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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话"着〈之/子)"类持续标记者

中古"著〈着)"的语法化过程

罗自群

摆摆 混过分析官话中"着(子/之)"类持续标记谱背上的特点j兰及它ff]与表示

附着意义的"藩"、表示结果/可能补谐的成分、表示完成黯义的成分、语词后菌的方

位介调等边间的关系，从语音、湖陆两个居面探讨中古附着蜡义的"辛辛"的语法化址

程中所盟珑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宫i主持续标语著(之/子〉 中吉"辛苦n i器法化

例i阔搏续标记?我们捂处于动潜之屈、表示持镶意义〈即习费上说的表示动作正

在进行成状态正在持续〉的虚词成分，称为持续标记。现代汉语方言持缓标记的语音

形式兹别很大，来源也不尽相同。本文将通过对宫话声母为 [t~] I [ts] 的"着〈之/子)"

类持续标记的分析，考察中古酣精雕义的"著(着)" (橙母街摄药韵入声〉的语浩化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

… 言语"蕃〈之/亭)"提持续棒iè鹊类墨及地理分布特点

现代段语方言中持续挥i己的提型比较多〈罗吉群 200肘，商声母为 [t~]/[ts] 的"盘"

[t~'\"O]/[ ts~ 0] 、"之/子" [t~'lO]/[tslO] 费持矮标记遥行的需髓，主要集中在宫语区 a 这庭

收集到了一辑方吉材料，为了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便于比较，每一个方言点的棋句…般

都是持接挥记出现的几个主耍句式成结构一一"动词+持楼标记〈十宾语)"(陈述句〉、

"动诲 l十持续标记÷动词 2" (海动句〉、"动词+持棋标记+动词+持续标记" (蠢巍

彭式〉、 u分司÷持续蒜t岳飞为了节省第1蝠，一殷不随文性释，本文所引用的材料出处

参见文扁的引书吉录或参考文献。

(…) "蕾"类持续郭lè

北方官话区、中原宫i在脏、股辽宫话区、东北宫话臣、以及兰褒言语区是"娃"

通行的主要地带，西南官话区的部分地区也使扉"藩"J6着 n 类持续标记根据其韵母

的不肉可以分为三个小类z …越[γ]/[~]之类央元音或接近央元音的韵母，二是[U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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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合口峙韵母， -三是 [0]1 [0]/ [ou]之樊开口呼韵母。

1. [y]/[a]之英央元音或接运央元音韵母的:

花京话:能1fJ争着 [t~yO]挂着要上黯儿去/1'1湾东开着老王今儿穿着…身儿新/我们走着

主运替天理费JL亮了/位在第JL戴辛辛你睫/外边JL下着小毛正在儿附

河北吕黎话:她ifJ iE i盖着 [tg;~O]话费/桌子上搓着一巍水/坐着吃好，还是站着吃好/说着

说辛苦笑起来了

黑龙江哈尔诙谐 t 他们正在说着[tg;yO]谛昵/站着! 1坐着吃好，还是站着吃好/提着漠着，

笑起来了/顺着闭走/桌上放精一碗水

内蒙古在诸方苦: (海拉扭语〉他iE跟…个朋友说着[t~~O]话呢/坐着吃比站着吃得劲儿

接I ( 遥辽话〉……他捣辛辛抖。可野藤条，顺着精盟拐啕儿的小山道儿向
上黯……/套着一只野鸡I ( 呜兰浩特活〉他提着[ts~O]斧子锯就去了……/

脖子上挂着一模模链子/旁边儿罩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

山回广爽话:坐着[ts:;，O]吃比站着吃好

万娘话:…伙人唱歌着[t~yO]嘿/她正吃饭着哩

陕西四蜜语1 路不远，你走着[tg;yO]去/走着走着跌倒哥哥

卢丢生活 2 她自号正开会着 [t~'lrO]昵/撒辈辈吃比立着吃好/是辛苦 JL[怜的是着儿天黑顿j

ÚJ东黯攘话:没着[t~:;，O] ((嘴〉含) I捎带着(颇使)

