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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解题

• 为什么要对接触背景下的方言语法现象进行分析？

• [美]萨丕尔《语言论》（1921/2000:185），第九
章“语言怎样交互影响”：
•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要把语言形式——语音格局和
形态——的主要一致性和分歧性归因于语言的自主
的沿流，而不归因于一些个别的，蔓延开来的、一
会儿集合在这里一会儿集合在那里的特征。语言也
许是最闭关自守的、最顽抗的社会现象。把它灭绝了
倒比瓦解它本身的形式还要容易些。（--这一章末尾）

• 总体上重视历史的沿流，即语言的内部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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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49/1996):
• 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

• 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

“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
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要区别
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国际象棋
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
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
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要紧的；但是假如我减少
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
‘棋法’……例如，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
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
则：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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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谈语言演变的原因：

• 分为内部的、外部的（接触等因素）

• 要把接触因素排除在外，或者作为特例进行排除。

• 语言内部及外部因素，形成“老死不相往来”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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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事实中

• 粤语句末的先行事态助词“先”“正”：

• 广州：（等）我食咗饭先。/ 下昼先。
• 廉江：（等）我做完作业正。/三点钟正。

• 同属粤方言，廉江话的“正”，怎么来的？答案是
跟客家方言接触有关。

林华勇、李雅伦.2014.廉江粤语“头先”和“正”多功能性的来
源.《中国语文》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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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讨论来源，或对其进行语法分析时，是不是要把
接触的因素，或者接触来源的成分，都排除掉呢？

• 做语法化分析时，要不要把例如“正”表先行事态
助词的用法，进行“屏蔽”呢？学鸵鸟，掩耳盗铃？

• 如果要对接触的来源成分做分析，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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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思路

• 两个角度：汉语A、B方言间 的接触

汉语A方言与 B语言的接触

• 举例分析

• 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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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角度：方言间的接触、语言间的接触

• 外国学者通常谈接触，都是语言间的接触。

• Heine & Kuteva,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atical
Change (2005:1)（《语言接触和语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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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language structure is fairy resistant to change 
of language contact has been widely held among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for a long time, presumably 
rooted in Ferdinand de Saussure’s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guistics. 

语言学的学生很长时间认为，语言结构在语言
接触中不易变化，非常稳固。这种观点大概源自
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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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tradition, Edward Sapir managed to persuade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linguists that there were 
no really convincing case of profound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by diffusion (Danchev
1988:38;1989)

在此传统影响下，Sapir设法让一代的美国
语言学家相信，没有实例能证明扩散能影响语言
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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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关心民族语和方言
的接触

• 东南亚语言区域（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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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汉语方言与民族语（具体，微观）

• 林华勇、吴雪钰、刘祉灵.2019. 粤西方言的一组区域性语法特
征——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义地图相结合的框架看.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 (2019)：1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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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前期的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研究，重点关注不同语
言间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对方言间的接触现
象涉猎不多。

原因并非这一理论不适用于方言研究，而是正如
Heine& Kuteva（2005:5）所说：「方言间接触的相
关数据不易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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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汉语方言之间、汉语方
言与民族语之间的接触研究

• 郭必之《语言接触视
角下的南宁粤语语
法》，中华书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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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语法化研究总把接触因素排除在外，理由是语法
化属语言内部的演变，而接触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即
语言外部的，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种种实践说明，
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化中，由接触引起的多功能语法形式
的演变往往遵循语法化单向性等规则，符合语法化演变
的普遍原则和规律。

•
-Heine & Kuteva,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atical Change (2005)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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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加上民族语

“汉语诸多的方言是搞研究最大的宝库。如此丰富
的母语材料库才是搞研究、出成绩的最好条件。汉语
语法的研究不能光搞普通话，只有结合方言语法的研
究才能抓住汉语语法的本质。”

“汉藏语系研究大有前途。汉藏语系语言对比对汉
语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现在看来，汉语的历史和
特征通过亲属语言比较可以得到更深的认识，所以我
们要对汉藏语系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恐怕需要几代人
的努力才能见效。”

