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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

钱乃荣

一进行、持续和存续

本文在做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之前，先区别这三种体的概念。所谓进行体，

表示句子所述的事件正在进行之中。在普通话里，通常用体助词“正在“、”在＂、“正……

呢”表示，如：“他正跳舞呢。”所谓持续体，是指事件里的动作行为呈待续不断的状态，

如：“百年来，移民中不同的方言互相撞击，推动着上海方言的快速发展。”这句话中的体

助词“着”就表示“持续＂的概念。持续体与“进行体”不同，它并不是表示事件的当下

进行，如上引的例句的句义并不能改成“百年来，移民中不同的方言互相撞击，正在推动

上海方言的快速发展呢＇，。又如“闻着不香，吃着挺香”，不能说成“正在吃挺香”。由千“待

续“义与“进行“义相近，体助词有时可以共现，如“他正跳着舞呢。”但在这句话里，进

行体的意义是“正”或“呢”等词表示的，并非是＂着“所体现。他们的区别在千，一是

表现动作在时间上的进行，一是描写动作在状态上的待续。”他在跳舞呢”是一个独立的句

子，而“他跳着舞”这个结构和“他跳了舞”一样不能成句。原因是在“他跳了舞”里，“跳

舞”是“常规性行为“，而要使它具有“新闻性”（即当时实现），必须在句尾加上”了”才

成句。同样，“他跳着舞”也不具有“新闻性”，而“进行体”的句子都是表示某事件正在

进行，必然具有新闻性，因此，加上“正”、”呢”后才可成句，如“他正跳着舞”、”他跳

着舞呢“。”呢”是表示“当时进行”的语气助词。普通话的“着“还能表示“存续“义。

所谓“存续体“，表示的是动作行为实现后其状态在延续或存在，如：“他们把偷来的东西

藏着不肯拿出来。”“着“表示的是“他们“在“藏”的动作结束后“藏”的状态在延续着。

一般的情况下，表示“存续“义的＂着“可用“在那儿”替换，如上例“藏着“可改说“藏

在那儿”。

有些文章在称呼上与本文有些不同。如朱德熙 (1990) 把“进行”称为“延续状态”,

把“存续”称为“遗留状态”。有的人把“进行”和“持续“混同，也有的人把“存续”称

作“待续”等。有些文章认为普通话的“着“有两个，“着］”表示“进行“义，“着2” 表示

“延续＂，是值得商榷的。

福建的连城话用不同的体助词分别表示“进行”、”持续”和“存续“三种体意义。它

用“得“、“正是得”表示进行体，用“稳定”表示存续体，用“紧”表示持续体。而且在

句中可以共现：“渠一个人得紧食稳定酒。”（他一个人喝着酒呢） （项梦冰1996:57-64) 普

通话用“正在"、”呢”表示“进行“，用“着“表示“待续”和“存续＂；上海话则用“（辣）

辣V" 表示进行，用 “V辣辣"、 "V辣海”和 “V仔”表示“存续“义，偶尔也表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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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句子中表示“进行”、“持续"、“存续“三种意义，各地方言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二 由“在NL” 来的进行体和存续体

据岩田礼编《汉语诸方言的总合的研究 (2)》中太田斋所作的方言地图 (1992)，表示

处所空间的“在＂的声母，四川、云南、湖南、湖北、山西的大部地区是 “[ts] ",北京、

天津、山东中部、闽东、闽南部分为 “[t] "'广东多为 “[h] ",苏南、上海、浙江为 [l] 。

从处所短语“在NL“ 虚化而来的体助词系统通常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在动词后（一

般是在句末）表示存续体。

吴语里的进行体和存续体是在“在NL" 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在＂的声母流音化 ([z

