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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吉里虚词 u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

吴福祥

提要E 南方方言里虚询"到(1:到?有假位可能补语、完成体栋记、持续体林记、进

行体林记以及补语标记等用法，声调财有去声、上声和轻卢三种类型。本文认为，"到(t到沪

的上述用法均来自"都争切"的动烧"到"，而装在是方言"到(候J )"有上声或轻声的声调

形式，旨在区那语法功能以及语法化程度。

关键清是饲"到(倒)";汉语方言语法;民语眉史语法

苦 i诠

客话如西南官话剧上声"甜"标记持结体，量导方言用去声"到"作补语标记，大冶赣

语的轻声叫到"则可以问时用作持接体标记和和补语标记。南方方言"到什到)"的一些不

同于普通话的用法引起过某些学者的注意。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客话和西南官话的上声"锚(蛋白n 本字是去声的"到" (林英津

1993，转理思 1995，李直至 1998)，白此可以推搓，南方方宫虚词"到(倒)"的耕种用法可

能有一个共间的来撑。

南方方吉虚诵"倒〔到)"除用作持镜体标远、补语和记外，还有锻位可能补语 (Dummy

potential楠complement) 、完成体标记议及进行体标记等用法。本文认为，"儒(到)"岛上埠

用法均来漏子动词"到"。也就是说，南方方宫里虚词"销(到)"种种用法都是动词 u到"

在不同的虚化阶段产生出来的词源成分，本字都是《广韵>> "茧"义"都导"切的"到押。

一南方方富最词"倒〈到)"的用法

1.。在考察南方方言 u到(倔)"由专用法之前，我们首先棋据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法事

实，捂普i提话里对应于南方方言 u到c1致1)"的动词后罩成分的用法分为下OOJ1种: 1 

〈一〉趋向补语z 表示 (a)物体(主体/客体)位移的娃所，他)动作/状态持结到的时间，

如)动作关涉的对象n在圈， (d) 状态达奎的程度/幅度。如"主IJ 飞

( 1) a ì或到村口 i 掉到河里。

(2) b 聊到天亮 i 希到深夜。

(3) c 关系到国家利益 i 影响到整个社会。

(4) d 气温升到 38 度 i 那人坏到极点。

(二〉动梧补语 (Phaseωmplements):表示动作已实现或有结果。如"着[t~au斗"、

" fÙ "、"见"等: 2 

(5) 逮着了耗子!找到了职业 I i遇见了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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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锻位可能补诺:表示完成某种动作的可能性。如"了 [liau斗 "(V 得了IV 不了):

(6) 明天来不了 i 电视岁乙称修得了吗?

〈自)完成体栋1G:表连三动作的实现或完戒。如 u 了[1<)OJ 飞

(7) 吃了饭就去!看了一场电影 i 走了两个小时e

〈五〉持续体标记z 表示状态的存在或持续。如"着 [t~QOJ ": 

(8) 桌上放着一本书 i 坐着'毛比站着吃好。

(六〉进行体标记:表示动件正在进仔。虫在#着[得QO] 丹:

(9) 吃着饭呢 i 正扛着球呢e

(七〉补语标记z 引导状恋、程度等补语成分。如"得":

(1 0) 喝得非营好|累得气都喘不过来。

上面列举的各种府法，花方官i君如北京氓，通常只有用法(一〉事(二〉。而南方的

多数方言则问时策有〈三三)窒〈七)中的一种或数树。 3鉴于起法〈一〉手[J C工〉娃汉语多

数方言呈共有的用法，本文对南方方言"到〈倒)"的讨论将搜走在ffl法(三〉烹(七〉。

1.1假位可能补语

1.1.0 北京蓓的 "V 碍了IV 不了"有时是个歧义结构:

(11) (这么一大碗饭)你吃得了吗?或可吃不了。

(12) (这么辣的菜)你吃得了吗?我可吃不了。

例 01 )的"吃得了/吃不了"是"吃得完/吃不究"的意思，表示动作实现后是否具

备产生某种结果如可能性，"了"具有"完毕"的实i司义。树(12) 的"吃得了/吃不了"

是"能吃/不能吃"的意思，表示是否具备完成某种行为的能力，这类"了"已高度是饨，

不再具有"究单"的意思。

例(12)类的"了"牵连元任(Chao， Yuen-Ren 1968)称为副假位可能补语" C Dummy potential 

ωmplements) ，赵先生说: "有两个常用的补语‘了， (l i远。)和 4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意

义，其作用在于便可能式成为可能，是…种假位补i藉。押 4

假位补语"了"主要见于1七方官话，南方方育与之对应的影式是"到(倒〉押、"缸"、

#得"、"来"等。南"到〈倒)"的地域分布最广。从我们接触曲方言资料肴，用"辈们倒)"

做假位补诵的方言主要有西南宫语及湖北境内方吉、江堆宫话、客赣方富以及粤方宫等。

1.1. 1 西南官话与湖花境内方吉

梁德曼(1982)指出，黯 JII方苦的动词后3建成分" 1:到 Cdao3户有相当于普通话"了 Cl i益的"

信用法:

(3) 你作不倒主你你不了主!你来得倒不?来得4到你来得了吗?来得了。

汪平(1983)也提到，贵陆方言的动词启缀"倒 [tauS3J "有一类相当于普通话H了 [liω斗":

(1 4) 吃不倒了吃不了 11委不-fjj那样多妥不了那么多。

因)11 ，贵陆之外，用"到〈倒)"作假位补语还晃于: 5 

(1 5) 贵州黎五jl: 来得链。

大方:明天不要说下碍，下石头我也未得 c到钱来。(李莲 1998 ) 

云南大关:去不去得 c倒[1:Ao5可能不能去 ? (张映庚 1990 ) 

水富z 来不来得 ε到 [tauS3 J 能不能来? (卢开镰、张荔 1988 ) 

湖花武汉:体喘不锅。[tauO]我你骗不了我。(朱主运领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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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这孩子走得 c倒 [tau34]珞这孩子会走路。(炼束梅 1989 ) 

荆抄:这个字在写得 α倒 [taul阳uJ这个令我会写。(五群生 1994 ) 

躇珩z 他开得车到:> [tau213J也会务枣。{睐有』惶 1989 ) 

红安z 芽芳打得毛衣吁到芳芳会打莲，衣。

1.1.2 江、准话

去徽境内的虹淮官话通常用"搏"、"来"、"照路"作假控补嚣，有时也用"军U": 6 

( 16) 普通话:你搞得了他，骆不了我。 我‘管不了他，管得了悻。

安庆z 你哄得到他，哄不封我。 我管不到他，营得到你，

棋域:你哄之到他，嚼不到我，. 我管不到他，管之至才子态。

怀宁海口镇t 悻哄之到他，哄不到我e 我管不到他，管之到你。

根阳; 1.7-哄仔到他，哄不到我。 成管不到他，管仔到你e

在肯定式的 "vx"圭号"中，补语标记 X 有时可PJ.省略:

(1 7) 普通话: 这张床能睡/睡得了二个人。

京庆:这张床蹦到三个人=这张桌羁得到三个人。

桐城:这张东蠕到三个人=这张床睡之到三个人。

怀宁海口镇: .i远张床摇到二三个人口这张束喇在到三个人画

栋阳; .i部长点摇到三个人:这张东摇仔到三个人。

1.1 .3客赣方言

李如龙、张旗庆 (19920 该书材料音标右上角的数字是确类，下简〉调贵的 34 个非

赣方吉点中 24 个用"到〈倒)"作假位善谣:

(1 8) 普遥远: (你)棋不了我

蒋家话

梅县: 0 [18'也。，t8]值唔倒 [tauS6]

连葫:口[lJat8] 怪街 [tau3]唔儿

词源z 哄唔倒 [tau3 ]促

情溪=辑馄唔倒 [tau5]

揭西 z 榄唔倒 [bU36]
武五fl: 骗键在晏倒 [t:m36]

长江:蝙惶唔倒 [t;，5]

宁化:口[my7J傲不倒 [tau5J

T都: [luk7J 倔唔倒 [tau3]
三部:禄t段唔倒 [tau3]

赣县:哄镜唔倒[ t:>3] 

大余z 哄唔倒[臼3]1屋

茵河:口[J:>k7J 营销 [tau3 J 镜

香港: 0 [ gap8J唔份1 [tauS岳)健

赣诺

茶棱z 嚼我唔倒〔旷]
来新:哄唔碍我伍'1 [tD5J 
商水: D [t‘缸1'8J 我不但1 [tau3J 

黯陵:口 [S078J我不倒 [tau3 J

新余: t'e恕我不倒 [tau3J

宜丰z 口 [lu?] 树不倒 [tau2S ]

修水:口 [t'e1'8J我不倒 [tau3 ]

宣a义=己 [t'e?叫我不倒 [tau可

都昌 t 口 [çialJ或不倒 [tau3 J

阳新z 蝙我不例[阳3J

宿松: [xu7J我不份1 [tau可

余干: [t'‘ek7J 不挥倒 [tau3J

戈阳 z 哄阿3夜不111 [tau3] 

F草域:口 [t'iau6J 窍不倒 [tou3 J
建宁:棋商唔径"J [tau3J 

此外，广东的增域薪塘(何伟棠 1993)、平远(严修鸿 1998)、东莞靖翼〈陈晓锦 1993) 、

辑部六县(李如龙等 1999) 等地的客活以及湖北大冶的赣语(汪睦胜 1994) 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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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假位补语:

(1 9) 增城新塘:固住跌落去爬都爬唔到 [tou33吕]上来'J、心跌落下去爬也爬不上来。

平远:我写不巳倒喽好我写不了那么好。

东莞清溪z 惹定间两间房 E倒 [tau21 J 这里能盖两间屋子。

阳西塘口:来元来得倒 [t:)31 J?

阳春二甲:来得倒 [t031 J 无?
信宜思贺:赢唔赢得倒 [t:)31 J ? 

新宜钱排:赢无赢得倒 [t:)31]?

高州新桐:赢得倒 [t:)31 J 无/来得倒无?

化州新安:赢得倒 [d:)31 J 吗/来元来得倒?

廉江石角:赢无赢得倒 [t:)31 J?

廉江清平t 赢无赢得倒 [t:)31 JI来倒(啊)元来倒?

大冶:英语我讲得倒" [t:)53J 英语我能讲。

1.1 .4粤方言

据施其生 (1996)，广州话相当于普通话"去得了/去不了"的是"去得 c倒/去晤 c倒飞

(20) 广州话z 去得倒 去唔倒

普通话:去得了/能去 去不了/不能去

此外，陈慧英(1997) 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 7

(21)呢次开会少不 c倒你|再买多几个丰果都重唔倒几多。

香港粤语(张双庆 1998) 也用" "至IJ" [tOU35 J 作假位补语:

(22) 我写唔到咕好我写不了那么好|你骗得到 f巨但骗唔到我你骗得了他但骗不了我。

1.2 完成体标记

据罗康宁( 1986 , 1987) 和唐志东( 1984)，广东新宜粤语"币。 [tou35 J"可表完成体:

(23 )来倒五百人来了五百人|一只干将做倒只牌子一名干将做了个牌子。

董同稣 (1956) 记录的四川华阳凉水井客话，用 (tau3 ) 表达完成体 8

( 24) çi tau3 mau tau5 ts'u piau . 

去(了) (不要)到处(跑)。

(25) lJai ts'u pu 主i:m tau3 IJ sll ni，真iUIJ pu 主i;}u tau3 san S1? ni. 
(我) (昨天)走(了)五十里， (今天)走(了)三十里。

( 26 ) i? xa i;}u k'‘on 

一下又看

tau3 kai tsa? nin san .t'i;}u ti poi ts飞 tau3 i? 

(见) (那个) 人 (袖子) (里) (伸) (了)一

pa san tS1 ts'u noi tsa tau3 ni? t'‘i;}a kie kOIJ. 

把扇子出来这(住) (太阳)的光。

董先生用"了"对译上例中 "tau3 "，可见董先生认为这里的 "tau3 .. 是完成体标记。

在董先生记录的语料里， "tau3 .. 还可以用作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假位补语、持续体

标记以及补语标记等语法成分:

(27) pa kai tsa? nin mau tS1 ts'uei tau3 t'i nai xa. 

把(那) (个)人帽子吹(到) (地)下。

(28) 扩'a? fulJ k'on tau3 a, xiolJ t'au 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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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看{克)啊，很讨厌。

( 29 ) .t'i:;)u k'on 真iug pu ia fon tie? tau3 suei fon m tau3 suei. 

就看{今夜)放得〈着)水放不(藉)水a

(30) l),í nien .t'in ti:;)u ts'o tau3 . 

(舔) (11'1 )尽都坐(着}。

(3 1) ts飞lei xog noi .t'í甜 n均 tau3 oi çi . sai xog noi i~u l),ie? tau3 oi miag. 

吹起来就冷(得) (要}死，墨西(起)来又拖{得) (要〉命。

杨时逢 (1957) 记录的台湾挑困客话，"儒"由有用作先成体标记的倒子z

(32) 可on 约5kung 社10吨， tshiu ham t03 tshai ~也iau 如o li ngan a Song thong loi. 

转到公堂，就喊倒革主调千到学 主上堂来。

(33) 3a vo Jong 也ang toO缸i $ong fon hi. 
邪和尚呀侈j 非常欢喜。

(34) tsiong lia kai tsau vo thai tsai toO 3it 白ai Son. 

