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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方言的否定词和否定式

李如龙

闽南方言的否定词比普通话形式多，相互间的对应不甚整齐，在句子中的用法也有不

少特点。本文讨论的闽南方言否定词和否定式限于闽南本土的厦泉漳地区。

一独用否定词

所谓独用否定词是单音节的能单用的否定词，也可称为基本否定词。这类否定词在闽

南地区普遍通行的有 5 个，局部地区和场合通行的 3 个。

1.1晤 [m6] 1 

1.1.1主要用于否定主观意愿。单用来回答问话时常常带有语气词，但并列对举时可以

不带。在普通话里，以下各种"晤"的说法都相当于"不飞例如:

(1) 汝卡去唔?一一-唔啊，我唔去。你去吗?一一不， 我不去.

(2) 急 l、倒去唔?一←-伊卡我唔。你们回去吗?一→也田成不回.

1.1.2 有时也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前面表示对事实或状态的否定。若连用插入双音词则

表示否定语气的加强，若分别加在反义形容词之前则表示适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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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册唔是伊的。这本书不是他的.

(4) 安呢讲唔着。这样说不对.

(5) 因小弟号做什么我唔知。他弟弟叫什么或不知道.

(6) 许张像画了唔亲唔像。那张保画得很不像样.

(7)伊归日都唔欢唔喜。他整天都很不高兴·

(8) 唔大唔细拄仔好。不大不小同怖。

1.2 无 [bo2]

1.2.1 用在体词之前，否定领有和事物的存在。例如:

(9) 伊有几弟，无姊妹。他有几弟，没姐妹，

(10) 家里无猫，鸟鼠翘散。山中元老虎，猴子称大L

(11) 下昏元酒通琳。晚上没酒可喝.

1.2.2 有时也表示不具有充足的数量和应有的程度。例如:

(12) 伊倒来无两三日。他回来没两三天.

(13) 我无汝的大胆。我没你大胆.

1.2.3 用在谓词之前，否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也否定主观意愿和某些习惯。例如:



(14) 汝元讲我拢，唔知影.你没说，我.都不知道，

(15) 衫裤无凋，着阁曝.衣服没千，得再瞄晒.

(16) 红的花四常无芳.红的花常常不香.

(17) 伊无爱听好听话。他不爱听好听的话.

(18) 我无食黄.我不抽烟.

1.2.4用在谓词之前，也有表示量度的。例如:

(19) 伊平常时无啥讲话.他平时不怎么说话.

(20) 秋茶卡无泡.秋茶不经泡.

1.2.5 有时离句独立，对答时用来否定对方的意思。例如:

(21 )汝明旦日卡出差?一一元，我唔去。你明天出差?一一不，我不去了.

上例中 (16)-(21) 普通话用"不"不用"没"，可见普通话"不"用得多，闽南话"没"

用得多。

1. 3 栋 [bueJ

泉州音读阳上调，漳厦音读阳去，应是"晤解"的合音，"解"， <<广韵)):胡买切，晓

也。闽语的意义扩大为"不懂、不会、不能"，是很常用的否定词，这里的合音是不可能还

原的合音。

1.3.1 通常用在谓词或谓词性词组之前，用来否定具备某种技能或办事能力，在普通话

大概都说成"不会飞例如:

(22) 我始拍桌球.我不会打乒乓球.

(23)伊始晓得讲普通话.他不懂得说普通话.

(24) 汝枪晓讲话，不离得罪侬.你不善于说话，常常得罪人.

1.3.2 也用来否定可能性和预料即将发生的事。例如 z

(25) 我看伊始来.我看他不会来了.

(26) 即项事际伊始唔知影.这件事他不会不知道.

(27) 伊度汝始骗得.他是你骗不了的.

(28) 敢抬乞侬掠去.大概不会被人抓走吧.

(29) 臼暗唠，伊始来唠.天黑了，他不会来了.

(30) 油了唠，车开始行唠。油完了，车开不动了.

(31) 始要紧，加两日就好了.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

(32) 始做得安呢做.不可以这样做.