>I]) 读作 “l"'通常写作”来”（或变促声写作“勒”、"垃＂、＂辣＂）。与官话的“在“一

样，由动词变为介词，与表示处所方位的NLoc形成“来……里”、”来……搭＂、“在……上“、

“在……许”等”来NL" 结构，如：“姐儿来个红帐里做风流。”（山歌2卷309页，注意：吴

语在明末时“在”字结构已可加在动词前或后表示空间意义和体意义）“俚倒一径摆勒心浪，

特为写信来问勒。”（海天鸿雪记17回293页）经常使用后形成了4个固定的”来”字结构：”来

里”、”来搭"、”来上“、”来许“，分别含有“在这儿”、”在那儿”、”在表面”、”在里面”的

意义。因各地语音有别，“搭”又可读作“拉”、“笃“、"朵"、“东（儿化）”等，“上“音变

为“浪"、“娘”,“许“音变为“化”、“哈＂、＂亨（儿化）人“海（儿化后失鼻音）”等。如：

“昨做夜头算算看，还少五六百两银子，来里打算。”（描金凤1回9页）“浪子一日独自在门

首立地。”（浪子奇观2卷12回2页，”来地”省”来”)“咦，个是榻床哉，必定困来上。”（缀

白裘4集2卷86页）“客人，斟来哈哉。”（缀白裘1集4卷217页）最后都淡化为“在那儿”的

意义。然后进一步虚化，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如：“相公请上，小人拉里扣头哉。”（翡

翠园6出21页）”叫我通报，我勿肯咯，所以来朵吵闹。”（珍珠塔2回 11页）”｀秋云呢？＇那些

做手道： ｀来浪来哉，来浪来哉。＇“（商界现形记2回 15页）“大阿哥，唔弗要拉哈横撑船。”

（缀白裘1集2卷94页）用在动词后表示存续体，如：“要去看阳宅，咯是两个月前头约来里

个，误弗得个。（白雪遗音4卷869页）”“两个侨跪来搭，直到更深夜尽。”（山歌8卷39页）“搭

倪到里向去，好好里坐来浪。”（九尾龟66回462页）“肩浪背一个包古，看来沉重，必然有

电财帛来化。”（六美图7回4页）”来”字结构在使用时常简化，省去”来”字仅用后单音节，

如：“垃拉下底有人拉寻侬。”（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麦高温， 63页）”“门上阿有人朵？”（三

笑20回231页）在进行体中有时省后音节，如：“垃拉下底有人垃寻侬。”（上海方言习惯用

语集63页） （钱乃荣1997:134-140)

“在（来）”字结构表示存续体，通常用千句末。”存续体”有以下儿种意义（刘丹青

1996:36): 1 ．纯静态持续：“你还活着“、”他们还存在着缺点”、"灯红着“。 2．一个短暂动

作完成后该动作的姿态或状态的持续：“他在沙发上坐着。 ”3．短暂动作完成后的结果作为

一种状态的延续，如“他点着灯。”“我给你倒着茶。 ”4．动作完成后状态或结果的延续表现

为事物的存在，如“墙上挂着画。”还有以下儿种意义，是普通话用“着“不能表达的。 5.

表示动作的结果保待着，如上海话：“写仔张单子辣海。”“英语学辣海，总归有用个。”后

句的意思是“英语学好了记在脑里，以后总是有用的。 ”6．表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或做好了

某事，如：“票子我脱侬买辣海了。”“四只辇菜摆好辣海了。”“菜切辣海，等一歇烧。”后

句的意思是说“菜切完后搁在那儿，等一会儿做。 ”7．肯定某种性质或状态延续着，如： ＂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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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闹猛煞辣海。 ”8．表示存在、具有状态的延续，如：“家生我有辣海。””里向有儿个

帮手辣海。 ”9．表示时间的将来延续，如：“阿要今夜头就住辣海？＂ （钱乃荣1997:137)

吴语中”来”字结构偶尔也能表示持续体意义，如上海话“我现在休息辣海。”“我已

经吃辣海了。”“伊路上走辣海了。”“天浪一只鸟飞辣海。”“热水里泡辣海。”“外头落雨辣

海。”这里的“辣海”也许可以看为表示一种更为虚化的现状或延续的语气了。

在官话里，用“在里”、”在”表示进行体和存续体的地方也普遍存在。

湖北大冶方言把“在里“放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如“我阿母在里洗衣裳。”（汪国胜