将这个燥禾胎载销一大菇。

上面的树子引自林英津( 1993)，林文认为例(32) 中的上声" t03"和轻声的气00 饵，

杨先生记为 "f到"的，都相当于"了"一一表完成辑的词尾。同样，例。川、(34) 中的

轻声 "toO "也是表示动作完成的体辑谛尾。
和I理思( 1995) 提封，本进纪初由 Rey Char1es (雷和U) 神父编写的《客请圣书》是有

些 u制"的用法跟官话的"了"相应:

(34) 豆豆嫂，汝好放心，尔干吉德就倒汝，……{马大第九章 22 ) 

官话:女儿，放心，你的信放.13枣。

(35) 想知碍，客人赚倒多少，…… (路加十九 15 ) 

官话: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工多少。

(36) 有人种倒葡萄园，用篱笆圈萦，锄倒酒，起倒望楼，……(边可十二， 1) 

官话:有一个人种;三个哥萄圈，用酶躏土篱笆，挖二个疏漏池"盖1.座楼……
此外，副县客话〈罗§在锦 1984)、南雄珠巩客话〈林立芳、庄初生 1995)、湖南汝域

客话〈黄f白荣 1996)、宁远平活(张晓勤 1999) 以及常宁客赣语(吴扇主 1995) 等方宫里

"如(能) "也有一挫席法很接近完成体助询:

(38) 四县:但……kiug55 (生) C到 [t031 J 一个mut22 (朽)子弟他......养了一个没冽的儿子。

i萄雄珠矶:种 c倒 [tau31 J黄姜染黄持，染 c倒 [tau3l J 黄纸写文章。

常宁:咯田在体屋里做官，吃到" [t~J很多好东西这留在你京做客，吃了很多好东边。

汝域:千甲( / "111 [tau] )一条江予了一条江e

宁远z 好勿容易盯倒了[ . tieJ一场或 i 我如来后煮111 了一碗竭。

1.3持缕体标记

表达持缤体是南方方言"到〈倒) "最常见的用法。在西南宫语和湖北境内方吉、江

、准宙语、赣靖、容远、粤语、以及期语和湖南境内其他万言里都能见到。

1.3 .1 西南宫话'及湖北境内方吉

川、费、棒、鄂是"到(如D "用作持续体标记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39) 四川成都:坐倒 [tau53J 比站倒舒践。(张清滑、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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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雄1J1 [tau53 J看书 i 挨4到门放。(喻遂生 1990 ) 

贵州贵阳 z 坐干到 [tau53 J 吃。(江乎 1983 ) 

大方t 睬§音还是红 α到的。(李蓝 199& ) 

云南来胜1 桌上放倒出，，42] 一碗水。(何守给 1989 ) 

巧皇家z 坐倒 [ta053 J吃 i 仲倒睡。(李永豆豆 1989 ) 

永善z 喷倒〔阳053] 起嘛靠着{椅子}背嘛! (张荔 1989 ) 

水富z 你好生呀 c到 [ta05勺。(卢开镰、张第 1988 ) 

太关:抱住'1 [1:A053 ]娃儿。{在映庚 1990 ) 

湖北武汉t 墙上挂树 o [tauoJ 一张大照片。(未建颂 1992 ) 

胡山 z 佬，坐斜 [tau 34J 不走。(博、激梅 1989 ) 

蒲费:台上坐到 [tauOJ主席盟在。{稳有恒 1989 ) 

广部:他，夹 c倒书本走了。(卢操武等 1985 ) 

荆主Þ: 他扛千军'1 [tault;}uJ 袋子跑道。(王群生 1994 ) 

随州:在那儿就到门牵封 8奶奶。{刘村江等 1992 ) 

鄂东:踩到。他走跟着他走 i 看到在他来肴着他来。(略有，除 1990 ) 

1.3.2 江淮官话

南京方富的持续体标记，老摄捕"着"，新据一般用"如H. 怡44J " (到丹青 1995):

(40) 他拎才到一个包 i 门口摆倒…盆花 l 骑斜马找马 i 他在点上坐销。

1 .3 .3 赣语

李如龙、张旗庆( 1992) 调查的十七个赣方盲点都可以用"儒"表示持续体:

(41) 普遍话:坐着吃

茶陵:坐倒 [to巧，奖

永新:坐倒[怡。〕噢

吉本z 坐1J1 [tauoJ唤

黯余:垒剑 [tauOJ噢

宜丰:坐倒 [tau3J噢

平江z 坐位tl [tauoJ唤

{妻J.K.: 坐倒 [tau5勺。奖

安义z 坐倒 [tauOJ唤

醒鼓z 坐倒 [tauOJ If.美

都品: 生是倒 [t帆。]噢

陌薪z 坐千到 [to5J噢

宿挫:坐倒 [tau5 J":契

余干z 坐倒 [tauOJ噢

戈自 z 坐倒 [tau5J咦

离域: 生是倒 [tou5J噢

建宁z 坐倒 [tau5J食

苦苦武: 坐位才 [tauOJ食

江西南昌(熊辉 1994)、障乡〈魏阳强 1990)、湖北大治(枉望胜 1996)、湖南安仁

〈陈满华 1996) 等赣方言点也用"到(倍D "做持续体标记:

(42) 商品 z 觉到。[ . tauJ噢!翻到醋。

萍乡:门口闺 C'jtl [tau35 J一曹人 i 坐到吃。

大清z 渠 i湾各?且. toJ 善良靖 i 屋门口椅剖好多人。

安仁:老萍坐到[ . t;，J讲时 i渴 l 我站到做事站着干活。

1.3.4赛活

据李如龙、张旗庆(1992)，下面九个客话方宫里"黠(倒) "可以用作持续体标记z

(43) 普通话:坐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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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源:坐倒 [tou36J 来食

秀篆:坐倒 [t:m35 J食

武平:坐倒 [t:m36J食

长汀:坐倒 [t:m36 J 来食

宁化:坐倒 [tau5 J 口[t'iIJ68J食

宁都:坐倒 [tau3 J食

三都:坐倒 [tau3 J食

赣县:坐倒 [t:)3J食

大余:坐倒 [t:)3J 食

湖南鄙县(周定一 1988) 和汝城(黄伯荣 1996)、福建连城(项梦冰 1997)、广东南

雄珠矶(林立芳、庄初生 1995) 以及粤西的高州、化州、廉江(李如龙等 1999) 等客方言

也用"倒"表达持续体:

(44) 鄙县:桌上放倒[ ctauJ 一瓶花。

连域:壁上挂 c倒 [tau5l J 一张画。

南雄珠矶:台头放 c倒 [tau31 J 一碗水桌上放着一碗水。

汝域:坐巳倒食(坐着吃) I 开巳倒门晒开着 fl 睡。

高州新桐:坐倒 [t:)3IJ 食。

化州新安:坐倒 [d:)31 J 食。

廉江清平:坐倒 [t:)3IJ 口[::lJ 食。

1.3.5 湘语及湖南境内其他方言

用"到(倒) "作持续体标记也广泛见于湘语以及湖南境内的其他方言。例如=

(45) 临武:坐 c到|站到|舍到眼泪含着眼泪。(李永明 1988 ) 

东安:门口待倒[ . tei55 J 一群人|闪电娘娘总是jft倒去。(鲍厚星 1998 ) 

长沙:看到[ . tauJ看到天就亮吨。(鲍后星等 1999 ) 

祁阳:罐子烫到[ . tauJ糊酿酒，锅里煮到雌头牲。(李维琦 1998 ) 

