它們的緣伍。至於為甚麼未被踴平宇控入踴平的

隊伍，可能是…變讀中的陽平字的數量少於上聲卒，其拉力較小;二、陸平字的調

值的變為上聲字的調值21更容易 p 變為陽平字的調{摸到更難 e

上述「完成變輯卜按照一般的看法，應是內部屈折。煙草實上，它只是一種合音現

象:表完成的「跑了J與前一語繁語音備舍，請者閣而共存於一體會飾。也就是說，上挂

11變調j其常是攝入?攬了J 的嘴擱陸平湖麓的姑娘，其中的「完成J瓏，是由融入進去的 f罷

了」表麓的。國此;語音上，陽平字和上聲字變調後的聲調與f熄了」相悶，去聲字和入聲

字變胸復調值與 f聽到接近(話者為此至U34 '後者 EÈ2到主主 3 都是在 f聽了」的調值的的拉

攏下向其靠攏的結果扒拉平字則沒有a蠻羈(但可以融入?聽了j 的表義?此詩韓請或許岱

「呃了J 的)。使用峙，只能辯按可用普通話「了j表達的場合 c 這種合音現象，我鶴月以

積照 f兒化」和「子變j 的說法( 1于變j提名詞詞緻「子j與它話頭一甜素發生的合音音J髓，詳

見三E福會1999(嗔語方首吉普音的說擺手!l層拉拉 135-13ì其) ，稱之~r 了變J 1 。當然，這里所

說的 f了J '是指招當掛普通話中 f了j 的方吉詞。

二、江富于都芳裔的f完成變調J

1 17 J 可以總分為動態助吾吾H了1J和穩氣室主弱 1是它們的獲金形式(了 1 +2J 0 能獲全{了J纜的只能是 f了

IJ 和 f了!十刻，因為只有它們緊跟助祠， ~榜首詩有條件與前面的動論發生合音吉普變。



2002 年 3月第 61 期 25 

江西讀南于都客家方盲裹的情況類似石城(高田)話，也是通過動詞後面的成分變調

來表示「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現) J 。雖然似乎未見專門的報道，但從ff-都方盲詞

典> (謝留文 1998) 襄我們可以找到比較多的例于，列舉如下(將原標調法改為調值標調

法， /後是變調 ;0指輕聲 '0後數位指該輕聲音節的調值) : 