1999: 104)“在里“前能加“正”。”在里“加在动词后笔者认为也是表示“存续体”，如“眠

床ka在底，裁缝机子放在里。”（汪国胜1994: 193)，大冶方言又用“在里V倒”表示所谓“持

续句“。在笔者看来，“倒”在此可表示“存续”或“持续“,“在里”是淡化的“进行“义

(“倒”是主标记，“在里”是辅助性标记，动词前已不能加“正”)和“倒“联用，如：“饭

在里煮倒，等一懈儿就能得吃了。”“饭在里煮倒”相当千普通话的“饭在煮着“，是“在“

系体功能与“着“系功能的联用。武汉方言用 “V (O) 在”表示进行体，如“妈妈打电话

在。（妈妈正在打电话）“,也可用“在打电话在”表示强调。存续体则用 “V倒在“，如“柜

子里放倒旧报纸在。”（或“旧报纸放在柜子里在。”即“在“在“在NL” 后也表示“存续体”)

“他闲倒在。”英山方言可能显得较古老，用“在这里／那里V“、”在V" 以及 “V在里”或

"V在”表示进行，如“他在那里洗手”、“他吃在里”、“他在割油菜”、“外头落雨在里，你

驮把伞去”、“姐在厨房里舞饭在＂；用 “V倒在“表示存续，如“门口站倒人在，我过不去。”

徽州方言多用“在”系。绩溪进行体分近远，如：“渠在尔搭吃饭。（近）”“渠是那搭

吃饭。（远）”夥县是“渠是那吃饭。”存续体绩溪用：“坐到尔搭吃倍倚到尔搭吃好些。”有

的场合用“着“系，如绩溪：“渠今朝着着一身新衣裳。”也可互换，如： ＂渠家门锁是那搭。

／渠家门锁着伪。”（平田昌司等1998:278) 在徽语中，也可看到原来表意较实的“在”字结

构从空间虚化后向表时间的体的过渡。

汕头方言的进行体用“裸[lo]”、“短 [to] 、“短块[toko]" 放在动词前表示，如：“我裸

食饭，伊裸洗手。”“短块“有时略带点处所意义，像“在那儿”。存续体用“在[to]”、”在

块[toko]”、“在底 [totoi] ",如：“个门开在，许内无人。”“石顶刻有字在块。”“人还裸上课

在。（人家还在上课呢）”后一句是进行体和存续体联用（施其生1996: 161)，上海方言也有

这种联用法，如：“人家还辣上课辣海。”不过，这时的“辣海”已虚化为表示“延续“、“现

状＂的语气。

广州方言进行体用“紧[ktm.]", 如“渠冲紧凉，唔该你等阵。（他正在洗澡，请你等一

会儿）“,有时也用“系度[h它itou]“、”系处[h它1Jy]“、“响[hreg]度“、“响处”。”系”、“响”就

是“在“;“系度“、"响度”有时实指处所，是介词结构“在这儿”、”在那儿”的意思，有

时虚化为体助词，表示进行，如：“桥脚有两个伯爷公响度捉棋。（桥脚有两个老头儿在下

棋）“广州话的存续体是动词后加“住[tJy]", 如：“梳住两条辫仔。”广州话的“门紧窗”和

“门住窗”是不同的。”系度”、”系处”、“响度“、“响处”或简作“度“、"处“放在动词后

也表示存续体，如：“树上便有个细路仔坐处。（树上有个小孩坐着）“(李新魁等1995:418-

421) 可见，广州话也有两套体助词表示进行体和存续体，其中“系”、“响“一套就是从“在

NL" 来的。

泉州方言的进行体是动词前加“勒“，如：“两个有厮合勒拍算（两个正在共同商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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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是＂忙勒 [ttufa?],, 简化的，＂住勒”即是“在“。存续体是在动词后加“勒“，如：“门