——朱德熙语，马庆株编《语法研究入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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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言间的接触:基础,举例

• 接触研究的基础，仍是要对方言语法现象作充分、科学的描
写。

• 归纳出“静-动”结合的共时描写（比较）框架：

• 建立最小对比组（minimal pair）进行测试式描写

• “动”并非索绪尔所谈的历时演变的考察，而是共时平面中的
动态（语法化）的考察

• 打通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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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动”结合的共时描写框架

• 林华勇、黄新骏蓉2020《邓思颖<语法分析>读后》,《方言》2020年
第2期

• 林华勇、李敏盈2019《从廉江方言看粤语“佢”字处置句》,《中国语
文》2019年第1期

• 林华勇、蔡黎雯2019《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构成及功能》,《中国
语文通讯》第2期

• 林华勇等2021《粤语句末助词“佢”的非现实性——兼谈方言语法范
畴比较中存在的问题》,《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 林华勇《方言语法共时描写的“静”与“动”》，首届中国语言学岭南书
院，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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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分、科学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怎么
来”的问题。【描写】

• 来源——单纯语言系统内部的演变，还是涉及到
接触？【解释】

19

举例，直面语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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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话举例

• （1）重叠

• 廉江：淋花淋花 嗰只人

普通话：正在浇花 这个人

• 头先都走呢淋花淋花在。

刚才都在那浇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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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爱落水爱落水噉做倒。

（好像）快要下雨 这个样子。

• 呶只杯 想跌想跌噉式。

那只杯子 快要掉 这样。

• 天（好似）出太阳出太阳噉势。

天（好像）快要出太阳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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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都 头晕头晕在。

现在头还 有点晕。

• 冇知醒冇知醒在。

还 不大清醒。

• 廉江话动词性短语重叠：表示某一种特定状态
（状态化/有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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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走铁路边铁路边呢。【方位短语】

学校在靠近铁路边 那儿。

• 存折收在箱底箱底呢。

存折藏在靠近箱底那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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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入（放最靠里）【方位词】
放出出（放最外面）

• 凳仔凳仔呢（靠近凳子那儿。）【名词】
• 放走冰箱冰箱呢（放在靠近冰箱的地方）

• 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重叠：紧靠某处（语义上“有界化
或状态化”的形式操作）

林华勇.2011.廉江粤语的两种短语重叠式.《中国语文》第4期；

张庆文、林华勇.2020.当方位遇上重叠：廉江粤语重叠方位短语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SSN 0091-3723/ DOI：10.1353/jcl.2017.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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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称
叔仔 姨仔 猫仔 狗仔 台仔 杯仔

两蔸仔（两小条；数量少>嫌少）

两斤仔（才两斤）

佢个面 红红仔。（他的脸红红的。）

睇睇仔 就睡熟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佢生得 好高仔。[形容词短语]仔

林华勇、马喆.2008.广东廉江方言的“子”义语素与小称问题.《语言科
学》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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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量名表定指

• *杯茶 系我个。

• 嗰杯茶系我个。

• 叫（一）只人出来。（叫一个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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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行动态和先行事态

• 廉江：你行 头先正！

• 广州：你行 先1 先2！

你行 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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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倒”为例

（5）动词后置成分“倒”（上声）

• 动相补语

• 假位可能补语/傀儡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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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体助词

• 确定体助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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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义

• 郭必之、林华勇.2012.廉江粤语动词后置成分“倒”的来源和发展——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为切入点.《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第十三卷第二期

31

• 郭必之、林华勇（201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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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林（2012）：

33

• 早期粤语及广州话：

34

• 客家方言

• 除了确定体用法，其他用法在客家方言中普遍存在。

35

• 客家方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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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 & Kuteva(2003,2005) 提 出 接 触 引 发 的 语
法 化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