坷南洛陆选z 你扶着[与~O]撞主在望在 JLI趴着睡/冲着=对着

云云南方商:摇辑时逢 (1969) 记载，当时去南省者是辑、广耀、镇离、缅宁、蒙化、

融丰、武定、龙陵、玉溪〈薪民转〉等 36 个方窝点说"坐着"，另外，

冗谋、镇沉、泸甜、~市宗等 10 个方言点说"强t归路卒"、 u坐等γ院子 n 等 5

2. [uo]J[u~]之提合口呼韵母:

内蒙古汉语方言: (巴彦浩特话)他正跟一个朋友说话辛辛[t~u~O]昵/坐着吃出站着吃好

点/没有钱坐牢辑马，就绕着山走

陕西黯茶话:你做哇哇?我看书琴音[t~u021 期平:哩/说着 [t~u021 阴平]说着，北风又来打岔

宁爱晴原话:吃着[t~Uy31]t最/摸着舞

山东博山话:坐着[t~u:;，O]吃强起站着吃/对着/踩着黯/歌辛苦/王军拉着耳朵

问陶那州话:镇张往儿武防县躺糖[t~UOO]那半截儿塔/七九)\.丸，扶着犁走/只有穰辛苦头

皮照办/井水跟着罐儿往上涨

3. [叶1[0]1 [ou]之类开口呼韵母的:

ÚJ商将拾谣:那家开会着[t~013 栩平]哩/人不在，锁门着咽

青海黯?话:有个老奶奶，没儿没女，养着[t~:>O]个花牛载JL....../站着!想着说，革运抢

着漠/家对人靖实选好着哩

髓着[t~053 上声]捶/蝶辛辛河往下走/坐着吃喃好，还是站着吃瞒好/门口盟站

着一位人/家学校盟常也没住着(他经常不在学校里住〉

山东沂水话:背着[t~::>O]拍辛辛…样泯儿/吃着吃着地{到了牙1)领着/朝着/挥着/对着

江苏徐州话:大门敞着[tg;ou吁，你也不知道关/摆着个嘴筑/商人吃着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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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辛辛〉河边儿走

满事 1I备武弯道 t 生挂着 [tsol1盟平]吃好，坯菇站着吃好/说着说着赞起来了/桌子上放着一

磷求/门口站着一群人

江西湖口语z 坐着[t~o35]

湖南宜章亦有士话:但在这里食着[ts'OO]嵌黯/活着活着，笑起来帮

云南路南话:坐着[t~o44 阴平]

〈工) <t 之/子" [tnO]/ [ts10]提持媲栋1.2

北方官话E豆、东北官话区、腔辽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是"之/子" [t~'lO] /[ts10]类持

续蒜记分布花较集中的地区。

东拉宫话 z 就摊子[ts力工作鼠来的/费:就跟予一千块钱花吧/我们都在这等于呢/他玩儿

子玩儿子就范这事儿给忘了/不疼再接子打，痒就怠子点Jl

山东济南话:你看着[t~'lO]我/家盟正吃着器呢/红着整不吱声/她揣着孩子走嚼/冲着/朝

着/对着/向着/)1顶着

即撼话:背着[tnO]手/蜷着腿/瞅着着[tHO]/[t~QO]/捆着/朝着/跟着

宁夏银) Ii ì注:车来了，靠边着[tnO] !撒jiJ.着! /外头下雨着昵/闭着眼睛撒向一一辖张

罗IE挂着/对着/1嚼着/冲糖/沿着

中宁话:婆姨在荒上摇着[tno]/[tiO]呢/吃着碗里的，瞅着锅盟的/怀窝里抱着小的，

心里摆着老韵/墙提黑蹲着商个老汉

湖北挠樊话: (罗自群记录〉据不究金羁轰. "V 子在 n 主要分布在市郊、襄F日丢的东

津、竹条、据盹、新集、法龙，宣或丢的朱奇、小1号款及富漳县的龙门、

九集、武镇等地; "V 之夜"主要分布在南津县的城关、涌泉、李菇、长

坪以及宜城县的城关等地。例如:

门开之/子在11嵌攒之/子在1/他站之/子在//他说之/子在

云薛保 ÙJ 谣:坐着〈之〉

去散巢县i运 z 爹爹f1!J坐吱 [t~，:]在/墙上挂吱辑子在/坐咬不知站哎/讲岐讲吱就哭将鹉

来

巢湖话:怕站之[tnO]在/书伯掌之在

庐江话:是坐之[t~.t]吃饭好，是站之吃镀好? I驮之〈告:兄弟) (背着〈告:弟弟》

/掐之(拿着) I桌子高头顿之一把锯镰刀(桌子上醋放着一捏镰刀〉

就话 t 那本书他看子[t8131 ] 在/他们喝子洒在

在西永锋活:门口围之[tnO]一群人/外头落之大雨，渠也跑出去

江募南京话:位在大门口站着[tnO]l你克东西拿着n~.1戴着 1捕子在找帽子/墙上挂着一!阳

酶

… 官话"着(之/子)"操持攘辑记和它所兼有的键法功能或分韵比较

官话的持续标记"着"和中古附着意义的 4著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满源关系。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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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持续意义的用法上来看，"着"是"著"的启部字，"著"和"着 n 其实是一个字

的两种写法。、汉语史上有关夜语持续辑记"着异的语法住过程，许多学者有过非常精

辟的诠述，不再赘述。这景，我ifJ遥过一些方苔材料，比较官话区静模标记"着(之/

)"的语音?在式和结果/可能补语、完成标语、方拉分词等成分的语音形式的异间。

〈一〉持续棕i2.幸自缎亲结果/可能意义的用法

既然持续标记"帮"越来摞于附着意义的"辛苦"，那么它和表示附辛苦意义的"着"、

表示结果/可能补语的"帮"在现代方言中的关系义如何呢?请看表…t

表

方言点 持按标记 结果/可能持海 〈前/黠〉着

哈叙演 t~"lrO t~au24 摆平 t~au24 捂五F

立京 t喜τ§ t~ao35 黯平It~"lrO t~uo35 用平 It~ao3呈阳

平

洛陆 生~QO t~Q31 阳平 t~Q31 阳平

西安 t~"lrO pf' oO pf' oO/pf'024 1ìfl平

户县 t~"lrO/t~QO t~"lrO (文读〉 t~"lrO (文读〉

昆明 t~;44 隅平Itγ::1 3 爵 号。31 黯

子

寿无 t~u;O t~UQ在

撵坊 t~UQO t~u;O 

博山 t~u;O/乒 t~UQ55 上声

舞阳 t~uoO t~u053 阳平

商县 t~uo21 阴平 t~uo21 朔平

沂水 t~:>O t~UQO/t~UQ53 1ìfl平 i 旷3 陌孚

荣成 t~:>O t~:>O 

西宁 t~:>O /t章。"上声 t抖。24 附于哺 t~u024 国平

i搞武官运 tso 11 阳平 tso ll 阳平

利津 t~ouO t~:>53 阳"'jl

徐 711 t苦OUO t~ouO t~:> 213 阴平ItS:>213 阴子

1.持续标记和表来附辛苦意义、结果/可能持语的〈节称实义的) It 着 n 一般都是读

不送气清音，

2. 表示持续标语的#藩"多读轻声，还有键上如如胡平的:而实义的"帮"在很

多地方渎摆手，符合古金拽入声字在官话霞的演变规律。

3. 一部分持续辑记的韵母为["lr]/[司，这种央化现象在实义的"着"中表现得并不

晓路。持模栋记读音为 [t~"lrO]/[t~Q 0]的，除了洛阳话以外，一般都与实义的"帮" i卖音

不雨，倒是读音不是[t~"lrO]/[t~Q 0]的，和实义的"着"读音一致的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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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标记和方位介词用法