开勒，里面无侬。”“车里坐两个外国侬勒。”表示“伴随“义，普通话用“着＂的场合，泉

州话也用“勒“，如“队长车坐咧来捞。（队长骑着车来了。）”“讲勒讲勒煞困去。（说着说

着睡着了）”“伊爱站勒食。（他爱站着吃）“其中“延续伴随“句的“勒”还可换为＂了＂（饭

食了就行），（李如龙1996: 195) 说明它和吴语的＂仔”一样可转化为实现体。

福州方言的进行体用“礼 [lc]” 加在动词前表示，如：“依妈着门口礼绽衣裳。”存续体

是在动词后加“礼”，如“有侬坐礼，有侬蹲礼。”“车里势坐礼两只外国人。”“伴随”也用

“礼“，如“手电弹礼讨。（打着手电筒找）”“想礼想礼复啼咯。（想着想着又哭了。）”（陈

泽平1996:225) 和泉州相似，都可说明“伴随“义的用法是从“延续“义引申而来的。

北京方言里进行体用“在“、“正在“、“正”。”在”也来自“在那儿“,”在＂的读音据

《汉语方言词汇》所记有 “[tsai] / [tai] / [ai] / [han] "儿种，在动词后也可读“如］”。北京

方言“在＂的卢母 [ts] 可轻读作 [t] ，别的方言”在“读作 ”[t],, 声母也常见。

山东泰安方言里而今还是用“在这里”、“在那里”表示“存续体”，一如《水浒全传》、

《金瓶梅》时。如： ＂哟！这门上怎么贴个封条在这里。”“老早就穿了一身新衣裳在那里。”

莱芜方言“路上翻了一车西瓜在那里。”（引自罗自群1996) 保留着早期的“在NL" 形态。

三 由 “V着“来的存续体和持续体

据岩田礼主编的《汉语诸方言的总合的研究 (2)》中柯理思、太田斋所作的方言地图，

表示“持续＂的“着“在四川、湖南、湖北大部分是“倒［上声tau/tou/to/t:)u] ",湖南东部、

山西中部有“得／的／达／打 [tJ/ta/ti]”，云南和甘肃的声母是 “[t剥”为主，苏南的声母是

“[s/z]” 。

体助词“着“是自“附着“义的动词“着“虚化而来的。体助词“着（着）”系统在各

地方言里语义常见为： （ 1 ）表示静态动词表示的动作或表示动作的结果所形成的状态的“存

续”; （ 2) 表示动态动词表示的动作所形成的状态“持续“。”着“通常用在动词后宾语前的

位置。

吴语中的“着“一般写作“仔 [t劝勾］“,韵母因轻声而失落成为声母延长音，有些地方

因轻声而成为促音”则 [ts:)?］”。在吴语里，＂着“通常表示实现体，但在事件实现后其状态

还延续时，也用“着“，即又可表示存续体，如：“坐仔吃比立仔吃好一点。”现在苏州、常

熟、宜兴、淉阳、丹阳、江阴、余姚等使用还很普遍，只是在上海、松江、杭州、嘉兴、

绍兴、宁波等地渐被”来”字结构所取代，（钱乃荣1992:1022) 如上海方言里“坐仔吃比

立仔吃好一点”与“坐辣海吃比立辣海吃好一点“同义，前者老派一点。可见吴语和上述

的徽语一样，可由“在”系和“着“系两套表示“存续体”，但“着“系不能表示动作动态

待续的“待续体”。

另一种情况是用“在”系表示“进行“，用“着“系表示“存续＂。南京方言（刘丹青

1995:7 、 100) 用“在 [tsae/tae/t::,o]" 表示进行体，如：“他在吃饭，你等一刻儿。”用“着

[t＄礼”表示存续体，如：“不信你瞧着，他不会有好果子吃。”刘也说：“南京话中没有普通

话表示动态动作的进行，如唱着歌、打着球，而说在唱歌、在打球。”

同是江淮官话的扬州方言（王世华、黄继林1996:38 、 100) 却与南京不同：用“在“、

“正在”表示进行体，如：“他在做功课，不要吵他。”而用“著 [tsu] "或“到 [t::,],, （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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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到“多千说“著”)表示状态的持续，如：“门开著哩"、“灯亮著哩＂；表示动作的持续，

如：“谈著话”、"吃著饭”。

太原方言（沈明 1994:218,271) 用“正”表示进行体，如：“正下着雨勒＂。用“着心？］”