邵阳:桌子上放 c倒 [tau42 J把刀子|他讲倒讲倒就哭起来哩。(储泽祥 1998 ) 

宜章士话: 背到=> [tau21 J手|房子上头写到四句话。(沈若云 1999 ) 

玩陵乡话:桌头放巳倒 [t::lU53 J 一条碗|翻倒晒|望倒吾笑。(杨蔚 1999 ) 

淑浦:立到[ . tOAJ 咯站着的|饭还煮到在|灯亮到起。(贺凯林 1999 ) 

宁远平话:鸡于笼子腹关倒[ . tieJ I 听倒先生讲。(张晓勤 1999 ) 

新化:其手里拿倒[ . t:)J 一本书|你好生坐倒。(罗昕如 1998 ) 

岳阳:跟倒[ . taoJ好人学好样， jft倒邪人跳假绳|莫困倒看书。(方乎权 1996 ) 

委底:越倒 [t'1('2J 捂着嘴巳笑|带倒他喃他们去看。(彭逢满 1996 ) 

攸县:晒到[ . tauJ 看书要不得|你带到但调玩。(董正谊 1996 ) 

石门:站倒[ . touJ看|讲倒讲倒就哭起来吨|门关倒的。(易亚新 1996 ) 

隆回:看 c倒 [t::lU2I J 黑板|陪倒客吃酒|担倒不放。(丁加勇 1996 ) 

绥宁:你站倒=> [to033 J 叩，口 [ki33 J 倒呻你站着吃，他坐着吃。(曾常红 1996 ) 

1.4 进行体标记

南方方言里"到咱们"表进行体的用法比持续体少见。据张清源(1991 )，成都方

言的" C倒"也用来表达进行体:

(46) 手不停地动倒，嘴不停地说倒|做倒活路干着活儿就不冷|我削倒苹果在。

"到(倒) "用作进行体标记还见于重庆(喻遂生 1990)、永胜(何守伦 1989)、巧

家(李永延 1989)、永善(张亮 1989)、大冶(汪国胜 1996) 以及东安(鲍厚星 1998)、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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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黄{自荣 1996)、部部〈锚泽样 1998)、激浦(贺器n林 1999) 等地:

(47) 重庆=正理喻4友交第4位于坏了 a

永胜 z 蚀，在做啥子?他也哈1 [t~42J 饭吃着幸运。

巧家:打"'{到 [ta053J球|开倒会 i 上倒课|吃锅饭。
大关t 说 z倒[1:A053J 1 吃倒 l 洗倒 a

永普:吃 c锅 [ta053 J起做丘吃着饭呢!正走1J~起正是L肴。

大清r 渠洗倒[ .铅〕衣棠，过一懈Jl..才能得来他在洗衣溅，过一会儿才能来。

东安:也正和一个朋友讲级日. tei55 J话个 i 有个唱倒歌，有个跳倒舞

汝域:食 c倒饭，在精饭。

部黯 z 他们正在讲=倒 [tau42J 话他们.iI.说着纷。

椒浦t 讲到[ . tOAJ铺在 i 呼到饭在。

1.5 补语幸运i己

用"到〈愤) " 1宇补语标记主要兔子粤、军车、赣以及平话等方吉区。广州话里"歪号"

和"得"都可以用作状态、程度补谛标记，二者的用法之和相当于普通话"得"的功能。

不过在广州话;在它引是有分到的。李革开魁等(1995) 捞出，广外lið南"得"时后头韵补谱

是描写述击的情状，用 M到" [tou33J" 时补语是强调状态或结果所达到的程度。如:

(48) 冷到打冷筑冷得发拎 i 讲到天花龙虱圳等夭<<.!L险。

香揭粤语〈张旗庆 1998) 补语标记"到" [tou吨"的用法跟r~ 1+li君…致:
(49) 的.材料乱到(/*得)执都执不清那些材料乱得您也理不清 l 你写到(/*得)边个都在磊

识毒杀你写得谁也看不懂。

用去声的"到"样补语标祀的方言点还有东莞粤语〈野、晓锦 1993 )、增城粤语(何伟

棠 1993 )、陆江埠语(黄信荣 1996)，四县在:话〈罗肇锦 1984)、东莞靖溪客话〈陈晓锦 1993 )、

连摄客话(项梦冻 1997) 以及南宁平话(罩远雄 1998) 等:

(38) 东莞: -二哥梯书梯到 Ctou32] 定拎敲二哥看书1睡得入迷了。

增域: 急到 [tou33] 侄面都红嗨他，急得呈金都辈革了。

阳江:芋好多异其吃到3 稳去苓头很多，让他吃导鸣。

部县: 1院讲到=> [t055 J 大家就跌下药汁来他讲得大家都掉下fil\t )回来。

东莞靖溪:时1.储分客家发气到 [tau42J有气出有气落老财主被革监察发气得有气去没气也

连城t 地下拉到 [tau3 J 怨、伶伶俐销地扫得非常子轧

1着:讲到。 [tau55日运动红去讲得他2全都红了 a

f东新3过每语〈箩康宁 1987，意志东 1984、 1986)，梅县〈栋立芳 1998)、平远〈严

修鸿 1998) 和汝城(黄f自荣 1996) 等客方言用上声的" f:霄'作补语标记t

(51) 新宣z 黄老财激 C{到 [tou3S J 二四跳黄老财气得..i.lJt 。

梅县:噶 c铜 [tau3 J异好 i 唱割草委好|唱倒好在吾好德

平远: 1巨唱唱4好唠嗒好听 I 1段坐傍H三丘尔。

放域:骂妃子到蛮好写得很好。

董国辈革 (1956) 记录的华阳凉水井客话，上声的 "tau3"租击声的 "ta旷野都可以用作

补语标记:

(52) p'‘a? 如9 真í? tau3 ，t'i剧扩iOIJ 缸。 t8? i? iO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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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意〈得〉就像鼠子一样。

，t'i::>u 如 xa tauS i? tun ts‘O. 

轿夫吓(得〉一〈摔〉。

、湖北大冶赣语〈汪国胜 1994)和鄂东方言〈黄伯荣 1996)、湖南蔚化方富〈罗既如 1998)

用轻声的"倒/到"作补语标记t

(53) 大冶: í枣竭几个份子张倒[ . taJ 蛮等瘫你家几个.，、孩长得挺可爱。

新化:走倒[ . t~J 出气唔赢跑得喘不过气来 i 讲偶有力哩说得;主动了

鄂东:他，个字写珩 G好得很 i 千啦，高兴刮不得了

工 "费u (怪Ij)"的声调蛮化及其功能

2.1 议上我们列举了南方方言虚岗"到(倒)"的五种用法，可以看出在表达这些用法

时，"到(倒)"的声锢在不!司的方言里有"上"、"去"和轻声之别。假如"到(倒)"的上

述用法都来自《广韵>> "至"义的"都导切"的"军俨，那么按照古今声调演变的规则，现

代方言里虚词"到〈缸1)"都应该谊作去声或者轻声〈实词通过语法化变为居室i再常拌有声谓

的轻声化)，何以会有土声一读?对这种"不规酣"的音变现象过去白有学者注意到。

赵元任 (1980:229) 在论及功相补语跟体貌词路时镜到1

在华中、华西、华南 4带方言旱，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补语， j庭常骂法跟上头。)一

样(按: (2) 指的是"到"… daw。一…寻!者〉也作"主俨，但是念作吐船，也就是跟国

语上声相当的声调。这个补语的功能非常广泛，可以用千#宇"着"一寸jau时r，、"歪犁Ij"…吐daw、"见"

…卡j且i拍n c:ì遥恿常不如"了"勺)，或者词尾"着"寸，看个另别4方言陌定。锅如: "我碰到一个船友"

幸际运准盟语就要用"碰着〈了)"纱气、"碰到〈了)" . d缸aw (1eω〉或"碰见(丁〉户"，而一定不用一dao.