l 、(飯)做正哩 (153頁) : (拖拉) tS'ð22t~ã23/421io3飯做好了。

2 、撐死(157頁) : tshã扭扭SpS/42形容吃得過多。

3 、棧正 (157頁) : tsha 42tsa 22142用器物截住了。

4 、賺死 (157頁) : tsγ2si35/42形容賺了很多。

5 、將死 (186頁) : tsi031 si 351 42下象棋時將(帥)被吃掉了。

6 、將輸(哩) (186頁) : tsi031~U31/42 (li叫同上。

7 、尋交哩 (197頁) tshe+4k031/421i03找遍了。

8 、尋到(哩) (197頁) : tshe叫02叫(li的)找著了。

9 、嚇死哩 (228頁) : ha?5/4、i35/311i03嚇壞了。

l叩O 、凍死(但24鋁8頁)仁: t臼3呵1]2吋i35臼5/4叫4位2冷死了 O

這些都帶有完成義的例于，不管前面的動詞是甚麼調(陰平、陽平、陰去、陽去、入

聲) ，後面的成分都發生了相同的變調，都變調值為42 (例9變剖，可能是列印錯誤，暫時

存疑)。其中包括陰平宇 (1輸」、「交」各l吹) ，上聲宇 (1死J5吹卜陰去宇 (1正J2吹; 1到」

l改)。于都方吉裹，陰平字和上聲宇作後宇本來不變調，陰去宇作後宇雖要變調，但變

調調值是斜，不是42 (詳見《于都方盲詞典H引論J 5-7頁)。因此，這類變調不是連讀變

調。它應是「完成變調J '表達了完成義(承搶了普通話中「了J的含義，因而例于的釋義中

幾乎都加了「了J) ，而方吉中的相當於「了」的「哩J (詳下) ，在上述方吉詞中也就可以有的

加，有的不加。它的產生，我們同樣認為不是「內部屈折」的結果，因為它們在不同的語

音環境下(沒有規律可尋)變為一個相同的形式42調，應是某個42調或接近42的調影響或

融入的結果。這個聲調就是例于中已經出現的「哩」的聲調陰平調31 (雖然現在讀輕聲

(li叫?但早期應讀原調陰平調31 。因為語法成分在其早期時候不會是輕音，輕音是後來

的使用過程中產生的) ，正是這個31調，產生了表完成義的變調控調 (31變妞，可能還有

強調重讀的影響)。而于都方盲裹的「哩J (助祠， 1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後面，表示動作或變

化已經完成」。詳見《于都方吉詞典>12頁)恰恰相當於普通話中的「了J '因此我們完全可

以認為，于都方吉裹的「完成變調J '同石城(高田)話的「完成變調」一樣，都是「了變」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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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州話的「完成變調j

廣州話也有完成變調(據黃伯榮主編 1996 : 175-176頁及詹伯慧主編1994 : 246頁、 269

頁。兩書都把它當作「內部屆折J) ，與上述石城(高田)話和于都方育不同的是，它是通過

動詞的變調表示完成。如: I我食啦」中「食」可讀sik2 (原調)和Sik:1i (變調) ; I佢他來了」中

「來」可讀1ai2l (原調)和1ai川變調) 0 I食」、「來」讀原調時不表示動作已經完成，讀變調35

時表示動作已經完成。聯繫廣州話中表示完成的相當於普通話「了」的「動詞詞尾睦tso3，jJ 

(據白宛如 1998 ' 42頁) , I食」、「來」的變調調值35應來自「睦」的調值，也就是說，這里

的動詞變調表示完成應是動詞融入了相當於「了」的「睦J (即發生了「于變J) 的結果。可作

證明的是'J. Dyer Ball (1847-1919)編撰的粵語教科書Cantonese Made Easy2 也認為動詞

變調等於「動詞十睦J (該書「睦」作「咽J) ，有關例于如:

盤盟 (or嫁)唔曾盯!“Is she mar世d?" ka> <cho (or <ka*) 

張洪年先生200。在引述此例後也說﹒「動祠本身也可以利用高升變調表完成，相當於『動

詞十O~日J 0 J 遺憾的是 3 他們都沒有更進一步?揭示其動詞變調就是動詞融入內~lIJ (即「時J)

後的結果。

四、河南長葛話的「完成變韻」

河南長葛話的「完成變韻J (趙清治 1998 ' 37-40頁)有點類似廣州話(也是發生在動詞

身上)。它是通過動詞變韻表示「已然J '從使用看， I如果句中不合完成義，那麼動詞也

就沒有變韻形式。如果句中含有完成義且不帶『了Jl '則動詞一定變韻」。動詞變韻後，

「不能再加時態助詞『了Jl J 。這在意義上表明，動詞變韻與「了」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隱

蔽方式) ，動詞變韻在起作用時 3 其實是「了」在起作用。從語音上看， I了」的讀音為輕聾

的 [bJ '而動詞變韻與其韻母相關聯 3 下面是變韻之後形成的新的韻母系統(括弧內為原

韻) : 

p (L 1) t~ ( L t) y (L Y y姐 y姐) y 'J ( L YOIJ) 

E ( L ai .， i 姐姐) iE(Li i瓜 i血 i.，n ) UE ( L uai u.,i U祖 u:Jn)

'J (L au :JU 呵呵 OIJ ) i'J (L iau i:Ju i呵 i"IJ ) U'J (L U U呵 UOIJ ) 

比較原韻，可以看出，變韻有增加(;:J)的，有與(;:J)接近的，有變為非(;:J)的;所有的韻尾

都脫落;韻母系統簡化，只有[;:J E oJ 三個主要母音。這些都與「了」讀音中的[;:JJ 有關聯 3

都是受出〕的同化或異化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些動詞變韻都是因為動祠融入「了J (韻母)

的結果，是「了變」的表現。

2 該書記錄了一百年前粵語中的這種變調，詳細情況及有關例于參見張洪年2000 ' 3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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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映問問縣方富的「完成音變j