既表示动作的持续：“他们正说着话勒“，又表示状态的继续： ＂桌子上放着一碗水”。

西宁方言（张成材1994:72) 里，”进行”、“存续”似乎都用“着“，不用“在”系。＂着
[t~:,]” 相当普通话”了“，如：“现在的时间是七点差着十分哪。”“门背后立着个扁担。”“把

土挖着下来。”相当于“到“、”在“，如：“猫儿跳着缸上。”“站着泉儿上溜寡嘴。”这种用

法与近代汉语“着＂的最初用法相似。西宁用“着两”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吃着两。”

“干着两。”“喧着两。”笔者估计“两“如普通话的“呢”表进行，而“着”则表“持续“。

义用”者（着） [ t~e] "表示动作的持续，如：“杂娃们呆院院里耍着。”表示状态的持续，

如： ＂桌桌上一瓶花儿摆着。”

湖南长沙方言（伍云姬1996) 用＂咖唗',、"唗”表示存续体，如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一

直延续到现在：“他来咖唗（他来了，现在仍在这儿）“，“你好生坐唗罗”。”唗”也表示完

成体，如：“后背又到张方中学读唗一年半。”在长沙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存续”意义

和“实现“意义的连续性，动作实现后，其状态再延续下来，就成“存续体”。此外，”起”、

“得”也都有“持续”意义，如：“儿根竹篱把帐子一取起。（我们用儿根竹篱撑着帐子）”

“有时候我爸爸挑得在前面走。”不过，长沙的＂唗"、“得“、“起”还有类似普通话“着“

的＂待续”意义，如：“晚上沙就要守唗它。（晚上呢就得守着它。）”“我就走起去唗。（我

就走着去了）”“是咯样写得去。（不停地写着）”

湖北的西南官话多用 “V倒“,“倒”就是“着“的变读(“倒＂的使用地域很广，见上

述方言地图）。如襄樊方言的 “V倒“用在动词后宾语前： ＂我在大门口等倒，你快点儿来。”

“门关倒在。”表示“存续体”;“他只是看倒我，一句话也不说。”“你先吃倒，莫等他。”

则表示“待续“义。襄樊方言的“在”也是动词介词虚化而来，属“在”系的。”在“在襄

樊方言中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在句尾可以表示整句的存续(“门开倒在“)、持续(“他在

弄倒饭在。”)或进行（“我吃饭在“)语气，肯定一种动作或状态的存在。“倒”和“在＂的

区别是：“倒＂附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待续”或“存续”意义，“在“是用千句子末尾，

对整个句子起作用。（罗自群1996:13 、 16 、 18) 罗自群说，正像北京话不能单说 “V着O"

而须说 “V着 (0) 呢”一样，襄樊话的“倒“在表示动作“待续”时也不能单说 “V倒 (0)”

而须说 “V倒 (0) 在“。”我看倒电视“必须加上后续句或者说成“我看倒电视在“才是完

整的句子。（罗自群1999:59)。这就说明了表示“进行”或“状态”意义的成分是在“呢”

和“在“上，＂着“和“倒“倒是可以省略的。通过与襄樊等一些方言的比较，罗自群认为，

“着“及其变体在 “SV着 (0) 呢”句中仅起加强持续性和补足音节的作用。

重庆方言中的“倒“加在动词之后，喻遂生 (1990:215) 认为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有

时表示某种状态。如：“在门口等倒。”“捏倒义怕死了，放了又怕飞了。”“饿了随便吃点啥

子应付倒。”“我们开倒会等他。”“睡倒看书。”这些用法其实是与普通话的“着“用法相同

的，既有“存续”意用法，也有动作“持续”意义的用法。另有一个“起“，加在动词之后，

喻认为表示动作的延续，有时也表示某种状态。如：“儿个人在凳子上坐起。”“她经常背起

个绿书包。”从例句看，二者比较，“倒＂着重表示动作持续，”起”表示静态存续。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着“表示的语法意义和使用范围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现是参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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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面把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苏州方言与北京方言再作深入的比较。