要是真的把一个崩友跌f到了，就用一dao ， (写作"倒勺，就是一个普通单稳甩的结果补语，

在标准国语中姐上词尾"了"，成为: "我碰倒了一千朋友飞在那些方言中，"到" -dao 作

为词尾的例子豫: "请告:坐到!"等于标准国语说: "请你坐着!"

这种混潺的情形有一个原西，就是西南官话大部分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跟广西、

湖北、梅甫的一部分〉都组跟林准国语上声相当的一类同源芋，读成中降调[42]，于是昕

起来就镰国语的去声 [51 ~J 。但是西南地区的人学北方语的上声肘，就把他们的中梅谓改成

{革开调，结果整类的字发音都变了，钮捂土头这个特别的例子在内。于是"找不

着" jao . bu才aur 或"找不到" jao . bu-daw 就说成"找不姆" jao . bu-dao 了。

赵先生的意思假乎是说，西南宫话崩作补语和词尾的"C:亏重到IJ (f倒到) "本宇j是圣"轰r

i读卖为上声是囡为说西南官话的人在学北方语时尊致调类遥潜的结果。

更早的时f锻匮，雷利 (Re叮yCha蹈rlesρ) (门1937竹)也注意到赛话的动词后呈室呈成分‘"‘哇牵到H俨"由的守声谓问

题 G 据窗刹记录的语料，客家话里"到恃用作勘毒动#词时读上声的"气tao扩"如"学得到

得到"。作为动词剧读去声的"气ta'矿ο" ，如 M前臼正来到"、"送信到邮政局"。萄牙可强谓:

"我在我的辞典里助动词、。'写作 4醋'，我在这里得指出，那样写不对， ‘倒 P 字只

用来表示 6颠filJ'的意思。助动词6到 tao'和动词任Ú tao'是:在成两个不同声谓的同一个字。

此外，还有些地方不分，崩动词 6到'和动词 '~U'都读作去声的 'taO ' " 0 9 显然雷利
也认为客话作动词启置成分的上声 "t惚ao" 本宇是去声的 u到"，不应写作"倒

此夕外卡~，李永明〈门19饨88扣〉在在启诙到 1脑悔武方言持续体标记"到"时指出: "哇号'相当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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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的词尾‘着'。 ‘到达'的‘到'在临武方言中念去声，……作为词尾的‘到'，念

上声，……与 6打倒'的‘倒'宇同音。本来也可以写作 6倒'，但本地人觉得写作 6倒'

字不可理解，他们习惯上用 4到'字。"

2.2 逻辑上，要证明南方方言虚词"到(倒) "的本字是《广韵)) "都导切"的动词

"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能够证明作为虚词的"到(倒) "跟《广韵)) "都导切"

的动词"到"具有意义上的源流关系，而跟《广韵)) "都腊切"的"倒"不具备这种关系:

2.应该说明虚词的"到(倒) "发生声调变化的原因。

关于1，雷利(1937)、林英津(1993) 以及李蓝(1998) 均有所涉及。雷利( 1937) 

提到，客话的"倒"只用来表示"颠倒、倒置"的意思，把读作上声的 "tao" 写作"倒"，

"意义上说不通"。林英津(1993) 认为，根据客话的常态音韵规则，上声的 "tau3 " 虽

不妨写成读上声的"倒"，但字义相远，而且无法从汉语史的发展上求得佐证。……反而

是从语义及语法的功能看来，上声读的 "tau3"显得和"到"密切相关。李蓝 (1998) 指

出，大方话中的"倒"有上声和去声两读。上声"倒"可以用作动词，如"倒F去" ;可

以加" "到"表示处于倾斜状态，如"倒 c到的"。这些用法跟大方话中用作助词的" "到"

没有什么关系。而后者的用法跟北京话的"到"有部分的重合。

关于 2，林英津 (1993) 和柯理思(1995) 作了解释。林文认为，客话上声" "iU" 本

宇即是去声的"到"。 "‘到'有上声一读，可能为一区域特征"， "以声调的不同区别

实词‘到'和虚词， "到'。"柯理思(1995) 的结论与林文不谋而合，并认为客话"到"

由去声变为上声，是一种虚化手段:用语音分化来区别实和虚。有意思的是，柯文还举出

其他方言(或语言)里平行的例子，现转引如r:

临武方言(李永明 1988) 里，动词"起" (本音 [k'ilJ )和持续、进行貌词尾"起"

(变为 [xilJ )声母不同。另据张华文(1991 :422) 的描写，昆明话里的"得"也有变读，

做动词或结果补语念本音(阳平)，做完成态词尾时念去声，做进行态词尾时念阴平。张华

文论文分析，这种声调的变化是为避免歧义，因为"得"的三种用法都出现在动词后，环

境相似。与客家话更相似的是江西的宜丰话(赣方言): "正"，除了读[ ，;;t8nJ 以外，在动

词前读[，;;tanJ (本音，自读)表示动作刚开始:在动词和宾语之间读上声 ["tanJ ，表示动

作在进行:在动词后读阴平[ "叫，做结动词表示"动作结束"，后边还带"了" 0 J. 