有些学者认为，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着"的直接来源是中古"动词+著+处所词"

格式中的"著"，有的学者认为"着"是来源于静态动词后面的"著"，也有学者认为

"着"是来源于"到"义的趋向补语"著飞这些看法都说明持续标记的"着"和"动

词+方位介词+处所词"中的方位介词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表二将持续标记和

动词后面的方位介词作了一个比较 z

表二

方言点 持续标记 方 位 介 词(及例句)

西安 t~γ。 t~γ。 把手搁着被窝暖一下

昆明 t~:}44 阴平 t~:}44 阴平 这个月发奖金，我叉着晾着干滩儿上了

撵坊 t~u:}O t~u:} 0 /t~:} 0 
他老是趴着桌子上

博山 t~u:}O/:}O :}O 关 :}O 笼 :}O/跑 :}O 北京去

西宁 t~::>S3 上声/t~::>O/ t~::>S3 上声/t~::>O/ 猫儿跳着缸上/站着泉儿上溜寡嘴/

银川 tn
O tRO 老鼠钻着风箱里/盘子端来搁着桌子当

中

中宁 tnO tnO 把娃娃送着托儿所里去

丹阳 tsæ?3 阴入/ tsæ?3 阴入/ 放则格里/坐则床里

tæ?3 阴入 tæ?3 阴入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官话区持续标记"着"的三类韵母形式都有和作方位介词的

成分读音相同的方言，涉及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持续标记"着" [tnO]在银川、中宁

话中同样可以做方位介词，这种 "V+着+处所词"的用法，在西北其它方言，如兰州、

西宁，也有这样的用法。另外，在宁夏中宁话里还有一种否定形式的 "V 不着[tnO]+

处所词"，意义上与"能 V 着+处所词"相对: "有羊嘿怕赶不着圈里了"、"瓶子高得

很，擂不着柜子里"， "V" 与"不着"成了直接成分，"不着"作了 V 的补语，表示可

能性意义，李倩( 1997) 认为，这说明中宁话的"着"在这种结构中还保留着实词的

成分，这也正是"着"由实词虚化而来的痕迹。据梅祖麟 (1988) 的论述，兰州话的

"著"字有介词和持续貌两种用法: "拿着东西"，"放着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介词

"著"是源，持续貌"著"是流，兰州话源流兼用，而且位置在西北，接近敦煌。梅

祖麟 (1999) 指出: 1801 年写成的《三笑))，表自多用苏自，里面有方位介词"子(=

仔)"的用例:十八世纪乾隆时代写成的《缀自袭》以及 1908 年记录老上海话的《土

话指南))，里面也有方位介词"之、子(=仔)"的用例。这说明吴语也曾有过"仔"

做方位介词的历史。表二中最后特别列出的丹阳话属于吴语区，但是丹阳方言地处江

淮官话与吴语之间，它"东面的武进、南面的金坛是典型的吴语:西面北面是丹徒，

属江淮官话" (李荣主编蔡国璐编篡 1995 ) 

(三)持续标记和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

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由于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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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挤压，"著"多部现在长江中下潜及其以南地区的文献及其方言中。在现代宫谐的一

些万言中，持续栋远和相当于" T "的、表示完成3意义的成分的读音仍然是…样的，

比如:

青海西宁话1 捏土挖着[t~:>S3 上声]1 [t~:>O]下来/棱坡儿上妻去 ， IJ、心清辛苦下来了

就南还有用完成惠"著"字的方言 t 邢公皖 1979 年指出去庆诵的"着[t~OO] "有

完成态、持续态两种用法，"他吃着嵌了(他吃了棋了沪、"坐着吃"。"着[t~OO] "是入

，邢先生 1985 年时认为声母是潜畴，但没有说明理由〈梅相麟 1998λ

还有不少方言，表赤究成意义的成分和当地的持续标记不一定同膏，但是，还

比较明显地看出它钉和中古附着意义的"著"有着一黠相承的关系。比如:

云南永黠话:我买辛苦[ts031 阳平] (文读〉衣服了/你格去辛辛北京?