吴语“着（仔）“用在动词后共有“实现“、“存续“、“伴随“三种语法意义。如上海方

言，“我到仔上海三年哉。”这里的“仔”表示“实现体”。"坐仔比立仔适意。”“墙浪挂仔

一只钟。”这里的“仔”表示“存续体”。”前头跟仔老爷，去歇一趟。”这里的＂仔”表示

前一动作发生后静态延续，伴随着后一动作始终的“伴随“义。在苏州方言里，“仔”表示

“实现体”的，如：“我为耐受仔勿勿少少气，吃仔儿儿化化苦。”“仔”表示“存续体”的，

如：“我做点事体，耐一直看好仔作啥？“（石汝杰1997:350、 356) 至于“耐走罢，耐个行

李自家拿仔去。”“俚欢喜立仔吃。”“俚笃撑仔伞勒街浪走。”这儿句话里的“仔”表示的是

“伴随“义。上海话和苏州话中表示“存续“义的“仔”都可用“辣海“替换，而表示“伴

随＂的“仔“，介千“实现“和“存续”之间，有的可用“辣海”代之。

北京方言中的“着“在19世纪末也是“实现“、“存续＂、｀｀伴随“三种意义。笔者考察

过1900年上海美华书馆版的《官话指南》，（穷尽全书146个 “V着“)，把它与1908年上海土

山湾慈母堂第二次印的上海话翻译本《土话指南》相对照，两书里的“着“都只有“延续"、

“伴随“、“实现“三种意义，未见表示动作动态的“进行”和动作动态的“持续“义。如：

“那个底下人又来了，还同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袱。（官， 113页）”后一小句“手里

拿了一个包袱”表示的是“实现“义；“这个地亩，现在是他自己种着哪，还是有佃户种着

呢？ （官， 31页）“,“种着“表示“存续”;“是去年跟着别位老爷去过一荡。（官， 135页）”

“跟着“表示“伴随＇，。当时书中所记的北京口语中还没有后来发展派生的其它用法，如“他

跳着舞呢＇入“长期以来，农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这些话中的“持续“义用法。直到20世纪

末期，在马希文的《北京方言里的“着“》 (1987) 里，还说“表示进行的动词不带｀着',

表示状态的动词才带｀着'。”即北京话里“着“不表示“进行“义。

四 ”在里”、”在“和“着“的来源

回溯近代汉语，“在”系体助词和“着“系体助词具有不同的来源。刘坚等 (1992) 、

俞光中、植田均 (1999) 对此都有论述。下面的探讨参考了他们的用例和意见。

介词“在“在先秦著作中就有，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 (1984) 一文中指出：

《左传》一书介词“在“出现39次，其中 19次在动词后。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

肉味。”(《论语·述而》）到西汉，”在”字结构增多，如：“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

(《史记·楚世家》）“先王之道，载在胸腹之内。”(《论衡》卷十四）。而 “V着NL" 在汉代

以前并未产生。

"VO在NL" 的产生是 “VO在里”的第一步。汉代以后的例子如：“昔有一称猴持一把

豆，误落一豆在地。”（百喻经卷下）”即入白之：波斯匿王，来在门外。”（贤愚经卷十二）

“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敦煌歌辞总编·征夫早归）这样的句式，同于上海话“叫伊拉等

拉门上“，在语义上是行为”等“先发生，“拉门上”是其结果的存续。后来在《水浒全传》

等南方小说中，这种用法多见。到唐代五代，产生了 “SV (0) 在＂的句子，如：“诗酒尚

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师曰：“正迷在。”（五灯会元卷七）

从上句可见，进行体与存续体从来是可以联用的。而“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义，也在先

秦时就有雏形，如：“闵予小子，遭家不造，缨缕在疚。”（诗经·周颂·闵予小子）。到宋

代，便见“在里”、“在这里”的用法，如：“且如某之读书，那曾得师友，专守在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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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语类辑略卷七）“大抵是且收敛得身心在这里，便已有八九分了。”（朱子语类卷十二）“那

两扇门，一扇关着，一扇半掩在那里。”（拍案惊奇卷十二）“看见那大虫做一堆死在那里。”