Matisoff (1991) 在归纳东南亚语言虚化现象的各种类型时举自茵的词尾 "tau" (表示可

能，放在动词前就表示完成) ，说这个词与不同声调的动词 "taus" 有关，叫它

"morphotonemically related ‘ allofam' "。

2.3 对比、分析方言共时资料也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南方方言虚词"到(倒) "的本宇。

首先，对比不同方言虚词"到(倒) "的声调差别可以为我们确定某些方言里上声或

轻声的虚词"到(倒) "的来源提供旁证。根据本文第一节的讨论， "到 (f~j) "的每一

种用法在南方方言里均有不同的声调:

假位补语 上去轻

完成体标记 上 去 轻

持续体标记 上 去 轻

进行体标记 上 轻

补语标记 上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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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体栋记为例。提据李如龙、张现庆( 1992)，普通话"坐着吃"的"藩"，客

赣方言 34 个点中有 26 个用 u倒"，其中长汀等 9 个点读去声，赣县等 8 个点读上声，永

新等 9 个点读轻声。轻声的 u制"本调不明，回然难以确走其本字，但去卢的"叮{倒到"本宇

应i该衷是

以另夕外卡一挫方言盟上声戚轻声的"歪到ti (f倍偌势黠~) "的本字是去声的"董r俨，使有了旁i证正材料。

其次，比较同一方宫里动词"自"和虚词"到(制)蝉的共时照法往往能显君王若之

间的语义联系。而远种语义联系为我ffJ探求虚语"野<1，到) "的来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南京适(刘丹青 1995) 的#到"作i冒语动词读去声，作趋向补语时有去声和轻声商渎，

作动相补语时有去声和上声部读:而作为持续体标记曲 "f到"，副i卖近假去声的轻声。那z

到 z ①动词 去声 [t::>044J 客人到齐了

②毡冉补语 去声/轻声 这场电影要放到半夜

@动相补语 去声/上声 [tooll
] 体不要躲，他已经看到了

制z ④持矮体标记 轻声[ . t0044J 椅千到马找马

南京话"挺"的三种用法跟普通话一致，但声谓有所不词。南京语"到"作趋向补语

和动桔补语时均有两读，这一现象说明该方宫里当"到"作为瑞词后置成分时，其声调己

拴于音变之中，商这种音变的发生显然是为了区另IJ "到"的语法功能，我们(吴描样 1997费

1998a, 1998剖曾经指出，汉语的体标记以及部分方言的补语标记均来自动相补语，下西

我们坯会看到，历史语法里表完成、持搂的"到"也是来自动相补语。所以南京谓的叫到

④"应i真是由"黯③"演变雨来的。而南京话叫到"读作[吨。。叫，说明其本谓是去声，那

么在音韵上也能证明"倒④"的本乎是"到"。

与南京话的情彰大体平行的是蒲听方商〈陈有'国 1989 ): 

到主 ①趋向补语 去声 [tau2J3J 坐到床上去
②动相补语 轻声[ . tau2J3J 总风希到，各得要死

@摄位补语 轻声[ . tau2J3J 他开得车到

@持缤体标记 轻声[ . tauJ 台上坐到主席团

蒲萌方言"到"作趋向补语时读去声本瑞:用作动相补语著口假拉补语时，由于 u到"

开始璇化，其声睛也相应地轻声化。当用作持续体标语时， "到"已变为纯粹的轻声。

长汀客语和茶棱赣语(李如龙、张双庆 1992) 期作动相补语的‘毛到"跟用作假位补语、

持续体标记的"倒"读音相圈，均为去声z

-K:H: 
至U: ①动相补语

倒: ②假拉补器

③持续体标记

荼段:

去声 [t05 J
去声 [t::>5J

去声[t::>5J

得渠精封哩

搞涎唔倒

坐倒来食

至U: ①动相补语 去声 [to5J 得采传到了

最IJ: ②假拉补语 去声 [to吁 哄我唔倒

③持续体标记 去声[ω5J 坐倒噢

长汗、茶陵的

栋i记巳来摞于动梧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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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酶巧家方言〈李森廷 1989) "到"件为述语动词、越南补耐均读去声。动相补i吾可

以用去声"到"，也可证用上声"倒"。持载体标记和进行体标记埠黯上声"倒"@部z

到1 ①述语动词 去声 [tao2J3 J 考掉试就到昆唬珉，
②趋向补语 去声[tao213J 老百姓……从这黑背到那里……

@动相补谛 去声[tao2l3J 看到粪也没背

位d: 上声 [ta053 ] 咋个昨天没见倒仲、/;不要让小偷捞倒色色

@持续体标记 上声 [ta053 ] 坐街吃

⑤进行体标记 上声 [ta053 ] 吃倒饭

巧家方言"到"的三种用法跟普通运一致。提别是前者"剑"作动裙补话时已有上声

一读，影成上、去再满弗存的格局。离之声一读的出境显然是为了眩射语法功能。坚

吕串王动相补谛进一步虚化成持鳞体标记辛和日址行体标i记己时，由去到上的声调变化也睡之完成。

假如我们捏抖时语法变弄着非是历时语法演变的一种挺射，那么巧家方言的"到"和

"倒"能五种用楼正是以共时的形式体表了一个连续的历时演变的过程。这五种用法的故

向衍生正好跟历史语法里进行体样记"着"的语法化过程(动词〉是自补诺〉动相补语〉持

接体标记〉进仔体标记〉相平仔〈详晃 3.2)。类般的情形也见于云南大关方言(张棋庚 1990):

到: CD述语动词 去声[队0213J 雁到泸州吃早饭

②趋向补语 去声[tA0213J 走到大关城
③动扭补远 去声[tAo213 J 磁到老丈人

上声[队。53J 一般头的药书半截少说 c到这种蛇麻

倒: @锻位补语 上声[tA053
] 去不去得棋?

@持续体标记 上声[tAo53
] 抱倒娃儿

@进f子体标记 上声[tA053J 说倒 i 吃倒|洗倒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把上琐的分析一一施之于本文所捞及的方言。综上班述，我们

认为，如果能排除字形的干扰，着蓝从语意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找们会发现南方方言虚

词"至tl (倒) "的各种用法均未摞于"苦苦挣切"的动诵"到"，而某捷方言"别"有上声

戒轻声的声调形式，旨在区别语法功能以及语法化程度。

二三 露万万亩黑虚语"到(倒)"各韩黯法的来源

在这…节里，我钉将3号事历史语黯中动词"到"的语法化过程，并据i注来判烧现代离方

方吉里虚词"到〈结D "的诸种用法的来源。

3.1 "蛋"本是"至"义黯词((说文·交部头 "到，至毡，从刀声。" <<广韵·号

韵)): u主导，至也。……蕃导切。" ): 

(54) 眠义-iL式，靡过不到。{在诗·大雅·韩提))) I 今君到楚黯品受象床. (((战黯

策·齐菜)} ) 

汉魏六朝时期， "到"开始用在另一动谓之后充当地向补语z

(55) 乃持做盾如剖营。( ((史记)} 654 页) I 猾、猿便从，负到中道. ({{生经}}) I 菜生是

记，复进挺直最煌。( ((法豆豆传}}) I 白相谓言"我等诸姆和上柏承巳来，表克汉

道人来至4此地。" (又) I 阿阐世王即自产驾，将众士追到河上。(义}

这一时爵的趋向补语"到拧通常只见于"动词+到十处所宾语"格式， u到"前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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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一般是越南动词或含有"[位移户义的动词，后面的宾语只摄于表示位移终点的处庚词，

整个"动词十到十处所宾谱"格式表达主体或客体通过某种动作能达到某一处所。在这一

格式里， "到"的盘义剥功能是表示物体的空岗位穆方向，陀砖引出动岗的处所宾话。

唐五代文献庭，趋向补语"到"的用管才有所增多，用法也有一些变化:

(56) 齐头送到基门弱，分得钱财各头散。低玉梵志诗·生时不共作荣华盖) I ~于到食
店前，不敢暂田面. ({{寒山子诗集·个是))) I 诸如i县准柿牒堵坊诸乡占比僧尼s衣