1.4 未 [be6]

通常用在谓词前表示对已然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没有"。一般不单说，离句独立

时常常前连副词"也" [a] ，或者后连语气词"呢" [niJ ，或者既加副词又加语气词。例如:

(33) 掠叫伊也未来呢。我以为他还没来呢.

(34) 未呢，车阁未开呢.没有呢，车还没开呢.

(35) 未曾二寸水，就卡爬龙船.没有三寸水，就想划龙舟.

(36) 未到，声先到.未见人影，先闻其声.

1.5 免 [hian3]

单用或置于谓词、谓词性词组之前表示对必要性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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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例如:

(37) 晴的会汝免去参加。下午的会你不必去参加。

(38) 免等伊，伊家自会来。不必等他，他自己会来。

(39) 我的意见汝免共伊讲。我的意见你别告诉他。

(40) 我口 [tshua6] 汝去一-免唤，我知路。我带你去一-不用了，我认得路.

1. 6 太 [tai5]

用于劝说的否定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别"，通行于厦门，另有相同剧法的"艘" [mai6] 

通行于漳州，"莫用" [bo?8 Î:)IJ5] (可作合音 [b:lIJ5-3] )通行于泉州|。

(41)雨浩水滴，拆元车票，着行山路，无太去啊。下雨天买不到车票.得走山路，要不就别去了 e

(42) 许款侬，耀甲伊交朋友.那种人别跟他交朋友.

(43) 太用番椒，我无食辣。别用辣椒， 我不吃妹.

(44) 太去啊，简着一直请我食酒?算了，怎么老要请我喝酒?

(45) 莫按安呢七说八说好唔!别这样胡说八道好吧!

(46) 莫用，咱[lan3] 莫用去。别，咱别去。

二合成否定词

闽南话还可以用独用否定词与其他词或词素合成多音否定词。

2.1 用"晤"合成的否定词

2.1.1 晤免 [m6-5 bian3] 

不是"不免"而是"免"。如上文所述，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必、不用"。二者用法没

有区别，在语气上"免"略为生硬，"晤免"比较随和。

2. 1.2 晤通 [m6-5 tangl] 

也可合音为 [mangl] ，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可以、不能飞表示情理上不许可或客观条

件上的不合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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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即两日我无闲，叫伊唔通来。这两天我没空，叫他.ll'!来.

(48) 小弟子咧困，唔通吵。小弟弟在睡，月1)吵.

(49) 老侬太览唠，一好唔通开刀。老人太衰弱了，最好M开刀.

2. 1. 3 唔是 [m6-5 si6] 

否定的判断，相当于普通话的"不是飞例如:

(50) 惩拢是北京侬?一一伊是我唔走。你们都是北京人?一他是我不是.

(5 1)我记得口吾是对即先行.我记得不是从这儿ι

2. 1.4 晤挂 [m6-5 dí?8J 

否定意欲拥有，相当于普通话的"不要"。例如:

(52) 水仙花卡控也唔挂?水仙花妥不要?

(53) 大粒的卡捏，细粒的唔经.大的要小的不要.

2. 1. 5 晤八 [m6-5 pat7] 

表示"不认识"或"不曾"。例如:

(54) 因示大侬我唔八。他父亲我不认识.

(55) 我唔八去着台湾.我不曾去过台湾.



2 . 1.6 晤若 [m6-5 na6J 

用于谓词或体词之前，相当于普通话的"不止、不仅"。例如:

(56) 一斤唔若八角.一斤不止八毛钱.

(57) 唔若无了本，也阁有趁.不仅不赔本，还有赚的.

以上用"晤"合成的否定词和"晤"一样，在普通话都可说成"不"。可见闽南话的"晤"

和普通话的"不"是完全相对应的。

2.2 用"无"合成的否定词

2.2.1 无影 [bo2-6 iã3J 

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也可单用，是对事实的否定，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没的事"，

和普通话里作为体词性成分的"没影儿"不同。例如:

(58) 汝升官唠是呢?一一无影，七讲八讲.你升官了是吗一仕的事， 胡说.

(59) 伊昨昏无影来阮兜。他昨晚没有到我家来.

2.2 .2 无啥 [bo2-6 siã3-1 ] 

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也可单说。表示对程度高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没什么，

不怎么"。例如 t

(60)路中无啥通食.途中没什么可吃.