（水浒全传32回）瞬间不可持续动词“死”也可有“存续体”。用现在的上海话来说，可说

“一只老虎死辣海”。

再讨论 ”V着＂的来源。”着“原来是动词，有＂附着“、"置放”的词义。汉代以后开

始虚化，先出现的是跟在动词之后的用法，即 “V十着“。如：“犹如花朵缠着金柱。”（佛本

行经，卷二，大藏经，卷四）开始时，“着“前的动词多是些会产生“附着“状态的＂缠、

住、覆盖”等，后来，“着”就跟在表示思想意识、心理活动的动词后了，如： ＂迦弥尼鬼

者着小儿乐着女人＂ （童子经念诵法，贤愚经，卷一九）到魏晋以后，更有发展，如：“长

文尚小，载着车中；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世说新语·德行）“看于湿，随时盖磨着，切

见世人耕了，仰着土地，并待孟春。”（齐民要术·杂说）这里的＂仰着”就已是“仰＂的

状态在延续了。

体助词“着“在形成后有“延续＂、＂伴随”和“实现“三个意义。

表示“延续＂。如：“看干湿，随时盖磨着，切见世人耕了，仰着士地，并待孟春。（贾

思鸽：齐民要术·杂说）”“师曰：＇钉钉着，悬挂着。＇＂ （祖堂集卷一）“多时炼得药，留

着待内芝。（高元暮：侯真人降生台记，全唐文，卷七九O)”“仰着土地”，指土地翻开后

不覆盖，表示“仰”这个状态的延续，即“土地仰在那儿”。用上海话说，即“土地摊拉”。

这种表示动作状态、结果延续的用法，进而引出表示“完成”即“实现“义。如：“细

看只似阳台女，醉着莫许归巫山。（岑参：醉戏窦子美人，全唐诗， 2107页）”“若作一头水

粘牛，则屈着古人也。（祖堂集卷九·九峰）”“又只恐你，背誓盟，似风过，共别人，忘着

我。（杨无咎：玉抱肚，全宋词， 1202页）”这些句子里的“着（着）“,用今普通话说都须

换实现体助词”了”来说，如“忘了我”。在吴语中至今还用“着“（即“仔”)。

由“延续”又引申出前动作发生后伴随后动作的“伴随“义。如：“雨来风静绿芜薛，

凭着朱阑思浩然。（褚载：题宛陵北楼，全唐诗， 7993页）”“不是大着个心去理会，如何照

管得！ （朱子语类，卷一六）”这些句子的前一动作兼有实现和延续的意义，所以至今在北

京话和吴语中都还用同一个助词“着“（即“仔”)说。

俞光中、植田均 (1999: 170 、 174) 在唐五代宋的文献中找到的“着“表示动作进行的

例句，有以下两例，如：“状元出行致词，又退着行，各拜。（唐拙言卷三）”“如战阵厮杀，

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没二，莫更回头始得。（朱子语类辑略卷七）“笔者认为这都属

千“同时伴随”类，其中的“着“不能用“正在“置动词前替换。

“着“在近代汉语里可能还没有表示主动词动作本身待续的用法，在北京话中原来也

没有表示“持续“义的用法。如今普通话中“着“大橇表示“持续“义的用法，如：“他们

正忙着准备出发”、“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是近百年里发展起来的新用法。

从第三节里，可以看到在有的方言里，＂着“有表示动作持续的用法，我们尚不知这些

用法与普通话相似用法的产生孰先孰后。普通话成为共同语后，也许是在方言用法的影响

下，也许方言作家写着洋泾洪的国语，使普通话里“着＂的运用比北京话有一些新的发展，

如动作伴随持续状态在口语中形成，动作一直在持续的状态在书面语使用中发展形成。与

20世纪初的北京官话相比，当今普通话里，＂着“仍保待了“延续''、"伴随“两个语法意义，

而不再表示“实现“意义。除此以外，增加了一个“行为呈经常不断状态”的意义，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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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在一种情形下它也可与“正”、'｀呢”等一起使用。我们通常说普通话里 “V着“表示

“持续体“，其实它是一个大杂绘，可以理解为“存续“、“持续＇，、＂伴随“儿种语法意义的

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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