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三种“了”的地域、句法分布概貌 

三种“了”句法分布的地域差异，可归纳为表 1，表 1中竖栏是“了”的语法意义及出

现的句法环境，从左至右大致按分布地域的大小排列；横行是方言点，根据地缘及语言关系

的亲疏排列。“〇”表示该地点在该句法环境下未出现该种“了”，“了/〇”表示该句法环境

下可用“了”也可不用“了”。 
 

表 1 “了”在各地的句法分布 

 事态实

现“了 3” 

新情况

实现“了 2” 

动作实现“了 1” 

时量补

语前 

数量宾

语前 

带数量

补语的形容

词后 

一般

宾语前 

趋向

补语前 

泉州 了 啰/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厦门 了 啰/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台中 了 啰/〇 了 了 〇 〇 〇 

漳州 了 啰/〇 〇 〇 〇 〇 〇 

汕头 了 了/〇 了 了 了 了 〇 

揭阳 了 了/〇 了 了 了 了 〇 

海丰 了 啰/〇 了 了/〇 了/〇 了/〇 〇 

遂溪 〇 啦/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雷州 〇 啦/〇 了 了/〇 〇 了/〇 〇 

文昌 〇 啦/〇 了 了 了/〇 了/〇 〇 

三亚 了 了/〇 了 了 了 了/〇 〇 

表 1中粗黑线所框住的范围，是表实现的“了”出现的地方及句法条件。从这个框，我

们看到闽南方言“了”的分布因地缘和句法环境而呈现差异。 
看三种“了”的分布，是“了 2”分布最广，各地均已普遍使用；“了 3”次之，除遂溪、

雷州、文昌外其余地区仍见；“了 1”分布最窄，许多地方还不能出现在一般宾语之前，在闽

南方言的源头地带泉州、厦门、漳州，还有较晚播散到粤西的遂溪闽南话则完全未见。 
再看其中分布差异最大的“了 1”，其差异与语言的播散时间及不同句法条件两个因素有

关。闽南方言的源头地带漳泉厦至今仍未见“了 1”。离开此源头，则“了 1”的以分布从无

到有，可接受的句法格式从少到多。较晚进入粤西的遂溪至今还如漳泉厦一样付之阙如。台

中和雷州可看到带数量补语和数量宾语的动词后出现“了 1”，是刚见“了 1”的萌芽，而最

早从源头分出的粤东汕头、揭阳等地闽南方言，还有较早的海南等地闽南方言，其“了 1”

的句法分布范围最大，可接受的句法格式最多，已可自由使用于 “动……一般宾语”之间，

而这是动作体貌最典型的句法环境，也就是说已经有了成熟的“了 1”。总的情况，是呈现出

一种离开闽南方言的源头越早则“了 1”越发达的情况。 

从“了 1”分布扩大的句法条件看，可大致排出一个优先顺序：时量补语前——数量宾语

前——带数量补语的形容词后——一般宾语前——趋向补语前。 

 

 

图 1  表实现体貌的“了”的演变 



                                                        
             ┌ A(宾补后，句末)—→【2】了 2—→【3】了语 
【1】了 3 ┤ 
             └ B(动词后，句末)—→【2】“了 1＋①”—→【3】“了 1＋①②”—→【4】“了 1＋①②③” 

（①时量补语/数量宾语；②一般宾语；③趋向补语） 

     

图 1中 A过程为新情况体貌形成的过程，以 A【2】为成熟阶段；B过程为动作实现体

貌形成的过程，以 B【3】为成熟阶段。 
演变的过程在各地进度不平衡，新旧层次并存并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由此造成本节表

1所见到的地域与句法分布上的差异。闽南各地的状况，均可在我们设想的这个演变模式中

得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