湖南宙首话:这段路我们走藉{饵'00]四十分钟/住院用着两千元钱

吉首处于黯南宫话与湘语的交异端，兼有西南宫话和湘语的特点。

持续幸运ic. "之/子弹和表示完戒意义的成分读音相同的情况在江淮官话比较普选，

例如:

安辙巢湖话:他们两个只做之学边夫妻/你…说我心里就有之i善于/树叶黄之

蜿理潜怀十条方言:风采着，爵来嘴，和高背藉般来着，嫁知点着火来辛苦

据李金陵 (1995) 的调菇，"辛苦"夜镜西潜怀十县的这种余地区一致的语法表达方

式，仅有错曹的细微毅尉，安庆念如"着气桐城如"之"，资池如"子气其余各县大

致i卖如"得、达、税、在"不莓，组都是轻声。

庐江话:我洗之衣裳再来陪你控寡(闲聊 ) 1肆个晚上，我梦之一个怪梦

据屑元琳 (2000) 的调菇，安辙合搓、巢湖、宪海、贵地、安庆等地都有一个黯

庐江方言"之 n 用法(持楼、完成〉基本辑爵的虚词，只是在合肥、巢梅等地读音是

[tnO
] ，在苑楠、安庆等地读音是如仇。

和Ì[淮官话桔邻的赣语区的一些埠方也有和持续栋记"之/于押读音类似的、表示

完成意义的姻法:据文Ij纶鑫(1 999) 的读菇，南昌片〈住括南昌市、南昌王二、新建县、

安义县、湖口县、星子县、德安县、瑞邑县嚣酶、修水县、武?县、都邑县、永修县

共 12 个县市〉在语法上，这一片许多地方有…个较典型的动词体助词"帮" (或写作

"之勺表采完成得意思。其中，永修话的"之"除了表示持续意义以外，在一定条

件下也能表示完成，例如: "梁实之[tnO]尊巢，我买之格拉/火车到之/主任语之余附你

开会"。

军8江f按官话相结的英语区也有和梅续标记"之/子"读音类f鼠的成分"仔 n 等，它

们既可以用作持续栋记，又能表示完成意义，例如:

江苏苏丹|话 z 辑仔[tS10] 马上l.Ù 1开仔窗盘黯觉/照仔/沿仔IP挺好/为仔/假穿仔-f牛新衣裳/

墙头上挂仔-/憾地理〈表示持搂意义〉

我买仔[tSl0]二三张电影票/沓吃仔饭哉〈隶主云完成意义〉

我们还发程，有儿个地方的持结标记、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方位分词旦者的读音是

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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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话:也正说着[t~(:)O]嗤 (表示持接〉

家黑暗[t~~O]着几个罔售企搓着哩 (表示完成〉
盘子端来拥着[t~(:)O]桌子当中 〈方位介词〉

霄海西宁话:致个娃娃趴着[t~~53 上街] I[t~~o]器者 (表军持续〉

坡坡Jl上妻去，小心嚷着下来了 (表示完成)

站着泉儿上撞辈革嘴(说南语) (方位介诲〉

江苏丹阳语z 能盟贝lJ[tsæ俨崩入]1 [tæ?3 陷入:我弗说诩 〈表示持续〉

我己经写则回信哥哥 (表示完成〉

放则拮攘毁 (方位分需〉

当然，同心诵的"着"、西宁话的"着"、丹陆话的"则"的诸法功能不11::上醋这

三种。这三个方窑点不在一个方言区，"辛苦n 和"则"的读音也不间，程是它们在表

示持续、完成、方位介词二三个方言表现出这么整齐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它们历史上存