37 38

吴福祥（2007，2008，2009a，2009b，2014）

39

粤西客家和粤方言接触的情况，同样适合用接触
引发的语法化来解释。

尤其是多功能词，如果两种方言或语言的多功能
词，存在平行的多功能语法化模式，基本上可归
入“复制语法化”。

40

休息十分钟

41

以“正”为例

• 廉江方言“正”的多功能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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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 表条件的副词

45 46

• 语气助词

47

• 正的语法化途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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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粤语

49

• 现代广州话：（麦耘、谭步云1997）

• 副词：
• 正衰神 | 正考完试 |*食咗正嚟

• “正”的义项减少。

50

• 看看早期客家方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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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客家

52

• 粤西客家方言：

53

• 粤西客家：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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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客家呢？

55

• 粤西客家与粤西廉江粤语“正”的多功能用法完全重合。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廉江粤语“正”的事态先行等
用法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所致。

• 除了语气词外，“正”所有用法，在早期客家中都存在，
粤西现代客家与早期客语相比，多了语气助词用法。除
语气助词用法外，现代客语“正”的其他用法完全可看
作早期客语的保留。

• 而廉江粤语“正”的形容词和关联副词用法则可视为早
期粤语用法的保留，此外，廉江粤语“正”的其他用法
可视为复制语法化（复制语为当地客家）所得。

56

小结（分析步骤）

• 以廉江方言为例，

• 如发现不同于其他粤方言（如广州话）的成分，却见
于旁的方言或语言；

• 那么，应考察（1）旁的方言（如客家）的情况；
（2）早期粤语的情况（是否残留）

• 如果并非早期粤语的残留现象，见于旁的客家，那么，
早期客家是否如此？其他客家是否普遍存在？

• 由近及远，由点及面，目的是帮助判定是否属于接触，
或者属于方言的自我发展。

57

• 除了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还有哪些“意外”收获？

• 上述，郭、林（2012）已经把接触引发的语法
化与语义地图模型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
“语言接触-语法化-语义地图模型”的做法相结合。
好处在于：

• 哪些功能是共同特征(源于接触)，一目了然

林华勇、吴雪钰、刘祉灵.2019. 粤西方言的一组区域性语法特征——
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义地图相结合的框架看.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 (2019)

58

• “开”的语义地图

林华勇、李雅伦.2014.贵港粤语“开”的多功能性及其来源.（日本）
《现代中国语研究》总第16期

59

3.从方言与民族语接触看

• 是否遇到难办的情况？

•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两种机制，有时难以奏效。不管是复制
语法化，还是通常接触的语法化，都符合语法化的一般原则
（结构、语义、单向性等）考虑。但是：

• 如何让说话人区分“普遍原则”还是具有个性的语法化途径？
• 复制的语法化模式，也可能是普遍存在的语法化途径。

• 我们尝试修改，区分为：复制语法化，与模式语的语法化模
式一致；非复制语法化，与模式语不一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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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助词
• 刘玲（2020，2021）：

而贵港客家及粤方言的方式助词并非源自“执持/获取”义，而是源
自动词的后置成分“过”和“倒”。

刘玲2021《语言接触视野下贵港客家方言的语法》，中山大学博
士论文。

61

• 贵港客家：

• ( 1) a．冇分就偷过。( 不给就偷。) 

b．今年去北京坐飞机过。( 今年坐飞机去北京。) 

c．大嘅树斩断过。( 大的树得砍断。) 

d．青菜炒过食。( 青菜炒着吃。)

62

• 贵港客家：

• 连动结构：经历（/完成）或方式

63

• 贵港粤方言：

64

• 贵港壮语：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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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其他方言及民族语

67

• 柳州官话，南宁的粤语以及平话等：

“执持/获取”义动词 > 方式助词

• 符合大多数壮侗语族语言的语法化途径。可以认
为是经历了复制语法化的模式。但：

• 贵港的客家和粤语却由动词后的“过”“倒”语法化
而成，即：

经历/完成，持续 > 方式

68

语法化机制的讨论：

69

【动作持续/完成 > 动作方式】
• 普通话：站着吃，别躺着吃。

• 贵港粤：你坐倒喫，麻要徛倒喫。

（你坐着吃，不要站着吃。/你用站的方式吃，别坐着吃。）

• 贵港客：鸡肉炒过正食。

（鸡肉炒过再吃。/鸡肉用炒的方式炒好后再吃。）

不同于德语等的【伴随格介词> 方式介词】：

-连动结构；- 由动词的体貌后置词向方式助词演变

根据汉语的结构进行语法化。“过”“倒”都是多功能词，但
既不是复制语法化，也不好视为通常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70