(61) 即款花无啥芳.这种花不怎么骨。

2.2.3无偌 [bo2-6 lua6J 

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也可用于体词性成分之前.不单说。表示数量不多，程度不高，

在普通话说"没多少"、"不怎么飞例如:

(62) 争差无偌钱，太合伊讲价啊.相差没多少钱，别向他还价了.

(63) 即帮做了无偌好势.这次做得不怎么好.

2.2.4无通 [bo2-6 thalJ 1 J 

不单说，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表示对客观效果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没得"、"未

能"。例如:

(64)现主时诚实无通作息就无通食.现在真的没得干活就没得吃

(65)有什么消息伊也无通共我讲.有什么消息他也不肯哥城说.

(66) 车路开过来就无通清静.马路通过来就不得清停了.

(67) 许号后生家就无通嫌。那种青年就没得镰弃了.

2.2.5 无定着 [bo2-6 tiã6-5 tio?8J /无范 [bo2-6 ban6J 

作否定副词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表示对确定性的否定。相当于普通话的"不一定""没

准儿" (用作词组时"无定着"意为"不安定"， 66无范"意为"没有样板飞结构和意义均

不同，不在此例)。例如:

(68) 日暗唠，伊无定着唔来唠。天黑1 . 他没准儿不束了.

(69)有侬拍门，元范是伊来.有人敲门，不定是他来1.

2.2.6 无要紧 [bo2-6 iau5-3 kin3J 

经常单说，也说"给要紧" [bue6-5 iau5-3 kin3J ，相当于普通话的"不要紧，没关系"。

(70)度我知无要紧，我始过啄.让农知道没关系，貌不会传话.

(71) 始要紧，面顶出我去讲.不要紧， J二面由我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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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无管 [bo2-6 kuan3-1 J 
用作连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不管" (也用作偏正词组表示"没管"，不在此例〉。例如:

(72) 元，管怎样无闲，汝也着去.不管怎么忙，你也得去.

(73) 元管好歹，该做就着做.不管好与坏.该做就得做.

用"无"合成的否定词和"无"一样，在普通话有的说"不飞有的说"没飞可见闽

南的"无"用得比"晤"更广泛。

2.3 用"蛤"合成的否定词

2.3.1 蚀得 [bue6-5 lit7-8J 
不单用，用在谓词之前表示对可能性的否定。相当于古汉语的"不得飞普通话则说"不

能"，或在动词之后说"不了"。例如:

(74) 出大水波船拾得过.发大水，波船过不了.

(75) 实在无谱，度侬看始得去.实在没懵儿，让人看不过去.

"胎"还可以跟一些单音动词组成三音节的复合否定词。表示与此相近的意思。例如:

(76) 则久无闲，拾得通去看你。这阵子忙，不能去看你 .

(77) 即久去拾得赴开车.这时去赶不丰开车了.

(78) 侬客伤多，招待拾得是.客人太多招待不过来.

此外，"始得"还可以插入许多单音或双音动词构成"婚 V 得"的固定结构，相当于普

通话的 "V 不得飞例如:

(79) 煮无熟始食得.煮不熟不能吃.

(80) 曝无雕始做得种.蝇不干做不得种子.

(81) 即号事际度汝始拍算得.这种事，你无法算计.

(82) 旧年的事际始记得了啊.去年的事会都不记得了.

2.3 .2 婚晓得 [bue6-5 hiau3 litO J 
说快了"得"可省略。用作动词表示"不懂"，也用作助动词表示"不会飞例如:

(83)伊八淡薄仔字，始晓写批，他识得一些字， 不会写信.

(84) 汝共伊讲半日，伊拢始晓得听.你同他说半天他都听不懂。

2.3.3 始做得 [bue6-5 tsue5 litOJ /始用得 [bue6-5 ing6 litO J /始使得 [bue6-5 sai3 litOJ 
可单说，表示不行，也可用作副词表示"不能"。"始做得、始用得"各地都能通行，"始

使得"通行于漳、厦，泉州因避讳一般不说。在句子中说快了"得"都可以省去。例如:

(85) 办公室咧始做得食素.办公室里不能吸烟.