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愕源的可能性是比较明握的@虽然像西宁、用心、丹阳这样

"一身兼二职"的情况并不多晃，倒是它有]的确很有代表性。

〈四〉关于"之/子"类持穰标记的本等

以上的分析，连一步说明了宫语"嘴"提持续标站剧中宙撑着意义的"着 H 的同

源关系。至于"之/子押的本字，许多学者之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赵元

任先生(自裁翻译 1979) 指出，北京话的 u辛苦"最弱化的形式是[t时才t寄:您据尹世超

〈戴昭铭 2003) 的调膏，东北官话除了使用持搂标记"糖"以外，还多用"子气他

认为J‘东北人管 6沛子'叫 6闷头'，为的是避音讳'接子(接着)'。老北京λ也有

韶‘着'说成‘子'的。钱;如:老北京人和东北人都说‘好吃不如镜子，好受不如静j

(倒着)'这句同字的熟语'二我们认为，持矮标记"之/子"其实就是"精气是"着

[t~'rO]/[ t~a 0] "读音进一步弱化的结果， [t~巾和[t81可声母上的本闰主要是由于这捷方宙

中知组声母是否分[ts]和[创造成的 e 钱乃荣( 2002) 告指出:吴语的"好"、"之nfyn

等都是俗字，它们都是从表示"附着"义的动词"着n 语法化费来的，其语苦苦形式是

韵犀完全失落读成声母班长青的结果。上文谈到的"之/子"费持续标记兼表示完成意

义、佳方位介词曲用法和持续标记 H辛苦"也有许多朝向或相似之处。据梅祖麟( 1980) 

的介擂，文献资料表明在十六世纪能吴语中. tsi写作"子"，而丑已经用来表示持按

魏制究成辑。能强调指出，英语中情貌词揣在中古汉语有其摄握，现代宫语有其间源

i莓，因为吴方富既不可能脱寓汉语历史的主流高强立存在，也不可能跟它的北方邻居

宙语毫不相捞。江蓝生 (1995 ， 2000) 指出:梅〈捏鳞〉先生常举上梅语"骑仔马寻

马"和"吃仔饭哉" ("仔"即"帮"的音借乎〉作为吴方言"著"兼表持续态和完成

态结词的例子，是假正确的。在安徽含出话虽Jg著"既可做完成态词尾，又可做持续

奋词尾，其例如:讲之讲之偏就来之("之"为 u著"的青借字) "讲之"的 u之用表

持矮态，"来之"的"之n 表完成态 a 可克，助词"著押在早期白话及理代某略方宫里也

是身兼数职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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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官话"警〈之/子)"卷中宙酣着意义"警(着)"的语法化过程

我的在前面的讨论中没有考虑词汇替代现象对持续标记的影响，也没有潜及中古

附着意义的"帮〈着)"演变到 [t~]/[ts] 类商母之前可能出现的语音形式及其在现代

方言中的表现，本文讨论的只是陪着3意义的 u著〈着)"接长的语法化过程的…个片

段中的语膏、诸法两个方困所表现串的特点。

〈一)语法化迫程中的语音演变特点

这个过程中，谐音演变总的趋势是弱化。具体表现在 z

( 1) "着(之/子)"类持镀栋记随着"附著 " 1I 睡蕃 n 等实义的"著n …起演变为

[t~]/[ts] 类声母，这一点佳能说阴阳]/[ts] 费持续标记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2) 声谓普遍发生了轻住一一声母的轻化是语音弱化的一今非常震要的标志。