调整后的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 所以，贵港客家“过”、贵港粤语“倒”通过接触，
进而语法化为方式助词，的确属于“接触引发的
语法化”，但其语法化并不是简单的复制了壮语
的模式[拿取] > [方式]。

• 立足汉语相关的事实，对“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进
行调整：
• 复制语法化 【廉江的“倒”“正”】
• 非复制语法化【贵港客“过”、粤“倒”】

71

再来看一种重叠反复问

• 项梦冰（1990）：福建连城客家

《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方言》1990年第2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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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大白（1982）：

73 74

• 怀集下坊话（勾漏片粤语）

• VV？；VP冇？

75 76

• 来源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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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阶段：

79 80

• 怀集粤方言

81

• 怀集境内的标话属于侗台语族侗水语支

82

• 有有P？

8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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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是不是可以得出怀集下坊话的重叠式反复
问，源自与其接触关系的标话了？且慢。

• 顺德(容桂)粤方言

85 86

• 反转

• 在地缘上更容易发生接触关系的怀集下坊粤语与标话之
间，重叠问的结构形式相差较大；相反，地缘上不易发
生接触关系的下坊粤语与顺德（容桂）粤语之间，重叠
问在结构形式的分布上，相似度却更高。

• 从两地粤语的比较来看，两地粤语重叠问可以视为自身
发展的结果，即由正反问演变而来，其较一致的结构分
布的原因是它们共属粤语，有一致的来源；即使是后来
各自发展，其发展的结果也可以一致，况且是两种结构
之中选择一个：正反问还是重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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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 在正反问向重叠问演变的过程中，标话对怀集下坊粤语
的影响仍难以排除。标话和下坊粤语的地域性接触部分
抵消了部分广州话的影响，对重叠问的存在有巩固作用。

• 也就是说，接触在句法演变中仍起作用。

• 怀集下坊、顺德粤语重叠式的产生，无论是自身的句法
演变，还是接触引发（标话影响下坊粤语），由“正反问
＞重叠问”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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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中的“钟摆现象”

• 两地粤语及标话都经历了“VP-neg-VP > VVP”平行演化；但
由于与强势的广州话接触，又引发了三地VP-negVP的“回摆”，
即：

“VP-neg-VP >VVP >VP-neg-VP”的演化

• 前半段:结构的语法化（洪波、董正存2004），期间伴随着否
定词（neg）的逐渐弱化、脱落；

• 后半段：属“语法结构复制”中的“构式复制”（Heine & 
Kuteva 2005；吴福祥2013：70），是由接触而引发的语法
复制或“恢复”，不涉及结构成分的脱落或弱化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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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 一个结构或形式的演化过程，有时可以是自发的
演变，也可能是受到了接触的影响。

• 但其结果，却是一致的，来回“摇摆”。

• 往大方面说，语法化是一个“轮回”，其过程可能
受到不同的因素的影响，但其轨迹都是从“实到
虚”，重新获得完整的形式后，再来一遍。语言
接触，逃不过演化轮回的“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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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首先，描写是方言语法研究的基础。其重要性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 针对共时语法的描写，归纳了一个“静-动”结合的描写比
较框架，提倡充分、科学的描写，打通共时和历时的关
节；

• 然后，我们尝试引入“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尝试打通语
言内部和外部的关节；进而结合语义地图模型，把语言
接触-语法化-语义地图模型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进行
跨语言（类型学）的比较。

• 如此，可以立足汉语和民族语，发扬优势，避免方言语
法研究原地打转，进而为普遍语言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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