(86) 勿会用得，汝始用得去.不行，你不能去.

2 .3 .4 始讲得 [bue6-5 kong3 litO J /始说得 [bue6-5 臼?7 liω]

可单用，也用于谓词性成分之前，相当于普通话的"说不定"。 66始讲得"通行于漳厦，

"姆说得"通行于泉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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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下昏始讲得会落雨.晚主说不定会下雨.

(88) 船始讲得开去唠.~说不是二开走了.

2.3.4胎比得 [bue6-5 bi3litOJ 

可单用，更常用于比较句。相当于普通话的"不能比、比不上"。例如:

(89) 我合伊始比得.我向他不能比.



(90) 伊会趁钱，我始比得伊.他很会赚钱，我.比不上他.

从上例可以看到"雄"构成的否定词不但数量不少，而且意义多种，结构多样，也是

闽南话所特有的。

2.4 用"未"合成的否定词

2.4.1 未是 [be6-5 si6] 

老派音亦作 [be6-5 i6] ，劝阻之词，常单说，否定动作之立即进行，相当于普通话的"慢

着、且慢"。例如:

(91) 未是，等一下则来.慢肴，等等才来.

(92) 未是，着参详咧则讲.且'厦，商量商量再说。

2.4.2 未通 [be6-5 thang 1 J /未是通 [be6-5 si6-5 thang 1 J 

意义和"未是"相仿，可用于动词之前，表示"未可"。例如:

(93) 加协商者，未是通表决.多协商协商，未可就表决。

(94) 侬到未齐，未通开会.人没到齐，且慢开会.

2.4.3 未曾 [be6-5 tsing2-6J 

如欲强调，可说"未曾未" [be6-5 tsing2-6 be6J或"未八里曾未" [be6-5 pat7 -8 li3-1 

tsing2-6 be6] ，前者与动词或其他成分连用，后两种说法常单说。例如:

(95) 未曾三寸水，就卡爬龙船.还没有二寸水.就想划龙舟.

(96) 未曾未呢，无准备好唔通叫侬来.早着呢，没准备好不要叫人来.

(97) 未八里曾未，阁等三两年则讲.八字还没一撇呢，再等两三年再说.

2.5 用"不"合成的否定词

"不"在闽南话的口语并不能单用，但可以组成合成否定词，这些否定词多少带有书

面语的意味。有些这类词的意义和用法和普通话没有明显差别，例如: "不比、不过、不得

不、不得已"，也有些是有方言特色的。

2.5.1 不止 [put7-8 tsi3-1J 。作为副词表示"相当"。例如:

(98)伊写美术字不止好看.他写关术字相当好看.

2.5.2 不二过 [put7-8 li6-5 ko5J 。单用作语气副词，义同"不过"。例如:

(99) 不二过，伊也是为着汝好.不过他也是为了你好.

2.5 .3 不致 [put7-8 ti5J 。相当于普通话的"不至于"，例如:

(100) 汝总不致来害我.你总是不至于来害农吧.

三否定词构成的固定词组

闽南话的各种否定词在口语中都可以构成一定格式的固定词组。

3.1 无……无……

与两个单音名词、形容词、动词(或插开双音词〉构成井列四字格，表示一种完整的

意义。例如:

无+名:无天无地伤天害理|无心无情心不在焉|无因无端无缘无故|无声无说不声不响|无山

无屿不见山影|无魂无影没影儿

无+代:无汝无我不偏不颇|无即无许一无所有

无+形:无横无直蛮不讲理|无大无细目无尊长|无乌无白平白无故|无弯无晓笔直笔直|无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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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清不凉不热|无咸无誓素菜晕莱均无

无+动:无来无去不来不往|无亲无像不像个样|无定无着动个不停|无干无过毫无关系|无做

无声不声不响|无擒无掠无从捕捉

3.2 晤……晤……

与形容词或动词连用。例如:

晤+形:晤悬晤下高低适中|晤咸晤誓不咸不淡|晤烧晤清凉热宜人

晤+动:晤欢唔喜不高兴|晤亲晤像不像个样|晤讲晤咱不言不语|晤起唔落价格平稳

3.3 始……榕……

始+形:除见始笑不知羞毗|触通给透水泄不通

婚+动:给吼始呻不会支声 I !除食始困坐卧不安

3.4 不……不……

不+数:不三不四|不八不七不伦不类

不+形:不尴不尬不利索

3.5 未……未……:未断花未落脐乳臭未干

囚 一般旬式中否定词的用法特点

4.1 单用否定词

否定词单用离句独立时，普通话可单说"不"或"没有飞闽南话单音的否定词则一般

都要加上另一个副词或在后面加上语气词，双音否定词则不必。例如:

(101) (你去吗? )唔啊，我无爱去.不，找不爱去.

(102) (是你的? )无唤， ø;吾是我的.不，不是貌的.

(103) (煮未? )也末，敢有许紧?还没有，哪有那么快'

(104) (我着去唔? )唔兔，我家自去.不用，我.自己去.

(105) (会寒始? )始嗅，无加偌寒.不，不太冷.

(106) (通去唔? )唔通嗅，新路无好行.别去，新路不好走.

(1 07) (着五万箍呢? )唔兔，三两百箍就够额.不用，两三百元就够.

(108) (讲汝卡出国有无? )无影，唔是我o ~.茸的事，不是农"

(109) (元就安呢来去， )未是，阁等淡薄久.慢肴，再等一会儿-

4.2 双重否定式

上文所举的"唔免"和"免"同义，"未曾未"则与"未曾"同义，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但不是双重否定。普通话的双重否定式可直接连用两个否定词，闽南话大多要插入其他成

分或者改用其他格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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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即项事孤我知影呢，我无讲元，使得.这件事只有4良知道，我不能不说.

(1 11)伊讲好势啊，始去无来.他说好7的，不会不来的.

(112)伊尽爱来，始去唔来.他很想来，不会不肯来的.

(113) 即搭的花无蜀款元芳.这里的花没有不沓的.

(1 14)敢唔是伊煞始记得去.莫非他忘了.

(1 15) 实在太过分了.未免太过分了.

(116) 逐个拢出手揭脚.个个无不摩拳擦掌.



(117)许个婴仔尽古锥，无侬无疼伊.那小孩儿真可爱，没有不疼他的.

如果是否定词和其他语素合成的，有非否定词缓冲，则可同另一个否定词连用。例如:

(118) 考卷始做得唔交.考卷不能不文.

(119) 下昏开会始做得唔来.晚主开会不能不来.

(120) 我透底唔八元去.我向来没有不去的.

(121) 唔是唔来，是抬得通来。不是不来，是来不了-

4.3 词性转移

闽南话有些否定词有转成其他词类的用法，都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无"可用作形容词，表示数量少或频度低，还可用作关联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要

不、不然"。例如:

(122) 家里元，唔通饲阅咏婆.家里粮食不足，别养鸭子.

(123) 往年趁较有，今年趁较无.往年挣钱多，今年挣钱少.

(124) 1日时较有去，者久较元去.以前去得多，现在去得少.

(125) 无元也有十头八个.再少也有十个八个.

(126) 我无闲通去，元汝去唤.我没空去，不然你去吧.

(127) 早起无闲，元下哺则去...1::.午没空，不然就下午去.

"脸"也可用作形容词，表示差劲、衰弱的意思。

(128) 卡论开车，伊较会我较始.论开卒，他比较能干，我比较差.

(129) 交陪朋友我通始.交朋友我很差劲.

(130) 旧年犹较会，今年拢，总拾.去年还比较能动弹，今年很衰弱 7.

闽南话的单音形容词都有三叠式，"无、触"都可以说"无无无"和"给娓娓"，以此

可以验证以上的用法属于形容词。

4.4 "无"充当结果补语

闽南话的"无"及其肯定词"有"都可以充当某些动词(主要是单音动词〉的结果补

语，说明动作或行为达到的某种效果。例如: "昕无"是"昕不见"或"昕不懂"。这种用

法在共同语或其他方言都极为少见。例如 z

(13ì)抄有金鸡母，抄元拳头母.拽出东西有奖，搜不出要握打.