足，将到州.!县尽焚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 4)

(57) 乾言强语，千祈万求. "通融放到明天，还有些接束Á( 修)， (创立边交文集》

250 英) I 这个儿子养来到十六，并不曾丸他，话语。(({祖堂集》卷 3) I 潜逃
到下官，饮乃不尽。( ({搏千山窟)) ) 

这…时期"功词十到"卡宾语"格式里的宾语不再限于处所，时间词以及指人名词都可

以在宾语位置仨出现〈如例 (57片。这类"动键十到十时间词/指人名i莓"格式的存在，说

萌唐五代趋向补语"到"的功能已由江魏六朝时黯单纯表示物体位移的处所发展成楚表动

作渺及的对象以及动作持续到的时间。

费五代时期"剖"用法的另~个变化是，在有些用例中作趋向补语的 u蛋IJ" 前的动词

PJ弘直接与后面的是所词搭配，持成功宾关系，并不摇要"到"来引进处荷词。例如:

(58) 过妈第四隔中亦无，持荒第五践中 i碍，亦i草元，。过到第六隔中，亦i莲无骨提夫

人. (({敦煌究文集)) 133 页)

在这种情况下， "动海+到十处所宾语"格式内部的语义和句法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语义七"到"和处所宾语的联系趋于减弱，而草草达语动i司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应， "羁押

也辑步具有了表示动作实现或有结果的意思。再进一步，"到"摆脱后面的处所词而以 "y

到"的形式刷碗，这时"到"就变成了表示动作实现或有结果的动栩补语:

(59) 十五日。主主府，到万年县，府家差人送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的 i 不

如快送凡弟，送到便来如舍。( ((敦煌支文集)} 397 页)

在个别例子盟，用作动相补谐的"羁押还可以旦旦动词组成 "y 到"，直接加在体词性

成分之前作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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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的精(咋〉夜念经，更不是别人，即是新买到贱奴念经之声，付款·边交文集去 177

页〉

这类由 "y 到"作主运语的锦正结构 "y 到 NP" ，唐宋以启通常代以 "y 到蔬/的 NP" : 

(61) i在绩是他接到的妻，至如今二十春， ({{元刊杂居二十种)) 763 J需〉

宋代， "到押继续大量使F踊§ι，间时

用作鹉向补i语杏仍是末代"到"的…个基本用法:

(62) 才入到 i丁，举身自扑。仅大唐二.藏取经诗话》第 1 7) I 一日日，一时时，远到

腊八夜，自在上错安居第( ((展堂和尚语录)}) I ({!ff-道》部只说到道，元未得到

《葫铭》的意思。仪河南程氏遗书》卷工) I 伯暴不信，运来又说到《议书孔

( ({朱子语类P 卷 30 ) 

(63) 学者能做到格物知至处，此是八九分以上了。"朱子活类》春 31) 1:不可才看

一段便就这一段上要思受到极、接寻见操头处。(又，卷 29 ) 

句唐五代相比较，宋代趋向特语"到"的用法有费显的变化:不但表示物体到达的处所、



动作持续羁的时间以及动靠涉及的对象〈如剖 (62川，菇，且还可以若是乐动#涉及的那躏或

达到的程度〈如割 (63)) 。

宋代"到"用作功相补语的棋子校辑五代明显增多 z

(52) 如远嫌号软，司必怒，取到镇:g 号交拽。( ((刘如远法官调}}) 1.;卡与盖等留琢ýi'!

十日，使宣抚司在到赏本银绢二十万在码φ( ((茅备自序))) I 国相曰. "己作图

书了 f 命左右取到，现传与. (((靖康大金山甜革前和议求别 i 曾于父子之学

吉拉反，一足从下做到，一是从土完，得. (((来子语类》卷 29) I 及持到书，邻

黑惊异. (((景捷、传灯录)) 561 页)

"v 到"周作烧语的钩子也较庸代常克z

(53 )又耶律蒙执到文字内，有"以石长域为界"，于地界第一册内签出。(((乙押入闺

奏请))) I 然当时已将上京拉黯大辽乐工到于是外，奏曲择筋。(({茅斋自序)) ) 

i 二二十七日间五分锦来起宿苏州i次，见走马者数萃，皆夺到南军刀枪鞍马者.(又)

|仍将出所受到御前金字肆文字一纸，系令韩世忠将车带军马碍， ... ...。仅靖康

大金山西军苦和议录)) ) 

宋代"到"用法最重资的变化是在动相补语的基础上发展成表完成、持楼的体助词z

A 樊明日，提京豆豆到汉儿官牛稳充接伴f史，这燕京门外. (((茅斋台叙))) I 朝廷捧到

圣赞割子，巳革沈括等克国传使，往北朝面陈分画地品事理。( ((乙卵入国奏请}) ) 

|巧候自出官己来，立到战功，所至今来宫资，即不曾有分毫过犯。( ((..!. i在首岳

侠状))) I 臣软复到襄阳、晴、郡王ýi'!. (岳飞: ((条县襄阳、 F费、罩在二郡防守状别

B 樊师曰"向佳梨口罩著到得么? " (((景德传灯录)) 465 页)

A 英的"v 削"我"v 了"，表示动作己经完成或实境。"到"前的 V 吁以是"获得"义瑞词，

也可以是才非七卡‘‘亵得"义功询，可见这类例子里言揭皆号?‘

实现/完成的体黠i词每ι铃

E量用件动相补语的"到"一样，宋代表法完成/实主髦的体助词"羁押也可以眼动搏一

起，力日在体词{变成分之前充当定话:

(66) 元，炸差到接官萧团炼f史、李少监欲来柏克。( {(鲍兴甲寅遇和录)} ) 

B 类的"著到"是"放着"的意思， "到"表示"帮"的动作完成以后，其结果作为

一种状态保存 F来并持续下去。"到"的这类期法相当于现代汉语持镀体标记"精"

"到"表示究成、持续的用法在宋我此较少见，宋代以局也只能先到少数例子，~丽

的倒 (67)、怡和分别引岳曹广艘(1997) 郭文目丹霄( 1995): 

(67) 见禁辞理患病数多，每上下半月差到能工诊卉。(((元典章·刑部)} 2) I 球与招

状，不合先为妻司讲娇与晴、工适奸，立到生死，文字，不曾告官。(又，的|卢

元甫被盏，捉获到践人禹王，囚官审定剌靳了当. (又， 11) 

(68) 和尚配着眼，要拉到他跳河. ({{儒林外史)) 54 部)

宋代的动相补语"到"也可现用在能性述补结构里做可能补语2

(69) 成问圣知。先生曰"知是如得到，蚤是行得到." (((朱子语类》卷 38 ) 

到了元代，这类可能补语进一步棋变成假位可能持语z

(70) 哥哥，你明日吃甚末，古自忍不到那十分饿。( ((志刊杂剧二十种·紫云亭第二三

才斤)) ) 