(3)韵母在一部分地区扔然和实义的耐着"相黯或相似，在一部分地区赔进…步

发生了央化现象，这种央化现象甚3连接及到实义的"着" (如:洛阳活〉。和其他韵母

相比，央化韵母的持续标记产生的时间是比较镜的，但是，央化现象还只是这个过程

中的一个环节，央化的韵母很可能进一步弱化为官话的 u之/子押和哭器的"仔押，即

读件声母的延长音了。和这种踌化现象相反的情况在官话的周隅就有，倒如:北边的

普语应有仍保留入声韵尾[?]的"着"类持续标记 z

内絮吉汉语方吉: (临到话〉……一个叫张龙，给姓部的这家黯主揽长工著[t~~?可曦

山西大南话:坐着[t~~?32 入声]吃比站着吃强

陕商神木话:老张在大学当老照着[t~~?O]喃

而南边和江淮宫谛相邻的英语丹阳话黠仍保留韵母尚未央铭、有入声韵路肉的持

续标运"则[tsæ?3 期入]飞

(4) 韵母从[0 ]/[ 0 ]/[UO ]/[u~]. 到[叶I[:)] • 进而到 [1J/[l] • 弱化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商且在培理分黯上也能表现出…些特色:如果捏韵母央化的"商安…一洛~El一一北京"

看作"着〈之/子)"英持辖标记分布的中心地带，那么离i这个中心黯近的是[u~]/[UO]

之类合口呼韵母的"着气再就是扣]/ [0]/ [ou]之类开口呼酵母的"精气最外商的是 u之

/子 [tno]/[tsl0] " 英持镇标记…一暂且不说"之/子月比较集中的江淮官话以及臭语的

"仔"，我妇知道，宁夏中宁远除了用"着" [tno]之外还有…个自由变体"的" [ti巧，

山东省境内除了有"之/子[tno]/[tsl0] " 之外，不阅韵母形式的"着"也很多，而且还

有 [t] 类声母的持镀辑记，东花官话也有类似的情况。而来摞于附着意义的"著"的

目类声母的持续标记比 [t~]/[ts] 类声母的持按标记出现的时间要早。

(5) 寻 i韶语音弱化，尤其是韵母、声调变化的原因，可以从句浩功能以及JL化韵

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黯俭明曾指出 (1999): ~主京话里出现在"别 V 着! " u 斗、心 V 辛苦!"两种析使句中

的"着" (zheo)". 如: "别伤着!" "小心摔着!"这个"着"看来是"着 (zhao35 ) "的
变体，因为它跟踪述句里表来结果的"着(zhao3S )" 同义。我1rJ认为，这个程象至少

本人语音上吁以说明北京话中读指eO 和遗 zhao35 的两个"着"的联系:"~IJV 着! " ..小

心 V 着! "中的"着" i卖 zhe. 虽统还是表结果意义，但是因为处在句子末尾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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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发生弱化，和持接标记的"辛苦"同音了。韵母的弱化和声调的轻化往往是相辅相

璋的 a

我们认为，持接挥专己的这种语音弱化现象可能和历史上儿化韵的产生关系带切。

据李忠敬(1986) 的垮证， u 自从 'JL' 字的读音随系列j字一起变成骂掌声母的[~]以后，

在立方又出现了 4 儿'司F慧与词穰语素拼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气"在明代陆庆、万m

i碍，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JL化音已经有了高度的发震，焚用得非常

普遍了"。无论是应史上还是现代方言的材料都释得出，儿化所涉及的词典对象出较普

遍，名靖、动词、形军事谤、酣询、介询等都可以儿化，葱么可以推髓，在这种大环境

干，和动词"著"来摞一致的持绿挥记，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化，这里有一挫材

料能说赞这一点:现代北京话仍有功词儿化启仍为瑞谓的现象，如产擦JL" (间"捧勺、

"颠儿" (走开，到)、"蹦JL" (跳跃〉等〈野、副等 1997)。商在户县方宫中，动词表

示持续意义，既可带"精[t~yO] "或自奉告A[t~ao]"，又可发生拖音或变调。这里的撞音

是韵服或韵母部分省去介音读轻声(孙立新 200 1):