(132) 看有食无千凋瘾看.得到吃不上，空高兴.

(133) 想来想去想通无.想来想去想不起来/想来想去想不明白.

(134) 通街买无.满街买不到.

流行的闽南话歌曲"酒干通卖无"不是这种格式，而是疑问句的省略式，下详。

普通话的"带有(情绪)"、"留有(余地)"带着文言昧，其中的"有"相当于"着"

后面一定要跟宾语。可见这个格式和闽南话是不同的。

近代汉语里偶尔可见到"动词+没有"的句例。如 <<Zj(N午)):庄家道 11 早来有些牛肉，

都卖没了。"和闽南话似乎很像，其实并不相同。一来，"卖没了"是卖光了的意思，在闽

南话要说"卖了唠"、"卖彻唠";二来，闽南可用在一批动词之后， <<水浒》里却不能类推。

"无"充当动词的补语后还可以带上宾语，而且是闽南话的常见句式。例如:

(135)掠无鱼拍潘衫裤.抓不到鱼，弄湿了衣裳.

(136) 食元庭困无铺.元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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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伤晏唠，搭无车。太迟了，搭不土车.

表面上看来这种句式似乎与古代汉语的"食无鱼，出无车"是相同的，其实也不一样。

古汉语是"食则无鱼，出则无车"，"无"是否定宾语的，闽南话的"无"是动词的补语，

在动补与宾语之间还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食无两三碗底没吃两三碗饭"、"掠无几尾鱼抓不到儿条

鱼"、"搭无大只的班军播不上大的班车"。

如上所述，闽南话的"有"和"无"有时可用作形容词表示"多和少飞若是出于这个

意思，这种格式也便表达着另一种意义。例如:

(138) 否家和头定着作无息。工具不好，一定工效不禹。

(139) 新米煮较无屎.新米不出饭。

4.5 动补结构之间的否定词

闽南话对动作结果的否定往往把否定词置于动补之间，不像普通话"没"在动词前(例

如"没说清楚勺，"不"在动词之后(例如"说不清楚勺。例如:

(140) 曝无凋始做得种。晒不千，做不得种子.

(141)元炎日曝始雕• i生大太阳踊不千.

(142) 曝未凋唔通收落粟仓o i.主晒干J!IJ笨进谷仓.

(143)跋唔煞有一日会露灾。赌博不煞乎有一天安遭殃.

如果补语是数量结构，闽南话否定词也置于动补之间，普通话则提到动词之前。例如:

(144) 讲无两三句话就行.没说两三句话就走.

(145) 来未三年元算款。没来三年不算数.

(146) 趁无两元.挣不到两块钱.

(147) 作未两日就好.没千两天就好了.

如果把否定词提到动词之前，在动词之后就要有助词"伊、得、甲"相呼应。例如:

(148) 无洗伊彻(洗无彻)，会生虫.没洗千净会长虫子.

(149) 始食得落(食始落)太食.吃不下制IJ吃.

(150) 作业未做甲了(做未了)始做得去困.作业没做完不能去睡.

(151) 唔铺甲平坦(销唔平坦)拾行得.不铺平不能走。

动补结构之后再带着人称代词宾语时，普通话的语序一般是"动一否一补一宾"或"否

一动一补一宾"。闽南话则以"动一宾一否一补"为常。例如:

(152)伊垫路口等你无着.他在路口没等到你/等不到你.

(153) 我实在对伊不住.我实在对不住他.

(154) 啥侬都掠伊始着.什么人都抓不到他/什么人都不能抓到他.

如果宾语不是人称代词，而是其他名词性成分，则闽南话有两种表达方式:若否定词

为"无"和"晤"是"动一否一补一宾"格式，若否定词为"未"或"始"则是"否一动

一补一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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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5) 找无着路找不到路|行唔着路走路走错了|等无着侬等不到人|讲唔着话说话说错了。

(156) 始认得路认不得路|未认着路没认准路|枪作得息干不成活|未作着息;主干过活.