中表示完度的動祠的發鑽一直以來都被稱做「內部朋折J (詳見張成材

1958 '又發的榮主攝 1996 : 175“ 176頁) ，實際上它也是「了變J 。它相當於背過話中「了」

的是兩封(原文認為是 f 己的音變詞) ，琨在讓輕聲，早期憲讀原親臨平攔(理由向上于都

的1m種變講應都是競調與:敢j的建議建平謂的組合(有的中問叢生過渡音

使兩湖緊緊相輯) ，即:陸平變鵑3231是路平興興f啦j 的聲謂的組合，蘊含rll路平調到在

「啦J 的聲攔除平調的推動(異化)下調值升高為妞， ，啦J 的陰平輯軒在成32鵑償拉動(向北)

，變為31 ;陽平的變闊別刮起關平調24與「啦j 的聲謂的組合，組合中曉平調

在兩位的陰平調別的拉動(用化)下變24為21 '而「啦」的陰平調在此別的推動(異{仁)及陽

乎!卓識佳評的說動(再{拉下，變21為引;上聾的變調5231是上聲調與「啦J 的聲調的組合，

蘊含中上鑄在海位的建平競21 á'~拉動(1司 1tJ F變531.主泣， í啦J 的路子調21又在此52調值

中的2的推動(異化)下及上聲!卓識麓的的拉動下(同H::) 變21磊31 ;去灣的變調551是去聲

55與「啦J 的聲調的組合，組合中去聽55拉動(同 il:丌啦j 的觀值21發吾吾使之芳高?變為

肘。由於彈鋼都是原調與「啦J 的醫學瀾的組合的緣故 3 變調未見識鞠龍紅、虹、虫害吾與

「駐j 的辦個21接近、調型則完漿糊悶。另外 3 音變中動詞的觀母都變延長，這是由為本

只有一餾聲調的動語(字) ，音變時加上了「啦J 的聲調，回而聽跑來韻母成了長音。有的

自台韻母出j變化，

吼叫~ : i ,y• íe : ,yf:. : U，有叫泣。:，可o : e I,Uel, '\{el• æ ,uæ: ,'\{æ 

O比iou:→ao : ,iao : 苦，泛，疇，唔，yë-+缸，此，咕. ，可喜:洪:

的，呀，咱可;q:呵，y訶→aÿ : • iaÿ : ,uaÿ :司吋: ,yaÿ : 

它們的變化應是為了放鬆發音器官以便在豆豆長韻母的過程中不那麼能力，因此非央三三音

，較高的母音變為較低的t琴音，早晨元音變複母音。由此辛寄來，漢語中的:了變j

。不過上述情說已鑑說明:

i 、以前提漢語中的 ír勾部屈苦于j 未J立、是睹的，其背變事實口J能都是

2 、「了變J (進一步說是漢語音聲)有晃井一種音變模式:聲音題組合模式。

類似的情況還見於映西西安話(黨伯榮主攝 1996 ' 176頁) ，如 íì扣留認識變磊5231穎、

「橄J 由 21~間變為3231調都表示動作已經克戚。

E趕上看來 3 漢語裹的「了J 以發生具有「類」意義的青續一一“「了變J ' 1.llJ r了j 與前…

。其音變體現在漢語方首襄並不少見，立全且槽成…個獨自的音蠻、顛月IJ

。這穎奇變撞在有被人描寫過， {ê. æ於以往的看法多套用印歐詣的相E

P 認為立們是 f內部屈折扣導強了長期以來未能對們的本質作出準確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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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進一步，聯繫也可以發生具有「類」意義音變的「于」和「兄J '我們可以得出結

論:漢語中意義較虛的動詞(或動詞短語)後的助詞(或許稱「詞尾」更合適)和各詞詞綴容

易與前一語京發生合音，即它們融入到前一語素中去，從而形成漢語中特殊的音變類

別。不過，從表現看， I兒化」音變的類型包括聾母、韻母、聲調的變化(錢曾怡1995) , 

而上述「了變」音變只有韻母和聲調變化，聾母變化類型似乎還沒有發現。這可能是我們

以往對這種音變注意不夠而未深入挖掘其音變表現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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