41 



"忍不到"在"忍不了"，表示不具备实现某种收态的可能性。

上述有关"到"语法住过程的撞述可概括如下:

/完或钵标追

至Û: "至"义动i毒〉路;每补语〉 动相补语→持按体标记

、假位补语

功栩补语是

搜体林i阳巳和假位补语。决定"到"不同演变方向的应该是动相补语"到"的句法位置。

致说来，功相补语"到"用在动态功词后逐渐变成完成体标记:划在静态动词后渐次变成

持接体都记，币当动相补语"到"用于能性述补结局时期演变成锻位补语。

3.2 以上关于"到"语法化过程的举棋手IJ分析，可以帮助我ífH益明南方方言患语"至Û

〈能o 押各种用法船来涯。西为在所有蹲自到〈如tl)"表达虚i选用法的方宫里，"到〈销) " 

都可弘问时刑作动相补语，因此我钉在JI>>.肯定，这些方言:在"到〈倒) "所具有完戒体标

记、持续体标记以及瑕位补语等服措都来自动相补语。即:

/完成体标记

到:动相补话→持续体标记

、假位补语

西海宫谓"可俨表达进行体的嬉楼应来自持续体标记。产生的过程大概是z 动相补

语.. cJîIJ" 首先在静蒜动词后演变或持镀体辑记，然军主这一持楼体标记甩在动态动鹊起，

于是"可Û" 就由持续体舔记进一步演变成进行体幸运记〈在P: 动相补语→持续体标记→进

行体标记〉。这一演化过程跟历史语法盟进行体辑记"着"的产生途径颇为相制(详下)。

粤语和客话的补语标记"到(倒)"则来自动相补语或完成体林记。广州和香港粤语，

梅县、 j辜城以及平远客话，南宁平话等方宵恩的"到(倒) "不用作究成体标记，这些方

言里的补语标记无疑源自动相补语。新2适应号谐、桃园客话等方宫里"别〈倒) "兼作动相

补语和完成体标日，这些方言里的补语辑记"到(督书"是摞于动相补语还是完成体标记

难以判颤。本过，鉴于这些方言票本有专门的完成体标记， "到 (f到) "只是在有些情况

F具有表达完成体的培法，理虞我1fJ1境;趋于认为这挂方言呈的补语标语"黠〈能) "来摞

于动梧补语。现在把南方方言的"到〈倒) "的诸种用法的来摞列成一个潜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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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位补i吾

/持续体标记〉进行体标记

到: " "义均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话→究成体标记

、↓*

补语标记

李某些方言垦的补语标记"到〈锚) "也有可能来自完成体标记。

上述"封〈篱) "能Z室住器系藏从历史语法中翠察到的"着好留演化路较接为梧{琪z

/假位补语

着(著): <ó酣着"义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谛…→持锥体标记〉进行体标记

、完成体标记〉补语标记

下面按"若"的用法依次各举一例如r:

(71)风行而善于土。( ({左传·庄公 22 年))) I 可掷着门外。( ((世说解谱·方正))) I 



又今普寂禅师在高山竖碑铭， ... ...不见着能禅师。( ((神会和尚语录))) I 余时把

著手子，忍心不得。( ((游仙窟))) I 如见阵厮恙，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元

二，莫使回头始得。( ((朱子语类》卷 121) I 把笔颠倒勾著，语颜曰"你合寿

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终也。" (((敦煌变文集)) 686 页) I 似这等官人，下

营打着人立怅房，逼着军办马料。( ((皇明诏令))) I 俺两个如还厮撞见，使不

着巧言花语。( ((元刊杂剧三十种任疯子))，第一折)

很显然，历史语法中"着"的语法化历程为我们对虚词"到(倒) "诸种用法的来源

所作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3.3假如上举南方方言"到(倒) "的虚化谱系合于事实，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引出儿

个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推断:

3 .3 .1 如果某方言用"到(倒) "做持续体标记、完成体标记、假位补语，或者用作其

中的一种或两种，那么该方言也一定用"到(倒) "作动相补语。

3.3.2 如果某方言用"到(倒) "补语标记，那么该方言也一定用"到(倒) "作动相

补语或完成体标记。

3 .3 .3 如果某方言用"到(倒) "作进行体标记，那么该方言也一定用它作持续体标记。

就我们所接触的方言资料看，上述结论是没有例外的。

四余论

研究汉语音韵史的学者相信，历史语音演变的情形通常会在现代方言里有所体现。因

此排比、归纳同一语音单位在不同方言里的语音形式，可以"构拟"该语音单位的历史演

变过程。正因为如此，音韵学家所做的古音拟测总是以现代方言的音韵资料为依据。

本文在讨论南方方言虚词"到(倒) "的用法及其来源时，也是基于与音韵学家相似

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样的一个语法成分在不同的方言里所具有的种种用法往往能体现该

语法成分的历时演变过程。而同一语法成分在各个方言里所表现出来的用法上的差异本质

上也反映了该语法成分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时间层次和演变阶段的差异。本文的讨论或许

能让我们观察到，作为动词后置成分"到"是如何在不同方言里逐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虚

词用法，以及某些方言是怎样运用语音手段来区别、标志"到"的各种功能和用法。

方言语法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语法研究成果的利用和借鉴。历虫语法的研究对方言

语法研究的帮助，不仅表现在前者可以为某些方言语法现象的来源提供直接的答案，而且

也体现在历史语法的研究成果能为方言语法史的研究提供相应的语法演变的规律或模式，

运用这些规律或模式，某些方言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产生过程能够得到有效的说明。举例

而言，西南官话"巳到"标记进行体的用法不见于历史语法，其来源我们从历史语法里无

法找到现成的答案。但历虫语法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的进行体标记"着"是由

持续体标记发展而来的，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西南官话用作进行体标记的" c到"来源于

持续体标记。又如历史语法的语言事实表明，表实现/完成的体助词或动相补语，如"得"、

"取"、"将"、"着"、"来"、"了"等，都有一个向补语标记模化的趋势和规律(吴

福祥 1998b)，据此我们也可以确信，粤语及客话里用作补语标记的"到" (倒) "来源于

完成体标记或动相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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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注

1 这个分类表参考了柯理器( 1995)。

2 关子动相补i苔，请参赵元在 (1979) 以及灵福祥(1997. 199事后。

3 闽语一般不谓"到"而用方言词"道"。作为动词以及动诵的后盟成分，"道"跟普通话的"至tl" 在海义

和用法上大体平行。

4 Dummy potentíal conplements，吕淑湘(1979) 译为"像f是可能补语"，本文按照一般语言学的译法，改

为"假位可能补语"，简称"般位补语"。

5 黎平和红安的资料引自柯理屈、 (1998) 。

6 安庆、搁城、纵阳及怀宁〈海口镇〉等地的资料自笔者调查而得。

7 号!白相理恩 (1998)

8 辈革先生原书用Ii度标记法标示字涡。为方便计，本立在号i倒时改府数字标调法标示 "tau" 的调号，其

他字的调号→律省路。

9 雷和u (1937) 的费料转引自何理思(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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