五疑问旬中的否定词

闽南话里有两种疑问句都用否定词构成。



5.1 是非问句中的否定词

闽南话的是非问句不能只用语调上扬来表达疑问语气，而必须在句末加上语气词。除

了 [h3] [he] [hD] [hã]等语气词之外，还可以用肯定词和否定词连用，后者读轻声，置于句末
充当独立语气词。答话则选用其中肯定词或否定词作答。例如:

5.1.1是晤 [si6-5 mO] 

(157)1主后生倒来唠，是唔?你儿子回来了，是吗?

(158) 明旦日开学是唔?明天开学是吗?

5. 1.2 有无 [u6 boOJ 

(1 59) 几落侬卡口 [tshe6] i女，有无?好几个人要找你，有没有?

(160) 伊共汝讲过了，有无?他同你说过了，有没有?

5. 1. 3 着晤 [tio?8 mO] 

(1 61)拢总四百五十斤着唔?总共 450 斤对吗?

(162) 无我则去共伊讲，着唔?要不我去告诉他，需要吗9

5. 1.4 会馆 [e6 bueO] 

(163) 讲下昏风台卡到，会始?说晚丰台风要到，会不会?

(164) 即号花开了具芳，会始?这种花开起来很香，会不会?

"是晤、着晤"中的"晤"在泉州话可以更换为读轻声的"呢" [ni] 。

5.2 反复问句中的否定词

反复问句是闽南话中最常见的问句。除了"未"和形容词之后的"晤"，各个单用的否

定词都有相对应的肯定词，反复问句就是把肯定词与否定词放在谓词性成分之前，一前一

后表示选择造成疑问的。例如:

(165) 酒千通卖无?有酒瓶卖吗?

(166) 有比汝卡水无?有没有比你漂亮?

(167) I、倒去过年唔?要回去过年吗?

(168) 卡叫伊来唔?要叫他来吗?

(169) 无汝替我去好唔?不然你代我去好吗?

(1 70) 食犀茶会困得枪?喝浓茶能睡得着吗?

(1 71)洗会清气枪?洗得干净吗?

(172) 卡请侬客着买鱼也免?妥请客要不要买鱼?

(173) 着曝露甲凋也免?得晒到干吗?

(174) 入学通知单到也未?入学通知书圭1J1 没?

(175) 曝凋也未?晒干了没有?

(176) 昨昏的戏好看唔?昨天的戏好看吗?

以上句式中有繁有简，每种选择问句都可以变出多种繁简不同的句式。以例 (165) 、(1 71)

和 (174) 为例:

( 165') 有酒干通卖也无酒干通卖? 1;有酒千通卖也无? 1:有酒干通卖元? I 酒千通卖

元?

(171 ，)洗会清气也洗始清气? I 洗会清气也始|洗会清气始?

(174') 入学通知单到也未到? I 入学通知单到也未? I 入学通知单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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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肯定否定选择之中，"有……无……"中的"有"常可省略，其余的"卡……免……"、

"会……她……"、"着……免......"中的肯定词一般都不能省略。

各种繁简式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只有语气缓急及语用需要之别。一般说来，口语中总

是尽量趋简。最常用的问候语"食未吃饭了没有"和问话"去未去了吗"、"好晤好不好"都只有两

个字。相对而言，在"有……无......"、"会……抬……"、"着……免……"各句中，"有"

最常省略，"卡"其次; "会"、"着"则一般不省略。而表示选择的"也"则不论何种句式

都常常省略。

"也"音 [a3] ，有时也读为促调 [a?7] ，意思是"或者"。"也"的这种用法在《祖堂集》

里随处可见。例如(均见《祖堂集》卷八):

(177)还出得法身也无?

(1 78) 只今还奈何也无.

(1 79) 祖佛还有漫人之心也无?

(180) 无心还有用也无?

《祖堂集》中句末的否定词大多是"无"，偶有用"不"的。不像闽南话，多种否定词

都可用。唐诗中类似"画眉深浅入时无"之类用"无"置于句末作疑问词的也不少见。

"去未"的说法则见于《世说新语·忿猖》。

(181) 谢去良久， (王)转头向左右小史曰"去未? "答云"己去'\

可见，闽南话否定词在疑问句中的用法有的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古前期的汉语。

附注

1 除非特别说明，文中标音皆为厦门音.音标后的数字为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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