水架到边载辛苦 ()U 白杨树/水渠窝边栽[tsæ31 ] æ自辑树

门口自着 (JL) 一伙人/门口国[uees] ei一快人/门口腾ueeS3 …伙人

门撞上坐着 ( JL) 个在汉/门撞上坐[tsUy55-51]个者以

u着(之/子 Y 类持续标记在语音上弱化的最高翰段应该是，作为音节单位的靖

夫以及由此引起的它前菌的动诲的音贺，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

(二)谱法化过程中谐音和语法功能的相互关系

"着〈之f子)"类持续标记所包含曲"附着"意义虽然从语义上己经不那么明显

了，但是，它们幸目前面的动词的结合和庶则更加紧窜， "V 着〈之/子)"已经成为…个

不可分爵的语义单位 4 。

值得强髓的是，上面新谈到的语音的种种弱化现象，并不标志着中吉陪着意义的

"著"自谱法功能的多样性正离着谱法功能的单一性方向发展的举棋趋势e"着〈之/

)"费持接标记分布蓓黯比较广泛，高芷经过漫长的发攘过程，尽管在现代汉语方

中发展很不平衡，坦是它们同实义的"糖"的关系佳然是比较明显的，每一种形式的

读音挥奋和实义的"辛辛挣语音形式完金一样的现象。我们看到，一方醋，"着〈之/子)"

突持接标记向实义的附着的"着"、结果/可能补语的"着"、!?).及作方位分坷的"着"

语音〈声母、韵母、声调)完全相阔的情况并不多觅，主摆是声谓方面，持续挥记都

读作轻声，和实义的"着月不国…一这是语音弱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如果不垮虑

声漓的因素，持续吞记和实义前"若"在声母、毒草母相间或相假的情况还是不少的。

另…方窜，持续标记韵渎啻剧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读苦苦一致的情玩出较多。从前母尚

未央化的"着" (西宁话〉、思经典化的"糖" (民心话)，挺"之/子"，都有，当然，

地理住窒靠南的"之/子 n 樊持按棋运表现得更为明显。

还需要强调的是，"之/子"类持镀栋t己虽然在语音上可以著作是"着月的进一步

弱化形式，但是从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来警部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地域广大的长在

以北的官话旺，表示持续意义的"辛辛 n 同时表永完成意义如材料比较少，市处在外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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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子/千子"类持接标记，在有的地方只表示持续〈如西南官话区的襄樊活);在有

的地方既可以表示持楼，也可w.表示完成〈如江擦宫话);笆是到了吴语J4仔"表完

成民黯法多子若是持臻的用法、以致在一黠情况下人们已经开始对它是否表示持续意义

表示怀疑(汪平 1984，划丹青 1995)。这些具有陶潜关系的成分，从~t~tl南形成了一

个非常明显的渐变过程，越往北，持攘的用法明显，越往酶，完成用法增多。为什么

"之/子"类持续标记兼表先成意义的情况比较多，我有]认为，这不但仅是因为它们二

者在语法化程度的高能上难跃分出镀此，更重要的是，这是"着"期来表示坊作完或

或获得结果的用法从唐代一直延续现代方宫的结果。西之/子"樊持续栋记除了在银川、

中宁等方宫中兼做方位介词之外，我们也发辑了兼作结果补语的，如 z 安徽巢湖话"跑

开的水，小心烫之"等。

综上所述，在附着意义"着(着)"的语法化过程中，语音的辑化引起动作义的

"著"和几个平同句法功能的"若"之间的语音分化，并在一些方言中形成了平行发

展的格局，也正是由于这种民源关系，这儿个来源相爵的句式中的"著"在一辑地方

至今仍然部持着完全一致成桔割的形式，而"著(之/子)"类持续掠记一身旁麦两职、

身兼三职的情玩和它ifJ语音弱化的程度并不能完全对应。如何判断一个成分语法化

程度的高筒，是语音的弱化?还是兼有的语法功能的多少?还是将二者结合跑来考虑，

这些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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